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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导的信息技术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同时为其它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
究方法。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_，也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
目前，随着计算机硬件性能的提高、各种多媒体操作系统、多媒体软件应用开发工具的迅速发展，使
得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且已渗透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
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多媒体技术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最新的技术和研究成果，同时又重点介绍了各种
多媒体素材的制作方法和主流软件的使用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设计能力。
克服了以往多媒体教材要么只注重理论阐述，不注重应用技能培养；要么只介绍相应的多媒体软件使
用方法，不能让学生全面了解多媒体技术的基本知识的缺陷。
使学生学完本书后，既能全面了解多媒体的基本知识结构体系、多媒体应用软件的开发原则和设计方
法，又能重点掌握各种多媒体和超媒体的制作和使用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学校、成教学院的计算机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大学本科非计算机类、信息
类专业的多媒体课程教材。
还可作为多媒体应用培训教材和多媒体应用开发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本书的第5章由北京林业大学黄心渊教授编写，黄心渊教授对全书进行审阅，第7章、第8章由罗岱老师
编写，其余内容由淮永建老师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对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多媒体技术是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动力和研究热点，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发展十分迅速。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者不胜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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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媒体技术基础》主要阐述了：多媒体技术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又重点介绍
了各种多媒体素材的制作方法和主流软件的使用方法。
内容包括多媒体硬件环境、音频数据的制作、静态图像处理、计算机动画、多媒体数据库、多媒体网
络技术等。
《多媒体技术基础》内容密切联系实际，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配有免费电子教案。
《多媒体技术基础》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及相关专业教材
，也可作为大学本科非计算机、信息类专业的多媒体课程教材，还可作为多媒体应用培训教材和多媒
体应用开发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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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MDBMS应具有开放功能，提供MDB的应用程序接口.API，并提供独立于外设和格式的接
口。
（7）MDBMS还应提供事务和版本管理功能。
6.2.3 MDBMS的体系结构目前尚没有标准的多媒体数据库体系结构。
现在大多数多媒体数据库系统还局限在专门的应用（如图像数据库、文本数据库等）上，只对那些专
门的应用结构进行了设计。
在这里仅介绍一般的多媒体数据库结构形式。
1.联邦型结构针对各种媒体单独建立数据库，每一种媒体的数据库都有自己独立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虽然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但可以通过相互通信来进行协调和执行相应的操作。
用户既可以对单一的媒体数据库访问，也可以对多个媒体数据库访问以达到对多媒体数据库进行存取
的目的。
这种多媒体数据库系统的体系结构示意图如图6.2.1所示。
在这种数据库体系结构中，对多媒体数据的管理是分开进行的，可以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直接进行组
装，每一种媒体数据库的设计也不必考虑与其他媒体的匹配和协调。
但是，由于这种多媒体数据库对多种媒体的联合操作实际上是交给用户去完成的，给用户带来灵活性
的同时，也为用户增加了负担。
该体系结构对多种媒体的联合操作、合成处理和概念查询等都比较难于实现。
如果各种媒体数据库设计时没有按照标准化原则进行，它们之间的通信和使用就会产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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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媒体技术基础》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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