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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步人2l世纪，信息技术已经渗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各个角落的重要支撑技术。
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部分基础内容下移到初等教育和外移到社会培训
点，信息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素质培养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学生既要掌握专业知识，还必须具有
应用计算机技术解决问题、提高工作绩效的综合能力。
因此，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水平将直接影响国家各行各业信息化的水平，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性
环节。
　　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要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提高起点，探索薪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使之适应
需求的不断变化，紧紧跟踪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为了引导和推动高等学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建设，完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体系，提高高校计算机
基础教学水平，2007年初上海市教委组织了全市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状况调查。
调查发现，面向计算机文化素养、操作能力和程序设计基本能力培养的普及性计算机教育开展得很活
跃、很广泛，而面向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培养的课程和培训项目相对很少，发展很不平衡。
　　调查掌握了上海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现状，并认真参考了“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课
题研究组”的研究报告——《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2006》中的改革思路和课程方案
，上海市教委提出了重点建设面向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培养的系列课程的思路。
经多次组织从事计算机基础教学和研究的专家、教授和教师召开研讨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市
教委决定首批集中建设“计算机系统与网络技术”、“信息系统与数据库技术”和“多媒体应用系统
技术”3门课程。
　　上海市教委成立了由资深的计算机教育专家组成的教材编写指导委员会，汇集了全市15所高校富
有一线教学经验的教师，共同参与该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
教材的内容注重从培养学生综合应用信息技术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出发，跟踪计算机最新应用
技术和信息化社会的实际需求，基本理论知识和综合应用开发并重，使学生有效地掌握计算机应用系
统的分析、设计和实现方法，提高学生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力。
　　该系列课程将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各高校可根据理工、财经、人文、艺术、医学、农林等
学科类别的计算机应用需求，有选择地删节和增加相关内容。
　　该教材的问世凝聚了众多高校教授的专业智慧，体现了他们先进的教学思想，也得到了机械工业
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希望广大师生在教材使用中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为计
算机基础教学水平的提高共同努力，为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奇教授　　2008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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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综合应用能力培养规划教材：多媒体应用系统技术》属于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组编的“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综合应用能力培养规划教材”系列，是上海市高校计算机等级三级考
试的指定参考书，并附考试大纲和样题。
　　《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综合应用能力培养规划教材：多媒体应用系统技术》主要包括多媒体技术
基础、多媒体制作工具、多媒体综合应用三大部分内容。
其中，多媒体制作工具主要介绍当前最流行的工具软件和多媒体交互开发平台，如AdobeAudition
、PhotoshopCS、Flash、3DS、Premiere、Dtrector等．最后一章，作者结合多年来的科研项目，将多媒
体技术应用成果，如“幻影成像”、“虚拟对话”、“虚拟场景”、“360度环幕演示”等作为综合案
例，详细介绍了多媒体综合应用过程的关键技术，具有较高的技术和工程应用参考价值。
　　《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综合应用能力培养规划教材：多媒体应用系统技术》可作为计算机基础教
育较高层次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多媒体技术应用与开发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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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　　数据压缩技术是多媒体技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多媒体技术使计算机具有综合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图像、视频、动画等信息的能力，声音、图形
、图像、视频等信息的数据量过大，给计算机的存储容量和传输速度都带来极大的不便。
因此，数据压缩技术的不断研究和发展给计算机处理多媒体信息带来极大好处，经过压缩以后的数据
大大地减少了存储容量、提高了计算机的传输效率。
　　本章主要介绍多媒体数据压缩的常用编码方法及音频、图像、视频数据压缩编码的国际标准。
　　2．1　多媒体数据压缩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2．1．1　多媒体数据压缩的基本概念　　在多媒体
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数据压缩是关键技术之一。
数据压缩，简单地说，就是用最少的数码来表示信号。
其作用能较快地传输各种信号、紧缩数据存储容量，解决图形、图像、音频、视频文件在未压缩前数
据量过大的问题。
例如，普通电话线路调制解调速率为28．8kbit／s，在用于声音信号的传输比特率为8kbit／s的地区，
这样未经压缩的96kbit／s就需要将电话的声音信号带宽拓宽12倍；CD-ROM的容量大约是650MB，双
层双面DVD的容量大约有17GB，对于未压缩的电视信号，CD-ROM仅可存储23．5s，DVD光盘仅可
存储大约15min节目。
如果不对这些数据进行压缩处理，那么信息的保存、传输、携带都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对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这些原始数据都存在着很大的冗余，即存在着一些
不影响人们感官的元素。
数据中间常存在一些多余成分，称为冗余度，例如在一份文件中，某些符号会重复出现、某些符号比
其他符号出现得更频繁、某些字符总是在各数据块中可预见的位置上出现等，这些冗余部分便可在数
据编码中除去或减少。
冗余度压缩是一个可逆过程，因此叫做无失真压缩。
其次，数据中间尤其是相邻的数据之间，常存在着相关性。
例如，图片中常常有色彩均匀的背影，电视信号的相邻两帧之间可能只有少量的变化?声音信号有时具
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等。
因此，有可能利用某些变换来尽可能地去掉这些相关性。
但这种变换有时会带来不可恢复的损失和误差，因此叫做不可逆压缩。
此外，人们在欣赏音像节目时，由于耳、目对信号的时间变化和幅度变化的感受能力都有一定的极限
，如人眼对影视节目有视觉暂留效应，人眼或人耳对低于某一极限的幅度变化已无法感知等，故可将
信号中这部分感觉不出的分量压缩掉或"掩蔽掉"。
这种压缩方法同样是一种不可逆压缩。
冗余数据一般有空间冗余、结构冗余、知识冗余、视觉冗余、统计冗余、信息熵冗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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