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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音频的制作、编辑、处理工作要通过音频处理软件来完成。
adobeauditioncs5．5可为视频项目提供了高品质的音频，允许用户对主流视频格式进行声音编辑、混合
和增加特效，可与adobepremierepro和aftereffects无缝连接。
本书由国内数字音频知名专家编写，内容包括：数字音频基础、认识audition、工作间与设置、导入、
回放与录制音频、编辑音频文件、应用效果器、效果器、多轨项目合成、视频与环绕声、保存与导出
、常用的自动化、混音实战等。

　　读者对象：《数字音频编辑adobe audition
cs5.5》可作为数字媒体专业院校录音艺术、数字媒体影视动漫、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教材；广播电台
、电视台音频工作者业务用书；社会个人录音录音棚、传媒公司、广告公司音频工作者学习用书；社
会培训机构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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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真正使声音进入大众传播阶段的是现代电子技术和磁记录技术的发展。
1877年，埃米尔·柏林内尔发明了炭精麦克风。
麦克风也称为话筒，通过话筒可以将声音的动能转变为电能。
1898年，丹麦人波尔森发明了钢丝录音机，第一次通过磁记录模拟信号方式录放了声音，为磁性录音
奠定了技术基础。
1928年，德国人弗勒马又发明了纸带上涂敷磁粉的技术，解决了钢丝录音机使用不便的问题。
录音机的发明使唱片工业母带的制作水平有了质和量的飞跃，20世纪30年代，手摇式的圆盘唱机和粗
纹唱片（78转／分）在全世界广泛流行，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生产密纹慢转唱片（33转／分）及
其配套的电唱机，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英国开始研制生产立体声唱片，20世纪70年代，四声道立体
声唱片诞生⋯⋯唱片工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无线电广播的发展，两者结合使声音的大众传播成为比较
完整的体系。
唱片虽好但只能由专业的唱片公司生产，人们渴望随心所欲地记录自己声音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这
种需求促使菲利浦公司于1963年成功开发出模拟音频卡式磁带技术。
该产品既可以让用户播放事先录好的声音，也可以让用户录制新的信息。
与唱片相比，模拟卡带既便宜小巧又易于操作，它的销售很快风靡全球，迅速占领了唱片市场的大片
地盘，卡式磁带录音机更成为人们进行声音信息传播交流的方便工具。
模拟技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已达到颠峰，从专业级、业务级到民用级的制定，都
有完善齐备的工业标准，产品线从高端、中端直至低端，琳琅满目，不得不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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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音频编辑Adobe Audition CS5.5》是全国数字媒体动漫游戏专业主干课程标准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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