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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技术的应用领域也迅速扩大，几乎无所
不在。
21世纪是信息时代，如何面对和处理不同的媒体信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为了满足新世纪教
学的要求，加强多媒体技术课程的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多媒体技术自出现起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多媒体作品通常具有绚丽的画面、精彩的动画、方便的人机交互及简捷的操作等优点，它能带来丰富
的视觉、声觉效果，能对用户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从而达到意想不到的演示效果。
目前，多媒体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育培训、出版应用、简报应用等领域。
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的人机交互软件，对教学过程也具有重要意义。
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多媒体技术已成为计算机应用发展的关键，这就要求各类技术人才对多媒体技术
做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可以看到，多媒体技术已从简单的素材处理阶段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新技术应用推广阶段，培养更深层
次技术人才是目前的迫切需求。
因此，基于通信与网络技术、数据库与基于内容检索技术、数据压缩编码技术和分布式系统技术等领
域的多媒体集成技术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发展方向。
这也正是本书要介绍的主要内容。
本书写作指导思想是：寓繁于简，深入浅出，一是要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和最新发展状况；二是
要面向实践，偏重应用系统实例。
同时努力启迪读者思路，引导创新意识。
本书是一本大专院校研究生、高年级学生的教学参考书，但同时也适合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本书的特色包括如下几方面。
基础性：本书论述的理论和技术是计算机学科中基础性较强的领域，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网络技术、
数据库技术、面向对象技术、通信和协议、中间件等广泛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理论，对这些知识的融
会贯通和实际应用是适应计算机快速发展的关键。
本书力求基本概念准确、精练，为今后的深入学习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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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多媒体技术的概念、关键技术与开发应用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主要内容包括多媒体系统的基
本概念、多媒体硬件系统、多媒体数据压缩编码技术、多媒体网络技术及流媒体技术、多媒体数据库
与基于内容检索、超媒体和Web系统、多媒体数据制作、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分布式多媒体系统和虚
拟现实技术等。
本书吸收了多媒体教学研究新成果，难易适中，既注重介绍多媒体技术的基础知识，也适当介绍了一
些基本理论和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多媒体相关领域的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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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除了具有永久型数据外，有一些数据是为了显示时的连续性而插入的暂时性的结果，如一段连
续影像视频中的某些帧、一个图形的中间绘制结果、一个文本的连续显示过程等，都属于暂时性媒体
数据。
虽然说这些暂时性的中间数据并不能持久地停留，但没有它们，表现的时间过程就无法完成。
4）媒体的单位与量级在各种媒体中，采用的单位是不一样的，依照其本身的特性划分，可分为元素
级、中间级、帧级和复合级。
5）同步和异步同步与异步是媒体之间协调的关系形式，是指时间上不能预知何时发生，没有严格的
限制。
对于媒体之间的异步协调，往往需要交互激活或者是特别的协议信息。
只有在需要时，才按动声音按钮将声音播放出来。
电子邮政也是异步对话型的，属于自律分散协调型，使用时全靠相互之间的协议而非靠时间上的约束
。
换句话说，这种协调是较为松散的。
而媒体之间的同步要求就要高一些，要通过媒体之间的严格的时间关系加以约束。
影像视频中图像与声音的同步，要求口型不能在时间上有较大的差异。
所以，同步往往需要在实时性上、多通道上下功夫，这会使得系统变得复杂得多。
同步的时间颗粒度，其本身就是实时性的要求。
颗粒度越粗也即同步单位越大，实时性也就越差，反之则越精确，也就是说颗粒度实际上可以把异步
和同步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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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媒体技术导论》：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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