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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以多媒体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进步，录播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录播技术与应用系统》从音视频、流媒体等录播技术的基础知识人手，系统地介绍了演播室录播系
统、虚拟演播室系统、流媒体录播系统和流媒体录播环境的设计与搭建。
为了更好地指导流媒体录播系统在教育培训、综合会议、远程医疗、应急指挥等领域的应用，《录播
技术与应用系统》特别介绍了不同行业录播系统的建设案例，为录播领域的从业者提供工程设计参考
。
流媒体录播系统带来的便捷性与实用性已为广大用户所认可。
当下，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风起云涌，也势必推动录播系统的技术变革，《录播技术与应用系
统》在最后对录播系统的技术走向和应用趋势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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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音色　　音色是声音的特色。
声学中，单一频率的音称为纯音（或单音），它的特点是只有单一的音调。
现实中，由于声源的不同，声音不会只是纯音，而是多种频率声音的复音。
复音中的最低频率的声音称为基音，比基音音调高的成分称为泛音。
　　每一种乐器、不同的人以及所有能发声的物体发出的声音，除了一个基音外，还有许多不同频率
的泛音伴随。
正是这些泛音决定了其不同的音色，使人能辨别出不同的乐器甚至不同的人发出的声音。
笛子的声音清脆，小提琴的声音悠扬，小号的声音激昂，女高音嘹亮柔美，男高音宏伟高亢，就是由
于音色不同使然。
　　4）听觉的效应　　（1）双耳效应　　当声源偏离两耳正前方的中轴线时，声源到达左、右耳的
距离存在差异，这将导致到达两耳的声音在声级、时间、相位上存在差异。
这种微小差异被人耳的听觉所感知，传导给大脑并与存储在大脑里已有的听觉经验进行比较、分析，
得出声音方位的判别，这就是双耳效应。
　　目前，剧场观众厅扩声系统中的扬声器方位倾向于配置在台口上方，也是考虑到人耳左右水平方
向的分辨能力远大于上下垂直方向而确定的，从而克服了过去把扬声器组配置在台口两侧所造成部分
听众感到声音来自侧向的缺陷，避免使听众明显地感到扬声器发出的声音与讲演者的直达声来自不同
的方向。
　　自然界发出的声音是立体声，但我们如果把这些立体声经记录、放大等处理后重放时，而所有的
声音都从一个扬声器放出来，这种重放声（与原声源相比）就不是立体的了。
这时由于各种声音都从同一个扬声器发出，原来的空间感（特别是声群的空间分布感）也消失了。
如果从记录到重放整个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原发声的空间感（不可能完全恢复），那么，这种
具有一定程度的方位层次等空间分布特性的重放声，称为音响技术中的立体声。
　　利用双耳效应，我们可以通过录音技术录下声响，用两个或几个音箱播放出来，使人们听起来好
像音箱之间有一个声源在发声，这个假想的、实际上不存在的声源就叫做“声像”。
立体声的优点不仅仅是有真实感、临场感、空间感，而且由于把声像分离或改变了位置，就会使人的
听觉具有层次感，而且可以压低噪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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