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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实用的音频编辑软件 !"#$%&’(
" 常咏梅

!"#$%&’( 支 持 所 有 的 )*+ 声

卡，包括 ,-、.%/、/,,、!0,、+, 等；

具有多重的声音编辑窗口，如有时间

轴、振幅、波形图、快速检视区；具有独

立的左右声道编辑及检视功能；!"#$1
%&’( 还具有各种复杂的音乐编辑和

特效处理功能。

一、录制声音

23 选择菜单 45#( 的 6(7 命令或

单击 6(7 工具按钮，将弹出新建声音

文件的格式设置对话框 6(7 ,"89$。

:3 ;85<= >(??59@> 栏中选择录制声

音的质量类别，A"5<( 质量最差，+B 质

量最高。

C3 +D&99(#> 栏 中 选 择 是 单 声 道

)"9" 还是双声道 ,?(E("。

F3 ,&GH#59@ E&?( 栏中设置采样频

率，选择 A"5<( 默认 22I:JKL，选择

M&$5" 默 认 ::IJIKL， 选 择 +B 默 认

FF2IIKL，当然可以根据效果自行调

节，不过采样频率越高文件越大。

J3 N(9@?D 栏中选择声音文件的长

度，最好选择长于声音文件的时间。

O3 单击 PQ，新的声音文件就建

立了。注意，新建的声音文件默认是一

个空的声音文件，如果不是可以选择

菜单 /$5? 的 R9>(E? >5#(9<( 命令，在声

音文件中插入一个空的时间段，然后

才可以开始录音。

S3 准备好话筒，设置好输入方

式 ， 然 后 选 择 菜 单 T""#> 的 B(’5<(
+"9?E"#> 命令将弹出设备控制窗口。按

住键盘上的 +?E# 键，单击控制面板中

红色的 M(<"E$ 录音按钮，开始录音。

录音过程中，可以随时单击紫色的

,?"H E(<"E$59@ 停 止 录 音 按 钮 结 束 录

音。录音完成后，可以通过单击 *#&U
播放按钮试听效果如何，满意之后可

以选择菜单 45#( 的 ,&’( 命令将录制

的声音数据保存为某种格式的声音文

件。

二、编辑声音

录制的声音因为某些原因有时并

不是很理想，如果重新录制费时费力，

这时就可以利用 !"#$%&’( 进行后期

编辑。+.R 课件的解说常由老师或学

生来担任，他们多是非专业人员，难免

错误较多，利用编辑功能可以对字、

词、句甚至段落进行后期补救。

23 选择编辑对象

选择菜单 45#( 的 PH(9 命令，打开

需要编辑的文件，此时在 !"#$%&’( 窗

口中会看到一个声音波形。在波形显

示区域的下方有一个指示音频文件时

间长度的标尺，它以秒为单位，清晰的

显示出任何位置的时间情况，对音频

处理时间、音频编辑长短有很大帮

助。在波形区域单击鼠标左键确定编

辑起始点，如第 2I 秒处，再单击鼠标

右键确定编辑终止点，如第 :J 秒处，

此时被选定的 2I 秒至 :J 秒区间是高

亮度显示，这部分高亮度区域就是当

前的编辑对象。

:3 剪切、复制、粘贴、删除

!"#$%&’( 声 音 编 辑 与 %59$"7>
其它应用软件一样，大量使用剪切、复

制、粘贴、删除等基础操作命令。这些

命令除了使用编辑菜单下的命令选项

外，快捷键也和其他 %59$"7> 应用软

件类似。

确定编辑对象后，选择菜单 /$5?
的 +"HU 命令或者直接按 +?E# V + 键完

成复制，选择菜单 /$5? 的 +8? 命令或

者直接按 +?E# V W 键完成剪切，设定

指针的位置到将要粘贴的地方，选择

菜 单 /$5? 的 *&>?( 命 令 或 者 直 接 按

+?E# V A 键完成粘贴，选择菜单 /$5? 的

B(#(?( 命令或者直接按 B(# 键完成删

除。如果在删除或其他操作中出现了

失误，用 +?E# V X 能够进行恢复。

三、转换处理声音

23 噪音处理

课件后期制作一般都是在非专业

场所录音，尤其是教师为自己上课使

用制作的课件，现场噪音难免录入。为

了提高课件配音清晰度，消除背景噪

声，可利用菜单 /YY(<?> 的 45#?(E 命令

实现“专业”录音的清晰效果。

:3 音效合成

解说、音乐合成是课件后期制作

常常遇到的问题。对于立体声音频文

件来说，在 !"#$%&’( 中的显示是以平

行的水平形式分别进行的，上方表示

左声道，下方表示右声道。合成解说、

音乐就是对其中一个声道进行处理，

另一个声道要保持原样不变，也就是

在解说上配音乐或者是音乐上配解

说。使用菜单 /$5? 的 +D&99(# 命令，直

接选择将要进行作用的声道就行了。

所有操作只会对选择的声道起作用，

而另一个声道会以深色表示，不受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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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材处理

课件的音频素材除解说、现场声

一般自己录制外，像音乐、效果声多数

都是从录音带、录像带、#$ 或上网，转

换相应格式后使用的。录音、录像带上

的声音是模拟信号，可以利用“录制声

音”的方法，将录音、录像带上的声音

作为音源，重新录制成所需格式的声

音文件。#$ 上的声音除用这种方法拾

取外，还可以直接选择菜单 %&&’( 的

#$ )*+,& -./0)1/,&2 命令一次完成，不

需要再使用其它抓音轨软件在各种格

式之间导来导去了。网上下载的一些

经典音乐往往格式不一定合适，可以

利用 3&’+4)5- 的打开命令，因为它除

支持 6)5 格式外，还直接可以编辑

78! 格式、苹果机的 ),9 格式甚至是视

频 78: 格式的音频文件，操作方便。

也可以利用 3&’+4)5- 中的批量格式

转换功能，同时打开多个它所支持格

式的文件并转换为需要的音频格式，

运行速度快，转化效果好。

以上简单介绍了利用 3&’+4)5-
处理 #;< 课件声音的基本功能，它还

有许多方法、技巧需要在实际中不断

运用总结，由于 3&’+4)5- 的实用易

学，特推荐给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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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我国率先开通的数字电视节目，电视观众只要

通过数字机顶盒，就能欣赏到通过有线电视宽带网传送更

精彩、更清晰的的数字互动电视节目。这也为电视技术的

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回顾这些年发展的过程，电视技

术走过了从模拟复合信号、模拟分量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过

渡。从 C> 年代初，以索尼公司推出模拟分量录像机并在和

松下公司格式之争最终取得胜利为标志，世界上各大公司

应用当时电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等技术的发

展成果，相继推出了大量的电视制作设备，把模拟电视技

术推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大约从 D> 年代初开始，国

内各大电视台相继广泛引进、采用模拟分量技术的电视制

作设备，实现了电视制作和播出质量的显著提高。

一、传统数字电视制作方式

随着技术的日趋成熟，市场规模的扩大，数字电视制

作设备的价格的下降，从 D> 年代后期，国内各省市电视台

在进行引进新设备的技术选型时，根据目前的技术发展现

状，开始有计划地购置数字电视制作设备。在此期间，成本

已不再是制约数字电视制作设备使用的主要因素。而且，

数字电视制作设备在技术和功能上的日趋完善，使得淘汰

传统的模拟电视制作设备，引进数字电视制作设备，已经

成为大家的共识。

在电视制作和播出领域，松下公司最先推出的针对新

闻前后期制作的设备 $EFGHI 系列，引发了一轮新的格式

之争，$E#GHI 格式的优势在于它推出时就有比较全面的

产品线，先入为主，而且它的磁带小型化，携带方便，体现

了在现场新闻采集方面的优势。而索尼公司随后推出的

JF%;#;K LM 格式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兼容模拟的 JF%;N
#;K LG 格式，使得原来大量 JF%;#;K LG 格式的新闻素

材不经过格式转换就可以直接在新的设备上使用，这对原

来 JF%;#;K LG 格式的用户具有不小的吸引力。这两种格

式均推出了便携式录像机，JF%;#;K LM 格式采用的是盘

带结合型方式，素材可以从磁带下载到硬盘，用非线性编

辑后，将成品再上载到磁带。$EFGHI 格式因为磁带体积

比较小，在便携式录像机上可以实现对素材的对编。这样，

记者在现场采集到新闻后，可以在现场就进行编辑，然后

通过各种传输手段将新闻内容传回总部播出，以提高新闻

播出的时效性。这些特点，使得这两种格式在新闻时效性

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与传统的模拟格式相比，具有压倒

性的技术优势。因此，这两种格式已经成为国内各省市电

视采用的主流型号。索尼公司和松下公司以及欧洲的一些

公司的相互竞争也推动了电视技术设备的不断的完善。例

如松下公司 FE#GHIO>，索尼公司的 $E4 和 <KM 系列以

" 李中定

数字化的电视制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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