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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介绍数字图像、数字音频和数字视频等数字媒体的基本原理。然后从技术、数学和算法的角
度讨论如何对数字媒体进行处理：在数字图像处理中，包括选择颜色模式、改变索引颜色、更改分辨
率、选择文件类型以及决定是否要压缩；在数字音频处理中，包括选择采样率和位深、查看音频文件
的频率视图、调整动态范围和均衡化频率等；在数字视频处理中，包括拍摄和捕捉视频片段、编辑和
应用特殊效果、压缩，并且为视频能够正确地发布做准备。最后，介绍与多媒体创作相关的内容，并
介绍了用Director、Lingo、Flash和ActionScript进行交互式多媒体创作的概念和方法，提供了大量的编
程实例及相关说明内容。
本书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具有一定的编程经验。本书是一本适用于数字媒体专业、艺术设
计专业、通信专业和计算机科学等相关专业的优秀教材，也可供从事数字媒体工作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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