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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系统工程》

前言

　　翻译一套现代录音技术丛书是我们多年的夙愿。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现代媒体传播形
式的不断演变，现代录音技术的发展也是十分迅猛的。我国在声音设计与制作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近些年来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高清电视转播和环绕声声音
制作使电视声音制作水平提高到新的阶段。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在该领域还存在一定
的差距。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录音系，作为国内从事声音方面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团队，一直关
注和跟踪国外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实践成果，并将国外该领域的许多专著的思想和方法注入到我们的
教学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将国外最新的录音技术专著·译出版，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于是，我们萌生了译一套录音技术丛书的计划。　　2007年夏天，有幸结识了人民邮电出版
社《高保真音响》杂志社的黄彤主编和宁茜编1／4。他们十分支持我们的计划，并提供了Focal Press的
最新书目。对于这套丛书的设计思想、读者定位等我们也是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录音系的全体老师
带领部分研究生开始了紧张的丛书·译工作。　　今天，“音频技术与录音艺术译丛”的第一批译著
与读者见面了，其他译著将分批陆续出版。这套丛书包括广播、电影、电视、唱片等领域的录音技术
基础理论、系统集成、声音设计、拾音方法、制作技巧等方面，内容十分丰富，甚至有些译著涉及的
领域是国内目前出版物的空白。但愿这套丛书能够为广大从事声音设计和制作的专业人士、业余爱好
者和本专业的学生提供帮助，也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设计、译等诸方面提出宝贵意见。　　感谢
人民邮电出版社副社长蒋伟先生，他曾亲自到我系就本套书的出版事宜进行指导。感谢黄彤主编和宁
茜编1／4，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和高效工作使得这套丛书成功出版。感谢录音系的团队，是我们共同
营造的宽松的学术氛围、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兄弟姐妹般的情谊使这套书能够顺利地·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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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为广大从事声频工程工作的读者提供准确、全面、简明的专业知识的工具书。该书的第三
版全面更新了原有的内容，这部新版本专著中涵盖了所有的音响系统设计知识，它从最简单的全模拟
化的公共广播寻呼系统，一直论述到最大规模的全数字化多功能系统。该书的两位作者是声频工程领
域的权威人物，正因为他们在本领域有如此高的威望，所以二位撰写的这部专著不仅仅包括了解并掌
握当今音响系统所必需的所有知识，同时对行业未来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技术和系统也作了详细阐述。
本书包含的主要内容有：掌握声频系统所必需的数学知识，分贝的使用方法，电学与声学系统的衔接
，扬声器的指向性与声覆盖，音响系统应用的声学环境，大型空间的声学，小型空间的声学，基于声
学增益而进行的设计，传声器，扬声器与扬声器阵列，信号延时与信号同步，信号处理，音响系统的
均衡，音响系统的集成。
第三版中涵盖了经过认真修订过的资料、大量的图表和有用的附录等内容，这些广泛且实用的文字内
容是任何从事声频工程领域的专业人士知识库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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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Don Davis自10年前退休之后，便与他的良师益友Eugene Patronis，Jr．博士长期合作，这部《音响系统
工程》专著的第三版就是二人合作的结晶。Don Davis和他的妻子Carolyn撰写了本书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并将其用作他们所在学校的教材。在1972年，他们因创立了“协同作用声频概念” (Synergetic Audio
Concepts)而为人了解，之后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学校进行研究和讲学。Don Davis与RichardC．Heyser及
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的专利部门密切合作，推出了声频领域商业化的设备和测量仪器，这些内容都融
入到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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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满意的书籍！
2、虽然只看了前面几节，但已经觉得很不错。以前用仪器测量时，有显示THD+N是百分之几，也没
有细想是多少dB换算过去的，这本书上都讲了怎么换算。讲的比较细致的
3、相当于一本技术手册，入门者的实用教材
4、很系统，内容丰富
5、实用、全面！
6、很厚的书，看目录觉得还不错，希望能读完！
7、给自己充电用的
8、由潜入深，从基础知识到初级知识很适合入门
9、很实用的内容
10、太深奥了。看不懂
11、都是和音频有关的理科问题，涉及到很多数学物理定义，学音乐的朋友可以好好啃啃这本书
12、不错 可能买的人少 所以 成色上看上去不是很新 不过可以
13、专业 实用！
14、很专业 理论很多
15、内容抽象，要使出十二劲才能阅读
16、这本书真的挺全的，就是有少量的错误，校对工作还有待加强。
17、专业数据，需要花时间来看
18、给快递添麻烦了，第一天送书没听到电话，又送的。谢谢！
19、一般吧，用处不大
20、书的质量很好，内容非常专业，适合在这方面追求较高的人读。缺点是翻译不是太好。
21、翻了翻理论性很强还有那么多人推荐是一本值得看的好书
22、非常专业，希望能把配套参考书目录页附上， 方便国内的同学们阅读，中西结合
23、音响系统工程
24、音响系统工程，买这本书的人都知道 不必多说
25、大量的数学公式和物理公式，从基础到精深的理论知识。适合高等学院搞理论教学的高人仔细研
究，致力于开发专业音频制作软件及插件的专业人士必备，对设计音频设备及周边的人员很有指导意
义，对从事音响调音和录音制作等的普通人，买了只能是作为一本字典在办公室或家里放着，碰到实
际需要理论支持的时候才会翻翻。书不好看，但肯定值5分的评价。
26、理论性太强，不适于工程。
27、买了送哥哥的，他说是超好的书！
28、老外的书哦 很专业要慢慢研究
29、书到了，看了一下，才来写评论，书还行吧。
30、书不错，绝对正版，而且装订看上去很有档次。我很喜欢。老板也蛮满意的
31、书的内容我是之前就看过，现在是公司新增工具书，价格，送货速度很满意。
32、好厚的书啊！刚开始看，感觉不错。
33、确实专业，没有一定基础看不懂，而且需要一定数学和电子的功底。
34、音响系统工程（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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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你做现场，我建议你不要买这本书。除了数学就是数学简直就是对数学不好人们的歧视。本
人上学时在艺术学院，高数一点也不会，所以基本上这本书就是折磨，但是以我浅薄的经验来看，别
说是现场就是做工程也没有太多实用的东西，没有做过研发，不要评价。总体来看对现场与录音工程
师来讲直接是屠龙术，对工程方面来说可能有一些用处。建议做现场的不要买了  
2、对于一个现场音响师来说，有一些概念和知识似乎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比如复数之类的概念。现在
正在读，尚不能全面评论，就是包装太正式 不易携带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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