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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录音技术》

内容概要

《音频技术与录音艺术译丛：现代录音技术（第7版）》是美国*畅销的录音书，在全美销售过5万册，
也是近年来关于录音技术**、*完整、*专业的实践指导书籍，书中含有大量**的具体实例，对录音技
术中的各个方面具有*直观、*专业的理论指导。
如今，我们进入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音频制作时代。传统录音技术中的那些限制几乎都已经消失不见
，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创作和录制自己的音乐已不再是梦想。全新再版后的《音频技术与录音艺术译丛
：现代录音技术（第7版）》能帮助人们了解、创建及管理一个专业录音棚或个人工作室。这本畅销
书里的很多技术、窍门和设备说明使你能够利用更多**的、具有革新性的方法来录制你的音乐，使你
发挥出**的天赋和潜能。
《音频技术与录音艺术译丛：现代录音技术（第7版）》中的音频指南涵盖了**的音频技术，包括数字
音频工作站（DAW）、插件、循环及律动工具、录音棚技术、环绕声、母带制作等方面的技术革新
及**发展。通过与互联网的结合，本书的官方网页提供了音频关键词搜索引擎，使你不会再被任何问
题所困扰，同时也给你更多的机会分享你的想法，并和其他人交换各种技巧，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需
要，你都能够得到不同的意见。
通过《现代录音技术（第7版）》，你能够：
·探索建立专业录音棚及个人工作室中所需的各种设备，深入剖析数字音频技术、数字音频工作站
（DAW）技术、环绕声制作技术、电子音乐及MIDI制作技术、同步技术、模拟及数字调音台技术、
混音技术、调音台自动化控制技术等。
·了解基本的动态处理技术、降噪技术，以及其他模拟和数字领域中的信号处理技术。
·学习实用传声器拾音技术、监听的基本原则、CD母带制作，以及如何将你的音乐推向市场的专业
技巧。
·随时从互联网上跟进新媒体技术、笔记本计算机音频及音乐制作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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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数字降噪系统 552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553
15.4 复原 554
第16章 监听 557
16.1 扬声器及房间条件 558
16.2 扬声器设计 559
16.2.1 分频网络 560
16.2.2 有源扬声器与无源扬声器设计 562
16.3 扬声器极性 563
16.4 监听 565
16.4.1 监听音量 565
16.4.2 令人纠结的低频信息 566
16.4.3 监听配置 568
16.4.4 监听音量电平控制 573
16.4.5 频谱参考 573
16.5 监听扬声器类型 574
16.5.1 远场监听 575
16.5.2 近场监听 576
16.5.3 小型监听扬声器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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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 耳机监听 578
16.5.5 你的车 579
16.6 录音间监听 579
16.6.1 录音间中的耳机监听 579
16.6.2 录音间中的扬声器监听 581
第17章 环绕声 583
17.1 环绕声：从过去到现在 584
17.1.1 立体声进入电视 585
17.1.2 家庭影院 586
17.2 环绕声走向并不遥远的将来 586
17.3 5.1环绕声监听 586
17.3.1 5.1扬声器设置 588
17.3.2 实践中的扬声器摆放 589
17.4 环绕声中的有源及无源监听扬声器 590
17.5 环绕声音频接口 591
17.6 环绕声母带制作及发行格式 592
17.6.1 DolbyDigital（AC3） 592
17.6.2 杜比定向逻辑（DolbyProLogic） 594
17.6.3 SRS 596
17.6.4 WMA 596
17.6.5 MP4 598
17.6.6 上变化至5.1 598
17.7 环绕声混音 599
环绕声调音台 599
17.8 混音哲学 600
17.9 重新出版的素材 600
第18章 母带制作 603
18.1 母带制作过程 604
18.1.1 母带，处理还是不处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605
18.1.2 “预”备 606
18.1.3 专辑母带制作细节 607
18.1.4 曲目顺序：事物的自然顺序 608
18.1.5 相对电平 608
18.1.6 均衡 609
18.1.7 动态 610
18.1.8 多段动态处理 611
18.1.9 文件采样率和比特率 612
18.1.10 高频颤动处理（dither） 612
18.2 母带制作中的数字音频编辑器 612
18.3 写在最后的注意事项 613
第19章 唱片制造 615
19.1 选择最合适的设备和制造商 616
19.2 CD制作 617
19.2.1 制作过程 618
19.2.2 CD刻录软件 622
19.3 CD—R/RW媒介 624
刻录速度 626
19.4 自己行动吧 626
19.5 CD标签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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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CD及DVD取放操作注意事项 629
19.7 DVD及蓝光光盘制作 630
19.8 黑胶唱片制作 631
19.8.1 唱片刻制 631
19.8.2 唱片记录 635
19.8.3 母带制作过程 636
19.8.4 黑胶唱片的电镀和压制 636
19.9 为互联网进行的制作 637
第20章 录音棚技巧与窍门 639
准备与细节 639
什么是制作人？你们什么时候需要他？ 640
你是否需要一位音乐律师？ 641
20.1 走进录音棚之前的漫长时间 642
20.2 进录音棚之前 644
20.3 搭建 645
20.4 项目文件 646
20.5 录音 647
20.6 混音 649
20.7 备份及存档技巧 649
20.8 房间布置提示 650
20.9 音乐家的工具 652
20.10 记录你的音乐会和排练 653
20.11 保护你的投资 654
20.12 保护你的硬件 654
20.13 升级你的软件 655
20.14 专业的态度 655
第21章 过去现在未来 657
21.1 过去 657
21.2 现在 663
21.2.1 1和0 663
21.2.2 互联网 663
21.3 未来 664
21.4 快乐的旅程 666
附录 继续教育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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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录音道路上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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