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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媒 体 技 术

— 2 1世纪信息社会的一大特征

哀保宗
(北方交通大学信息科学研 究所

,

北京 1 0 0 0 4 4 )

1 多媒体技术与信息高速网络

本文主要涉及多媒体计算机
、

多媒体通信
、

多媒体信息处理
。

这里的多媒体是指人机信息

交互的多媒体
,

即信息载体或视觉听觉所涉及的多媒体
,

如
:

文字
、

声音
、

图形
、

图象
,

图象包括

静止图象及活动图象
。

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本来就是多媒体的
,

即通过听觉
、

视觉
、

语言及形象姿态以达到信

息的相互理解
。

现在之所以只能运用单媒体
,

主要是由于通信记录手段不能满足听视同时进行

的要求
,

从而造成电话只能传声
,

电报只能传字
,

电视虽可同时传声及传象
,

但只能单方向广

播
,

人与计算机的交流也由于技术条件的不足而只能使用键盘
、

屏幕
。

现在提出多媒体
,

首先是

由于计算机增加了多媒体接 口
,

在通用的计算机上均可以加入声音
、

静止图象
、

文字材料
、

以及

活动图象的输入输出接 口
。

这类计算机正逐步采用标准系列接 口
,

以成为人机之间的基本交互

手段
;
第 2 ,

通信网的频带迅速加宽
,

特别是光纤通信的飞速发展
,

通信容量 已不再成为多媒体

通信的主要瓶颈
,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网络的结合
,

使通信终端可以是计算机或多媒体终端
;
第

3 ,

数据压缩技术从算法及硬件上都达到了实用化程度
。

语音或活动图象的实时数据压缩可以

在一块或几块集成电路芯片中实现
,

从而可在现有的磁盘
、

磁带以至光盘上存贮可供使用的语

音及图象
。

计算机
、

通信与信号处理领域的这三大技术进步
,

是相互联系
、

相辅相成的
,

构成了

多媒体技术的支柱
,

在今后的年代里
,

它们将越来越明显地走向结合
,

推动更大的技术进步
。

多媒体信息成为可能之后
,

信息应用领域将发生巨大的变革
,

并逐步影响人们生活和工作

的实际方式
。

以下几个方面是最令人瞩 目的
:

(1 ) 电子教育
、

电子图书馆
、

与电子档案库 由于声
、

象
、

图
、

文并茂的教育效果
,

和大容量

光盘人机交互的灵活性的结合
,

读者和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光标
,

方便灵活
、

自由地反复进行阅

读
、

训练
、

以至 自我考核
。

这种新的教育手段
,

可使学校教育转移至家庭的个人电脑上进行
,

取

得与直接在大学的教育效果
,

从而改变高等教育的方式
。

( 2) 家庭电子影院— 按需点播电视和交互电视影院 新一代的电子按需点播电视
,

可

以允许用户通过有线网络在家里点播选看所喜爱的节目
。

交互式影院还允许用户自己操作停

放
、

倒退及回放等命令
。

可以想像
,

在一条有线电缆或光纤上
,

要实现如此庞大的通信容量
,

没

有高速信息公路的支持
,

这种系统是无法实现的
。

( 3) 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 (C S CW )的出现改变着办公室的概念 由于在宽带的网络中

多媒体信息传输的可能性
,

使分布在两地或多地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网络在自己的桌面计算

机上讨论修改同一张设计图纸
,

这种称之为 C SCW 概念
,

把办公室的概念由过去集中在大楼

内而转移到各自的桌面机上
,

改变了空间上差别的观念
,

使专业知识人员服务的领域更加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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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

克服了地域的限制
,

对生产的质量及效率将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
。

( 4) 分布式计算与可视化技术 由于高速网络的建立
,

对于高速度大容量的计算过去必

需使用超级计算机
,

现在则可由许多中等速度的工作站在网络的支持下分布地共同承担
。

这种

分布式计算的实现
,

降低 了大容量高速计算的成本
,

扩大了工作站应用的范围
,

使大量分布于

网络上的工作站可在协同的环境下共同工作
,

并有可能共享大型科学计算的结果
。

加之采用可

视化技术
,

使海量的科学计算数据可在屏幕上动态地
、

形象直观地用图象显示出来
,

能及时地

对某些科学现象作出解释及判断
。

( 5) (远程 )虚拟现实 ( V R )的出现 虚拟现实
,

又称灵境技术
,

是最近几年计算机图形学

和可视化技术发展的一项极其富有生命力的新技术
。

它通过高速实时计算和彩色三维图形的

立体显示
,

使人们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
。

这种灵境技术
,

特别适用于宇航员宇航飞行的操作模

拟
,

或潜水员深海航行训练
。

由于它的特殊用途
,

国际上正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

最近已出现

了网络化多用户的远程灵境的应用
,

如虚拟驾驶舱
,

虚拟工作室
,

虚拟娱乐游戏及宇航员训练

模拟等等
。

可以肯定
,

这项技术在许多大型工程的研究中也将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
。

多媒体做为一门学科
,

有三个技术特色
:

( 1) 运行的实时性 当操作人员给出操作命令时
,

相应的声音
、

图象以及视频都应得到实

时的控制
,

特别是有活动图象的场合
,

对计算机的运行速度
、

通信网络的传输带宽都必须有很

高的要求
。

( 2) 媒体运行的并发性 声音
、

图象
、

文字数据都必 须按一定的组织时序关系并发地产

生
。

这就要求数据的组织必须有严格的格式
,

以使来自不同数据源的多媒体数据可以同步地播

出
,

反之可以同步存入
。

( 3) 人机交互的灵活性 既然多媒体已普及至家用电器的范畴
,

要使任何人都能方便可

靠地使用
,

人机交互界面是至关重要的
。

特别是当多媒体外设越来越复杂 (包括电视
、

音响
、

通

信
、

传真等多种设备 )
,

软件编制中与底层物理外设的交界控制极其频繁
,

实时交互界面的重要

性更为突出
。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
:

信息高速公路与多媒体技术 已结成不解之缘
,

没有信息高速公

路
,

多媒体不能发挥远程功能
,

也就不能推广应用
;
而没有多媒体的广泛应用

,

信息高速公路亦

将英雄无用武之地
,

难以发挥高速的潜力
。

因此
,

在制定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规划的同时
,

亦必然

对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应用作出充分的安排
。

2 与多媒体有关的一些技术问题

下面介绍一些与多媒体有关的关键技术
,

这些技术直接影响着多媒体发展的程度

表 1 数据压缩

速速速率率 数据率率 压缩后后 压缩比比

语语音音 6 4 K b / sss 2 3 0
.

4 M b / hhh 8 k b / sss 8
:
111

图图象象 5 0 M b / sss 1 8 万 M b / hhh Z M b / sss 2 0一 3 0
:
lll

HHH D T VVV 30 0 M b / sss l 千亿 M b / hhh 2 0一 4 0 M b / sss 1 0一 2 0
:
lll

立立体声声 1
.

4 M / sss 5
.

0 4 千 M b / hhh 3 5 0 k b / sss 4
.
111

2
.

1 数据压缩技术 在未来的多媒体网络中无论信息的传输或存贮
,

都覆盖着非常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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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带和非常高的存贮容量
。

如果以每秒比特数计算
,

则语音
、

音乐
、

活动图象和 H D T V 所需

要数据率可参见表 1
。

如果不进行数据压缩
,

那么就难以在现有的通信和计算机设备中应用
。

国际标准化组织已对所用的压缩数据方法做出了相应的标准
。

根据这些标准
,

厂商们都纷纷地

推出各种实用芯片供选用
。

当然数据压缩的方法很多
,

而且还在不断研究
,

其中
,

新一代压缩算

法如
:

小波变换 (W
a v e le t T r a n s f o r m ) 和分维算法 ( F r a e t a l M e t h od )等都具有很大的压缩潜力

,

不断完善之后都有可能成为 新的标准
。

2
.

2 多媒体信息的表示 多媒体信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表示方法
,

因为
:
( l) 多媒体信

息覆盖面宽
,

种类多
,

功能要求差别悬殊
,

如果需要并发地发生
,

要求它们在时间上 匹配
,

需要

一定的多媒体数据格式来支持
。

( 2) 压缩方法类别多
,

压缩后数据文件格式都已有许多标准
,

在多媒体数据录放时
,

还必须将各种压缩方法压缩后的数据恢复到统一的原始数据上
,

以便用

统一的格式去读取
。

( 3) 多媒体的协同工作
,

在整个网络的任意结点上均可以 自由插入
,

利用

不同的计算机
,

不同的操作系统
,

还要达到统一对对话环境有一致的理解
。

(4 ) 多媒体数据可

能存放在分布式网络上
,

供很多用户读取
,

需要有统一的表示
。

特别是电子教育用 C D
一

R OM 的

普及
,

对其多媒体制作必须提出国际通用的数据形式
。

国际标准化组织多媒体与超媒体编码专家组 (I 5 0 M H E G )于 1 9 9 2 年公布了关于多媒体

和超媒体信息编码表示的文件
,

提出 M H
一

对象的概念
、

特征及分类
,

组合对象以及 同步表示

等有关对象的详细规定
,

这些在多媒体系统实现时都必须加以考虑
。

2
.

3 多媒体的同步技术 各种多媒体源往往分布在不同的数据库或位于不同的局域网

内
,

多媒体的同步就是要从不同的库中将数据按时间顺序及空间的安排恰当地组合起来
。

对于

屏幕显示来说
,

是一系列屏幕帧的序列
,

每帧相当一个页面
,

每个页面应包括声
、

象
、

图
、

文的编

排
。

通过一张用
“

图
”

的表达
,

把空域上各信息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
。

从时域来看
,

可通过 P et ir

网的描述方法
,

把媒体间的时序关系反映出来
。

另外
,

还要标明各种信息来自何种存贮设备或

数据库
,

如何去实时调度
,

这是一个非常仔细的制作过程
。

由于各种操作所需时间的差异
,

以及

活动图象中声象要求的实时同步性
,

更增加了实现的复杂性
。

2
.

4 网络通信速率 作为可供多媒体传输使用的通信
,

包括计算机网
、

通信网
、

交换
、

网

络结构以及传输协议等一系列问题
。

作为计算机网络
,

已有各种局域网
、

城市网和广域网
、

公共

分组交换数据网
,

如果接通国际线路
,

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计算机之间的通信
,

一般这类网

支撑的传输速率比较低
。

通信网包括程控交换网
、

数字数据网
、

综合业务数据网及宽带综合业

务数据网
。

传输协议有 X
.

25
、

帧中继
、

F D D I 以及同步数据系列
。

交换网可采用异步转换模式
。

传输速率分若干个档次
,

即
:
2

.

4 一 9
.

6一 1 9
.

2 k b / s ; 6 4 k b / s 一 2
.

0 M b / s ; 2一 1 5 5 M b / s ; 1 5 5一

6 2 2 M b /
s ; 6 2 2 M b / s 一 2

.

4 G b / s ; 2
.

4一 1 0 G b / s
,

等等
。

会议电视传输速率约为 2 M b / s
,

高质量

的电视 (活动图象 )约 5一 6 M b s/ ;
提供交互式电视要求速率 62 2 M b s/

。

从以上可看出
: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许多领域的技术进展是密切相关的
。

在计算机方面包

括软硬件体系
、

数据库
、

局域网
、

城域网
、

广域网
、

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通信方面包括各类终

端
、

通信网
、

光纤及光通信技术
、

交换
;
在信息处理方面包括各类编解码技术

、

数据压缩技术
、

模

式识别
、

人工智能技术等
。

因此
,

多媒体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
,

是集各种信息新技术于

一体的新领域
。

研究任务是要在各项最新技术的最高起点上
,

采用综合优化的方法使之达到更

为完善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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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媒体技术的一些研究方向

3
.

1 多媒体信息基础理论的研究 现有多媒体系统仅仅是把四类信息集合于一体
,

而

不是媒体间的信息融合
。

也就是说
,

声音
、

图象
、

文字以及图形都还是分离的
、

独立的媒体信息
。

如果能把各种媒体信息在含意上达到一致性
,

那么
,

多信息的融合就可以使机器达到像人一样

能同时利用视听信息理解事物的智能程度
,

这 当然是更高一级的多媒体技术
。

有关理论的研

究内容包括
:

多媒体信息处理模型的建立及完善
,

多媒体信息的描述
、

及定性定量分析
,

多媒体

对象知识的融合
,

多媒体信息的推理策略及方法
,

面向对象的优化决策理论等
。

3
.

2 远程多媒体分布处理技术的研究 多媒体计算机
、

多媒体通信
、

多媒体信息处理是

多媒体领域的三大分支
,

在某些设备方面有它的独立性
。

从发展看
,

远程多媒体信息处理的重

要性最为突出
,

影响也最深刻
。

研究内容包括
:

远程多媒体分布信息网络的优化结构
; 远程多媒

体分布协议的体系
;远程多媒体分布处理 的有关标准和规程

;
远程多媒体有关终端及交换体系

的研究等
。

3
.

3 (远程 )虚拟多媒体工作环境的研究 目前 的虚拟现实研究大部分属于本地的
。

在

远程的情况下
,

多媒体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

为此
,

需研究
:

建立远程灵境技术的环境— 研

究在局域网
、

城市网
、

广域网环境下的 V R 技术
;
多媒体分布式数据库的协同调用技术

。

这是因

为分布在网络上的数据库不一定全是多媒体库
,

要把分散 的单媒体库集中加以调用
,

需要研究

新的方法
;实时多媒体节 目的 自动创作技术

,

把现有单机多媒体节 目创作拓宽到分布式 网络上

的应用
,

并且是提供实时的调用功能
。

3
.

4 多媒体应用系统的研究 这是非常广阔的领域
,

当前应该优先支持的包括
:

文化
、

娱乐
、

宣传
、

教育领域的多媒体电子系统
; 医疗

、

保健等医院用多媒体检查
、

辅助诊断系统
,

以及

资料库 系统
;远程协同工作及会议 电视系统

;
大型企业的监控辅助决策系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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