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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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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多媒体计算机的关键技术以及主要应用

方面，针对其应用，重点分析了多媒体通信、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与

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多媒体数据库技术等几个主要的应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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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各种各样的信息出现在工作和生

活里，其中视音频信息以其清晰、直观和丰富的内容吸引着人们

主要的目光。这些信息充斥着网络、而数字化后的信息更是占据

着庞大的空间资源。如何快速分析和管理这些信息显得尤为重要。

计算机以其强大的运算和处理能力因而能够有效管理、处理这些

信息，于是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应运而生。通过计算机，可以有效

压缩信息，让原本庞大的信息只需要占用很少的资源就能以最高

效的方式进行存储和传输，这也是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得以普及和

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的定义和特点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顾名思义，是通过计算机来综合处理声、

文、图等多种不同类媒体信息的技术，同时使各种信息之间建立

逻辑上的关联，使其成为一个综合的系统并且具有交互的特性。

因此，对于多媒体计算机来说，交互特性是其主要的特点。

二、多媒体计算机的关键技术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自问世以来，得到了蓬勃发展，除了拥有

现代计算机的基本功能以外，还具有代表性的其他功能，具体如下。

（一）视音频信号的获取技术

过去，计算机对于信息的处理主要以文本为主，而如今的计

算机则需要综合处理声、文、图等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别的信息，

视音频信号的获取技术便成为了多媒体计算机所拥有的首要关键

技术。摄像机、麦克风、各种光盘和磁盘等存储载体使得多媒体

计算机获取视频音频信号更加便捷，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以很容

易被多媒体计算机获取到。

（二）多媒体数据压缩编码和解码技术

多媒体信息最大的特点是数据量大，数字化之后的信息，尤

其是数字化后的视频和音频信息具有数据海量性的特点，这样对

于信息的存储和传输来说就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也成为阻碍人

类有效地获取和使用信息的瓶颈问题之一。以 512*512 的 RGB 彩

色图像来说，若采用 PAL 制式来生成彩色视频信息，对于过去的

计算机总线来说几乎是不能完成的；音频信息虽不及视频信息海

量，却也占据很大的传输和存储资源。采用有效的方式来压缩多

媒体信息成了多媒体计算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现今采用的压缩

技术主要有帧内压缩和帧间压缩，通过去除冗余和适当地牺牲信

息质量来获得较高的压缩比。

（三）视音频数据的实时处理和特技

现如今，图像信息，尤其是数字化之后的图像信息分辨率高，

信息量大，这就对多媒体计算机的实时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举例来说，如果是 512*512 的图像，那么要求计算机处理一

个像素的时间大约为 0.1μs；而对于 256*256 的图像来说，要求

处理一个像素的时间大约为 0.2μs。

（四）视音频数据的输出技术

视音频信息是视觉和听觉信息，最终要被用户所接收，故而

视音频信息最终要通过输出设备呈现给用户。因此，视音频数据

的输出技术也成为了多媒体计算机最终将内容呈现给用户的关键

技术之一。显示屏、打印机、喇叭等各式各样的输出设备使得视

音频信息经过网络传输后能够清晰地出现在用户面前。画中画电

视、立体环绕声的输出技术使得输出信息活灵活现，犹如身临其境。

除此以外，多媒体计算机还需要解决其他问题，比如音频和

视频的同步问题等等。

三、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的主要应用

随着计算机网络、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多种技术的

共同发展，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现就其主要

应用介绍如下。

（一）多媒体通信

自可视电话诞生开始，人们便渴望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面对面

的沟通与交流，电话交换网、数据通信网、计算机网络等各种能够

给多媒体信息提供足够的通道的网络也给多媒体通信技术的发展提

供了土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视频会议系统。视频会议系统

的分类多种多样，按照网络中会场和节点数量的多少可将视频会议

系统分为点对点视频会议系统和多点视频会议系统，多点视频会议

系统节点较多，在应急抢险、日常会议等各种情况下使用都很常见，

所以从各方面来说都比较具有代表性，故而此处以后者为主。

1. 视频会议系统的基本组成。视频会议系统的基本组成有四大

部分，分别是视频会议终端、通信网络、MCU 以及网络管理系统（简

称网管）。视频会议终端是会场的核心设备，也是视频会议系统中

特有的设备，需要对视频、音频、数据、控制等各种信息进行采集、

编码等集中处理，同时需要配备电视机、麦克风、摄像机、音响等

外设用于各种信息的输入和输出。通信网络是将各个会场以及 MCU

和网管连接起来的通道，但不是视频会议系统中的特有设备，往往

是现有的网络，如 ISDN 网、PSTN 网等。MCU 是视频会议系统的

核心设备，也是会议系统所特有的，主要作用是完成各类信息之间

的切换，必要时还需对各类信息进行混合。网管系统集控制和管理

于一身，包括网络资源和会议资源的共同管理。

2. 视频会议系统的网络结构。视频会议系统的网络结构主要

以星型为主，如图 1 所示。

图 1 视频系统拓扑结构图

视频会议系统以 MCU 为核心，会场终端以及网管通过网络直

接连接在 MCU 上，网管通过 MCU 实现对于视频会议系统的控制

和管理。整个网络呈现出典型的星型结构。

3. 视频会议终端系统。视频会议终端系统指的是会场所使用

的设备，包括主会场和分会场等所有的会场。整个会场中会议终

端是核心，其他的外设实现各种信号的输入和输出。用户可以通

过视频会议终端来进行网络设置、会议设置，也可以调整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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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整个终端系统的管理。

目前，市面上生产视频会议终端的厂家也比较多，一定程度

的竞争提高了设备的性价比，降低了设备的体积、重量和复杂度，

再加上良好的售后保障和友好的界面展示，用户可以很方便就完

成一套终端设备的组装和调试，后期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维护成

本，系统非常稳定可靠。

4. 视频会议系统的国际标准。随着通信和计算机的发展，出

现了不同体系的视频会议标准，其中 H 系列较为广泛。

H 系列标准是由国际电信联盟制定的，以不同传输网络为基

础的视频会议国际标准，主要包括 H.320，H.323，H.324 等。每

一套标准都详细规定了音视频编码、控制协议、复用和解复用、

安全加密等一系列完整的规定，使得信号从采集、处理、传输、

接收每个部分都遵循完整统一的流程，确保了在全网范围内信息

流的标准化。

（二）多媒体数据库

多媒体数据库中包含了大量的音频、视频、文本等各种各样

的信息，除了存储之外，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快速找到需要

的信息，就是多媒体数据库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应的

办法叫作基于内容的检索。

1. 基于内容的检索。对内容进行检索是一个逐步比较依次查

询求精的过程，首先要对需要检索的内容进行说明，标明要查询

的内容是什么，需要返回什么样的结果，对需求有一个大致的描述；

然后通过相似性进行匹配，选择一个比较满意的示例再进行特征

调整从而形成新的查询，最后逐步缩小检索范围，直到用户满意

为止。例如，如果要检索某些特定的图像内容，检索时就可以通

过输入颜色、纹理、形状等信息来作为特征输入，通过反馈一组

匹配结果，调整特征描述，缩小检索范围，确定检索信息。

2. 检索特征提取。多媒体数据库中数据类型多样，因而特征

提取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信息类型来确定。

对于语音信号而言，其信号特征有多种多样，比如说基音、

共振峰、线性预测、倒谱系数、声纹特征、关键词特征等，不同

的特征所侧重的方向不尽相同，检索过程也不能完全一样，但最

终都能检索到基本符合要求的内容。

对于图像信号来说，也有不同的特征可以选择。比如可以选

择纹理特征、颜色特征、几何形状特征、统计特征等底层特征，

也可以选择人的脸部特征、表情特征、某些物体和景物特征等高

层特征作为检索特征。通常情况下，低层特征可以通过相应的图

像处理方法来自动获取，而高层特征则可以在某些约束条件或者

知识导引的条件下，以低层特征为基础推导得到。

（三）智能多媒体技术

1956 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迄今为止已经过了数十年的飞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了最受关注和应

用的关键技术之一。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

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以及大数据等技术。这些技术与多媒体计算

机技术的结合，诞生了智能多媒体技术，使多媒体信息焕发出新的

生机，这也就意味着需要给计算机增加很多的智能特性。比如，语

言的理解和识别、图形的理解和识别、知识工程、手写文字的输入等。

1. 智能多媒体数据库。智能多媒体数据库，通俗来说，是人

工智能与多媒体数据库结合的产物。多媒体数据库中的信息种类

非常繁多，内容异常庞大，这就给检索带来不小的困难。虽然有

特征提取等方法进行检索，但多媒体信息中包含的语音和视频信

息往往包含更多层次的内容。如语音信息往往包含更深层次的语

义、情感、态度等，这样就可能涉及到语言学、哲学等更多学科

领域的内容，如果数据库具有推理功能，再结合以多媒体数据库，

这样就形成了智能多媒体数据库。

另外，在多媒体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时，也可以将人工智能的

相关技术加以应用，如高维空间搜索技术、视音频信息的语义抽

取等技术。总之，将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地结

合在一起，就是智能多媒体的方向。

（四）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环境

协同工作，简言之，就是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

创建一个可以协同工作的环境，让不同行业、不同专业、不同部

分和领域的用户可以一起工作，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质量。

1. 医疗领域。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们渴望享受到优

质的医疗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大都集中在大城市或者一、二线城市。

在面对一些疑难杂症时很多人只能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环境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专家可以

进行远程的就诊，通过分析病人的相关检查结果得出最后结论，

商量治疗方案，必要时还可以远程进行手术指导，为无法现场就

诊和手术的病人及时地提供医疗服务，减轻患者的压力，缩短治

疗周期，解病人燃眉之急。

当然，这项应用的前提是稳定优质的软件支持，如 HIS 系统。

所有医疗相关的信息可以进行共享，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在一个完

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开展，而且，数据还能够及时地更新，相关

部分可以联动配合，共同完成相关任务。

2. 教育领域。目前来讲，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安装了多媒体计

算机，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计算机来实现一些过去无法实现的内

容，将内容更加直观地展示出来，吸引学生兴趣，提升学生注意力。

丰富多彩的内容加上绘声绘色的解说，可以让课堂变得更加生动，

让内容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尤其是在线下课程无法进行的情况下，

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环境，可以让教师学生共同参与到教学当

中来，而不是单纯的讲授和学习。教师可以在线上发布学习任务，

督促学生完成，观察任务进度和效果，有效地管理整个课堂，避

免线上教学过程中学生敷衍了事和蒙混现象。

除上之外，多媒体计算机技术还应用在多媒体刊物的创作，

以电子的形式，将各类信息保存在非纸张类的载体上面，通过网

络来呈现给观众；还可以应用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旅游等各

行各业，通过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出原来的内容，吸引用户的

眼球，加深用户的印象，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四、结束语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随之带来的改变也是日新月异

的。计算机技术作为各个领域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之一，在数据

分析处理、压缩编码和解码等方面也日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不同技术的交叉和融合更是越来越普遍和常见。多媒体计算

机技术作为其中的代表，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

其应用也会更加多元、更加多样，未来，也会进一步地走进各行

各业。当然，这项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优化，才能更好地

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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