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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技术中人声的处理
毕宏瑞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 录音技术的发展可追溯至第一部留声机的诞生，爱迪生的伟大发明发现了万物的美好，也造福了人类。
录音技术一般包括乐器录音技术、环境录音技术以及人声录音技术等几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录音技术也不断更新，对录音处理和运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也出现了很多新型的录音手法、
录音对象和录音技术。本文对录音技术中最佳音色的实现展开阐述，着重对人声的音调展开研究，同时
也对各种录音种类对人声处理的影响和传声器的应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希望读者能够通过对本文的阅
读对录音技术中人声处理的过程产生一定程度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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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现录音技术中人声的处理，还要对录音的环境、场

地和录音手段进行明确地、有针对性的梳理，更好地实

现音质所具有的特点，促进录音技术中最佳音色的实现。

2  录音种类对人声处理的影响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录音主要是语言类的录音和歌

曲类的录音两个方面，语言类的录音主要需要对语言的

情绪和录音的环境进行把控，歌曲类的录音主要对歌曲

的风格进行把控，两方面的要求不一致，因此最终呈现

的人声效果也是不同的。

2.1 语言类录音
语言类录音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录制人说话的声音，

比如，演讲、朗诵、讲座、电视节目的配音、剧种的对

话等。语言类的录音主要需要对语言的情绪进行把控，

在录音技术中人声处理角度的要求不高，除了朗诵和舞

台表演，其他类型的语言类录音只需要在录音过程中保

证录音环境的安静，避免杂音、喧闹声音的出现。在语

言类录音中有一个专业词汇：拾音。拾音主要是通过传

音器的位置摆放和角度来采集声音的一种手段，在采集

过程中不需要注意人声音色的呈现，只需要将录制重点

把握在人声声音的纯粹角度，保证声音的圆润度和还原

度，在录音过程中如果出现杂音要能够及时避免，经济

发展推动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现代化的录音处理技术

能够为后期的录音制作进行删除处理提供技术保障，更

好地实现录音效果的完整性。

语言类录音最大的困扰就是录制场合的噪音、喧闹

的声音以及尖叫声等的出现，这类声音难免会被录制到

我们的录音稿件中。由于尖叫声、啸叫声音量过大会在

传声器中产生折射，影响声音采集器的正常运作，不仅

影响了录音的质量，还影响了录音的音调。因此在语言

类录音的过程中要准确掌握声音传感器和采集器的使用技

巧，根据声音变化准确调整传感器和采集器的角度，合理

避开扬声器的发声口，能够及时应对在录制过程中的声

音、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同时后期将音段调整为高频段

还能为合理的释放声音特色，录制出最佳音色做出贡献。

2.2 歌曲类录音
歌曲类录音主要是歌曲的演唱，我们可以了解到歌

录音技术起源于爱迪生发明的第一部留声机，追溯

录音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录音技术是从单

声道录音阶段开始的，由于当时的技术和经济等条件不

充足，录音呈现的效果质量不是很好，仅仅达到了录音

的完整性的目标。随着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录音技术

和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通过不断摸索、实

践，深刻了解到录音中的人声处理，不光要考虑人声声

音的特质，还需要充分感受复合音，即人类发出的基础

声音和声音频率以及声音的调性，这一项进步实现了录

音的完整性的同时还实现了艺术性、精致性和匹配性等

特性。对于录音技术来说，掌握人声的音调层次十分重

要，因此本文的研究方向主要从音调的角度展开。

1  录音技术中最佳音色的实现

对于西方音乐而言，从音乐自身的平衡角度来看不

管是什么演出都具有很好的平衡性。而且在录音过程中

只需要把当时的音场还原就可以。但是电视录音就和其

不一样了。在电视录音过程中，演员的位置在舞台的中

央，但是伴奏一般都在舞台的后方，所以无法保持平衡。

另外人的声音谐波以高频为主，乐器也是一种高频乐器

所以在频响方面的平衡性也不太好。实现录音技术中最

佳音色的首要前提就是了解到底什么是所谓的最佳音色。

人的声音主要是基音和发音两个部分，基音主要能够体

现出人声发音的类型，即人说话时的基础声音，泛音指

的就是人声的音调，受数量、频率以及幅度等方面的影

响形成最后的音色。举个例子，钢琴的泛音主要可以分

为三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有不同的过度，音色的强弱

直接影响音量的大小和呈现的特点。

因此，录音技术中人声的处理方式主要是控制人声

的音调，控制泛音的方向和过度。因为人声是有频率和

音色上面的区别的，我们可以针对区别划分音段，高频

段的声音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表现音色，中高频段的声音

主要是对清晰程度的声音的明亮程度进行表现，中低频

度的声音主要是对声音的厚实程度和音色的力度进行表

现，低频度的声音则主要是对声音的厚重、充实程度进

行表现。掌握了上述不同音段的特点，对于开展泛音的

处理工作，实现最佳音色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为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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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演唱存在演唱技巧、演唱风格的不同，因此在歌曲

类录音的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准确了解歌曲的特点，采

用适当的录音技术进行录制，更好地展现歌曲的特色。

比如说民族类型的歌曲就需要展现民族的具体特色，美

声类型的歌曲则要展现音色和音调上的特色，摇滚歌曲

则展现的是声音的力量和豁达。

2.2.1 业余歌手录音
业余歌手主要是一些喜欢唱歌，喜欢将自己翻唱的

歌曲以各种形式发布到互联网或者其他平台的一些人，

属于一种娱乐活动。由于业余歌手的特点，很多人没有

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只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唱歌，难

免会存在音色缺陷和发声错误等缺点。还有很多人唱歌

追求利益，忽略唱歌真正的意义，通过声卡展现歌声，

隐瞒自己真正的音色。在业余歌手中，女声主要的问题

就是呼吸和声带上的噪音，男声主要的问题是喉咙沙哑

产生的噪音，因此为了解决上述出现的噪音问题，本文

列举以下四个手段来进行人声处理。

第一，100 Hz的音量，使用低频段的传声器可以有
效缓解噪音，降低噪音给录音带来的不良影响，保证录

音的品质；第二，500 Hz～800 Hz之间的音量可以采取
小量减弱的方式，丰满音色的同时减少音色的生硬程度；

第三，中高频段的音量可以通过提高 dB的手段增加声音
的清澈度，使音色更加明亮；第四，业务歌手对于音量、

音质、音调以及音色的把控力度不够了解，可以通过调

大音量和提升频率的方式提高声音响度，进而完成高质

量歌曲的演绎。

2.2.2 专业歌手录音
专业歌手与业余歌手最大的区别在于专业歌手受过

专业的声乐训练，在发声、换气以及歌词的掌握上都具

有扎实的基础，一般来说每一位专业歌手都有非常鲜明

的个人特色。在歌曲录制的过程中，拾音一般使用动圈

式的传声器和采集器，对于专业歌手来说，加上电容传

声器更加有利于歌曲的完美呈现。

针对专业歌手的录音还需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第

一，在录音前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充分了解录音歌手

的泛音特点，了解歌手的音色和主打的类型歌曲，提

前准备好适合的录音处理技术；第二，了解歌手的音

调、频率和音域，提前准备好声音传声器、采集器、扬

声器，避免因设备、环境等因素影响录音的效果，重点

体现歌手的音色特点，保证歌手的个人特色的体现；第

三，注意录音环境的维护，注意歌手在录制过程中的情

绪，遇到问题及时沟通并解决，充分考虑歌手对歌曲的

理解的同时多提出一些能提升歌曲质量的专业意见；第

四，保证录音设备的质量和指标，高度要求传声器的频

率范围、失真度和动态范围；第五，区别掌握男女歌手

的录音技术，男歌手的音域和音频较女歌手来说普遍偏

低，需要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手段在声音处于 100 Hz的
时候减弱 3 dB来增加男声的清晰度，针对女歌手高频
噪音的问题，可在 7～10 kHz的时候减弱 3 dB来消除 
噪音。

3  传声器的应用

传声器的使用有严格的标准，在距离方面的要求也

是十分严格的，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都有不同的要

求，要求明确距离范围的同时根据歌曲的表达形式合理

判断传声器的角度、方位和灵敏度。

第一方面，近距离拾音。近距离拾音主要适用于通

俗类型歌曲的录制，传声器的位置距离声音的源头距离

一般是 5 cm以内，与口唇的角度一般是 30°以内，同时
为了保证歌曲录制的完整度和专业度以及在录制过程中

为有效避免噪音的影响，加入防风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屏蔽气团的声音。第二方面，中距离拾音。中距离拾音

主要适用于美声类型歌曲的录制，录制中完美掌握距离、

角度和口唇位置，传声器的位置距离声音的源头距离一

般是 5～20 cm，与口唇的角度一般是 15°以内。第三方
面，远距离拾音。传声器的位置距离声音的源头距离一

般大于 10 cm，远距离拾音主要适用于合唱类型、摇滚
类型歌曲的录制，远距离对于录制的环境、声音的频率

以及声音的高度十分重视。总之，录音技术中对于人声

的处理手段是多元化的，为了更好地实现录音的完美性，

录音手段完备的同时还需要有高水平的录音师进行合理

的操作，提高作品的质量和艺术性。

4  结语

本文对录音技术中的人声处理分别从录音技术中最

佳音色的实现、录音种类对人声处理的影响以及传声器

的应用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录音过程

中要重点把握录音的音域、声音类型、男声和女声、传

声器的应用以及录音师自身的专业素养，同时要想成为

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录音技术人员不仅仅需要良好的录

音手段，还需要有合理、创新的录制方案，能够将声音

特色重点突出，从而更好地提升录音作品的艺术特性和

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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