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首先介绍效果器的基本概念和应用方法,然后介绍各类效果器,如振幅与压限类、
延迟与回声类、降噪/修复类、混响类、立体声声像和时间与变调、滤波与均衡类、特殊类效果

器,再介绍音频的反转、前后反向和静默处理等,最后介绍常用的插件以及综合实例的分析

与制作。
【本章学习目标】

•
 

了解效果器的概念。

•
 

熟悉各类别效果器的应用和方法。

音频效果(音效)可以分为人造音、环境音和动作音3种。人造音就是现实中不存在,需
要音效师自己创造的声音;

 

环境音就是每一场景在人物周围的声音,如汽车通过的声音、学
校的钟声、周遭环境中的杂音等,这些都是环境音;

 

由画面人物动作所产生的声音,如脚步

声、衣服摩擦声、关门开门声等,都是动作音。
最好的音效应该是现场录制的,使用高品质的现场录音设备就可以录制。但是,有时一

些音效通过现场录制的方式无法获取,这时就需要模拟音效。对于人造音,可能要自己从各

种不同的音源混音,或由音效师用不同的材料制作出所需的效果。例如,使用碎石制造出一

些脚步声;
 

使用芹菜制作怪兽咬嚼和破坏东西的声音。
至于环境音或动作音,有时是直接到街上或野外录音,有时是使用市面上出售的音效素

材集。音效素材集是音效制作的素材来源。素材集综合了大部分的自然发生和地球上不存

在的电子声或其他特殊声效。除了一部分原创音效以外,大部分音效可以通过对素材进行

剪辑、合成、效果处理这3步来实现。目前,世界上最专业、最全面、最广泛应用于电影、广
告、游戏、动画的音效素材集有Sound

 

Ideas
 

General
 

6000、Soundfx
 

Library、Hollywood
 

Edge、Bigfish
 

Soundscan。另外,网上也有大量的音效素材可以下载使用。
本章将主要介绍如何使用Adobe

 

Audition软件为动画作品添加各种音频效果,包括波

形振幅、降低噪声、添加延迟效果、时间拉伸/变速、变调技术、消除人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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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效果器概述

5.1.1 效果组控制

  波形编辑器和多轨编辑器中的效果组有着相似的功能,在其中都可以添加并设置效果。

1.
 

波形编辑器中的效果组面板

在波形编辑器中,效果组提供了“处理”菜单,可以修改选择部分或整个文件,单击“应
用”按钮永久使用效果器,如图5-1所示。

图5-1 波形编辑器中的“效果组”面板

2.
 

多轨编辑器中的“效果组”面板

在多轨编辑器中,效果组提供了“FX
 

预衰减/后衰减”和“预渲染音轨”按钮,可以用于

图5-2 多轨编辑器中的“效果组”面板

优化与处理效果,如图5-2所示。每个素材与轨道

都有自己的效果器组,与项目一起保存。

3.
 

“效果组”面板的基本操作方法

(1)
 

从效果器插槽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一个效

果,可以插入此效果。
(2)

 

单击效果的开关按钮( ),可以暂时开启

或关闭此效果。欲暂时开启或关闭所有效果,单击

“效果组”面板左下角的主开关按钮。
(3)

 

在效果器插槽间进行拖动,可以重新排列

效果器的顺序。
(4)

 

在“效果组”面板中设置输入、输出与混合音量。通过调节输入、输出音量,可以优

化声音,使它们的刻度峰值不出现削波;
 

拖动混合滑块,可以改变音频的处理程度,100%
(湿)等于全部为处理过的音频,0(干)等于原有的未处理的音频。

(5)
 

在效果器插槽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移除效果”,可以删除当前效果;
 

在“效果组”
面板菜单中选择“移除所有效果”,可以删除所有效果器。

5.1.2 在波形编辑器中应用效果器

在波形编辑器中,可以使用效果器成组施加效果,也可以单个施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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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波形编辑器中应用成组效果器

在波形编辑器中,“效果组”面板可以支持成组的效果器,但不支持处理效果器,如降噪,
处理效果器只能单独使用,如图5-3所示。

(1)
 

使用时间选择工具/套索工具/选区工具,选择欲施加效果的区域。
(2)

 

选择“窗口”→“效果组”命令,打开“效果组”面板。
(3)

 

在编号列表中,设置添加多个效果,最多16个。
(4)

 

开始回放预览,并根据需要编辑效果。
(5)

 

编辑完毕,单击“应用”按钮,应用该效果。

图5-3 应用多个效果器

2.
 

在波形编辑器中应用单个效果器

(1)
 

在编辑器中选择所需音频。
(2)

 

在“效果”菜单中选择一种效果。
(3)

 

单击“播放”按钮进行预览,并根据需要编辑效果。
(4)

 

编辑完毕,单击“应用”按钮,应用该效果。
【提示】 处理效果器命令中有“进程”文字,这些增强处理效果器只能在波形编辑器中

离线使用,不同于实时效果器,处理效果器只能单独使用,因此它们不能在“效果组”面板中

被访问。

5.1.3 在多轨编辑器中应用效果器

在多轨编辑器中,每个音频轨道或公共轨道可以最多应用16个效果,可以在编辑器、混
音器或“效果组”面板中插入、重新排序与删除效果器。但在“效果组”面板中,可以更为灵活

地控制效果。
在多轨编辑器中,有多种方法使用效果器。应用的效果不会影响轨道中的音频源文件,

可以随时对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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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一个素材,单击“效果组”面板顶部的“剪辑效果”选项卡,如图5-4所示。

图5-4 “效果组”面板中的选项卡

(2)
 

选择一条轨道,单击效果器顶部的“音轨效果”选项卡。
(3)

 

在编辑器中单击左上角的 按钮,显示效果器控制部分,如图5-5所示。在混音

器中单击fx 左侧的小三角按钮,显示效果器部分,如图5-6所示。

图5-5 显示效果器控制部分

  
图5-6 显示效果器部分

(4)
 

在“效果组”面板中的插槽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效果。
(5)

 

按空格键播放项目,预览效果,并根据需要编辑、重新排序或删除效果器。

5.2 振幅与压限类效果器

简单地说,振幅就是声波离开平衡位置的最大距离。振幅决定了声音的音量大小,通过

调整振幅可以完成对声音音量的调整。而录制音频时,常常会出现破音的情况,使用压限功

能可以对破音进行修复。压限效果器可以对波形中超过规定数值的波形进行压缩,从而控

制所有音频。
振幅与压限类效果器包括:

 

增幅、声道混合、消除齿音、动态处理、强制限幅、多段压限

器、标准化(进程)、单频段压缩器、语音音量级别、电子管建模压缩器、音量包络(进程),其中

标准化(进程)和音量包络(进程)只能在波形编辑器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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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幅

增幅效果器可以通过设置左、右声道的增益量调整音频的音量大小。选择“效果”→“振
幅与压限”→“增幅”命令,打开“效果-增幅”对话框,如图5-7所示,分别设置左侧和右侧的

增益值,完成对左声道和右声道的音量大小设置。

图5-7 “效果-增幅”对话框

2.
 

声道混合

声道混合效果器可以改变立体声或环绕渠道的平衡,改变声音位置或解决立体声平衡

问题。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声道混合器”命令,打开“效果-声道混合器”对话框,
进行参数设置,完成左、右声道混合效果,如图5-8所示。

图5-8 “效果-声道混合器”对话框

3.
 

消除齿音

消除齿音效果器主要针对“嘶嘶”声进行降噪处理。使用消除齿音效果器可以在尽量不

破坏原音频的基础上去除“嘶嘶”声。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消除齿音”命令,打开

“效果-消除齿音”对话框,如图5-9所示。

•
 

模式:
 

有宽带和多频段两种模式。

•
 

阈值:
 

设定噪声压缩的幅度。

•
 

中置频率:
 

指定噪声最强的频率。

•
 

带宽:
 

确定噪声频宽的范围,以便进行消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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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效果-消除齿音”对话框

4.
 

动态处理

动态处理效果器通过减少放大器中的弱电平信号和强电平信号之间的差异来动态处

理。在单轨波形处理中,动态处理主要是对过大的音量进行压缩,保证音量不会无限放大;
 

对过小的音量进行提升,保持整体音量的起伏不会过大。
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动态处理”命令,打开“效果-动态处理”对话框,如图5-10

所示,设置各项参数。在进行动态处理的过程中,需要反复认真地听,并且根据听到的声音

效果对参数进行调整,以便获得更好的音频效果。

5.
 

强制限幅

强制限幅效果器是压缩比例非常大的效果器,其作用是将总线波形电平控制在某一指

定的声压级之下,避免削波的出现。它能较好地控制起始时间和峰值,从而得到较完美的

波形。
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强制限幅”命令,打开“效果-强制限幅”对话框,设置各

项参数,如图5-11所示。

6.
 

多频段压缩器

在经过动态处理之后,对整个声音进行同样的参数设置,在默认情况下,难免会将不需

要处理的地方进行处理,造成明显的声场后移等边界效应,多频段压缩器效果器很好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多频段压缩器中的多频段是指压缩/限制操作可以在不同频段上执行。
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多频段压缩器”命令,打开“效果-多频段压缩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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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效果-动态处理”对话框

图5-11 “效果-强制限幅”对话框

框,设置各项参数,如图5-12所示。

•
 

交叉频率:
 

设置交叉频率是为了确定每个频段的宽度。

•
 

阈值滑块:
 

设置输入电平,压缩从此开始,值的范围为-60~0dB。用户可以根据音

频内容和音乐风格设置不同的值。要压缩低音频,输入值应控制在-5dB以下;
 

要

压缩高音频,输入值应控制在-15dB以下。

•
 

增益:
 

该参数值决定处理后的音频增益或衰减情况,从顶部延伸到底部,值的范围

为-18~+18dB。正数代表增益,负数代表衰减。

7.
 

标准化(进程)
标准化(进程)效果器可以快捷地将音频文件进行最大电平处理,将当前波形或选定波

形振幅的最大值调整到最大电平0dB的规定值内。使用这个功能可以将音频信号水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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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效果-多频段压缩器”对话框

 图5-13 “标准化”对话框

到最大而不发生削波,通常用来补偿录制音频电量

过低的问题。
标准化(进程)效果器的原理就是自动侦测整

个音频素材的最大音量电平,然后用最大化数值减

去侦测到的最大电平数,利用得出的差值对所有音

频素材进行提升或衰减。选择“效果”→“振幅与压

限”→“标准化(进程)”命令,打开“标准化”对话框,
如图5-13所示,设置“标准化”为50%,单击“应用”
按钮,便可得到处理后的波形,如图5-14所示。

图5-14 标准化前后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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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为: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设置对音频文件的电平提升的数值,其最大值为

100%,也就是0dB。
•

 

平均标准化全部声道:
 

选中此复选框,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同时侦察立体声或环绕

声所有声道的波形,使它们的变化量相同。
•

 

DC偏差调整:
 

可以调整在波形显示区的波形位置。如果波形向下偏移,输入正数;
 

向上偏移则输入负数。
8.

 

单频段压缩器

单频段压缩器效果器可以降低规定范围内的音频,可针对一个频段的音频进行压缩,从
而实现增加音乐或人声的效果。

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单频段压缩器”命令,打开“效果-单频段压缩器”对话

框,如图5-15所示,设置各项参数。

图5-15 “效果-单频段压缩器”对话框

•
 

阈值:
 

设置压缩开始的输入音量。要压缩低音频,输入值应控制在-5dB以下;
 

要

压缩高音频,输入值应控制在-15dB以下。
•

 

比率:
 

设置一个1∶1~30∶1的压缩比,较高的压缩比会降低音频的质量。
•

 

起奏:
 

确定音频超过阈值多长时间开始压缩,默认为10ms。
•

 

释放:
 

确定音频低于阈值多长时间停止压缩,默认为100ms。
•

 

输出增益:
 

提升或衰减压缩后的整体输出音量。可能值的范围为-30~30dB,其中

0是单位增益。

9.
 

语音音量级别

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语音音量级别”命令,打开“效果-语音音量级别”对话

框,如图5-16所示。语音音量级别效果器可以实现对音频的压缩,在优化音频效果的同时

去除音频中的噪声。使用方法非常简单,边播放音频,边调整参数,使音频达到满意效果。

10.
 

电子管建模压缩器

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电子管建模压缩器”命令,打开“效果-电子管建模压缩

器”对话框,可以设置各项参数,如图5-17所示。电子管建模压缩器效果器可以使信号的输

入动态范围变小,即使微弱的信号变大,较大的信号变小,其结果就是使大信号与小信号之

间的差别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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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效果-语音音量级别”对话框

图5-17 “效果-电子管建模压缩器”对话框

11.
 

音量包络(进程)
音量包络包括淡化包络和增益包络两种处理。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淡化包

络(进程)”或“增益包络(进程)”命令,打开“效果-淡化包络”或“效果-增益包络”对话框,设
置各项参数,如图5-18所示。音量包络(进程)主要是显示声音文件事先设置好的参数在时

间线上的变化。例如,一个音频波形的音量包络指的是这段音频波形在播放过程中声音随

时间的变化而产生的音量变化,也就是在播放的这一段时间内,音量变化所抽象出来的一个

线条。

图5-18 音量包络效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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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辑器中调整下列包络:
 

拖动以调整增幅百分比,单击以添加额外的提升和衰减

的关键帧。

•
 

曲线:
 

在关键帧之间应有平滑的弧线过渡,而不是直线过渡。

12.
 

实例———改变音频的振幅

振幅是描述音频波形大小的参数,振幅的增益和衰减直接决定音量的大小。通过调整

波形的振幅,可以得到调整音频音量高低的效果。本实例是使用增幅效果器,通过设置左、
右声道的增益值,调整音频的音量大小。

(1)
 

启动Adobe
 

Audition
 

CC,选择“文件”→“打开”命令,打开“第五章\朗读.mp3”
文件。

(2)
 

双击音频波形,选择所有音频,如图5-19所示。

图5-19 选择所有音频(朗读)

(3)
 

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增幅”命令,打开增幅效果器,在打开的“效果-增
幅”对话框中,设置增益参数值,选择“链接滑块”复选框,从而同时调整左、右声道的振幅。

(4)
 

在“预设”下拉列表中选择“+6dB提升”选项,如图5-20所示。

图5-20 “+6dB提升”效果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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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播放”按钮,试听效果。如果不满意,可以继续进行设置增益数值,直到满意

为止。
(6)

 

单击“应用”按钮,应用增益效果器,此时看到振幅发生了变化,如图5-21所示。

图5-21 波形振幅增大

(7)
 

选择“文件”→“另存为”命令,将文件保存为“大声朗读.mp3”文件。

5.3 延迟与回声类效果器

延迟是原始信号的复制,以毫秒间隔再次出现,如果延迟时间设置为0,表示无延迟效

果。回声与原始音频的间隔比较长。因此,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原始信号与回声信号。在音

频中加入延迟与回声可以增加环境气氛和现场感。
延迟与回声类效果器包括模拟延迟、延迟和回声效果器。

1.
 

模拟延迟

模拟延迟效果器可以模拟老式的硬件延迟效果器温暖的音色。要创建不连续、离散的

回声,可以指定延迟时间为35ms或更长,要创造更微妙的效果,须指定更短的时间。
选择“效果”→“延迟与回声”→“模拟延迟”命令,打开“效果-模拟延迟”对话框,如图5-22

所示。

•
 

模式:
 

提供了3种模拟延迟的模式,指定硬件仿真的类型,确定均衡和失真特效,分
别是磁带、磁带/音频管(反映老式延迟效果器的声音特性)、模拟(反映后期的电子

延时线)。

•
 

干输出:
 

可以控制干声(未处理的音频)输出的百分比。

•
 

湿输出:
 

可以控制湿声(处理过的音频)输出的百分比。

•
 

延迟:
 

可以设置延迟的时间,单位为毫秒。

•
 

反馈:
 

可以控制延迟声量,数值越大表示延迟越多,过大的回馈会使音频浑浊不清。

•
 

劣音:
 

对延迟的声音进行控制,数值越大表示延迟声音越小;
 

反之表示延迟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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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
 

扩展:
 

可以控制延迟的扩展范围。数值越大,延迟扩展范围越大;
 

数值越小,延迟扩

展范围越小。

图5-22 “效果-模拟延迟”对话框

2.
 

延迟

延迟效果器可以用于创建单个回声,以及其他一些效果。延迟35ms或更长,可以创建

离散的回声。延迟为15~34ms,可以创建一个简单的合唱或镶边效果。进一步降低延迟到

1~14ms时,可以在空间定位一个单声道声音,使声音似乎感觉是来自左侧或右侧,即使实

际的左右音量是相同的。
选择“效果”→“延迟与回声”→“延迟”命令,打开“效果-延迟”对话框,如图5-23所示。

图5-23 “效果-延迟”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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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时间:
 

决定延迟声产生的时间。值为正数时,为延迟声效果;
 

值为负数时,处理

后的声音将比原始信号提前出现,从而与另一个声道形成延迟效果。

•
 

混合:
 

控制原始干声与处理后的湿声比值。该参数值越大,原始干声越少,延迟声

越多。

•
 

反转:
 

将当前进行处理的音频波形反转,从而得到一些特殊效果。

•
 

延迟时间单位:
 

在其下拉列表中可以选择“毫秒”“节拍”或“样本”选项。默认状态

下,是以“毫秒”为单位的。

3.
 

回声

回声效果器是可以用来营造回声的效果器,整合了多个普通延迟效果,以不同的延迟时

间量形成特殊的回声效果。选择“效果”→“延迟与回声”→“回声”命令,打开“效果-回声”对
话框,如图5-24所示。

图5-24 “效果-回声”对话框

•
 

延迟时间:
 

决定延迟声产生的时间。

•
 

反馈:
 

决定延迟声量,数值越大,延迟越多,回声感越强。

•
 

回声电平:
 

决定处理后的回声量,数值越大,回声越多,回声感越强。与反馈量比

较,回声量产生的影响要小一些。

•
 

锁定左右声道:
 

连接延时时间与回声音量滑块,保持每个声道相同的设置。

•
 

回声反弹:
 

使左右声道之间来回反弹回声。如果想创建一个来回反弹的回声,选择

一个声道,设置初始回声音量为100%,另一个为0。否则,每个声道的设置将反弹

到另一个,在每个声道上创建两个回声。

•
 

连续回声均衡:
 

控制各频段的延迟量大小,回声均衡调节器有8段均衡,用于调整回

声的音调,最主要的是该调整不会对原始声音产生影响。
4.

 

实例———制作山谷回声效果

使用延迟效果器可以实现对原始声音的重复播放,可以对人声起到很好的润色和丰富

作用。本实例将使用延迟效果器制作人声的山谷回声效果,从而增加声音的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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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动 Adobe
 

Audition
 

CC,选择“文件”→“打开”命令,打开“第五章\童声.wav”
文件。

(2)
 

双击音频波形,选择所有音频,如图5-25所示。

图5-25 选择所有音频(童声)

(3)
 

选择“效果”→“延迟与回声”→“延迟”命令,打开延迟效果器,如图5-26所示,分别

设置左声道、右声道的“延迟时间”和“混合”参数。

图5-26 延迟效果器参数设置

(4)
 

单击“播放”按钮,试听效果,可以听到一个回声的效果。
(5)

 

单击“应用”按钮,对音频应用了延迟效果,如图5-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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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7 应用延迟效果

(6)
 

选择“文件”→“另存为”命令,将文件保存为“童声回声效果.mp3”文件。

5.4 降噪/修复类效果器

录制环境由于电流信号干扰等因素产生不同的噪声,这些噪声会大大影响声音的质量,
更会影响其使用。Adobe

 

Audition
 

CC提供了降噪/修复类效果器,用于修复音频中的

噪声。
降噪/修复类效果器主要包括捕捉噪声样本、降噪(进程)、自适应降噪、自动咔嗒声移

除、自动相位校正、消除嗡嗡声、降低嘶声(进程)效果器。

1.
 

捕捉噪声样本

要对一段音频进行降噪处理,首先要进行噪声样本的捕捉。通过软件对噪声样本进行

分析,从而为后面的降噪操作做准备。
(1)

 

使用时间选区工具选择一段只包含噪声的音频波形,如图5-28所示。
(2)

 

然后选择“效果”→“降噪/修复”→“捕捉噪声样本”命令,将捕获噪声特性。

2.
 

降噪(进程)
 

选择“效果”→“降噪/修复”→“降噪(进程)”命令,打开降噪(进程)效果器,如图5-29所

示。使用该效果器可以明显降低音频中的噪声。这些噪声包括磁带嘶嘶声、麦克风的背景

噪声、电源线的嗡嗡声等。
降噪(进程)效果器是一种采样降噪的方法。其工作原理是:

 

首先通过采集噪声音频获

得噪声样本,再通过分析噪声样本得到噪声特征,最后利用分析结果去降低夹杂在音频中的

噪声。
(1)

 

捕捉噪声样本:
 

从选定的范围内提取仅说明背景噪声的噪声样本。

•
 

:
 

存储当前噪声样本。

•
 

:
 

加载保存在硬盘中的噪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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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8 选择一段只包含噪声的音频波形

图5-29 降噪(进程)效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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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形:
 

X轴表示频率,Y轴表示降噪量。控制曲线用于设置在不同频率范围的降噪量。

•
 

:
 

重置按钮,使控制曲线变为平直线,代表高、中、低频均匀降噪。
(2)

 

噪声基准:
 

“高”显示在每个频率检测的噪声的最高振幅;
 

“低”显示最低振幅;
 

“阈
值”显示降噪发生的振幅。

(3)
 

缩放:
 

确定沿X轴的频率的显示方式。为了更好地控制低频,选择“对数”选项;
 

要

详细地控制高频,使用均匀间隔频率,选择“线性”选项。
(4)

 

声道:
 

图中显示所选的声道。
(5)

 

选择完整文件:
 

可以将捕获的噪声样本应用于整个文件。
(6)

 

降噪:
 

控制输出信号中降噪的百分比。
(7)

 

降噪幅度:
 

确定检测到噪声的振幅是多少,通常设置为6~30dB。
(8)

 

仅输出噪声:
 

选中该复选框,只输出噪声。
(9)

 

“高级”选项卡。

•
 

频谱衰减率:
 

决定声音低于噪声电平时的频率衰减程度,通常设置为40%~70%。

•
 

平滑:
 

决定降噪中各频段之间的连接程度,通常将数值设置为1。

•
 

精度因素:
 

控制振幅变化,通常设置为5~10。

•
 

过滤宽度:
 

确定噪声和理想音频之间的振幅范围。

•
 

FFT大小:
 

确定有多少单个频带被分析。一般情况下,控制在4096~8192。

•
 

噪声样本快照:
 

确定多少噪声快照包括在捕获的样本中,一般将数值设置为4000。

3.
 

自适应降噪

选择“效果”→“降噪/修复”→“自适应降噪”命令,打开自适应降噪效果器,如图5-30所

示。使用自适应降噪效果器,可以根据定义的降噪级别,实时降低或移除如背景声音中的隆

隆声、风声等各种噪声。因为这种效果器可以实时操作,所以可以与其他效果器相结合在

“效果器”面板中,应用于多轨编辑器中。

图5-30 自适应降噪效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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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噪幅度:
 

用来设置噪声音量的范围。

•
 

噪声量:
 

用来设置噪声音量的百分比。

•
 

微调噪声基准:
 

可以精细调整降噪前后的音量大小。

•
 

信号阈值:
 

用来定义噪声与周围正常声音信号的差异幅度。

•
 

频谱衰减率:
 

决定了当声音低于噪声电平时的频率衰减程度。

•
 

宽频保留:
 

用来设置保存频率的宽度。

•
 

FFT大小:
 

决定了处理的速度和质量。

•
 

高品质模式(较慢):
 

能够以高质量处理,但是时间较长。

4.
 

自动咔嗒声移除

使用自动咔嗒声移除效果器可以纠正大面积点的音频或单个咔嗒声与爆裂声。选择

“效果”→“降噪/修复”→“自动咔嗒声移除”命令,打开自动咔嗒声移除效果器,如图5-31
所示。

图5-31 自动咔嗒声移除效果器

•
 

阈值:
 

决定处理咔嗒声信号的范围。较低的数值可以检测到更多的咔嗒声与爆裂

声,但可能包括希望保留的音频。

•
 

复杂性:
 

决定噪声的复杂程度,较高的设置可以应用更多的处理,但会降低声音的

品质。

5.
 

自动相位校正

使用自动相位校正效果器可以解决磁头错位、立体声麦克风放置不正确,以及许多与其

他相位有关的问题。选择“效果”→“降噪/修复”→“自动相位校正”命令,打开自动相位校正

效果器,如图5-32所示。

•
 

全局时间变换:
 

选中该复选框,可激活“左声道变换”和“右声道变换”参数。可以通

过直接拖动滑块或在右侧的参数框中输入数值进行调整。

•
 

自动对齐声道:
 

选中该复选框,可以使立体声的左、右声道进行居中位移。

•
 

时间分辨率(毫秒):
 

指定在每个处理的时间间隔的毫秒数。

•
 

响应性:
 

确定整体处理速度。

•
 

声道:
 

指定应用相位纠正的声道,可以选择“仅左声道”“仅右声道”和“两者”选项。

•
 

分析大小:
 

指定音频的每个分析单位的采样数目。

6.
 

消除嗡嗡声

使用消除嗡嗡声效果器可以消除音频中的嗡嗡声,最常见的应用是消除由照明和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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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 自动相位校正效果器

电源线造成的嗡嗡声。选择“效果”→“降噪/修复”→“消除嗡嗡声”命令,打开消除嗡嗡声效

果器,如图5-33所示。

图5-33 消除嗡嗡声效果器

7.
 

降低嘶声(进程)
“嘶嘶”声常见于磁带、老式唱片或一些质量不高的录音中。使用降低嘶声(进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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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器,可以在尽量不破坏原音频的基础上降低“嘶嘶”声。该效果器仅应用于波形编辑

器中。
打开一段带有嘶声的音频,选择需要降低嘶声的波形,选择“效果”→“降噪/修复”→“降

低嘶声(进程)”命令,打开降低嘶声效果器,如图5-34所示。单击“捕捉噪声基准”按钮,通
过拖动“噪声基准”和“降低幅度”滑块获得较好的降噪效果。数值越大,降噪效果越好,对音

频的影响也越大,可以尝试多次试听,以获得较好的降噪效果。

图5-34 降低嘶声(进程)效果器

8.
 

实例———降噪处理

录制音频时,由于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噪声,为了降低或减少这部分噪声,可以通

过降噪/修复类效果器对音频进行降噪处理。本实例将使用降噪(进程)效果器对音频进行

降噪处理。
(1)

 

启动Adobe
 

Audition
 

CC,选择“文件”→“打开”命令,打开“朗诵.wav”文件。
(2)

 

使用时间选区工具 ,参照图5-35,单击并拖动选择音频中的噪声部分。
(3)

 

选择“效果”→“降噪/恢复”→“捕捉噪声样本”命令,采集噪声样本。
(4)

 

选择所有波形,然后选择“效果”→“降噪/恢复”→“降噪(进程)”命令,打开“降噪”
对话框,如图5-36所示。设置完毕,单击“应用”按钮,关闭对话框进行降噪处理。

(5)
 

按照同样的方法,多次降噪,并查看降噪后的波形,如图5-37所示。
(6)

 

选择“文件”→“另存为”命令,将文件保存为“降噪处理后朗诵.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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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5 选择噪声波形

图5-36 “效果-降噪”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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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7 多次降噪后的波形

5.5 混响类效果器

混响效果在音频处理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效果。什么是混响? 在一个房间里,墙壁、天
花板和地板都能反射声音。所有这些反射的声音几乎同时到达耳朵,不会感觉到它们是单

独的回声,而感受的是声波的范围,一个空间印象。这种反射的声音称为混响。使用Adobe
 

Audition提供的混响类效果器可以模拟各种房间环境。
混响类效果器包括卷积混响、完全混响、混响、室内混响、环绕声混响效果器。

1.
 

卷积混响

使用卷积混响效果器,就好比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演奏,能给人以立体感和空间感。基

于卷积的混响使用脉冲文件来模拟声学空间,结果非常逼真。选择“效果”→“混响”→“卷积

混响”命令,打开卷积混响效果器,如图5-38所示。

•
 

脉冲:
 

指定模拟声学的空间。

•
 

混合:
 

控制原始声音与混响声音的比率。

•
 

房间大小:
 

通过设置参数设置房间的大小。

•
 

阻尼LF:
 

减少混响中的低频,使声音更清晰。

•
 

阻尼HF:
 

减少混响中的高频,去除粗糙、刺耳的声音。

•
 

预延迟:
 

设置卷积混响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

•
 

宽度:
 

可以改变混响效果的立体声宽度。数值越高,混响后的声音越宽广。

•
 

增益:
 

可以对处理后的声音进行增益或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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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8 卷积混响效果器

2.
 

完全混响

完全混响效果器是以卷积为基础,避免铃声、金属声与其他人为声音痕迹的效果器。对

比普通的混响效果器,这个效果器可调参数更多、更全面,功能也更强大,因此被广泛应用于

唱片、影视音乐等处理中。
选择“效果”→“混响”→“完全混响”命令,打开完全混响效果器。这个效果器提供了两

个选项卡,分别是“混响设置”和“着色”选项卡,如图5-39和图5-40所示。用户可以选择不

同的方式实现混响效果。

图5-39 “混响设置”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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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减时间:
 

指定混响从产生到60dB所需要的时间。数值越大,所对应的混响空间

越大,声音越悠远。

•
 

预延迟时间:
 

指定入射声到达人耳的时间间隔。

•
 

扩散:
 

决定混响的扩散情况。越高的扩散值听起来越自然,回声效果越不明显,但
过高的扩散值可能会带来一些奇怪的声音。

•
 

感知:
 

决定空间声场声音的反射情况。数值越小,代表空间声场吸收声音的能力越

强;
 

数值越大,代表声场反射声音的能力越强。

•
 

房间大小:
 

设置模拟房间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房间越大,混响时间越长。但当房间

体积超过5000m3 后,实际上房间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转换为旷野、平原等声场概念。

•
 

尺寸:
 

指定房间宽度与深度之间的比率。数值改变,房间大小也相应改变。

•
 

左/右位置:
 

控制声源在空间所处的位置,数值越大的正值表示混响声越靠右。

•
 

高通切除:
 

可以将指定值频率以下的部分切除,主要是为了切掉一些非发声频率范

围的低谐波噪声。
不同的频率对应不同的音乐颜色,在“效果-完全混响”对话框中单击“着色”按钮,即可

展开“着色”选项卡,可以进行参数设置,如图5-40所示。

图5-40 “着色”选项卡

3.
 

混响

混响效果器是基于卷积处理的模拟声学空间,可以再现声学空间或环境气氛,如大衣

柜、浴室、音乐厅或大剧院等。选择“效果”→“混响”→“混响”命令,打开混响效果器,该效果

器比较简单,主要由“特性”和“输出电平”两个选项区域组成,如图5-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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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 混响效果器

4.
 

室内混响

室内混响效果器是一种模拟声学空间,但不是基于卷积处理的效果器。但它比其他效

果器更快,更节省资源,因此在多轨编辑器中实时变化更快、更有效。选择“效果”→“混响”

→“室内混响”命令,打开室内混响效果器,如图5-42所示。

图5-42 室内混响效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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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大小:
 

设置房间大小。数值越大,混响效果越强烈。

•
 

衰减:
 

指混响声场形成后声音逐渐消失的过程,单位为毫秒。

•
 

早反射:
 

决定早期反射声音占原始声音的百分比,产生整体房间大小的感觉。过高

的数值会让人感觉不真实,过小的数值会使房间大小参数达不到预期大小。

•
 

宽度:
 

控制混响效果的立体声宽度。数值为0时变成单声道混响效果;
 

数值越大,
混响后的声音越宽广。

•
 

高频剪切:
 

指定混响可以出现的最高频率。

•
 

低频剪切:
 

指定混响可以出现的最低频率。

•
 

阻尼:
 

调整高频声音的衰减总量。较高的数值可以创建更多的衰减,得到温和的混

响声音。

•
 

扩散:
 

决定混响被物体吸收了多少。数值越小,被吸收的混响越少,混响效果越接

近回声效果;
 

数值越大,混响被大量吸收,回声就变得越小。

5.
 

环绕声混响

环绕声混响效果器主要用于5.1声道,可以用来实现环绕声混响设备所能实现的混响

效果。选择“效果”→“混响”→“环绕声混响”命令,打开环绕声混响效果器,主要由输入、混
响设置、输出3部分组成,如图5-43所示。

图5-43 环绕声混响效果器

6.
 

制作大厅演讲声音效果

本实例将使用完全混响效果器,得到大厅演讲声音的效果。
本实例使用的素材为:

 

第五章\演讲.wav。
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Adobe
 

Audition
 

CC,打开文件“第五章\演讲.wav”。
(2)

 

双击音频波形,选择所有音频,如图5-44所示。
(3)

 

选择“效果”→“混响”→“完全混响”命令,打开完全混响效果器,单击“着色”选项

卡,在“预设”下拉列表中选择“大厅”选项,如图5-45所示。
(4)

 

降低低频声音使人声效果更加突出,提高人声高频部分,突出人声效果,如图5-46所示。
(5)

 

单击“预演播放/停止”按钮,试听效果。如果不满意,可以多次调整,直到满意为

止。单击“应用”按钮,为音频添加“完全混响”效果。
(6)

 

选择“文件”→“另存为”命令,将文件保存为“制作大厅演讲声音效果.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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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4 选择所有波形(演讲)

图5-45 设置“着色”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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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6 设置低频与高频部分

5.6 立体声声像和时间与变调效果器

5.6.1 立体声声像类效果器

  立体声声像类效果器提供了中置声道提取效果器。该效果器可以保持或删除左右声道

中共有的频率,即声像居中的声音。因此,利用该效果器造就人声、低音或脚鼓的音量,或移

除它们创建的卡拉OK效果。
选择“效果”→“立体声声像”→“中置声道提取”命令,打开中置声道提取效果器,如

图5-47所示。

1.
 

“提取”选项卡

•
 

提取:
 

在该下拉列表中可以决定提取的声音相位,包括中心、左声道、右声道、环绕、
自定义,选择“自定义”可以自定义相位角度、声像和延迟。

•
 

频率范围:
 

设置被提取或删除声音的频率范围,包括男声、女声、低音、全频谱、自定义。

2.
 

“鉴别”选项卡

•
 

交叉渗透:
 

用来设置立体声信号被处理后左右声道的分离度。拖动滑块向左可以

增加音频流量通过,使声音更少有人为痕迹。

•
 

相位鉴别:
 

用于中央通道电平增益,一般设置为2~7比较好。

•
 

振幅鉴别:
 

滤波参数,设置为0.3~10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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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7 中置声道提取效果器

•
 

振幅带宽:
 

与振幅差异相关联,设置为1~20比较好。

•
 

频谱衰减率:
 

决定处理过程的速度。数值0用于更快的处理,设置为80~98,有助

于消除背景失真。

3.
 

“中置声道电平”与“侧边声道电平”
指定提取或删除选定信号的多少,拖动滑块向上,包括其他材料。

4.
 

“高级”选项

•
 

FFT大小:
 

决定效果处理的速度。数值越高表示声音处理的质量越高。

•
 

叠加:
 

定义重叠的FFT窗口数目。较高的数值可以产生平滑或合唱般的效果,但处

理时间长;
 

较低的数值可以产生冒泡的背景噪声。数值一般控制为3~10。

•
 

窗口宽度:
 

指定每个FFT窗口的宽度,设置为30~100比较好。

5.6.2 时间与变调效果器

时间与变调效果器提供了伸缩与变调(进程)效果器。“伸缩”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修改

音频的播放速度。“变调”简单地说就是改变音频的音调,具体就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定义的

音调智能地生成一些谐波,修补偏差的音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录制的声音语速过慢或过

快,就可以通过“伸缩”调整音频的播放速度;
 

或者录制歌曲时,如果某个音节出现了大走

音,就可以使用“变调”修复这个问题。
选择“效果”→“时间与变调”→“伸缩与变调(进程)”命令,打开伸缩与变调效果器,如

图5-48所示。

•
 

算法:
 

选择iZotope
 

Radius算法,可以同时伸缩音频与转换音高,该算法处理时间

长,但产生更少的人为痕迹。而Audition算法主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伸缩或

音高设置。

•
 

精度:
 

较高的设置可以产生较好的质量,但需要的处理时间更长。

•
 

持续时间:
 

表明时间伸缩后音频的时长,可以直接调整该数值,或改变伸缩百分比

进行间接调整。

•
 

将伸缩设置锁定为新的持续时间:
 

锁定伸缩设置到新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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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缩:
 

拖动滑块,可以调整音频的播放速度。

•
 

变调:
 

可以在不损伤音频质量的前提下进行音频处理,改变固有音频的音高。每个

半音等于键盘上的半音。

•
 

锁定伸缩与变调:
 

伸缩音频可以反映音高的改变。
“高级”选项卡中的设置如下。

•
 

独奏乐器或人声:
 

处理独奏乐器更快。

•
 

保持语音特性:
 

保持语音的逼真。

•
 

共振变换:
 

确定如何调整共振峰转换音高。

•
 

音调一致:
 

保留独奏乐器或人声的音色,数值越高,越降低相位的人为痕迹,但可以

引进更多的音高调制。

图5-48 伸缩与变调(进程)效果器

5.6.3 实例———制作伴奏音乐

很多时候,想要找到自己需要的伴奏音乐不太容易,使用Adobe
 

Audition
 

CC可以轻松

地将演唱音乐制作成伴奏音乐。本实例主要介绍使用Adobe
 

Audition提供的中置声道提

取效果器制作伴奏音的方法。
本实例使用的素材为:

 

第五章\歌曲.mp3。
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Adobe
 

Audition
 

CC,打开文件“第五章\歌曲.mp3”。
(2)

 

双击音频波形,选择所有音频,如图5-49所示

(3)
 

选择“效果”→“立体声声像”→“中置声道提取”命令,打开中置声道提取效果器,在
“预设”下拉列表中选择“人声移除”选项,如图5-50所示。

(4)
 

单击“预演播放/停止”按钮,试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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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9 选择所有波形(歌曲)

图5-50 中置声道提取效果器(人声移除)

(5)
 

降低中置频率的数值,增加宽度的数值,继续试听,直到满意为止,单击“应用”按钮。
(6)

 

选择“文件”→“另存为”命令,将文件保存为“伴奏音乐.mp3”。

5.7 滤波与均衡类效果器

滤波与均衡类效果器包括FFT滤波效果器、图形均衡器与参数均衡器。

5.7.1 FFT滤波效果器

滤波器就是利用衰减来截止某些频率,不仅通过削弱改变波形,而且通过单独谐波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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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使波形失真。这种效果器可以产生宽的高通或低通滤波器(保持高频或低频)、窄的带

通滤波器(模拟一个电话的声音)或陷波滤波器(消除小的、精确的频段)。
选择“效果”→“滤波与均衡”→“FFT滤波器”命令,打开“效果-FFT滤波”对话框,如

图5-51所示。

图5-51 “效果-FFT滤波器”对话框

•
 

缩放:
 

确定频率沿X轴如何安排。如果想要更好地控制低频,可以选择“对数”选
项,对数刻度更接近于人是如何听到声音的。为了获得详细的高频,使用均匀频率

间隔,可以选择“线性”选项。

•
 

曲线:
 

在控制点间创建平滑的弧线过渡。

•
 

重设( ):
 

图形恢复到默认状态,删除过滤。

•
 

高级:
 

单击按钮,可以设置FFT大小和窗口。

•
 

FFT大小:
 

确定快速傅里叶变换的大小,确定频率和时间精度之间的权衡。对于陡

峭、精确的频率滤波器,设置较高的数值;
 

对于减少打击乐音频的瞬态,设置较低的

数值。大部分音频素材FFT大小为1024~8192运行良好。

•
 

窗口:
 

确定快速傅里叶变换的形状,每一个选项都产生不同的频率响应曲线。

5.7.2 图形均衡器

图形均衡器是输入滤波器的一种,图形均衡器是可以对音频各频率段进行增益或衰减

的工具。也就是说,其主要作用是过滤掉不需要的声音,从而使声音更加清晰。
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并不是对每段音频的要求都很高,所以为了适应不同要求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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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并且尽可能降低计算机的负荷,Adobe
 

Audition
 

CC一共提供了3种图形均衡器,分别

是10段、20段和30段的图形均衡器,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快捷。选择“效果”→“滤波与均

衡”→“图形均衡器”命令,打开相应的对话框,如图5-52~图5-54所示。

图5-52 图形均衡器(10段)

图5-53 图形均衡器(2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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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4 图形均衡器(30段)

5.7.3 参数均衡器

与图形均衡器相比,参数均衡器调整起来没有那么直观、方便,但它提供更加细致的均

衡控制。参数均衡器提供了一个固定的频率和带宽,可以对频率、带宽和增益提供全部的控

制。利用参数均衡器,可以完成低通、高通、低切、高切等动作。
选择“效果”→“滤波与均衡”→“参数均衡器”命令,打开“效果-参数均衡器”对话框,如

图5-55所示。

图5-55 “效果-参数均衡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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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控增益:
 

用于设置调整后的音频段进行统一的提升或衰减。

•
 

图形:
 

水平标尺显示频率;
 

垂直标尺显示振幅。

•
 

频率:
 

设置频段1~5的中心频率。

•
 

增益:
 

设置频段的提升或衰减,以及带通滤波器的八度斜坡。

•
 

Q/宽度:
 

控制受影响的频带宽度。低Q值影响较大的频率范围;
 

非常高的Q值(接近

100)影响一个很窄的频带,适合删除特定频率的陷波滤波器,如60Hz的嗡嗡声。

•
 

频段:
 

提供了5个可增加的控制点,还包括高通、低通和搁架式滤波器。

•
 

常量:
 

确定用Q值或以赫兹为单位的绝对宽度值描述频段的带宽。

•
 

超静音:
 

用来消除噪声。

•
 

范围:
 

图形设置为30dB范围,用于进行更精确的调整;
 

或设置为96dB,用于更精细

的调整。

5.7.4 实例———制作对讲机声音效果

均衡器是调整声音在不同频率上的振动来美化声音的工具。本实例是利用 Adobe
 

Audition中的参数均衡器来制作对讲机声音效果。
本例中所使用的素材为:

 

第五章\人声.wav。
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Adobe
 

Audition
 

CC,打开文件“第五章\人声.wav”。
(2)

 

双击音频波形,选择所有音频,如图5-56所示。

图5-56 选择所有波形(人声)

(3)
 

选择“效果”→“滤波与均衡”→“参数均衡器”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关闭控制点,
只保留1~2个,如图5-57所示。

(4)
 

设置1号控制点的“频率”为336Hz,“增益”为-22,“Q/宽度”为2。设置2号控制

点的“频率”为2400Hz,“增益”为44,“Q/宽度”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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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7 关闭控制点

(5)
 

拖动左侧的主控增益滑块,设置主控增益值为-15dB,如图5-58所示。

图5-58 修改控制点参数及主控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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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置完毕,单击“应用”按钮。按空格键播放,试听效果,如果不满意,继续调整参

数,直到满意为止。
(7)

 

选择“文件”→“另存为”命令,将文件保存为“对讲机声音效果.mp3”。

5.8 特殊类效果器

Adobe
 

Audition
 

CC一共提供了4个特殊效果器,分别是扭曲、吉他套件、母带处理和

人声增强效果器。

5.8.1 扭曲

使用扭曲效果器可以模拟汽车喇叭、低沉的麦克风或过载放大器的效果。选择需要添

加扭曲效果的音频文件,选择“效果”→“特殊效果”→“扭曲”命令,打开扭曲效果器,如图5-59
所示。

图5-59 扭曲效果器

•
 

曲线平滑:
 

平滑曲线,可以调整控制点之间的过渡,产生更加自然的失真效果。

•
 

时间平滑:
 

可以决定电平变化的时间,使音频效果更加柔和。

•
 

dB
 

范围:
 

分贝范围,决定了图形的振幅范围,限制失真到该范围。

•
 

线性比例:
 

线性刻度,显示为分贝的标准值和变化幅度的图表。



128  

5.8.2 吉他套件

吉他套件效果器可以对吉他声音进行一系列的处理与优化。选择“效果”→“特殊效果”→
“吉他套件”命令,打开吉他套件效果器,如图5-60所示。

图5-60 吉他套件效果器

(1)
 

压缩程序:
 

可以减小音频的动态范围,有助于吉他轨道在混音中突出。
(2)

 

滤波器:
 

模拟吉他滤波器,可以设置以下选项。

•
 

过滤:
 

过滤频率。

•
 

类型:
 

决定被过滤的频率。

•
 

频率:
 

决定低通和高通的滤波截止频率,或带通滤波的中心频率。

•
 

共振:
 

回馈截止频率附近的频率。高设置增加和谐声,低设置增加清脆感。
(3)

 

扭曲:
 

可以对吉他声的失真特性进行相应的设置。
(4)

 

放大器:
 

可以模拟不同的扩音器,从而创建独特的音色。
(5)

 

混合:
 

控制原始声音与处理过的音频的比率。

5.8.3 母带处理

使用母带处理,可以为特定的媒介(如广播、录像、光盘或网络等)全面优化处理音频文

件。例如,如果音频在网络中使用,则音频中低音部分的效果较差,此时可以通过调整低音

频率获得补偿。
选择“效果”→“特殊效果”→“母带处理”命令,打开母带处理效果器,如图5-61所示。

•
 

均衡器:
 

可以调整波形的整体均衡。

•
 

混响:
 

拖动滑块可以改变原始声音与混响声音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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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器:
 

拖动滑块可以提高高频波形,增加脆度和清晰度。

•
 

加宽器:
 

拖动滑块向左,可以增强背景音频;
 

拖动滑块向右,可以增强人声音频。

•
 

响度最大化:
 

音频限制器。应用限制器减少动态范围,提升感知级别。0为原始水

平,100%为最大限制水平。

•
 

输出增益:
 

决定处理后音频的输出增益水平。

图5-61 母带处理效果器

5.8.4 人声增强

使用人声增强效果器可以迅速提高音频中的人声音量,可以有选择地分别增强男声或

女声,还可以自动降低嘶音和破音。选择“效果”→“特殊效果”→“人声增强”命令,打开人声

增强效果器,如图5-62所示。

•
 

男性:
 

优化男声音频。

•
 

女性:
 

优化女声音频。

•
 

音乐:
 

应用压缩与均衡乐曲或背景音频。

图5-62 人声增强效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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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实例———优化音频中的人声

在音频录制过程中,经常会由于设备的原因使录制的人声有时过大,有时又太小。当人

声太小时,使用人声增强效果器可以很方便地将音频中的男声或女声增强,得到更丰富、自
然的音频效果。本实例将使用人声增强效果器对音频中的人声进行优化。

本例中所使用的素材为:
 

第五章\人声.mp3。
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Adobe
 

Audition
 

CC,打开文件“第五章\人声.mp3”。
(2)

 

按空格键播放音频,使用时间选择工具选择人声波形,如图5-63所示。

图5-63 选择人声波形

(3)
 

选择“效果”→“特殊效果”→“人声增强”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男性”选项,
如图5-64所示。

图5-64 选择“男性”选项

(4)
 

设置完毕,单击“应用”按钮。按空格键播放,试听效果,如果不满意,继续调整参

数,直到满意为止。
(5)

 

选择“文件”→“另存为”命令,将文件保存为“优化人声.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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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音频的反相、前后反向和静音处理

5.9.1 音频反相

  使用“反相”命令可以改变当前选定音频波形的上下位置,在不改变音量、声像的前提

下,使选定的音频波形以中心零位线为基准上下反转。反转效果施加到单个音频上是听不

出来的,只有在进行合并音频时才能听出区别。
(1)

 

如果想反转音频波形的一部分,先选择此部分;
 

如果不进行选择,将反转整个音频

文件。
(2)

 

选择“效果”→“反相”命令,反转音频,如图5-65所示。

图5-65 音频反相

5.9.2 音频反向

使用“反向”命令可以在时间线的方向上改变音频素材的前后位置,将波形的前后顺序

反向,实现反向播放的效果。
(1)

 

如果想翻转音频波形的一部分,先选择此部分;
 

如果不进行选择,将翻转整个音频

文件。
(2)

 

选择“效果”→“反向”命令,翻转音频,如图5-66所示。

图5-66 音频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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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音频静音

使用“静音”命令可以将所选音频波形的时间区域转换为真正的零信号静音区,被处理

波形文件的时间长度不会发生变化。Adobe
 

Audition提供了两种方式使音频静音:
 

将当前

的音频静音,或插入一段新的静音。
(1)

 

选中一段打算静音的音频片段,选择“效果”→“静音”命令,将音频片段转换为静

音,静音使得所选中部分的持续时间完整不变,如图5-67所示。

图5-67 音频静音

(2)
 

将当前时间指针定位到欲插入静音的地方或选中一段欲替换的音频波形,然后选

择“编辑”→“插入”→“静音”命令,弹出“插入静默”对话框,输入秒数,其右边的音频被推后,
增加了时长,如图6-68所示。

图5-68 在当前时间位置插入静音

5.10 插件概述

5.10.1 插件的安装

  无论是音频制作,还是平面设计或三维动画制作,经常听到插件这个名词。插件其实就



133  

是一种根据软件标准编写的特殊程序。这个程序可以作为软件的一项被调用。音频插件多

用在数字音频工作站类软件中。
Adobe

 

Audition
 

CC支持 VST标准的插件。VST是 Visual
 

Studio
 

Technology的缩

写,基于Steinberg软件效果器技术。在 Audition中访问第三方插件时,必须首先启用它

们,默认状态下,所有的第三方插件均被禁用。为了优化性能,只启用想要使用在Audition
中的插件。

要想在Adobe
 

Audition
 

CC中调用VST插件,就必须知道VST插件的存放路径。下

面介绍插件的安装方法。
(1)

 

选择“效果”→“音频增效工具管理器”命令,弹出“音频增效工具管理器”对话框,如
图5-69所示。

图5-69 “音频增效工具管理器”对话框

(2)
 

单击“添加”按钮,在弹出的“选择一个插件文件夹”对话框中设置插件的位置,单击

“确定”按钮,完成插件的寻找。
(3)

 

单击“扫描增效工具”按钮,开始对安装目录里的插件进行扫描。稍等片刻,便看到

扫描到可以使用的插件,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插件的安装,如图5-70所示。
如果搜索到插件,软件会自动把插件文件分在VST级联菜单中,如图5-71所示。VST

效果器是用来处理音频的,因此要加载在轨道中使用。

5.10.2 常用的插件

Adobe
 

Audition的插件非常多,如果要在最新的Adobe
 

Audition
 

CC版本中正确使用

插件来处理声音文件,需要下载最新版本的插件。TC-Native
 

Bundle
 

3.1是一套综合插件

包,其中包括均衡器、限制器、混响效果器等VST插件。利用这些插件,可以很好地完成对

音乐的修饰。下面介绍该款综合插件包中4种常用的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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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0 完成插件安装

图5-71 VST级联菜单

1.
 

TC-Native
 

Bundle
 

3.1图形均衡器

均衡器有两种,分别是图形均衡器和参数均衡器。
在波形编辑模式下,选择需要处理的波形后,选择“效果”→VST→Stereo→TC/Works

 

Soft-_Hardware
 

GmbH→Graphic
 

EQ命令,如图5-72所示,打开“效果-Graphic
 

EQ”对话

框,如图5-73所示。

•
 

输入增益滑块:
 

控制对输入音频信号的增益情况。

•
 

输出增益滑块:
 

控制对输出音频信号的增益情况。

•
 

增益范围控制:
 

拖动该滑块可以扩大或缩小已有的增益幅度。



135  

图5-72 选择命令(1)

图5-73 “效果-Graphic
 

EQ”对话框

2.
  

TC-Native
 

Bundle
 

3.1参数均衡器

在波形编辑模式下,选择需要处理的波形后,选择“效果”→VST→Stereo→TC/Works
 

Soft-_Hardware
 

GmbH→Parametric
 

EQ命令,如图5-74所示,打开“效果-Parametric
 

EQ”
对话框,如图5-75所示。

•
 

输入增益滑块和输出增益滑块:
 

这两组滑块与TC-Native
 

Bundle
 

3.1图形均衡器

中的输入、输出滑块非常像,只是这里的输入、输出增益各有两个滑块,分别控制输

入、输出的左声道及右声道增益。

•
 

频段增益滑块:
 

主要由并排的7列共14个滑块组成,分别控制7个频段的左、右声

道增益或衰减的情况。滑块高度越高,增益越大;
 

滑块越接近底部,衰减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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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4 选择命令(2)

图5-75 “效果-Parametric
 

EQ”对话框

3.
  

TC-Native
 

Bundle
 

3.1限制器

TC-Native
 

Bundle
 

3.1限制器以其参数齐全、功能强大的特点,在音乐创作过程中经常

被使用。选择“效果”→VST→Stereo→TC/Works
 

Soft-_Hardware
 

GmbH→Limiter命令,
如图5-76所示,打开“效果-Limiter”对话框,如图5-77所示。

•
 

衰减值:
 

显示当电平过高时,经限制器所限制衰减的电平值。

•
 

阈值:
 

拖动该轴将改变阈值的大小。

•
 

启动时间控制:
 

通过该旋钮可以控制限制器的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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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6 选择命令(3)

图5-77 “效果-Limiter”对话框

•
 

保持时间控制:
 

通过该旋钮可以控制限制器的保持时间。

•
 

释放时间控制:
 

通过该旋钮可以控制限制器的释放时间。

4.
  

TC-Native
 

Bundle
 

3.1混响效果器

该混响效果器比较专业,功能强大,在音频编辑领域享有盛名。只要是从事音频编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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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人员,都会使用到这个效果器。选择“效果”→VST→Stereo→TC/Works
 

Soft-_

Hardware
 

GmbH→Native
 

Reverb
 

Plus命令,如图5-78所示,打开“效果-Native
 

Reverb
 

Plus”对话框,如图5-79所示。

图5-78 选择命令(4)

图5-79 “效果-Native
 

Reverb
 

Plus”对话框

•
 

空间形状:
 

控制声场空间的体积大小。滑块越靠近顶部,声场空间越大。

•
 

扩散值:
 

该参数决定混响声的扩散情况。参数值越大,听起来越自然。

•
 

色彩:
 

拖动控制轴可以控制颜色。

•
 

混响情况显示窗口:
 

该窗口以图形的方式将当前各项混响参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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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综合实例———男女声转换

在音频的编辑过程中,有时为了获得更好的音频效果或制作出有个性的音频效果,常常

会调整音频的音调与速度,常用的方法就是改变性别。本实例通过变调与降噪等处理,将男

声转换为女声。
本实例中所使用的素材为:

 

第五章\男声.wav。
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Adobe
 

Audition
 

CC,打开文件“第五章\男声.wav”。
(2)

 

选择“效果”→“时间与变调”→“伸缩与变调(进程)”命令,打开伸缩与变调效果器。
设置如下参数:

 

算法修改为Audition,变调的参数值为7.05,如图5-80所示。

图5-80 伸缩与变调效果器参数设置

(3)
 

单击“预演播放/停止”按钮,试听效果,可根据需求多次调整参数值,直到满意为

止,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变调的制作。
(4)

 

使用时间选区工具选择部分噪声明显的波形,如图5-81所示。
(5)

 

选择“效果”→“降噪/恢复”→“捕捉降噪样本”命令。
(6)

 

选择全部波形,选择“效果”→“降噪/恢复”→“降噪(进程)”命令,打开降噪(进程)
效果器,设置相应的参数,如图5-82所示,单击“应用”按钮,完成音频的降噪处理。

(7)
 

选择“文件”→“另存为”命令,将文件保存为“女声.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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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1 选择部分噪声明显的波形

图5-82 降噪(进程)效果器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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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形编辑器中使用效果器处理是破坏性处理,改变的结果将保存在音频文件中。效

果器的使用及参数的调整需要长期的学习与实践练习。

5.12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效果器的基本概念和应用方法,然后介绍了各类效果器的概念、使用方

法以及操作界面,包括振幅与压限类效果器、延迟与回声类效果器、降噪/修复类效果器、混
响类效果器、立体声声像和时间与变调效果器、滤波与均衡类效果器、特殊类效果器、音频的

反相、前后反向和静音处理等,最后介绍了常用插件的安装、使用以及综合实例的分析与

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