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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媒体人文信息基本模式

1. 1　多媒体信息特点

多媒体信息系统 (MM IS) 具有三性特

征, 即媒体多维性、集成性和交互性, 其中媒

体多维性指的是信息媒体的多种类、多性质、

多样化; 集成性在于将系统输入的“纷繁”而

分散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有机地包装、合成和

组织, 同时考虑多媒体信息空间中的交互作

用, 达到系统级的分跃, 从而在多维空间形成

协调统一。

现实世界本来五彩缤纷, 有声有色; 信息

的表示方法和交互形式随着各种电子、电讯

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样化。人们从最初的以

语言、文字为主的信息交互和表示形式, 逐渐

发展到了电话、录音机、照相机、扫描仪、电视

机等电子设备后, 大量使用声音 (语音、音乐

等)、图形、图像等媒体来表达信息, 这就是多

媒体的信息世界。

同样, 电子计算机迅速发展 (包括软件技

术和硬件技术的发展)到能处理音频、视频信

息。这样, 计算机世界可接受的数据也多样化

了, 即数据已经是多媒体数据。多媒体数据基

本任务是: 能够表示各种不同媒体数据的构

造及其属性特征; 同时能够指出不同媒体数

据之间的交互关系, 包括相互之间的信息语

义关系, 以及媒体特性之间的关系。而媒体特

性之间最主要的是时空特性关系。

多媒体信息时空关系的建模不同于传统

的数据模型。传统的数据模型只是对数据本身

的信息内容进行建模, 以表达语义。而在多媒

体信息系统库, 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表现。表现是多媒本信息系统中所特有的, 不

同于一般系统的显示; 它是多种媒体的合成再

现、加工再现、有交互性参与的创作再现。

因此 , 多媒体信息在表现时具有明显的视

觉—听觉、静态—动态、暂时—永久、空间—时

间等特性, 而“空间—时间”这一对因素, 在多

媒体信息建模时是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因为这

一因素的变化会给其它因素带来直接的影响。

1. 2　人文信息表达形式及其特点

从人文科学的内涵及研究对象来看, 人文

信息是人文世界的表征与记述。因此, 人文信

息的组成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表现人的

主观世界、精神世界的信息, 是人的需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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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信息、希望、意愿、情感、体验、想像

等意识要素的外观, 是人的内心世界诉诸特定

的信息载体所形成的; 另一部分是反映文化世

界的信息, 是文化的载体化、信息化。

由于人文科学学科范围广, 包括内容丰

富, 相应所表示的信息涵盖面也非常广。从人

文科学所研究的学科范畴看信息类别, 大致

可分语言类、文学类、历史类、艺术类、哲学

类、宗教类、管理类 (如旅游学)、经济类等。凡

人文信息均属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意识

形态范畴。

人文科学信息流传久远, 千差万别, 从表

达形式上与其它类型的文献信息有很大不

同。其主要特征表现在:

(1) 思想性、时代感强;

(2) 卷幅浩繁;

(3) 图文并茂;

(4) 描述体式丰富多样, 如有著作体式、

论述体式、评述体式 (文学文献信息) ; 注释体

式; 校补、传记、墓铭、编年、记事本末、典制、

学案、考试、地方志、图谱体式 (历史信息) ; 笔

记式 (札记、随笔信息) ; 汇纂体式 (类书、会要

信息) ; 列举体式 (字典、辞典、书目、索引信

息) ; 诗、词、曲、赋体式 (文学信息)等。人文信

息的这些表述特征是其它任何一种信息表述

不具备的, 它是一种综合性信息的描述。

人文信息这种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特

性, 其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项:

(1) 积累性和继承性。人文信息的积累

与继承是人文信息资源不断丰富与发展的两

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没有积累, 继承就没有基

础和条件, 同样, 没有继承也不可能积累丰富

的人文信息。人文信息的继承性表现为把过

去的人文成果移植到现在, 把历史的社会文

化经验运用于现在, 把人类的宝贵遗产变为

现在以至将来的社会共同财富。

(2) 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定民族的人文

信息一方面代表一定时期该民族文化的成

果, 另一方面也反映生息繁衍那个民族的地

区特性, 因此可以通过不同民族 的人文信息

了解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人文信息依赖于

物化载体传播, 这些物化载体可以超越地区

和民族的界线, 使人文信息资源成为人类共

同财富。

(3) 历史性。不同时期的人文信息, 反映

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特性, 具有明显的历

史性。

(4) 动态性和直观性。动态性是人文信

息与其它信息区别的一个显著特色。社会信

息常常更多地依赖文字与数值表述, 而人文

信息除了可以用文字或数字表达外, 更多时

可能还要用动态的方式来描述, 这种动态描

述以直观、生动而著称。

(5) 载体多样性。在现代人文信息的存

储方式上, 由于人文信息量大, 载体必然是多

种多样, 如纸质、磁体、光体等。

1. 3　多媒体人文信息的特殊表达方式

人文信息表达方式的特殊性与多媒体信

息的表现性, 两者的结合对人文信息的描述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就在于人文信息表

述的复杂性, 如果不是采用多媒体技术, 实现

起来是不可能的; 而多媒体技术所表现的非凡

能力正是人文信息用计算机实现的基础。

人文信息表现形式丰富多彩, 但从多媒

体技术表现信息的特征来说, 无非就是图、

文、声三种形式以及这三种形式的综合利用。

归纳起来, 这种特殊表达方式是:

(1) 文本信息 (T ex t)。这是一种描述人

文信息的最基本的表达方式。文本信息可以

描述人文信息表现的多种体式。

(2) 音频信息 (A udio )。描述丰富的音

乐、音响、演讲、谈话等。

(3) 静态图形 (图像)信息 ( Im age)。用来

表现各种绘图、插图以及其它多种图片。

(4) 动态图像信息 (V ideo)。动态图像是

生动表现人文信息的一种方式。

(5) 混和信息。人文信息大部分都不是

单一信息, 往往都是两种乃至两种以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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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混合。这为处理、制作人文信息带来一定

难度, 同时也给设计人员带来了更高要求。一

个好的人文信息多媒体系统制作, 开发人员

不仅要懂得程序设计, 还要懂哲学、心理学、

艺术、美学、音乐等, 否则不可能设计出人们

喜爱的作品来。

2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基本框架

2. 1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基本模型

根据人文信息量大、表现形式复杂、描述

体式多样、超媒体连接方式等特征, 多媒体人

文信息系统应具有 7 个特点: 人文信息主要

类型之间应具备逻辑连续性; 系统框架内信

息表示数字化; 人文信息处理具有实时交互

控制能力; 框架内具有产生、存储、传播多媒

体信息能力; 易于扩充和移植; 易于排序和查

询; 易于放到因特网的万维网中。

上述特点, 在多媒体人文处理系统基本

框架中主要表现为: 多媒体人文信息的产生

与处理、多媒体人文信息的表现、多媒体人文

信息的存储与检索、多媒体人文信息的传播

与分布、成组通信与协调以及分布应用管理

等方面的服务。如图 1 所示。

图1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逻辑示意

音乐、声
音库

图像、图
形库

诗词曲
赋库文献库

多媒体人

文信息数

据库管理

本 地 远 程

显 示
WWW

转换模块
显 示 查询模块 对象处理

输入模块

　　 (1) 输入模块: 由一组输入设备构成。文

本信息通过键盘、图形通过扫描仪、声音通过

话筒、音乐通过录音等方式录入。

(2) 对象处理模块: 处理多媒体各种类

型数据的压缩与还原、分类与索引、图形与图

像的预处理、特征提取、识别及分析等功能。

(3) 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库管理: 多媒

体人文信息数据库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文

本类, 包括文献库与诗词曲赋库; 另一类包括

非文本性质的二进制类, 包括图形、图像库与

音乐、声音库。数据库两类数据相互关联形成

超媒体链, 完成存储结构、位置管理; 实施完

整性、安全性、并发性等控制; 实施版本控制、

恢复、查询优化、聚簇、索引等功能。由于多媒

体人文信息数据库管理的特殊性, 可以采用

离散组织方式进行存储。

(4) 查询模块: 为用户提供交互式的方

式查询。
(5) 万维网转换模块: 选择W eb 服务

器, 将多媒体人文信息转换为H TM 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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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特网上发布。

2. 2　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是数据库的描述机制, 从不同的

角度和不同的级别来描述数据库的内容以及

数据库的联系方式, 即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和信

息组织方式。对应数据库的不同形式的数据结

构, 有不同类型的数据库数据的操作集合, 以

及保证完整性的完整性规则集合。数据库数据

结构、数据库操作集合和完整性规则集合三者

组成数据库数据模型。其中数据结构是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 它反映了数据库的逻辑结构, 描

述了数据库包括的实体及实体之间的联系。在

现实世界中, 基本的东西是对象 (人以及事

等) , 每个对象都有一些特征, 而且对象之间互

相关联。经过对对象的分析、提高、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最后形成一些基本概念与基本关

系。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构成了信息世界

模型。信息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模型是人们对客面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是对客

观现实系统的近似描述, 具有抽象性、概括性。

在信息世界中, 信息模型中的基本概念、实体、

属性和联系分别对应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对象

的性质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

信息世界介于现实世界与计算机世界之

间。数字化后的信息称为数据。数据是信息

的符号表示。在计算机数据世界中所建立的

为计算机所能接受的实际模型, 叫数据模型。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数据模型反映人文信息

的基本概念、实体、属性和联系内容, 反映了

人文信息多种媒体的合成再现、加工再现、交

互性参与的创作再现, 因此, 表现是多媒体人

文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多媒体人文系统信息数据模型不仅表达

应用的语义, 而且还考虑表现的时空编排。既

包含对系统人文信息内容的语义组织, 也包

含人文信息表现时的合成关系。内容和表现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它们既相互独立, 又

彼此联系, 统一于整体模型之中。

以层次观点看待多媒体人文信息应用及

其数据模型, 可分为三个层次, 如图 2 所示。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应用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信息元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数据元

图 2　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模型的层次关系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应用级: 从应用的

整体结构和组织考虑模型的构建。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信息元级: 信息元

是具有了一定语义的组成应用的信息子集,

通常由一个或多个单媒体数据元合成, 如三

峡工程开工典礼的描述, 既有图像、文字, 还

有声音, 是多个媒体的组合。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数据元级: 经多媒

体输入设备输入的数字化、矢量化、符号化、

点阵化了的各种单媒体数据的进一步格式化

(包括数据压缩)。

从表现角度看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模型

的表现与内容之间关系, 如图 3 所示。

　　　　　　　　　内容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应用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信息元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数据元

　
联　　系

(H 00K)
　

　　　　　　表现

上层 Scrip t 同步

中层合成同步

底层系统同步

图 3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数据模型的体系结构

　　上层同步通过“脚本ö剧本”(Scrip t) 的

编排解决, 中层同步解决多媒体人文信息系

统信息元内多元素的时空合成, 底层系统同

步完成整个系统内部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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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功能分析

系统功能可以从信息组织、计算机实现

两方面进行分析。传统的功能分析一般是从

计算机实现考虑的, 即数据输入、数据输出、

数据维护、查询、统计分析等。而多媒体人文

信息系统功能必须满足两个重要条件: 一个

是多媒体的表现, 另一个是人文信息的特征。

多媒体的表现, 在人机界面上应体现图、文、

声并茂, 而不再是简单的下式拉菜单的文字

方式; 人文信息的特征, 在人机界面上应体现

人文信息所包含的内容、形式, 而不是一般的

信息描述。

从信息组织分析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的

功能 (以三峡题材为例, 下同) , 有三峡水利枢

纽工程、重要物资资源库、长江三峡风景、库

区古文化遗址、历代名人咏三峡诗词曲赋。

(1)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峡工程综合

效应及中国世界之最、三峡工程前期工作编

年纪、各蓄水方案数据指标及其分析、中央领

导对三峡工程的关怀组成。

(2) 重要物资资源库反映了三峡库区丰

富的土特产品和稀有的物资资源。

(3) 长江三峡风景区由瞿塘峡、巫峡、西

陵峡近百个景点组成。

(4) 库区古文化遗址由库区著名的古文

化遗址组成。

(5) 历代名人咏三峡诗、词、曲、赋由历

代著名诗人、伟人歌颂三峡的诗、词、曲、赋组

成。

从用户操作方面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应

具有以下功能:

(1)操作方便: 系统具有键盘与鼠标操作

方式, 功能选择通过直观的图形。

(2) 易维护: 系统为用户提供对各种信

息的修改功能。

(3) 易扩充: 系统为用户提供各种信息

的追加功能。通过扩弃, 不断完善人文信息所

体现的特征。

(4) 易查询: 系统为用户提供直观的查

询手段, 尽量地不用或少用表示式方式、直接

输入方式进行查询。

3　多媒体人文信息处理技术规范

3. 1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数据与数据库管理

在数据库中, 一般常用的多媒体数据类

型有字符数值、文本、声音、图像 (包括图形、

位图图像、动画和视频)等。

(1) 字符数值。字符数值型数据记录的

是对象非常简单的属性 (如库区水涨、水落)、

数值属性 (如反映长江三峡的中国世界之最

的数据)或高度抽象的属性 (如景观与景点)。

这种数据具有简单、规范的特点, 易管理。传

统的数据库主要是针对这种数据的, 在多媒

体人文信息数据库中仍然需要管理大量的这

一类数据。

(2) 文本数据。文本是常见的媒体形式,

在人文信息中的三峡工程前期工作编年纪、

名人诗词曲赋、三峡风景介绍等无不是由文

本媒体数据为主构成。

(3) 声音数据。在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

中有多种声音数据, 如音乐数据、语音数据、

效果数据等。音乐数据由符号表示, 语音数

据、效果数据以数字化的波形数据表示, 这给

传统的数据库管理带来一定困难, 需要作一

些特殊处理。

(4) 图像数据。图像数据有多种媒体形

式, 如位图式图像、矢量化图形、动画以及动态

视频。由于其性质和存储上的极大差异, 在计

算机中的表示是截然不同的。图像数据在多媒

体人文信息系统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有极大的

实用价值。图像配上音乐、语音、效果等, 使得

整个系统逼真、直观, 体现了多媒体人文信息

系统的图、文、声并茂的特征。但是, 这对传统

的数据管库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2　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库与传统数据库

字符数值、文本、图形、声音和图像等各

种媒体类型是研究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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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但它却与传统的数据在管理上有许多

不同的地方。

(1) 数据量巨大且媒体之间量的差异也

很大, 从而影响数据库的组织与存储方法。如

人文信息中的图形一般都在几十上百 KB 以

上, 而字符数值等数据仅仅有几个字符, 就是

文本信息也在 1KB 以内, 而图形、声音、文本

信息有机地结合, 必须通盘考虑不同类型的

数据存取与组织。

(2) 媒体种类的增多增加了数据处理的

困难。在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库中, 图像要求

256 色以上, 声音要求W AV 格式, 要保证系

统中的图像清晰、美观, 声音悦耳, 设计中要

增加系统测试功能。

(3)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不仅改变了数

据库的接口, 使其图、文、声并茂, 而且也改变

了数据库的操作形式,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查

询机制和查询方法。由于媒体的分散、复合、

时序性质及其形象化的特点, 查询不再是通

过字符或关键词, 而是通过各种图表方式。在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中, 名人诗词曲赋, 只要

在诗人抚琴的图像上用鼠标一点, 一首首诗

词就展现在用户面前, 音乐、诗词并发, 犹如

进入音乐厅、参加朗诵会。

3. 3　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库结构设计

关系数据库通过联结、投影等操作体现

出结构语义的特征, 给人简单易懂的形象。但

对于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库的设计, 由于一

个事务对应一个或多个对象, 给 数据库的设

计带来一定难度。首先是一般的数据库管理

系统没有图像和声音的字段类型, 其次是一

个事务对应一个或多个对象时, 数据库的冗

余度大, 即使能管理, 其维护也很复杂。在不

使用多媒体数据库管理系统管理多媒体人文

信息系统数据的前提下, 如何设计一个合理

的数据库数据结构, 是系统设计中应解决的

一个重要课题。

经过分析, 数据库采用对象索引法结构

进行管理是较为合理的。所谓对象索引法就

是一个事务由索引号、文本类、声音类、图像

类组成。各类媒体文体存放在不同子目录中。

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库采用对象索引法

结构的管理方法有许多优点, 突出表现在:

(1) 大数据量的图像、图形、音乐、语音信息

脱离数据库的管理, 系统负担轻, 查询速度

快; (2) 图像、图形、音乐、语音效果以文件形

式分别存放在不同子目录下, 易维护, 即使对

这些文件做了适当修改甚至替换, 也不影响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管理; (3) 图像、图形、音

乐、语音、效果以文件形式存放坚定性好, 即

使某一文件出了问题, 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

的正常运行。

3. 4　基于表示形式的检索与查询方法

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对数据库操作也提

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特别是对多媒体人文信

息数据的检索和查询。一般的数据库检索和

查询只提供了基于媒体描述、关键字一类。但

很多的应用要求数据库系统能对图像或声音

等媒体进行内容语义分析, 以达到更深的检

索层次。

因此, 多媒体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检索

与查询一般分基于表示和基于内容两大类。

基于表示的检索与表示的数据类型和数据结

构有关, 不需对内容做任何分析, 在多媒体数

据库中常用于复合媒体对象的检索。对于基

于表示的检索查询必须使用约束来限定检索

空间。基于内容的检索则是根据媒体内容语

义进行的。最容易做到的是对文本媒体的内

容检索查找, 由用户描述一组对象, 然后对内

容进行匹配。例如, 查找“巴东三峡巫峡长”的

诗句, 则立即查到郦道元的《水经注》。在人文

信息文本数据的全文检索中就是这样。对于

文本检索主要是如何保证其查全率和查准

率, 而不会产生无法进行匹配的问题。对于图

像、声音这一类媒体来说, 基于内容的检索和

查询就要困难得多。符号标注记 (如关键字标

注、属性描述) 对于设计者来说实现容易, 自

动语义分析对于用户来说更为有利。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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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语音的语义分析对设计者来说却有相

当困难。

多媒体人文信息数据库检索与查询, 对

不同媒体采用不同方法, 对于文本式媒体采

用基于内容检索查找; 对于图像式媒体采用

基于形式检索查找。例如, 在实现三峡风景查

询时, 屏幕上出现三峡景点图和有关三峡风

景的描述。用鼠标点景点图像, 屏幕上同时出

现放大的景点图和文字描述。

基于表示形式的检索和查询实现的方法

采用了超媒体的对象群节点联接子网的设计

思想。

4　多媒体人文信息开发环境、工具与
方法

4. 1　多媒体人文信息开发硬件环境

在现有计算机系统中, 要以数字化方式

处理多媒体信息, 因此, 必须要把音频和视频

信号数字化, 以数字数据的形式键入到计算

机存储器中。这样计算机软件才能够对它们

进行有效的处理。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除了大量文字信息

外, 还有许多图形、图像、音乐、语音、声音等

需要输入。

( 1) 图像输入设备——图像扫描仪: 目

前图像扫描仪是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中最常

用的静态图像输入设备。多媒体人文信息系

统图像输入采用平板式扫描仪。

(2) 音频处理设备——录音机、CD 机、

音频卡: 在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中, 语音 (如

解说词、诗朗诵等)的输入先使用录音机进行

加工、处理、合成, 通过录音机输入计算机作

文件方式存储; 音乐可以通过CD 机输入加

工处理, 以文件方式存储。存储的这些音频信

号文件通过音频卡处理还原。

( 3) 图像输出设备——显示系统: 现在

常用的显示器有多步显示器和平面直角显示

器。为了保证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图像不失

真, 减轻对人眼眩目效应, 增大可视区域, 边

角部位的图像质量较好, 采用平面直角显示

器。

(4) DV I 数字视频交互系统: DV I 即数

字视频交互 (D ig ita l V ideo In ternat ive) , 是

In tel 公司推出的支持多媒体信息进行处理

及表现的一个集成环境。该环境采用一种全

数字化的方法, 对媒体信号进行存储和处理,

压缩视频与声音数据, 合成图形等, 为存储和

处理多媒体人文信息提供了强大的功能。硬

件环境是: 使用该系统必须具备VD P 1 像素

处理器、超级 CR T 控制器VD P2、DV I 音频

处理器等。

(5) 硬件系统配置: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

统对硬件系统的最低配置要求如表 1。

表 1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硬件配置

硬　　件 描　　　　述

CPU Pentium 133

显示缓存 2M B

内　　存 16M B

硬盘存储
3. 5 英 寸 软 件 盘 驱 动 器,

1144M B , 1G 硬盘

光盘驱动器
CD 2ROM (传输率 300KB ö秒,

平均存取时间 400 毫秒)

显 示 器 V GA (640×480, 64K 彩色)

输　　入 101 键键盘、鼠标

音 频 卡 声霸卡 (Sound B laster 卡)

4. 2　多媒体人文信息开发软件环境与工具

硬件是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开发的基

础, 软件是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开发的灵魂。

由于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涉及到种类繁多的

各种硬件, 要处理形形色色差异巨大的各种

多媒体数据, 因此, 如何将这些硬件有机地组

织到一起, 使用户能够方便使用多媒体人文

信息数据, 则是多媒体软件的主要任务。

多媒体软件可以划分不同层次。多媒体

人文信息系统层次按其功能可划为六层, 如

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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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软件系统层次示意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

应用软件 (数据库、超

媒体⋯⋯)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

开发工具软件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硬件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驱动软件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平台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应用

用户

( 1)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硬件, 如图 4

所述。

(2)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驱动软件: 图

像 扫 描 仪—— 扫 描 仪 驱 动 程 序、CD—

ROM ——光盘驱动程序、音频卡——声卡驱

动程序、显示器——显示驱动程序等。

(3)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平台: 多媒体

人文信息系统平台是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软

件的核心。它负责控制和管理多媒体人文信

息系统硬件和软件资源, 保证音频、视频同步

操作以及信息处理的实时性。多媒体人文信

息系统选择W indow s95 用作开发平台。

(4)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开发工具软件:

图像处理软件—Pho to shop 4. 0; 音频编辑软

件—Coo l95; DV I 系统软件—AV K (A udio

V ideo Kenerl) ; Pow erBu ilder—数据库前台

开发工具。

(5)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应用: 这是多

媒体人文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的主题。在总

体设计思想指导下, 完成多媒体人文信息系

统的所有功能, 提供用户使用。

4. 3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开发采用原型法。

所谓原型法就是开发者与设计者以及用户根

据系统要求不断完善系统的设计方法。

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设计过程:

(1) 系统分析。由于该系统的研制与开

发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媒体人文信

息数据库”的一部分, 即计算机应用软件部

分, 因此, 系统分析主要参照立项报告的要求

具体化。

(2) 详细设计。从人机界面到数据库数

据结构既要体现多媒体的表现, 又要体现人

文信息的特征, 还要有创意, 因此详细设计应

从事务描述出发, 体现事务中各媒体对象之

间的关系及其活动。

(3) 采编素材。人文信息从内容上划分,

包括三峡工程、三峡古迹、诗词曲赋、风土人

情、物资资源等, 从表达方式上划分, 包括文

本、图像、声音 (音乐、语音、效果)等。根据详

细设计的功能要求, 首先采集最能代表人文

信息特征的内容,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然后

加工处理。

(4) 素材输入、加工处理。根据不同媒体

采取不同输入方式, 输入计算机, 对图像进行

扫描, 加工编辑; 对音乐、语音输入计算机进

行合成等。

(5) 编码。根据详细设计的要求, 进行界

面设计、编写脚本。人机界面设计要求不落俗

套, 体现多媒体图、文、声融为一体的特点; 脚

本编写采用基于事件的编程工具。

(6) 调试。利用 Pow erBu ilder 的调试手

段, 如单步跟踪、设置断点、查看变量的值等

方法, 提高开发速度, 缩短开发周期。

(7) 预审。这是原型法很重要的一个步

骤。开发人员和设计人员根据立项报告的要

求, 逐项检查软件实现的广度与深度。预审满

意否, 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素材采编是

否充足或是否有误; 另一种情况是从功能角

度审查是否达到立项要求。这两种情况的着

眼点均在是否完成立项中的各项指标。

(8) 试运行。跟预审一样, 是完善系统功

能, 达到立项要求的进一步审核。

(9) 项目验收。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 再

没发现错误或基本达 (下转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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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化发展的趋势, 而这也正与整个图书馆界

网络化的态势相应合。在网络化的基础上, 编

目工作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使书目数据及由

此而产生的各项服务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上的

一辆辆“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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