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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因特网网上声像信息的类型, 并对搜索方法和音频、视频播放工具进行探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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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全球互联网络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因特网

上声像信息成级数增长。我国远程通讯设施和技术的不

断完善, 为网络多媒体利用创造了先决条件。声像信息

资源及其类型如何, 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又如何快速查

找和正确播放这类媒体?这是信息用户网上搜寻时常遇

到的问题。本文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一些初步探讨,

并希望借此能引出更深入的研究。

1　因特网声像信息资源定义及类型

从因特网信息资源所包含的媒体形式来看, 声像信

息资源可分为以下几类: 文本信息, 这是最为基本的一

种媒体存储形式; 图片信息, 指以 G IF (Graphics In ter2
change Form ate ) , JPEG ( Jo in t Pho tograph Experts

Group ) 等文件格式存储的信息; 音频信息, 主要指以

WAV (w ave) , A IFF (A udio In terchange F ile Fo rm at) ,

M ID I (M usical Instrum ent D igital In terface )、M P3

(M PEG21 L ayer3) 等文件格式存储的信息; 视频信息,

主要指以Q uickT im e,AV I(A udio V ideo In terleave) , 以

及M PEG (M oving P icture Expert Group )等形式存储的

信息; 三维虚拟影像, 信息模型是以V RM L (V itual Re2
ality M odeling L anguage) 组织, 以立体三维形式呈现的

信息。

声像信息资源, 有人也称之为多媒体信息资源, 以

笔者之见, 这两者小有区别。前者是指以声像为主要媒

体形式的信息, 它并不排除少量必要的文字说明, 较之

单纯的声画表达的效果更胜一筹。然而, 声像信息是在

网上用超文本标记语言 (H TM L )安插 (P lug2in) 的, 因此

它具有交互性和超媒体链接能力, 而这个特性也正是多

媒体信息具备的属性, 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只是声

像信息媒体这一概念强调了声像在信息呈现窗口的主

导形式以及利用它们的特殊性。由此, 我们认为声像信

息媒体与多媒体信息是有区别的, 进而认为, 它们的信

息资源的存在也略有区分。

从因特网声像信息资源的使用角度来看, 可将其分

为以下几类: 一是声像数据库; 二是多媒体辅助教学; 三

是声像电子出版物, 与传统的电子出版物相比, 文本已

不再是出版物的全部, 图像、音频、视频成为出版物的重

要组成部分; 四是多媒体公众服务系统, 它的内容相当

广泛, 包括网络多媒体广告、多媒体旅游信息系统、多媒

体商品导购信息系统、网络会议 (N etm eeting)、网络广

播 (W ebbrodcast ing)、网络电视 (W ebTV )、视频点播

(VOD )等等。

2　因特网声像信息搜寻

随着因特网万维网的超媒体连接方式的普遍利用,

网络声像信息媒体的优点得到了充分展现。由于多数万

维网站点 24 小时开放, 全球范围均可访问, 而且声像信

息丰富多彩, 易于理解, 便于人机交互, 因而, 因特网尤

其是万维网中声像信息的查询和搜索显得日益重要。现

在, 人们主要借助以下一些方法:

(1) 借助于资源指南。有关因特网的资源指南相当

多, 详尽地介绍了资源类目、网址大全、参考信息数据库

等。它们往往以印刷品形式出版或录入 CD 2ROM 发行,

有的则直接在网上发布。它简便易行, 但实效性较差, 完

备性不高。

(2) 借助于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收集、整理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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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并按一定规则加以整理和组织, 提供人们按相

应的规则提取信息线索, 并能直接链接到相关站点的

网上信息搜索工具。可用于查找声像信息的搜索引擎包

括Hoto t,L ycos 等。这些搜索引擎通常都是提供两种方

法检索相关站点及声像信息: 一种是按主题范畴检索,

即按类目查找; 另一种是关键词查找。

按主题范畴检索, 方式比较简单, 搜索引擎的首页

一般都有一个主题范畴表, 有的类目甚至还分为几个层

次, 按照这些层次从上级类目至下级类目依次选择即

可。不过它的筛选量过大, 为了获得较准确和较完整的

信息, 还必须与关键词检索结合起来。

所有搜索引擎都提供关键词检索功能, 可以直接进

入搜索引擎的首页输入关键词 (包括布尔逻辑、位置逻

辑以及特定字段的限定等) 进行检索, 也可以在进入首

页以后, 按照主题范畴进入指定的类目后输入关键词进

行查找。如果要查找图片信息, 则直接进入 ho tbo t

(h t tp: ööwww. ho tbo t. com ) , 将“网页必须包括 (Page

M ust Included)”中的“图片选项 ( im age)”做上标记, 再

输入关键词就得到了含有所需图片的站点, 按址访问即

可。还可以在进入指定类目后, 再进行关键词查找。以

altervista 为例, 先进入站点 (h t tp: ööwww. altavista.

com ) , 然后选择“特殊搜索 (Special Searches)”之中的

“AV Pho to F inder”, 进入“AV Pho to F inder”页面之后,

输入相应的关键词进行查找, 便能得到相关的图片信

息。与检索文本信息资源相类似, 检索到相关的声像信

息之后, 可根据检索结果调整检索式, 用“and”、“o r”以

及“no t”来限制检索条件; 用“near”来限制检索词的逻

辑位置, 用“o r”放宽检索条件等等。

利用搜索引擎可以迅速查找到相关网址, 再利用这

些网址进入相关站点, 就很容易得到相关声像信息。不

过, 由于这些搜索引擎都只是附带的一些声像信息搜索

功能, 建立的数据库也仅仅是利用排除了词频特高的词

之后的关键词建立倒排文档, 它们均不是叙词、标题词

等受控词, 因而查全率和查准率都不可能很高。由此对

检索式的表达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3) 直接利用声像信息搜索系统。图像、音频、视频

信息日益丰富, 专门针对这类信息的检索系统也应运而

生。例如美国的 scour 网 (h t tp: öwww. scour. net)就是。

用户查询时首先在检索媒体 ( Im age, A udio, V ideo) 中选

择一种, 然后再按关键词查找或者按类目查找。与搜索

引擎不同的是前者得到的是相关网址, 而后者直接就可

以得到所需的声像信息和相关网址, 进入相关网址便能

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利用该站点能很方便地得到有关的

声像信息, 但查准率同样很低, 大量的娱乐性信息混杂

在检索结果之中。这一点在检索过程中要尤其注意。哥

伦比亚大学开发的W ebseek 系统 (h t tp: öödisney. ctr.

co lum bia. eduöw ebseek) , 也提供了按关键词和类查找

的两种途径, 按此搜寻可以查找到声像信息。

(4) 其他搜索方法。例如可以按照颜色、形状、纹理

在图像中的位置来对图像进行索引和查找, 用颜色分布

来索引和查询纺织品的图案, 用边缘轮廓结合其他图像

处理技术来索引和查询人脸照片等。哥伦比亚大学电力

工程系与远程通讯研究中心研制的 CB IQ S 系统 (Con2

ten t Based Im age Q uery System ) ( h t tp: öödisney. ctr.

co lum bia. eduösafe) , 就是这样一种与文本查询完全不

同的图像特征查询系统。不过, 目前这些方法还不够成

熟, 大多处于试用研究阶段, 仍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不管借助何种查询工具、以哪种查询方式, 用户进

行声像信息搜索时应当注意时刻警觉自己的查找目标,

因为因特网是一个集科教、文化广告、娱乐、休闲于一体

的庞大系统, 其中五花八门、将人诱入歧途的画面很多,

一旦深入, 待你幡然醒悟已是失之千里。如果在检索过

程中不明确紧扣检索主题, 盲目激活一些无用的超文本

链接, 进入不相关站点, 最终可能迷失在信息流之中。

3　声像信息的下载及播放

(1) 对于传统文本信息而言, 其传递与下载需要时

间很短, 进行浏览也只需借助一些简单的文字转换系统

即可。而声像信息所含的数据量相当大, 并且有着特殊

的存储格式, 不仅传输需要一定的时间, 浏览播放也得

借助于特定的播放工具才能完成。因此, 有必要研究音

频及视频播放的有关技术。

(2) 影响网上声像媒体播放的有两个重要因素: 数

据率与带宽。数据率, 即数据传输速率, 是单位时间内传

送给用户的信息量的量度, 一般情况下, 以每秒千字节

来衡量 (Bytep s)。带宽 (Band W ide) , 是表示单位时间内

通过一根电缆或光缆能传送的数据量, 一般情况下, 以

每秒千比特来衡量 (Kbp s)。对于单独用户而言, 实际所

用的带宽取决于网络负载。

W EB 的带宽相当于 CD 2ROM 的 1ö10～ 1ö100。正

是由于带宽的限制带来缓慢的数据传输, 使得声像媒体

的播放变得断续乃至停顿。动态图像更是如此。因此不

得不对声像信息数据进行大幅度地无损乃至有损压缩。

由于压缩软件工具和压缩方式不一样, 就形成了多种文

件格式。为了在网络终端正确再现声音图像, 则要采用

对应的解压软件 (播放工具)进行播放, 以此来解决数据

传输的问题。

(3) 音频格式与视频格式。

M ID I格式, 一般用于存储音乐文件, 以高度压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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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存储, 并可用于M ID I设备播放。

WAV 格式, 基于W indow s 平台的多数音频剪辑都

是以WAV 格式保存, 其压缩比率并不大, 但易于制作,

因而也有着较广的应用。

A IFF 格式, 主要用A pp le M acin to sh 平台上, 信息

以 8 位或 16 位的格式存储。

M P3 格式, 是 M PEG21 L ayer3 的缩写, 是按照

M PEG21 算法对声音进行压缩的第 3 层, 是在保证 CD

音质的条件下, 将声音压缩到原来大小的 1ö12, 它只能

借助于专门的M P3 播放器播放。

网络中常用的视频格式包括:

AV I 格式, 主要是指对视频信息的一种压缩格式,

其主要方法是减少帧频。正常的视频信息播放时的帧频

大约是 30 帧ös, 在AV I 格式下则缩小至 15 帧ös 甚至

更小, 除此之外, 每帧图像的像素也减少了, 使得视觉效

果受到一些影响。

M PEG 系列格式, 也是对视频信息的一种压缩格

式, 但比AV I 更为有效, 它使用了帧差异 ( fram e differ2
encing) 等压缩技术, 使得在不必保存每个帧的同时, 能

在视频播放器上解压后产生质量较好的运动视频图像。

Q uckT im e 格式, 是一种成熟的、标准的、跨平台多

媒体文件格式, 具有标准的播放界面以及压缩—解压特

性。一个Q uickT im e 文件可以包括 32 个单独视频轨道

和同步声音信息。

还有 A ctiveX Stream ing 格式等, 主要用于存放

A SF 或A SX 为扩展名的文件, 播放A SF 文件需要使用

N etshow 播放器。

( 4) 声像信息播放的类型: 非实时播放与实时播

放。非实时播放是多数声像信息媒体播放器所采取的形

式, 使用这种方式, 用户必须整个音频或视频文件全部

下载之后, 才能进行播放。随着流处理技术 (Stream ing)

的发展, 与非实时播放相对应的实时播放也开始应用。

采用这种方式, 播放器接受到部分视频信息之后就可以

同步播放, 但这对于用户的因特网连接状况 (包括提供

的数据率与带宽等)以及计算机硬件的速度都提出了较

高的标准, 要求数据传输速率以及硬件能与播放的速度

相适应。对于多数用户而言, 即使是采用第一种播放方

式, 由于受传输线路的限制, 往往也要等待一段较长时

间, 因而要实现实时播放, 还具有一定的难度。

4　两种浏览器及其播放多媒体的工具

微软公司的探索者 IE ( In ternet Exp lo re) 是浏览多

媒体信息的有效工具之一, 它提供两种类型的播放器

A ctiveM ovie 与N etshow。A ctiveM ovie 用来播放WAV

格式的音频, 以及M PEG, Q uickT im e 和AV I 格式视频

信息。N etshow 不仅能支持纯音频文件, 还可用来播放

A SF 和A SX 文件。

网景公司的导航者也是浏览多媒体的有效工具。

N C 提供L ive audio 与L ive video, 当用户激活以超文本

方式链接的声音和影像时, L ive video 能自动播放以

AV , SND , WAV , M ID I 格式存储的音频文件, 以及以

AV I,Q uickT im e 格式存储的视频文件。

除此以外, 还有用来播放各种流格式的音频与视频

的媒体播放器Realp layer (可从 http: ööwww. real. com ö

p roductsöp layeröindex. h tm l 处下载) , VDO live (可从

http: ööwww. vdo live. com ödow nload 下 载 ) ; 播 放

M PEG 格式视频媒体的M PEGP lay, 播放M P3 格式音

频信息的W inamp , W inp lay3, Jetaudio, U nreal P layer

等。

因特网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信息系统, 在这个系统

中, 多媒体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各种更好的声像信息

格式以及相应的播放器也不断推出, 用户只有经常搜索

和浏览, 并及时获取这些信息和工具加以利用, 才能使

声像信息完美的表达效果充分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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