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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分轨多传声器录音的操控准则 憧肝

张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

一件好的录音作品，当然是艺术与技术的结晶。

下文以近年来国际音频界流行的“高档模拟调音

台+数字音频工作站”模式用于同期分轨多传声器

录音的实例，从技术的视角来探讨获得良好的录音

效果的一些实践体会。 。。．

大家知道，当用主传声器方式(一对立体声传声

器为主，其余传声器为辅的某一制式的录音)同期录

制大乐队时，乐队的层次、深度与方位主要是依据每

一声源与主传声器的关系来确定的。当不用或不宜

用主传声器方式而只用多传声器方式(传声器无主、

辅之分)来录制时，若要表现出乐队声源问相互的层

次与距离关系，只采用传统的模拟设备，而不结合使

旯§音频工作站，则在音响的表现上往往会力不从心。

因为对模拟录制来说，“距离”这一不仅靠音量还得

靠延时才能反映出来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

是靠“音量加不准确的延时”来实现；又由于受器材

数量的限制，通常可能在调音台的每一输入通道都

串行地接入一台延时器，而只能用一、二台延时器并

行地接人输出总线。这样，在总线上的信号便是由每

一输人通道进出的未经延时的“干”信号与由AUX

送至延时器后的“湿”信号叠加而成的复合信号。而

AUX送出的延时信号被它所在通道的干信号混合

后，原本表达距离的信息只成了模糊不清的象征了。

换句话说，如果延时通道相对于参照声道不能提供

100％的纯延时信号，那么该通道所传输的距离信息

就是不准确的。但是，如果高档模拟调音台产生的高

质量声音信号进入音频工作站后，相对于某一个参

照声道，各传声器所在的声道均能根据乐队的实际

摆位距离关系，附加各自不同延时值的纯延时信号，

那么此时多传声器方式的录音，同样能够准确的再

现乐队真实的距离与层次。这就弥补了模拟情形下

同期多传声器方式录音音色易于控制而层次、距离

不易准确表现的不足。

下面结合曾获得国家广电总局一等奖的京剧选

段的录制情况，对调音台和音频工作站的使用准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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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下定量分析与说明。

1调音台的使用准则

操作调音台时，主要应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1)传声器放大器增益的确定

首先应根据调音台传声器放大级的输人增益、

衰减范围、动态余量、总谐波失真等指标，针对所使

用的声源、传声器，计算出调音台每一输入单元的话

放增益。

例如，所录声源是“老旦”、传声器是u89的一

路输入单元。首先用KLARK TEKNIK DN60频谱

分析仪及其测量传声器，测得在“老旦”前60 em处

的最高声压级为106 dg SPL(峰值，A加权，以下

同)。由U89传声器的灵敏度是8 mV／Pa(最大输入

声压级为134 dB)可知，106 dB的声压级输人能使

该传声器产生-28 dBu的输出(由20 lgXP∥2x10—5

Pa=106 dB，知106 dB SPL--4 Pa，所以电压输出=4
Pax8 mV／Pa=32 mV。化为dBu，则由20 1932 mV／

775 mV一28 dBu)。再由所使用的AMEK Rem-

Brandt调音台，其传声器放大器输入增益及衰减量

均为70 dBu，动态余量为12 dBu(THD为0．017％

时)可知，一128 dBu的传声器输出信号离调音台传

声器放大器的输人上限尚有28+12--40 dB的余量。

也就是说，调音台传声器放大器的增益为40 dB时，

“老旦”进出的最大信号峰值刚好抵达调音台失真度

为0．017％的动态上限。这样，就可知道该单元的传

声器放大器增益钮最大可置于40 dB标记处(Rem-

Bran&的传声器放大器增益钮标有准确的增益刻

度)。为确保调音台0．017％的高失真度，实际操作时

一般把该增益再下调3—5 dB，以使调音台的输入有

更大的余量。此时可用调音台的通道推拉衰减器，辅

助提升3-5 dB，以在调音台的总输出端获得尽可能

大的信噪比和高低音丰满的响度感染力。

在前期录音时，对于通道(channel)和监听

(Mommr)推拉衰减器的操作使用，应始终遵循这样

一条原则，即当推子工作在0dB刻度位置时，如果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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