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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效果器

效果器,又叫作信号处理器,可以通过调整声音的频率、强度、音色等不同属性,使声

音产生更多的变化,从而满足用户对音频的需求。AdobeAudition含有多种类型的效果

器,并具有强大的兼容性。除了可以使用自身内置的效果器外,还可以安装第三方插件

完成效果设计。本章将以常用的效果器案例为例,介绍音频AdobeAudition效果器的使

用方法。

5.1 效果器基础知识

Audition的效果器可在多轨编辑和波形编辑两种操作界面中使用。部分效果器只

能在多轨编辑或波形编辑中的一个界面中使用。不能使用时,该效果器选项会变为灰色

且不可选,如图5-1所示。可以通过“效果”菜单、效果组和收藏夹完成相关效果操作,如
图5-2和图5-3所示。

图5-1 “效果”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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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效果组
  

图5-3 “收藏夹”菜单

5.1.1　“效果”菜单

“效果”菜单是Audition所有效果器的集合,用户可以通过该菜单选择所需的效果器

进行操作,并可通过菜单中的功能选项对效果器进行管理。单独使用一个效果器时,从
该菜单中查找到全部效果器,会比使用效果组更快捷。

5.1.2　效果组

效果组是在音频编辑过程中叠加多个效果的区域,该区域最多可同时存放16个效

果。在多个效果叠加编辑时,可以使用增加、删除、筛选、替换、变更效果顺序等方式,快
速处理复杂的效果编辑。效果组只能对所在编辑界面的音频进行效果编辑,不能对效果

器进行管理。部分不支持当前界面使用的效果器,不会在选择列表中出现。

5.1.3　“收藏夹”菜单

当对常用的效果器设置组合时,可以把它保存在收藏夹里,避免从烦琐的多级菜单

中逐级选择,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5.2 效果器的基础操作

5.2.1　声音的效果设置

  基础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打开文件,选取要剪切的音频波形,如图5-4所示。
步骤二:在“效果”菜单中选择需要的效果器,如图5-5所示。
步骤三:根据需要填写参数,完成效果设置,如图5-6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效果”菜单中,不同的效果器名称有两种类型:一种名称后标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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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选取要剪切的音频波形

图5-5 “效果”菜单

“(处理)”字样;另一种名称后没有,如图5-5所示。当打开之前所使用的带“(处理)”字样

的“标准化”效果器后,界面左侧的“效果组”变为灰色。若选择名称无“(处理)”字样的效

果器,则左侧的“效果组”依然高亮显示,并可以同时进行相关操作,如图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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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填写标准化效果参数

图5-7 填写强制限幅效果参数

那么,这两种效果器有什么区别呢?

5.2.2　有“（处理）”字样的效果器

这种效果器是只能在“波形编辑器”独立使用的效果器。完成效果设置之后,只能在

已完成设置后效果的基础上进行音频的处理。这种效果器不出现在效果组菜单中。

5.2.3　无“（处理）”字样的效果器

这种效果器在“波形”“多轨”编辑器等操作界面中均可使用。它既可以通过“效果”
菜单独立使用,也可以通过效果组配合其他效果器同步使用。

在效果组使用过程中,可以通过对组内不同的效果器进行实时筛选与参数调整。调

整效果组中效果器顺序的排列组合,可以预览到不同的声音。
界面左下方的三个按钮为:效果器开关----预览播放----循环播放,如图5-8所示。
在调整过程中,可以通过下拉列表和右击弹出的快捷菜单进行对应功能的设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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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和图5-10所示。

图5-8 效果器预览按钮
  

图5-9 效果组下拉列表
  

图5-10 效果组右击弹出的快捷菜单

5.3 振幅与压限

声音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声波震动的幅度,即振幅。声音过大或者偏小都会使听众有

不佳的感受,这时就需要对振幅进行调整。

5.3.1　快捷操作

如果需要简单地放大或缩小振幅,可选中波形,通过“调整振幅”悬浮按钮进行设置,
如图5-11所示。

5.3.2　增幅

选中需要调整的波形,选择“效果→振幅和压限→增幅”命令,使用“增幅”效果器根

据需求对左声道与右声道分别进行振幅的调整。若勾选“链接滑块”,则左、右声道变化

一致,若取消勾选,则左、右声道独立设置,如图5-12所示。

图5-11 “调整振幅 ”悬浮按钮
   

图5-12 “增幅”效果器

5.3.3　通道混合器

选中需要调整的波形,选择“效果→振幅和压限→通道混合器”命令,如图5-13所示,
使用“通道混合器”效果器通过调整通道滑块的位置参数,调整多通道音频的通道使之平

衡。该效果器可以解决改变声音的发声位置,修正不匹配的电平及相位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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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通道混合器

5.3.4　消除齿音

齿音是指,人在发声时气流与口腔发声器官形成的气流通路产生摩擦而产生的尖锐

声音,一定程度上会给人不好的听觉感受。对声音进行处理时,可以使用“消除齿音”效
果器,将指定高频段声音振幅进行压缩,从而对声音进行优化。

选中需要调整的波形,选择“效果→振幅和压限→消除齿音”命令,如图5-14所示,通
过调整对应参数完成效果设置。

图5-14 消除齿音

效果器中,上部显示的波形在不同声音频段所呈现的声音大小可以在图形上手动选

择要处理的频段范围进行设置,也可以通过选择系统预设方案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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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有以下两种。
(1)宽带模式,是指对波形所有范围进行消除齿音操作,不受上方设定范围影响。
(2)多频段模式,只针对上方选定频段进行齿音消除操作,精准度更高。
阈值:指振幅上线,若超过阈值设定参数,则会启动齿音消除。
中置频率:指定齿音最强时的频率,可在播放预览时调整该频率。
带宽:以中置频率为基础,指定触发压缩的频率范围。
仅输出齿音:消除齿音的反向操作,可获取被消除的齿音。

5.3.5　动态处理

选中需要调整的波形,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动态处理”命令,如图5-15所示,可
以分段调整阈值和增益,产生三种作用。扩展器,通过减小低电平信号增加动态范围;限
制器、压缩器,可以减少动态范围,产生相同的振幅。可通过选择系统预制方案,通过预

览播放功能完成动态处理。

图5-15 动态处理

5.3.6　强制限幅

选中需要调整的波形,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强制限幅”命令,如图5-16所示,可
以在增加振幅的基础上限定最大振幅不高于指定阈值。这样既可以使波形中较小的声

音得到均衡,又避免了较强声音在增加振幅过程中受损。
最大振幅:设定波形最大振幅位置。
输入提升:对所选波形进行增幅,若增幅会超过最大振幅,则之增至最大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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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强制限幅

预测时间:设置在达到最大振幅前减弱音频的时间量。
释放时间:是信号电平在回落至阈值后,压缩器的增益或衰减量变为0(即无增益衰

减)所需要的时间,默认值为100ms左右效果较好。非常短的释放时间会产生一个较为

起伏或“紧张”的声音,特别是处理低频的音频时,而长的释放时间会过度压缩声音,导致

一段时间内不会恢复正常音量。释放时间的值在使用时会带来不同的声音可能性,使用

者需要多体验、多感受。
链接声道:链接所有声道的响度,保持立体声或环绕立体声的平衡。

5.3.7　标准化（处理）

选中需要调整的波形,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标准化(处理)”命令,如图5-17所

图5-17 标准化(处理)

示,该效果以所选波形中最大声峰值为参照坐标系,
统一将所选波形振幅进行等比例的标准化处理。

标准化为:设置最大振幅到达的百分比,或对应

分贝数。
平均标准化全部声道:设置是否所有声道同步

调整。因不同声道可能存在不同的最大振幅,当取消

该选项时,不同声道会分别计算标准化。

DC偏差调整:部分录制硬件引入了DC偏差,
会导致波形中线偏离标准中心线,设置DC偏差调整,可以改变波形中线与标准中线的

偏差。

5.3.8　多频段压缩器

选中需要调整的波形,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多频段压缩器”命令,如图5-18所

示,通过对参数进行设置,可以独立压缩4个不同的频段,精准设定分频频段并应用频段

特定的压缩设置,从而更好地展现不同频段的声音特点。也可以从中选择某一特定区域

对其进行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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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多频段压缩器

交叉:将频段划分为低、中间、高3个分频参数。
阈值:启动压缩的输入电平。
增益:启动压缩后对相关频段进行的增强或减弱振幅。
比率:设置介于1∶1~30∶1的压缩比。例如,若比率设置为10∶1,则压缩阈值以

上每增加10dB,输出将增加1dB。
触发:确定当音频超过阈值时应用压缩的速度。(缓入开始压缩)
释放:确定在音频下降至与之后停止压缩的速度。

5.3.9　淡化包络（处理）

选中需要调整的波形,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淡化包络(处理)”命令,如图5-19
所示,可以控制声音振幅大小,常用于制作淡入淡出效果。

可以选择系统预知方案,或手动打点,拖动选区中出现的黄色包络线,完成操作,如
图5-20所示。

5.3.10　增益包络（处理）

选中需要调整的波形,选择“效果→振幅与压限→增益包络(处理)”命令,如图5-21
所示。增益包络与淡化包络非常相似,可以控制声音振幅与时间变化的增减关系,常用

于制作声音音量多变的效果。
在编辑面板中增加或者删除控制节点并对其进行拖动,完成操作,如图5-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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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淡化包络1

图5-20 淡化包络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