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数字音频教学素材的常用处理技巧 

说到数字音频处理，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数字音频处理软件——“Adobe 

Audition1”。我们以 Adobe Audition CS3 为例，来讲解数字音频教学素材常用到的

一些处理技巧。 

（1）调整音量 

首先，打开“Adobe Audition”软件，显示如图 5.47 所示的界面。 

 
图 5.47 Adobe Audition软件界面 

可以通过“文件--导入”命令，来打开要编辑的音频素材，如图 5.48 所示。 

 

图 5.48 导入音频素材对话框 

音频导入后，点击软件界面左上角的“编辑”按钮，切换到“编辑”视图。

在软件右侧的“主群组”窗口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音频素材的波形图，如图

5.49 所示。 

                                                             
1 Adobe Audition 是一个专业音频编辑和混合环境，原名为 Cool Edit Pro. 被 Adobe 公司收购后，改名为为 Adobe 

Audition。 

 



 

图 5.49 音频素材的波形图界面 

通过该波形图，可以看到音频素材的音量太小，需要提高音量，可以执行“效

果--振幅和压限--标准化”命令，在打开的对话框中，我们提高标准化的百分比，

比如 130%，如图 5.50 所示，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 

图 5.50 音频标准化窗口 

软件开始处理，并且显示有进度窗口，如图 5.51 所示。 

 

图 5.51 标准化处理进度界面 

等待软件处理完后，进度窗口自动关闭，可以看到，音频波形的高度变大了，

说明音频素材的音量已经提高，点击左下方的播放按钮听一下效果，如图 5.52 所

示。 



 
图 5.52 提高音量后的音频波形界面 

 

（2）截取音频中的片段 

在一段很长的音频素材中，如果我们只需要其中一部分，用“Adobe Audition”

来处理就很简单了。首先，根据“主群组”窗口下面的时间段，找到我们需要保

留的音频，单击鼠标左键不放，然后向右拖动鼠标，音频波形呈现白色选区，选

择好后松开鼠标，如图 5.53 所示。 

 

图 5.53 音频被选中后的界面 

当然也可以通过软件右下角的“选择/查看”功能，对音频素材进行精确选

取。在“选择”后面的时间框内输入要保留的音频素材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单击键盘上“Enter”键，我们看到音频素材被选中了，如图 5.54 所示。 

 
图 5.54 Adobe Audition选择/查看面板 

选择好要保留的范围后，我们执行“文件--保存所选”命令，便可将选择的

音频保存成独立的素材文件，如图 5.55 所示。 



 

图 5.55 文件--保存所选菜单 

 

（3）存储格式 

常见的音频格式有 MP3、WMA、WAV、AAC、FLAC、AMR、OGG 等，有时，

我们需要将音频文件由一种格式转换成另一种格式。在“Adobe Audition”中，只

需要将音频素材导入到软件，然后执行“文件--另存为”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

中，选择相应的“保存类型”即可，如图 5.56 所示。 

 
图 5.56 Adobe Audition另存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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