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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请在操作使用前，首先仔细阅读下述内容  

*请将本说明书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将来随时参阅。 

 警告
为了避免因触电、短路、损伤、火灾或其它危险可能导致的严重受伤甚至死亡，请务必遵守下列基本注意事项。
这些注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请勿将电源线放在热源如加热器或散热器附近，不要过分弯
折或损伤电源线，不要在其上加压重物，不要将其放在可能
被踩踏引起绊倒或可能被碾压的地方。 

•只能使用本设备所规定的额定电压。所要求的电压被印在本
设备的铭牌上。 

•只能使用规定的适配器（第 155页）。使用不适当的适配器可
能会损坏乐器或使乐器过热。 

•定期检查电插头，擦除插头上积起来的脏物或灰尘。 

•本设备不含任何用户可自行修理的零件。请勿打开本设备并
试图拆卸其内部零件或进行任何方式的改造。 
若出现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请有资格的 Y amaha维修人
员进行检修。 

• 请勿让本设备淋雨或在水附近及潮湿环境中使用，或将盛有
液体的容器放在其上，否则可能会导致液体溅入任何开口。
如果任何液体如水渗入本器，请立即切断电源并从 AC 电源插 
座拔下电源线。然后请有资格的 Yamaha 维修人员对设备进行 
检修。 

• 切勿用湿手插拔电源线插头。 

• 请勿在乐器上放置燃烧着的物体，比如蜡烛。 
燃烧着的物体可能会掉落，引起火灾。 

• 当出现以下任何一种问题时，请立即关闭电源开关并从电源
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然后请 Yamaha 维修人员进行检修。 

• 电源线或插头出现磨损或损坏。 

• 散发出异常气味或冒烟。 

• 一些物体掉入乐器中。 

• 使用乐器过程中声音突然中断。 

 小心
为了避免您或周围他人可能发生的人身伤害、设备或财产损失，请务必遵守下列基本注意事项。这些注意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不要用多路连接器把乐器连接到电源插座上。否则会降低声
音质量，或者可能使插座过热。 

•当从本设备或电源插座中拔出电源线插头时，请务必抓住插
头而不是电源线。直接拽拉电源线可能会导致损坏。 

•长时间不使用乐器时，或者在雷电风暴期间，从插座上拔下
电插头。 

•请勿将本设备放在不稳定的地方，否则可能会导致突然翻
倒。 

•移动设备之前，请务必拔出所有的连接电缆。 

•设置本产品时，请确认要使用的 AC 电源插座伸手可及。如果 
发生问题或者故障，请立即断开电源开关并从电源插座中拔
下插头。即使电源开关已关闭，也会有最小的电流通向本产
品。预计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时，请务必将电源线从 AC 电源 
插座拔出。 

•只使用乐器规定的支架 / 托架。安装支架或托架时，只能用
提供的螺丝。否则会损坏内部元件或使乐器掉落。 

• 将本设备连接到其它设备之前，请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开
关。在打开或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开关之前，请将所有音量
都调到最小。 

• 务必将所有元件的音量调到最小值，并且在演奏乐器时逐渐
提高音量，以达到理想的听觉感受。 

• 请勿在键盖、面板或键盘上的间隙内插入或掉落纸张、金属
或其他物体。 

• 请勿将身体压在本设备上或在其上放置重物，操作按钮、开
关或插口时要避免过分用力。 

• 请勿长时间持续在很高或不舒服的音量水平使用本乐器 / 设
备或耳机，否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害。  
若发生任何听力损害或耳鸣，请去看医生。

电源 /AC 电源适配器

请勿打开

关于潮湿的警告

火警

当意识到任何异常情况时

电源 /AC 电源适配器

安放位置

连接

小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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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使用本设备时，请务必关闭其电源。

即使电源开关被置于“ ST ANDBY ”（待机）位置，设备中仍有微量的电流。当长时间不使用本乐器时，请务必从壁式 AC 插座上拔  
下电源线。

对由于不正当使用或擅自改造本设备所造成的损失、数据丢失或破坏， Y amaha不负任何责任。

注意

为了避免对本产品、数据或其它财物可能造成的损坏，请遵照以下注意事项。 

■ 使用和保养 
• 请勿在电视机、收音机、立体声设备、手机或其它电气设备附近使用本乐器。否则，本乐器、电视机或收音机可能会产生噪
音。 

• 请勿将本乐器放置在过多灰尘、振动或极冷极热 （如直射阳光下、加热器附近、或白天的汽车中），以防造成面板变形或内
部元件损坏。 

• 请勿在本乐器上放置乙烯、塑料或橡胶物件，因此可能会使面板或键盘褪色。 
• 清洁本乐器时，请使用柔软、干燥或稍湿的布。请勿使用涂料稀释剂、溶剂、清洗液或蘸有化学物质的擦布。 

■ 保存数据 
• 当您关闭本乐器的电源时， DRAM数据 （第 76页）将丢失。请将数据保存在外接 USB存储设备中。 
• 为了防止由于媒体损坏造成的数据丢失，建议您将重要数据保存到 2个 USB存储设备上。 

■ 关于最新的固件版本 
Y

 
AMAHA会时常不作通知即更新产品的固件以改进产品。我们建议您关注我们的网站，以获得最新的版本并更新您 DTX900的固 
件。 

http://www

 

.yamaha.co.jp/english/product/drums/ed/

请注意，本使用说明书中的说明适用于制作本使用说明书时的固件版本。关于在后续版本中新增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参考上述

网站。 

■ 关于打击垫

本使用说明书描述了可以连接到 DTX900上的电鼓打击垫的型号名称。请注意，这些机型是制作本说明书时的最新型号。关于后
续发布的型号的详细说明，请参考以下网站。 

http://www

 

.yamaha.co.jp/english/product/drum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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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 Y AMAHA DTX900。
新型的 DTX900采用了享有盛誉的  AWM2音源和高级音序器。

除了前辈机型的原有功能以外，  DTX900完全支持 Yamaha触发器产品，并配备了用于  MIDI连接的  
USB接口（除了传统 MIDI接口以外）。此外，还具有内置采样功能，可让您制作自己原创的鼓音色。
本乐器适合虚拟任何用途  —现场演奏、节奏训练、音乐制作以及工作室录音。为了充分发挥  DTX900
的性能，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阅读完本说明书后，请务必将其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以后需要时取

阅。

附件 

●

 

A

 

C电源适配器 

● 模块支架 

● 模块支架固定螺钉（ 4；附带） 

● 使用说明书（本书） 

● 数据列表 

●

 
D

 
VD-ROM（包含软件）

信息 

■ 关于版权 

•除个人使用以外，严禁拷贝市售的音乐数据，包括但不仅限于 MIDI数据和 /或音频数据。 
•本产品内置和附带的电脑程序及内容， Y amaha都拥有版权或使用其它版权的许可。这些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包括但不仅限于
所有电脑软件、字体文件、 MIDI文件、 W A VE数据、乐谱和录音。相关法律不允许除个人使用以外的任何未经授权使用这
些程序和内容。任何侵犯版权的行为都将承担法律后果。切勿制作、分发或使用非法拷贝。 

■ 关于本乐器的功能和附带的数据  

•本设备可预先将各种类型 /格式的音乐数据优化为适合本设备播放的合适格式进行播放。因此，本设备可能无法按照音乐制
作人或作曲者的原始意图精确播放这些音乐。 

■ 关于本说明书 

•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和版权归 Y amaha公司所有。 
•说明书中出现的插图和 LCD画面仅供说明之用，可能与乐器上实际出现的有所不同。 
•本说明书中的公司名和产品名为其各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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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性

主要为专业鼓手设计， DTX900带有鼓声触发器功能、 1个 64音符复音音源、可扩展现有声音的内置采样功能、高
性能节拍器（嚓嚓声）功能以及内置音序器，该音序器可录制和播放旋律或伴奏样式，甚至可以制作整首乐曲。 
DTX900是一台性能极其丰富的乐器，可用于各种场合（如现场演奏、个人练习等）。 

■鼓音触发器  

•

 

DTX900鼓音触发器单元兼容新的打击垫（ XP系列）。 
• 本乐器还配备兼容 2区或 3区鼓垫的插孔（传送不同信 
号的鼓垫视敲击的区域而定）。此外，小鼓插孔兼容配
备鼓垫控制器的鼓垫。这样可让您调节“虚拟”响弦和
调音，如同使用小鼓一样。总而言之， DTX900可提供
与声学爵士鼓相同的演奏感觉、表现力以及功能性。 

• 您可使用 Y amaha DT20等鼓声触发器将 DTX900连接至 
声学爵士鼓。 

• 通过组合堆叠功能 （可同时演奏多种音色（ MIDI音 
符））和交替功能（可让您演奏一系列堆叠程序），您
可制作复杂的演奏音色，并可实时演奏乐段，而这些功
能在传统的声学鼓乐器上是无法实现的。 

■音源  

•

 

DTX900配备有高品质、带有 64种音色复音的 16位  
A

 
WM2 (PCM)音源，该音源可产生动感的音色或独一无 
二的真实感。 

• 本乐器带有各种音色，包括真实声学鼓声、独特的电子
打击乐、声音效果以及常规键盘音色。可将其用作与各
种 MIDI 设备一起使用的高品质鼓声音源，甚至可不使
用鼓垫。 

• 本乐器中还具有 50种预设鼓组音色（包括自然真实的 
环绕声鼓组音色），覆盖了各种音乐种类，如摇滚、乡
土音色、爵士、雷盖、拉丁等。此外，用户鼓声存储器
可存储 50组音色。这样，您即可使用各种鼓音色制作 
您自己原创的鼓组音色。 

• 采样功能可让您将音频信号录制到 DTX900上，或从  
USB存储设备载入音频文件以制作您原创的音色。可根
据需要将制作的音色分配到爵士鼓。 

• 本乐器配备有可用于各鼓组音色的变奏效果以及可用
于整个 DTX900的混响、叠奏和主控效果。此外，可通
过 A UX IN/SAMPLING IN 插孔进行声音输入的插入效  
果，这样即可调节 A UX IN/SAMPLING IN声音的音质，  
或者录制在采样模式中将插入效果应用到 DTX900的音
频信号。 

■音序器（乐曲） 

• 内置音序器包含各种预设乐曲。静音功能可单独打开 /  
关闭旋律（鼓声和打击音色）声部、低音声部和其它伴
奏声部，或打开 /关闭各音轨。 

•
 

DTX900 也可让您实时录制演奏并可在使原始鼓声部静
音的情况下随着乐曲数据的伴奏进行演奏。 

• 可通过鼓垫的触发器输入单独控制和同时播放 4个鼓垫
乐曲。 

■高性能节拍器（嚓嚓声） 

•

 

DTX900 带有一个高级多功能节拍器，可进行各种嚓嚓
声设定（如各节拍定时的音色和调音）。此外，您可改
变重音定时并使用可打开和关闭（静音）嚓嚓声的小节
断开功能。 

•
 

Groo
 

v
 

e Check功能可检查并提供对您旋律技巧的即时反 
馈，这是提高您技巧的有效工具。本机还带有仅当定时
正确时才产生声音的 Rh ythm Gate功能。 

■乐链 

• 对乐链音序进行编程可在现场演奏过程中按顺序调用
鼓组音色编号、乐曲编号和嚓嚓声设置（速度和节
拍）。敲击鼓垫可调用已编程的乐链中的每个级。 

■接口 

• 后面板上的 USB接口和 MIDI接口可将电脑和其它 MIDI
设备连接至 DTX900。这些接口可为您提供快速、高效 
和高级的音乐制作能力，让您不仅可以从外接音源播放
音乐，还可以使用附带的 Cubase AI录制您自己的演奏。 

•
 

6个 INDIVIDU AL OUTPUT插孔中的任意一个可分别输 
出任何指定鼓音色（如小鼓和桶鼓），从而将各乐器信
号发送到外接混音器以进行现场演奏或录音。此外，数
码输出 ( S/PDIF )接口还可在无噪音和全数码音质条件 
下，将 DTX900立体声声音传送到其它设备。 

• 本乐器带有内置 A UX IN/SAMPLING IN插孔，可将 CD    
播放机连接至 DTX900，以便您在 CD 播放的伴奏下演
奏乐器及使用强大的采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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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控制器 
  

■前面板 

q

 

LCD显示屏
大面积 LCD显示屏可显示操作 DTX900所需的信息和数据。 

w

 

LED显示屏 
LED显示屏上以 3位数显示当前的鼓组音色或速度值。 

e

 

[DR

 

UM KIT]按钮
按此按钮可进入鼓组音色模式，允许您选择所需的鼓组音色 
（第 30和 78页）。 

r

 

[CLICK]按钮
按此按钮可进入嚓嚓声模式，允许您进行嚓嚓声 （节拍器）
设置（第 32和 104页）。 

t

 

[FILE]按钮
按此按钮可进入文件模式，允许您管理各模式中创建的数据 
（第 54和 112页）。 

y

 

[CHAIN]按钮
按此按钮可进入乐链模式，允许您对乐链（即一系列按您希
望的顺序排列的鼓组音色和乐曲）进行编程 （第 132页）。 

u

 

[SONG]按钮
按此按钮可进入乐曲模式，允许您演奏现有乐曲或录制您的
鼓演奏 （第 35和 98 页）。 

i

 

[TRIGGER]按钮
按此按钮可进入触发器模式，允许您进行选择或编程触发器
设置 （第   22和 108页）。 

o

 

[UTILITY]按钮
按此按钮可进入工具模式，允许您设定与整个 DTX900 系统
相关的参数 （第 124页）。 

!0

 

[SAMPLING]按钮
按此按钮可进入采样模式，允许您录制外部音频信号然后创
建用户音色 （第 135页）。

注 

• 使用前，请务必拿掉 LCD屏幕上贴着的透明保护膜。

注 

• 使用前，请务必拿掉 LCD屏幕上贴着的透明保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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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控制器 
!1 触发器指示灯

此指示灯显示 DTX900 是否通过触发器输入插孔接收触发器
信号。当接收触发器信号时，此指示灯点亮。当按试听按钮
（下文中将提到）时此指示灯也将点亮。 

!2 试听按钮

您可以用此按钮代替鼓垫。按此按钮相当于从当前所选触发
器输入源接收信号（第 58页）。打开电源时，按此按钮相当
于敲击小鼓垫（与 SNARE插孔相连的鼓垫）的头部。 

!3

 

[F1] 

 

–

 

 [F6]（功能）按钮
这些按钮位于 LCD显示屏正下方，它们可调用显示屏中显示
的相应功能。在画面显示等级中，这些功能 [F]的等级仅次于
模式。 

!4

 

[SF1] 

 

–

 

 [SF6]（子功能）按钮
这些按钮位于 LCD显示屏正下方，它们可调用显示屏中显示
的相应子功能。在画面显示等级中，这些子功能 [SF]的等级
仅次于功能 [F]。 

!5

 

T

 

ransport按钮 （第 35页）
这些按钮用于控制乐曲音序数据的录音和播放。    

pppp（上）按钮
立刻回到当前乐曲的开始处 （例如，第一小节的第一
拍）。    
rrrr（后退）按钮

短按可以一次倒回一个小节，按住可以连续倒退。    
ffff （快进）按钮
短按可以一次前进一个小节，按住可以连续快进。 

REC（录音）按钮
按此按钮开始录制乐曲。（指示灯亮起。）    
>>>>

 
/

 

■（播放 /停止）按钮
按此按钮可开始 /停止录音或播放。播放期间按此按钮可
在乐曲的当前位置停止播放，然后再次按此按钮可从该
位置开始播放。在录音和播放期间，指示灯将亮起。 

CLICK ON/OFF按钮
按此按钮可开始 /停止节拍器（嚓嚓声）。 

!6

 

MASTER滑杆（第 31页）
用于调节从 OUTPUT L/MONO 和 R 插孔输出的立体声混音 
输出音量。 

!7

 

PHONES滑杆（第 31页）
用于调节 PHONES插孔的立体声混音输出音量。其独立于  
MASTER滑杆设定。 

!8

 

CLICK滑杆（第 31页）
用于调整嚓嚓声的输出音量。 

!9

 

A

 

CCOMP滑杆 （第 31页）
用于调节乐曲中伴奏声部（不包括 MIDI通道 10）的输出音
量。 

@0

 

KICK滑杆（第 31页）
调节低音鼓的音量。 

@1

 

SNARE滑杆（第 31页）
调节小鼓的音量。 

@2

 

T

 

OM滑杆（第 31页）
调节桶鼓的音量。 

@3

 

CYMB

 

AL滑杆 （第 31页）
调节钹的音量。 

@4

 

HI-HA

 

T滑杆 （第 31页）
调节踩镲钹的音量。 

@5

 

MISC滑杆（第 31页）
调节其它旋律或打击声音（不包括小鼓和低音鼓、桶鼓、踩
镲以及击钹和点钹）的音量。 

@6 数据轮

用于编辑当前选择的参数。要增大数值，向右（顺时针）转
动数据轮；要减小数值，向左（逆时针）转动数据轮。如果
选择了数值范围较大的参数，您可以通过快速转动数据轮来
更大幅度地更改数值。 

@7

 

[DEC/NO]按钮 （第 13页）
用于减小当前所选参数的数值。也可以用来取消作业或存储
操作。 

@8

 

[INC/YES]按钮 （第 13页）
用来增大当前所选参数的数值。也可以用来执行作业或存储
操作。 

@9 光标按钮（第 13页）
光标按钮用于在 LCD显示屏中移动“光标”、高亮显示以及选 
择各种参数。 

#0

 

[EXIT]按钮
当 LCD上显示确认讯息时，按此按钮可取消操作。当故意或
意外地使鼓声继续且您想要停止它时，也可使用此按钮。 

#1

 

[ENTER/ST

 

ORE]按钮
例如，作为 ENTER 按钮使用时，按此按钮可进入所选乐曲
作业 /采样作业的画面。
作为 ST ORE 按钮使用时，按此按钮可在鼓组音色模式、嚓
嚓声模式、触发器模式、工具模式和乐链模式中存储已编辑
的数据。
当执行乐曲作业或采样作业时，也可使用此按钮。
DTX900 使用说明书 11 



面板控制器  
■后面板 

q

 

F（待机 /打开电源）开关
按此开关可打开或关闭电源。 

w

 

DC IN（直流输入）接口
将 A C电源适配器连接到此接口。 

e 线缆夹

将适配器的直流输出电缆绕在线夹上，以防在操作过程中电
缆被意外拔出。 

r

 

LCD对比度控制器
使用此控制器可以将 LCD显示屏设定为最适当的对比度。 

t

 

GAIN旋钮
用于调节 A UX IN/SAMPLING IN插孔的音频输入增益。视所  
连接设备（麦克风、 CD 播放器等）而定，您可能需要调节
此旋钮以获得最佳音量。顺时针旋转旋钮可增大增益，逆时
针旋转旋钮可减小增益。 

y

 

A

 

UX IN/SAMPLING IN插孔
外部音频信号可通过此耳机插孔（标准立体声耳机插头）输
入。这在 CD 播放机或其它设备的播放音乐的伴奏下进行演
奏时十分方便。在采样模式中，此插孔用于将音频数据捕捉
为用户音色。 

u

 

OUTPUT L/MONO和 R插孔
外部音频信号可通过这些耳机插孔（ 1/4"单声道耳机插头）输 
入。可将麦克风、吉他、贝司、 CD播放机等各种设备连接至
这些插孔。对于立体声信号（如音频设备输出的信号）， 2个
插孔都使用。对于单声道信号（如麦克风或吉他输出的信
号），则仅使用 L插孔。 

i

 

PHONES插孔
用于连接一副立体声耳机。 

o

 

INDIVIDU

 

AL OUTPUT 1 – 6插孔
线路音量音频信号通过这 2个耳机插孔 （ 1/4"单声道耳机插
头）从本乐器输出。这些输出与主输出（通过 L/MONO 和 R 
接口输出）相对独立，可自由分配到任何鼓音色。可对特定
声音进行信号路由，由您喜爱的外接效果设备进行处理。 

!0

 

DIGIT

 

AL OUT接口
此接口用于连接外接音频设备上的同轴数字输入 (S/P DIF)。 
此插孔以数字形式输出与 OUTPUT  L/MONO 和 R 插孔输出 
的信号一样的音频信号，但是不受 !6  MASTER 音量滑杆设 
定的影响（数字插孔始终以最大音量输出音频信号）。 

!1

 

MIDI IN/OUT接口
这些插孔用于在外接 MIDI设备之间传输 MIDI数据。 

!2

 

USB接口
本机的后面板上带有 2种类型的 USB接口： USB TO HOST接 
口和 USB  TO DEVICE接口。 USB TO HOST接口用于通过     
USB电缆将本乐器与电脑相连。电脑和本乐器之间的 USB连
接只能用来传输 MIDI数据。音频数据不能通过 USB接口传
输。 USB TO DEVICE接口可以将本乐器用 USB电缆连接到   
USB存储设备（闪存、硬盘驱动器等）。这可允许您将本乐
器上创建的数据保存到外接 USB 存储设备，也可将数据从 
USB 设备载入本乐器。保存 / 载入操作可以在文件模式中执
行。 

!3

 

HI-HA

 

T CONTROL插孔
此插孔用于连接踩镲控制器。视鼓组音色模式（第 78页）中
的设定而定，您可使用踩镲控制器传送控制变更等 MIDI 讯
息。 

!4 触发器输入插孔 ( q  SNARE –  o  HI-HAT)
这些兼容立体声垫 （ 2区和 3区垫）和单声道垫的插孔 
可接收鼓垫所传送的触发器信号。此外， q  SNARE 插孔 –   
t

 
 TOM4插孔也兼容鼓垫控制器（第 59页）。 

!5 触发器输入插孔 ( !0 / !1  KICK)
此插孔可通过 Y形电缆（立体声耳机插头用于此插孔， 2个
单声道插头用于 2个鼓垫）接收来自 2个单声道鼓垫的 2个
独立触发器信号。
使用配备 P AD INPUT 插孔的 KP125W/KP65 时，与 PAD 
INPUT 插孔相连的另一个鼓垫和 KP 本身的触发器信号可通
过单根立体声电缆（不需要 Y形电缆）传送到 DTX900。此
时，立体声电缆插入鼓垫的 OUTPUT插孔和此触发器输入插
孔。 

!6 触发器输入插孔 ( !2  –  !5 )
这些兼容立体声垫 （ 2区和 3 区垫）和单声道垫的插孔可接
收鼓垫所传送的触发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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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使用这四个按钮浏览画面，在屏幕中的各种可选项目  

和参数间移动光标。选定以后，相关项目会加亮显示  

（光标形状变为黑色块，字符变为反色）。您可以用数  

据轮、 [INC/YES]和 [DEC/NO]按钮改变光标处的项目
（参数）的数值。

向右（顺时针）旋转数据轮增加数值，向左旋转（逆

时针）减小数值。对于大数量范围参数，可以用先按住 
[INC/YES] 键然后同时按 [DEC/NO] 键的方法以 10 为
单位增加数值。若要以 10为单位减小，方法则相反： 

按住 [DEC/NO]按钮的同时按 [INC/YES]按钮。

上述各模式有各种画面、功能及参数。如果要浏览这些

画面并选择所需功能，请使用 [F1]到 [F6]按钮和 [SF1]
到 [SF6]按钮。选择模式时，相应的画面或菜单会直接
出现在画面底部的按钮上方（如下图所示）。

依照当前选择模式，使用 [F1]  –  [F6]键最多可以调出  
6种功能。请注意可选功能会因所选模式而异。
依照当前选择模式，使用 [SF1]  –   [SF6]键最多可以调出   
6种功能（子功能）。请注意可选功能会因所选模式而
异。（有些画面中，这些按钮可能不带子功能。）

移动光标

改变或编辑参数值

增大减小

以 1为单
位增大

以 1为单
位减小

功能及子功能

这些功能可以通过对应按钮    
([F1] 

 
–

 
 [F6]) 来选择。

这些功能可以通过对应按钮
([SF1] – [SF6])来选择。
DTX900 使用说明书 13



基本操作  
为了尽可能使 DTX900的操作更完美流畅，所有功能和
操作已经被编组到了“模式”中。若要进入所需的模

式，请按相应的模式按钮。

各模式的功能如下所示：

在各模式中用数据轮、 [INC/YES]按钮和 [DEC/NO]按
钮可以调整或设定各种参数。当在这些模式中改变了

参数值时， [E]（编辑指示）会出现在 LCD显示屏左上
角。表明当前程序（鼓组音色等）已经被更改，但是

还没有保存。如果您要存储编辑后的状态或声音，在选

择另一个程序之前，务必按 [ENTER/STORE]按钮将当
前程序储存到内置用户内存中。

对于拥有大范围数值的参数，您也可以使用 LCD 显示
屏下方的按钮，将它们当作数字键直接键入数值。当光

标位于此类参数位置时， [NUM]图标将出现在 LCD显
示屏的右下角。当在此状态下按 [SF6] NUM按钮时， 

如下所示，每个数位 ( 1  –  9, 0 )分配到 [SF1]  –  [SF5]和  
[F1] 

 
–

 
 [F5]按钮，使用这些按钮可直接输入数值。

完成数字输入后，按 [ENTER/ST ORE]按钮确定输入的
数字。

请注意，按 [F6] CURSOR 按钮可以将光标加亮显示区 

域移动到当前编辑的数字处，然后用光标 [ N ] 和 [ M ]按
钮在数字之间移动。当您只想更改特定数位时，此方法

比较有用。再次按 [F6]按钮，光标将消失。

模式

模式 功能 页码

鼓组音色 选择 /编辑鼓组音色。 78

嚓嚓声
设定嚓嚓声（节拍器）相关参数并指定   
Groo

 
v

 
e Chec

 
k功能。 

104

文件 管理文件及目录（文件夹）。 112

乐链 编程乐链音序。 132

乐曲 选择 /录制乐曲。 98

触发器 选择 /编辑触发器设置。 108

工具 设定系统相关参数。 124

采样 录制音频信号以创建用户音色。 135

编辑指示

如果编辑指示出现 ...

直接输入一个数字

数字键
14 DTX900使用说明书



基本操作 
如下所示，您可通过重复两个操作设定名称－使用光  

标键移动光标到需要的位置，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 
YES]按钮和 [DEC/NO]按钮选择字符来设定名称。 

■ 使用字符列表
如果觉得按上面的方法选择所需字符比较困难，还可

以采用下列方法－直接从列表中选择字符。

输入字符（命名等）

将光标移动到名称中的所需位置

选择光标所在位置处的字符

当光标已位于名称处时，该 [LIST]图标出现，按住
[SF6]按钮就可以调出字符列表画面。放开 [SF6] 按钮
即可返回原始画面。

按住 [SF6] 按钮执行以下操作。

将光标移动到需要的位置。

选择名称中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
DTX900 使用说明书 15



设置
  

连接鼓垫

参照下图，将输出电缆从各鼓垫连接到 DTX900后面板上的各触发器输入插孔。所有触发器输入插孔都带有标签 

（ 1  SNARE等），因此务必将各鼓垫连接至相应的触发器输入插孔。 

■

 

DTX900

 

K

重要事项

您需要根据您正在使用的鼓组类型 （标准组 /特殊组 /声学鼓等）改变 DTX900的触发器设定。如果设定不正确，则可
能会出现问题，如声音不正确或鼓垫之间的音量平衡不正确。有关选择正确设定的方法，请参见第 22页上的“选择触
发器设置”章节。 

• 为了防止触电和设备损坏，在连接 DTX900的输入和输出插孔前，请务必关闭 DTX900以及所有相关设备的电源。

PCY135

DTX900
PCY155

PCY135

KP125W
XP120SD

RHH135

XP100T XP100T

XP100T

安装模块支架
使用模块支架固定螺钉将附带的模块支
架安装到 DTX900上。 
*务必使用产品附带的螺钉。

连接至 1 SNARE

连接至 J KICK / K

连接至 2 T OM1 连接至 3 T OM2

连接至 4 T OM3

连接至 HI-HA T    
CONTR

 
OL

连接至 9 HI-HA T

连接至 7 CRASH

连接至 6 RIDE 

DTX900

模块支架（附带）

模块支架固定螺钉  x 4  
（附带） 

* 首先将 RHH135的 [P AD]输出插孔
连接到 DTX900上的 9   HI-HA T插  
孔，然后将 RHH135的   
[HI-HA

 
TCONTR

 
OL]输出插孔连接  

到 DTX900上的 HI-HA T CONTR OL  
插孔。 

* 标准鼓组中未附带脚踏板。

注 

• 图中所示的鼓垫型号为制作本使用说明书时的标准鼓组 /特
殊鼓组中所附带的。请记住，标准鼓组或特殊鼓组的型号名

称可能与图中所示的有所不同。有关 Y amaha鼓垫的最新 
信息，请访问下列网站。 

http://www
 

.y
 

amaha.co
 

.jp/english/product/dr
 

ums/ed/

连接至    
8

 
CRASH2
16 DTX900使用说明书



设置 
■ DTX950K

■ 在声学鼓上的安装
如果在声学鼓组上安装了选购的鼓触发器组（如 Y amaha DT20鼓触发器），且触发器正确连接到了 DTX900的输
入插孔，则可从声学鼓组上演奏 DTX900。

PCY135

PCY135

DTX900

PCY155

KP125W

XP120SD

RHH135

XP100T XP100T

XP120T

XP120T

安装模块支架
使用模块支架固定螺钉将附带的模块
支架安装到 DTX900 上。 
*务必使用产品附带的螺钉。 

DTX900

模块支架（附带）

模块支架固定螺钉  x 4  
（附带）

连接至 1 SNARE
连接至 J KICK/ K 

*特殊鼓组中未附带脚踏板。

连接至 9 HI-HA T

连接至 HI-HA T    
CONTR

 
OL

连接至 7   
CRASH1

连接至 2 T OM1 连接至 3 T OM2

连接至 5 T OM4

连接至  
4

 
T

 
OM3

连接至 6 RIDE

连接至 8 CRASH2 

* 首先将 RHH135 的 [P AD]输出
插孔连接到 DTX900上的 9 HI- 
HA

 
T插孔，然后将 RHH135 的 

[HI-HA
 

TCONTR
 

OL] 输出插孔
连接到 DTX900 上的 HI-HA T 
CONTR

 
OL插孔。
DTX900 使用说明书 17    



设置  
安装电源 

1务必将本乐器的 F（待机 /开机）开关设定为  
ST

 
ANDBY ( )。 

2将附带的 A C电源适配器的  DC插头连接到后 

面板上的 DC  IN（直流输入）插孔。为了防止 
电源线被意外断开，请将电源线绕在线缆夹

上，然后进行固定。 

3将电源线的另一端连接至  A C插座。

打开电源开关

在完成所有必要连接（触发器、音频、 MIDI）后，调
低 DTX900和其它音频设备的音量。
按 DTX900后面板上的 F（待机 /开机）开关打开电

源开关 ( )，然后打开放大器的电源。 

■ 连接混音器或其它 MIDI设备
务必将所有音量设定调整到最小。按照先 MIDI主控设
备（控制器）、然后 MIDI从设备（接收设备）、最后
音频设备（调音台、放大器、扬声器等）的次序打开 

所有连接的设备。 

• 当将电源线绕在线缆夹上时，请勿以过大的角度弯折
电源适配器的电源线。否则可能会损坏或切断电源线
并造成火灾。 

• 只能使用附带的电源适配器或 Y amaha推荐的相当产
品。使用任何其它适配器可能会造成不正常运行或设
备损坏。 

• 只能使用 DTX900所规定的额定电压。 

• 即使乐器的电源已经关闭，也会有最小的电流通向乐
器。长时间不使用 DTX900时，请务必从壁式 A C插
座上拔下 A C电源适配器。

注 

• 关闭电源时，请先调低各音频设备的音量，然后颠倒打开电源时的顺序关闭
各设备的电源（先关闭音频设备，然后关闭 MIDI设备）。

1 DTX900 
（传输设备） 2   MIDI 从机 

3外接音频设备
（调音台→放大器）
18 DTX900使用说明书



设置 
连接扬声器或耳机

由于 DTX900没有内置扬声器，您需要连接外接音频系
统或立体声耳机才可以正确监听。 

■

 

OUTPUT L/MONO, R插孔（标准单声道耳
机）

这些插孔可将 DTX900连接至外接放大器 /扬声器系统
并产生饱满而洪亮的声音。 

• 当连接至带有单声道输入端的设备时，请使用 
DTX900的 OUTPUT L/MONO插孔。 

■

 

PHONES插孔（标准立体声耳机插孔）
耳机的整体音量由 PHONES滑杆调节。

连接外接音频设备

当将您的演奏录制到 DTX900鼓组或将其声音发送到
调音台时，请如下所示连接设备：

无论是否连接了耳机， OUTPUT（ L/MONO和 R）和 
INDIVIDUAL OUTPUT（ 1到 6）插孔都会产生线路电
平音频信号。这些插孔为单声道耳机型插孔。若要通过

这些插孔进行音频连接，请在 DTX900上使用带有单声
道耳机插头的电缆，并在其它设备上使用正确的插头。

立体声输出请同时使用 2个 OUTPUT插孔（ L/MONO
和 R）。如果其它设备带有单声道输入端，请只使用 
L/MONO插孔。 

DIGITAL OUTPUT 接口可连接外接音频设备上的同轴
数字输入端 (S/P DIF)。此接口以数字形式输出与 
OUTPUT L/MONO和 R插孔输出的相同的立体声音频
信号。

可通过与 PHONES插孔相连的耳机同时监听输入至 
AUX IN/SAMPLING IN插孔的外部音频信号以及 
DTX900 的声音，并可进行录音以制作新的用户音色。
如有必要，您可用后面板上的 [GAIN]旋钮调节输入信
号的增益。 

• 无论何时进行连接，请确保所使用的电缆的插头与设备上的插孔类型相
对应。 

• 请勿在高音量的状态下长期使用 DTX900，否则您的听
力将受损。否则可能会造成听力损伤。

耳机 DTX系列的监听系统 
MS100DR, MS50DR等 

OUTPUT L/MONO, R PHONES

注 

• 将一副耳机连接到 PHONES插孔以监听立体声输出（与 OUTPUT插孔的
输出相同）。无法从与 PHONES插孔相连的耳机听到从 INDIVIDUAL 
OUTPUT 插孔输出的声音。 

• 视相连设备而定，您可能需要在工具模式中改变参数设定。详细说明，请参
见第 128页。

INDIVIDUAL 
OUTPUT

DIGITAL OUT

DIGITAL IN

AUX OUT
LINE OUT

AUX IN

O1V96

SOLO SOLO

ON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SOL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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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LO

ON

SOLO

ONON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PEAK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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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连接外接 MIDI设备
使用标准 MIDI电缆（另售），您可连接外接 MIDI设备并在 DTX900上进行控制。
此种连接可通过演奏 DTX900或播放 DTX900的乐曲来使外接 MIDI音源（合成器、音源模块等）发声。此外，可
使用外接音序器驱动 DTX900的音源。此外， DTX900的 MIDI功能更扩大了其演奏范围以及录音能力。 

■ 控制外接音源或合成器
用 MIDI电缆将 DTX900的 MIDI OUT接口连接到外接 MIDI设备的 MIDI IN接口。 

■ 从外接 MIDI键盘或合成器进行控制
用 MIDI电缆将 DTX900的 MIDI IN接口连接到外接 MIDI设备的 MIDI OUT接口。

注 

•

 

DTX900的任一 MIDI接口和 USB接口都可以用来发送 /接收 MIDI数据。但是它们不能同时使用。使用下列操作可选择哪
个接口在工具模式下用作 MIDI数据传输：  [UTILITY] →  [F5] MIDI →  [SF3] OTHER →  MIDI IN/OUT

DTX900

MIDI 设备 

MIDI IN 接口 MIDI OUT 接口   
MIDI电缆

DTX900

MIDI设备 

MIDI OUT接口 MIDI IN 接口   
MIDI电缆

与外部 MIDI乐器同步 （主机和从机）
本设备的乐曲可以与外接 MIDI音序器同步播放，为此，一个设备必须设定为内部时钟操作，另一个（以及所 
有其它要被控制的设备）设定为外部时钟。设定为内部时钟的设备起到一个参照作用，供其他所连接设备参考，
因此被称为“主控”设备。设定为外部时钟的连接设备称为“从机”。以上连接示例中，将外接 MIDI音序器 
的播放数据录制到 DTX900的乐曲时，请务必在工具模式中使用下列操作设定 MIDI同步参数以匹配外部时钟。
20 DTX900使用说明书



设置 
连接 USB存储设备
将 USB存储设备连接到本乐器后面板上的 USB T O DEVICE接口。

本乐器配有一个内置 USB TO DEVICE接口。当将 USB  
设备连接至此接口时，请务必小心使用 USB 设备。使
用时请遵循下述重要注意事项。 

■ 兼容的 USB设备 

USB存储设备（闪存、硬盘驱动器等）

本乐器不一定支持市场上出售的所有 USB设备。  
Y

 
amaha并不保证能够正常使用您所购买的 USB设备。
在购买 USB设备用于本乐器之前，请咨询 Yamaha经 
销商或授权 Y amaha分销商（参见本说明书末尾的清 
单），也可访问下列网页： 

http://www

 

.yamaha.co.jp/english/product/drums/ed/

 

■ 连接 USB设备
将 USB设备连接到 [USB  TO DEVICE]接口时，确保设  

备上的接口适用且连接方向正确。

虽然本乐器支持 USB1.1标准，但可以在本乐器上连接
使用 USB2.0的存储设备。不过，传输速率依然是  
USB1.1的。

将本乐器连接到 USB存储设备后，您可以将创建的数 

据保存到相连的设备上，也可以从相连设备读取数据。 

■ 格式化 USB存储媒体
当 USB 存储设备连接到乐器上，或插入了媒体时，屏
幕上会出现讯息，提示格式化设备 /媒体。此时，请执
行格式化操作（第 123页）。 

■ 保护数据（写保护）
为防止重要的数据被误删除，请使用由存储设备或媒

体提供的写保护功能。当向 USB存储设备保存数据的 

时候，确定已停用了写保护。 

■ 连接 /拔下 USB存储设备
从设备上拔下媒体前，确保乐器不在访问数据（例如 

保存、载入和删除等操作）。

USB闪存 或 

USB T

 

O DEVICE

 

 

 

 
接口

连接到 USB 存储设备
（硬盘驱动器等） 

USB 存储设备 

DTX900

使用 USB T O DEVICE接口时的注意事项

注 

• 有关使用 USB 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USB 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注 

• 不能使用其它 USB 设备，如电脑键盘、鼠标等。

使用 USB存储设备

注 

• 虽然本乐器可读取 CD-R/RW驱动器上的数据，但不能保存数据到 CD-R/ 
RW驱动器。 

• 格式化操作将覆盖以前存在的任何数据。确保要格式化的存储媒体不含
重要数据。 

• 避免频繁打开 /关闭 USB存储设备的电源或连接 /断开设备。否则可能会
造成本设备“死机”或故障。当本乐器在存取数据（如保存、删除、载

入和格式化操作过程中）时，切勿拔下 USB设备，切勿从设备上移去媒
体，切勿关闭任意设备的电源。这样做会造成二者中数据的损毁，或设

备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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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选择触发器设置

触发器设置包含与触发器输入信号相关的各种设定，而这些触发器输入信号接收自与触发器输入插孔相连的鼓垫

或鼓触发器（ Y amaha DT20等）。这些设定可最优化 DTX900的操作并响应这些信号。
从 DTX900的预编程触发器设置中选择用于您的鼓组的合适触发器设置。使用下述操作选择您想要使用的触发器设
置。 

1按 [TRIGGER]按钮进入触发器模式。
出现触发器选择画面。 

1 触发器设置编号

表示当前触发器设置编号。 

B 触发器输入电平指示器

一旦敲击鼓垫，将在与您所敲击的鼓垫相连的触发

器输入插孔所对应的编号上方以柱状图形式显示触

发器输入电平。 

C

 

[SF6]输入锁定
按此按钮可打开或关闭输入锁定（“ L”指示显示在
显示屏右角）。通常，可敲击相应鼓垫来确定要编辑

的触发器输入插孔或触发器输入源。即使您敲击一

个鼓垫，如果您想要保持该鼓垫，请按此按钮打开

输入锁定（“ L”指示）。 

2使用数据轮、 [INC/YES]按钮或 [DEC/NO] 按 
钮选择所需的触发器设置编号。

有关各触发器设置的信息，请参见第 23页上的触发
器设置列表。

如果您想要在每次打开 DTX900的电源时调用特定触发 

器设置（即，您在上述操作中作的选择），请遵照下列

说明。 

1按 [UTILITY]按钮进入工具模式。 

2按 [F1]  GENERAL 按钮，然后按 [SF4] START  
UP按钮调用启动画面。 

1

 

T

 

riggerNo（触发器设置编号）
表示打开 DTX900电源时调用的触发器设置编号。 

3将光标移至触发器设置编号处，然后使用数据
轮、  [INC/YES]按钮或 [DEC/NO]按钮选择想
要的编号。

有关各触发器设置的信息，请参见第 23页上的触发
器设置列表。 

4按 [ENTER/ST ORE]按钮存储设定。

选择触发器设置

设定 PRE: 01  –  PRE: 0 9 , USR: 01  –  USR: 05

21

3

设定打开电源时调用的默认触发器设置

注 

• 您可通过编辑各参数来创建您原创的触发器设置。详细说明，请参见 

第 108页。 

• 出厂设定操作过程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会出现“ Please 
k

 
eep po

 
w

 
er on⋯”（请保持电源的开启）讯息。当屏幕上显示此讯  

息 （当数据正写入闪存  R OM）时，切勿试图关闭电源。在此状态 

下关闭电源将导致所有用户数据丢失，并可能造成系统死机（由于
闪存  R OM中的数据损坏）。这样可能会造成本乐器无法正常启动， 

甚至再次打开电源也依然不能正常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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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 触发器设置列表   

*在默认设定中，  DTX950/900k 选择的是“ PRE: 01 XP  Wide”。

本乐器用户内存（第 76页）的原始出厂设定能够以如下
方式恢复。对于每个模式，您可设定是否初始化用户内存

数据。 

1按 [UTILITY]按钮进入工具模式。 

2按 [F6] F ACTSET按钮调用出厂设定画面。 

1 复选框

如果您在画面中的模式名称中输入一个勾选标记

（在下文中的步骤 3 中），执行出厂设定会将相应模
式的用户内存数据或设定重新设定到初始出厂设

定。对于不带勾选标记的模式，即使执行出厂设定，

用户内存数据或设定也将保留下来。 

3 将光标移到所需模式的复选框中，然后使用数
据轮、 [INC/YES]按钮或 [DEC/NO]按钮输入
或移除勾选标记。 

4 按 [ENTER/ST ORE]按钮。
画面将提示您进行确认。

按 [DEC/NO]按钮或 [EXIT]按钮取消操作。 

5 按 [INC/YES]按钮执行出厂设定操作。
出厂设定完成后，出现“ Completed”讯息，然后显
示回到原始画面。

编号 名称 描述 

PRE: 01

 

X

 

P Wide 用于 DTX950K/   
900K

宽动态范围。此设定用于最大表现控制，可在较宽的动态范围中表现演奏
的细微之处。 

PRE: 02
 

X
 

P Nor
 

mal 标准设定 

PRE: 03

 

SP Wide
用于  
DTXTREME III 

 
 

特殊鼓组

宽动态范围。此设定用于最大表现控制，可在较宽的动态范围中表现演奏
的细微之处。 

PRE: 04
 

SP Nor
 

mal 标准设定 

PRE: 05

 

SP Narro

 

w 受控制的动态范围提供稳定的触发器检测。此设定用于降低音量波动，产
生更顺畅、更统一的声音。 

PRE: 06

 

STD Wide
用于  
DTXTREME III 

 
 

标准鼓组

宽动态范围。此设定用于最大表现控制，可在较宽的动态范围中表现演奏
的细微之处。 

PRE: 07
 

STD Nor
 

mal 标准设定 

PRE: 08

 

STD Narro

 

w 受控制的动态范围提供稳定的触发器检测。此设定用于降低音量波动，产
生更顺畅、更统一的声音。 

PRE: 09
 

DT10/
 

20
 

— 用于应用到原声鼓的 DT10/20 鼓音触发器系统。 
USR: 01 

 
–

 
 05

 
User T

 
ri

 
gger

 
— 可创建自定义触发器设置。

将用户内存重新设定到初始出厂设定 

• 当恢复出厂设定时，您在各模式中创建的所有数据都将被删除。请确认
不会覆盖任何重要数据。执行本操作之前请务必将所有重要数据都保存

到 USB 存储设备中（第 114 页）。

1

 

• 出厂设定操作过程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会出现 

“ Ex ecuting...”（正在执行 ...）或 “ Please k eep po w er on...” 
（请保持电源的开启）讯息。当屏幕上显示此讯息（当数据正写入闪

存  R O M）时，切勿试图关闭电源。在此状态下关闭电源将导致所有用 
户数据丢失，并可能造成系统死机 （由于闪存   R OM中的数据损 

坏）。这就意味着本乐器可能无法正常启动，即便下次打开电源时也
无法正常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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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连接电脑

虽然 DTX900本身已经功能非常强大且功能繁多，但与电脑相连（通过 USB）后，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此功
能可让您在 DTX900和电脑之间传输 MIDI数据。在本章节中，您将了解进行连接的方法。 

1可从本公司的以下网站下载  USB-MIDI驱动程
序： 

http://www

 

.global.yamaha.com/download/usb_midi/

 

2在电脑上安装已下载的  USB-MIDI驱动程序。
有关安装的说明，请参见下载的文件包中附带的在

线安装指南。当在安装步骤中将 DTX900 连接至电
脑时，请将 USB 电缆连接至 DTX900 的 USB TO 
HOST接口和电脑的 USB接口，如下所示。 

3请务必启用  DTX900的 USB TO HOST接口。
按 [UTILITY]按钮进入工具模式，接着按 [F5]  MIDI 
按钮，然后按 [SF3] OTHER按钮。 

4使用  [DEC/NO]按钮、 [INC/YES]按钮或数据 

轮将  MIDI IN/OUT参数设定为“ USB”。 

5按 [ENTER/ST ORE]按钮存储此设定。  

■ 使用 USB T O HOST接口时的注意事项
将电脑连接至 USB TO HOST接口时，请务必遵循  

以下要点。否则会有电脑死机和数据损坏或丢失的

危险。如果电脑或本乐器死机，请重新启动应用软
件或电脑操作系统，或重新启动本乐器。

注 

• 由于 DTX900没有内置扬声器，您需要连接外接音频系统或立体声耳机才可
以正确监听。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9页。

注 

• 在以上网站上也可找到有关操作系统要求的信息。

注 

•

 

USB-MIDI驱动程序如有修改和更新，恕不另行通知。请务必在上述网
站查看和下载最新版本。

USB 接口 

USB T

 

O HOST接口   

USB电缆 

DTX900的后面板 

• 使用不超过 3米的 AB型 USB 电缆。 

• 将电脑连接到 USB T O HOST接口之前，请退出任何电脑节能模式  
（如暂停、睡眠、待机）。 

• 打开本乐器的电源之前，请将电脑连接到 USB T O HOST接口。 

• 在打开或关闭本乐器的电源，或者从 USB T O HOST接口上插拔  
USB 线缆之前，请执行下列操作。 

• 关闭电脑上任何打开的应用软件。 

• 确保乐器没有数据传输出来。（只有敲击鼓垫或播放乐曲时才有
数据传送出来。） 

• 当 USB设备连接到本乐器时，在以下操作步骤之间，您必须等待  
6秒钟以上时间：  (1)关闭本乐器电源，然后再次打开，或  (2)交替  
连接 /断开 USB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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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设定 Cubase 遥控
使用这个特殊功能， DTX900 可用作 Cubase 的遥控器。例如，您可操作 Cubase 传送、打开或关闭节拍器、从本乐
器的前面板控制各种其它功能、极大提高了音乐制作工作的效率。 

■ 电脑设定
初次设定 Cubase 遥控时，请完成下列步骤设定您的电
脑。 

1从以下网页下载  DTX900 Extension 的最新版
本。

将压缩文件保存在方便的位置并将其解压缩。 

http://www.yamaha.co.jp/english/product/drums/ed

 

2执行解压缩后的  DTX900 Extension 执行所需
安装步骤。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下载的数据

包中附带的使用说明书。  

■

 

DTX900 设定
若要使用 Cubase 遥控功能，必须在 DTX900 上执行下
列步骤。 
1确认 DTX900 的 USB TO HOST 接口已启用。
按 [UTILITY]按钮进入工具模式，然后按 [F5] MIDI
按钮，接着按 [SF3] OTHER 按钮。详细说明，请参
见第 131 页。 

2用 [DEC/NO]按钮、 [INC/YES]按钮或数据轮将  
MIDI IN/OUT 参数设定为“ USB”。 

3确认已正确将  DTX900 连接到电脑，然后启用 
Cubase。
有关连接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24 页。 

4在按住 [CHAIN]按钮的同时按 [SAMPLING]按
钮。

将显示“ Cubase Remote ”以确认该功能已启用。 

5若要关闭 Cubase 遥控模式，再次在按住  
[CHAIN]按钮的同时按  [SAMPLING] 按钮。 

■

 

Cubase 遥控模式中的按钮功能 

* 可将任何 Cubase 遥控功能分配到按钮上。

注 

• 确认在电脑上安装了最新的 USB MIDI 驱动程序（参见第 24 页）。 
• 在以上网页上也提供了系统要求信息。 
• DTX900 Extension 可能会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改版和更新。在安装
前，请访问以上网页确认最新相关信息，并确认您的版本是最新的。

按钮 操作 
[

 
p

 
] 将传送返回到乐曲的开头 (TOP)。 

[
 

r
 

] 快退传送 (REW)。 
[

 
f

 
] 快进传送 (FF)。 

[REC] 开始录音。 
[

 
>/■ ] 开始和停止播放。 
[CLICK ON/OFF] 打开和关闭喳喳声音轨。 

[ ] 打开和关闭当前所选音轨的独奏取
消。 

[F1] 量化 *
[F2] 撤消 *
[F3] 放大 *
[F4] 缩小 *
[F5] 放大所选音轨 *
[F6] 缩小所选音轨 *
[SF1] 未分配 *
[SF2] 未分配 *
[SF3] 未分配 *
[SF4] 未分配 *
[SF5] 未分配 *
[SF6] 未分配 *
[-1/DEC], [+1/INC] 将投影光标移动 1 格。 

[INC/YES] 将当前所选 VST 乐器的程序编号
减小 1。 

[DEC/NO] 将当前所选 VST 乐器的程序编号
增大 1。 

[ ] 选择前一个音轨。 
[ ] 选择后一个音轨。 
[ ] 选择前一个音轨。 
[ ] 选择后一个音轨。 
[CHAIN]+[SAMPLING] 打开和关闭 Cubase 遥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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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用电脑制作乐曲 

■ 设定 DTX900
在 DTX900 上，您需要将 Local Control 参数设定为 

“ off”以避免发生“双重”声音。
当在电脑上的 D AW/ 音序软件中将 MIDI Thru 设定为 

“ on”时，您在 DTX900上弹奏的音符事件将被传送到
电脑，然后返回到 DTX900，产生一种“双重”声音，
其原因是音源模块直接接收来自键盘和电脑两方面的

演奏数据（ MIDI 数据）。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您需要将键盘模块与 DTX900的音源模块分离。这也就
是必须将本地控制设定为“ off”的原因。 

1按 [UTILITY]按钮进入工具模式，接着按  [F5]
MIDI按钮，然后按 [SF1] SWITCH按钮。 

2将光标移动到“ LocalCtrl”处，然后将此参数
设定为“ off”。 

3按 [ENTER/ST ORE]按钮存储此设定。 

■ 设定电脑上的 D AW软件 
1在 D AW上将 MIDI Thru设定为“  on”。
将 MIDI Thru设定为“ on”后，敲击鼓垫产生并传 

送到电脑的 MIDI数据将返回到 DTX900。如以下示
例所示，从 DTX900传来然后通过 MIDI 通道 1 录
制到电脑的 MIDI 数据，将根据录音音轨的设定通
过 MIDI通道 3从电脑返回到 DTX900。因此，  
DTX900的音源将敲击鼓垫产生的 MIDI数据作为通
道 3的 MIDI数据发声。

以下说明为如何将 DTX900用作 MIDI音源的方法。此
时，实际 MIDI 音序数据从电脑上的 DAW或音序器上
发送。 

■ 设定电脑上的 D AW软件 
1设定  DTX900上的  MIDI端口。 

2停止  MIDI文件的播放。

将您在 DTX900上的演奏录制到电脑中

注 

• 缩写 DAW（数字音频工作站）指的是用于录音、编辑和混合音频及 MIDI数
据的音乐软件（如 Cubase）。

注 

• 详细说明，请参见您所使用的 DAW软件的说明书。

将 DTX900用作音源在电脑上播放乐曲

USB TO HOST接口

音源单元
（识别 MIDI
通道 3 的数据）

键盘（通过 
MIDI通道 1
输出） 

Local Control = off

 

IN

 

CH1

 

OUT

  

CH3

电脑（ Cubase等） MIDI Through  = on 

DTX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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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调节声音和显示屏的对比度

您可调节 DTX900声音的整体音量。使用 MASTER滑杆可调节从 OUTPUT L/MONO和 R插孔输出的立体声混音 

输出音量。使用 PHONES 滑杆可调节 PHONES 插孔的立体声混音输出音量。其独立于 MASTER滑杆设定。有关
所有滑杆以及 PHONES和 MASTER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31页。

如果看不见显示屏内容，请使用后面板上的对比度控制器调节到最佳可见度。

使用 MASTER滑杆 / 
PHONES滑杆调节总音量

用对比度控制器调节显示
屏对比度。 

DTX900

注 

• 请注意， LCD显示屏不是触摸屏。请勿直接或用力碰触及按压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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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指南

如何演奏鼓垫
  

小鼓 /桶鼓 踩镲

如同声学小鼓一样，您可采用下列 3种不同方式敲击
鼓垫（例如，如下图所示的 XP120SD）。请注意，下
图所示的 XP120SD示例分成 3部分。

敲击鼓面
敲击鼓垫的当中主  

要部分可产生敲击  

鼓面声音。

敲击鼓圈（开）
敲击靠您身体最近  

的鼓圈可产生敲击  

鼓圈（开）声音。

敲击鼓圈（关）
敲击离您身体最远的鼓圈可产生敲击鼓圈（关）声 

音。

如同踩镲一样，您可按照下图所示的方法与踩镲控制

器（ HH65等）一样演奏钹垫（如下图所示的  
RHH135）。请注意，下图所示的 RHH135示例分成 2
部分。

开 /关
除了踩踩镲控制器获取的脚踩闭音以外，您还可更用

力踩住控制器（在关闭条件下）以获取“更紧”的踩

镲闭音。

敲击镲身
敲击鼓垫的镲身部分（镲身

位于镲帽和镲边之间）可 

产生敲击镲身的声音。

敲击镲边
敲击镲垫的外侧边缘可产生敲 

击镲边声音。

踩镲水镲
踩下踩镲控制器然后立即放开可产生踩镲水镲声音。

敲击鼓圈（关）
（边圈 2）

敲击鼓面
（主垫）

敲击鼓圈（开）（边圈 1） 敲击镲身

敲击镲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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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演奏鼓垫

快速指南 
击钹

如同声学击钹一样，您可按照下图所示的方法演奏钹  

垫 （如下图所示的 PCY155）。请注意，下图所示的  
PCY155示例分成 3部分。

敲击镲身
敲击镲垫的镲身部分（镲身位于镲帽和镲边之间）可 

产生敲击镲身的声音。

敲击镲边
敲击外侧边缘可产生敲击镲边的声音。

敲击镲帽
敲击镲帽可产生敲击镲帽的声音。

休止
敲击镲垫后立即抓住镲边可使声音停止。

静音
握住镲边敲击钹垫可产生静音效果。

敲击镲帽（边圈 2）

敲击镲身

敲击镲边（边圈 1）
注 

• 视分配到镲边部分的音色而定，声音可能无法立即停止。
DTX900 使用说明书 29



快速指南  
演奏 DTX900

既然 DTX900已经正确连接完毕，让我们来一起享受音乐的乐趣吧！

敲击鼓打击垫

敲击打击垫的同时，移动面板上的 MASTER滑
杆或 PHONES滑杆将整体音量提高到合适的水
平。

选择鼓组音色

“鼓组音色”指的是当您敲击打击垫时，发出的一系列鼓声（或音色）。试着选择一些鼓组音色，然后欣赏可用的

各种声音和鼓声设置。 
1按 [DR UM KIT]按钮进入鼓组选择画面。
如果出现其它画面，请按 [F1] PLA Y按钮调用鼓组音色选择画面。 

1 鼓组音色编号

显示当前鼓组音色库、编号及其名称。 PRE: 01  –  PRE: 50为预设鼓组， USR：   
01 – USR: 50为存储在内置闪存  ROM中的用户鼓组音色，而 EXT-A: 01 – EXT-       
P: 99为存储在与 USB TO DEVICE接口相连的外接 USB存储设备中的用户鼓 

组音色。 

B 鼓组音色图标

显示当前鼓组音色的音乐种类。   
C

 
SF1 V

 
AR

当旁通关闭（ BYP ASS 指示以白色字体显示在黑色   中）时，变奏效   

果将应用到鼓组音色的声音中。当旁通打开（ BYP ASS指示以黑色字体显示在
白色   中）时，变奏效果将不应用到鼓组音色的声音中。 

D

 

SF2 REVERB
当旁通关闭（ BYP ASS 指示以白色字体显示在黑色   中）时，混响效   

果将应用到鼓组音色的声音中。当旁通打开（ BYP ASS指示以黑色字体显示在
白色   中）时，混响效果将不应用到鼓组音色的声音中。 

E

 

SF3 CHOR

 

US

当旁通关闭（ BYP ASS 指示以白色字体显示在黑色   中）时，叠奏效   

果将应用到鼓组音色的声音中。当旁通打开（ BYP ASS指示以黑色字体显示在
白色    中）时，叠奏效果将不应用到鼓组音色的声音中。 

F

 

[SF4] 

    
<<<<<<<<

 

 BANK

 

G

 

[SF5] B

 

ANK 

    

>>>>>>>>
使用这些按钮可改变鼓组音色库。 (PRE, USR, EXT-A, EXT-B ⋯  EXT-P) 

2使用 [INC/YES]按钮、 [DEC/NO]按钮或数据轮选择需要的鼓组音色。
尝试不同的鼓组音色，并选出您喜欢的一种鼓组音色。

注 

• 请注意，本使用说明书中的示例画
面仅用作讲解之目的，与您乐器上

的可能略有不同。

2

3 4

1

6 75

注 

• 在初始默认设定中， LED 显示屏中
也显示鼓组音色编号。 

• 某些预设鼓组音色带有敲击相应打
击垫将开始播放的鼓垫乐曲和鼓循

环音色。 
• 可通过设定用 [F6] OTHER →   

[SF4] NAME（第 97页）调出的画 

面中显示的图标参数，来改变鼓组

音色图标。 
• 如果在新选择的音色组和前一个音
色组的同一个通道 10 MIDI 音符编 

号上分配了相同的音色，则当选择

了新鼓组音色时，相应鼓垫的音色

继续播放是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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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 DTX900

快速指南 
使用滑杆调节音量

您可使用前面板上的滑杆改变各打击垫的音量并调节爵士鼓的总体音量平衡。 

1

 

MASTER滑杆
用于调节从 OUTPUT L/MONO和 R插孔输出的立体声混音输出音量。 

B

 

PHONES滑杆
用于调节 PHONES插孔的立体声混音输出音量。其独立于 MASTER滑杆设定。 

C

 

CLICK滑杆
用于调整嚓嚓声的输出音量。 

D

 

A

 

CCOMP滑杆
用于调节乐曲中伴奏声部（不包括 MIDI通道 10）的输出音量。 

E

 

KICK滑杆
调节低音鼓的音量。您可通过设定用 [DR 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调出的 SliderSel参数，来改变调节音量的目标乐器或音色。 

F

 

SNARE滑杆
用于调节小鼓的音量。您可通过设定用 [DR 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调出的 SliderSel参数，来改变调节音量的目标乐器或音色。 

G

 

T

 

OM滑杆
用于调节桶鼓的音量。您可通过设定用 [DR 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调出的 SliderSel参数，来改变调节音量的目标乐器或音色。 

H

 

CYMB

 

AL滑杆
调节钹的音量。您可通过设定用 [DR 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 
调出的 SliderSel参数，来改变调节音量的目标乐器或音色。 

I

 

HI-HA

 

T滑杆
调节踩镲的音量。您可通过设定用 [DR 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       
调出的 SliderSel参数，来改变调节音量的目标乐器或音色。 

J

 

MISC滑杆
调节其它旋律或打击声音（不包括小鼓和低音鼓、桶鼓、踩镲以及击钹和点 
钹）的音量。您可通过设定用 [DR 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调 
出的 SliderSel参数，来改变调节音量的目标乐器或音色。

21 3 4 5 6 7 8 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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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指南  
在嚓嚓声的伴奏下进行演奏
试着在嚓嚓声（节拍器）的伴奏下演奏 DTX900。 DTX900配备有高性能节拍器，其带有各种设定，可创建复杂的旋律。

开始播放嚓嚓声（节拍器）

按 [CLICK ON/OFF]按钮开启嚓嚓声。当播放嚓嚓声或乐曲时，红色指示灯将在每个 

小节的第一拍点亮。其它拍子用绿灯显示。

再按一下 [CLICK ON/OFF]按钮停止嚓嚓声。
移动 CLICK滑杆可调节嚓嚓声的音量。

注 

• 用 [UTILITY] →  [F1] GENERAL →     
[SF5] OTHER调出画面，在该画面 

中将 LED显示参数设定为 

“ tempo”可使 LED 显示屏上显示
当前速度值。

速度值

设定嚓嚓声音量

第一拍（红灯）
其它拍子（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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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嚓嚓声的伴奏下进行演奏

快速指南 
改变嚓嚓声的速度和拍号（节拍） 

1按 [CLICK]按钮进入嚓嚓声模式。 

2如有必要，按  [F1] PLA Y按钮调出嚓嚓声播放画面。 

1

 

BEA

 

T（拍号）
显示嚓嚓声的拍号。可从下列数值中选择一个。 

B

 

TEMPO

显示嚓嚓声的速度值。您可在下列范围内设定数值。 

3用光标按钮将光标移至  TEMPO或 BEAT（拍号）处，然后使用  [INC/
YES]按钮、 [DEC/NO]按钮或数据轮设定数值。

设定  1/4  –  16/4, 1/8  –  16/8, 1/16  –  16/16

21

注 
• 当 MIDI Sync ([UTILITY] →  [F5]  

MIDI →  [SF2] SYNC →  MIDI  
Sync)设定为“ MIDI”，“ MIDI” 
将显示为 TEMPO数值，但是无法
设定数值。

设定  030  –  300

光标
设定数值移动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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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指南  
敲击速度
使用敲击速度功能，您可通过手动敲击打击垫的速度来设定乐曲或嚓嚓声的速度。这样您即可任意设定演奏或练习时的

速度。试听按钮也可代替敲击打击垫来设定速度。 

1按 [CLICK]按钮进入嚓嚓声模式。 

2按 [F3] T AP按钮调出敲击画面。 

1

 

TEMPO

显示速度值。 

3用您想要演奏的速度敲击打击垫 （或使用试听按钮）。
您可敲击任意打击垫。从您敲击打击垫的那一瞬间起开始检测速度，且速度显

示在 LED显示屏中，并在 LCD显示屏中显示为 TEMPO值。当在出厂初始默
认状态下执行敲击的几秒钟后， LED显示屏中的速度值将被替换为鼓组音色编
号。 

4按 [CLICK ON/OFF]按钮试听您最新设定的速度。
如果您在播放期间改变了速度，则速度值将被立即应用到乐曲播放和嚓嚓声播

放。

设定 030  –  300

1

注 

• 当在用 [UTILITY] →  [F2] PAD →   
[SF2] PADFUNC 调出的画面上将  
P

 
adFunc参数（第 126 页）设定 

为 “ tap tempo”时，即使显示任 

何嚓嚓声敲击画面以外的画面，该

画面中指定为源的打击垫可用于敲

击速度功能。 
• 当 MIDI Sync ([UTILITY] →  [F5]  

MIDI →  [SF2] SYNC →  MIDI  
Sync)设定为“ MIDI”，“ MIDI” 
将显示为 TEMPO 数值，但是无法
使用敲击速度功能。

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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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指南 
在乐曲伴奏下进行演奏 
DTX900带有各种类型的预设乐曲，这些乐曲可分成下列  3大类。

示范乐曲

这些乐曲用于演示  DTX900的高音质。

练习乐曲

这些乐曲用于帮助您练习各种音乐类型。

鼓垫乐曲（第 93页）
通过敲击打击垫可调出这些乐曲 （如在表演时）。

试着在这些乐曲中进行选择并在其伴奏下进行演奏－它们是帮助您熟悉和掌握打鼓技巧的有效工具。  DTX900可方便地
将乐曲的鼓声声部静音，在播放时只留下低音声部，这样您就可以亲自演奏鼓声声部了。

乐曲播放

选择 DTX900的一首预设乐曲并进行试听。预设乐曲包括键盘伴奏、铜管乐、其它音色以及鼓声。有关预设乐曲列
表，请参见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 

1按 [SONG]按钮进入乐曲模式。 

2如有必要，按  [F1] PLA Y按钮调出乐曲播放画面。 

1 乐曲编号

显示当前乐曲编号。

选择了一首预设乐曲后，乐曲编号的右侧将显示一个乐曲类别（“ Demo”、 
“ Practice”和“ PadSong”）。 

PRE: 预设乐曲 
USR: 用户乐曲 
EXT

 
: 在 USB存储设备的根目录中保存为标准 MIDI文件（ 0格式）的外部乐曲   

B 乐曲名称

表示当前乐曲的名称。

注 

• 请注意，本使用说明书中的示例画
面仅用作讲解之目的，与您乐器上

的可能略有不同。

设定 PRE: 01  –  PRE: 87, USR: 01  –  USR: 50, EXT : 01  –  EXT : 99

2

3

1

4

DTX900 使用说明书 35



在乐曲伴奏下进行演奏

快速指南  
C 鼓组音色

在显示屏上方显示当前乐曲指定的鼓组音色。当显示“ L”指示（按 [F6]  
KITLOCK按钮）时，无法改变鼓组音色。 

D

 

[F6] KITLOCK

按此按钮打开“ L”指示（鼓组音色锁定）。在此状态下，乐曲数据无法改变
当前鼓组音色。当关闭鼓组音色锁定时，鼓组音色编号将变为当前乐曲中指定

的编号： 
• 当选择了乐曲时。 
• 乐曲结束后将自动停止。 
• 当按 [ p ]按钮调出当前乐曲的开头时。

当打开鼓组音色锁定时，即使执行了上述操作之一，鼓组音色编号仍将保留。 

3将光标移至乐曲编号处，然后使用 [INC/YES]按钮、 [DEC/NO]按钮或数
据轮选择想要的乐曲。

改变乐曲可调出新乐曲指定的鼓组音色。当打开“ L”指示（鼓组音色锁定）
时，即使改变乐曲编号，当前鼓组音色仍将保留。   

4按 [    >>>> / ■ ]（播放 /停止）按钮开始播放所选乐曲。
乐曲播放期间，指示灯将点亮。 

5再按一下 [    >>>> / ■ ]（播放 /停止）按钮停止播放。
再按一下 [    >>>> / ■ ]（播放 /停止）按钮从停止位置重新开始播放。

若要从乐曲中途开始播放，可通过使用下列控制来设定想要的位置，然后按  
[

 
>

 
/

 

■

 
]（播放）按钮。这些操作也可在播放过程中执行。

从乐曲中途开始播放

前进 按 [ f ]（前进）按钮。

快进 按住 [ f ]（前进）按钮。

后退 按 [ r ]（后退）按钮。

快退 按住 [ r ]（后退）按钮。

移至乐曲开头 按 [ p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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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曲伴奏下进行演奏

快速指南 
在乐曲播放画面上，可通过以下操作改变乐曲播放位置。 

1

 

MEAS（小节）
表示乐曲的当前位置。 

1将光标移至  MEAS（小节）处。 

2使用  [INC/YES]、 [DEC/NO]按钮和数据轮在小节中前后移动。

您可设定乐曲重复播放（乐曲从头到底播放并重复播放）。选择了“ ”时，乐曲将

从头到底播放并自动停止。 

B 重播

快进 /后退

1

注 

• 当光标位于 MEAS处时， NUM图 
标会显示于与 [SF6] 按钮对应的菜
单中。此时，可通过按 [SF6] NUM 
按钮将 [SF1] – [SF5] 和 [F1] – [F5]    
按钮用作数字按钮。详细说明，请

参见第 14页。

重复播放

注 

•

 

[F1] PLAY画面上的乐曲重播设定 

是临时的，无法作为数据保留下 

来。如果您想要对乐曲数据应用重

播设定，请在通过 [SONG] →  [F2]  
JOB →  [SF1] SONG →“ 03: Song     
Name, Tempo, Repeat”调出的画  

面中设定 Repeat参数。 
• 预设乐曲和用户乐曲包括重播设 

定。这也是为什么当选择了某个预

设乐曲或用户乐曲时 [F1]  PLAY 画 
面上显示的重播设定会改变的原 

因。另一方面， USB存储设备上的 
SMF乐曲 ( EXT : 01 – 99)不包含重   

播设定。这也是为什么当选择了某

个 SMF 乐曲时 [F1] PLAY 画面上 

显示的重播设定保持不变的原因。

设定 （正常播放）
（重复播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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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曲伴奏下进行演奏

快速指南  
调节伴奏乐曲的音量

您可移动前面板上的 A CCOMP滑杆改变乐曲伴奏声部（不包括鼓声声部）的音量。使用 ACCOMP滑杆和 MASTER
滑杆（乐曲和打击垫的总音量）调节乐曲和鼓声声部之间的音量平衡。

改变乐曲的速度

您可按照下列操作改变当前乐曲的速度。 

1

 

TEMPO
表示当前速度。 

B

 

BEA

 

T（拍号）

表示嚓嚓声的拍号。 

1用光标按钮将光标移动到要进行编辑的位置。 

2使用 [INC/YES]、 [DEC/NO]按钮和数据轮设定数值。

调节总体音量 调节乐曲的伴奏声部

1
2

注 

• 在用 [UTILITY] →  [F1] GENERAL   
→  [SF5] OTHER调出的画面中设 

定 LED显示参数使 LED显示屏上 

显示速度值。 
• 每个预设乐曲包含原始速度设定。
当选择乐曲并按 [ p ] 按钮调出乐曲
开头时，将自动调出此速度值。 

• 如果您想要在改变预设乐曲的情况
下仍旧保留速度值，请在用  
[UTILITY] →  [F1] GENERAL →   
[SF5] OTHER调出的画面中将  
T

 
empo Link参数设定为“ off”。 

•
 

[F1] PLAY画面上的乐曲速度值是 

临时的，无法作为数据保留下来。 

如果您想要对乐曲数据应用速度 

值，请在通过 [SONG] →  [F2]  
JOB →  [SF1] SONG →“ 03: Song  
Name, Tempo, Repeat”调出的画  

面中设定 Tempo参数。

设定 030  –  300

设定 1/4  –  16/4, 1/8  –  16/8, 1/16  –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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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曲伴奏下进行演奏

快速指南 
乐曲声部静音设定

静音功能可单独打开 /关闭旋律（鼓声和打击音色）声部、低音声部和其它伴奏声部，或打开 /关闭所选音轨。例
如，您可将旋律部分静音并使用打击垫亲自演奏旋律，或者仅在低音声部伴奏进行演奏，也可在所有其它伴奏声部

启用以及真人贝司演奏者的伴奏下进行演奏。

查看与 [SF1] – [SF3] 按钮相对应的选项卡可确认静音状态。“ DR UM”、“ BASS”和“ OTHER”以黑色字符显示  

的声部名称表示相应声部被静音，而以白色字符显示的声部名称表示相应声部已打开。按这些按钮可在声部播放开

和关（静音）之间进行切换。 

1

 

[SF1] DR

 

UM
按此按钮可在 DR UM声部播放开和关（静音）之间进行切换。此按钮不会影 

响乐曲的音轨 2中包含的相同声部。 

B

 

[SF2] B

 

ASS

按此按钮可在 B ASS声部播放开和关（静音）之间进行切换。 

C

 

[SF3] O

 

THER

按此按钮可在 O THER声部播放开和关（静音）之间进行切换。 

D

 

[SF4] TR1（音轨 1）

按此按钮可在音轨 1播放开和关（静音）之间进行切换。 

E

 

[SF5] TR2（音轨 2）

按此按钮可在音轨 2播放开和关（静音）之间进行切换。

打开 关闭（静音）

静音状态
示例：  DR UM声部（旋律声部） 

1

 

2

 

3

 

4

 

5

注 

• 预设乐曲由多个声部（ MIDI通道）
组成，且已经被录制到单个音轨 

（音轨 1）。有关乐曲数据结构（声
部和音轨之间的关系）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第 67页。 
• 当音轨 1或 2上没有录制数据时， 

画 面将不会显示相应的选项卡

（“ TR1”或“ TR2”）。当选择了
预设乐曲时，“ TR2”不会显示在 

画面上，因为所有预设乐曲的音轨 
2上都没有录制数据。 

• 无法对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的外 

部乐曲 ( EXT : 01 – 99)的音轨 TR1    
和 TR2进行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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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指南  
创建鼓组音色 
DTX900可让您将喜爱的鼓音色分配到各打击垫并设定其调音、声相、衰减、混响等，从而创建您自己原创的鼓组音色。 

<术语 > 
●鼓音色

鼓音色指的是指定到各打击垫的打击乐器  /鼓乐曲。将鼓音色指定到打击垫以组成鼓组音色。  

●鼓组音色

鼓组音色指的是指定到各打击垫的鼓音色。选择鼓组音色可将鼓音色指定到各打击垫。  

●音色组

当您将立体声打击垫（称为“ 2区垫”和“ 3区垫”）连接到触发器输入插孔（第 12和 60页），视您敲击的区域而 

定，打击垫将触发不同的鼓音色。单个打击垫可以触发的一组音色被称为“音色组”。您可将音色分配到各打击垫（触

发器输入插孔）。

此处，请为各打击垫（触发器输入插孔）选择音色组以创建您自己原创的鼓组音色。  

1按 [DR UM KIT]按钮进入鼓组音色模式，然后根据需要按 [F1] PLAY按  
钮。 

2使用数据轮、  [INC/YES] 和 [DEC/NO]按钮选择需要的鼓组音色。
建议您选择在声音上与您想要创建的鼓组音色类型比较接近的鼓组音色。此 

处，请选择 “ PRE: 01”。 

3按 [F2] V OICE按钮，然后按  [SF1] SELECT按钮调出以下所示的画面。 

1

 

INPUT或 SOURCE
当此处显示“ INPUT”时，触发器输入插孔（第 12和 60页）被当前选择为进
行编辑，然后您可将其改变为想要分配到音色组的触发器输入插孔。当此处显

示“ SOURCE”时，触发器输入源（第 61页）被当前选择为进行编辑，然后
您可将其改变为想要分配到音色的触发器输入源。 

B 音色组类别

预设音色组被分成下列类别，您在此处可选择这些类别。

5

4

1
2

3

注 

• 音色组不包含用户音色分配。

设定 Kic k, snare , tom, cymbal, hihat, perc , ef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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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鼓组音色

快速指南 
C 音色组编号

您可从以上所选的音色组列表中选择音色组编号。在 INPUT画面中，当各触 

发器输入源的音色设定与当前音色设定中的设定不同时，将出现星号 ( * )。 

D

 

[SF5] SOURCE或 INPUT

按此按钮可将左上角的指示在 INPUT（触发器输入插孔）和 SOURCE（触发
器输入源）之间切换。 

E

 

[SF6]输入锁定

按此按钮可打开或关闭输入锁定（“ L”指示显示在显示屏右角）。通常，可敲
击相应打击垫决定要编辑的触发器输入插孔或触发器输入源。即使您敲击任意

一个打击垫，如果您想要保持该打击垫，请按此按钮打开输入锁定（“ L”指
示）。 

4当“ INPUT”显示在与 [SF5]按钮相对应的选项卡上，请按 [SF5]按钮，
使“ INPUT”出现在画面右角。 

5敲击相应的打击垫，或将光标移至  INPUT，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 
YES]和 [DEC/NO]按钮选择触发器输入插孔。
将出现相应的图示。 

6将光标移至音色组类别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YES]和 [DEC/NO] 
按钮选择想要的类别。 

7将光标移至音色组编号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YES]和 [DEC/NO] 
按钮选择想要的编号。  

■

 

[E]指示
当在鼓组音色模式中改变了参数值时， [E]（编辑）指示会出现在 LCD显示屏左上 

角。该指示给出了当前鼓组音色已被修改但尚未存储的快速确认信息。若要存储当前

编辑过的状态，请遵照下一页上的指示操作。

设定  0  –  127（ 0: 未分配）

编辑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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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鼓组音色

快速指南  
若要存储您已经创建的原创鼓组音色，请按照下列说明进行操作。 

1按 [ENTER/ST ORE]按钮。
将出现以下画面。 

2选择目标鼓组音色内存。
首先，将光标移动到鼓组音色库，然后从“ USR”和“ EXT-A”到“ EXT- 
P”中选择想要的鼓组音色。当您想要在“ EXT-A”到“ EXT-P”中选择一 

个鼓组音色时，请务必将相应的 USB存储设备连接至 USB TO DEVICE接口。
接着，将光标移动到鼓组音色编号处，然后选择所需的编号。 

3再按一下 [ENTER/ST ORE]按钮。
画面将提示您进行确认。要取消存储操作，按 [DEC/NO]按钮。 

4按 [INC/YES]按钮执行存储操作。

存储编辑过的鼓组音色 

• 当出现 [E]指示时（表示当前鼓组音色已被修改但是尚未存储），当您选择另一个鼓组音
色时您所作的编辑将丢失。请注意，选择另一首乐曲也会无意中改变鼓组音色。在选择
另一个鼓组音色或乐曲之前，请务必存储编辑过的鼓组音色。 

• 显示“ Please k eep po w er on”（请保持电源开启）讯息时，切勿试图切断电源。只能 
使用 DTX900所规定的额定电压。

目标鼓组音色编号目标鼓组音色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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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指南 
将您的鼓演奏录制到乐曲中
在本章节中，您将学到如何录制您的演奏并使用乐曲录制功能创建乐曲。

录音系统 

• 可使用下列任意用户乐曲完成录音。无法将您的演奏录制到预设乐曲。 

• 每首用户乐曲包含用于录音的 2个音轨。一次可对其中一个音轨进行录音。 

• 录制的乐曲不包含鼓声音频的录音，包含的是演奏信息或将敲击各打击垫的时间和方式精确记录为 MIDI事件的
数据。此外，还可录制由连接至 MIDI IN接口的外接 MIDI键盘产生的 MIDI数据，以及通过电脑的 USB TO  
HOST接口接收到的 MIDI音序数据。 

• 录制的乐曲数据不是音频数据而是 MIDI音序数据，可让您在播放录制乐曲时自由改变速度、鼓组音色以及鼓音
色。 

• 只可将速度和拍号（节拍参数）录制为标题数据。在录制时，虽然可以改变速度，但是无法录制速度和拍号。

有关乐曲数据结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67页。

录制方法

通常， MIDI音序器提供 2种录音方法：  实时录音和分步录音。 DTX900只提供实时录音方式。此方式可让您按原样录制演奏数 

据，从而捕捉实际鼓演奏的所有细微之处。

当在 REC STANDBY画面中将 “ replace”选择为录音类型（在乐曲模式中用 [REC] 按钮调出）时，您可将鼓演奏录制到不含 

有数据的音轨中。请注意，无法将鼓演奏录制到含有任何数据的音轨中。如果您想要用演奏数据替代已经录制的数据，请在录

音前使用 Clear Track作业（第 101页）或 Clear  Song作业（第 99 页）。

当在 REC STANDBY画面中将“ overdub”选择为录音类型（在乐曲模式中用 [REC]按钮调出）时，可使用加录功能，您可将 

更多演奏数据录制到已经包含数据的音轨中。加录录音中的第一“部分”被保留下来，而在接下去的部分中演奏的其它部分被

添加在开头部分。此方式可建立复杂的乐句。

内置音序器为每首乐曲提供了 2个音序音轨（ T r1和 Tr2），在录音和播放时都可使用这 2个音轨。每个音轨可在任何 MIDI通

道（ 1到 16）上包含任何事件。这就是说，您可将键盘连接到 DTX900的 MIDI IN接口并可将键盘演奏和爵士鼓演奏实时录制 

到单个音轨上（在键盘演奏助手的帮助下）。

如果您将 2个音轨上的内容合并到一个音轨上，并用 Mix Track作业 （第 10 0页）清空另外一个音轨，则您可另外将新数据录 

制到空音轨上。

实时录音

替代与叠加 （加录）

双音轨和多通道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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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您的鼓演奏录制到乐曲中

快速指南  
将您的鼓演奏录制到乐曲中 

1在鼓组音色模式中选择所需的鼓组音色。 

2按 [SONG]按钮进入乐曲模式，然后根据需要按  [F1] PLAY按钮调出乐 

曲播放画面。 

3按 [F6] KITLOCK按钮，使“ L”指示出现在显示屏右上方。
此步骤必须执行，因为选择一首歌曲可能会改变鼓组音色。 

4使用 [INC/YES]、 [DEC/NO]按钮和数据轮选择一首要录制的用户乐曲。
请务必确认选择的用户乐曲不含有数据且画面上不显示“ TR1”和“ TR2”。 

5按 [REC]按钮调出  REC STANDBY画面。 

1

 

T

 

ype（录音类型）
决定录音类型。您可以选择“ replace”或“ overdub”。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43页。 

B

 

T

 

rack（录音音轨）

确定要录音的音轨。 

C

 

Quantiz

 

e（量化）

决定录音量化数值。在录音时，录音量化将自动对齐音符时间位置。当光标位

于量化值时，音符类型图标会显示于与 [SF6]按钮对应的菜单中。此时，可通 

过按 [SF6]按钮调出音符类型图标列表，然后从列表中选择想要的项目。

注 

• 当选择了预设乐曲时，则此步骤
不一定要执行，因为按 [REC]按
钮会选择空的用户乐曲。如果所

有用户乐曲都含有数据（如果没

有空的乐曲），将出现“ Seq  
data is not empty”（含有音序 

数据），表示您在步骤 5中按  
[REC] 按钮无法调出 REC  
STANDBY画面。此时，必须执
行步骤 4。

设定 replace , o v erdub

设定 1, 2

设定

当选择“ 3/8”、“ 6/8”、“ 9/8”、“ 12/8”或“ 15/8”
时：  off , 16th note tr iplet（十六分音符三连音）， 16th  
note（十六分音符）， 8th note tr iplet（八分音符三连
音）， 8th note（八分音符）， 1/4 note（四分音符）， 
dotted 1/4 note（苻点四分音符）
当选择了其它数值时：  off , 16th note tr iplet（十六分音
符三连音） , 16th note（十六分音符）， 8th note tr iplet
（八分音符三连音）， 8th note（八分音符）， 1/4 note  
tr

 
iplet（四分音符三连音）， 1/4 note（四分音符）

54

67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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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您的鼓演奏录制到乐曲中

快速指南 
■ 量化的工作原理（示例） 

D

 

Beat（拍号）
确定乐曲的拍号。 

E

 

T

 

empo （速度）
确定乐曲的速度。 

F

 

MeasLength（小节长度）
决定要录制的乐曲长度。 

G

 

Meas（小节）
决定录音起始的小节。 

6使用  [INC/YES]、 [DEC/NO]按钮和数据轮将  Type参数设定为 

“ replace”。 

7将光标移动到 “ T rack”，然后选择要录制的音轨。
根据需要，设定 T empo、 Beat（拍号）、 Measure（录音开始的位置）和 Quantize
等其它参数。 

8如果您想要使用嚓嚓声，请打开  [CLICK ON/OFF]。
有关嚓嚓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32页。 

9按 [    >>>> / ■ ]（播放 /停止）按钮开始录音。 

10 到达最后小节（由小节长度指定）录制自动停止后，按 [    >>>> / ■ ]（播放 / 
停止）按钮可试听新录制的乐曲。  

 如果您想要在乐曲播放到一半时停止，请按 [ > / ■ ]按钮。 

11 将录制的乐曲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

设定 1/4  –  16/4, 1/8  –  16/8, 1/16  –  16/16 

范围 030  –  300

录制的音符节拍点不对。

量化功能对齐节拍点位置。

节拍点位置正好

注 

• 当您选择已经录制的乐曲时，则无
法将小节长度设定为大于所选乐曲

的小节长度的数值。如果您需要设

定更长的小节长度，请在录音前用 
Create Measure作业（第 102页） 
手动将小节添加到乐曲。

范围 001  –  999（因用户乐曲状态和录制的起始小节而异）

设定 001  –  999（因用户乐曲状态而异） 

• 在录音过程中，请勿关闭电源或断开 A C电源适配器的连接；否则您录制的数据将丢失。 

• 已录制的乐曲数据临时驻留在 DRAM 中（第 76页）。因为 DRAM中的数据在电源关闭 
时会丢失，所以关闭电源之前，务必将任何临时存放在 DRAM 中的数据保存到 USB 存
储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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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您的鼓演奏录制到乐曲中

快速指南  
将额外的音符录制到已经录制的音轨上（加录）

当想要在已包含数据的音轨中添加更多的数据时，请使用加录录音方式。除了录音类型设定为“ o verdub”以及需
要在想要停止录音的地方按 [ > / ■ ]（播放 /停止）按钮以外，加录录音的操作步骤几乎与替换方式一模一样。

当乐曲达到最后小节的末尾时，乐曲将自动从开头开始重新播放，新数据将被添加到音轨的前一个数据。

与预设乐曲录制在一起

虽然无法将您的鼓演奏录制到预设乐曲，但是您可以通过将预设乐曲数据复制到用户乐曲的方式将您的鼓演奏数

据添加到预设乐曲。 

1在乐曲模式中选择空的用户乐曲 （不含数据）。
请注意，当选择空的用户乐曲，显示屏上将不显示“ TR1”和“ TR2”指示。 

2按 [F2]  JOB按钮，然后按 [SF1] SONG按钮调出  SONG JOB SELECT    
画面。 

3将光标移动到“ 01:  Copy Song”，然后按 [ENTER/STORE]按钮调出   
Copy Song Job画面。
此作业可让您将源乐曲（在此作业画面中指定）复制到当前乐曲。 

1 乐曲库和编号

指示源乐曲的库编号和名称。

Type = overdu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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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您的鼓演奏录制到乐曲中

快速指南 
4将所需的预设乐曲选择为复制源，然后按  [ENTER/ST ORE]按钮。
画面将提示您进行确认。要取消复制乐曲操作，请按 [DEC/NO]按钮。 

5按 [INC/YES]按钮执行复制乐曲操作。 

6按 [REC]按钮调出 REC STANDBY画面。 

7将光标移动到 “ T ype”处，然后将此参数设定为“ replace”。 

8将光标移动到 “ T rack”处，然后将此参数设定为“ 2”。
由于预设乐曲数据只录制到音轨 1，因此您可在播放音轨 1 的同时将鼓演奏录
制到音轨 2。   

9按 [SF1] DR UM按钮使预设乐曲数据的鼓声声部静音。 

10 按 [    >>>> / ■ ]（播放 /停止）按钮开始录音。 

11 到达最后小节录制自动停止后，按 [    >>>> / ■ ]（播放 /停止）按钮可试听新
录制的乐曲。 

 如果您想要在乐曲播放到一半时停止，请按 [ > / ■ ]按钮。 

12 将录制的乐曲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 

• 在录音过程中，请勿关闭电源或断开 A C电源适配器的连接；否则您录制的数据将丢失。

Track = 2

Type = 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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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您的鼓演奏录制到乐曲中

快速指南  
在清除后重新录制音轨

若要再次进行录音，请使用下列步骤清除之前录制在音轨中的数据，然后重新进行录音。 

1选择了要重新录音的用户乐曲后，在乐曲模式中按  [F2] JOB按钮，接 

着按 [SF2] TRA CK按钮调出  TRACK JOB SELECT 画面。 

2将光标移动到“  04:  Clear Track”，然后按 [ENTER/STORE]按钮调出   
Clear Track Job画面。 

1

 

T

 

rack（音轨）
指示要清除的音轨。 

3选择要清除的音轨。
如果您已经将预设乐曲数据复制到用户乐曲，然后将鼓演奏录制到音轨 2，请 
在此处选择 “ 2”。 

4按 [ENTER/ST ORE]按钮。
画面将提示您进行确认。要取消清除音轨操作，请按 [DEC/NO]按钮。 

5按 [INC/YES]按钮执行清除音轨操作。
录制到指定音轨的数据将被删除。 

6将您的鼓演奏重新录制到已清除的音轨。
请按照第 44页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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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您的鼓演奏录制到乐曲中

快速指南 
为用户乐曲指定名称

您可对用户乐曲指定自己起的名称。 

1选择所需的用户乐曲后，在乐曲模式中按  [F2]  JOB按钮，接着按  [SF1] 
SONG按钮调出 SONG JOB SELECT画面。 

2将光标移动到“ 03:  Song Name, Tempo, Repeat”，然后按 [ENTER/    
STORE]按钮调出作业画面。 

1

 

Name（名称）
决定乐曲名称，名称可包含最多 10个字符。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B

 

[SF6] LIST

当光标已位于名称处时， [LIST] 图标将出现在显示屏右下方，表示按住 [SF6]
按钮可调出字符列表画面。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 

3按照第  15页上的说明输入乐曲名称。
您可按 [SF6] LIST按钮调出字符列表，然后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字符。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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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指南  
使用 Groove Check功能 
DTX900的另一项有效功能就是 Groove Check功能。当您在乐曲或嚓嚓声的伴奏下进 

行演奏时， Groove Check会将您的演奏节拍点与乐曲或嚓嚓声的播放进行比较，并让 

您了解您的演奏精确度。而与其相关的 Rhythm Gate功能会在您的节拍点不对时取消 

声音，从而帮助您提高技术。

设定检查节拍点

本章节介绍如何指定应用到 Groo ve Check和 Rhythm Gate的音符节拍点。 

1按 [CLICK]按钮进入嚓嚓声模式。 

2按 [F4] GR OOVE按钮，然后按 [SF3] SETTING按钮。 

1

 

Note（音符）
决定应用 Groo ve Check和 Rhythm Gate的音符节拍点。 

B

 

Swing（摆动）

仅当在 Note参数中选择乐 8th  note triplet时可使用此参数。此参数可让您指定将  

三连音的第三个音符节拍点指定为正确节拍点。换句话说，此参数可决定 Groove
Check评价您的摆动感的方式。

注 
• 只有在乐曲或嚓嚓声播放期间以及
在通过 [CLICK] →  [F4] GROOVE  
→   [SF1] G.CHECK调出的 Groove  
Check画面上可以使用 Groove  
Check，而只有在乐曲或嚓嚓声播
放过程中以及通过 [CLICK] →  [F4]  
GROOVE →  [SF2] R.GATE调出 
的 Rh ythm Gate画面中才可以使 

用旋律门限。

21

设定

当选择“ 3/8”、“ 6/8”、“ 9/8”、“ 12/8”或“ 15/8”时：     
w

 
h

 
o

 
l

 
e

 
 n

 
o

 
t

 
e（全音符）， d o t t e d  1 / 4  n o t e（苻点四分音符），     

8th note（八分音符）， 16th note（十六分音符）
当选择了其它数值时：  whole note（全音符）， 1/4 note      
（四分音符）， 8th note（八分音符）， 16th note（十六分  
音符）， 8th note tr iplet（八分音符三连音）

范围 

-39 

 

–

 

 0 

 

–

 

 +39

 

0（标准）：  假设三连音的第三个音符为正确的节拍点。 
-39（最小值）：  假设正确的节拍点靠近十六分音符分辨 
率的第三个音符。 
+39（最大值）：  假设正确的节拍点靠近十六分音符分辨 
率的第四个音符。

swing = 0 swing = -39 swing = +39

假设此处周围的节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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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roove Check功能 

快速指南 
3用光标按钮将光标移至  Note参数处，然后使用 [INC/YES]、 [DEC/NO]
按钮和数据轮选择所需的音符类型。 

4如果在步骤  3中选择了八分音符三连音，请将光标移动到 Swing参数，
然后选择所需的数值。

尝试 Groove Check 

1选择所需的乐曲 （如果要使用乐曲）。 

2按 [CLICK]按钮进入嚓嚓声模式，然后按照第 50页上的说明设定  Note
和 Swing参数。 

3按 [F4] GR OOVE按钮，然后按 [SF1] G.CHECK按钮调出 Groove  
Check画面。 

1 触发器输入 1  –  5
在此处，您可设定由 Groo ve Check监听的打击垫（通过触发器输入插孔接收 

到的信号）。可选择任意一个（或所有）打击垫，并可一次监听最多 5 个不同
的打击垫。

“ ALL”指示显示所有声音（来自所有打击垫）的结果。“ NO  ASGN”指示表 

示未选择打击垫。显示其它数值的行表示通过相应触发器输入插孔接收到的信

号结果。 

4将光标移动到触发器输入处，然后选择所需的触发器输入。  

5设置完成后，启动所选的乐曲或嚓嚓声，然后在播放声音的伴奏下演奏
鼓垫。

只要敲击鼓垫， Groo ve Check即开始。每次敲击的结果（敲击节拍点的准确 

性）实时显示在显示屏上。 

6停止播放，然后确认  Gr oove Check的结果。
有关 Groo ve Check画面指示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下文。

1

设定 NO ASGN, SNARE ⋯  P AD15,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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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roove Check功能

快速指南  
■ Groove Check结果
在 Groo ve Check画面中，您可查过检查的结果并实时查看敲击节拍点的准确度。中间 

的线为正确的节拍，显示在该线左侧的敲击为敲击过早，而在该线右侧的敲击则为敲

击过晚。有关各指示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下文。

尝试 Rhythm Gate 

Rh

 

ythm Gate功能可让您更精细更严格地查看敲击节拍点的准确度。仅当您敲击节拍点正确（可事先指定）时，才 

会发出声音。 

1选择所需的乐曲（如果要使用乐曲）。 

2按 [CLICK]按钮进入嚓嚓声模式，然后按照第  50页上的说明设定 Note  
和 Swing参数。 

3按 [F4] GR OOVE按钮，然后按 [SF2] R.GATE按钮调出 Rhythm Gate 
画面。 

1 触发器输入 1  –  5
在此处，您可设定由 Rh ythm Gate监听的打击垫（通过触发器输入插孔接收到 

的信号）。可选择任意一个（或所有）打击垫，并可一次监听最多 5个不同的
打击垫。

“ ALL”指示显示所有声音（来自所有打击垫）的结果。“ NO  ASGN”指示表 

示未选择打击垫。显示其它数值的行表示通过相应触发器输入插孔接收到的信

号结果。 

B

 

Rh

 

ythm Gate范围

通过为每个触发器输入设定 EARL Y 值和 LATE值，可指定表示敲击节拍点范
围（被 Rhythm Gate识别为正确）的交叉阴影柱状图。在此画面中，仅当敲击 

此节拍点窗口中的打击垫时，才会发出打击垫声音。

注 

• 左端（ EARLY位置）和右端（ LATE
位置）之间的间隔相当于十六分音

符的长度。

最后一次敲击打击垫
的实际敲击节拍点。 此交叉阴影区域表示在此区段

中所有敲击的范围。

此白线表示在此区段中所有敲击的平均敲击节拍点。

中线；表示正确的敲击节拍点。

1

2 2

设定 NO ASGN, SNARE ⋯  P AD15, ALL

注 

• 此参数可设定为十六分音符的  
1/120。画面左边缘到右边缘之间
的距离将相当于十六分音符的长 

度。

范围 -59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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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roove Check功能 

快速指南 
4将光标移动到触发器输入处，然后选择所需的触发器输入。
当对任何一行选择“ ALL”时，无法使用任何其它行。 

5将光标移至  EARL Y或 LATE栏，然后使用 [INC/YES]、 [DEC/NO]按钮 
和数据轮设定容许范围。

根据此处设定的数值， Rh ythm Gate范围（交叉阴影部分）将变宽或变窄。 

6设置完成后，启动所选的乐曲或嚓嚓声，然后在播放声音的伴奏下演奏
鼓垫。

只要敲击鼓垫， Rh ythm Gate即开始。每次敲击的结果（敲击节拍点的准确性） 

实时显示在显示屏上。 

7停止播放，然后确认  Rh ythm Gate的结果。
有关 Rh ythm Gate显示屏指示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下文。 

■

 

Rh

 

ythm Gate结果
在 Rh ythm Gate画面中，您可查看检查的结果并实时查看敲击节拍点的准确度。中间 

的线为正确的节拍点，显示在该线左侧的敲击为敲击过早，而在该线右侧的敲击则为

敲击过晚。有关各指示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下文。

表示敲击打击垫的实际敲击节拍点。仅当敲击节拍点处在横杠范
围内时才会发出声音。

此横杠表示容许范围（在此节拍点范围内可发出声音）。此横杠
与 Groo v e Chec k画面中的横杠不同，其表示您的所有实际敲击 
的节拍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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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指南  
将创建的数据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

文件模式提供用于在本乐器与 USB存储设备之间传送数据的各种工具， USB存储设
备连接至 USB  TO DEVICE接口。本章节介绍如何将所有数据（包括鼓组音色、鼓音  

色、乐曲和触发器设置等）作为单个文件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以及从设备将数据 

载入到本乐器。

文件 /文件夹选择
以下的图例和说明介绍了如何在文件模式中选择 USB存储设备上的文件和文件夹。

注 
• 关于 USB存储设备的详细说明，请
参见第 21 页。

从 TYPE栏中选择文件类型（第 113页），然后按光标 [ M ]按
钮将光标移动到显示屏右部的文件 /目录框。

使用 [INC/YES]、 [DEC/NO]、光标 [ B ]/[ V ]按钮和数
据轮选择目录或文件。

若要返回上一层，
按 [EXIT]按钮。

若要进到下一层，请加亮显
示所需的文件夹，然后按
[ENTER/STORE]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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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建的数据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

快速指南 
将创建的数据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
保存操作可通过各种方式完成，比如将所有数据作为单个文件保存，或将指定类型的数据（例如，仅鼓组音色）

作为单个文件保存。本章节介绍将您在 DTX900的各模式中创建的所有数据作为单个文件保存在 USB存储设备中
的操作说明。

连接 USB存储设备后，请按照下列说明进行操作。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 

2按 [F1] SA VE按钮调出保存画面。 

3将光标移动到  TYPE参数，然后使用数据轮或  [INC/YES]和 [DEC/NO] 
按钮将文件类型设定为 “ AllData”。 

4将光标移动到文件名输入位置，然后输入文件名称。
有关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章节。按 [SF6]按钮可调出
简易字符列表，以方便您输入名称。 

5按光标  [    MMMM ]按钮将光标移动到文件  /目录选择框，然后选择目标目录。
如果您已经在 USB存储设备上创建了作为目标目录，则此步骤必须执行。如果
您想要将文件保存到根目录，则不一定要执行此步骤。 

6按 [SF1] EXEC执行保存操作。
如果这时要覆盖一个已有文件，将会出现提示您进行确认的画面。按 [INC/ 
YES]按钮执行保存操作以覆盖已有文件，或者按 [DEC/NO]按钮取消操作，然
后再次输入文件名。

数据保存完成后，将出现“ Completed”讯息，然后操作将返回原始画面。

注 

• 如果您想要调出子目录，请将光标
移动到所需目录处，然后按  
[ENTER/ST
 

ORE] 按钮。

当数据被保存时，请务必遵照下列注意事项：   

• 切勿从 USB存储设备中移除或退出媒体。 

• 切勿拔出任何设备或断开其连接。 

• 切勿关闭 DTX900或相关设备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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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建的数据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

快速指南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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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的的文件
本章节介绍如何载入作为“ AllData”文件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的文件。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 

2按 [F2] LO AD按钮调出载入画面。 

3将光标移动到  TYPE参数，然后使用数据轮或  [INC/YES]和  [DEC/NO] 
按钮将文件类型设定为 “ AllData”。 

4按光标 [    MMMM ]按钮将光标移动到文件 /目录选择框，然后选择要载入的所需
文件。

如果文件保存在任何目录下，请选择包含所需文件的目录，然后按 [ENTER/  
STORE]按钮查找所需的文件。 

5按 [SF1] EXEC执行载入操作。
数据载入操作完成后，将出现“ Completed”讯息，然后操作将返回原始画面。 

• 将文件（扩展名： T3A）载入 DTX900，这样做将自动擦除并替代用户内存中所有已 

有数据。执行任何载入操作之前，务必将重要数据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

当数据被载入时，请务必遵照下列注意事项：   

• 切勿从 USB存储设备中移除或退出媒体。 
• 切勿拔出任何设备或断开其连接。 

• 切勿关闭 DTX900 或相关设备的电源。



参考 
DTX900的基本结构
 

本章节介绍了 DTX900的内部设计，以便您充分利用本乐器高级而又方便的功能。您只需花不多时间就能理解当您敲击
打击垫时如何产生触发器信号并传送到  DTX900以及如何发声。

功能区

打击垫 （触发器输入源）

触发器信号

触发器输入插孔 

● 触发器设置 
•

 
 预设 

•
 

 用户

将您的鼓演奏录制为 MIDI数 
据。

敲击打击垫演奏音源。

或

或 

MIDI 

 

 
输出

音频 
输出

音源 

●鼓组音色
通过将鼓音色分配到打击垫上
的每个触发器输入源来进行创
建。可使用下列库。 
•预设鼓组音色 
•用户鼓组音色 
•外部鼓组音色 A  –  P 

●鼓音色
分配到打击垫的组成鼓组音色
的各触发器输入源。 

•预设音色 

•用户音色

采样

将音频信号（从外接 
设备获取）分配到用户音色。

音频信号

在采样模式中录制来自外接音频设备或麦克风的音频信号，或在文件模式
中载入来自 USB存储设备的音频文件。

效果 

●各鼓组音色的设定 
•混响 
•叠奏 
•变化 

●工具模式中的设定 
•主控效果 
•主控均衡器

乐曲 

●播放 
•

 
 预设乐曲 

•用户乐曲 
•外部乐曲 

●录音
将您的鼓演奏作为 MIDI数
据录制到用户乐曲。

播
放

 

[DR

 

UM KIT] →  [F2]  V OICE →      
[SF2] OUT

 
-TUNE →  OutputSel 

[UTILITY] →  [F5] MIDI →     
[SF3] O

 
THER →  MIDI IN/OUT

麦克风等 CD、 MD 等

触发器信号 

DTX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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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X900的基本结构

参考  
 

打击垫（触发器输入源）和触发器信号

敲击打击垫可产生触发器信号，触发器信号中包括敲击打击垫的力度大小以及敲击打击垫的部位。信号通过电缆和

触发输入插孔（第   12和 60页）传送到 DTX900。相应的鼓声在音源单元中被该触发器信号触发。当将打击垫设定 

为每次只发声一次时，一个触发器信号只触发一种鼓音色。一个打击垫根据打击垫型号、敲击打击垫的部位、敲击

打击垫的方式以及特定打击垫设定，产生一种类型的触发器信号或多种类型的触发器信号。产生触发器信号的打击

垫也可称为“触发器输入源”。 

■ 产生一种类型触发器信号的单声道打击垫

无论敲击打击垫的部位如何， TP65鼓垫和 PCY65钹垫等单声道打击垫只可产生并传送一种类
型的触发器信号到 DTX900。 

■ 产生多种触发器信号的 2区垫 /3区垫

根据您敲击打击垫的部位而定， PCY65S可产生 2种不同类型的触发器信号， PCY155可产生  
3种不同类型的触发器信号，但是，无论敲击打击垫的哪个部位， PCY65只产生一种类型的触
发器信号。

根据敲击部位产生多种类型触发器信号的打击垫通常分成以下 2种类型：  2 区垫或 3 区垫。下 

图所示的 PCY155可从镲身、镲帽和镲边区域产生 3种类型的触发器信号，每个区域都是独立
的触发器输入源。

钹垫上的三个触发器输入源和相应的触发器信号

注 

•

 

KICK 插孔是一个单声道插孔，即使连接了 2区垫或 3区垫也无法处理多个 

触发器信号。

分配到触发器输入源 A 的音色 
（镲身区域）被触发。

分配到触发器输入源 B 的音色 
（镲边区域）被触发。

分配到触发器输入源 C的音色 
（镲帽区域）被触发。

一根电缆和一个触发器输入插孔可处理 
3种类型的触发器信号。

触发器信号 A

触发器信号 B

触发器信号 C

示例：  PCY155 

A: 

 

 
镲身区域 

B:

 

 
镲边区域 

C:

 

 
镲帽区域
58 DTX900使用说明书



DTX900的基本结构

参考 
 

■ 根据设定产生不同类型触发器信号的打击垫控制器

使用鼓垫的打击垫控制器也可产生不同类型的触发器信号。当在 SN ARE 插孔上连接了配备有
打击垫控制器的 3区小鼓鼓垫（例如， XP120SD），且在通过 [DRUM KIT] →  [F5] PAD →  [SF1]      
PADCTRL调出的画面中将 Pad Controller Type参数设定为“ snares”，则 XP120SD可根据由打  

击垫控制器控制的 snappy设定的开 /关状态产生 2种不同类型的触发器信号。通过将这 2种类
型与根据敲击的特定区域产生的 3种类型相结合，可从 XP120SD产生总共 6种不同类型的触发
器信号。详细说明，请参见下文。

通过使用 3区垫和打开 /关闭 Snappy设定产生的 6种类型的触发器信号  

■ 踩镲控制器根据施加的力度产生不同类型的触发器信号

踩镲钹垫（如 RHH135， 2区垫）可根据您踩踩镲控制器（如，与 RHH135相连的 HH65）的
力度产生各种类型的触发器信号，并根据您敲击打击垫的部位产生 2种不同类型的信号。

从声学鼓获取触发器信号

您可通过安装相应的鼓声触发器产品（如 DT10或 DT20）从声学鼓或类似打击乐器获取
触发器信号。这样您即可通过演奏声学鼓或打击乐器来触发 DTX900上的声音。

A

C

B

A

C

B

一个打击垫的 6种类型的触发器
信号

示例：  XP120SD 

●当您将打击垫控制器向右旋转将小鼓开  /关
设定为“ on”时：   

●当您将打击垫控制器向左旋转将小鼓开  /关
设定为“ off”时：   

触发器信号 B

触发器信号 C

触发器信号 A

一根电缆和一个触发器输入插孔可处
理 6种类型的触发器信号。

触发器信号 B ’

触发器信号 C ’

触发器信号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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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TX900 带有 Trigger Setup 参数，可优化处理从打击垫传送出来的触发器信号，并确保发出想要的声音。   
Trigger Setup 参数包含灵敏度（决定 DTX900 响应触发器信号的方式）和防止出现故障的设定，故障包括双触发 

（同时演奏 2种声音）以及串音（插孔之间的输入信号混在一起）。 
DTX900可让您最多创建 5个原始设定（如用户触发器设置）以及 7个预设触发器设置。

如上文所述，某些打击垫带有多个触发器输入源，每个输入源都可产生各自的触发器信号。但是，视打击垫所连接

的插孔而定，某些触发器信号无法传送到 DTX900。为了防止触发器信号丢失，当将打击垫连接到 DTX900后面板
上的插孔时，请参阅以下列表。

表示相应打击垫型号兼容  3区垫。 
对于 XP型号和 TP型号，识别  3种类型（ 2个边圈区域和鼓面区域）的触发器信号。 
对于 PCY型号，识别 3种类型 （镲身、镲边和镲帽区域）的触发器信号。

表示相应打击垫型号兼容  2区垫。 
对于 RHH 型号，识别 2种类型 （镲面和镲边区域）的触发器信号。 
对于 PCY型号，识别 3种类型 （镲面和镲边区域）的触发器信号。

表示相应打击垫功能用作单声道打击垫。  

(  ) 表示虽然鼓组音色和鼓音色等预设数据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但是可将相应打击垫连接到相应插孔。

触发器设置

打击垫和触发器输入插孔

打击垫 DTX900的触发器输入插孔

型号 产品名 

(1) SN

 

ARE

 

(2) 

 

T

 

OM1

 

(3) 

 

T

 

OM2

 
(4) 
 

T
 

OM3
 (5)  T OM4 

(6) RIDE

 

(7) CRASH 1

 

(8) CRASH 2

 

(9) HI-HA

 

T

 

(10) KICK/(11)

 

(12)

 

(13)

 

(14)

 
(15)

兼容 2区垫 / 3 区
垫和打击垫控制
器

兼容 2区垫 / 3区
垫，但是不兼容
打击垫控制器

兼容 2区垫 / 3区
垫，但是不兼容
打击垫控制器

不兼容 2区 / 3区
垫

兼容 2区垫 / 3区
垫，但是不兼容
打击垫控制器 

XP100T 桶鼓垫 ( ) ( ) ( ) 
XP120T 桶鼓垫 ( ) ( ) ( ) 

XP100SD 小鼓垫 ( ) ( ) ( ) 
XP120SD 小鼓垫 ( ) ( ) ( ) 

TP65 桶鼓垫 ( ) ( ) ( ) 
TP65S 桶鼓垫 ( ) ( ) 

TP100 桶鼓垫 ( ) ( ) ( ) 
TP120SD 小鼓垫 ( ) ( ) ( ) 

RHH130 踩镲垫 ( ) ( ) ( ) ( ) 
RHH135 踩镲垫 ( ) ( ) ( ) ( ) 

PCY65 钹垫 ( ) ( ) ( ) 
PCY65S 钹垫 ( ) ( ) ( ) 

PCY130 钹垫 ( ) ( ) ( ) 
PCY130S 钹垫 ( ) ( ) ( ) 

PCY130SC 钹垫 ( ) ( ) ( ) 
PCY135 钹垫 ( ) ( ) ( ) 

PCY150S 钹垫 ( ) ( ) ( ) 
PCY155 钹垫 ( ) ( ) ( ) 

KP65 大鼓垫 ( ) ( ) ( ) ( ) 
KP125 大鼓垫 ( ) ( ) ( ) ( ) 

KP125W 大鼓垫 ( ) ( ) ( ) ( ) 
DT10 鼓音触发器 

DT20 鼓音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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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打击垫、您所敲击的特定部位以及敲击打击垫作为触发器信号的方式统称为“触发器输入源”。一个触发器源

产生一种类型的触发器信号。视型号而定，一个打击垫上最多可具备 6 个触发器输入源。按照第 79页上的说明将
鼓音色分配到 DTX900上的每个触发器输入源。分配鼓音色时，请参见以下列表。 

■ 触发器输入源列表

触发器输入源

触发器源 触发器输入
插孔

产生触发器信号的方式 
LCD指示 全称 

snareHd
 

Snare Head
 

(1) SNARE 敲击小鼓鼓垫（如 XP120SD）的鼓面部位。 
snareOp

 
Snare Open Rim

 
(1) SNARE 敲击小鼓鼓垫（如 XP120SD）的边圈（开）部位。 

snareCl
 

Snare Closed Rim
 

(1) SNARE 敲击小鼓鼓垫（如 XP120SD）的边圈（关）部位。 

snrHdOff

 

Snare Head Off

 

(1) SNARE 当关闭 snapp y 设定 （ SnaresOn/Off 参数）时，敲击小鼓鼓垫
（如 XP120SD）的鼓面部位。 

snrOpOff

 

Snare Open Rim Off

 

(1) SNARE 当关闭 snapp y 设定 （ SnaresOn/Off 参数）时，敲击小鼓鼓垫
（如 XP120SD）的边圈（开）部位。 

snrClOff

 

Snare Closed Rim Off

 

(1) SNARE 当关闭 snapp y 设定 （ SnaresOn/Off 参数）时，敲击小鼓鼓垫
（如 XP120SD）的边圈（关）部位。 

tom1Hd
 

T
 

om 1 Head
 

(2) T
 

OM1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鼓面部位。 
tom1Rm1

 
T

 
om 1 Rim 1

 
(2) T

 
OM1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边圈 1部位。 

tom1Rm2
 

T
 

om 1 Rim 2
 

(2) T
 

OM1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鼓边 2部位。 
:

 
:

 
:

 
:

 

tom4Hd

 

T

 

om 4 Head

 

(5) T

 

OM4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鼓面部位。 
tom4Rm1

 
T

 
om 4 Rim 1

 
(5) T

 
OM4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边圈 1部位。 

tom4Rm2
 

T
 

om 4 Rim 2
 

(5) T
 

OM4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边圈 2部位。 
ri

 
deBw

 
Ride Cymbal Bo

 
w

 
(6) RIDE 敲击钹垫的钹身部位。 

ri
 

deEg
 

Ride Cymbal Edge
 

(6) RIDE 敲击钹垫的钹边部位。 
ri

 
deCp

 
Ride Cymbal Cup

 
(6) RIDE 敲击钹垫的钹帽部位。 

cr
 

ash1Bw
 

Cr
 

ash Cymbal 1 Bo
 

w
 

(7) CRASH1 敲击钹垫的钹面部位。 
cr

 
ash1Eg

 
Cr

 
ash Cymbal 1 Edge

 
(7) CRASH1 敲击钹垫的钹边部位。 

cr
 

ash1Cp
 

Cr
 

ash Cymbal 1 Cup
 

(7) CRASH1 敲击钹垫的钹帽部位。 
cr

 
ash2Bw

 
Cr

 
ash Cymbal 2 Bo

 
w

 
(8) CRASH2 敲击钹垫的钹面部位。 

cr
 

ash2Eg
 

Cr
 

ash Cymbal 2 Edge
 

(8) CRASH2 敲击钹垫的钹边部位。 
cr

 
ash2Cp

 
Cr

 
ash Cymbal 2 Cup

 
(8) CRASH2 敲击钹垫的钹帽部位。 

hhBwOp
 

Hi-Hat Cymbal Open
 

(9) HI-HA
 

T 当钹垫没有被踩镲控制器关闭时，敲击钹垫的钹面部位。 
hhEgOp

 
Hi-Hat Cymbal Edge Open

 
(9) HI-HA

 
T 当钹垫没有被踩镲控制器关闭时，敲击钹垫的钹边部位。 

hhBwCl
 

Hi-Hat Cymbal Close
 

(9) HI-HA
 

T 当钹垫被踩镲控制器关闭时，敲击钹垫的钹面部位。 
hhEgCl

 
Hi-Hat Cymbal Edge Close

 
(9) HI-HA

 
T 当钹垫被踩镲控制器关闭时，敲击钹垫的钹边部位。 

hhFtCl
 

Hi-Hat Cymbal F
 

oot Close
 

(9) HI-HA
 

T 用脚踩住踩镲控制器。 
hhSplsh

 
Hi-Hat Cymbal F

 
oot Splash

 
(9) HI-HA

 
T 踩下后立即放开踩镲控制器。 

kic
 

k
 

Kic
 

k
 

(10) KICK 用脚踩大鼓垫。 
pad11

 
P

 
ad 11

 
(11) P

 
AD11 敲击小鼓垫或桶鼓垫。 

pad12Hd
 

P
 

ad 12 Head
 

(12) P
 

AD12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鼓面部位。 
pad12Rm1

 
P

 
ad 12 Rim 1

 
(12) P

 
AD12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边圈 1部位。 

pad12Rm2
 

P
 

ad 12 Rim 2
 

(12) P
 

AD12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边圈 2部位。 
:

 
:

 
:

 
:

 

pad15Hd

 

P

 

ad 15 Head

 

(12) P

 

AD15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鼓面部位。 
pad15Rm1

 
P

 
ad 15 Rim 1

 
(12) P

 
AD15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边圈 1部位。 

pad15Rm2
 

P
 

ad 15 Rim 2
 

(12) P
 

AD15 敲击桶鼓鼓垫（如 XP120S T）的边圈 2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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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源模块（鼓组音色和鼓音色）

音源模块是 DTX900 中播放分配到触发器输入源（由该触发器输入源传送触发器信号）的部位。通过将每个鼓音
色分配到每个触发器输入源来创建鼓组音色。 DTX900 中总共附带了 50种预设鼓组音色。可根据需要编辑或创建
鼓组音色，并可存储到内存中的最多 50 个用户鼓组音色存储位置，或者存储到外接 USB 存储设备中的最多 1584
个外部鼓组音色（ 16个库 x 99个鼓组音色＝ 1584个鼓组音色），外接 USB存储设备与 USB TO DEVICE接口相连。
虽然仅凭借 DTX900本身内置的预设鼓组音色以足以产生丰富的声音，但是，当您了解了本乐器的内部结构以后，
更便于您充分发挥本乐器的性能并可创建您自己原创的鼓组音色。 

■ 分配到各触发器输入源的鼓音色

通过将所需的鼓音色分配到各打击垫上的各触发器输入源，您可创建您自己原创的鼓组音色。

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61页。 

■ 方便的音色设定可对每个触发器输入插孔进行分配

将鼓音色分配到每个触发器输入源可能是一项耗费时间的工程。这也是 DTX900为什么会加入 
Voice Set（音色设定）参数的原因。只需选择 Voice Set参数的一个数值，您即可将鼓音色分配  
到与各触发器输入插孔相对应的所有触发器输入源。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79页。

将鼓音色分配到各触发器输入源 

A:将鼓音色分配到触发器输入源 A。 

B:将鼓音色分配到触发器输入源 B。 

C:将鼓音色分配到触发器输入源 C。

将音色设定分配到各触发器输入插孔

通过将音色设定分配到触发器输入插孔，可将鼓音色分配到   
3个触发器输入源中的任意一个。
62 DTX900使用说明书



DTX900的基本结构

参考 
 

■ 由音色设定（鼓音色）组成的鼓组音色

对于大部分鼓手和作曲家来说，预设鼓组音色已经可以满足所有的声音变化需要了。但是，如

果您想要有所创新或者想要定制自己的鼓组音色，则您可对各触发器输入插孔分配音色设定，

并创建您自己原创的鼓组音色。如果您想要再进一步，您可改变声音并通过将鼓音色分到各触

发器输入源来创建鼓组音色。

单声道垫 

3区垫 

3区垫 

2区垫

触发器输入源

触发器信号

鼓音色

鼓音色

鼓音色

鼓音色

鼓音色

鼓音色

鼓音色

鼓音色

音色设定

音色设定

音色设定

音色设定

鼓组音色

对于各触发器输入源
（对于各个 SOURCE）

对于各触发器输入插孔
（对于各个 INPUT） 

[DR

 

UM KIT] →  [F2]  V OICE →  [SF1] SELECT 

[DR

 

UM KIT] →  [F1] PLA Y

鼓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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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音色和 MIDI音符编号

要注意的是，使用堆叠 /交替功能（第 86页）时，各鼓音色单独分配到各 MIDI音符编号。而
使用其它功能时，您可能不需要注意 MIDI音符编号。在使用堆叠 /交替功能时，您需要设定的
是 MIDI音符编号，而不是鼓音色。
对于当前所选的鼓组音色，您可依次按 [DR UM KIT]、 [F2] VOICE和 [SF1] SELECT按钮，将    
SOURCE设定为 MIDI，然后在“ NOTE NO”一栏中选择 MIDI音符编号调出画面，在该画面 

中确认分配到各 MIDI音符编号的鼓音色。在该画面中，您可改变分配到 MIDI音符编号的鼓音
色，也就是说，您可改变分配到触发器输入源（打击垫）的鼓音色。

在上述示例中，下表中列出的触发器输入源和鼓音色被分别分配到 MIDI音符编号 C1、 C3和 C5。 

MIDI音符编号 触发器输入源 鼓音色  
C1

 

XP

 

120SD的鼓面部位 敲击小鼓鼓面的声音  
C3

 

RHH135 的边缘部分 敲击踩镲边缘的声音  
C5

 
KP125W 踢低音鼓的声音

C0

240

C1

36

C2

48

C3

60

C4

72

C5 C6 C7

84 96 108 127

触发器输入源 

XP

 

120SD

 

RHH135

 

KP125W

鼓音色

敲击鼓面的声音 敲击踩镲边缘的声音 踩低音鼓的声音 

MIDI音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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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

采样功能可让您将人声和 CD播放声音等音频信号录制到 DTX900，并通过敲击鼓垫来播放这些声音。将音频信号
录制到 DTX900 的操作称为“采样”。除了能将音频信号直接录制到 DTX900 以外，您也可将在文件模式中导入
已有音频数据（以 WAV 或 AIFF文件格式）。这样您即可在 DTX900上使用您录制以及在电脑上编辑过的音频数
据。音频录制或载入完成后，您需要将其分配到用户音色，用户音色可在鼓组音色模式中进行选择。 

• 在采样模式中创建的用户音色临时驻留在 DIMM（选购）中（第 76和 147页）。因为 DIMM中的数据在电源关闭时会 

丢失，所以关闭电源之前，务必将通过录音、编辑和使用作业等方式创建的用户音色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中。关于
如何保存的说明，请参见第 54和 114页。

重要事项

若要使用本乐曲的采样功能，您需要在本乐曲上安装 DIMM 存储模块（另售）。

采样源 

USB存储设备  

AIFF、 W A V
文件等

麦克风等 CD、 MD等

用户音色
在通过 [SAMPLING] →  [F1] SELECT调出的画面中启动采样前指定。

或
在通过 [FILE] →  [F2] LO AD调出的画面中执行载入前指定。 

DIMM（另售）
最大 512 MB 

USB存储设备

文件类型   
= AllData, Allv

 
oice

 
, W

 
a

 
v

 
, Aiff

样本
在采样模式中执行

载入
在文件模式中执行
（文件类型 = W a v e）

录制的音频信号将要分配到的目的地位置

保存 /载入
在文件模式中执行

打击垫（触发器输入源）
在采样完成后指定（采样模式）。

或
在通过 [DR UM KIT] →  [F2]  V OICE →  [SF1] SELECT 调出的画面中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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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器模式 

[SAMPLING] →  [F6] REC →  Trigger Mode
触发器模式是一种采样功能，可让您根据音频音量决定开始录音的方式（手动还是自动）。 

● 手动启动录音  
[SAMPLING] →  [F6] REC →  Trigger Mode = manual
无论音频输入信号电平如何，只要按采样待机画面中的 [F6] ST ART按钮即可开始采样。 

● 当输入信号超出触发器电平时，启动录音  
[SAMPLING] →  [F6] REC →  Trigger Mode = level
在采样待机画面中按 [F6] START按钮后，只要接收到足够强的音频信号即可开始采样。此音频 

触发启动的阈值被称为触发电平（在下图中说明）。

就像您看到的那样，触发电平设定的越高，输入音频音量需要越大才能启动采样。另一方面，

如果触发电平设定得过低，则较低的噪音可能会意外启动采样。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采样录音即开始。
电平

采样录音即开始。

录音触发电平

电平

录音触发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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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

一首乐曲由 2个音序音轨（音轨 1和 2）和标题数据组成。 
2个音序音轨中的每一个都包含 16个 MIDI通道（通道 1 – 16）的 MIDI音序数据。 DRUM、 BASS和 OTHER声  
部分别对应 MIDI通道 10、 3和其它通道。无论这些声部位于哪个音轨上，只要按 [SF1]、 [SF2]和 [SF3]按钮可使
这些声部静音。

乐曲开头的标题数据包含鼓组音色编号、速度和拍号 (BEAT) 等常规乐曲信息以及各 MIDI通道的程序变更和音量
数据。当您选择乐曲时，这些类型的数据被自动传送到音源模块。

开始乐曲播放时，该数据被传送到音源模块以便播放声音。

敲击指定打击垫以及按 [ > / ■ ]（开始 /停止）按钮可开始播放每首乐曲。可让您敲击指定打击垫开始 /停止乐曲播
放的功能称为“鼓垫乐曲”（第 93 页）。每个鼓组音色最多可容纳 4 个分配了鼓垫乐曲的触发器输入源。某些预
设鼓组音色可提供特殊鼓垫设定。

由于 DTX900可同时播放一首主乐曲（通常按 [ > / ■ ]按钮可开始播放）以及最多 4首鼓垫乐曲，您可在主乐曲的
伴奏下演奏架子鼓的同时，敲击打击垫来播放短乐句（如吉他即兴重复段或和弦贝司乐句）。

在通过 [DR UM KIT] →  [F5] PAD →  [SF3] PADSONG调出的画面中可对每个鼓组音色进行鼓垫乐曲设定。

注 

• 所有预设乐曲录制到音轨 1。

注 

• 即使关闭 [SF1] DRUM 按钮，只可将音轨 1的鼓声声部静音。

乐曲

音轨 1 音轨 2 

DR

 

UM

 

 

 

—

 

 

 

MIDI通道 10 

B

 

ASS

 

 

 

—

 

 MIDI 通道 3 

O

 

THER

 

 

 

—

 

 MIDI通道 1、 2、 4 - 9、 11 - 16
DTX900 使用说明书 67



DTX900的基本结构

参考  
 

效果器

效果器对音源模块的输出信号添加效果，使用高级的 DSP（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来处理及增强声音。效果器在编 

辑的最后阶段应用，从而让您按需要改变声音。 

■ 效果器结构 

DTX900的效果器包括下列部分。 

● 混响

混响效果器给声音增加一种温暖的氛围感，模仿实际演奏空间（比如演奏厅或是小型俱乐部）

的复杂反射现象。在通过 [DR UM KIT] →  [F4] EFFECT →  [SF1] CONNECT或 [SF3] REVERB 
调出的画面中可对每个鼓组音色选择混响部分的效果器类型。此部分的效果器应用到 DTX900  
的整体声音。 

● 叠奏

叠奏效果器使用了各种调制处理方法，包括镶边与相位，以各种方式来增强声音效果。在通过 
[DR

 
UM KIT] →  [F4] EFFECT →  [SF1] CONNECT或 [SF4] CHORUS调出的画面中可对每个鼓 

组音色选择叠奏部分的效果器类型。此部分的效果器应用到 DTX900的整体声音。 

● 变化

此部分的效果器仅应用到当前鼓组音色声音。在通过 [DR UM KIT] →  [F4] EFFECT →  [SF1]  
CONNECT或 [SF2] VAR调出的画面中可对每个鼓组音色选择变化部分的效果器类型。 

● 插入 A和插入 B
这 2个部分的效果器仅应用到从外接音频设备或麦克风输出的音频信号。可分别在通过  
[UTILITY] →  [F4] AUX IN →  [SF3] INS A和 [SF4] INS B调出的画面中为插入 A和 B选择效果          

器类型。 

● 主控效果器

此部分对整体声音的最终立体声输出信号应用效果。可在通过 [UTILITY] →  [F3] EFFECT →   
[SF2] MEF调出的画面中选择主控效果器类型。 

● 主控均衡器

主控均衡器应用到本乐器的最终（处理后效果）整体声音。可在通过 [UTILITY] →  [F3] EFFECT   
→  [SF1] MEQ调出的画面中设定主控均衡器。

注 

• 有关效果器类型和相关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分别参见第 70 和 72页。有关 

各效果器部分的可用效果器类型的完整列表，请参阅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

中的效果器类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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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 效果器连接

插入效果器 A

插入效果 B

插入效果器 A

插入效果 B

或 

[UTILITY] →  [F4] A UX IN   
→   [SF2] INS  TYPE

外部音频信号
经由 

 A
 

UX IN/
 

 
 

 
 

 SAMPLING IN

 

 

 

 

鼓音色
（ MIDI 通道 10）

其它音色
（不包括 

MIDI通道 10）

主控效果器 主控
均衡器

单击音色

变奏 * 1

变奏返回 * 1

变奏发送 * 2 叠奏 * 1

混响 * 1

混响发送 * 2

叠奏发送 * 2

混响返回 * 1

叠奏返回 * 1

混响返回 * 1

叠奏返回 * 1

叠奏到混响 * 1

混响发送 * 2

叠奏发送 * 2 

*

 

1

 

 [DR

 

UM KIT] →  [F4] EFFECT →  [SF1] CONNECT 
*

 
2

 
 [DR

 
UM KIT] →  [F2]  V OICE →  [SF2] OUT -TUNE 

[UTILITY] 

 

 
→  [F3] EFFECT    
→  [SF2] MEF 

[UTILITY] 

 

 
→  [F3] EFFECT   
→  [SF1] MEQ

变奏到混响 * 1

变奏  
到叠奏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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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DTX900内置的效果器类型范围广且种类繁多，您可能
很难从那么多的种类中找到您想要的效果器类型。这

也是为什么所有效果器类型被分成方便的效果器类别

的原因。

本章节将介绍效果器的类别及其类型。以下列出的各 

类别的效果器类型列表包含下列各栏：  REV（混响）、  
CHO（叠奏）、 VAR（变化）、 I NS（插入）和 M EF
（主控效果器）。在这些栏中的打勾标记表示各部分可

使用的效果器类型。可使用面板控制器选择这些效果

器类型（在各列表中以打勾标记表示）。 

■ 压限器和均衡器

压缩器是一种通常用于限制和压缩音频信号动态部分

（柔和 /响亮）的效果器。对于动态变化较大的信号，
如人声和吉他声部，压缩器将“压榨”动态范围、有

效地使柔和声音响亮及使响亮声音柔和。当使用增益 

提高总体音量时，压限器可创建更强大、更一致的高音

量声音  压缩可用于增加电吉他的延音、使人声的音量 

平滑，或在混音中使得套鼓或节奏模板更明显。 

■

 

LO-FI

此效果器有意使用几个方式（包括降低采样频率）降 

低输入信号的音质。 

■

 

FLANGER & PHASER

此镶边可创建旋音和金属声音效果。移相器循环调制 

相位，在声音上增加动感。 

■

 

DIST

 

ORTION

此效果器类型主要用于吉他，可在声音中加入失真效 

果。 

■

 

W

 

AH

此效果器可循环调节音调亮度（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自动哇音通过 LFO调节音调，触摸式哇音通过音量（音
符开启力度）调节音调，踏板哇音通过踏板控制器调节

音调。

效果器类型和效果器类别

效果器类型 V AR INS MEF 描述 
COMPRESSO

 

R

 

✔

 

✔

 

✔ 古典声音压缩。 

CLASSIC 

 

 

 

COMPRESSO

 

R

 

✔

 

✔

 

– 传统类型的压限器。 

MUL

 

TI BAND 

 

 

 

COMP

 

✔

 

✔

 

✔

 

3频段型压限器。 

EQ

 

✔

 

✔

 

– 古典 5频段参数均衡
器。 

HARMONIC 
 

 
 

ENHANCER

 

✔

 

✔

 

– 在输入信号上增加新和
声使声音更突出。

效果器类型 V AR INS MEF 描述 

LO-FI

 

✔

 

✔

 

✔ 降低输入信号的音质以
获取降频声音。 

NOISY

 

✔

 

✔

 

– 在当前声音中加入噪
音。 

DIGIT
 

AL 
 

 
 

TURNT

 

ABLE

 

✔

 

✔

 

– 模拟噪音、刮擦以及乙
烯产品的流行乐。

效果器类型 V AR INS CHO 描述 
FLANGER

 

✔

 

✔

 

✔ 古典声音镶边。 
CLASSIC 

 
 

 

FLANGER

 

✔

 

✔

 

✔ 传统类型的镶边。 

TEMPO 

 

 

 

FLANGER

 

✔

 

✔

 

✔ 与速度同步的镶边。 

D

 

YNAMIC 

 

 

 

FLANGER

 

✔

 

✔

 

– 动态控制镶边。 

PHASER 

 

 

 

MONO

 

✔

 

✔

 

✔ 古典声音单声道移相
器。 

PHASER 
 

 
 

STEREO

 

✔

 

✔

 

✔ 古典声音立体声移相
器。 

TEMPO 
 

 
 

PHASER

 

✔

 

✔

 

✔ 与速度同步的移相器。 

D

 

YNAMIC 

 

 

 

PHASER

 

✔

 

✔

 

– 动态控制的移相器。

效果器类型 V AR INS MEF 描述 
AMP

 
 

 

SIMULA

 

T

 

OR 1

 

✔

 

✔

 

– 模拟吉他放大器。 

AMP

 

 

 

SIMULA

 

T

 

OR 2

 

✔

 

✔

 

– 模拟吉他放大器。 

COMP 

 

 

 

DIST

 

OR

 

TION

 

✔

 

✔

 

–

由于压缩位于第一阶
段，不管输入电平如何
变化，都能产生稳定的
失真。 

COMP 
 

 
 

DIST

 

OR

 

TION

 

DELA

 

Y

 

✔

 

✔

 

✔ 串联连接压限器、失真
和延迟效果器。

效果器类型 V AR INS 描述 
A

 
UT

 
O W

 
AH

 

✔

 

✔ 通过 LFO调节音调。 

T

 

OUCH W

 

AH

 

✔

 

✔ 通过音量 （音符开启力度）
调节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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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响

也称为“回响”，指的是原始声停止后残留在房间或封

闭空间内的声能。虽然与回声类似，但是有所不同，混

响是伴随着直接声音从墙壁和天花板反射的间接漫射 

声音。此间接声音特性视房间或空间大小以及房间中 

使用的材质和家具而定。混响效果器类型使用数字信 

号处理以模拟这些特性。 

■ 叠奏

视特定叠奏类型和参数而定，可使得音色听起来更“宏

大”，就像几个相同乐器一起合奏一样，也可使音色更

温暖更有深度。 

■

 

TREMOLO & R

 

OTARY

循环调节音量的颤音效果器。旋转扬声器效果器可模 

拟旋转扬声器特有的颤音效果。 

■

 

DELA

 

Y

一种可延迟环境或旋律效果器的音频信号的效果器 

（或设备）。

效果器类型 V AR INS R EV CHO 描述 

REV

 

-X HALL

 

–

 

–

 

✔

 

–
使用 REV -X技术
模拟音乐厅声学效
果的混响。 

R3 HALL

 

–

 

–

 

✔

 

–

使用源自 Y amaha  
ProR3的算法模拟
音乐厅声学效果的
混响。 

SPX HALL

 

✔

 

✔

 

✔

 

–
使用源自 Y amaha  
SPX1000的模拟
音乐厅声学效果的
混响。 

REV

 

-X R

 

OOM

 

–

 

–

 

✔

 

–
使用 REV -X技术
模拟房间声学效果
的混响。 

R3 R

 

OOM

 

–

 

–

 

✔

 

–
使用源自 Y amaha  
ProR3的算法模拟
房间声学效果的混
响。 

SPX R

 

OOM

 

✔

 

✔

 

✔

 

–

使用源自 Y amaha  
SPX1000的模拟
房间声学效果的混
响。 

R3 PLA

 

TE

 

–

 

–

 

✔

 

–
使用源自 Y amaha  
ProR3算法的模拟
金属板的混响。 

SPX ST

 

A

 

GE

 

✔

 

✔

 

✔

 

–
源自 Y amaha  
SPX1000的适合
独奏乐器的混响。 

SP

 

A

 

CE 

 

 

 

SIMULA

 

T

 

OR

 

–

 

–

 

✔

 

–
可通过指定宽高深
设定空间大小的混
响。 

EARL
 

Y 
 

 
 

REFLECTION

 

✔

 

✔

 

–

 

✔ 此效果期反射部
分。

效果器类型 V AR INS CHO 描述 

G CHOR

 

US

 

✔

 

✔

 

✔

一种叠奏效果器，它可
产生一种比常规叠奏更
丰富、更复杂的调制效
果。 

2

 

MODULA

 

T

 

OR

 

✔

 

✔

 

✔
一种由音高调制和振幅
调制组成的叠奏效果
器。 

SPX CHOR

 

US

 

✔

 

✔

 

✔
一种使用 3相 LFO将
调制和宽敞感添加到声
音中的效果器。 

SYMPHONIC

 

✔

 

✔

 

✔ 一种 SPX CHOR US 调
制的多级版本。 

ENSEMBLE 
 

 
 

DETUNE

 

✔

 

✔

 

✔ 增加稍微移调的声音创
建的无调制合唱效果。

效果器类型 V AR INS 描述 

A

 

UT

 

O P

 

AN

 

✔

 

✔ 一种将声音前后左右循环移动
的效果器。 

TREMOLO

 

✔

 

✔ 一种对音量进行循环调节的效
果器。 

R
 

O
 

T
 

AR
 

Y 
 

 
 

SPEAKER

 

✔

 

✔ 模拟旋转扬声器。

效果器类型 CHO V AR INS MEF 描述 
C R

 
O S S

 

DELA

 

Y

 

✔

 

✔

 

✔

 

– 两种延迟声音反馈
交叉。 

TEMPO 
 

 
 

C R

 

O S S

 

DELA

 

Y

 

✔

 

✔

 

✔

 

– 与速度同步的交叉
延迟。 

T E M P O

 

DELA

 

Y MONO

 

✔

 

✔

 

✔

 

– 与速度同步的单声
道交叉延迟。 

T E M P O
 

D E L A

 

Y

 

STEREO

 

✔

 

✔

 

✔

 

– 与速度同步的单声
道交叉延迟。 

CONTR

 

OL 

 

 

 

DELA

 

Y

 

–

 

✔

 

✔

 

– 可实时控制延迟时
间的延迟。 

DELA

 

Y LR

 

✔

 

✔

 

✔

 

– 产生 2种延迟声
音：  L和 R。 

DELA

 

Y LCR

 

✔

 

✔

 

✔

 

–
产生 3种延迟声
音：  L、 R和 C
（中央）。 

DELA
 

Y LR
 

 
（立体声） 

✔
 

✔
 

✔
 

✔ 产生 2种立体声延
迟声音：  L和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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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 TECH

此效果器使用滤波器和调制从根本上改变音调特性。 

■

 

MISC

此类别包含其它类别中未包含的效果器类型。 

REV

 

-X是 Yamaha开发的混响算法。其可提供高密度、
丰富的混响音质，衰减平滑，宽度和深度一起配合以加

强原始声。 DTX900 带有 2 种类型的 REV-X 效果器：  
REV-X Hall和 REV-X Room。

每个效果器类型带有可决定效果器如何应用到声音的 

参数。通过设定这些参数，可从单个效果器类型获得各

种声音效果。有关效果器参数的信息，请参见下文。 

■ 效果器参数的预设设定

每个效果器类型参数的预设设定以样板形式提供，并

可在效果类型选择画面中进行选择。若要获得满意的

效果声，请先选择一种与您想要的声音最接近的预设

类型，然后根据需要改变参数。 

■ 效果器参数

效果器类型 V AR INS MEF 描述 

RING 

 

 

 

MODULA

 

T

 

OR

 

✔

 

✔

 

✔
一种通过对输入信号的
频率进行调幅处理从而
修改音高的效果器。 

D
 

YNAMIC 
 

 
 

RING 

 

 

 

MODULA

 

T

 

OR

 

✔

 

✔

 

– 动态控制的环形调制。 

D

 

YNAMIC

 

 

 

FIL

 

TER

 

✔

 

✔

 

✔ 动态控制的滤波器。 

A

 

UT

 

O SYNTH

 

✔

 

✔

 

– 将输入信号处理成合成
器型声音。 

ISOLA

 

T

 

OR

 

✔

 

✔

 

✔ 控制输入信号指定频带
的电平。 

SLICE

 

✔

 

✔

 

✔
将音色声音分割成独立
单元以用于特殊旋律效
果器。 

TECH 
 

 
 

MODULA

 

TION

 

✔

 

✔

 

– 加入一种与环形调制类
似的独特调制感觉。

效果器类型 V AR INS 描述 
T

 
ALKING 

 
 

 

MODULA

 

T

 

OR

 

✔

 

✔ 在输入信号上增加元音声音。 

PITCH 

 

 

 

CHANGE

 

✔

 

✔ 改变输入信号的音高。 

REV

 

-X

效果器参数

注 

• 以下参数可能会以相同名称出现在不同效果器类型中，但是实际上视特定
效果器类型而定，具备的功能有所不同。对于这些参数，本书给出了 2到 3
种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AEGPhs 偏移 AEG的相位。 
AMDepth 决定调幅的深度。 
AMIn

 
vR 决定右声道调幅的相位。 

AmpT
 

ype 选择要模拟的放大器类型。 
AMSpeed 决定调幅速度。 
AMW

 
a

 
v

 
e 决定调幅的波。 

Analog 在声音中加入模拟镶边的特性。 

AtkOfst 决定在敲击打击垫（或演奏琴键）和哇音效
果器启动之间经过的时间量。 

AtkTime 决定包络跟随器的起音时间。 

Attac

 

k 决定在敲击打击垫（或演奏琴键）和压限器
启动之间经过的时间量。 

BitAsgn 决定字长应用到声音以及影响声音分辨率的
程度。 

Bottom
 

*1 决定哇音滤波器的最小值。 
Clic

 
kDensity 决定发出嚓嚓声时的频率。 

Clic
 

kLvl 决定嚓嚓声音量。 
Color

 
*2 决定固定的相位调制。 

CommonRel 这是一种 Multi Band Comp参数，可决定放
开音符键和效果器结束之间经过的时间量。 

Compres 决定应用压限器效果器的最小输入音量。 

CtrT

 

ype

这是一种 Control Dela y参数。当设定为
“ Nor mal”时，延迟效果器将始终应用到声
音。当设定为“ Scr atch”时，如果延迟时
间和延迟时间偏移都设定为“ 0”，则不应
用延迟效果。 

Deca
 

y 控制混响声衰减的方式。 

Dela

 

y

［对于 TEMPO DELA Y MONO和 TEMPO  
DELA

 
Y STEREO］

决定在音符值之间的声音延迟。这可帮助设
定与音乐节拍相匹配的延迟。
［对于 TEC效果器和 CONTR OL DELA Y］
决定延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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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DelayC 决定中央声道的延迟时间。 
Dela

 
yL 决定左声道的延迟时间。 

Dela

 

yL>R 决定声音从左声道输入时与声音从右声道输
出时之间的时间量。 

Dela
 

yOfstR 决定右声道的延迟时间偏移。 
Dela

 
yR 决定右声道的延迟时间。 

Dela

 

yR>L 决定声音从右声道输入时与声音输出至左声
道时之间的时间量。 

Density

［对于 REVERB效果器，不包括 EARL Y  
REFLECTION］
决定回响的强度。
［对于 EARL Y REFLECTION］
决定反射的强度。 

Depth

［对于 FLANGER］
决定控制延迟调制周期变化的 LFO波的振
幅。
［对于 PHASER MONO和 PHASER  
STEREO］
决定控制相位调制周期变化的 LFO波的振
幅。
［对于 SP A CE SIMULA T OR］
决定模拟房间的深度。 

Detune 决定音高失谐的量。 
De

 
vice 选择改变声音失真方式的设备。 

Diffuse

［对于 TEMPO PHASER 和 EARL Y  
REFLECTION］
决定所选效果器的跨度范围。
［对于 REVERB效果器，不包括 EARL Y  
REFLECTION］
决定混响的跨度范围。 

Directn 决定包络跟随器控制的调制方向。 
Div

 
.Lvl 决定通过分割效果器抽取部分的最小音量。 

DivF
 

reqH 决定将整个声音分割为 3个频段的高频。 
DivF

 
reqL 决定将整个声音分割为 3个频段的低频。 

DivideT

 

ype 决定由音符长度分割声音（波形）的方式。
这可帮助设定与音乐节拍相匹配的效果器。 

DlyLvl 确定延迟声音的音量。 
DlyLvlC 决定中央声道的延迟声音量。 
DlyMix 决定延迟声的混音音量。 
DlyOfst 决定延迟调制的偏移值。 

DlyT

 

rn

 

sit 决定延迟时间从当前值改变为指定的新数值
的速度（速率）。 

Dr

 

iv

 

e

［对于 HARMONIC ENHANCER和 
T

 
ALKING MODULA

 
T

 
OR］

决定应用增强器或交谈调制器的程度。
［对于 NOISY和 SLICE］
决定失真效果器的程度和特性。 

Dr
 

iv
 

eHor
 

n 决定通过旋转喇叭产生的调制深度。 
Dr

 
iv

 
eRotor 决定通过旋转转子产生的调制深度。 

Dr
 

y/W
 

et 决定干声和效果声的平衡。 
Dr

 
yLPF 决定应用到干声的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Dr
 

yLvl 决定干声（未经处理的声音）的音量。 
Dr

 
yMixLvl 决定干声（未经处理的声音）的音量。 

D
 

ry
 

S
 

n
 

d
 

N
 

o
 

i
 

s
 

e 决定发送到噪音效果器的干信号电平。

参数名称 说明 
DyLvlOfs 决定加入到包络跟随器输出的偏差值。 
DyThreshLvl 决定包络跟随器启动的最小音量。 
Edge 设定声音失真方式的曲线。 
Emphasi 决定高频特性的变化。 
EQ1F

 
req 决定均衡器 1（低坡形）的截止频率。 

EQ1Gain 决定均衡器 1（低坡形）的电平增益。 
EQ2F

 
req 决定均衡器 2的中央频率。 

EQ2Gain 决定均衡器 2的电平增益。 
EQ2Q 决定均衡器 2的 Q。 
EQ3F

 
req 决定均衡器 3的中央频率。 

EQ3Gain 决定均衡器 3的电平增益。 
EQ3Q 决定均衡器 3的 Q。 
EQ4F

 
req 决定均衡器 4的中央频率。 

EQ4Gain 决定均衡器 4的电平增益。 
EQ4Q 决定均衡器 4的 Q。 
EQ5F

 
req 决定均衡器 5（高坡形）的截止频率。 

EQ5Gain 决定均衡器 5（高坡形）的电平增益。 
EQF

 
req 决定均衡器各频段的中央频率。 

EQGain 决定均各频段的均衡器中央频率的电平增
益。 

EQWidth 决定均衡频段的宽度。 
ER/Re

 
v 决定早期反射和混响声之间的音量平衡。 

F/RDpth
此 A uto P an（当 P AN方向设定为 
“ L tur n”和“ R tur n”时可使用）参数决定 
F/R（前 /后）声相的深度。 

FBHiDmp 决定反馈声高频衰减的方式。 
FBHiDmR 决定右声道高频的衰减量偏移。 

FBLe

 

v

 

el

［对于 CHOR US效果器、 DELA Y效果器、 
TECH效果器、 CLASSIC FLANGER、 
TEMPO FLANGER、 D YNAMIC FLANGER
和 COMP DIST OR TION DELA Y］
决定从延迟输出并返回到输入端的反馈电
平。
［对于 TEMPO PHASER和 D YNAMIC  
PHASER］
决定从延迟输出并返回到输入端的反馈电
平。
［对于 REVERB效果器］
决定初始延迟的返回电平。 

FBLvl1 决定第一系列中延迟声的反馈电平。 
FBLvl2 决定第二系列中延迟声的反馈电平。 
FBLvlR 决定右声道的反馈等级的偏移。 
FBTime 决定反馈的延迟时间。 
FBTime1 决定反馈 1的延迟时间。 
FBTime2 决定反馈 2的延迟时间。 
FBTimeL 决定左声道反馈的延迟时间。 
FBTimeR 决定右声道反馈的延迟时间。 

F

 

eedbac

 

k 决定从效果器单元输出并返回到其自己输入
端的声音信号电平。 

Fine1 决定第一系列的精确音高设定。 
Fine2 决定第二系列的精确音高设定。 

FltT

 

ype

［对于 LO-FI］
决定音调特性的类型。
［对于 D YNAMIC FIL TER］
决定滤波器类型。

参数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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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X900的基本结构

参考  

   
 
GateTime 决定分割部分的门限时间。 
H.F

 
req 决定被削弱 /增强的 EQ高频段的中间频率。 

H.Gain 决定应用到 EQ高频段的增强或削弱量。 
Height 决定模拟房间的高度。 

HiAtk 决定从弹奏音符键到压缩器应用到高频之间
的时间量。 

HiGain 决定高频的输出增益。 
HiLvl 决定高频的电平。 
HiMute 切换高频的静音状态。 

HiRat ［对于 MUL TI BAND COMP］
决定高频压限器的比率。 

HiRat ［对于 REVERB效果器］
调节高频的回响。 

HiTh 决定效果器应用到高频的最小输入音量。 

Hor

 

nF 决定当快 /慢开关设定为“ f ast”时的喇叭
速度。 

Hor

 

nS 决定当快 /慢开关设定为“ slo w”时的喇叭
速度。 

HPF 决定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InitDly 决定在直接、原始声和初始反射之间经过的
时间量。 

InitDly1 决定第一系列的延迟时间。 
InitDly2 决定第二系列的延迟时间。 
InitDlyL 决定左声道的延迟时间。 
InitDlyR 决定右声道的延迟时间。 
InpLvl 决定输入电平。 
InpMode 选择输入声的单声道或立体声配置。 
InpSelect 选择输入端。 
L.F

 
req 决定被削弱 /增强的 EQ低频段的中间频率。 

L.Gain 决定应用到 EQ低频段的增强或削弱量。 
L/RDiffuse 决定声音的跨度范围。 
L/RDpth 决定左 /右声像效果器的深度。 

Lag
决定额外应用到并通过音符长度指定的延迟
声的延迟时间。这可帮助设定与音乐节拍相
匹配的效果器。 

LFODpth

［对于 CHOR US效果器、 RING  
MODULA

 
T

 
OR、 CLASSIC FLANGER和 

TEMPO FLANGER］
决定调制的深度。
［对于 TEMPO PHASER］
决定相位调制的深度。 

LFOPhDiff 决定调制波形左右相位之间的相位差。 
LFOPhRst 决定复位 LFO初始相位的方式。 

LFOSpeed

［对于 CHOR US效果器、 TREMOLO、 
RING MODULA

 
T

 
OR、 CLASSIC FLANGER

和 TEMPO FLANGER］
决定调制的频率。
［对于 TEMPO PHASER］
通过音符长度决定调制速度。这可帮助设定
与音乐节拍相匹配的效果器。
［对于 A UT O P AN］
决定自动相位的频率。 

LFO

 

W

 

a

 

v

 

e

［对于 CLASSIC FLANGER和 RING  
MODULA

 
T

 
OR］

选择调制的波。
［对于 A UT O W AH］
选择正弦或正方形波。
［对于 A UT O P AN］
决定声相曲线。

参数名称 说明 
Liv

 
enss 决定早期反射的衰减特性。 

Lo

 

wAtk 决定从按下音符键到压缩器应用到低频之间
的时间量。 

Lo
 

wGain 决定低频的输出增益。 
Lo

 
wLvl 决定低频的输出电平。 

Lo
 

wMute 决定打开还是关闭低频频段。 

Lo

 

wRat ［对于 MUL TI BAND COMP］
决定低频压限器的比率。 

Lo

 

wRat ［对于 REVERB效果器］
决定低频的比率。 

Lo
 

wTh 决定效果器应用到低频的最小输入音量。 
LPF 决定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LPFReso 决定输入声的低通滤波器共鸣。 

M.F

 

req 决定被削弱 /增强的 EQ中间频段的中间频
率。 

M.Gain 决定应用到 EQ中间频段的增强或削弱量。 
M.Width 决定中频均衡频段的宽度。 

Man

 

ual

［对于 FLANGER］
决定延迟调制的偏移值。
［对于 PHASER MONO和 PHASER  
STEREO］
决定相位调制的偏移值。 

MicAngl 决定麦克风的左 /右角度。 

MidAtk 决定从按下音符键到压缩器应用到中频之间
的时间量。 

MidGain 决定中频的输出增益。 
MidLvl 决定中频的输出电平。 
MidMute 切换中频的静音状态。 
MidRat 决定中频压限器的比率。 
MidTh 决定效果器应用到中频的最小输入电平。 
Mix 决定效果声的音量。 
MixLvl 决定混合到干声的效果声音量。 
ModDpth 决定调制的深度。 
ModDptR 决定右声道的调制深度偏移。 

Mode 决定移相器类型，或甚至决定构成移相器效
果器的元素。 

ModFB 决定调制的反馈等级。 
ModGain 决定调制的增益。 
ModLPF 决定应用到调制声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M

 
o

 
d

 
L

 
P

 
F

 
Reso 决定调制声的低通滤波器回响。 

ModMix 决定调制元素的混音平衡。 
ModPh 决定调制波左右相位之间的相位差。 
ModSpd 决定调制速度。 
ModW

 
a

 
v

 
e 选择调制的波形。 

Mo

 

v

 

eSpeed 决定通过元音参数将声音从当前状态移动到
指定声音之间所需的时间长度。 

NoiseQ 决定应用到噪音的低通滤波器回响。 
NoisLPF 决定应用到噪音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NoisLvl 决定噪音音量。

参数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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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X900的基本结构

参考 
 

*1 仅当数值小于上部参数时，可使用下部参数。 
*2 视模式和阶段参数的数值而定，色彩参数可能无效。 
*3 仅当数值大于下部参数时，可使用上部参数。 

NoisModDpt 决定噪音调制的深度。 
NoisModSpd 决定噪音调制的速度。 
NoisT

 
on 决定噪音的特性。 

On/Off 打开 /关闭隔音器。 
OSCF

 
rqCors 决定调制输入波的频率。 

OSCF
 

rqFine 精细地决定调制输入波的频率。 
OutGain 决定电平增益。 
OutLvl 决定输出电平。 
OutLvl1 决定第一系列的输出电平。 
OutLvl2 决定第二系列的输出电平。 
Output 决定输出电平。 
Ov

 
erDr 决定失真效果器的程度和特性。 

P
 

an1 决定第一系列的声相位置。 
P

 
an2 决定第二系列的声相位置。 

P

 

anAEGLvl 此分割效果器参数决定应用到移相声的 AEG
最小音量。 

P

 

a

 

n

 

A

 

E

 

G

 

T

 

y

 

p

 

e 此分割效果参数决定应用到移相声的 AEG
类型。 

P
 

anDirectn 决定自动相位的类型。 
P

 
anDpth 决定声相效果器的深度。 

P
 

anT
 

ype 决定声相类型。 
PhShiftOfst 决定相位调制的偏差值。 
Pitch1 以半音为单位决定第一系列的音高。 
Pitch2 以半音为单位决定第二系列的音高。 
PMDepth 决定音高调制的深度。 
Pre-LPF 决定调制前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PreLPFReso 决定输入声的低通滤波器共鸣。 
PreModHPF 决定调制前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Presenc 此吉他放大器效果器参数控制高频。 
Ratio 决定压限器的比率。 
RelCur

 
v 决定包络跟随器的释音曲线。 

Release 决定在放开琴键或声音结束和压限器效果结
束之间经过的时间量。 

RelTime 决定包络跟随器的释音时间。 
Reso 决定滤波器的共鸣。 
ResoOfst 决定共鸣的误差。 
Re

 
vDly 决定从早期反射到回响为止的延迟时间。 

Re
 

vTime 决定混响时间。 
RoomSiz

 
e 决定房间容量。 

Rotor/Hor
 

n 决定喇叭和转子的音量平衡。 

RotorF 决定当快 /慢开关设定为“ f ast”时的转子
速度。 

RotorS 决定当快 /慢开关设定为“ slo w”时的转子
速度。 

Sens

［对于 FLANGER&PHASER和 TECH 效果
器］
决定应用到输入变更的调制灵敏度。
［对于 T OUCH W AH］
决定应用到输入变更的哇音滤波器灵敏度。 

S-FTmHor

 

n
决定当切换旋转速度时，将喇叭旋转速度从
当前速度（慢或快）改变为另一个速度
（快或慢）所需的时间长度。

参数名称 说明 

S-FTmRotor
决定当切换旋转速度时，将转子旋转速度从
当前速度（慢或快）改变为另一个速度
（快或慢）所需的时间长度。 

SmplF
 

rqCtr 控制采样频率。 
SpcT

 
ype 选择空间模拟的类型。 

Speak
 

er 选择扬声器模拟的类型。 

Speed

［对于 FLANGER］
决定控制延迟调制周期变化的 L F O波的频率。
［对于 PHASER MONO和 PHASER  
STEREO］
决定控制相位调制周期变化的 L F O波的频率。
［对于 A UT O W AH］
决定 LFO的速度。 

SpeedCtr
 

l 切换旋转速度。 
Spread 决定声音的跨度范围。 
Stage 决定移相器的级数。 
Thresh 决定应用效果器的最小输入音量。 
T

 
op

 
*3 决定哇音滤波器的最大值。 

T

 

ype

［对于 FLANGER］
决定镶边类型。
［对于 W AH效果器］
决定哇音类型。
［对于 EARL Y REFLECTION］
决定反射音的类型。 

V
 

o
 

w
 

el 选择元音类型。 

W

 

allV

 

ar

 

y 决定模拟房间的墙壁状态。设定越高将产生
越多漫反射。 

Width 决定模拟房间的宽度。 
W

 
ordLen 决定声音的分辨率或声音的“粗糙”程度。

参数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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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X900的基本结构

参考  
 
内存与文件管理

在使用 DTX900时，您可能会创建许多不同类型的数据，包括鼓组音色、鼓音色、乐曲和乐链程序。本章讲述如何
维护各种类型的数据并使用存储器设备 /媒体来保存它们。

以下图表中列出了您可以在本设备上创建的数据类 

型，以及它们被永久或临时存储的内部存储器位置。请

记住，当您关闭电源时，某些类型的数据会丢失，请务

必在开始创建或编辑数据前准备 USB存储设备。

以下是下一页存储器结构图示中所用基本词汇的解 

释。 

● 闪存 R OM 
R

 
OM（只读存储器）是一种主要设计用于读取数据的
存储器，而无法将数据写入 ROM。和传统的 ROM不 
同，闪存 R OM可以重写 –可以让您保存自己的原始数
据。  闪存 ROM内容在电源关闭时也可以保存下来。 

●

 

DRAM

 

RAM（随机访问存储器）是一种主要设计用于数据写
入与读取操作的存储器。根据保存数据条件，有两种不

同类型的 RAM： SRAM（静态 RAM）与 DRAM（动
态 RAM）。在 DRAM上保存的创建数据在电源关闭时
丢失。因为这个原因，在关闭电源之前应该将驻留在  
DRAM中的数据保存到 USB储存设备中。 

●

 

DIMM（另售）
若要使用采样功能或将音频数据（用户音色 /W AV 文
件 / 
AIFF文件）载入本乐器，必须安装 DIMM模块。与上
文中所述的 DRAM一样，存储在 DIMM上的创建数据
在电源关闭时会丢失。因此，在关闭电源之前应该将驻

留在 DIMM中的数据保存到 USB储存设备中。 

● 用户存储器

可永久性或临时存储您所创建的所有数据的内存被称 

为 “用户存储器”。

在 DTX900上创建的各种数据类型中，存储在闪存 ROM
中的数据就是在关闭电源后也能保留下来。另一方面，

在关闭电源前，应将 DRAM（用户乐曲）和 DIMM
（用户音色）上的数据保存到 USB 存储设备中，因为
在电源关闭时这些数据将会丢失。

关闭电源时数据丢失和数据保留

数据类型 用于存储数据的内存类型

鼓组音色 闪存 R OM

嚓嚓声设定 闪存 R OM

触发器设置 闪存 R OM

工具设定 闪存 R OM

乐链 闪存 R OM

用户乐曲 
DRAM

 
 

→  当电源关闭时，数据将丢失！

用户音色 
DIMM 

 
 

→  当电源关闭时，数据将丢失！ 

• 在上述数据类型中，在关闭电源前，应将用户乐曲和用户音色数据保存
到与 USB T O DEVICE 接口相连的 USB 存储设备。否则，创建的数据  
将会丢失。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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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该图详细描述了 DTX900功能、内存及 USB储存设备之间的关系。 

* 存储在 USB存储设备的根目录中的外部鼓组音色可直接在鼓组音色模式中调用，无需在文件
模式中执行载入操作。当将鼓组音色存储到外部库时，将自动创建文件（扩展名： .T3E）。
请勿更改文件名。 

** 保存在 USB存储设备根目录中的标准 MIDI 文件乐曲（ 0格式）可直接在乐曲模式中调用并 
进行播放。此类乐曲可在文件模式中作为用户乐曲载入，文件类型为“ Song”。

存储器结构

•鼓组音色 
•音色 
•乐曲 
•触发器设置

预设数据 ( R OM )

内存

用户存储器

闪存 R OM 

DRAM

 

DIMM

数据创建功能  

•

 

 用户鼓组音色 1  –  50 

•嚓嚓声设定 

•

 

 用户触发器  
设置 1  –  5 

•工具设定 

•乐链 1  –  64

文件扩展名：  .w a v
（文件类型 = W a v） 

•

 

 用户乐曲 1  –  50

文件扩展名：  .aif
（文件类型 = Aiff）

标准 MIDI文件
（ SMF格式  
= 0） **

文件扩展名：  .T3V
（文件类型 = AllV oice）

文件扩展名：  .T3S
（文件类型 = AllSong）

文件扩展名：  .T3H
（文件类型 = AllChain）

文件扩展名：  .T3U
（文件类型 = 工具）

文件扩展名：     
.T3A
（文件类型  
= AllData）

文件扩展名：  .T3T
（文件类型 = AllT ri gger）

文件扩展名：  .T3C
（文件类型 = Clic k）

文件扩展名：  .T3K
（文件类型 = AllKit）

外部鼓组音色 * 
EXT

 
-A 01 

 
–
 
 99
 

EXT

 

-B 01 

 

–

 

 99

 

:

 

EXT

 

-P 01 

 

–

 

 99

载
入

 

/保
存

存
储

 

•用户音色 
USR-A: 001 

 
–

 
 

 
127

 

USR-B: 001 

 

–

 

 

 

127

 

:

 

USR-H: 001 

 

–

 

 

 

127

 

•鼓组音色编辑 

•嚓嚓声设定 

•触发器设置 

•工具设定 

•乐链编辑 

•乐曲录制 

•采样

外接 USB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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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本章节介绍用 [DR UM KIT]按钮调出的鼓组音色模式。
在鼓组音色模式中，您可从 50个预设鼓组音色 ( PRE： 01 – 50)中选择并播放想要的鼓组音色，还有 50个用户鼓组音色   
(

 
USR： 01 – 50) 可供您编辑及创建自己原创的鼓组音色。此外，您还可使用与  USB  TO DEVICE接口相连的外接 USB    
存储设备创建并将原创鼓组音色存储到 1584个外部鼓组音色 ( EXT -A: 01 – 99 ⋯  EXT-P: 01 – 99)。即使这些鼓组音色 

是存储在外接设备上的，也可直接调用这些鼓组音色。

鼓组音色模式中的基本操作步骤 

1按 [DR UM KIT] 按钮进入鼓组音色模式，然后 

选择最符合您所需设定的鼓组音色。 

2按 [F1]  –  [F6]按钮选择您想要编辑的菜单。
当子菜单分配到 [SF1]   – [SF6]按钮时，请按 [SF1] – [SF6]    
按钮选择要进行编辑的子菜单。

当编辑 [F2] VOICE、 [F3] STK/ALT和 [F5] PAD画面中的   
参数时，请按照以下操作步骤。 

2-1 在 [F2] VOICE画面中，按 [SF5]按钮选择“ INPUT” 
或“ SOURCE”。 
选择了“ INPUT”时，您可编辑每个触发器输入插
孔的参数（第 12和 60页）。选择了“ SOURCE” 
时，您可编辑每个触发器源的参数（第 61页）。 

2-2 敲击相应的打击垫，或将光标移至 INPUT或  
SOURCE 位置，然后使用 [INC/YES]、 [DEC/NO]
按钮和数据轮选择触发器输入插孔或触发器输入  
源。 

3用光标按钮将光标移至所需参数处，然后使用 
[INC/YES]、  [DEC/NO]按钮和数据轮设定数 

值。 

4设定完成后，按  [ENTER/ST ORE]按钮。
将出现以下画面。 

5使用  [INC/YES]、 [DEC/NO]按钮和数据轮选择
作为目的地的鼓组音色库和编号。 

6按 [ENTER/ST ORE]按钮。
画面将提示您进行确认。要取消存储操作，按 [DEC/NO]
按钮。 

7按 [INC/YES]按钮执行存储操作。

注 

• 当 USB存储设备连接到 USB TO DEVICE接口时，您可将您原创的鼓 

组音色存储到外部 (“ EXT -A” –“ EXT -P” )库以及内部用户 (“ USR” )  
库。 

• 当选择另一个鼓组音色或关闭电源时，编辑后的鼓组音色将丢失。
在选择另一个鼓组音色或关闭电源之前，必须按 [ENTER/ST ORE]
按钮将鼓组音色数据存储到内存中。 

• 当数据正在写入闪存 R OM（会出现“ Please k eep po w er on”（请   
保持电源打开状态）讯息）时，切勿关闭电源，否则本乐器上的所

有用户鼓组音色数据可能会损坏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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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选择鼓组音色 [F1] PLA Y

有关通过 [DR UM KIT] →  [F1] PLAY调出的画面的说明，在快速指南的第 30页上有述。

设定鼓音色参数 [F2] VOICE

通过 [F2]按钮以及 [SF1] – [SF4]按钮调出的各画面上带有下列 2种指示类型： INPUT和 SOURCE，这些指示显示  
在显示屏左上方。在这些画面上，按 [SF5]按钮可将显示类型在“ INPUT”（表示可编辑各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参数）
和“ SOURCE”（表示可编辑各触发器输入源的参数）之间切换。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您可将音色设定分配到各触发器
输入插孔。调出 SOURCE画面时，可将鼓音色分配到打
击垫上的各触发器输入源。通过在 SOURCE 画面上将 
SOURCE设定为 MIDI，您可将鼓音色分配到各 MIDI音
符编号。这在使用堆叠  /交替功能（第 86页）时非常方 
便。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   

1

 

INPUT（输入）
决定触发器输入插孔（连接所需的打击垫）。当关闭输入
锁定 5 时，您也可敲击相应的打击垫选择触发器输入插
孔。 

B 音色设定类别
决定音色设定类别。 

C 音色设定编号
决定在 2所选的音色设定类别中包含的音色设定编号。 

D

 

[SF5] SOURCE
按 [SF5]按钮可将显示类型在“ INPUT”（表示可编辑各
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参数）和“ SOURCE”（表示可编辑各
触发器输入源的参数）之间切换。 

E

 

[SF6]输入锁定
按此按钮可开启 / 关闭输入锁定。当输入锁定开启（显示
屏右上方出现 [L]指示），即使敲击打击垫也无法改变触发
器输入插孔 1。当您想要一边敲击其它打击垫一边调节当
前打击垫（连接至当前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参数时，此功
能很有用。

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    

1

 

SOURCE
决定触发器输入源。当关闭输入锁定 5时，您也可敲击
打击垫的相应部位选择触发器输入源。 

B 音色类别

决定音色类别。

将鼓音色分配到打击垫 

[SF1] SELECT 

注 

• 有关鼓组音色、鼓音色、音色设定、触发器输入源和触发器输入插孔之间关
系的说明，请参见第 62页。

设定 
snare

 
, tom1, tom2, tom3, tom4, r

 
ide

 
,

 
 

 
 

 
 

 
 

 
 

 cr ash1, cr ash2, hihat, kic k, pad11, pad12,           
pad13, pad14, pad15

设定 kic k, snare , tom, cymbal, hihat, perc , efct

注 

• 在 INPUT 画面中，当各触发器输入源的音色设定与当前音色设定有所
不同时，将出现星号 ( * )。

4

1

32

5

设定 请参阅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

设定
请参见第 61页上的触发器输入源列表。当
选择了“ MIDI”时，可将鼓音色分配到各 
MIDI音符编号。

设定 

kic

 

k1, kic

 

k2, snare1, snare2, snare3, tom1,

 

 

 

 

 

 

 

 

 

 

 tom2, cymbal, hihat, perc1, perc2, efct1,           efct2, USR-A, USR-B , USR-C , USR-D ,         

USR-E, USR-F

 

, USR-G, USR-H

4

1

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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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C 音色编号
决定在 2所选的音色类别中包含的音色编号。 

D

 

[SF5] INPUT
按 [SF5]按钮可将显示类型在“ INPUT”（表示可编辑各
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参数）和“ SOURCE”（表示可编辑各
触发器输入源的参数）之间切换。 

E

 

[SF6]输入锁定
按此按钮可开启 /关闭输入锁定。当输入锁定开启（显示 
屏右上方出现 [L]指示），即使敲击任何打击垫也无法改变
触发器输入源 1。当您想要一边敲击其它触发器输入源的
打击垫一边调节当前触发器输入源的参数时，此功能很有
用。

当将“ MIDI”选择为 SOURCE时，出现下列画面。 

1 音符编号
决定要将所需鼓音色分配到的 MIDI音符编号。

从此画面中可设定 v olume 和 tuning等参数。此画面由 
2页组成，可分别用光标 [ N ]和 [ M ]按钮调出这 2页。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的第一页：   

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的第一页：

当调出 SOURCE画面并选择 “ MIDI”时的初始页： 

1

 

V

 

olume（音量）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音量。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音
量。通过设定此参数，您可调节分配到各打击垫的音色之
间的音量平衡。 

B

 

T

 

uning（调音）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音高。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音
高。可以分为单位，对 Tuning 参数进行微调。 

C

 

P

 

AGE 

 

>
当可从当前页调出另一页时，会出现此指示。用光标 [ M ]
或 [ N ]按钮调出另一页。

设定 请参阅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

注 

• 查看堆叠 /交替设定；显示“ ----”时，无法选择音色类别和编号（第 86
和 126页）。

设定 C#1  –  A#5

注 

• 来自外接 MIDI设备的 MIDI音符讯息也可用于设定此参数。一旦通过  
MIDI设定了参数，输入锁定可用于防止之后的意外编辑操作。

1

设定 V olume、 T uning和其它参数 

[SF2] OUT-TUNE 

范围 0  –  127

范围 -24.00  –  +24.00

3 2 1

3 2 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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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的第二页：  

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的第二页：    

D

 

Re

 

vSend（混响发送）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混响发送电平。当
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 
源的混响发送电平。 

E

 

ChoSend（叠奏发送）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叠奏发送电平。当
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 
源的叠奏发送电平。 

F

 

V

 

arSend （变奏发送）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变奏发送电平。当
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 
源的变奏发送电平。 

G

 

Dr

 

y Level（干音电平）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混响 /叠奏效果器
信号的未经处理（干）电平。当调出 SOURCE 画面时，
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混响 /叠奏效果器信
号的未经处理（干）电平。 

H

 

P

 

an（声相）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声相（立体声）位
置。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 
器输入源的声相（立体声）位置。 

I

 

OutputSel（输出选择）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哪个输出插孔将
被传送到外接设备。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 
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哪个输出插孔将被传送到外
接设备。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4 8567 9

4 8567 9

范围 L63  –  C  –  R63

设定 

L&R+ph（ OUTPUT和 PHONES）， 
phones (PHONES) 

 
, 

 
ind1&2 

 
– 

 
ind5&6

（ INDIVIDU AL OUTPUT 1和 2  –  5 和   
6）， ind1  –  ind6（ INDIVIDU AL  
OUTPUT 之一）， dr yL&R（ OUTPUT，
不应用效果器。）

注 

• 在 INPUT画面中，当各触发器输入源的数值设定与此参数有所不同 

时，将出现星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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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均衡器相关参数以及 attack和  
release等音调相关参数。此画面由 2页组成，可分别用
光标 [ N ]和 [ M ]按钮调出这 2页。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的第一页：

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的第一页：  

当调出 SOURCE画面并选择“ MIDI”时的第一页： 

1

 

LO

 

W FREQ（低频）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对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进行衰减 /增强的
低 EQ 频段的中央频率。调出 SOURCE 画面时，此参数
可决定对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进行衰减 / 增强的低 EQ 频
段的中央频率。 

B

 

LO

 

W GAIN（低增益）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应用到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低 EQ频段
的增强或衰减量。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 
应用到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低 EQ频段的增强或衰减 
量。 

C

 

MID FREQ（中频）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对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进行衰减 /增强的
中 EQ频段的中央频率。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 
可决定对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进行衰减 /增强的中 EQ频
段的中央频率。 

D

 

MID GAIN（中增益）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应用到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中 EQ频段
的增强或衰减量。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 
应用到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中 EQ 频段的增强或衰减
量。 

E

 

MID Q（中  Q）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中 EQ频段的频率
带宽。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 
器输入源的中 EQ频段的频率带宽。 

F

 

HIGH FREQ（高频）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对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进行衰减 /增强的
高 EQ 频段的中央频率。调出 SOURCE 画面时，此参数
可决定对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进行衰减 /增强的高 EQ频
段的中央频率。 

G

 

HIGH GAIN（高增益）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应用到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高 EQ频段
的增强或衰减量。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 
应用到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高 EQ频段的增强或衰减 
量。 

H

 

P

 

AGE 

 

>
当可从当前页调出另一页时，会出现此指示。用光标 [ M ]
或 [ N ]按钮调出另一页。

设定均衡器以及音调相关参数 

[SF3] EQ-TONE 

范围 50.1  –  2.00k

范围 -32  –  +32

8 7621 43 5

8 1 3 55 6

2 4 7

8 1 3 55 6

2 4 7

范围 139.7  –  10.1k

范围 -32  –  +32

范围 0  –  31

范围 503.8  –  14.0k

范围 -32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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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的第二页：

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的第二页：    

I

 

Attac

 

k（起音）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起音时间 （从敲
击打击垫的时刻起到达到音量的最大初始电平的时间）。
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 
入源的起音时间。 

J

 

Deca

 

y（衰减）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衰减时间（表示 
音量从最大起音电平跌下来的速度）。当调出 SOURCE画
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衰减时间。 

K

 

Release（释音）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释音时间。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释
音时间。 

L

 

Filter（滤波器）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低通滤波器的截
止频率。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 
触发器输入源的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M

 

Q（谐振）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低通滤波器的谐 
振。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 
器输入源的低通滤波器的谐振。您可使用此参数在声音 
中添加更多特性或以更加动感的方式改变声音。

范围 -64  –  +63

范围 -64  –  +63

范围 -64  –  +63

注 

• 仅当 RcvKeyOff参数设定为“ on”时，才可使用此参数。

9 MJ K L

9 MJ K L

范围 -64  –  +63

范围 -64  –  +63

这部分频率被滤波器“放行”。

高音被静音。

频率（音高）

截止频率

低通滤波器

音量

谐振

频率
截止频率

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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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 Mono/Poly和 Alternate Group等 
参数。此画面由 2页组成，可分别用光标 [ N ] 和 [ M ] 按
钮调出这 2页。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的第一页：

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的第一页：  

当调出 SOURCE画面并选择“ MIDI”时的第一页： 

1

 

Mono/P

 

oly（单音 /复音）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 
插孔以单音还是复音播放。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 
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以单音还是复音播放。
如果选择了“ Mono”，连续敲击同一个打击垫将停止之 
前敲击所产生的声音，然后再次开始相同的声音。如果选
择了“ Poly”，则此限制不适用。 

B

 

AltGr

 

oup（交替组）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 
插孔分配到的交替组。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 
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分配到的交替组。
在实际的声学架子鼓中，有些鼓音不能同时演奏，例如开
镲和闭镲。将鼓音色分配到同一交替组，可以避免同时播
放这些鼓音色。可以定义最多 127个交替组。如果希望同 
时播放声音的话，也可以选择“ of f”。 

C

 

RcvK

 

eyOff（接收键关闭）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 
插孔是否响应 MIDI音符关讯息。当调出 SOURCE画面 
时，此参数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是否响应 MIDI音
符关讯息。
此参数通常设定为关，因为许多鼓音色的声音会自然衰 
减和停止，无需音符关讯息。当所选鼓音色具有延长、非
衰减声音时，应将此参数设定为 on，以便您可通过将  
MIDI音符关讯息发送到内部音源停止声音。传送到内置 
音源的 MIDI音符关讯息的时机由 STK/ALT画面中的 Gate
Time参数决定。您也可使用 Hold Mode参数控制 MIDI音 
符关讯息 （第 94页）。 

D

 

P

 

AGE 

 

>
当可从当前页调出另一页时，会出现此指示。用光标 [ M ]
或 [ N ]按钮调出另一页。

设定其它参数 

[SF4] OTHER 

设定 mono , poly

注 

• 在 INPUT画面中，当各触发器输入源的数值设定与此参数有所不同时，
将出现星号 ( * )。

21

3

4

21

3

4

21

3

4

设定 off , HHOpen, HHClose , 1  –  124

注 

• 对于分配到交替组的同一个编号  ( 1   – 124)的鼓音色，按照最后敲击的优  

先顺序，将只播放这些音色中的一种。对于分配到 “ HHOpen”和 

“ HHClose”的鼓音色，将应用特殊规则 （见下文）。 
• 演奏分配到“ HHOpen”的音色将不会停止分配到“ HHOpen”或 
“ HHClose”的音色声音。演奏分配到“ HHClose”的音色将不会停止
分配到“ HHOpen”的音色声音。 

• 在 INPUT 画面中，当各触发器输入源的数值设定与此参数有所不同 

时，将出现星号 ( * )。

设定 off , on

注 

• 在 INPUT画面中，当各触发器输入源的数值设定与此参数有所不同时，
将出现星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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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当调出 INPUT画面时的第二页：  

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的第二页： 

E

 

V

 

elSensDpt（力度灵敏度深度）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音量响应您敲击 
打击垫力度的程度。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决 
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音量响应您敲击打击垫力度的 
程度。
数值越高，则音量响应敲击力度的变化越大（如下图所 
示）。 

 

 

F

 

V

 

elSensOfs（力度灵敏度偏移）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 （参数的数值显示在旋钮图
标中）可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插孔的敲击力度影响实 
际产生力度的方式。当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数可 
决定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的敲击力度影响实际产生力度 
的方式。
可以让您按相同量升高或降低所有力度，自动对演奏力 
度过强或过弱进行弥补。如果结果为 0或更低值，则该值
被设定为 0。如果结果高于 127，则该值被设定为 127。 

 

 

G

 

SliderSel（滑杆选择）
调出 INPUT画面时，此参数可决定调节各所选触发器输 
入插孔音量所使用的滑杆。调出 SOURCE画面时，此参 
数可决定调节各所选触发器输入源音量所使用的滑杆。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56 7

756

127

0 127

深度 = 64

深度 = 32

深度 = 0

深度 = 127

实际产生的力度
（影响音源部分）

敲击打击垫的力度

当以下的 V elSensOfs参数设定为  64时：   

设定 kic k, snare , tom, cymbal, hihat, misc

127

0 12764

127

0 12764

127

0 12764

实际产生的力度
（影响音源）

实际产生的力度
（影响音源）

实际产生的力度
（影响音源）

敲击打击垫的力度

敲击打击垫的力度

敲击打击垫的力度

深度（见上文） = 64、偏移值  = 64时

深度（见上文） = 64、偏移值  = 96时

深度（见上文） = 64、偏移值  = 3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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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编程堆叠 /交替 [F3] STK/AL T

堆叠功能可让您只敲击一个打击垫即可同时演奏多个鼓音色，而交替功能可让您交替演奏不同的鼓音色。

此外，堆叠功能可让您通过使用变奏的音色（在 Y amaha合成器中称为“常规音色”）来演奏和弦，该音色可通过
将 CH（ MIDI 通道）设定为 10 以外的数字（通常 DTX900 使用此通道来演奏鼓音色）并在通过 [F6] OTHER →   
[SF3] MIDI调出的画面中将音色编号分配到相应通道的方法来调出。
请注意，只可对各触发器输入源设定 Stack/Alternate（堆叠 /交替）参数。

当光标位于 STEP栏时：   

1

 

SOURCE（触发器输入源）
决定触发堆叠 /交替功能的触发器输入源。当输入锁定关
闭时，您可敲击相应打击垫改变触发器输入源。 

B

 

STEP
决定交替功能的级数。在大多数预设鼓组音色中只预编
程了 001级，表示不使用堆叠 /交替功能。
例如， STEP“ 001”的每一行表示初次敲击打击垫时的程
序。 STEP“ 002”的每一行表示第二次敲击打击垫时的程
序。依此类推，其余的编号，如“ 003”和“ 004”也一样。
当改变了现有级数时，新的级数行将闪烁。按 [ENTER/  
STORE]按钮固定级数且闪烁停止。 

C

 

[SF1] INSER

 

T
按此按钮可在当前光标位置插入新级，并在光标位置之 
后的所有已编程的级数上加 1。 

D

 

[SF2] ADD
按此按钮可在当前光标位置添加一个相同数字的新级，
而不影响其它级的数字。 

E

 

[SF3] DELETE
按此按钮可删除当前光标位置处的级。如果删除了某个 
级的数字，则在光标位置之后的所有已编程的级数上将 
减 1。 

F

 

[SF4] CLEAR
按此按钮可清除在当前光标位置处的级，而不影响其它 
级的数字。 

G

 

[SF5] CHORD
当您弹奏与 MIDI IN接口相连的外接 MIDI键盘输入堆叠 
程序时，按此按钮可调出使用的另一个画面。详细说明，
请参见第 87页。 

H

 

[SF6]输入锁定
按此按钮可开启 /关闭输入锁定。当输入锁定开启（显示
屏右上方出现 [L]指示），即使敲击打击垫也无法改变触
发器输入插孔 1。当您想要一边敲击其它打击垫一边调
节当前打击垫（连接至当前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参数时，
此功能很有用。

当光标位于 STEP栏时的第一页：   

1

 

CH（ MIDI通道）
决定 MIDI通道。在默认初始设定下，此参数设定为 10，
此参数通常用于鼓音色。如果您想要弹奏变调的音色，请
将此参数设定为 10以外的数字。

注 

• 在 DTX900的内置音源中， MIDI通道 10专用于鼓音色。您的鼓演奏所产生的 MIDI 讯息将通过 MIDI通道 10传送到内置音源。

编程堆叠 /交替

设定 请参阅第 61页。

设定 001  –  100

注 

• 每个触发器输入源（每个鼓组音色总共 500个事件）最多可输入 100个
事件。当您想要输入的级数超过限制时，将出现错误讯息。

3

1

2

4 5 6 7 8

设定 1  –  16

注 
• 在通过 [DRUM KIT] →  [F6] OTHER →  [SF3] MIDI调出的画面中可对  

MIDI通道 1 – 16的每个通道分配音色。可对每个鼓组音色执行此设定。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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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B NOTE（音符）
决定相应级的 MIDI音符编号。 

C

 

GA

 

TETIME（门限时间）
决定门限时间（从敲击打击垫的时刻到相应音符关传送 
到音源部分时刻的时间长度）。实际上，此参数可决定发
出的声音的持续时间长度。 

D

 

[SF3] ALL
对于 CH、 NOTE、 GATE TIME和 VELOCITY LIMIT参  
数，您可通过同时按住此按钮、使用数据轮、 [INC/DEC]
和 [DEC/NO]按钮来改变所有级的当前值。 

E

 

[SF4] STEP
对于 CH、 NOTE、 GATE TIME和 VELOCITY LIMIT参  
数，您可通过同时按住此按钮、使用数据轮、 [INC/DEC]
和 [DEC/NO]按钮来改变所有级数的当前值。 

F

 
>（页）

当可从当前页调出另一页时，会出现此指示。用光标 [ M ]
或 [ N ]按钮调出另一页。

第二页：   

1

 

VELOCITY LIMIT（力度限制）
决定鼓音色将发声的力度范围上下限数值。只有当您在 
此处指定的力度范围敲击打击垫时，鼓音色才会发声。 

■ 堆叠 /交替程序的示例

以下为如何使用堆叠 /交替功能的示例。
在此示例中，敲击一下打击垫将产生 C大调和弦。敲击
第二下产生 G大调和弦，敲击第三下再次产生 C大调 
和弦。

若要创建上述程序，请遵照下列步骤进行操作。 
1 按 [F6] O THER按钮，然后按 [SF3] MIDI按钮 
调出 MIDI画面，在该画面中您可对 MIDI 16个 
通道中的每个通道设定音源设定。 

2 将光标移动到通道 11。 

3 将光标向下移动到 TRANSMIT行，然后将通道 
11的 TRANSMIT参数设定为“  All”或“ PC”。

设定 Off , C#-2  –  G8

注 

• 有关鼓音色和 MIDI音符编号之间关系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62页。

范围 0.0s  –  9.9s

范围 0  –  127

1

堆叠 /交替程序示例  

001级
第一次敲击打击垫的程序。 

002级
第二次敲击打击垫的程序。 

003级
第三次敲击打击垫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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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4将光标再向下移动，然后设定决定音色程序编 

号的 VCE NUM、 BANK MSB和 BANK LSB。
若需可用音色的完整列表，请参阅数据列表手册。 

5按 [F3] STK/AL T按钮再次调出堆叠  /交替画 

面。 

6如上图所示创建程序。
使用 [INC/YES]、 [DEC/NO] 按钮和数据轮输入在本章节
开头的程序示例图中所示的合适数值。（您也可从 MIDI 
键盘直接输入音符；请参见下文中的“用外接 MIDI键盘
编程堆叠”。） 

7按照级数敲击打击垫相应的次数，尝试新建的
堆叠 /交替程序。 

8按 [ENTER/ST ORE]按钮将设定存储为用户鼓
组音色。

您可在与 DTX900的 MIDI IN接口相连的外接 MIDI键 
盘上输入音符事件。这样可方便地让您演奏和弦和音

符并直接将其输入堆叠程序。 

1将 MIDI电缆的一端连接到 MIDI键盘的 MIDI  
OUT 接口，将另一端连接到 DTX900 的 MIDI
IN接口。 

2在 MIDI键盘上，进行正确的设定，使 MIDI接口
激活。
如果 MIDI键盘带有 USB  TO HOST接口，视键盘的 MIDI  
参数而定，您可能需要手动启用 MIDI操作。有关详细说
明，请参见 MIDI键盘的使用说明书。 

3在 DTX900上，设定 MIDI IN/OUT参数以启用  
MIDI操作。
在通过 [UTILITY] →   [F5] MIDI →  [SF3] OTHER调出的画      
面上，将 MIDI IN/OUT参数设定为 MIDI。 

4按 [F3] STK/AL T按钮再次调出堆叠 /交替画 

面。 

5按 [SF5] CHORD按钮调出和弦画面。
此画面用于接收来自外接 MIDI设备的 MIDI音符事件并
将其应用到当前堆叠 /交替程序。 

6使用数据轮、  [INC/YES]和 [DEC/NO]按钮设 

定级数。 

7弹奏  MIDI键盘。
您在 MIDI键盘上弹奏的音符（连同相应的 MIDI通道）
出现在画面上。 

8按 [F6]  OK按钮将接收到的音符实际应用到当 

前堆叠  /交替程序。
如果您不想将接收到的音符应用到程序，请按 [F5]   
CANCEL按钮返回原始画面。 

9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6  –  8。 

10 按 [ENTER/ST ORE]按钮将设定存储为用 

户鼓组音色。

用外接 MIDI键盘编程堆叠 

[SF5] CH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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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效果器设定 [F4] EFFECT

在用 [F4] EFFECT按钮调出的画面中，您可为当前鼓组音色设定效果器相关参数。在鼓组音色模式中，您可设定混 

响效果器、叠奏效果器和变奏效果器的参数。混响和叠奏效果器应用到整个 DTX900声音以及鼓组音色声音，而变
奏效果器只应用到鼓组音色声音。关于效果器结构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68页。

您可在此画面上总体查看效果路由和效果上的各种复  

杂控制。 

1 变奏效果器类别
决定变奏效果器类别。 

B 变奏效果器类别

决定变奏效果器类型。 

C 叠奏效果器类别
决定叠奏效果器类别。 

D 叠奏效果器类型
决定叠奏效果器类型。 

E

 

 混响效果器类型
决定混响效果器类型。您无需选择混响效果器类别，因为
混响部分的效果器类型没有被分成多个类别。 

F 变奏返回
决定变奏效果器的返回电平。 

G 变奏到叠奏
决定从变奏效果器发送到叠奏效果器的信号发送电平。 

H 变奏到混响
决定从变奏效果器发送到混响效果器的信号发送电平。 

I 变奏声相
决定变奏效果器声音的声相位置。 

J 叠奏返回
决定叠奏效果器的返回电平。 

K 叠奏到混响
决定从叠奏效果器发送到混响效果器的信号发送电平。 

L 叠奏声相
决定叠奏效果器声音的声相位置。 

M 混响返回
决定混响效果器的返回电平。 

N 混响声相
决定混响效果器声音的声相位置。 

O

 

[SF5] BYP

 

ASS
按此按钮可切换所有 3个效果器部分（混响、叠奏和变 
奏）的旁通状态的打开和关闭。
当旁通关闭（ BYP ASS指示以黑底白字显示）时，混响、
叠奏和变奏效果器应用到鼓组音色声音。当旁通打开 
（ BYP ASS指示以白底黑字显示）时，混响、鼓组音色声
音的所有 3个效果器中的 1个或 2个将被旁通。被旁通的
效果器部分（ C: VAR、 C: CHO和 REV中的任意一个）  
四周的框用虚线显示，而未被旁通的效果器部分四周的 
框用实线显示。

效果器连接设定 

[SF1] CONNECT 

设定 关于效果器类别和类型的说明，在 70页
有详细描述。

设定
关于效果器类别和类型的说明，在 70页
有详细描述。

设定 关于效果器类别和类型的说明，在 70页
有详细描述。

设定
关于效果器类别和类型的说明，在 70页
有详细描述。

设定 关于效果器类别和类型的说明，在 70页
有详细描述。

范围 0  –  127

1 2 8 7 3 4 K 5

MLJ6 N9 O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范围 L63（最左端） –  C（中央） –  R63（最  
右端）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范围 L63（最左端） –  C（中央） –  R63（最  
右端）

范围 0  –  127

范围 L63（最左端） –  C（中央） –  R63（最  
右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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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1 Category（类别） 

B

 

T

 

ype（类型）
相当于 [SF1] CONNECT画面中的 1和 2。您可从 Type 
栏中选择变奏效果器类型。如果难以找到所需的效果器  
类型，请先选择类别，然后选择类型。 

C

 

Preset（预设）
您可设定各种参数以改变所选效果类型影响声音的方 
式。此参数可调出这些效果参数的预设设定。 

D 效果参数
参数编号与值视当前所选的效果类型而变化。关于效果 
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72页。关于各效果类型参数 
的信息，请参见另外的数据列表册。 

E

 

P

 

AGE 

 
>

当可从当前页调出另一页时，会出现此指示。用光标 [ M ]
或 [ N ]按钮调出另一页。 

F

 

[SF5] BYP

 

ASS
按此按钮可切换变奏效果器的旁通状态的打开和关闭。
当旁通关闭（ BYP ASS指示以黑底白字显示）时，变奏效
果器应用到鼓组音色声音。当旁通打开（ BYPASS指示以
白底黑字显示）时，变奏效果器不应用到鼓组音色声音。 

 

 

1

 

T

 

ype（类型）
相当于 [SF1] CONNECT画面中的 5。您可从 Type 栏中 
选择混响效果器类型。 

B

 

Preset（预设）
您可设定各种参数以改变所选效果类型影响声音的方 
式。此参数可调出这些效果器参数的预编程设定。 

C 效果参数
参数编号与值视当前所选的效果类型而变化。关于效果
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72 页。关于各效果类型参数
的信息，请参见另外的数据列表册。 

D

 

P

 

AGE 

 
>

当可从当前页调出另一页时，会出现此指示。用光标 [ M ]
或 [ N ]按钮调出另一页。 

E

 

[SF5] BYP

 

ASS
按此按钮可切换混响效果器的旁通状态的打开和关闭。
当旁通关闭（ BYP ASS指示以黑底白字显示）时，混响效
果器应用到鼓组音色声音。当旁通打开（ BYPASS指示以
白底黑字显示）时，混响效果器不应用到鼓组音色声音。

变奏效果器设定 

[SF2] VAR 

设定 关于效果器类别和类型的说明，在 70页
有详细描述。

设定 请参阅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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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响效果器设定 

[SF3] REVERB 

设定 关于效果器类别和类型的说明，在 70页
有详细描述。

设定 请参阅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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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1 Category（类别） 

B

 

T

 

ype（类型）
相当于 [SF1] CONNECT画面中的 3和 4。您可从 Type 
栏中选择叠奏效果器类型。如果难以找到所需的效果器  
类型，请先选择类别，然后选择类型。 

C

 

Preset（预设）
您可设定各种参数以改变所选效果类型影响声音的方 
式。此参数可调出这些效果器参数的预编程设定。 

D 效果参数
参数编号与值视当前所选的效果类型而变化。关于效果
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72 页。关于各效果类型参数
的信息，请参见另外的数据列表册。 

E

 

P

 

AGE 

 
>

当可从当前页调出另一页时，会出现此指示。用光标 [ M ]
或 [ N ]按钮调出另一页。 

F

 

[SF5] BYP

 

ASS
按此按钮可切换叠奏效果器的旁通状态的打开和关闭。
当旁通关闭（ BYP ASS指示以黑底白字显示）时，叠奏效
果器应用到鼓组音色声音。当旁通打开（ BYPASS指示以
白底黑字显示）时，叠奏效果器不应用到鼓组音色声音。

叠奏效果器设定 

[SF4] CHORUS 

设定 关于效果器类别和类型的说明，在 70页
有详细描述。

设定 请参阅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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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打击垫设定 [F5] P AD

在此画面中，您可对配备有 TP100和 TP120SD 的打击
垫控制器分配功能。 

1

 

INPUT（触发器输入插孔）
决定要编辑的触发器输入插孔（相当于相连的打击垫）。
请注意，只可对各触发器输入插孔设定此参数。 

B 打击垫控制器类型
决定分配到打击垫的打击垫控制器的功能，该打击垫连
接到在 1中指定的触发器输入插孔。 

off 未对打击垫控制器分配功能。 
snares 旋转打击垫控制器可调节 snappy参数如何强力 

或柔和地“拉伸”的方式，或者在通过 [DR UM  
KIT] →  [F5] PAD →  [SF2] SNARES调出的画面 

中调节 Snares On/Off和 Snares Adjust参数。 
将打击垫控制器逐步向左旋转（逆时针）松开  
snapp
 

y效果器，最后解除其锁定。将打击垫控制
器向右旋转（顺时针）拧紧 snappy效果器。如 

果 snapp y效果器被解除锁定，则将打击垫控制 
器向右旋转以进行锁定。 

tuning 打击垫控制器调节鼓音色的调音，或者在通过  
[DR
 

UM KIT] →  [F2] VOICE →  [SF2] OUT-TUNE       
调出的画面中调节 Tuning参数。 

将打击垫控制器向左旋转（逆时针）降低音高。
将打击垫控制器向右旋转（顺时针）提高音高。 

tempo 打击垫控制器调节乐曲播放或嚓嚓声的速度。旋
转打击垫控制器时， LED显示屏上显示乐曲或嚓
嚓声的速度。 

fi
 

lter 打击垫控制器调节鼓音色的音调特性，或者在通 

过 [DR UM KIT] →  [F2] VOICE →  [SF3] EQ- 
TONE调出的画面中调节 Filter参数。将打击垫 

控制器向左旋转（逆时针）使鼓音色声音更低或
更沉。将打击垫控制器向右旋转（顺时针）使鼓

音色声音更响亮。 

v

 

oice 旋转打击垫控制器设定 snappy开 /关状态或在通
过 [DRUM KIT] →  [F5] PAD →  [SF2] SNARES调       

出的画面中设定 Snares On/Off参数。 
将打击垫控制器向左旋转（逆时针）解除 snapp y
效果器的锁定，最后将 Snares On/Off 参数设定 
为 off。将打击垫控制器向右旋转（顺时针）锁定 
snappy效果器，最后将 Snares On/Off参数设定 
为 on。 

C

 

[SF6]输入锁定
按此按钮可开启 /关闭输入锁定。当输入锁定开启（显示
屏右上方出现 [L] 指示），即使敲击打击垫也无法改变触
发器输入插孔 1。当您想要一边敲击其它打击垫一边调
节当前打击垫（连接至当前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参数时，
此功能很有用。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与小鼓垫的 Snapp y 效果器相关

的参数，该小鼓垫连接到 SNARE插孔。也可从与  

SN

 

ARE插孔相连鼓垫的打击垫控制器改变这些参数。

请记住，此画面中的设定仅对于与 SN ARE插孔相连的

鼓垫有效。 

1

 

Snares On/Off（小鼓开 /关）
决定 snapp y效果器的状态。当设定为 on时， snappy效果
器被锁定。当设定为 off时，该效果器被解除锁定。

对打击垫控制器分配功能 

[SF1] PADCTRL 

设定 
snare

 
, tom1, tom2, tom3, tom4, r

 
ide

 
,

 
 

 
 

 
 

 
 

 
 

 cr ash1, cr ash2, hihat, kic k, pad11,         
pad12, pad13, pad14, pad15

设定 off , snares , tuning, tempo , f ilter , v oice

2

3

1
注 

• 打击垫控制器类型的初始默认设定因鼓组音色而异。 
• 所选的触发器输入插孔不同，上述可使用的数值也不同。例如，仅当  

INPUT（触发器输入插孔）设定为“ snare”时，才可使用“ snare” 
和 “ v oice”。 

Snapp

 

y设定 

[SF2] SNARES 

设定 off , on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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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B Snares Adjust（小鼓调节）
决定 snapp y效果器被 “拉伸”的程度。将此参数设定为
“ 1”可使 snappy效果器最松。数值越大，则拉伸得越紧。 

C

 

Snare Buzz
决定 snapp y效果器是否与大鼓或桶鼓的声音共鸣。当设 
定为 on时， snappy效果器与大鼓或桶鼓的声音共鸣。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与各触发器输入源的鼓垫乐曲 

相关的参数。鼓垫乐曲功能可让您无需按 [ > / ■ ]按钮，
只要敲击打击垫即可播放乐曲。一首乐曲分配到一个 

触发器输入源，最多可设定 4首鼓垫乐曲。 

1

 

SOURCE（触发器输入源）
决定您想要将鼓垫乐曲分配到的触发器输入源。当输入
锁定关闭时，您可敲击相应打击垫改变触发器输入源。 

B

 

P

 

ad Song（鼓垫乐曲）
决定是否将鼓垫乐曲分配到所选的触发器输入源。当设
定为 on 时，触发器输入源可用于开始播放下文中指定的
乐曲。当设定为 off时，无法设定以下其余参数。 

C

 

Song No（乐曲编号）
决定当鼓垫乐曲设定为 on 时的乐曲编号。您可敲击与触
发器输入源相应的打击垫来开始播放此处指定的乐曲。
当鼓垫乐曲设定为 of f时，无法设定此参数。 

D

 

Repeat（重播）
决定是否重复播放乐曲。当设定为 on时，乐曲（通过敲
击打击垫开始）将重复播放。当设定为 off时，当到达乐
曲结尾时，乐曲播放将自动停止。 

E

 

Mode（模式）
决定乐曲播放响应打击垫敲击的方式。当选择了“ play”
时，敲击打击垫将开始或停止指定的乐曲。当选择了  
“ chase”时，敲击打击垫将只播放指定乐曲的一个小节  当 
选择了“ cutoff”时，敲击打击垫将停止由敲击其它打击
垫（其 Mode参数设定为“ cutoff”）而启动的任何乐曲，
然后开始播放指定的乐曲。再次敲击打击垫可停止指定 
乐曲。请记住，只会播放所有 Mode参数设定为“ cutoff”
的鼓垫乐曲中的一首乐曲。 

F

 

[SF5] INFO（信息）
按此按钮可调出显示鼓垫乐曲设定的画面。

范围 1  –  24

注 

• 设定此参数可改变通过 [DRUM KIT] →  [F2] VOICE →  [SF3] EQ-TONE       
调出的画面中的“ snareHd”和“ snareOp”的 Decay参数。

设定 off , 1  –  5

鼓垫乐曲设定 

[SF3] PADSONG 

设定 请参见第 61页上的触发器输入源列表。

设定 off , on

注 

• 您最多可播放一个鼓组音色中的 4首鼓垫乐曲。如果您已经为其它触发
器输入源指定了 4首鼓垫乐曲，则将无法设定下列参数 3   –   5，且显  

示屏上将显示“ –   –”。

设定 PRE: 01  –  87, USR: 01  –  50

1 32

4

6 5

设定 off , on

设定 pla y , chase , cutoff

注 

• 鼓垫乐曲根据在乐曲模式或嚓嚓声模式中指定的速度进行播放。  
DTX900只带有一个速度值。 

• 请记住，轻轻地敲击打击垫可能无法开始播放鼓垫乐曲。请务必使用高
于指定力度的力度来敲击打击垫。 

• 如果在触发器输入源上同时分配了打击垫功能（可在通过 [UTILITY] →  
[F2] PAD →  [SF2] PADFUNC调出的画面中进行设定）和鼓垫乐曲，则    

鼓垫乐曲设定将被取消。 
• 视所选鼓垫乐曲和常规乐曲而定，可能会产生不需要出现的声音。这是
因为每首乐曲可能会通过同一个 MIDI 通道将不同的设置传送到内置音
源。如果您想要同时使用 2首或多首乐曲，则您应务必将乐曲所使用的 
MIDI通道全部设定为不同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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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决定 DTX900如何响应各触发器
输入源的触发器信号的参数。此画面由 2页组成。 

1

 

SOURCE（触发器输入源）
决定要编辑的触发器输入源。当输入锁定关闭时，您可敲
击相应打击垫改变触发器输入源。 

B

 

T

 

rigLink（触发器链接）
当在此处选择“ of f”以外的任意数值时，敲击某个触发 
器输入源，不同的触发器输入源（在同一个打击垫）可 
同时产生触发器信号。请记住，可用的数值（触发器输 
入源）因 1中指定的触发器输入源而异。 

C

 

T

 

rigVelocity（触发器力度）
决定敲击 1中指定的 SOURCE对应的打击垫所产生的力
度值。当选择了“ variable”时，力度值由您的敲击力度 
决定。当选择了“ 1” –“ 127”之间的数值，则无论敲 
击力度如何，相应的数值将用作力度。 

D

 

P

 

AGE 

 

>
当可从当前页调出另一页时，会出现此指示。用光标 [ M ]
或 [ N ]按钮调出另一页。 

E

 

[SF6]输入锁定
按此按钮可开启 /关闭输入锁定。当输入锁定开启（显示
屏右上方出现 [L] 指示），即使敲击打击垫也无法改变触
发器输入插孔 1。当您想要一边敲击其它打击垫一边调
节当前打击垫（连接至当前触发器输入插孔）的参数时，
此功能很有用。 

F

 

T

 

rigAltGroup（触发器交替组）
决定要将触发器输入源分配到的交替组。如果多个触发 
器输入源被编组在分配为同一个编号的组，则一次只能 
启用该组中的一个输入。当从一个触发器交替组启用一 
个触发器输入源时，同一个组中的其它触发器输入源将 
分别产生相应 MIDI音符编号的 MIDI音符关事件。在通
过 [DR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调出的画       
面中，应将鼓音色 （通道 10）的 RcvKeyOff参数设定为
“ on”。
可以定义最多 32个交替组。如果希望同时播放声音的话，
也可以选择 “ of f”。 

G

 

T

 

rigMono/Poly（触发器单音 /复音）
决定以单音方式还是以复音方式播放当前触发器输入 
源。如果选择了 “ mono”，连续触发同一个音色将停止 
之前的声音，然后再次开始相同的音色。请注意，之前的
声音被音符关讯息停止，与通过 [DR 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调出的画面中的 Mono/Poly不同。   
相应地，在通过 [DR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调出的画面中，应将音色 （当前触发器输入源） 
的 RcvK eyOff 参数设定为“ on”。如果选择了“ Poly”，
则此限制不适用。 

H

 

Mask Time（屏蔽时间）
决定在您敲击相应打击垫之后， DTX900不接受来自当前
触发器输入源的触发器信号的时间长度。例如，当此参数
设定为“ 2.0s”时，在您敲击相应打击垫后的 2 秒内， 
DTX900将忽略触发器信号。 

I

 

Hold Mode（保持模式）
此参数通常设定为 “ of f”，因此敲击同一个打击垫（当 
前触发器输入源）只触发 （启动）相应的音色声音。另 
一方面，当此参数设定为 “ on”时，敲击同一个打击垫 
将在 2个触发器之间交替，并停止相应的音色声音。由于
音符关讯息用于停止音色声音，您需要在通过 [DR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调出的画面中将  
RcvK

 
eyOff参数设定为 on。

触发器信号设定 

[SF4] TRIGGER 

设定 请参见第 61页上的触发器输入源列表。

设定 
off

 
, head, r

 
im1, r

 
im2, r

 
im1&2, bo

 
w

 
,

 
 

 
 

 
 

 
 

 
 

 
pad11

注 

• 当 SOURCE设定为“ hhFtCl”、“ hhSplsh”或“ pad11”时， Trigger  
Link参数无法使用。

设定 v ar iab le , 1  –  127 

34

5

21

67 89
设定 off , 1  –  32

设定 mono , poly

设定 
off

 
, 20ms

 
, 40ms 

 
–

 
 10.00s (b

 
y 20ms),

 
 

 
 

 
 

 
 

 
 

 
 

 
20.00s

 
, 30.00s

设定 off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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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其它设定 [F6] OTHER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应用到当前鼓组音色的全体声  

音的参数。 

1

 

V

 

olume（音量）
决定整个鼓组音色的音量。 

B

 

T

 

empo（速度）
决定当您选择当前鼓组音色时调出的速度值。当选择了 
“ of f”时，当您选择当前鼓组音色时速度值将保持不变。 

C

 

Re

 

vSend（混响发送）
决定应用到鼓组音色的混响深度。此参数对分配到当前 
鼓组音色的各鼓音色偏移相同的参数。 

D

 

ChoSend（叠奏发送）
决定应用到鼓组音色的叠奏深度。此参数对分配到当前 
鼓组音色的各鼓音色偏移相同的参数。 

E

 

T

 

rigSetupLink（触发器设置链接）
使用此参数可指定选择当前音色组时使用的触发器设
置。触发器设置可分配到各个不同鼓组音色。如果当前所
选鼓组音色不需要特殊触发器设置，则选择“ of f”。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与踩镲控制器（脚踏控制器）相

关的参数，该控制器与 HI-HA T插孔（第 12页）相连。 

1

 

Function（功能）
决定分配到踩镲控制器的功能。当选择了“ Hi-Hat”时，
您可使用通常用于演奏踩镲的踩镲控制器。当选择了 
“ MIDI”时，您可根据以下的 MIDI Ch 参数和 MIDI Type  
参数踩下踩镲控制器产生 MIDI讯息。 

B

 

MIDI Ch（ MIDI通道）
决定操作踩镲控制器产生 MIDI讯息所通过的 MIDI通道。
仅当 Function参数设定为 MIDI时，才可使用此参数。 

C

 

MIDI T

 

ype（ MIDI类型）
决定操作踩镲控制器产生的 MIDI讯息的类型。仅当  
Function参数设定为 MIDI时，才可使用此参数。 
“ Ctl000” –“ Ctl119”代表控制变更讯息，“ AT”代表触
后，“ PB up”代表弯音向上（踩下时），“ PB down”代  
表弯音向下（踩下时）。

整个鼓组音色通用的设定 

[SF1] COMMON 

范围 0  –  127

范围 off , 30  –  300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设定 off , PRE:01  –  09, USR:01  –  05

注 

• 如果 TrigSetupLink设定为“ off”，则只要打开 DTX900的电源，将默认
载入工具模式中所选的触发器设置。（参见第 125页），接着，可在触
发器模式中自由改变触发器设置。（第 108页）

5 1 342

踩镲控制器设定 

[SF2] HH CTRL  

设定 HiHat, MIDI

设定 1  –  16

设定 Ctl000  –  Ctl119, A T , PB up , PB do wn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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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在此画面中，当选择了当前鼓组音色时，您可执行调出

的 MIDI设定。根据此处的设定，当选择了当前鼓组音
色时， 16个通道的 MIDI讯息将通过 MIDI被传送到内
置音源和外接 MIDI设备。此画面由 5页组成。

第一页 

1

 

TG SW（音源开关）
决定当选择当前鼓组音色时，是否将 MIDI讯息传送到内
置音源。当设定为 on时，根据 3  –  K的设定，选择当前  
鼓组音色会将相应通道的 MIDI讯息传送到内置音源。 

B

 

MIDI SW（ MIDI开关）
决定当选择当前鼓组音色时，是否将 MIDI讯息通过各  
MIDI 通道的 MIDI OUT 传送到外接音源。当设定为 on 
时，根据 3  –  K的设定，选择当前鼓组音色会通过 MIDI  
OUT将相应通道的 MIDI讯息传送到外接音源。

第二页 

C

 

TRANSMIT（传送）
决定传送到内置音源或外接 MIDI设备的 MIDI讯息的类 
型。当选择“ of f”时，即使 TG SW和 MIDI SW参数设 
定为 on，也不会传送 MIDI讯息。当选择 “ all”时，将 
同时传送程序变更和控制变更讯息。当选择“ PC”时， 
将只传送程序变更讯息。 

D

 

V

 

OLUME（音量）
决定各 MIDI通道的音量（控制变更号 7）数值。 

E

 

P

 

AN（声相）
决定各 MIDI通道的声相（控制变更号 10）数值。

第三页 

F

 

VCE NUM（音色编号）
决定各 MIDI通道的程序变更号。 

G

 

B

 

ANK MSB/LSB（音色库  MSB/LSB）
决定各 MIDI通道的程序变更号 （通过音色库 MSB/LSB  
数值）。

第四页 

H

 

REV SEND（混响发送）
决定各 MIDI通道的混响发送电平（控制变更号 91）数值。 

I

 

CHO SEND（叠奏发送）
决定各 MIDI通道的叠奏发送电平（控制变更号 93）数值。

第五页 

J

 

CC NUM
决定各 MIDI通道的控制变更号。 

K

 

CC V

 

ALUE
决定各 MIDI通道的指定控制变更号的数值。 

MIDI设定 

[SF3] MIDI 

设定 Off , On

设定 Off , On

设定 Off , All, PC

范围 0  –  127

范围 L63（最左端） –  C（中央） –  R63（最  
右端）

1

2

4

3

5

设定 1  –  128

设定 0  –  127

注 

• 有关音色库 MSB、音色库 LSB和程序变更讯息以及它们决定 DTX900 
音色的方式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中的音色列表。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设定 Off , 1  –  95

范围 0  –  127

注 

• 如果您设定与 VOLUME  4、 P AN  5、 REV  SEND  8或 CHO  SEND  9    
设定重叠的控制变更事件 JK，则控制变更事件 JK将优先。

6

7

9

8

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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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音色模式  [DRUM KIT]    

参考 
在此画面中，您可对鼓组音色指定名称。 

1

 

Name（名称）
输入鼓组音色名称的字符（最多 12个）。可按 [SF6] LIST 
按钮调出字符列表并输入名称。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
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B

 

Icon（图标）
决定 [F1] PLA Y画面上显示的鼓组音色图标。当选择 
“ of f”时， [F1] PLAY画面上将不会显示图标。 

C

 

[SF6] LIST
当光标位于名称框时，可按 [SF6] LIST按钮调出字符列 
表，然后输入名称。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  
页上的“基本操作”。

在此画面中，您可将参数设定从指定鼓组音色的指定  

触发器输入插孔 /触发器输入源 /MIDI音符复制到指定
用户鼓组音色的指定触发器输入插孔 /触发器输入源 / 
MIDI音符。
在设定完复制源参数和目的地参数后，按 [ENTER/  
STORE]按钮执行复制操作。
可用的参数因左上角的 T ype参数的数值而异。

当 T ype设定为“ Input”（触发器输入插孔）时：  

当 T ype设定为 Source时：  

当 T ype设定为 MIDI时：   

1

 

T

 

ype（类型）
决定复制源和复制目的地：  触发器输入插孔（音色设 
定）、触发器输入源 （音色）或 MIDI（ MIDI音符）。 

B 源鼓组音色编号
决定用作复制源的鼓组音色编号。“ Current”指的是当前
编辑的鼓组音色。 

C 复制源
决定复制操作的源。当 T ype设定为“ Input”时，此参数
决定将触发器输入插孔用作复制源。当 Type设定为 
“ Source”时，此参数决定将触发器输入源用作复制源。 
当 T ype设定为“ MIDI”时，此参数决定将 MIDI音符名
称用作复制源。 

D 目的地鼓组音色编号
决定用作复制目的地的鼓组音色编号。“ Current”指的是
当前编辑的鼓组音色。 

E 复制目的地
决定复制操作的目的地。当 T ype设定为“ Input”时，此
参数决定将触发器输入插孔用作复制目的地。当 Type 设
定为“ Source”时，此参数决定将触发器输入源用作复制
目的地。当 Type设定为“ MIDI”时，此参数决定将 MIDI
音符名称用作复制目的地。 

F

 

ST

 

ACK/ALTERNATE COPY（堆叠 /交替复制）
当在此框中添加勾选标记时，堆叠 / 交替设定也将被复
制。当除去此框中的勾选标记时，堆叠 /交替设定也将被
复制，不包括第一个音符设定。请记住，当 Type设定为 
“ MIDI”时，无法使用此参数。

命名鼓组音色 

[SF4] NAME 

设定 
Acoustic

 
, Roc

 
k, Electr

 
ic

 
, P

 
ercuss

 
, 

 
 

 Rh ythmBo x, Eff ect, R&B/H-Hop ,  
P

 
adSong, off

复制参数设定 

[SF5] COPY 

1

3

2

431 2 56

设定 Input（触发器输入插孔）， Source（触
发器输入源）， MIDI

设定 Current, PRE: 01  –  USR: 50

设定 Current, USR: 01  –  50

6 431 2 5

43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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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乐曲模式 [SONG]
 

本章节介绍用 [SONG]按钮调出的乐曲模式。
在乐曲模式中，您可从预设乐曲  (PRE: 01 – 87)选择所需的乐曲以便进行练习，也可从  50首用户乐曲 ( USR:  01 – 50) 

中选择所需乐曲以便录制和编辑您自己的乐曲。此外，您可从保存在外接  USB存储设备 （连接到 USB TO DEVICE接  

口）上的 SMF乐曲 ( EXT : 01 – 99)中选择一首。即使这些乐曲是存储在外接设备上的，也可直接调用这些乐曲。

乐曲播放 [F1] PLA Y

有关通过 [SONG] →  [F1] PLAY调出的画面的说明，在快速指南的第 35页上有述。

乐曲录制 [F1] PLA Y →  [REC]

有关通过 [SONG] →  [F1] PLAY →  [REC]调出的乐曲录制模式的说明，在快速指南的第 43页上有述。

乐曲作业 [F2] JOB

乐曲作业模式拥有全面的用于改变乐曲声音的编辑工具与数据转换功能组。它还带有多种方便的操作，诸如复制或

删除数据。

注 
• 除了在乐曲模式中选择的乐曲以及通过面板上的 [ > / ■ ]按钮开始 /停止的乐曲以外，您可使用鼓垫乐曲（可让您敲击打击垫启动指定
的乐曲）。有关鼓垫乐曲的更多说明，请参见第 93页。 

• 在乐曲录音模式中录制的以及乐曲作业模式中编辑的乐曲数据临时驻留在 DRAM中，这也就是说，关闭电源后这些数据将丢失。
关闭电源前，请务必在文件模式中将乐曲数据保存到与 USB T O DEVICE接口相连的 USB存储设备中。

功能 说明 

[SF1] SONG 乐曲作业 

01: Cop

 

y Song 此作业将所有数据从所选源乐曲复制到当前乐曲。 

02: Clear Song 此作业清除当前乐曲中的所有数据。 

0

 

3

 

:

 

 S

 

o

 

n

 

g

 

 N

 

a

 

m

 

e

 

,

 

 

 

 

 

T

 

empo

 

, Repeat 此作业可让您对当前乐曲设定名称、速度和重播开 /关设定。 

[SF2] TRA

 

CK 音轨作业 

01: Quantiz

 

e 此作业（应用到当前乐曲和指定音轨）可通过将音符事件朝着最近的正确节拍移动来调节音符事件的节拍。 

02: Mix 

 

T

 

r

 

ack 此作业可将当前乐曲的音轨 1 和 2中的所有数据混合到当前乐曲的音轨 1 或 2中。 

03: Cop

 

y T

 

r

 

ac

 

k 此作业可将所有数据从指定乐曲的指定音轨复制到当前乐曲的指定音轨。 

04: Clear 

 

T

 

r

 

ac

 

k 此作业清除当前乐曲的指定音轨中的所有数据。 

[SF3] MEAS

 

Measure Job

 

01: Cop

 

y 

 

Measure 此作业可将所有数据从指定乐曲的指定音轨的指定小节范围复制到当前乐曲的指定音轨的指定小节范围。 

02: Create 

 

Measure 此作业可在指定音轨或当前乐曲的音轨的指定位置创建空白小节。 

03: Delete 

 

Measure 此作业可删除当前乐曲的指定小节。 

04: Er

 

ase 

 

Measure 此作业可清除当前乐曲的指定小节范围中的所有数据，从而产生一段静音。 

[SF4] V

 

OICE

 

V

 

oice Job

此作业可对所有 16个 MIDI通道设定音源参数，如音色、音量和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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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模式  [SONG]  

参考 
1在乐曲模式中，选择所需的用户乐曲（您想要
对其应用作业的用户乐曲），然后按 [F2]  JOB 
按钮进入乐曲作业模式。 

2按 [SF1]  –  [SF4]按钮之一选择想要的作业菜 

单。 

3使用数据轮、光标按钮、  [INC/DEC]和 [DEC/
NO]按钮将光标移至所需的作业处，然后按  
[ENTER/ST

 
ORE]按钮调出作业画面。

按 [EXIT]按钮返回作业菜单画面。 

4将光标移至想要的参数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YES]和 [DEC/NO]按钮设定值。 

5 设定完成后，按 [ENTER/ST ORE]按钮执行作
业。 

6 在文件模式中将乐曲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中。
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54和 114页。 

01:

 

Copy Song（复制乐曲）

此作业将所有数据从所选源乐曲复制到当前乐曲。 

1 乐曲编号
决定要复制的源乐曲编号。相应的乐曲名称显示在乐曲 
编号右侧。 

02:

 

Clear Song（清除乐曲）

此作业可清除当前乐曲中的所有数据。

乐曲作业模式中的的基本操作步骤

注 

• 请记住，仅当选择了用户乐曲时，才可进入乐曲作业模式。 

• 请记住，执行作业将会使原始数据丢失，因为任何数据一旦因执行
作业而改变将无法恢复。 

• 在某些作业中，操作会覆盖目的地存储器中已存在的所有数据。务
必将重要数据保存在与 USB T O DEVICE接口相连的 USB存储设  

备上。 

• 执行作业所创建的乐曲数据临时驻留在 DRAM中，这也就是说，关
闭电源后这些数据将丢失。关闭电源前，请务必在文件模式中将乐
曲数据保存到与 USB T O DEVICE接口相连的 USB存储设备中。

乐曲作业 

[SF1] SONG 

设定 PRE: 01  –  87, USR: 01  –  50

注 

• 如果您想要清除音轨数据而不是整首乐曲，请使用第 101页上的 Clear
Track作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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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模式  [SONG]

参考 

1

 

03: Song Name, Tempo, Repeat（乐曲名称、速度   
和重播）

此作业可让您对当前乐曲设定名称、速度和重播开 /关
设定。 

 

 

1

 

Name（名称）
输入当前乐曲名称的字符（最多 10个）。可按 [SF6] LIST 
按钮调出字符列表并输入名称。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
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B

 

T

 

empo（速度）
决定选择当前乐曲时调出的速度。 

C

 

Repeat（重播）
决定是否重播放乐曲。将此参数设定为 on 可重复播放当
前乐曲，而将此参数设定为 of f 则将当前乐曲播放到底，
然后停止。 

D

 

[SF6] LIST
当光标位于名称框时，可按 [SF6]  LIST 按钮调出字符列 
表，然后输入名称。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 “基本操作”。 

01:

 

Quantize（量化）

此作业（应用到当前乐曲和指定音轨）可通过将音符 

事件朝着最近的正确节拍移动来调节音符事件的节 

拍。 

1

 

T

 

rack（音轨）
决定将量化应用到的音轨 （ 1或 2）。 

B

 

Quantiz

 

e（分辨率）
决定音符数据将要对准的音符节拍。按 [SF6]按钮调出数
值列表可选择所需的数值。

十六分音符三连音

十六分音符

八分音符三连音

八分音符

四分音符三连音

四分音符

苻点四分音符 

C

 

[SF6] （音符类型图标）
当光标位于量化值时，音符类型图标会显示于与 [SF6]按
钮对应的选项卡菜单中。此时，可通过按 [SF6]按钮调出
音符类型图标列表，然后从列表中选择想要的项目。 

02:

 

Mix Track（混合音轨）

此作业可将当前乐曲的音轨 1和 2中的所有数据混合到
当前乐曲的音轨 1或 2中。 

1

 

T

 

rack（音轨）
决定将混合音轨复制到的音轨 （ 1 或 2）。执行混合音轨
作业后，此处未选择的音轨中将没有数据。

注 

• 请记住，对于 Song Name, Tempo, Repeat作业不一定要按 [ENTER/ 
STORE]按钮（执行作业）。

范围 30  –  300

设定 off , on

音轨作业 

[SF2] TRACK 

 

• 请记住，执行此作业可能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原始演奏（如有意提前或延
迟敲击）的节奏感，因为一旦执行作业改变了数据，将无法恢复了。

1

4

2
3

设定 1, 2

设定

当选择“ 3/8”、“ 6/8”、“ 9/8”、“ 12/ 
8”或“ 15/8”时：     
16th note tr

 
iplet, 16th note

 
, 8th note

 
 

 
 

 
 

 
 

 
 

 
 

 

tr

 

iplet, 8th note

 

, 1/4 note

 

, dotted 1/4

 

 

 

 

 

 

 

 

 

 

 

 

 

note
当选择了另一个数值时：     
16th note tr

 
iplet, 16th note

 
, 8th note

 
 

 
 

 
 

 
 

 
 

 
 

 

tr

 

iplet, 8th note

 

, 1/4 note tr

 

iplet, 1/4 note

设定 1, 2

1 2 3

1

00 DTX900使用说明书  



乐曲模式  [SONG]  

参考 
03: Copy Track（复制音轨）

此作业可将所有数据从指定乐曲的指定音轨复制到当 

前乐曲的指定音轨。 

1 源乐曲编号
决定复制源乐曲编号。 

B 源音轨编号
决定在 1指定乐曲的复制源音轨编号。 

C 目的地音轨编号
决定当前乐曲的目的地音轨编号。 

04:

 

Clear Track（清除音轨）

此作业清除当前乐曲的指定音轨中的所有数据。 

1

 

T

 

rack（音轨）
决定要清除的音轨编号。 

01:

 

Copy Measure（复制小节）

此作业可将所有数据从指定乐曲的指定音轨的指定小 

节范围复制到当前乐曲的指定音轨的指定小节范围。 

1 源乐曲编号
决定源乐曲编号。 

B 源音轨编号
决定在 1指定乐曲编号的源音轨编号。 

C 源小节范围的开始小节编号
决定源小节范围的开始小节。 

D 源小节范围的结束小节编号
决定源小节范围的结束小节。 

E 目的地音轨编号
决定当前乐曲的目的地音轨编号。 

F 目的地小节编号
决定目的地小节范围的开始小节。

设定 PRE: 01  –  87, USR: 01  –  50

注 

• 此处无法选择乐曲“ EXT: 01” –“ EXT : 99”（保存在与 USB TO  
DEVICE接口相连的 USB 存储设备的根目录中的 SMF乐曲）。

设定 1, 2

设定 1, 2 

• 此作业会覆盖目的地音轨中已存在的任何数据。

设定 1, 2

1

2

3

1

小节作业 

[SF3] MEAS 

注 
• 当光标位于小节相关参数位置时，在与 [SF6]按钮对应的选项卡中将显示 

“ NUM”，表示您可通过按 [SF6] NUM按钮将 [F1] – [F6]按钮和 [SF1] –  
[SF5] 按钮用作数字键采样垫。 

• 此作业可覆盖音轨的目的地小节范围中已存在的任何数据。

设定 PRE: 01  –  87, USR: 01  –  50

设定 1, 2

范围 001  –  999

范围 001  –  999

设定 1, 2

范围 001  –  999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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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模式  [SONG]

参考 

1

 

02: Create Measure（创建小节）

此作业可在指定音轨或当前乐曲的音轨的指定位置创 

建空白小节。当嵌入了空白小节时，紧随嵌入点之后的

小节和拍子数据会相应地向后移。 

1

 

Beat（节拍）
决定新创建（嵌入的）小节的拍号。 

B 要嵌入的小节编号

决定要创建及嵌入的空白小节的编号。 

C

 

T

 

rack（音轨）
决定要应用此作业的音轨。当选择“ 1+2”时，执行作业
可在 2个音轨上添加新的小节，使得 2个音轨的长度相 
等。当选择“ 1”或“ 2”时，执行作业只在音轨 1或 2 
上添加新的小节，使得 2个音轨的长度不同。 

D

 

Meas（嵌入点）
决定要嵌入新创建空白小节的嵌入点（小节编号）。 

03:

 

Delete Measure（删除小节）

此作业可删除当前乐曲的指定小节。删除小节后的小 

节以及拍号数据相应向前移动。 

1

 

T

 

rack（音轨）
决定要删除的音轨编号。当选择“ 1+2”时，执行作业可
在 2个音轨上同时删除指定的小节，使得 2个音轨的长度
相等。当选择 “ 1”或“ 2”时，执行作业只在音轨 1或  
2上删除指定小节，使得 2个音轨的长度不同。 

B 小节范围的开始小节编号

决定要删除的小节范围的开始小节。 

C 小节范围的结束小节编号
决定要删除的小节范围的结束小节。 

04:

 

Erase Measure（删除小节）

此作业可清除当前乐曲的指定小节范围中的所有数 

据，从而产生一段静音。 

1

 

T

 

rack（音轨）
决定要删除的音轨编号。 

B 小节范围的开始小节编号
决定要删除的小节范围的开始小节。 

C 小节范围的结束小节编号
决定要删除的小节范围的结束小节。

设定 1/4  –  16/4, 1/8  –  16/8, 1/16  –  16/16

设定 001  –  999

设定 1+2, 1, 2

范围 001  –  999

4

1 2

3

设定 1+2, 1, 2

范围 001  –  999

范围 001  –  999

设定 1, 2

范围 001  –  999

范围 001  –  999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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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模式  [SONG]  

参考 
此作业可对所有 16个 MIDI通道设定音源参数，如音 

色、音量和声相。根据此处的设定，当选择了当前乐曲

时，所有 MIDI通道的参数值将通过 MIDI OUT被传送 

到内置音源和外接音源。

此作业画面由 3页组成。

音色作业的第一页 

1

 

CH（通道）
表示 MIDI通道。 

B

 

TRANSMIT（传送）
决定当选择当前乐曲时，是否将 MIDI讯息传送到内置音
源和外接音源。当设定为 All时，根据 3  –  L的设定，选  
择当前乐曲会将相应通道的所有 MIDI讯息传送到内置和
外接音源。当设定为 PC时，选择当前乐曲将只传送在  
5

 
 – 

 
6中进行的音色相关设定。当设定为 off时，选择当前  

乐曲将不传送 MIDI讯息，且无法使用下列参数 3  –  L。 

C

 

V

 

OLUME（音量）
决定各 MIDI通道的音量（控制变更号 7）数值。 

D

 

P

 

AN（声相）
决定各 MIDI通道的声相（控制变更号 10）数值。

音色作业的第二页 

E

 

V

 

OICE NUM（音色编号）
决定各 MIDI通道的程序变更号。 

F

 

B

 

ANK MSB/LSB（音色库 MSB/LSB）
决定各 MIDI通道的 Bank  Select MSB和 LSB的编号。通  
过设定 Bank Select MSB、 LSB和程序变更（音色编号）  
可指定特定音色。 

G

 

[F4] PRE.KIT
仅当光标位于通道 10的 VCE NUM、 BANK MSB和 BANK  
LSB设定中的任意一个时，会出现此菜单。按此按钮可调
出与 DTX900的预设鼓组音色相对应的 Bank Select MSB  
和 LSB值。 

H

 

[F4] USR.KIT
仅当光标位于通道 10的 VCE NUM、 BANK MSB和 BANK  
LSB设定中的任意一个时，会出现此菜单。按此按钮可调
出与 DTX900的用户鼓组音色相对应的 Bank Select MSB  
和 LSB值。 

I

 

[F4] EXT

 

.KIT
仅当光标位于通道 10的 VCE NUM、 BANK MSB和 BANK  
LSB设定中的任意一个时，会出现此菜单。按此按钮可调
出与 DTX900的外部鼓组音色相对应的 Bank Select MSB  
和 LSB值。

音色作业的第三页 

J

 

FIL

 

TER （滤波器）
决定各 MIDI通道的亮度（控制变更号 74）数值。 

K

 

REV SEND（混响发送）
决定各 MIDI通道的混响发送电平（控制变更号 91）数值。 

L

 

CHO SEND（叠奏发送）
决定各 MIDI通道的叠奏发送电平（控制变更号 93）数值。

音色作业 

[SF4] VOICE 

注 

• 请记住，对于音色作业不一定要按 [ENTER/STORE] 按钮（执行作业）。

设定 Off , All, PC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2

1

4

3

6

5

7 8 9

范围 1  –  128

范围 0  –  127

注 

• 如果您将 MIDI通道 10的 Bank Select设定为 125或 127，则为 MIDI通 
道 10 设定的程序变更号（鼓组音色编号）将被自动应用到内置音源的
所有其它 MIDI 通道。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K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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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嚓嚓声模式 [CLICK]
本章节介绍用 [CLICK]按钮调出的嚓嚓声模式。
在嚓嚓声模式中，您可设定整个  DTX900 的嚓嚓声 （节拍器）相关参数，如嚓嚓声音色、拍号和速度。此外，您可使

用 Groove Check功能和 Rhythm Gate功能进行旋律训练和练习。

嚓嚓声模式中的基本操作步骤 

1按 [CLICK]按钮进入嚓嚓声模式。 

2寻找所需功能时请注意选项卡菜单 （对应于  
[F1]
 

 
 

– [F5]和 [SF1] – [SF3]按钮），然后按相    

关的按钮调出所需的画面。 

3将光标移至各参数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 
YES]和 [DEC/NO]按钮设定值。 

4设定完成后，在嚓嚓声模式中按  [ENTER/  
STORE]按钮存储所有设定（不包括 tempo、 
beat（拍号）和 subdivide）。 

• 如果不存储即关闭电源，则嚓嚓声模式中的所有设定都将丢失。 

• 显示屏上显示“ Please k eep po w er on”（请保持电源开启）讯息 

时，切勿试图切断电源；否则，嚓嚓声模式中的所有设定可能会丢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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嚓嚓声模式  [CLICK]  

参考 
嚓嚓声的基本设定 [F1] PLA Y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嚓嚓声的基本参数，如 V oice、 time signature和 tempo。 

1

 

BEA

 

T（拍号）
决定嚓嚓声的拍号。 

B

 

TEMPO（速度）
决定嚓嚓声的速度。 

C

 

SUBDIVIDE（细分）
决定嚓嚓声的重音节拍。节拍在此处指定的重音节拍处 
被分割。当 BEA T设定为“ 5/4”， SUBDIVIDE设定为 
“ 2+3”时，重音将应用到第一拍和第三拍。当 BEAT设 
定为“ 9/4”， SUBDIVIDE设定为“ 4+5”时，重音将应
用到第三拍和第五拍。 

D

 

CLICK V

 

OICE（嚓嚓声音色）
决定嚓嚓声的音色。 

E

 

V

 

OLUME (ACC)
用于调节由 SUBDIVIDE参数决定的重音节拍的音量。 

F

 

V

 

OLUME（四分音符）
决定四分音符的嚓嚓声时序音量。 

G

 

V

 

OLUME（八分音符）
决定八分音符的嚓嚓声时序音量。 

H

 

V

 

OLUME（十六分音符）
决定十六分音符的嚓嚓声时序音量。 

I

 

V

 

OLUME（八分音符三连音）
决定八分音符三连音的嚓嚓声时序音量。

注 

•

 

VOLUME中显示的音符类型将因 BEAT设定而异。

2

987654

1

3

设定 1/4  –  16/4, 1/8  –  16/8, 1/16  –  16/16

注 

• 当在乐曲模式中选择了具有不同节拍（拍号）的乐曲时，新乐曲的节 

拍也将应用到嚓嚓声模式。

设定 030  –  300

注 

• 当在乐曲模式中选择了具有不同速度设定的乐曲时，新乐曲的速度值 

也将应用到嚓嚓声。 
• 使用敲击速度功能也可设定速度，让您可通过在打击垫上敲击来设定 

速度。使用此功能，您可方便地设定您所需要的速度。详细说明，请参

见第 34页。

设定 off , 2+3, 3+2, 3+4, 4+3, 4+5, 5+4, 5+6,               
6+5, 6+7, 7+6, 7+8, 8+7

设定 
Metronome

 
, Cla

 
v

 
es

 
, Co

 
wbell, Shak

 
er

 
, 

 Stic k, CrossStic k, Pulse , Human,  
UserV

 
oice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范围 0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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嚓嚓声模式  [CLICK]

参考 

1

 

嚓嚓声音色设定 [F2] VOICE

在此画面（仅当嚓嚓声音色设定为“ User V oice”时可使用）中，您可为每个节拍时序设定不同的嚓嚓声音色。 

1 音色类别
决定嚓嚓声的音色类别。 

B 音色编号
决定嚓嚓声的音色编号。如果音色编号设定为 “ 000”，
则在音色名称上将出现“ no assign”指示，将不会发出声 
音。 

C

 

TUNING（调音）
决定在 2中指定音色的音高。

轻敲速度功能 [F3] T AP

轻敲速度功能在快速指南章节的第 34页上有述。 

Groove Check功能 [F4] GROOVE

关于此画面的说明在快速指南章节的第 51页上有述。

关于此画面的说明在快速指南章节的第 52页上有述。

关于此画面的说明在快速指南章节的第 50页上有述。

设定 
kic

 
k1 

 
–

 
 2, snare1 

 
–

 
 3, tom1 

 
–

 
 2, cymbal,

 
 

 
 

 
 

 
 

 
 

 
 

 
 

 
 

 
 

 
hihat, perc1 

 
–

 
 2, efct1 

 
–

 
 2, USR-A 

 
–

 
 H

2 31

设定 请参阅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

注 

• 音色的数量因所选音色类别而异。

范围 -24.00  –  +24.00（ 1.0表示一个半音。）

注 

• 即使在采样模式中将用户音色设定为“ loop”，敲击一下将播放分配到
嚓嚓声音色的用户音色。 

• 当您想要使用带有用户音色的嚓嚓声音色时，建议将包含您所需用户
音色的文件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的 AUTOLOAD文件夹中（第 125页）
中，并使用自动载入功能（第 125页）。

使用 Gr oo ve Chec k功能 

[SF1] G.CHECK 

使用 Rh ythm Gate功能 

[SF2] R.GATE 

 

Gr

 

oo

 

ve Chec

 

k和 Rh ythm Gate的参数  
设定 

[SF3]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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嚓嚓声模式  [CLICK]  

参考 
嚓嚓声设定 [F5] OTHER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决定在何种条件下嚓嚓声及嚓  

嚓声输出的参数。 

1

 

Mode（模式）
决定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播放嚓嚓声。可根据 
此处的设定与乐曲播放 /录音同步开始或停止嚓嚓声，按 
[CLICK ON/OFF]按钮也可开始或停止嚓嚓声。 

man

 

ual 只有按 [CLICK ON/OFF]按钮才会开始 /停止嚓 
嚓声。 

pla
 

y 开始 /停止乐曲播放以及按 [CLICK ON/OFF]按 
钮可开始 /停止嚓嚓声。 

rec 开始 /停止乐曲录制以及按 [CLICK ON/OFF]按 
钮可开始 /停止嚓嚓声。 

pla
 

y&rec开始 /停止乐曲播放 /录制以及按 [CLICK ON/ 
OFF]按钮可开始 /停止嚓嚓声。 

B

 

MIDI Out
决定是否通过 MIDI OUT传送对应于嚓嚓音色的 MIDI音 
符编号。当此参数设定为 on时，将通过 MIDI OUT 传送 
下列 MIDI事件。 

C

 

OutputSel（输出选择）
决定嚓嚓声的输出插孔。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小节停歇功能的相关参数。使用

此功能，可对指定小节播放嚓嚓声音色，并对指定小节

进行反复静音。

此功能可有效提高您的旋律技巧和节奏感，可在听着

嚓嚓声的同时在几个小节演奏某个鼓乐句，然后在没

有嚓嚓声的情况下演奏下几个小节。例如，要设定 4小
节带嚓嚓声，接下来的 4小节不带嚓嚓声，请将 Measure
参数设定为 4，并将 Break参数设定为 4。 

1

 

Measure/Break（小节 /停歇）
决定是否启用小节停歇功能。当设定为 on时，反复地在  
2中指定的小节播放嚓嚓声，在 3中指定的小节进行静
音。 

B

 

Measure（小节）
决定播放嚓嚓声（不静音）的小节范围量。 

C

 

Break（停歇）
决定嚓嚓声静音的小节范围量。

设定播放嚓嚓声的方式 

[SF1] OUTPUT 

设定 man ual, pla y , rec , pla y&rec 

MIDI通道 音符 力度

重音音符 10 B#-1 127

四分音符 10 C0 127

其它音符 10 B-1 127

设定 off , on

注 
• 仅当产生嚓嚓声时，将通过 MIDI OUT传送对应于嚓嚓声的 MIDI音符事 

件。将不会通过 MIDI OUT传送对应于嚓嚓声（嚓嚓声的音量在 [F1]  
PLAY画面上被调到最低音量）的 MIDI音符事件。同样地，在小节停 

歇功能的“停歇”过程中，将不会通过 MIDI OUT 传送对应于嚓嚓声 

的 MIDI音符事件。

设定 

L&R+ph（ OUTPUT和 PHONES）， 
Phones (PHONES)， L&R (OUTPUT)， 
ind1&2 

 
–

 
 ind5&6（ INDIVIDU AL  

OUTPUT 1和 2  –  5和 6）， ind1  –  ind6
（ INDIVIDU AL OUTPUT之一）

1 32

使用小节停歇功能 

[SF2] MEASBRK 

设定 off , on

范围 1  –  9

范围 1  –  9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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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触发器模式 [TRIGGER]
本章节介绍用 [TRIGGER]按钮调出的触发器模式。
在触发器模式中，您可设定接收自打击垫或鼓触发器 （如 Y amaha DT20）的触发器信号的相关参数，打击垫或鼓触发 

器与触发器输入插孔相连。这些设定可最优化 DTX900的操作并响应触发器信号。如果您要使用装在声学鼓上的鼓触发
器或另外购买的打击垫，需要对各触发器输入源调节灵敏度并分配音色。

此模式还带有可防止串音 * 和双触发 *的设定。 

* 串音  

一种敲击某个打击垫的震动可能会造成另一个 （通常为邻近的）打击垫上的意外触发的触发问题。  
* 双触发  

一种只敲击一次某个打击垫却产生  2个或多个触发器信号的触发问题。

触发器模式中的基本操作步骤 

1按 [TRIGGER]按钮进入触发器模式。 

2寻找所需功能时请注意选项卡菜单 （对应于  
[F1]
 

 
 

– [F5]和 [SF1] – [SF2]按钮），然后按相    

关的按钮调出所需的画面。 

3将光标移至各参数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 
YES]和 [DEC/NO]按钮设定数值。 

4设定完成后，按 [ENTER/ST ORE]按钮。
将出现下列画面。 

5用数据轮选择目的地触发器设置编号。 

6按 [ENTER/ST ORE]按钮。
在执行存储操作前，将出现以下提示您进行确认的画面。 

7按 [INC/YES]按钮执行存储操作。

注 

• 若要在敲击打击垫时获得最佳的声音效果和响应，则必须创建合适的触发器设置。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已有的接近您喜好
的触发器设置，然后对其进行编辑。 

• 当您找到或创建了喜爱的触发器设置后，建议您在通过 [UTILUITY] →  [F1] GENERAL →  [SF4] STARTUP调出的画面中，将触 

发器设置编号分配给 T riggerNo 参数。这样，每次只要您打开电源，将自动调出您喜爱的触发器设置编号。 
• 有关 [SF6]输入锁定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2页。

注 

• 当调出 [F1] – [F4]画面之一时，显示屏的上部将显示触发器输入插孔、  

触发器信号的电平和力度。

目的地触发器设置编号 

• 当选择另一个触发器设置或关闭电源时，编辑后的触发器设置将丢
失。在选择另一个触发器设置或关闭电源之前，必须按 [ENTER/ 
ST

 
ORE] 按钮将触发器设置数据存储到内存中。 

• 显示屏上显示“ Please k eep po w er on”（请保持电源开启）讯息   

时，切勿试图切断电源；否则，触发器模式中的所有设定可能会丢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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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器模式  [TRIGGER]

参考 
选择触发器设置 [F1] SELECT

关于此画面的说明在快速指南章节的第 22页上有述。

选择打击垫类型 [F2] TYPE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与触发器输入插孔相连的打击垫或鼓触发器的类型。请务必选择适合特定打击垫或鼓触发器

的类型，以便充分发挥其功能。 

1

 

INPUT（触发器输入插孔）
决定目标触发器输入插孔。当输入锁定（第 79页）关闭
时（当 L指示未出现在 LCD显示屏右上方时），敲击所
需的打击垫可选择触发器输入插孔。 

B

 

Pad Type（打击垫类型）
决定在 1 指定的触发器输入插孔的打击垫类型。以下列
表显示的是可对连接的打击垫或鼓触发器设定的打击垫
类型。

触发器灵敏度设定 [F3] SENS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决定 DTX900 如何响应通过触发器输入插孔接收的触发器信号的灵敏度相关参数。换句话
说，此处的这些参数可决定触发器信号的电平（敲击的力度）如何转换成被音源部分识别的力度。请记住，敲击

打击垫所产生的电平和力度实时显示在 LCD显示屏的上部。 

1

 

INPUT（触发器输入插孔）
决定目标触发器输入插孔。当输入锁定（第 79页）关闭
时（当 L指示未出现在 LCD显示屏右上方时），敲击所
需的打击垫可选择触发器输入插孔。 

B

 

Gain（增益）
决定 DTX900接收打击垫的触发器信号所使用的增益。数
值越大，即使轻敲打击垫，也可更方便的获取声音。

注 

• 请记住，画面中的每个编号对应印在前面板上部的触发器输入插孔的编号。在每个编号上方将实时显示接收自打击垫的触发器信号
状态。

设定 snare – pad15

1

2

设定 

KP125W, KP125, KP65, XP120/100
（用于小鼓） , XP120/100（用于桶鼓） , 
TP120SD/100（用于小鼓） , TP120SD/
100（用于桶鼓） , TP65S（用于小鼓） , 
TP65S（用于桶鼓） , TP65, PCY155, 
PCY135, PCY150S, PCY130SC, 
PCY130S/130, PCY65S/65, RHH135, 
RHH130, DT10/20（用于小鼓） , DT10/
20（用于高桶鼓） , DT10/20（用于低桶
鼓） , DT10/20（用于大鼓） , TRG 
Snare, TRG HiTom, TRG LoTom, TRG 
Kick

注 
• 当将 XP120SD/T、 XP100SD/T, TP120SD/100或 TP65S用作小鼓垫时，
请将打击垫类型设定为“ for snare”。敲击鼓圈（关）的灵敏度将提
高，将更容易听到敲击鼓圈（关）的声音。

51 23 4

设定 snare – pad15

范围 0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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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器模式  [TRIGGER]

参考 

1

 

C Curve（曲线）
决定将如何根据您敲击电平的力度产生和传送实际力 
度。例如，“ loud2”曲线提供增强的响应，特别是对于较
轻的力度。例如，相比其它曲线，“ hard2”曲线可有效减
轻整体响应。 

D

 

LEVEL（电平）
决定改变力度的电平范围。
如果触发器信号低于此处设定的最低电平，则将不发出 
声音。即使触发器信号超过最大电平，声音也只采用最大
力度产生，不会更大。 

E

 

VEL（力度）
决定产生音色声音的力度范围。

设定拒绝 [F4] REJECT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拒绝相关参数，可防止“误敲击”，如鼓棒反弹产生的双触发以及打击垫震动产生的串音。

只要正确设定拒绝参数，即可忽略被认为是“误敲击”的触发器信号。 

1

 

INPUT（触发器输入插孔）
决定目标触发器输入插孔。当输入锁定（第 79页）关闭
时（当 L指示未出现在 LCD显示屏右上方时），敲击所
需的打击垫可选择触发器输入插孔。 

B

 

Reject Time（拒绝时间）
决定接收之前的触发器信号之后，当前触发器输入插孔
不接受新触发器信号的时间长度。此处的设定可防止双 
触发产生的意外声音。 

C

 

Reject Le

 

vel From ALL
决定当前触发器输入插孔将接受的（敲击任何其它打击
垫产生的）触发器信号的最大电平。换句话说，当前触发
器输入插孔将不会接收低于此处指定电平的（敲击任何
其它打击垫产生的）触发器信号。数值越高，由串音产生
的意外声音就越少。 

D

 

Reject Le

 

vel From ***
决定当前触发器输入插孔将接受的 （敲击任何其它打击 
垫产生的）指定触发器输入插孔和 （敲击此处指定的触 
发器输入插孔对应的打击垫产生的）触发器信号最大电 
平。换句话说，当前触发器输入插孔将不会接收低于此处
指定电平的（敲击此处指定的触发器输入插孔对应的打
击垫产生的）触发器信号。数值越高，则对应于当前触发
器输入插孔的打击垫和对应于此处指定的触发器输入插
孔之间的串音所产生的意外声音就越少。

设定 loud2, loud1, nor mal, hard1, hard2

loud2

力
度
→  

 

电平（敲击打击垫的力度）→ 

loud1

 

nor

 

m

 

hard1

 

hard2

范围
最低电平：  0%  –  99%,   
最高电平：  1%  –  100%

范围 最小力度：  0  –  126,   
最大力度：  1  –  127

设定 snare  –  pad15

范围 4ms  –  500ms

范围 0%  –  99%

1 3

4

2

范围 0%  –  99%

设定 

snare

 

, tom1-4, r

 

ide

 

, cr

 

ash1-2, hihat, 

 
kic

 
k, pad11-15, tom1&2, tom1&3, 

 
tom2&3, tom2&4, tom3&4, tom2&3&4, 

 

tom all, cym all

用于防止串音的设定示例

即使仅敲击 T OM1却触发了 Crash1声音时：   

1. 将 INPUT设定为“ crash1”，将 Reject Level From ***设 
定为“ tom1”，然后按 [SF6]按钮打开输入锁定（第 79页）。

1 输入锁定 4
10 DTX900使用说明书   



触发器模式  [TRIGGER]  

参考 
其它设定 [F5] OTHER

您可在当前编辑的触发器设置中最多输入 12 个字符的
名称。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
本操作”。 

1

 

[SF6] LIST
当光标位于名称框时，可按 [SF6] LIST按钮调出字符列 
表，然后输入名称。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  
页上的“基本操作”。

在此画面中，您可将触发器设置（从特定触发器设置 

编号的特定触发器输入插孔）复制到同一个或另一个  

触发器设置编号的同一个或另一个触发器输入插孔。  

例如，如果您想要将 T OM1插孔的触发器设置复制到 

当前触发器设置中的 T OM4，请将复制源设定为 

“ Current”和“ tom1”，然后将复制目的地设定为 

“ Current”和“ tom5”，然后执行复制操作。设定参数
完成后，按 [ENTER/STORE]按钮可执行复制操作。 

1 触发器设置编号作为复制源
决定将触发器设置编号作为复制源。“ Current”指的是当
前编辑的触发器设置。 

B 触发器输入插孔作为复制源
决定将触发器输入插孔作为复制源。 

C 触发器设置编号作为复制目的地
决定将触发器设置编号作为复制目的地。“ Current”指的
是当前编辑的触发器设置。 

D 触发器输入插孔作为复制目的地
决定将触发器输入插孔作为复制目的地。 

2. 调节 Reject  Level From的“ tom1”数值，使得即使敲击与   
TOM1插孔相连的打击垫，也不会触发  Crash1声音。
数值越高，则  Crash1声音被意外触发的可能性就越低。  

3. 找到并设定合适的数值后，将设定存储为用户触发器设置
并关闭输入锁定，以便于您进行鼓演奏。

注 

• 如果 Reject Le v el F rom 的“ tom1”数值过高，则当您同时敲击  
Cr

 
ash1和 T om1时，可能无法正确触发 Cr ash1声音。

命名触发器设置 

[SF1] NAME 

复制触发器设置 

[SF2] COPY 

1

 

• 当执行触发器设置复制操作时，目的地触发器设置将被复制源的设定所
替代。 

• 当将复制目的地设定为“ Current”并执行复制操作时，请务必按另一个
画面上的 [ENTER/ST ORE] 按钮存储当前触发器设置。此操作必须执
行，因为当选择另一个触发器设置或关闭电源时，编辑过的触发器设置
将丢失；而且在 [SF2] COPY画面中无法执行存储操作。

设定 Current, PRE: 01  –  USR: 05

设定 snare  –  pad15

设定 Current, USR: 01  –  USR: 05

设定 snare  –  pad15

4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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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文件模式 [FILE]
本章节介绍用 [FILE]按钮调出的文件模式。
文件模式为在 DTX900和 USB存储设备及硬盘装置等连接到 USB TO DEVICE接口的外接存储设备间传输数据（如乐  

曲和用户音色）提供了工具。

文件模式中的术语 

■ 文件

正如在电脑上一样，在 DTX900上面创建的鼓组音色、
用户音色、乐曲和触发器设置等各种数据类型可作为

文件对待，并且可保存到外接  USB存储设备。每个文件
带有文件名和文件扩展名。  

■ 文件名

正如在电脑上一样，您可在文件模式中为文件指定一 

个名称。具有相同名称的文件无法保存在同一目录中。  

■ 文件扩展名

跟在文件名后面的三个字母（句点之后），例如“ .mid”
和“ .wav”称为“扩展名”。扩展名指示文件类型，且
无法通过 DTX900的面板操作改变。 DTX900的文件模
式根据特定数据而定，支持十种不同的扩展名类型。详

细说明，请参见第  113页。 

■ 文件大小

指文件的存储容量。文件大小由保存到该文件的数据量决定。

通常，音频文件（ AIFF、 WAV等）的大小远远大于 MIDI文

件的大小。在 DTX900 上，包括用户音色（由通过采样功能

获取的音频信号组成）在内的文件大小大于其它文件。文件大

小以传统的电脑术语通过 B（字节）、 KB（千字节）、 MB

（兆字节）和 GB（千兆字节）来表示。 1KB相当于 1024字

节， 1MB相当于 1024KB，且 1GB相当于 1024MB。 

■ 设备

指用于保存文件的存储器的存储单元（例如硬盘）。  
DTX900可处理和安装连接至 USB TO DEVICE接口的各种类  

型的 USB存储设备。 

■ 目录（文件夹）

是指在数据存储设备（例如硬盘）上的一种组织特点，

允许您将数据文件根据类型或应用分组存放。目录可 

以嵌套的等级顺序来组织数据。“目录”相当于电脑术

语中的“文件夹”。 DTX900的文件模式允许您为目录
指定一个名称，就像对文件一样。请注意，目录名不包

含扩展名。 

■ 格式化

对存储设备（例如硬盘）进行初始化的操作称为“格

式化”。 DTX900 的文件模式允许您对连接至  USB TO 
DEVICE 连接器的  USB 存储设备进行格式化。格式化
操作会擦除目标存储设备中的所有数据，并且将自动

创建 “ AUTOLOAD”目录。 

■ 保存 /载入

“保存”是指将在 DTX900上创建的数据作为文件保存
到外接存储设备中，而 “存储”是指将在 DTX900上 

创建的数据存储到内存中。“载入”是指将外接存储设

备中的文件加载到内存中。
12 DTX900使用说明书



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与 DTX900兼容的文件类型 

DTX900支持多种文件类型，可进行保存与载入。 

■ 可保存的文件类型 

■ 可载入的文件类型

文件类型 文件扩展名 * 信息 

AllData

 

.T3A

 

DTX900内置用户存储器（闪存 R OM、 DRAM和选购安装的 DIMM）中的所有数据作为单个文
件对待，并可将其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中。 

Utility

 

.T3U

 

DTX900内置用户存储器（闪存 R OM）中的工具设置数据作为单个文件对待，并可将其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中。 

Clic

 

k

 

.T3C

 

DTX900 内置用户存储器（闪存 R OM）中的嚓嚓声设置作为单个文件对待，并可将其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中。 

AllT

 

ri

 

gger

 

.T3T

 

DTX900内部用户存储器（闪存 R OM）中的所有触发器设置数据作为单个文件对待，并可以保
存到 USB存储设备中。 

AllKit

 

.T3K

 

DTX900内部用户存储器（闪存 R OM）中的所有鼓组音色数据作为单个文件对待，并可以保存
到 USB存储设备中。 

AllChain

 

.T3H

 

DTX900 用户存储器 （闪存 R OM）中的所有乐链数据作为单个文件对待，并可以保存到 USB
存储设备中。 

AllSong

 

.T3S

 

DTX900内部用户存储器 ( DRAM )中的所有乐曲数据作为单个文件对待，并可以保存到 USB存
储设备中。 

AllV

 

oice

 

.T3V

 

DTX900内部用户存储器 ( DRAM )中的所有用户音色数据作为单个文件对待，并可以保存到 USB
存储设备中。 

W

 

a

 

v

 

.W

 

A

 

V 在采样模式中创建的用户音色可作为 W A V文件 （ Windo ws音频格式）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 

Aiff

 

.AIF 在采样模式中创建的用户音色可作为 AIFF文件（ Macintosh音频格式）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

文件类型 文件扩展名 * 信息 

AllData

 

.T3A 可将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的 “ AllData”类型的文件载入并重新存储到本乐器中。 

Utility

 

.T3U 可将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的 “ AllData”或“ Utility”类型的文件载入并重新存储到本乐器中。 

Clic

 

k

 

.T3C 可将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的 “ AllData”或“ Clic k”类型的文件载入并重新存储到本乐器中。 

AllT

 

ri

 

gger

 

.T3T 可将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的 “ AllT ri gger”类型的文件载入并重新存储到本乐器中。 

T

 

ri

 

gger

 

.T3A

 

.T3T

可从作为 “ AllData”或“ AllT ri gger”类型保存到 USB 存储设备的文件中单独选择指定触发器
设置，并将  
其载入到本乐器中。 

AllKit

 

.T3K 可将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的 “ AllKit”类型的文件载入并重新存储到乐器中。 

Kit

 

.T3A

 

.T3K
可从作为 “ AllData”或“ AllKit”类型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的文件中单独选择指定鼓组音色数
据，并将其载入到本乐器中。 

AllChain

 

.T3H 可将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的 “ AllChain”类型的文件载入并重新存储到乐器中。 

Chain

 

.T3A

 

.T3H
可从作为“ AllData”或“ AllChain”类型保存到 USB 存储设备的文件中单独选择指定乐链数
据，并将其载入到本乐器中。 

AllSong

 

.T3S 可将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的 “ AllSong”类型的文件载入并重新存储到乐器中。 

Song

 

.T3A

 

.T3S

 

.MID

可从作为“ AllData”或“ AllSong”类型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的文件中单独选择某个指定乐曲
并载入到乐器中。 

AllV

 

oice

 

.T3V 可载入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的 “ AllV oice”类型的文件载入并重新存储到乐器中。 

V

 

oice

 

.T3A

 

.T3V
可从作为“ AllData”或“ AllV oice”类型保存到 USB存储设备的文件中单独选择指定音色并载
入到乐器中。 

W

 

a

 

v

 

e

 

.W

 

A

 

V

 

.AIF 可将 W A V文件 （扩展名： .W A V）或 AIFF 文件（扩展名： .AIF）载入到用户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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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1

 

保存文件 [F1] SA VE

将 USB存储设备连接到本乐器后，请遵照下列说明进 

行操作。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1]  
SAVE按钮调出保存画面。 

1

 

TYPE（类型）
在本乐器上创建的各种类型的数据中，您可将所有数据
或在各模式中创建的数据保存到一个文件中。此参数用
于决定保存到单个文件的数据类型。 

B 文件名输入位置
您可为要保存的文件最多输入 8个字符长度的文件名。关
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C

 

Current（当前）
表示当前目录（文件夹）。此指示将根据在文件 /目录 
（文件夹）选择框中指定的当前目录（文件夹）自动改 
变。根目录是最高层的目录。 

D 文件 /目录（文件夹） 选择框
指示当前目录中的目录和文件。在此框中，目录和文件按
照字母顺序排列。按 [ENTER/ST ORE]按钮进入所选目录
（文件夹），按 [EXIT]按钮返回上一层目录。
可通过各行左端的指示来区分目录和文件。

..... 目录（文件夹）

..... 文件 

E

 

[SF1] EXEC
此按钮可将文件保存到当前所选目录。 

F

 

[SF2] SET NAME
按此按钮可将所选的文件 /目录名从文件 /目录（文件夹）
选择框复制到文件名输入位置。 

G

 

[F6] NEW
此按钮可在当前所选目录中创建一个名为“ NEWDIR**”
的新目录。可从 [F3] RENAME画面中改变此名称。 

2将所需的  TYPE参数设定为下列设定之一：    
“ A llData”  “ Utility”  “ Click”  “ AllTrigger”   
“ AllKit”   “ AllChain”  “  AllSong”或 
“ AllV oice”。
关于各文件类型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13页。 

3将光标移动到文件名输入位置，然后输入文件
名称。

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按 [SF6]按钮可调出字符列表。 

4将光标移动到文件  /目录选择框，然后选择目的
地目录。

按 [ENTER/ST ORE]按钮进入所选目录（文件夹），按  
[EXIT]按钮返回上一层目录。当您想要将文件保存到根目
录，且在显示屏的右上方 “ root”未显示为“ Current  
Dir”，请按 [EXIT]按钮数次进到根目录。 

5按 [SF1] EXEC按钮执行保存操作。
如果这时要覆盖一个已有文件，将会出现提示您进行确 
认的画面。按 [INC/YES]按钮执行保存操作，或者按  
[DEC/NO]按钮取消保存操作。

当正在保存数据时，请务必遵照下列注意事项： 
• 切勿从 USB存储设备中移除或退出介质。 
• 切勿拔出任何设备或断开其连接。 
• 切勿关闭 DTX900或相关设备的电源。

保存所有用户数据或特定类型的所有数 
据

设定 
AllData, Utility

 
, Clic

 
k, AllT

 
ri

 
gger

 
, AllKit, 

 
 

 
AllChain, AllSong, AllV

 
oice

 
, W

 
a

 
v

 
, Aiff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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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您可将分配到用户音色的音频数据保存为 W AV文件 

（ W indows音频格式）或 AIFF文件（ Macintosh音频格

式）。将 USB存储设备连接到本乐器后，请遵照下列 

说明进行操作。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1]  
SAVE按钮调出保存画面。 

1

 

TYPE（类型）
在本乐器上创建的各种类型的数据中，您可将所有数据
或在各模式中创建的数据保存到一个文件中。此参数用
于决定保存到单个文件的数据类型。 

B 文件名输入位置
您可为要保存的文件最多输入 8个字符长度的文件名。关
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2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YES]和 [DEC/NO]按钮选择“ Wav”或
“ Aiff”。 

3将光标移动到文件名输入位置，然后输入文件
名称。
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按 [SF6]按钮可调出字符列表。 

4如果您已经创建了任何目录，请选择要保存到
的目的地目录。
按 [ENTER/ST ORE]按钮进入所选目录 （文件夹），按  
[EXIT]按钮返回上一层目录。当您想要将文件保存到根目
录，且在显示屏的右上方“ root”未显示为“ Current Dir”， 
请按 [EXIT]按钮数次进到根目录。 

5按 [SF1] EXEC按钮。
要保存的用户音色库和编号出现在显示屏的左半部分。 
您可选择包含所需音频信号的音色。 

1 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决定包含您想要保存为 W AV文件或 AIFF文件的音频信 
号的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6选择包含您想要保存为  W AV文件或 AIFF文件
的音频信号的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7按 [SF1] EXEC按钮执行保存操作。

将分配到用户音色的音频数据保存为   
W

 
A

 
V或 AIFF文件

设定 
AllData, Utility

 
, Clic

 
k, AllT

 
ri

 
gger

 
, AllKit, 

 
 

 
AllChain, AllSong, AllV

 
oice

 
, W

 
a

 
v

 
, Aiff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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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1

 

载入文件 [F2] LOAD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2]  
LOAD按钮调出载入画面。 

1

 

TYPE（类型）
在以单个文件形式保存于 USB存储设备上的各类数据中，
您可以全部载入或仅载入特定类型数据到本乐器中。此
参数用于决定从单个文件中载入何种类型数据。 

2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将所需的文件类
型设定为下列设定之一：   “ AllData”   
“ AllT rigger”   “ AllKit”  “ AllChain”   
“ AllSong”  或  “ AllVoice”。
只有对于此类型有效的文件在画面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列出。 

3将光标移动到目录  /文件列表框，然后选择要载
入的文件。
可选择在画面上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所列出的任何文 
件。 

4按 [SF1] EXEC按钮执行载入操作。 

• 载入操作会覆盖目的地内部存储器中所有先前存在的数据。务必将重要
数据保存在与 USB T O DEVICE接口相连的 USB存储设备上。

当数据被载入时，请务必遵照下列注意事项： 
• 切勿从 USB存储设备中移除或退出介质。 
• 切勿拔出任何设备或断开其连接。 
• 切勿关闭 DTX900或相关设备的电源。

载入所有用户数据或特定类型的所有数 
据

设定 
AllData, Utility

 
, Clic

 
k, AllT

 
ri

 
gger

 
, T

 
ri

 
gger

 
, 

 
 

 AllKit, Kit, AllChain, Chain, AllSong,  
Song, AllV

 
oice

 
, V

 
oice

 
, W

 
a

 
v

 
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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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您可将单个、特定鼓组音色从文件（文件扩展名： .T3A
或 T3K）载入到所需的用户鼓组音色编号。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2]  
LOAD按钮调出载入画面。 

2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将文件类型设定
为“ Kit”。
只有对于此类型有效的文件在画面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列出。 

3将光标移动到目录  /文件列表框，然后选择要载
入的文件。
可选择在画面上的目录 / 文件列表框中所列出的任何文
件。 

4按 [ENTER/ST ORE]按钮，使得包含在所选文
件中的鼓组音色显示在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5将光标移动到所需的鼓组音色处，然后按  
[SF1] EXEC按钮。
载入目的地的鼓组音色编号和名称出现在显示屏的左半
部分。 

6选择作为载入目的地的用户鼓组音色编号。 

7再按一下 [SF1] EXEC按钮执行载入操作。

您可将单个、特定乐曲从文件（文件扩展名： .T3A或  
.T3S）载入到所需的用户乐曲编号。 

1 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2]  
LOAD按钮调出载入画面。 

2 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将文件类型设定
为“ Song”。
只有对于此类型有效的文件在画面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列出。 

3 将光标移动到目录 /文件列表框，然后选择要载
入的文件。
可选择在画面上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所列出的任何文 
件。 

4 按 [ENTER/ST ORE]按钮，使得包含在所选文
件中的乐曲显示在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不显示空白乐曲（不带数据）。 

5 将光标移动到所需的乐曲处，然后按  [SF1]   
EXEC按钮。
载入目的地的乐曲编号和名称出现在显示屏的左半部 
分。 

6 选择作为载入目的地的乐曲编号。 

7 再按一下 [SF1] EXEC按钮执行载入操作。

从“ All Data”或“ All Kit”文件载入特  
定的鼓组音色

从“ All Data”或“ All Song”文件载入  
特定乐曲
DTX900 使用说明书 117



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1

 

您可将单个、特定触发器设置从文件（文件扩展名：  
.T3A或 .T3T）载入到所需的触发器设置编号。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2]  
LOAD按钮调出载入画面。 

2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将文件类型设定
为“ Trigger”。
只有对于此类型有效的文件在画面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列出。 

3将光标移动到目录  /文件列表框，然后选择要载
入的文件。
可选择在画面上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所列出的任何文 
件。 

4按 [ENTER/ST ORE]按钮，使得包含在所选文
件中的触发器设置显示在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5将光标移动到需作为载入源的触发器设置处， 

然后按 [SF1] EXEC按钮。
载入目的地的触发器设置编号和名称出现在显示屏的左 
半部分。 

6选择作为载入目的地的触发器设置编号。 

7再按一下 [SF1] EXEC按钮执行载入操作。

您可将单个、特定乐链从文件（文件扩展名： .T3A或  
.T3H）载入到所需的乐链编号。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2]  
LOAD按钮调出载入画面。 

2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将文件类型设定
为“ Chain”。
只有对于此类型有效的文件在画面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列出。 

3将光标移动到目录  /文件列表框，然后选择要载
入的文件。
可选择在画面上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所列出的任何文 
件。 

4按 [ENTER/ST ORE]按钮，使得包含在所选文
件中的乐链显示在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5将光标移动到需作为载入源的乐链处，然后按 
[SF1] EXEC按钮。
载入目的地的乐链编号和名称出现在显示屏的左半部 
分。 

6选择作为载入目的地的乐链编号。 

7再按一下  [SF1] EXEC按钮执行载入操作。

从“ All Data”或“ All T rig ge r”文件载入   
特定的触发器设置

从 “ All Data”或“ All Chain”文件载  
入特定乐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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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您可将单个、特定音色从文件（文件扩展名： .T3A或  
.T3V）载入到所需的用户音色编号。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2]  
LOAD按钮调出载入画面。 

2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将文件类型设定
为“ Voice”。
只有对于此类型有效的文件在画面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列出。 

3将光标移动到目录  /文件列表框，然后选择要 

载入的文件。
可选择在画面上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所列出的任何文 
件。 

4按 [ENTER/ST ORE]按钮，使得包含在所选文
件中的音色显示在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不显示空白音色（不带音频信号）。 

5将光标移动到需作为载入源的音色处，然后按 
[SF1] EXEC按钮。
载入目的地的音色编号和名称出现在显示屏的左半部 
分。 

6选择作为载入目的地的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7再按一下 [SF1] EXEC按钮执行载入操作。

任何在电脑上创建和编辑并以 W AV或 AIFF格式保存 

的音频数据也可用作 DTX900上的用户音色素材。连接
包含所需 WAV/AIFF音频文件的 USB存储设备后，遵
照下列说明进行操作。 

1 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2]  
LOAD按钮调出载入画面。 

2 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将文件类型设定
为“ Wave”。
只有对于此类型有效的文件在画面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列出。 

3 将光标移动到目录 /文件列表框，然后选择要载
入的文件。
可选择在画面上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所列出的任何文 
件。 

4 选择文件后，按 [SF1] EXEC按钮。
作为载入目的地的用户音色库、编号和名称出现在显示
屏的左半部分。 

5 选择作为载入目的地的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6 再按一下 [SF1] EXEC按钮执行载入操作。

从“ All Data”或“ All V oice”文件载入  
特定音色

载入 W A V或 AIFF音频文件以创建用户 
音色

重要事项

如果您要载入音频 W AV/AIFF文件，请务必在本乐器上安
装 DIMM模块。关于安装 DIMM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第 76和 147页。

注 

• 可载入的 WAV/AIFF文件只能是 16位（样本大小）。 
• 当您试图载入不可使用的文件时，将出现错误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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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1

 

 

可将 USB存储设备上的 0格式标准 MIDI文件（一种  
MIDI音序数据的通用文件格式，文件扩展名为 

“ .MID”，也称为“ MIDI文件”或“ SMF”）载入到  
DTX900并可用作用户乐曲。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2]  
LOAD按钮调出载入画面。 

2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将文件类型设定
为“ Song”。
只有对于此类型有效的文件在画面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
列出。 

3将光标移动到目录  /文件列表框，然后选择要载
入的 MIDI文件（扩展名： .MID）。
可选择在画面上的目录 /文件列表框中所列出的任何文 
件。 

4选择 MIDI文件后，按 [SF1] EXEC按钮。
载入目的地的用户乐曲编号和名称出现在显示屏的左半 
部分。 

5选择作为载入目的地的用户乐曲编号。 

6再按一下  [SF1] EXEC按钮执行载入操作。载入标准 MIDI文件 ( SMF )
注 
• 只可载入 0格式的标准 MIDI文件 ( SMF )。 
• 载入标准 MIDI文件乐曲（ 0格式），乐曲 ( 001:01:000 )最上方的  

v
 

olume、 pan和 program change等参数作为标题数据处理，并应用到 

通过 [SONG] →  [F2] JOB →  [SF4] VOICE 调出的音色作业画面中的设      

定。虽然当选择乐曲时，音色作业上的设定被传送到内置音源或外接 
MIDI 设备，但是当启动乐曲时，这些设备不被传送到内置音源或外接  
MIDI 设备。因此，可能会出现下列问题。 
• 当按 [ > / ■ ]按钮在重播设定为“ on”（在通过 [SONG] →  [F1] PLAY调   
出的画面中，或在通过 [SONG]  → [F2] JOB →  [SF1] SONG →  03:       
Song Name, Tempo, Repeat调出的画面）的情况下播放包含  
v

 
olume、 pan和 program change等设定的乐曲时，在后续播放中原 

本在乐曲开头的声音可能会有所不同。 
• 当所使用鼓垫乐曲功能（第 93页）按钮在重播设定为“ on”（在通
过 [DR UM KIT] →  [F5] PAD →  [SF3] PADSONG调出的画面中）的 

情况下播放包含 v olume、 pan和 program change等设定的乐曲时， 

在后续播放中原本在乐曲开头的声音可能会有所不同。

为了防止出现上述问题，在文件模式中执行载入操作前，请在电脑或 
MIDI音序器上将 SMF乐曲开头的参数设定向后移动几个时钟。然后这
些参数设定将被作为标题数据进行处理，表示当开始播放乐曲时，这些

设定将被正确传送到内置音源或外接 MIDI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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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改变文件或目录的名称 [F3] RENAME

您可对当前驱动器上所选的文件 /目录进行重命名。
您可使用最多 8个字母数字字符对文件进行重命名。具有相同名称的文件无法保存在同一目录中。
文件按 MS-DOS的命名规则进行命名。如果文件名包含空格和 MS-DOS无法识别的其它字符，则这些字符在保存
时将自动被“ _”（下划线）取代。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3]  
RENAME按钮调出重命名画面。 

1

 

TYPE（类型）
决定所需的文件类型。有关文件类型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第 113页。 

B 文件  /目录 （文件夹） 选择框
指示当前目录中的目录和文件。在此框中，目录和文件按
照字母顺序排列。按 [ENTER/ST ORE]按钮进入所选目录
（文件夹），按 [EXIT]按钮返回上一层目录。
可通过各行左端的指示来区分目录和文件。

.....目录（文件夹）

......文件 

C 文件名输入位置
您可为要保存的文件最多输入 8个字符长度的文件名。关
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D

 

[SF1] EXEC
按此按钮可对所选文件执行重命名。 

E

 

[SF2] SET NAME
按此按钮可将文件 /目录选择框中选择的文件 /目录名称 
复制到文件名输入位置。 

F

 

[F6] NEW
按此按钮在当前目录中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2 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YES]按钮和 [DEC/NO]按钮设定所需的 

文件类型。 

3 将光标移动到文件 /目录选择框，然后使用数据
轮、 [INC/YES]和 [DEC/NO]按钮选择要进行
重命名的文件或目录。 

4 按 [SF2] SET NAME按钮。
所选文件的名称被复制到文件名输入位置。 

5 输入新名称。
请按照第 15页上“输入字符（命名等）”中的说明进行
操作。按 [SF6]按钮可调出字符列表。 

6 按 [SF1] EXEC按钮执行重命名操作。

1 2

4 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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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1

 

删除文件或目录 [F4] DELETE 

1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4]  
DELETE按钮调出删除画面。 

1

 

TYPE（类型）
决定所需的文件类型。有关文件类型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第 113页。 

2将光标移动到 TYPE处，然后选择要删除的文
件所属的文件类型。
有关文件类型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13页。 

3将光标移动到目录  /文件列表框，然后选择要删
除的文件。 

4按 [SF1] EXEC按钮。
将出现一条确认讯息。按 [DEC/NO]按钮或 [EXIT]按钮 
取消删除操作。 

5按 [INC/YES]按钮执行删除操作。

1

注 
• 当您希望删除目录时，需要提前删除其中所含的所有文件与文件夹。请
记住，只有不包含任何文件与嵌套文件夹的空文件夹才能够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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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模式   [FILE]  

参考 
格式化 USB存储媒体 [F5] FORMA T

在本乐器上使用新 USB存储设备之前，您需要将其格式化。请按照下列说明进行操作。 

1将 USB存储设备连接到  USB TO DEVICE接 
口。 

2按 [FILE]按钮进入文件模式，接着按  [F5]  
FORMAT按钮调出格式化画面。 

1

 

V

 

olume Label（卷标）
决定卷标的名称。卷标是为 USB存储设备指定的名称。 
卷标最多可包含 11个字符。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 
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B

 

[SF1] EXEC
按此按钮可执行格式化操作。 

C

 

[SF6] LIST
按此按钮可调出字符列表。有关名称输入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第 15页上的“使用字符列表”。 

3 根据需要输入卷标的名称。 

4 按 [SF1]  EXEC按钮。（出现画面提示您进行确 

认。）
按 [DEC/NO]按钮取消格式化。 

5 按 [INC/YES]按钮执行格式化。 

• 请在格式化前确保 USB存储设备中没有重要数据；否则所有数据将被删
除。

注 

• 您也可在电脑上对 USB 存储设备进行格式化；但是，为了获得最佳效果和
防止载入 /保存错误，请务必使用已经在 DTX900 上进行过格式化的 USB
存储设备。

1

32

注 

• 格式化操作会擦除目标存储设备中的所有数据，并且将自动创建 

“ A UTOLOAD”目录，请参见第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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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工具模式 [UTILITY]
本章节介绍用 [UTILITY]按钮调出的工具模式。
在工具模式中可设定应用到  DTX900的整个系统的参数。

工具模式中的基本操作步骤 

1按 [UTILITY]按钮进入工具模式。 

2寻找所需功能时请注意选项卡菜单 （对应于  
[F1]
 

 
 

– [F6]和 [SF1] – [SF5]按钮），然后按相    

关的按钮调出所需的画面。 

3将光标移至各参数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 
YES]和 [DEC/NO]按钮设定数值。 

4设定完成后，按 [ENTER/ST ORE]按钮存储工
具设定。

常规设定 [F1] GENERAL

在此画面中，您可以进行内置音源的总体设定。此处的

设定仅仅影响内置音源部分。 MIDI输出不会受到影 

响。 

1

 

V

 

olume（音量）
决定音源的总音量。数值越低，当将前面板上的滑杆设定
为最大值时，实际音量将越低。 

B

 

P

 

an Depth（声相深度）
决定声相深度（左右立体声跨度范围），同时保持各声部
之间的当前声相平衡。 

C

 

T

 

une（调音）
决定总体声音的精调。可以 1分为增量进行调音。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各输出插孔的输出增益。数值越

高，通过指定输出插孔输出声音的实际音量就越大。 

1

 

L&RGain（左右增益）
决定 OUTPUT L/MONO、 R和 PHONES插孔的输出增益。 

B

 

IndivOutGain（单独输出增益）
决定 INDIVIDU AL OUTPUT 插孔的输出增益。此处的设 
定应用到所有 INDIVIDUAL OUTPUT插孔。 

• 不存储即关闭电源，则所有工具设定都将丢失。

音源设定 

[SF1] TG 

设定 0  –  127

设定 1  –  127

设定 -102.4  –  0  –  +102.3

1 23

输出插孔的输出增益设定 

[SF2] OUTGAIN 

设定 0dB , +6dB

设定 0dB , +6dB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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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UTILITY]  

参考 
1 Play Count（播放计数）
在按 [    >>>> / ■ ]按钮后，在实际乐曲播放前启用或禁用 2小节
前奏嚓嚓声计数。 

B

 

RecCount（录音计数）
在按 [    >>>> / ■ ]按钮后，在实际乐曲录音前启用或禁用 2小节
前奏嚓嚓声计数。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每次打开电源时自动调出的鼓 

组音色编号、乐曲编号和触发器设置编号。 

1

 

Drum Kit Bank（鼓组音色库）
决定每次打开电源时自动调出的鼓组音色库。 

B

 

Drum Kit No（鼓组音色编号）
决定每次打开电源时自动调出的以上指定的鼓组音色库 
的鼓组音色编号。 

C

 

Song Bank（乐曲库）
决定每次打开电源时自动调出的乐曲库。 

D

 

Song No（乐曲编号）
决定每次打开电源时自动调出的以上指定的库的乐曲编 
号。 

E

 

T

 

rigger No（触发器编号）
决定每次打开电源时自动调出的触发器设置编号。 

1

 

A

 

utoLoad（自动载入）
决定开启还是关闭自动载入功能。当设定为开启时，则每
当电源打开时乐器将自动将 A UTOLOAD目录中的文件 
（从 USB存储设备）载入到用户存储器中。
当您使用自动载入功能时，您必须将“ AllData”、 
“ Utility”、“ Click”、“ AllTrigger”、“ AllKit”、 
“ AllChain”、“ AllSong”和“ AllVoice”文件放到 AllVoice
目录中。每种类型只能放一个文件放到 AUTOLOAD目录
中。当“ AllData”文件出现在 AUTOLOAD目录中时， 
将只载入“ AllData”文件，不载入其它文件。 

B

 

LED Displa

 

y（ LED显示屏）
决定在 LED显示屏上显示的信息。当选择“ KitNo”时，
当前鼓组音色编号将显示的 LED显示屏上。当选择 
“ tempo”时，当前速度值将显示的 LED显示屏上。当选
择“ mode”时，当前模式（鼓组音色模式中的鼓组音色
编号、乐曲模式中的乐曲编号、触发器模式中的触发器设
置编号、乐链模式中的级数以及采样模式中的用户音色
编号）的程序编号将显示在 LED显示屏上。 

C

 

T

 

empo Link（速度链接）
当此参数设定为“ kit/song”时，改变鼓组音色或乐曲将
根据新鼓组音色或乐曲的设定改变速度值。当此参数设
定为“ off”时，即使新鼓组音色或乐曲已带有速度值设
定，改变鼓组音色或乐曲将不会改变速度值。通常，将此
参数设定为“ kit/song”。 

D

 

IndivOutAssign
决定各声部的特定输出。 

off: 将根据通过 [DR UM KIT]  →  [V OICE]  →  [OUTTUNE]调
出的 OutputSet参数输出各声部。 

6par
 

aOut/8paraOut: 各声部的输出如下。

计数设定 

[SF3] COUNT 

设定 off , on

设定 off , on

打开电源时调出的初始设定 

[SF4] STARTUP 

设定 PRE, USR, EXT -A  –  EXT -P

设定 01  –  50（当选择了 EXT时为 01  –  99）

设定 PRE, USR, EXT

设定 01  –  99

设定 PRE: 01  –  USR: 05

12

231 45

其它设定 

[SF5] OTHER 

设定 off , on

设定 kitNo ., tempo , mode

设定 off , kit/song

声部
输出插孔 6paraOut 8paraOut 
indiv1

 
KICK

 

indiv2

 

SNARE

 

indiv3

 

T

 

OM（左） 
indiv4

 
T

 
OM（右） 

indiv5

 
C

 
Y

 
M

 
B

 
A

 
L

 
/

 
H

 
I

 
-

 
H

 
A

 
T

 
/

 
 

 

MISC（左） 
HI-HA

 
T

 

indiv6

 
CYMBAL/HI-HA

 
T/

 

MISC（右） 
MISC

 
OUTPUT L/

 

MONO

 

—

 

CYMBAL（左） 

OUTPUT R

 

—

 

CYMBAL（右）

设定 off , 6par aOut, 8par aOut

注 

• 如果您选择了“ off”以外的设定，则通道 10以外的 MIDI通道上的标准
音色将被输出至 OUTPUT L/MONO和 R接口以及 PHONES插孔。

1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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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UTILITY]

参考 

1

 

打击垫设定 [F2] P AD 

1

 

FootCloseP

 

osi（脚踩关位置）
决定检测脚踩（从脚向下踩到踩镲控制器开启）所需的
时间长度。数值越小，“虚拟”开启位置就越窄。 

B

 

FootSplashSens（脚踩灵敏度）
决定从对踩镲控制器进行脚踩的时刻到脚踩踩镲的声音
实际触发的时刻之间的时间长度。数值越大，您脚踩发出
声音就越容易；但是，稍微动一下踏板就可能会意外触
发声音。如果您不使用脚踩踩镲动作，建议您将此参数设
定为“ of f”。 

C

 

SendHH
决定踩镲的开 /闭（踩下或放开踩镲控制器）所产生的声
音连续变化是否通过 MIDI OUT作为 MIDI讯息传送。

在此画面中，您可将触发鼓声以外的功能分配到打击 

垫（触发器输入源）。 

1

 

SOURCE（触发器输入源）
决定要将指定功能分配到的触发器输入源。当关闭输入
锁定（第 79页）时，您也可敲击打击垫的相应部位选择
触发器输入源。 

B

 

P

 

adFunc（鼓垫功能）
决定分配到以上指定的触发器输入源的功能。 

Off 未分配功能。正常操作。 
inc kitNo

 
. 敲击打击垫使鼓组音色编号增大 1。 

dec kitNo
 

. 敲击打击垫使鼓组音色编号减小 1。 
inc chain 敲击打击垫使乐链级数增大 1。 
dec chain 敲击打击垫使乐链级数减小 1。 
inc tempo 敲击打击垫使速度值增大 1。 
dec tempo 敲击打击垫使速度值减小 1。 
tap tempo 即使不调出敲击画面，敲击打击垫 3次也可

设定速度值。 
clk on/off 敲击打击垫可开始 /停止嚓嚓声播放。 

1

 

T

 

rigBypass（触发器旁通）
当此参数设定为 on 时， DTX900 将不会接受来自所有触
发器输入源的任何触发器信号。当您想要临时取消所有
触发器信号以改变打击垫连接设置时，此参数很有用。通
常，此项应设定为 “ off”。

踩镲设定 

[SF1] HI HAT  

范围 -32  –  +32

范围 off , 1  –  127

设定 off , on

打击垫功能设定 

[SF2] PADFUNC 

设定 请参见第 61页上的触发器输入源列表。

1 2 3

21

注 

• 如果打击垫功能设定和鼓垫乐曲设定同时分配到了同一个触发器输入
源，则打击垫功能设定将盖过鼓垫乐曲设定（第 93页）。

设定 见下文。

触发器旁通设定 

[SF3] TRGBYPS 

设定 off ,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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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UTILITY]  

参考 
效果器设定 [F3] EFFECT

在 DTX900的整个效果器系统（第 68页）中，可在工具模式中设定主控均衡器和主控效果器的相关参数。

在此画面中，您可在 DTX900的整个声音上应用 5频段
均衡。 

1

 

SHAPE（形状）
决定所用均衡器类型是坡型还是峰型。峰型可以削弱 /增
强指定频率设定的信号，而坡型则可以削弱 /增强频率高
于或低于指定频率设定的信号。只有 LOW频段和 HIGH
频段才有此参数。 

●

 

 shelv（坡型）
此种均衡器形状可以衰减 /增强频率高于或低于指定的频
率的信号。 

●

 

 peak（峰型）
此种均衡器形状可以衰减 /增强指定频率设定处的信号。 

B

 

FREQ（频率）
决定中间频率。此点周围的频率被增益设定减弱 /增强。 

LO

 

W 当形状设定为“ shelv”时：   
32Hz – 2.0kHz  
当形状设定为“ peak”时：   
63Hz 

 
–

 
 2.0kHz

 

LO

 

WMID, MID, HIGHMID  
100Hz – 10kHz

HIGH 500Hz – 16kHz

 

C

 

GAIN（增益）
决定频率（按以上设置）的电平增益，或决定所选频段 
的削弱或增强量。 

D

 

Q（频率带宽）
此参数改变频率设定的信号电平，以创建各种频率曲线 
特性。设定数值越高， Q（带宽）就越小。设定数值越 
低， Q（带宽）就越宽。 

E

 

[SF5] BYP

 

ASS
按此按钮可切换主控均衡器的旁通状态的打开和关闭。 
当旁通关闭（ BYP ASS指示以黑底白字显示）时，主控均
衡器器将应用到 DTX900的整个声音。当旁通打开 
（ BYP ASS指示以白底黑字显示）时，主控均衡器器将从 
DTX900的整个声音中被旁通。

注 

• 关于 DTX900效果器结构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68页。

主控均衡器设定 

[SF1] MEQ 

设定 shelv（坡型）、 peak（峰型）

Low HighHi-MidMidLo-Mid

–

+

0

Q（频率带宽） 

5频段

增益

频率 

2

 

3

 

1

4

5

–

+

0

–

+

0

均衡器低频 均衡器高频

增益

频率

增益

频率

频率 频率

范围 见下文。

范围 -12 dB  –  +0 dB  –  +12 dB

范围 0.1  –  12.0

–

+

0

增益

频率

频率

–

+

0

0.1

12.0

频率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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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UTILITY]

参考 

1

 

1 Switch（开关）
决定是否将主控效果器应用于 DTX900 的整个声音。 

B

 

T

 

ype（类型）
确定主效果器类型。 

C

 

Pre
您可设定各种参数以改变所选效果器类型影响声音的方 
式。此参数可调出这些效果器参数的预编程设定。关于各
效果器预设参数的信息，请参见数据列表手册。 

D 效果器参数
参数编号与值视当前所选的效果器类型而变化。关于效 
果器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72页。关于各效果器类 
型参数的信息，请参见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 

E

 

P

 

AGE 

    

>>>>
当可从当前页调出另一页时，会出现此指示。用光标 [    MMMM ]
或 [    NNNN ]按钮调出另一页。

外部音色设定 [F4] AUXIN

您可设定与 A UX IN/SAMPLING IN插孔输入的音频信号相关的参数。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与 A UX IN/SAMPLING IN插孔  
输入的音频信号相关的参数，如 volume和 pan。例如，
当演奏或在 CD或其它与 AUX IN/SAMPLING IN 插孔  
相连的声源的伴奏下进行练习时，这些参数非常有用。 

1

 

 V

 

olume（音量）
决定 A UX IN/SAMPLING IN 插孔输入音频信号的输出电  
平。 

B

 

P

 

an（声相）
决定 A UX IN/SAMPLING IN 插孔输入音频信号的立体声  
声相位置。 

C

 

Mono/Stereo（单声道 /立体声）
决定 A UX IN/SAMPLING IN 插孔输入音频信号的信号配 
置，以及信号的路由方式（立体声或单声道）。 

L mono 仅使用音频输入的左声道。 
R mono 仅使用音频输入的右声道。 
L+Rmono 音频输入的左右声道被混合，然后以单声道处 

理。 
stereo 音频输入左声道和右声道同时使用。 

D

 

OutputSel
决定 A UX IN/SAMPLING IN插孔输入音频信号的输出插  
孔分配。 

E

 

Mic/Line（麦克风 /线路）
使用 A UX IN/SAMPLING IN插孔时，该参数可决定输入 
源、麦克风 ( mic )或线路。 

mic 用于低输出设备，如麦克风、电吉他或贝司。 
line 用于高输出设备，如键盘、合成器或 CD播放器。

主控效果器设定 

[SF2] MEF 

设定 off , on

设定
有关效果器类型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70页。

13 52 4

输出设定 

[SF1] OUTPUT 

范围 0  –  127

范围 L63（最左端） –  C（中央） –  R63（最  
右端）

设定 L mono , R mono , L+Rmono , stereo

12 3 45 设定 请参见下表。

液晶
显示

输出插孔
立体声 /
单声道 

L&R+ph
 

OUTPUT L/R和 PHONES 立体声 
Phones

 
PHONES 立体声 

L&R
 

OUTPUT L/R 立体声 

Ind1&2

 

INDIVIDU

 

AL OUTPUT 1和 2
立体声 ( 1： L， 
2： R ) 

Ind3&4

 

INDIVIDU

 

AL OUTPUT 3和 4
立体声 ( 3： L， 
4： R ) 

Ind5&6

 

INDIVIDU

 

AL OUTPUT 5和 6
立体声 ( 5： L， 
6： R ) 

Ind1
 

INDIVIDU
 

AL OUTPUT 1 单声道 
:

 
:

 
:

 

Ind6

 

INDIVIDU

 

AL OUTPUT 6 单声道

设定 mic ,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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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UTILITY]  

参考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应用到 A UX IN/SAMPLING IN 
插孔输入的音频信号的插入效果器类型相关参数。 

1

 

InsConnect
决定插入效果器 A 和 B 的效果器路由。设定改变显示在
显示屏上的图示中，让您可直观地查看信号路由方式。 

Ins A to B 用插入效果器 A 处理的信号将被发送到插入效
果器 B。 

Ins B to A 用插入效果器 B 处理的信号将被发送到插入效
果器 A。 

B

 

Inser

 

tion A（插入 A类别 /类型） 

C

 

Inser

 

tion B（插入 B类别 /类型）
决定选择类别后的插入效果器 A/B 类型。从 Cate gory 栏
中可选择某种效果器类别，每个类别包含类似的效果器
类型。从类型栏中可选择列示于所选类别中的效果器类
型。 

D

 

[SF5] BYP

 

ASS
按此按钮可切换插入效果器的旁通状态的打开和关闭。 
当旁通关闭（ BYP ASS指示以黑底白字显示）时，插入效
果器将应用到 AUX IN/SAMPLING IN 插孔输入的音频信  
号。当旁通打开（ BYPASS指示以白底黑字显示）时，插
入效果器不被应用到 AUX IN/SAMPLING IN 插孔输入的  
音频信号。

在这些画面中，您可设定应用到 A UX IN/SAMPLING  
IN插孔输入的音频信号的插入效果器类型。 

1

 

Categor

 

y（类别） 

B

 

T

 

ype（类型）
从 Cate gory栏中可选择某种效果器类别，每个类别包含类
似的效果器类型。从类型栏中可选择列示于所选类别中
的效果器类型。 

C

 

Pre
您可设定各种参数以改变所选效果器类型影响声音的方 
式。此参数可调出这些效果器参数的预编程设定。 

D 效果参数

参数编号与值视当前所选的效果器类型而变化。关于效 
果器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72页。关于各效果器类 
型参数的信息，请参见另外的数据列表手册。 

E

 

[SF5] BYP

 

ASS
按此按钮可切换插入效果器的旁通状态的打开和关闭。 
当旁通关闭（ BYP ASS指示以黑底白字显示）时，插入效
果器将应用到 AUX IN/SAMPLING IN插孔输入的音频信  
号。当旁通打开（ BYPASS指示以白底黑字显示）时，插
入效果器不被应用到 AUX IN/SAMPLING IN插孔输入的  
音频信号。 

F

 

P

 

AGE 

    

>>>>
当可从当前页调出另一页时，会出现此指示。用光标 [    MMMM ]
或 [    NNNN ]按钮调出另一页。

插入效果器连接设定 

[SF2] INSTYPE 

注 
• 关于 DTX900效果器结构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68页。

设定 Ins A to B , Ins B to A

设定
关于效果器类别的说明，在第 70页上有
详细描述。

1 42

3

插入效果器类型设定 

[SF3] Ins A, [SF4] Ins B     

设定
关于效果器类别的说明，在第 70页上有
详细描述。

3 12 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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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UTILITY]

参考 

1

 

MIDI设定 [F5] MIDI

在用 [F5] MIDI按钮调出的这些画面中，您可设定 MIDI相关参数。 DTX900的音源部分可同时处理 16个通道上的  
MIDI讯息。在这些通道中， MIDI通道 10用于处理敲击打击垫触发的鼓音色。

通过接收通道 10以外的 MIDI通道上的程序变更讯息， 
DTX900 的音源部分可播放各种类型的音色以及鼓音
色。 

1

 

Receive10c

 

h
决定 DTX900是否从外接 MIDI设备通过通道 10接收 MIDI
通道讯息。当设定为 on时， DTX900 将在 MIDI通道 10
上接收讯息。当设定为 off时， DTX900 将忽略讯息，即
只能通过敲击相连的打击垫或按 Audition按钮触发  
DTX900的声音。 

B

 

ReceivePC
决定 DTX900是否从外接 MIDI 设备接收程序变更讯息。
当设定为 on， DTX900将从外接 MIDI设备接收程序变更
讯息。当设定为 off时， DTX900将忽略讯息。 

C

 

ReceivePC10c

 

h
决定 DTX900 是否通过 MIDI通道 10（该通道处理敲击
打击垫所触发的鼓音色声部）接收程序变更讯息。如果您
想要从外接 MIDI设备上改变鼓组音色编号，应将此参数
设定为 on。请记住，仅当 Receive PC 参数 2 设定为 on 
时，才可使用此参数。 

D

 

LocalCtrl（本地控制）
此参数决定本乐器的音源是否响应打击垫的演奏。通常 
应将此参数设定为 “ on”－因为您将会想要在演奏  
DTX900时听到它的声音。当此参数设定为“ off”时，即
使敲击打击垫也不会发出声音，但是将通过 MIDI传送相
应的 MIDI 讯息。另外，内置音调发生器模块将对通过 
MIDI接收到的讯息作出响应。当您要将鼓演奏作为 MIDI
数据录制到其它设备 （如音序器或 DAW）上时，您可能
想要将此参数设定为 “ off”。

设定程序变更接收的开 /关 

[SF1] SWITCH 

设定 off , on

注 

•

 

MIDI通道讯息包括音符开 /关、程序变更、控制变更、弯音变更等。

设定 off , on

设定 off , on

12 3 4
设定 off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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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UTILITY]  

参考 
DTX900的乐曲或嚓嚓声播放可与来自 MIDI设备 
（ MIDI 设备与 DTX900 相连）的外部 MIDI 时钟相同
步。（通常乐曲或嚓嚓声根据内置时钟进行播放。）  在 
此画面中，可设定相关参数。 

1

 

MIDI Sync（ MIDI同步）
决定乐曲播放将与本乐器的内部时钟还是与外部 MIDI时
钟保持同步。 

Inter

 

nal 与内部时钟保持同步。当单独使用本乐器或将本
乐器用作其它设备的主时钟源时，请使用此设 
定。 

MIDI
 

MIDI同步于从外接 MIDI乐器通过 MIDI接收的  
MIDI时钟。 

B

 

Cloc

 

kOut（时钟输出）
决定是否通过 MIDI从 DTX900传送 MIDI时钟 ( F 8H)讯 
息。 

C

 

SeqCtrl（音序器控制）
决定是否通过 MIDI OUT/USB接口接收与 /或传送音序器 
控制信号 –开始 ( F AH)、连续 ( FBH )和停止 ( FCH )。 

off 不传送 /识别。 
In 识别但不传送。 
out 传送但不识别。 
in/out 传送 /识别。 

1

 

MIDI IN/OUT（ MIDI输入 / 输出）
决定用于传送 /接收 MIDI数据的物理输出 /输入接口。 

B

 

ThruP

 

ort
将 USB接口用于 MIDI发送 /接收时，您可以使 DTX900
通过一个接口响应 MIDI数据，将另一个端口编号的数据
（可以在此处设定）转发给一台独立的音源（连接至 MIDI
OUT接口）。 

C

 

Mer

 

ge（合并）
此参数可让您将收到的 MIDI数据（通过 MIDI  IN接收） 
与 DTX900上产生的 MIDI数据混合在一起，并将其一起
从 MIDI OUT输出。当此参数设定为 on时，合并功能被 
启用。当您想要通过同时演奏与 DTX900 相连的另一个 
MIDI键盘和鼓垫来控制与 DTX900相连的 MIDI音源时，
此参数很有用。 

D

 

De

 

viceNo.（设备编号）
决定 DTX900 接收或传送数据时使用的设备编号。发送 /
接收批量转储数据、参数变更或其它系统专用信息时，此
编号必须与外接 MIDI设备的设备编号相符。 

all 当选择此项时，接收所有 MIDI设备编号的系统专
用讯息。 DTX900被识别为设备编号 1。 

off 选择此项时，无法传送或接收批量转储和参数变
更等系统专用讯息。当试图执行系统专用讯息的

传送或接收时，将会出现一条出错讯息。

将用户内存复位到初始出厂设定 [F6] F ACTSET 

DTX900的用户内存（第 76页）的原始出厂设定可被恢复。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23页。 

MIDI同步设定 

[SF2] SYNC 

设定 inter nal, MIDI

注 
• 当将 MIDI Sync参数设定为 MIDI时，请确认连接至 DTX900的外接 MIDI设 
备或电脑可传送 MIDI时钟数据。

设定 off , on

设定 off , in, out, in/out

1 2 3

其它 MIDI设定 

[SF3] OTHER 

设定 MIDI, USB

设定 1, 2

设定 off , on

设定 1  –  16, all, off

1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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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乐链模式 [CHAIN]
本章节介绍用 [CHAIN]按钮调出的乐链模式。
在乐链模式中，您可对乐链 （每个乐链由最多 64个级组成，每个级都带有各自的鼓组音色编号、乐曲编号或嚓嚓声设

定（仅速度和拍号））进行编程。通过在乐链模式的 [F1] SELECT画面中选择级数，或者在工具模式中敲击“ inc chain” 

或“ dec  chain”操作分配为打击垫功能（第  126页）的打击垫，可逐一调出已编程的乐链的每一级。例如，使用乐链 

功能，您可按照您所需的顺序安排要选择的不同鼓组音色以适合您的现场演奏，或者您可按难度顺序安排要选择的不同

乐曲以适合您的练习需要。  
DTX900最多可存储 64个乐链，以便能您在以后需要的时候快速调用。

使用已编程的乐链 [F1] SELECT

在此画面中，您可使用在 [F2] EDIT画面中已编程的乐链，并逐一调出乐链中的各级。 

1按 [CHAIN]按钮进入乐链模式。 

2按 [F1] SELECT按钮调出乐链选择画面。 

1

 

NUMBER（乐链编号）
决定乐链编号。 

B

 

STEP（级）
决定所选乐链的级数。 

C

 

KIT（鼓组）
显示当前指定的鼓组音色编号及名称。 

D

 

SONG（乐曲）  
显示当前指定的乐曲编号及名称。 

E

 

CLICK（嚓嚓声）
显示当前指定的速度和拍号。 

3将光标移至乐链编号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YES]按钮和 [DEC/NO]按钮选择想要的 

乐链。
选择乐链编号可调出 01级的已编程设定。 

4使用所选的乐链程序。  

●开始 /停止在各级中已编程的乐曲或嚓嚓声：  
乐链的每个级不会开始乐曲或嚓嚓声，但是只是调出指
定的鼓组音色、乐曲编号或嚓嚓声设定。按 [    >>>> / ■ ]按钮开
始 /停止乐曲，按 [CLICK ON/OFF]按钮则开始 /停止嚓 
嚓声。 

●改变级数：  
可使用 2种方法。
在 [F1] SELECT画面中，将光标移至 STEP处，然后使用 
数据轮、 [INC/YES]按钮和 [DEC/NO]按钮可改变级数。
此方法仅在乐链模式中有效。
也可通过敲击已将“ inc  chain”或“ dec chain”分配为打  
击垫功能 （在通过 [UTILITY] →  [F2] PAD →  [SF2] PAD  
FUNC调出的画面中进行分配）的打击垫来改变级数。此
方法在任何模式中都可使用。当您想要快速改变乐链级
数时，建议使用此方法。

设定 01  –  64

设定 01  –  64

2

3
4
5

1

注 

• 如果您选择分配了 JUMP 的级，则该级将切换到指定的另一个乐链编 

号。 
• 如果您选择与其它级编在一组的级，则将同时调出编组级中的所有设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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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链模式   [CHAIN]  

参考 
编程乐链 [F2] EDIT

在此画面中，您可通过为各级设定参数来编程乐链。 

1在乐链选择画面中，将光标移至乐链编号处， 

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YES]和 [DEC/NO]按
钮选择所需的乐链编号。 

2按 [F2] EDIT按钮调出乐链编辑画面。 

1

 

STEP（级）
显示级数。当您想要将几个级编在一个组时，您可使用复
选框。关于级编组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34页。 

B

 

TYPE（类型）
决定当选择相应级时调出的数据类型。选择“ KIT”或 
“ SONG”可调出右侧显示的各鼓组音色编号或乐曲编 
号。选择“ CLICK”可调出右侧所示的速度和拍号 
(

 
BEA

 
T)。选择“ JUMP”时，乐链音序将切换到右侧所示

的乐链编号。当选择“ END”时，选择相应的级时乐链 
程序将结束。 

C

 

KIT NO

 

./ SONG NO./ TEMPO和 BEAT/CHAIN  
NO.（鼓组编号 /乐曲编号  /速度和节拍 /乐链编号）

此栏目的显示因所选 TYPE而异。当 TYPE设定为“ KIT”
时，此栏决定选择相应级时调出的鼓组音色编号。当   
TYPE设定为“ SONG”时，此栏决定选择相应级时调出
的乐曲编号。当 TYPE设定为“ CLICK”时，此栏决定 
选择相应级时调出的速度和拍号。当 TYPE设定为 
“ JUMP”时，此栏决定选择相应级时调出的乐链编号。 

3 编程乐链。 

●设定各级的参数
将光标移至 01级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YES]按钮
和 [DEC/NO]按钮设定所需的 TYPE。当将 TYPE设定为
“ KIT”时，移动光标并选择所需的鼓组音色库和编号。 
当将 TYPE设定为“ SONG”时，选择所需的乐曲编号。
当将 TYPE设定为“ CLICK”时，选择所需的速度和拍 
号 ( BEA T)。当将 TYPE设定为“ JUMP”时，选择所需的
乐链编号。按照相同的方法，根据需要继续对其余的级进
行设定。 

●级编组  
如果您想要同时调出多个级（例如，如果您想要同时调 
出指定的鼓组音色编号和乐曲编号），则您可在级数左侧
的复选框输入勾选标记来使用级编组功能。详细说明，请
参见下文。 

●跳到另一个乐链  
每个乐链可包含最多 64 个级。但是，如果您想要创建包
含 64 个以上的级，则可使用跳跃功能，该功能可将当前
编辑的乐链与另一个乐链相链接。将 TYPE设定为 
“ JUMP” ，然后在右栏中设定跳跃目的地的所需乐链编
号。 

4 在进行所需的级设定后，将光标移动到上一个
已编程级之后紧接着的级，然后将  TYPE设定
为 END。
此操作是必须执行的，因为它可避免调出不需要的级。当
将“ END”分配到某个级时，无法选择紧接着 END级的
级编号。 

5 完成乐链设定后，按 [ENTER/ST ORE]按钮。
将出现以下画面。 

6 使用 [INC/YES]、 [DEC/NO]按钮和数据轮选择
作为目的地的乐链编号。

注 

• 请记住，只有 1级的复选框无法输入。

设定 K I T（鼓组音色） ,   S O N G ,  C L I C K ,  J U M P ,     
END

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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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链模式   [CHAIN]

参考 

1

 

7按 [ENTER/ST ORE]按钮。
画面将提示您进行确认。要取消存储操作，按 [DEC/NO]  
按钮。 

8按 [INC/YES]按钮执行存储操作。

当您想要同时调出多个级（例如，同时调出鼓组音色 

编号和速度）时，此功能很有用。在乐链模式的 [F2]   
EDIT画面中，在组的第一个级以下的级编号左侧的复 

选框中输入勾选标记。

例 1)
以下各级通过依次操作 01 →  02 →  03 →  04 →  05调出。

例 2)
以下各级通过依次操作 01 和  02 →  03 和  04 →  05调出。
当选择此乐链时，将同时调出 01级和 02级的设定。选
择下一个级（ 03 级）调出 03和 04级的设定，然后选
择下一个级调出 05级的设定。

例 3)
以下各级通过依次操作 01 →  02, 03 和  04 →  05调出。
当选择此乐链时，将调出 01 级的设定。选择下一个级
同时调出 02  –  04级的设定。

对创建的乐链进行命名 [F3] NAME

在此画面中，您可对当前乐链输入所需的名称（最多 8个字符）。 

1完成乐链编程后，按  [F3] NAME按钮。 

2对当前乐链输入名称。
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1

 

[SF6] LIST
按此按钮可调出字符列表。有关名称输入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第 15页上的“使用字符列表”。 

3设定完成后，按  [ENTER/ST ORE]按钮。 

4使用  [INC/YES]、 [DEC/NO]按钮和数据轮选择
作为目的地的乐链编号。 

5按 [ENTER/ST ORE]按钮。
画面将提示您进行确认。要取消存储操作，按 [DEC/NO]
按钮。 

6按 [INC/YES]按钮执行存储操作。  

• 当选择另一个乐链或关闭电源时，编辑后的乐链将丢失。在选择另
一个乐链或关闭电源之前，必须按 [ENTER/ST ORE]按钮将乐链数
据存储至内存中。 

• 显示“ Please k eep po w er on”讯息时，切勿试图关闭电源。所有   

乐链数据可能丢失。

级编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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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采样模式 [SAMPLING]
采样录制功能使您可将声音－例如来自相连麦克风的唱声、电吉他的信号或外接  CD 或 MP3 播放器的音频－直接录制
到 DTX900，并将这些声音作为用户鼓音色储存到  DTX900。可将采样功能获取的用户鼓音色分配到鼓组音色，并通过

敲击打击垫来播放。

采样设置 

1关闭电源，然后将后面板上的  GAIN 旋钮设定
为最小值。 

2将音频设备（ CD 播放器等）连接至后面板上
的 AUX IN/SAMPLING IN插孔。 

3打开 DTX900的电源。 

4 按 [UTILITY]按钮进入工具模式，接着按  [F4]
AUXIN按钮，然后按 [SF1] OUTPUT按钮调 

出输出画面。 

5 设定 Mic/Line参数。
连接低输出装置（如麦克风、电吉他或贝司）时，请将  
Mic/Line参数设定为“ mic”。连接高输出设备（如键盘、
合成器或 CD播放器）时，请将 Mic/Line参数设定为 
“ line”。 

6 按 [ENTER/ST ORE]按钮存储这些设定。

重要

为了使用采样功能， DTX900上必须安装 DIMM。当  
DTX900 上没有安装 DIMM 时，即使按 [SAMPLING] 按
钮也无法进入采样模式。有关安装 DIMM的详细说明，请
参见第 147页。 

●用户音色

除了预设音色以外， DTX900还带有用户音色，可采用下
列方法创建用户音色：  在采样模式中录制音频信号，或在 

文件模式中载入来自连接至 DTX900 的 USB存储设备的 
WAV文件或 AIFF文件。

注 

• 有关如何打开 /关闭电源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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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模式   [SAMPLING]

参考 

1

 

采样操作和用户音色分配 [F1] SELECT / [F2] SETTING

本章节介绍执行采样操作和创建用户音色的说明。可将创建的用户音色分配到鼓组音色，并通过敲击打击垫来播

放。 

1将麦克风或音频设备连接至  DTX900。 

2按 [DR UM KIT] 按钮，然后选择您想要对其分 

配用户音色的鼓组音色。 

3按 [SAMPLING]按钮进入采样模式。
将出现用户音色选择画面。在此画面中，您可选择作为采
样目的地的用户音色编号 ( USR-A:  001 – USR-H: 127)。采    
样操作将录制的音频数据分配到此处所选的用户音色。 

1 用户音色
决定采样操作获取的音频信号所要分配到的用户音色。 

B

 

[SF1] A

 

UDITION
按住此按钮可聆听当前所选的用户音色。（如果用户音色
是空的，则将不发出声音。） 

C

 

[F6] REC
按此按钮调出采样录制待机画面。 

D

 

[SF6] INF
按此按钮可显示已使用采样存储器的量。再按一下此按
钮可返回原始画面。 

1 已使用的量 /总量
指示已使用的存储器空间和可用空间总量。 

1

 

Recor

 

dable Size（可录制的大小）
指示可用存储器空间。 

1

 

Recor

 

dable Time（可录制时间）
显示可用存储器容量的可用采样时间。 

4按 [F2]  SETTING 按钮调出采样设定画面，然 

后进行必要的设定。
在此画面中，您可设定 recording source和 sampling  
frequency 等基本参数。 

1

 

Sour

 

ce（采样源）
决定接收采样信号的输入接口。 

A

 

UX IN 将来自 AUX IN/SAMPLING IN插孔的模拟音  
频识别为录制源。 

resample 内部接收来自 DTX900输出端的音频信号，
并将其识别为录制源。 

B

 

Mono/Stereo（单声道  /立体声）
决定新样本将被录制为立体声还是单声道样本。 

monoL 左声道的信号将录制为单声道样本。 
monoR 右声道的信号将录制为单声道样本。 
monoL+R 左声道和右声道的信号将被混合并录制为单

声道样本。 
stereo 将录制立体声样本。 

C

 

Frequenc

 

y（频率）
决定采样频率。数字读数读取的比率称为采样频率。较高
的采样频率会产生较高的音质。通常情况下，此参数应设
定为 “ 44.1  kHz”，也即最高设定。如果您希望获得 lo-fi 
声音，请选择 44.1 kHz 以外的值。在 44.1 kHz 以外的设  
定下，视音源信号而定，录制过程中监听到的声音可能会
与录制下来的声音有所不同。

设定 USR-A: 001  –  USR-H: 127

2

1

4

2

1

3

注 

• 根据采样频率设定的不同，可用的采样时间有以下变化：   
44.1kHz: 6分 20 秒  
22.05kHz: 12分 40秒  
11.025kHz: 25分 20秒  
5.5125kHz: 55分 40秒  
* 单声道和立体声都适用

设定 A UX IN, resample

设定 monoL, monoR, monoL+R, stereo

设定 
44.1k 

 
(

 
44.1 kHz

 
)

 
, 22.0kLo 

 
(

 
22.05 kHz

 
 

 
 

 
 

 
 

 
 

 Lo-Fi ) , 11.0kLo  ( 11.025 kHz Lo-Fi ) ,         
5.5kLo 

 
(

 
5.5125 kHz Lo-Fi

 
)

1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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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模式  [SAMPLING]

参考 
5按 [F1] SELECT按钮，然后按 [F6] REC按钮。
当 [F1] SELECT画面上显示的用户音色不包含音频数据
时，将出现采样待机画面。
当 [F1] SELECT画面上显示的用户音色包含音频数据时，
将出现提示您是否要覆盖已录制用户音色的确认讯息。
如果您不想覆盖用户音色，请按 [DEC/NO]按钮，选择另
一个不带音频数据的用户音色，然后再按一下 [F6] REC
按钮。 

1

 

TriggerMode（触发器模式）
决定触发采样的方法。通常将此参数设定为“ level”。 

level 只要接收到超过指定触发器电平 2的输入信号，
立即启动采样。 

manual 按 [F6] START按钮之后，采样立刻启动。此设定
使得不论来自音频源的输入电平如何，均可手动

启动采样。 

B

 

Trigger Level（触发器电平）
当 Trigger Mode  1设定为“ level”时，您也需要设定 
Trigger Level。此处设定的电平将在电平表中显示为一个
三角形。为获得最佳效果，应将此项设定为可能的最低值
以捕捉整体信号，但是不能低到录制干扰噪音。 

C

 

RecMonitor（录音监听）
决定用于输入信号的监听器输出电平。此监听器信号从 
PHONES插孔或者 OUTPUT R及 L/MONO输出。 

D

 

RecGain（录音增益）
此参数仅当 Source设定为“ resample”并决定重采样时的
录制增益时有效。数值越高，则重采样声音的音量越大。
执行采样（录制）操作之前，您可通过在敲击打击垫的
同时使用电平表边检查音量边设定适当增益。 

E

 

[F6] START
按此按钮启动采样。当 Trigger Mode  1被设定为“ level”
时，按 [F6] START按钮在画面上调出 WAITING指示，实
际采样要到接收到合适电平的信号时才会启动。当有超
过指定 Trigger Level  2的音频信号输入到本乐器时， 
RECORDING指示会取代 WAITING指示，并且采样启
动。当 Trigger Mode  1被设定为“ manual”时，按此按
钮立即启动采样。 

6 调节输入声音电平以获得最佳电平。
尝试将输入电平设定为不会被削波的最大可能值，以获
得最佳音质。
遵照如下指示调节输入电平。 
• 当 Recording Source被设定为“ AUX IN”时，使用
后面板上的 GAIN旋钮调节输入信号电平。如果无
法适当调节输入电平，则在工具模式中改变 Mic/
Line设定（第 128页）。 

• 当 Recording Source被设定“ resample”时，通过设
定 RecGain调节输入信号电平。 

7 按 [F6] START按钮启动采样操作。 

• 当触发器模式 1被设定为“ manual”时，按此按
钮可立即启动采样（画面中出现 RECORDING指
示）。 

• 当触发器模式 1被设定为“ level”时，按此按钮
启用但是不启动采样（画面中出现 WAITING指
示）。 

8 播放要进行采样的声音。
当触发器模式 1 被设定为“ level”且有超过指定触发器
电平 2的音频信号输入到本乐器时，会出现 RECORDING
指示而非 WAITING指示，并且采样启动。采样过程中，
画面上会出现代表已录制音频的图表。

设定 level, manual

范围 1 – 127

范围 0 – 127

设定 -12dB, -6dB, +0dB, +6dB, +12dB

1

5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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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9按 [F6] STOP按钮停止采样。
将出现打击垫分配画面。在此画面中，您可按住 [F3] 
AUDITION按钮聆听采样操作的结果，并将录制的音频信
号（或用户音色）分配到触发器输入源 （或打击垫）。 

1

 

Pad Assign（打击垫分配）
决定要将录制的音频信号（即用户音色）分配到的触发
器输入源。当选择“ no assign”时，录制的音频信号不分
配到任何触发器输入源，只分配到 [F1] SELECT画面上选
择的用户音色。 

B

 

[F3] AUDITION
按住此按钮可聆听已录制的用户音色。此项可使您检查
采样是否已正确执行。 

10按 [F3] AUDITION按钮试听已采样声音。
如果对结果不满意并且希望重试，按 [F4] CANCEL按
钮返回待机画面，然后从步骤 4开始重试采样。 

11通过设定  Pad Assign参数选择所需的触发
器输入源。

录制的音频信号 （用户音色）将被分配到此处所选的
触发器输入源，而不是之前分配的音色。 

12如果对结果满意，按 [F5] OK按钮将已采样
声音存储为“用户音色”。

再次出现 [F1] SELECT画面。 

13 如有需要，请重复步骤  5-12对另一个打击垫
分配其它用户音色。 

14 按 [DRUM KIT]按钮进入鼓组音色模式，然
后按 [ENTER/STORE]按钮存储鼓组音色设
定。
有关操作说明，请参见第 42页。按照说明操作即可将
用户音色分配存储为鼓组音色。如果您想要使用通过
采样获得的用户音色，请选择您在此处已存储的鼓组
音色编号。 

15 将创建的用户音色数据保存至  USB存储设
备。
关于保存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55和 114页。

设定 请参见第 61页上的触发器输入源。

注 

• 如果您在没有对打击垫分配用户音色的情况下退出了采样操作，请按 
[DRUM KIT] → [F2]VOICE → [SF1]SELECT 确认显示屏左上方出现 
[SOURCE]，然后分配用户音色。如果显示屏左上方显示 [INPUT]，则
按 [SF5] 按钮将显示类型切换到 [SOURCE]。有关详情，请参见第 79
页上的“当调出 INPUT画面时”。

2

1

 

• 已录制的音频数据临时驻留在 DIMM中（第 76和 147页）。当关闭
电源时， DIMM中的所有数据都将丢失。在关闭电源之前，务必将
驻留在 DIMM中的任何数据保存到 USB储存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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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模式   [SAMPLING]  

参考 
修改用户音色 [F3] TRIM

在此画面中，您可使用修改功能删除在 [F1] SELECT画面上所选用户音色的不需要部分，该部分位于开始点之前 

和结束点之后。 

1按 [SAMPLING]按钮进入采样模式。
出现采样选择画面。 

2在 [F1] SELECT 画面上选择要修改的用户音 

色。 

3按 [F3] TRIM按钮调出修改画面。 

1

 

Star

 

t（开始点）
决定用户音色中所包含音频数据的播放开始点。此点左
侧的音频部分将不播放。当光标位于 Start 参数时，开始
点在波形画面中显示为一条垂直实线。当光标不位于 Start
参数时，开始点在波形画面中显示为一条垂直虚线。 

B

 

Loop（循环点）
决定循环播放开始的循环点。当播放模式设定为“ loop”
时，用户音色中所包含的音频数据在此循环点和结束点
之间播放。当光标位于 Loop 参数时，循环点在波形画面
中显示为一条垂直实线。当光标不位于 Loop 参数时，开
始点在波形画面中显示为一条垂直虚线。 

C

 

End（结束点）
决定用户音色中所包含音频数据的播放结束点。此点右 
侧的音频部分将不播放。当光标位于 End参数时，结束点
在波形画面中显示为一条垂直实线。当光标不位于 End参
数时，结束点在波形画面中显示为一条垂直虚线。 

D

 

Pla

 

y Mode（播放模式）
决定所选用户音色如何播放。 

oneshot 用户音色从开始点到结束点播放一遍。此设定
可用于播放只需要使用一次而无需循环的独
奏、音效和唱声乐段。 

re

 

verse 用户音色从结束点到开始点倒序播放一遍。 
此设定可用于生成倒序镲片声和其它特殊效
果。 

loop 用户音色播放从开始点开始，一直播放到循环 
点，然后在循环点和结束点之间不停地重复播 
放。此设定对于想要重复和连续播放简短的节
奏乐段、片段和节拍较为实用。

注 

• 当在 [F1] SELECT 画面上选择的用户音色不含音频数据时，按 [F3]按 
钮无法调出修改画面。

1

6 7 8 9 J5

2 3123 4

K

设定 oneshot, re v erse , loop

开始点 结束点

开始点 结束点

开始点 结束点

循环播放

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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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E [SF1] AUDITION
按住此按钮可聆听选择的用户音色。 

F

 

[SF2] LP=ST
如果此处的菜单指示为“ LP=ST”，则 Start（开始点）和 
Loop（循环开始点）将共享同一个地址，这意味着即使
只改变其中一个的值，这两者也会同时改变。在此条件下
按 [SF2]按钮将菜单从“ LP=ST”改变为“ LP ≠ ST”。当
此处的菜单指示为“ LP ≠ ST”时， Start（开始点）和 Loop
（循环开始点）可独立改变。在此条件下按 [SF2] 按钮， 
Start的地址值将被复制到 Loop的地址值，从而使得这两
者共享同一个地址值。菜单指示也会从“ LP ≠ ST”变为
“ LP=ST”。 

G

 

[SF3] ZOOM 

 

–

 

H

 

[SF4] ZOOM +
按这些按钮可放大和缩小画面的用户音色中的波形画 
面。 

I

 

[SF5] SET END 

    
>>>>

按此按钮调出决定结束点的画面，在该画面中，您可设定
用户音色所包含的音频数据中的速度、节拍和小节。详细
说明，请参见第 141页。 

J

 

[SF6] NUM
您可通过按 [SF6] NUM按钮将 [SF1]   – [SF5]和 [F1] – [F6]     
按钮用作数字按钮。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4页。 

K

 

[F5] DISPLA

 

Y
仅当在波形画面上放大到超过某个点（通常按了数次  
ZOOM 

 
+按钮）时，出现此菜单项。当您放大到超过这个 

点时，画面就变为分割画面，左侧显示开始点区域，右侧
显示结束点区域。此时，按 [F5] DISPLAY可在分割画面 
和显示开始点区域、循环点区域或结束点区域（视所选 
参数而定）的画面之间进行交替。 

4使用数据轮、 [INC/YES]和 [DEC/NO]按钮可 

指定用户音色中音频数据的播放部分。
在此步骤中，您可设定开点、循环点和结束点，这些参数
都可决定播放音频的哪些部分以及播放的方式。使用  
ZOOM 

 
+/-控制器（以及 AUDITION控制器）调节显示波 

形的哪些部分，更便于指定播放部分。 

5如有需要，可在按 [SF5]  SET END按钮调出的  

画面上根据需要设定结束点。
在用 [SF5] SET END按钮调出的画面中，设定相关参数决  
定结束点。设定完参数后，按 [SF1]  AUDITION按钮试听 
设定结果。如果对结果满意，按 [F6] OK按钮返回原始画 
面。
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41页。 

6在 [F3] TRIM画面中，按 [SF1] AUDITION按 
钮试听设定结果。
如果对结果不满意，请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3－ 5。 

7将创建的用户音色数据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
关于保存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55和 114页。 

• 用户音色数据临时驻留在 DIMM中（第 76和 147页）。当关闭电源
时， DIMM中的所有数据都将丢失。在关闭电源之前，务必将驻留
在 DIMM中的任何数据保存到 USB储存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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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此处的说明应用于第 140页上的步骤 5。
在按 [F3] TRIM画面上的 [SF5]  SET END按钮调出的画   

面中，您可设定用户音色所包含的音频数据中的速度、

节拍（拍号）和小节，使结束点被自动决定。如果对 

结果满意（按 [SF1]试听结果），按 [F6] OK按钮返回 

原始画面。如果不满意，请手动编辑结束点，直到您满

意为止。 

1

 

 T

 

empo（速度）
决定用户音色播放的速度。设定此处的数值会改变结束 
点，使得开始点和结束点之间的长度符合节拍（拍号）和
小节的设定。 

B

 

Beat（拍号）
决定用户音色播放的拍号。设定此处的数值会改变结束 
点，使得开始点和结束点之间的长度符合速度和小节的 
设定。 

C

 

Meas（小节和节拍）
决定用户音色播放的长度（小节和节拍）。设定此处的数
值会改变结束点，使得开始点和结束点之间的长度符合 
速度和节拍（拍号）的设定。

通过指定速度、节拍和小节来设定结束 
点 

[SF5] SET END 

    
>>>>

    
            

范围 30  –  300

设定 1/4  –  16/4, 1/8  –  16/8, 1/16  –  16/16

范围 
Measure: 000 

 
–

 
 032

 
Beat: 00 

 
–

 
 15（根据节拍设定而变化。）

注 

• 此处的 Measure 设定表示用户音色的音频数据的开始点和结束点之间 

的长度。当您想要从用户音色的开始点起播放 2个小节，请将 Measure
参数设定为“ 002:0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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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采样作业 [F4] JOB

采样作业让您可处理及修改已录制的用户音色。有 14个采样作业可供使用。 

01:

 

 Normalize 06: Stereo to Mono 11: Delete
02: Time-Stretch 07: Loop-Remix 12: Delete All
03: Convert Pitch 08: Slice 13: Extract
04: Fade In/Out 09: Name 14: Optimize Memory
05: Convert Freq 10: Copy

 

1在 [F1]  SELECT画面中，选择要应用作业的用 

户音色。 

2按 [F4] JOB按钮。 

3使用数据轮、 [INC/DEC]和 [DEC/NO]按钮或 

者光标上 /下按钮将光标移至想要的作业处， 

然后按 [ENTER/ST ORE]按钮。
出现所选作业画面。

按 [EXIT]按钮返回作业菜单画面。 

4将光标移至想要的参数处，然后使用数据轮、  
[INC/YES]和 [DEC/NO]按钮设定值。 

5按 [ENTER/ST ORE]按钮执行作业。
如果出现“ Are  you sure?”（您确定吗？）提示讯息，请  
进到步骤 6。如果没有出现该讯息，请进到步骤 7。 

6按 [INC/YES]按钮。
要取消作业，请按 [DEC/NO]按钮，然后回到步骤 4。 

7按 [SF1] A UDITION按钮试听修改后的声音。
此时，用户音色被临时修改，但尚未确定为数据。 

8如果对作业操作结果满意，请按  [F6] OK按钮。
如果对作业操作结果不满意，请按 [F5] CANCEL按钮， 
然后返回到步骤 4。 

9将创建的用户音色数据保存至  USB存储设备。
关于保存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55和 114页。

采样作业的基本操作步骤

注 

• 当用户音色不含音频数据时，视所选作业而定，按 [ENTER/STORE]按
钮无法调出作业画面。

注 

• 执行“ 08: Slice”作业时，您需要设定额外的参数：  Select和 Save To。   
设定这些参数，按 [ENTER/STORE]按钮，然后按 [INC/YES]按钮，将
分割后的音频数据分配到指定的用户音色。根据需要重复此步骤（视 
Subdivide 设定而定），然后进到步骤 9。 

• 在确定作业结果之后，无法将已修改的用户音色复原。务必将重要
数据保存在与 USB T O DEVICE接口相连的 USB存储设备上 
（第 55 和 114页）。 

• 已录制的音频数据临时驻留在 DIMM中（第 76和 147页）。当关闭 

电源时， DIMM中的所有数据都将丢失。在关闭电源之前，务必将
驻留在 DIMM中的任何数据保存到 USB储存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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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此处的说明适用于第 142页上的“采样作业的基本操 

作步骤”中的步骤 4  –  8。 

01:

 

Normalize（标准化）

此作业最大化（标准化）指定用户音色的整体电平。此

项对于提高无意中在低电平时录制的用户音色的音量 

很有用。 

1

 

Ratio （比率）
决定用户音色的标准化后电平。设定为 100%会最大化电
平，使得用户音色中的最高峰值电平刚好低于削波电平 
（最大数字信号电平）。高于 100%的设定将使用户音色 
电平提高到最大值之上，产生有意削波。通常将此项设定
为 100%或更低值。 

02:

 

Time Stretch（时间拉伸）

此作业可改变用户音色的长度而不改变其音高。使用 

此作业，您可使用户音色所包含的音频数据的播放与 

乐曲 /嚓嚓声播放相同步，因为改变用户音色长度也会
改变用户音色所包含音频数据的播放速度。 

1

 

Ratio （比率）
按照与原始音色长度 (100%) 的比率来决定处理后的音色
长度。可按如下方法计算速度变化和正确的比率值。
比率值＝（原始速度 /修改后的速度）  x 100。 

B

 

Accurac

 

y（精度）
通过指定强调原始样本的哪个方面：音质或是节奏感，来
决定结果音色的质量。 

sound4 

 

–

 

 sound1 这些设定将重点放在音质上，其中 
“ sound4”设定产生最高音质。 

nor
 

mal 产生音质与节奏感的最佳平衡。 
rh

 
ythm1 – rhythm2这些设定将重点放在节奏感上，其

中“ rhythm2”设定产生最精确的节
奏感。 

03:

 

Convert Pitch（转换音高）

此作业可改变用户音色的音高而不改变其速度。 

1

 

Pitc

 

h（音高）
以半音为增量决定音高改变的量和方向。 

B

 

Fine（精细）
以分为单位决定音高改变的量和方向。 1分等于 1个半音
的 1/100。

采样作业

范围 1%  –  800%

范围 1%  –  400%

1

1 2

设定 
sound4 

 
–

 
 sound1, nor

 
mal, rh

 
ythm1 

 
–

 
 

 
 

 
rh

 
ythm2

范围 -12  –  +0  –  +12

范围 -50  –  +0  –  +5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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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04: Fade In/Out（淡入 /淡出）

此作业可让您为用户音色的开始部分创建淡入，并为 

用户音色的结束部分创建淡出。 

1

 

T

 

ype（渐变类型）
决定电平渐变的类型：淡入或淡出。 

B

 

Length（长度）
决定淡入或淡出的长度。当选择了淡入时，此参数指定从
指定的起始点开始的渐变长度。当选择了淡出时，此参数
指定从渐变开始到指定的结束点为止的渐变长度。当采
样模式的设定画面（第 136页）中的频率设定为 44.1  kHz 
时， 4410的长度设定约等于 0.1秒。 

05:

 

Convert Freq（转换频率）

此作业可将指定用户音色的采样频率减半。此项可用 

于将 hi-f i音色转换为 lo-fi声音，并将用户音色大小缩 

小一半。 

06:

 

Stereo to Mono（立体声到单声道）

此作业可将立体声用户音色转换成单声道用户音色。 

1

 

T

 

ype（类型）
决定立体声用户音色的某个声道或两个声道同时被转换 
为单声道用户音色。 

L+R>mono将立体声样本的左右声道混合并转换为单声
道样本。 

L>mono 将立体声样本的左声道转换为单声道样本。 
R>mono 将立体声样本的右声道转换为单声道样本。 

07:

 

Loop-Remix（循环－重新混音）

此作业可将用户音色所包含的音频数据自动分割成独 

立的“片段”，并将这些片段随机重排，以获得特殊效

果和不寻常的旋律变化。 

1

 

T

 

ype（类型）
决定将用户音色的循环部分分割的程度。 

B

 

V

 

ariation（变化）
决定原始用户音色通过此作业如何变化。 

nor

 

mal1 – 2 这些设定将用户音色数据分割并重排，而
不执行任何其它音频变更。 

re
 

verse1 – 2除了分割和重排之外，这些设定还反转某
些片段的播放。

设定 in（淡入）， out（淡出）

范围 00000000  –  End point

1 2

淡入

淡出

长度

结束点

长度

开始点

设定 L+R>mono , L>mono , R>mono

设定 1  –  4

设定 nor mal1  –  2, re v erse1  –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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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08: Slice（分割）

此作业可将用户音色所包含的音频数据自动分割成独 

立的“片段”，并将这些片段分配到不同的用户音色。

此作业由 2个画面组成。执行分割操作前显示的第一画
面可让您设定分割音频数据的方法，而执行分割操作 

后显示的第二画面可让您将创建的“片段”分配到不 

同的用户音色。

第一画面 （用于设定相关参数） 

1

 

T

 

ype（类型）
决定最适合原始乐句的类型。指定用户音色分割方法以 
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得到的音质。 

beat 此分割类型适合于鼓或贝司等具有快速击
打和迅速衰减的打击乐句。 

phr
 

ase1 – 4 对应包含钹或其它衰减期长的乐器的乐句
较为理想。 

quic
 

k 无论乐句内容如何，用户音色所包含的音
频数据被按照 Sub Divide 参数中指定的数 
量进行分割。 

B

 

SUBDIVIDE（细分）
决定分割片段的数量。

第二画面（用于设定分割片段编号和作为目的地的用户音

色编号）

在此画面（在执行分割操作后出现）中，您可将每一 

个分割片段分配到不同的用户音色。将 Select参数设定
为所需的分割片段编号，然后将 Save To参数设定为作 

为分配目的地的用户音色编号，接着按 [ENTER/ 
STORE]按钮执行分配操作。
此功能的优点在于您可将每个旋律片段分配为由不同 

打击垫 （或音符编号）触发，从而通过演奏单独的片 

段可以多种方式来重新构建旋律。 

C

 

Select（选择）
决定分割片段编号。 

D

 

Sa

 

veTo（保存到）
决定要将指定片段分配到的用户音色编号。 

E

 

[SF1] A

 

UDITION
您可通过选择分割片段编号 3并按住 [SF1] AUDITION按 
钮来逐一试听所创建的分割片段。如果您满意每个片段
的效果，请将各片段分配到独立的用户音色。如果您对效
果不满意，请按 [EXIT]按钮返回第一画面，然后再次执 
行分割操作。 

09:

 

Name（命名）

使用此作业可输入或改变当前用户音色的名称。 

1

 

Name（命名）
决定用户音色名称（最多可包含 10个字符）。关于命名 
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B

 

[SF6] LIST
当光标位于名称框时，可按 [SF6] LIST按钮调出字符列 
表，然后输入名称。关于命名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上的“基本操作”。

设定 beat, phase1  –  4, quic k

范围 2  –  16

1 2

设定 USR-A: 001  –  USR-H: 127

3 4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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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模式   [SAMPLING]

参考 

1

 

10: Copy（复制）

此作业可将一个用户音色的数据复制到另一个用户音 

色。 

1 作为复制源的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B 作为复制目的地的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决定作为复制源和复制目的地的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11:

 

Delete（删除）

此作业让您从存储器中删除特定用户音色。 

1 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决定要删除的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12:

 

Delete All（全部删除）

此作业可删除所有用户音色。调出此画面后，按  
[ENTER/ST

 
ORE]按钮删除所有用户音色。 

13:

 

Extract（抽取）

此作业可从存储器中删除用户音色所包含的所有不需 

要的音频数据（位于开始点之前和结束点之后），只留

下您想要保留的样本部分。 

1 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决定要抽取其不需要部分的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14:

 

Optimize Memory（最优化存储器）

此作业可最优化用于采样的存储器 (DIMM)。最优化操
作会整理已使用的和未使用（可用）的存储器区域，从

而生成连续可用存储器的最大可能区域。某些情况下，

执行 Optimize Memory作业可增加剩余存储器空间。
调出此画面后，按 [ENTER/ST ORE]按钮执行 Optimize
Memory作业。 

• 此操作会覆盖目的地用户音色编号中所有先前存在的数据。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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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选购 DIMM的安装
 

本章节讲述如何将  DIMM存储器模块安装到 DTX900。 

DTX900不支持所有市售的 DIMM。 Yamaha并不保证
能够您所购买的 DIMM的操作。
在购买 DIMM之前，请咨询 Y amaha经销商或授权分销
商（参见本说明书末尾的清单），或者可访问下列网 

站：   

http://www

 

.yamaha.co.jp/english/product/drums/ed/

• Yamaha建议您购买符合 JEDEC*标准的 DIMM。然而
请注意，符合此标准并不保证 DIMM 能在 DTX900
上面正确操作。 
*

 
JEDEC（电子元件工业联合会）设定电子设备中 
的端子配置标准。 

• 只可使用 64、 128、 256 MB容量的 168芯 DIMM（同 
步 DRAM； PC100或 PC133）。 

• 安装 DIMM时，必须使用相同容量的 DIMM成对安
装。不能仅安装其中一个模块而使第二个存储器插

座空着。另外，必须使成对的 DIMM中的各个 DIMM
来自同一厂商并且为同一类型。不同厂商及配置的 
DIMM可能无法协同工作。 

• 购买 DIMM时，请确认 DIMM未采用每个模块 18个 
以上存储芯片的设计。（包含 18个以上存储芯片的  
DIMM无法在 DTX900上正常使用。）

安装注意事项 

• 开始安装之前，关闭乐器及相连的外围设备的电源，然
后将它们从电源插座上拔下。只有在本乐器 （和选购的
硬件）的温度降至正常室温以后，才可开始安装或拆卸
设备。然后拔下连接本乐器与其它设备的所有电缆。（保
留电源线的连接时工作可导致触电。保留其它电缆的连
接会干扰工作。） 

• 小心操作，切勿在安装过程中将任何螺钉掉落到乐器
中。（在安装时将选购的装置及盖板远离乐器放置，可防
止此类情况发生）。如果发生此情况，必须在打开电源之
前从装置内部取出螺钉。乐器内部松动的螺钉会导致操
作异常或严重损坏。如果无法取出掉落的螺钉，请向 
Y

 
amaha经销商寻求建议。 

• 按下述步骤小心安装选购装置。不正确的安装会导致短
路，从而可能会导致无法修复的损坏并引起火灾。 

• 请勿拆卸、改装选购装置上的电路板区域或接口，或对
其施加过大的力。弯曲或把玩电路板和接口可能会导致
触电、起火或装置失效。 

• 建议戴手套，防止双手被选购装置和其它部件上的金属
突出物刺伤。用手直接接触导线或接口可能会导致手指
割伤，还可能会引起电路接触不良或静电导致的损坏。 

• 小心静电。静电放电会损坏 DIMM上的 IC芯片。在操作选
购的 DIMM 时，为降低静电的可能性，请触碰未涂油漆
的金属部件或已接地设备上的接地导线。 

• 小心操作选购的装置。致使选购的装置掉落或遭受任何
形式的撞击有可能会导致损坏或引起故障。 

• 请勿触摸电路板上裸露的金属部件。否则可能会导致接
触不良。 

• 小心操作，切勿将任何螺钉放错位置。 

• 切勿使用任何非乐器安装用螺钉。如果使用的螺钉不正确，可能会导致
损坏。

兼容的 DIMM 

DIMM类型和 DIMM配置

64MB x 2 = 128MB 128MB x 2 = 256MB

256MB x 2 = 512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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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 DIMM的安装

附录 

1

 

1关闭 DTX900的电源开关，然后拔下电源线。 

2将 DTX900翻过来，以便可以直接看到底部。
为保护数据轮和滑杆不受损伤，请在放置 DTX900时，用
杂志或打击垫之类能提供足够支承的物体来支撑四个
角。请在全部四个角下均放置支承物，小心切勿碰到数据
轮和滑杆。 

3拆下插槽盖。
使用十字螺丝刀拆下插槽盖上的螺钉。 

4将两个  DIMM插入  DIMM插槽。 

DIMM的安装位置

将 DIMM模块安装到插槽上  

4-1 将退出杆按压到插槽外侧。  

4-2 将 DIMM垂直插入插槽。将 DIMM牢牢压入，直
至其 “咬合”或锁定到位。

确认是否两根杆均已牢固锁定。 

DIMM的安装

重要事项

将拆下的螺钉放在安全的位置。在安装 DIMM后再重新将
盖子装回乐器时，将用到这些螺钉。

后面板 DTX900
的底面

插槽盖 

DTX900的底面

DIMM插槽 x 2

在安装 DIMM模块之前，必须将 DIMM 模块
正确对准。

退出杆

对位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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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 DIMM的安装

附录 
5按照相反顺序，装回步骤  3中取下的盖子。 

6检查确认安装好的  DIMM可正常工作。
将 DTX900 右侧朝上放置，然后将 AC 电源线连接到 
DTX900上的 DC IN（直流输入）插孔和交流电源插座上。
打开电源，按 [SAMPLING]按钮进入采样模式，然后按  
[SF6] INF按钮（第 136页）。如果已正确安装 DIMM， 
则画面上会显示正确的可用存储器容量。 

1 按压退出杆，直至 DIMM被解除锁定。 

2 将 DIMM从插槽中垂直拔出。

注 
• 当您装回盖子时，请务必用手将盖子放平。

注 
• 如果未正确安装 DIMM，则采样功能将无法正常使用。若发生此现象，
请关闭电源，重新执行上述操作，并务必牢固安装 DIMM。

存储器容量

拆下 D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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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障排除
即使敲击打击垫，也没有声音发出。 

●查看当您敲击打击垫时， TRIGGER  INDICATOR指示灯是 
否点亮。如果没有点亮，请确认打击垫和鼓触发器 
（ Y amaha DT20等）是否正确连接至 DTX900的输入插孔。 
（第 12页） 

●是否已将 DTX900正确连接至耳机或外接音频设备 
（例如，放大器和扬声器）？（第 19页） 

●您所使用的电缆是不是有问题？   
●查看与 DTX900相连的外接音频设备的电源是否打开。另请
查看是否正确调节了外接音频设备的音量。 

●查看是否对您所敲击的打击垫指定了打击垫功能。可在通 
过 [UTILITY] →  [F2] PAD →  [SF2] PAD FUNC调出的画面       
中确认打击垫功能参数设定。如果对相应打击垫指定了特
定功能，则敲击打击垫将不会触发声音。 

●在通过 [UTILITY] →  [F2] PAD →  [SF3] TRGBYPS调出的画      
面中查看 Trigger Bypass参数（第 126页）。如果此参数 
设定为 on，则即使敲击任何打击垫，也不会发出声音。 

●在通过 [UTILITY] →  [F5] MIDI →  [SF1] SWITCH调出的画      
面中查看 Local Control 参数（第 130 页）。如果此参数 
设定为 off，则内置音源将不会接受触发器输入信号。

没有声音或声音音量比想像的要低。 

●查看是否正确设定了 DTX900前面板上的音量滑杆 
（第 31页）。 

●在通过 [DRUM  KIT] →  [F2] VOICE →  [SF2] OUT-TUNE调       
出的画面中查看 Volume参数（第 80页）。如果此参数数
值设定得过低，请提高此数值。 

●在通过 [ DRUM KIT] →  [F6] OTHER →  [SF1] COMMON调出       
的画面中查看 Volume参数（第 95页）。如果此参数数值
设定得过低，请提高此数值。 

●在通过 [UTILITY] →  [F1] GENERAL →  [SF1] TG调出的画      
面中查看 Volume参数（第 124页）。如果此参数数值设定
得过低，请提高此数值。 

●在通过 [TRIGGER] →  [F3] SENS调出的画面中查看 Gain和    
Velocity Curve 参数（第 109 页）。视此画面上的设定而 
定，可能不会发出声音。 

●在通过 [DRUM  KIT] →  [F2] VOICE →  [SF2] OUT-TUNE调       
出的画面中查看 OutputSel参数（第 81页）。如果将此参
数设定为“ L&R+ph”以外的数值，则相应打击垫的声音将
不会通过 PHONES插孔和 OUTPUT插孔输出。 

●在通过 [ DRUM KIT] →  [F2] VOICE →  [SF3] EQ-TONE调出       
的画面中查看 Attack和 Decay参数（第 83页）。视这些
参数的设定而定，可能不会发出声音。 

●查看效果器和滤波器设定。尤其视滤波器设定而定，可能
不会发出声音。

外接 MIDI音源不发出声音。 

●是否正确连接了 MIDI电缆（接口）？ （第 20页） 

●请务必使 DTX900的 MIDI传送通道与相连外接 MIDI音源的 
MIDI接收通道相匹配。有关在鼓组音色模式中的 MIDI设定
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96 页。有关在乐曲播放过程中的 
MIDI设定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03 页。 

●查看是否将外部音源的特定鼓乐器正确分配到相应的 MIDI
音符编号（敲击与 DTX900 相连的打击垫产生）。如果没
有分配乐器，则即使敲击打击垫，外部音源上也不会发出
声音。 

●确认在通过 [UTILITY] →  [F2] PAD →  [SF3] TRGBYPS调出      
的画面中的 Trigger Bypass参数（第 126页）设定为 off。 

●查看通过 [UTILITY] →  [F5] MIDI →  [SF3] OTHER调出的 
画面上的 MIDI  IN/OUT参数（第 131页）。如果此参数设 
定为“ USB”，则 DTX900无法与通过 MIDI电缆相连的外接 
MIDI音源进行通信。

产生了不想要的声音。 

●在通过 [TRIGGER] →  [F2] TYPE调出的画面中查看 Pad  
Type参数。如果输入和打击垫类型的组合不正确，则可能
会发出不想要的声音。 

●当通过 MIDI连接到 DTX900上的外接音源发出了您不想要
的声音，请查看是否正确设定了与 DTX900 传送通道相对
应的音源 MIDI通道的音色设定。 

●请确保在电源仍旧开启时，您没有拔出单声道耳机插头或 
单声道打击垫的插头。这样会使 DTX900 上的边圈开关开
启。请关闭电源，然后再将其打开。

声音失真。 

●效果器设定是否正确？在某些设定下使用效果器有可能会
产生失真。 

●在通过 [ DRUM KIT] →  [F2] VOICE →  [SF3] EQ-TONE调出       
的画面中查看 Filter 和 Resonance 参数（第 83 页）。视
这些参数的设定而定，可能会产生失真的声音。过高的滤
波器谐振设定可导致失真。 

●主音量是否设定太高导致削波现象发生？  

音高错误。 

●在通过 [UTILITY] →  [F1] GENERAL →  [SF1] TG调出的画      
面中查看 Tune参数（第 124页）。如果此参数设定为“ 0”
以外的数值，则可能会产生您不想要的声音。 

●在通过 [DRUM  KIT] →  [F2] VOICE →  [SF2] OUT-TUNE调       
出的画面中查看 Tune参数（第 80页）。如果此参数设定
为“ 0”以外的数值，则可能会产生您不想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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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未应用效果器。 

●在通过 [DRUM KIT] →  [F4] EFFECT调出的画面中查看  
Ef

 
fect Bypass参数（第 89页）。如果 Bypass（旁通）被 
打开，则相应的效果器将不会应用到声音。 

●在通过 [UTILITY] →  [F3] EFFECT →  [SF2] MEF调出的画 
面中查看 Switch参数（第 128页）。如果此参数设定为 
“ of f”，则主控效果器不会应用到声音。 

●在通过 [DRUM  KIT] →  [F2] VOICE →  [SF2] OUT-TUNE调       
出的画面中查看 Reverb Send、 Chorus Send和 Variation  
Send参数（第 80页）。如果这些参数被设定为接近 0的
最小值，则发出的声音可能就像没有对声音应用效果器一 
样。 

●在通过 [DRUM  KIT] →  [F6] OTHER →  [SF1] COMMON调       
出的画面中查看 Reverb Send和 Chorus Send参数 
（第 95页）。如果这些参数被设定为接近 0的最小值，则 
发出的声音可能就像没有对声音应用效果器一样。

即使按 [    >>>> / ■ ]按钮也无法开始播放乐曲。 

●所选的乐曲是否确实包含数据？ 

●在通过 [UTILITY] →  [F5] MIDI →  [SF2] SYNC调出的画面      
中查看 MIDI Sync参数（第 131页）。如果此参数设定为 
“ MIDI”，则一旦接收到来自外接 MIDI 音序器或电脑的外
部 MIDI时钟， DTX900的乐曲即开始播放。换句话说，即
使按 [    >>>> / ■ ]按钮也无法播放乐曲。

连接的麦克风工作不正常。 

●在通过 [UTILITY] →  [F4] AUX IN →  [SF1] OUTPUT调出的       
画面中查看 Mic/Line参数（第 128页）。使用麦克风时， 
应将此参数设定为“ mic”。 

●检查后面板上的 GAIN旋钮（第 12页）是否设定至最小值位
置。

无法在采样模式中录制音频信号。 

●如果即使按 [SAMPLING] 按钮也无法进入采样模式，则检
查是否已安装 DIMM。若要进入采样模式，必须安装 DIMM
模块。（第 147页） 

●是否存在足够的样本存储空间？（第 136页） 

●采样源设定是否恰当？（第 136页） 

●触发器模式是否正确设定？（第 137页）

电脑 /MIDI乐器问题。 

●查看通过 [UTILITY] →  [F5] MIDI →  [SF3] OTHER调出的画      
面上的 MIDI IN/OUT参数（第 131页）。如果您要通过  
USB将电脑连接至 DTX900，则应将此参数设定为 
“ USB”；如果您要通过 MIDI将 MIDI设备连接至 DTX900，
则应将此参数设定为“ MIDI”。

无法将数据保存至外接 USB存储设备。 

●正在使用的 USB存储设备是否已正确格式化？（第 123页） 

●

 
USB存储设备是否使用了写保护？（要保存数据，必须将
写保护设定为关闭。）（第 21页） 

●在 USB存储器中是否有足够的可用存储空间？若要查看  
USB存储器中的可用空间容量，请在文件模式中按 [SF6] 
按钮。

声学鼓的触发器信号不稳定。 

●查看是否用胶带将鼓触发器（ Y amaha DT20等）粘到声学 
鼓上。 

●查看上文中的“没有声音或声音音量比想像的要低”中的
所有项目。 

●是否将电缆牢固连接到鼓触发器（ Y amaha DT20等）插 
孔？

双触发问题。 

●如果连接的打击垫带有输出或力度控制器音量，请对其进
行调节。建议您降低它们的音量。 

●在通过 [TRIGGER] →  [F3] SENS调出的画面中查看 Gain 
参数（第 109页）。建议您降低此参数的数值。 

●当使用声学鼓时，您是否使用了非 Y amaha产的鼓触发器 
（触发感应器）？为了确保最佳性能，请务必使用 Y amaha
的鼓触发器。 

●使用声学鼓时，请查看鼓面是否会产生不规则的振动。如
果存在这种情况，可能有必要对鼓面进行静音。 

●使用声学鼓时，确保鼓触发器粘在靠近边圈的地方（在轴
承上方），而不是鼓面的中心位置附近。 

●使用声学鼓时，请确保没有东西在碰触鼓触发器。 

●试着增大 Reject  Time参数（第 110页）的数值以避免双触 
发。请注意，如果此参数的数值设定得过高，则可能无法 
正确产生滚奏或单叠声音。

串音问题（由其它打击垫产生的多余的声音） 

●使用声学鼓时，请将鼓触发器放在远离其它鼓的地方。 

●在通过 [TRIGGER] →  [F4] REJECT调出的画面中，试着调   
节 Reject Level参数（第 110页）。 

●如果打击垫带有音量调节旋钮，请调节该旋钮。 

●在通过 [TRIGGER] →  [F3] SENS调出的画面中，试着调节    
minimum level参数（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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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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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打击垫上进行滚奏或单叠时，没有声音发出。 

●在通过 [TRIGGER] →  [F4] REJECT调出的画面中，查看  
Reject Level参数（第 110页）。建议您降低此参数的数值。 

●在通过 [DRUM  KIT] →  [F5] PAD →  [SF4] TRIGGER调出的       
画面中查看 Mask Time参数 （第 94页）。建议您降低此 
参数的数值。

声音被切除。 

●在通过 [DR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 调出       
的画面中查看 Mono/Poly参数（第 84页）。将此参数设定
为 “ poly”。 

●在鼓组音色模式的堆叠 /交替画面中查看音符设定。如果设
定了不需要的音符，请将其删除。

即使敲击了 2个打击垫（鼓垫），也只发出一个声音。 

●在通过 [TRIGGER] →  [F3] SENS调出的画面中，试着调高   
不发声的打击垫 （触发器输入）的 Gain参数值（第 109  
页）。 

●试着减小不发声的打击垫（触发器输入）的 Reject  Level参 
数值 （第 110页）。 

●在通过 [DR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 调出       
的画面中查看 2个打击垫的 Alternate Group参数（第 84  
页）。如果 2个打击垫都被分配到了同一个交替组，请将其
中 1个打击垫的设定改变为其它数值。

声音音量比想象的要低。 

●在通过 [TRIGGER] →  [F3] SENS调出的画面中查看 Gain 
参数 （第 109页）。试着减小此参数的数值。 

●在通过 [TRIGGER] →  [F3] SENS调出的画面中查看  
velocity curve参数（第 110页）。设定合适的力度曲线。 

●在通过 [DRUM  KIT] →  [F5] PAD →  [SF4] TRIGGER调出的       
画面中查看 Trigger Velocity参数 （第 94 页）。例如，如 
果此参数设定为“ 127”，则无论敲击打击垫的力度多小，
都能产生最大音量的声音。请将此参数值改变为合适的数
值。 

●您使用的是否是非 Y amaha产的打击垫？视厂商而定，输出
音量可能会过高。

无法停止声音。 

●按 [EXIT]按钮停止声音。在通 [DRUM KIT] →  [F2] VOICE    
→  [SF4] OTHER调出的画面中，当 Receive Key Off参数    
被设定为 “ off”时，声音可能会继续。

打击垫控制器没有如预想那样工作。 

●在通过 [DRUM  KIT] →  [F5] PAD →  [SF1] PAD CTRL调出        
的画面中查看 Pad Controller Type参数 （第 92页）。如 
果此参数设定为“ of f”，则安装在相连打击垫上的打击垫 
控制器无效。请选择合适的数值。 

●在通过 [TRIGGER] →  [F2] TYPE调出的画面中查看 Pad  
Type参数（第 109页）。如果此参数未设定为“ TP120SD/
100”（配备有打击垫控制器），则打击垫控制器无效。 

●查看是否按了边圈部位。如果按了，则打击垫无效。

即使用脚踩踩镲控制器，也不会产生踩镲闭镲的声音。 

●在通过 [TRIGGER] →  [F2] TYPE调出的画面中查看 Pad  
Type参数 （第 109页）。如果 RHH13 5或 RHH130连接 
到了 HI-HA T CONTROL插孔以及 HI-HAT插孔，则应将  
INPUT设定为“ hihat”的 Pad Type参数设定为“ RHH135” 
或“ RHH130”。

即使敲击钹垫的边缘或钹帽部位，也不会发出声音。休

止功能不起作用。 

●在通过 [TRIGGER] →  [F2] TYPE调出的画面中查看 Pad  
Type参数（第 109页）。如果此参数被设定为不正确的数
值（如小鼓或桶鼓垫的型号名）且左侧的 INPUT参数设定
为 ride（连接了击钹垫），则请选择正确的数值 （击钹垫 
的型号名）。

未产生踩镲击镲声。 

●脚踏控制器是否连接至 HI-HA T CONTROL插孔？ 

●在通过 [UTILITY] →  [F2] PAD →  [SF1] HI HAT调出的画面       
中查看 Foot Splash Sensitivity参数（第 126页）。如果此  
参数设定为“ off”，则将无法产生踩镲击镲的声音。

即使在乐曲播放过程中按 [    >>>> / ■ ] 按钮，也无法停止声
音。 

●查看敲击分配了鼓垫乐曲的打击垫是否被录制到乐曲。如 
果是这样，且在通过 [DRUM KIT] →  [F5] PAD →  [SF3]  
PADSONG 调出的画面上的 Mode 参数设定为“ play”或
“ cutoff”，则视播放过程中您按 [    >>>> / ■ ] 按钮的时机而定，
只有鼓垫乐曲播放无法被停止。如果您无法找到打击垫，
则您可通过在鼓组音色模式只改变鼓组音色来停止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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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屏幕显示讯息
液晶显示 描述 

Are y

 

ou sure? 确认是否想要执行某项指定操作。 

Can't pla

 

y SMF Format 1 
data.

当在选择并开始播放 USB存储设备上 SMF 1格式的乐曲时，将出现此讯息。请将乐曲转换 
成 SMF 0格式，然后再次进行播放，因为 DTX900只能处理 SMF 0格式的乐曲数据。 

Choose user song. 当您在选择了预设乐曲的情况下，在乐曲模式中按 [F2] JOB按钮时，将出现此讯息。当您想 
要调出作业画面时，请选择一首用户乐曲。 

Clic

 

k stored. 嚓嚓声模式中的设定已被存储。 

Completed. 当载入、保存、格式化等操作及其它作业完成时，将出现此讯息。 

Connecting USB de

 

vice...

 

DTX900正在识别与 USB T O DEVICE接口相连的 USB存储设备。 

Cop

 

y protected. 试图导出或保存受复制保护的数字音频源。 

USB de

 

vice full.

 

USB 存储设备已满，不能再保存多余数据。使用新的 USB 存储设备，或者从存储设备中删
除无用数据以腾出空间。 

USB de

 

vice not ready.

 

USB存储设备没有正确插入或连接至 DTX900。 

USB de

 

vice read/write error. 当对 USB存储设备进行读 /写时发生错误。 

USB de

 

vice write protected.

 

USB存储设备已经写保护，或者您已尝试写入到只读型媒体中 （诸如 CD-R OM）。 

Ex

 

ecuting... 正执行某类操作或命令。 

File alread

 

y exists. 与要保存的文件同名的文件已经存在。 

File not f

 

ound. 在载入操作过程中，在外接 USB存储设备上未找到指定文件。 

Folder is not empty

 

. 您要删除的文件夹中包含有数据。 

Folder is too deep. 本层级下的目录无法访问。 

Illegal f

 

ile. 指定载入的文件无法被 DTX900使用或者不能在当前模式中载入。 

Illegal f

 

ile name. 指定文件名称无效。请尝试输入不同的名称。 

Illegal input. 指定了无效的输入或数值。请检查输入方式或数值。 

Illegal sample data. 指定用于载入的样本文件无法在 DTX900上使用。 

Illegal selection. 在乐曲作业模式中指定了无法接受的文件。 

Illegal song n

 

umber. 在乐曲作业模式中指定了无法接受的乐曲编号。请再次选择乐曲。 

Illegal trac

 

k number. 在乐曲作业模式中指定了无法接受的音轨编号。请再次选择音轨。 

Incompatib

 

le USB device.

 

DTX900无法使用的 USB存储设备已连接到了 USB T O DEVICE接口。 

In

 

valid USB device.

 

USB存储设备不可用。格式化 USB存储器再试用一次。 

MIDI b

 

uffer full. 由于一次接收到太多数据，导致处理 MIDI数据失败。 

MIDI data err

 

or. 当接收 MIDI数据时发生错误。 

No data. 当执行乐曲作业时，所选音轨或范围不含数据。请选择适当音轨或范围。 

No DIMM memor

 

y installed. 一对扩展 DIMM未正确安装，或这对 DIMM未正确匹配。 

No response fr

 

om USB 
device. 连接到 USB T O DEVICE接口上的 USB设备中无响应。 

No sample data. 当由于指定样本不可用导致与此样本相关的作业无法执行时，该讯息出现。 

No

 

w loading... (xxxx) 表示正在载入文件。 

No

 

w saving... (xxxx) 表示正在保存文件。 

No

 

w scanning autoloaded 
files. 

 

DTX900正在扫描指定自动载入的文件。 

No

 

w working... 在您完成采样或已经按 [EXIT]按钮取消了载入 /保存操作后， DTX900正在执行存储器安排。 

Overwrite? [YES]/[NO] 当文件模式中的保存操作将覆盖 USB存储设备上的数据或采样操作将覆盖包含数据的用户音
色时，将出现此讯息。此讯息提示您确认是否要继续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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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讯息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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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keep power on. 
数据写入到闪存 R OM 中。在数据写入到闪存 R OM 中时绝不要尝试关闭电源。显示此条信
息时关闭电源，会导致用户数据损失，并可能会导致系统死机 （因为闪存 R OM中的数据损
失）。这样也可能会导致 DTX900在下次打开电源时无法正确启动。 

Please stop sequencer

 

. 您试图进行的操作无法在乐曲播放过程中执行。 

Sample freq is too lo

 

w. 采样频率太低， F requency Con v er t作业无法执行。 

Sample is pr

 

otected. 由于样本受保护，因此无法覆盖样本。 

Sample is too long. 样本大小太大， Time Stretch作业无法执行。 

Sample is too shor

 

t. 样本长度太短， F requency Con v er t作业无法执行。 

Sample memor

 

y full. 样本存储器已满，无法再执行更多的采样操作、作业或载入操作。 

Seq data is not empty

 

. 如果您试图录制到已经包含数据的音轨上，则将出现此讯息。在乐曲作业模式中清除音轨数
据，或选择另一个音轨，然后执行录音操作。 

Seq memor

 

y full. 音序器数据所用的内部存储器已满，防止任何进一步的操作（诸如录音、执行操作或从 USB
存储设备载入）。在删除不需要的用户乐曲后进行重试。 

System memor

 

y crashed. 将数据写入闪存 R OM失败。 

T

 

oo many stk/alt. 当堆叠 /交替功能的存储器已满且无法复制鼓组音色或添加新级时，将出现此讯息。删除不 
需要的堆叠 /交替数据腾出可用空间，然后重试。 

USB connection 

 

terminated.
电流异常，与 USB存储设备的连接中断。断开 USB存储设备与 USB T O DEVICE接口的连  
接，然后按 [ENTER/ST ORE]按钮。 

USB po

 

wer consumption 
exceeded. 连接到 USB T O DEVICE接口上的 USB存储设备电源消耗超过了正常值。 

USB transmission err

 

or. 与 USB存储设备进行通信时出错。 

Utility stored. 工具模式中的设定已被存储。

液晶显示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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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格 
  
• 本使用说明书中的技术规格及介绍仅供参考。 YAMAHA公司保留随时更改或修订产品或技术规格的权利，若有变
更，恕不事先通知。技术规格、设备或选购件在各个地区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如有问题，请与当地 Yamaha 经
销商确认。

音源 音源 A WM2
复音 64音符
波 205MB（转换为 16位线性格式时）
音色 预设：  1,115个鼓音色， 211个旋律音色 (GM )
鼓组音色 预设：  50个鼓组音色

用户：  50个鼓组音色（在闪存 R OM中）
外部：  1584个鼓组音色（或在外接 USB存储设备中为 99 x 16个）

效果器 混响： 9种类型
叠奏： 19种类型
变奏：  51 种类型  (Dr um Kit)
插入：  51 种类型  (A UX IN/SAMPLING IN)
主控效果器： 9种类型
主控均衡器： 5频段

触发器 触发器设置 预设：  9
用户：  5

鼓垫乐曲 pla y , chase , cutoff
最多可同时播放 4首乐曲。

音序器 音符容量 约 152,000音符
音符精度 480ppg（每四分音符的声部）
乐曲录制类型 实时
乐曲音轨 2音轨
乐曲 示范：  3首乐曲

练习曲：  44首乐曲
鼓垫乐曲：  40首乐曲
用户：  50首乐曲

音序格式 DTX900原始格式， SMF 0格式
嚓嚓声 速度 30   –  300，敲击速度

节拍 1/4  –  16/4, 1/8  –  16/8, 1/16  –  16/16
时序 重音、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三连音
嚓嚓声音色 预设：  8

用户： 1
训练功能 Measure break, Groo v e chec k, Rh ythm gate

采样 样本 1016（用于用户音色）
采样源 A UX IN/SAMPLING IN的音频输入信号， OUTPUT的音频输出信号（再采样）
样本数据位 16位
采样频率 44.1 kHz, 22.05 kHz, 11.025 kHz, 5.5125 kHz（立体声 /单声道）
采样存储器 选配安装，可扩展至 512 MB（ 256 MB DIMM x 2插槽） 

*当从工厂装运时，乐器中未安装 DIMM。
样本长度 单声道： 32MB

立体声：  64MB
采样时间 44.1kHz： 6分 20秒 

22.05kHz： 12分 40秒 
11.025kHz： 25分 20秒 
5.5125kHz： 55分 40秒 
*单声道 /立体声

样本格式 DTX900原始格式、 W A V、 AIFF
其它 控制器 ■滑杆 

MASTER, PHONES
 

, CLICK, A
 

CCOMP
 

., KICK, SNARE, 
 

T
 

OM, CYMBAL, HI-HA
 

T
 

,
 

 
 

 
 

 
 

 
 

 
 

 
   

MISC

 

.

 

■

 

 数据轮
显示屏 240 x 64点阵图形背光 LCD， 7档 LED（ 3个数位）
接口 • MIDI IN/OUT 

•
 

USB T
 

O DEVICE/T
 

O HOST
 

•

 

OUTPUT L/MONO， R（标准耳机插孔） 
•

 
DIGIT

 
AL OUT (EIAJ CP1201, IEC60958, S/P DIF)

 

•

 

INDIVIDU

 

AL OUTPUT 1 

 

–

 

 6（标准耳机插孔） 
• 触发器输入插孔 1  –  9， 12  –  15（标准立体声耳机插孔， L：触发器信号， R：边圈开关） 
• 触发器输入插孔 10和 11（标准立体声耳机插孔， L：触发器信号， R：触发器信号） 
•

 
A

 
UX IN/SAMPLING IN（标准立体声耳机插孔） 

•
 

PHONES（标准立体声耳机插孔） 
•

 
HI-HA

 
T CONTR

 
OL（标准立体声耳机插孔） 

•
 

DC IN （直流输入） 16V
功耗 14W (DTX900)、  16W （ DTX900 和交流电源适配器）
尺寸，重量 334（长） x 285（宽） x 96（高） mm， 3.6kg
附件 A C 电源适配器（ Y amaha P A-300B 或相当的适配器）、模块支架、模块支架固定螺钉 

（ 4；附带）
使用说明书（本手册）、数据列表、 D VD-R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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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引
  

符号
（音符类型图标）    ...................... 100 

>（页）   ........................................... 87 
F（待机 /打开电源）开关   ......... 12 

A

 

ACCOMP滑杆   ........................... 11 ,  31 
Accuracy（精度）   ......................... 143 
AC电源适配器   .................................. 6 
ADD

 
 

 
..................................................

 
86

 

ALL

 

 

 

...................................................

 

87

 

AltGroup（交替组）   ....................... 84 
Attack（起音）   ................................ 83 
AUDITION

 
 

 
.............

 
136
 

, 
 

138
 

, 
 

140
 

, 
 

145
 

AutoLoad（自动截入）   ................ 125 
AUX IN/SAMPLING IN插孔   ......... 12 

B

 

BANK

 

 

 

...............................................

 

30

 

BANK MSB/LSB

 

 
（音色库  MSB/LSB）   ............... 96 ,  103 
BASS

 
 

 
.................................................

 
39

 

BEAT

 

 

 

..........................

 

33

 

, 

 

38

 

, 

 

105

 

, 

 

133

 

Beat

 

 

 

...........................................

 

45

 

, 

 

141

 

Beat（节拍）   ................................. 102 
Break（停歇）   ............................... 107 
BYPASS

 
 

 
...............

 
89
 

, 
 

90
 

, 
 

91
 

, 
 

127
 

, 
 

129
变化   ................................................... 68
编辑指示   .......................................... 14
变奏到叠奏   ...................................... 89
变奏到混响   ...................................... 89
变奏返回   .......................................... 89
变奏声相   .......................................... 89
变奏效果器类别   .............................. 89
变奏效果器类型   .............................. 89
标准 MIDI文件    ............................... 77 

C

 

Category（类别）   .............. 90 ,  91 ,  129 
CC NUM

 
 

 
...........................................

 
96

 

CC VALUE

 

 

 

.......................................

 

96
嚓嚓声（节拍器）   .......................... 32 
CHAIN NO.

 
 

 
....................................

 
133

 

[CHAIN]按钮   .................................. 10 
CHO SEND（叠奏发送）    ....... 96 ,  103 
CHORD

 
 

 
.............................................

 
86

 

ChoSend（叠奏发送）   .............. 81 ,  95 
CH（ MIDI通道）   ........................... 86 
CH（通道）    ................................... 103 
CLEAR

 
 

 
.............................................

 
86

 

Clear Song（清除乐曲）   ................. 99 
Clear Track（清除音轨）    ............. 101 
CLICK VOICE

 
 

（嚓嚓声音色）   .............................. 105 
[CLICK]按钮   ................................... 10 
CLICK滑杆   ................................ 11 ,  31 
CLICK（嚓嚓声）   ........................ 132 
ClockOut（时钟输出）    ................. 131 
Convert Freq（转换频率）   ........... 144 

Convert Pitch（转换音高）   .......... 143 
Copy Measure（复制小节）   ......... 101 
Copy Song（复制乐曲）   ................ 99 
Copy Track（复制音轨）    ............. 101 
Copy（复制）   ................................ 146 
Create Measure（创建小节）   ....... 102 
Current（当前）    ............................ 114 
Curve（曲线）    ............................... 110 
CYMBAL滑杆   .......................... 11 ,  31
踩镲   .................................................. 28
踩镲控制器   ................................ 59 ,  95
踩镲水镲   .......................................... 28
采样   .................................................. 65
采样作业   ........................................ 143
插入   .................................................. 68
重播   .................................................. 37
重复播放   .......................................... 37
出厂设定   .......................................... 23
触发器设置   ................................ 22 ,  60
触发器设置编号   .............................. 22
触发器设置编号 

作为复制目的地   ............................ 111
触发器设置编号作为复制源    ........ 111
触发器设置列表   .............................. 23
触发器输入   ................................ 51 ,  52
触发器输入插孔   ........................ 12 ,  60
触发器输入插孔 

作为复制目的地   ............................ 111
触发器输入插孔作为复制源    ........ 111
触发器输入电平指示器    .................. 22
触发器输入源   ............................ 58 ,  61
触发器信号   ...................................... 58
触发器指示灯   .................................. 11
串音   ................................................ 108
存储器结构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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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IN（直流输入）接口   ............... 12 
[DEC/NO]按钮   ................................ 11 
Decay（衰减）   ................................ 83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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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

 

 

 

...........................................

 

86

 

Delete All（全部删除）   ................ 146 
Delete Measure（删除小节）   ....... 102 
Delete（删除）   .............................. 146 
DeviceNo.（设备编号）    ............... 131
打击垫功能   .................................... 126
打击垫控制器   ............................ 59 ,  92
打击垫控制器类型   .......................... 92 
DIGITAL OUT接口   ........................ 12 
D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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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 

 
147

 

DISPLAY

 

 

 

........................................

 

140

 

DISTOR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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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

 

 

 

...............................................

 

76

 

DRUM

 

 

 

...............................................

 

39

 

[DRUM KIT]按钮   ........................... 10 
Dry Level（干音电平）   .................. 81
低频   .................................................. 82
低增益   .............................................. 82
叠奏   ............................................ 68 ,  71
叠奏到混响   ...................................... 89

叠奏返回   .......................................... 89
叠奏声相   .......................................... 89
叠奏效果器类别   .............................. 89
叠奏效果器类型   .............................. 89 

E

 

End（结束点）   .............................. 139 
[ENTER/STORE]按钮   .................... 11 
Erase Measure（删除小节）    ......... 102 
EXEC

 
 

 
..............................

 
114

 
, 

 
121

 
, 

 
123
 

[EXIT]按钮   ...................................... 11 
EXT.KIT

 
 

 
.........................................

 
103

 

Extract（抽取）   ............................. 146 

F

 

[F1] - [F6]（功能）按钮   ................ 11 
[SF1] - [SF6]（功能）按钮    ............ 11 
Fade In/Out（淡入 /淡出）   .......... 144 
[FILE]按钮   ...................................... 10 
FILTER（滤波器）   ....................... 103 
Filter（滤波器）   .............................. 83 
Fine（精细）   ................................. 143 
FLANGER & PHASER

 
 

 
....................

 
70

 

FootClosePosi（脚踩关位置）   ..... 126 
FootSplashSens（脚踩灵敏度）   ... 126 
FREQ （频率）   ............................. 127 
Frequency（频率）    ....................... 136 
Function（功能）   ............................ 95
复选框   .............................................. 23
复制目的地   ...................................... 97
复制源   .............................................. 97 

G

 

GAIN旋钮   ....................................... 12 
GAIN（增益）   .............................. 127 
Gain（增益）   ................................. 109 
GATETIME（门限时间）   .............. 87 
Groove Check

 
 

 
.............................

 
50

 
, 

 
51

高频   .................................................. 82
高增益   .............................................. 82
功能   .................................................. 13
鼓垫   .................................................. 16
鼓垫乐曲   .......................................... 35
鼓音触发器   ........................................ 7
鼓音色   ........................................ 40 ,  62
鼓组音色   ........................ 30 ,  36 ,  40 ,  62
鼓组音色编号   .......................... 30 ,  125
鼓组音色库   .................................... 125
鼓组音色图标   .................................. 30
光标按钮   .......................................... 11 

H

 

HI-HAT CONTROL插孔   ................ 12 
HI-HAT滑杆   .............................. 11 ,  31 
Hold Mode（保持模式）   ................ 94
后退   .................................................. 37
混响   ............................................ 68 ,  71
混响返回   .......................................... 89
混响声相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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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响效果器类型   .............................. 89 

I

 

Icon（图标）    ................................... 97 
[INC/YES]按钮   ............................... 11 
INDIVIDUAL OUTPUT 1 - 6

 
 

插孔   ................................................... 12 
IndivOutGain

 
 
（单独输出增益）   .......................... 124 
INF

 
 

 
..................................................

 
136

 

INFO（信息）   ................................. 93 
INPUT

 
 

 
...................................

 
40

 
, 

 
41

 
, 

 
80

 

INPUT

 

 
（触发器输入插孔）   ........ 92 ,  109 ,  110 
InsConnect

 
 

 
......................................

 
129

 

INSERT

 

 

 

.............................................

 

86

 

Insertion A

 

 
（插入 A类别 / 类型）   .................. 129 
Insertion B

 
 
（插入 B类别  /类型）   ................... 129 

J
击钹   ................................................... 29
静音   ................................................... 29 

K

 

KICK滑杆   .................................. 11 ,  31 
KIT NO.

 
 

 
..........................................

 
133

 

KITLOCK

 

 

 

.........................................

 

36

 

KIT（鼓组）    .................................. 132
开 /关   ............................................... 28
控制按钮   .......................................... 11
快进   ................................................... 37 

L

 

L&RGain（ L&R增益）   ............... 124 
LCD对比度控制器    ......................... 12 
LCD显示屏   ...................................... 10 
LED Display（ LED显示屏）   ...... 125 
LED显示屏   ...................................... 10 
Length（长度）    ............................. 144 
LEVEL（电平）    ............................ 110 
LIST

 
 

 
....

 
49

 
, 

 
97

 
, 

 
100

 
, 

 
111

 
, 

 
123

 
, 

 
134

 
, 

 
145

 

Local Control

 

 

 

..................................

 

130

 

LocalCtrl

 

 

 

.........................................

 

130

 

LO-FI

 

 

 

................................................

 

70

 

Loop-Remix

 

 
（循环－重新混音）   ...................... 144 
Loop（循环点）   ............................ 139 
LP=ST

 
 

 
.............................................

 
140

练习乐曲   .......................................... 35 

M

 

manual

 

 

 

.....................................

 

107

 

, 

 

137

 

Mask Time（屏蔽时间）   ................ 94 
MASTER滑杆   ........................... 11 ,  31 
MeasLength（小节长度）   .............. 45 
Measure/Break（小节 / 停歇）   ..... 107 
Measure（小节）   ........................... 107 
Meas（嵌入点）   ............................ 102 

Meas（小节和节拍）   .................... 141 
MEAS（小节）   ............................... 37 
Meas（小节）   .................................. 45 
Merge（合并）   .............................. 131 
Mic/Line（麦克风 /线路）   .......... 128 
MID Q

 
 

 
...............................................

 
82

 

MIDI Ch（ MIDI通道）   .................. 95 
MIDI IN/OUT接口   .......................... 12 
MIDI IN/OUT

 
 

（ MIDI输入 /输出）   ..................... 131 
MIDI Out

 
 

 
........................................

 
107

 

MIDI SW（ MIDI开关）   ................ 96 
MIDI Sync（ MIDI同步）   ............ 131 
MIDI Type（ MIDI 类型）   .............. 95 
MIDI音符编号   ................................ 64 
MISC

 
 

 
.................................................

 
72

 

MISC滑杆   .................................. 11 ,  31 
Mix Track（混合音轨）   ............... 100 
Mode（模式）   ......................... 93 ,  107 
Mono/Poly（单音 /复音）   ............. 84 
Mono/Stereo

 
 

（单声道 /立体声）    ....................... 128 
Mono/Stereo

 
 

（单声道 /立体声）    ....................... 136
模块支架   .................................... 16 ,  17
模块支架固定螺钉    .................... 16 ,  17
目的地鼓组音色编号   ...................... 97
目的地小节编号   ............................ 101
目的地音轨编号   ............................ 101 

N

 

Name（名称）   ................... 49 ,  97 ,  100 
Name（命名）   ............................... 145 
NEW

 
 

 
.......................................

 
114

 
, 

 
121

 

Normalize（标准化）   .................... 143 
NOTE NO.（音符编号）    ................ 87 
Note（音符）   ................................... 50 
NUM

 
 

 
...............................................

 
140

 

NUMBER（乐链编号）   ............... 132
内存   ............................................ 76 ,  77 

O

 

Optimize Memory

 

 
（最优化存储器）   .......................... 146 
OTHER

 
 

 
.............................................

 
39

 

Overdub

 

 

 

.............................................

 

43

 

OUTPUT L/MONO和 R插孔    ........ 12 
OutputSel

 
 

 
........................................

 
128
 

OutputSel（输出选择）   .......... 81 ,  107 

P

 

Pad Assign（打击垫分配）   .......... 138 
Pad Song（鼓垫乐曲）   ................... 93 
Pad Type（打击垫类型）   ............. 109 
PadFunc（鼓垫功能）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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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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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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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 

 

90

 

, 

 

91

 

, 

 

94

 

, 

 

128

 

, 

 

129

 

Pan Depth（声相深度）    ................ 124 
PAN（声相）    .......................... 96 ,  103 
Pan（声相）   ............................ 81 ,  128 
PHONES插孔    .................................. 12 
PHONES滑杆    ............................ 11 ,  31 
Pitch（音高）   ................................ 143 
play

 
 

 
..................................................

 
107

 

Play Count（播放计数）   .............. 125 
Play Mode（播放模式）   ............... 139 
play&rec

 
 

 
..........................................

 
107

 

Pre

 

 

 

...........................................

 

128

 

, 

 

129

 

PRE.KIT

 

 

 

.........................................

 

103

 

Preset（预设）   ........................... 90 ,  91
拍号   ...................................... 33 ,  38 ,  45 

Q

 

Quantize

 

 

 

............................................

 

44

 

Quantize（分辨率）   ...................... 100 
Quantize（量化）   .......................... 100 
Q（频率带宽）    ............................. 127 
Q（谐振）    ....................................... 83
敲击镲边   .................................... 28 ,  29
敲击镲帽   .......................................... 29
敲击镲身   .................................... 28 ,  29
敲击鼓面   .......................................... 28
敲击鼓圈 （关）   .............................. 28
敲击鼓圈 （开）   .............................. 28
敲击速度   .......................................... 34 

R

 

Ratio（比率）   ................................ 143 
RcvKeyOff（接收键关闭）   ............ 84 
REC

 
 

 
.................................................

 
136

 

rec

 

 

 

....................................................

 

107

 

RecCount（录音计数）    ................ 125 
Receive10ch

 
 

 
....................................

 
130

 

ReceivePC

 

 

 

.......................................

 

130

 

ReceivePC10ch

 

 

 

...............................

 

130

 

RecGain（录音增益）   .................. 137 
RecMonitor（录音监听）    ............. 137 
Recordable Size

 
 
（可录制的大小）   .......................... 136 
Recordable Time

 
 
（可录制时间）   .............................. 136 
Reject Level From

 
 

 
..........................
 

110
 

Reject Level From ALL

 

 

 

..................

 

110

 

Reject Time（拒绝时间）    ............. 110 
Release（释音）   .............................. 83 
Repeat（重播）   ....................... 93 ,  100 
Replace

 
 

 
..............................................

 
43

 

REV SEND（混响发送）   ....... 96 ,  103 
RevSend（混响发送）   .............. 81 ,  95 
Rhythm Gate

 
 

 
.....................................

 
52

 

Rhythm Gate范围   ............................ 52 

S

 

[SAMPLING]按钮   .......................... 10 
SaveTo（保存到）   ........................ 145 
Select（选择）   ...............................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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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HH ...........................................126
SeqCtrl（音序器控制）   ................ 131 
SET END >

 
 

 
.....................................

 
140

 

SET NAME

 

 

 

.............................

 

114

 

, 

 

121

 

SF1 VAR

 

 

 

...........................................

 

30

 

SF2 REVERB

 

 

 

...................................

 

30

 

SF3 CHORUS

 

 

 

...................................

 

30

 

SHAPE（形状）    ............................ 127 
Slice（分割）   ................................ 145 
SliderSel（滑杆选择）   .................... 85 
SMF

 
 

 
...................................................

 
77

 

Snare Buzz

 

 

 

........................................

 

93

 

SNARE滑杆    .............................. 11 ,  31 
Snares Adjust（小鼓调节）    ............ 93 
Snares On/Off（小鼓开  /关）   ........ 92 
Song Name, Tempo, Repeat

 
 

（乐曲名称、速度和重播）    .......... 100 
SONG NO.

 
 

 
......................................

 
133

 

Song No（乐曲编号）   ............ 93 ,  125 
[SONG]按钮    .................................... 10 
SONG（乐曲）   .............................. 132 
SOURCE

 
 

 
...............................

 
40

 
, 

 
41

 
, 

 
79

 

Source

 

 

 

.............................................

 

136

 

SOURCE

 

 
（触发器输入源）    ........ 86 ,  93 ,  94 ,  126 
STACK/ALTERNATE COPY

 
 

（堆叠 /交替复制）   ......................... 97 
START

 
 

 
............................................

 
137

 

Start（开始点）   ............................. 139 
STEP

 
 

 
...........................................

 
86

 
, 

 
87

 

STEP（级）   ........................... 132 ,  133 
Stereo to Mono

 
 

（立体声到单声道）    ...................... 144 
SUBDIVIDE（细分）    ........... 105 ,  145 
Swing（摆动）   ................................ 50 
Switch（开关）   ............................. 128
闪存 ROM   ........................................ 76
实时录音   .......................................... 43
试听按钮   .......................................... 11
数据列表   ............................................ 6
数据轮   .............................................. 11
输入   ................................................... 79
输入锁定   ............ 41 ,  79 ,  80 ,  86 ,  92 ,  94
双触发   ............................................ 108 

T

 

TECH

 

 

 

................................................

 

72

 

TEMPO

 

 

 

...........................................

 

133

 

Tempo Link（速度链接）    ............. 125 
TEMPO（速度）    ......... 33 ,  34 ,  38 ,  105 
Tempo（速度）   ......... 45 ,  95 ,  100 ,  141 
TG SW（音源开关）   ...................... 96 
ThruPort

 
 

 
..........................................

 
131

 

Time Signature（拍号）   ........ 105 ,  141 
Time Stretch（时间拉伸）   ............ 143 
TOM滑杆   ................................... 11 ,  31 
TR1（音轨 1）   ................................ 39 
TR2（音轨 2）   ................................ 39 
Track（录音音轨）    ......................... 44 
Track（音轨）    ............... 100 ,  101 ,  102 
TRANSMIT（传送）   .............. 96 ,  103 
TREMOLO & ROTARY

 
 

 
..................

 
71

 

TriggerMode（触发器模式）   ....... 137 
TrigAltGroup（触发器交替组）    .... 94 
TrigBypass（触发器旁通）   .......... 126 
Trigger Level（触发器电平）   ...... 137 
Trigger No（触发器编号）   .......... 125 
[TRIGGER]按钮   ............................. 10 
TriggerNo

 
 

 
..........................................

 
22

 

TrigLink（触发器链接）   ................ 94 
TrigMono/Poly

 
 

（触发器单音 /复音）   ..................... 94 
TrigVelocity（触发器力度）   .......... 94 
Tune（调音）   ................................ 124 
TUNING（调音）   ......................... 106 
Tuning（调音）   ............................... 80 
Type （录音类型）    ......................... 44 
Type（渐变类型）   ........................ 144 
TYPE

 
 

（类型）   .......... 114 ,  115 ,  116 ,  121 ,  133 
Type

 
 

（类型）   ........ 90 ,  91 ,  97 ,  128 ,  129 ,  144 
Type（类型）   .......................... 90 ,  145
桶鼓   .................................................. 28 

U

 

USB接口   .......................................... 12 
USR.KIT

 
 

 
.........................................

 
103

 

[UTILITY]按钮   ............................... 10 

V

 

Variation（变化）   ......................... 144 
VarSend （变奏发送）   .................... 81 
VCE NUM（音色编号）   ................ 96 
VELOCITY LIMIT

 
 
（力度限制）   .................................... 87 
VelSensDpt

 
 

 

 （力度灵敏度深度）   ..................... 85 
VelSensOfs

 
 
（力度灵敏度偏移）   ........................ 85 
VEL（力度）   ................................. 110 
VOICE NUM（音色编号）   .......... 103 
VOLUME (ACC)

 
 

 
............................

 
105

 

Volume Label（卷标）   ................. 123 
VOLUME（八分音符三连音）   ... 105 
VOLUME（八分音符）   ............... 105 
VOLUME（十六分音符）   ........... 105 
VOLUME（四分音符）   ............... 105 
VOLUME（音量）   ................. 96 ,  103 
Volume（音量）   ........ 80 ,  95 ,  124 ,  128 

W

 

WAH

 

 

 

.................................................

 

70
外部鼓组音色   .................................. 77
文件 /目录 （文件夹） 

选择框   ............................................ 121
文件类型   ........................................ 113
文件名输入位置   ............ 114 ,  115 ,  121 

X
线缆夹   .............................................. 12
小鼓   .................................................. 28
效果参数   .................................... 90 ,  91
效果器   .............................................. 68
效果器参数   ............................ 128 ,  129
效果器类型   ...................................... 70
小节范围的结束小节编号   ............ 102
小节范围的开始小节编号   ............ 102
小节作业   ........................................ 101
休止   .................................................. 29 

Y
压限器和均衡器   .............................. 70
演示乐曲   .......................................... 35
要嵌入的小节编号   ........................ 102
已使用的量 /总量   ......................... 136
音符编号   .......................................... 80
音轨作业   ........................................ 100
音轨（音轨）    .................................. 48
音色编号   .................................. 80 ,  106
音色类别   .................................. 79 ,  106
音色设定   .......................................... 62
音色设定编号   .................................. 79
音色设定类别   .................................. 79
音色组   .............................................. 40
音色组编号   ...................................... 41
音色组类别   ...................................... 40
音色作业   ........................................ 103
音源   .............................................. 7 ,  57
用户触发器设置   .............................. 77
用户存储器   ...................................... 76
用户鼓组音色   .................................. 77
用户乐曲   .......................................... 77
用户音色   ........................................ 136
用户音色库和编号   ................ 115 ,  146
源鼓组音色编号   .............................. 97
源乐曲编号   .................................... 101
源小节范围的结束小节编号    ........ 101
源小节范围的开始小节编号    ........ 101
源音轨编号   .................................... 101
乐链   .................................................... 7
乐曲编号   .................................... 35 ,  99
乐曲库   ............................................ 125
乐曲库和编号   .................................. 46
乐曲名称   .......................................... 35
乐曲作业   .......................................... 99 

Z

 

ZOOM -, +

 

 

 

......................................

 

140
中频   .................................................. 82
中增益   .............................................. 82
主控均衡器   ...................................... 68
主控效果器   ...................................... 68
子功能   .............................................. 13
作为复制目的地的用户音色库和 

编号   ................................................ 146
作为复制源的用户音色库和 

编号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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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Yamaha Canada Music Ltd.
135 Milner Avenue, Scarborough, Ontario,

M1S 3R1, Canada

Tel: 416-298-1311

U.S.A.
Yamaha Corporation of America 
6600 Orangethorpe Ave., Buena Park, Calif. 90620, 

U.S.A.

Tel: 714-522-9011

MEXICO
Yamaha de MÈxico S.A. de C.V.
Calz. Javier Rojo GÛmez #1149,

Col. Guadalupe del Moral

C.P. 09300, MÈxico, D.F., MÈxico

Tel: 55-5804-0600 

BRAZIL
Yamaha Musical do Brasil Ltda.
Rua Joaquim Floriano, 913 - 4' andar, Itaim Bibi, 

CEP 04534-013 Sao Paulo, SP. BRAZIL

Tel: 011-3704-1377

ARGENTINA
Yamaha Music Latin America, S.A. 
Sucursal de Argentina
Olga Cossettini 1553, Piso 4 Norte

Madero Este-C1107CEK

Buenos Aires, Argentina

Tel: 011-4119-7000

PANAMA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ARIBBEAN COUNTRIES 

Yamaha Music Latin America, S.A.
Torre Banco General, Piso 7, UrbanizaciÛn Marbella, 

Calle 47 y Aquilino de la Guardia, 

Ciudad de Panam·, Panam· 

Tel: +507-269-5311

THE UNITED KINGDOM/IRELAND
Yamaha Music U.K. Ltd.
Sherbourne Drive, Tilbrook, Milton Keynes, 

MK7 8BL, England

Tel: 01908-366700

GERMANY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Siemensstrafle 22-34, 25462 Rellingen, Germany

Tel: 04101-3030

SWITZERLAND/LIECHTENSTEIN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Branch Switzerland in Z¸rich
Seefeldstrasse 94, 8008 Z¸rich, Switzerland

Tel: 01-383 3990

AUSTRIA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Branch Austria
Schleiergasse 20, A-1100 Wien, Austria

Tel: 01-60203900

CZECH REPUBLIC/SLOVAKIA/
HUNGARY/SLOVENIA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Branch Austria
Schleiergasse 20, A-1100 Wien, Austria 

Tel: 01-602039025

POLAND/LITHUANIA/LATVIA/ESTONIA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Branch Sp.z o.o. Oddzial w Polsce
ul. 17 Stycznia 56, PL-02-146 Warszawa, Poland

Tel: 022-868-07-57

THE NETHERLANDS/
BELGIUM/LUXEMBOURG

Yamaha Music Europe Branch Benelux
Clarissenhof 5-b, 4133 AB Vianen, The Netherlands 

Tel: 0347-358 040 

FRANCE
Yamaha Musique France 
BP 70-77312 Marne-la-VallÈe Cedex 2, France

Tel: 01-64-61-4000

ITALY
Yamaha Musica Italia S.P.A. 
Combo Division
Viale Italia 88, 20020 Lainate (Milano), Italy 

Tel: 02-935-771

SPAIN/PORTUGAL
Yamaha M˙sica IbÈrica, S.A.
Ctra. de la Coruna km. 17, 200, 28230 

Las Rozas (Madrid), Spain

Tel: 91-639-8888

GREECE
Philippos Nakas S.A. The Music House
147 Skiathou Street, 112-55 Athens, Greece

Tel: 01-228 2160

SWEDEN
Yamaha Scandinavia AB
J. A. Wettergrens Gata 1, Box 30053

S-400 43 Göteborg, Sweden

Tel: 031 89 34 00

DENMARK
YS Copenhagen Liaison Office
Generatorvej 6A, DK-2730 Herlev, Denmark

Tel: 44 92 49 00

FINLAND
F-Musiikki Oy
Kluuvikatu 6, P.O. Box 260, 

SF-00101 Helsinki, Finland

Tel: 09 618511

NORWAY
Norsk filial av Yamaha Scandinavia AB 
Grini NÊringspark 1, N-1345 ÿsterÂs, Norway 

Tel: 67 16 77 70

ICELAND
Skifan HF
Skeifan 17 P.O. Box 8120, IS-128 Reykjavik, Iceland

Tel: 525 5000

RUSSIA
Yamaha Music (Russia)
Office 4015, entrance 2, 21/5 Kuznetskii 

Most street, Moscow, 107996, Russia

Tel: 495 626 0660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Siemensstrafle 22-34, 25462 Rellingen, Germany

Tel: +49-4101-3030

Yamaha Corporation, 
Asia-Pacific Music Marketing Group
Nakazawa-cho 10-1, Naka-ku, Hamamatsu, 

Japan 430-8650

Tel: +81-53-460-2312

TURKEY/CYPRUS
Yamaha Music Europe GmbH
Siemensstrafle 22-34, 25462 Rellingen, Germany

Tel: 04101-3030

OTHER COUNTRIES
Yamaha Music Gulf FZE
LOB 16-513, P.O.Box 17328, Jubel Ali,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Tel: +971-4-881-5868

THE PEOPLEíS REPUBLIC OF CHINA
Yamaha Music & Electronics (China) Co.,Ltd.
2F, Yunhedasha, 1818 Xinzha-lu, Jingan-qu, 

Shanghai, China

Tel: 021-6247-2211

HONG KONG
Tom Lee Music Co., Ltd.
11/F., Silvercord Tower 1, 30 Canton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2737-7688

INDIA
Yamaha Music India Pvt. Ltd.
5F Ambience Corporate Tower Ambience Mall Complex

Ambience Island, NH-8, Gurgaon-122001, Haryana, India

Tel: 0124-466-5551

INDONESIA
PT. Yamaha Music Indonesia (Distributor) 
PT. Nusantik
Gedung Yamaha Music Center, Jalan Jend. Gatot 

Subroto Kav. 4, Jakarta 12930, Indonesia

Tel: 21-520-2577

KOREA
Yamaha Music Korea Ltd.
8F, 9F, Dongsung Bldg. 158-9 Samsung-Dong,  

Kangnam-Gu, Seoul, Korea

Tel: 080-004-0022

MALAYSIA
Yamaha Music Malaysia, Sdn., Bhd.
Lot 8, Jalan Perbandaran, 47301 Kelana Jay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3-78030900

PHILIPPINES
Yupangco Music Corporation
339 Gil J. Puyat Avenue, P.O. Box 885 MCPO, 

Makati,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Tel: 819-7551 

SINGAPORE
Yamaha Music Asia Pte., Ltd.
#03-11 A-Z Building

140 Paya Lebor Road, Singapore 409015

Tel: 747-4374

TAIWAN
Yamaha KHS Music Co., Ltd. 
3F, #6, Sec.2, Nan Jing E. Rd. Taipei.

Taiwan 104, R.O.C.

Tel: 02-2511-8688

THAILAND
Siam Music Yamaha Co., Ltd.
4, 6, 15 and 16th floor, Siam Motors Building, 

891/1 Rama 1 Road, Wangmai,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Tel: 02-215-2626

OTHER ASIAN COUNTRIES 
Yamaha Corporation, 
Asia-Pacific Music Marketing Group
Nakazawa-cho 10-1, Naka-ku, Hamamatsu, 

Japan 430-8650

Tel: +81-53-460-2317

AUSTRALIA
Yamaha Music Australia Pty. Ltd.
Level 1, 99 Queensbridge Street, Southbank, 

Victoria 3006, Australia

Tel: 3-9693-5111

NEW ZEALAND
Music Works LTD
P.O.BOX 6246 Wellesley, Auckland 4680, 

New Zealand

Tel: 9-634-0099

COUNTRIES AND TRUST 
TERRITORIES IN PACIFIC OCEAN

Yamaha Corporation,
Asia-Pacific Music Marketing Group
Nakazawa-cho 10-1, Naka-ku, Hamamatsu, 

Japan 430-8650

Tel: +81-53-460-2312

NORTH AMERICA

CENTRAL & SOUTH AMERICA

EUROPE

AFRICA

MIDDLE EAST

ASIA

OCEANIA

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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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FICE amaha Corporation, Pr Audio & Digital Musical Instrument Division
Nakazawa-cho 10-1, Naka-ku, Hamamatsu, Japan 430-8650

el: +81-53-460-2432

SY51

雅马哈乐器音响（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8008190161（免费）
公司网址：http://www.yamah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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