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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请遵守下述事项，以避免不必要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

些注意事项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下的项目：

特别声明

名牌 ：

下面的图显示设备的名牌，上面印刷着设备的序列号和型

号，电源要求等。名牌位置：

名牌位于本产品底部，有型号、序列号，电源要求等。您

需记下这些型号，序列号和购买日期，并将本手册保存好，

以备将来使用。

为确保您的人身安全，请不要擅自拆卸

设备中的部件，内部没有供用户直接使用

或者操作的部分，请聘请专业人士进行设

备维修。

惊叹号提醒用户：文件内有重要

注意事项，用来保证您正常的维修和

操作。

电闪符号警告用户：机壳内有危

险未绝缘电压，有可能造成电击。

重要事项：

所有YAMAHA产品都作过安全测试，以确保在正常使用时，
能正常运行。未经雅马哈公司授权，不要擅自或委托他人拆卸

设备内部的组件。这样做将使您享有的保修失效。

规格改变

本说明书在出版时，其中信息被确认为正确的，但是

YAMAHA公司保留不事先通知，而改变产品规格的权利。

环境保护

Yamaha保证产品适合环保，但为确保我们言行一致，请
注意：

电池注意事项：本产品中有一个焊上的无法再充电的电池，

电池平均寿命为大约为5年。换电池时，应该请专业人士完成。

警告：不要擅自对电池充电、拆卸电池或者将电池置于火中。

让孩子远离电池。根据当地法律处理电池。

处理注意事项:

如果本产品损坏无法修复，或使用年限已到，请遵守当地法

律处理它，包含电池、塑料等。如果经销商无法帮助，请同

Yamaha直接联系。

报废信息：

关于该设备是否报废，不可维修或因某种原因不能行使其

功能，请参看当地相关法律条款及各种规定。

涉及任何由于用户对产品功能不了解（当产品按设计运转

正常时）而引起的额外服务费用， 均不属于上产商的保修服务
范围，而应完全由用户自行负担该费用。请仔细参阅本说明书

并在您要求提供服务之前向您的销售商咨询。

型号：

序列号：

购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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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说明

请妥善保存好本手册

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页

*请将本手册保存在安全地方以备后用。

1.在接电前应仔细阅读各种注意事项。
2.不要擅自越权维修设备，维修应由YAMAHA专业人士来完

成。

3.使用前请确认设备的电压同当地一致，电压要求印在设
备的名牌上。

4.本设备应该接地，以保证使用的安全性，不要擅自拆除
接地的插脚。如果不清楚，可请教本地的电工。

5.警告：不要将本产品放在人们易踩过，或伴倒的地方或东
西易落下的地方。不要使用延长线缆。如果需要使用延长线，则

必须使用规格号等于或者小于18AWG的25’电缆，并请咨询电
工。注：AWG数字越小，电流的处理能力越强

6. 应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
7.不要将乐器放在过度尘埃，或颤动，过热过冷的地方。避

免损坏面板及内部部件。

8.本设备不要放置在潮湿的地方：如：临近水池、洗澡池等。
9.本产品应使用厂家推荐的架子、谱台。使用前应仔细阅

读注意事项。

10.长期不使用时请将电源线拔掉。
11.不要让液体浸入本设备。不要将容器放在本设备上。如

果液体浸入，应立刻将线缆从墙上拔下，并同当地的销售商联

系。

12.本产品无论单独使用还是同扩大器和耳机连用，都有可
能产生使人失聪的音量。不要长时间高音量听它。如果发生耳

力下降的情况，应去医院就医。

13.有些 Yamaha产品附带有凳子或其它附件，有些需要
Yamaha专业人士来安装。在使用前，应确定这些附件已牢固
安装。Yamaha提供的凳子只用来坐，不作其它功用。

警告：使用任何电子电器设备都需要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避免事故发生。使用时所需注意的事项不仅仅局限于以下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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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请认真阅读本页

* 请将本手册保存在安全地方以备后用

警告
        请遵守以下注意事项，以避免可能产生的由电击、短路、火灾和其他灾害的伤害，甚至死亡事故。这
些条件包 含，但不仅限于此：

注意事项

•在接电前，请确认电源板上的电压同设备铭牌上的

相符。

•定期检查插头，清除积聚的尘埃。

•只能使用规定的电源线和插头。

•不要将电源线放在靠近热源的地方，如暖气、炉子

等， 也不要在其上面放置重物，或将MOTIF放在人
易经过的 地方。

电源

不要拆卸

•不要以任何形式擅自拆卸内部部件，MOTIF中无用
户可维 护的部件。如果出现异常情况，请交给
Yamaha专业人士 检查处理。

防水

•不要将MOTIF暴露在雨中，放置到潮湿的地方，
或靠近液 体容器，避免液体浸入。如果变压器损
坏，或使用时乐 器突然失声，或嗅到异味，请立
即关掉电源，拔下电源 插头，让 Yamaha工作人
员检查。

•切勿用湿手接触电源插头。

防火

•不要将火源如蜡烛放在MOTIF上，以免着火。

如果发现异常情况

•如果插头或插座磨损或损坏，或使用MOTIF时突
然失声， 或由它引起任何不正常的气味和烟味，请
立即关掉电源， 拔下电源插头，将设备送给
Yamaha授权的服务中心检 修。

警告
        遵守下述事项，可避免对设备或其他财产的损坏。它包含但并不限于：

电源

•只使用三孔插座（更多详情见 P20）。

•拔掉电源时应捏住插头而不是电源线。

•当本乐器不再被继续使用或出现巨大噪音时，请拔

掉电 源插头。

•不要与其他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电源

•不要将MOTIF 置于过多烟尘、过于振动或过冷、
过热 （如阳光直射下、热源附近或汽车内）的地
方，防止损坏 面板或内部部件。

•不要在电视机、收音机、立体声设备、移动电话

或其他 电器附近使用MOTIF。

•不要将MOTIF放置在不稳固的地方，以免摔坏。

•移动乐器前，拔掉所有连接线。

•不要在散热孔旁边堆置物品，以免影响设备的正

常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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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将MOTIF与其他电子设备连接之前，应先关掉所
有设 备的电源。打开设备电源开关之前，应将所
有设备的 音量调至最小。确认音量处于最小位置
后，逐渐地将 声音调大，直到获得合适的音量。

保养

•清洁MOTIF时，请使用柔软、干燥的布巾，不要
使用稀 释剂、溶剂、清洁液或用于清洗布料的化
学物品。

操作注意事项

•不要将手指插入琴键盖板或乐器的任何空隙中。

•不要将纸、金属或其他物品插入或掉入键盘的空隙

中。 如果发声此种情况，应立即关闭电源，拔下插
头，然后 联络 Yamaha授权的技术支持人员解决。

•不要将乙烯基、塑胶或橡皮物品放在乐器上，因为

这样 可能会使面板或键盘褪色。

•不要对乐器施加重量，不要过于用力使用按钮、开

关或 插口。

•不要长时间大音量使用本乐器，否则可能会引起听

力损 伤。如果发生听力损伤，请及时请教医生。

由于使用MOTIF不当造成的损失，Yamaha公司概不负责。

不用时请关闭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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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信息（U.S.A.）

1.重要注意点：不要更改该部分！
本产品在按操作手册的指导安装时符合FCC 的要求。FCC
已经做出承认和授权，任何没有被雅马哈公司明确承认和赞

成的修改可能会使您失去该产品的使用权。

2.重要点：当将本产品与附件或（和）其他产品相连接时，
只能使用高质量的具有保护性的电缆线。随产品提供的电缆

线必须被使用。务必遵循所有的安装说明。不遵循安装说明

会使您失去FCC 对您在美国使用该产品的授权。

3.注意：该产品已经通过测试并被认为满足由 FCC 的法令
所列出的关于第15 部分的B 级数码装置的需求。对这些需
求的满足为您提供了一个程度合理的保证，即您在所居住的

环境中对该产品的使用不会与其他电子装置发生具有危害性

的相互干扰。这种设备能够产生 /使用无线电频率。但如果
没有根据使用者操作手册中的指导进行安装和使用，无线电

频率将导致产生对其他电子装置有害的干扰。

对FCC 法令的满足并没有保证相互干扰将在任何安装过程中都
不会发生。如果该产品被发现是干扰源且它可以通过旋转“开”

“关”按钮来控制，请试着用以下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重新放置该产品及被干扰所影响的装置。

使用在不同支流电路上的电源插座或安装AC 线路过滤器。
在对收音机或电视机产生干扰的情况下，重新确定天线的方

向。如果天线的引入线是 300 欧姆的丝带线，把引入线改成
co-axial 型的电缆线。
如果这些改进措施没有产生另人满意的结果，请与当地被授

权的分配该类型产品的销售商联系。如果您无法找到适合的

销售商，请与雅马哈美洲总公司电子服务部门联系。地址：

6600 Orangethorpe Ave, Buena Park,CA90620
以上陈述仅提供给有雅马哈美洲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所分发

的产品。

* 以上陈述仅提供给有雅马哈美洲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所分发的产品。                                                                                             (class B)

OBSERVERA!

Apparaten kopplas inte ur växelströmskällan (nätet) sá länge som

den ar ansluten till vägguttaget, även om sj va apparaten har

stängts av.

ADVARSEL: Netspæendingen til dette apparat er IKKE afbrudt,

sálæenge netledningen siddr i en stikkontakt, som er t endt — ogsá

selvom der or slukket pá apparatets afbryder.

VAROITUS: Laitteen toisiopiiriin kytketty käyttökytkin ei irroita

koko laitetta verkosta.

(stan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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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感谢您购买了Yamaha MOTIF音乐制作合成器。

现在您已经拥有世上音色最佳、最强劲的合成器及完全的音乐创作系统。

我们将先进的合成器技术及音乐制作工艺集成在该乐器中。MOTIF不仅能给您最先进、最优秀的音色及节奏（也可以让您
来制作样声）。它还提供了易用的工具，组合并控制力度音色 /节奏——让您实时演奏。

请亲自试一下吧：

MOTIF中包含下述各项，请检验下面各项：
合成器、变压器、CD-ROM× 3。
用户手册（本书）、数据目录、安装手册。

关于内含的CD-ROM。
附带的CD-ROM中含有MOTIF使用的软件。包括一个音色编辑器。为MOTIF提供直观的编辑工具，一种文件管理器，可

让您方便地在连接到MOTIF上的存储设备同电脑间的传输数据。详见单独的安装指南或软件附带的在线手册。

不要在音频CD机上播放音轨 1，这样做会使音频设备及音箱和您的听力受损。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包括下述各项

控制与接头控制与接头控制与接头控制与接头控制与接头 使用本章可以找到MOTIF上所有的按键、控制器及接头。

设备设备设备设备设备 在阅读本手册任何部分时，我们建议您通读本章，它会显示开始弹奏本琴及使用MOTIF的
方法。

基本架构基本架构基本架构基本架构基本架构 本章提供所有主要功能的详尽阅览，并显示它们组合的方法。

基本操作基本操作基本操作基本操作基本操作 本章介绍MOTIF的基本操作，如编辑数值和改变设置。

快速开始导读快速开始导读快速开始导读快速开始导读快速开始导读 在本教程中，您可以了解MOTIF的各种功能，及可以试弹本琴。

参阅参阅参阅参阅参阅 MOTIF的全书，本部分仔细介绍所有参数、设置、功能、模式及操作。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本阐包括MOTIF的详细内容，如：规格、提示信息目录及它安装选项的注意事项（如 Simm
内存、AIEB2、mLAN8E接口，插卡）。

数据目录数据目录数据目录数据目录数据目录（（（（（分分分分分开开开开开的的的的的小小小小小册册册册册子子子子子））））） 本书包含各种重要的目录，如音色表、预置乐句目录、效果表、MIDI数据格式、MIDI执行表。

安装指南安装指南安装指南安装指南安装指南（（（（（分分分分分开开开开开的的的的的小小小小小册册册册册子子子子子））））） 参部所含安装在电脑上的软件中的手册（在CD-ROM上），禁止挪用拷贝提供的乐曲数据或
数字音频文件，但可个人使用它们。

显示在手册中图示及LCD屏幕只用于演示，可能与乐器上的有所不同。手册中公司名称及产品名称为相应公司的注册及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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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512种强劲的动态音色和49种鼓组，使用目录搜索功
能，依照乐器分类可以叫出您要用的音色。

演奏模式演奏模式演奏模式演奏模式演奏模式：让您使用四种不同的音色——在分层或分割键

盘中。

内置的采样音序器内置的采样音序器内置的采样音序器内置的采样音序器内置的采样音序器——无缝组合音频及MIDI录音。

完全的采样录音及编辑功能，使用 4兆内存（可扩至64兆
内存）。广泛的数据兼容性，可让您调入AIFF及WAV文件，及
从采样器中调出的采样和程序 /音色数据。

方便的重新采样功能，让您直接采样MOTIF音色、弹奏自
己的旋律、套子与节奏——将它的用于采样。

独物的分割功能，可将节奏与套子分成节拍与音符。它将

构成变化MIDI数据的样声循环的一部分——让您容易地改变
速度及节奏，而不会影响音高和音质。

使用乐曲模式，可以用线性方式，将乐曲录入音序器，从

头至尾，或使用基于乐句的功能组合节奏和样声——实时“弹

奏”音乐组合。

扩展的效果处理，使用混响（12种）、合唱（25类）、两种
分开扔插入单元（共有 129类）、一种变化单元（25类）及一
个主 5波段EQ。

复合的使用 4个旋钮和四个滑杆的实时控制——让您有弹
奏中的调整过滤器、电平、效果、EQ等。

使用样板模式功能，您可以勾画不同的节奏单元，及用每

个因子的套子——可以在实时中方便、直观地创建出完整的节

奏轨。

内置琶音器功能，它让您在手指间输入大量的节奏音序，它

也有特殊的“人性化”样板——比如吉它拔打和木管乐器的细

节。

一旦您选择了您需要创建乐曲的所有音频乐句、循环、

MIDI数据及样板，可使用样板键，实时安排各乐段。这种方便
的方法来实现您的有趣的构思。

重要功能

乐曲场景是另一种工具，可对音序轨设置做“快照”（如：

相位、音量及其它）。在放音或录音中，可在场景之间快速、动

态改变场景。

主控模式主控模式主控模式主控模式主控模式：将MOTIF作为主控键盘控制器（使用独立的
区），在音色 /演奏播放及乐曲 /样板之间，在实时播放时方便
地重新配置。

非常容易明白的界面，使用双层操作键：[F1]-[F6]及[SF1]
和[SF5]。

摇控摇控摇控摇控摇控——从MOTIF上面板控制操作您要想的音序软件。哑
音音轨、控制传输（播放、停止、录音等），使用MOTIF旋钮
及滑杆混合MIDI和音频轨，调整音轨相位、控制 EQ、微调。
效果发送——所有一切无需触摸鼠标。

三种合成插入系统三种合成插入系统三种合成插入系统三种合成插入系统三种合成插入系统：这些插槽可让您将MIDI升级成全新的
合成器及音色处理设备。插入卡让您拥有更多的音色、效果、

复音及乐器声部。插入的音色存储在MOTIF中预置，一旦安
装适当的卡就可以播放。

复合复合复合复合复合I/O口口口口口-包括可分配的输出、音频输入、光缆输出、MIDI、
USB口，用于连接电脑。Smart Media卡槽及SCSI口用于数
据存储。还有一个扩展槽可用来安装AIEB卡，带有附加的模拟
及数字的输入和输出口。

用于可选的用于可选的用于可选的用于可选的用于可选的mLAN扩展槽扩展槽扩展槽扩展槽扩展槽——通过宽带线，Yamaha新的
mLAN接口技术可以传输全部数字音频和MIDI信号。

包含的软件包含的软件包含的软件包含的软件包含的软件——MOTIF带有两个软件：音色编辑器及文件
工具。音色编辑器将所有复合编辑功能及参数，呈现在电脑屏

中，供方便地调用。使用文件工具，您可以直接从电脑中调用

并组织重要的MOTIF数据（存储到内存卡及 SCSI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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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及接头

前面板

MOTI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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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F7

（1）.八度[上]和[下]键（127页）。
使用这些键可改变键盘的音符范围。要恢复原始的八度设

置，可同时按双键。

注意：因为它是扩展键盘，因此MOTIF8上无八度键。

（2）.弯音轮（48页）。
控制弯音效果，也可将其它功能分配给此控制器。

（3）.调制轮（48页）。
控制调制效果，您可将其它功能分配给此控制器。

MOTIF8

（4）.主音量。
调整整体音色的音量，及后面板上输出左 /单声及右插口及

耳机口上的输出信号的音量。

（5）.[旋钮控制功能]键及四个旋钮（48、
122页）。
使用此四个旋钮可以调整当前音色的参数各方面。

使用[旋钮控制功能]键改变这些旋钮的参数设置。相应的
LED灯表明相应的参数组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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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S1]-[CS4](控制滑杆)（48页）。
控制每个声部 /因子的音量，在主控模式中，区域设置（2

71页）允许您将除音量以外的各种功能（变更改变号码），分
配给这些滑杆。

（7）.[遥控开 /关]键（256页）。
当打开此项时，可以使用这些面板直接控制音序器软件上

的调音及传输功能。

旋钮

控制滑杆

[SEQ TRANSPORT]键
[TRACK SELECT]键
[MUTE]键

（8）.[EFFECT BYPASS]键
要激活 /关闭效果旁通效果，按此键（LED灯亮），旁通当

前音色或演奏的效果处理。旁通的各种效果 /混响、合唱、变
化、或插入）在工具模式中指定。

（9）.[ARPEGGIO开 /关]键（55页）。
按此键激活或关闭每种音色演奏、乐曲或样板的琶音播放。

如果所选的声部在演奏 /乐曲 /样板模式中设为关，按此键将不
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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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 TRANSPORT键
（78、179、183、217、221）

这些键控制乐曲 /样板音序数据的录制及播放。
（ ）顶键。

立刻返回当前乐曲或样板的开始（第一小节 第一拍）。
（ ）返回键

一次向回返转一小节，按住会不停地返回。

（ ）前进键

一次向前前进一小节，按住会不停地前进

[REC]（录音）
按此键可激活录音（乐曲或样板乐曲）。（指示灯亮）

[■]停止键
按此键停止放音或录音。

[ ] （播放）键
按此键从乐曲或样板当前点开始播放，在录音及放音中，

指示灯会以当前速度闪烁。

（11）.模式键（67页）
这些键可选择MOTIF的操作模式。（如音色）。

（12）.LCD屏幕。
MOTIF的背景闪烁屏幕，显示与当前所选操作或模式相关

的参数及数值。

（13）.LCD对比控制
使用此键可设置 LCD屏幕的显示对比度。

（14）.[F1]-[F6]（功能键）（71页）
这些在 LCD屏幕下的键可叫出相应功能键。
在屏幕中，这些功能[F1]标在模式下面。

（15）.[SF1]-[SF5]（子功能）键（71页）
这些键位于LCD屏幕下，可叫出相应的子功能。在屏幕中，

子功能[SF]标在功能[F]下面。
这些键可用来存储 /叫出乐曲播放 /乐曲录音 /样板连续录

音模式中的乐曲场景。（115页）

（16）.[INFORMATION]键（73页）
叫出特殊的“帮助”功能，显示与当前选用模式有关的信

息。

再按此键，或按其它键可返回前面的屏幕。

（17）.数字旋钮（72页）
要编辑当前选用参数，向右转（顺时针方向）此钮，可增

加数值，向左转（逆时针转）可减少此数值。如果选用一个数

值范围广的参数，您可以快速旋转此钮大范围改变数值。

（18）.[INC/YES]键（72页）
要增加当前选用参数的数值，可使用它实际执行一项工作

或存储操作。

（19）.[DEC/NO]键（72页）
要减少所选参数的数值，也可使用它取消一项工作或存储

操作。

注意：在改变参数值时，同时使用[INC/YES]键及[DE/NO]键是
很方便的，按住[INC/YES]键再按[DE/NO]键可以 10为单位增
加数值，按住 [DE/NO]键再按[INC/YES]键可以10为单位减少
数值。

（20）.光标键（72页）
这些光标键可将光标在屏幕中游动，选择不同的参数。

（21）.[EXIT]键（72页）
MOTIF的屏幕及菜单是根据树形结构安排的，按此键退出

当前屏幕，返回结构中上一层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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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NTER]键
使用此键可执行一项工作或存储操作，在选择一种内存或

音色 /演库时，也可使用此键输入一个号码。在文件模式中，使
用此键可到下一个选择目录中的最近一层。

（23）.插卡 1-3灯（282页）
这三个灯显示插入槽上的安装状态。

如果插入卡被正确安装的话，相应的SLOT灯会点亮。

注意：人声合声插入卡（PLG100-VH）只可装入插槽1。不能
插入插槽 2或 3。
注意：多声部插入卡（PLG100XG）只可插入插槽 3。不能插
入插槽 1或 2。

（24）.音库键（124页）
每个键可选择一种音色或演奏音库。当打开[CATEGORY

SEARCH]键时，此键可用来选择要用的目录（印在每个键下
面）。当在样板模式中打开[SECTION]键时，这些键可用来选
择相应的单元。

（25）.组[A]-[H]键（124页）
每个键可选择一种音色或演奏组，当打开[CATE GORY

SEARCH]键，这些键可用来选择想用的目录（印在每个键上），
当[SECTION]键在样板模式下打开时，这些键可用来选择想要
的单元。

（26）.数字[1]-[16]键（124页）
使用这些键，会根据[TRACK SELECT]及[MUTE]键的开/关

状态而改变。

27.[CATEGORY SEARCH]键（526页）
当在演奏模式下，打开此键时，[BANK]及[GROUP]键可用来

选择演奏目录。

当在另一模式中打开此键时，[BANK]及[GROUP]键可用来选
择音色目录。

28. （单元）键（218页）
当在样板模式中打开此键时，[BANK]及[GROUP]键选择样板

目录。

29.[TRACK SELECT]键（181页）
在乐曲/样板模式中打开此键，可激活NUMBER[1]-[16]键，

选择相应的乐曲 /样板音轨，这些键的开 /关状态会以不同方式
影响NUMBER[1]-[16]键，这将取决于所选的模式（见上面 26
项的“号码[1]-[16]”）。

30.[MUTE]键（180页）
在乐曲 /样板模式中打开此键，激活NUMBER[1]-[16]键，

哑音相应的乐曲 /样板轨。
按住这个键，并按一个NUMBER键[1]-[16]。
可让当前选择一乐曲 /样板的相应音轨独奏。
这些键的开/关状态以不同方式影响NUMBER[1-[16]键，这

取决于所选用的模式（见上面26项中“NUMBER[1]-[16]”键）。

因子选取（1 - 4）及因子哑音设
置（9-12）

号码[1]-[16]键的功能
当 [ T R A C K
SELECT]键开
时

当MUTE键开时 当 [ T R A C K
SELECT][MUTE]
键关时。

音 色 播 放 模

式

键 盘 传 输 通

道设置

- 根据 A-H组来
选音色。

音色编辑模式 -

演奏播放模

式

键 盘 传 输 通

道设置

演奏声部哑音

设置（1-4）

演奏或音色

选择 9 光标
位 于 音 色

名，根据 A-
H组。

主播放模式 选择区

（1-4）

演奏编辑模式
演 奏 声 部 选

择（1-4）

- 主 选 择 根 据

A-H组

主编辑模式 组选择
组 哑 音 设

置(1-4) -

乐曲 / 样板
混音模式

乐曲 / 样板
声部选择

乐曲 / 样板声
部哑音设置

乐曲 / 样板
模式

乐曲 / 样板
音轨选择

乐曲 / 样板音
轨哑音设置

根据 A - H 组 ,
选 择 乐 曲 风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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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MOTI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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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源开关（29页）
按此键打开 /关闭电源。

2. 变压器插口（20页）
在将电源线插入变压器之前，应确定变压器电缆已插入插

口。只使用MOTIT附带的变压器。如果附带的变压器损坏了，
可与 Yamaha商联系。适用不当变压器会造成电击或短路。

3. mLAN扩展卡（mLAN8E）或I/O扩展卡（AIEB2）
盖子（22 页）。
分开销售的mLAN扩展卡及 I/O扩展卡（AIEB2）可装在

MOTIF上。
使用mLAN8E卡，您可以将MOITF变成一台与mLAN兼容

乐器或设备。AIEB2卡为您提供附加的数字I/O选项，可连接铜
缆及光缆。这些卡还提供三对儿可分配的输出口（6个模拟口）。

4. 光缆输出接口（22页）。
四对儿数字音频，通过光缆线输出（44.1KHz）。

5.USB接口（25页）。
可连接带USB接口的电脑。USB接口提供单独MIDI无法

提供的多重端口的MIDI操作。

注意：

USB连接只可用于传输MIDI数据。不能用USB口传音频数据。

  
USB为通用串行总线的缩写。它可以将电脑与上设连接，

进行快速的数据传输（12mbps），比传统串行线要快多了。它
还支持热插拔。

6. MIDI IN/OUT/THRU接口（24页）。
MIDI IN可用来接收另一台MIDI设备的演奏数据，如外接

音序器，MIDI THRU只用于（通过MIDI IN）口接收的数据，
传给连接的设备，可以将多台MIDI乐器串连起来。

MIDI OUT口可用来传输所有控制、演奏及播放数据，从
MOTIF至另一台MIDI设备，如外接音序器。

7.呼吸控制器口（28页）
连接Yamaha BC2快气控制器，进行代表情的吹气控制。

8.脚开关插口（28页）
用来连接FC4或FC5脚开关。当连到延迟口上时，脚开关

控制延迟。当连接到可分配口上时，可控制一种不同的分配的

功能。

9. 脚控制器口（28页）。
用来连接的脚控制器（FC7），每个口可控制一种不同的功

能——如音量、音调、音高、或音色其它方面。

10. 可分配输出左和右口（21页）。
通过耳机（1/4”单声耳机插口）可从MOTIF中输出线性电

平音频信号。这些输出独立于主输出（在L/MONO和R插口中），
可自由分配给任一声部，您可将特殊音色或音色分路，使用想

用的板载效果器进行处理。

11. 输出 L/MONO及R插口（21页）。
线电平音频信号可通过耳机口输出。要单声道输出，可仅

使用 L/MONO口。

12. 耳机口（21页）。
用来连接立体声耳机。

13. A/D输入口（25页）。
外接音频信号可通过这个耳机口输入。它们用来录制单声

——即可使用耳机、进行必要的工具设置（250页），或从其它
音频设置中，如CD或MD播放器进行录制。使用可选的人声
合声插入板载卡（PLG100-VH，35页），您也可以为耳机输入
添加特殊的效果和合声。

14. 增益旋钮。
要调整A/D输入口中输入的音频增益量。取决连接的设备

（耳机、CD播放器等），您也可以调整至最适合的电平。

15. SCSI接头（27页）。（D-sub，半音）
SCSI-2 50针接头（D-sub，半音）可用来连接外接SCSI

数据存储设备——允许您存储大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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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卡插槽（64、262页）。
在此插入记忆卡用来从MOTIF或向MOTIF传输不同的数

据。仔细阅读内存卡上的注意事项（289页），然后插入卡。

17. 插入卡盖子（35页）
在MOTIF上插入可选的插入卡，可扩充您的乐器库的音色。

可在MOTIF后面板上装三块卡。

当可选的mLAN8E卡时后

1. 串行 I/O接头。
 通过串行线将mLAN8E直接连入个人电脑。使用此口，在

Windows 下使用mLAN 跳线板及mLAN 调音台时可连接
mLAN8E和电脑。它不能用来输入或输出MIDI或音频信号。

2.mLAN（IEEE1394）接口 1、2、3。
使用 IEEE1394标准（6针）线缆，用来连接mLAN设备或

IEEE1394兼容设备。

 关于mLAN

“mLAN"是一种数字网络，用于音乐的应用。它用来扩展工
业标准的 IEEE1394高速串行总线。详情，参阅mLAN8E的指
导手册。

“““““mLAN”””””名称及其名称及其名称及其名称及其名称及其 Logo（（（（（上上上上上述述述述述）））））为商标。为商标。为商标。为商标。为商标。

当 AIEB2卡安装后。

1. 光缆输入、输出接口（22、23页）。
使用此接口通过光缆输入或输出数字信号。您也可使用光

缆输入来录制频率为 48KHz，44.1KHz，或 32KHz的数字信
号。OPTICAL OUT接口输出频率 44.1KHz频率的数字信号。

2. 数字入、出接口（22、23页）。
使用这些接口，通过光缆（RCA针）输入或输出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格式为CD/DAT（S/PDIF）。使用DIGITAL IN口可录
制频率为48KHz、44.1KHz，或32KHz的数字信号。DIGITAL
OUT口输出频率44.1KHz的数字信号。

3. 可分配输出口（AS1至AS6）（22页）。
附加模拟输出口。每对儿（1&2、3&4、5&6）可分别操作

MOTIF上的所有其它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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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连接MOTIF给变压器电源，外接音频及MIDI设备，一个电脑系统。在进行连接后只需打开MOTIF。建议在使用MOTIF
前阅读此章节。

电源

1. 将MOTIF上的POWER开关设为关。
2. 将附带的电源线连信乐器后面板上的 AC INLET端口。
3. 将变压器另一端电线连入变压器。确认MOTIF的电压要求与本地电压相符。

警告

应确认MOTIF的使用的交流电压与当地供电标准相符。连接到错误的供电系统，可能导致内部蕊片损坏，或电击。

警告

使用MOTIF附带的电源线，如果线缆损坏或需要更换，应同 Yamaha经销商联系。使用不当可能导致火灾及电击。

警告

MOTIF提供的变压器电源线可能因地域不同而不同，不正当的接地可能导致电击。不要修改插头，如果该插头与插口不符，应
请教正规的电工。

不要使用不带接地插脚的插头适配器。

设置

后面板

AC INLET终端

电源线（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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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连接至外接音频设备。

因为MOTIF不带内置音箱，您可以使用外接音频系统或一对立体声耳机来监听。下图显示各种连接的样子，使用一种与您
设置相似的一种方式。

模拟输出

连接立体声有源音箱。

一对儿有源音箱可精确地产生乐器的丰富的音色，并带有自己的相位及效果设置。将有源音箱连到后面板上的OUT PUT/
L MONO及R口上。

注意：当使用一个有源音箱时，将它连到后面板上的OUT PUT L/MONO口上。

连接至一个调音台。

连接到一台调音台上

除OUTPUT（L/MONO及R）口外，还有附加的音频输出。连接这些输出口至调音台，分别控制演奏模式（160页）最多
4个声部。(160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音箱

扩大器

调音台输出左右

耳机

输出 L/MONO
耳机

可分配输出 L、R

有源音源（左） 有源音源（右）

耳机

输出L/单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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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至一个调音台上（使用 AIEB2）。
您可以使用六个附加的OUT PUT口，输出附加的单个声部来扩展MOTIF输出能力，方法是安装可选的 I/O卡（AIEB2）。

注意：连接一对儿耳机不会影响从OUT PUT（L/MONO及R）口中输出的音频输出。您可以通过耳机及在OUT PUT

口上监听相同的音色。

数字输出

当使用光缆输出接头时：

本接头激活MOTIF播放的直接数字输出及数字通过信号。

当安装了可选的 AIEB2 I/O卡时
本卡可通过光缆激活MOTIF音色的直接数字输出。
至于兼容性，AIEB2包括两种不同的输出类型：
光缆输出（光缆）及数字输出（同轴）。注意两个输出都会产生一致的信号。



23

A/D输入

连接一个话筒或其它音频设备（模拟输入）。

您可以录制或输入音色或波形数据及使用它们作为乐器音色（见58页的“采样”一章）。当从外接音频源录音时，连一个耳
机或音频设备至A/D输入口。

注意：进行上述连接后，您可以录音了。开始录音时，您也需调整音频的输入增益，使用GAIN旋钮调整（18页）。

连接 mLAN兼容的音频设备。

注意：mLAN口或A/D INPUT口输入音色。在工具模式中（249页）可设置使用的插口。

数字输入（当安装了可选的 AIEB2 时）
当安装了可选的AIEB2I/O扩展卡时，您可以直接从数字设备中录制数字音频——如CD播放器或DAT卡座。
为了拥有最大的兼容性及灵活性，AIEB2板有两种不同类型。
光纤（光缆）及数字（同轴线）类型

注意：每种接头（光缆或数字）都可用：两种接头不可同时使用。在工具模式中选择用来数字输入的接头，见 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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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外接MIDI设备

使用标准MIDI线缆（分别提供），您可以连接外接MIDI设备，从MOTIF中控制它。同样，您也可以使用外接MIDI设备（如
键盘或音序器）来控制MOTIF上的音色。下面是几个MIDI连接从外接MIDI键盘控制。

被外接MIDI键盘控制

控制外接MIDI键盘

使用一个外接MIDI音序器录制及播放。

通过MIDI THRU口控制另一台MIDI设备。

在上面设置中，音序器 2可以从MOTIF中播放（通过MIDI OUT）而外接音序器播放音序器 1（通过MIDI THRU）。
注意：MIDI线不要超过15米，在链接的设备中不要超过三个（通过MIDI THRU口连接）。要连接更多的设备，要使用MIDI Thru
接线盒进行并行连接。如果连接线太长或设备过多，有可能出错。

使用mLAN接口（当安装了可选的mLAN8E卡）。

注意：可使用任一接口传输 /接收MIDI数据：MIDI接头，mLAN终端接口，或使用USB接口，这些接口不可同时用。在
工具模式中选择用来传输MIDI数据的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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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一台电脑

同一台电脑连接，可以通过MIDI在MOTIF及电脑同传输数据，使用电脑来控制、编辑或组织MOTIF上的数据。举例：您可
以使用附带的音色编辑器程序编辑MOTIF的音色。还有一个特殊的文件程序，让电脑来控制插入在MOTIF的卡槽中记忆卡中的
文件或连接到MOTIF上R SCSI设备中的文件。

使用一个USB接口。
注意：如果您使用遥控功能控制电脑上的音序器软件功能，我们建议您使用USB线。

注意：USB连接只可传输MIDI数据，而无法传输音频数据。

注意：如上图方式连接MOTIF至电脑，您需在工具模式中（258页）选择“USB”用来MIDI数据传输。

关于USB接口
USB线缆在每个端有不同的接头：A型及B型。USB线在每端有不同有接头，A类及B类，使用USB连接，A端连接电脑，

B端连MOTIF。

小心

拆下USB线或开关电源，有可能使电脑死机或让MOTIF无法正常运行。在下述条件上不要关闭USB连接或开关电源，当
• ΜOTIF确认设备或装载驱动软件时。
• 当启动或关闭操作系统时；
• 当电脑休眠时（处于沉睡时）；
• 当启动MIDI软件时；
您进行下述操作时，电脑也可能死机或MOTIF不正常工作。关闭、打开电源或拆、插线缆过频。

• 在传输MIDI数据及恢复操作时，进入休眠模式，当MOTIF开时，拆拔线缆。
• 传输数据时，开 /关MOTF，启动电脑或安装驱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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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EEE1394接口（当安装了mLAB8E卡时），

使用MIDI接口。
使用电脑MIDI接口。

使用外接MIDI接口

注意：请使用适当的MIDI接口连接电脑。

注意：如果您使用带有USB接口的电脑时，确认USB连接MOTIF及电脑（数据传输率比MIDI快，您可以调用多重MIDI

端口）。

本地开 /关——当连接电脑时
当连接MOTIF至电脑时，键盘演奏数据会发给电脑，并从电脑返回音源播放音色。本地开关设为“开”，可产生“叠加”音

色。

因为音源同时从键和平电脑接收演奏数据。

使用下面的建议，根据您使用的电脑及软件，指示会有所不同。

当MIDI“回馈”在软件及电脑上激活时，将MOTIF本地开关设为“off”。

注意：当传输或接收系统专用数据（如成批数据功能），使用下面的样例，应确认电脑软件上的MIDI“回馈”设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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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脑软件上的 MIDI“回馈”关闭，设置MOTIF本地开关设为“开”。

注意：尽管在上述图示中无指示，MOTIF实际接收并回应从电脑软件（音序器软件）来的MIDI数据，而不管MOTIF上的

本地开关设定为什么。

MIDI“回馈”为音序器上的功能，可接收由MIDI IN输入的数据，并将其“回馈”通过MIDI OUT口。
在某些软件中，此功能被称为“MIDI Thru”。

注意：参阅软件用户手册，了解用法。

连接至一台外接 SCSI设备（参阅 262页）。

SCSI-2 50针接头（D-sub，半音）可用来连接外接 SCSI数据存储设备，允许您方便地存储大量数据。
要了解SCSI设备详情，参阅 64页。

注意：用于MOTIF上的SCSI ID及用于连接SCSI设备的SCSI ID可在文件模式中设置（262页）。

MOTIF兼容 SCSI设备 /磁盘
只有DOS格式磁盘可在MOTIF上使用，用来存数据。由MOTIF格式的磁盘为DOS格式。
在电脑上进行DOS格式化的磁盘可在MOTIF上使用。
但最好使用MOTIF格式化。
当使用MOTIF格式化磁盘时，小于2GB磁盘应使用FAT16格式，大于2GB的使用FAT32格式。
MO磁盘可在MOTIF上使用，容量分别为 128兆，230兆及 540兆。MO磁盘大余等于 640兆时不可用。
MOTIF可使用容量最大为2GB的移动存储价值。
如果连接更大的驱动器，MOTIF只能用2GB空间。
应使用FAT16格式化磁盘，不能分区使用磁盘，MOTIF不能使用超过31GB的硬盘，即使连接磁盘容量更大。当格式化31GB

磁盘时，分别将磁盘自动分区为 4个 7.75GB的区域。



28

连接不同的控制器   快速导读（48 页）

MOTIF在后面板上有几个控制器插口，让您分别控制音色不同的方面，并用可选控制器来控制各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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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电源

接电步骤

一旦您连接了MOTIF及其它设备，请确认所有音量设为“0”。在设置中打开每种设备，按MIDI主控设备（发送者）、MIDI
从属（接收者），然后为音频设备（调音台、功放、音箱等）的顺序。这将确保从第一个设备至最后一个设备（第一为MIDI然
后为音频）的平稳的信号流程。

当降低音量时，顺序为相反先为每个音频设备，然后关闭每个设备。

注意：若SCSI设备连到MOTIF，先打开SCSI设备，按下述事项，在关闭电源时，先关其它设备然后为 SCSI设备。

当使用MOTIF为MIDI接收器时

打开MOTIF

注意：在打开 /关闭MOTIF时，先关闭连接到MOTIF上的每种音频设备的音量。

1. 按POWER开关。
过一会，会显示缺省屏幕（如工具参数据设置，打开模式屏幕）。

2. 提升音色系统音量至合适的音量。
3. 在弹奏键盘至想要的试听电平时，逐渐提升音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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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MOTIF由各种模式组成，每种带有不同的操作及功能。

键盘播放模式

基本结构

音色模式

基本构造（42页），基本操作（67页）
快速导读（80页），参考篇（121页）

音色播放模式

在本模式中，可播放常规音色及鼓音色，通过安装可选插

卡，您可以拥有大量音色。

音色编辑模式

在本模式中，常规音色及鼓音色可创建并编辑。

音色工作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拷贝并初始化音色并在它们上执行其

它相似的操作（工作）。

音色存储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存储编辑的音色，将它们作为内存用

户音色，按下述文件模式，您也可以将它们存入内存卡或外接

SCSI设备。



31

演奏模式
基本结构（42页）、基本操作（67页）快速导读（88页）
参考（160页）

演奏播放模式

在本模式中，可播放演奏，让您使用音色分割、分层等。

演奏编辑模式

在本模式中，可创建并编辑演奏。

演奏工作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拷贝并初始化演奏，对它们执行相似

的操作。

执行存储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将它们作为用户演奏在内存中存储编

辑过的演奏。您也可以将它们在文件模式中（下面）存入内存

卡或一个外接 SCSI设备。

乐曲模式
基本结构（51页），基本操作（67页），快速导读（78页），参
考（177页）。

乐曲播放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在播放乐曲时使用音序器及其各种功

能（如音轨哑音 /独奏）。

乐曲录音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使用音序器来录制您的键盘演奏到一

首用户乐曲中，MOTIF让您录制最多为16条分开的音序音轨。

乐曲编辑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编辑录制乐曲的每条音轨中的MIDI事
件。

乐曲工作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执行对乐曲数据的大量操作，如拷贝

及抹去操作。这些操作可以针对每条音轨或针对所有音轨。

乐曲混合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设置录制乐曲中每个声部中的音源参

数。

样板模式

基本结构（51页），基本操作（67页），快速导读（100页），
参考（215页）。

样板播放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使用音序器来播放样板。

您可以使用音图功能，组合各种乐句，来创建一个样板。

样板录制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使用音序器来录制键盘演奏到一个用

户乐曲——样板的基本构架模块。MOTIF让您录制最多为16条
分开的音序轨。

样板编辑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编辑录制样板乐曲的每条音轨中的

MIDI事件。

样板工作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执行对各种样板数据的操作，如拷贝

及抹去。它可针对单独的小节或整个音轨。

样板混合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设置录制样板的每个声部的音源参数。

采样模式

基本结构（58页），基本操作（67页）快速导读（100页），参
考（233页）。
本模式是音色 /演奏 /乐曲 /样板模式的子模式。按在每种

模式的[IN TEG RATED SAMPLING]键，进入采样模式，采样
后按相同的键，进入前面的模式。

采样录制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将声音从话筒或音频设备中录入MO-
TIF中，这些采样可通过键盘实时播放，并存入乐曲 /样板轨。
然而，您可以处理一种录制的样声（如带合唱及另一种效

果）。然后作为新的采样录制——使用重新采样功能。

采样编辑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编辑录制的采样——举例，循环点及

其它参数。

采样工作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拷贝和删除采样，并在它们上执行其

它相似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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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基本操作（67 页），参考（249页）。
本模式为音色 /演奏 /乐曲 /样板的子模式。按每种模式中的[UTILITY]键，

进入采样模式，采样后按相同的键返回前面的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设置执行给MOTIF整个系统的参数。它包含MIDI设
置及全局设置参数。

工具工作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恢复MOTIF的厂家设置。

主模式
基本结

构（56页），基本操作（68页）快速导读（93页），参考（268页）

本模式让您注册在音色、演奏、乐曲及样板模式中经常使用的设置到用户

主控、使用简单的操作可立刻叫出它。

对于音色或演奏模式，您可以进行曲键盘功能设置（分开的区域设置），将

它们注册为一种用户主控设置。

主播放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选择想用的用户主控来播放MOTIF。

主控编辑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编辑主控设置。

主控工作模式

在本模式中，提供主设置的各种工作。

主控存储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将每种模式的设置作为用户主控存入内存。

文件模式

基本结构（63页），基本操作（68页）快速导读（97页），参考（261页）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从内存卡（MOTIF带有内置插卡槽）中或外接SCSI
存储设备中，存储 /装载重要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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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总览

本阐MOTIF的总览带有大量复杂功能，MOTIF由下面的模块组成，如下所示：

控制器模块

基本结构（37、48 页）

本模块包含键、弯音及调制轮、条形控制器、音色控制旋钮等。键盘本身不发声，当您弹奏音符时，键盘发送音符、力度及

其它信息（MIDI数据）至合成音源。本控制器还发送变更信息。键盘及控制器发送的信息可以通过MIDI OUT及USB接口传输
到其它外接MIDI设备中。

音序器模块
基本结构（51页），快速导读（99-118页），参考（177、215页）。

本乐块通过录音 /编辑乐曲演奏（MIDI数据）创作乐曲，然后播放此数据，传入音源模块。
音序器模块可以在乐曲模式中采样模式中并使用琶音功能，操作，当一首乐曲或样板播放时，音序器的乐曲数据可根据传输

通道设置传给音源模块。

注意：有关乐曲 /样板 /琶音的音轨结构，请分别参阅 51和 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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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源模块

音源乐块会根据从音序器模块控制器乐块及MIDI IN口或USB接口中接收的MIDI住处作出回应。下面例子显示一种音色中
一信号流。

注意，要了解音色结构，请参阅 40页。

内置 AWM2音源及可选的插入卡

MOTIF中音源乐块包含内置的 AWM2及可选的插入卡。
内置 AWM2音源 插入卡（可选）

AWM2（高级波形记忆 2）
AWM2（高级波形记忆 2）是基于采样波形（乐曲资料）的合成系统，在很多 Yamaha合成器中使用。每种 AWM2音色使

用真实乐器波形多重采样。另外，大量包络生成器、滤波、调制及其它参数可用于基本的波形。

您可以通过耳机或从外接音频设备，使用采样功能创建自己的波形。这些东西可以存入内存，可以作为预置波形来使用。

注意：AWM2不只限于乐器（常规音色）。也可用于设置鼓乐器（鼓音色），要了解常规及鼓音色，见 45页。

插入卡

插入卡可提供大量的音色灵活性及强劲功能。安装后，它们同MOTIF无隙地结合使用——意思是说您可以使用它们的音色
及在厂家内置于MOTIF中的功能。这些卡可以按下述方法安装到MOTIF中。

MOTIF最多可装三块插卡。这些不仅提供更多音色，它可用作音源，并扩展系统级的技术参数，比如最大复音数。另外，除
AWM2外，您可使用合成品在系统。您可以和使用普通内存音色一样来播放插入音色，并在演奏中将它们用为声部。

MOTIF与模式合成插入系统兼容。共有三种插入系统插入卡：单独声部、多声部及效果插入卡。使用它们您可以创建想用的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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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卡

单独声部插入卡

使用单独的声部卡，可以添加完全不同的合成器或音源，并可通过MOTIF的单个声部来播放它的音色。

模拟物理模型插入卡（PLG150-AN）
使用模拟物理成型（AN）合成，这种最新的数字技术是用来实际减少模拟合成器的音色。安装卡后，您可以实时控制音序器

的播放及最现代的最新的音色。

钢琴插入卡（PLG150-PF）
大量波形记忆用来复制钢琴音色。此卡有 136种立体声音色。
包含大量的原声及电钢琴音色。最多为 64复音，您可以插两块卡，将复音扩至 128个音符。

高级 DX/TX插入卡（PLG150-DX）
DX7的音色可在插入卡上使用。与P（M音源不同，本卡使用FM合成系统——可在PX系列合成器上找到——提供直观性，

广泛的力度编辑能力，通过MIDI成批数据，本卡可接收 PX7数据，它与DX7数据兼容。

虚拟声学插入卡（PLG150-VL）
使用虚拟声学（VA）合成，实时乐器的音色可以实时被调制，为您提供真美的音色。在传统PCM合成技术中是无法达到的。

在使用可选MIDI吹管（WX5）弹奏音色时，您甚至可以获取木管乐器的物理感觉。

效果插入卡

人声合声插入卡（PLG150-VH）
使用此卡，您可以使用四种效果为所选声部添加泛音，用于人声的合唱声部可从和弦中自动创建，并存为MIDI数据。您也

可将MOTIF用作唱机，方法是连接并使用耳机，并同时弹键盘。

多重声部插入卡

多重声部插入卡让您扩展MOTIF的复音，方法是：
为您提供 16条分开的乐器声部。使用此类卡来播放音序轨，您可以恢复MOTIF的复音，用于键盘演奏。

XG插入卡（PLG150-XG）
插入卡为 16声部 XG音源。您可以使用大量音色及板上效果来播放 XG/GM乐曲文件。

注意：附加插入卡可在将来使用。

成型合成插入卡

关于成型合成插入卡
Yamaha成型合成插入系统为您提供与音序器插入兼容的功能扩展及功能升级。
它使您能利用最新的最复杂的合成器及效果技术，允许您制作出最新的现代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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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复音

AWM最大的复音数为 62，加上扩展卡的复音（如果安装的话），实际复音数使用的音源音色中的因子数及插入卡的复音数
而有所不同。

音源模块声部结构

MOTIF会从控制模块或音序器块中接收的MIDI数据作出反应，弹奏音色。
MIDI数据可分配给 16条通道任何一条，通过MIDI通道，MOTIF可同时播放 16条分开的声部，您也可以使用分开的MIDI

“端口”，来超越 16条通道的限制。
每个端口支持 16条通道。MOTIF多重音色源（内置音源扩展卡）可使用乐器上的三个MIDI端口。

如上图所示，最多可在模式中使用 48个声部（除音模式），声部数为在乐曲和样板模式中最多为 34，在随后的样例中介绍。

注意：关于模式，请参阅 30页。

注意：USB线支持八个分开的MIDI端口，MOTIF音源模块支持三个分开的端口，如上图所示。

MOTIF的MIDITHRU功能支持八个分开的MIDI端口。

注意：MIDI线及 IEEE线（安装了mLAN8E卡）无法处理MIDI端口数据。

音源模块的声部结构与每种模式中的控制器 / 音序器模块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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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模式

注意：在音色模式，MIDI端口号码为 1。

注意：多声部插入卡在音色模式不能用，但其它的扩展卡可以用。

演奏模式

注意：在演奏模式中，MIDI端口号码 1。

注意：在演奏模式中，无法使用多声部扩展卡，其它扩展卡可用。

声部 5-13及 17-48不能用。

在 1-4和 14-16声部中最多可以选择四
个声部。在演奏播放模式下设置为“on”
的声部被使用。

音序器模块在演奏模式中无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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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 / 样板模式

外接音序器 控制模块

音序器模块 MIDI音序
器数据

（乐块 / 样
板）

MIDI线本身无法处理来自在多重端
口的数据，如果一个MIDI线用于从
外接音序器中传输数据的话，只有

端口的声部可用。要利用MOTIF的
多端口，可使用USB线。

在乐曲/样板混合模式中，只有当前选
中的音色及拥有相同接收通道的声部

可选用。

音乐（MIDI）数据的每条音轨会根据
MIDI通道设备，让MOTIF上的相应声部
发声。（每个声部的接收通道应与每条

音轨的传输通道相匹配）。

音源通用模块（样例）

当安装了多声部扩展卡及两个单独的声部扩展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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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模块

MOTIF模块可为音源添加效果，用复杂DSP（数字信号技术），处理并提升音色。

效果结构

MOTIF效果处理包含下述效果器。

系统效果（混响、合唱、变化）

系统效果可添加给整个的音色上，它可以是音色，一个完整的演奏设置、乐曲等。使用系统效果，每个声部的音色可根据

每个声部的效果发送电平给效果。处理过的音色。（这里指“湿”音色），根据返送电平及输出量，返送给调音台，同来处理过

的“干”声混合。这种编排允许您准备效果音色及原始声部音色的平衡。

混响

混响效果为声音增添空间感，模拟实际演奏空间的复杂反杂反射，如大厅或小俱乐部。共有 12种混响可用。

合唱

合唱效果使用调制，产生丰富的整体声音——如同同时播放多种乐器，共有 25种不同的合唱类型。

变化

变化效果提供大量的转换及增加，共有 25种不同的变化效果。在音色模式中不能使用变化效果。

插入效果（1、2）
插入效果可分配添加给每个声部。

插入效果主要用于直接处理一个声部。效果深度于干 /湿平衡来调整。因为插入效果只可能应用于一个特定声部，它应用于
您要改变的音色。您也可设定听到效果的平衡，将湿度设为100%。MOTIF有两种插入效果系统——共有104种内置效果类型及
另外 25种效果。

插入效果扩展

有一种特殊的效果系统，只有在效果插入卡安装时可用，插入卡效果不能在音色模式中用。

主均衡器

通常可使用均衡器来修正从功放或音箱中发出的音色，同房间的特性相匹配。声音可分为四个波段，可提升或降低每个波

段的电平，可进行修改。

根据因素可调整音色——古典音乐可以更优雅，流行乐可以清晰，摇滚更有力度。也可构划出乐曲的特征，使演奏更具欣赏

力。

MOTIF使用五个波段均衡器功能来处理信号。四个旋钮可用来调整四个波段的增益（在五个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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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连接

在音色模式中

您可以选择下面三种插入连接之一。

注意：并行连接不能用于插入音色。

在演奏模式中：

下图显示人声合唱插入板（PLG100-VH）安装到插槽 1的情况。

注意：人声合声插入卡（PLG100-VH）只可安装到 1插槽中，不能装入 2和 3槽。

音源 插入效果

系统效果

混响

合唱

发送电平 返回电平

主均衡器 -输出

它决定插入效果1或2哪一个
添加给因子（当选号为鼓音色

后，添加给每个键）。插入效果

也可被旁路。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音源模块

声部 1 - 4
及插入声

部 -23

插入效果

插入效果

（扩展）

发送电平
返送电平

系统效果

混响

合唱

变化

A/D输入
扩展音频源耳机声音。

从音源模块1-4声部，plug-in 2
和3声部上设置，并选择需要插
入效果的声部。连接类型根据

所选择声部的音色设置决定。

从音源模块 1 -4 声
部，plug-in 2和3声
部以及 A/D输入通
道上设置，并选择需
要插入效果的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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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曲 / 样板声音中

下图现示人声合声插入板（PLG100-VH）安装到插槽 1及多声部扩展卡（PLG100-VH）装在插槽 3的情况。

请注意：插入效果，插入效果（扩展）及系统效果不能添加给 17-32声部（使用多声部插入卡）。从 17-32声部来的信号可
直接发送给主均衡器中。

注意：人声合声插入卡（PLG100-VH）可直接装入槽 1。

不能装入槽 2或 3。

注意：多声部插入卡（PLG100-XG）只能插入槽 3，不能插入槽 1或 2。

音源模块 系 统 效 果系 统 效 果系 统 效 果系 统 效 果系 统 效 果
选择要添加插入效果的声部。连

接类型取决于分配给所选声部的

设置。

声部 17-32（当安装
了多声部插入卡）

插入声部2（当单独的
声部插入卡被安装后）

选择添加

插入效果

（插入）插入效果

A/D输入
外接音频源耳机声音
外部电源

混响

合唱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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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功能

音色及演奏

快速导读（80、88页），参考（121、160页）。

一声音色为MOTIE的至要声音，由大量的参数设置组成。每种音色可由最多 4个分开的因子组成，每种都带有高品质波形
或基本音色。

一种演奏是多重音色组合——在一个音层或其它配置中，每种演奏可包含最多 4个不同的声部。

一种音色

最多 4个因子

参数设置（音色编辑）

一种演奏

最多 4个因子

参数设置（演奏编辑）

设置每种因子的下述参数，以创建音色

与效果模块

相关的参数

与控制模块相关的参数

振荡器

音高

过滤器 振幅

音高包络生

成器 滤波器包

络生成器

振幅包络生

成器

与音源生成模块相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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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色播放模式中，您可以选择并播放任何音色。在演奏播放模式中，您可以选择并播放任何演奏。在前一页，图示表示一

种音色 /演奏的结构。下述图示显示所有音色及演奏的整体内存结构。组合在一起，可以更好地了解MOTIF的音色及演奏。两个
图示帮您明白音色 /演奏的结构。

音色

预置音色

（384种常规音色 +48种鼓音色） 演奏

要了解选择音色 /演奏的详情，请
参阅 124和 162页。

表明音色/演奏分开
“音库”。

GM预置音色
（128常规音色 +1鼓音色）

用户音色

（128常规音色 +16鼓音色）

插入音色

预置的最大量及用户库为三个，取决于安装的扩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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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和因子

波形由为因子组成，构成音色。共有 1,309种高品质波形。如下图所示，当创建一个音色时，您可以选择要使用的波形，设
置电平、音高、音调及其它参数。

用户 波形——采样

MOTIF最强劲功能为输入外接音频采样（如电脑WAVE /AIFF文件），及录制音频——然后使用这些采样作为乐器音色播放。
您可以通过耳机或线路插口录制波形，您可以装载在内存卡或SCSI设备上的波形。
波形可被处理，并分配给键盘上的音符，您也可以通过键盘弹奏它们，或作为乐曲 /样板声部分配。

采样

数字输入 ---当使用AIEB2插卡时

波形

内置DRAM 4MB（可
扩展到64兆，方法为
增添SIMM内存条）。

内存卡

SCSI设备

装载

mLAN(IEEE1394)---当使
用附加的mLAN8E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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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音色及鼓音色

内部，有两种音色类型；常规音色及鼓音色。常规音色主

要是带音高的乐器音色，可在整个键盘上弹奏。鼓音色为打击

乐 /鼓音色可分配给键盘上单个的音符。一组分配的打击乐 /鼓
波形或常规音色被称为鼓组。

GM音色

GM是音色组织及合成器及音源的MIDI功能世界范围内的
标准。它确保存GM设备可播放GM音色，而不考虑生产厂家。
MOTIF上的GM音色用来播放GM乐曲数据。但要记住音色可
能与原始音源上的音色不完全一致。

音色结构

一种音色包括振荡器、音高、过滤器、振幅、LFO及各种
参数，详见 42页，您可以通过设置这四种参数创作出基本的
音色特性。

振荡器

参考（137页）。
本设置输出每种因子的波形。您可以设置每种因子的音符

范围（因子发声的键盘上的音符范围）及力度反应（音符力度

范围）。

举例，您可以设置一个因子在上键盘上发声，另一个因子

在下键盘发声。在相同音色中，在键盘不同的区域中，享有不

同的音色。

或将两种因子叠加，使因子叠加，使音色在设置范围内叠加

另外，您可以设置每种因子，对不同力度范围作出反应，使

一种因子在低音符力度时发声，而另一个因子对高力度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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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

参阅 138页

本单控制从OSC输出的每种因子的音高。您可以精调因
子，进行音高调率等。另外，设置 PEG（音高名络生成器）。
您可以控制音高变化。

PEG（音高包络生成器）
使用PEG，您可以控制从按下到释放音键之间音符高低的

变化。如右图所示，音高包络包含 5个时段（转换速度）参数
及5个电平（音高）参数。这适用于创建自动变更音高。另外，
不同的PEG参数可以给每一种因子。

滤波器

快速导读（84页），参考（14页）

本模块修改每种因子的音调输出，方法为截除指定的频率。

您也可设置滤波包络生成器（PEG），控制滤波器的时间工作方
式——让您设置音调的动态变化。

截除频率及揩振

滤波允许将低于指一频率的部分通过，截除高于此频率的

信号。

此频率指的是截频，通过截除频率您可以生成相对亮或暗

的声音。

一种参数可提升截频区域的信号电平，它被称为调振。在

此区域中强调泛音，可产生“峰值”音调，使音色更亮更硬。

关于主滤波类型

上图现示低通过滤器——然后，MOTIF还有其它的过滤
器。本章介绍四种类型。

低通滤波器（上述）

本功能让低于截频的信号通过。您可以使用谐振参数来为

音色添加进一步特性。

高通滤波器

本功能让高于截频的信号通过，您可以使用谐振参数为音

色添加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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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通滤波器

本功能让围绕截频的信号频段通过。频段的宽度是可变的。

带阻滤波器。

本功能消弱围绕截频的信号频段，但让其它部分通过。

FEG（滤波器包络生成器）
使用 FEG，您可以控制从按下音符到释放音符之间的音调

转换。如右图所示，滤波包络包括 5种时速（转换速度）参数
及 5种电平参数（滤波的量）。当在键盘上按一个音符，截频
会根据包络设置进行改变。在创建自动哇音效果时非常有用，

举例：不同的 FEG参数可为每个因子进行设置。

振幅

参考 145页。

本单元控制从滤波器的每种因子输出的振幅。这些信号可

以以电平发送给效果块。设置AEG（振幅包络生成器），您可
以控制音量变化的方式。

AEG（振幅包络生成器）
使用AEG，您可以控制从按下音符到释放音符之间的音量

转换。

参数（滤波器的量）。当您在一个键盘上的音键时，音量会

根据包络设定变化。不同的AEG参数可设定给每个因子。

LFO（低频振荡器）
参考 147页。

如名介绍，LFO可创建低频的波形。
这些波形可用来改变音高，滤波或每个因子的振幅，来创

建如颤音、哇音及震音类的效果。LFO可为每个因子分别设定，
也可以为所有因子一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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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MOTIF为您提供大量控制器选项。它不仅带有弯音及调制
轮，还有特殊旋钮及旋钮——还有后面板插口，可用来连接脚

控制器及脚开关。您可以连接控制器给后面板插口，控制不同

的参数，用脚也用手。

本章介绍每种控制器的基本功能。

弯音轨

本轮主要用来控制音高。

向上、下移动本轮弯曲音高。

注意；弯音范围可设给每种音色（132页）。本轮可分

配其它参数（134页）。

注意：即使不同的参数可分配给此轮，弯音信息在使用

时通过MIDI OUT口传输。

调制轮

您向上移动此轮越多，会对音色产生更大的调制。

注意：调制深度可预先设置。另外，此轮可分配不同的

参数，如音量或相位（134页）。

旋钮

 这些旋钮让您实时改变音色的不同方面——在演奏中，向
右转提升音量，向左转，减少音量。您可以改变分配给旋钮的

参数及功能组，方法为按下[KNOB CONTROL FUNCTION]键，
选择 ASSI GN组（A、B、1、2），让您控制大量的可分配功
能。

注意：常规系统参数可分配给旋钮[A]和[B]（132页）。特

殊音色参数可以分配到旋钮[1]和[2]上（132页）。旋钮[1]和[2]
可以被分配给控制设置源。

注意：预置的合适的参数设置可分配给每种音色。使用

每个旋钮[1]和[2]，您可以调整参数的设置，如果参数已设为最
小或最大，设置不能被超越。

控制滑杆（CS）
在音色模式中，这些滑杆用来控制四种因子之一的音量

（129页）。
在演奏模式中，它们被用作控制四个声部的音量。在乐曲 /

样板模式中，让您调整特殊音轨的音量，这取决于当前选用的

音轨。

当区域在主放音模式中，开关设为开时，不同的功能（控制

号码）可分配来控制滑杆（271页）。

当选用的音轨为 1-4

当选用的音轨为 5-8

当选用的音轨为9-12

当选用的音轨为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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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控制器

附加脚控制器（如 FC7）可连到后面板上的 FOOT CON-
TROLLER口上（18页），可分配多种控制参数。使用脚控制
器用来控制参数，双手可空出来弹奏键盘（或操作其它控制

器）——在实时演奏时非常有用。

注意：脚控制器参数不能用来设置每一种参数。

脚开关（可分配）

可选的 F C 4 或 F C 5 脚开关可连在后面板上的 F O O T
SWITCH ASSI GNABLE口上（18页），可分配大量参数。它
适用于开关类（开 /关）控制，如琶音开关、增加 /减少音色或
演奏号码、开始 /停止音序器、打开 /关闭琶音器。

注意：分配给脚开关的参数可在工具模式中设置（256

页）。

脚开关（延音）

一个可选的 FC4或 FC5脚开关，可连在后面板上的 SUS-
TAIN口上（16页），让您控制延音——当弹奏钢琴及弦乐音色
是特别有用。

注意：您不能将延音以外的功能分配给 SUSTAIN口。

呼吸控制器

您可以将附加的呼吸控制器（BC3）连到后面板上BREATH
口（18页）。使用它可控制大量的MOTIF参数，特别是那些由
吹气控制的参数：力度、音质、音高等。吹气控制器适用于表

现吹气乐器类音色的特征。

注意：不能将延音以外的功能分配给SUSTAIN口。

键后

键后让您改变音色（添加颤音），方法是通过为按下的键盘

音符添加进一步压力。这是实时表情和控制。键后可用来控制

大量参数（134页）。

控制组

除缺省参数外，键盘键后，控制器及前面板上的某些旋钮可

分配多种参数。详见48页。举例：您可以将谐振分配给调制轮，
将键后设置添加颤音。您可以自由地分配参数，以适合正播放

的音色。这些控制器分配被称为控制设置。如图所示，您可以

为每个音色分配最多6种不同的控制设置。在每种控制设置中，
控制器被称为源，由源设备控制的参数被称为目的。有多种可

用参数，有些可用于全部的音色，而有些可用于每种因子。详

见分开的数据目录中的控制目录。

注意：目的参数设置的详细介绍在分开的数据目录中

目的参数目录中有介绍。

注意：因子开关（134页）在目的参数设置未指定给因

子时不能用。（设定为 00至 33）。

使用一个源设备控制几个目的设备

创建控制组，您可以用多种方法改变音色。

举例：设置Src（源）参数控制设置 1至MW（调制轮）及
目的参数至ELFO-PM（因子LFO音高制裁制深度）。然后设备
Src参数控制设置2至MW，目的参数至ELM PAN（因子相位）。
您也需指定被控制的因子。

及控制的深度。

在本例中，当您向上移动调制轮，音高调制会相应增加，因

子的相位从左至右。使用此方法，您可以用几种方法改变音色，

只需调整一个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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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几种源设备来控制一个目的设备。

从上例中，建立新的控制组，将Src设为FC（脚控制器）。
目的控制器设为ELFO-PM（因子LFO音高调制深度）。再次指
定要控制的因子，还有控制深度。现在音高调制分配给调制轮

及脚控制器。换句话说，您也可以几种源控制器给每种目的的

参数。

移动调制轮改变音高调制及相位。

分配六种控制组，您可以实时控制合成器音色。

控制及外接MIDI控制
在控制中，控制器可分配合成器内置参数。然而，某些控制

器用于特殊功用。使用时发送便告定义的MIDI控制变更信息。
而不考虑合成器内的控制设置位置。

举例：弯音轮、调制及键盘键后，用来控制弯音、调制及

键后。

因此，您使用这些控制器，弯音、调制及键后信息，发送

给MIDI口。
如果相位参数在控制组中分配给音高弯音轮。合成器内部

音源会对音色定位相位。同时，原始预设定的弯音信息会送到

MIDI OUT口上。

控制器也可发送MIDI控制变更信息，来控制外接MIDI设备
的参数。可在工具模式中设定分配。

注意：因为弯音轮、调制轮、键后信息是预制的，所以

不能将其它MIDI控制号码分配给它们。

您也可以设置控制器，发送一种控制信息给合成器音源，

另一种给MIDI OUT口。举例：在控制组中，分配谐振给可分
配旋钮[1]。然后，在工具模式中，分配控制变更号码1（调制）
给相同的旋钮。这时，您旋转旋钮时，谐振会分配给内部音源，

同时，调制信息会通过MIDI OUT口发送给外接MIDI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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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及样板(音序器样式)
基本操作(67页) 、参考(177、215页)

乐曲及样板是由有16条音轨组成的MIDI音序。
• MOTIF上一音乐曲与音序器上的乐曲相同，在录制数据的
未尾播放自动停止。

• 在MOTIF上，"样板 "指的是相对短的样板 ----比如说，4至
16小节(最多256小节)-可循环播放。因此，一旦放音开始，它
会持续播放，直到你按下[ ] 键，MOTIF带有大量预置乐句数据，
可用作构成样板的基本材料。

乐曲的音轨结构

下图显示乐曲的音轨结构，通过录制MIDI数据到分开的音
轨上，来创作出乐曲。

乐曲可播放最多 16个声部(从上图显示)

音源块音源块音源块音源块音源块 (样例样例样例样例样例 )
当安装了多声部扩展卡及两个单声部的扩展卡时

乐曲混音

外置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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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的音轨结构

样板包含有乐句(如下所示)，您可以通过为每条音轨录制
MIDI数据来创建它的，并自由地编排乐句(预置 /用户)。

当使用一块多声部扩展卡及两块单独声部扩展卡时，样板

放音最多可使用 16个声部(如上图所示)。

风格及单元

样板有一种 "风格 "(乐曲风格)及 "单元 "(样板变化)构成。
您可以通过选择一种风格及单元播放样板。

风格及单元

一种样板包含一种 "风格 "(乐曲风格)及一种 "单元 "来(样
板变化)，您可以通过选择一种风格及其单元播放样板。

乐句

它是基本的MIDI音序数据-最小的单位-用来创建样板。"乐
句 "是用于单独乐器的样板乐句，如：节奏样板用于节奏声部，

及用于低音声部的低音乐谱，或用于和弦伴奏声部的吉他声部。

MOTIF带有128种预置样板，可容纳256种用户乐句的内存空
间。

由粘贴功能(样板)创建的样板
快速导读(105页)----参考(219页)

粘贴功能允许您创作出 "复合 "的风格，方法是从预置及下
图所示的用户风格中组合不同的乐句。

您可以从其它风格中将想用的乐句拷贝至当前的选的风格/
单元。

MIDI音轨及采样音轨

MOTIF上乐曲 /样板音轨(1-16)可分为两组：MIDI音轨及
采样音轨。

MIDI音轨
在乐轨中演奏数据(用来播放内置音色)录制为MIDI数据。

音轨与MIDI音序器中的音序轨一样。

采样音轨 ----使用采样音色
使用音序  (乐曲 /样板)模式中，采样功能(58页)，音色会

被自动创建及存储，被称为 "采样音色 "。使用采样音色的音
轨指的是 "采样 "音轨 ----让它们同MIDI音轨区分开来。
采样音色可作为原始数据存储，它们存储给乐曲或风格，

这就是说您不可以拿一个属于一首乐曲或风格的采样音色，在

另一乐曲或风格中使用它。要了解采样音色及采样功能请参阅

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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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音轨录音方式

在下面介绍中，您需谨记，以便更好地录制用户乐曲/样板。

实时录音及逐步录音

在实时录音时，MOTIF工作方式与卡座录音机一样，边弹
奏边录制演奏数据。这将让您获取真实演奏的细节。使用逐步

录音，可以通过 "写入 "来创作演奏，一次一个事件。这就是
非实时的步录方法 ----与在纸上写谱子非常相似。

替换及叠加(乐曲 /样板)

替换

您可以使用本方法，用数据替换录制音轨上的已有数据。

第一次录制的内容丢失，新的内容取而代之。

叠加

您可以此方法将更多的数据添加给已含有数据的音轨上。

第一次录音不会丢失，新的内容被添加。本方法让您添加复

合的乐句与循环录音相结合（下述）。

循环录音(样板)
样板重复一个"循环 "中的几小节的节奏样板(4至16小节)，

它使用循环来录音。

方法非常方便，使用叠加方法(上述)录制样板乐句。
如在本例中展示的一样，您录制音符，会从下次重复时(循

环)播放，让您边听前面录好的资料边录音。

注意：循环录音只能在实时录音中使用。

循环 3

开镲

小军鼓

低音鼓

循环 2

小军鼓

低音鼓

循环 1

低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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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 / 跳出(乐曲)
您可以使用此方法，重新录制音轨的一个区域，在这种情

况下，您必须在开始重录之前设置开始及结束点。

在下面的八小节中，第三至五小节是重新录制的。

注意：插入 /跳出录音只能在实时录音时使用。

注意：插入/跳出方法会替换(毁坏)某个区域上的原始数

据。

采样音轨录音方式(采样)
见 58页

乐曲链

本功能允许将乐曲串链在一起，自动播放音序，MOTIF允
许创建一组乐曲链数据。

样板链

样板链允许您将不同的样板放在一起，创建一个单独乐曲，

您也可以让MOTIF自动改变风格及单元，方法是事先用此方
法创建样板链。您也可以在某此样板上创建乐曲时使用它，因

为创建的样板链可以改变成为乐曲。MOTIF允许您创建一种样
板链数据。



55

琶音

快速导读(91页)   参考(128页)

本功能可以根据弹奏的音键自动激发琶音乐句。

琶音功能适用于舞曲和 techno类型的音乐。您可以将想用
的琶音类型分配给每种音色/演奏，并调整速度，您也可以设置
琶音播放方式、力度范围并播放效果，创建自己原始的套子。另

外，琶音播放可通过MIDI OUT口传出。

琶音结构

下图显示琶音结构：

四类琶音播放类型

琶音类型可分为下面四类

音序

创建常规的琶音乐句，主要为八度上 /下的乐句。

乐句

创建的乐句不仅仅为音序，它是非常音乐化的东西。从

"Techo"开始，这里有大量的音乐素材，用于创建吉他、钢琴
伴奏音轨 及其它乐器的背景音轨。

鼓样板

创建鼓样板 -类型乐句，任何音符可产生相同的鼓样板，此
类型在使用鼓及打击乐的音色时非常有用。

控制

创建音调变更：方法是控制变更数据的音序。它不创建音

符数据。

乐句 / 样板及琶音
录制琶音到乐曲 /样板
您可以为乐曲或样板录制琶音数据。琶音的实际音符数据

在录音中，被录制到乐曲 /样板的音轨中。

在乐曲 /样板播放时琶音开 /关
另外，琶音开 /关可以为每个乐曲 /样板声部单独设置。如

同在键盘中弹奏琶音，它会将琶音插入播放中的乐曲 /样板中
的音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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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户琶音

实际上，没有直接录制琶音的方法。首先，您需将一个乐

句录入一首乐曲中。然后，使用适当的乐曲工作功能，将数据

转化成为琶音数据。

注意：琶音数据包括四条音轨，但乐曲工作中的数据转

换为一次一条音轨。

主控(主控模式)
 快速阅读(93页)    参考(268页)

MOTIF有大量不同的功能和操作，您也许会发现找出特定
的功能是一件难事。而主控功能是随时可用的，您可以它记住

每种模式中的操作，只需按下一个键，即可叫出您要的功能。

MOTIF有可容纳 128种用户主控设置的空间。

当 "音色 "或 "演奏 "处于内有屏幕中主控播放模式中，可以使
用区域功能，并将设置存入一个用户主控设置中，详情随后概

述，除上述显示的其它参数(如旋钮 /滑杆设置)可以被存储，详
见 273页。

记住：您存入音色 /演奏模式中的一个用户主控，与您存在
乐曲 /样板模式中的用户主控设置不同。下面介绍主要的不同
之处：

存储乐曲 /样板模式中的设置
通常，您可以在乐曲模式中，存储乐曲号码，在样板模式

中存储样板号。

注意：在文件模式中操作及设置工具及采样模式中，不

能存入一个用户主控设置。

在音色 /演奏模式中的存储设置
除特殊的音色或演奏号外，您也可存储主控键盘功能，如

区域设置，MOTIF键盘可分为 4个不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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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区域(音色演奏模式)

在音色演奏模式中，键盘可分国最多四个区域(如下所示)，
每种带有自己的MIDI通过设置。  这种方式，您可以是用一个
键盘来分别控制多个乐器声部。另外，您也可以在连接的MIDI
设备上，用有不同的区域控制通道。

您可以设置这四个区域，并将它的存入主控模式中。

四个区域可以被配置成为音色 "分层 "，让您在区一个区域
中弹奏时同时，拥有多个音色。(如下例显示)

分割

您可以使用分区设置来创建 "分割 "，将键盘在分割点上分
为两区域，在下列中，分割点为C3。下部区域用来激发琶音，
而上部区域用来弹音色。

分层

您也可以使用区域设置来创建一个 "分层 "----键盘可用来
同时弹奏两个分开的声部，两个声部统一播放，在下列中，键

盘统一地弹奏两个音色----一个内置音色，另一个为插入音色。

分割点

音源模块音源模块音源模块音源模块音源模块 ( 内置扩展内置扩展内置扩展内置扩展内置扩展 )

外接音源外接音源外接音源外接音源外接音源

外接音源外接音源外接音源外接音源外接音源

音源模块音源模块音源模块音源模块音源模块 (内置内置内置内置内置 / 扩展扩展扩展扩展扩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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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

采样功能让您将自己录制的音色 ----音色、乐器、节奏、特殊音效 ----录入MOTIF，并像使用其它MOTIF音色一样来弹奏
它。MOTIF中单独的波形数据是“样本”。
下图显示采样结构下图显示采样结构下图显示采样结构下图显示采样结构下图显示采样结构

A/D输入口
数字入接头

A/D转换器

音色 /演奏模式 乐曲 /样板模式

键库设置

(自动设定，采样类型设为 "Slice+Seg")

当采样类型设为"采样+音
符 "或 "Slice+Seg"

D/A转换

输出(音色)

分配给一个演奏声部

存储为用户音色

通过选择想用的音色/样板轨，信号
可以作为采样音色被分配到相应混
音通道上。

作为所选乐曲的原始采样音色存储

当安装了MOTIF AIEB2卡

波 形波 形波 形波 形波 形

内置DRAM4兆内存条(可扩展至64兆)

键库设置

当安装了MOTIFmLAN8E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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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采样创建的数据

无论处于任何模式，原始采样数据是一样的。然而，不同

的参数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特殊的模式及设置。通常，这时

有一个例子，介绍哪种数据可在采样功能中创建。

对于所有模式所共有的样本数据

波形数据(采样数据)
采样时，这些锯形音频数据会存入MOTIF内存中，详见44

页。

键音库

分配采样抚摸音符范围及力度范围被称为键音库。

波形

被分配采样数据的键音库组被称为波形。

要了解上述解释，请参见下图，在本例中，波形中最多五

个采样组成，范围为C#2至 F4，在六个键库中。

由音色 / 演奏模式中采样生成的数据
用户音色

录制的采样波形数据或输入MOTIF的波形，不能直接播放。
首先，它的应转成用户音色，在选用时，可以键盘式音序号上

播放。另外，用户音色或分配内演奏声部 ----同预置音色一样
地使用。

由乐曲 /样板模式中采样生成的数据
采样音色

当在乐曲 /样板模式中采样时，音色会自动被存储，这就是
"采样音色 "。采样音色可分配给对应于在采样设置屏幕中设置
的音轨，在乐曲 /样板数据播放时发声，采样音色是原始的，可
用于采样时选用的特殊的乐曲 /样板。由于这个原因，您 无法
将属于一首乐曲或样板的采样音色，在另一首乐曲或样板中使

用。通常，采样音色数据同常规音色或鼓音色的数据是一样的-
---你不能在音色及演奏模式中选择采样音色(然而，您可以在
音色编辑中，选择采样音色的波形。)

音符数据(当采样类型设为 "采样 +音符 "时)
这不仅将采样的波形存为乐曲 /样板模式中的采样音色，还

将它录制到分配的音序器上的音轨上。

根据音频乐句的键库及音序数据(当采样类型设为
"Slice+Seg"模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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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音色 / 采样音色和波形

注意：当使用采样功能时，采样会以数字顺序存入目的波形中，从最低的号码波形开始。

注意：最多为 128种音库，可分配给一个单独的波形，MOTIF允许创建最多 8,192个键库。

注意：在音色因子编辑中的振荡器显示菜单中，您可选择或查看上面提到的 256种波形。

波形(用户 001-256)

用户音色

当从样板模式中进

入采样模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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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采样录音启动的方法

您可以使用一种方法来启动采样录音。本章包含对于可用

激发模式的采样录音的启动方法。要了解设置激发模式的情

况，见 237页。

当激发模式设为 "手动 "
无论选择哪种模式，按设置屏幕中采样里的[F6](REC)键，

立刻开始采样，采样会不管乐曲 /样板和播放 /停止状态而开
始。

当激发模式设为 "电平 "
在按下采样模式中，设置屏幕中(在任何模式中)[F6](REC)

键，采样会在收到音频信号时开始。

音频击发的阀值被称为击发电平。(见下面介绍)如图所示，
击发电平设置越高，需高音量的音频输入方可启动采样。如果

击发电平设得太低，低柔的音量可以启动采样。采样会不考虑

乐曲 /样板的播放 /停止状态而启动。

当击发模式设为 "Meas"时：
在采样设置屏幕中按下[F6](REC)键时(236页），启动或停

止采样与乐曲及样板的播放相连。此设置只在乐曲 /样板模式
及录音类型(Rec类型)设为 "Slice+Seg"或 "Sample+Note"时
可用。

采样播放类型

采样可以下面三种方式来播放。

一次触发

当面在键盘上按一键时，采样会从头到尾播放一次。此类播

放适用于鼓及打击乐音色。

电平 采样录音启动

采样录音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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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

它被用来创建长的连续音色，如铜管及弦乐，或带存长延

迟音色的乐器，如钢琴。靠近尾部的相应的采样部分被循环，

产生长的延迟或衰减。

当您在键盘上弹奏一个音符时，采样会从开始点到尾点进

行播放，然后，它返回到开始上，并再次播放到尾点，一直这

样做下去直到您松开键盘。使用乐器时，音色的特性("起音 "
部分)通常在开始时，您可以在此单元的每个结尾处设置循环
及尾点。当播放乐器的采样像如此地被循环时，音色起音单元

会播放一次，然后播放循环单元。一直持续至松开按键。循环

也可以用来创建可用的乐器音色，而不会占用太多内存。

您可以在采样模式中设置每个点。因为MOTIF可以显示
LCD中采样音频数据的全部(提供播放功能)，您可以编辑循环
点，使采样编辑非常精确及方便。

反转

当您在键盘上按一个音符，采样会从尾部到开头播放一次。

此功能适合于创建出返转的音钹音色及其它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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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及文件管理

快速导读（97页）。参考（261页）

MOTIF于创建大量不同的数据，其中包括音色、演奏、乐曲及样板，在本章中，介绍存储不同类型数据及使用内存设备 /媒
介存储它的方法。

内存结构

下图详细介绍MOTIF功能及内存、内存卡的各种外按存储设备 /媒介的关系。

在您使用成批数据在 SRAM内存及外按
MIDI设备之间传输时，请注意下述各点。
成批数据传输不能用来传输用户琶音数

据及系统设置部分。

成批传输至外按MIDI设备，只有当Motif
收到成批数据传输的请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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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

ROM及RAM
ROM(只读内存)用来读取内存中数据，而不能向其中写入

数据。它里存储着乐器永久的预置数据。

另外，RAM(可读写内存)允许对其进行读写。这里存储着
编辑或录制的数据。

SRAM及DRAM
MOTIF使用两种RAM，取决于存储数据的条件：
SRAM(静态RAM)及DRAM(动态RAM).
保存在SRAM内的数据会长久保存，直到电池电力过低。而

存在DRAM中的数据，在关闭电源后会丢失。
因此，您应将DRAM中的数据存入内存卡或外接SCS设备

中，然后再关闭电源。

编辑缓冲区(DRAM)和召回缓冲区(DRAM)

编辑缓冲区及用户内存

编辑缓冲区是用来存放些类编辑数据的地方：音色演奏。

主控：乐曲、乐曲混音、样板混音。在此位置中编辑的数

据会存入用户内存中。

如果您选择另一种音色，演奏、主控、乐曲或样板，编辑

缓冲区的整个内容全被新适用的音色 /演奏 /主控 /乐曲调音 /
样板混音数据替换。在选择另一种音色前，应确认存储重要的

数据。

编辑缓冲区并召回缓冲区

如果您已选择另一种音色或演奏，而不存储您正编辑的音

色或常规，您可以召回原始的编辑，因为编辑缓冲区的内容存

在内存中，记住召回缓冲区功能在音色或演奏模式中可以使

用。

内存卡 / 外按 SCSI存储设备

要保证您的存入用户记忆的数据会保存住，最好的方法是

将重要数据存入内存卡或外接的SCSI设备，以便能长期保存
它 。详见 289页，了解内存卡的情况；27页了解SCSI设备。

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可存储在MOTIF上创建的数据至内存
卡或外接SCSI设备。
将用户内存中的所有数据存为一个文件 ( 带有扩展名

"W2A")，
根据它的特定功能(对对应每种类型使用扩展名)存储各文

件，详见 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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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电脑上音序软件

当[REMOTE  CONTROL  ON/OFF]键打开时，下面键 /控制可以控制音频音轨调音及连接到MOTIF的电脑上音序器软件
的音序器输出。

数字键数字键数字键数字键数字键[1]~[16]
这些键用来选择电脑音序器软件的相应的音

轨，或打开 / 关闭这些音轨，这取决于
[TRACK SELFCT]键的开/关状态及[MUTE]
键。

旋 钮旋 钮旋 钮旋 钮旋 钮

调整相位、效果发送电平，电脑

音序器每条音轨的均衡器。

[TRACK  SELECT]键键键键键
当它打开时，可用NUMBER
[1]-[16]键选择电脑音序软件
上的相应音轨。

[MUTE]键键键键键
当打开此键时，数字[1]-[16]键可用来打开 /
关闭电脑音序软件的相应的音轨。

控制滑轩控制滑轩控制滑轩控制滑轩控制滑轩

调整电脑音序软件的每条音轨的音量。

[SEQ  TRANSPORT]键键键键键
控制电脑音序软件上的传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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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音序软件

通过MOTIF遥控功能可控制下述电脑软件程序。
Windows
Cubase   VST/32
Logic  Audio  Plutinum  Ver4.6
Cakowalk  ProAudio   Ver9.0
Pro  Tools  V.50
Macintosh 电脑
Cubase  VST5.0
Logic  Audio   Plutinum  Ver4.6
Pro  Tools  V5.0

注意：根据使用的电脑音序软件，可通过遥控控制功能来控制参数，详见参考部分的 257页。

注意：要使用某些软件，应安装CD-ROM中的设置文件。要了解如何安装，详见安装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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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可以了解MOTIF的基本操作功能。这里你们将学习基本的方法 ----选择模式的方法，叫出各种功能，改变设
置及编辑参数值。花些时间了解这些操作方法，您会很快掌握这台乐器。

调出操作屏幕
要叫出需要的屏幕或参数，首先要选择一种模式，然后选择一种模式的功能菜单，下面的单元显示您需要按下浏览各种模

式及子模式的按键。

选择模式

MOTIF会组合成各种模式，每种涉及不同的功能。

注意：每种模式的情况，见 30页。

四种主要模式（播放模式）-音色、演奏、乐曲、样板

要选择另一种模式，是需按相应的模式键。

两种子模式 ----采样、工具

有四种模式(音色、演奏、乐曲及样板)有了模式 -采样模式及工具模式。在每种主模式中，有两种子模式。记住：采样及工
具模式的特殊屏幕及参数，会根据叫出子模式前，主模式是哪一种，会有所不同。详情请参阅参考单元的相应介绍。

要选择另一种模式，只需按下相应的模式键。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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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要选择另一种模式，只需按下相应的模式键。

注意：屏幕及参数会根据进入采样 /工具模式的模式而有所不同。

特殊模式 ----主控模式及文件模式

除了上述的模式外，还有两种模式 -主控模式及文件模式

主控播放模式

要选择另一种模式，只需按相应的模式键。

混合模式(在乐曲 /样板模式中)

存两种音序器模式，乐曲及样板，带有特殊的混音模式

要从文件模式中退出，并选择另一种模式，只需按相应的模式键。([EXIT]键不能在这儿用)。

从音色模式 从演奏模式 从乐曲模式 从样板模式

选用时，主控设

为音色模式

当选择时，主控

设为演奏模式

当选择时，主控设

为乐曲模式
当选择时，主控

设为样板模式
文件模式

乐曲混音模式 样板混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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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模式(在乐曲 /样板及采样模式)

MOTIF有录音模式 ----一种用于乐曲及样板模式中的录音，而另一种用于采样模式中的录音

采样录音模式

按[EXIT]键，从采样录音模式中退出。

乐曲录音模式 样板录音模式

按[STOP]键，从乐曲
录音模式中退出，进入

乐曲播放模式。

按[STOP]键，从样板
录音模式中退出，进

入样板播放模式。

从音色模式中 从演奏模式中 从乐曲模式中 从样板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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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模式

四种模式(音色 /演奏 /乐曲 /样板)，上面概述的及主控模式有自己的编辑模式。

按[EXIT]键，从编辑模式中退出。

采样编辑模式

按[EXIT]键退出编辑模式。

按[EXIT]键从编辑模式或退出。

工作模式

上面描述的多种模式 ----主模式(音色、演奏、乐曲、样板)

音色编辑模式 演奏编辑模式 乐曲编辑模式 样板编辑模式

主编辑模式 乐曲调音编辑模式 样板混音编辑模式

两种子模式(采样及工具)、混音模式(在乐曲及模板)，主控模式 ----都有自己特殊的工作模式。
要调出工作模式，按[JOB]键，上述一种模式被激活。因为[JOB]键没有指示灯，可查看屏幕看工作模式是

否被选用。

从音色模式 从演奏模式中 从乐风模式中 从样板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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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模式(音色、演奏、乐曲、样板)及要模式有自己特定的存储模式。
要调出存储模式，按[STORE]键，上述一种模式被激活。因为[STORE]键没有指示灯，可查看屏幕看看

存储模式是否被激活。

存储模式

选择功能及参数

上述描述的每种模式包含不同的屏幕，不同的功能及参数。要浏览这些屏幕，选择一种想用的功能，可使用[F1]-[F6]键及
[SF1]-[SF5]键。当您选择一种模式时，可用的屏幕或菜单显示在屏幕底端的按键上(如下所示)。

使用功能键[F1]-[F6]

根据当前选择的模式，最多可用六种功能，并可以用[F1]-[F6]键来叫出。记住根据所选模式，可用的功能有所不同。

使用子功能键[SF1]-[SF5]

根据当前选择的模式，最多有五种功能(子功能)可用并使用[SF1]-[SF5]叫出。记住可用的功能会根据所选的模式而变化。(一
些屏幕的这些键无子功能)。

取决于当前选中的模式，最多可以使用 5种模式或子模式。可用的功能根据当前的模式而有所不同。

这些功能可通过相应的键

[F1]-[F6]来选择。

在本例中，按[F5]键
进入 LFO屏幕

这些功能于通过相应

的键[SF1]-[SF5]来选
择。

在本例中，按[SF5]
键进入SCALE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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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离开当前的屏幕

针对多数操作(特别是编辑及相关的工作或存储)，按[EXIT]键，将让您离开屏幕并返回上一次最高级或当前演奏模式屏幕。

屏幕控制
输入数据

确认信息

当你执行某些操作时，如那些在工作、存储是文件模式中的操作时，MOTIF会显示确认信息。它让您执行操作或取消它。如
果一个确认信息(如上述所示)显示出来，按[INC/YES]键执行操作或按[DEC/NO]取消它。

（1) 移动光标
使用这四个键可在屏幕中浏览，将

光标移动到要选项目旁及屏幕中的

参数。当选取后，相应的项目会点亮

(光标以反色显示一个暗框)。

（2) 改变(编辑)数值
旋转数字旋钮至右侧(顺时针)，增加
数质，向左转(逆时针)减小数传值。
对数值范围大的参数，您可以同时按

下[INC/YES]键及[DEC/NO]键，以 10
为单位增加数值。要以10为单位减少
数值，需同时按住[DEC/NO]和[INC/
YES]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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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屏幕

这种方便的功能可让您叫出关于相关模式的相关详细情况，只需按[INFORMATION]键。举例：当音色模式激活时，您可以
快速地查询选取音色库的信息，正在使用哪种播放模式(复音或单音)，使用哪种效果等等。

在乐曲播放模式中，您可以立刻找到使用了多少内存，还剩多少内存可用于录音。

控制旋钮及滑轩

这些控制器以您立刻，实时地控制音色及MOTIF的各种功能。举例：您可以使用它的移动相位，调整混的或谐振效果，改变
乐曲或样板速度，微调EQ、滤波器动态频段扫描操作，调整乐由中音轨或音色中因子的音量平衡，并做许多其它工作 ---全在实
时中完成操作。

旋钮也可分配给不同的功能，让您控制音色的各方面或操作。(256页)
1.选择您想用的功能栏，需按[KNOB  CONTROL FUNCTION]键，相应指示灯亮，显示激活的栏，举例：如果您想使用旋钮

控制相位，混响，合唱及速度，可按[KNOB  CONTROL  FUNCTION]键(如需要于重复)，直到顶端指示灯点亮。

2.旋转相应的旋钮([KN1]-[KN4])，调整想要的功能再次按此键，选择每种功能。

旋钮控制功能

相位、效果发送及速度

滤波器及EQ

分配

在本例屏幕中，相位、效果发送及

速度控制可被叫出。

主控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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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幕上方的显示可用功能，数值会随您转动相应的旋钮改变数值。举例：要改变混响数值(在顶行)，应旋转旋钮2。要改变
相位数值，旋转旋钮 1。
如果在屏幕中的 "Rev"旋钮变暗，您作出的微调旋钮会影响音色。然而，如果旋钮点灯，在您达到光标设置前，旋钮会变暗，

您可以调整音色。

3、 移动相应的滑轩([CS1]-[CS4])

滑轩用来控制电平，但它会根据所选的方式拥有不同的功能。举例：在音色模式中，它是用来调整音色中四个因子的电平。

在乐曲及样板模式中，它是用来改变16条音轨的电平 ----一次4条。(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不同的四条音轨组，方
法是按[NUMBER])键，[1]-[6]键。要了解旋钮及滑轩，详见 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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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音键)设置

几种MOTIF的参数，可让您设置多种功能 ----举例：设置键盘分割 ----指定某些音符数值。您可以使用[INC/YES]键及[DEC/
NO]键，或数字旋钮，设置参数；或您也可以直接以键盘输入数值，方法是按相应的键(下面显示)，在本例中，音色的因子被编
辑。

MOTIF允许您创建自己的原始数据如音色、演奏、乐曲及风格。你也可以自由地命名数据。

用户音色 ...................... 130页
用户演奏 ...................... 166页
用户乐曲 ...................... 204页
用户风格 ...................... 232页
用户乐句 ...................... 230页
用户主控 ...................... 271页
用户波形 ...................... 247页
存入内存或SCSI存储设备的文件 ..... 267页

当您命名一种用户音色时显示下面的窗口(130页)。

1、 使用光标，移动光标至名称位置.

2、 使用[INC/YES]键，[DEC/NO]键或数字旋钮，选择一个字符。

当选中音符限制时，[KBD]标会出
现，表明您可以设置键盘数值，同

时按下[INFORMATION]键及按相
应键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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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动光标至名称下一个位置，方法是使用光标键。

4. 重复上述 1至 3步，输入其它字符。

使用字符目录

在 2步至 3步中，您可以使用特殊字符列表，这里显示所有的用字符，可方便地选择。
按住[INFORMATION]键，显示下拉字符目录。要选择一个字符，按住[INFORMATION]键，使用[INC/YES]及[DEC/NO]旋钮

选择。

当光标位于名称上，(LIST)图标会显示。您可以按住[INFORMATION]键叫
出字符目录。松开[INFORMATION]键返回原始屏幕。

1 )   移动光标到想用的位置。
当按住[INFORMATION]键时。

2)  使用[INC/YES]键，[DEC/
N O ]键或旋钮来选择一个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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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手册的重要信息，让您对MOTIF进行浏览，通过样例来解释所有功能，可使您获得重要的上手经验，并能开始使用设
备。仔细阅读此说明 ----这是了解MOTIF功能最好的办法，了解它能作什么?每组指示会让您了解掌握乐器的方法。如果您需要
更多信息或细节，请直接阅读参考部分 -----相关页码会在每个标题上标出。

播放演示曲

这里是开始了解MOTIF最佳的地方。乐曲及主控演奏曲被特殊编辑过，让您听到有趣的音色，并找出本设备的过人之处。

自动装载演示曲

参考(252页)

MOTIF带有演示曲数据(乐曲及主控程序)，可装入ROM并使用自动演示曲装载功能装入DRAM。当参数设为 "开 "时，演
示曲数据会在电源打开时自动装载。自动装载参数在出厂时设为关，(在常规情况下，您可以使用乐器的全部内存，不想让演  自
动装载)。在播放演示曲前，您需要打开些功能(如下  )。

演示曲程序会装入MOTIF，按下述说明试奏它一下。

快速导读指南

按[POWFR]开关再次
打开电源。

进入工具模式，叫出GENERAL屏幕。 叫出OTHER屏幕。

移动光标至 "自动演示曲装载 "功能。

设置 "自动演示曲装载 "至开。

按[POWFR]开关，
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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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乐曲演示曲

MOTIF拥用大量演示曲，以显示其动态音色并让您尝试一下其内在的高级功能。

要返回到乐曲开头，需按[ ]( 顶端)键。详情请参阅乐曲控制，见第 14页。

 打开电源

按[SONG]模式来进入乐曲模
式。

如果没有点亮，移动光标

至乐曲号码 /名称。
 造一首乐曲。

开始播放所造乐曲。 停止播放乐曲，如果您希望这样。

在放音中按[ ] 键可随时停止放音，暂停乐曲在当
前位置，按[ ] 键可以从此点恢复乐曲放音。

当播放完所造乐曲后，乐曲会自动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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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一首主演示曲

MOTIF有多种功能、模式。要想全了解并掌握是很困难的事。最好的开始位置是从主控模式开始。
手控程序是让您跨越MOTIF模式界限的特殊设置(音色、演奏、乐曲及样板)，让您选择整个乐器的想用配置。我的编辑大

量主程序，显示可用的强劲功能，试一下其中的功能(您台以在本手册中设置自己的手控程序)

当此模式设为音色或

演奏时，弹奏键盘。

进入主控模式。

 选择一种主控。

播放想用的主控程序。

当 模式设为乐曲或样板
时，按[ ]( 播放)键。



80

弹奏音色

在音色播放模式中，您可以选择并播放MOTIF的乐器音色。由于拥有85兆波形ROM内存，有700种音色可选择(如果安装
扩展卡会更多)，MOTIF拥有您想用的音色，无论您创作何种风格的乐曲 ----从钢琴、弦乐、其它原声乐器到精美的合成，舞曲及
电子音色。

另外，使用62复音，您可以播放丰腴的乐弦音色及琶音 ----全部保留这些音色而无需担心将音色截掉。MOTIF有几种不同的
音色库：预置 1-3、GM预置、用户及扩展 1-3(当安装了扩展卡)。选择音色库，并试一下其中的音色。

选一种音色

选择一种音色库。进入音色播放模式。

注意：当出厂时，

MOTIF带有用户中的
用户音色。通常您可

以按需要编辑并覆盖

它的。在工具模式的

Job页面上可以恢复
厂家原来的设置。详

见124页的音色及音
色组。

当音色播放模式被激活时，当前选

择的音色以大写字母标出 ----在播
放时，您可以方便地查看。

选择一个音色号码。

选一个音色组

在每个库中的音色可分为组[A ] -
[H]，选择显示属于所选组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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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目录查询功能
参考（126页）

MOTIF拥有目录搜索功能，可让您快速找到您要用的音色，而不管它的位置。只需造一个音色目录，如：A钢琴或合成音
色，您可以逐一浏览它的 ----并监听它的。也可使用特殊的喜欢的目录，来存储您常用的音色。

再次 按[CATEGORY SEARCH]键，
可关闭目录搜索功能。

收藏夹目录

使用此功能可方便地存储您喜欢的、经常使用的音色，在一个单独的，易于调用的

位置 ----按[FAVORITIES]键可叫出它的。选择您想要的音色，从任何目录中，进入每
个想用的目录。以此方式，您可以直接进入所有音色，而无需在其它的目录中乱找 -
- - - 在现场演奏时非常有用。选择想用的目录，然后移动光标至目录中您想用的音
色，按[ F 5 ]键在音色名称旁框上画句。(再按[ F 5 ]键一次可取消选取)。进入另一个目
录，继续注册您喜欢的音色。在选中您喜欢的音色后，按[DRUMKIT/FAVORITE]键存
储它的至想用的目录。所有选中的音色 - - - - 只有这些音色 - - - - 会显示在目录中。要退
出想用的目录，只需再按[DRUMKIT/FAVORITE]键一次。按此键可在两种设置间切换。

 按[CATEGORY SEARCH]键打开目录
搜索功能。

 选择一个目录。
选择一子目录

按目录键显示目录名称及音色目录。目录

中第一种音色被选中。
选择一种子目录

所有目录被分成二或三种子目录，

易于选择。子目录名称显示在目

录搜索屏幕低部，按[F1]-[F3]键，
选择相应子目录中第一种音色。

 选择一种音色。
使用数据旋钮，浏览所有音色。

您也可以使用[INC/YES]键及[DEC/
NO]键或使用光标[∧] / [V]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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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八度(MOTIF 6/MOTIF7)

有时在弹奏音色时，您可能想降低或升高音高范围。举例：您可能会想将音高降为贝司低音，或提升音高用于领奏或独奏。

八度上升 /下降键可控制这一功能。
每次按前面板上[OCTAVE  UP]键，音色的整体音高会以一个八度提升。每次按[OCTAVE  DOWN]键，会让音高以一个八

度下降。范围是从 -3至 +3，“0”表示为标准音高。当它设为八度上升时，[OCTAVE  UP]键灯会闪烁。当前八度设置显示在屏
幕右侧。同时按[OCTAVE  UP] 及[OCTAVE  DOWN]键，可以复原为标准音。(两个灯灭)。

注意：八度上升 /下降功能与调音设置连用(在音色编辑，138页)及音符度动设置(在工具模式，250页)。这也就是说，如

果音高使用此设置提升或降低，您也许无法使用八度上升 /下降键来移动完全的三个八度。

注意：如果使用八度上升 /下降，可导致音符超出音色的音高(C-2-G8)范围，无效音高会从前一个八度而发声(下降或上

升)。

注意：本功能也可在演奏模式或主控模式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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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音色

音色播放模式不仅让您弹奏音色，还让您执行了大量基本的、强劲编辑操作。举例：您可以改变EG设置，给音色一个软的
或硬的起音，或改变释音制造成延音。您也可能调整滤波器相似的设置并改变音色的音调。然而，一组面板特殊的控制旋设置让

您策调音色 ----包括相位、EG、效果、滤波器等 ----在实时播放中进行，通常，您可以存储新创建的音色，以便以后叫出(86页)。

快速音色编辑

参考 127页

选择想用的菜单 设定每个参数值

移动光标至想用参数，并选用[INC/YES]键，[DEC/NO]键或
数字旋钮改变数值。

[E]指示灯
如果您改变音色播放模式中的数，[E]指示灯会显示在屏幕左角。它表
明当前音色被修改但并未存储。

PORTA(滑音)屏幕
从此屏幕，您可以选择单声或复音播放，设置连音

参数，连音用来创建从一个音符过渡至另一个音符

的平滑过渡。

EG(包络生成器)屏幕
AGE(振幅包络生成器)
AGE控制音色变更的音量，从您按一个键您松开手指。
举例：设置一个十起音值会导致尖锐的音色。

FGE(滤波包络生成器)
F E G 控制音色音质的变化程度，它由滤波来影
响。这样，您也可以设置滤波器的截频及谐振。

ARP(琶音)屏幕
基本的琶音参数(类型、速度)会显示在屏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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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控制旋钮编辑音色

这些旋钮让您实时改变音色的不同方面 ----在您弹奏时，向右转可增加数值，向左转可减少数值。如果您想存储这些编辑，
您可以将它的存入一个新的音色(36页)

注意：MOTIF的每 中音色已经被设置为缺省或特定的值。使用这些旋钮可补偿缺少的标准参数值。无论补偿数值为多大

低限与高限不能被超过。

注意：使用演奏模式中旋钮可影响当前选 中的演奏，而不是音色本身。

选择可操作的功能

分配给每个旋钮的功能可按下图从四类中选用。

选[KNOB  CONTROI  FUNCTION]键可改变旋钮的参数设置。相应的 2ED灯指
示哪组参数是激活的，可用功能的控制会按下图显示在 2CD屏幕中。按[EXIT]
键，返回原始屏幕。

反复按此键选择每种功能。

注意：屏幕中 "Rev"旋钮呈暗

色，微调旋钮可影响音色。如果屏幕

中旋钮点亮，调整旋钮不会起作用，

直到您达到当前的设置。一旦您调整

旋钮至此设置点，屏幕旋钮会变暗，

您可以微调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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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每种被分配的功能

1) 相位、效果发送及速度

3) 分配
     这些旋钮可分配大量功能，让您创建自己的实时控制设置。要了解旋钮A/B，详见256页。要了解旋钮1/2，详见254页。

4) 主控 EQ
调整主控(整体)EQ设置用于整个音色。这时设置的可作为补偿在工具模式中，见 253页。添加给EQ设置(MIDI除外)。

相位

决定音色的立体声

位置。

速度

决定分配给当前选中音色的琶

音。在乐曲 /样板 /琶音模式下，
安将决定所选乐曲或样板的速度

混响

决定添加给音色的混

响效果量。

起音

决定音色的起音时间。举例，您可以调整一种弦

乐音色，产生一个慢起音的音量渐起 ----只需转
动[ATTACK]钮至右侧。对于打击乐起音，向左
转旋钮。

合唱

决定添加给音色的

合唱效果量。

释音

决定音色的释音时间，向右转，产生长的释音时间

(限决于所选音色)在松开音键后，让音色延音。要产
生尖锐的释音，缩短释音时间。

注意：当选择鼓音色时，它将用作衰减时间。

截频

决定滤波器的截频

谐振

试一试使用截频及谐振。举例：设置

谐振至一种电平，然后推动截频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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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编辑的音色

一旦您编辑了一种音色，您可以将它存入内存(SRAM)，最多为 128种常规音色，最多可存储 16种鼓音色。

注意：关于内存结构的详情，请参阅 63页。

小心
当您执行此操作时，目的内存的设置会被覆盖。主要的数据可被备份到电脑中，一个分开的记忆卡或某些其它存储设备中

(见 64页)。

大量详尽的编辑控制在音色编辑模式中也可用。

按音色模式中的[STORE]键。 使用[INC/YES]键及[DEC/NO]键或数字
旋钮，来选择目的音色内存。

按[ENTER]键，(屏幕上您确认)。

要执行存储操作，按[INC/YES]键。在存储音色后，会出现
"Completed!"信息，操作返回原始屏幕。

注意：要取消存储操作，按[DEC/NO]健。

小心：存储操作时间较长，会出现 "Executing⋯"信息。如果此时断

电，有可能损坏MO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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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插入音色

扩展卡让您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及功能。安装后，它的会同MOTIF一同完美无缝地工作 ----您可以使用这些音色及功能如同
它的内置在MOTIF中。最多可安装三块扩展卡。如果扩展卡被正确安装，相应的插槽灯会闪亮，用于安装卡上的音色数据会自
动设置为插入音色，您可以选择扩展音库，及内置音色库。

扩展音色可通过MOTIF面板操作进行编辑，方法与用户音色相同。编辑后，每块扩展卡于存储 64种扩展音色。

编辑并存储卡上音色

在卡上音色中有一组特殊的音色 ----叫作板载自定义音色 ----可用连接到MOTIF上的电脑来编辑，方法是使用板卡附带的编
辑软件。因为扩展卡没有SRAM，数据因关闭电源丢失。编辑过的板载自定义存入记忆卡或连到MOTIF上的SCSI设备。卡载自
定义音色应存入内存卡或外接SCSI设备，使用自动装载功能，在打开电源时，于自动装载存在内存卡或SCSI设备中的卡载自
定义音色数据。

1) 使用音色编辑器编辑卡载音色。
2) 传输编辑数据给卡载内存。

3) 将内存中的数据存入内存卡。

4) 在工具模式中设置自动装载(252页)。

5) 下一次打开电源，存入内存卡的卡载音色的数据会自动装载进入扩展卡的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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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奏模式下弹奏

基本结构(42页)
参考(162页)

在演奏模式中，您可以选择并使用各种用户演奏音色。在一种演奏中，您可以将几种不同的音色在一个音层中混合在一起，或

在整个键盘上分割它们，或甚至设置组合分层 /分割。每种演奏可会有最多四个声部。

注意：要了解演奏及其内存(库)结构，见 63页。

选择演奏

演奏声部开 / 关
每种演奏可包含最多四个声部，从七种中选择一

内置声部 1-4及插入声部 1-3.
1) 按[MUTE]键，提示灯亮
2) 按您想哑音的的[1]-[4]键，对应于指示灯的声部

被哑音

3) 再按[MUTE]一次，指示灯关闭。

当演奏播放模式被激活时，当前选

择的演奏以大写字母显示，- - - - 您可
以方便地将播放哪一种音色。

进入演奏播放模式  选择一种演奏组
在每个库中的演奏，可分为A-H组。选一个组显示属于选择
组的演奏。

注意：所有演奏存储到一个音库后，在此您不需选择一个音库。

选择一种演奏号码。  弹奏键盘

注意：目录搜索

功能及键盘八度功能也

可在演奏播放模式中使

用，方法与音色播放模

式一样。



89

编辑演奏(分层 / 分割)

基本结构（45页）.参考（170页）

演奏可由最多四个声部(音色)组成，从内   间声部 1-4中，及扩展声部 1-3中选取。
您可以通过将几种音色分层叠加在一起，来创建一种演奏，将不同的音色分配键盘不同的区域，您可以存储最多 128种原

始编辑的演奏至内置用户内存。

分层 分割

叫出VOICE屏幕，方法是指演奏播
放模式中的[F3]键。

 分配想用的音色给每个声部
移动光标给想用的声部并用[F1]和[F2]键选择一种音色分配内
置音色给选用的声部，删除选中声部的音色分配。

指是每个声部的音符范围

您可以设置选用声部音色的最低音范围，方法是按住[SF4]健，
再按想用的键。要设置最高音符范围，应按住[SF5]健，再按想
用的健。它让您创建一个分割键盘，最多为四种不同的声部(音
色)，它的处于不同的四种范围内。您
也可以叠加声部创建音层。

改变每个声部的音量，在四个声部之

间，通过使用控制滑轩来调整相应的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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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编辑过的演奏

参考（176页）
一旦编辑了一种演奏，您可以将它存入内存(SRAM)。最多有 128种演奏可存储。

注意：详见内存结构。63页。

小心

当执行此功能时，目标内存的设置可以被覆写。重要的数据也可备份到电脑中，分开的内存某些其它存储设备中(64页)

连音、EQ(包络生成器)、琶音参数可通过[F4]-[F6]键叫出，方式与音色模式一样
在演奏编辑模式中，有大量编辑控制，见 165页。

按演奏模式中的[STORE]健。 使用[INC/YES]键及[DEC/NO]键
或数字旋钮，选择的音色内存。

按[ENTER]键(屏幕上让您)。

要执行存储操作，按[INC/YES]键，一旦音色存入，会出现"completed"
信息，操作返回原始屏幕。

注意：要取消存储操作，按[DEC/NO]键。

小心：存储过程可能会很长，此间可能出现 "Executing⋯"在此时关闭电

源，有可能损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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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琶音功能

 基本结构(55页)      参考(128、165页)
MOTIF拥有强劲的直观的琶音器，让您自动地击发预置琶音乐句，节奏音乐及特殊的 "人性 "样板 ----这取决于您演奏的音

键，及弹奏的力度。您将想用的琶音类型分配给每种音色或演奏，并实时调整速度作为琶音类型给每种混音设置，并在乐曲及

样板中使用。

琶音播放

选择一种音色 / 演奏。

按 ARPEGGIO[开 /关]键打开琶音。

注意：当您选

择一种音部或演奏让

琶音开关设为开。

注 意 ：

ARPEGGIO [开 /关]
状态可存入每种音

色，演奏或混音设

置。

弹奏键盘：按住音键，琶音会根据弹奏的音符、

速度、音乐限制等播放。

注意：在音色播放模式中，通过选择音色可

播放琶音。

注意：在演奏 /乐曲混音 /样板混音模式中，琶音

会通过分配给选用声部来播放，此时选用声部的琶音开关

设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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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音类型、速度及界限

MOTIF提供大量的琶音类型，您可以提要求改变琶音速度，琶音功能在所有模式中可用。
下面介绍演奏播放模式的应用。

 按[F6]键，在演奏模式中叫出ARP(琶
音)屏幕。

选择一个琶音库  移动光标至音
库参数据并选择。

 选择一种琶音类型    移动光标至类型参数
并选择。

设置用于琶音播放的速度    移动光
标至速度参数并设置。

设置琶音放音的力度限   移支光标至力
度限参数并设置。

设置琶音声部开关    您可以设
置每个声部的琶音播放开或关。

移支光标至声部的选择框，在

框上打勾。

 将琶音设置存入想用的用户
演奏中，琶音设置可存入一

个用户音色，一种用户演奏，

或乐曲 /样板混音设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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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键盘使用   基本结构(56页) 参考(268页)

MOTIF拥有大量的功能及操作，您也许会发现要想找到想用的功能非常困难。主控功能可以随时使用，您可以用它来记忆
您在每种模式中经常使用的操作，并使用一个按键，随时立刻叫出它的。MOTIF的空间可容纳 128种自己的用户主控设置记忆
到一种主控设置中。

记录到主控中

选择的模式及程序可记忆到主控播放模式中一种主控设置中。

 进入主控模式中，选一个
主控号(269页)。

按[F2]键，叫出MEMORY屏幕。

选择要记忆的模式。

选择想记忆的要用的程序(音色、演奏、乐曲、或风格号)。

 给主控设置命名。
您可以在主控编辑模式中为主控命名。（7 5 页）
您也可以设置分配给控制旋钮 / 滑轩的功能。（2 7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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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设置至主控
编辑的主控设置于存入内存(SRAM)，最多 128个主控模式可
被存储。

注意：要了解内存结构细节，见 6 3 页。

小心：当您执行这些时，目的内存中的设置会被覆盖。重

要数据应备份至电脑中，内存卡其它存储设备中。

按[STORE]键，进入主存储模式。

 选择目的主控。

按[ENTER]键。

执行存储操作。

注意：要取消存储操作，按[DEC/NO]键。

小心：存储时可能要占很长时间，其间可能出现 " E x e c u t i n g⋯"

在此时关闭电源，有可能损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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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键盘设置

使用外接音源分层 /分割设置

MOTIF可用作复杂的主控键盘，在现场及录音相同使用。当主控设为音色或演奏模式时，您可以为四个独立区域进行设置。
这样可以从通过不同的控制外接MIDI设备上的音色 --还有MOTIF本身的内置音色。为每个区设置键盘的音色范围，并将不同
的MIDI通过分配给每个区，可以完成此设置。
举例：这让您将几种音色分层叠加在一起，包括连接的MIDI音源，另外，您可以将不同的音色分配给键盘上不同的区域，

使用左、右手弹奏不同的音色。在下例中，我们如下所示设置三个区。我们在C3音符处设分割点。在下键盘(B2或更低)，是
一种贝司音色和一种钹音色。在上区(C3或更高)，可以是钢琴与电颤琴的音色组合 ----从外接音源中弹出。使用高级设置，您
可以用双手创建完整的爵士组，下面的图例告诉我可使用用于主控的音色模式。

在主控播放模式中选一种音色将模式设给音色，然

后选择PRE1库及音色 123。

设置区域开关至开。

进入主控编辑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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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号码设置

在主控编辑模式中的KN/CS屏幕中，您可设置控制旋钮及滑杆影响每个区域的方式。它让您指定每种旋钮及滑杆的MIDI控
制变更号码。在下例中，所有区域的控制旋钮已设为 10(相位)，滑杆设为 11(表情)，以同样的方式，您可以使用相应的旋钮控
制主体声位置。使用滑杆来调整区域同相关的音量平衡，只有当区域开关在主控播放模式中设为开时，此设置才能使用。

叫出区编辑屏幕。 叫出 TRANS屏幕。
设置区域 1的 TG开关打开，并将其
它区设为关。这使传输的数据只在区

域 1中播放。

设置区域2和3的MIDI开关至开，并
设置其它区域为关。这使传输的数

据在区域2和3中播放，并传入外接
音源。

设置区域 1的MIDI传输通道
为 1.设置MIDI区域 2和 3的
传输通道与外接音源匹配。

4．确定外接音源设为音色操作
(16条通道上每条音色不同)，并
选择音源上适当的音色，对应于

上述 3中设置的MIDI通道。

叫出NOTE屏幕。

设置区域 1 的上限至 B 2，设置区域 1 的下限至 C - 2。

设置区域 2和 3的上限至G8，设置区域 2和 3的下限至C3。
每个区域会在设置的音条范围内让分配的音色发声。

将设置存入一种主控中

(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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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 / 装载数据

 基本结构(63页)  参考(261)

使用MOTIF可创建多类数据，下类数据自动保存在内存中，即使关闭电源也不会丢失，它们是：音色、演奏、主控、琶音、
采样功能（在工具模式中设置的参数）。因为其它数据（通过采样功能、乐曲样板录制的波形数据）在关闭电源后会丢失，您应

将它们存入内存卡或外接SCSI设备。在MOTIF上创建的数据，也可存入内存卡或SCSI设备。通过选择 "全部 "作为文件类型
进行存储，全部原始的MOTIF数据可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然而，在装载 "全部 "数据  MOTIF时，您必须选择特殊的数据
类型(如音色或乐曲)，如下图所示。

注意：关于内存卡，见 289页。要了解 SCSI设备，见 264页及 290页。

存储数据

注意：在使用新内存卡或外接SCSI设备前，您需从MOTIF上格式化磁盘，详风 265页。

进入文件模式，

方法是按[F ILE ]
模式键。

叫出CONFIG屏幕。 选择数据要存储的设备移动

光标至当前参数据，并选

"CARD"或 "SCSI"。

叫出SAVE屏幕。

 设置要存储的文件类型。
注意：有关想存储的文件类型，见262页。

选择数据要存及的文件夹。

注意：使用[F4]键，您可以命名文件夹，
并使用[ F 6 ]健，创建新的文件。

按[ENTER]键。

按[INC/YES]健执行存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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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数据

按(FILE)键进入
文件模式。

叫出CONFIG屏幕。  选择装入数据的设备  移动光标至当
前参数据，选择 "CARD"或 "SCSI"。

叫出 LOAD 屏幕。

选择要装入的文件类型。

注意：关于可装入的文件类型，见 263 页。

要装入的文件  这里，选择带扩展名 "W2V"
文件，按[ENTER]健，选择想用的音色。

 选择要装入数据的目的用户内存。 按[ENTER]健，执行装载操作。

注意：向MOTIF中装入数据会自
动抹去并替换用户骨存中已有

的数据。请记住，应将重要的数

据在执行装载操作前，存入内

存卡或 SCSI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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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乐曲播放采样(内置采样音序器)

在本章中，我们将了解MOTIF的重要功能----内置采样音序器。现在数字音乐制作者及作曲家使用先进的工具来完成工作。包
含MIDI音频、编辑、采样等。剪下并贴上节拍，循环及样板是制作音乐的一部分。MOTIF让您以这种方式工作，将采样与MIDI
音序相结合 ----使音乐创作更容易、简单。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创作新的乐曲的步骤。

创作节奏轨

1.采样至样板轨。
2.录制MIDI数据至样板轨。
3.分配一个预置乐句给样板轨(音图功能)。
4.使用套子功能。
5.样板混音。
6.创建样板链。

创作一首乐曲

7.拷贝样板链数据至乐曲。
8.MIDI录音至音轨。
9.采样至乐曲轨。
10.乐曲音轨哑音及场号。
11.乐曲混音及存储为样板设置。
12.存储并输出录制的乐曲到外接PC(文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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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样到一条样板轨中
基本结构（52页），参考（264页）

首先，从音频CD（或其它源设备中)中，将想用的节奏通过采样功能录入MOTIF。

注意：关于连接外设音频至MOITF的方法，见 23页。

进入样板模式。 叫出 PLAY屏幕。 选择风格号及要录制的单元  按
[SECTION]键，然后相应的[A]-[H]键
选一个风格号  选一个单元。

进入采样模式。 叫出DEST屏幕。  选择要录制的音轨。这里选择音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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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出 SOURCE屏幕。

选择一种采样类型。这里为 "Sl ice+Seg"。

 选择一个采样源。这里为 "A/D"。

进入采样预备状态进入采样预备状态进入采样预备状态进入采样预备状态进入采样预备状态

从此屏幕中，设置激发模式。这里选 "手动 "播放
外接CD播放器，来检查输入电平。您可以调整输
入电平,方法是使用后而板上的旋钮。

开 始 采 样开 始 采 样开 始 采 样开 始 采 样开 始 采 样

按[F6]键，开始采样。边启动外接CD
播放器播放要录制的节奏乐句。

再按[ F 6 ]键一次停止采样。

 设置分割的相关参数设置分割的相关参数设置分割的相关参数设置分割的相关参数设置分割的相关参数

下面的屏幕在停止采样后显示。因为采样

类型已设为 "Slice+Seg"。您可以微调采样
的节拍，让它听起来正确。使用开始、循环

及尾奏参数来完成它。(详见237页)，编辑完
参数，按[SF1键来监听此参数。

执行分割操作。

一旦您编辑好采样，让它正确地播放应叫出

SLICE 屏幕，按要求设置参数(详见 238 页)。

 返回样板播放模式，并弹奏
样板，试听一下录制的采样。



102

2.向样板轨录制MIDI数据
基本结构(53页)   参考 22页

现在您已录制了节奏采样，并分割它， 下一步应录制MIDI声部，并添加给此样板。您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录制MIDI：实时及
步录。

进入楼板录制模式。

选择一种录制类型

替换

本方法将音轨上的数

据用新数据替换。

叠加

您可以使用本方法为已有

数据的音轨添加新数据。

步录

  您可以用一次写入一
个音符的方法来作曲。

至 103页第三步 至 104页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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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录音(当在第二步中选择了替换或叠加时)

 选择音轨 2 录音，设置速度。 叫出 VOICE屏幕。

 选择要录制到音轨中(乐句)的音色。

设置从 A R P 屏幕中，琶音的参数
（223页）。

打开打点儿。
 开始录音。 弹奏键盘。 停止录音。 按[  ] 键试听

录音。

重复 3 - 1 1 步，录制其它音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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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录音(在第二步中选择)

选择要录制的音轨 2，并设置要录制的 MIDI 事件类
型、速度。

叫出 VOICE屏幕。

选择要录制到音轨的想用音色。

开始录音。

这里，输入音符事件。

移动光标至光标头，设置输入的位置。

设置力度 (数值 )，步录时间及门时间。

按下想要录制的音键。

重复 1至 3步一个接一个地输入音符。

向后移动指针一步，删除
该位置上的所有音符。

按此键实际删除光标位置
上的音符事件。

当按下[ F 4 ]键时，输入一个节点。前
一个音符被延长至一个单位时值。

按[ F 3 ]输入指定步录时间的一个休止符。

停止录音。 按[ ] 键听听新录制的
样板。

重复 3 - 8 步，录制其它音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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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配一个预置乐句给样板轨(粘贴功能)
基本结构(52页)  参考(219页)

本音图功能让您将一种预置乐句或用户乐句(录在样板录制模式中)录制到每条音轨中，并创建一种包含最多16条音轨的样板。

叫出 PATCH屏幕。 选择要分配乐句的一条音轨。

选择一个乐句库及号码。

移动光标至乐句库并选择 "p re " 或 "use r "。然后移
动光标至号码参数并设定它。记住只有录制到当

前选取的风格中的用户乐句可以被选中。如果您

打算分配一个已录制到其它风格中的乐句，使用

乐句拷贝工作(228 页)。

按[ ]  键来试听
样板。

将乐句分配给其

它想用的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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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套子功能

使用网格套子功能，您可以在一条指定音轨中，在以16音符为单位的坐标格中调整音高、时值、长度及音符的力度。它让您
轻松地创作出多种带节奏感的乐句及套子，这些乐句和套子在不使用坐标格时是很难制作出来的。然而，网格套子，只适用于播

放，它不会更改已录制数据。

网格套子也可添加给使用分割功能处理过的采样音轨，以及常规的MIDI轨。

叫出GROOVE屏幕。

选择一条音轨。

设置参数

移动光标至想用的参数和网点并设置补偿数值，它将影响乐曲

的播放，而不会改变音序数据。

音轨的每个方面可以被补偿(音高、时值、长度、力度)，
它由不同的图形来标识。

按[ ]  键试听编辑过
的样板。

注意：记住指定 1 6 音符位
置上如果您进行编辑且此

位置没有MIDI数据的话，该
音轨不会变。

 为其它音轨制作网
格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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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混音

参考（232页）

现在您已完成了单元及样板，您可以添加样板混音控制来微调它改进它 ----通过调度每条音轨的电平，选择不同的音色，并
调整相关效果的设定。

叫出所需的屏幕。 选择要编辑的一个声部。

点亮所需的参数并改变数值。

重复 2 - 4 步来设置其它参数。
将乐曲混音存入用户内存。

返回样板播放模式。

注意：不是每个单元，

而是每种风格拥有一个样板混

音设置。

进入样板混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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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建一种样板链
 基本结构（54页）-参考（219页）

现在，您已获取了您自己的音频样声、循环、MIDI数据及MOTIF中的样例，可以开始创作有趣的乐曲了。使用样板链功能，
可以让您实时编排所有段落的乐曲。当您录制样板链时，应播放您原始的样板及单元，或在演奏中切换它。直观、容易上手的

编排方法，让您用音乐体现自己的想法 ----快速而又方便。

关于样板链和它的音轨以及记忆储存结构的详情，请见 5 4 页。

按样板播放模式中的[F6]键，
进入样板链模式。

按[REC]键，输入样板键录音模式。

选一条音轨速度。

开始录音

录音中，您可以以想用的时值来修改单元。

 停止录音。

按[ ]  键，试听新的
样板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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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样板链数据拷到一首乐曲中
参考（231页）

向一首乐曲中拷贝样板链，您可以将它拷入一首乐曲的音轨，并使用它的一首乐句作节奏轨。从样板链编辑模式中可以完

成。

 按[INC/YES]键来执行拷贝操
作。

按样板链播放模式中的[EDIT]
键，进入样板链编辑模式。

叫出乐曲屏幕。

链拷贝进入的乐曲号。

选择一个要将样板

指定要将转化数据拷贝入的

小节号。

按下[ENTER]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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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乐曲模式。 叫出 PLAY 屏幕。 选择已经拷贝样板链的乐曲。

进入乐曲录音模式。 选择一种录音类型。

替换

  当您想用新数
据替换已有的录

音时，您可以使

用此方法。

叠加

当您想使用此方法

为已有数据的音轨

添加更多的数据时

可使用方法。

插入

当您想用音轨某

一部分进行录音

时可用此方法您

可以在设置起点。

逐步

输入一次一

个音符来  您
可以创作您

的演奏。

至第 111页第 6步 到第 112页第 6步

8.MIDI录制乐曲音轨
基本结构(51页)  参考(183页)

现在，使用您基本的构架乐块，切换到乐曲模式在乐曲上做一些工作。让我们看一下，由于是一个样例，我们在所有音轨

上录制了数据 ---钢琴和风琴声部和某些吉它节奏声部除外。有两种录制方法。 实时录音，让您像使用卡座录音机一样使用，实
时弹奏声部而让您试听先前制作的背景节奏音轨。另一种方法，步录，分别输入每个音符，就像在纸上写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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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录音(当选择在第 5 步上 "替换 "."叠加 "或 "插入 ")

叫出VOICE屏幕。

选择要录制到音轨上的想用音色。

 从ARP屏幕中，按
要求设置与琶音有

关的参数。

 打开打点儿。

按[  ]  键，您可以在
第一小节开始录音

前拥有一小节的准

备时间。

 弹奏键盘。

停止录音。  按[  ] 键试
听新录的乐

曲。

复重 6-14 步，按要求录
制给其它轨。

选择要录制的音轨并设置速度。

开始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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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录音(当在第五步中选择 " 分步 "时)

选择要录音的音轨并设备要录制的MIDI事件类型。

叫出 VOICE屏幕。

 选择要录制给音轨的想用音色。

开始录音。 这里，我将输入音符事件。

 移动光标至光标头设置要输入的位置。

设置力度(数值) .步录时间.时值。

 按录音键。

 重复 1 - 3 步，一个接一个输入音符。

停止。 停止录音。按[  ]  键，试
听新录制的乐曲。

重复步骤 6-12，按要求录
制其它音轨。

按 [ F 3 ]输入一个指定步录时间的休止符

当按下 [ F 4 ]键输入一个节点。前一个音符被延长
至一个单位时值。整个步录时值。

向后移光标一步，删除此位置上所有音符。

按此键实际删除当前光标位置上的音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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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采样到一首乐曲音轨中
 基本结构(54页)  参考(234页)

让我们来看一下采样功能，添加一些 "甜美 "的效果及背景人声。早先做的采样是不同的，在样板模式中采样的节奏被 "切
割 "成几个块，以便正确地循环并自动调整至任何速度变更。这里，我们试一下不同类型的采样，在此无需使用分割操作 ----因
为短的声效不必局于速度限制，您可以在乐曲采样时同播放背景声部。

注意：关于连接音频设备或耳机至MOTIF的方法，见 23页。

在乐曲播放模式中，指

是在录音采样开始时不

曲中的开始点。

输入采样录制

模式。
叫出DEST屏幕。

选择录音轨。 叫出 SOURCE屏幕。

选择采样类型，对于类型，选择 "Sample+note"。

选择采样源，至于采样源，选择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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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采样预备模式进入采样预备模式进入采样预备模式进入采样预备模式进入采样预备模式

以此屏幕，设置击发模式。在这里，选择

"手动 "，播放外接CD播放器来检查输入
电平。使用后面板上GAIN旋钮，您可以
调整输入电平。

  开始采样。开始采样。开始采样。开始采样。开始采样。

按[F6]键，开始采样。也可以启动外
接 CD 播放器，来播放要录制的乐
句，或对话筒歌唱。

再按[F6]键一次停止采样。  返回乐曲播放模式，播放乐
曲，试听录制的采样。

按要求，重复 1-9
步，录制音轨到其

它音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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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乐曲音轨哑音及现场
参考 180.181

有两种强劲的功能，您可以实时进行编排控制。您可以打开并关闭音轨，并在乐曲场面间切换，在乐曲播放时 ----所有想移
动的操作会录制到特定的场面音轨上。它不仅让您听到不同的乐曲编排方法，还让您在现场录音。

举例，将音频节奏乐句采样至乐曲的一条音轨中，打开音轨循环功能(182页)。在您乐曲播放时，通过哑音及关闭哑音某音
轨，您可以在乐曲中切入或切出节奏声部。要这样做，需激活录音轨并选择场景音轨(如MIDI录音的 103页第 3步所述)
按下[MUTE]键，及时将录音轨哑音录入音乐，然后是相应的音轨号键。使用这种方便的方法，您可以感觉到您做出变更的

感觉。您使用节奏来执行它的 -您可以制作很好的乐曲编排来。

除了音轨哑音，MOTIF还有多样的乐曲场景功能。乐曲场景让您对音轨进行变更(如相位、音量及其它)并对这些设置作 "快
照  "----只需按一个键，叫出这些设置。最多于存储五个场景，存入五个场景键([SF1]-[SF5])。要叫出一种场景并改变音轨，只
需按相应的键[SF1]-[SF5]。同使用音轨哑音一样，您就可以录制这些场景变更，按下这些键，即可播放这些键的设置。

您可以从播放模式中的 PLAY屏幕中，或乐曲录音模式中的设置屏幕中，使用乐曲场景功能。
在本例中，可叫出乐曲播放模式中的播放屏幕。

乐曲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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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乐 曲 播 放 模 式 中 选 一 首 乐 曲 。在 乐 曲 播 放 模 式 中 选 一 首 乐 曲 。在 乐 曲 播 放 模 式 中 选 一 首 乐 曲 。在 乐 曲 播 放 模 式 中 选 一 首 乐 曲 。在 乐 曲 播 放 模 式 中 选 一 首 乐 曲 。 制 定 乐 曲 场 景 上 的 想 用 的 设 置 。制 定 乐 曲 场 景 上 的 想 用 的 设 置 。制 定 乐 曲 场 景 上 的 想 用 的 设 置 。制 定 乐 曲 场 景 上 的 想 用 的 设 置 。制 定 乐 曲 场 景 上 的 想 用 的 设 置 。

选一条音轨，并使用想用的音色设置它，然后改变相位及音量

设置，方法是使用控制旋钮及滑杆。每条轨有自己独立的设

置。

您可以同时哑音 / 关闭哑音几条音轨 - - - - 让几
件乐器进入演奏或退出的编排方法。

将设置存入乐曲场景。将设置存入乐曲场景。将设置存入乐曲场景。将设置存入乐曲场景。将设置存入乐曲场景。

同时按住[STORE]键，

并按下相应的键为([SF1]-[SF5])。

按要求创建其它乐曲场景。按要求创建其它乐曲场景。按要求创建其它乐曲场景。按要求创建其它乐曲场景。按要求创建其它乐曲场景。

再次改变设置，如第2 步时做的那样，并将乐曲场

景存入不同的键，如第 3步作的一样。

将乐曲数据存入内存将乐曲数据存入内存将乐曲数据存入内存将乐曲数据存入内存将乐曲数据存入内存

卡或卡或卡或卡或卡或SCSI设备设备设备设备设备(64页页页页页)。。。。。

只需按  乐曲场
景([SF1]-[SF5])
键，叫出想用的

乐曲场景设置。

当叫出一种常规的

乐曲场景，控制旋

钮 / 滑杆的数值，可
立刻跳至用于场景

的设置 ( 不考虑旋
钮 / 滑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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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乐曲混音并将设置存为模板
参考（205页）

在最后一步(存储您前面的工作除外，随后我们会讨论)，您可以使用乐曲混音功能来混合音轨 ----调整音量平衡、所有声部
的相位设置，微调效果电平。然而，您可以将调音设置存为样板(最多可存储 16个样板)，当对所有相似音轨结构的一首乐曲进
行混音时，可叫出相应的样板。

 进入乐曲混音模式。

 叫出想用的屏幕。

选一个声部 。

注意：当在第3槽安装了多端口扩展卡(PLG-1--XG)，时，声部17-

32的屏幕于被叫出。如果一个单独声部扩展卡安装在三个之一的  槽中，
PLG1-3声部屏幕可被叫出。

选择想用的

参数并调整

它。

选择其它号数据的  用
号数，重复 2-4步。

叫出 TEMPLATE屏幕。
 选择目标模版号码。
移动光标至样板号码并选择要存储

设置的号码。

为模板命名的样版名。

  注意：要了解命名的详情，请参阅 75页。

 执行存储操作。

注意：有的模版可通过按[SF4][GET]

键从屏幕中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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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将录制的乐曲存储并输出到处置 PC 上(文件工具)
参考（262页）

您已经完成了主要的创作工作，您要存储它。您可以在文件模式中将数据存入内存卡或外接SCSI设备。然而，为了安全的
目的，您也可将MOTIF数据存入电脑。您也可以使用电脑进一步编辑并录制到您在MOTIF上创作的乐曲中。
文件工具文件(含在CD-ROM中)让您拥有更多功能 ----让您在电脑及MOTIF之间，通过USB线的连接，允许来回传输文件。

这里有一个实际例子。您可以将音频数据添加给乐曲，如一个领奏人声或扩展的吉它独奏。因为录制给MOTIF的部分可能不完
全实用、有用，您也可将乐曲传入电脑，然后在电脑上录制并编辑新的音频轨。首先，您应先将乐曲数据以标准MIDI文件格式
(SMF)存入内存卡或连接的SCSI设备中，然后使用文件工具文件，将MIDI文件存入电脑，让MIDI发送及接收通道(电脑至MOTIF)
相匹配，使每条音序器乐曲数据的音轨能播放MOTIF上指对应的声部。最后在播放乐曲及录制想用的音频声部时(人声、独奏
等)，使用您的音频 /MIDI音序器软件。

注意：要了解文件工具文件，请参阅CD-ROM附带的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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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外接音序器(实时外接控制面板)
基本结构(65页)  参考(256页)

在最后一章，您可以看到电脑如何同MOTIF配合使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功能让您方便地使用MOTIF来控制电脑。遥控
功能让您使用MOTIF面板的硬件控制器，来控制音序软件上大量的控制操作。您可以哑音音轨，控制音序器传输(播放、停止、
录音等)，使用MOTIF旋钮及滑杆、相位及音轨、控制EQ并微调效果发送，将MIDI及音频音轨(最多 16条)混音 ----所有操作
无需动鼠标。它是非常方便并有效的----因此它可以为您提供众多的控制功能----它也可以(使用旋钮及滑杆)，让您精调电平参数。
如果您习惯使用硬件音序器或混音台，您可以按习惯使用按键、旋钮及滑杆来控制您的音序软件。

设置

在您使用遥控功能前，您必须按下述方式设置系统。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USB线连接线连接线连接线连接线连接MOTIF，，，，，见见见见见 25页。页。页。页。页。

安装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U S B  M I D I 驱动软件及音序软件上的设置文件驱动软件及音序软件上的设置文件驱动软件及音序软件上的设置文件驱动软件及音序软件上的设置文件驱动软件及音序软件上的设置文件 ( 包含在包含在包含在包含在包含在 C D - R O M 中中中中中 ) 以电脑上。以电脑上。以电脑上。以电脑上。以电脑上。安装上详情，安装上详情，安装上详情，安装上详情，安装上详情，

见 安 装 指 南 手 册 。见 安 装 指 南 手 册 。见 安 装 指 南 手 册 。见 安 装 指 南 手 册 。见 安 装 指 南 手 册 。

选择在选择在选择在选择在选择在 M O T I F   工具模式中您需要的特殊音序软件的模板。工具模式中您需要的特殊音序软件的模板。工具模式中您需要的特殊音序软件的模板。工具模式中您需要的特殊音序软件的模板。工具模式中您需要的特殊音序软件的模板。

进入编辑模式。 2. 叫出MIDI菜单的OTHER菜单。

移动光标至MIDI IN/OUT参数
并设置至 USB。

4. 从CTLASN菜单调出REMOTE屏幕。

选择样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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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遥控功能

按按按按按[REMOTE  CONTROL  ON/OFF]键打开遥控功能，键打开遥控功能，键打开遥控功能，键打开遥控功能，键打开遥控功能，

指示灯闪烁。指示灯闪烁。指示灯闪烁。指示灯闪烁。指示灯闪烁。

按要求操作按要求操作按要求操作按要求操作按要求操作MOTIF面板上的控制旋钮或滑杆。面板上的控制旋钮或滑杆。面板上的控制旋钮或滑杆。面板上的控制旋钮或滑杆。面板上的控制旋钮或滑杆。

注意：由 MOTIF 控制的功能取决于您使用的软件，详见 256 页。

从MOTIF上选择电脑音序器上一条音轨。motif
上的[ 1 ] - [ 1 6 ]按键对应于电脑音序软件相关的号
码音轨上[1]-[16]键。

打开音序器上音轨开或关 (哑音 )。
在电脑音序软件上相应的号码上对应的[ 1 ] - [ 1 6 ]键。

使用控制旋钮，控制所造的音序器音轨。

要了解要控制的参数，见 2 5 7 页。

使用控制滑杆，控制音序器所选音轨的电平。

当所选音轨为 1-4：
当所选音轨为 5-8：
当所选音轨为 9-12：
当所选音轨为 13-16

在音序器上控制传输功能

使用[SEQ TRANSPORT]键，控制电脑上音序软件
的开始、停止、前进、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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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用来介绍MOTIF屏幕上每种参数据的每种设定的功能。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如："我想知道这些键做什么?"或 "这
参数如何工作?"----本单元会告诉您。根据MOTIF上不同模式，参考单元分成几部分。使用本章，请记住下面几点：
在每种模式的每个单元(音色、演奏、乐曲、样板、采样、工具、文件及主控)，可从功能树形表开始。每个表表示用于模式

的不同的菜单和参数组 ----同屏幕中显示和组织的一样。使用 30页上的简易表，您可以轻松了解添加给整个MOTIF操作上的
功能及参数之间的关系。

在开始本模式的单元，您可以找到 "基本步骤 "指示。这里显示相关每种模式的必要的操作，并在该模式中可用于所有功能。
并适用于所有参数的操作。换句话说，一旦您掌握了该模式基本步骤，您可以快速、方便地了解该模式中的任何操作。

音色模式
基本结构(42页)

功能树

本单元用于音色模式。要了解与MOTIF整个结构相关的音色模式，及其它模式和功能，见 30页上的 "基本结构 "中的简单
表格。

下面详细表显示的有屏幕菜单及每种模式中的参数值 ----让您快速、方便地了解MOTIF上与音色相关功能的概况。带括号
的字符表明指定的键名称或面板操作。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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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播放模式

基本结构(30页)  快速导读(80页)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选择并播放每个预置及用户定义音色，

以及插入音色(当安装扩展卡时)。

注意：要了解关于音色类型及内存(库)的结构，详见 4 3

页。

基本步骤

1.按[VOICE]键，进入音色播放模式(指示灯亮)。

音库及音色编辑号码

目录及音色名称

2.选一种音色。
3.设置键盘八度或MIDI传输通道。

指示键盘MIDI传输
通道，详见 127页。

指示分配给每个控

制旋钮的功能，详

见 254和 256页。指示当前选取

音色。

指示键盘八度设置，

通过[OCTAVE]键设
置，详见 127页。

音 库 （ 通 过

BANK键选择）

音色程序号码(对应
于A组至H组，号码
从 01至 16)

组(通过组[ A ] -
[H]键选择)

号码(通过号码[1]-[16]键选择)

4.选择您要编辑的菜单，方法为按下[F1]至[F6]键，在每个
屏幕中编辑参数。

注意：当扩展音色被选取时 (当单声部扩展卡安装时 )，

您可以按[F2]键，叫出 BANK 屏幕。
5.根据需要将第四部操作中的设置储存于用户内存。
6.按其它模式键，从音色播放模式中退出。

要了解第 #2至 #4步的指示，见下面介绍。
要了解第 #5的详细介绍，请参阅 159页的 "见音色存储模

式 "

音色选择

在此介绍适用于止面描述的第 2步的基本步骤。
共有四种方式，您可以选择一种音色。

使用BANK、GROUP、NUMBER键。
使用[INC/YES]及[DEC/NO]键。
使用数字旋钮。

使用目录选择功能。

使用BANK、GROUP、NUMBER键

注意：这里的解释适用于当前四个键指示灯灭。

1.按BANK键选择一个音库。
要选择一个常规音色，按任何一个[PREI]-[USER]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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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一种插入音色，按[PLG1]-[PLG3]键。

要选择一种鼓音色，同时按住[DRUM KITS]键并按[PREI]、
[GM]、[USER]键。

下面屏幕(或一个相位的)显示

2.按[A]-[H]组选择一种组。
3.按号码[1]-[16]键，选择一种音色。MOTIF返回音色播放

屏幕。

音色程序号及相应的组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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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NC/YES]及[DEC/NO]键
按[INC/YES]键以 1为单位增加数值。
按[DEC/NO]键以 1为单位减少数值。

使用[INC/YES]及[DEC/NO]键，浏览可用的音色。通常，要
让您切换到另一组，向上或向下。举例：如果当前选A16音色，
按[INC/YES]键，选B01。按任何一键，可在不同音色间滚动。

使用数字旋钮

旋转数字旋钮向右(顺时针)可增加音色号，当向左转(逆时
针)可减少数值。这些控制与[INC/YES]及[DEC/NO]键的工作方
式一样，让您更快地浏览音色。

这些方便的功能，让您根据这些乐器类型或应用，来选择

音色。音色分成十六种不同类型，这些目录关键词  让您明白
音色的特性，这是它的名字无法表示清楚了。

使用目录搜索功能

目录搜索功能会快速找到您需要的音色类型，不论音色库

的位置。举例，通过指定 A.PIANO目录，您可以快速叫出包
含在MOTIF内的可用的钢琴类型的音色目录，从目录中选择
想用的钢琴音色。

MOTIF也有 "想用的 "目录，您可以将想用的音色分配给
它，在现场演奏时，可以快速读取常用的音色 ----而不用考虑
特定的目录或音库。

注意：当四个指示灯灭时，请参阅此处介绍。

1. 按[CATEGORY  SEARCH]键，指示灯点亮。下述音色
目录屏幕显示。

2. 按任何[PLG]-[PLG3]键之一和[A]-[H]键，选一个目录。
目录中第一种音色会被叫出。

注意：音色目录印在[PLG1]-[PLG3]及 [A]-[H]键下面

注意：子目录列在音色目录屏幕下面。按[F1]至[F6]键，可叫

出所选子目录中第一种音色。

3. 按[ ].键，移动光标至音色。

4. 使用旋钮，选择一种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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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的目录

1-4.使用在 "使用目录搜索功能 "中的相同操作。

5.选择您想用的音色，并按[F5]键，来分配它到想用的目录
上。

注意：要从想用的目录中抹去选择音色，只需再按一次

[F5]键。

6.按要求设置其它分配给想用目录的音色。
7.按[FAVORITE]键，查看在#5-6步中分配给想用目录的音

色。

键盘八度及键盘MIDI传输通道设置。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 124页的第三步中的基本步骤。
两种参数会影响全部音色。然而，这些参数无法在使用音

色存储模式时(159页)存入音色中。

键盘八度设置

使用[OCTAVE]键可将键盘以一个八度为单位上下移调。同
时按下[UP]及[DOWN]键返将设置数值设为初始值(0)。

注意：MOTIF8设有[OCTAVE]键。

键盘MIDI传输通道设置
按[TRACK  SELECT]键，批示灯亮，按NUMBER[1]-[6]键，

改变键盘MIDI传输通道。

注意：您可以在工具模中设置此参数(258页)，本参数不能在

音色存储模式中存储。

在音色播放模式中进行音色编辑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 124页的基本步骤第 #4步。
使用音色播放模式，您可以在所选音色上执行各种常规编

辑操作。要了解综合编辑操作的详性，请使用音色编辑模式。

注意：当一个 p lug- in 音色被选择以后，有些参数可能不

能使用。

注意：在音色播放和音色编辑模式下的同名参数具有相

同的功能和设置。

[E]指示灯
如果您在音色播放模式中改变任何参数，[E]会显示在屏幕中

部左侧。表明已修改当前音色并设有存储。

小心：在编辑中如果您选择了另一种音色，[E]灯会消

失，所有编辑会丧失。最好从音色存储模式(159页)中存储编辑
音色。即使丧失音色编辑数据，您可以使用编辑恢复功能恢复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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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音色播放  扩展库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选择扩展卡上的特殊音库，决定您是使

用扩展卡音色或 "卡载 "音色。只需装入即可。两种类型的音色
的区别为：卡载音色未处理，扩展卡上的未修改音色 ----用于
扩展卡上的 "原始材料 "；而扩展音色为编辑过的卡载音色 ----
使用MOTIF特殊编辑及处理的音色。详见153页。

设置   当使用安装在槽 1 中的扩展卡插入音色时：
PLG1USR(用户扩展音色).PLGPRE1(预置扩展音色，032/000
(标明音库选择MSB/LSB的卡载音色选择号，该数值应扩展卡
的不同而不同)。

注意：屏幕在扩展卡安装至MOTIF中时可用，可选择扩展音

色。

[F4]音色播放     滑音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选择单声或复音播放并设置滑音参数。

滑音用来创造出从第一弹奏音符到下一个音符的平滑过渡。

单声 /复音
决定该音色为单音播放(单个音符)或复音播放(同时播多个

音符)。
设置：单声，复音

滑音开关

决定滑音的开或关。

设置：关、开

滑音时间

决定音高转换时间，高数值会产生长的转换时间。

设置：0~127

滑音模式

决定滑音模式。滑音的行为变化取决于单音 /复音的设置为
"单音 "或 "复音 "。
设置：分指，全部时间

当单声道 /复音设置为 "单声道 "
使用 "分指 "设置，滑音只有当使用连音时(在释放前一个

音前弹下一个音)才能用。当使用 "全部时间 "时，滑音总被添
加。

当单声 /复音设为 "复音 "
它与 "单音 "是相同的，除去滑音添加给多个音符。

[F5]音色播放    EG(包络生成器)
基本结构(46页)

本屏幕包含基本的EG设置，音量和滤波器设置，用于音色
及滤波截频及谐振设置。这里做的设置将作为补偿值添加给在

音色编辑模式下的AEG及FEG设置。
显示在下表的为可用参数的全名，它们显示在屏幕中。

设置：-64~+63(除去 ---上面)

[F6]音色播放  琶音
基本结构(55页)

要屏幕包含用于琶音播放的基本设置，包括类型及速度。

音色库

决定音色库。

设置  预置 1、预置 2、用户
类型

决定琶音类型。名字前的两个字母的前缀表示为常用琶音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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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决定琶音速度，当MIDI同步(258页)打开时，"MIDI"在此显
示，但无法设置。

设置 1~30

力度限制

决定琶音速度范围中最低与最高速度。当您的弹奏的速度

在此范围内时，琶音开始播放

设置：1~127

注意：在速度限制外弹奏的键，通常没有琶音。

开关

决定琶音的开或关。您也可以从前面板上打开琶音开 /关，
使用[AR  PEGGIO  开 /关]键。
设置  关、开

保持

决定琶音放音的 "保持 "与否。当设为 "开 "，琶音循环播放，
即使从键盘上松开手指后也是如此，它会循环直到按下一个键。

设置  关、开

音色编辑模式

在此模式中，常规音色及鼓音色可以被创建并编辑。

有三种音色：常规音色、鼓音色及插入音色(如果已装入了
扩展卡)
下述单元显示编辑不同音色的方法并解释可用的参数。

[E]指示灯
如果修改在音色编辑模式中的任何参数，[E]指示灯会显示在

屏幕顶端左侧，它表明当前音色已被修改，但尚未存储。

注意：即使您退出至音色播放模式，对当前音色进行的

修改会被保存 - - - - 如果选择另一种音色的话。

注意：[ E ]指示灯也显示在音色播放模式。

比较功能

这种方便的功能让您在编辑的音色及其原始的，未编辑的

情况间切换，允许您试听两者之间的区别，并听到您编辑后好

的效果。

1. 按音色编辑模式下的[COMPARE]键。
[C]指示灯会显示在屏幕上端(替换[E]指示灯)，原始的、未

编辑的音色用于监听。

2. 再按[EDIT]键一次，取消 "对此 "功能并恢复您编辑音色
的设置。

注意：对此功能被激活时，您不能编辑音色。

常规音色编辑
常规编辑及因子编辑

一种音色包括四种因子(40页)。使用常规编辑来编辑对四种
因子都一样的设置。这里有两种类型的音色编辑屏幕：常规编

辑的项目.编辑单独因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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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步骤

1. 按[VOICE]键进入音色播放模式(指示灯亮)。
2. 选择要编辑听一种常规音色。
3. 按[EDIT]键，进入音色编辑模式(指示灯亮)。
4. 选择要编辑的因子。
要编辑四个因子都一样的参数，按[DRUMKITS]键(在此作

为 "常规 "键使用)。

要编辑单个因子的参数，使用相对应的NUMBER键([1]-[4]
)选择想用的因子。

您可以哑音其它因子(那些您不想编辑且不想听的)，方法是
使用NUMBER[9]-[12]键。哑音的因子会被灯键标出，对应于
哑音因子键上的指示灯亮。

5. 选择您想编辑的菜单，方法是按[F1]-[F6]及[SF1]-[SF5]
键。

6. 编辑选择音色的参数。
7. 存储在第 #6步中编辑的设置，到想用的用户记忆。
8. 按[EXIT]键，退出音色编辑模式。
要了解第 #2步上的详情，请参阅 "124页上的音色播放模

式 "
要了解第 #5-6步，见下面的介绍。
要了解 #7步的详情，请参阅 159页上的 "音色存储模式 "

常规编辑
[F1]-[SF1]    普通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命名

基本操作(75页)

从此屏幕上，您可以分配所选择音色的目录(子目录及主目
录)，创建该音色的名称。音色名称可包含最多 10个字符。要
了解命名音色的名称，见 75页上的 "基本操作 "。

[F1]-[SF2]    普通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播放模式

从此屏幕，您可以对MOTIF音源进行各种设置，分配不同
的微调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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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音 / 复音
决定音色是以单声方式播放(单个音符)或复音方式(同时播

放多重音符)。
设置     单声、复音

键分配模式

当设为 "单独 "，不可对相同一音符进行双重播放。当同时
接收相同音符时，它是非常有用的。要允许对相同音符进行同

时播放，应该  设为 "多重 "。
设置    单独，多重

微调音

决定音色的调音系统。常规它应设为 00，另外还有三十一
种附调音系统，用来进行各种调音及效果。

设置   见下面

[F1]-[SF3]  普通常规 通用参数 主控 EQ补偿

从这个屏幕，您可以调整整个音色的主控(全局)EQ设置。这
里的设置保作为补偿，添加给工具模式的(253 页)EQ设置
("MID"除外)。

设置：+64~0~+63

[F1]-[SF4]普通常规 通用参数 滑音

屏幕允许您设置滑音相关的参数。滑音是用来创建从第一

个按下音符的音高到下一个音符的音符的平滑转换。

开关

决定滑音为开还是关。

设置  关.开

时间

决定音高转换时间。当下面时间模式设为 "时间 "时，高数
值会导致较长的音符变换时间，(当时间模式设为 "比率 "，高数
值会产生快速的音高改变时间。)
设置  0~127

模式

决定滑音模式，使用 "分指 "设置，当弹奏连音时添加滑音
(在释放前一个音符时弹奏下一个音符)。
使用 "全时间 "设置，滑音会一直被运用。
设置   全时间，分指

时间模式

它决定影响滑音效果的时间参数的方法。

设置为"时间"，使上述参数获得真正的时间比率----数值越
高，时间越长。"比率 "设置正好相反，数值越高，比率越快。
通常，您可以按自己要求设定比值，根据您所需的滑音的时间

长短及比率。

设置     比率、时间
设置时间参数范围来反应 "比率 "。
0(慢)-127(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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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设置时间参数范围来反映 "时间 "。
0(快)-127(慢)

[F1]-[SF5]普通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其他
从此屏幕，您可以设置旋钮的控制功能，决定弯音轮上、下

弯曲的范围。

键分配

决定于分配旋钮(1-4)的功能。按面板上[KNOB  CONTROL
FUNCTION]键，设置想用的功能行，使用当前的选择音色自
动存入内存。

设置

Cho  Ctrl
决定合唱效果的深度，由旋钮控制，发送给合唱。

设置   -64~63

PB上、下
两种参数决定弯音的音高变化范围。

分配 A、分配 B、分配 1、分配 2
它让您直接设置，记忆每个分配旋钮记忆数值(A、B、1和

2)，只需微调旋钮，获得想要的设置。

[F2]普通常规编辑       输出

音量

决定音色的输出电平。

设置为 0~127

相位

决定音色的立体相位。您可以使用面板上PAN旋钮来调参
数。

设置    L63(左)~C(中央)~R63(右)

RevSend
决定从插入效果1/2（或者被旁通的信号）到混响效果的信

号的传输电平。使用前面板的REVERB旋钮调整这个参数。
设置  0~127

ChoSend
决定发送给合唱效果的插入效果1/2(或旁通信号)的发送电

平。

您可以使用MOTIF上前面板[CHORUS]旋钮，可调整此参
数。

设置   0~127

[F3]-[SF1]普通常规编辑    琶音   琶音类型
基本结构(55页)

琶音的基本参数(如类型要、速度)可以屏幕上提供。
当用户琶音被选中时，您可以使用[SF5]键来清除所选的琶

音数据。

音库

决定音库

设置：预置 1、预置 2、用户

类型

决定琶音类型。名称前两个字母前缀标明常规的琶音目录。

速度

决定琶音速度。当MIDI同步(258页)打开时，"MIDI"在此
显示但不能设置。

设置 1~300

开关

决定琶音是否开，您可以使用[ARPEGGIO ON/OFF]键。
从前面板上打开 /关琶音。
设置    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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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决定琶音放音是否被 "保持 "，设定为“开”，琶音会自动循
环。即使您松开手指，它会继续循环到下一次按下按键。

设置   同步关(见下面)  关、开
同步关

第一次您按下一个键，第一个琶音样板会播放。从第二次

及以后的按键开始，琶间器音符的播放会取决于琶音器速度及

琶音样板时值设置。举例：在一个一小节琶音样板中，如果第

二次按键在小节的第三拍上，琶音样板会从第三拍向后播放，

换句话说，第一次按键用来启动琶音样板，然后您可以使用此

键来 "哑音 "或 "取消哑音 "此样板，方法是分别按下或释放它。
在琶音器用来生成鼓样板时非常有用。

键模式

决定当弹奏键盘时，琶音播放方式。共有三种模式。

设置   排列、通过、直接
排序

以升序从最低音向最高音播放。

通过

按按键音符的顺序播放音符。

直接

当您弹奏它时播放音符。如果改变音色参数(如相位或截频)
包含在琶音序数据内，它会在琶音播放时添加并复制。

注意：如果琶音目录设为Ct，除非选择 "直接 "，您不会听到

任何音色。

注意：使用 "排序 "及 "通过 "设置，音符放音的顺序会取决

于琶音音序数据。

VelMode
它决定琶音的播放力度，或它对您弹奏力度做出反应的方

式。

有两种模式：原始、通过

原始

琶音以前置力度放音。

通过

琶音根据您弹奏的力度播放。举例：如果您强力弹音符，琶

音放音音量增加。

[F3]-[SF2]普通常规编辑    琶音   琶音限制

音符限制

决定琶音音符范围内的最高最低音。在此范围弹奏的音符

会击发琶音。

设置  C2~G8

注意：通过首先指定最高音符，在中间留 "空儿 "，您也可以

降低或提升琶音击发范围。举例：设定音符范围在 "C5-C4"，让您通
过在C2至C4和C5至G8两个范围弹音符来击发琶音，C4至C5之
间的音符对琶音不起作用。

注意：您也可以从键盘上直接设置范围，按住[INFOMATION]

键并按下想用的低和高键。

力度限制

决定琶音力度范围的最高力度。它让您用弹奏力度任时琶

音发声。

设置 1~127

[F3]-[SF3]普通常规编辑    琶音   琶音播放 FX
(效果)

本播放效果参数让您 以有用的方式来控制琶音器的放音。
通过改变音符的力度及时值，您可以改变琶音的节奏 "感觉 "。

单位

调整琶音的播放时间。举例：如果您设置数值为200%，放
音时间会加倍及速度减半。另外，如果您设置为50%，放音速
度会减半速度会加倍。常规放音时间为 100%。
设置   50%、66%、75%、100%、133%、150%、200%

力度比率

决定琶音放音的力度从原始数值上产生的补偿量。

举例：设置为100%，意味着使用原始数值。设置为比100%
小，会降低琶音音符力度，高于 100%，会增加力度。
设置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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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度不能增加或减少越过 1 至 1 2 7 的范围，任何

超出此范围的数值会被自动限制设置为最大或最小。

门值比率

决定琶音音符从原始数值获得补偿的门时值(长度)
设定为 100%意味着原始数值被使用。
设定低于 100%，会缩短琶音音符的门时值，设定高于

100%，会增长它。
设置 0%~20%

注意：门时值可能减少超过常规的最小量 1；任何超出此范

围，会被自动限为到最小。

[F4]-[SF1]、[SF2]、[SF3]普通常规编辑  控制设置
SET1/2, SET3/4, SET5/6

基本结构(48页)

前面板上的控制器及旋钮可以用来控制并调整不同的参数-
---实时并同时使用。举例：键后键盘可用来控制颤音且调制轮
可用来控制谐振。它们可以用来在各个因子间控制分配。这些

控制分配被称为 "控制设置"。您可以分配每种音色最多六个不
同的控制设置。六种分别控制设置可在屏幕中从成对儿分配：

设置 1/2、设置 3/4及设置 5/6。

因子开关

决定所选控制器是否影响每个因子。

设置    因子 1至 4激活("1"至 "4")或关闭("一 ")

注意：如果下面的目的参数设定为从 00至 33的数值，该参

数被关闭。

源

决定哪个面板控制器将被分配且用于所选的设置。该控制

器然后用来控制在下面目存中的控制参数组。

设置    PB(音符弯音)、MW(调制轮)、AT(键后)、FC1(脚
控制器 1)、FC2(脚控制器 2)、FS(脚开关)、BC(呼吸控制器)、
KN1(旋钮分配 1)、KN2(旋钮分配 2)

注意：记住与其它控制器不同，ASSIGN A和 ASSIGN B

可以分别被指派为整个音色模式下的某一个普通基本功能，而

不能被用作不同音色的不同功能。

目标

决定由(上述)控制器控制的参数。
设置：完整的可用参数 /控制目录。
参阅分开的数据目录小册子。

深度

决定源控制器影响目的参数的程度。  当值为负时，操作全
部变为反向，最大控制器设定产生最少参数变化。

设置：-6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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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SF1]   普通常规编辑   LFO 波
基本结构(47页)

从此屏幕您可以进行LFO相关的设置，包括波形、速度、同
步 /相位设置。

波

决定 LFO波形
设置  tri  、tri+  、sawup  、sawdwn 、 squ1/3  、squ1/3

\squ 、 squ2/3  squ3/4、trpzp、S/H、S/H2、user

速度

决定 LFO波形调制的速度。高数值产生快的调制速度。
设置：0-63

速度同步

决定 LFO是否同步于琶音器或音序器(乐曲或样板)。设置
比项为 "开 "，允许您将 LFO效果与琶音或音序器播放完美地
结合。

设置  关(不同步)   开(同步)

速度

该参数是在上述的速度同步设为 "开时 "才可用。它允许您
设置数值，决定 LFO脉冲与琶音器或音序器同步的方式。
设置    16分音符、8/3(8分音符三连音) 、16分音符(带附

点 16分音符)、8分音符三连音、8分音符、4分音符、2分音
符三连音、带附点的 4分音符。
二分音符、全音符三连音、带附点的二分音符、4分音符四

连音、4分音符 5连音、4分音符 6连音、4分音符 7连音、4
分音符 8连音。

注意：音符的实际长度取决于内置及外置MIDI速度设置。

触键重置

决定每次按一个音符时 LFO是否重置。下面共有三种设置
设置  关、每次开、1次关

关

LFO在无键同步时自由循环。按一下键启动LFO波形LFO
相位会产生在此点。

每次开

弹奏每个音符重设LFO，从相位参数指定的相位启动波形。

第 1- 开
LFO在弹奏每个音符时重置 LFO，以相位参数(下面)指定

的相位启动波形。然而，如果您弹奏第二个音符，而第一个音

符被按住，LFO会根据由第一个音符击发的相同相位继续循
环。换句话说，LFO只会在第一个音符释放后，第二个音符弹
奏时重新设置。

相位

决定当音符播放时，LFO波形的启动相位点
设置  0、90、120、180、24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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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SF1]   普通常规编辑  LFO 延迟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不同的延迟及谈入 /淡出参数，让
LFO获得自然音色。

延迟时间

决定 LFO执行效果前的延迟时间。高数值产生长的延迟时
间

设置：0~127

淡入时间

决定 LFO效果至谈入的时间量(在延迟时间执行后)，高值
产生慢谈入。

设置：0~127

保持时间

决定在 LFO被设定为最大电平时的时间长度。高数值产生
长的保持时间。

设置：0~127

淡出时间

决定是LFO效果至谈出(延迟时间执行后)的时间量，高数值
产生慢谈出

设置：0~127

[F5]-[SF3]、[SF4]、[SF5]普通常规编辑  LFO  目标
参数 1，2，3

从此屏幕，您可以选择用于控制LFO的目的参数(LFO控制
的音色方面)，以及控制 LFO影响的因子，LFO深度，三种目
标可以被分配，您可以从每种目标中出选择几种参数。

ElemSW(因子开关)
决定每个因子是否会被LFO影响，因子号码(1-4)在LFO激

活时显示，(一)表明 LFO被关闭。

目标参数

决定由 LFO波形控制的参数。
设置   AMD、PMD、FMD、RESO(谐振)
       PAN、ELFOSpd(因子 LFO速度)

深度

决定 LFO波形深度。
设置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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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SF1]普通常规编辑  效果  连接

屏幕让您控制效果。

EL:OUT 1-4(因子 1-4效果输出)

决定哪种插入效果(1或2)用来处理每种独立的因子。"Thru"
设置让您旁通插入效果，用于指定的因子。(此参数与下面常规
因子中的“InsEFout”是一样的。在此的设置会自动改变以上
这个参数的设置)
设置   ins1、ins2、thru

InsConnect(插入效果连接)
决定给插入效果 1和 2的效果路经。
设置变更显示在屏幕图中，让您了解信号路由路线。

设置  并型 、1至 2、2至 1

Ins1目录、Ins1类型
决定用于插入 1的效果类型。
设置  参阅效果类型表。(在分开的小册子中)

Ins2目录、Ins2类型
决定用于插入 2的效果类型。
设置  参阅效果类型表(在分开的小册子中)。

RevType(混响效果类型)
决定用于混响的效果类型。

设置  参阅在分开的数据目录小册子中的效果类型。

ChoType(合唱效果类型)
决定用于合唱的效果类型。

设置  参阅分开数据目录小册子中的效果类型目录。

RevSend(混响发送)
决定发送混响效果的音色电平(从插入 1或 2或旁通信号)，

设置为 "0"不会产生混响处理音色。
设置[F1]-[SF2]

ChoSend(合唱发送)
决定发送给合唱效果的音色的电平(从插入 1或 2或旁通信

号) ，设置为 "0"不会产生合唱效果
设置 0~127

RevRtn(混响返送电平)
决定混响的效果的返送电平。

设置 0~127

ChoRtn(合唱返送电平)
决定合唱效果的返送电平。

设置 0~127

ChoToRev(合唱至混响)
决定从合唱效果至混响效果的信号发送电平。

设置 0~127

RevPan(混响相位)
决定用于混响效果的相位设置。

设置  L64(极左)~cnt(中央)~R63(极右)

ChoPan(合唱相位)
设置  L64(极左)~cnt(中央)~R63(极右)

[F6]-[SF2]、[SF3]、[SF4]、[SF5]普通常规编辑  效果
参数

参数号及可用数值根据当前所选的效果类型而变化。要了

解更多情况，参阅在分开的数据目录小册子中效果类型目录。

因子编辑

选择及编辑每个因子的措施，请参阅 124页上基本步骤的
第 4步。

[F1]-[SF1]普通常规编辑  振荡器  波
 基本结构(44页)

从屏幕上，您可以选择想用的波形或用于因子的音色。

ElementSw(因子开关)
决定当前选中的因子是否被打开。

设置  关(关闭)，开(激活)

音库

它决定波形的指定音库，从那里您可以选择想用的音色，预

置音色库带有厂家程序波形，用户库包含使用采样功能创建的

任何音频数据(58页)。
设置    预置、usrwav

WaveNo(波形号码)，WaveCtgry(波的目录)
设置  见独立的数据目录上的波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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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F2]常规因子  振荡器   输出出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用于所选因子的输出参数。

键开延迟

决定从您按下一个音符到乐器发声之间的时间(延迟)。您
可以为每个因子设置不同的延迟的时间

设置  0~127

InsEFout(插入效果输出)
决定哪个插入效果(1或 2)用于处理每个因子。"thru"设置

让您旁通插入效果给特定的因子。

设置  thru、ins1(插入效果 1) 、ins2(插入效果 2)

[F1]-[SF3]常规因子  振荡器   限制
从此屏幕您可以创建用于每个因子的不同的键及力度"区域

"， 甚至设置因子音交叉衰减的力度。

音符限制

决定每个因子键盘范围内的最高、最低音符。只有您在此

范围内弹奏音符，所选因子才会放音。

设置  C~2~G8

注意：您还可以创建一个因子的低限和上限，在中间加上 "空

当 "，方法是首先指定最高音符。举例，设置音符限制 "C5-C4"，让您
从两个分开的范围内弹奏因子，C-2至C4及C5至G8。在C4和C5
间弹奏音符不能播放所选的因子。

注意 ： 您 也 可 以 从 键 盘 上 直 接 设 置 范 围 。 按住

[INTORMATION]键，并按想要的低和高键。见 75页的 "基本操作 "。

力度限制

决定在每个因子做回馈反应范围内的最小和最大力度值。

每个因子仅对在指是力度范围内弹奏的音符的做出反应。

举例，它将让您拥有轻弹时产生柔和声音，重弹和轻弹时

产生不同的音色。

设置 1~127

注意：您也可以创建因子分开的低和高范围，在中间加上 "空

格 "。方法是首先指定最大值。举例，设置力度限为 93-34，让您弹奏
两种不同力度范围的因子：柔和(7-34)和强力(93-127)。注意：在 35
和 92之间弹奏的中间力度，不会播放所选的因子。

VelCross Fade(力度交叉衰减)
它决定因子针对不同的力度做出的平滑或突发的因子转换。

(这适用于使用添加给因子的上述力度限制)，最小的数值产生
因子 间突发变更，而最大数值，使因子间平滑转变，这取决
于弹奏力度。

设置  0~127

[F2]-[SF1]常规因子  音高  调音
从此屏幕上，您可以设置不同的音高参数，用于所选的因

子。

粗调

决定以半音为单位每个因子的音高。

设置  -48~0~+48

精调

决定用于每个因子音高的精调。

设置  -64~0~+63

随机

这让您随机改变用于每个弹奏音符的因子。它能有效地复

制原声乐器的音高变化。也可用来创作出非一般随机音高变

化。高数值产生高的音高变化。数值为 "0"，不改变音高。
设置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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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SF2]常规因子  音高  力度敏感度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决定音高EG对力度反应的方式。(从音

高EG设置，见 "PEG时间电平 "下表)

EG 时间、时段
决定PEG时间参数的力度敏感度，选择时段设置时间参数。
正值快速播放指定的时段而负值会慢速播放。

设置 时间 -64~0~+63
时段 ATK1ATK1+DCY，DCY

ATD+RLS，all

ATK
EG时间数值影响起音时间。
ATK+DCY
EG时间数值影响起音 /衰减时间。
DCY
EG时间数值影响衰减 1时间。
ATK+RLS
EG时间数值影响起音 /释音时间。
All
EG时间值影响全部PEG时间参数。

EG 电平、曲线
决定PEG电平的力度敏感度。正值在您重弹键盘时提升电

平；负值在您重弹键盘时降低电平。曲线参数让您从互补不同

的预置力度曲线中选择(在屏幕中从图形展示)，它表明影响音
高EG的力度。
设置 EG电平  -64~0~+63

曲线 0~4

音高

决定影响音高变化的力度程度。高数值产生大的音高变化。

使用正值，按键越重，音高变化越大。使用负值，按键柔和，

音高改变大。

设置  -64~0~+63

[F2]-[SF3]常规因子 音高  PEG时间，电平
                                                     基本结构(46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进行用于音高 EQ的所有时间及电平
设置，它决定音色音高随时间的变化方式。这些可以用来控制

音高从按键到松开键之间的变化。

显示在下表中的各种于用参数的全部名称在下面。

时间

设置  0~127

电平

设置  -128~0~+127(-4800音分 ~0~+4800音分)

深度

设置  -64~0~+63

[F2]-[SF4]常规因子  音高  键跟随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键跟随效果，换句话说，因子的音

高及其音高EG对特定音符作出反应的方式(或八度范围)。

音高敏感度

决定音符影响选用因子音高的程度，中央键(下一个参数)用
作此参数的基本音高。正值让低音符变得更低，高音变得更

高，负值产生相反效果。

设置  -200%~0~+200%

注意：设置为100%，附近的音符会离开一个半音(100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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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键

决定用在键跟随效果上的中央音符或音高，它取决于音高

敏感度参数，弹奏的键离中央键越远，音高变化就越大。

设置为C-2~G8

注意：您也可以从键盘上设置中央键，方法是按住

[INFORMATION]键，并按想用的键，见 75页上的 "基本操作 "。

EG时间敏感度
决定音符影响所选因子音高 EG时间的程度。中央键用作

参数的基本音高。

正值设置会产生低音符变化较慢。高音变化越快。

负值设置效果相反。

设置为  -64~0~+63

中央键

决定音高 EG上用于键跟随功能的中央音符或音高。取决
于EG时间敏感度，离中央键越远，音高 EG时间越长，与平
常的效果差异越大。

当弹奏中央键时，PEG会根据实际设置来变换PEG。用于
其它音高变化特性会随GP时间设置的比例而变化。
设置  C-2~G8

注意：您可以从键盘上直接设置中央键，方法是按住

[INFORMATION]键并按想用的键。

[F3]-[SF1]常规因子 滤波器  类型
基本结构（46 页）

从此屏幕，您可以进行滤波单元的复合设置，可用的参数取

决于所选的滤波器类型。

类型

通常，有四种不同的滤波类型：一种LPF(低通滤波器)HPF
(高通滤波)，一种BPF(波段通过滤波器)和一种BEF(波段截除
滤波器)。每种类型有不同的频率反应，并产生在每种音色上的
不同效果：MOTIF也带有特殊的滤波组合类型，添加附加的音
色控制。

设置  见下面
LPF24D  (低通滤波器 24dB/oct数字)
一种 4-Pole动态 LPF，带有强谐振。

LPF24A(低通滤波 24dB/oct模拟)
一个 4-Pole动态 LPF，带有与模拟合成器上相似的特性。

LPF18(低通滤波 18 dB/oct)
一个 3-pole 动态 LPE。
LPE18s(低通滤波器[18dB/oct]间休)
一种 3-pole动态 LPE，但带有较浅的频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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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F12(低通滤波 72dB/oct)，一个 2-Pole动态 LPF，用来
与HPF(高通滤波)相组合。

LPF6(低通滤波 6dB/oct)
一个 1- Pole动态 LPF，没有谐振，用与于HPF(高通滤波

器)一同使用。

HP24D(高通滤波器 24dB/oct数字)
 一个 4-Pole动态 LPF，带有强谐振。

HPF 12(高通滤波器 12dB/oct)。
一个 2-Pole动态 LPF。

BPF12D(频段通过滤波 12dB/oct数字)。
组合使用一个 12dB/oct+HPF及一个 LPF.。

BPF12(频段通过滤波器 12dB/oct间隔)。
组合使用一个 -12dB/oct+HPF及 LPF，但带有线的频率曲

线。

BPF6(频段通过滤波 6dB/oct)

BPFn(频段通过滤波器宽幅)
组合使用一个 -12dB/oct+HPF及 LPF，但允许使用比

BPF12D滤波宽的频率。

BPF12(频段通过滤波 12dB/oct数字)。
BPF6(频段通过滤波 6dB/oct数字)。

双重 LPF
组合并行使用两对儿 -12dB/octLPF。

双重HP
组合并行使用两组 -12dB/octHPF。

双重BPF
组合使用两组 -12dB/octB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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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BEF
组合并行使用两组 -dB/oct BFF。

LPF12(低通滤波 12dB/oct)+HPF12(高通滤波器)
组合使用 LPF和HPF

LPF12(低通滤波 12dB/oct)+BPF6(频段通过滤波器)
组合使用 LPF及BPF。

HPF12(高通滤波器 12dB/oct)+BPF6(频段通过滤波器)
组合使用HPF及BPF

通过

滤波器被旁通，整个信号不变影响。

截频

决定用于滤波器的截频，或围绕滤波添加的中央频率。

设置 0~255

增益

决定增益量。

设置 0~255

谐振 /宽度
本参数功能会根据选用的滤波类型而变化。如果选用的滤

波器为 LPF、HPF、BPF(不包含BPFw)或BEF，此参数用于
设置谐振。对于 BPFw，它用未调整波段宽度。

谐振

本参数改用来设置添加给截频的谐振量。可组合截频参数

一起使用，为它添加进一步特性。

宽度

使用BPFw，本参数作不调整从滤波器中通过的波段信号。
设置 0~31

距离

设置用于双重滤波类型截频(两个滤波以并行方式组合连
接)。
设置 0~255

HPF截频
决定HPF键跟随的中心频率。当选中一种滤波类型"LPF12"

或 "LPF6"时，本参数可用。
设置 0~255

HPF键跟随(键跟随)
决定HPF截频的设置，参数会根据键盘上弹奏的位置进行

变化。正值会在高音时提升中央频率，弹低音时降低它。负值

会有相反效果。

当选用类型 "LPF12"或 "LPF6"时，此参数可用。
设置 -200%~0~+200%

[F3]-[SF2]常规因子  滤波器  力度敏感度
                                                     基本结构(47页)

从此屏幕，您可以决定滤波器和 FEG对力度的反应方式。
(要了解EG设置，请参阅下面 "FEG"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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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时间、时段
决定FEG时间参数的力度敏感度，选择时段，设置时间参

数。正值时间设置会快速播放指定的时段，而负值设置会慢速

播放。

设置时间 -64~0~+63
时段     ATK, ATK+DCY、DCY
ATK     ATK+RLS, 全部
影响起音时间。

ATK+DCY
影响起音时间及延迟时间。

DCY影响衰减 1时间
ATK+RLS   影响起音时间的释音时间
全部   影响所有 FEG时间参数。

EG电平、曲线
决定滤波 EG电平的力度敏感度。正值设置重弹奏时产生

大的滤波变化。负值设置则相反。曲线参参数可选择五种不同

的预置力度曲线(图形显示在屏幕中)，它决定力度影响滤波EG
的方式。

设置   EG电平  -64~0~+63
          曲线        0~4

截频

决定力度影响滤波 EG截频的程度。高值产生巨烈的截频
变化。正值，您弹奏越强，截频变化越大，负值设置则相反，

弹越轻，频率变化越大。

谐振

决定滤波EG影响谐振的  度。高值设定产生大的谐振变化。
正值时，弹键越重，谐振变化越大，负值设定则相反。弹奏越

轻，谐振变化越大。

设置   -64~0~+63

[F3]-[SF3]常规因子   滤波器  FEG（滤波器包络
生成器）

基本结构(47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随时设置EG滤波器的电平，决定音色
音质变化的方式。

下表显示可用参数的全名。

时间

设置  0~127
电平

设置  -128~0~+127(-9600音分 ~0~+9600音分)
深度

设置  -64~0~+127

[F3]-[SF4]常规因子 滤波器  键跟随

从此屏幕，您可以设置滤波的键跟随 -换句话说，滤波器包
络生成器对弹奏音符反应的方式。

注意：滤波键跟随参数决取于在 1 4 4 页上描述的节点及

补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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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频敏感度

决定哪 些音符影响所选因子的滤波器。通过截频参数中央
键C3的设置被用作基本的设置。
正值设置会让弹低音获取低的截频，高音获得高截频。负

值设置则效果相反。

设置  -200%~0~+200%

中央键

它标出上述截频敏感度的中央音符为C3。在C3音上，音
调保持不变。弹奏其它截频会根据特定的音符及截频敏感度设

置进行改变。请记住它是用于显示，数值不会改变。

EGTimeSens(EG时间敏感度)
决定音符(特别是它的位置或八度范围)影响所选因子滤波

EG时间的方式。
FEG的基本速度改变根据中央键(下一个参数)设置时指定的

音符决定。正值会使低音符变化慢，高音符变化快。负值设置

效果相反。

设置：-64~0~+63

中央键

决定中央音符或过滤器EG上键跟随效果的音高。根据上述
EG时间敏感度，离中心键越远，包络器产生效果所需的时间越
长。当中央音弹奏时，FGE会根据实际甚至而变化。其它音符
特性的变更，会根据EG时间设置而改变。
设置：C~Z~G8

注意：您也可以从键盘上直接设置中央键，方法是按住

[INFORMATON]键，并按下要用的键，详问 75页上的基本操作。

[F3]-[SF5]常规因子  滤波器  比例
滤波调率根据键盘上弹奏的音符，控制滤波截频，您可以用

节点将键盘分开，并分别分配不同的截频数值。

节点 1~4
设置 C~2~G8

补偿 1~4
设置 -128~0~+127

理解滤波调率最高的方法是看样例。在本例中显示的设置，

基本截频数值为 64，在选中节点设置上的不同的补偿值会相
应地改变基本数值。截频特定的改变显示在下图。如图所示，

在相连节点间，截频以线性方式变化。

注意：BP1 至 BP4 会以上升次序在整个键盘上偏排。

注意：无论其补偿值的大小为什么，最大和最小的截频

限制不能超过(数值 0 至 127)。

注意： 弹BP1以下的音符，会产生 PB1的电平设置。另外，

任何BP4以上的音符会产生 BP4的电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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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SF5]常规因子   振幅   电平 /相位

使用本屏幕您不仅可以设置每个单独因子的基本电平及相

位设置还为您提供详尽的非平常的参数，用来影响相位位置。

电平

设置所选因子的输出电平

设置 0~127

相位

决定所选因子的立体声相位位置，它还可以用作基本的相

位位置，用以交替、随机及调率的设置。

设置 L64~C(CENTER)~R63

交替相位

决定对您所按下音符的因子在左右声道中交替出现的声相

参数值，声相设置（上面）作为基本的参考声相位置。

设置 L64~0~R63

随机相位

决定所选因子被排列在左、右的相位位置的量。相位设置被

用作中间相位位置。

设置 0~+127

调率相位

决定音符(特别是其位置或八度范围)影响所选因子的相位位
置，左和右的程度。在C3上，主相位设置被用于基本的相位
位置。

设置 -64~0~+63

[F3]-[SF5]常规因子  振幅  力度敏感度

从此屏幕上，您可以决定振幅(音量)EG对力度作反应的方
式。(用于振幅EG设置，见下页的 "AEG")。

EG 时间、时段
决定AEG时间参数的力度敏感度，选此时段，然后设置时

间参数。正值设置可快速播放所指定的时段，负值会慢速播放

时段。

设置 时间 -64~0~+63
时段 ATK, ATK+DCY, DCY

ATK+RLS, all
ATK
影响起音时间

ATK+DCY
影响起音时间及延迟时间

DCY
影响延迟 /时间
ATK+RLS
影响起音时间及释音时间

全部

影响全部AEG时间参数。

EG电平、曲线
决定振幅 EG电平的力度敏感度。正值设置在重弹键盘时

产生大音量，负值设置则相反，轻弹键盘，产生大音量。曲线

参数使您能从五种不同的预置力度曲线中选择(图形显示屏幕)，
决定力度影响振幅 EG的方式。
设置 EG电平  -64~0~+63

曲线 0~4

[F4]-[SF3]常规因子   振幅  AEG
基本结构(47页)

从此屏幕上，您可以进行所有时间及电平设置，通过使用振

幅包络器，它将决定音色音量随时间变化的方式。

下表中显示出所有可用参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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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设置  0~127

电平

设置  0~127

[F4]-[SF4]常规因子  振幅
键跟随

从此屏幕上，您可以设置影响振幅的键跟随效果。换句话

说，因子的音量及其振幅 EG对弹奏音符(或八度范围)的反应
方式。

注意：振幅键跟随参数的使用取决于节点及下面显示的补偿。

Levelsens(电平敏感度)
决定哪些音符(特别是其位置或八度范围)影响所选因子的力

度。

中央键设置为C3，可用于基本设置。
正值设置会降低音符的输出电平。负值设置会产生相反效

果。

设置  -200%~0~+200%

中央键

它表明上述电平敏感度的中央音符为C3。在C3上，音量
(电平)保持不变。对于其它弹奏的音符而言，音量会根据特殊
音符及电平敏感度设置而改变。记住这是用于屏幕显示，数值

不能改变。

EGTimeSers(EG时间敏感度)
决定音符(特定的位置或八度范围)影响所选因子振幅EG时

间的程度。中央键(下一个参数)用作此参数的基本振幅。
正值设置会产生低间改变缓慢、高音改变快的振幅。负值

产生相反的效果。

设置  -64~0~+63

中央键

决定中央音符或在振幅EG上键跟随的音高。根据EG时间
敏感度与中央键弹奏的音的距离，产生与常规振幅EG差别相
应所需要的时间。

当弹奏中央键，AEG根据实际设置进行变化。其它音符的
振幅改变会根据EG时间设置而改变。
设置  C~2~G8

注意：您也可从键盘上直接设置中央键，方法是按住

[INFORMATION]键，并按下想用的键。

[F4]-[SF5]常规因子  振幅  比例

振幅调率根据弹奏键盘上的音符来控制输出电平(在[F4]-
[SF1]屏幕上)。您可以通过 4个节点，将整个键盘分隔，并分
别分配不同的振幅补偿值。

节点  1~4
设置  C~2~G8

补偿  1~4
设置  -127~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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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振幅调率最好的方法是看样例。

在本屏幕中显示的设置，所选因子基本振幅(音量)数值为
80，在所选节点设置上的不同补偿值将相应改变基本数值。屏
幕下显示的特殊改变在下图中显示。振幅会在相临节点上做线

性变化。

注意：BP1至 BP4会以升序的方式在整个键盘上自动编排。

注意：无论补偿的大小，最小和最大截频限制(数值为0至127)

不能被超过。

注意：弹奏BP1下面的音符会产生BP1电平设置。高于BP4

的音符会产生 BP4电平设置。

[F5]常规因子 LFO
基本结构（47 页）

屏幕为您提供用于每种单独因子的 LFO 多种控制组合，
LFO可用来产生颤音、哇音、震音及其它特效，方法是添加给
音高滤波及振幅参数。

波

决定 LFO波形，用于改变音色。
设置：锯形、三角、方块

速度

决定 LFO波形的速度，数值高，速度快。
设置  0~63

触键同步

当设为开时，LFO波形在每次弹音符时重置。
设置：关、开

触键延迟

决定在 LFO进入效果前的延迟时间，高数值产生长延迟
设置  0~127

PMOD(音高调制深度)

决定 LFO波形改变音高的量，数值越高，音高调制越大。
设置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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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OD(滤波调制深度)
决定LFO波形改变(调制滤波截频的深度)，数值越高，调制

量越大。

设置：0~127

AMOD(振幅调制深度)
决定 LFO波形改变(调制)音色振幅或音量的深度。数值越

高，振幅调制量越大。

设置：0~127

[F6]常规因子 EQ（均衡器）

类型

决定均衡器类型，MOTIF拥有大量用于供选择的不同均衡
器类型，不仅可用来增强原始音色，也可完全改变音色特性。

可用的参数及设置取决于所选特殊均衡的类型。

设置：EQ L/H、 PEQ、提升6、提升12、提升18、通过EQ
L/H(低 /高)

EQ L/H（低 /高）
这是一种倾斜的均衡器，由高及低频段组成。

PEQ(参数EQ)
参数EQ用来调谐或提供围绕频率的信号电平(增益)。此类

拥有 32种不同的 "Q"设置，它决定均衡器的频段带宽。

提升 6(提升 6dB)/提升 12(提升 12dB)/提升 18(提升 18dB)
它的可用来提升整个信号的电平，单位是 6dB、12dB及 18dB
通过

如果您选择它，均衡器被旁通，整个信号不受影响。

鼓音色编辑

基本结构  45页

常规编辑及鼓键编辑

每种鼓音色包含不同波形及 /或常规音色，每种分配给横跨
整个键盘的音符，从C0至C6(45页)。使用鼓常规编辑，可编
辑添加给音色中所有鼓键上的设置。共有两种鼓音色编辑屏

幕，用于常规编辑的屏幕，用于编辑每个键(因子)的屏幕。

基本程序

基本结构（70 页）

1. 按[VOICE]键，进入音色编辑模式(批示灯亮)。
2.选择想要编辑的鼓音色。
3. 按[EDIT]键，进入音色编辑模式(批示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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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要编辑的一个键。
要编辑对整个鼓音色都一样的键(全部键)，按[DRUMKITS]

键.

要编辑一个单独鼓键(因子)参数，首先按NUMBER[1]键，
然后按键盘上相应的键。

5.选择您想编辑的菜单，方法是按[F1]-[F6]及[SF1]-[SF5]
键。

6.编辑的选音色的参数。
7.存储在第 6#中编辑的设置到想用的用户内存中。
8.按[EXIT]键，退出音色模式。
要想了解第 #5-第 #6步中的介绍，见下面的介绍。
要想了解 #7步中的情况，请参阅 159页上的 "音色存储 "

模式。

常规(对所有键)编辑

[F1]-[SF1]鼓  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命名

同常规编辑中的常规音色一致，见 130页。

[F1]-[SF3]鼓  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主控 EQ补偿
同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1页。

[F1]-[SF5]鼓  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其他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2页。

[F2]鼓  常规编辑  输出

与常规音以常规编辑中一样，见132页。另外，可使用两种
参数。

InsRrvSend(插入混响发送)
决定整个鼓音色的发送电平(所有键)，从插入效果1/2到混

响效果。

InsChoSend(插入合唱发送)
决定发送给整个鼓音色的发送电平(所有键)，从插入效果1/

2至合唱效果。
设置：0~127

注意：发送电平(至混响及合唱)不能单独设置给每种鼓键，数

值固定为 127(最大)。

[F3]-[SF]鼓  常规编辑  琶音器  琶音类型
同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2页。

[F3]-[SF2]鼓  常规编辑  琶音器  琶音限制
同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3页。

[F3]-[SF3]鼓  常规编辑  琶音器  播放 FX（效果）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3页。

[F4]-[SF1]、[SF2] 、[SF3]鼓  常规编辑  控制设置
Set1/2, Set3/4, Set5/6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4页
请注意：因子开关参数在鼓音色常规编辑中不能用。

[F6]-[SF1]鼓  常规编辑   效果  连接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7页
不同之处在于 "KEY:OUT"显示在鼓常规效果屏幕中，而不

是"EL:OUT"(在常规效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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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SF2] 、[SF3] 、[SF4]、[SF5]鼓   常规编辑  效果
参数插入 1，2 混响，合唱
这些可用的参数及数值根据当前选用的效果类型而有所不

同。详细情况，请参阅分开数据目录上的效果类型。

鼓键编辑

[F1]-[SF1]鼓键   振荡器   波

从此屏幕上，您可以选择想用的波形或常规音色，用于每个

鼓键。

类型

决定波形或常规音色是否用于所选音键，也可使用音库、

号码及目录参数来指定想用的波形或常规音色

设置  预置波形(预置波形)、音色、用户波形

Elementsw(因子开关)
本参数在(上述)类型设为 "Pre  wave"或 "user wave"时可

用。它决定当前键是否为开，换句话说，键的波形是激活还是

关闭。

设置  开、关

音库

这个参数在类型(上述)设为 "音色 "时可用。任何常规音色
库都可选用。

注意：插入音色不能从鼓键中选用。

号码

决定波形 /间色号码，根据选用的类型号码。
设置

当类型设为 "Pre wave"=(关)~130
当类型设为 "音色 "=000~128
当类型设为 "Usr ware"=000(关)~256
关于波形及音色的信息，请参阅分开的数字目录小册子。

注意：如果您选择 " 关 "，设有波形 / 常规音色会分配给

鼓键。

目录

决定音色 /常规音色的目录，如果切换到另一目录，该目录
中第一个波形 /常规音色被选中。
设置，要了解有关目录的详情，请参阅分开的数据目录小册

子。

[F1]-[SF2]鼓键  振荡器  输出

从此屏幕中，您可能设置所选鼓音键的常规输出号数。

INSEFOUT(插入效果输出)
决定插入效果(1或2)中哪一个用来处理每个单独的鼓键。"

通过 "设置让您将插入效果旁通给特定音键。
设置：通过，Ins1(插入效果 1)、Ins2(插入效果 2)

RevSend(混响发送)
决定鼓音键音色添加给混响效果的电平(旁通信号)，设置

"0"为不产生混响处理的鼓键音色。在插入效果输出(上述)设为
"thru"时，此功能可用。

Chosend(合唱发送)
决定添加给合唱鼓键音色的电平(旁通信号)。设置为"0"，不

产生合唱效果。本参数是在效果输出(上述)设为 "thru"时可用。
设置：0~127

OutputSel(输出选择)
决定每个鼓键信号的特别输出。您可以分配每个鼓键音色

给面板上特定的硬件输出口。通过安装AIEB2卡，您可以扩展
可分配的输出口数目。

设置：见下面

只有在安装了可选AIEB2卡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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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F5]鼓键   振荡器  其他

从此屏幕上，您可以设置与各种鼓音色音符对键盘数据及

MIDI数据做出反应相关的参数。

分配模式

当它设为 "单独 "时，可避免双重播放相同的音符，这在同
时按几乎相同的音符时，或没有相应音符关信息时是非常有用

的，要播放相同的音符，应将号设为 "多重 "。
设置：单独、多重

注意：交替复组(AltGrp)参数设为除 "关 "以外的设置时，此

参数无法用。会现示 " ----"。

RevNoteOff(接收音符关)
决定所选鼓音键是否对MIDI音符关信息做出反应，设置为

"关 "，可使用钹钗及其它延音音色。它让您将选中的音色延迟
至自然衰减的长度 ----即使您松开音符，或接收到音符关信息
设置  关、开

注意：对于在[F1]- [SF1]鼓键震荡器波形屏幕中被选中的

波形同样有效。

AltCtrl(替换组)
设置波形分配的替换组。在实时鼓组中，有此鼓音色不会被

播放出来，如：开、闭钗。你可以防止同时播放波形，方法是

设置它的至相同的替换组。最多可定义127个替换组，您也可
以设置为 "关 "，如果您要同时播放音色的话。
设置：关  1~127

[F2]-[SF1]鼓键  音调 调音

粗调

决定以半音为单位每种鼓键波形的音高(或常规音色)。
设置：-48~+48

注意：如果常规音色分配给此键，参数可以调整相对于

Ｃ 3 音符的音符位置(并非音高)上。举例：让我的假设原始音色
包含一个双因子钢琴音色，最高到Ｃ 3，两个弦乐音乐从Ｃ # 3
向上。用 + １为单位调整此粗设置，不会将钢琴类的音改到Ｃ
# 3。而会使用Ｃ # 3 的原始音色(弦乐音色)。

精调

决定每种鼓音键波形(或常规音色)的精调音。
设置：-64~+63

[F2]-[SF2]鼓键音高
力度敏感度

从此屏幕，您可以决定对应于力度的鼓键音高的反应方式。

音高

决定所选音键对力度的反应方式。正值设定，弹奏越重，音

高越高。负值设置，弹奏越重，音高越低。

设置：-64~+63

[F3]-[SF1]鼓键    滤波器  截频
基本结构（46 页）

MOTIF让您对每种单独鼓音键添加一个低通滤波及高通滤
波器 ----让您对鼓音色进行的细微的控制。

注意：本参数在[F1]-[SF1]鼓键振荡器波形屏幕中(150页)选

择波形时非常有用。

LPF截频
决定低通滤波器的截频。

设置：0~255
LPF谐振
决定谐振添加给截频点上信号的量。

设置：0~255
HPF截频
决定高通滤波器的截频量。

设置：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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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SF2]鼓键  滤波器   力度敏感度

LPF截频
决定低通滤波器截频的力度敏感度。正值设置让您在重弹

键盘时提升截频，负值是让您重弹键盘时使截频下降。

设置：-64~0~+63

[F4]-[SF1]鼓音键   振幅   电平 /相位
本屏不仅让您为每种单独的鼓音色进行基本的电平及相位

设置，而且让您对影响相位的不常用参数进行精细设置。

电平

决定选用鼓音键(波形)的输出。它让您在各种鼓音色这间进
行详尽的平衡调整。

设置：0~127

相位

决定所选音键(波形)的立体声相位。也可用作交替及随机设
置的基本相位设置。

设置：左 63(左)~(1中央)~右 63(右)

交替相位

决定所选鼓音键在您弹奏每个音时左右交替变换相位的量。

相位设置(上述)可用作基本相位位置。
设置：L64~0~R63

注意：本参数在类型参数(在振荡器波形屏幕中 150页)设为 "

预置波形 "或 "用户波形 "时，可以用于鼓音键。

随机相位

决定所选声音键音色，在弹奏键时左、右随机变换相位的

量。相位设置(上述)可用为中心相位的位置
设置：0~127

注意：本参数在类型参数(振荡器波形屏幕，150页)设

为 "预置波形 "或 "用户波形 "时可用于鼓音键。

[F4]-[SF2]鼓音键   振幅   AEG力度敏感度

电平

决定振幅包络生成器输出电平的力度敏感度。正值设置会

在重弹键盘时提升输出电平，负值设置会使电平下降。

设置为：-64~0~+63

[F4]-[SF3]鼓音键   振幅   AEG
 基本结构(47页)

起音

设置：0~127

衰减时间

设置：0~127

衰减电平(电平)
设置：0~127

衰减 2时间
设置：0~126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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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鼓音键   EQ(均衡器)
基本结构(148页)

与常规音色因子编辑中相同，参阅 148页。

注意：本参数在类型参数(振荡器波形屏幕，150页)设为 "预

置波形 "或 "用户波形 "时对鼓音键有效。

播入音色编辑

基本结构(43页)

常规编辑及因子编辑

与常规音色编辑一样，见 129页。与常规音色不同之处在
于，插入音色只有一个可编辑的因子。

关于插入音色及板载音色

安装到MOTIF的板载音色可分为两类：板载音色及插入音
色。板载音色是非处理过的，没有改变过的板上音色 ----"原始
材料 "，它用于插入音色。而插入音色则是编辑过的板载音色 -
---被特殊编辑过处理过的MOTIF音色。
在板载音色中还包含一组特殊的音色 ---叫作板载自定义音

色 ---它可以通过电脑连接MOTIF，使用扩展卡附带的电脑音
序编辑软件进行特殊编辑（87页）。

注意：根据您使用的扩展卡，这里的某此参数有可能不

能用。详情参阅扩展卡的相关用户手册。

注意：要了解扩展卡当前可用的功能，请参阅 3 5 页。

基本步骤

基本结构(70页)

1. 按[VOICE]键，进入音色播放模式(指示灯亮)。
2.选一种要编辑的扩展音色。
3. 按[EDIT]键，进入音色编辑模式(指示灯亮)。
4.选一种要编辑的因子。
要编辑常规参数，按[DRUMKITS]键(用作上述的 "COM-

MON"键)要编辑因子参数，按任一NUMBER键([1]-[4])(无论
按哪个NUMEFR键，编辑是相同的)。

要编辑因子参数，按任一NUMBER键([1]-[4]键编辑相同，
无论按哪个NUMBER键)。

5.选择您要编辑的菜单，方式是按[F1]-[F6]及[SF1]-[SF5]。
6.编辑选中音色的参数。
7.存储第 #6步中编辑的设置到用户内存。
8.按[EXIT]健，从音色编辑模式中退出。
要了解第 5至 6步中的提示，见下面的介绍。
要了解第 #7步中的详情，请参阅 159页上的 "音色存储 "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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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编辑

[F1]- [SF1]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命名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相同，见 130页。

[F1]- [SF2]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播放
模式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相同，见 130页。
请注意在扩展音色常规是编辑中不能使用微调。

[F1]- [SF3]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主控
EQ 补偿
与常规音常规编辑中一致，见 131页。

[F1]- [SF4]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滑音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一致，见131页，请注意滑音模式

及滑音时间在扩展常规编辑中无法使用。

[F1]- [SF5]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其他
与常规音常规编辑一致，见 132页。
不同的是在常规音色编辑中，上、下区域不能单独设置。

[F2]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输出
与常音色常规编辑一致，见 132页。

[F3]- [SF1]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琶音器   琶音类
型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一致，见 132页。

[F3]- [SF2]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琶音器   琶音限
制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的一样，见 133页。

[F3]- [SF3]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琶音器   播放 FX
(效果)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的一样，见 133页。

[F4]- [SF1]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控制设置
Set1/2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的一致，见 134页。
请注意：因子开关在扩展音色常规编辑中无法使用。

[F4]- [SF2]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控制设置
调制轮

从此屏幕，您可以设置扩展音色对调制轮反应的方式，方

法是改变滤波音高及振幅的控制深度。

滤波器

决定调制轮在滤波器截频上的调制深度。负值产生相反的

调制操作(向上转调制轮，调制量变小)
设置：-64~0~+63

Pmod (音高调制深度)
决定调制轮对音高调制控制深度。设置越高，控制深度越

大。

设置： 0~127

Fmod(滤波调制深度)
决定调制轮在滤波截频调制上的控制深度。设置越高，控

制深度越深

设置： 0~127

Amod(振幅调制深度)
决定调制轮对振幅调制的控制深度。设置越高，控制越

深。

设置：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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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SF3]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控制设置   触后

MOTIF带有一整套键后设置，用于扩展音色，允许您改变
音高及滤波设置，并产生调制效果(音高，滤波及振幅)-方法是
需按下音键。

音高

决定键盘键后的控制深度。您可以设置上升两个八度的数

值(以半音为单位)。
设置：-24~0~+24

滤波器

决定键盘在滤波截频上控制键后的控制深度。

设置：-64~0~+63

Pmod(音高调制深度)
决定在音高调制上的键盘键后的控制深度。设置越高，控

制深度越大。

Fmod(滤波器调制深度)
决定键盘键后对截频调制的控制深度。设置越高，控制越

深。

设置：0~127

Amod(振幅调制深度)
决定键盘键后对振幅调制的控制深度。数值越高，控制深

度越大。

[F4]- [SF4]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控制设置  AC(可
分配控制)

从此屏幕上，您可发分配MIDI控制变更号码，决定分配控
制器影响滤波器及调制效果的程度(音高、滤波、振幅)要了解
使用控制变更号及可分配控制的详情，请参阅 91页。

源

决定用于控制滤波、Pmod, Fmod及Amod的MIDI控制
变更号。

设置：0~95

滤波器

决定控制在滤波器截频上变更号的深度(在源参数中设置)
设置：-64~0~+63

Pmod(音高调制深度)
决定控制变更信息在音高调制上的控制深度。设置越高，

控制深度越大。

设置：0~127

Fmod(滤波调制深度)
决定控制变更信息(在源参数中设置)在滤波截频调制上的

控制深度。数值越高，控制深度越大。

设置：0~127

Amod(振幅调制深度)
决定控制变更信息在振幅调制上的控制深度(设置在上述

原参数中)。设置越高，控制深度越大。
设置：0~127

[F6]- [SF1]扩展音色  常规编辑  效果  连接
基本结构（40 页）

它同常规编辑常规参数中的一样(137页)，下面各点除外。
EL:OUT设置在扩展音色常规编辑中不能用。
并行设置(插入连接)在扩展音色常规编辑中不能用。

[F6]- [SF2]、[ SF3] 、[SF4] 、[SF5]扩展音色  常规
编辑  效果  参数   插入 1，2 ，混响，合唱

混响、合唱

参数号及可用的数值会根据当前选用效果类型而不同，要

了解更多信息，见分开的数据目录小册子中的效果类型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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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编辑

[F1]- [SF1]扩展音色  因子  振荡器  波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选择想用的板载音色，用于扩展音色的

因子。记住扩展音色只有一个因子。

音库

决定板载扩展音色的音色库。

设置：(这此设置取决于特殊的扩展卡，参阅相关的参数)

号码

决定扩展音色号码

设置(这些决取于您使用的扩展卡，参阅相应的用户手册)

[F1]- [SF5]扩展音色  因子  振荡器  其他

从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扩展音色对力度做出反应的方式，并

移动该音色的音键(音高)。

力度深度

决定板载音色的力度敏感度。设置高数值，弹奏键盘越重，

音色音量越大。

设置：0~127

力度补偿

它允许您指定板载音色的力度敏感度的补偿值，您可以增

加相应的音色度(或电平)，方法是设置一定里的电平 ----让力
度添加给所有弹奏的音色上。

设置：0~127

音符移动

决定板载音色的移调设置或音高提升或下降的量(以半音为
单位)。音高范围为上、下两个八度。
设置：-24~0~+24

[F2]扩展音色  因子  音高  PEG时间，电平
 基本结构(46页)

从此屏幕，您可以制作不用的时间，和电平设置用于音高

EG，它决定板载音高改变的方式。

可用参数的全名显示在下图中，按下图方式显示。

设置：-64~0~+63

[F3]扩展音色  因子  滤波器   截频

HPF截频(高通滤波截频)
决定高通滤波的截频。

设置：-64~0~+63

[F4]扩展音色   因子  本地
当安装了MOTIF扩展卡，您可以通过编辑两种本地参数(这

些参数为扩展卡独有参数)及独特参数(与MOTIF相关的)。按
[F4]键，可进入扩展卡的本地参数。参数会根据扩展卡发生变
化。

有关每种参数及功能，请参阅扩展卡附带的用户手册或在

线帮助。

注意：有关扩展卡的当前功能，参阅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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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扩展音色   因子   LFO
基本结构(47页)

从此屏幕上，您可以设置基本的LFO参数，用来调制音高，
创建颤音和其它特殊效果。

速度

决定 LFO波形的速度。正值设置增快速度，负值设置减少
速度。它交添加一种补偿给扩展卡上原始音色的相同参数。

设置：-64~0~+63

延迟

决定在您弹奏键盘和 LFO进入效果之间的延迟时间。正值
设置延长延迟，负值设置  延迟。它添加一种补偿给扩展卡的
原始音色的相同参数中。

Pmod(音高调制深度)
决定 LFO波形控制音高的量，正值设置增加控制量，负值

设置减少它。它将补偿值添加给扩展卡上的原始音色上的相同

参数中。

设置：-64~0~+63

[F6]扩展音色  因子  EQ(均衡器)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添加均衡设置给板载音色，它带有两个

波段，一个用于高频，其它有于低频。

1) 低频
决定两个低频段的节点。低于此频率的信号电平会按

LOGain参数设置，被提升 /调谐。

2) 低增益
决定低于低频的信号被提升及调谐的量。

3) 高频
决定高频的节点。高于此频的信号电平会以在高增益参数

设置的量进行提升 /调谐。

4) 高增益
决定高于高频的信号被提升 /调谐的量。
设置：-64~0~+63

关于卡载自定义音色编辑

您要以编辑扩展卡上板载自定义音色，方法是使用扩展卡

附带的音色编辑器软件。

注意：当使用客户模式使用此软件时，选择编辑器软件的声

部号至 "1"，也可将MOTIF的基本MIDI接收通道(258页)匹配于编辑
器软件的MIDI通道。您编辑过的原始板载自定义音色可以被存储并
从电脑控制。

小心：请确信决编辑过的数据存入内存卡或连接的 S C S I 设

备。因为在您关闭 MOTIF 电源后，您暂存中 DRAM 中的数据会
丧失。

注意：要了解使用扩展卡附带的音色编辑器软件，请参

阅音色编辑器的在线帮助。

注意：编辑上述参数，也许与有多种音色效果，这取决于您

安装的特殊扩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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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工作模式

音色工作模式包含多种方便的操作(叫作 "工作 ")，可用来
编辑您原始的音色。

基本步骤

1.在音色播放模式，选择一种执行工作的音色。
2. 按[JOB]键，进入音色工作模式。
3.选择想用的工作菜单，方法是按相应的键[F1]-[F6]。
4.设置相关的工作参数。
5.按[ENTER]键，(显示让您确认的框)。
6.按[INC/YES]键执行工作。在完成工作后，会显示 "Com-

pleted"信息，并返回原始屏幕。

注意：要取消工作，可按[DEC/NO]键。

小心：工作执行时，您会看到 "Executing⋯"字样，如果您想关闭

MOTIF电源，数据有可能被损坏。

7. 按[VOICE]键，从音色工作模式中退出，返回音色播放
模式。

要了解返第 #3-第 #4步的详情，见下面的介绍。

[F1]初始化

本功能允许您重置(初始化)所有音色参数至缺少设置，它也
允许您有选择地初始化基本参数，如常规设置，每个因子/鼓音
键的设置 ----从新创作全新的音色时非常有用。

要初始化的参数类型

当选择一种常规音色时

全部，常规，EL1~4
当选择一种鼓音色时

全部，常规，EL

注意：如果您打开此选项，您可以选择鼓音键。

要选择一个音键，请参阅 75页的 "基本操作 "。
当选择一种扩展卡音色

全部、常规、EL

[F2]编辑重新召回功能

如果您编辑一种音色并选择一种不同音色，而不存储编辑

的音色的话，所有您进行的编辑会被抹掉。如果发生这些，您

可以使用编辑召回功能，恢复音色，而不会损坏最新的编辑。

[F3]拷贝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拷贝常规及因子 /鼓音键参数设置，从

任何音色至您正编辑的音色中。如果您创建一种音色并从另一

种音色中使用某些参数设置时是非常有用的。

源音色

选择要拷贝的音色及数据类型

数据

当常规音色选中时

常规，因子 1~4
当鼓音色被选中时

常规，鼓音键C0~C6
当扩展音色被选中时

常规，因子

注意：如果源音色类型(常规 /鼓 /扩展)不同于您当前编辑的

一种音色，您将只能拷贝常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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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音色的数据类型(当前选中音色)
如果源音色是常规或鼓音色及数据类型被设定给因子或鼓

音键，您可以设置目的音色中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当一种常规音色被靠选中时，因子 1~4
当一种鼓音色选中时

鼓键C0~C6

注意：如果您从源数据中选择拷贝常规参数，屏幕会改为 "常

规 "。

[F4]成批数据处理
这些功能让您发送所有编辑参数设置给当前选用的音色，

它是发送到电脑或其它MIDI设置中进行处理。

注意：您必须设置正确MIDI设备号，执行成批数据，详见258

页。

音色存储模式

 基本结构(71页)

本功能让您存储编辑过的音色至用户内存

小心：当您执行时，目的内存的设置会被覆盖。重要数据会

被备份到电脑中，分开的内存卡或其它存储设备中。

基本步骤

1.编辑音色后，按[STORE]键，进入音色存储模式。
2.选择目标音色内存。
3.按[ENTER]键，(屏幕提示您确认)。
4.要执行存储操作，按[INC/YES]键。在存储音色后，会出

现 "Completed!"信息，操作操作返回原始屏幕。

注意：要取消存储操作，可按[DEC/NO]键。

小心：存储操作存储需要长时间地，您会见 "Executing⋯"信息。

如果在显示此信息时关闭电源，有可能损坏数据。



160

演奏模式
基本结构(42页)

功能树

此单元介绍演奏模式。要了解演奏模式，与整个MOTIF结构，及其它模式及功能的相互关系，请参阅 37页上的 "基本结构
"上的简化表。下述表格显示所有屏幕菜单及演奏模式的参数 -您可以快速弄清MOTIF相关功能。括号中的字符或句子表明特
殊的键名称或面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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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播放模式
基本结构(31页)   快速导读(88页)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选择并播放单独的用户演奏

注意：要了解演奏及内存结构的详情，请参阅 40页。

基本步骤

基本操作(67页)

1.按[PERFORMANCE]键，进入演奏播放模式。(批示灯
亮)。

2.选择一种演奏。
3.选键盘八度或MIDI传输通道。
4.按要求关闭，打开演奏各声部。
5.按[F2]-[F6]键选择菜单，并编辑每个屏幕中的参数。

6.存储第 #5步中的设置，至想用的内存中。
7.按任一模式键，从演奏播放模式中退出。

要了解 #2-#5步上的解释，见下面样例
要了解第 6步，参阅 176页上 "演奏存储模式 "

演奏选择

这里介绍应用于上述基步骤第 #2步的操作。
选择演奏与选择音色基本上是一致的(124页)，除了以下各

点，因为MOTIF没有预置演奏，只提供一个用户音色库，选择
一个音库是不必要的。

键盘八度及键盘MIDI传输通道设置

在此介绍162页上基本步骤第#3步。在此有两种参数影响
所选择演奏。设置这些参数与在音色播放模式中(124页)一样。
记住这些参数不能在演奏存储模式中(126页)存入演奏。

键盘MIDI传输通道
表明分配给各项控制

旋钮的功能。见 256 页
了解详情。

选指明当前选中的音色键选择

表明键盘八度设置为

[OCTAVE]键。见 82页
了解详情。

表明键盘MIDI 传输
通道，详见 162页。

音色名称目录

音色程序号 ( 对应
于组 A 至 H 及音色
号码 01-16)

组通过[A]-[H]键选择。

号码

(通过 NUMBFR [1]-[16]表明当前所选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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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声部开 / 关
这里介绍 162页上基本步骤的第 #4步。

注意：本操作还可以在演奏编辑模式中可用。

在演奏播放模式中编辑演奏

在此解释162页上基本步骤上第#5步。演奏播放模式为您
提供所选演奏中各种编辑操作。要了解编辑操作的详情，请使

用演奏编辑模式。

[E]指示灯
如果在演奏播放模式中修改参数。[E]指示灯会出现在屏幕顶

部左侧，表明当前演奏已被修改，但未存储。

注意：如果在编辑中您选择另一种演奏，[ E ]批示灯会消

失，您编辑的数据会丢失。是好   演奏存储模式中，存储编辑
过的数据( 1 7 6 页)。即使丢失演奏编辑数据，您也可以使用编辑
叫出功能( 1 7 5 页)恢复它的。

[F2]演奏模式  播放  A/D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A/D输入声部。A/D输入让您输入
外接音频(如从耳机或吉它)，处理并混合终端输入(如果安装了
mLAN8E可选卡)。

注意：在工具模式中，您可以设置是否使用 A / D 输入口

或mLAN8E口，作为 A/D声部的输入口。见 252 页。
音量

决定A/D 声部的输出电平
设置：0~127

相位

决定A/D声部信号发送给混响效果的发送电平。要了解效果
连接的详情，请参阅 40页。
设置：0~127

RevSend
决定A/D声部信号发送给混响效果的发送电平。要了解效

果连接详情，见 40页。
设置：0~127

Cho Send
决定A/D声部信号发送给合唱效果的发送电平。要了解效

果连接详情，见 40页。
设置：0~127

Var Send
决定A/D声部信号发送给变化效果的发送电平。关于效果

连接详情，请参阅 252页。
设置：0~127

干电平

决定未被效果处理过的A/D声部电平(混响、合唱、变化)见
252页。
设置：0~127

单声 /立体声
决定A/D输入音频的信号配置，及信号的路由方式(立体声

或单声)，当mLAN终端(安装了mLAN8E卡时)设置为A/D声
部输入源时，比参数不能设置。

设置    立体声、左单声、右单声、左 +右单声

立体声

通过A/D输入口接收立体声音频。
L(左)单声
通过 L(左)A/D输入口接收音频，以单声道方式处理。
R(右)单声
通过R(右)A/D输入口接收音频，以单声道方式处理。
L+R 单声
通过两个A/D输入口接收音频，混音并以单声道方式处理。

按[MUTE]键，指
示灯亮

按[1]-[4]键，开
始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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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选择

决定A/D声部输出口分配。
设置  见下图

在安装了AIEB2卡时可用。

[F3]演奏模式  播放  音色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选择每个声部的音色，并决定弹奏的音

符范围。

[SF1]添加 INT(添加内置音色)

如果未分配音色且所选声部为空的，按此键可激活一个声

部的扩展音色。

[SF2] 添加 PLG（扩展卡音色）
如果没有为所选的声部添加音色，该声部为空，则按此按钮

可以选择扩展卡音色。

[SF3]删除
按此键删除用于所选声部的音色分配，让声部空着。

[SF4]低限(音符低限)
它设置所选声部音色的低音范围。同时按住此键并按键盘

上想用的键，设置一个音符。

[SF5]高限（音符高限）
它设置所选声部音色的音色高音范围。同时按下此键并按

住键盘上想用的键，可设置此音符。

[F4]演奏模式  播放  滑音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滑音每个声部的滑音参数。滑音用

来创作出从第一个弹奏音符到下一个的平滑的音高变化。

PortaSW(滑音开关)
决定滑音开关对全部声部是否开或关。(它为全局开关，并

覆盖声部开关中的每个声部设置)。
设置：关、开

时间

决定音高转换时间。

此参数在每个声部编辑中使某此参数产生补偿值(171页)，
高值产生长的转换时间。

设置：-64~+63

声部开关

决定是否打开每个单独声部的开关。

[F5]演奏模式   播放
EG(包络生成器)      基本结构(47页)

屏幕包含基本的EG设置，可用于音量及滤波器，作于演奏，
及滤波截频和谐振设置。这里做的设置，可作为补偿值添加给

演奏编辑模式中的AEG和FEG设置中(173及174页)。

与音色播放模式中相同，见 127页。

使用这些键，设定音

符范围，高和低，用

于声部音色。

使用此键删除要删

除的音色。

如果声部为空 (无音色分配 )，使用这些键可激
活一种音色(内置或插入)。一旦音色被分配，选
择相应音库，并使用[INC/YES]及[DEC/NO]键可
选择音库及音色，也可使用数据轮。您也可以
使用BANK/GROUP及NUMBFR键，选择一种音
色(124页)。

移动光标至想用声部，然后至音色库

或您想要设置的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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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演奏模式    播放   琶音
 基本结构(35页)

本屏幕中包含琶音播放的基本设置，包含类型和速度。

本参数同音色播放模式中一样（127页），除了以下一点。

声部开关

决定所选声部的琶音是否开。

演奏 编辑模式

在此模式中，演奏可以被创建并编辑。

[E]指示灯

如果您在演奏编辑模式中修改参数，[E]指示灯会呈现在屏幕
左侧顶端。它表明当前演奏已修改但未存储。

注意：即使您退出演奏播放模式，您编辑的设置会被保存，只

要您不选择另一种演奏。

注意：[ E ]指示灯也在演奏播放模式中显示。

比较功能

此种方便功能让您在已编辑地的演奏及原始演奏未编辑姿

态之间切换 ----允许您试听两者之音的区别，并听到编辑后的
改变。

1.[COMPARE]键，[C]指示灯会显示在屏顶端(替代[E]指示
灯)，原始、未编辑的演奏会恢复用于监听。

2.再次按[EDIT]键，关闭 "比较 "功能，恢复编辑后所演奏
常规(对所有声部)编辑和声部编辑。

常规编辑和声部编辑

每各演奏可包含最多四个声部，从七个声部中选择其一 ---
-从内置音源中选四个声部，从扩展卡中选三个声部。
使用常规编辑功能，编辑所有声部。共有两类音色编辑屏

幕：一种用于常规编辑，另一些用于编辑单个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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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步骤

1. 按[PERFORMANCE]键，进入演奏播放模式(指示灯亮)。
2.选择想编辑的演奏。
3. 按[EDIT]键，进入演奏播放模式(指示灯亮)。
4.选择要编辑的声部。

要编辑与所有声部一致的参数，按[DRUMKITS]键(在此做
为 "COMMON"键)。

要编辑各声部的参数，使用相应的键([1]-[4]，或扩展卡声
部为[1]-[3]来选择想用的声部。

按[F6]键在声部屏幕 1-4和插入声部 1-3屏幕之间切换。

5.按下[F1]-[F6]及[SF1]-[SF5]键选择您要编辑的菜单。
6.编辑用来选择演的参数。
7.将第 6步中编辑的设置存入想用的用户记忆。
8.按[EXIT]键退出演奏编辑模式。
要了解第 #2步中的详情，请参阅 162页上的 "演奏播放模

式 "。
要了解第 #5-#6步中的说明，请参阅下面的介绍。
要了解第 #7步中的详情，请参阅 176页上的 "演奏存储模

式 "。

常规编辑

[F1]-[SF1]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命名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创建一个演奏名称。演奏名称可含有10
个字符。要了解有关命名的介绍，参阅75页上的 "基本操作 "。

[F1]-[SF3]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主控 EQ补偿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对所选演奏的所有声部调整主控(全局)
EQ设置。四个波段的每个电平("MID"除外)可以被调整，此外，
您也可以从前面板上的旋钮上直接调整这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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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64~+63

[F1]-[SF4]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滑音

从此屏幕上您可以为选中演奏的所有声部设置滑音参数。

滑音用来创建从第一个演奏音符到下一个音符的平滑转移。

开关

决定滑音对整个演奏是否开或关。记住这是一种全局控制，

你可以在下面的声部开关中为单 个声部开或关滑音。
设置：关、开

时间

决定音高转换时间

本参数在声部编辑设置(170页)中对相同的参数进行补偿。
高数值产生长的转换时间。

设置：-64~+63

声部开关

决定滑音对每个单独的声部开还是关。

[F1]-[SF5]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其他

从此屏幕中，您可能为旋钮及相关参数设置控制功能。

弯音轮除外，在此不能设置，这些参数与音色编辑模式中

(132页)中的参数一样。

[F2]-[SF1]常规编辑  输出

音量

决定选用演奏的输出电平。您可以调整整体音量，保持各声

部之间平衡。

设置：0 ~127

相位

决定选择演奏的立体声相位。此参数在声部编辑设置中

(163页)补偿相同的参数。
您也可以使用前面板上 PAN旋钮来调整参数。
设置：263(左)~C(中央)~R63(右)

注意：设置为 "C"(中央)保持每个声部的单独相位设置。

RevSend
决定从插入效果1/2(或旁通信号)到混响效果的信号发送电

平。

您也可以使用前面板上的REVERB旋钮进行调整。
设置：0~127

ChoSend
决定从插入效果1/2(或旁通信号)到合唱效果的信号发送电

平。

您也可以使用前面板上[CHORUS]旋钮来调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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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F5]常规编辑  MEQ(主控均衡)

从此屏幕，您可以向所选演奏的所有声部来添加五个波段

的均衡。

波形

决定均衡器类型是倾斜，或峰顶。峰顶类型会调谐 /提升指
定频率设置上的信号，而倾斜类型会调谐/提升指定频率设置上
或下的频率。

频率

决定中央频率。围绕此点的频率通过增益设置会提升。

设置：低：32Hz~2.0KHz
低中、中、高中：100Hz~10.0KHz
高：50Hz~16.0KHz
100Hz~10.01 kHz

增益

决定频率(上面设置)的电平增益，或被调谐或提升的所选频
率量。

设置：-12dB ~0dB~+12dB

Q(频率特征)
它在频率设置处变化信号电平，创造各种频率曲线特性。

设置：0.1 ~12.0

[F3]-[SF1]常规编辑  琶音器   琶音类型
琶音类型   基本结构(55页)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2页。

[F3]-[SF2]常规编辑  琶音器   琶音限制
琶音限制

与常规音色编辑中的参数一样。见 133页。

[F3]-[SF3]常规编辑  琶音器   播放 FX(效果)
与常规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3页。

[F3]-[SF4]常规编辑  琶音器   输出通道
输出通道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为琶音播放数据设置MIDI输出通道，让
您拥有来自外接音源或合成器中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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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开关

当设置为开时，琶音播放数据从MIDI通道中输出。
设置：开、关

传输通道

决定用于琶音播放数据的MIDI传输通道。
设置：1~16

[F4]常规编辑  控制器分配

在前面板上的控制器和旋钮可用来实时地改变且同时调整

大量参数 ----举例：您可以使用ASSIGN1和2旋钮来控制两种
不同效果的深度，同时使用脚控制器来控制调制。控制分配被

称为 "控制器分配 "您可以为每个演奏设置不同的控制器分配。

设置呼吸控制器的控制变更号码。

设置  （见下表）

控制变更号

[F6]-[SF1]常规编辑  效果   连接
基本结构(40页)

本屏幕使您能够控制屏幕。

EF PART(效果声部)-VCEINS(音色插入)

决定插入效果添加的声部。插入连接类型(40页)取决于所选
声部的一种音色。

设置：声部 1~4，扩展部 1~3关

EF PART(效果声部)----PLG-EF(扩展效果)
决定插入效果添加的声部。本参数在安装了特殊效果扩展

卡时可用。

设置：声部 1~4，扩展部 1~3关，A/D、关

变化类型

决定变化效果类型

设置：参阅分开的数据因子小册子中的效果类型。

变化返送

决定变化效果的返送电平。

设置：0~127

变化相位

决定变化效果音色的返送电平。

设置：0~127

变化相位

决定变化效果音色的相位位置。

设置：L64(极左)~cnt(中央)~R63(极右)

变化至混响

决定从变化效果至混响效果的信号发送电平。

设置：0~127

合唱类型

决定合唱效果类型

设置：参阅在分开数据目录中的效果类型目录。

合唱返送电平

决定合唱效果返送电平

设置：0~127

决 定 用 于 前 面 板 上

ASSIGN1和 2旋钮控制
变更号码。

这里设置的功能，可通过连接到后面板上

BREATH CONTROLLER上(28页)呼吸控制器
来控制这里设置的功能。

决定用于脚控制器 1和 2控制
变更号。要控制这些功能，将

脚控制器连到后面板上的

FOOT CONTROLLER插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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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相位

决定合唱效果音色的相位。

设置：L64(极左)~cnt(中央)~R63(极右)

合唱到混响

决定从合唱到混响的信号发送电平。

设置：0~127

混响类型

决定混响效果类型。

设置：参阅分开的数据目录小册子中的效果类型目录。

混响返送

决定混响效果音色的混响效果。

设置：L64(极左)~cnt(中央)~R63(极右)

[F2]-[SF2]、 [SF3]、[SF4]、[SF5]
常规编辑 效果  参数 扩展插入音色，混响，合唱，

变化效果                    基本结构(39页)

这里可用的参数及数值因当前选用的效果类型的不同而不

同。

要了解详情，请参阅分开数据目录小册子中的效果类型目

录。

声部编辑

[F1]-[SF1]声部   音色  音色

您可以选择每个声部的音色，当光标落在音库上，您可以使

用BANK，GROUP，NUMBER键，在[TRACK SELECT]指示
灯灭(124-125页)选择一种音色。

声部开关

设置要打开或关的声部。

设置：开、关

音库

选择用于每个声部的音库(124页)。要了解扩展音色库的详
情，请参阅扩展卡的用户手册。

号码

为每个声部选择一种音色变更号。

要了解扩展音色号的详情，请参阅扩展卡的用户手册。

[F1]-[SF2]声部   音色  播放模式

单声 / 复音
选择每个声部是单声或复音播放。(单个音符)或(同时放音多

个音符)。
设置：单声 复音

注意：此参数可用于鼓音色分配的声部。

琶音开关

为当前选用的声部设置琶音开或关。

设置：开关

[F1]-[SF3]声部   音色  限制

音符限制 H，L(高、低)
设置每个声部键盘范围的最低、最高音符。每个声部在指定

区域中，是对弹奏音色发声。

设置：C2~G8

注意：如果您首先指定最高，其次指定最低音符。

"C5至C4"然后为 "C-2至C4"及 "C5至G8"

注意：您可以通过按键盘并按住[INFORMATION]键，来设

置音符。

注意：根据扩展卡的不同，您在演奏模式中所选择的声

部参数会不尽相同。

力度限制(低、高)
设置每个声部反应的最高，最低力度范围。每个声部是对指

定力度范围内的弹奏音符有反应。

设置：1~127

注意：如果先指定最大值，然后指定最小值，如："93至 34"

力度范围 "1至 34"和 "93至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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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F4]声部  音色  滑音

为每个声部设置滑音参数。滑音是用来创建从键盘上第一

个弹奏音符到下一个音符的平滑过渡。

开关

设置滑音开或关。

设置：开、关

时间

设置音高转换时间。高数值产生长的转换时间。

设置：0~127

模式

设置滑音模式。

设置：分指、全时

分指

滑音在您弹奏连音(松开前一个音符前弹下一个音)时可用。
全时

滑音一直使用。

注意：模式设置不能用于扩展声部。

注意：这些滑音参数不能用鼓音色分配的声部。

[F1]-[SF5]声部  音色  其他

PB(弯音)上部，下部
当编辑声部为1-4时，这两种参数决定弯音的音高变化范围

(以半音为单位)，用于声部音色。举例，低设置为 -12，在弯音
轮下移时，可产生音高降低为最多一个八度(12个半音)。
同样，设置上移参数到 +12，在弯音轮上移时，可产生最

多 +12的移动。
设置：-48~0~+24

PB(弯音)范围
当编辑扩展声部 1 - 3 或一个鼓音色被选中时

决定扩展声部音色的弯音轮(或鼓音色)，音高变化范围(以
半音为单位)，与弯音轮设置给1-4声部不同，扩展声部上、下
范围不能单独设置。

设置：-24~0~+24

VelSensDpt(力度敏感度深度)
决定声部音色的力度敏感度，或音色电平随弹奏力度而变

化的电平。高数值，会产生更多的音色度，对弹奏力度做出回

应。

改变为实际力度，用于不同的力度敏感度深度

设置

注意：当力度敏感度补偿 (下面)设置为中度或中性数值

" 6 4 " 时，此设置的状况。

VelSensOfst(力度敏感度补偿)

决定接收力度调整为实际力度效果的量。它让您提升或以

相同量降低所有力度 ----允许您自动补偿您弹奏过重或过柔
设置：0~127
改变为不同的力度敏感度补偿设置

注意：当力度敏感度深度设为中等或中性数值 " 6 4 " 时，

此设置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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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中，补偿设为"0"，将所有接收的力度减少64.这
样就制造出低力度 "峰值 "----所有轻柔弹奏(最多为 64)会产生
相同的力度。无论您弹奏有多重，实际力度不会超过64。在第
二个例子中，补偿设为中性值 "64"，产生接收与实际力度间的
线性关系。换句话说，您弹奏键盘不会有补偿值。在第三个例

子中，补偿为最大 "127"，将所有接收力度提升64.这将产生高
音量的 "截取 "效果 ----无论您怎样重弹(超过64)实际力度永远
为 127(最大)。

当补偿值 =0时

实际产生的力度 (影
响音源 )

当补偿值 =64 时

实际产生力度 (影
响音源 )

当补偿值 =127

实际产生力度 (影响音
源)

[F2]-[SF1]声部  输出  音量 /声像

音量

决定每个声部的音量，让您仔细控制声部间的电平平衡。

设置：0~127

相位

决定每个声部的立体声相位。

设置：L64(极左)~cnt(中央)~R63(极右)

音色相位

决定每个声部的单个相位设置(在音编辑模式中)是否应用
记住在上述相位中的设置模式，可用作补偿值，添加给音色

编辑设置。当它设为 "关 "时，所选音部基本相位设为中央
设置：开、关

注意：本参数对扩展声部不能用。

[F2]-[SF2]声部  输出  效果发送

RevSent(混响发送)
决定所选声部的混响发送电平，让您在声部音控制混响平

衡。

设置：0~127

ChoSend(合唱发送)
决定所选声部的合唱效果发送电平，让您在声部间仔细控

制合唱平衡。

设置：0~127

VarSend(变化发送)
决定所选声部的变化效果发送电平，让您精确控制声部间

的变化平衡。

设置：0~127

干音电平

决定所选声部的未处理(干声)电平，让您准确控制声部间的
整体效果。

设置：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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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声部  输出选择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选中声部的输出参数。

InsEF(插入效果)
它显示插入效果是否添加给每个声部。它是用于显示，不能

设置。

要设置它，见 40页上的 "EF PART"(效果声部)

输出选择

决定每个声部的指定输出量。您可以分配要从后面板输出

口中输出的声部音色。通过安装AIEB2卡，您可以扩展可分配
输出号码。

设置：见下图

[F4]-[SF1]声部  音调  调音

音符移动

决定以半音为单位的音高设置(键移调)。
设置：-24~+24

精调音

决定用于每个声部的精调音。

设置：-12.8Hz~+12.7Hz

[F4]-[SF2]声部  音调  滤波器
 基本结构(46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相关设置的不同滤波器，改变所选

声部音色的音质。

截频

决定每个声部的截频。此参数在滤波器与LPF及HPF组合
使用时，可用于设置 LPF。
设置：-64~0~+63

谐振

决定每个声部的截频及滤波谐振的量。

设置：-64~0~+63

FEG深度
决定每个声部的滤波包络生成器深度(截频量)。
设置： 0~127

注意：FEG深度设置不能用于扩展声部

[F4]-[SF3]声部  音调  FEG
基本结构(47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每个声部的FEG(滤波包络生成器)
参数。下面参数对音色(因子)编辑模式中(142页)参数进行补
偿。

起音

决定每声部的 FEG起音时间。
设置：-64~0~+63

衰减

决定每个声部的FEG衰减时间。
设置：-6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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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音

决定每个声部的FEG延音电平。
设置：-64~0~+63

释音

决定每个声部的 FEG释音时间
设置：-64~0~+63

注意：FEG设置时扩展声部或分配了鼓音色的声部不能使用。

[F4]-[SF4]声部  音调   AEG
 基本结构(47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每个声部的AEG(振幅包络生成器)参
数。

下述参数在音色(因子)编辑模式中(145页)为参数提供补偿
值。

起音

决定每个声部的起音时间。

设置：-64~0~+63
决定每个声部的衰减时间。

-64~0~+63

延音

决定每个声部的AEG延音电平。
设置：-64~0~+63

注意：延音电平设置不能用于扩展音色或分配了鼓音色

的声部。

释音

决定每个声部的 AEG释音电平。
设置：-64~0~+63

注意：释音时间设置不能用于分配了鼓音色的声部。

[F5]声部  接收开关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每个单独声部对各种MIDI数据的
反应形式，如控制变更及程序变更信息。当相关参数设为 "开
"时，相应声部对应于相应MIDI数据。
注意：这里提供两种不同的屏幕(见下面)。每种屏幕以不同

格式有相同功能，请使用最适合您的那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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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工作模式

演奏工作模式包含各种不同的操作(叫 "工作 ")，包括初始
化演奏数据或叫出前面的编辑。

基本步骤

1.在演奏播放模式中，选择您要执行工作的演奏。
2.按[JOB]键，进入演奏工作模式。
3.按相应键，[F1]-[F4]选择想用的工作菜单。
4.设置相应的工作参数。
5. 按[ENTER]键(屏幕出现确认框)。
6.按[ INC/YES]键，执行此工作。工作完成后，会显示

"completde"字样，然后返回原始屏幕。

注意：要取消工作，按[DEC/NO]键。

小心：此工作可能要  很长时间，处理中会显示 "Executing⋯"字

样，这时关闭MOTIF电源会使数据丢失。

7. 按[PERFORMANCE]键退出演奏工作，返回演奏数据播
放模式。

要了解第 #3-#4步的介绍，见下面介绍。

[F1]初始化

本功能让您重置所有演奏参数，至其缺省设置。它也允许

您选择初始化某些参数，如常规设置，每个声部的设置  ----当
您从头创建全新的演奏时非常有用。

要初始化的参数类型。

全部

所选择演奏的全部设置被初始化。

常规

所选演奏的常规参数设置被初始化。

声部 1~4 , PLG1~3
用于选择演奏的声部参数设置被初始化。

[F2]编辑叫出

如果您编辑一种演奏，选一个不同的演奏而存储编辑过的

中，所有编辑会被抹去。如果发生这个，您可以使用编辑召回

功能来恢复您最近一次的演奏。

[F3]拷贝
从此屏幕，您可以从任何演奏中拷贝常规及声部参数到您

编辑的演奏中，并从另一个演奏中使用某些参数设置。

源演奏

目的演奏（当前选

择的演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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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演奏

选择演奏数要拷贝的数据。

数据类型 1~4，插入 1~3

目的演奏的数据类型(当前选中的演奏)
设置目的演奏的声部

数据类型   声部 1~4、插入 1~3、Arp、效果(混响、合唱)

注意：如果您选择Arp(琶音)或效果，分配给源声部的琶音数

据或效果设置会被拷贝。

[F4]成批数据

本功能让您发送当前选用演奏的编辑过的参数设置，至一

台电脑MIDI设备，进行数据存档。

注意：您需要设置正确的 MIDI设备号，来执行成批数据，

详见 258 页。

演奏存储模式

基本结构(63页)

本功能让您存储想编辑过的演奏至用户记忆。

小心：当您执行时，目的内存中的设置会被覆盖，请将重要数

据备份到电脑，内存卡或其它存储设备中。

基本步骤

1. 编辑演奏后，按[STORE]键进入演奏存储模式。
2.选择目的演奏内存(号码)。
3.按[ENTER]键(屏幕让您确认)。
4.执行存储操作，按[ INC/YES]键，在完成后，会出现

"completed!"字样，操作返回原始屏幕。

注意：要取消存储操作，按[DEC/NO]键。

小心：存储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其音会出现"Execting⋯

"此时关闭MOTIF电源，有可能损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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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模式
基本结构（30页）

功能树形结构

本章介绍乐曲模式。要了解与MOTIF整个结构相关的乐曲模式，及其它模式和功能见30页的 "基本结构 "简化图。下面的表
显示了乐曲模式中屏幕菜单及参数组----让您快速方便地了解MOTIF的与乐曲有关的功能。括号中的文字和短句标出功能键名称
或面板操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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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播放模式

基本结构(67页)  快速导读(77页)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选择并播放单个的用户乐曲。

注意：要了解乐曲及音轨和内存结构的详情，请看 63页。

基本步骤

基本操作(67页)

1. 按[SONG]键，进入乐曲播放模式(指示灯亮)乐曲音轨号
及数据状态。除了MIDI音序数据外，相同数据可被录制(指明
一个样板轨)，无数据被录制。MIDI音序数据被录制(指出一条
MIDI轨)，指出哑音轨，指出独奏(180页)。

2 .选择一首乐曲。
3.开始 /停止放音。

4.在上述屏幕中按要求设置(移调、速度、位置、单独轨开 /
关状态等)。

5. 按[F2]-[F6]键，选择您想要编辑的菜单，并在每个屏幕
中编辑参数。

6.选择一首乐曲。
7.按要求重复 #3至 #6步。
8.按任何其它模式键，退出乐曲播放模式。
要了解第 2、4、5、6步的情况，请看下面介绍。
要了解 #3步情况，参阅 78页 "快速导读 "部分。

乐曲选择

这里介绍基本步骤第 2#步。

注意：当这些键指示灯灭时，可使用这里的解释。

移调设置(用于整个乐曲)
可以以半音调整。举例，设

为 +12，所有音高数据提高
一个八度。

设置：-36~+36

用于选择乐曲的位置设置。

选择乐曲的拍号

设置：1/16~16/16    1/8~16/8   1/4~8/4

根据乐曲数据设置。用于选择乐曲的速度

设置：001~250.0

小节：小节(用于当前播放位置)

乐曲号 乐曲名称

指明哑音轨 指明独奏轨

除MIDI音序数据外，
采样数据被录制。

无数据被录制。

无MIDI数据被录制。

乐曲音轨号

数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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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任一GROUP[A]-[D]键选择一组。

注意：每个字母组包括 1 6 首乐曲号，安相应字母可选择

字母组第一首乐曲。举例，按[A ]键，选择乐曲 01，按键[B ]选择
乐曲 17 等(见下表) .

2.按任一NUMBER[1]-[16]键，选择一首乐曲并返回乐曲播
放屏幕。

乐曲号及相关乐组 /号码

您可以通过移动光标至乐曲号位置来选择一首乐曲，并使

用[INC/YES]及[DEC/NO]键或数据旋钮。

位置

要介绍适用于 179页上的基本步骤第 4步。
乐曲播放模式有方便的定位功能，让您跳到一首乐曲的用

户指定声部。它让您在选中乐曲中分配指定小节号，不断跳到

分配的小节 ----在放音中或乐曲停止的时候。两个位置可以被
分配。

分配位置

在录制乐曲中，选择想用的小节(点完 "MEAS"并使用[INC/
YES]和[DEC/NO]键或旋钮。然后分配小节至位置1，同时按下
[SETLOCATE]键，按[ ]键。要分配位置2，使用[ ] 键。

跳到一个可分配位置上

您可以跳到可分配位置 1或 2，方法是同时按住[LOCATE]
键，并按[ ]键(用于位置 1)或[ ]键(用于位置 2)乐曲音轨
开 /关 ----独奏及哑音。

本章介绍 179页上基本步骤的第 #4步。

要哑音一条音轨。

指定要注册的小节号

在本例中，选中的小节

可分配给位置1。位置1
和 2的当前设置显示在
屏幕顶端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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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MUTE]键，指示灯亮。
2.按任一NUMEFR[1]-[16]键，选择要哑音的音轨号码。

要独奏一条音轨

同时按住[MUTE]键，并按一个NUMBER[1]至[16]键，独奏
相应的音轨。

一旦您选择了一条独奏轨，[MUTE]键闪烁，表明独奏功能被
激活。当独奏被激活时，可按相应的NUMBER键[1]至[16]键来
改变独奏音轨.
要退出独奏功能，再按[MUTE]键一次。

乐曲音轨选择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 179页的基本步骤中第 5步
为了编辑乐曲数据，您也可以选一条编辑音轨按[TRACK

SELECT]键，指示灯亮，按任一NUMBER[1]-[16]键，选择要
编辑的一条音轨。

注意：选择另一条乐曲会重置所选的音轨到音轨.

乐曲场景

这里的介绍选用于 179页上的第 #6步。
乐曲场景是一种强力功能，允许您将与乐曲有关参数进行5

种不同的 "快照 "包括移调、速度、音轨哑音状态及基本音色 /
混合控制(所有参数设置从旋钮及CS滑杆上控制)。

注意：乐曲场景设置可分别设置给每首乐曲。

存储乐曲场景

重新叫出乐曲场景

只需按任一[SF1]至[SF5]键，可叫出设置。

乐曲场景的方便之处在于让您立刻自动地执行通常需要按

很多键或控制器操作的参数设置。在乐曲录音或放音中使用可

以立刻改变设置。

在乐曲播放模式中的乐曲编辑

这里的介绍选用于 179页上基本步骤中每 5步。
乐曲播放模式，让您在选中乐曲中演奏不同的常规编辑操

作。要了解编辑操作的详情，使用乐曲编辑及乐曲混音模式。

[F2]乐曲    播放   套子

网格套子功能，让您调整音高、时间、长度及指定轨中的音

符力度，通过每1小节16分音符精度的单元网格，创作出精细
的 "套子 "。网格套子功能也可影响乐曲放音，但实际上不含改
变音序数据。

在设置完乐曲场景后，

同时按下[STORE]键并按
一个乐曲场景键[SF1 ]至
[S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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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补偿

在选中网格中，以半音为单位提升或降低音高。

设置：99~+99

时钟位移

在选中的网格中移动音符时值，向前或向后。

设置：120~+120

阀值补偿(   时间补偿)
在选中网格上以时针为单位延长或缩短音符。

设置：120~+120

VELO OFFSET(力度补偿)
在选中的网格上，增加或减少音符力度

设置：127~+127

[F3]乐曲   播放   输出通道
从此屏幕您可以设置16条音轨中每条通道的MIDI输出，决

定音轨数据从哪条MIDI端口送出。

OUT  CH(输出通道)
设置到MIDI OUT端口的通道传输。
音轨设为 "关 "时不会发声。
设置：关，01~16

注意：在乐曲 /样板模式中，由弹奏键盘 /旋钮 /旋钮产生的

MIDI数据会通过当前选中音轨的MIDI输出通道会发送给音源或处置
MIDI设备。

端口

决定相应音轨的MIDI输通道。在通过外接MIDI设备中的多
MIDI端口时非常有用。记住这个参数只可以用于分配到扩展卡
1-3声部（对单声部扩展卡）和 17-32声部（对多声部扩展卡）
的MIDI音轨。使用MOTIF内置音源则自动设置在端口1上.
设置：关、01~03

注意：端口数据只能通过 U S B 终端来输出。即使音轨设

为一个特定的声部号，也没有端口数据传输通过MIDI  OUT 口。

[F4]乐曲   播放   音轨循环

从此屏幕中，你可以决定数据处于所选音轨循环中，而不是

在放音中，使用循环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可在整首乐曲中重复

短样板及乐句。

设置：开、关

在下例中，录制了一首40小节乐曲，音轨1设为播放40小
节。音轨 2设为循环，会重复播放直到乐曲尾部，当音轨停止
后停止。

当设为开，您可以指定要循环的范围(只可设置尾点，循环
放音的起点，可固定在乐曲开头)。当设定为开时，不循环的音
符被删除。

1. 按[F1]叫出乐曲播放屏幕。改变循环放音中最后一小节
的当前小节。

2.按[F4]叫出音轨循环目录并移动光标至想要的音轨。

音轨 1-40小节数据

音轨 1-40小节数据

音轨 2-4小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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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INC/YES]及[DEC/NO]键或数据轮设置(屏幕显示确
认窗口)。

4. 按[INC/YES]键，循环设为开，不循环的声部被删除。

[F5]乐曲  播放   拷贝乐句

您可以拷贝样板音轨数据至乐曲轨，您也可能拷贝通过音

图功能(219页)拷贝那些未分配给样板轨的预置乐句。

[F6]乐曲  播放  链播放 /编辑

本功能允许乐曲连在一起，自动播放。

在现场演奏时，它非常有用，您也可以自动播放乐曲，在演

奏中使用"百宝盒"方式。在链中点亮想用的点，然后使用[INC/
YES]和[DEC/NO]键或数据轮设置想用的乐曲号或参数。

MOTIF允许您创建一种乐曲链设置。

乐曲号以外的参数在这里介绍。

跳跃

跳跃(忽略)所选链的号码及从下一个链接号码上继续放音。

停止

在链接号码上停止乐曲链放音。您可以从下一个链接号码

上重新开始播放乐曲链放音，方法是按[ ] 键。

结束

指示乐曲数据的结束标志。

乐曲录音模式

快速导读(110页)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使用音序器录制实时键盘演奏至一首

用户乐曲的每条轨。

注意：要了解录音方法，见 110页。

基本步骤

基本结构(53页)

1.在乐曲放音模式中，选择一首要录制的用户乐曲。
2.如果有必要，设置乐曲场景(115页)。
3. 按[REC]键，进入乐曲录音模式(指示灯亮)，乐曲录音设

置屏幕如下所示。

4.设置用于录音的基本参数(录制类型、音轨、速度等)。

注意：清注意拍号可乐曲播放屏幕中设置，见 179页。

5.按[F2]-[F3]键并设置各种录音的参数来改变屏幕。

注意：您在键盘上的演奏及控制器(旋钮、弯音轮、调制轮等)

被录制到音轨 1-16 上。专门的速度( "TMP")音轨用来录制速度变
更，而场景音轨用来改变乐曲场景号码及音轨哑音设置。

6、 按[ ] 键开始录音。

当在第#4步中使用除"分步录音"以外的任何实时录音方法
时，您在键盘播放及控制器的移动会自动被录制。

当在第#4中选择"分步录音"，作曲的方式是逐一输入音符。

在完成设置后，按

[ENTER]键执行拷贝

如果采样数据包含在原始乐曲中，您可以

拷贝的有数据，确认选择已选中源乐句。

指定源音轨及当前选用

乐曲的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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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连接到MOTIF上的外接MIDI设备中的MIDI事件会

导入音轨 1-16。

7.完成演奏后(实时录音)或完成步录后，按[ ] 键停止录音。
8. 按要求录制附加轨，重复 #3至 #7步。
9.按[REC]键，退出乐曲录音模式并返回乐曲播放模式。(指

示灯亮)
10.按[ ]  键，试听新录制的演奏。
11.源录制数据存入内存卡或连在MOTIF上的SCSI设备中。

小心：录制(编辑)的乐曲数据暂存在DRAM(64页)内存中。

因为DRAM中的数据在关闭MOTIF电源后会丢失，应将数
据存入内存卡或外接 SCSI设备。
要了解第 #4-#7步的说明，见下面的介绍。
第 #10步的详细介绍，参阅 266页上的 "文件模式 "。

注意：下面样例适用于MIDI数据录音(创建MIDI音轨)。要

了解录制音频数据(创建采样音轨)的情况，见 2 3 3 页上的 " 采样
模式 "。

录音前设置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 183上基本步骤的 #4-#5页。

[F1]乐曲  录音   设置
基本结构(51页)

注意：" 插入小节：拍 " 及 " 跳出小节：拍 " 在录音类型

设为 " 插入 " 时可用。

当录音方式设为“分步”录音时。

类型（录制类型）

决定录音方式。

设置

RecTrack 设为 1~16
替换叠加，插入，步录

RecTrack 设为 "速度 "
替换，插入，步录

RecTrack 设为 "场景 "
替换，插入

RecTrack 设为 "多重 "
替换，插入，叠加

注意：当选择 " 插入 " 时，屏幕中显示 " 插入小节：“拍”

及跳出小节：”拍 " 应该被设置。

注意：当 " 步录 " 选中时，您应该指定要输入的事件类

型。

当录制类型设为除 "分步录音 "之外的方式。

速度

插入小节：拍 跳出小节：拍

拍号

这让您打开 /关节拍
器(按[F5]键)

这让您在独音轨录音

及全部音轨录音同间

切换(按[F6]键)。

拍号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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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本参数在录音类型设为除 "步录 "以外的东西时可用。量化
录音使录制的音符沿音符时值线自动精确地对齐。

设置：关、60(32分音符)、80(16分音符三连音)、120(16
分音符)、160(8分音符三连音)、240(8分音符)、320(1/4音符
三连音)80(1/4音符)。

事件

本参数在录音类型设为 "步录 "是可用。它让您指定要输入
的事件类型。

设置：音符、P.bend(弯音)，CC#000~#119(控制变更)

RecTrack
决定要录制的音轨。

按[F6]键让您在单个音轨和所有轨录音间切换。
设置：速度、场景、1-16、多重

速度

决定乐曲速度。

设置：001.0~300.0

乐曲录音
本介绍适用于 183页，184页上的基本步骤 #6-#7步。

实时录音

见 110页上的 "快速导读 "。

逐步录音

如果在183页基本步骤第#3步中您按[ ] 键，会显示下述屏
幕，下述屏幕会显示，您可以逐一输入指定事件。

节拍图形

在步录时在此屏幕中 "放置 "音符。当为 4/4拍时，屏幕分
为四拍(一个小节)。每个标志代表32分带拍(每个1/4音符单元
分为8个32分节拍)。举例如果为下述节拍样板。" " 以
4/4拍输入，会显示下述屏幕。

指针

决定数据输入位置。

拍子图形让三角指针表明数据输入位置，要左、右移动指

针，使用[INC/YES]E及[DEC/NO]键或旋钮轮。

数值

当要输入的事件为 "音符 "时，数值指明输入音符的力度。
设置：001~127
设置值(1~127)对应于输入的MIDI力度数值。
RBD1~RND4
当选择一种随机设置时，输入随机力度值。

步录时间

要输入音符的当前录制步录时间长短。它决定在输入音符

后指针放置的位置。

设置：0001~0059

32分音符 

16分音符三连音 

16分音符 

8分音符三连音 

8分音符 

1/4音符三连音 

1/4音符 

二分音符  
全音符  

 门时间

设置产生连音，断音的门时间，"门时值 "指的是音符发音
的实际长度。举例，相同的 1/4音符，长门时值会产生一个连
音，而短的门时间会产生断音。

门时间以步录时间的百分数标出。设置为 50%，产生断音
音色，数值为80%和90%，产生常规音符长度。而设置为99%，
会产生连音。

设置：001%~200%

[F3]休止符
按[F3]键输入一个与指定是步录时间等长的休止符。指针会

移到下一个数据输入位置。休止符不会显示在屏幕上。

注意：没有在 MIDI 音序器中代表休止符的实际数据。当

输入 " 休止符 " 时，只将指针移至下一个输入位置，中间留空。

[F4]连线

当按下[F4]键时输入一条连线，前面的音符会被拉长至整个
步录时值。举例：在下面乐句中，音符(1)输入了1/4音符步录
时值，如果步录时值改为 8分音符，按[F4]，输入(2)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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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点音符可以使用 TIE功能来输入。要输一个带附点的 1/
4音符，设置逐步时值至8分音符，输入一个音符并按[F4]两次。

[F5]删除
按此键实际删除在当前位置的音符事件。

[F6]BCK DEL
向后移动指针一步，在此位置上删除全部音符。

注意：在输入音符后立刻按[F6]键，可抹去错误输入的音符

(在改变逐步时值前)。

输入其它事件

当输入非音符事件时(如控制变更数值)，屏幕与音符数据的
基本相同。

下述描述用于非音符事件。

数值

当输入事件为非 "音符 "的项目时，它决定了指定非音符事
件的数值。

设置

当事件设为 "P.bend"。
-8192~+8191
当事件设为 "CC(变更控制)#001~119"。
000~127
当事件设为 "速度 "(RelTrack设为速度)。
001~300

分步录音的样例

本例应用于 183页、184页上的基本步骤第 #6-#7步。
本单元介绍使用三个特殊样例逐步录音的方式。

1.按下图设置参数。
这里，您可以设置步录时间至  (480)，以便输入音符，设

置门时间为 100%，让音符以连音播放。

2.按顺序弹奏音键C、D、E、F、G、A、B
每次按一个键并松开它，指针向前移支一步，弹奏的音符

被录制。

3.移动光标至乐曲顶端，按[ ] 键试听您在第#1和2步中的
录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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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2(使用 TIE功能)

1.按下图设置参数。
因为第一个音符为二分音符，设置步录时间为  (960)，并

设置门时间为 80%，因为您不想以连音方式弹奏音符。

2. 输入第一个音符 F。

3. 输下一个 8分音符
将屏幕设置保持在小节中不改变，按下 /松开每个键，如下

图所示。

4.按下图输入下一个带附点的二分音符。

5.按下 /松开 F音符输入最后的四分音符。
3) 按[F4]键，将两个 F音符
连起来(二分音符和 8 分音
符)。

1) 按下并松开 F。

2) 改变数值至 240，因为下
一个音符为 8分音符。

1) 改变至 480。2) 按下并松开 A。

3) 按[F4]两次，扩展四分音符到带附点的二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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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移动光标至乐曲开端，按[ ] 键，试听您在第#1-5步中录
制的音符数据。

样例 3(使用REST功能)

1.如下图所示设置参数

设置逐步时值至  (480) 、门时间到 80%。

2.输第一个音符 F

3. 按下图所示，输入下一个 8分休止符。

4.输入下一个 8分音符A。

按下并松开 A。

5. 输入下一个 4分音符，如下图所示。

6.通过在第 #3步中的相同步骤进入下一个 8分休止符。

7. 输入下一个 8分音符休止符。

按下并松开 F

8.移动光标至乐曲的顶端，并按[ ] 键，试听您在第#1-7步
中录制的音符。

[F2]乐曲  录音   音色

从此屏幕，您可以调协每条选择轨中间色相关的参数，这里

的设置会影响MIDI接收通道与乐曲音轨的MIDI传输通道相匹
配的音源声部。

按下并松开 F

1) 改变数值至240，因为休
止数值与 8分音符一样长。

2) 按下[F3]键，输入 8分
音符。

1).将数值设为 480，
因为下一个音符为4
分音符。

2) 按下并松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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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

决定所选音轨的音色。您可以使用BANK、GROUP、NUM-
BER键式目录搜索功能来选择一种音色(124页)，但也可以选
择采样音色(58页)。

音量

决定所选音轨的音色音量。

设置：0~127

相位

决定所选音轨的立体相位。

InsEF(插入效果声部开关)
决定插入效果(39页)是否插入所选音轨。

[F3]乐曲  录音   琶音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与所选音轨相关的琶音参数。决定

琶音播放数据是否录制到音轨(按[F4]键)。

音库

决定特定的琶音库。详见 55页。
设置：预置 1、预置 2、用户

类型

决定琶音类型，名称前的两个字母前缀表明常规琶音目录

(55页)。

力度限制

决定琶音力度范围内的最低及最高力度。当录音时，让您

通过弹奏力度中控制琶音音色。

设置：1~127

开关

决定琶音播放是否开或关，您也可以从前面板上，使用

[ARPEGGID ON/OFF]键打开或关闭。
设置：关、开

保持

决定琶音播放是否 "按住 "。当设为开时，琶音自动循环，
即使松开音符，会继续循环，直到下一个音符被接收。

设置：关、开

决定琶音播放数据是否录制到音轨中。

声部开关

决定琶音放音是否为对应于录音轨的生成器声部打开或关

闭。

设置：关、开

乐曲编辑模式

本模式让您控制编辑每首乐曲音轨的MIDI事件。MIDI事件
是指组成录制乐曲数据的信息(如音符开 /关、音符号码、程序
变更号码)。

基本步骤

基本操作(70页)

1. 在乐曲播放模式中，选择要编辑的一种用户乐曲。
2.按[EDIT]键进入乐曲编辑模式(指示灯亮)，乐曲事件目录

如下图所示。

3.反转，插入或删除必要的MIDI事件。如果您发现屏幕大
繁锁，您可以使用显示滤波器滤除某些事件。只按[F2]键，选
择要显示的事件的类型。

4.编辑后，按[SONG]键，返回乐曲播放模式。
5.按[ ] 键，试听您编辑的数据。
6.按要求编辑音轨，重 #2至 #5步。
7.编辑后，将乐曲存入内存卡，或连接MOTIF的SCSI设

备中。

要了解 #3步的说明，请参阅下面例子。
要了解第 #7的说明，参阅 266页上的 "文件模式 "。

小节号 拍 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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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编辑 / 插入 / 删除
本介绍适用于 189页上基本步骤上的第 #3步。

编辑 /删除现存事件
要编辑事件目录中的数据，可使用上 /下光标健，选择您要

编辑的指定事件。使用左 /右光标键选中要编辑的数据类型或
参数，要改变数值，可用[INC/YES]及[DFC/NO]键或数据轮。编
辑过的事件会在屏幕上闪烁。按[ENTER]键，实际输入编辑过
的数据(事件会停止闪烁)。要取消编辑，只需选择一个新事件，
而无需按[ENTER]键，按[F6]键删除当前位置上的事件。

插入新事件

要插入一个事件，使用上 /下光标键，选亮音轨中一个事件
(小节、拍、时钟)在此位置插入新事件，然后按下步进行。

您可以移动所选事件到另一个位置，方法

是为小节、拍、时钟指定不同的数值。

按[F6]键删除当前位置
上的事件。

按[ F1 ]键退出并返
回至事件目录屏幕。

按[F5]键。

按[ENTER]键实
际的插入事件。

要插入的MIDI事件
下面介绍适用于 189页基本步骤第 #3步中的插入MIDI事

件。

下面是在 189页基本步骤第三步中按 F5键所显示的菜单。

音符

这是最常见的数据类型 ----乐曲的每个音符。

音符名称

决定音符名称或指定键盘音高。

设置：C~Z~G8

门时间(节拍：时钟)
决定音符实际发声的时间长度，以节拍及时钟为单位。

设置：00：001~99：479

注意：在MOTIF上，一个时针为 1/480 四分音符。

力度

决定所选音色的弹奏程度。

设置：1~127

弯音
这些事件，规定音高的连续变化，及由弯音轮升成的事件。

数据

设置：-8192~+8191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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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变更

这些事件决定音符数据的选用音色。程序变更事件在乐曲

音轨上任一点插入，让您在乐曲中央改变音色。

库选择MSB、LSB
决定音色库

设置：000~127

注意：库选择MSB及LSB为控制变更信息组的特殊声部。因

为它的应用于特殊的音色选择，它的在此组合。

程序号码

决定特定音色(从MSB和 LSB中选音库)。
设置：001~128

注意：要了解可用的音色库及号码完整目录，请参阅分开数

据手册中的音色表。

控制变更

这些事件控制音色的音色及反应特性，可通过移动控制器

(如调制轮、旋钮、脚控制器或杆)来生成或录制。

控制号码

决定控制变更号码(见下表)
设置：000~127

库选择MSB
库选择 LSB

程序号

音色名

控制号 数据

注意：使用控制变更号码的详情(包含上面这些)，请参

阅分开的数据目录手册。

通道触后效果(CAT)
此事件在压力添加给一个按键音符后生成。

数据：

它代表添加给该键的压力量。

设置：000~127

复音触后效果(PAT)
此事件在音符弹奏压力添加给音键后生成。与通道键后不

同，它被录制并分别添加给每一个按下的键。

音符名称

决定添加键后的音键。

设置：C~2~G8

数据

它代表添加给音键的压力量。

设置：000~127

注册参数号码(RPN)

本事件会改变每个音源声部的参数值。

此事件用来设置音高敏感或调音的声部设置。

要了解RPN号码及其对应的操作，请参阅在单独的手册的
数据目录中的MIDI数据格式。

数据

RPN MSB-LSB 数据输入MSB-LSB

音符名称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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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N  MSB-LSB
设置：000~127

数据输入  MSB-LSB
设置：000~127

注意：通常有三类控制变更数据可发送：RPN MSB(101)，

RPNLSB(101)及数据输入MSB(6).在MOTIF中，数据输入 LSB(38
页)添加给它，产生的控制变更事件组会以屏幕显示的一样进行
处理。要获得可用 RPN及 NRPN号码是整目录及对应的控制，请
参阅分开的数据目录小册子中的 M I D I 数据模式。

非注册参数号码(NRPN)

这一事件变更每种音源声部的参数值。本事件通过MIDI，
允许您编辑滤波或 E Q 设置用来编辑音色。要获得可用的
NRPN完整目录及其对应的控制，请参阅在分开数据目录中的
MIDI数据模式。

NRPN  MSB-LSB
设置：000~127

数据输入  MSB-LSB
设置：000~127

注意：通常有三类控制变更数据可发送 NRPN MSB(99)，

NRPN LSB(98)及数据输入MSB(6)，在MOTIF中，此组控制变更事
件在屏幕中以一类进行处理。要了解RPN 及NRPN号码及相应控制
的完整目录，请参阅分开数据目录手册中MIDI数据模式。

系统独有信息

是一类MIDI信息，用来在针对特殊型号或类型设备之间交
换数据。与MIDI事件不同，根据厂家 /设备，事件会有所不同，
安的取决于不同设备 /厂家，不同设备之间不兼容。

数据

设置：00~7F, F7(数据应以十六进制输入)。

事件显示滤波器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189页上的基本步骤第 #3步，MIDI的 "
事件显示滤波器"让您选择显示在事件目录屏幕中的事件类型。
举例，如果您想只编辑音符事件，如下图所示，在选择框上画

勾，让音符事件显示在事件目录屏幕中。

当控制框为选择框选顶，

您可以指定想用的控制变

更号码。

按[F5]键一次，移走
所有选框。

按[F6]键，选
择所有选框的

选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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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  工作  模式
乐曲工作模式包含一套得合编辑工具及功能，让您用来改

变乐曲的音色，它还包含大量方便的操作，如拷贝或抹去数

据，大量操作可以被执行，在整音轨上或一条音轨上指定的小

节范围内。

基本步骤

1.在乐曲播放模式中，选择一首您要执行工作的乐曲。
2. 按[JOB]键，进入乐曲工作模式。
3. 按相应键[F2]-[F6]，选择想用的工作菜单。
4.使用光标键，滚支至想用的工作。
5.按[ENTER]键，进入选择的工作屏幕。
6.设置相关的工作参数。
7.按[ENTER]键(屏幕显示确认窗口)。
8.按[INC/YES]键，执行此工作。在工作完成后，会显示

"completed!"信息。

注意：要取消此工作，按[DEC/NO]键。

小心：如果此操作花长时间，会出现 "Executing⋯"字样。如果此

时关闭MOTIF电源，会损环数据。

9. 如果您想恢复在上述步骤内作的变化，按[F1]键并使用
恢复功能(来选择恢复 /重作)。

10.按下[SONG]键，从乐曲工作模式退出并返回乐曲播放模
式。

   要了解第 #3-#9步骤，见下面的介绍。

[F1]恢复 /重作

本介绍适用于基本程序(见上面)中的第9步。恢复工作可取
消您在最近的音图单元中录制单元、编辑单元或工作中做的改

变，将数据恢复到前一种状态。它让您从意外丢丧数据中得以

恢复。重作只在使用恢复中可用，让您恢复您做的改变。

小心：恢复 /重作不能在采样音色操作中使用。

[F2]音符  数据  工作

按基本步骤第三步中[F2]键，从便让音符数据工作目录显示
在屏幕上，滚动光标进入想用的工作中，按[ENTER]键，进入
所选工作的屏幕。

下面介绍适用于基本步骤的第 #6步。

注意：在执行音符数据工作前，应确定指定音轨(01~16)

及范围(小节：拍：时钟)等参数在工作模式下的设置是否正确。

标明受恢复 /重作影响
的操作。

按[ENTER]键，恢复 /重作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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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1量化
量化是用于符事件时值，将它靠近的节拍。您可以使用此

功能，改进在实时录制的演奏的时值。

量化数值(分辨率)
决定在指定音轨中音符数据会对齐哪些节拍上。

设置：

32分音符 

16分音符三连音 

16分音符 

8分音符三连音 

8分音符 

1/4音符三连音 

1/4音符 

16分音符 +16分音符三连音 

8分音符 +8分音符三连音 

 力度
力度值设置音符事件被拉向最近的量化节拍的 "力度 "。
设置为 100%，产生精确的时值，设置为 0没有量化。
设置：000%~100%

摇摆比率

在偶数节拍上让音符延迟，产生摇摆的感觉。

举例，如果为4/4拍，量化值为四个音符，小节小2分音符
及 4分音符会被延迟。当使用三连音量化时，每个三连音的最
后一个音被延迟。

当量化值为 或 ，偶数 或 会被延迟。

设置：见下面

如果量化为 、 、 、  ：50%~75%

设置 100%与指定量化值的长度的两倍。设置为 50%，产
生精确的时值不会产生摇摆感觉。设置为 51%，会增加摇摆
量，75%与附点间符延迟一致。

如果量化值为 、 、 ：66%~83%

设置为 100%，为指定量化数值长度的三倍。设置 66%产
生精确时值，没有摇摆感觉。设置 67%以上，会增加摇摆量，
使用 83%与六连音延迟相同。

如果量化值为 、  ：50%~66%

设置为 100%与一个 d 音符的长度两倍相同。设置 50%产
生精确时值不会产生摇摆感觉。设为高于 51%，会增加摇摆
量，设为 66%与三连音延迟相等。

注意：如果一个摇摆值超过100%，会产生音符设置音符设置

在其它非摇摆音符后的情况，最后的音符会随后被延迟。

门时间

决定偶数节拍的音符门时间(一个音符音色的时间长度)，增
加摇摆的感觉。

当使用量化数值时，每个三连音的最后一个音符的门时间

会被调整，当量化值为 或 ，偶数 与 节拍的门时间

会被调整。设置为 100%将不改变原始门时间。
如果调整门时间值少于 1，MOTIF设定数值到 1。
设置：000%~200%

音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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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修改力度
本工作可修改指定音符范围的力度值，让您选择性地提升

或截除这些音符的音量。

调整力度

=(原始力度×比率)+补偿

设置全部

设置所有目标音符的力度到相同固定数值(1至 127)。当设
为 "关 "，设置的所有音符没有效果。当设为其它非 "关 "数值，
比率及补偿参数不能用，会显示 "***"
设置：关(0)，001~127

比率

决定目标音符从原始力度移动的百分比。设置低于 100%，
减少力度，而设置高于 100%会按比率增加力度，法设置的有
参数为非 "关 "时，此参数会显示 "***"，不能改变。
设置：000%~200%

补偿

对于调整比率力度添加一个固定值。设置为0没有改变，设
置低于0，减少力度。设置高于0，增加力度。当所有参数设为
非 "关 "时，此参数显示 "***"并且不能改变。

[F2]-03修改门时间
此工作修改音符指定范围的门时间。门时间按下述方式改

变。

调整为门时间

=(原始门时间×比率)+补偿值
如果结果为 0或更小，数值设为 1。

设置全部

设置所存目标音符为门时间至相同固定数值。当设为"关"，
设置全部参数效果。当设为除 "0"以外的比率，补偿参数不能
用，坐显示 "***"。
设置：关(0)，0001~9999

比率

决定目标音符改变的门时间百分比。

设置低于100%会缩短音符，设置高于100%，按比率增长
音符。当所有参数为非 "关 "设置时，此参数显示 "***"不能改
变。

设置：000%~200%

原始门时间

门时间 =50%

门时间 =150%

补偿

为比率可调门时间数值添加固定的数值。设置为 0不产生
变化。设置低于0，缩短门时间，设置高于0，延长门时间。当
设定全部参数为非 "关 "时，会显示 "***"，不能改变
设置：-9999~+9999

原始门时间

补偿 =-20

补偿 =+20

原始力度

比率 =50%

比率 =150%

原始力度

补偿 =-20

补偿 =+20

音轨 范围
音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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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4渐强
本工作让您在指定区域内创建渐强或渐弱(渐强为逐渐增加

音量，而渐弱为逐渐减弱)。

力度范围

决定渐强或渐弱的密度。在指定范围内的音符力度值从范

围内第一个音符开始逐渐增加或减少。范围内最后一个音符的

力度变成力度范围数值加上原始的音符力度。如果得出的力度

越出 1~127范围，会重设为1或127。设置超过 0，产生渐强，
设置少于 0，产生渐弱。设置 0无效果。
设置：-127~+127

[F2]-05移调
移调让您更改指定范围内的音符键或音高。

音符

决定本工作施用时音高范围。您可以按想用键并按住

[INFORMATION]键设置参数。

移调

在指定范围内移动音符(以半音为单位)。设置为+12向上升
一个八度。而下降 -12，降低一个八度。设置为 0不产生变化。
设置：-127~+127

[F2]-06 滑动

滑动工作使用弯音数据在指定范围内替换跟在第一个音符

后的所有音符，产生从一个音符至一个音符的平滑滑动。可产

生吉它样的滑音或弯音效果。

滑动时间

决定滑音的长度。高值产生长滑音。

设置 000 ~100

PB 范围(弯音范围)
决定由滑音工作添加最大的弯音范围(以半音为单位)。
设置：01~24

[F2]-07制作滚动效果
本工作在指定范围内，使用连续变更时间和力度创建一糸

列重复的音符(如鼓卷帘)。它用创建快速断音滚动及结巴效果。

滚动步值

决定滑动中每个音符之间每步的大小(时钟数)。可指定起音
和尾点时钟数值，让它易于创建从音符到音乐的逐步的音符滚

动

设置：起始步  001~999
           结尾步  001~999

音轨 范围

音轨 范围

音轨 范围

音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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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力度

决定在滚动中音符力度。可指定开始和结尾点，可创建力

度增加或减少的滚动。

它让您创建渐强 /渐弱 ----这种技术常用在舞曲中。
设置：开始力度 001~127
            结束力度 001~127

音符

决定滚动效果的指定音符(或鼓音色的乐器)。
设置：C~2~G8

[F2]-08排序和弦
此工作以音高顺序排列和弦事件。排序会影响事件目录屏

幕中的音符的顺序(190页)，但不会改变音符的时值。
当用于在使用和弦分开工作(如下所述)前进行前处理时，和

弦排 序可用来模拟 "拔弦 "或 "乱弹 "的效果。

类型

决定和弦音符数据排列的方式。

设置：上、下，上 &下，下 &上
上

音符以上升次序排列。

下

音符以下降顺序排列。

上&下
根据下面的网格设置，在下落节拍上以升序排列和弦音符，

在上升节拍上以降序排列和弦音符。

下和上

在下落节拍，以降序排列音符及在上升节拍上以升序排列

和弦。

坐标格

决定作为和弦排序工作基础的音符类型。

设置：

32分音符 

16分音符三连音 

16分音符 

8分音符三连音 

8分音符 

1/4音符三连音 

1/4音符 

16分音符 +16分音符三连音 

8分音符 +8分音符三连音 

 在本例中，不同音符间
的空间可在滚动时逐

渐缩短。

在本例中，不同音

符间空间可在滚动

时逐渐变长。

音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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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9和弦分离
本工作在指定范围内分开和弦的音符，在每个音符之间插

入指定的时针。

在上述排序和弦工作后，使用此工作，创建吉它的上拔或

下拔效果。

时钟

决定在相临和弦音符之间插入时钟数字。

设置：000~999

注意：每四分音符为 480个时钟。

注意：不能分开和弦，让它的模跨下一个小节界线或和弦。

[F3]事件工作
按193页基本步骤中第三步的[F3]键，让事件工作目录显示

在屏幕上。，滚动光标至想用的工作，按[ENTER]键，进入选用
工作的屏幕，下例适用于 193页上基本步骤 6步。

注意：在执行事件工作前，应指定音轨及范围(小节：节拍、时

针)至添加的工作。请注意根据工作，要指定的音轨会变化。

[F3]-01移动时针

本工作在指定范围内向前或向后，按时针数移动全部数据

事件。一种应用在于改变鼓音轨或贝手轨的节奏感觉 ----按时
间对应其它音轨 ----产生急进或置后的感觉。

时针

决定数据以小节，节拍或时钟延迟或前进的数据量。

设置： 000：1：100~999：16：479

方向

决定数据移动的方向，将数据前移至音序开始，使用DE-
LAY会使数据移到音序后。
设置：前移、延迟

[F3]-02拷贝事件
本工作从指定源范围拷贝数据至指定目的位置。

设置：  音轨  01~16  tmp(速度)  scn(现场)全部

源音轨及范围、目的音轨及范围

范围  001:1:000~999:16:479

音轨

01~16，tmp(速度)，scn(场景), all(全部)

次数

决定数据拷贝的次数。

设置：01~99

小心

当执行拷贝事件时，在目的位置存在的数据会被重写。

原始数据

时针 =000：1000
方向 =延迟

时针 =000：1000
方向 =向前

音轨 范围

音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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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3抹去事件
本工作从指定范围内清除全部指定事件，有效地创造出沉

默的部分。

事件类型

决定要抹去的事件类型。

当 ALL选择时，所有事件被清除。
单独的控制变更号可在抹去控制变更事件时被指定。

设置：当 TR设为  01~16
音符(音符事件)，PC(程序变更)，PB(弯音)，CC:000-127、

全部(控制变更，控制变更号)，CAT(通道键后)，PAT(复音键
后)，EXC(系统独有)，全部(所有事件)。
当 TR设为 "tmp"(速度)时
当 TR设为 "scn"(现场)
场景内场(场景变更信息)，音轨哑音(音轨哑音设置变更信

息)。

注意：记住将这种工作模式作用于某一音轨的采样音色

上，会抹去击发采样的事件，但不能抹去实际采样。

[F3]-04摘除事件

本工作将指定事件数据从指定音轨范围内移到另一条音轨

上相同范围内。

这种功能一种有用功能为摘除一音轨中的某些音符，并发

送它到新的音轨中分开编辑。

音轨及摘除的范围

设置：音轨 01~16
范围 001:1:000~999:16:479

事件类型

选择要摘除的事件类型。

特殊音符及控制变更可以按要示指定。

设置：音符(注意：音符号码)，PC(程序变更)，PB(弯音)，
CC：000127，全部(控制变更，控制变更号码)，CAT(通道键
后)，PAT(复音键后)，EXC(系统独有)。

目的音轨

设置： 01~16

[F3]-05创建连续数据

本工作创建在指定范围内连续弯音工控制变更数据。

事件类型

决定要创建的事件类型。

设置：PB(弯音)，CC:000-127，全部(控制变更、控制变更
号码)，CAT(通道键后)，EXC(系统独有)，tmp(速度)。

数据范围

决定要创建数据范围的上、下限。左值为低限，右值为上

限。

设置：当事件类型为PB
      -8192~+8191
      当事件类型设为 tmp:1.0~300.00
      当事件类型设为其它：0~127

时钟

决定在每个创建事件间的插入的时钟数。

曲线

决定连续数据的 "曲线 "。参阅下图，了解曲线形状
设置：-16~+16

音轨 范围

音轨 范围

曲线 =+16 曲线 =0 曲线 =-16

开始点

结束点

时钟方向



200

次数

决定创建数据的重复次数

举例，如果数据在M001:1:00~M003间创建，且参数设为
03，相同数据会在M003:1:000~M005:1:00及M005:1:
00~M007:1:000之间创建。
本工作让您插入连续的音量或滤波截频变化，创造出震音

或WOW效果。
设置：01~99

[F3]-06淡出
本工作在指定范围内对连续数据做出淡出 ----允许您腾空

内存，录制其它数据或录音。

事件类型

决定要淡出的事件类型。

设置：PB(弯音)，CC:000-127，全部(控制变更，控制变更
号)，CAT(通道键后)，PAT(复音键后)

注意：淡出工作不能在越过 60个时针间隔的连续数据的事件

上起作用。

[F3]-07修改控制数据
本工作让您改变控制变更数据的指定类型----弯音、控制变

更 ----键后等 ----在指定范围内。数据变更会如下记算。

修改数值

=(原始值×比率)+补偿值

修改的数值不能超过最小 /最大参数限制。小于低限的参数
会设为低限，高于上限的参数被设为上限。

事件类型

决定要修改的事件类型

设置：PB(弯音)，CC:000-127，全部(控制变更，控制变更
号)，CAT(通道键后)，PAT(复音键后)，tmp(速度)。

设置全部

设目的事件至相同固定值。当设为 "关 "，设置全部参数不
会有影响。当设置为除 "关 "以外的值，比率及补偿参数不能
用，会显示 "***"。
设置：OFF,000~127(-8192~+8191)用于弯音，0.1~300用

于速度。

比率

决定从原始值移的目标事件。

当设为除 "0开 "以外的参数时，会显示 "***"，不能改变
设置：000%~200%

补偿

添加固定数值给比率调整事件值。当将全有参数设为

"OFF"以外参数时，全显示 "***"，不能改变。
设置：-127~127,***(-8192~+8191用于弯音，***)

[F3]-08节拍伸展与压缩

本工作在指定范围内执行时间扩展或压缩。

记住本操作会影响全部事件时值，音符逐步时间，及音符门

时间。

比率

决定时间扩展或压缩的时间里，以百分比表示。

超过 100%，产生扩展，低于 100%，产生压缩。
设置：025%~400%

注意：只有 MIDI 数据会受此工作影响。采样音色不会被

扩展或压缩，使用 Sl ice+Seg 功能录制采样，节拍扩展工作可扩
展或压缩音符数据、逐步时间及门时间的时值，从而控制被分

割的样本的回放。这种音色本身不会受影响。

音轨 范围

音轨 范围

音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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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小节   工作
在193页基本步骤中第三步，按[F4]键，小节工作目录显示

在屏幕中。滚动光标到想用的工作，按[ENTER]键，进入选用
工作的屏幕。

下面的介绍适用于 193页基本步骤第 #6步。

[F4]-01创建小节

本工作在所有音轨的指定位置上创建空的小节。

要插入小节的拍号、要插小节号  插入点(小节号码)。

要插入小节拍号

决定要创建的小节拍号。当您需创作一首改变拍号乐曲时

此参数很有用。

设置：1/16~16/16、1/8~16/8、1/4~8/4

插入点(小节号)
决定创建或插入的空小节号码。

设置：01~99

注意：当插入空小节时，插入点后的小节及表数据，可

相应地前移。

注意：如果插入点在含有数据的最后一小节之后，在此点的

拍号数据会不带实际的插入小节而被设置。

[F4]-02删除小节

本工作删除指定的小节。删除小节后的小节及拍号数据会

相应向后移。

删除范围

设置：001~999

注意：记住将此工作带有采样音色添加给几个小节，可抹去

击发采样的事件，但它不会抹去实际的采样。

[F5]音轨   工作

在 193页上基本步骤第 3步中按[F]键，屏幕会显示在音轨
工作目录。滚动光标至想用工作及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
作的屏幕。

下述介绍适用于 193页基本步骤中第 6步。

插入小节拍号 插入小节数

插入点

原始数据

在第5小节插入9小节

插入的 8小节

删除范围

原始数据

小节M005-M012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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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01拷贝音轨

本工作将所有数据从指定源音轨拷贝到指定的目的轨上。

源乐曲及音轨

设置：乐曲 01~64
音轨 01~16

要拷贝的数据类型

决定要拷贝的数据类型。通过在相应框中画勾选择想用类

型。

设置：SegEvent(在音轨中所有事件)，网格套子(从所选音
轨)，混音声部参数(所有混音声部参数)，采样(使用此音轨的全
部采样)

小心：拷贝操作覆盖在目的音轨上以前存在的任何数据。

小心：恢复 /重做操作不能恢复或重做样声音色拷贝操作。

注意：在目的乐曲中没有内存用于采样音色数据，在屏幕上

显示提示信息，采样音色数据不会被拷贝。如果发生这个情况，使用

采样工作 02"删除 "功能，删除任何不使用的采样，然后再闭试一次。

[F5]-02交换音轨

本工作在当前乐曲中两条指定音轨之音交换指定类型数据。

用于交换操作的目的音轨。

进行交换操作的目的音轨

设置：01~16

要交换的数据类型

决定要交换的数据类型。在选框上画勾，可选中想用的类

型。

设置：SegEvent(音轨中全部事件)、网格套子(对于选择音
轨)、混音声部参数(全部混音声部参数)

[F5]-03混音音轨
本工作混合两条选用轨的全部数据("A"及 "B")，替换音轨B

的内容。它会清空音轨A中的数据，让您将新内容放进去。

用于混音操作的目的轨。

设置：01~16
注意：记住将此工作方式用于有采样音色的音轨，不会混合

采样音色。

[F5]-04清除音轨
本工作从所选音轨，或从所有音轨中删除所选类型中所有

数据。

要清除数据的音轨

设置：01~16、tmp(速度)、scn(现场)、全部

要清除的数据类型

决定要清除的数据类型，在相应选框上画勾，可选择想用

的类型。

设置：SegEvent(音轨中全部事件)、网格套子(适用于选用
音轨)、混音声部参数(所有混音声部参数)、采样(曲音轨使用的
全部采样)。

源乐曲及音轨 目的乐曲及音轨

要拷贝的数据类型

进行交换的目的音

数据交换类型

音轨 a 音轨 b

音轨 a 音轨 b

混合

要清除的音轨

要清除的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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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恢复 / 重作不能用于恢复 / 重作一项清除操作，用于包含采样数
据的音轨。

F5]-05常规化播放效果

本工作在所选音轨中重新数据，将它组合到当前的网格套

子设置中。

TR(音轨)
决定此工作添加的乐曲音轨。

设置：01~16.全部

[F5]-06划分鼓音轨

鼓演奏中的音符事件被分开，将对应于不同的鼓乐器中音

符放置到不同的音轨中，(音轨 /至音轨8)。
一种有用的应用为使用量化(194页)，移动时钟(198页)分

别不同的节奏的鼓声部，让时间紧奏，从而创造出一种自然的

音色感觉。

TR(音轨)
决定用于添加工作的乐曲轨

设置：01~16

注意：为了使用此工作，音轨 1 - 8 应为空的。如果没有

足够的音轨会出现错误信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使用清除音

轨工作( 2 0 2 页)，来删除音轨 1 - 8，然后再用此工作一次。

[F5]-07放置乐句至APP
 基本结构(56页)

此工作在音轨中指定小节中拷贝数据，创建琶音数据。注意

琶音数据由四条音轨中数据组成。但此项工作必须在每条音轨

上分别执行，一条接着一条音轨执行。

源乐曲音轨及范围

设置：音轨 01~16
      范围 000~999

目的琶音号码及音轨

本参数允许您为目的琶音命名。要了解命名功能的详情，

见 75页上的 "基本操作 "。
设置：音轨 1-4

固定音符模式

如果选择此项，在按下任何键时（前 16个音符）都会有琶
音回放。当节奏琶音只有鼓 /打击乐器时，请选择。

[F6]乐曲工作

在 193页基本步骤中第 #3步中按[F6]键，使乐曲工作目录
显示在屏幕。滚动此光标至想用的工作并按[ENTER]键，进入
选择工作的屏幕。

本介绍适用于 193页的基本步骤中第 #6步。

[F6]-01拷贝乐曲
本工作将一个选中源乐曲中的所有数据同，拷贝到目的乐

曲中。

设置：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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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乐曲

设置:01~64

目的乐曲

设置：01~64

[F6]-02将乐曲切分后变成样板格式

本工作允许您拷贝当前乐曲的一个声部 ----指定范围的 16
条音轨至一个指定段落及风格。让您使用乐曲数据创建样板。

源乐曲范围(在小节时)
设置：001~999

目的样板(风格及单元)
设置:风格 01~64
单元A~H

拷贝样本

使用选择框，分配给每条音轨的采样音色可作为采样音色

拷贝给分割模式工作下的目的样板，并分配给样板中相应的音

轨，如果没有采样音色分配给源乐曲中的音轨的话，选框不起

作用。

小心  ：本工作允许您将目的样板中的已有数据覆盖。

[F6]-03清除乐曲

本工作会从所选乐曲中或全部乐曲中删除全部数据，从中

清除数据的乐曲。

要清除数据的乐曲

设置：01~64全部

[F6]-04乐曲名称
基本结构(75页)

要操作让您为所选乐曲分配一个名称。

见 75页上的 "基本操作 "。

源 乐 曲 范

目的样板

要清除数据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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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

在此模式中，您可以设置并存储您乐曲的混音数据，为音

源声部设置不同的参数 ----包含想用的音色，及其中电平、相
位、EQ、效果及其它设置。
乐曲混音模式影响音源声部的方式，及其被其它因子影响

的方式是通过下述图表来完成清除的。

混音参数不是乐曲数据实际声部，为音源的设置，因为是

由乐曲数据来播放。乐曲混音参数设置不会被录入乐曲音轨。

注意：即使所选乐曲没有音序数据，混音数据可作为乐曲数

据存入用户内存。播放如此数据，将传输混音设置给外接MIDI设备。

[E]指示灯

如果您在乐曲混音模式中修改参数，[E]指示灯显示在屏幕左
顶端，它表明当前乐曲混音设置被修改但未存储。

小心

[E]指示灯在您选择另一种乐曲时会消失，所有编辑的数据会丧失。
最好存储乐曲混音存储模式中的编辑过的乐曲数据(214页)
即使您丧失了乐曲混音编辑数据，您也可以使用编辑退回功能恢复它

(158页)。

注意：如上所示，乐曲混音设置可受乐曲播放的处理MIDI数

据的影响或覆盖。记住因为这个原因，[E]指示灯会显示在屏幕中，即
使您不作改变或您自己编辑乐曲混音设置。

乐曲混音模式

(简单混音功能)

注意：在乐曲混音模式和乐曲混音编辑模式下同名的参

数具有相同的功能和设置。

基本步骤

1.在乐曲播音模式中，选择一种要混音的用户乐曲。
2. 按[MIXING]键，进入乐曲混音模式(指示灯亮)。
3.选择您要混音的声部屏幕，方法是按[F6]键。

注意：注意多声部扩展卡(17 -32 )设置不能应用于单首乐

曲，但可添加给所有乐曲。

4.选择您要编辑的菜单，方法是按[F1]-[F5]键，然后编辑首
个屏幕中的参数。

注意：如果您想编辑详细的混音参数，您可以按[EDIT]键进

入乐曲混音编辑。要了解 "乐曲混音编辑模式 "，参阅 207页。

5.在第 4步存储设置到想用的用户内存中。

乐曲数据

音源

混音

音源

在 混 音 模 式

中 编 辑 决 定

乐 曲 混 音 设

置

播放乐曲数据影响乐曲混音设置

外部MIDI作用
于乐曲混音设

置



206

6.按[SONG]键退出乐曲混音模式中退出返回到乐曲播放模
式。

要了解第 4步中的说明，见下面例子。
要了解第5步上的详情，请参阅214页上的 "乐曲混音存储

模式 ".

[F1]VOL/PAN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为每个声部设置相位及音量。

注意：当[TRACK SELECT]指示灯亮时，您可以移动光标或

使用NUMBER键来选一个声部。

相位

决定每个声部的立体声相位。

设置：L64(极左)~C(中央)~R63(极右)

音量

决定每个声部的音量。

设置：0~127

注意：您也可以使用控制滑杆来调整音量。详见 48页。

[F2]AD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 A/D声部的不同混音参数，通过
A/D输入口或mLAN端口(使用可选的mLAN8E卡)同演奏播放
模式中一样，见 160页。

[F3]音色
基本结构（43页） 参考（124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为每个声部选一种音色。

可选择采样音色(52页)。

注意：通过移动光标或使用 N U M B E R 键，在[ T R A C K

SELECT]灯亮时，您可以选择一个声部(181页)。

注意：目录搜索功能也可用来选择音色(多重声部插入声部

17-32除外)。

[F4]发送(效果发送)
基本结构(39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为每条音轨进行基本效果设置 ----混
响.合唱.变化发送电平及干音电平。

设置：0~127

[F5]模板

这种方便的功能让您作为样板存储混音设置 ----允许您方
便地设置混音，方法是叫出适当的样板，并按要求微调。样板

为系统数据的一部分(63页)，它在工具模式中。

注意：一旦模板作为系统数据被保存在 SRAM 中(64 页)，

设置将被保护起来，断电后也不会丢失。

样板号

样板名称

按[ S F 4 ]键，叫出
选中的样板。

按[SF5]键，将当前设置
存入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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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号码

决定模板号。最子有 16种模板可被创建。
设置：1~16

模板名称

决定模板的名称，要了解关于命名，见75页上 "基本操作。

乐曲混音编辑模式

（繁多的调音台功能）

对比功能

此功能可让您在编辑混音设置及其原始、未编辑状态之音

切换 ----允许您试听两者间区别，听出做的效果。

1.在乐曲混音编辑模式中按[COMPARE]键，屏幕顶端显
示[  ]指示灯(在[E]指示灯处)，原始的、未编辑的乐曲混音设置
被恢复用来监听。

2.再次按[EDIT]键，可关闭 "比较 "功能，恢复您编辑乐曲
的设置。

注意：当使用比较功能时，您不能进行乐曲混音编辑。

常规编辑及声部编辑

使用常规编辑来编辑在所有声部中一样的设置。有两位乐

曲混音屏幕，一种用常规编辑，而另一种用于编辑单个的声

部。

注意：常规编辑操作不能在多声部扩展声部中 17-32中执行。

基本步骤

1.在乐曲播放模式中选一种要混音的用户乐曲。
2.按[MIXING]键，进入乐曲混音模式(指示灯亮)。
3.按[EDIT]键，进入乐曲混音编辑模式(指示灯亮)。
4.选择要编辑的声部。

要编辑所有声部一样的参数，按[DRUM KITS]键(用作 "常
规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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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编辑各声部的参数，使用相应的NUMBER键([1]-[16])，
可选择想用的声部。您可以使用[F6]键(见下页)。

注意：请注意多功能扩展卡(17-32)设置不能应用于

单首乐曲，但可应用于 64首乐曲。

5.按[F1]-[F5]键，您可以选择想用的菜单，在每个屏幕中编
辑参数。

6.将第 5步中设置存信内存。
7.按[SONG]键，退出乐曲混音模式，返回乐曲播放模式
要了解第 5步中说明，见下面样例。
要了解第 6#步，参阅 214页上 "乐曲混音存储模式 "。

常规编辑

[F1]-[SF1]乐曲混音  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主控
EQ补偿

乐曲混音参数为选用乐曲(见209页"MEQ")上用于全部声部
的EQ设置。这里屏幕中作的设置可作为补偿值添加给MEQ设
置。(MID除外)，您可以使用面板上四个旋钮设置参数。

设置：-64~+63

[F1]-[SF2]乐曲混音  常规编辑  通用参数  其他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旋钮的控制功能。

旋钮分配

决定于分配旋钮(1-4)的功能。按面板上[KNOB CONTROL
FUNCTION]键。
设置想用功能行，可将选用乐曲自动存入内存。

设置：相位、音调、分配、MEQofs

内置音源声部 1-16

多声部扩展声部17-32
(安装了多声部扩展卡)

单个声部扩展卡 1-3声部
(当使用扩展卡单个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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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Ctrl(合唱合唱)
决定合唱效果深度，由旋钮控制分配给合唱发送。

设置：-64~+63

分配 A.分配 B.分配 1.分配 2
让您从旋钮上直接设置并为每个分配旋钮记忆数值(A.B.1

和 2)，微调至想用的设置。
设置：-64~+63

[F2]乐曲混音  常规编辑    MEQ(主控均
衡器)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向所选乐曲中添加五段均衡器。

见 165页，一常规常规编辑中一样。

[F3]-[SF1]乐曲混音  常规编辑  琶音器
琶音类型

基本结构(55页)

琶音的基本参数显示在屏幕中。

当选择一种用户琶音时，您也可以使用[SF5]键，清除选择
的琶音数据。

这同在音色常规编辑中相同，速度设置除外，因为乐曲速

度根据乐曲速度播放。

[F3]-[SF2]乐曲混音  常规编辑   琶音器  琶音限
制

在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3页。

[F3]-[SF3]乐曲混音  常规编辑    琶音器   播放 FX
(效果)

在音色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33页。

[F3]-[SF4]乐曲混音  常规编辑    琶音器   输出通
道

与演奏常规编辑中一样。见 167页。

[F4]乐曲混音  常规编辑  控制分配
前面板上的控制器及旋钮可用来实时.同时改变并调整大量

的乐曲参数。

与演奏常规编辑中一样。详见 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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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SF1]乐曲混音  常规编辑  效果
连接

基本结构(41页)

本屏幕让您控制效果连接。

与演奏常规编辑中一样，详见 169页。

[F6]-[SF2] .[SF3] .[SF4].[SF5]
常规编辑  效果   参数   扩展插入效果，混响，合
唱，变化

基本结构(39页)

参数号码及可用的参数值可因选中的效果类型而变化。要

了解情况，参阅分开的数据目录小册子中的效果类型目录。

声部编辑

注意：请注意  声部扩展声部(17-32)设置，添加给一个单独

乐曲及全部 64首乐曲。

[F1]-[SF1]乐曲  混音  声部  音色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为每个声部选择音色。当光标位于音库

参数上，使用面板上相应的BANK, GROUP 及NUMBER键(只
要[TRACK SELECT]指示灯灭)，来选择音色(124~125页)。

[F1]-[SF2]乐曲混音  声部  音色  播放模式

单声道 / 复音
决定所选声部音色以单音播放或复音模式播放。

设置：单声、复音

注意：本参数不能用于分配了鼓音色的声部。

琶音开关

决定琶音为所选声部开或关。

设置：开关

注意：琶音开关不能用于多声部扩展声部 17-32

接收通道。

接收通道

决定所选声部的接收的通道。因为MIDI数据可人许多通道
中出来，您需设置它的，让它配匹于发送控制数据的特殊通

道。

设置：01~1、关

[F1]-[SF3]乐曲混音  声部  音色  限制

与演奏声部编辑中相同 ，见 170页。

[F1]-[SF4]乐曲混音  声部  音色  滑音

与演奏声部编辑相同，见 171页

注意：模式设置不能用于扩展音色声部。

[F1]-[SF5]乐曲混音  声部  音色  其他

与演奏声部编辑相同，见 171页。

注意：全部扩展音色、弯音向上及向下，成为一个单独

参数：P B 范围，上和下数值不能单独设定给扩展声部( 1 7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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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SF1]乐曲混音  声部  输出  音量 /声相
音量 / 相位

与演奏声部编辑中一样，见 172页。

注意：音色相位设置用于扩展音色声部。

[F2]-[SF2]乐曲混音  声部  输出  效果发送
效果发送

与声部编辑中一样，172页。

[F3]乐曲混音  声部  输出选择
从此屏幕中，决定指定端口，用来输出声部。

与声部编辑中演奏一同，见 173页。

[F4]-[SF1]乐曲混音  声部  音调  调音

与声部编辑演奏一样，173页。

[F4]-[SF2]乐曲混音  声部  音调  滤波器
基本结构(46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滤波相关的设置，改变选择声部音

色的音质。

在演奏声部编辑中一样，见 173页。

注意：FEG深度设置适用于扩展音色声部。

[F4]-[SF3]乐曲混音  声部  音调  FEG
基本结构(47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为每个声部设置FEG(滤波包络生成器)
参数。下述参数   在编辑模式中为某些参数提供补偿。

与声部编辑演奏模式一样，见 173页。

注意：PEG设置不能用于扩展音色声部或分配了鼓音色的声

部。

[F4]-[SF4]乐曲混音  声部  音调  AEG
 基本结构(47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每个声部的AEG(振幅包络生成器)
参数，下述参数为音色编辑模式下的某些参数提供补偿值(145
页)。

与声部编辑模式下的演奏相同，见 174页。

注意：延音设置不能用于插入音色声部或分配鼓音

色的声部。

注意：释音设置不能用于分配鼓音色的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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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乐曲混音  声部  接收开关

从此屏幕上，您可以设置每个单独声部回应于各种MIDI数
据，如控制变更及程度变更信息的方式。当相关参数设为 "开
"时，相应的声部回应的相关MIDI数据。注意提供两个不同的
屏幕类型。

显示四声部

本显示类型显示同时四个声部的接收开关。设要想用的声

部开或关，对应于相应的MIDI数据类型。要显示并编辑另一种
的四个声部，按相应的[NUMBER]键[1]至[16]。
记住因为可用参数不能同时显示，您需用光标滚动屏幕，

找到并设置参数。

屏幕显示一个声部的全部参数

本屏幕显示一个单独选中声部的全部接收开关设置。设置

所需的MIDI数据类型开或关，用于所选声部。为所选声部设
置想用的MIDI数据类型开或关。要选择其它声部，使用NUM-
BER[1]-[16]键([TRACK SELECT]键打开时)
两种屏类型是相连的带有某些功能，只是格式不同。使用

您最适合的类型。

乐曲混音工作模式

基本结构

1.按乐曲播放模式，选一首您想执行工作的乐曲。
2.按[MIXING]键，进入乐曲混音模式。
3.按[JOB]键，进入乐曲混音工作模式。
4.按相应键[F1]-[F4]，选择想用的工作菜单。
5.设置相关的工作参数。
6.按[ENTER]键，(屏幕出现确认框)
7.按[INC/YES]键，执行工作。完成后，出现 "Completed!

"信息，返回原始屏幕。

注意：要取消工作，按[DEC/NO]键。

小心：执行处理时，会出现 "Executing⋯"这时关闭MOTIF电源，

可能会损坏数据。

8.按[MIXING]键从乐曲混音工作模式中退出，返回乐曲混
音模式

要了解第 #3-#5步中的要求，见下面的介绍。

[F1]初始化

本功能让您重置(初始化)全部乐曲混音参数到缺省设置。也
可有选择地初始化如常规设置，每个声部的设置等参数 ----在
从头创作一个全新的乐曲混音程序时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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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初始化的参数类型

全部

所选乐曲混音的全部设置被初始化。.
常规

用于所选乐曲混音程序的常规参数被初始化。

声部 1~16, PLG1~3
用于所选乐曲混音程序的声部参数设置被初始化。

[F2]编辑叫出

如果您编辑一首乐曲混音程序并选择了一个不同的程序，

并不会存储您编辑的程序，您做的编辑会被抹去。如果发生这

些，您可以使用编辑叫出功能，恢复乐曲混音程序，而不损环

最近的编辑。

[F3]拷贝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拷贝声部参数或从任何乐曲混音程序

中得到的效果设置至您正编辑的屏幕中。当您想从另一个程序

中使用某些设置时，非常有用。

乐曲

选择一首乐曲要拷贝混音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声部 1~32.PLG1~3

目的乐曲的数据类型(当前选择乐曲)
设置目的乐曲的声部

数据类型  声部 1~3，插入 1~3，Arp、效果(混响.合唱)。

注意：如果您选择 Arp(琶音)或效果，琶音数据或用于音色的

效果设置会被拷贝。

[F4]成批数据
使用本功能，让用于当前选择中乐曲的所有编辑参数设置

发送给电脑和另一个MIDI设置，进行数据处理。

注意：您也可以设置正确的MIDI设置号，执行成批数据详见

258页。

[F5]演奏拷贝

这种方便的操作让您将演奏中的四个声部中的设置拷贝到

正编辑的乐曲混音程序中。在您想在乐曲混程序使用某些操作

时它非常有用。使用此工作，只需拷贝您所需的设置。

MIDI接收通道设置设置为与基本通道设置相匹配(260页)。
当基本通道设为 "全部 "时，接收通道设为 1.要选择一组用于
拷贝的参数，选择屏幕中相应的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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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混音存储模式

基本结构(63页)

本功能让您存储编辑过的乐曲混音至用户内存。

小心：当您执行它时，目的内存中的设置会被覆盖。请将重要数

据备份到内存卡或 SCSI卡中。

基本步骤

1.编辑乐曲混音后，按[STORE]键，进入乐曲混音存储模
式。

2.按[ENTER]键，(屏幕上出现确认窗口)
3.要执行存储操作，按[INC/YES]键，存储完屏幕上出现

"completed!"字样，并返回原始屏幕。

注意：要取消存储操作，按[DEC/NO]键

小心：存储操作可能要很长时间，其间会出现 "Executing⋯"字

样。此时关闭MOTIF电源，有可能损坏数据。

注意：当选择相应的乐曲时，可自动叫出存储设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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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模式
基本结构(51页)

功能树

本章介绍样板模式。要了解样板模式与MOTIF整个结构的关系及其它模式和功能，详见30页的 "基本结构 "简化  。下述显
示样板模式的显示菜单及参数据给 ----让您快速，方便找到MOTIF样板相关的功能。带括号的字符或句子(如[F1])，指明特定的
按键名称及面板操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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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播放模式

基本结构(67页)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选择并播放单个用户样板。

注意：要了解样板及间及内存结构，见 51页。

基本操作

1.按[PATTERN]键，进入样板播放模式(指示灯亮)。

2.选择一种风格及其一个单元。

3.开始 /停止样板播放。

4.在上述屏幕中进行必要的设置(如移调.速度.单个音轨开 /
关状态)。

5.按[F2]-[F6]键选择想用的菜单，在每个屏幕中编辑参数。

注意：使用音图功能创建样板，用[F4]键来选择(219页)。

注意：样板链功能，使用[F6]键选择，链接几个不同的样板在

一起，创建一首乐句。

6.按要求 #3至 #5步。
7.按任一模式键，退出样板播放模式。

要了解 #2.3.4.5步的说明，请参下面例子。
要了解 #3步的说明，请参阅 102页 "快速导读 102页。

风格选择

本例适用于上述基本步骤第二步。

选择一种风格的方式与选择乐曲的方式相同(179页)，如下
图所示：

注意：当四个指示灯关闭时，请参阅此处的介绍。

您也可以通过移动光标至风格号位置选择一种风格。并使

用[INC/YES]及[DEC/NO]键或数字旋钮。



218

风格号及相应组 / 号码
与乐曲播放模式中一样，见 179页。

单元选择

本介绍适用于 217页上基本步骤第 #3步。

1.按[SECTION]键(指示灯亮)
2.按[PRE1]~[PLG3], [A]~[H]键，从 16种可用单元中选择

一个单元。

样板轨开 /关 ----独奏及哑音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 217页上基本步骤的第 #5步。
详情与180页上 "乐曲音轨开 /关 ----独奏及哑音功能一样，

如下图所示。

要哑音一条音轨

要独奏一条音轨

选择样板轨

本介绍适用于 217页上的基本步骤中的第 4步。
详情与 181上的 "乐曲音轨选择 "一章一样。如下图所示。

样板播放模式中的样板编辑
此外解释适用于 217页上的基本步骤第 #5步。

[F2]样板  播放   套子
与乐曲播放模式中一样，见 181页。

[F3]样板  播放   输出通道
与乐曲播放模式一样，见 182页。

[F4]样板  播放   粘贴
随后解释 见 219页。

[F5]样板  播放   音轨  音色
决定本乐句数据中的程序变更数据是否起作用。

通常，它设为 "关 "。举例，乐句带有音色信息，但如果不
让音色在乐句中改变，将它设为 "关 "。音轨设为 "关 "会自动
播放分配给此声部的音色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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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内置在样板乐句中的乐句音色，从样板录音模式中的

音色样板中指定。(221页)。

[F6]样板  播放  链  播放 /编辑

下面介绍，见下面

[F4]粘贴功能
基本结构(52页)    快速导读(105页)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 217页上的基本步骤第 #5步。
在下面屏幕中，您可以分配一种预置乐句或用户乐句(录制

在样板录音模式中)，给每条音轨，创建包含最多 16条音轨的
样板。

音轨号.数据状态.乐句库 /号码
要了解音轨号及数据状态的详情，请参阅 217页上基本步

骤第 #1步。
乐句库及号码可通过数据轮[INC/YES]键，或[DEC/NO]键，

并分配选用的轨。分配的乐句名称，时值及长度在屏幕右上角

显示。

注意：粘贴功能允许您使用录制给当前选中风格的音轨

的用户乐曲。如果您想使用录制给其它风格轨的用户乐句，使

用乐句数据拷贝功能，使用[ S F 5 ]键选择。

单元

显示当前选择的单元。要了解改变单元的方法，见 218页
上的 "选择单元 "一章。

小节、拍(用于当前播放位置)
此键用在放音中来改变位置(以小节 /拍)为单位。

[SF4]粘贴清除
您可以按下[SF4]键清除分配给当前选中轨的乐句。

[SF5]乐句数据拷贝
使用粘贴功能分配的用户乐句只限于包含于当前选用样板

风格中的那一个。此功能将其它样板风格中的乐句拷贝到所选

的样板中。按[ENTER]键拷贝乐句数据。

小心：本拷贝操作覆盖先前有目的乐句中的数据。

[F6]样板链
基本结构(52页)，快速导读(108页)

本介绍适用于 217页基本步骤中第 5步。
样板键允许您将几个不同样板(风格及单元)连在一起，制作

一首乐曲。创作的样板链数据会被转为一首乐句。

注意：要了解样板链及其音轨和内存结构，请参阅 54页。

音轨号、数据状态（217页） 乐句名、拍号

单元
小节：节拍

[SF5]乐句数据拷贝

[SF4]音图清除

源风格号 乐句号码

决定当前编辑的

乐句和音轨

设置后，按[ENTER]
键，拷贝乐句

选中后采样音色拷贝到目

的乐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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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实时播放(样板链录音)来创建样板链

本功能让您指定一串音序样板用于样板链放音。开关风格 /
单元，音轨哑音，场景 /哑音变更，速度变更可在中录制。

1. 在样板播放模式中，按[F6]键进入样板链播放模式。关
于屏幕中参数，请参阅 217页上基本步骤中第 #1步。

2. 按[REC]键进入样板链录制模式。指示灯及录音设置屏
幕显示。

3. 设置用于录音的参数(风格号 /单元.录音类型、音轨、拍
号、速度)
录制类型、拍号及速度设置与乐曲录制模式一样。

要录制一条音轨，从 "TMP"(速度)、"SCN"(场景)及 "PTN"
(样板)中选择想用的音轨。关于样板链音轨结构请参阅 54页。

4. 按[ ] 键开始录音并按您所需播放样板。
当选择了一条样板轨(1-16)，您可以录制风格及单元变化。
当速度轨选中时，您可以录制速度变更。

当选中场景轨后，您可以录制音轨哑音设置。

5. 按[ ] 键停止录音。
6. 要退出样板链模式，返回样板链播放模式，按[REC]键

(指示灯灭)。

样板链编辑
样板链编辑模式让您以链接形式编辑样板的顺序，并插入

速度及场景 /哑音事件数据。
叫出想用屏幕，方法是遵照下面的情况并在每个屏幕中编

辑事件(风格 /单元变化，场景 /哑音变更.速度变更)。

样板键 编辑键

样板链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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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编辑屏幕中第个事件及用来插入 /删除事件(使用[F5]/
[F6]键)的方法与乐曲编辑模式中的相同见 190页。

[F6]-[EDIT]-[F2]拷贝
按在样板链接编辑模式中的[SF3]键，叫出下面的拷贝屏

幕，让您从指定的小节范围内拷贝所有的样板链事件到目的位

置中。记住：这将覆盖在目的位置中的已有事件。

源范围，目的范围(小节)
设置：001~999
次数

指定拷贝的次数

设置：01~99

小心：本操作覆盖在目标中已有在的事件。

[F6]-[EDIT]-[F3]转换

本功能将样板链数据转换给乐曲数据(标准MIDI格式)在常
规乐曲音轨中放置结果。

按在样链接编辑模式中的[SF4]键，叫出转换屏幕。指定转
换数据要拷贝到的目的乐曲及小节号，然后按[SF5]键执行。

小心：本操作会覆盖目的范围内已存在的任何数据。

样板录制模式
快速导读(102页)

MOTIF带有大量的预置乐句，内含大量乐曲类型，还拥有
乐句录音功能，让您创建自己的乐句，使用它的建立自己独创

的样板。

注意：要了解录音方法，见 93页。

关于录音轨

当录制样板时，您需要指定录制的音轨----同在乐曲录音中
一样。操作会根据指定乐句编排有所不同，如下所示：

如果预置乐句分配给音轨

您不能录音，即使您指定预置乐句要分配的音轨，试着录

音，会显示错误信息。

如果用户乐句分配给此音轨

分配给指定音轨的用户乐句数据被录音覆盖。

如果乐句不分配给此音轨

录音会进入空白用户乐句。新创建的乐句会自动分配结果

音轨。

基本步骤

1. 在样板模式中，选一个要录制的样板(风格及单元)。
2. 按[REC]键，进入样板录音模式(指示灯亮)。样板录音设

置屏幕如下显示。

3. 设置录音基本参数(如录音音轨.类型.速度等)。

源范围

目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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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注意拍号可在样板播放中设置。见 2 1 7 页。

注意：选择录音轨的方法与样板音轨选择(218页)的方法一

样。

4. 按[F2]-[F3]键改变屏幕并设置录音的各种参数。
5. 按[ ] 键开始录音。
当选择第3步中任一实时录音方式(步录除外)，您的键盘放

音及控制器移动会自动录制。

当在第 #3步中选择 "步录 "，通过分别输入音符可以录音。

6. 完成操作(在实时录音)或完成步录时，按[ ] 键停止录音。
7. 按[RECORD]键，从样板录音模式中退出，返回样板播

放模式(指示灯灭)。
8. 按[ ] 键，试听新录制的音符。
9. 将录制的乐句数据存入内存卡或连接到MOTIF上的

SCSI设备中。

小心：录制的数据会暂时存在DRAM(64页)中，关掉电源，DRAM

中的数据会丧失，您也可以将DRAM中的数据存入内存卡或一个外接
SCSI设备中，然后关闭电源。
要了解第 3-第 4步中的说明，见下例。
要了解第#5至#6中的详情，参阅102页上的 "快速导读 "。
要了解第 #9步，参阅 261页上的 "文件模式 "。

注意：下例适用于MIDI数据录音(创建MIDI音轨)。有关

录制音频数据的说明(创建样声轨)，见 2 3 3 页上的 " 采样模式 "。

录音前设置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221页，222页上的基本步骤第#3.第#4

步。

[F1]样板   录音  设置
 基本结构(51页)

当录音类型设为除 " 分步录音 " 以外的东西时。

当录制类型设置为 " 分步录音 "

类型(录音类型)
决定录音的方式

设置：替换、叠加、步录

循环

打开循环录音开或关。

当为开时，在实时录音时，反复播放乐句。在录制鼓声部时，

允许您在每个声部上添加不同的乐器，非常方便。

设置：开、关

要从录音中抹去特定的音符，同时按

住[F6]键，并按您要删除的音符。在抹
去  中鼓音色中的特定乐器时，这种方
法非常有用。

拍号(在样板播放屏幕中设置)

它让您决定，琶音播放数据是

否录制给样板轨。(按[F4]键)

当  指定时，琶音播放数
据全录制到乐曲轨中。

它让您听到打点儿声。

(按[F5]键)，打点儿发声。

速度

拍号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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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这种方便的功能允许您自动实时量化音符。量化使音符对

齐于最近的节拍。本参数决定实时量化是否开，及量化的分辨

率。

设置：关 60(32分音符)，80(16分音符三连音)，120(16分
音符)，160(8分音符三连音)，240(8分音符)，320(1/4音符三
连音)，480(1/4音符)。

事件

本参数在录音类型设为 "步录 "时可用。它让您指定要输入
的事件类型。

设置：音符 p.bend(弯音)，CC#000~#119(控制变更)。

速度

决定样板速度

设置：001.0~300.0

[F2]样板  录制  音色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与音色有关的参数，用于所选音

轨。

这里的设置会影响MIDI接收通道与乐曲音轨MIDI传输通
道的音源声部。这里设置的音色变成乐句音色(52页)。]

在乐曲录音模式中的参数与此参数相同。见 188页。

[F3]样板  录制  琶音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为选中音轨设置不同的琶音相关参数。

这里的参数与乐曲录音模式中的一样。见 189页。

样板录音

这里的解释适用于 222页上基本步骤的第 #5-#6步。

实时录音

见 103页上的 "快速导读 "。

分步录音

如果您在222页上的基本步骤第5步按下[ ] 键，事件屏幕
会显示并且您可以逐一输入单个事件。输入事件的方法与乐曲

模式中步录的方法一样，见 183-186页。

决定琶音播放数据是否录

入此音轨（按[F4]键）。



224

样板编辑模式
此模式让您控制编辑录制样板的每种乐句的MIDI事件。
MIDI事件为组成录制样板的数据信息(如：音符开 /关，音

符号码.程序变更号码等)。

基本步骤

 基本操作(70页)

1. 在样板播放模式中，选择一种风格及要编辑的乐句。
2. 按[EDIT]键，输入样板编辑模式(指示灯亮)，样板事件屏

下所示。

3. 反过来，按需要插入或删除MIDI事件。如果发现屏幕太
繁锁，您可以使用显示滤波器滤除某些事件。

按需按[F2]键，选择您想显示的事件类型。
4. 完成编辑后，按[PATTERN]键返回样板播放模式。
5. 按[ ] 键试听编辑的数据。
6. 按要求编辑其它乐句，按要求重复 #2至 #5步。
7. 编辑后，将样板数据存入内存卡或在文件模式中连接到

MOTIF上的SCSI设备中。
要了解第 #3步说明，见下面介绍。
要了解第 #7步说明，参阅 264页上的 "文件模式 "。

可编辑的MIDI事件
所有MIDI事件及参数与乐曲编辑模式中的一样。详见 190

页。

事件编辑 /插入 /删除
所有事件操作及参数与乐曲编辑模式中一样。详见190页。

事件显示滤波器

所有事件滤波操作及设置(在基本操作第 3步中)。
与乐曲编辑模式中一样，详见 192页。

小节号 事件 节拍 时钟(每四分音
符 480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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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工作模式

样板工作包含一组编辑工作及您可以用来改变原始样板音

色的功能，它是由样板音图功能或从样板录音模式创建的它还

包含大量操作，如拷贝或抹去数据。多种操作可以在整个音轨

上或一条音轨中选择的小节范围内执行。

基本步骤

1. 在样板播放模式中，选择一种风格及您想执行工作的单
元。

2. 按[JOB]键，进入样板工作模式。
3. 按相应的[F2]-[6]键，选择想用的工作菜单。
4. 使用CURSOR键，滚动至想用的工作。
5. 按[ENTER]键，进入选择的工作屏幕。
6. 设置相关的工作参数。
7. 按[ENTER]键(屏幕显示确认提示)
8. 按[INC/YES]键，执行此工作。完成工作后，全显示

"completed!"字样，返回原始屏幕。

注意：要取消工作，按[DEC/NO]键。

小心：执行工作时会出现 "Executing⋯"字样，如果关闭MOTIF

电源会  掉数据。

9. 如果您想恢复在上步中作的变动，按[F1]键(选择恢复/重
作)并使用恢复功能。

10. 按[PATTERN]键，退出样板工作模式并返回样板播放模
式。

要了解第 #3-#9步的说明，看下面的介绍。

[F1]恢复 /重作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基本步骤中第 #9步。
操作与乐曲工作模式中的一样。见 193页。

小心：恢复 /重作不能与采样音色操作一起使用。

[F2]音符数据工作

在基本步骤第 #3中按[F2]键，屏幕上显示音符数据工作目
录。滚动光标至想用的工作并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的屏
幕。

下例介绍应用于基本步骤中第 #6步。

注意：样板模式中的音符数据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

与乐曲工作模式不同，样板音符数据可用于乐句(001-256)
并选择乐句中的范围(小节：拍：时钟)。

[F2]-01量化

同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4页。

指定执行工作的乐句及范

围(小节 /拍 /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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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修改力度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5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F2]-03修改门时间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5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F2]-04渐强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6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F2]-05移调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6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F2]-16 滑音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6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F2]-07创建滚动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6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F2]-08排列和弦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7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F2]-09分开和弦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8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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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事件工作
在 225页上基本步骤第 #3步中按[F3]键，事件工作目录全

显示在屏幕上。滚动光标至想用的工作上，按[ENTER]键进入
所选工作的屏幕。

下面的介绍适用于 225页基本步骤第 #6步。

注意：在样板模式中的事件工作与在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

然后，与在乐曲工作模式中不同的是，样板事件可添加给乐句(001-
256)并在乐句中选定范围(小节：拍，时钟)。

[F3]-01移动时钟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8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钟为单位)。

[F3]-02拷贝事件
本工作从指定范围内将所在数据拷贝至目的位置。

设置数据拷贝出的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钟为单位)。

[F3]-02拷贝事件
本工作从指定范围内将所在数据拷入指定的目的位置。

设置数据拷贝出的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钟)为单位。
指定要执行的工作。指定数据拷贝的目的位置

次数

指定数据拷贝的次数

设置：01~99

小心：当拷贝事件执行时，在目的位置存在的数据会被覆盖。

[F3]-03抹去事件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9页。

指定要执行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钟为单位)

注意：与乐曲工作模式不同之处在于您不能将 "速度 "."场景

内存 "或 "音轨哑音 "作为事件类型选择。

[F3]-04摘除事件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9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选择目的乐句。

[F3]-05创建连续数据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199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注意：与乐曲工作模式不同之处在于不能将 "速度 "选为事件

类型。

[F3]-06淡出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200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注意：与乐曲工作模式不同，您不能将 "全部 "选为事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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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7修改控制数据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200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注意：与乐曲工作模式不一样，您不能将 "速度 "选为事件类

型。

[F3]-08节拍伸展
与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200页。

指定执行此工作的乐句及范围(以小节 /拍 /时针为单位)。

[F4]乐句工作
在 225页上基本步骤第三步中按[F4]键，乐句工作目录会

显示在屏幕上，滚动光标至想用的工作并按[ENTER]键进入所
选工作的屏幕。

下面介绍适用于 225页上基本步骤第 6步。

[F4]-01拷贝乐句
本工作将选中乐句拷贝到指定的目的位置。

当选框被选时，源乐句用的采样音色会作为样板音色拷贝

到目的风格中，并分配给目的乐句

小心

目的乐句中原有数据被覆盖。

小心

恢复 / 重作( 2 2 5 页)不能用来恢复 / 重作采样音色拷贝操作。

注意：如果目的风格中已无空音，会显示错误信息。采

样数据不被拷贝，如果发生此情况，使用采样工作 0 2 " 删除 " 不
用的采样音色，然后再试。

[F4]-02交换乐句
此工作交换两个指定乐句的内容。

用于交换操作的目的乐句

注意：如果本工作添加给使用采样音色的乐句，采样音色不

会交换。

[F4]-03混合乐句
本工作从两个选择用户乐句混合所有数据("A"和 "B")
并将结果放入乐句B。使用此功能可腾空乐句A，让您向里

面录制新的数据。

注意：对带采样音色的乐句执行此工作，不会混合采样音色。

指定目的风格及乐句

选择要拷贝的风格及乐

句(预置乐句也可选择)

乐句 A 乐句 B
混合乐句

乐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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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04添加乐句
本工作在另一个乐句后添加一个乐句，创建长的乐句。

注意：此工作添加给使用采样音色的乐句，采样音色不被添

加。

[F4]-05分割乐句
此工作将一个选中的乐句分成两个乐句。

在分割点分割乐句 A(在上述屏幕中设置小节点)

注意：当风格及乐句设为 "关 "时，分割乐句 B被抹去。

拍号

设置在分割操作后的乐句 B
设置：1/16~16/16.1/8~16/8.1/4~16/4

小心：本工作抹去目的乐句 B 中的现存数据。

注意：如果本工作添加给使用采样音色的乐句，采样音

色不能被分割。

[F4]-06从乐曲中获得乐句
本工作从乐曲中拷贝音序轨数据一部分到目的乐句中。

小心

此工作将覆盖目的乐句中的已存数据。

小心

恢复 /重作(225页)不能用来 /恢复 /重作一个采样音色拷贝
操作。

注意：如果目的风格中已无空间，全出现错误信息。不会拷

贝音色数据。如果发生此情况，可使用采样工作 02来 "删除 "不用的
采样，然后再试。

[F4]-07将乐句放入乐曲
本工作将选用的用户乐句拷入选用乐曲的指定区域。

小心：本工作抹去目的轨上已存数据。

小心：恢复 / 重作( 2 2 5 页)不能用来恢复 / 重作一个采样音

色拷贝操作。

注意：当目的乐曲中无内存可用时，会出现错误信息。采样

数据不被拷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可使用采样工作 " 删除 " 任
何不用的采样，然后再试一次。

乐句 A

乐句 B 混合乐句

乐句 A

乐句 A 乐句 B

目的乐句
源乐曲.音轨，要
拷贝的小节范围

当此选项选中时，源音轨使用的采样音色会

作为采样音色拷入目的风格。并分配给目的

乐句。当源音轨不使用采样音色时，参数无

效果。

目的乐句

源乐曲.音轨，要
拷贝的小节范围

当此选项选中时，源音轨使用的采样音色会

拷入目的风格，作为采样音色。并分配给目

的乐句。当源音轨不使用采样音色时，参数

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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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08消除乐句
本工作从选中乐句中删除所有数据。

小心：

恢复 /重作(225页)不能用来恢复 /重作删除采样操作。

[f4]-09乐句命名
基本操作(75页)

本工作让您将一个名称(最多 8个字符)分配给选用的乐句。

看 75页的 "基本操作 "

[F5]音轨工作
在225页基本步骤第3步中按[F5]，音轨工作目录会显示在

屏幕上，滚动光标至想用的工作，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
作的屏幕。

下面介绍应用于 225页的基本操作第 6步。

[F5]-01拷贝音轨
本工作将所有选择类型的数据从指定源音轨拷贝到指定目

的音轨中。

与乐曲工作模式一样，见 202页。

[F5]-02交换音轨
本工作在当前风格及单元中两条指定轨之间交换指定类型

的数据。

与在乐曲工作模式中一样，见 202页。

[F5]-03清除音轨
本工作从指定样板轨中删除选中类型的所有数据。

[F5]-04常规化播放效果
本工作抹去选中音轨的数据，以便它能使用当前风格套子

设定。

与在乐曲工作模式一样，见 203页。

要清除的乐句

当选中此项时，分配给选中乐句的采样数据会

被删除，参数在采样音色不被选用乐句使用时

无效。

源风格、版号、音轨

要拷贝的数据
目的风格、单元、音轨

进行交换操作的目的轨

交换的数据类型

进行清除数据的轨

交换的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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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05分割鼓音轨
在分配给一条特定音轨的鼓演奏中分开音分事件，并将音

符设置在不同音轨中(音轨 1至 8)对应的不同鼓乐器中，它可
以用来量化(225页)或移动时钟(227页)，分别调整节奏，产生
自然的音乐感觉。

与乐曲工作模式一样，见 203页。

[F6]样板工作
在 225基本步骤第 #3步中按[F6]键，样板工作目录会显示

在屏幕上，滚动光标至想用的工作并按[ENTER]键进入选择工
作的屏幕中。

下在介绍应用于 225页的基本步骤第六步。

[F6]-01拷贝样板
本工作将选中源样板拷贝入选中目的样板中。

小心

恢复 /重作(225页)不能用来恢复 /重作删除采样音色。

[F6]-02添加样板
将一个样板添加给另一个样板未尾，制造出带有16条音轨

的样板。

当选中此框时，采样音色会拷入目的风格。

注意：当选中保存原始乐句项时，此工作需要空用户乐句的

号码两次，作为存储附带乐句数据的音轨号。如果所需的乐句不能用，

但出现提示，此工作被放弃。使用(230页)清除乐句工作，删除不用
的乐句，然后再试。

注意：如果此工作添加给使用采样音色的样板，采样音色将

不能添加。

注意：如果样板长度比 256小节要长，会出现错误信息，工

作被取消。

[F6]-03分割样板
本工作分割选用的样板(全部16条音轨数据)分成两个样板。
在分割样板后，分割点前的样板会保留，后面的样板移向

目的样板。

源样板

(风格及单元)
目的样板

(风格及单元)

选中此框，原始数据同添加数据同时储存在

内存中，如不选，新数据替换旧数据。如果选

此框，采样音色拷贝入目的风格中。

源样板

(风格及单元)

当选择此选项时，原始目的样板数据保存在

内存中，与新添加的样板数据同在内存中。

如果此项没有选中，原始目的样板会被抹

去，由新数据替换。

源样板

(风格及单元)

执行分割操作后，分割点前的样板声部会保留，分

割点之后的声部会移到指定位置。

源风格及单元 目的风格及单元

当此框选中时，采样音色拷贝入目的风格。

当此框选中时，预制乐

句拷贝入用户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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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本操作在目的样板中覆盖已存有数据

注意：当选中保存乐句选项时，本工作需要两倍的用户

乐句储存空间来在音轨上储存附加的乐句数据。如果不能使用

乐句，会出现警告，并取消此工作。如果发生这类情况，使用

( 2 3 0 页)清除乐句工作，删除不用的乐句，再试。

[F6]-04清除样板
本工作从选中样板中或从全部样板中删除全部数据，要清

除的样板(风格及单元)。

[F6]-05风格名称
基本操作(75页)

本工作让您为选中风格分配一个名称。

见 75页上的 "基本操作 "。

样板混音模式

在此模式中，您可以设置并为您的样板存储混合数据，为

音源声部设置不同的参数 ----包括想用的音色，如电平、相位
及EQ、效果及其它设置，样板混音模式影响音源声部的方式
及被其它因子影响的方式，参看下图。

样板混音参数不是样板数据的实际声部，但为音源的设置，

它由样板数据播放，因此，样板混音参灵敏设置不被录入样板

轨中，即使模式不同，实际样板混音操作及参数与乐曲混音模

式中的一样。见 205页。

音序器模块

样板数据

音源模块

播放样板数据影响样板混音设置

从外接设备中来的MIDI数
据影响样板混音设置

样板混音 在样板混音模式中编辑，

决定样板混音设置

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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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模式
 基本结构(58页)

功能树

本章用于采样模式。要了解采样模式与MOTIF整体结构的关系及其模式和功能，参阅30页的简化表 "基本结构 "。
下图显示采样模式的屏幕菜单及参数组 -----让您快速方便地查阅与MOTIF采样有关的功能。
带括号的字和句子(如[F1])表明特定的键名称或面板操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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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录音模式
 基本操作(58页)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录制音色到MOTIF(如：从CD中录制
吉它音色)，编辑他的并使用它们创建您从键盘弹奏的特殊的
采样音色，或者你也可以从乐曲及键盘进入此模式。乐曲或样

板模式，您录制的声音可分配给音轨并使用乐曲或样板自动播

放。另外，使用重新采样功能，您可以从您的编辑或从MOTIF
音色中创造采样，通过使用重新采样功能创建新的采样。

由采样制作的数据

无论处于任何模式，锯形采样是相同的，而参数不同，取

决于特殊模式或设置。见 59页，了解在采样功能中创建的那
类数据。

基本步骤

1. 使用一个话筒或外接音频源进行适当的连接。举例：见
23页上 "模拟输入 "及 "数字输入 "

注意：如果您想使用MOTIF音色作为录音源(使用重新采样功

能)上面的第一步是不必使用的。

2. 根据您想使用创建的采样，有两种可以制作的方法。

要创建一个常规(用户)音色
进入音色或演奏模式，要使用MOTIF音色作为录音源(使

用重新采样功能)，可选择想用的音色或演奏。

要在乐曲或样板中创作一首乐曲

进入乐曲或样板模式，选择想作的乐曲或样板。

3. 按[INTEGRATED SAMPLING]键叫出采样录音模式的设
置屏幕。

注意：即使您进入了采样录音模式，前面模式的指示灯还会

亮，让您确认进入的模式。

4. 按[F1]键，设置与用于采样目的相关的参数。(它的决定采
样要录制及分配的内存位置)。

注意：当从音色 /演奏模式进入采样录音模式时，录制的采样

会自动存储到波形及在屏幕中设置的用户音色中。

注意：当从乐曲 /样板模式中进入采样录音模式，录制的采样

会作为一种采样音色，可存储到屏幕中设定的音轨中。

5. 按[F2]键并设置用于音频输入的与音源相关的参数
6. 按[F6]键进入采样预备屏幕并在此屏幕中设置击发模式。
7. 再按[F6]键一次开始采样，在适当时间播放输入源，播

放输入源的时间及方式取决于在上面第 5步中进行的设置(如
236页所述)和进行的处理(下面描述)。

当MOTIF下面音频输入口 /终端用于采样录音

A/D输入口
mLAN端口(当可选的mLAN8E 安装了)
DIGITAL IN 口(当安装了可选的AIEB2时)
OPTICAL IN口(当安装了可选的AIEB2时)

当源设备设为 "重新采样 "

由MOTIF本身生成的音色(乐曲 /样板播放，键盘演奏)可作
为采样录音。

采样开始取决于上述6步中(237页描述)击发模式设置及您
使用的处理方式(见下图)。

当击发模式为

"手动 "
当击发模式设为 "电平 "

采样预备 采样预备

按[F6]键 按[F6]键

采样开始
激发等待

当输入信号电平超过

击发电平，

采样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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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停止采样请遵守上述说明，并停止录音源播放。
9. 按要求设置分层参数 ----如果您从乐曲 /样板模式中进入

采样录音模式，同在上面第 # 5 步中您已将采样类型设为
"Slice+Seg"

10. 将录制的采样存入内存卡 /SCSI存储设备，将它的作为
波形、用户音色或采样音色。

注意：录制的乐句数据会暂存在DRAM(64页)中，因为DRAM在

关闭电源时数据会丧失，您可以将数据存入内存卡或外接SCSI设备，
然后关闭电源。

这些操作对应于下面例子中的第 #4-#9步。
要了解第 #10步的详情，参阅 264页上的 "文件模式 "。

采样设置

这里介绍适用于 234页基本步骤中 #4和 #5步。

[F1]采样目的设置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 234页上基本步骤第 #4步。

当从音色 /演奏模式中进入采样模式。

注意：MOTIF可将波形数据传到或传出电脑(使用 TWE软件)

当屏幕叫出时。

波形

决定录制采样分配的波形号码。

设置 001~256

键音库

决定位于键库中央的音符号码。

设置：C~2~G8

注意：要了解波形及键库的详情，参阅 60页。

声部

决定要分配录制采样的演奏声部，只当从演奏模式中进入

采样模式时才能用。

设置：关.1~4

音色

录制的采样可存储为用户常规音色。本参数决定分配录制

采样的常规音色号。

注意：当它设为 "关 "，是创建波形，采样不能存为用户音色。

采样存入最小号的波形，如果您听新的采样并分配它给一种用户音色，

应进入音色编辑模式中因子振荡器屏幕([F1]-[SF1])。并搜索用户波形
来找到样声。详见 135页。

当从乐曲 /样板模式进入采样模式时

音轨

决定录制采样分配的音轨号码。

设置：1~16

键音库

决定位于键库中央的音符号码。本参数可在采样类型设为

"采样 "或 "采样 +音符 "(在下面的类型参数中)。
设置：C2~G8

当击发模式设为 "小节 "

采样预备

按[F6]键

插入等待

达到插入点时，

停止

采样开始

达到跳出点时，

采样停止

采样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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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采样源设置
本介绍适用于 234页基本步骤节 #5步。

类型

决定采样类型。从采样模式中进入采样模式，由采样决定

采样类型。当从乐曲 /样板模式中进入采样模式中，由采样创
建的数据会根据此设置来改变。记住此参数固定为 "采样 "，当
从音色 /演奏模式中进入采样模式。
设置：采样.采样 +音符，分割 +音序

采样

只创建采样数据。

采样 +音符
除采样数据外，用于播放采样的相关音符数据被创建并录

制到指定音轨中。

Slice+Seg
录制的采样自动分成 "切片 "，它的分配给键盘上连续的音

符。这此音符自动编排到音序数据中(至指定音轨)用于播放。这
对于节奏样声非常有用。举例：您已录制了一个鼓声部，节奏

的每个节拍被转为分开的层和分开的音符，音符进入音序，以

此种方式，播放音色数据播放整个节奏采样。这样的好处在于

您可以在大范围内调整音序器速度，使节奏与其它音轨同步。

注意：详细设置( 拍号、小节号码)在采样后在分层屏幕中指

定。

输入音源

决定录音源

设置：A/D
来自A/D 输入口或mLAND中的模拟音频(使用mLAN8E

卡)被认为录音源。

重新采样

从MOTIF中输口输出的信号(已录制有样或预置波形)被认
作录音源及 "重新有样 "。

数字

从DIGITAL IN 口或OPTICAL IN口中输入的数字音频(安
装)AIEB2 被认为录音源。

单声 /立体声
决定新的采样录为立体声或单声样。

设置

monoL
左声道信号会录作单声有样。

monoR
R通道信号可录为单声采样。
monoL+R
L通道及R通道信号被混合并录制为单声样声。
立体声

录制立体声采样              频率(采样频率)

指定采样频率。以此比率读取数字指的是采样频率。高的

有栗频率产生高的音质。

设置：44.1K(44.1KHz)，22KLO(22.05KhzLO-Fi)，11KLO
(11.025KhzLO-Fi)，5KLO(5.5125KHzLOFi)

注意：当源设为A/D使用mLAN端口作为模拟输入口，频率

设为 44.1KHz且不能改变。

注意：除 44.1KHz之外的设置，在录音中音色监听可能会同

录制的音色不一样，这取决于源信号。

采样音色

分配给一个

指定键

音序数据

固定至C-2

采样音色

分配给一个

指定键

音序数据

固定至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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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预备

本介绍适用于 234页上基本步骤的第 6步。

指明MOTIF处在采样预备状态中。

击发模式

指明采样击发的方法。

设置：

电平

采样会在输入信号超过指定击发电平时开始，按[F6](开始)
键后开始接收。

当选中时，您也可以设置击发电平(0~127)。

小节

在从乐曲 /样板模式中进入休样模式时可用，可使用插入 /
出小节将它的组合在一起。

在按下[F6](开始键后，采样将从指定插入小节开始，在跳出
小节停止。当按[ ] 键中采样会自动停止。

手动

按下[F6](START)键采样开始，无论处在何种乐曲 /样板播
放状态。

RecMonitor(录音监听)
决定监听的输出电平，用于输入信号。

本监听信号从 PHONE口或OUTPUT R及 L/MONO口输
出。在录音电闰上无效果。

设置：0~127

Rec Gain(录音增益)
决定在重新采样时的录音增益。

本参数当源设为 "重新采样 "时可用。
设置：-12Db~+12dB

击发等待
下面的屏幕适用于234页上基本步骤第#7步，下述屏幕可

在击发模式设为 "电平 "时可用。达种情况下，采样录音处于
预备状态，等待超过击发电平的输入信号。

指出采样录音等相关电平的信号.

插入等待

本屏幕适用于 234页基本步骤第 #7步。
下述屏幕在从乐曲/样板模式进入采样模式时及当击发模式

设为 "meas"时可用。在这种情况下，采样录音处于预备状态，
等待乐曲 /样板播放到达指定的插入小节。

指示采样录音正等待相应电平的信号。

采样后分割设置

本介绍适用于 235页基本步骤的第 #9步。
如果您已经进入采样录音模式，且设置采样类型

"Slice+Seg"，您可发设置下述与分割有关的参数。

[F1]整齐
使用整齐功能可在整个采样中指定开始点及尾点。通过按

[SF5]键(摘除功能您可以删除所有不同的采样数据(起点前，尾
点后)，此功能在创作鼓循环时有用，因为它帮您独立了您的循
环节拍，因为它能摘出您需要用于循五的音符，您也可以指定

循环的范围，决定它的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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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开始点)
决定采样播放的开始点。

循环(循环开始点)
决定在整个采样内的循环播放的顶点(开始循环的点)。

结果(尾点)
决定整个采样中的循环鼓音尾点。

节拍

从循环开始到结尾点的节拍范围根据其它参数设置会自动

显示。

这是用于显示.不能改变。
如果您按[SF4]键使用GET TMP(获得速度)功能，节拍数值

会自动改变匹配与速度。

(速度)
按[SF4]键，执行GET TMP(获得速度)操作，计算速度，当

采样数据播放的范围从循环起点到尾点作为一小节。

计算的结果显示在屏幕上。

您也可以使用[INC/YES]及[DEC/NO]键，或数据旋钮改变
速度。

[F2]分割
本功能让您自动将录制采样分为分开的 "切片 "，分片分配

给连接的音符并安排为音序数据。当按顺序播放分层中让您创

建原始采样时非常有用，以任何速度 ----与不同原始速度相匹
配。

对于采样非常有用，如贝手，因它以任何速度，不需改变整

体音高来播放采样。

注意：在执行分层操作，它有必要精确调整采样长度。使用

在 Trim屏幕[SF1](试听)键循环采样，精确调协起止点。

类型(分割类型)
指定采样分层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结果音质。选择

最适用于原始乐句的类型。

设置

节拍 1-3
此分割类型适用于打击乐乐句如鼓或贝手，带有快起音和

短衰减。可提供变化。

乐句 1-4
适用于包含钹或其它带长衰减的乐器的乐句。提供四种变

化。

快速

无论乐句内容，采样以指定的音符子分区，分开采样。每

个小节的分割数是通过子分割参数的底部号码乘上拍号的最顶

部号码得出来的。

注意：要获得用于不同采样的分割类型号，请参阅239页 "使

用分割类型的技巧 "。

小节

决定采样中要分割的小节数。

当执行分割操作时，对应于小节指定号的音序数据被创建。

音序数据从采样开始外最近的小节开始。

设置

拍号

决定采样的拍号，此处设置为基本分割单元。

设置：1/16,  1/8~16/8,  1/4~8/4

注意：立体声样声的分割分辨率为 64层。单声道采样为 128

个分层。

子分割

速度
按[F5]及[F6]键放大
或缩小波形屏幕

按[SF2]键，让起
点地址改变为循

环起点之一。

删除所有无需采样数

据，方法是按[SF5]键。

按[SF1]键，根据屏幕
上设置录制采样。

按[SF4]键，计算的速度 /节拍，
当采样数据播放的范围从循

环开始点至尾点作为一小节。

计算结果会在屏幕左侧显示。

按[ENTER]键(显示用于确认)，按
[INC/YES]键执行分割。

您可以听到确认

分层时，按[ S F 1 ]
键。

按[ F 5 ]键，进入
采样设置屏幕而

没 有 存 储 结

果。

按[F6]键，存储
分 割 操 作 结

果，返回采样

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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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参数设置基本的分割单元，子分割指定包含带短音符区

域乐句的精细分辨率在下面乐句中，表可设为4/4，子分区设为
1/2。

设置

当表设为 1~8/4
4分音符(1/1)，8分音符(1/2)，8分音符三连音(1/3)，16分

音符(1/4)，16分音符三连音(1/6)，32分音符(1/8)，32分音符
三连音(1/12)。
当表设为 1~16/8
8分音符(1/1)，16分音符(1/2)，16分音符三连音(1/3)，32

分音符(1/4)，32分音符三连音(1/6)
分音符三连音(1/6)
当表设为 1~16/16
16分音符(1/1)，32分音符(1/2)，32分音符三连音(1/3)。

注意：本参数在分割类型参数设为节拍 1~2或更快时，此参

数不起作用。

注意：最大分割分辨率用于立体声采样为 64分层，用于单声

采样为 128分层。

Sens(包络敏感度)
通过子分割参数可进一步调整子一分割，高数值产生高分

辨率，允许探测到精细音符及小的声色。

使用试听功能(按[SF1])试听结构，如果您不满意，可改变
设置再试一次。

设置：1~5

注意：本参数当选中 "快速分割.类型 "时不能用。

使用分割类型的技巧

将短衰减的鼓乐句分割

首先，使用节拍 1试着切割。
如果结果有微弱起音或释音，让乐句有此叠加，使用 "节拍

2"再试一下，度着调整包络敏感度用于精细。
如果使用 "节拍1"，起音部分叠加或全部节奏感觉减少了，

试着使用 "节拍 3"。使用子分割参数调整分割分辨率，使用包
络敏感度参数进行最后的调整。

使用长衰减分割乐句

首先，试着 "乐句 1"进行分割
如果结果带弱起音或乐句的释音部分听起来有些叠加，可

用 "乐句2"试一下。使用子分割参数调整分割分辨率，使用包
络敏感参数做最后调整。

如果在使用 "乐句1"，切割点之间分割声部粗糙，整体感觉
断断续续，可作 "乐句 3"，并设定子分割至精细分辨率。使用
包络敏感度参数进行最后调整。"乐句 3"设置最适合于延音弦
乐或不带颤音的铜管类型音色。换句话说，音高保持连续。当

添加给打击乐乐句带有短衰减时，它也可产生回音式的效果。

如使用 "乐句1"之后，分割点之间音色粗糙，整体感觉断断续
续，试用 "乐句4"最适于产生带颤音的弦乐或铜管音色及入声
乐句。

用于分割  的波形内存

分割操作  的分开的波形 "数分割的需要大约 1.5倍原始内
存，因为一个尾部单元自动添加给它。淡入及淡出单元自动在

开关和结尾创建。

当BPM增加时，它有助于保持最大音量，产生分割间平滑
的连接。(当选用快速分割时，无尾部单元被创建) 。

内存工作区域需用于执行每个分割操作的合成计算，及足

够内容来承载完整的波形。当采样频率为44.1KHz，每种分割
所需的内存量列在下面。

原始波形

被分割的

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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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声采样N=5.5，立体声采样N=8，立体声采样的分割数加
倍。

内存可扩展到最大64兆，如果整个内存是空的且44.1KHz
采样分割成 32个分层，最长的采样时间应大约为：节拍 1~3，
节拍 1~4，大约138称(单音).47称(立体声).快速：大约253称
(单声).126称(立体声)

采样编辑模式
                    基本结构(59页)

本模式为您提供大量采样编辑工作，在里您可以改变录制

在采样录制模式中的采样，按要求自定义您的应用。

编辑立体声 采样

以立体声录制的采样(立体声采样)，MOTIF中统一编辑采
样左.右波形，在实际处理中，左通道中的编辑被放入右通道
中，只有相位除外。

基本步骤

1. 按[INTEGRATED SAMPLING]键进入采样模式(指示灯
亮)。

注意：与采样录音模式不同，采样编辑模式的全部参数及功

能相同，无论选中何种模式。

注意：全部采样编辑操作可用于波形(采样)，而不是音色。

2. 按[EDIT]键，进入采样编辑模式(指示灯亮)。

3. 选择想用采样用于从键屏幕中编辑(按[F1]键)。
4. 选择您要编辑的菜单，方法是按[F2]-[F6]键。
5. 用选择采样编辑参数。
6. 按[EXIT]键，退出采样编辑模式。
本操作对应于第 #3-4步，下面例子介绍。

采样  选择和试听功能

本介绍适用于上述基本步骤中第 4步。
各参数间各种关系的详情，见 241页。

1.选择包含您要编辑采样的波形。移动光标至波形号，使用
[INC/YES]键，[DEC/NO]键，或数据轮的想用号码。

2.要选择音键库，同时按下[INFOMATION]键，并按键盘上
相应键，送于所选键库的信息会显示在屏幕上及分配给采样的

键库被叫出。

您可以按[SF1]键(试听功能)听到选择
采样。

标明关于选择键库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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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SF2]键，按顺序叫出分配给所选键库的采样。
注意：第#2和#3步及试听功能，可用任一屏幕叫出，方法

是使用[F2]-[F4]键。

采样编辑
这里的介绍适用于 59页基本步骤第 #5步。

[F2]采样  编辑  衰减
本操作与在采样录音模式中一样 ( 当采样类型设为

"Slice+Seg")见 237页。

电平

决定所选采样的输出电平。

设置：-94.5dB~0dB

相位

决定所选采样的立体声位置

设置：263(极左)~C(中央)~R63(极右)

播放模式

决定所选采样播放的方式。

设置

向前

采样从开始点到结束点。

反退

有样从结尾点到开始点。

循环

采样播放从开始点至结束点.然后循环。

注意：关于这些设置，见 60页。

原始键
决定采样的基本键。因为采样的音高围绕基本音移动，应

将它设为与原始录音接近。

设置：C~2~G8

精确调音

决定采样音高的精调音。

设置：-100~99音分

[F4]采样  编辑  范围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键范围及力度范围，用于分配给所

选库间音库的采样。注意：键范围及力度范围值以图形显示。

注意：键盘控制("KBD")有两种不同功能 ----1)设置音键范围，

和 2)选择不同的键音库。当光标位于键范围数值时，您可以直接从键
盘中设定参数(同时按住[INEORMATION]键，按键盘上相就的键。)
当光标位于一个力度范围值时，您可以使用键盘选择不同的键音库。

注意：如果键音库使用相同参数分配给相音键 /力度范围，只

有头两个分配的键音库会被使用。

采样 工作 模式

采样工作模式包含一给编辑工具及功能，使用它们您可以

更改您创作的并在采样编辑模式中编辑的采样音色。

它还包含大量方便的操作，如拷贝或抹去数据。

基本步骤

1. 按[INTEGRATER SAMPLE]键，进入采样模式(指示灯
亮)

注意：与在采样录音模式中不同，的有参数及采样工作的功

能是相同，无论先前选哪种模式。分割工作( [F1 ] -12 下述)除外，
它根据选前选中模式是否为音色 / 演奏或乐曲 / 样板而变化。

2. 按[JOB]键，进入采样工作模式。

[F3]采样编辑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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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相应键[F1]-[F3]选择想用的工作菜单
4. 使用光标键，滚动至想用工作
5. 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屏幕。
6. 设置相关工作参数。
7. 按[ENTER]键。(屏幕提示确认)
8. 按[INC/YES]键，执行工作。在工作中完成后，会出现

"completed!"字样并返回原始屏幕。

注意：要取消工作，按[DEC/NO]键。

注意：在第 # 7 步和第 # 8 步的实际步骤根据特定工作会

有所不同。如果在显示信息时关闭电源，可能会损坏数据。

9. 按其它模式键，从采样工作模式中退出。
第 #3-#6步中说明，见下介绍。

[F1]音键键库选择
按基本步骤如第 #3步[F1]键，键库工作目录会显示在屏幕

上，滚动光标至想用工作并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作的屏
幕。

试听功能及音库(采样)选择
对于跟随的键音库工作，试听功能及键库选择与在采样编

辑模式中(241页)一样。这里您可以叫出并执行分配给所选键
音库时采样数据，试听当前选中采样，按[SF1]键(试听)
另外，注意工作 01-04，键盘控制("KBD")会提供，让您从

键盘中直接改变键音库。(同时按住[INFORMATON]键并按键盘
上相应键)。

[F1]-01拷贝
本工作删除指定音库及其采样

如果键库设为 "全部 " 工作被执行，所有选中波形的采样被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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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及含有要删除的键音库

注意：如果指定波形采样被删除，波形被删除。

[F3]-03摘除
本工作会删除所有不必要的采样数据。实际上，它仅摘除

您要用的采样数据，从开头到有样结束修正所有不必要的音色。

如果键库设为 "全部 "工作被执行，本工作适用于所选波形
的全部采样。

[F1]-04移动
本工作让您将会有指定键库的采样至另一个键音库。它可

以用来从各种其它现有波形中的采样中创建一个新的波形。

注意：如果最后现有采样从采样中移动，源波形会被删

除。

[F1]-05常规化
本工作常规化指定采样的整体电平。100%设置为最快，方

便的方法，提升整个采样的电平，让它变得大声而不会失真。

比率

指定常规化之后的采样电平。

设置100%，使电平最大，使采样最高峰值电平在裁切之下
(最大的数据信号电平)
设置为 100%之下，会相应地减少采样电平。
设置高于100%，会将采样电平提升到最大值之上，创造出

精细的裁切。

设置：001~800%

波形含有要摘除的键库。

开始点    终点              摘除                              开始点    终点

源波形和键库

目的波形和键库

设置含有要常规化采样的音库

按[ENTER]键执行操作

按[F5]键，取消操作操作

按[F6][OK]键，分配常规采样
至指定的键音库

按[ENTER]键，执行此操作。如果您
不满意结果，改变比率数值并再按

[ENTER]键。

原始波形

低于 100%

高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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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6时值延展
本工作让您改变样板长度而不改变音高。

比率

决定处理后采样的长度，作为原始采样(100%)的长度。低
数值压缩采样，高数值扩展采样。.

设置：25~400%

精度

音色 4-音色 2
这些设置强调音质，使用 "音色 4"，设置产生最高的音质
常规

产生音节奏感觉最佳平衡

节奏 1-节奏 2
使用 "节奏2"设置，本设置强调节奏感觉，产生最为精确的

节奏感觉。

[F1]-07转换音高

本工作帮您改变采样音高，而不会改变长度。

音高

在以半音为单位决定音高移动方向及量

设置：-12~0~+12

精调

以音分为单位决定精调音高移动的方向及量

(1音分 =1/100个半音)
设置：-50~0~+50

[F1]-08淡入 /淡出

设置波形及包含要时间延

伸采样的音键音库

按[ENTER]键执行工作。

按[F5](取消)键取消操作。

按[F6](OK)键，分配带转变音高的
采样

按[ENTER]键，执行此操作，如您不满意结果，
改变比率及精确度数值，并再按按[ENTER]键。
它自动返回原始设置，使用新设置来执行操

作。

设置：波形及包含要转换音高的采样的键音库。

按[ENTER]键，执行
此工作。

按[F5](取消)键，取消此操作。

按[F6]OK，分配音高转换
的采样至指定的键音库。

按[ENTER]键，执行操作。如果您
不满意结果，改变音高及精细数

值，按[ENTER]键，自动返回原始
设置并使用新设置再次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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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让您创建样板的淡出而淡入。

类型
决定电平衰减的类型：淡入或淡出。

设置：淡入.淡出

长度
决定淡入或淡出的长度。当选中淡入时，此参数指定在指

定点的淡入长度。

当选择淡出时，此参数指定从淡出开始的淡入长度，及在

结尾点的淡出长度。

设置：0000000~结尾点

[F1]-09转换频率
通过降低采样频率，将采样大小减半来腾空内存。

[F1]-10立体声到单声道

本操作可将立体声采样转化为单声道采样。

设置波形及含有想用采样的键音库。

按[ENTER]键执
行本工作

按[F5](取消)键，取
消本操作。

按[F6](OK)键，分配编辑
采样至想用的音键库。

按[ENTER]键操作。如果您不满意此操作，
改变类型及长度值并再次按[ENTER]键，
它会自动返回原始设置并使用新设置再次

执行此操作。

开始点

结束点

淡入

淡出

设置波形及含有要转换采样的

键音库。

按[ENTER]键执行工作

按[F5](取消)键，取消此操作。

按[F6] 键(OK)将转换采样分配给指定键音库。

按[ENTER]键，执行操作。如果您不
能满意此操作，可再按[ENTER]键
改变类型值。它自动转回原始设置

并使用新的设置执行此操作。

设置波形及含有要转换采样的

键音库。

按[ENTER]键执行工作

按[F5](取消)键，取消此操作。

按[F6] 键(OK)将转换采样分配给指定键音库。

按[ENTER]键，执行操作。如果您不
能满意此操作，可再按[ENTER]键
改变类型值。它自动转回原始设置

并使用新的设置执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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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决定哪个通道，或双通道，转换成单声道采样。

设置：L+R>单声道
立体声采样的左及右通道被混合，并转成一个单声道采样。

L×单声道
立体声采样的左声道被转为一个单声样。

R×单声道

[F1]-11循环—重新混音
本工作让您能自动将样声风割，并随机重组切片用于特殊

效果及不平常的节奏变化。大量音频转换操作可用来对音色进

行改变。

类型

决定采样循环单元被分割的程序。

设置：1~4

变化

决定使用此工作变化原始采样的方式。

设置

常规 1、2
这些设置分割并重组采样数据，而不会执行其它的音色变

更。

反转 1、2
除了分割及重机关报编排外 1这些设置反转这些分割块的

播放顺序。

[F1]-12切片
本工作让您将采样分成几个 "切片 "，分割次数由音符长度

决定(使用小节，时表及子分区)。当从乐曲 /样板中进入此工作
时，播放音序分层的音符数据被创作(记住：此工作的结果会随
不同选择模式的不同而不同。音色 /演奏或乐曲 /样板)

除了下述参数，所有参数及设置与采样录音模式中的分割

屏幕一样(238页)。

最低键

从采样排序中指定最低的键。

设置：C~2~G8

注意：在采样录音模式中的分割屏幕中(228 页)本参数在

MOTIF6上给固定为 "C-1"，MOTIF7上固定为 "E0",MOTIF8上固定为
"A-1"且不能设定。

设置波形及要循环重新采样

的波形及键库。

按[ENTER]键执行工作

按[F5](取消)键，取消此操作。

按[F6] (OK)键将要重新循环分配的采样分配给
指定的键音库。

按[ENTER]键，执行操作。如果您对结果不满意，
可再按[ENTER]键一次改变类型及变化数据。它
自动转回原始设置并使用新的设置执行此操作。

设置波形及含有分层采样的键音库

按[ENTER]键执行工作

按[F6] (OK)键将分配的采样分配给指定键音
库。

按[ENTER]键，执行操作。如果您对结果不能
满意，可再按[ENTER]键一次编辑参数，它自
动转回原始设置并使用新设置来执行操作。

按[F5](取消)键，取消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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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波形工作
在 240页基本步骤第 #3键上按[F2]键，让波形工作目录显

示在屏幕上。滚动光标至想用的工作上，按[ENTER]键，进入
选中工作的屏幕。

[F2]-01拷贝
本工作让您将一个波形的数据拷贝到另一个波形中。

[F2]-02删除
本工作让您从内存中删除指定的波形。

[F2]-03移调
本工作让您对指定波形进行移调音键库设置。

八度

决定音键库移调时的八度量。当少于一个八度，设置为"0"，
使用下面的音符参数。

设置：-3~0~+3

音符

决定以单音为单位，音键库移调的量，当要以11度移调时，
设为 "0"，使用上面的八度参数。
设置：-11~0~+11

[F2]-04命名
本工作让您为选中波形分配名称。

要了解命名的特殊指示，见 73页上的 "基本操作 "。

[F3]其它工作
在 240页上基本步骤第 #3步中按[F3]键，让工作目录显示

在屏幕上，滚动光标至想用工作，按[ENTER]键，进入所选工
作屏幕。

[F3]-01清除内存
本工作将删除不分配用户音色或采样音色的波形。

选择源波形

选择要删除的波形

选择要传输音库设置的波形

选择要命名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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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2优化内存
本工作用来定义采样内存(DRAM)。

[F3]-03删除全部
本工作用来删除全部波形。

[F3]-04转化成鼓音色
本工作让您将选中波形转为特定的鼓音色。因为采样功能

允许您只创建常规音色，此工作使您能用录制的采样创建一种

鼓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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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功能树形结构

本章适用于工具模式。要了解工具模式与MOTIF 的整体结构的关系及其它模式和功能，见30页 "基本结构 "的简化表。
下述表显示    屏幕菜单及工具模式的参数组 ----让您快速方便地理解MOTIF中的全部功能。括号里的字符和句子(如[F1])

指是特定键名称或面板操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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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设应用于整个MOTIF系统的参数。它
包括MIDI设置及全局设置参数。
本模式为音色 /演奏 /乐曲 /样板模式的子模式。按每种模

式中[UTILITY]键，进入工具模式，并在设置进入前一种模式后
按[EXIT]键。

基本步骤

1. 按[UTILITY]键，进入工具模式(指示灯亮)。

注意：举例，如果您按[UTILITY]键，并处于演奏模式中，您

可以进入作为演奏子模式的工具模式 ----让您选择并播放演奏，此时
处于工具模式。

注意：即使进入工具模式，前种模式的指示灯键保持亮，让

您一眼就能看出您从哪儿进入的。

2. 按[F1]-[F6]键，选择想用的菜单，在每个屏幕中设置参
数。

注意：通过[F3]叫出的屏幕会根据前面模式或变化(在进入工

具模式前)。

3. 按[EXIT]键，退出工具模式，进入前面的模式。
要了解第 #2的说明，见下面的介绍。

[F1]系统设置

[F1]-[SF1]常规  TG(音源)

从此屏幕，您可以对MOTIF音源进行全局设置，包括音量
及音高和呼吸控制反应。

音量

决定MOTIF的全局音量。
设置：0~127

音符移位

决定音符位移的量(以半音为单位)。本参数只影响MOTIF的
内置音源模块。它不会影响通过MIDI端口传输的信息。
设置：24~0~+24

音调

决定MOTIF全局音色的精调音。
设置：102.4~+102.3

BCCurve(呼吸控制曲线)
共有四种曲线决定MOTIF对呼吸控制器的反应。
被呼吸器影响的音色的特殊方面及选中曲线，在常规音色

因子编辑模式中控制器组中设置(134页)。
设置：通过、软、硬、宽

通过

线性 "曲线 "产生一对一对应，在呼吸力度及实际音色变更
上。

软和

本曲线提供提加的反应，特别适用于低的呼吸力度。换句

话说，柔和的吹气产生比 "通过 "曲线高的回馈。使用上曲线
可更好地控制柔合呼吸范围。

硬度

此曲线有效地减少全局反应。使用此曲线使吹气更强并使

控制器效果不敏感。

宽的

此设置提供低和高呼气的反应曲线，它扩展控制器明显的

动态范围，在低吹吸范围中产生柔和反应，在高范围内产生硬

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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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F2]通用参数  键盘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为MOTIF设置与键盘相关的参数。

八度

决定键盘上移或下移的八度量。

设置  -3 ~0 ~ +3

移调

决定键盘上.下移动以半音为单位的量。记住它将影响输出
的MIDI数据。
设置：-11~0~+11

注意：如果您的移调越过范围限制(C2-C8)，相临八度中音符

会被使用，兴例，如果移调至 F9，会改为 F8.

VelCurve(力度曲线)
常规

这种 "线性 "曲线在弹奏键盘力度及改变音色间产生一对一
的对应。弹奏越强，声音变化越大。

轻柔

本曲线提供增加的反应，特别是对于低力度。换句话说，轻

柔弹奏会产生比 "常规 "曲线高的反应。如果您想更好地控制
低力度范围，可使用此曲线。

硬

本曲线与 "常规 "曲线相比，减少全局回馈。使用此曲线可
以重弱音符，使声音变化不敏感。

宽的

此设置提供力低和高力度相反的反应曲线。它扩展控制器

明显的力度范围，在柔和范围产生少量的声音变化，在高范围

内产生变化。

固定

本设置产生音色变更相同的量(固定在力度中)，无论您弹奏
何种力度，举例：您可以使用它来模拟对传统管风琴的音键反

应，确保音色改变为统一，无论硬还是柔和弹奏。

注意：实际力度通过MIDI或USB接头输出给外接MIDI设备

及内置音源。

固定的力度

本参数是在选择 "固定 "的力度曲线时可用。
您弹奏的音符力度固定在此处数值上。

设置：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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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F3]通用参数   效果   旁路
从此屏幕中，当[EFFECT BYPASS]键(13页)打开时。您可

以选择指定要旁通的效果。

设置：开(旁通)、关

[F1]-[SF4]通用参数  其他

设置及包含要自动装载文件的文件夹(按[SF5]键设置)。

按[SF5]键注册最新选中设备 /文件用于自动装载

注意：要了解详情，见 2 6 4 页。

自动装载

决定自动装载功能为开或关。当设为开，MOTIF会自动装
载特定文件(从内存卡或SCSI设备中)至用户内存 ----当电源打
开时(见下面介绍)。
设置：开、关

自动装载演示曲

MOTIF还有特殊的演示乐曲地功能，可存入ROM及装入
DRAM(69页)，当此参数设为 "开 "，演奏乐曲数据在电源打开
时自动装入。在打开电源时，它决定演示曲是否自动装载。

设置：开关

小心

如果此参数设为开，全部用户音色，演奏，主音色，系统设置在下次

打开电源时会被初始化为厂家设备，应将重要数据备份到分开的内存

卡或其它设备中。

电源开模式

它决定MOTIF的缺省电源开模式 ----让您选择当打开电源
时自动叫出的东西。

设置：见下面

演奏

当您打开MOTIF进入演奏播放模式，第一个程序号码被自

动选中。

用户音色

当MOTIF打开电源时，进入音色播放模式，用户音色的第
一个用户号码(用户：001)被选中。
音色(预置)
当打开MOTIF时，进入播放模式，预置音色的第一个程序

号(DRE:1:001)被自动选中。
GM
当打开MOTIF电源时进入音色播放模式，GM音色的第一

个程序号(GM:001)被自动选上。
最后

当您打开MOTIF音色 /演奏 /程序号会在关闭电源前被叫
出。

主控

当打开MOTIF电源时，进入主控模式，自动选取第一个程
序(001)。

CtrlReset(控制重置)

当在音色间切换时，决定控制器(调制轮、键后、旋钮等)的
状态。当设为 "关 "，控制器保存在当前设置上，当设为 "开 "
时，控制器重置为缺省设置(下)
设置：开、关

如果您选 "开 "，控制器会重置为下述模式
弯音 中央

调制轮 最小

键后 最小

脚控制器 最大

呼吸控制器 最大

脚开关 关

表情 最大

脚音量 最大

延音 关

[F2]界面设置
[F2]-[SF1]I/O输入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与音频输入相关的参数。

A/D源
MOTIF带有两个不同的输入连接，用来从外接设备中传输

模拟信号。

A/D输入口或mLAN端口(当安装了mLAN8F时)，要设置
一项或其它项。但不能同时设两项

设置：模拟(A/D输入口)、m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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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 / 线性
当使用A/D输入口，它决定输入源、话筒或线路输入。
设置：话筒、线路

数字

当安装了AIEB2时，MOTIF带有两种不同输入方式，传输
数字音频，从外接设备中：同铀或光缆。一旦设置，两种不能

同时用。

[F2]-[SF2]I/O输出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与音频输出相关的参数。

设置每个口输出增益

设置：0dB，+6dB，+12dB、+18dB

[F1]-[SF3]I/O  mLAN连接

从此屏幕您设置与可选mLAN8E相关的参数(18页)，下面
屏幕可在安装了mLAN8E卡后使用。

注意：在工具模式中   与mLAN8F相关的设置可存入内存或

mLAN8F本身，而不是MOTIF的用户内存。

要初始化mLAN设置，可使用下述步骤。

[F3]音色设置

当从音色模式进入工具模式，与音色有关的设置可以使用。

[F3]-[SF1]音色 主控均衡器
从此屏幕，您可以将五频段均衡器添加后所选音色。

形状

决定均衡器类行为倾斜或峰顶。峰顶类型调谐并提升在指

定频段设置上的信号，而倾斜类型调协 /提升高于或低于指定
频段设置的信号

设置：倾斜、峰顶

注意：要了解倾斜及峰顶类型的详情，请参阅 168页。

按[ E N T E R ]键，实际初始化
mLAN设置。

[EXIT]键 [SF5]键

增益

Q（频率特性）

频率

指定数字输出分辨

为连接分配一个名称后。参阅 7 5 页了解命名法。
关于妮称的详情请参阅 mLAN8E 用户手册。

设置文字时钟，详情

参阅mLAN8F手册。
按[ENTER]键设置比值。

[EXIT]键 [SF4]键

要了解此参数详情请参阅

mLAN8F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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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设定中央频率，围绕此点的频率被调谐 /提升通过增益设
置。

设置：低(低范围)32Hz~2.0KHz
      低中(低中范围)100Hz~10KHz
      中(中范围)100Hz~10KHz
      高高(高中范围)100Hz~10KHz
      高(高范围)500Hz~16KHz

增益

决定频率的电平增益或调谐或提升的频段量。

设置：-126 dB ~0 dB ~+12dB
Q(频率特性)
它在频段设置处改变信号电平，创建不同频率曲线特征。

设置：0.1~12.0

[F3]-[SF2]音色 琶音通道

从此屏幕，您可以设置与琶音MIDI数据输出有关的参数。

输出开关

它激活或关闭琶音功能的MIDI数据输出。当设为 "开 "，琶
音数据通过MIDI设置，----允许您发送琶音数据给外接音序器
或播放连接的MIDI设备上的琶音。
设置：开(击活)关(关闭)

TransmitCH(传输通道)
决定琶音放音发送的MIDI通道设置(当上述输出开关打开

时)
设置：1~16

[F3]-[SF3]音色 音色控制器分配
在音色模式中设置与控制器有关的参数。

详情与 169页的演奏常规编辑中每个参数一样。

[F3]音序器设置
此特殊乐曲及样板相关参数是在进入从乐曲或样板模式中

工具模式时可用。

[F3]-[SF1]音序器   打点（MIDI打点）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与打点音色(节拍器)相关的屏幕，

它在乐曲 /样板模式中录音 /放音时使用。

模式

决定节拍器发生的时间及方式。

设置：关、录、录 /放 全部

关闭

打点儿不发生

rec
打点在录音时发声

rec/Dlay
发点儿在录音及放音时发声

all
打点在乐曲 /样板模式中发声。

节拍

决定节拍器有点声在哪拍开始。

设置

设置：10(16分音符)、08(八分音符)、04(4分音符)、02(二
分音符)、01(全音符)

音量

决定打点音色音量。

设置：0~127

RecCount
设置在实际录音开始前提供的准备小节。在录音预备模式

中按[ ]  键后
设置：关(按[ ]  键后录音开始)，1小节 ~8小节。

注意：当打点音色中内置音源创建时，使用打点播放可影响

MOTIF全局参数。

脚控制器

呼吸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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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SF2]音序器  MIDI滤波器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通过MIDI IN/OUT端口或USB端口来
识别 /传输MIDI事件。
这里添加的设置仅适用于乐曲 /样板播放数据，它的不会影

响曲键盘播放的MIDI事件或在音色 /演奏模式中的面板操作。

[F3]-[SF3]音序器  其它

PtnQuantize(样板量化)
决定在放音中用于样板开关的量化数值。当设为 "1"时，样

板(单元)会在放音中小节第一拍上打开。当选中 "1/16"时，样
板(单元)可在放音中任何 16分节拍上开始。
设置： 1(1小节) 、1/2(二分音符)、1/4(4分音符)、1/8(8分

音符)、1/16(16分音符)

PtnTempoHold(样板速度保持)
决定速度设置是否切换到存储到每种风格中的速度值，在

放音中选择一种新风格时。

当设为 "开 "时，速度会在风格切换音保持，
当设为 "关 "时，速度会使用新风格来切换。
设置：开、关

注意：在样板键中的速度设置数据不受此参数影

响。

乐曲事件追随

事件追随允许您指定哪种音符 -音符数据类型在快进或快
退操作中被识别，通常，从中央点 /快进、快退时，播放乐曲
或样板时，包含数据类型(如程序变更、弯音、控制变更)可能
不会与意料的一样播放。

设置此项到特定事件，保证您播放完整的事件，即使在快

进或快退也是如此。

设置：关、PC(程序变更)、PC+PB+Ctrl(程序变更+弯音+
控制变更)、全部(所有事件)

注意：记住除 " 关 " 以外的设置可能产生慢操作。

举例：在开始放音前或慢速回放 / 快进，可暂停。

注意：当此参数设为 "全部 "时，MIDI数据过程会生成可有导

致在连接设备上的MIDI出错。

DumpExintrval(成批独有数据间隔时间)

当播放录制在音序轨上的系统独有数据(成批数据)时，每插
入每 1个KB设置此间隔。
当从MOTIF中向连接的MIDI设备中发送成批数据时，如

果不短时间无法处理大量数据时，会出现错误信息。本参数为

通过设定音隔时间为接收提供补偿值，接收处理成批数据提供

足够的时间。

设置：0~900(毫秒)

注意：播放会根据当前设置间隔的变得较慢。当出现MIDI错

误后，将间隔设置的高一些并再次发送数据。

装载混音

决定混音设置是否装入，当改变乐曲 /风格号时。
设置：关、开

注意：此设置影响在乐曲 /样板链放音的乐曲 /样板。

发送 XGon
决定XG重置信息是否发送给多声部扩展卡的音源模块或在

当开始播放XG乐曲或改变乐曲 /风格号时不发送。
设置：开、关

[F4]控制设置

[F4]-[SF1]控制器分配   琶音

开关

决定控制琶音播放开 /关的控制变更号码。
设置：关，01~95

保持

决定控制琶音保持(129页)开 /关的控制变更号码。
设置：关、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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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ENTER]键，叫出软件样板

[F4]-[SF2]控制器分配   可分配旋钮 A,B
从此屏中，您可以分配特定功能给分配A和B旋钮。

ASA,  ASB(分配 A、B)
决定通过ASSIGN旋钮A和B要控制的变更号。
设置：000~095(参阅分开的数据目录小册子)

目标(控制目标)
决定由上述控制变更号控制的功能。

设置：参阅分开的数据目录小册子。

[F4]-[SF3]控制器分配   脚控开关

从此屏幕，您可以分配特殊的功能给脚开关。

设置：000~100(000、032、关、096：琶音  开关，097，
琶音保持，098：乐曲 /样板播放开始 /停止，099/100：程序
变更 INC/DEC/of：八度休上学符)。

[F4]-[SF3]控制器分配  遥控
MOTIF让您在几种音序器程序上遥控几种重要功能，它让

您版配置MOTIF，使用特殊音序器程序，通过指定要使用的样
板。

设置：Cubase  Logic  Cakewalle  ProTools

摇控电脑音序软件

使用摇控功能可让您使用键或MOTIF的控制器来控制电脑
音序软件。按[REMOTE CONTROL ON/OFF]键，打开遥控功
能，让指示灯点亮。

设置

在您使用遥控功能前，您需要遵守下述说明。

1、 使用USB线，将MOTIF连上电脑，见25页。
2、 安装USB MIDI驱动软件，设置用于音序软件的设置文

件，(含在CD-ROM)中至电脑中。要了解安装方法，见安装用户
手册。

3、 在MOTIF上工具模式中，选择特殊音序软件的样板。
4、 在MOTIF工具模式中设置MIFI IN/OUT设置(259页)。

兼容软件

下述电脑音序软件可通过MOTIF遥控功能来控制。

Windows
Cubaes  VST/32
Logic Audio Plutioum Ver4.6
Cakewalk ProAndio Ver9.0
Pro Tools V.5

Macintosh
Cubase VST5.0
Logic Audio Plutinum Ver4.6
Pro Tools V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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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NUMBER[1]-[16]键，控制所选音轨。

通过选择NUMBER[1]-[16]键，控制 4个音轨。

这些控制PLAY、REC、STOP、 、 、音序软件[ ]

(TOP)键控制电脑软件的STOP键。

当按[MUTE]键时打开MOTIF、使用NUMBER[1]-[16]
键，可控制电脑音序软件来控制音轨哑音设置。

当[RTACK SELECT]键时，使用NUMBER[1]-[16]键，可
选电脑音序软件所选音轨。

通过NUMBER[1]-[16]键，控制所选音轨。

这些控制由NUMBER[1]-[16]键选择的四和音轨。

它的控制电脑软件的PLAY，REC，STOP、TOP、 、 。

当打开MOTIF上[MUTE]键，使用NUMBER[1]-[16]键控制电脑软件音
轨哑音设置。

当[TRACK SELECT]键打开时，可用NUMBER[1]-[16]键，选择
电脑音序软件的音轨。

控制通过NUMBER[1]-[16]键选择的音轨

通过NUMBER[1]-[16]键，控制所选音轨。

这些控制电脑软件的PLAY，REC，STOP、TOP、 、 键。

当MOTIF上[MUTE]键打开时，NUMBER[1]-[16]键可控制
电脑音序软件的哑音设置。

当MOTIF上[TRACK SELECT]键打开时，NUMBER[1]-[16]
键可用来选择电脑音序软件。

没有

通过NUMBER[1]-[16]键来控制四条音轨

这些控制电脑音序软件的PLAY，REC，STOP、TOP、    、 。

当MOTIF上[MUTE]打开时，使用NUMBER[1]-[16]键可控
制电脑软件的哑音设置。

当打开MOTIF上[TRACK SELFCT]键时，使用NUMBER[1]-
[16]键，可选择音序软件上的音轨。

遥控控制分配

由MOTIF控制的功能，数据使用的软件会有所不同，当选
中相应模板时，下述相应相应软件上功能会被控制。

Logic Audio Plutinum Ver4.6
当模板设为 "Logic"时可使用MOTIF控制下述功能。

Cubaes  VST/32  Cubase VST5.0
当模板设为 "Cubase "，可通过MOTIF控制下述功能
通过NUMBER[1]-[16]键选择控制音轨。

Cakewalk ProAndio Ver9.0
当此样板设为" Cakewalk "时，可用MOTIF控制下述功能。

Pro Tools V.5
当样板设为 " Pro Tools "时，应使用下述说明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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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MIDI设置

[F5]-[SF1]  MIDI通道
从此屏幕，您可以进入基本的MIDI设置。

基本的 Rcvch(基本接收通道)
决定MOTIF接收MIDI数据(从外接音序器，MIDI控制器或

其它设备)的MIDI通道，本参数适用于音色 /演奏模式
设置：1~16、全部(全部通道)、关

KBD Transch(键盘传输通道)
决定MOTIF发送MIDI数据(至外接音序器，音源或其它设备)

的通道。

本参数可用于音色 /演奏模式
设置：1~16、关

注意：在乐曲 / 样板模式中，由播放键盘 / 旋钮 / 旋钮创

建的 MIDI 数据，通过所选音轨和 MIDI 输出通道，发送给音源或
外接MIDI设备

设备号

决定MOTIF在接收或传输数据的设备号。本号当接收/传输
成批数据、参数变更或其它独有信息时，需同外接MIDI设备的
设备事情相匹配。

设置：1~16、全部、关

文件工具 ID
它决定在同CD-ROM中文件工具软件中连同使用的 ID号
文件工具 ID参数及设备号(上述)应于文件工具的文件工具

ID号应与文件工具软件中的号相匹配，能方便地在MOTIF与连
接电脑间传输文件。

设置：1~128

[F5]-[SF2] MIDI开关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决定MOTIF传输与反应的MIDI数据。

Bank Sel
本关开打开 /关闭库选择信息，可传输或接收，当设置为 "

开"，MOTIF回应于输入库选择信息，并传输相关音库传输相关
的库选择信息。

设置：关、开

PgmChange(程序变化)
此开关击活或关闭程序变更信息的传输或接收，当设为"开

"时，MOTIF回应于输入程序变更信息，它也会传输相应的程序
变更信息(当使用面板时)。
设置：关、开

控制变更模式

本参数让您设置MOTIF对GM系统数据一级或2级做出反
应。当使用GM2级时，设置此模式，MOTIF将它作为参数变更
数据反应此信息，MOTIF对这些控制变更数据作为进行回应
设置：模式 1、模式 2

Local Ctrl(本地控制开 /关)
它决定MOTIF的音源是否对键盘弹奏做出反应。通常它的

反应设为 "开 "----您可以听到MOTIF上的音色，但如使用外接
音序应用软件，您需将它设为 "关 "，避免双重声音。
即使设为"关"，数据通过MIDI OUT或USB口中传输。MOTIF

音源会通过MIDI IN或USB口接收的信息会做出反应。

Rcv Bulk(接收成批数据)
决定成批数据是否被接收。

设置：保护(不接收)，开(接口)

[F5]-[SF3]MIDI 同步
从此屏幕，您可以设置与MIDI时钟及同步相关的不同参数。

MIDI同步
决定乐曲/样板/琶音播放与MOTIF内部时钟或外接MIDI时

钟同步。

设置：内部、MIDI、MTC
内置

同步于内部时钟，使用此设置，当MOTIF单独使用，可作
为其它设备的主控时钟。

MIDI
MOTIF通过MIDI IN或USB口，同步于从外接MIDI设备中

接收的MIDI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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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MIDI时间码)
MOTIF同步于从MIDI IN或USB端口接收的MTC信号同步。

MMC信号通过MIDI OUT或USB口传输。使用此设备，当MOTIF
可用做MIDI从属，如同步于MTC的MTR信号。

注意：MTC(MIDI时间码)可通过标准MIDI线允许同时多个

音频设备同步。

它包括对应于小时、时间、称及  的数据。MOTIF不传输MTC。
像 Yamaha AW4416应使用为MOTIF作为MTC主控设备。

注意：MMC(MIDI设备控制)允许控制变轨录音机，MIDI音

序器，一台 M M C 兼容的多音轨录音机，可自动在控制音序器上
回应于开始、停止、快进及快退操作，使音序器播放及多轨录

音机同点。

时钟输出

决定MIDI时钟(F8)信息是否通过MIDI OUT USB口传输。
设置：开(传输)关

Seg Ctrl(音序器控制)
决定音序器控制信号----开始、继续、停止和乐曲位置指针-

---是否会通过MIDI OUT/USB口接收开 /或传输。
设置：      关、入、出、入 /出
关 无传输 /识别
入 识别但不传输

出 传输但不识别

入 /出 传输 /识别

MTC开始补偿
决定接收MTC时，从音序数据开始的特殊时码。本功能可

精确地将RS700同外接MTC兼容设置的播放对齐。
小时 00~23
分 00~59
秒 00~59
贞  00~29

[F5]-[SF4]MIDI其它
从此屏幕，您可以设置与MIDI端口及端号相关的参数。

MIDI入 /出
决定哪个输出口可用来传输/接收MIDI数据，MIDI IN/OUT/

THRU,USB或mLAN(当安装了mLAN8E)。
设置：MIDI、USB、mLAN

注意：上述三种端口不同  时用，一次只能力一个接收 /

传输MIDI数据。

通过端口(通过口)
许多电脑音序器可通过几个MIDI传输数据，突破了16通道

的限制。

当使用USB中传输MIDI/接收MIDI时，您可以让MOTIF时
一个口上的MIDI数据做出反应，而将数据分配给另一个口号
上，至另一个音源上。(连接)连接到端口上。以此种方式，MOTIF
上可以播放 16条通道，及连接设备上另外 16条通道。安装在
MOTIF上的扩展卡可通过分开的MIDI口(38页)分别叫出，从而
扩展了通道数。

记住设置通过端口至连接设备上的通过端口。

设置：1~8

[F6]扩展卡设置
当安装了安装卡，可用下述屏幕及参数，根据安装卡的类型

可用参数不一样。

注意：效果卡只可以安装在第 1 插槽中，多声部扩展卡

只可以安装在第 3 插槽中，单个声部插入卡可装在任何一个槽
中。

[F6]-[SF1]扩展卡  状态
插入屏幕的名称

复音扩展

本参数在您安装了两个或三个扩展卡时可用。"关 "设置允
许两个或三个卡分开工作。(您可以在二或三个声部中选它的)。
当设为"开"，两个卡可一起工作，让您拥有成倍的复音数据。
设置：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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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SF2]扩展卡   MIDI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扩展卡不同的MIDI参数。

DerNO(设备号)
决定扩展卡的MIDI设备号，本号码应同外接MIDI设备的设

备号相匹配，以使接收/传输成批数据，参数变更或其它系统有
信息。

设置：1~16全部、关

PORT NO(端口号码)
决定扩展上接收MIDI数据的MIDI口号。一个端口可设给多

声部扩展卡，两个端口也可设给单个扩展卡。

设置：1~3

注意：效果插入卡的端口号( V H )设为 1。

GM/XG
决定 "GM开 "和 "XG开 "信息是否被确认。此参数只有在多

声部扩展卡插入槽 3时可以使用。
设置：开、关

[F6]-[SF3]扩展卡
本地系统参数(槽 1 )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槽 1扩展卡的本地系统参数。

要了解这些参数，可参阅扩展卡的用户手册。

[F6]-[SF4]扩展卡
本地系统参数(槽 2 )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插入槽2中的扩展卡上的本地系统

参数。

[F6]-[SF5]扩展卡
本地系统参数(插槽 3 )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插入槽 3中的本地系统参数。
要了解这些参数的详情，可参阅扩展卡的用户手册。

工具工作模式

在此本提中，您可以恢复MOTIF用户内存(SRAM 64页)至
厂家缺省设置。

当恢复厂家缺省设置，所有当前设置全被厂家缺省设置替

代。

在执行此操作前，请将重要数据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

厂家设置(重置厂家缺省)

1.在工具模式中，按[JOB]键进入工具工作模式
2.按[ENTER]键(屏幕出现提示确认)
3 .按[ I N C / Y E S ]键执行此操作。完成工作后，会出现

"completed!"字样。

注意：要取消此工作，按[DEC/NO]键。

4. 按[UTILITY]键，退出工具工作模式，到工作模式。

注意：在工具模式中与扩展卡及 mLAN8E 相关的设置存

入相关设备的内存，而不是 MOTIF 的用户内存。因为这个原因，
" 厂家设置 " 功能不可以用来对这些独立设备和插件进行设置恢
复。



26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件模式
基本结构(63页)

功能树

本章适用于文件模式。要了解MOTIF整个结构相关的文件模、其它模式及功能，请参看 30页上 "基本结构 "中简化表。
下述表显文件模式中的屏幕菜单及参数组 ----让您快速了解数据存储及MOTIF文件相关功能。
括号中文字或乐句(如[F1])，表明指定键名称或面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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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卡

SCSI线
SCSI 设备(硬
盘，活动硬盘

等 )

移动光标至想要的文件或文件夹，方法是使用

[INC/YES]及[DEC/NO]键或数字旋钮。

要返回最近的一

层，按[EXIT]键。

要进入最近的下一层，选用想

用的文件夹，按[ENTER]键。

移动光标至想用文件或文件夹，方法是使

用[INC/YES]及[DEC/NO]键或数字轮。

文件模式

基本结构(63页)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从内存卡或SCSI存储设备中存储或装
载数据。文件模式为您提供各种编辑数据和操作 SCSI设备的
功能。

使用文件工具软件(包含在CD-ROM)中，您可以使用电脑来
管理存储在内存卡或SCSI设备上的数据----甚至使用它在电脑
和内存卡 /SCSI设备音传输数据。

基本步骤
1.按[FILE]键，进入文件模式(指示灯亮)。
2.使用[F1]-[F6]键执行每种操作(存储、装载等)。
3.按任一其它模式，退出文件模式。
要了解第 #2步的说明，见下例。

文件 / 文件夹选择
这里的说明让您了解选择内存卡或SCSI设备中文件和文件

夹的方法。

创建新的文件夹
从存储屏幕(通过[F2]键叫出)及重命名屏幕(通过[F4]键叫

出)，您可以创建新文件夹。本功能让您方便地组织您在MOTIF
上创建的大量重要数据。

您可按[F6]键创建新文件夹并命名。

MOTIF可处理的文件类型

从MOTIF中可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的文件类型。
当您能存储原始数据至用户内存时(63页)，MOTIF会根据

类型组织数据，并根据类型自动分配一个特殊的三个字母扩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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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扩展名.WZA
在MOTIF内部用户内存中所有数据可作为一个文件存入内

存卡或 SCSI设备。

全部音色  扩展名.WZV
在MOTIF内置用户内存中全部作用户音色数据被当做一个

文件处理，可以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

全部乐曲 扩展名.WZV
在MOTIF内置用户内存中的用户乐曲数据被作为一个文

件，存入内存卡或 SCSI设备。

全部样板 扩展名.WZY
在MOTIF内置用户内存中的所有用户样本数据被作为一个

文件，存入内存卡或 SCSI存储设备。

全部波形 扩展名.WZW
在MOTIF内置用户内存中的用户波形采样数据被作为一个

文件，存入内存卡或SCSI设备。

Urs ARP(用户琶音) 扩展名.WZG
MOTIF中的用户琶音数据会作为一个文件，存入内存卡或

SCSI设备。

插入成批数据 1、2、3 扩展名.WZB
在扩展卡中的所有数据被会作为一个文件，存入内存卡或

SCSI设备

SMF 扩展名.MIP
在乐曲 /样板模式中的音轨(1-16)及速度轨数据被存入内存

卡或SCSI设备，格式为标准MIDI设备。

Aif 扩展名.Aif
在采样模式中创建的采样数据作为 AIFF文件(Mac音频模

式)存入内存卡 /SCSI/存储设备。

Wav
在采样模式中的创建采样数据，作为AIFF文件存入内存卡/

SCSI存储设备。。
不带波形的所有音色(用于音色编辑的音色数据) 扩

展.WLE
所有用户音色数据(波形数据除外)被作为一个文件，存入内

存卡/SCSI在存储设备。存储的文件可装入音色编辑器软件(包
含在电脑 CD-ROM 中)可从内存卡 /SCSI 存储设备中装入
MOTIF的文件类型。
从MOTIF用户内存装入内存卡 /SCSI设备中的数据，可装

回MOTIF。
通常，所有可存储的文件类型可被存储并装载，还有一些

可装载的附加类型(参阅下表)。

全部 扩展名.WZA
一个文件作为 "全部 "类型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可被装

载并存入MOTIF。

全部音色 扩展名.WZV
作为 "全部音色 "类型的文件可以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

并装载恢复到MOTIF中。

音色 扩展名.WZV
作为 "全部 "或 "全部音色 "类型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中

一个文件的指定音色，可单独选取并装入MOTIF中。

插入全部成批数据 1、2、3 扩展名.WZB
作为 " 插入全部数据 1.2.3"类型的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

中的文件，可装入安装在MOTIF中的扩展卡中。

Urs ARP(用户琶音) 扩展名.WZG
作为 " Urs ARP"类型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中的文件可装

入MOTIF。

全部乐曲 扩展名.WZS
作为 "全部乐曲类型 "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中的文件，可

装入MOTIF。

乐曲 扩展名.WZS
作为 "全部 "或 "全部乐曲 "类型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中

的指定乐曲可分别被选择并装入MOTIF。

全部样板 扩展名.WZP
作为 "全部样板 "类型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中文件中的指

定样板，可分别选取装入MOTIF。

样板 扩展名.WZP
作为 "全部 "或 "全部样板 "类型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中

的文件中指定样板，可分别选取装入MOTIF。

全部波形 扩展名.WZW
作为 "全部波形 "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的一个文件可装入

MOTIF。

波形 扩展名.WZW
作为 "波形 "或 "全部波形 "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中的一

个文件可装载恢复到MOTIF中。

全部音色 扩展名.WZE
通过音色编辑器软件编辑的音色可装载到MOTIF中。

SMF(标准MIDI文件) 扩展名.MID
标准MIDI文件(格式0.1)可装入MOTIF，并在乐曲 /样板模

式中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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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 扩展名.WAV
(Windows音频格式)一种可作为用户音色装入MOTIF的

WAV文件。

Aif(AIFF文件) 扩展名.AIF
(mac音频格式)一种可作为用户音色装入MOTIF的AIFF文

件。

注意：除上述类型外，Yamaha  A5000/A4000/A3000文件

及AKAI S1000/S3000文件可装入MOTIF。

当打开电源时(自动装载文件)此类文件
或从内存卡 /SCSI设备中装入MOTIF。

在262页上描述的文件类型中，"全部 "，"插入全部数据1"，
"插入全部数据 2"及 "插入全部数据 3"可从内存卡 /SCSI设备
自动装入MOTIF用户记忆中。

1. 接通电源时，您想自动装入的文件下所示，并存在一个
文件夹中。

注意：在完成为文件命名后，保护屏幕中相应文件夹，

至第 #2 步。
2. 按[UTILITY]键，进入工具模式。
3. 按[F1]键，然后按[SF4]键，显示自动装载屏幕。
4. 设置 "自动装载 "至开，按[SF5]键。

按[SF5]键，注册设备及在第 #1步中选取的文件夹(文件夹
内包含用于自动装载的想用的文件)。

5. 关闭电源。
6. 下次打开电源前，应确定相应数据分配给MOTIF中，换

句话说，应第 #1步中的内存卡已正确插入，或连接好第 #1步
中的SCSI设备。

7. 接通过电源，MOTIF找到设备及自动装载文件的指定文
件夹(您在第 #1步中命名并存储的文件)，并自动装入用户内
存。

注意：没有相应自动装载名称的在第 # 4 步中注册的设备

及文件夹中的任一文件会被忽略。

文件名称

根据MS-DOS格式命名标准为文件命名。如果名称中含有
空格及其它在MS-DOS中不能识别的字符，这些字符在存储时
会被 "-"替换。
要了解命名文件的说明，见 75页 "基本操作 "。

[F1]配置
本说明适用于 262页上的基本步骤第 #2步。

[F1]-[SF1]配置     当前识别设备

当前

在此屏幕中，您可以选择由MOTIF识别的设备 ----
装入卡槽的内存卡或连接的SCSI设备。
设备     卡、SCSI

设为开

设备卷标标识

设备上富余的内存

设备上总内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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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F2]配置 SCSI ID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在SCSI键中为所有设备设置 ID号，包

括主控设备(MOTIF本身)连接到并被MOTIF使用的SCSI设备
以对应的 ID号显示，并在设备上设置。

本身

决定MOTIF本身的 ID号(0-7)，作为SCSI主控设备。如果
更改此设置，您需重新关闭再打开电源使设置生效。

扫描

本控制让您在SCSI连中登路每个设备，应确认MOTIF能
正确识别。移动光标至屏幕上，相应的 SCAN圈中，按[INC/
YES]键进入光圈，并登陆相应的设备。

[F1]-[SF3]配置    登陆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选择指定的分区，进行存储/装装数据，

在SCSI ID屏幕中装载设备。

[F1]-[SF4]配置    格式
在您使用新内存卡 /SCSI设备同MOTIF连用时，您需要格

式化它。使用此操作模式化内存卡或SCSI设备时，可分配一
个卷  给它。

类型

设置用于格式化的设备类型。

设置：见下面

卡

当它设置时，插入卡格中的内存卡被格式化。

全部(SCSI)
当它设置时，所有连接给MOTIF上的SCSI设备被格式化
分区 1-4(SCSI)
当它设置时，连接到MOTIF上的SCSI设备上一个分区被

格式化。

格式

当类型设为 "全(SCSI)"，本参数可用。一个硬盘(可其它存
储介质)应在逻辑模式化前已物理格式化。物理格式化(也叫 "
底层 "格式化)，将磁盘物理分区为音轨或扇区。
物理格式由厂家进行，您自己不用做。逻辑格式化将一个

文件系统放在磁盘上，允许MOTIF能淡取磁盘。
设置：物理，逻辑

卷标

名称及卷标    参阅 73页上说明的 "基本操作 "
1. 在设置相关参数后，按[ENTER]键(出现确认框)
2. 格式化完成后，会出现 "Completed!"字样。

注意：要取消格式化操作，按[DEC/NO]键。

小心：格式化过程中，不要拔出内存卡或关闭MOTIF电源

小心：如果内存卡SCSI设备中已存有数据。小心不要格式化它。

如果格式化，先前的数据会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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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存储
本操作让您将文件存入内存卡或SCSI设备中。这里介绍适

用于 262页上基本步骤第 #2步。
1. 选择在存储屏幕中要存储的文件类型。

如果您创建一个新文件，移动光标至此位置，输入所需名

称详见 75页上 "基本操作 "。
如果您想在目的设备上创建一个新文件，按[SF6]键创建一

个新文件夹。关于命名，参阅 75页上 "基本操作 "。

当选中 "SMF"(标准MIDI文件)时，按[ENTER]键显示下述
屏幕，选择要存储的乐曲或风格 /单元。

当文件类型 "Wav"或 "Aif"选中时，按[ENTER]键显示一个
屏幕，选一种要存储的波形，按[ENTER]键显示下述屏幕，选
一种要看的波形。

2. 如果您想覆盖现存的文件，移动光标至要存储的文件，
方法是使用光标键或旋钮。.

3. 按[ENTER]键，执行存储操作。
如果您要复写现有文件，会出现确认提示，按[INC/YWES]

键，执行存储操作，按[DEC/NO]键取消它。

在存储完毕后，会出现 "Completed!"字样，操作返回原始
屏幕.

小心：当存储数据时，不要拔出内存卡或关闭 SCSI 设备

或MOTIF的电源.

注意：当文件类型 " 编辑器全部音色 " 选中时波形数据不

被存储。

[F3]装载

本操作让您从内存卡或连到MOTIF上的SCSI设备中装载
文件。

本介绍适用于 262页基本步骤第 #2步。
1. 选择一个文件类型(264页)及装载的文件。
当文件类型设为全部，全部音色，插入全部音库 1 ~ 3，

UsrARP，全部乐曲，所有样板，所有波形或用于编辑器的全
部音色，到第 #3步。对其它文件类型，至第 #2步。

2. 指定要装载的数据及MOTIF的用户内存中的目的位置。
当文件类型设为音色时，按下述步骤执行。

这是一个想像的文件夹，在屏幕中显示，装载的文件。

[ENTER]键

在MOTIF的用户内存
中,指定目的位置.

选择要装载的音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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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重新命名
从此屏幕，您可以在选中内存卡 /SCSI设备中重新命名文

件，使用最多 8个字符及数字字符。

注意：文件会根据MS-DOS名字转换生成文件名，如果文件

中有其它MS-DOS不认识的字符，这些空格会由 "一 "来代替。

(5)删除
从此屏幕，您可以从内存卡 /SCSI设备中删除文件。
选择想用的文件，如下所示，然后按[ENTER]键。

当文件类型设为乐曲、样板、波形或编辑器全部音色时，一

个 "想像的 "文件会显示 ----如使用上述的音色。选择想像的文
件并按[ENTER]键，叫出乐曲、风格或波形目录。要选择想用
的乐曲，风格或波形并指定用户记忆位置。

注意：如果几个音键库(包含采样 /WAV/AIFF文件或录制采

样)被分配给要同音键 /力度范围，只有头两个分配给音键库的可以使
用。

注意：当Yamaha   系统采样号的文件(A5000/4000/3000)装

载时，文件名上 "S"标指示包含采样数据的文件。"P"标标明程序数据
(与音色有关的参数等)。当从音色 /演奏模式进入文件模式，"P"标文
件会被装载。下述两类可以被选取而不是波形或键音库。

类型 1
只有一种采样输入给一种特定的波形。些类采样采用多种

MOTIF设置，参灵敏对应于四个因  会被装载。多余的采样不
被装载。

类型 2
几种采样可输入给一种特定的波形。对应于四个因子的参

数不能装入MOTIF。额外的采样不能装入。

注意：当 "全部 "选为要装入的文件类型时,"无系统 "会显示

在屏幕上，如果此框被选中，装载被执行，会出现 "Completed!"信息，
并返回原屏幕。

小心

当装载数据时，不要推出内存卡或关闭SCSI设备或MOTIF电源.

小心

装载数据到MOTIF会自动抹去用户内存中已有数据。
应记住将重要数据存入内存卡 /SCSI设备，然后再执行装载操作。

注意：MOTIF代有方便的自动装载功能，打开电源时装载用

户指定文件。见 66页。

选择想用的文件类型

在此重新命名文件，移

动光标至此位置，输入

想用文件名。

要了解命名方法，见75页的 "基本操作 "。如果
您想创建新文件夹，按[F6]键，命名新文件夹，
详 75"基本操作 "

选择重新命名的文件

选择想用的文件类型

选择要删除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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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模式
基本结构 56页

功能树形结构

本章适用于主控模式。要了解主控模式与MOTIF整个结构的关系及其模式和功能，见30页上 "基本结构 "简化表。
下表详细显示屏幕菜单及主控模式的参数组 ----让您快速方便地了解与MOTIF主控主控有关的功能。
括号里的字符或句子(如[F1])指示指定键名称或面板操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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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播放模式
基本结构(56页)  快速导读(93页)

在本模式中，您可以选择并播放每个主控。

注意：要了解主控的信息.其结构.及使用方法，见 56页。

基本步骤

1. 按[MASTER]键进入主播放模式(指示灯亮)。

2. 选一种主控。
3. 设置键盘八度或MIDI传输通过。
4. 按[F2]键，显示内存屏幕并从主控播放中设置基本参数。

注意：区编辑只有在[F2]内存屏幕中的区开关设为开时可用。

5. 按要求，存储第 #4步中的设置。

注意：如果区开关在[F2]记忆屏幕中未设为开，数据键[1]-[4]

不能用。

6. 按其它其它模式键，从主控播放模式中退出。
要了解 #2-#4说明，见下面例子。
要了解 #5步，参阅 274页的 "主存储模式 "。

主控选择

本介绍可选用于基本步骤第 #2步。
选择主控可以选择音色的方式一样完成(124页)，除了以下

各点，因为MOTIF没有设备主控且只能提供仅有一个用户库，
因此选择一个音库是没必要的。

键盘八度及键盘MIDI 传输通道设置
本介绍适用于 269页上基本步骤上第三步。
两种参数可设给所选的主控。设置这种参数与音色播放中

(124页)是一样的，记住这些参数使用主控存储模式无法存入
主控。

在主控播放模式中主控编辑
本介绍适用于基本步骤第 4步，见上面。
主播放模式让您执行所选主控的常规编辑。要了解详细的

编辑操作，使用主编辑模式。

[E]指示灯
要改变主播放模式中的参数，[E]指示灯会显示在屏幕顶端左

侧。它标明当前主控已被修改，但未存储。

小心

如果在编辑中选另一个主控，[E]指示灯会消失，所有数据消失。最好
从主控格存储模式中存储编辑的主控数据。

表明通过[OCTAVE]键设置
键盘八度设置，详见127页。

指示分配给控制旋钮

的功能。

指示当前选中主控

编辑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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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主控  播放  内存记忆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用于主控的基本参数，包括使用主

控及程序号来叫出此模式。

模式

当主控模式适中时，决定叫出的模式。设置为关，即使主

控被选中此模式也不会被改变。

设置：关，音色，演奏，样板，乐曲

内存

决定选中主控时叫出的程序号码。

设置：见下面。

当此模式设为关 参数不能用

当此模式设为音色 选择一个音色库及号码，参阅 124页说明
当此模式设为演奏 选择演奏音库及号码，参阅 162页说明
当此模式设为样板 选择一种风格及单元，参阅 217页上说明
当此模式设为乐曲 选择一种乐曲号，参阅 179页上说明

区开关

此参数在模式设为演奏时可用。

此参数决定是否使用区功能。见 272页，了解区功能。
设置：开关

主控编辑模式
基本结构(56页)   快速导读(95页)

在此模式中，您可以创建并编辑主控。

[E]指示灯
在主控编辑模式中，如果您要改变参数。[E]指示库存会亮，

表明当前主控已被修改但未存储。

注意：即使您退到主控模式中，您为前主控作的设置会保存，

是要您不选另一种主控。

注意：[E]指示灯也显示在主控播放模式中的显示。

常规编辑及区编辑

(音色演奏模式)

当将音色或演奏模式设置记录到主控中时，您可以将与区

有关的设置存入现有音色或演奏设置。详见 57页的区功能。
主编辑模式可分为两类：常规编辑(为四个区设置)和区编辑

(为每个区设置)。

注意：要了解录音方式的详情，见 57页。

此参数当模式设为演奏时可用。

音色演奏模式

指出常规编辑屏幕

指出区域编辑屏幕 (仅用于演奏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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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步骤

1. 按[MASTER]键，进入主控播放模式(指示灯亮)。
2. 选择一种要编辑的主控。
3. 按[EDIT]键进入主编辑模式(指示灯亮)。
当模式参数在主控播放内存屏幕设为音色或演奏时，请参

阅第 4步。
当在主播放内存屏幕中的模式参数设为音色或演奏时，进

入第 #4步。

4. 选择要编辑的区域
要编辑所有区   常用的参数，按[DRUMKIT]键(这是用作 "

常规 "键)。

要编辑每个区的参数，使用相应的NUMBER键[1]-[4]来选
择想用的区。

5. 按下[F1]-[F6]键来选择想编辑的菜单。
6. 编辑用于选择主控的参数。
7. 在第 #6步中将编辑的设置存入用户记忆。
8. 按[EXIT]键，从主编辑模式中退出。

关于第 #2步详细介绍，请参阅 269页上 "主播放模式 "
关于第 #7步，请参阅 274页上 "主存储模式 "。

常规编辑

[F1]常规编辑  命名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创建主控的名称。关于命名的说明，见

75页的 "基本操作 "。

[F2]常规编辑  其他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哪些旋钮 /滑杆会被点这选取。

设置：相位、音调、分配、MEQofs、区

注意：上面设置 " 区 "，在主播放模式中[ F 2 ]内容屏幕里

区开关设为开时可用。

区编辑(仅限于演奏模式)

注意：使用下述区编辑功能，可创建自己的四方向分割及音

层。

[F1]区   传输
基本结构(57页)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设置在弹奏键盘时每个区传输数据的

方式。

设置为相位，叫出

主控灯并选此行

设置为音调，叫出

主控灯并选此行

设置为分配时，叫

出主控灯并选此行

设置为MEQofs时，叫
出主控灯并选此行

当设置为区域时，为

每个区。

自动叫出主控，叫出

旋钮 /滑杆功能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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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通道

决定每个区MIDI的传输通道。
设置：1~16

音源开关

决定每个区是否传输MIDI信息给每个声部的音源模块。
设置：开、关

MIDI开关
决定每个区传输MIDI信息通过USB口或MIDI口是否给外

接MIDI设备。
设置：开、关

[F2]区   音符
从此屏幕，您可以设置音高，及与每个区中键盘有关的参

数 ----允许您设置区分割并决定每个区的音高范围。

八度

决定此区上.下移的八度的量。
设置：-3~0(缺省)~+3

移调

决定从半音为单位，区上、下移的量

设置：-11~0(缺省)~+11

音符限制H.L(高低)
决定每个区中音符的最低及最高音符。当您在此区域中弹

音符时所选区域会发声。

设置： C~2~G8

注意：您也可直接从键盘上设区域，方法是按下

[INFORMATION]键，并按最低、高键。

[F3]区  传输开关
从此屏幕，您可以设置每个单独区影响不同MIDI数据，如

控制变更及程序变更信息的方式。当相应参数设为 "开 "时，弹
奏所选区会传输相应的MIDI数据。

注意：可提供两种不同的屏幕类型。每种屏幕以不同格

式提供相同设置，使用您最适合的方式。

本屏幕类型显示的有区的传输开关状态。

设置想用的区开或关，使用适应的MIDI数据类型。
记住因为所有参灵敏不能同时显示，您需使用光标来滚动

屏幕，找到并设置其它参数。

本屏幕类型显示用于一个选区所有的传输开关。

设置选区内用的MIDI数据开或关。要选另一个区，使用
NUMBER[1]-[4]键。(确认[TRACKSELECT]键打开)。

[F4]区   预置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为每个区设置与音色有关的参数，用选

用主控程序号码。以这种方式，选择不同的主会自动叫出完全

不同的音色组及对四个区与音色有关的设置。

BankMSB，BankLSB，PgmCkange(程序变更)
决定每个区在选择主控中的音色分配。

设置，参阅分开数据目录小册子中的音色表。

音量

决定每个区的输出电平

设置：0~127

相位

决定每个区的立体声相位

设置：L64(左)~C(中央)~R63(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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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区  旋钮 /滑杆
从此屏幕中，您可以决定使用哪个控制变更号，用于每个区

的旋钮及滑杆。权当旋钮 /滑杆参数(在常规编辑其它中，271
页)设为 "区域 "时此设置可用。

设置：关，1~95

主控工作模式
主控工作模式包含两种操作(叫 "工作 ")----一种让您初始化

主控数据，而另一种将编辑过的主控数据传入MIDI设备或电
脑。

基本步骤
1.在主播放模式中，选择您想执行工作的主控
2. 按[JOB]键，进入主控工作模式。
3.按[F1]或[F4]键，选择要执行的工作菜单。
4.设置要执行工作的参数
5.按[ENTER]键(屏幕显示确认)
6.按[INC/YES]键执行工作。完成后，会出现 "completed!"

字样并返回原屏幕。

注意：要取消工作，按[DEC/NO]键。

小心：执行工作时，会出现 "Executing⋯"字样，此时关闭电源会

丢失数据。

7. 按[MASTER]键，从主工作模式中退出，返回主播放模
式。

关于第 #3-#4步的说明，见下面介绍。

上述设置在所有指

示灯未  时是可变的
(在主控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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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初始化
本功能让您将所有主控参灵敏重设为缺省设置，它也会让

您选择初始化.

某些参数，如常规设置，每个区的设置等，在从头创建全

新主控时很有用。

参数类型(用来初始化)。
全部

用于选择主控的所设置被初始化。

常规

用于选择主控的常规参灵敏设置初始化。

区

您可以初始化区设置，使它成为下述三种类型中一种。

分割分割分割分割分割 57页页页页页
4个区个区个区个区个区 57页页页页页
音层音层音层音层音层 57页页页页页

要初始化的类型参数设置为分割或音层时此参数可用。

上通道、下通道

当上述参数类型设为"区-分割"时，您可以设置分开的MIDI
传输通道给上、下键盘区(分割点左、分割点右)，当上述参数
类型设为 "区 -分层 "时，您可以为两个音层分别设定MIDI传
输通道。

分割点

当参数类型设为分割时，它可用。范围为C~2~G8

注意：您也可以从键盘直接设分割点，方法是按下

[INFORMATION]键，再按想用的键。详见 75页。

[F4]成批数据
本功能让您为当选选中主控发送所有想用的参数，给一台

电脑或另一台MIDI设备。

注意：您需设置正确的MIDI设备号，来执行成批数据。详见

258页。

主控存储模式

基本结构(56页)

使用本功能您可以存储编辑过的演奏给用户内存。

小心

当您执行它时，目的内存的设置会被覆盖，将重要数据备份到电脑中，

分开的内存卡或SCSI设备中.

基本步骤

1. 编辑主控后，按[STORE]键进入主存储模式。
2. 选择目的主控内存(号码)。
3. 按[ENTER]键(屏幕出现提示)。
4. 要执行存储操作，按[INC/YES]键。在存储主控后，会出

"Completed!"信息，操作返回原始屏幕。

小心

操作如时间长，全出现 "Executing⋯"字样。这时关闭MOTIF电源，
会损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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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屏幕
本信息屏幕让您一眼了解到多种模式相关的重要设置。选

择想用的模式，然后按[INFOTMATION]键叫出    模式的信息
屏幕。要退出屏幕，再按此键(或其它面板键)。

音色模式

音色库

指明当前选中音色的音库 /号码(124页)。

EL 1234
指定当前选中音色 开 /关 4种因子及单声 /复音的状态。

滑音

指定当前选中音色的滑音的开关状态。

复音

指明上 /下弯音同匠极限。

插入 1.插入 2.混响 .合唱
指定当前选用效果类型(137页)。

演奏模式

音色库

指明当前选中演奏的库 /号(162页)。

插入 1.插入 2.插入卡 2
指明插入卡的安装状态。扩展卡名称显示在卡槽号旁。

当复音扩展在工具模式中设为开时(36页)，卡槽号左会显
示 "P"。
插入卡，PLG表明添加插入效果的声部号。及扩展插入效

果添加的声部号。

混响，合唱，变化

表明每种效果的当前选用效果类型。

乐曲模式

乐曲播放模式

表明当前用于乐曲录音的未用的内存。

乐曲混音模式

扩展卡安装状态

在槽号右侧标明扩展卡各及MIDI口号(260页)。当复音扩展
(259页)在工具模式中设为开时，槽号左角会显示 "P"。

插入声部，扩展效果的声部号及添加插入效果的声部号。

(安装了PLG100-VH卡)，标明插入效果的声部号。

混响、合唱、变化

表明每种效果模块的选择效果类型(210页)。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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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模式
样板播放模式

表明用于样板乐句录音的当前未使用的内存量(DRAM)。

乐曲混音模式

与乐曲混音模式一样。

采样模式

采样模式

采样内存

标明采样使用的内存量。

可录尺寸

标明采样内存可用量及可用采样时间。

采样模式

采样内存

同上。

录制大小

同上

当前速度

表明当采样数据播放范围从循环开始点至结尾点被当作一

小节时的记算速度。

工具模式

扩展卡安装状态

工具模式

Plugin/口（扩展卡安装状态）
表明扩展卡及其MIDI口号(258页)，在槽号有显示。当复

音扩展卡(36页)在工具模式中设为开时，"P"会显示在插槽号
的左侧。

MIDI IN/OUT
表明作来传输 /接收MIDI数据的输出口：MIDI IN/OUT

THRIU.USB或mLAN(当安装了可选的mLAN8E时)。

文件模式

储存卡空间

表明插入卡槽中的内存卡中可用量。

SCSI分区，容量占用状态
表明连接到MOTIF上SCSI设备的登陆分区及未用内存。

当前目录

表明当前选用目录。

主控模式

模式

表明模式当前选用主控的程序号。

区开关

表明区开关的开 /关状态。

区传输通道

表明每个区的MIDI传输(当区开关设为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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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信息

信息 解释

MIDI buffer full.:MIDI缓冲区满 由于一次接收太多数据，无法处理MIDI数据。
MIDI data error.:MIDI数据错误 在接收MIDI数据时出错。
MIDI checksum error.:MIDI记算错误 接收成批数据时出现错误。

Bulk protected.:成批数据写保护 当RCVBULK设为 "保护 "见 258页接收成批数据。
Device number is off.:设备号关闭 设备号关闭，无法处理成批数据。

Device number mismatch.:设备号不匹配 因为设备号不匹配，不能传 /收成批数据。
Change internal battery.:更换内部电池 内部电池无电，更换电池。

Disk or card full:磁盘 /卡满 磁盘满，无法存储数据。

File not found.:文件找不到 指定文件不能在磁盘上找到。重试，或重插内存卡。

Bad disk or card.:坏盘或卡 卡或盘无法用，格式化盘，再试。

Disk or card not ready.:磁盘未格式化 卡或盘未格式化，或您插入了CD-ROM。
Illegal disk or card.:非法磁盘或卡 SCSI磁盘格式类型为错的。
Illegal file.:非法文件 文件不适用于MOTIF。
Illegal file name:非法文件名 文件名不能被识别，试着输入新名。

Read only file.:只读文件 您正试图删除.重命名.覆盖只读文件。
Can’t make folder.:不能建文件夹 在当前等级下，无法建目录。

Folder is too deep:文件夹太深了 目录的层找不到。

Unkown file format.:未知格式 MOTIF不认识此格式。
SCSI error.:SCSI错误 出现SCSI错误，检查SCSI连接。
Disk or card rdad/write error.:磁盘读 /写错误 当从SCSI连接或内存卡连接时出现错误。
Can’t find associated files.:找不到文件 连同的文件找不到。

Folder not empty:文件夹非空 您试图删除一个有面内容的文件夹。

Unsupported disk:不支持磁盘 磁盘不被MOTIF支持。
Seq memory full:内存满 音序器内存满。

Choose user phrase.:选择用户乐曲 您试图在一个分配预置乐句的样板轨中录音。

No data.:无数据 当执行乐曲/样板工作时，选用轨或范围中无数据，选相应的轨或范围。
Illegal check box.:非法选框 在音序器中未造选框，而以需要进行选择。选择应选的选框。

NOF7 独有数据被输入而无必要的 "独有数据尾部 "字节(F7)，确认F7被包
含在内内。

Pattern length mismatch.:样板长度不匹配 样板工作产生的样板长度超过 256小节。
Phrase length mismatch:乐曲长度不匹配 样板工作产生的乐句长度超过 256小节。
Phrase number overflow:乐句号溢出 在录音，执行样板工作，或编辑时，超过最大的乐句号(256)。
Illegal input.:非法输入 指定无法输入的数值，查一下输入法通讯数值。

Illegal track number.:非法音轨号 选择的音轨号不能接收，再试一次。

Illegal phrase number.:非法乐句号 在样板模式中乐句号不能被接收。

Illegal measure.:非法小节 在样板 /乐句模式中小节无法接收，再试一下。
Meter mismatch:拍号不匹配 在样板工作模式中，目的样板拍号与样板拍号不匹配。

Sample memory full.:采样内存满 采样内容满，不能执行装载。

Too many samples.:采样过多 有样数 8192被超过。
Sample is too short.:采样太短 采样数太短，频率转化工作无法执行。

Illegal sample data.:非法采样数据 采样文件不能被MOTIF使用。
No sample data.:无采样数据 装载中连接的采样文件找不到。

Smple is too long:采样太长 采样太长，时间延伸工作无法完成。

SIMM configuration error.:SIMM配置错误 一对儿SIMM是否正确安装，或匹配(287页)。
Multi plug-in is not in slot 3.:多重扩展卡未在槽 3中 多重扩展卡未插入槽 3。
Effect plug-in is not in slot 1.:效果扩展卡不在槽 1 多重扩展卡未插入槽 1。
Plug-in 1 communication error.:扩展卡 1通讯错误 安装在槽 1中的扩展卡不工作。
Plug-in 2 communication error.:扩展卡 2通讯错误 安装在槽 2中扩展卡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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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解释

Plug-in 3 communication error.:扩展卡 3通讯错误 安装在槽 3中的扩展卡不工作。
Plug-in 1 type mismatch.:扩展 1类型不匹配 由槽 1中扩展卡创建的用户音色已被选用但已将卡拆除。
Plug-in 2 type mismatch.:扩展 2类型不匹配 由槽 2中扩展卡创建的音色被选中，但卡已拆除。
Plug-in 3 type mismatch.:扩展 3类型不匹配 由槽 3中扩展卡创建的用户音色已被选中，但卡已拆除。
PLG100 not supported.:PLG100不支持 扩展成批存储功能不适用于PLG100系列插卡。
mLAN network error:mLAN网络错误 表明在mLAN8E网中有问题，检查mLAN8E上LED灯，参阅mLAN

8E手册。
mLAN connection error.:mLAN连接存储 表明mLAN连接存储，参阅mLAN 8E手册。
mLAN now in Mixer mode.:mLAN在混音模式中 mLAN 8E卡被电脑设为混音模式，MOTIF不能提制mLAN 8E。
mLAN error(xxx):mLAN错误(×××) mLAN 8E出现未明错误。
Copy protected.:拷贝写保护 您输入了一个写保护的数字音频文件。

Digital in unlocked.:数字入结锁 A1EB2的输入信号被结锁。
Too many favorites:太多喜欢音色 在喜好目录中超过 256种音色。
Executing...:执行 格式操作被执行，请等待。

Now working...:现在工作 MOTIF正处于某种操作，如读写磁盘。
Now loading...(xxxx):正装载 表明正在装载。

Now saving...(xxxx):正存储 表明正在存储文件。

Now checking plug-in board.:检查扩展卡 MOTIF在打开电源时检查扩展卡。
Recording stopped.:录音停止 由于内存满了，乐曲 /样板(乐句)录音自动停止。
Receiving sample...:接收采样 MOTIF从波形编辑器中接收采样。
Transmitting sample...:传输采样 MOTIF传输采样给波形编辑器。
MIDI bulk receiving...:MIDI成批数据接收 MOTIF正接收成批数据。
MIDI bulk transmitting...:MIDI成批数据发送 MOTIF正发送成批数据。
Completed.:完成 装载、存储、格式化完成。

Becomes valid after power on.:打开电源变为无效 SCSI ID变更需在MOTIF再次接电后生效。
Scene stored:场景存储 一乐曲乐场景存储。

Mixing stored:混音存储  在乐曲 /样板模式中，混音设置被自动存储。
Are you sure?[YES]/[NO]:您确定吗?[YES]/[NO] 确认是否执行某操作，按[INC/YES]或[DEC/NO]确认或取消。
Overwrite?[YES]/[NO]:覆盖[YES]/[NO] 存储操作会覆盖内存卡划SCSI盘上的数据，按[INC/YES]键确认，

[DEC/NO]键取消。
Can’t undo. OK?[YES]/[NO]:不能恢复OK? [YES]/[NO] 当执行乐曲/样板工作时，内存变满，不能使用。按[INC/YES]确认，

[DEC/NO]取消。
删除不用乐曲后现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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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没有声音?错的音色?发生这类情况，请参阅下表，可能找出答案。很多情况下，可找出解决方法。如果还不行，请同Yamaha
经销商.服务商联系。

无声音

打开MOTIF及外接设备电源吗? p29
是否设备适合的电平，包括MOTIF上主音量？ p29
脚控制器踩下吗?(当连入 FOOT CONTROLLER口上)？ p28
MOTIF用音频线连入相关外接设备? p21
在音色常规编辑中音量设备正确吗? p132
当演奏不发声，效果与滤波设备是否合适? p137,140
当演奏不发声，每个声部音符限制是否合适? p137,138
当演奏不发声，每个声部的音量是否合适? p170
当演奏不发声或小声，是否改变了CS滑杆设置? p48
当演奏不发声，每个声部输出是否设置合适?
当乐曲 /样板无声，音轨是否被哑音? p180,p218
当乐曲 /样板无声，在混音模式中每个声部音量是否设备合适? p210,p232
当乐曲 /样板无声，混音模式中每个声部输出选择合适? p210,p232
当琶音无声，开关否打开? p255
当琶音不发声，音符限制及力度限制设备合适吗? p133
当琶音不发声，分配的琶音为用户类型吗?有数据吗? p132
MIDI本地在工具模式中设备为关吗? p258

失真音色

效果设备合适吗? p172
滤波设备合适吗? p140,173
主控音量太高，被截取? p29
音色模式或演奏模式中每个因子音量设备太高? p145,p172,p211,p232

声音电平太低

MIDI音量或MIDI表情设置过低? p28
截频设备过高，过低? p140,173
当乐曲 /样板播放产生小声音，是因为套子屏幕中力度被偿值过低? p145,172,211,232

声音被截取

是否超过MOTIF最大复音数?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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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或间隔错误

工具模式中主调音参数设置为非 "0"吗? p250
工具模式中移调音参数设为非 "0"吗? p250
当音色制造为错误音高时，在音色模式中从微调音参数中选择的调音采位合适吗? p130
当音色产生错误音高，LFO音高调制设置过高吗? p147
当演奏产生错误音高时，音符移动参数设为非 "0"吗? p173
当乐曲 /样板播放产生错误音高时，套子屏幕中的音多补偿参数设为非 "0"吗? p181,218

一次只响起一个音符

在音色模式中单声 /复音参数设为 "单声 "? p130

无效果可用

[EFFECT BYPASS]关闭吗？ p13
[REVERB]和[CHORUS]键逆时针转到头了吗? p48,84
因子效果输出参数设为 "thru"了吗? p137
效果类型设为 "thru"或 "off"？ p137

乐曲 /样板不能开始

的选乐曲或样板含有数据吗? p179,217
遥控打开了吗? p13
MIDI同步参数在工具模式中设为MIDI(使用外接时钟)吗? p258

乐曲 /样板(乐句)不能被录制

内存够录音用吗?MOTIF内存音量决定可录的乐曲 /样板数。
举例，如果内存含有乐曲 /乐句占有大量内存，即使未用这些乐句内存满。
在样板录音模式中，分配乐句的指定轨   预置数据? p275,276
录音不能对一个已存预置数据的音轨执行？ p221

不能录制采样

是否越过了采样数？ p60
有无足够内存？ p276
采样源设置正确吗? p236
击发模式设备正确吗? p237

不能将数据存入内存卡或 SCSI磁盘
SCSI磁盘写保护吗?(打开保护) p289,290
SCSI磁盘被正式格式化吗? p265

MIDI成批传输 /接收数据不正常工作

接收成批参数在工具模式中设为 "保护 "？ p258

扩展卡不工作

扩展卡对应的槽号灯不亮？ p87
人声合声扩展卡装入槽 2或 3(VH卡装入槽1)？ p282
多声部扩展卡装入 1或 2插槽？(多声部扩展卡应装入槽 3) 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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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可选硬件

可安装到MOTIF上的可选件

下述可选件可安装到MOTIF上。

可选件安装的位置

在后面板上最多可装三块卡。

安装步骤

在安装可选件前，应准备好十字螺丝刀。

注意：

安装时关闭MOTIF电源，连接外设，将它的从电源中拔下，然后移掉连接MOTIF到其它的设备的连线(在工作中保留连线
有可能导致电击，留下其它连接线缆有可能产生干扰。)
它装时不要将螺丝掉到乐器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打开电源前，应将螺丝从里面取出。留在里面可能产生不正常操作，

如果无法取出螺丝，请Yamaha专业人士来完成。
按下述步骤安装可选附件，不正当安装可能产生损坏甚至火灾。

不要拔卸，修改或用暴力压此设备，不要过力弯曲插头，这样有可能产生火灾。

在摸可选件时，应先摸接地的金属件，以防止静电。

小心

建议戴手套外  金属件，光着手触摸接头可能导致手指被切截或触电。
不要装重物落在设备上，有可能损坏设备

小心静电，在触摸扩展卡或蕊片前应先摸接地金属部件。

不要触摸蕊板的金属部分。触摸有可能损坏它。

拔电缆时应注意不要用暴力，这样有可能损坏设备。

不要错接螺丝，不要使用安装在设备以外的螺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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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扩展卡安装

有各种可选扩展卡可扩展乐器音色。下述类型扩展卡可用

于乐器。

PLG150-AN PLG150-PG PLG150-VL
PLG150-DX PLG100-XG PLG100-VH

MOTIF与三个扩展卡的插槽，可在后面板上安装三个卡。

注意：人声合声扩展卡(PLG100-VH)可装入槽 1。

注意：多重声部扩展卡(PLG-100XG)仅可装入槽 3。

注意：单个声部扩展卡，可装入三个中任一个槽中。

1. 关闭MOTIF电源，拔下电源线，将MOTIF从连接外设
上拔下。

2. 使用十字螺丝刀将螺丝从后面板的扩展槽中拆除。

重要：将掉下的螺丝放在安全处，再次将盖安上

MOTIF时，还需要用。

3. 从MOTIF内部将橡胶线从扩展卡上拆下。插槽的线颜色
分布。

槽 1-橘
槽 2-黄
槽 3-绿



283

4. 沿指导线，在MOTIF内部三分之二的位置插入卡，接头
方向朝上。

5. 如果卡突出超过扩槽框，超线绕好，连在卡上。
确认连接相应电缆，要与使用槽的线的颜色匹配。

安装时不要用暴力拉线缆。

注意：人声各声插入卡(PLG100-VH)只可装入 1 槽。

注意：多声部扩展卡(PLG-100XG)仅可装入槽 3。

6. 将扩展卡的其余部分装入扩展槽，小心将橡皮线缆放下
MOTIF确认乐器里面不露线头。

7. 将在第2步上移走的螺丝装回，扩展卡压放到位置上，盖
上盖子。

8. 查看安装的扩展卡稳固，打开电源。
检查卡时会显示一个信息，主屏幕然后显示。在前面板灯

的右顶外槽指示灯亮。表明扩展卡已安全安装。

如果出现错误信息，MOTIF停止一会，表明安装成功。如
果发生这种情况，关闭电源，再次重复安装步骤。

在本例中，扩展卡安装在槽 1中。

将卡稳固地插入相应的槽中，应确认卡不要在

槽之间卡住。

槽 1

槽 2

槽 3

插入接头

MOTIF接头

按下接头直双方到稳

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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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左手从MOTIF内接住它，移掉三个螺丝。

重要：将螺丝放在安全处，在将来拆除 A1EB2时需装MOTIF盖重新
盖上。

可选的 AIEB2或mLAN 8E安装

MOTIF或安装mLAN 扩展卡(mLAN 8E)或 1/0扩展卡
(A1EB2)。
使用mLAN 卡，您可以将MOTIF方便地连在其它mLAN 兼

容设备上。AIEB2卡为您提供附加的 I/O选顶：光缆或同轴
接口，本卡有三组立体声可分配输出成对几接口(六个模拟口)。

安装 AIEB2卡

1. 关闭MOTIF电源，拔下电源线，确认MOTIF从外接设
备上拆除。

2. 将MOTIF翻过来，底朝上。旋钮及轮儿应在四角上由垫
充物，避免受损。

重要：小心不要掉落键盘，处理时应保持好平衡。

3. 移掉底的盖，使用螺丝刀将底部的螺丝拆掉，让设备背
向您(MOTIF6/MOTIF7有七个螺丝而MOTIF8有七个黄螺丝)，
拆掉所有螺丝后，移掉盖。MOTIF6/MOTIF7侧向您，向前滑拆
除盖子。

重要：记住将螺丝放在安全地方。在安装 A1EB2卡后重新安装盖子
时要用。

从底部看键盘

请支撑好四角，不让旋钮和滑

轮触地

向上滑动盖子拿开

MOTIF内部

底部

底部

MOTIF内部

底部

MOTIF内部

不要移走黑螺丝

MOTIF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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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MOTIF内从束着的线缆中将AIEB2的电源线缆拿下。
如图拨开塑料扣，拿出线后再把扣扣好。

6. 从此包装中移去AIEB2卡，AIEB2有一个扁的橡皮线和
两个电源线。因为两根电源线用于主机，在安装卡时不用，将

它从AIEB2上移去。

MOTIF顶部

如图所示打开

锁扣，拉出线

缆后再扣好。

MOTIF内部

MOTIF后面板

MOTIF后面板

MOTIF顶部

MOTIF内部

AIEB2

移去两条

电源线

7. 将AIEB2中出来的扁橡皮线连到MOTIF主板上。应小心
按下述方式连接方向，不要错。

重要：方向正确，不要用力连接。

8. 将MOTIF中出来的电源线连入AIEB2。将三针线缆连入
AIEB2的CN3接头上，4针线缆连入CN1接头连接4针线至CN1
接头，连接 3针线至CN3接头。

确认连接线头接对，不要过分用力。

9. 将AIEB2连入MOTIF，翻过此卡，可看见此板，AIEB2
的接头部分，可从MOTIF侧面看到。用一手支持它，接第四步
用三个螺丝将它固定在MOTIF后面，从中内螺丝开始装螺丝，
更容易安装剩下螺丝。

将 4 针头连
到CN1头上

将 3 针头连到
CN3头上，

A1EB2扁橡皮线

如图排列线头

MTOIF上主板
接头

MOTIF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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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 A I E B 2 卡，不要弯曲或损坏线缆。

10.让橡胶线放置在AIEB2及MOTIF主板之间。

11. 按前面步骤相反的顺序重新安装盖子。

MOTIF内部，将橡皮线放
在MOTIF和AIEB2之间

MOTIF后面板

MOTIF内部

MOTIF内部

MOTIF后面板

mLAN 8E顶部

确认扁橡皮线在

接头底部

mLAN 8E后面板

mLAN 8E前面板

确认扁橡皮从底部出来，该面板印有

"mLAN 8E"。

安装mLAN 8E

1. 使用上述 "安装AIEB2"1-4步，从MOTIF内部移去盖子，
并将mLAN /I/O扩展槽的盖移走。

2. 从框中移去mLAN 8E，并连接包含的扁橡皮线。
将扁橡皮线固定在mLAN 8E的后面板上。确认橡皮线在底

部，如图所示：

3.  将 mLAN 8E 顶面向下，将扁线缆接头另一端插入
MOTIF。

本图例显示MOTIF6/MOTIF7

如图对齐接头

MOTIF内部

MOTIF后面板

mLAN 8E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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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mLAN 8E固定在MOTIF上，翻过设备来，让mLAN
8E的每个接头单元可以从MOTIF背面看到。用手支撑此卡，使
用早先拆掉的三个螺丝将它固定在MOTIF上。如果从中央螺丝
开始，可以方便地安装剩下的螺丝。

5.将橡皮线放在MOTIF主板及mLAN 8E卡之间。

(本例显示MOTIF6/MOTIF7)

6.按前面的步骤重新安装盖子。

可选的 SIMM安装

安装可用于SIMM可扩展MOTIF内存。
本章介绍安装方法。

购买MOTIF上用的SIMM的重重信息

M O T I F 可能不支持所有可用 S I M M ,购买前，应咨询
Yamaha经销商。注意：Yamaha公司对 SIMM不负责任。

SIMM类型及SIMM配置

您需使用 72针，70ns或更快的SIMMS条。SIMM条可能
为 4兆，8兆，16兆，或 32兆。MOTIF为 32比特设备，但也
可使用 36比特SIMM。
当购买SIMMS时，每个设备不能使用超过 18条内存条。
SIMM条应成对儿安装，可安装两个由SIMM或四个SIMM
MOTIF带有 4兆采样内存，可安装最多为 64兆。
参看以下例子，如果您添加一对16兆SIMM条，您将总内

存扩屋 36兆(原始 4兆被关闭)。

MOTIF内部

MOTIF后面板

将橡皮线放在MOTIF主板
及mLAN 8E卡之间。

MOTIF内部

MOTIF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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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IMM条入槽

注意：应正确安装并固定好 SIMM条，否则会不正常工作。

要移去SIMM，轻推固定卡，让SIMM倾斜并取出。

3.如图 1中设置 SIMM的角度。然后装   推直严丝合缝。
4.将SIMM条部插入槽。
5.重新安装盖子，按上述步骤逆顺序。
6.查看安装的SIMM是否工作正确。将MOTIF左侧朝上，连

接电源线至后面板 AC IN LET 口及 AC口，打开电源。进入
SAMPLE屏幕，按[INFORMATION]键(276页)，如果SIMM安
装正确，屏幕中会显示内存大小。

Yamaha建议购买符合FEDEC标准的SIMM条，即使附合
标准，也不保护SIMM条可在MOTIF口用。

JEDEC设备电子设备终端配置标准。

SIMM安装

1. 使用与 "安装了AIEB2A"中一样的操作。
2. 在SIMM中，在第一针旁有个缺口。让卡插入槽，让1针

与带有( ) 标的 1针标志对齐。

32兆内存可用于采样 64兆内存可用于采样

斜音将 SIMM条插入槽

将 SIMM条推直

打开卡口
推开卡扣

倾斜SIMM条并拿出
72针SIMM

缺口

SIMM安装位置

1针标

SIMM槽

MOTIF内部

MOTIF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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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内存卡(smart MediaTm)

小心触摸内存卡，按下述步骤进行。

smart Media为东芝公司注册商标。

兼容的内存卡类型

可用 3.3V内存卡，不能使用 5V内存卡。设备中已有一条
4兆内存卡。

内存容量

有两种内存卡：2兆 /4兆 /8兆 /16兆 /32兆。
超过 32兆内存卡，只要符合 SSFDC标准也可用。
插入 /移去内存卡。

要插入 /移去内存卡
拿住内存卡金属部分，而朝下向前插入槽中，向前推直到

固定到位。

注意：不要将内存卡插反了。也不要在内存卡槽中插异物移

去内存卡。

要移去内存卡

在移去内存卡前，应确认内存卡未用。用手慢速把它拔出。

如果正用此卡，设备屏幕上会显示。

它包含存、装、格式化、删除及建立目录操作。

设备在接通电源时会自动检查媒介类型。

小心

处理数据时，不要拔内存卡或关闭设备电源，这样做会损

坏内存卡或设备。

格式化内存卡

在使用前应格式化内存卡。卡上内容被抹去，应查看这些内

容是否有用。

注意：本设备上使用内存卡，其它设备有可能用。

关于内存卡

小心处理内存卡

静电会损坏内存卡，拿它前应摸金属物，如：门把儿。长

期不用时应将卡从槽中拆出。不要暴晒或低温.温度大地方下放
置它。不要用力弯曲它。拔它时，拿金属部分。

不要将它放入磁场，如电视、音箱，这有可能抹去上面信

息，贴标贴时应在正确位置。

为数据写保护

为保护数据不丢，可贴写保持签。要再次存数据，需将保

护签拆下。不要反复重用拆下的保护签。

数据备份

Yamaha建议将重要数据备份到内存卡上。避免损失。
防盗锁。

本设备带有防盗锁，需要时可加防盗锁。

关上防盗锁

1) 使用十字螺丝刀移掉金属部分。
2) 将金属面头朝下，然后再次把它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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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外接SCSI设备
本章介绍连接外接SCSI设备，如：硬盘、MO盘、CD-ROM。

关于 SCSI

SCSI代表小型电脑系统接口，用来在个人电脑及其它设备间传输信息。
因为MOTIF有SCSI接口，可使用SCSI硬盘、MO盘、CD-ROM及其它SCSI设备。最多可用七个SCSI设备，多数SCSI

设备有两个 SCSI端口，可连接在一起。设备可以任何顺序来接。
最后一个设备需有终端器，第一个设备也需有终端器，但MOTIF本身带有终端器。

重要：在连接 SCSI设备前，应关闭MOTIF及其它设备电源，如果带电连接，有可能会损坏设备。
所有 SCSI设备以 0-7的号码来标识。相同 ID号设备会有冲突。
出厂时MOTIF设为 6号。ID号与连接设备的位置无关
如果不连接 SCSI设备，无需在外接MOTIF SCSI外接头上加终端器
不要使用长 SCSI线连接MOTIF及其它设备，最多大能超过 6米。
使用高品质 SCSI线。低质线会产生不稳定操作。
有的 SISI设备有一个 SCSI接口，如果使用这种设备，应将它连接到设备的最后一个。

步骤

1. 使用SCSI线使外接SCSI设备串联。
因为有几类SCSI接头，应确认所选的 SCSI线适合于设备。

2. 将外接SCSI设备的交流电源线接入插板。

3. 设置外接SCSI设备号(0-7)。

选择一个与其它SCSI设备(包括MOTIF)不冲突的号。MOTIF出厂时为 SCSI 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接SCSI设备 外接SCSI设备

表明为终端器(终端为开)，无
此无标志，为未装终端器。

外接 SCSI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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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终端器连接在链的最后一台设备的SCSI接口上并把这台设备的终端器设置为开。
5. 确认SCSI链中所有设备除最后一个外，终端设为关
6. 打开外接SCSI设备电源，几秒后，再打开MOTIF电源。

注意

有很多介绍SCSI的文章和书，但多数为概念性的。下述介绍让您了解使用SCSI设备时，可能遇上的问题。请您仔细阅读如
出现SCSI错误，会损失数据，Yamaha公司对此不负责。

安装终端器

SCISI链头和尾部需用终端器。如果总线短，只需将终端器器连在两头，但如果还有其它设备，那情况就不同了。
如果 SCSI设备使用 3米线分开，在 3米端使用终端器是可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 SCSI系统中可有三个或更多终端。
SCSI实际应用有很多情况。改变一个正常工作系统，会使工作不稳定，而有时为一个不正常工作的系统加一个设备，会使

它正常工作。实际工作中需反复尝试。

SCSI设备错误原因

当SCSI设备正确操作时，SCSI工作稳定。如果任一设备产生噪音，其它设备也会出错。也可能损坏此设备也有这种情况，
数据好像被存储，组实际没有。

下述章节讨论出错原因，为您提供解决方法。

检查 SCSI ID
检查SCSI设备(包含MOTIF)的 ID号没有重的
MOTIF出厂设置为 6.确认改变 ID前关闭电源。

检查终端器

检查终端器安装牢固吗?

检查 SCSI线缆
劣质 SCSI线会导致问题。使用双层屏蔽的线。
不使用长 SCSI线。也不要过度弯曲线接头。

重要：Yamaha公司不保证使用 SCSI转换连接器，能够连接MOTIF同其它设备(如SCSI.STA(IDE).USB.或 IEEE1394设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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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版权说明

MOTIF支持SCMS(串行拷贝管理系统)，来保护乐曲软件版权，从CD或其它设备中的数字采样，不能以WAV/AIFF格式存入
内存卡或SCSI设备，也不能用TWE软件传送。如果要存储数据，应存为MOTIF格式。
不允许将有版权的音乐或乐曲数据用于商业用途(通过MOTIF录制)。也不允许复制、传输、传播此类数据，在商务听众前播

放。如这样做需事先取得作者的允许。

如果您需要在非个人使用场合下使用这些受到版权保护的数据，请咨询版权专家。YAMAHA不对任何通过 Motif所创作，重
新制作或编辑的数据负责，也不对以上提到的此类数据的重新制作和使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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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功 能功 能功 能功 能 键盘 MOTIF6 61键 /初始触感，键后(FS)
MOTIF7 76键 /初始触感，键后(FS)
MOTIF8 88键 /初始触感，键后(BH功能)

音源音源音源音源音源 AWMZ(SWP 30B)
多音质多音质多音质多音质多音质 16种内置(3个单独扩展或 16复合扩展)，A/D设置
复音复音复音复音复音 62音符
效果器效果器效果器效果器效果器 系统 混响× 1(12)，合唱× 1(25)

插入 1(25)，2(104)
变化 (25)用于演奏 /乐曲
扩展插入 当单独扩展卡装在槽1中
主均衡器 ×1(5波段)

音色音色音色音色音色 预置 常规：384，鼓组 48
GM 常规：128，鼓组 1
用户 常规：128，鼓组 16

扩展音色扩展音色扩展音色扩展音色扩展音色 用户 64(为每个扩展槽)
预置 64(为AN.PE.DX)，192(用于VL)

演奏用户演奏用户演奏用户演奏用户演奏用户 128(4声部)

主 控主 控主 控主 控主 控 用户 128
4 区(主键盘设置)，可分配滑杆 / 旋钮设置，PC 表

采样采样采样采样采样 内存 4兆，可扩至 64兆(SIMM两个槽)
模拟采样 频率：44.1KHz(最大)，16比特，线性，立体声
数字采样 频率：48KHz(最大)16比特线性，立体声
波形(当采样)=256，键库每个波形=128，键库=8192
多重采样输入

琶音器琶音器琶音器琶音器琶音器 类型：预置 1 128，预置 2，128用户 128(SRAM)
 MIDI目步，MIDI TX，RX，力度限制，音符限制

乐曲乐曲乐曲乐曲乐曲 乐曲 1多重 /乐曲(16重多扩展数据)
 16多重样板
 乐曲键播放
乐曲 64道，与场景 /乐曲
样板：16轨，64种风格，16单元，256乐曲句 /四分音符，124复音

遥控外接音序遥控外接音序遥控外接音序遥控外接音序遥控外接音序 用于Cwbase, VST, LogicAuelio, ProTools, Cakewalk, ProAndio

扩展性扩展性扩展性扩展性扩展性 3槽用于扩展卡
mLAN 琶音(6个可分配输出+1个立体声入 /出，1个MIDI IN/OUT)
或可分配 /数字出卡(A1EB2)，6个出 +数字入 /出

外置内存外置内存外置内存外置内存外置内存 SmartMedia(最大128兆)
装载，全部，演奏，全部音色，扩展，乐曲样板，全部波              形&采样.用户琶音，
AWAV，AIFF，SMFO，SMFI
存储 全部，全部音色，链，扩展，全部波形&样板，采样，样板，SMFO，1.用户琶音，WAV，AIFF

SCSI ZIP(可选)  SCSI硬盘，CD-ROM(可选)
装载  全部，演奏，全部音色，链，扩展，音色样板，全部波形 & 采样，波形及采样，采样
用户琶音，WAV(ACID)，AIFF，AKA1(S1000，S3000，A4000，A5000，SU700，SMFO，SMFI)

 存储，全部，全部音色，链，扩展，乐曲，样板，SMFO，SMFI，用户琶音，WAV，AIFF

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 弯音轨

调制轮

主音量滑杆

可分配移制滑杆 × 4
可分配旋钮 × 4
AID输入增益
环绕加码器 × 1

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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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板 键面 板 键面 板 键面 板 键面 板 键 模式 *5 （演奏、音色、乐曲、主控）

子模式 *7 （内置采样、工具、文件、混音、编辑、工作、存储）

退出，进入 *2 （退出、进入）

数据 *2 （INC/YES、DEC/NO）
光标 *4 （光标>、光标<、光标上、光标下）
PC功能 *4 （选择、哑音 /独奏、目录搜索、单元）
音库 *9 （鼓、预置 1预置 2、谕旨、GM、用户、PLG1、PLG2、PLG3）
组 *8 （A-H)
程序 *16 (1-16)
功能 *12 (F1,F2,F3,F4,F5,F6,SF1,SF2,SF3,SF4,信息)
遥控 旋钮 /滑杆 *2 (遥控开 /关，旋钮控制功能）
音序器 /采样 *6 （TOP，〈〈，〉〉，录音、停止、播放）
琶音器 *1 （插入、系统）

效果旁通 *2 （插入、系统）

八度 *2 （八度升、八度降）

全部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显示 LCD 240*64图形
LED  绿 模式 *4 （音色、演奏、乐曲、样板）

播放 *1 （播放）

音库 *9 （鼓、预置、预置 2、预置 3、用户、PLG1、PLG2、PLG3）
组 *8 （A-H)
扩展 *3 （PLG1、PLG2、PLG3）
旋钮 *3 旋钮功能 *3
滑杆 *1 （音量）

红 子模式 *5 （内置采样、工具、文件、混音、编辑）

录音 *1 （录音）

八度 *2 （八度升、八度降）

效果旁通 *2 （插入、系统）

琶音 *1 （琶音开 /关）
PC功能 *4 （选择、哑音 /独奏、目录搜索、单元）
程序 *16 （1-16）

橘  旋钮功能 旋钮功能 *1 （MEQ）
遥控 *1 （遥控开关）

主控 *1 （主控）

总 29(绿)，31(红)，3(橘)

接头接头接头接头接头 后 输出左(单声)/右 耳机 *2
可分配输出左，右 耳机 *2
脚控制器 1.2 立体声耳机 FC7
延音开关 耳机 FC4，FC5
脚开关 耳机 FC4，FC5
MIDI IN/OUT/THRU Din*3
A/D输入(话筒 /线路)  耳机
AC INLET
呼吸 小立体声耳机

耳机 立体声耳机

SCSI
USB
数字输出

最大输出电平最大输出电平最大输出电平最大输出电平最大输出电平

耳机 +18+— 2 dBm
立体声输出 +17+— 2 dBm
单独输出 1、2 +17+— 2 dBm
DAC +17+— 2 dBm

电源要求电源要求电源要求电源要求电源要求 28W(最大)

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 MOTIF6 1048*397*135，15.8公斤
MOTIF7 1048*397*135，18.1公斤
MOTIF8 1048*397*166，28公斤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附带软件  CD-ROM× 1
Windows VOICE EDITOR

FILE UTILITY
YAMAHA WAVE EDITOR
Logic,Cubase demo
PATCH LIST

MAC VOICE EDITOR
FILE UTILITY
YAMAHA WAVE EDITOR
Logic,Cubase demo

音频 音频乐句数据

MSPS DEMO CD-ROM*1
ACID EXPRESS和25LOOPS
手册

电源线

本用户手册中规格及描述仅用于说明。Yamaha公司保留不事选通知，修改规格的权力。请咨询本地 Yamaha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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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请遵守下述事项，以避免不必要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

些注意事项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下的项目：

特别声明

名牌 ：

下面的图显示设备的名牌，上面印刷着设备的序列号和型

号，电源要求等。名牌位置：

名牌位于本产品底部，有型号、序列号，电源要求等。您

需记下这些型号，序列号和购买日期，并将本手册保存好，

以备将来使用。

为确保您的人身安全，请不要擅自拆卸

设备中的部件，内部没有供用户直接使用

或者操作的部分，请聘请专业人士进行设

备维修。

惊叹号提醒用户：文件内有重要

注意事项，用来保证您正常的维修和

操作。

电闪符号警告用户：机壳内有危

险未绝缘电压，有可能造成电击。

重要事项：

所有YAMAHA产品都作过安全测试，以确保在正常使用时，
能正常运行。未经雅马哈公司授权，不要擅自或委托他人拆卸

设备内部的组件。这样做将使您享有的保修失效。

规格改变

本说明书在出版时，其中信息被确认为正确的，但是

YAMAHA公司保留不事先通知，而改变产品规格的权利。

环境保护

Yamaha保证产品适合环保，但为确保我们言行一致，请
注意：

电池注意事项：本产品中有一个焊上的无法再充电的电池，

电池平均寿命为大约为5年。换电池时，应该请专业人士完成。

警告：不要擅自对电池充电、拆卸电池或者将电池置于火中。

让孩子远离电池。根据当地法律处理电池。

处理注意事项:

如果本产品损坏无法修复，或使用年限已到，请遵守当地法

律处理它，包含电池、塑料等。如果经销商无法帮助，请同

Yamaha直接联系。

报废信息：

关于该设备是否报废，不可维修或因某种原因不能行使其

功能，请参看当地相关法律条款及各种规定。

涉及任何由于用户对产品功能不了解（当产品按设计运转

正常时）而引起的额外服务费用， 均不属于上产商的保修服务
范围，而应完全由用户自行负担该费用。请仔细参阅本说明书

并在您要求提供服务之前向您的销售商咨询。

型号：

序列号：

购买日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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