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imai制谱教程
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反正空着也不好

教 程 ： H O L I NA L I T Y



maimai制谱教程
 0.为什么出此教程

 1.准备工作

 2. 乐理及simai语言

 3.认识Majdata及其使用

 4.认识Visual Maimai及其使用



maimai制谱教程
学时安排：（分为五节讲解）
第一节：

0.为什么出此教程
1.准备工作

第二节：
2. 乐理及simai语言 （上）[主要讲乐理]

第三节：
2. 乐理及simai语言 （下）[主要讲simai语言]



maimai制谱教程
学时安排：（分为五节讲解）

第四节：
3.认识Majdata及其使用

第五节：
4.认识Visual Maimai及其使用



学习建议
1：第一章的内容虽然基础，但是设置好了以后就可以减少后续微调的操作

2：第二章内容会偏多，建议看完教程后自行研究他人写的谱面来学习

3：制谱有些时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里能教你的是最基础的使用及操作，不教写配置

4：如果使用Majdata制谱，请一定，一定要学习simai语言（第二章）



0.为什么出此教程
为什么呢？



0.为什么出此教程
1：无乐理知识的学生快速上手

2：初学者少走弯路

3：应群友需求需要教程

4：我也想不起来了



1.准备工作
准备什么呢？



1.准备工作
1：准备文件

2：所需要的制谱工具

3：其他辅助工具

4：练习题



1.准备工作

必要文件：track.mp3  (音频文件)

其他文件：pv.mp4 (背景视频)、bg.jpg (封面)

1：准备文件



1.准备工作

文件格式要求：

◦ 1. track.mp3
◦ 比特率：建议128/192/320kbps，不要使用动态比特率
◦ 采样率：44100Hz
◦ 时长建议不超过3分钟
◦ 建议音乐前2秒留空白*，给节拍倒数留时间

◦ 2.bg.jpg(png)
◦ 建议分辨率400×400像素以上

◦ 3.pv.mp4
◦ 建议H.264编码，1080p分辨率

*实际留白1~2小节，方便对音

1：准备文件



1.准备工作

关于音频剪辑可以通过以下视频学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94y1g7gp

1：准备文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94y1g7gp/


1.准备工作

常见的制谱工具：
◦ 2simai
◦ 太老了没用过

◦ MajdataEdit
◦ 基于simai语言的制谱器

◦ Visual Maimai
◦ 这或许是第一个可视化的maimai同人制谱器*

*视频BV1RS411P79d标题

2：所需要的制谱工具



1.准备工作

关于获取制谱器方式：

◦ Majdata下载地址：
◦ https://github.com/LingFeng-bbben/MajdataView

◦ Visual Maimai下载：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S411P79d
◦ 视频简介中有链接

2：所需要的制谱工具

https://github.com/LingFeng-bbben/MajdataView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S411P79d


1.准备工作

◦ 音频剪辑：
◦ Adobe Audition
◦ FL studio
◦ Cubase

◦ 视频剪辑：
◦ Adobe Premiere
◦ Adobe After Effects

◦ 图像处理：
◦ Adobe Photoshop

3：其他辅助工具



1.准备工作

1.判断题：

◦ 最重要的文件是bg.jpg（ ）

◦ track.mp3的建议采样率为44100Hz（ ）

◦ 音乐前留空2秒是因为我想静静（ ）

◦ 常见的制谱工具有Visual Simai（ ）

◦ 音频剪辑可以用FL studio（ ）

4：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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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工作

2.选择题：

◦ 以下音频比特率哪种不建议使用？
◦ A：320kbps                                   B：128kbps
◦ C：192kbps                                   D：动态比特率

◦ 这个PPT的作者是？
◦ A：Homonality                               B：Liminality
◦ C：Holinality                                   D：Hololive

◦ 或许是第一个可视化的maimai同人制谱器是什么？
◦ A：Visual Maimai B：MajdataEdit
◦ C：Sinmai D：2simai

4：练习题

D

C

A



2.乐理及simai语言
重点！难点！



2.乐理及simai语言
1：引言

2：舞萌乐理学习（重要名词）

3：simai语言精讲

4：初学者常见错误

5：练习题



2.乐理及
simai语言

想象一下你乘坐G1919次列车

◦ 买到了二等座 08车 10排 C座

◦ 还有其他旅客坐在你的旁边

◦ 列车时速350KM/h，很快你就到达上海了
1：引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 G1919次：列车车次

◦ 二等座：乘车席位

◦ 08车：车厢节数

◦ 10排：座位排数

◦ C座：对应座位

◦ 350KM/h：车速

1：引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 G1919次：列车车次

◦ 二等座：乘车席位

◦ 08车：车厢节数

◦ 10排：座位排数

◦ C座：对应座位

◦ 350KM/h：车速

1：引言

◦ 歌曲名称

◦ 歌曲结构

◦ 小节

◦ 小节内第几拍

◦ 对应的音符位置

◦ 歌曲速度(BPM)

◦ 音符• 你/乘客

 可以类比一下。。。



2.乐理及
simai语言

◦ 歌曲名称：

◦ 这个就很简单了吧，是用来识别并辨认歌曲。

◦ 举个例子：

◦ インドア系ならトラックメイカー

◦ 这不就是那首吗？

◦ 青春コンプレックス

◦ 嘿嘿波奇酱

2：舞萌乐理学习（重要名词）



2.乐理及
simai语言

◦ 歌曲结构：

◦ 是指一首歌曲中不同部分的排列和组合方式，它定义了歌曲
的整体形式和进展。

◦ 常见分为：1.前奏 2.主歌 3.副歌 4.过渡 5.间奏 6.尾奏

◦ 类似于高铁上的商务座、一等座、二等座，歌曲的结构也分
为不同的部分。

2：舞萌乐理学习（重要名词）



2.乐理及
simai语言

◦ 歌曲速度(BPM)：

◦ BPM 是用来表示音乐节奏快慢的一个单位。表示每分钟拍数

◦ 120BPM意味着每分钟有 120 拍，每拍相当于60/120秒。

◦ BPM 值越高，表示音乐的节奏越快；BPM 值越低，表示音
乐的节奏越慢。

◦ 就像地铁和高铁的速度，一个很慢，一个很快

2：舞萌乐理学习（重要名词）



2.乐理及
simai语言

◦ 小节及拍数：

◦ 音乐中的一小节包含的拍子数取决于乐曲的拍号。

◦ 拍号通常表示为两个数字，上面的数字表示每小节的拍数，
下面的数字表示每拍的音符时值。

◦ 例如：4/4拍 每小节有4拍，每拍为四分音符。

◦ 假设相当于一节车厢有4排座位，每排座位的位置为1/4的车
厢长度。

2：舞萌乐理学习（重要名词）



2.乐理及
simai语言

◦ 音符以及时值：

◦ 指音符的时长，即音符在音乐演奏中持续的时间。

◦ 常用的音符及其时值：

◦ 全音符   时值为四拍
◦ 二分音符   时值为二拍
◦ 四分音符   时值为一拍
◦ 八分音符   时值为二分之一拍
◦ 十六分音符   时值为四分之一拍

◦ 通常我们听到的十六分交互指的是每个note间隔时长为十六
分音符的时长。

2：舞萌乐理学习（重要名词）



2.乐理及
simai语言

◦ 音符以及时值：

◦ 当然，对于制谱来说可能会用到例如12分音符或者24分音符

◦ 一般常见于3/4拍的歌曲

◦ 例如歌曲：Psalms ～魂の還るばしょ～ *

◦ BPM为64，3/4拍的歌曲

◦ 为了制谱方便会使用12分音符

*BV1e5411L7y8

2：舞萌乐理学习（重要名词）



2.乐理及
simai语言

◦ 音符种类：

◦ 舞萌中比较常见的音符（note）种类：

◦ Tap：最基本的note

◦ Both（Each）：双押（甚至多押？）

◦ Touch：字面意思

◦ Hold：通常说的长条

◦ Slide：星星

2：舞萌乐理学习（重要名词）



2.乐理及
simai语言

◦ 歌曲的信息说明：

◦ 歌曲名称：インドア系ならトラックメイカー

◦ 歌曲作者：Yunomi feat. nicamoq

◦ 歌曲封面：上面的图片

◦ 难度种类：MASTER

◦ 难度等级：13

◦ 制谱人：横撇濑刀叉

◦ BPM：128

2：舞萌乐理学习（重要名词）



2.乐理及
simai语言

本章小节内容取自于SimaiWiki中

◦ 网页地址：
◦ https://w.atwiki.jp/simai/pages/1002.html

◦ 有自学能力的可以查看Wiki自学（或者查看此PPT）3：simai语言精讲
3.1： maidata文件



2.乐理及
simai语言

maidata文件：

◦ 简述：
◦ 包含乐曲信息和simai语言谱面的文件

◦ 如右图所示：

◦ &inote_5之前的内容为歌曲信息

◦ &inote_5之后的内容为谱面内容

3：simai语言精讲
3.1： maidata文件



2.乐理及
simai语言

maidata文件：

◦ &title= 歌曲名称

◦ &artist= 曲师

◦ &first= 音频偏移

◦ &des= 谱师

◦ &lv_5= MASTER难度下的等级

◦ &inote_5= MASTER的谱面内容

3：simai语言精讲
3.1： maidata文件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 简述：

◦ simai语言是一种由Celeca在2013年定义的语言，旨在用普
通字符表示maimai游戏中的各种音符。通过组合半角英数
字符号并遵循特定规则，理论上可以精确地用文字记录任何
maimai谱面。这种记法首次用于2013年2月5日发布的
maimai谱面模拟器“simai”。之后，许多以maimai为
题材的软件开发，simai语言在大多数软件中被用作谱面表
示的记法。*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https://w.atwiki.jp/simai/pages/1002.html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键位）

◦ 关于音符的位置（外键）：

◦ 从右上角的按键开始为1号

◦ 顺时针转依次排序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1

2

3

45

6

7

8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键位）

◦ 关于音符的位置（内屏） ：

◦ 分为A,B,C,D,E区

◦ 像外键一样键值顺时针增加

◦ C1/C2只需写C即可

◦ Fes新要素：
◦ A区/D区 TOUCH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键位）

◦ 就像高铁中一排有5个座位（二等座）

◦ 每个座位坐着不同的人或者没有人

◦ 一个座位不能座2个人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BPM、小节、X分音符、分隔）

◦ Simai语言使用的标点符号皆为半角（一定要记住）

◦ 首先BPM的语法：
◦ 例如：(200) 
◦ 使用“括弧”标记BPM，表示在这一区间的BPM为200
◦ 在不同区间可以规定不同的BPM（遇到变速曲就需要了）

◦ 就像沪昆高速铁路中其他路段可以行驶300KM/h
◦ 但是在壁板坡隧道和何家地隧道就不超过40KM/h

◦ 右图表示该部分
◦ 乐曲BPM为195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BPM、小节、X分音符、分隔）

◦ 前面乐理中讲到了小节以及音符时值
◦ 在simai中基本上是以4/4拍制谱面

◦ 一小节可以用 {1},表示
◦ 其中{x}里面的x表示x分音符，后面的“逗号”表示占一个x

分音符的时值
◦ 同理，也可以用{4},,,,表示一小节

◦ 通过“逗号”进行分隔
◦ 假设有一小节： {16}1,,,,,,,, 5,,,,,,,,
◦ 可以看作一节车厢里有16排座位，乘客1坐在第一排，乘客5

坐在第九排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持续时间）

◦ 持续时间常见于Hold、Touch Hold和Slide中

◦ 例如：{4}1h[8:3],,,,

◦ 后缀“h”表示Hold，中括号表示持续时间

◦ “[a:b]” 其中a表示a分音符，后面的b表示时长有b个a分
音符，中间用“冒号”分开。

◦ {4}1h[8:3],,,,表示时长为3/8小节的Hold
◦ （持续时间与前面的{4}无关）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

◦ 舞萌中比较常见的音符（note）种类（前面讲过）：

◦ Tap：最基本的note

◦ Both（Each）：双押（甚至多押？）

◦ Touch：字面意思

◦ Hold：通常说的长条

◦ Slide：星星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Tap）

◦ Tap：最基本的note

◦ 在分隔（逗号）前写下你想要的音符

◦ 例如：{8}1,,5,,,,,,
◦ 就会在1号键和5号键出现Tap
◦ 两个Tap之间间隔1拍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Tap）

◦ 当然，maimai中也有不同的Tap类型
◦ 就是BREAK Tap和EX Tap
◦ 前者是绝赞Tap，后者是保护 Tap

◦ 例如：{8}1b,,5x,,,,,,
◦ 就会在1号键出现BREAK Tap
◦ 在5号键出现EX Tap

◦ （当然b和x可以叠加，bx就行）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Both（Each））

◦ Both（Each）：双押（甚至多押？）

◦ 顾名思义，就是有两个（多个）音符在同一时刻出现
◦ 就像一排座位中有多名乘客一样

◦ 使用“/”进行并列
◦ 例如：{8}1b/5x,,,,,,,,
◦ 就会1号键和5号键
◦ 在某一时刻同时出现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Both（Each））

◦ 不仅仅适用于Tap，其他音符种类也适用

◦ 例如：{8}B7/B2/Cf/E7/E3/B6/B3/B5/B4/E5,,,,,,,,

◦ 效果如图

◦ 一个键位不能出现两次

◦ 就像一个座位不能座2个人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Touch）

◦ Touch：字面意思

◦ 位置分布如右下图表示

◦ C1/C2只需写C即可

◦ 放置Touch和放置Tap
◦ 原理相同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Touch）

◦ 例如：{16}A8,,A7,,A6,,A5,,A4,,A3,,A2,,A1,,

◦ 就是在上面所标示的判定区中出现Touch

◦ （调慢Touch速度直观一些）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Touch）

◦ 不仅仅有普通的Touch，还有烟花Touch和Touch Hold
◦ 烟花Touch只需在某个Touch音符后面加“f”即可
◦ 例如：{8}B7/B2/Cf/E7/E3/B6/B3/B5/B4/E5,,,,,,,,

◦ 同一时刻烟花只能出现
◦ 在其中一个Touch上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Touch）

◦ 目前来说，Touch Hold只出现在C区

◦ 例如：{8}Ch[4:3],,,,,,,,

◦ 持续时间为3/4小节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Touch）

◦ 甚至可以结束Hold后放个烟花

◦ 例如：{8}Chf[4:3],,,,,,,,

◦ Hold结束后有烟花效果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Hold）

◦ Hold：通常说的长条

◦ 和Touch Hold一样也有持续时间

◦ 例如：{4}2h[1:1]/8h[1:1],,,,
◦ 就会2号键和8号键
◦ 在某一时刻同时出现
◦ 长度为1小节的长条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Hold）

◦ 不止普通Hold，也有Break Hold和EX Hold

◦ 和BREAK Tap、EX Tap如出一辙

◦ 例如：{4}2bh[1:1]/8hx[1:1],,,,
◦ 就会2号键出现Break Hold
◦ 8号键出现EX Hold

◦ （当然b和x可以叠加，bhx就行）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Slide：星星

◦ 通常由星星头和星星组成
◦ 特别记住：星星头到星星滑动之间间隔一拍

◦ 例如：{4}1-5[4:3],,,,
◦ 其中：“1”是星星头的位置，也是星星开始的位置 [起点]
◦ “-”是星星的轨迹形状 [形状]
◦ “5”是星星轨迹结束的位置 [终点]
◦ “[4:3]”是星星从开始动到结束的持续时间

◦ 基本描述格式是[起点、形状、终点、持续时间]的组合。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在时间轴上可以看到星星的时间组成

◦ 隔一拍 星星移动的时间

◦ 前面星星头到星星有一拍的时长

◦ 后面的星星开始移动到结束有3个一拍（1/4小节）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星星的轨迹种类挺多：

◦ 例如下图：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接下来将一一讲解

◦ 在此之前先认识一下起点终点的关系表：

◦ 例如右图*：
◦ 可以看到起点和终点的键位

◦ “-”表示不能起点终点同一位置
◦ “x”表示星星路径不可行
◦ “〇”表示星星路径可行

*https://w.atwiki.jp/simai/pages/1002.html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星星有以下基本路径：

◦ 直线型星星（-）
◦ 外周形星星（< 或 >）
◦ 闪电型星星 （s 或 z）
◦ 扇型星星（w）
◦ 小v字型星星（v）
◦ 大V字型星星（V）
◦ p字形、q字形星星（p 或 q）
◦ 大p字形、大q字形星星 （pp 或 qq）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直线型星星
◦ 用“-”（减号）表示

◦ 路径为直线
◦ 例如：
◦ {8} 5-8[8:1],,4/6,,5,,,,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外周形星星
◦ 用“>”或“<”表示

◦ 路径为外弧线
◦ 例如：
◦ {2} 4/6>8[4:1],3h[4:1]/6,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对于“>”或“<”的方向：

◦ “<”星星向左偏，“>”星星向右偏

◦          1<5[4:1]                                       1>5[4:1]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闪电型星星
◦ 用“s”或“z”表示

◦ 路径为s型或z型
◦ 例如：
◦ {4} 5s1[4:1],,5,,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对于‘s’或‘ z’的形状：
◦ 像字母“s”或者是字母“z”的形状
◦ 如下图表示：

◦          7s3[4:1]                                       7z3[4:1]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扇型星星
◦ 用“w”表示

◦ 路径为扇形例如：
◦ 例如：
◦ {4} 4w8[8:29],,,,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小v字型星星
◦ 用“v” 表示

◦ 路径为过中心的V型
◦ 例如：
◦ {8} 6v3[4:1],,6x,,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大V字型星星
◦ 用“V” 表示

◦ 路径为过屈折点的V型
◦ 例如：
◦ {8} 1V35[4:1],,,,,,,,

◦ 其中:
◦ 起点为“1”
◦ 屈折点为“3”
◦ 终点为“5”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对于大v字型星星
◦ 起点-屈折点-终点的路径需要考虑：
◦ 右关系表的数字代表起点键位
◦ 例如右表：屈折点是3，终点是1，那么起点是5

◦ 起点到屈折点的关系表 屈折点到终点的关系表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p字形、q字形星星
◦ 用“p”或“q” 表示

◦ 路径为绕中心的p或q型
◦ 例如：
◦ {8} 3p1[2:1],,7,,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对于p字形、q字形星星的路径方向：

◦ 用字形来判断：

◦ 从这里开始→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可以判断绕中心逆时针的路径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对于p字形、q字形星星的路径方向：

◦ “p”绕中心逆时针，“q”绕中心顺时针

◦          5p4[4:1]                                      5q4[4:1]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大p字形、大q字形星星
◦ 用“pp”或“qq” 表示

◦ 路径为过中心不绕中心的弧型
◦ 例如：
◦ {8} 8qq5[2:1],,8/4,,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对于大p字形、大q字形星星的路径方向：

◦ “pp”绕逆时针 “qq”绕顺时针

◦        1pp5[4:1]                                   1qq5[4:1]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如何分辨大p字形、大q字形星星：
◦ 路径为过中心不绕中心的弧型
◦ 例如下图：

◦ 起点为3，路径过中心
◦ 顺时针路径，终点为6

◦ 那么这条星星为
◦ 3qq6[a:b]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如何分辨大p字形、大q字形星星：
◦ 路径为过中心不绕中心的弧型
◦ 再例如下图：

◦ 起点为8，路径过中心
◦ 逆时针路径，终点为2

◦ 那么这条星星为
◦ 8pp2[a:b]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同起点星星
◦ 同一个位置延伸出
◦ 两个或多个星星

◦ 用“*”进行组合

◦ 例如：
◦ {4}1b-6[8:1]*-7[8:1],
◦ 1b-4[8:1]*-3[8:1],

◦ 相当于以1号键为起点引出
◦ 6、7号键为终点的直线星星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连接Slide

◦ 在Fes版本中会发现
◦ 有些星星变长了
◦ 实际上是多个类型连接起来

◦ 例如：
◦ {4}6-1-4-7[4:3],,,,

◦ 就是将6-1，1-4，4-7连接
◦ 成为一个整体
◦ 持续时长还是[4:3]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Slide：星星

◦ 通常由星星头和星星组成

◦ 星星头和Tap一样
◦ 也有绝赞星星头和保护星星头

◦ 例如：1bx-5[4:1]

◦ 就是带保护的绝赞星星头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其实还有挺多后缀的，对于初学者来说绝赞和保护已经足够



2.乐理及
simai语言

simai语言 （音符种类—Slide）

◦ Slide：星星

◦ 通常由星星头和星星组成

◦ 星星也有绝赞星星

◦ 例如：1-5b[4:1]

◦ 就是绝赞星星

3：simai语言精讲
3.2： simai语言



2.乐理及
simai语言

初学者常见错误：

◦ 0.全角半角

◦ 1.多押

◦ 2.撞尾

◦ 3.跳区

◦ 4.改变星星时序

4：初学者常见错误



2.乐理及
simai语言

初学者常见错误：

◦ 0.全角半角

◦ 一般中文输入法的标点符号是全角

◦ 而制谱器能识别的是半角符号

◦ 使用前建议把输入法切换成英文以免无法读谱
◦ （本人使用Majdata制谱，微软输入法会自动切换成英文）

4：初学者常见错误



2.乐理及
simai语言

初学者常见错误：

◦ 1.多押

◦ 相信你来学习制谱都知道游戏怎么玩的
◦ 没有人会有第三只手来玩的

◦ 例如右图,很明显的多押
◦ 双手都放在长条上面了
◦ 下面的Tap用什么打？

◦ （写宴谱除外）

4：初学者常见错误



2.乐理及
simai语言

初学者常见错误：

◦ 2.撞尾

◦ 一般在Hold或者星星尾后接一个Tap

◦ 例如：

◦ {4}1-5[4:2],,,5,

◦ 会导致Tap判定出现问题

4：初学者常见错误



2.乐理及
simai语言

初学者常见错误：

◦ 2.撞尾

◦ 详细的撞尾示例可以查看此专栏
◦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48369484：初学者常见错误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4836948


2.乐理及
simai语言

初学者常见错误：

◦ 2.撞尾

◦ 建议初学者先从标准谱面开始学习

◦ Majdata可以判断写出来的标准谱面是否无理
4：初学者常见错误



2.乐理及
simai语言

初学者常见错误：

◦ 3.跳区

◦ 可以查看此视频来去学习: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q4y1f73d4：初学者常见错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q4y1f73d


2.乐理及
simai语言

初学者常见错误：

◦ 4.改变星星时值

◦ 一般来说，星星的星星头与启动时间间隔1拍
◦ 而1拍的时间长短是根据BPM来决定的

◦ 例如想写慢启动星星:(200){4}1-5[100#4:1]
◦ 此时星星按照BPM为100的速度间隔1拍启动

◦ 但是在初学者方面来说，不建议使用
◦ 对之后的规范制谱反而没有好处

◦ 官谱基本上没有变时值星星

4：初学者常见错误



2.乐理及
simai语言

初学者常见错误：

◦ 4.改变星星时值

◦ 对初学者来说：影响之后制谱风格，容易迷失自我

◦ 对玩家来说：初见杀，手感依托，*都不会玩第二次

◦ 来自夜梨的锐评：

4：初学者常见错误



2.乐理及
simai语言

1.判断题：

◦ 90BPM表示每分钟有90拍，每拍相当于90/60秒。（ ）

◦ 十六分音符的时值为十六分之一拍 （ ）

◦ &title、&artist、 &first等是谱面内容 （ ）

◦ 在4/4拍的音乐中，一小节可以用 {1},表示 （ ）

◦ 键号从右上角开始为1号键，顺时针依次增加 （ ）

◦ {4}1h[8:6],,,,表示时长为3/4小节的Hold  （ ）

5：练习题

×

×

×

√

√

√



2.乐理及
simai语言

1.判断题：

◦ {4}1,,5,,两个Tap之间相隔1拍时值。（ ）

◦ {8}15,,,,,,,,表示1号键Tap和5号键Tap双押（ ）

◦ {4}B7/B2/Cf/E5f,,,,会出现2个烟花（ ）

◦ {8}Chf[4:3],,,,,,,,的烟花在Hold之后出现（ ）

◦ {4}2h[1:1]/8h[1:1]/5h[8:1],,,,会判为多押无理（ ）

◦ 星星头到星星滑动之间间隔一拍 （ ）

◦ 存在1-8[4:1]星星 （ ）

5：练习题

×

×

×

√

√

√

√



2.乐理及
simai语言

1.判断题：

◦ “<”星星逆时针转，“>”星星顺时针转 （ ）

◦ s 、z、扇形星星，起点到终点的连线只能是圆的直径 （ ）

◦ 小v字型星星过中心 （ ）

◦ 1V46[4:1]星星的屈折点在4号键 （ ）

◦ p字形、q字形星星分别绕中心逆时针或顺时针 （ ）

◦ 大p字形、大q字形星星路径为过中心不绕中心的弧型 （ ）

◦ 标谱里面就有“连接Slide” （ ）

5：练习题

×

×

×

√

√

√

√



2.乐理及
simai语言

2.选择题：

PPT里面出现的睦月大头是以下哪个角色？
A：古明地 こいし B：浅黄 ムツキ
C：後藤 ひとり D：羽山夜梨

每一拍的速度和什么有关？
A：小节                                            B：Tap
C：钝角                                            D：BPM

以下哪一个星星是1qq5[4:1]星星？
A： B： C： D：

5：练习题

B

D

B



3.认识Majdata及其使用
Majdata是什么



3.认识Majdata及其使用
1：介绍软件并下载

2：软件功能布局

3：实际操作演示

4：常用操作技巧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Majdata是使用Simai格式的开源maimai自制谱编辑器*

详细信息及下载软件链接：
https://github.com/LingFeng-bbben/MajdataView

Or:

https://majdata.net/  *（里面有很多mmfc的谱面可供查看）

1：介绍软件并下载

https://github.com/LingFeng-bbben/MajdataView
https://majdata.net/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将下载地址打开：
出现下图所示页面

  点击右边的Releases1：介绍软件并下载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将下载地址打开：
出现下图所示页面

 点击右边的Releases
1：介绍软件并下载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在新页面中下滑找到压缩包：

 点击文件即可下载

  

1：介绍软件并下载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在新页面中下滑找到压缩包：

 点击文件即可下载

  

1：介绍软件并下载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怎么解压？

请前往：https://www.7-zip.org/ 
自行下载7zip并安装

  

1：介绍软件并下载

https://www.7-zip.org/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解压好后可以得到一个文件夹：

双击打开MajdataEdit.exe即可开始制谱

                                          *如果提示缺少组件会自动跳转浏览器下载组件，自行安装即可

1：介绍软件并下载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就可以开始你的制谱工作了！

1：介绍软件并下载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首先看看MajdataEdit窗口
所有的编辑制谱是在这个窗口完成的

2：软件功能布局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在第一章中的准备文件中已经详细说明
将文件都放入同一个文件夹中：

2：软件功能布局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在MajdataEdit中新建，然后打开track.mp3

2：软件功能布局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即可得到以下界面：

2：软件功能布局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2：软件功能布局

时间轴

时间

流速及背景亮度

难度：类型
难度：等级
乐曲偏移量校准

预览停止/播放

时间轴缩放

文本框，使用simai语言制谱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在顶部栏上 编辑-谱面信息 中
设置你的谱面信息

2：软件功能布局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2：软件功能布局

歌曲名称
曲师
谱师

其他信息

封面设置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title=

   &artist=

   &first=

   &des=

   &lv_5=

   &inote_5=

2：软件功能布局

歌曲名称

曲师

谱师

乐曲偏移量校准

难度：类型/等级

文本框内容

所以文本框内不用写&的信息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再看看MajdataView窗口
谱面预览就看它了

2：软件功能布局

全屏模式
调整窗口大小

背景亮度
音符流速
预览框显示项目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现在可以开始对音，设置难度
然后在文本框中用simai语言制谱了

2：软件功能布局



3.认识
Majdata及其
使用
3：实际操作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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