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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反相机实拍必备基础



22

数
码
摄
影
实
拍
技
法
宝
典

Lesson06 选择正确的测光方式

测光就是测算合适的曝光量，以获得正确光圈和快门组合的过程。单反相机都具备自动测光的功能，主

要包括多区域测光、重点测光、点测光和重点中央平均测光。为了获得正确的曝光效果，需要了解它们各自

的特征，以进行区分使用。

多区域测光也称为评价测光、平均测光、矩

阵测光、多重测光，它将取景器中的画面分割为

多个测光区域，每个区域独立测光，然后整体加

权平均计算出曝光值。多区域测光通常是相机默

认的基本测光模式，适合大多数普通场景拍摄，

是许多摄影爱好者最常用的测光方式。

■多区域测光适用场景

广泛用于风景、抓拍等各种场景，对画面的整体亮度平均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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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测光又称为局部测光、偏重中

央测光，是一种相当专业的测光方法。

它只对画面中央的一块区域进行测光，

以画面中央部分的曝光条件作为主要的

测光参考，测光范围大约是 3% 12% 。

特别适用于逆光、舞台演出等明暗反差

大、光线比较复杂的场景。

■重点测光适用场景

逆光、舞台演出、人体摄影等明暗反差大、光线

比较复杂的场景

重点测光只针对取景区域中的一小部分测光，如果没有正确地选取测光位置，极有可能以错
误的测光数据为依据，拍摄出严重曝光不足或者严重曝光过度的照片。因此，重点测光不适合需
要快速抓拍的题材。

T
I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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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重点测光，点测光的测光范围更小。大多数相机点测光的测光区域为 1% 3% ，将这个较窄区域

测得的光线作为曝光依据。由于点测光的范围更小，因此完全不会受到周围明暗度的影响。

点测光常用于微距摄影，让重要的细节部分曝光更加准确。也常用于人像拍摄，准确地对人物局部（例

如脸部甚至是眼睛）进行正确曝光。在光线分布不均且

反差很大的情况下，如艺术照、新闻特写照片等场景中，

也常常使用点测光。

■点测光适用场景

微距摄影、强烈的逆光、新闻特写、舞台演出等光线比较复杂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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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中央平均测光偏重于取景器中央，然后平均到整个场景。在这种测光方式下，中央部分的测光数据

占据绝大部分比例，而画面中央以外的测光数据则作为小部分比例起到测光的辅助作用。经过相机处理器对

这两部分数值加权平均之后，得到拍摄的测光数据。

重点中央平均测光是一种传统测光方式，大多数相

机的测光算法是重视画面中央约 2/3 的位置，对周围也

给予某些程度的考虑。对于习惯使用重点中央平均测光

的拍摄者而言，用这种方式比使用多区域测光方式更加

容易控制效果。重点中央平均测光特别适合拍摄日常生

活快照和人像照片。

■重点中央平均测光适用场景

主体位于中央的日常生活快照和人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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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07 使用包围曝光把握拍摄机会

如果拍摄现场光线非常不容易掌握，或拍摄时间比较紧张，为了避免错失摄影机会，可以考虑采用包围

曝光进行拍摄。

启用自动包围曝光功能后，相机会按照定义的曝光补偿间隔（如

+/- 1.0 EV、+/- 2.0 EV），以不同的曝光值自动连拍 3 张照片。也

就是在同一场景中拍摄 3 张相同的照片，一张采用标准测光的曝光

值，一张增加曝光量，一张减小曝光量，这样，3 张照片中肯定会

有一张照片的曝光更符合拍摄意图。

白平衡包围曝光与自动包围曝光类似，可以以基准色彩为中心

实现从红色系到蓝色系或从绿色系到洋红色系的色调补偿，最大偏

移量是 3 挡。在使用这项功能时，不需要像使用自动包围曝光那样

一次拍摄 3 张照片，只需拍摄一张照片就能自动生成 3 张不同白平

衡的照片。这样就能够在多种光源的复杂拍摄环境中，拍出自己想

要的色调。

■ - 2.0 EV 曝光补偿                             ■ 无曝光补偿              ■ + 2.0 EV 曝光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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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08 合理设置感光度

ISO 感光度是衡量传统相机所使用胶片感光速度标准的国际统一指标，它反映了胶片感光时的速度。数码

相机引入了这一概念，用 ISO 感光度表示感光的速度，数值越大表示可以在昏暗环境下进行更为明亮的成像。

在相同的曝光条件下，ISO

感光度的高低与快门速度成正

比。ISO 的数值每增加 1 倍，感光

的速度也相应地提高 1 倍。比如

ISO 400 的感光度比 ISO 200 的感

光度提高 1 倍，而 ISO 800 的感光

度比 ISO 400 的感光度提高 1 倍，

是 ISO 200 的感光度的 4 倍，并依

此类推。

■ ISO  200 快门速度为 1/50 秒

快门速度不够，拍摄动态的画面容易变虚

■ ISO  800 快门速度为 1/200 秒

提高 ISO 感光度可以获得更快的快门速度，

这样就可以凝固人物跃起的瞬间动作



28

数
码
摄
影
实
拍
技
法
宝
典

安全快门速度就是能保证手持拍摄时画面清晰的快门速度。高于这个快门速度，就能够保证手持拍摄的

稳定性；低于这个速度，手的晃动就可能会造成照片拍虚。为了获得清晰的拍摄效果，即使在光线充足的情

况下，也至少要使用 1/60 秒以上的快门速度才能消除手持相机晃动的干扰。经过长期训练的专业摄影师，可

以在 1/30 秒的快门速度下手持拍摄出清晰的照片。因此，在室内、暗光等环境中手持拍摄时，如果发现快

门速度低于 1/60 秒，建议提高 ISO 值，在光圈不变的情况下能够使用更快的快门速度获得同样的曝光量。

ISO 感光度除了影响进光量、快门速度外，还会影响到画面质量。在高ISO 设置下，C C D （C M O S）将

光线作为接收信号接收并输出的过程中会使图像产生噪点和杂色。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数码单反相机在高ISO

设置下，画质表现不一，但是它们对于质量的影响趋势是相同的。低ISO 设置下，杂色和噪点少，画面的品

质较好；高ISO 设置下，杂色和噪点多，画面的品质较差。

■ ISO 1600

■ ISO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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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09 认识和使用光圈

光圈由位于镜头内部的可活动的金属叶片组成。在单位时间内，

光圈打开的孔径越大，所能进入的光线也就越多；光圈打开的孔径越

小，单位时间内所能进入的光线也就越少。因此，光圈在控制进光量

进行曝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光圈通过改变光学镜头的有效孔

径，控制光线通过镜头的能力，从而使

感光元件或胶片得到准确的曝光。通过

调整光圈能够控制景深，而且还能调整

镜头的成像品质。

镜头 光圈 感光元件

光圈增大      光圈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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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码相机上，镜头孔径的大小用诸如 f/1.2、f/8、 

f/16 等数字来表示，称之为 f值。光圈数字越小，表示光圈越大。

一般而言，数码相机常见的光圈数值的级数为 1.2、1.4、1.6、

1.8、2.0、2.2、2.5、2.8、3.2、3.5、4.0、4.5、5.0、5.6、

6.3、7.1、8.0、9.0、10、11、13、14、16、18、20、22。

光圈越大的镜头，镜片口径越大，价格也越贵。

通常镜头上会标示该镜头的最大光圈值。如 3.5 5.6，表

示广角端的最大光圈为 f/3.5，远望端的最大光圈为 f/5.6。

在相同的光线条件和快门速度下。光圈越大，进入到相机感光元件上的光线就越多，照片就会比较亮些；

光圈越小，进入到相机感光元件的光线就越少，照片就会比较暗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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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内、阴天、傍晚等光线较弱的环境中拍

摄时，增大光圈能够提升快门速度，以达到安全手

持拍摄的快门速度；如果使用较小的光圈，快门速

度就会降低，手持拍摄时可能会因为手抖而导致画

面模糊。

在拍摄照片时一般都是先对焦再拍摄，理论

上在照片中只有被准确对焦的部分（焦点）才清晰，

焦点前及焦点后的景物会因在焦点以外而显得模

糊。不过，由于镜头、拍摄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在

焦点前后仍然会有一段距离的景物能够被清晰呈

现，而不至于落入模糊地带，这个清晰的范围便称

为景深。



32

数
码
摄
影
实
拍
技
法
宝
典

小景深（或称浅景深）的照片，

只有焦点部分才会清晰呈现，而景

深外的地方则显得十分模糊，使用

大光圈常用来拍人像和静物，这样

可以把前景和背景相互分离，以更

好地突出主体。

大景深（或称深景深）的照片

中，所有景物都显得十分清晰，一

般适合用来拍摄风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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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例举一系列照片来

看看改变光圈是怎样影响照片的景

深效果的。所有这些照片都是在相

同的条件下拍摄的，即照明条件不

变，拍摄距离不变，使用的焦距段

不变，唯一变化的就是光圈大小。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光圈越大，景

深越小；光圈越小，景深越大。

■f /1.4 ■f /2.5

■f /4

■f /14

■f /6.3

■f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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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10 善于运用快门速度

快门速度以秒为单位，在数码单

反相机的液晶显示屏上可以查看当前

的快门设置，在它上面快门速度有几

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快门是镜头前阻挡光线进入的

装置，它决定了光线进入感光元件的

时间长短。快门开合的时间长，相对

的进光量就比较多；反之，快门开合

时间短，进光量就比较少。右侧图例

是在相同的光线条件下拍摄的，其他

参数保持不变，唯一变化的是快门速

度。从中可以看出快门速度越慢，进

光量越多，画面越亮；反之快门速度

越快，进光量越少，画面越暗。

            ■1/125秒                          ■1/160秒                       ■ 1/200秒

            ■1/320秒                          ■1/400秒                       ■1/5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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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的快门速度主要用于拍摄运动题材，捕捉移动主体的瞬间画面，例如，体育摄影、街头抓拍、拍摄

飞奔的动物及飞鸟等。

较慢的快门速度则会营造出流动的效果，常用于拍摄夜景、车流、流水、舞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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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同的快门速度，即使拍摄同一主题，也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动静效果，如拍摄水流。采用高速快

门拍摄的照片富有活力，而采用低速快门拍摄的照片则充分表现出了水的流动感，创造出了宁静的气氛。由

此可见，快门速度不同会使照片的最终效果有着极大的区别。

相机的连拍模式非常适合拍摄高速运动的主体。这组图片在采用高速快门的同时，使用连拍
模式拍摄完成，利用连续照片来表现动感的主体，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T

I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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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1 了解白平衡

由于照片的颜色受光源影响很大，因此，为了便于摄影师还原真实的色彩或者进行自己的创意拍摄，单

反相机都设置了 5 种以上的白平衡模式。首先，来看看常见的白平衡种类和效果。

 日光  阴影  阴天

 白炽灯  荧光灯  闪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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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介绍的白平衡类别外，还包括一些特殊的白平衡设置。

 自动白平衡

自动白平衡是由相机根据目标条件自动判断并调

整的，适用于一般的场景拍摄，比如晴天的户外、光

线充足的室内等。

 用户自定义

自定义白平衡需要随身携带一张标准的白纸，或

者在镜头盖的内部装一张白色卡纸。这样，只需要在

现场环境下拍摄白纸，然后启动手动白平衡设置，使

相机“参照”白纸设置白平衡即可。相机的生产厂商

和型号不同，自定义白平衡的方式也会有所区别。

 色温

色温用数值设置白平衡的颜色。随着色温下降，

光源的色彩逐渐偏向暖色。色温上升，光源的色彩则

逐渐偏向冷色。

白平衡本身的目的是力图还原真实的色彩。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要故意选择“错误”的白平衡，进

一步强化我们所需要的色彩，得到想要的画面效果。例如，在夜幕降临时拍摄城市夜景，可以采用钨丝灯模

式来强化天空的蓝色，以表现出更迷人的画面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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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山景摄影实拍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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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27 山景拍摄通用技法

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名山大川举不胜举，到处都有旖旎的风光和秀美的山川。游览壮丽的名

山大川，寻访神奇的古代遗迹，把所见所闻所感用相机真切地记录下来，抒发由衷的感慨和情怀，的确是人

生的一大乐事。本章将介绍山景拍摄的方法和技巧。

拍摄山景的摄影器材除了相机以外，最好配备一个广角镜头和一个长焦镜头。这样，无论是拍远处耸立

的山峰还是拍邻近的峻岩峡谷都能应对自如。除此之外，性能优良的三脚架、具有防雨功能的背包以及充足

的电池也是必不可少的。

广角镜头可包容许多景物，而且景深

范围大，便于表现宽广的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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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焦镜头用于突出主题，

表现细节和拉进远方的景象。

拍摄山景时，为获得较大的景

深范围，常选择小光圈拍摄，这样

快门就会相应减慢，为保证画面清

晰，则需使用三脚架稳定相机。山

上往往地形复杂，经常山风很大，

所以要选择便于携带且坚固的三 

脚架。

摄影包最好用双肩背带，背起来感觉双肩、腰部舒适为佳，以便

在走长路时减少肩部的疲劳，在险峻的地方腾出双手。由于山区的天

气多变，因此相机包必须是能防水的。

另外，出行前还要检查相机包的背带是否结实，相机电池是否充足，

并根据行程准备备用电池，否则登上山顶，面对大好风光而相机没电，

真会让人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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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山景时的位置选择很有讲究，一般要选择较

高的地势。如果在山腰或者谷底拍摄，则很难展现山

川的全貌，也常常会由于透视变形的结果，使原本峻

峭的山峰显得既不陡也不高。登上山顶拍摄，则可以

感受到整座山的雄伟气势，令人不禁想起“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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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山景时，要注意横竖构图的结合运用。

使用广角镜头拍山岭的横幅画面，开阔的视野可

以把山势连绵起伏的景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拍摄

山峰的竖画面，会使山岳的透视感戏剧性地增强，

从而产生一种高大纵深的感觉，很好地表现出了

山峰的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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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山景要注意光线的灵活运用。

顺光拍摄山景，画面明亮，能够很好地

表现树木、蓝天的色彩，但山的立体感

较差；侧光拍摄山景，可以描绘出山体的

线条，展现山岭的层次，使画面更具立体

感，通过色调的明暗对比，画面层次丰富，

视觉效果较好；选择逆光拍摄，景物大部

分处于阴影中，可以通过轮廓光或者强

烈的明暗对比，突出山峦层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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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山景常常会使用前景搭建

画框来集中观众的视线。最常见的

是利用岩洞、树木。这样的画框形

态多样，富于变化。通过画框的形

状和明暗对比能够集中观者的视线，

透过这个“框”去观察画面所突出

表现的主体，能够让画面视觉效果

显得层次分明。

在万里无云的晴天拍摄山景，天空与山景形成较大的反差时，选用滤光镜

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渐变镜的构造一半为透明，一半为橙色或者蓝色，彩

色密度逐渐减少。拍摄时，可将透明的一半置于镜头的下半部分，彩色的一半

置于镜头的上半部分，这样原先过于明亮的天空由于受到滤镜的影响，就会在

照片上变得深暗，而地面上的山景在透明的一半滤镜下则没有受到影响，仍保

持原来的色调，两者之间的明暗反差相对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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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28 怎样拍好圣洁的雪山

拍摄要点：大雪过后，天空就像水晶一样透明，勾勒出山峦简洁的轮廓，使银装素裹的山景显得十分圣

洁，怎样才能很好地表现雪峰呢？

Step 1 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光圈优先，并设置光圈为 f/8 f/16。

Step 2 将 ISO 设置为 100，以保证良好的画质。

Step 3 + 0.3EV + 1.5EV 曝光补偿，以更好地表现雪峰的洁白。

Step 4 将测光模式设置为平均测光，针对雪峰上的亮度进行均匀的区域测光。

Step 5 半按快门测光、对焦。

Step 6 保持半按快门状态移动相机重新构图。

Step 7 确定取景范围后完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

Step 8 回放照片，如果效果不够满意，适当调整曝光补偿值重新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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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雪山最好选择晴天，并用

前侧光或者侧光表现雪山的明暗层

次，使画面影调富于变化。需要注

意的是，雪峰在阳光下反光极强，

亮度很高，与山石的明暗反差较大，

最好使用偏振镜，过滤一部分积雪

的反射光，提高画面的色彩饱和度。 

拍摄雪山时，为了表现拍摄对象的影调层次和白雪的质感。曝光时如用相机内置的测光系统测光，容易

产生曝光不足，此时应使用曝光补偿，增加 1 2 挡曝光量，或用点测光对中间色调部分测光，然后将其锁定

后再重新构图拍摄。另外，在拍摄不同景别的雪景时，还要注意随时调整相机的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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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29 怎样拍摄广阔视野的全景照

Step 1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

Step 2 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光圈优先，并设置光圈为 f/11 f/22。

Step 3 将 ISO 设置为 100，以保证良好的画质。

Step 4 将测光模式设置为评价测光。

Step 5 将镜头的对焦模式设置为手动，手动对焦要保持焦点一致。

Step 6 半按快门对画面中亮度均匀的区域进行测光。

Step 7 切换到手动曝光模式，根据相机测出的参数设置光圈和快门速度。

Step 8 移动相机重新构图，确定取景范围后完全按下快门进行拍摄。

Step 9 保持相机位置不变，转动镜头进行后续的拍摄。

拍摄要点：想要表现山景的壮阔，全景照是最佳选择。首先掌握正确的拍摄方法，拍摄一系

列山景照片，然后用后期处理软件将它们拼接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创作出壮观的全景作品。

第一张照片对焦和构图完成后，在整组照片的后续拍摄过程中要保持焦距不变，因
此，需要将相机切换到手动对焦方式进行拍摄。T

I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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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全景照片，需要保持相机水平，并使用带旋转云台的三脚架，保证拍摄位置和机位

高度不变，仅仅改变镜头的角度，以保证拍摄照片组视点一致。

很多人在拍摄全景照片时，都希望用尽可能少的照片数量进行拼合。实际上，拍摄的数

量越少，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镜头的广角端。而广角端透视效果强烈，尤其是画面的边缘容

易发生扭曲，拼接时很难做到天衣无缝。因此，拍摄时应该选用变形较小的中长焦镜头，这

样的方式虽然增加了拍摄的照片数量，但制作后的画面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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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一系列照片时，要保证曝光设置一致，也就是说要使用同样的光圈和快门速度。在操作时可以将相

机设置为光圈优先，以较小的光圈获得大景深，然后拍摄一张样片，目的是保证曝光准确。如果曝光效果满意，

就切换到手动模式，按照样片的光圈、快门来设置参数，保持光圈快门组合不变。

在拍摄过程中，每张照片应预留 15% 40% 的重叠区域。重叠区域过少，在后期处理时可能无法组合出

完整的全景照片。不过，图像重叠部分也不宜过多，图像重叠区域达到 50% 或更多时处理起来同样会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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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32 怎样拍摄山间高大的树木

拍摄要点：山间茂密的树林、高大的树木表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想要表现好茂密的树林和高大的树

木，拍摄时机位角度的选择很有学问。

Step 1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

Step 2 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光圈优先，并设置光圈为 f/8 f/13。

Step 3 将 ISO 设置为 100，以保证良好的画质。

Step 4 将测光模式设置为平均测光，+1EV + 2EV 曝光补偿。

Step 5 半按快门测光、对焦。

Step 6 保持半按快门状态移动相机重新构图。

Step 7 确定取景范围后完全按下快门进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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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仰视的角度拍摄树木，可以增强画面的透视感，

让树木显得高耸挺拔，同时以简洁的天空为背景能够

更加突出树干的造型。

置身于树林之中，抬头仰望会发现向天空伸展的树木有种强烈的聚集感。选择广角镜头以低

角度仰拍树冠，可以强化这种汇聚线条。有意识地将放射状线条安排在画面中央，可以形成强烈

的视觉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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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33 怎样捕捉到穿透树林的光芒

拍摄要点：在树林中拍摄时，除了通过改变拍摄角度来表现树木的茂密、高大之外，巧妙利用光线的造

型作用，也是突出画面效果的重要手段。

Step 1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

Step 2 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光圈优先，并设置光圈为 f/16 f/22。

Step 3 将 ISO 设置为 100，以保证良好的画质。

Step 4 将测光模式设置为中央重点测光，针对高光区域外缘测光。

Step 5 - 0.3EV - 1.5EV 曝光补偿。

Step 6 半按快门测光、对焦。

Step 7 保持半按快门状态移动相机重新构图。

Step 8 确定取景范围后完全按下快门进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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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光拍摄树林间透射的光线时，尽可能地收小光圈，很容易表现出“光芒四射”的画面效果。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种环境下明暗反差强烈，要正确设置曝光补偿才能很好地表现出树叶的色彩。

阳光透过树梢洒下的光线斑斑

点点，明与暗的对比让观众的视线

集中，光线以放射状向四周延展，

很好地表现出树叶透明的质感和浓

艳的色彩。拍摄时，适当地减少曝

光补偿来压暗森林内部的光线，使

阳光投射的线条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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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34 怎样拍摄出晶莹剔透的树叶

拍摄要点：在洒满阳光的树林中拍摄时，也可以使用长焦镜头选择一片或几片树叶，表现光线穿透叶片

的灵透如玉的色彩。

Step 1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

Step 2 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光圈优先，并设置光圈为 f/2.8 f/5.6。

Step 3 将 ISO 设置为 100，以保证良好的画质。

Step 4 将测光模式设置为点测光。

Step 5 + 0.3EV + 0.7EV 曝光补偿。

Step 6 半按快门针对树叶亮部测光、对焦。

Step 7 保持半按快门状态移动相机重新构图。

Step 8 确定取景范围后完全按下快门进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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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逆光树叶最好选择大

光圈的长焦镜头，大光圈可使

复杂凌乱的背景模糊、虚化，

从而突出主要表现的树叶。长

焦距可以压缩空间，同时也能

起到虚化背景的作用。在拍摄

时，还需要为镜头加装遮光罩，

避免眩光影响。

逆光拍摄花卉、植物等轮廓清晰、质感透明的景物时，应选择暗色背景来衬托。曝光时以高光部位作为

测光依据，以造成较强的光比反差，强化逆光效果，达到轮廓清晰、突显主体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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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逆光树叶时，选择一个相对较暗的背景能够使主体的形态更加突出。这时，由于主体明亮、背景

较暗，使用普通的平均测光方式，会出现曝光过度的问题。可以根据暗部背景的面积大小将曝光补偿设置为

-1 EV 左右。另外，也可以用中央重点测光或者点测光，对着高光部分测光，并根据试拍结果进行补偿。遵

循的原则是背景过亮，增加EV值；背景过暗，减少EV值。

在有风的天气里，要使用大光圈来提高快门速度，也可以适当提高ISO 值，以避免风吹树叶时
的晃动导致画面模糊。T

I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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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落实拍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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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35 拍摄日出日落的通用技法

日出日落是广大风光摄影爱好者经常选取的题材之一。这不仅在于红日本身的美，还在于千变万化的光

晕色彩，展现出分外瑰丽的景色。由于日出与夕照景色的变幻万端，瞬息即逝，所以拍摄前要做好充分的准

备工作。

拍摄日出和日落的最佳季节是春、秋两季。这两个季节比夏天日出晚、日落早，对拍摄有利，在春秋云

层较多时，比较容易遇到“彩霞满天”的情景，这可以增加拍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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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日出、日落时，选择拍摄地

点对作品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选

择地势高、视野开阔的拍摄地点，可以

居高临下俯瞰大地，很容易就能拍摄到

周边的景物，这样的摄影点更容易拍出       

佳作。

拍摄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的黄金时

段，是太阳出没于地平线前后约 20 分钟。

在这个时段里，人眼直接观看太阳不会

感到刺眼。

日出、日落的光线变化很快，因此

要善于抓住这短暂的拍摄时机。日出应

该从太阳尚未升起，天空开始出现彩霞

的时候就开始拍摄；而日落则应该从太

阳光开始减弱，周边天空或者云彩开始

出现红色或者黄色的晚霞时就开始拍摄。

需要提早一小时左右抵达拍摄地点，并

完成各项观察与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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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日出、日落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而拍摄的时机却极其短暂，通常，

我们需要准备以下一些重要器材。

 三脚架：使用三脚架能够保持相机稳 ‹

定。更重要的是，提前到达拍摄地点后，

还可以占据有利地形，将相机放在三脚架

上预先取景构图，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长焦镜头：如果太阳本身就是画面主 ‹

题，则需要使用长焦镜头。通过长焦拍摄压

缩空间距离，可以使太阳显得更大一些。

 遮光罩：在逆光环境下拍摄，画面上容 ‹

易出现眩光。有效的方法是在镜头前加装

遮光罩，以避免镜头直接对准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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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日出与日落通常采用“光圈优先”拍摄模式。拍第一张时，尽量不要使用过大或过小的光圈，不妨

以 f/5.6 f/8 的中等光圈拍摄。随着太阳逐渐爬升，天空越来越亮，四周景物逐渐明晰，这时，可以把光圈逐

渐缩小到 f/16 f/32。拍摄日落时则相反，开始时使用 f/16 f/32 的小光圈拍摄，然后逐渐增大到 f/5.6 f/8 的

中等光圈。这样，可以在保证足够进光量的同时，获得最佳的画面质量。

日出、日落的时间非常短暂，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每一分钟的色彩都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比如，日

落大至可分为 4 个过程：太阳变黄；进而变红；消失在水平线上以后，天空由红转紫；再转为深蓝。

数码单反相机可以方便地设置白平衡。选择日光白平衡时画面偏黄色，选择钨丝灯白平衡时画面偏蓝色。

拍摄日出日落通常选择日光白平衡，因为这种偏黄的色调能够更好地表现夕阳或者朝阳时分的氛围。我们建

议使用 RA W 格式拍摄，这样能为后期自由改变白平衡保留更大的操作空间，同时避免在白平衡设置和调整

的过程中延误拍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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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36 日出日落测光非常重要

拍摄日出、日落时，光线变化快，明暗反差大，拍摄同样的场景时，选择不同的测光点，会呈现出完全

不同的效果。常用的测光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表现云彩、霞光时，要注意避免强烈的太阳光干扰测光，也无需考虑地面亮度，测光应以天空为主。可

以使用镜头的长焦端，以点测光或中央重点测光模式对天空的中等亮度区域测光。只要这部分曝光合适，色

彩还原正常，就可以获得理想的画面效果。测光完成后，锁定曝光值重新构图、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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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拍摄日出日落会附带拍摄水面景色。此时，可以以水面亮度为准进行测光。由于光线经水

面折射后要损失一挡左右的曝光量，因此水面倒影与实景的亮度差异在一挡左右。可以根据试拍效果适当增

加曝光补偿，得到理想的曝光效果。

一般拍摄日出日落时都难以兼顾地面景物的曝光，针对地面景物测光，天空部分很容易曝光过度。有条

件的摄影爱好者最好准备一个中灰渐变镜，它能降低天空近两挡的曝光量，将天空亮度压暗，改善画面反差。

这时即使按照平均亮度测光，也能够得到曝光准确、层次丰富的画面效果。

如果手边没有中灰渐变镜，也可以分别对天空和地面测光，在同样的位置和角度拍摄两张照
片，然后在后期处理软件中合成照片，使天空和地面都获得正确的曝光。T

I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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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日出日落时要特别注意，当太阳

在天空很刺眼时，用相机直接对准太阳拍

摄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此时，太阳的亮度

还很强，会让拍摄者的眼睛感到不适，强

烈的太阳光也会灼伤相机的感光元件，尤

其是用长焦镜头拍摄时更是如此。

太阳接近地平线时，人眼可以直视太

阳而不觉得刺眼，此时透过取景器去观察

太阳是安全的。如果仍然觉得太阳过亮，

最好是缩小一挡或两挡光圈，如果采用

f/16 或者更小的光圈时，可以获得光芒四

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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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37 怎样拍摄好初升的太阳

拍摄要点：初升的太阳的颜色是鹅蛋黄，非常漂亮，如果等到太阳完全升起，红色的氛围就消失了。怎

样才能抓住时机拍好初升的太阳呢？

Step 1 选择太阳接近地平线的时候拍摄，光线相对柔和。

Step 2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并在镜头前加装遮光罩。

Step 3 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光圈优先，设置光圈为 f/16 f/22。

Step 4 将 ISO 设置为 100，保证良好的画质。

Step 5 将曝光补偿设置为 +0.3EV + 1.5EV，更好地表现光线色彩。

Step 6 将测光模式设置为局部测光，针对太阳周围亮度均匀的区域测光。

Step 7 半按快门进行测光后，按下曝光锁定键锁定当前曝光值。

Step 8 移动相机重新构图，半按快门针对水面对焦。

Step 9 确定取景范围后完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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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点测光或者局部测光时，可以针对太阳上方较亮的区域测光，这样能够大大提高曝光的成功率。采

用这种方式可以把被日光染红的区域压暗，使画面色彩浓郁。

无论是横构图还是竖构图，如果太阳本身是主体，通常将太阳置于画面下方大约 1/3 的位置，在画面上

方保留大面积的天空，以营造出太阳的上升感。

拍摄初升的太阳时也常常将广阔的海面和地面景物纳入画面，将太阳放在画面上方 1/2 1/3 的位置。用

渔船、海面的反射光、岩石等前景的景物来渲染画面，营造出深远感和延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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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38 怎样拍摄出大大的太阳特写

拍摄要点：在观赏日落时，我

们总是感到太阳特别大，但拍成照片

后却会感到很小，如何使太阳足够大

呢？

Step 1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并在镜头前加装遮光罩。

Step 2 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光圈优先，设置光圈为 f/16 f/22。

Step 3 将 ISO 设置为 100，保证良好的画质。

Step 4 将测光模式设置为点测光，针对太阳周围亮度均匀处测光。

Step 5 半按快门进行测光后，按下曝光锁定键锁定当前曝光值。

Step 6 移动相机重新构图，半按快门对近处的植物对焦。

Step 7 确定取景范围后完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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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长焦镜头可以把太阳放大，焦距每增加一

倍，太阳的尺寸也被放大一倍，这使得画面产生一种

不同于我们日常所见到的景象。例如，用35m m 的镜

头拍摄的照片上，太阳的直径是焦距的1/100。如果

是50m m 的标准镜头，太阳的大小仅仅是0.5m m ；用

200m m 的镜头，太阳的大小为2m m ；用400m m 镜

头，太阳为4m m 。

用长焦镜头拍摄太阳时，由于焦距过长 ,轻微的

震动都会影响到相机成像 ,使画面模糊，这时使用三

脚架是非常必要的。另外，直接拍摄太阳，最好不要

在光线太刺眼时进行，否则画面会产生眩光或者画面

曝光过度影响画质，此外还会对相机造成损坏。

拍摄太阳特写时，太阳往往会占据画面的大部分

面积，因此要善用地面的草、树木、飞鸟等景物来衬

托画面，否则，单独拍摄太阳会显得单调、缺乏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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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39 怎样拍摄日出日落的全过程

Step 1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并在镜头前加装遮光罩。

Step 2 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光圈优先，设置光圈为 f/16 f/22。

Step 3 将 ISO 设置为 100，保证良好的画质。

Step 4 设置自动包围曝光量为 -1 + 1 挡。

Step 5 将测光模式设置为点测光，针对太阳周围亮度均匀处测光。

Step 6 半按快门进行测光、对焦。

Step 7 保持半按快门状态移动相机重新构图。

Step 8 确定取景范围后完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

Step 9 观察太阳的位置变化，间隔一段时间再次测光、构图并完成拍摄。

由于日出日落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中，环境光线的亮度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日出时，
由暗变亮应逐步缩小光圈；日落时，由亮变暗应逐步扩大光圈。T

IP
S

拍摄要点：完美的日出日落是难得一见的，在这个动人的时刻，用相机记录日出日落的全过程有着非凡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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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日出日落的组照，最好使用相同的构图

方式，不统一的构图会显得画面凌乱，不能表现

出一个完整的过程。

在点测光的基础上使用自动包围曝光是个聪

明的做法，在日出或日落的复杂光线条件下，可

以用包围曝光（±2 挡范围内以 1/3 挡为单位调节）

连续拍摄 3 张照片，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照片的成

功率。

要想拍摄日出日落的不同阶段并且使照片的

曝光完全正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太阳在高

处时，光线比较强，随着它逐渐下降，光线也越

来越暗，所以在拍摄时要使用不同的曝光组合。

如果一直采用相同的光圈，那么曝光时间就要逐

渐延长，以保证记录日落过程中各个瞬间的多张

照片得到精确的、相似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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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40 怎样展现满天的彩霞

拍摄要点：日出日落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一定拘泥于只盯着太阳去拍，彩云和霞光美丽的影调，同样

是辉煌壮观的自然景观。

Step 1 选择日出之前或者日落之后，云彩能够很好地反射出太阳的光线。

Step 2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并在镜头前加装遮光罩。

Step 3 将相片格式设置为 RA W ，以便于后期调整色温值。

Step 4 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光圈优先，设置光圈为 f/16 f/22。

Step 5 将 ISO 设置为 100，保证良好的画质。

Step 6 将测光模式设置为局部测光，针对云彩光线均匀的区域测光。

Step 7 半按快门进行测光、对焦。

Step 8 保持半按快门状态移动相机重新构图。

Step 9 确定取景范围后完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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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美丽的云霞时，选择不同的白平衡设置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氛围。例如，下

面的两幅作品，以日光白平衡模式拍摄，场景的色调偏向橙红；将白平衡设置为钨丝灯模式，

天空会呈现出纯净的蓝色。

以上两幅作品，各自有它们表现的侧重点，并不能简单地判

断哪张好哪张不好。因此，拍摄这类题材时，使用 RA W 格式可

以为后期以不同的白平衡调整来表现创意保留更大的操作空间。



99

第
5
章

Lesson41 怎样拍好光芒四射的霞光

拍摄要点：“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是云层遮住太阳时出现的美景，这个时候太阳的光线会从云层的背

后射出，形成放射状的光线，使得照片更具有生动感。

Step 1 选择太阳被云层遮挡的时刻，此时阳光从云层后透射而出。

Step 2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并在镜头前加装遮光罩。

Step 3 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光圈优先，设置光圈为 f/16 f/22。

Step 4 将 ISO 设置为 100，保证良好的画质。

Step 5 将曝光补偿设置 -0.3EV - 1.5EV，以更好地表现光线四射的效果。

Step 6 将测光模式设置为点测光，针对云彩暗部进行测光。

Step 7 半按快门进行测光、对焦。

Step 8 保持半按快门状态移动相机重新构图。

Step 9 确定取景范围后完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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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以云彩为拍摄对象。通

常在这种逆光条件下，地面景物显

得较暗，与云彩反差较大，在合理

的曝光参数下，适当地将光圈缩小，

会得到“光芒四射”的效果。

很多摄影爱好者通常有这样的

疑问：为什么我拍摄的日出或日落

的照片色彩没有那么浓郁呢？

其实，原因在于曝光量的掌握

问题，曝光不足使整个画面色彩沉

闷，红橙色的云彩发暗，失去鲜艳

效果；倘若曝光过度，画面色彩浅

淡。想让拍摄的日出或日落的照片

拥有更饱和、更完美的色彩，就要

进行合理的曝光补偿调整。曝光不

足，色彩的饱和度便有所提高，但

同时画面的暗部细节损失较严重。





感谢您在茫茫书海中拾起本书，希望一段奇妙的摄影旅程就此展开⋯⋯

随着数码单反相机以惊人的速度在普通消费者中迅速普及，它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亲切

度渗透于我们的生活空间，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每个人都在用相机记录身边发生

的事、路过的美丽风景、有关亲朋好友的记忆等。它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打开一个又一个视觉空间，

让我们了解社会，体味人生，记录人生的感动瞬间。

不过，对于很多摄影爱好者来说，虽然拥有了一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面对绚丽的风景、美

好的瞬间时，拍摄出来的却常常是平淡无奇，甚至是失败的照片。为什么？摄影是技术也是艺术。

它需要您掌握摄影基础知识，熟悉摄影器材，精确地控制相机的光圈大小、快门速度、测光方式等

各项参数。还需要美学的基础知识，选择和控制光线、学会构图、掌握画面的色彩搭配，以艺术的

眼光看世界。

前言



这看起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对于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来说，需要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太多太

多⋯⋯这也是一些摄影爱好者购买了单反相机后，常常把它设置为自动模式拍摄的重要原因。实际上，

每个人都希望把照片拍得更好。有没有一种简单、实用并且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摄影爱好者更加轻

松地掌握摄影技巧呢？这就是本书的核心——场景！

从整个摄影的范畴来说，要掌握的知识非常多，但是，具体到某一个要拍摄的场景，无论是相

机的参数设置这样的技术问题，还是构图、色彩、光线这些美学知识，都变得更加简单而具体了。

只要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注重几点技巧和要领，就一定能够拍出更好的照片！

本书精选了 126 种生活中常见的典型场景，对每个场景都进行了详细分析，介绍了场景的特征、

拍摄参数和实拍步骤，并将 417 个实拍技巧融入到疑难解析之中，无论是参数调整这样的技术问题，

还是构图、色彩、光线这样的美学问题，都为您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讲解。

本书的内容组织有两个重要作用：首先，在拍摄某一个场景遇到困惑时，可以把本书作为快速

指南。只需要找到相应的页面，就能够快速解决问题，拍出更好的照片！另外，也可以把它作为一

本数码摄影学习手册，放在案头细细研读。一本场景式的书籍比传统的教学手册更加生动、具体，

也更容易让您快速领悟各项技术要领背后的深层原因。通过学习掌握一个一个典型场景的拍摄要领

后，一旦拿起相机，就会发现很多曾经困惑的问题迎刃而解，摄影水平也突飞猛进。最终，所有的

技巧将自然地融入到您的摄影实践中，成为您自己所熟知的知识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为本书提供精美照片的摄影师，感谢模特敬业和精彩的演绎，特别感谢

泰格视觉首席摄影师赵楠、北京范儿风尚摄影工作室资深摄影师黄燕明，高级造型师、模特念儿，

模特真真、萧萧，摄影师陈惠茵、宋昊睿、杨昕宇、沈菁，以及曾宪琦、李思禹、吴宁、王雪力、

李萍、王广宜、蔡扬、王颖、丛越、王新美、孟凡利、孙京秀、李祖英、陈禹、杨晓蓉、王利兵、

夏国兵、刑建辉、杨丽月、赵娜、赵双、曹丽霞、陈术玲、崔维艳、丁剑等人参与本书的摄影、资

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本书反复修改、勘校再三，力求严谨细致，但仍可能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如果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发电子邮件给本书作者 artw yh@ sohu.com 。

希望本书能够帮助您拍出好照片，充分享受摄影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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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前景营造深远感  92

使用长焦镜头   94

注意防抖与镜头进光  94

善用前景避免单调   94

选择同样的构图   96

使用包围曝光提高成功率  96

使用RAW格式更好地控制色调  98

尽量将光圈缩到最小  100

利用曝光不足增强画面色彩  100

用侧光表现丰富的层次  102

正确选择测光点   102

剪影具有强烈的表现力  104

保持画面简洁   104

正确选择测光点   105

注重太阳与景物重叠的瞬间  105

什么是眩光   107

利用眩光来为照片增色  107

05
日出日落实拍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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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快门速度决定动感表现  111

选择拍摄时间避免曝光过度  112

避免水面发暗天空过曝  113

倒影的对称之美   114

流畅的线条之美   115

瑰丽的色彩变幻之美  115

精致的小景之美   116

神秘的光影反差之美  116

使用慢速快门表现柔美的动感 118

低角度仰拍水流   118

高速快门使水滴凝固  120

仰拍表现瀑布的气势  120

清晨的光线和前景   122

善用倒影强化色彩   122

调整色温表现冷暖色调  123

逆光低角度表现波光层次  125

增加曝光补偿突出水面反光  125

使用长焦镜头表现波纹旋律  125

使用手动模式获得最佳曝光组合 127

用高速连拍捕捉完美的形态  127

选择晴天表现色彩层次  129

登高望远表现优美的形态  129

清晨和傍晚突出光影对比  130

注重构图丰富画面效果  130

选择低调拍摄手法   132

减少曝光量压暗背景  132

小面积的亮调让画面更具生气 132

水景摄影实拍技法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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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雪景摄影实拍技法

07 选择时间突出质感   135

正确测光和准确曝光  135

选择明暗反差大的局部对焦  136

利用前景提高表现力  137

选择有反差的背景   138

寻找生命的气息   138

拍出雪花飞舞的动感  139

雪景拍摄注意事项   139

增加曝光补偿表现雪的洁白  141

根据景物搭配灵活运用  141

有表现力的侧光和侧逆光  143

以暗色背景衬托   143

顺光方向天空最蓝   145

使用偏振镜让天更蓝  145

影调清淡的“高调”照片  147

选取浅色调的景物   147

采用柔和的光线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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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夜景摄影实拍技法

选择通透度高的天气  150

选择视野广阔的拍摄点  151

天色将暗是最佳时机  151

以低ISO获得最佳画质  152

使用遮光罩避免杂光  152

使用三脚架保证画面清晰  153

避免最微小的震动   154

拍摄时机是表现蓝调的关键  157

白平衡设置带来魔术般的效果 157

安全快门速度是保证清晰的前提 159

使用大光圈提高快门速度  159

 借助支撑点保持稳定  159

使用快门优先确保画面清晰  161

曝光不足的警告信息  161

提高ISO表现光影层次  161

使用广角拍车流量大的街道  163

汽车前灯和尾灯呈现不同色彩 163

快门速度决定光轨长短  163

小光圈才能拍出星芒效果  165

不同的镜头星芒效果有区别  165

使用星光镜轻松获得理想效果 167

使用星光镜要慎重   167

准备工作非常重要   169

光圈和快门组合   169

使用B门高级技巧   170

表现细节的关键在曝光  172

不宜使用过慢的快门速度  172

用焦段控制月亮的大小  172

虚幻柔美的焦外成像  174

选择手动对焦模式的原因  174

尽可能开大光圈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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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人像摄影通用技法

定焦镜头符合视觉感受  178

长焦镜头能使背景虚化  179

广角镜头融入现场气氛  180

特写人像感染力强   181

半身人像印象深刻   181

七分人像表现动作   182

全身人像交代环境   182

顺光平淡整洁   183

侧光富于立体感   184

逆光突出轮廓   185

清晨和傍晚柔和的散射光  186

避开正午的直射光线  187

仔细观察发现模特的美  188

充分调动模特的情绪  189

避免正面直线站立   191

让四肢形成美丽的曲线  192

手部的姿态和完整   193

坐姿避免深陷   194

眼神和嘴唇展示神态  195

道具为人物增添活力  195

“三分法”简单易用的构图方式 196

永远对焦在人物的眼睛上   197

尝试俯视和仰视角度  197

用光圈控制照片的清晰范围  198

巧妙利用反光板和闪光灯  199

第三篇 人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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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外景人像实拍技法

选择中长焦段镜头避免变形  203

大胆裁切构图力求饱满  203

注重眼神刻画和情感交流  204

避免过大的光圈   205

光圈越大背景越模糊  207

背景离模特越远越模糊  207

长焦的模糊背景与压缩空间双重作用 208

相机离人物越近背景越模糊  208

为什么在画面中安排前景  210

怎样让前景出现虚化效果  210

注重准确对焦和锁定焦点  210

选择顺光方向天空更蓝  212

逆光针对天空测光   213

适当压暗天空色彩更饱和  213

尽量使用柔和的散射光  215

增加曝光补偿使婚纱如雪  215

使用包围曝光或者RAW格式  215

什么是柔焦摄影   217

两种容易实现的柔焦方式  218

柔焦拍摄的注意事项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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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11
人像用光实拍技法

选择反差较大的背景  221

中等光圈兼顾人物和背景  221

针对背景测光   221

考虑背景是否重要   223

对人物面部适当补光  223

选择暗光的长廊或者通道  225

避免使用自动模式   225

逆光环境选择暗色背景  227

使用中等光圈表现细节  227

甩动头发捕捉动感画面  227

选择反差大的暗色背景  229

选择适当的测光方式  229

为模特面部补光   231

靠近模特准确测光   231

钨丝灯模式表现蓝调画面  233

暗色背景色彩更加浓郁  233

大光圈获得充足的进光量  235

适当的曝光补偿让面部变亮  235

调整白平衡表现肤色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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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弱光与夜景实拍技法

自动模式背景容易变黑  239

使用夜景人像模式拍摄  239

确认快门关闭避免画面模糊  239

用光圈优先获得光斑效果  241

设置慢速同步闪光   241

调整白平衡表现自然肤色  242

避免抖动导致画面模糊  242

使用外部光源进行辅助对焦  242

闪光灯会破坏现场光线  244

用大光圈提高快门速度  244

适当补光获得自然的光线  245

光线过暗启用慢速同步闪光  245

避免使用广角镜头   247

适当的光圈和快门速度  247

正确选择对焦点   248

多拍几张避免闭眼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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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儿童摄影实拍技法

把相机放在随时取放的位置  251

教会家人使用相机   251

准备充足的电池   251

使用智能对焦轻松应对好动的孩子 252

提高快门速度避免错过美好瞬间 253

提高ISO让室内拍摄不变暗  254

启用高速连拍功能定格瞬息变化 255

曝光补偿表现柔嫩肌肤  256

大光圈定焦镜头最为常用  257

中长焦镜头拍摄活动场景  258

广角镜头表现环境气氛  259

抓住最有意义的画面  260

避免闪光灯对婴儿的伤害  261

不要使用全自动模式拍摄  261

借助窗外的光线拍摄  262

拍摄甜美的睡态   262

记录丰富的表情   263

拍摄特写画面   263

家人的怜爱与呵护   264

善用玩具和游戏   265

拍摄母子之间的眼神交流  266

注意视线高度拍摄   266

足够的耐心和爱心   267

等待有趣瞬间的发生  267

优先选择户外拍摄   268

从不同的角度拍摄   269

表现画面的动感   269

多多地给予孩子赞美  270

有选择地摆拍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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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花卉摄影实拍技法

不同时间和气候的花卉特征  274

拍摄不同花卉题材的常用镜头 275

起着重要作用的辅助器材  277

表现花朵质感的常用光线  278

选择焦点和景深控制  279

准确曝光适当调整曝光补偿  280

遇到刮风应该这样做  280

选择低角度避开杂乱背景  282

使用偏振镜将天空拍得更蓝  282

选择光线反差强烈的环境  284

简单的方法创作黑的背景  284

阴天逆光拍摄使背景变亮  286

人工白背景的注意事项  286

用大光圈虚化背景   288

用长焦拍摄虚化背景  288

使用微距镜头获得最佳效果  290

长焦镜头也能拍特写  290

小光圈让所有的花都清晰  292

拍摄花海要注重构图  292

用小喷壶喷几下   294

注意观察水珠的细节  294

侧光能够更好地表现纹理  296

不要使用过大的光圈  296

浅色花朵避免曝光过度  296

第四篇 生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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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家居摄影的常用镜头  298

家居拍摄要注意光线的运用  300

逆光表现通透的质感  300

侧光充分表现金属的光泽  300

侧光和侧逆光擅长突出细节  301

慎用闪光灯避免浓重的阴影  301

使用三脚架保持平稳  303

选择和控制背景颜色  303

靠近人物针对面部测光  304

正确控制和使用闪光灯  304

选择光线均匀的环境  306

调整位置避免相片变形  306

广角和标准焦段各有特色  308

拍摄洁具注意曝光补偿  308

突出层次和细节质感  309

注重白平衡还原真实色彩  309

在暗光环境中拍摄   311

正确设置快门速度   311

缩小取景范围突出主体  313

注重特写表现质感   313

控制曝光表现诱人的色泽  314

合理布景画面生动简洁  315

用动作体现生活情趣  316

搭建静物台创造简洁的画面  318

根据表现需要选择光圈  319

不要针对单色区域对焦  320

充足的光线避免画面偏暗  321

正确曝光表现明暗层次  322

调整白平衡避免出现偏色  323

15
家居生活实拍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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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都市掠影实拍技法

用偏振镜消除玻璃反光  327

手动对焦更精准   327

用长焦镜头拍出自然生动的画面 329

使用快门优先随时做好抓拍准备 329

等待更精彩的瞬间出现  330

使用高速快门凝固瞬间动作  332

追随拍摄奔跑的行人  332

动静结合表现都市韵律  333

不要使用闪光灯   335

尽可能选择长焦镜头  335

大光圈镜头和高ISO抓住瞬间  336

改变拍摄策略使用慢速快门  337

使用点测光防止曝光过度  338

使用连续自动对焦跟踪模特  340

用组图完整展示服装造型  341

用特写画面展现服装细节  342

注意白平衡表现真实的色彩  342

选择拍摄位置和拍摄点  344

以高速快门连续拍摄  345

尽可能提高快门速度  346

采用独特的视角和光线  346

使用陷阱对焦锁定焦点  347

追随拍摄表现动感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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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动物生态实拍技法

保持背景简洁   351

对焦准确画面清晰   352

耐心等待好的表情   353

发掘精彩有趣的画面  353

尽量选择户外拍摄   355

选用长焦镜头捕捉精彩画面  355

高速连拍提高成功率  356

避免窗外光线的反光  358

保证充足的照明光线  358

中等光圈兼顾速度和清晰度  359

拍摄细节注意最近对焦距离  359

正确测光避免画面变暗  361

使用自动连续对焦和手动调焦 361

用偏振镜消除水面反光  362

关闭闪光灯紧贴玻璃拍摄  364

捕捉优美姿态的技术要领  364

避免盲目提高快门速度和ISO值 365

拍摄富有特征的姿态  366

善拍特写的利器   368

了解生物的习性   369

选择适当的拍摄角度  369

选用长焦镜头将鸟拍清晰  371

选择中央单点精确对焦  371

以天空或者水面为背景  373

使用连续自动对焦模式  373

启用高速连拍功能抓住瞬间  373

抓住最有特征的一面  375

选择适当的角度避开杂乱背景 376

开大光圈使铁笼消失  377

拍摄铁笼困兽表现人文关怀  378

使用增倍镜隐蔽拍摄  380

展现动物的环境和习性  380

抓住传神的精彩瞬间  381

启用高速连拍功能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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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特殊摄影实拍技法

快门速度是表现动感的关键  385

连续自动对焦保证主体清晰  385

拍摄中相机要保证平稳移动  386

阳光下防止曝光过度  386

使用大倍率变焦镜头  388

速度决定爆炸效果   388

变焦过程要稳定   388

旋转中心保持稳定   390

白天拍摄防止曝光过度  390

使用高速快门和中等光圈  392

启用高速连拍功能   392

自定义色温表现蓝调色彩  393

逆光角度使水滴晶莹剔透  393

做好拍摄准备工作   395

使用高速快门凝固瞬间  395

设置适当的快门速度  397

注意晃动的方向和规律  398

在夜景题材中多多尝试  399

选择较暗的拍摄背景  401

使用外部光源辅助对焦  401

对主体人物闪光的重要性  401

使用相机的B门曝光  403

长时间曝光保证充足的电量  403

使用快门线让拍摄变轻松  403

选择室外暗光环境   405

根据环境选择适当的光圈  405

使用另外一台相机闪光  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