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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１　　　　

绪　　论

摄影技术基础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众多摄影理论是通过对长期的摄影实践所
得出的数据、结论、经验和资料进行分析、概括、总结和综合而形成的。反过来，摄影的
实践又为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摄影技术基础实验是摄影教学中一门独立的课程，其目的不仅在于传授摄影知识，更
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较强的动手能力和良好的摄影素质。在课程中，学生应进行下列训练：
掌握摄影前期拍摄和后期照片制作的基本操作，把握使用仪器的正确要领，取得正确实验
数据，正确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以及表达实验结果；认真观察实验现象，进而分析判断、
得出结论；正确有序地开展实验设计 （包括选择实验方法、实验条件、所需仪器、设备和
试剂等）；从摄影发展的过程来理解摄影技术基础的重要性；通过查阅书籍、网络有关摄
影的文献资料以及有关成像原理的知识来获取更多的相关知识。

０．１　摄影技术基础实验目的

一是通过实验获得感性知识。加深学生对摄影技术基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理
解，了解摄影的基本原理。

二是进行严格的摄影技术基础实验的基本操作和基本技能训练，使学生能够正确使用
传统相机、数码相机等常用仪器设备。

三是激发学生的摄影兴趣和灵感，培养学生独立进行实验、正确阐述实验结果的能
力以及善于思考的习惯，让学生能够自由灵活地拍摄出不同艺术效果的照片。

四是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良好的实验作风和环境保护意识，为学生学习后续课
程、参与实际工作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０．２　摄影技术基础实验的学习方法

做好摄影技术基础实验必须掌握以下几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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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　实验前的预习

预习是做好实验的保证和前提。一般来说，实验课程是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
成。因此，只有充分理解实验原理、操作要领，并明确自己在实验过程中将要解决的问
题、使用的方法，才能积极主动、有章可循地进行实验，取得预期的成效，深切感受到做
实验的乐趣和意义。

０．２．２　实验

学生要根据教师的指导，认真准确地操作，规范使用仪器设备，多动手、多思考，及
时做好实验记录；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学会观察和分析现象的变化，以便总结经验，提高
实验效率。例如：在拍摄过程中，曝光的正确与否是一幅摄影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在同
等光线条件下，拍摄同一景物时，如果第一张的光圈和快门曝光组合不理想，即曝光不足
或曝光过度，就应该将拍摄使用的曝光组合 （快门、光圈）数据记录下来，并在此基础上
重新设定光圈或者快门数值，从而达到第二张的正确曝光。

０．２．３　实验报告

做完实验后，根据教师的布置要写出实验报告，将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实验报
告要求内容确切，文字精练，书写整洁，应有自己的操作体会和认识。

实验报告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１）预习部分：实验目的、实验基本原理、主要仪器设备 （含必要的元器件、工具）。
（２）实验操作部分：实验操作过程、实验数据和观察到的实验现象。
（３）实验效果及结论：实验数据的处理、实验现象的分析与解释、实验效果的归纳、

对实验的改进意见。

０．２．４　视频教材和多媒体课件的教学方式

为丰富和创新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作者自制了本课程的视频教材和多媒体课
件。这是实验教学中图文并茂的一种创新性教学方法，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非常直观、生
动地概括和演示基本操作技术、仪器设备的正确使用，从而能提高教学效率，使学生能够
更快地理解和吸收新的知识。因此，要求学生按时、认真收看和体会并适应新的教学方
式，做好笔记。

０．２．５　怎样进行研究性 （设计型）实验

本课程教学有两种模式：
（１）在一定的时间内 （一般指该学期规定的实验课时）完成所规定的实验内容，即基

础性和综合性实验。
（２）时间和内容在一定范围内 （一般指该学期规定实验课时以外的时间）可以由学生

自由选择，即设计性实验。
若需做设计性实验，学生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自行制定实验方案，向实验室申请所

需要的仪器、设备，并提交清单，向指导老师报告实验意义、目的以及创新点。设计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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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必须要有结果。

０．３　本课程成绩评定与考核方法

总成绩＝平时成绩占５０％＋期末成绩占５０％。
以百分制为评定计分，平时成绩包括实验预习、实验基本操作、到课率、实验报告和

实验室公益劳务等。期末考试采用笔试或者上交摄影实验作品的形式。

０．４　摄影实验室规则

摄影实验室一般仅对本学期有相关实验课程且在规定实验范围内的学生开放。有特殊
情况，如需要进行设计型实验的学生，应先告知老师，经允许后方可进行。另外，本课程
是一门室内外相兼顾的实验课程，因此除了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外，还要求学生做到：

（１）按时到课，实验前认真听取教师讲解，做好笔记。
（２）无论室外拍摄还是暗房洗相出片实验，都应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
（３）领取室外拍摄实验的相机时，严格履行借机手续，并按时归还；损坏仪器设备

者，应按相关规定处理。
（４）必须熟悉实验室及其周围的环境，如水、电、灭火器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实验完

毕后立即关闭水龙头，拔下电源插头，切断电源。
（５）传统暗房需用到不同冲洗胶卷与相片的药液，若触及皮肤可用大量自来水冲洗；

使用有腐蚀性药液时，应将废液回收集中处理，不准倒入下水道。
（６）按教师规定的数量、认真完成实验报告，实验报告不得打印，应整洁书写，并按

时交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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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照相机成像原理

１．１　针孔成像原理

与摄影术发明紧密相关的一门科学是光学，也就是最早的针孔成像方法。

图１－１　针孔成像

当来自发光体的光线通过一个小孔时，我们发现光屏上会形成一个和景物或者发光体
倒立、左右互换了的影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针孔成像原理。针孔成像原理对摄影术的发
明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当今光学镜头的成像就是运用了针孔成像原理。

１．２　透镜成像原理

今天的照相机在成像上采用了针孔成像的原理，只是 “针孔”从一般的物镜换成了高
质量的镜头，而 “焦点平面”换成了感光片或者电子传感器，用以记录影像。

既然针孔可以成像，为什么要换成镜头来成像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１）针孔虽然可以成像，但限制了入射光的通量。
（２）照相机镜头可利用光的折射原理，并且利用凸透镜的可聚光效果，来获得摄影感

光所需要的光线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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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照相机镜头中的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合理组合能使得汇聚于焦点平面的影像更为
清晰。

透镜是两面为球面或者一面为球面的透明体，通常由高质量的光学玻璃制成，包括凸
透镜和凹透镜两大类。

凸透镜的形状为中间圆、边缘薄，起到汇聚光线的作用；凹透镜的形状为中心薄、边
缘厚，起到发散光线的作用。

图１－２　凸透镜和凹透镜

我们利用针孔或者单片凸透镜是可以结像的，但是这种结像的质量很差，存在严重的
像差。所以，现代相机镜头都采用多片的凸、凹透镜组成，从而利用不同类型的透镜的性
能互相抵消、减弱像差，提高结像的质量。我们将这种多片凸、凹透镜的组合称为 “透镜
片组”。

“透镜片组”与成像质量和成像性能两者有关系。对同样性能的镜头，一般认为透镜
片数多些的成像质量好些，例如：两个同样是５０ｍｍ的定焦镜头，片组多的比片组少的
质量要好。但对性能不同的镜头则不然，例如：一个２８～７０ｍｍ的变焦镜头 （中间含有

５０ｍｍ焦距）和一个５０ｍｍ定焦镜头相比，在两者用５０ｍｍ焦距拍同一物体时，虽然变焦
镜头 （２８～７０ｍｍ）片组较多，然而我们发现５０ｍｍ定焦镜头成像质量一般却要高于变焦
镜头。这是因为变焦镜头片组较多时，虽然可以减弱更多的像差，但是也造成严重的光源
失损，以及透明度大大降低、颗粒增多的缘故。

１．３　镜 头 加 膜

现代相机镜头多数都经过镀膜处理。镜头最前端表面呈现蓝紫色、暗绿色，就是镀膜
的表征。

１．３．１　没有加膜对光线的损失

我们以单片透镜的镜头为例，它能透过光线，同时也会反射和吸收光线。经过测试，
只有８８％的入射光通过单片透镜而到达胶片；约有５％入镜光的光线被反射掉，约有５％
的出镜光也被反射掉，透镜本身又吸收了２％的光线，如此就有１２％的光线被损失掉了。
而现代镜头都是由多片透镜结成，就更加会影响透光能力。片组越多，光线损失也越
严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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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镜头加膜的作用

镜头加膜的主要作用是提高透光能力，提高影像质量。镜头加膜的原理是利用光的干
涉作用，在透镜表面镀上色光波长１／４厚度的薄膜，它可将该波长的光的反射减到最低程
度。而多层加膜比单层加膜的效果要好，因为膜越多透光能力越强。例如一只７片６组的
标准镜头，不加膜的透光率为５９％，单层加膜为８１％，而多层加膜则为９７％。镜头圈上
刻有 “ＭＣ”就表示 “多层加膜”。

１．４　如何清洁镜头表面加膜层

镜头表面加膜层好比人的眼膜，是入射光进入镜头的第一级接触层，难免受到外环境
（如灰尘、雨水、手指印等）的侵蚀。为使成像质量达到最佳，我们时常要对镜头表面进
行清洁。正确的清洁方法，既可以使污垢清除，又可保证镜头表面加膜层不受损坏。主要
注意以下两点：

（１）配备专门清洁镜头的镜头纸、清洗镜头的药液和毛刷、吹尘器

图１－３　镜头清洁工具

（２）清洁方法

①　用毛刷吹尘器将镜头表面颗粒状的灰尘吹掉，再用毛刷轻轻刷去附着较紧的灰
尘，如此反复多次。

②　将镜头垂直朝上，滴１～２滴镜头药液在镜头表面中心。

③　将镜头纸折叠成约２ｃｍ大小的方块，覆盖在镜头表面中心的药液上，用手指轻
轻按住镜头纸 （手指不要触及镜头表面），由中心点顺时针向外环形擦洗。

本章思考与练习

１．　什么是针孔成像？

２．　既然针孔可以成像，相机为什么要换成镜头来成像？

３．　现代相机镜头为什么要采用多片的凸凹透镜组成？

４．　镜头最前端为什么要加膜？加膜有什么作用？

５．　尝试用配套的清洁工具清洗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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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照相机的基本结构

实验一：了解照相机的结构及其工作原理实验

实验目的：１．熟悉照相机结构、组成部分；

２．了解照相机工作原理。

实验内容：以传统单镜头反光相机为例，讲解其结构和工作原理。让学生参观传统照

片冲洗暗房、数字图像工作室和摄影棚。

主要仪器：海鸥２０００Ａ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人手一部。

教学方式：集中讲解和实物展示相结合；参观和老师讲解相结合。

实验时数：２学时。

照相机包括镜头、快门、对焦取景器、输片装置、暗箱和机身。

图２－１　照相机的基本结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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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照相机的基本结构２

２．１　镜　　头

镜头位于相机的前段，和暗箱连接。有的是固定的，不能拆卸；有的是可以拆卸替换
的 （如单镜头反光相机）。镜头的作用是让被摄景物在焦点平面上结成清晰的影像，也就
是使被摄景物在感光片上形成清晰的潜影。

镜头的种类繁多，要想利用好相机，针对不同的拍摄景物，达到不同的拍摄效果，我
们就需要了解和掌握镜头的几个关键性能指标：焦距、口径、光圈，绝大多数镜头的镜头
圈上都刻有它们的标记。

２．１．１　镜头的焦距

镜头焦距指当相机镜头对准无穷远时，镜头中心到感光片的距离。

图２－３　镜头焦距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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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相机镜头焦距的变化幅度在６～２０００ｍｍ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焦距可以更长。对
画幅相同的相机，在拍摄同一物体时，焦距的变化所带来的成像效果是不一样的。

①焦距与景深成反比：焦距越长，景深越小；焦距越短，景深越大。景深的大小关系
到景物纵深的影像清晰度。它是摄影中非常重要的实践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②焦距与视角成反比：焦距越长，视角越小；焦距越短，视角越大。视角小意味着能
远距离摄取较大的影像比例；视角大能近距离摄取范围较广的景物。

图２－４　镜头焦距成像效果

２．１．２　镜头焦距的种类

镜头可分为定焦距和变焦距两大类。定焦距是焦距值固定不变的镜头，如６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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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ｍｍ、５０ｍｍ、２００ｍｍ是四个定焦距镜头；变焦距是焦距值在一定范围内可连续改变
的，如：１４－３５ｍｍ、２８－７０ｍｍ、７０－２００ｍｍ是三个变焦距镜头。

图２－５　镜头焦距类型

（１）定焦镜头
定焦镜头，是指只有一个固定焦距的镜头，只有一个焦段，或者说只有一个视角。定

焦镜头没有变焦功能。定焦镜头的设计相对变焦镜头而言要简单得多，但一般变焦镜头在
变焦过程中对成像会有所影响，而定焦镜头相对于变焦机器的最大好处就是对焦速度快，

成像质量稳定。不少拥有定焦镜头的数码相机所拍摄的运动物体图像清晰而稳定，对焦非
常准确，画面细腻，颗粒感非常轻微，测光也比较准确。

（２）变焦镜头
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变换焦距，从而得到不同宽窄的视场角，不同大小的影像和不同景

物范围的照相机镜头称为变焦镜头。

变焦镜头在不改变拍摄距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变动焦距来改变拍摄范围，因此非常
有利于画面构图。由于一个变焦镜头可以兼当起若干个定焦镜头的作用，外出旅游时不仅
减少了携带摄影器材的数量，也节省了更换镜头的时间。

变焦镜头的原理是通过移动镜头内部镜片来改变焦距的位置，在一定的范围内使镜头
焦距变长变短，使镜头视角变大变小，从而实现影像的放大和缩小。

图２－６　变焦镜头的变焦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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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镜头不同焦段的划分和特性

镜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拍摄者的用途，不存在一种 “最好的”镜头，原因是
各种镜头都有自身的成像特性和不足之处，都有其擅长的功能和适用性。因此，首先了解
镜头的种类与各种镜头的特性，然后在实际运用中针对自己的需要去配备和选择才是正确
的方法。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按镜头焦距可划分为标准镜头、广角镜头、中长焦和超远摄镜
头，以及鱼眼镜头。

图２－７　镜头焦距类型

（１）标准镜头
标准镜头是指其焦距长度与所摄画幅对角线长度基本相等的镜头。它的视角与人眼视

角基本一致 （４５°），画面景物的透视关系比较正常，符合人们的视觉习惯，所以应用比较
广泛。它适合拍摄人像、风光、生活等各种照片。

图２－８　标准镜头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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