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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数码摄影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对焦、拍摄模式、色温与白平衡等知识。

3．总结ISO感光度及调节方法、影响景深的三要素、分辨率、格式和画质。

技能要点

摄影理论 对焦 拍摄模式 色温与白平衡

案例导入

拍摄人像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突出主体，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大光圈把主体从环境中分

离出来，即把人物从空间中“切割”出来。 

当拍摄者使用大光圈、浅景深拍摄时，测光、对焦点的选择和构图习惯会严重影响出

片的质量，特别是新手，最开始使用大光圈镜头时，很喜欢把光圈开到最大，体验一下超浅

景深的效果，可是一旦使用不当，就会出现跑焦的情况。其实，很多脱焦的现象不是镜头问

题，而是由使用习惯问题引起的。

一般人像摄影的构图方法有特写、半身和全身，还可以分为仰拍、俯拍等。对焦点的选

择，一般是选在离自己最近的一只眼睛上，所谓画龙点睛，这样能令人物眼睛最清晰明亮。

测光模式，一般使用点测光，测光点一般选在脸部皮肤上，这样做的好处是皮肤曝光准

确，但拍逆光人像的时候要注意，如果背景与脸的光比太大，就要适当使用反光板或者闪光

灯为脸部补光，以减少光比，否则会造成背景过曝。

分析：

如图2-1以端坐在椅子上的模特作为拍摄对象。摄影师把焦点放在了模特的脸部，背景虚

化，更凸显出人物的脸庞和姿态。另外，摄影师把模特放在画面的右侧位置，为了保持画面

基本的平衡感，在画面左侧纳入桌子，并放置了一个手提包，不仅使画面左右均衡，而且使

画面更加具有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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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    焦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用眼睛观察远近不同的物体时，我们会把视线聚焦于某一个物体

上，这个物体便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而其他的物体则显得不那么清晰。与此相仿，

相机的对焦过程也是让被摄主体逐渐变清晰的过程。准确的对焦能使拍摄者获得一张影像清

晰的照片，而图像是否清晰也是判断一张照片成功与否的关键。

2.1.1 对焦模式的选择

相机的对焦模式分为自动对焦模式和手动对焦模式两大类。拍摄者可以按以下方法进行

对焦模式的设置(以尼康D7200为例进行介绍)。
如图2-2所示，相机机身和镜头上分别有对焦模式选择器与对焦模式滑钮，例如，尼康

D7200，AF代表自动对焦，MF代表手动对焦。可以通过调节对焦模式选择器或对焦模式滑钮

来切换对焦模式。当对焦模式设置为自动对焦时，半按快门释放按钮，相机将自动对焦。而

当对焦模式为手动对焦时，半按快门释放按钮的同时，需要通过调节镜头对焦环进行对焦。

图2-2 对焦模式

对焦模式滑钮 对焦模式选择器

光圈：F5     
焦距：50mm
曝光时间：1/100s  
ISO：200

图2-1 人像对焦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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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对焦区域模式的选择

在默认设置下，相机会自动选择对焦区域或处于中央对焦区域里的被摄对象。但由于拍

摄环境的多样化，默认设置不能满足拍摄者的所有需求，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被摄对象和拍摄

环境，来选择合适的对焦区域模式。

AF-区域模式分为单区域、动态区域和AF自动区域，其对应的使用情景如表2-1所示。

表2-1 对焦区域模式

AF-区域模式 说 明

单区域

拍摄者使用多重选择器来选择对焦点或者对焦区域，相机仅在选择的对焦区域内对

被摄对象进行对焦，多用于静止的被摄对象。单区域模式是P程序模式、快门优先模

式、光圈优先模式、手动模式和微距模式的默认设置

动态区域

拍摄者手动选择对焦区域，如果被摄对象是运动的并暂时不在所选对焦区域内，那

么相机将根据来自其他对焦区域的信息进行对焦。多用于拍摄不规则运动中的被摄

对象，是运动模式的默认设置

AF自动区域
相机自动选择对焦区域，为Auto全自动模式、人像模式、夜景人像、风景模式及夜

景模式的默认设置

2.1.3 对焦点的选择

摄影师在拍摄照片时，通过液晶显示屏可以观看到有多个对焦点分布在画面区域内，拍

摄者可以在拍摄时选择不同的对焦点，以便在不影响构图的同时，使主要拍摄对象能够清晰

地呈现在画面中。

为了准确选择焦点，需要先将对焦选择器锁定开关滑动至白色圆点处，然后就可以使用

多重选择器选择对焦点了。

曝光测光功能开启后，可通过多重选择器在取景器或控制面板中选择对焦点。选择完成

后，可将对焦选择器锁定开关滑动至L处，以防止按下多重选择器时，使已选择的对焦点发

生变化。

2.1.4  对焦锁定功能 

在拍摄照片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完成构图之后，发现需要精确对焦的主要

被摄对象并不在对焦点上。这时，为了获得被摄主体清晰且不改变原定构图的照片，我们可

以选择相机的对焦锁定模式。

首先，将主要被摄对象置于所选的对焦区域，半按快门进行对焦。对焦成功后，按下

AE-L/AF-L(锁定对焦和曝光)按钮锁定对焦。然后，拍摄者可微调相机进行构图，这样可使主

要被摄对象成像清晰且不影响画面构图。

如图2-3所示，拍摄者首先对作为被摄体的花朵进行对焦，对焦成功后，进行对焦锁定，然

后微调相机进行构图，这样，即使被摄体不在最终画面的对焦点上，也能呈现出清晰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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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圈：F8    
焦距：100mm
曝光时间：1/120s  
ISO：200

图2-3 对焦点的选择

2.1.5 手动对焦设置

在拍摄照片时，拍摄者可能会遇到隔着玻璃拍摄橱窗内物品的情况，但是相机在自动对

焦模式下很可能对玻璃进行对焦，从而使被摄对象不能清晰地呈现。因为相机不具备人的思

维能力，不能像人一样对主、次被摄对象加以区分，只会按照程序，对处于对焦区域的物体

进行对焦，因此，当自动对焦无法达到拍摄效果或镜头不支持自动对焦时，拍摄者可选择使

用手动对焦。

实 例 分 析

如图2-4所示，拍摄者在摄影时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在精心布置画面后，对主体人物进行

对焦，将被摄者的神态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图2-4 选定焦点拍摄人像

2.2 拍 摄 模 式

各个品牌的数码单反相机都拥有不同的拍摄模式，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

光圈：F5     
焦距：50mm
曝光时间：1/80s  
ISO：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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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拍摄模式包括单张拍摄模式、连续拍摄模式、自拍模式以及反光板预升模式等，拍摄

者可以根据需要自主选择拍摄模式。

2.2.1 单张拍摄和连续拍摄模式

单张拍摄模式即每按下一次快门释放按钮，相机就拍摄一张照片。连续拍摄模式即每按

下一次快门释放按钮，相机便以每秒若干幅的速度进行连续影像的记录。

选择拍摄模式的方法：按下拍摄模式按钮，直到控制面板出现拍摄者所需拍摄模式的图

标，如图2-5所示。   

控制面板显示

当前的拍摄模

式，S为单张

拍摄模式

图2-5 相机控制面板

知识链接：

不同相机的连拍速度各不相同，而且连拍速度还跟拍摄者设置的图片格式有关。选择文

件量小的格式，则相机的连拍速度较快；选用文件量较大的格式，则相机处理照片的时间较

长，连拍速度较慢。

2.2.2 自拍模式 

顾名思义，自拍模式是拍摄者进行自拍的一种模式。当然，自拍模式不仅可以用于人像

自拍，它在减少相机晃动方面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快门速度较慢的情况下，为了

避免手指按下快门造成的相机振动，可以将拍摄模式设置为自拍模式。

采用自拍模式拍摄，我们首先将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构图完成后，半按快门释放按钮

进行对焦。对焦完成后完全按下快门释放按钮，启动自拍功能。

自拍模式启动后，相机的自拍指示灯将开始闪烁，同时发出蜂鸣声。在拍摄前2 秒，自

拍指示灯将停止闪烁，并且以更快的速度发出蜂鸣声，在默认设置下，定时器启动10秒后，

快门释放。快门延时可以根据拍摄者的需要在相机菜单中进行选择。

2.2.3 反光板预升模式

当我们按下快门释放按钮后，相机的反光板会迅速升起并在一次拍摄完成后返回原位。

相机内部反光板的震动会引起相机的晃动，会在一程度上影响成像质量。而反光板预升模式

可以将反光板升起时晃动相机引起的画面模糊情况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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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有一些中高端数码单反相机才有

反光板预升模式。本文以尼康D810为例，介

绍反光板预升模式的设置。如图2-6所示，按

下拍摄模式拨盘锁定释放按钮并旋转拍摄模式

拨盘，使拨盘指针对准反光板预升模式的图标

“Mup”。

在反光板预升模式下，拍摄者应先将相机

固定在三脚架上，在构图、对焦完成后，完全

按下快门释放按钮以升起反光板。反光板升起

后，再次完全按下快门释放按钮进行拍摄，反

光板会在拍摄终止时返回原位。采用反光板预

升模式拍摄时，拍摄者最好使用快门线或者遥控器，以避免手指按下快门时造成相机的振动。

知识链接：

反光板作为拍摄的辅助设备，它的使用频率不亚于闪光灯。根据环境需要用好反光板，
就可以让平淡的画面变得更加饱满，体现出良好的影像光感和质感。同时，利用它适当改变
画面中的光线，对于简洁画面成分、突出主体具有很好的作用。

实 例 分 析

如图2-7所示，拍摄者将人物置于画面中的三分线上，使人物的形象能够在画面中很好地
凸显出来。在画面左侧人物视觉前方适当地留白，使画面更灵活，富有空间感，留给人更多
的想象空间。拍摄者在拍摄时使用了反光板作为辅助设备，将光线处理得恰到好处。

光圈：F2.8     
焦距：50mm
曝光时间：1/100s  
ISO：200

图2-7 使用反光板拍摄人像

2.3 色温与白平衡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色温，通俗地讲，色温就是指光线的颜色。比如，钨丝灯与

荧光灯所散发出来的光线颜色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光线颜色说明它们具有不同的色温。色温

拍摄模式拨盘锁
定释放按钮

拨盘指针

拍摄模式
拨盘

图2-6 尼康D810相机机身拍摄模式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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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量单位为“开尔文(K)”。例如，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的色温为25000～27000K，阴天和

多云天空的色温为6500～70000K，晴天时平均直射日光的色温约为5400K，荧光灯的色温约

为4500～65000K，钨丝灯的色温为2500～3200K，而标准烛光的色温为1800～1930K。当光

线的颜色偏红、橙、黄色时，就称为低色温，当光线的颜色偏青、蓝或蓝紫色时，就称为高

色温。

那么白平衡是什么呢？当光线的颜色是白色时我们称它为正常色温，并且任何一种色彩

只有在白色光线的照射下才能表现为其自身的颜色。然而，在大多数的拍摄环境里，光线并

不是白色的，被摄对象便无法在照片中呈现出它自身的颜色。白平衡功能就是让白色物体的

成像依然是白色。数码相机可以根据拍摄环境进行白平衡调整，以适应不同拍摄环境下的色

温，从而达到还原被摄对象自身颜色的目的。

2.3.1 白平衡的微调

由于同种光线在不同的时间段或不同场景中会有所差异，所以

为了设置最符合拍摄环境的白平衡，我们可以对白平衡进行微调。

微调白平衡是在我们已设置的白平衡的基础上，在-3～+3之间以 1
为增量进行调节。选择较小的数值(-3)能使照片呈现轻微的黄色或红

色调，而选择较大的数值(3)能使整体色调偏蓝。需要注意的是，微

调白平衡在选择色温模式和白平衡预设模式下不可使用。微调白平

衡，需按下白平衡按钮并旋转副指令拨盘，直至控制面板中出现拍

摄者所需要的微调值，如图2-8所示。

2.3.2 白平衡模式的选择

每种类型的相机所拍摄到的照片色调都会随着光线的改变而变化，这就是“光线的色

偏”。使用胶片机拍摄时利用色彩补偿滤镜来降低光线的色偏，但是用数码相机拍摄时，通

过调节白平衡可确保照片的颜色不受光源的影响。数码相机为拍摄者提供了多种白平衡选

项，如表2-2所示为常见的相机白平衡模式。

表2-2 相机的白平衡模式

白平衡模式 说 明

自动 相机自动设置白平衡，一般为默认设置

日光 在被摄对象处于阳光直射的状态下使用

阴天 在白天多云的条件下使用

阴影 在白天被摄对象处于阴影中的情况下使用

闪光灯 在内置闪光灯或外置电子闪光灯启用时使用

钨丝灯 在钨丝灯照明条件下使用

白色荧光灯 在白色荧光灯照明条件下使用

选择色温 从数值列表中选择色温

白平衡预设 使用灰色或白色物体，或现有照片作为预调白平衡的参照

图2-8 白平衡的微调

白平衡按钮

副指令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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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白平衡设置的数值方法：按下白平衡按钮并旋转主指令拨盘，直至控制面板出现拍

摄者所需要的白平衡设置模式。如果摄影者想要获得特殊的画面效果，可尝试使用不同的白

平衡模式进行拍摄。

知识链接：

通过设置不同的白平衡可以得到不同的照片效果。改变白平衡之后，照片的色调就会

发生变化，由于“白色荧光灯”模式会偏粉红色，因此适合拍摄夕阳的人像；“钨丝灯”模

式可以用来营造冷峻气氛；如果想要突出晚霞的红色可以选择“阴天”“阴影”模式。“日

光”“钨丝灯”预置的白平衡涵盖了常见的照明光线的对应色温。

2.3.3 手动预设白平衡

当相机中自带的白平衡设置无法达到拍摄者期望的效果时，在没有色温计的情况下，拍

摄者可以手动预设白平衡。手动预设白平衡的原理，即拍摄者给相机提供白平衡的基准点，

让相机记录下拍摄环境的色温信息。

拍摄者通过直接测量的方法手动预设白平衡：将一个中灰色或白色参照物放置在照片的

拍摄环境中，光线在纯白色物体中呈现出的颜色就是拍摄环境中光线的色温。此时，相机会

测出一个白平衡值作为此时的白平衡设置。

下面以尼康D810为例，手动预设白平衡的具体操作步骤分为以下4步。

(1) 将一个中灰色或白色物体放置在拍摄照片的光线中(在摄影棚拍摄时，可使用一张标

准灰卡作为参照物)。需要注意的是，在曝光时不要使用曝光补偿，曝光补偿会影响测试结果

的准确性。

(2) 将相机白平衡设置为白平衡预设模式。

(3) 按下白平衡按钮，直至控制面板中白平衡预设项的图标开始闪烁。

(4) 将相机对准参照物体并使其充满取景器，然后完全按下快门释放按钮。相机将测出一

个白平衡值，并在选中预设白平衡选项时使用这个数值。测试白平衡时不会记录照片。

手动预设白平衡时，“日光”模式是基本模式，但直接指定“色温”时，可进行更为精

细的色调调整。设置低色温就偏向蓝色调，设置高色温就偏向红棕色调。如果摄影师要完全

补偿光线的色偏，还原拍摄对象的本来色彩，运用手动白平衡设定功能非常有效。如图2-9所
示为拍摄者使用不同的白平衡拍摄的画面效果。

知识链接：

由于数码相机拍摄纯色物体时无法对焦，预设白平衡时需要将对焦模式设置为手动对焦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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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圈：F5.6     
焦距：64mm
曝光时间：1/125s  
ISO：100

光圈：F5.6     
焦距：64mm
曝光时间：1/125s  
ISO：100

图2-9 不同的白平衡选择

2.3.4 色温的选择

当拍摄者将白平衡设置在“选择色温”模式时，拍摄者就需要为白平衡设置一个色温

值。相机提供从低色温到高色温的若干个色温值，拍摄者可以从中进行选择，以符合当前拍

摄环境中光线的色温。如果拍摄者有专业测量色温的色温计，还可根据色温计的测定值选择

色温，从而获得非常准确的白平衡设置。

色温的选择方法：先在相机设置中将白平衡设置为“选择色温”模式，按下白平衡按钮

旋转副指令拨盘，直到控制面板中出现拍摄者所需的色温值即可。如图2-10所示，为分别设

置2900K、4800K、6500K色温值所得到的照片效果。

                                           色温值2500                                                                         色温值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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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圈：F5.6     
焦距：64mm
曝光时间：1/125s  
ISO：100

图2-10 不同的色温

实 例 分 析

图2-11是摄影师李泽拍摄的日落场景。空中的云彩种类丰富、形状各异，日落后，天空

中瑰丽的色彩正在渐渐沉入海面，小小的渔船在构图中占据了恰到好处的比重，使画面显得

宽阔辽远，拍摄者在拍摄时使用了“阴天”模式， 将晚霞的绚丽表现了出来。

光圈：F5.6    
焦距：120mm
曝光时间：1/200s  
ISO：200

图2-11 “阴天”模式拍摄晚霞

2900K 4800K 65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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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SO感光度及调节方法

ISO感光度在胶片摄影中表示不同胶片对光线感光的灵敏度。使用胶片拍摄时，拍摄者

可根据拍摄环境的明暗程序选择不同感光度的胶片，也就是要在比较亮的环境下选用ISO感

光度比较低的胶片，在比较暗的环境下选用ISO感光度比较高的胶片。

数码相机的ISO感光度原理和胶片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数码相机的ISO感光度是通过调

整感光元件的灵敏度或者合并感光点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当需要提升ISO感光度时，数码

相机是通过提升感光元件的光线敏感度或者合并几个相邻的感光点来实现的。感光度的高低

以数值来衡量，数值越大，感光度就越高。

摄影者可以按如下方法设置ISO感光度：按下ISO按钮并旋转主指令拨盘直至控制面板

中出现拍摄者所需要的数值。数码相机的感光度一般有ISO100、ISO200、ISO400、ISO1600
等不同等级，而有些数码相机甚至能达到ISO80的较低感光度或ISO3200、ISO6400的高感光

度，如图2-12所示。

     

                                                 尼康D90副指令拨盘                          ISO设置按钮

图2-12 ISO设置方法

ISO感光度是影响照片拍摄和决定画质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晴天等光线较为明亮的

情况下，我们一般使用ISO100或者ISO200的感光度进行拍摄，而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则需

要视情况选择ISO400以上的高感光度。在光圈值和快门速度设置相同的情况下，高感光度能

使感光元件获得更多的光线信息，我们的直观感受是画面显得更亮一些。在通常情况下，快

门速度慢于1/30秒就需要使用三脚架，所以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为了使快门速度不至于太

慢而影响拍摄，我们可以尝试提高感光度，进而提升快门速度。但是，由于数码相机是通过

强行提高每个像素点的亮度、对比度或使用多个像素点来共同完成原本只要一个像素点就可

完成任务的方法来提升感光度的，因此高感光度设置下的画质必定会受到影响。

实 例 分 析

如图2-13所示，拍摄者将晚霞中的城市夜景作为拍摄主体，采用明暗对比的方法突出画

面中的灯光。由于拍摄时光线较暗，拍摄者使用ISO500的感光度进行拍摄，保证了画面的

清晰。



31

02

31

第2章　数码单反摄影理论基础

图2-13 高感光度拍摄夜景

2.5 影响景深的三要素

什么是景深？在本章第一节介绍对焦时可以知道，镜头只能对一定距离内的物体进行对

焦，处于对焦点的物体被精确对焦，在照片中得到清晰地呈现。以镜头和对焦物体形成的直

线为轴线，以垂直于轴线的对焦物体所在的平面为基点，镜头里物体的清晰程度因其所在的

垂直于轴线的平面与对焦平面的距离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一距离越近，物体成像的清晰程度

就越高，反之则越低。这样，在距离对焦平面一定范围内的物体将得到清晰成像，这个对焦

清晰的范围就叫作景深。

光圈不只负责控制光线进入相机时的强弱，它还掌握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景深”。

所谓的景深，指的就是拍摄主体前后的清晰程度。景深越浅，背景就会越模糊，而主体就会

被突显出来。景深越深，则背景与主体都会越清晰。

控制景深大小的因素有以下三个。

1. 光圈1. 光圈

光圈越大，景深越浅；光圈越小，景深越深。例如，光圈F4 的景深会比F8浅。大光圈能

够让背景模糊化，从而更加突出主体。较小的光圈会使得景深较深，凌乱的背景会对主体造

成不必要的干扰。

2. 焦距2. 焦距

焦距越长的镜头，所形成的景深会越浅。此外，就算是相同的光圈值，镜头焦距越长，

所形成的景深将会越浅。同样使用F2.8的光圈，并且在拍摄主体大小相同时，焦距较长的镜

头会让景深显得更浅，背景看起来会更加模糊。

光圈：F2.8     
焦距：65mm
曝光时间：1/200s  
ISO：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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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镜头与被摄物之间的距离3. 镜头与被摄物之间的距离

镜头离被摄物越近，景深也会越浅。拍照时越靠近被摄体，被摄体的景深就会越浅。利

用相同焦距拍摄，当拍摄者更接近被摄物时，拍摄主体的背景也会更加模糊。

如果移动机位，即使利用相同的焦段，也会有不同的画面效果。

此外，在被摄物前方的景深，我们称为前景深；而被摄物后方的景深，则称为后景深。

通常前景深会比后景深来的浅，前景深的范围大约是对焦点前 1/3部分，后景深的范围则为

对焦点后的2/3部分左右。所以，当拍摄有纵深感的照片时，对焦点应该选择较前方的位置，

如此一来，才能连带让对焦点后方的景物也显得清晰，如图2-14所示，拍摄者在拍摄花卉

时，将对焦点选择在前方的花朵上，同时使用小光圈拍摄，使得花朵及后面的叶子也得以清

晰地呈现。

图2-14 深景深拍摄花卉

实 例 分 析

光圈：F2.8     
焦距：80mm
曝光时间：1/120s  
ISO：200

如图2-15所示，拍

摄者在拍摄人像时采用

了大光圈，虚化了画面

中的杂乱背景，突出了

被摄主体，将被摄者

可爱俏皮的一面表现

了出来。

图2-15 大光圈拍摄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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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分辨率、格式和画质

分辨率是照片横向像素值和纵向像素值的乘积。数码相机分辨率的高低决定了所拍摄影

像分辨率的高低，也决定了影像最终画质的打印效果，以及在计算机显示器上能够清晰显示

的画面大小。通常，数码相机设置影像的尺寸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如表2-3所示。

表2-3 影像尺寸类型

影像尺寸 尺寸(像素) 200点打印时的尺寸(近似值)/cm
大(10.0M) 3872×2592 49.2×32.9

中(5.6M) 2896×1944 36.8×24.7

小(2.5M) 1936×1296 24.6×16.5

数码相机分辨率的高低取决于感光元件像素的多少，数码相机最高分辨率是由其内部感

光元件的大小决定的，拍摄者可以根据需要在相机中进行分辨率高低的设置。相机的分辨率

决定了拍摄照片的尺寸大小，也决定了照片所占用存储卡空间的大小。

照片格式是指数码相机所拍摄照片文件存储在存储卡上的格式。照片格式也是影响影像

画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消费级数码相机一般为拍摄者提供的是JPEG格式，而数码单反相机则

一般提供JPEG和RAW两种格式。全画幅数码单反相机除了提供JPEG和RAW格式之外，还为

拍摄者提供了TIFF格式。

RAW格式是未经处理，也未经压缩的图片格式，因此，RAW是图像质量无损失的图片

格式。但其图片占用存储空间大，处理时间长，且兼容性较差，通常只能使用厂家自带的图

像处理软件或专门的RAW处理软才能打开。

JPEG格式是可以提供优质图像的文件压缩格式，JPEG格式的照片在相机内部已经过影

像处理器加工完毕，可直接出片。JPEG能满足大多数拍摄者的要求，而且占用存储空间小，

处理时间短，适用于高速连拍。TIFF也是一种图像压缩格式，图像文件可完全还原并保持图

像原有的颜色和层次，画质优异，但是占用的存储空间非常大。

图像的画质即照片的品质，照片的品质主要受压缩率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表2-4的对比

来了解不同图片格式对图片质量的影响。

表2-4 图片格式

 格式选项 说 明

RAW
无压缩格式，需要在计算机上进行后期处理方能出片。对品质要求较高的拍摄

者可以选择这种文件格式

TIFF 无损失的压缩格式，画质优异，广泛适用于各种影像应用程序

JPEG精细
以大约1∶4的压缩率进行压缩，影像具有较高的品质，能满足大多数环境下的

拍摄，是大多数拍摄者的最佳选择

JPEG一般
以大约1∶8的压缩率进行压缩，文件占用空间小，在存储空间不足时可以考虑

选用此种照片格式

JPEG基本
以大约1∶16的压缩率进行压缩，照片质量较差，适合于电子邮件的发送或网

页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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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格式选项 说 明

RAW+JPEG精细 同时记录两张影像：一张为RAW影像，另一张为精细品质的JPEG影像

RAW+JPEG一般 同时记录两张影像：一张为RAW影像，另一张为一般品质的JPEG影像

RAW+JPEG基本 同时记录两张影像：一张为RAW影像，另一张为基本品质的JPEG影像

知识链接：

通过设置RAW、TIFF、JPEG三种照片保存格式，可以看到RAW与TIFF格式的照片质量

很好，而JPEG格式的照片质量欠佳。

实 例 分 析

如图2-16所示，拍摄者使用远摄镜头捕捉喜鹊停留在树枝上的瞬间。在拍摄时，拍摄者

站在较远的位置，在不惊扰被摄体的情况下，迅速按下快门，捕捉到自然生动的画面。拍摄

完毕后，拍摄者将图像保存为RAW格式，保证了画面的清晰。

图2-16 RAW格式保存照片

光圈：F2.8     
焦距：60mm
曝光时间：1/120s  
ISO：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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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综合案例：拍摄风光时的景深

光圈主要的作用是调整进光量。开启光圈后，只有合焦的地方才会清晰呈现，合焦点

以外的地方，影像就会较模糊。如果缩小光圈，原来模糊的地方就会比较清晰。光圈叶片越

小，其合焦点前后清楚的范围就变得越大，前后清楚的范围称为景深。浅景深常用在特写

的作品上，长景深常用在风景上。蒙妮坦摄影学校教你利用这种景深的变化拍摄漂亮的风

景照片。

在拍摄风景时，相机所使用的光圈不像拍摄人像那样，并不是使用大光圈就能拍出优秀的

作品，而快门的运用也需要视题材的不同来决定。当然，在面对不同的拍摄环境下，这些看似

是真理的相机设定并不是铁一般的规则，懂得灵活运用的人，才能真正拍出优美的风景。

分析：

下面的两幅图分别采用了深景深和浅景深的拍摄方法，可以看出，画面的展示风格完全

不同，各有特色。深景深(如图2-17所示)呈现出一种宏达深远的感觉，而浅景深(如图2-18所
示)则显得十分细腻，别具一格。

图2-18 浅景深风光

光圈：F2.8    
焦距：65mm
曝光时间：1/125s  
ISO：100

图2-17  深景深风光

光圈：F5.6    
焦距：105mm
曝光时间：1/120s  
ISO：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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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数码摄影的相关理论知识。学习者需要掌握对焦、拍摄模式、色温与白平

衡等知识，同时还需要理解ISO感光度及调节方法、影响景深的三要素、分辨率、格式和画

质等内容。

教学检测

一、填空题

1．单张拍摄模式即每按一次快门释放按钮，相机就拍摄一张照片。连续拍摄模式即每

按下一次快门释放按钮，相机便以每秒若干幅的速度进行________的记录。

2．当拍摄者将白平衡设置在________模式时，拍摄者需要为白平衡设置一个色温值。

3．所谓的景深，指的就是拍摄主体前后的________。
4．采用反光板预升模式拍摄时，拍摄者最好使用________或者________，以避免手指

按下快门时造成相机的震动。

5．当相机中自带的白平衡设置无法达到拍摄者期望的效果时，在没有色温计的情况

下，拍摄者可以选择________。

二、选择题

1．(  )能使拍摄者获得一张影像清晰的照片。

 A．准确的对焦                    B．良好的光线

 C．过硬的摄影技术                D．感光度

2．自拍模式启动后，相机的自拍指示灯将开始闪烁，同时发出(  )。
 A．轰鸣声                         B．蜂鸣声

 C．无声音                         D．机械声

3．拍摄者在拍摄照片时，如果想要突出晚霞的红色，可以选择“(  )”模式。

 A．闪光灯                         B．白炽灯

 C．钨丝灯                         D．阴天

4．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拍摄时，拍摄者需要视情况选择(  )以上的高感光度。

 A．ISO200                         B．ISO500
 C．ISO400                          D．ISO600

三、问答题

1．对焦点的选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数码单反相机的白平衡模式有哪些？

3．景深的选择对画面的效果有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