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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单反相机，普通数码相机，手机自带（相机功能）

首先要要拍出一张满意的照片之前，需要了解几个知识点：首
先是熟悉界面，其次是了解有关的参数（比如光圈、快门、焦
距、感光度、白平衡、曝光补偿等）。

第一部分有关相机的那些东东

1.有关相机的界面。（图见a001、1、2、3、4、5）

镜头分定焦镜头与变焦镜头。定焦镜头是相对于变焦镜头而言
的，如今的数码卡片机、长焦机的镜头基本都是用变焦镜头，
定焦镜头主要用于单反相机。定焦镜头由于焦距是恒定不变的，
所以给取景构图带来一些不便，但它的一大优势是成像畸变小，
所以还是有不少人钟情于它。变焦镜头则不然，因为镜头上有
个变焦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转动变焦环就可以改变构图，所
以在取景构图上，有“定焦（镜头）靠走，变焦（镜头）靠手”
的说法。















怎么安装镜头







怎么安装镜头



2. 摄影基本原理。

（1）什么是光圈

光圈是一个用来控制光线透过镜头，进入机身内感光面的光量
的装置，它通常是在镜头内。表达光圈大小我们是用f值。对于

已经制造好的镜头，我们不可能随意改变镜头的直径，但是我
们可以通过在镜头内部加入多边形或者圆形，并且面积可变的
孔状光栅来达到控制镜头通光量。我们用一个窗户打比方，光
圈就相当于不透光的窗扇，通过窗扇打开的大小来决定透进屋
里光的多少。



（2）什么是焦距

焦距，是光学系统中衡量光的聚集或发
散的度量方式，简单的说焦距是焦点到面
镜的中心点之间的距离。较常见的有:8mm
，15mm，24mm，28mm，35mm，50mm
，85mm，105mm，135mm，200mm，
400mm，600mm，1200mm等，还有长达
2500mm超长焦望远镜头。

镜头根据其焦距的长短，也即拍摄时的
视角，可分为标准镜头，广角镜头和长焦
距镜头等。









多次曝光：





（3）什么是景深
所谓景深就是当我们对准主体调焦时，在主

体的前方或者后方还有一段清晰的范围，我们把
这段范围称之为这幅照片的景深。光圈与景深成
反比。光圈大，景深小；光圈小，景深大。如：
f16的景深大于f2。物距与景深成正比。物距远，
景深大；物距近，景深小。如：聚焦于10米处的
景深大于聚焦于1米的景深。

景深能决定是把背景模糊化来突出拍摄对象，
还是拍出清晰的背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拍一些
花草、昆虫时，将背景拍得很模糊，制造一虚一
实两种效果，增加艺术气氛。这种效果称之为小
景深。但是在拍摄风景的照片，一般会把背景拍
摄得和拍摄对象一样清晰这种效果称之为大景深。





（4）什么是快门
快门速度控制进入到镜头中光线

的多少(快门速度越快进光量越少,快门
速度越慢进光量越多)

（5）什么是感光度
感光度（ISO）数值越大感光速度

越快，数值越小感光速度越慢，例：
在不改变光圈和快门数值的情况下拍
照，感光度设置为ISO200比设置为
ISO100的拍出来的照片更亮，感光度
数值越小拍摄出来的照片越细腻，噪
点相对较少。





（6）什么是曝光补偿?

曝光补偿是一种曝光控制
方式，一般常见在±2-3EV左
右，如果环境光源偏暗，即可
增加曝光值(如调整为+1EV、
+2EV)以突显画面的清晰度。
曝光补偿就是有意识地变更相
机自动演算出的"合适"曝光参
数，让照片更明亮或者更昏暗
的拍摄手法。拍摄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想法调节照片的明暗程
度，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等。





（7）快门、光圈和ISO，三者与照
片曝光有什么关系？

根据曝光程度的不同，照片可能
会曝光不足（太暗），曝光过度（太
亮）或曝光正常。曝光基于3个月求：
光圈、快门速度，以及传感器或胶片
（ISO）的灵敏度。每个要素都以各自
的方式影响照片的亮度。一张图来说
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3、怎么拍出稳定清晰的相片
拿稳相机是每个摄影者的必修课。

照片清晰度不高的原因有很多，但
相机没拿稳，尤其是拍摄瞬间的相
机不稳，是造成照片糊片的最常见
的原因。有的图片粗看还凑合，却
经不起高倍放大。要拍出清晰的相
片有两种途径，一是正确的姿式，
二是利用好三角架。



（1）对单反机而言，左臂紧贴左前肋，

用左手掌托住相机将相机送到自己眼前，用拇
指和食指、中指握持镜头，向着自己的面部用
力，使自己的眉骨、颧骨、鼻子贴紧相机，增
加相机的稳定性。持机的稳定性与快门速度、
按快门的动作力度以及焦距也有关系。当快门
速度低于1/60秒时，对持机的稳定性要求就高
了，若低于1/10秒，要求就更高了，不仅持机

要稳，身体也要稳住，不能左右摇摆，不能前
后晃动。按动快门钮的动作要轻缓，动作过猛，
也会使相机晃动，造成画面清晰度降低。我的
诀窍是：先吸一口气，在呼气的同时半按快门
构图、对焦，当气呼出一半至三分之二时将快
门按到底，快门“咔嚓”声响过再将按快门的
手指抬起。



（3）如何避免跑焦？ 数码相机的快门
分两档： 1、半按快门时相机开始测光
对焦，这个过程的长短与景物与相机的距
离远近有关，一般会在1秒钟内完成；2、
在半按快门的前提下继续将快门按到底，
相机开始拍照。您可以体会一下是不是没
给相机留足测光对焦时间。

（4）使用好三角架和快门线
由于夜间光线比较弱，拍片需要长时

间曝光，手持难以保证相机的稳定，所以
一定要用三脚架固定相机。即使用三脚架
固定相机，也难以完全避免按动快门时产
生的手震造成糊片，所以要用快门线或遥
控器控制快门，有的相机无法使用快门线
和遥控器，就要使用相机的快门延迟功能
操控快门。





第二部分如何让相片走进志鉴的编写

我们都知道在编写志鉴的过程中，
除了文字之外，相片是作为极为有力的
佐证资料。因此，对相片的选择也是一
项比较重要的工作，也是一个技术活。
年鉴、志书的图片编辑，初看起来是一
件很简单的事，只要选出图片堆砌一下
就可以了，其实不然，有许多问题是值
得考虑的，如何拍？如何选？如何收集
和编辑，都是有定的技巧，以下谈点个
人的体会：



一是让自已拍摄。可以用新闻摄影的方法套用，首先是在

镜头的选择上：比如在拍人物纪实摄影时，如在室内，因为空
间较小，尽可能用广角来拍。在室外拍摄，可能根据距离的长
短来决定是用标准镜头还是用长焦镜头。如果是拍集体相片，
尽量用标准定焦50MM，因为定焦的效果好，50定所拍的人物
不会变形，也可以用35MM定，变形效果很轻微。其次要学会
抓拍，瞅准时机，抓拍人物，姿态神态都要注意外理好。

另外，拍人像应将拍摄重点集中在脸部，建议用“点测光”

对准人的脸部测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被拍摄的人物穿浅色衣
服时将脸拍“黑”，穿深色衣服时脸部过曝如果是抓拍，那要
集中精力，争取抓得快、抓得准，需要熟练掌握构图、对焦、
移动、再构图、拍摄的过程，要一气而成，很有刺激性。按快
门不是眨眼皮，按快门可不能拍个什么算什么，准确的快门能
让你少去很后拍摄后选相片的时间，我的观点：能用一次快门
过的决不用第二次快门。摄影是一门艺术，景深怎么运用，快
门光圈如何设置，中远近景的搭配构图，光线的运用等等，是
需要反复思考、左右斟酌。





二是向他人收集。毕竟个人的精力和能
力以及信息的局限性，所以除了自已去拍外，
还要通过各种渠道来收集，集众人之力，来
做好相片的收集工作。个人的经验是，通过
媒体圈、通过摄影圈、通过各个单位的部署
来完成。

三是要有目的、有方向的选好相片。首
先要明确一幅图片要有主体、主题。所有的
图片都要围绕这个主题转，从不同角度用不
同手法集中反映主题。人像就是人像，风景
就是风景，纪实就是纪实，……….



不宜把一个帖子搞成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大杂烩”、
荤素齐全的“大拼盘”、变幻莫测的“万花筒”。一
幅图片要有主体，这个主体就是我们在一幅图片里要
突出表现的景物，也是我们举起相机后的对焦点，当
然这个主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其次是要按栏
目进行分类，在政治类，一般按职级排列，当然大事
记因为以时间为序，则按果时间来排列。社会类按人
物、生活、风景、艺术来排列，总之，要条理分明，
不要杂乱无章。第三，适当的根据版面进行相片的编
辑，一些特别重要清晰的相片，可以用二分之一页或
三分之一页，对一些相素较差的相片，可以用适当的
缩小比例来处理。第四，要学会合理的剪裁，让画面
更加主题突出，画面更加干净。第五，在画面的文字
表述上，力求简单清楚，宜短不宜长。第六，不要过
度的电脑化处理，要经得起历史的考证。



说到底，相机是个工具，又
是个玩具，工具是用来干活的，
玩具是供我们寻找快乐的，买相
机去拍摄，既有工作需要，又因
为爱好，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
空闲的时候，带上相机，出去走
走，既健身强体又陶冶情操，何
乐而不为？

以上是个人的些许心得，不
足之外，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