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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达盖尔摄影术”的诞生，到传统的胶片时代，再到数码摄影

时代，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摄影以平凡的功能记录了人类不平凡发展

的点点滴滴，并将历史的瞬间真实地还原，展现出无穷的魅力。21世

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光电集成板的数字网络时

代，摄影也由此被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在数字化硬件及多媒体技术的支撑下，全球约75%的人口都实现

了摄影的梦想。大家在充分享受数字影像乐趣的同时，也使用影像来

记录生活，这已成为一种时尚。本书结合当前数码摄影流行趋势，在

兼顾消费级数码相机性能描述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侧重对数码单反

相机的操作技术进行阐述，通俗易懂又不乏一定的理论深度，是摄影

爱好者从入门到技术水平提升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

本书撰写的宗旨是使摄影爱好者掌握数码摄影的基本技能和特

点，增加摄影审美乐趣，提高摄影水平，将摄影技术的专业性与通用

性有机结合。本书以实践性数码摄影技术为抓手，详细地介绍了数码

相机的选购要点，从数码相机的构造与性能入手，讲述光圈、快门与

聚焦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方法，数码单反相机的镜头，数码单反相机的

曝光与测光，并从应用技能角度讲述了景深控制、光线与色彩在数码

摄影中的运用、构图形式与要求。此外，本书还重点分类介绍了数码

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广告摄影、后期处理等知识。

图文并茂是本书的一大鲜明特色。详细的文字叙述辅以大量的图

片，可使读者一目了然。有些内容采用了渐进和对比的排列方式，将

知识、技能和经验视觉化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管德明教授从事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多年，在美学方面有很深的

造诣，擅长风光与人像摄影；其他作者也来自教学一线，有丰富的理

论基础和扎实的实践经验。书中除技术性说明图片外，所有示例图片

均来源于作者的原创。

本书是供高等学校师生进行数码摄影专修、选修教学的一本基础

教材，也是一本适合摄影爱好者自学的参考书。衷心希望本书能够成

为读者在摄影旅程上的良师益友。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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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摄影的含义
摄影一词在英语中被称为Photography，它来源于希腊语“以光线绘图”。在

现代，摄影是指使用某种专门设备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一般我们使用机械照相
机或数码相机进行摄影。摄影也被称为照相，即通过物体所反射的光线使感光介
质曝光的过程。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已开始用最原始的文字和图画来记录、描绘人们日常生
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劳作、收获、天文、地理乃至战争、灾难等。但站在现代
人的角度去反观历史，我们不禁感慨，仅仅依赖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方
式根本无法完整地记载如此丰富和精彩的人类文明。19世纪，摄影术诞生了，它为
更加完整、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增进人类的相互沟通、理解，提
供了一种崭新的工具和方法。

摄影，自它被发明出来以后，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摄影
的发展进程，一是和科学技术的更新密切联系，二是始终体现着人类的主动精神；
而摄影技巧则是在这两者的交叉点上体现出的一个具体层次。

今天世界上存留最早的一张照片可以追溯至1827年，出自法国人约瑟夫·尼埃
普之手，标题为“窗外的景色”，也称“鸽子窝”，如图0-1。

二、摄影技术发展简史

1. 摄影的基本原理——“小孔成像”

我国对光和影像的研究，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约公元前388年，我国的
《墨经》一书就详细记载了光的直线前进、光的反射，以及平面镜、凹面镜、凸面
镜的成像现象。到了宋代，在沈括（1031～1095年）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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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 《窗外的景色》 图0-2 小孔成像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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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详细叙述了“小孔成像匣”的原理，如图0-2。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于公元350年对“小孔成像”进行了记

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列奥那多·达·芬奇在其笔记中更是比较完备
地记载了当时应用小孔成像描绘景物的过程，即通过一个很小的圆孔，可以看到比
原物体小许多倍的该物体的倒像，从而可非常方便地描摹出物体的逼真形象。这种
供绘画用的“成像暗箱”并非摄影，仅仅相当于现代摄影原理的运用，如图0-3。

2. 摄影术的诞生

19世纪中叶，我国近代科学家邹伯奇曾独立研制了一部“摄影之器”，并用此
拍出了照片，这一成果的出现，虽然要早于西方，然而，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
摄影术。因为他仅仅是拍出照片而已，却未能将照片的影像固定下来，而摄影的目
的就是要使影像固定下来。

1839年，法国画家、舞台设计师L·达盖尔却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当时的摄
影技术和条件与今天的摄影无法同日而语，光记录明亮光线下的景物就需要
20~30 min，但他毕竟使摄影成为了现实。当年6月，法国政府授于达盖尔四级紫绶
勋章，并给予津贴奖励。1839年8月19日，法国科学院与艺术学院举行了一次特别
会议，正式公布了“达盖尔摄影术”，如图0-4。这一天被世界公认为摄影术的诞
生日。

3. 卡罗式摄影法

1841年，英国人F·塔尔博特把碘化银涂在纸上，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张相纸负
片，并成功地感光成像。同时使用浓盐水解决了定影问题，大大降低了成本，并使
每张负片可以再用相纸印出无数照片。塔尔博特摄影法（又称卡罗式摄影法）是今
天由负片印放正像工艺的前身，其主要问题在于负片是纸质的，而粗糙的纤维影响
了照片的清晰度，并且容易褪色。

4. 火棉胶摄影法

继塔尔博特发明纸质负片以后，人们又试图找到更新的感光材料，首先纳入人们
视野的是玻璃。然而，怎样才能使感光药品附在玻璃上呢？由此想到了用蛋清作黏合
剂，可混合了蛋清后曝光时间却要15 min之久。1851年火棉胶摄影法问世，问题是，
要将火棉胶均匀地涂在玻璃上必须在玻璃片湿的时候进行，所以这一方法又称“湿
板”摄影法。“湿板”摄影法光敏度高，感光快，拍人像只需1～20 s，大大缩短了曝
光时间。缺点是无论在何处拍摄都必须在附近准备暗房，十分不便。

图0-3 透镜暗箱示意图 图0-4 达盖尔式照相机（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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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干版时代

1871年9月，一位名叫R·L·马多克斯的英国医生，在《英国摄影》杂志上介
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将以糊状明胶为材料的溴化银乳剂趁热涂在玻璃板上，其干
燥时不会像火棉胶那样发生结晶现象。其他人在用马多克斯的方法进行实验时，又
发现在配制乳剂过程中若能延长加热时间，可使乳剂光敏度大大提高。用这种方法
制作出来的干版，影像质量好，性能稳定，感光度强，一般在室外曝光只需1/25 s，
且不一定要用三脚架，更不必带上那些暗室、帐篷、药剂等一大堆笨重的物品。

干版的出现，不仅推动了新型手持照相机的发明进程，也催生了能够连续拍摄
而不必来回更换干版的新型摄影材料的问世。

6. 软片时代

摄影发展史上不得不提到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美国一家银行的记账员——当时
年仅24岁的业余摄影爱好者伊斯曼。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发明了一种干版涂布机，
并于1880年创办了“伊斯曼干版公司”。经过几年的奋斗，伊斯曼于1888年6月成
功地制造了第一架“柯达”（Kodak）照相机，次年又生产出了成卷的软质胶片。
“柯达”照相机体积小，便于携带，能拿在手中拍摄。照相机内装有一卷6 m长的软
片，能拍摄100张直径为2.5 in（1 in=25.4 mm）的底片，曝光速度为1/25 s，固定焦
距，光圈为f 9，能将2.5米以外的景物拍摄清楚。软片胶卷是事先装在照相机里的，
当摄影者全部拍完后，可将照相机寄回柯达公司，由柯达公司将胶卷取出冲印成照
片，再将新软片装入照相机，连同已冲印好的照片交还摄影者，且价格适中。1891
年，伊斯曼公司又制造出摄影者自己能装卸的胶卷。这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
革，使摄影术具备了真正进入普及和实用时代的条件——轻便、操作简易、价格低
廉的照相机与感光片。摄影的影响及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并被广泛运用于新闻传
播、艺术创作、科研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步入20世纪初，彩色感光材料得到迅
速发展：1909年发明了三层一次曝光彩色显影法；1935年减色法彩色感光材料投放
市场；1936年彩色反转片开始问世。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更是日趋成熟，不同类型、
不同规格、不同用途的照相机以及种类繁多的辅助摄影器材相继问世。

7. 数码摄影时代

随着计算机及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1986年佳能公司推出38万像素的全数字静
态照相机，到1989年富士公司与东芝公司联合推出4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其间不过
短短的几年时光。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300万像素水平的数字照相机的问世，标
志着数码相机、数码成像系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如今，专业级数码相机
更是已经达到2 100万像素以上。数码摄影技术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摄影术面临着
一场重大变革，无论是前期的拍摄还是后期的影像存储、处理、传播，都体现出一
种革命性的变化。如今，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移动通讯系统、数字卫星通讯系
统的运用，能使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拍摄的数字图片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回到通讯终
端，从拍照、传送到目的端接收的全过程也只要几分钟。数字摄影的优越性是显而
易见的，其强劲的发展势头确实令人瞩目，大有取代传统摄影之势。数字影像生活
必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三、相机制造业的发展

1. 相机发展的第一阶段（1839～1924年）

1841年，光学家沃哥兰德发明了第一台全金属机身的照相机。该相机安装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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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第一只由数学计算设计出的、最大相孔径为1∶3.4的摄影镜头。 
1845年，德国人冯·马腾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可摇摄150°的转机。1849年

戴维·布鲁司特发明了立体照相机和双镜头的立体观片镜。1861年物理学家马克斯
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 

1866年，德国化学家肖特与光学家阿具在蔡司公司发明了钡冕光学玻璃，产生
了正光摄影镜头，使摄影镜头的设计制造得到迅速发展。1888年，美国柯达公司发
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安装胶卷的可携式方箱照相机。

1906年，美国人乔治·希拉斯首次使用了闪光灯。1913年，德国人奥斯卡·巴
纳克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135相机。

 2. 相机发展的第二阶段（1925～1938年）

1925年至1938年，是照相机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内，德国的莱卡
（Leica）、蔡司（Zeiss）等公司研制生产出了小体积、铝合金机身等双镜头及单镜
头反光照相机。 

在此阶段，相机的性能得以逐步提高和完善，光学式取景器、测距器、自拍
机等被广泛采用，机械快门的调节范围不断扩大。照相机制造业开始大批量生产
相机，各国的相机制造厂纷纷仿制莱卡型和罗莱弗莱型相机。黑白感光胶片的感
光度、分辨率和宽容度也不断提高，彩色感光片开始推广。这一切促使摄影队伍
迅速扩大，并逐渐走向专业化。 

3. 相机发展的第三阶段（1939～1999年）

1939~1999年是相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此阶段的前半期即20世纪60年代之
前，黑白、彩色胶片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光学工业制成了含有稀有元素的新
型光学玻璃，如镧、钛、镉等玻璃，从而更好地校正了摄影镜头的像差，使镜头向
大孔径和多种焦距的方向迅速发展。因此出现了变焦、微距、折反射式、广角等多
种摄影镜头，镜头单层镀膜得到普遍推广，照相机出现了计数器自动复零、反光镜
自动复位、半自动和全自动收缩光圈等结构。相机制造业开始飞速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末为第三阶段的后期。在此期间，光学传递函数
理论在光学设计领域得以应用，出现了成像质量高，色彩还原好、大孔径、低畸
变的摄影镜头。同时，镜头向系列化发展，由焦距为几毫米的鱼眼镜头发展到800 
mm的超摄远镜头，并有了透视调整、 变焦微距、夜视等摄影镜头。电子技术也逐
渐深入到照相机内部，多种测光和高精度的电子镜间快门、电子焦平面快门以及
易于控制的电子自拍机等都纷纷出现。曝光补偿、存储记忆、多记录功能、电动
上弦卷片、自动调焦等各种功能得到日益精细的应用。各种新型相机，伴随着高
科技的发展不断问世，从而为摄影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十分精良的设备。

4. 相机发展的第四阶段（2000年迄今）

从2000年起，摄影技术开始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这标志着相机发展第四阶段
的到来。数码相机，也叫数字式相机，是数字技术与照相机原理相结合的产物。它
采用CCD或CMOS作为图像传感器，并将图像经压缩后存储在相机内的存储器或存储
卡上。

早期专业用数码相机多采用现代高档相机与数码影像技术相结合而成，如柯
达DCS420数码相机是用尼康F90的机身和柯达公司的数码影像技术——数码后背
相结合而成。1999年，尼康公司推出了单反专业数码相机尼康D-1，总像素为274
万，操作方便，是符合新闻摄影需要的专业型相机。2002年，柯达公司推出了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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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DCS760单反数码相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台传感器像素达到600万的专业型单
反数码相机。2005年8月，佳能公司推出专业型数码相机佳能EOS5D，采用CMOS
（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影像传感器，作用相当于CCD），像素达到1 200万。
如今的佳能EOS5D MarkⅡ，像素已达2 110万。

早期普及型数码相机多为“傻瓜型”——固定镜头、固定焦距，旁轴取景，像
素只有几十万到百万左右，如1998~1999年度TIPA“欧洲最佳摄影产品”奖的“最
佳民用型数码相机”——奥林巴斯Camedia C-1400L的像素也只有141万，但具有了3
倍变焦镜头，是世界上最早推出的采用单镜头反光设计的业余型数码相机。2000年
上半年，日本厂家推出了一批像素在300万以上的新一代普及型数码相机，如奥林
巴斯C3030、尼康Cool PIX 990、富士FINEPIX 4700z等。2005年底，普及型数码
相机的主流像素已达500万。至2008年底，普及型数码相机的主流像素达到了800
万~1 100万，如佳能IXUS860 IS、索尼T300、松下FX38、理光R10、奥林巴斯SP565 
UZ。2010年底，普及型数码相机的主流像素已达1 200万~1 500万，如索尼T9等。同
时，普及型数码相机还配备了数字高清片段录影功能，极大地方便了用户。

目前，随着数码相机技术的不断成熟，数码相机的像素仍将不断提高，数码相
机功能强大、价廉物美的时代已经到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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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相机也叫数字相机，是数字技术与照相机原理相结合的产物。它采用CCD
（Charge Coupled Device，即电子耦合器件）或CMOS（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影
像传感器）作为图像传感器，把光线转化为电荷（光电转换），再将模拟信号转换
成数字信号，并将图像经压缩后存储在相机内的存储器或存储卡上。

一、数码相机主要部件的构造及功能
数码相机是由镜头（图1-1、图1-2）、CCD或CMOS（图1-3）、A/D（模/数转换

器）、MPU（微处理器）、内置存储器、LCD（液晶显示器）、PC卡（可移动存储
器）、接口（计算机接口、电视机接口）和电源等部分组成。数码相机中只有镜头
的作用与普通相机相同，它将光线汇聚到感光器件CCD或CMOS上， CCD或CMOS代
替了普通相机中胶卷的位置，它的功能是把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这样，我们就得
到了对应于拍摄景物的电子图像，但是它还不能马上被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还需
要按照计算机的要求进行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模数转换器用来执行这项
工作。而后，MPU（微处理器）对数字信号进行压缩并转化为特定的图像格式，例
如JPEG格式。最后，图像文件被存储在内置存储器中。这就是数码相机拍摄的工作
步骤。LCD（液晶显示器）的功能是对各项参数及照片进行显示。有一些数码相机
为扩大存储容量而使用可移动存储器。

相对于传统相机，数码相机的构成中比较特别的就是光电转换器、模/数转换
器、微处理器以及内外储存系统。光电转换器就是数码相机的“底片”，只不过它
是可重复使用的，而传统相机的底片则只能使用一次。模/数转换器是一个针对光电

第一章 数码相机的
构造与性能 DIGITALPHOTOGRAPHY TECHNOLOGY图1-1 单反数码相机镜头 图1-2 普通数码相机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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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器信号进行转换的装置。微处理器则是数码相机的心脏，它将数模转换器的信
号经过再一次处理就变成了特定的图像格式。内外储存系统就是数码相机的“胶卷
筒”，拍摄所得的照片储存于此。

二、数码相机的相关技术参数

1. 像素

“像素”（Pixel） 是用来计算数码影像的一种单位。如同摄影的相片一样，数
码影像也具有连续性的浓淡阶调，我们若把影像放大数倍，会发现这些连续色调其
实是由许多色彩相近的小方点组成的，这些小方点就是构成影像的最小单位——像
素。数码相机的像素通常分为有效像素和最大像素。

有效像素：像素越大，图片的面积越大。要增加一幅图片的面积，如果没有更
多的光进入感光器件，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大像素的面积，但这样一来，可能会影响
图片的锐度和清晰度。所以，在像素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数码相机能获得最大图片
的像素，即为有效像素。

最大像素：指CCD/CMOS感光器件的像素。大部分商家为了争得更多市场份
额，通常只标明数码相机的最大像素。最大像素是通过数码相机内部运算而得出的
值，转印图片时其画质会很明显地减损。因此在选购数码相机时，看有效像素才是
最重要的。

2. CCD（CMOS）尺寸

CCD（CMOS）上感光组件的表面具有储存电荷的能力，并以矩阵的方式排
列。当其表面感受到光线时，会将电荷反应在组件上，这样整个CCD上的所有感光
组件所产生的信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CCD（CMOS）尺寸即指感光器件
的面积大小。感光器件的面积越大，捕获的光子越多，感光性能也越好，信噪比越
低。但CCD（CMOS）尺寸较大的数码相机，价格也相对较高。

传统135相机胶卷尺寸为35 mm，即胶卷的宽度（包括齿孔部分）。35 mm胶卷

图1-3 数码相机C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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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全画幅CMOS

的感光面积为36 mm×24 mm。换算至数码相机，即为宽度越接近35 mm 胶卷的，
CCD/CMOS尺寸相对较大。在专业型数码相机中，佳能1Ds Mark Ⅲ的CMOS尺寸为
36 mm ×24 mm，如图1-4，达到了35 mm 的宽度，所以成像效果比较好。相对而
言，当前市面上普及型数码相机的CCD（CMOS）就要小些。

3. 色温

色温是表示光源光谱质量最通用的指标。它是按绝对黑体来定义的，光源的
辐射在可见区和绝对黑体的辐射完全相同时，此时黑体的温度就被称为此光源的色
温。低色温光源的特征是在能量分布中红辐射相对要多些，通常称为“暖光”；色
温提高后，能量分布中蓝辐射的比例增加，通常称为“冷光”。

4. 白平衡

白平衡英文名称为White Balance。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物体颜色会因投
射光线的颜色而产生改变，在不同光线的场合下拍摄出的照片会有不同的色温，
如在钨丝灯照明的环境中拍出的照片可能偏黄。事实上，CCD或CMOS是没有办法
像人眼一样会自动地修正光线的改变。因此，只能通过调整白平衡才能在所得到
的照片中正确地以“白”为基色来还原其他颜色。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的是相
机内所含的自动白平衡功能。

5. 光学变焦与数码变焦

光学变焦的英文名称为Optical Zoom，数码相机依靠光学镜头结构来实现变焦。
数码相机的光学变焦方式与传统35 mm相机差不多，就是通过镜片移动来放大与缩
小需要拍摄的景物，光学变焦倍数越大，能拍摄的景物就越远。目前市场上销售的
普及型数码相机，其光学变焦倍数大多在2～5倍之间，即可把10米以外的物体拉近
至3～5米。

数码变焦就是改变成像面的大小，即成像面的对角线长短。实际上数码变焦并
没有改变镜头的焦距，只是通过改变成像面对角线的长度来改变视角，从而产生了
“相当于”镜头焦距变化的效果。

6. 曝光控制

自动曝光是许多数码相机的默认设置，在这种曝光模式下，相机将自动控制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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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曝光，用户根本不需做任何事情，相机上的传感器即可根据景物反射回来的光线
强度自动设置光圈值和快门速度。曝光控制主要用来调节景物整体亮度，如果拍摄
对象过于黯淡，可以调节曝光补偿标尺（EV值）来增加亮度。

拍摄环境比较昏暗时，需要增加亮度，而闪光灯无法起作用时，可对曝光进
行补偿，适当增加曝光量。进行曝光补偿的时候，如果照片过暗，要增加EV值，
EV值每增加1.0，相当于摄入的光线量增加一倍，如果照片过亮，要减小EV值，EV
值每减小1.0，相当于摄入的光线量减小一倍。按照不同相机的补偿间隔可以以1/2
（0.5）或1/3（0.3）的单位来调节。

7. 感光度

在传统胶卷相机上，ISO代表感光速度的标准，在数码相机中，ISO的定义和胶
卷相同，代表着CCD（或CMOS）感光元件的感光速度，ISO数值越高说明该感光材
料的感光能力越强。ISO的计算公式为S=0.8/H（S为感光度，H为曝光量）。从公式
中我们可以看出，感光度越高，对曝光量的要求就越少。ISO 200的胶卷的感光速度
是ISO 100的两倍，换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ISO 200胶卷所需的曝光时
间是ISO 100胶卷的一半。在数码相机内，通过调节等效感光度的大小，可改变光源
多少和图片亮度的数值。因此，感光度也就成了间接控制图片亮度的数值。

由于数码相机的感光器件使用的是CCD或者CMOS，对曝光多少也就有相应要
求，即有感光灵敏度高低的问题，这就相当于胶片具有一定的感光度一样。数码
相机厂家为了方便数码相机使用者理解，一般将数码相机的CCD的感光度（或对光
线的灵敏度）等效转换为传统胶卷的感光度值，因而数码相机也就有了“相当感光
度”的说法。

在光线不足时，闪光灯的使用是必然的。但在某些场合，如展览馆或者体育比
赛中，是不允许或不方便使用闪光灯的，在这种情况下可通过ISO值来增加照片的
亮度。数码相机ISO值的可调性，能使我们通过调高ISO值、增加曝光补偿等办法，
减少闪光灯的使用次数。调高ISO值可增加光亮度，但也可能增加照片的噪点。

三、数码相机的类型
一般来说，数码相机按照用户类别可分为专业型（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和普及

型（卡片型数码相机）两大类。目前，数码相机已有近百个品种，国内市场上常见
的品牌有：柯达、奥林巴斯、佳能、卡西欧、富士、尼康、美能达等。主流像素已
达1 200万以上。

1. 专业型数码相机

专业型数码相机的外表结构类似于传统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机身与镜头分
开，其最大的特点是镜头有多种选择。在专业型数码相机中，又可细分为专业级、
准专业级和入门级。

当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专业级数码相机有佳能EOS-1DX（图1-5）、尼康 D3X
等；准专业级的有佳能5D Mark Ⅱ、尼康D700、佳能7D等；入门级的有佳能50D、
尼康D300等。

专业型数码相机的用户群主要是摄影发烧友、专业摄影人士、收入较高的年轻
人士以及如婚纱摄影、个人数码影像工作室的从业人员等。从价格来说，数码相机
市场很独特，普及型产品和专业型产品的售价相差十多倍，普及型数码相机一般
最高不超过5 000元，专业级数码相机的机身通常都在1万～5万元之间。如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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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X系目前市场上的高端机种之一。它具备1 810万像素的全幅感光组件，搭载全新
的双Digic 5+图像处理器，达到更高水平的画质表现与噪声抑制能力。对焦系统则进
化为61点高密度网状的自动对焦系统，感光度最高达到ISO204 800（原生最高感光
度为ISO51 200），并具备252区的测光系统。连拍模式下，JPEG的连拍数可达每秒
14张的表现（RAW画质则可达12fps）。市场上的专业级数码相机一般对机身与镜头
实行分开销售。

2. 普及型数码相机

普及型数码相机的最大特点是镜头与机身一体化。这类相机相对于专业型数码相
机而言，其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操作方便。一般普及型的数码相机都可直接
用LCD取景，预览可能的拍摄效果，并自带闪光系统，可在多种环境下直接使用。

当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普及型数码相机有佳能IXUS1000 HS等。
普及型数码相机的用户群主要是年轻时尚的白领、旅游爱好者及各类对摄影质

量要求一般的对象。

四、数码摄影与传统摄影的差异
数码摄影突破了传统光学摄影暗房处理的束缚，缩短了影像的生产周期，提高

了摄影的工作效率。数码摄影与传统摄影相比，具有以下差异：
1. 存储影像的介质不同

此为最大的区别。数码摄影采用CCD（或CMOS）来记录影像，取代了传统的
感光材料。与胶卷相比，CCD（或CMOS）有以下特点：

（1）不需冲洗胶卷、放大照片，可直接传递或印刷，提高了时效。
（2）存储卡可反复使用。
（3）感光度可调整，对光源和光线条件的适应性很强。
（4）感光性能不同：胶卷对紫外线更敏感，CCD（或CMOS）对红外线更

敏感。
传统摄影是将影像以化学方式记录在以卤化银为主要光敏物质的感光片上；数

码相机则采用数字方式将影像信息存储在数字存储器或存储卡上。

图1-5 佳能 EOS-1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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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像的记录和呈现方式不同

传统摄影需对拍得的感光片进行冲洗、印放处理，才能呈现出被摄物的影像，
如需采用电脑处理，必须用扫描仪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而数码相机拍得的影像所
见即所得，可直接输入计算机，数码影像也可直接打印成照片。

数码相机采用微处理器将影像感应器得到的光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微处理器
对影像的处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将单色像元信息处理为多色像素：用数码相机拍摄时，每个像元对应感受
来自红、绿、蓝（或青、品红、黄）几种颜色中的一种颜色的光线。当电荷从成像
芯片中输出时，微处理器自动将单色信息与周围其他像元颜色的信息进行平均化，
从而产生具有全色彩的像素。

（2）对成像芯片的感光平衡性进行补偿：成像芯片加上滤光器，就可以将红、
绿、蓝（或青、品红、黄）分别转换为电信号，但各种色彩的转换率不一致。所
以，微处理器要根据成像芯片感受不同颜色光线时的灵敏程度，对感光平衡性进行
调整。

（3）改善反差，增强图像边缘的锐度。
（4）进行图像压缩：数字图像文件很大，在存储前，一般要对图像进行压缩处

理。目前采用的压缩存储格式多为JPEG（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对影
像质量有一定影响。专业型数码相机常采用不压缩存储，或无损压缩TIFF（Tagged 
Image File Format）存储方式，以确保影像的质量。此外，还有GIF（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存储方式等。

3. 图像质量上的差异

传统感光片记录的影像质量高于普及型数码相机拍摄成的数字影像质量，但专
业数码相机拍摄成的影像质量已经完全能够与传统感光片相比。

4. 传递方式不同

数码影像在传递方面显得更为便捷，保真度高。摄影者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影像
可以直接通过电脑和网络及时传送，影像可在几秒钟内就到达目的地，接收者可直
接在电脑上编辑处理，并直接进行电子排版输出软片。数码摄影的这一特点对新闻
摄影有着革命性的影响，因为传统摄影胶片的传递方式显得非常麻烦。

5. 存储卡与胶卷不同

数码相机的存储器也叫“数字胶卷”（Digital Film），用来保存经数字相机处理
器加工过的数字信号。目前，数字照相机常用的存储媒介有以下几种：

图1-7 SD卡图1-6 CF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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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F（Compact Flash）卡：如图1-6，CF卡可译

为袖珍存储卡，内置可兼容部分操作系统的控制器。
（2）SD卡（Secure Digital Memory Card）卡：如图

1-7，SD卡由日本松下、东芝及美国SanDisk公司于1999
年8月共同开发研制。SD卡具有高记忆容量、快速数据
传输率、极大的移动灵活性以及很好的安全性，为当今
大多数数码相机所采用。

（3）SM（Smart Media）卡：俗称智慧卡、聪明
卡，也是一种闪存卡。

（4）PC（Pcmica）卡：个人计算机存储卡，有多种型号。
（5）MS（Memory Stick）卡，俗称“记忆棒”：如图1-8，此为索尼公司专利产

品，用于索尼系列数码产品数据的存储。
此外，可用来反复使用的存储媒介还有微型驱动器（Micro Drive）等。
6. 数码相机的特殊功能

（1）即拍即显：液晶显示器用来显示拍摄后的影像，便于观察、回放、挑选。
目前主流显示器屏幕为3英寸，92万像素以上。

（2）白平衡功能：根据光源的色温变化，通过调整白平衡，来获得准确的色彩
还原。

（3）电子快门：通过控制光敏元件对光信号积分时间，来控制成像芯片获得
光线的量。电子快门可获得极高的快门速度，例如，尼康D1的最高快门速度达到
1/16 000 s，有的相机快门速度可达到1/20 000 s。

此外，数码相机还具有录音、视频录制、直接打印等功能。

五、数码相机的选购要素

1. 数码相机像素和CCD（或CMOS）的尺寸

这是衡量数码相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数码相机像素是数码相机中感光元件
CCD（或CMOS）的实际像素，而不是输出图像像素。目前主流普及型数码相机的像
素一般在800万～1 200万之间。理论上讲，像素越高，相机的性能越好。

除了像素数量外，还有很多指标也是购机之前需要了解的，如CCD（或
CMOS）的面积。这是一个重要指标，但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指标。从摄影角度
来讲，一般普及型数码相机采用1/3英寸的CCD（或CMOS），要想在如此小的成像
面积上得到高质量清晰的画面，必须对相机镜头提出很高的要求，需要特殊设计的
高密度成像镜头，以便在小面积上获得高密度的成像。所以即使是相同像素的CCD
（或CMOS）也要选择面积大的，使获得高密度、高清晰度的成像更有保证。CCD
（或CMOS）的尺寸越大，机器的性能也就越好，但售价会越高。如作为佳能EOS系
列数码单反相机新一代的旗舰王牌——EOS-1Ds Mark Ⅲ就配备了2 110万有效像素
以及全画幅CMOS图像感应器和双DIGIC Ⅲ数字影像处理器，其CMOS的尺寸达到了
普通135胶卷的单幅尺寸，市场机身售价4.8万元；尼康新旗舰单反D3X采用新研发
的尼康 FX 格式 CMOS 影像感应器，尺寸为 35.9 mm×24.0 mm，有效像素2 450万，
机身售价4.5万元。

2. 相机镜头

照相机镜头也是选择相机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很多摄影爱好者看到数

图1-8 MS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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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相机的镜头比较小就认定其无法形成高质量的图像，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数码相
机的感光元件是CCD或CMOS，普及型数码相机所用的CCD（或CMOS）一般是2/3、
1/2、1/3英寸，面积比传统的35 mm底片小得多，所以普及型机器上用的镜头对
CCD或CMOS来说已经足够了。如今，小镜头的最大光圈值可达到f 2.8（相当于35 
mm相机镜头f 5.6），这对35 mm传统相机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从理论上讲，照相机镜头的直径应该是越大越好，因为大镜头对提高成像边
缘清晰度大有好处，具备大口径、多片多组、包含非球面透镜的高质量镜头，绝对
是半专业摄影者首选。但是普及型相机一般都采用小镜头，因为要考虑到相机的成
本。而专业型相机一般使用与机身相对独立的镜头，且可以随时更换。专业镜头一
般价位都比较高，最大光圈越大，售价就越高。

在选择数码相机时，要考虑到镜头的光学变焦值。如今市面上较为流行的普
及型相机光学变焦数一般在3～5倍之间。光学变焦值越大，拍摄远距离的对象就会
越方便。还有一种变焦方式是数码变焦。数码变焦只是把图像中间一部分放大，然
后通过插值处理图像，这样会大大损失图像质量，这只是数码相机上的一块“鸡
肋”，不值得去参考这一指标。所以，在半专业领域应以图像质量为先决条件，在
选择数码相机时可以不考虑数码变焦功能，出于价格因素应首选无此功能的机型。

3. 手动控制功能

手动控制是指相机的光圈、快门、焦距可手动调节，这对摄影创作至关重要。
目前，普及型数码相机的手动控制功能不够丰富，部分机型只具备其中的一两项功
能，只有专业机型才具备完全的手动控制功能。所以在购买相机的时候，消费者一
定要设定好相机的使用范围。如搞创作，建议购买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如用于生活
场景的记录，可购买普及型数码相机。

4. 取景方式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数码相机取景方式不外乎普通光学取景、LCD取景、TTL
单反取景三种方式。

普通光学取景是最常见的取景方式，其唯一的缺点是取景误差大，特别是在近
距离拍摄上下左右位置时的误差和看到的景象与实际拍摄景象大小的误差，取景器
看到的景象约占实际拍摄景象的85%。

LCD取景是目前数码相机的必备功能。LCD取景能看到拍摄对象的实时场景，
但它在数码相机部件中的电能消耗较大，要占用整部相机1/3以上的电量。LCD取
景的姿势必须是双手前伸，与眼睛保持一定距离，此时相机无法获得稳定的三角支
撑，用低速快门很难拍出稳定清晰的相片，不适合专业摄影。普及机型同时配有普
通光学取景和LCD取景功能。

TTL（Through The Lens）单反取景器是专业相机上必备的取景方式，也是真正
没有误差的光学取景器。专业机型一般都具备该项功能。

5. 配件的选购 

数码相机的配件也相当重要，通常可能需要购买存储卡、电池和充电器、UV和
转接环、相机包、三脚架等。建议所有配件不要在一家店购买。存储卡可以在电脑
市场进行购买，别的配件应该去摄影器材店买，这样不但质量可靠而且价格也便宜
些。以下我们就分门别类地来谈谈购买这些配件所需要注意的地方。 

（1）存储卡：买存储卡时要考虑到自己日常的拍摄量，并结合自己的相机特
点来决定所需要的容量。其次，需要考虑卡的品牌。目前市面上有关卡的品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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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从某种意义上讲，卡的品牌决定了卡的质量。比如金士顿（Kingston）的CF
卡、东芝（Toshiba）SD卡等，其质量稳定，兼容性也不错。最后，我们还应考虑卡
的速度。现在销售的卡有普通速度和高速卡两种，如果你需要拍摄RAW甚至TIFF格
式的照片，则应尽量买高速卡。 

（2）电池和充电器：相机所用的电池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可充电锂电池，一
种是AA（5号）镍氢电池。对于可充电锂电池，建议大家到正规商店购买，有质
量保证。镍氢电池方面，GP超霸电池价位适中，品质上乘。可尽量买容量大些
的，比如2 000 mAh的。对于充电器，现在很多数码相机均随机赠送，这里就不详细
介绍了。 

（3）UV镜和转接环：UV镜对于数码相机而言，主要功能就是保护镜头。但是
不是需要买UV镜，还得看你配备的是什么相机。如果机器小巧，那不用考虑，因为
UV通常靠转接环或转接桶才能装在机器上，这样就增大了相机的体积。如果机器本
身就比较大，比如单镜头反光型的数码照相机，镜头上就得配备UV镜。UV镜的品
牌有很多，建议考虑多层镀膜的。市场上高端的UV镜有德国的“B+W”等品牌。购
买UV镜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UV镜的口径，可以根据镜头的口径来定，镜头的口径
一般标注于镜头的外圈。图1-9为德国“B+W”品牌的UV镜。

 （4）摄影包：一定要考虑所放配件的数量，而且要带着机器去购买，这样才能
买到合适的摄影包。摄影包不是越大越好，而是适合才是最好的。此外还要注意包
的材料，尽量买具备防水功能的包。市场上较知名的品牌有乐摄宝（Lowepro）（图
1-10）、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等。

（5）三脚架：挑选三脚架要看其稳定程度，一支上乘的三角架应该是轻而稳。
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是碳纤维架，它比起铝合金架具有轻便易携带的特点。“好
马配好鞍”，在购买一支好三角架的同时，还要配一只好的云台。进口的品牌有日
本的金钟（Velbon）、意大利的曼富图（Manfrotto）（图1-11）等，这些品牌的三
角架、云台质量优良，有着悠久的历史，国际上许多摄影师都选择这些品牌。

（6）干燥箱：数码相机内含光学与电子元器件，长期不使用时，应保存在干燥
箱内。目前市场上的干燥箱多为电子式，自控湿度，非常适合储存数码相机及其配
件。对于专业型数码相机，还要注意保持镜头的干净整洁、防潮防霉，因为当环境
相对湿度大于60%时霉菌即可生长，而镜头一旦霉变，则宣告报废。

图1-11 曼富图云台图1-10 乐摄宝摄影包图1-9 B+W 多层镀膜UV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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