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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的分類-無反 Mirrorless Interchangeable Lens Cameras ( MILC )

人們稱呼它為“可換鏡頭的數碼相機(DC)”,有人模仿
“單反”的稱呼,開始將這類相機稱為“無反 MILC”





無反相機











◾基礎攝影Basic Point-and-Shoot

◾對於那些只需要中等品質、細張圖片，或 是只想對
數碼攝影有基本了解的朋友來說， 入門級 (Consumer
DC) 數碼相機解像度已經 十分足夠。入門級數碼相機

通常只有特定 的幾種手動功能，解像度一般由一千
二百 萬像素至二千萬像素。

◾手機 (一千二百萬像素至一億萬像素)
◾CMOS size: around 1/7” (2.5mm x 3.5mm)

½ .55 (4.55mm x 6.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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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 全自動，景深長。人人影到相！
◾2) 有場景模式，不用學！
◾3) 附加功能..如一笑即拍，動物對等等！

◾缺點：
◾1) CMOS 太細，質數不及大機。
◾2) Handling & Control 不及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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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拍攝功能Advanced Point &Shoot

◾如果在拍照的時候想有更多的操控功能，
可能就需要較專業的機種了，例如設有手
動曝光、可轉換角度的 LCD、七百萬到一

千萬像素、名廠優質鏡頭、光學變焦和內
置相片剪輯功能的專業級數碼相機
(Prosumer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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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拍攝功能Advanced Point &Shoot
◾ (細分類 )
◾1) 普通細CCD機 with大機功能。如Canon G11

◾ 2) 4/3 system & m4/3 system! 如GF1, EP1/2等
◾ 3) 最新 Evil system (APSC size ccd!) 但無反光鏡！
◾ 如Samsung NX10，還有 Sony …..

◾ CMOS size : 4/3

🞄 APSC

(13mm x 18mm) 

(16.5mm x 24mm)

Peter Lo Photography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印



◾數碼單鏡反光相機(DSLR)
◾為專業具有多種針對專業拍攝的功能，並可更
換不同種類的鏡頭、解像度至少達到六百萬，
甚至超過一千萬像素，以達到專業級的曝光控
制及拍攝要求的數碼相機。

◾DSLR也分為APSC,APSH & Full Frame!
◾APSC
◾APSH
◾ Full Frame
◾中幅

(16.5mm x 24mm) 
(28mm x 18mm) 
(24mm x 36mm)
(33mm x 44mm) Fuji G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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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感光體之特性:-

◾1) CMOS
◾用電量少，Noise低！但唔夠CCD Sharp!

◾2) CCD
◾Sharp過Cmos！但 Noise高 &用電多！

◾每間廠之處理技術水平已經超越以上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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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Size感光體之特性:-

🞄畫質 焦準 景深

◾ DC size OK 最易中焦 最長

◾ 4/3 幾好 易中焦 較長

◾ APSC 好 會失焦 較短

◾ APSH 非常好 用心對焦 短

◾ F. Frame 極好 小心處理 極短

◾M. Format          超好  難處理 極短



解像度
◾購物數碼相機，首先必須考慮的就是相機的像素,像素是影
響相片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相機的像素愈高,基本上相片
解像度也就愈高，在放大的時候,相片品質的損失會較少。
相機的解像度是以百萬像素為單位的,像素較高的相機,可應
付較多不同的拍攝環境及需要,不過很多時相機的價格也跟
像素高低成正比.能達到八百萬畫素的相機，對於在網上刊
登照片已經十分足夠了。如果打算放大照片或者列印的話，
就需要更高像素的相機了。

◾當然，像數越高對裁切越為有利！

◾攝影器材的質量與大小？
◾1) 攝影器材的質量與大小基本上成正比！
◾2)人的體能和攝影器材的大小成反比！
◾所以，我們應該平衡攝影器材的質量與大 小
選擇合自己心水與能力的相機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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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用鏡頭之前，要注意一下關於鏡頭嘅焦距與特性。
首先我講一講廣角鏡先：廣角鏡泛指焦距在 35 mm 以下的

鏡頭。呢種鏡頭嘅特性係拍攝角度大，範圍廣，因此畫面
中所拍的影像也多，即係影得闊。另外呢種鏡頭的景深比
較深(唔好搞錯，景深比較深，係等於無景深呀，即做唔到
背景糢嘅効果)。所以，呢種特性係表現遠近清晰嘅效果

時最具表現力，一般係風景照，名信片等。深層次啲講，
呢種鏡頭可以使畫面嘅遠近感加強，所以會利用此特性來
表現空間感。除此以外，它可以誇張前景，加強畫面的縱
深感，造成畫面的奇特效果。最值得注意嘅係，佢會產生
桶狀變形現象，使原本直線的景物變為傾斜或彎曲，促使
畫面周邊部分的影像更易變形。請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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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家講埋其他兩種鏡頭嘅焦距與特性標準鏡一般指
焦距在 45 mm 至 55 mm 的鏡頭。而鏡頭畫角在 46 
度左右，與人眼相近。影像表現純真自然 , 遠近感溫

和平實。鏡頭品質優秀。解像力高，口徑大，適合在
光線陰暗的場合下使用，而其價格相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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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出場就係遠攝鏡啦。佢係指焦距在 85 mm 以上的
鏡頭 .而佢拍攝嘅角度小，可拍攝的範圍比較窄。但

佢有遠景拉近效果，可以使前後景物壓縮，令畫面更
為集中。最好嘅就梗係淺景深啦，利用鏡頭大光圈來
表現主體清晰而前景或背景模糊的效果時就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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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 盧冠煌

如何拍到你滿意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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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鐵三角



1.光圈





2.快門





3. I S      O



高低ISO之比較







合理曝光鐵三角—光圈快門速度感光
拍照一定離不開一個詞——那就是曝光。只有合理曝光的照片才會有恰當的亮度，不會太亮或者太暗。而要想控制照片的亮度，需要了解光圈、
快門速度與感光度之間的關係。

光圈

使用光圈值：F1.4

使用光圈值：F11



光圈越小，景深越深；光圈越大，景深越淺

光圈代表鏡頭的孔徑，光圈越大代表鏡頭的孔徑越大，單位時間裡進入鏡頭的光線也就越多。光圈值一般以F+

數字的形式表現，需要注意的是，數字越大表示光圈越小，鏡頭的孔徑也就越小，例如F1.4光圈的孔徑要比F11

的要大。

光圈除了控制進光量外，最大的作用就是制控照片的景深（景深是指被攝體前後清晰可見的範圍）。我們看很

多照片背景都是虛的，就是因為景深很淺的原因。簡單來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使用的光圈越大（即F

後面的數值越小），景深就越淺，背景就越虛；光圈越小則景深越大。如上面左邊和右邊的兩幅作品，當光圈

值設定為F1.4時，背景中的物體呈一片模糊狀；當光圈值設定為F11時，畫面中的所有物體都清晰可見。

一般來說，在拍攝人像、花卉等作品時常用大光圈以虛化背景突出主體，而在拍攝風景時，為了把景物都拍清

楚，通常使用較小的光圈來拍攝。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設置光圈大小的時候要適度，不要一味追求過大或

過小的光圈。例如在拍攝人像時使用非常大的光圈，很容易造成模特臉上大部分地方都是虛的。在拍攝風景時

同樣要注意別使用太小的光圈，光圈過小會有衍射現象發生，影響畫質，一般來說不要超過F16為宜。



快門速度

快門速度：1/20秒

快門速度：30秒

快門速度越高，運動中的被攝體越清晰；快門速度越低，運動中的被攝體越模糊

快門速度代表相機曝光的時間，一般用時間來表示。如1秒、1/30秒、5秒等。很好理解，快門速度越慢，曝光的時間越長，進入鏡頭

的光線就越多。

快門速度主要用來控制被攝體運動的軌跡。比較常見的例子就是夜晚高速的車流（如上面左邊和右邊的兩幅作品）。當使用高速快門

拍攝時，照片中定格的是一輛輛高速行駛中的汽車，而使用慢速快門拍攝時，記錄在照片上的則是由車燈照亮的行車軌跡。







感光度

感光度：100

感光度：1600



感光度是從膠片時代保留下來的概念，在膠片時代表示膠片對光線的敏感程度，在數位相機時代，感光度表

示的是影像傳感器對光線的敏感程度。感光度以ISO加數字表示，數字越高，感光度越高，影像傳感器對光線

就越敏感。要注意，根據數位相機的成像原理，感光度越高，照片的噪點就越多，畫質也就越差。

調節感光度能夠讓你在調節光圈、快門速度時能有更大的選擇餘地，由於感光度越高照片中的噪點越多，畫

質越差，因此建議儘可能使用較低的感光度來拍攝。不過，在昏暗的場景、需要使用高速快門或者小光圈拍

攝的時候，為了保證照片拍攝的成功率，應適當調高感光度。如上面左邊和右邊的兩幅作品，女孩在昏暗的

室內提起小燈，將感光度設定為ISO100，畫面不僅過於暗淡，還略顯模糊。將感光度調至ISO1600，提亮了整

幅畫面亮度的同時，清晰的抓拍到了孩子玩耍中的俏皮瞬間。

感光度越低，越不容易有噪點；感光度越高，噪點越多

感光度低 感光度高



















低調















測光模式

◼ 一般的相機測光設定有三種:-

◼ 1. 矩陣式測光

◼ 2. 中央重點測光

◼ 3. 重點測光

◼ 點測光和中央重點測光適合高反差環境，而矩
陣式測光，則適合一般的晴天和陰天環境，所
以一般使用以矩陣式測光較為普遍。





1. 矩陣式測光

◼ 矩陣式測光又稱平均測光，使用整個畫面平均值
來測光。適用於擴散光，漫射光，陰天，以及多
雲的天氣。



2. 中央重點測光

◼ 中央重點測光的測光範圍佔畫面百分之25至50之
間。中央重點測光應用性和矩陣式有些類似，但
測光範圍較小，也適用於高反差的場合，例如:日
出、夕陽..等場合。



3. 重點測光
◼ 點測光，其測光的範圍極窄，大約只有6-10%，因此極適

合小面積的高反差場合，例如:人在背光(逆光)環境，使用

距陣式測光的話，其臉部會曝光不足，這時可以用點測光
來測得臉部的曝光數據，而取得一張曝光正確的作品。

◼ 矩陣式測光 重點測光



各種 Mode 的應用

◼ 1. M Mode (全手動光圈 & 快門)

◼ 2. A Mode (光圈先決)

◼ 3. S Mode (快門先決)

◼ 4. P Mode (全自動，不包括閃燈)

◼ 5. Auto Mode (全自動，包括閃燈)



1. M Mode (全手動光圈 & 快門)

◼ M為手動曝光的簡稱，表示光圈和快門使用
手動方法自行調校。對於一些專業級人士
來說，大多喜歡使用手動，面對各種複雜
的光線環境，M模式能因應現場光線任意調
整曝光值而達到作品要求，對於曝光正確
與否，M模式均有測光表可供判別(由觀景
窗內或機頂LCD上)均可看到測光表。



由測光表看曝光正常與否

◼ 每一台相機都會有內置測光表，讓攝影者
在手動情形下判定所拍攝的作品，是曝光
正確與否。



2. A Mode (光圈先決)

◼ 光圈先決表示將光圈定在某個數據，快門會連動配
合光圈的數據，以達到正確曝光。

機頂LCD快門位置顯示LO，表示光線不

足，若強行按下將得到一張曝光不足的

照片，要解决此種狀況，可將光圈開大

一點來改善。

機頂LCD快門位置顯示HI，表示光線過

度，強行按下將得到一張曝光過度的照

片，可將光圈開小一點便可改善此狀況。



3. S Mode (快門先決)

◼ 快門優先表示快門設定在某一速度，在拍的時候光圈會依
據現場光源的明暗，配合所設定的快門速度來自動調整。
取得正確曝光。

在光線過暗時，如果繼續使用60分之一

快門，光圈顯示位置會出現LO字樣，表

示光線過暗，如果硬拍的話，將得到一

張曝光不足的照片，這時可以降低快門

速度來拍攝。

當顯示HI時，表示警告光線過亮，如果

強行按下快門，將得到一張曝光過度的

照片，遇到此狀況，可以提高快門

速度來拍攝。



4. P Mode (全自動，不包括閃燈)

◼ P為Program的簡稱，意即自動程式的意思。
設定在P時，光圈快門會隨着光線變化增減
而使攝影者得到最佳數據，例如：光線過
強時，光圈會自動縮小達到正確曝光；而
光線暗時，光圈會自動變大，令攝影者得
到較快的快門，對於初學者而言是個很好
的選擇。



5. Auto Mode (全自動，包括閃燈)

◼ Auto 模式和P 模式有些雷同，差別在於快
門速度低於60分之一以下，內置閃燈會自
動彈起，以供支援輔助光或主燈使用。



曝光補償 (+/- ev)

◼ 所有全或半自動曝光模式都可以作曝光補
償 。因為所有自動曝光模式都有一些不同
的限制，只有曝光補償是可以做到攝影者
要求最理想的曝光效果。

◼ 不過，用後最好把曝光補償鈕歸零！



Histograms



◼ -2 ev Normal +2 ev



◼ 右側紅色圈選處為曝光補償鈕



◼ 原先曝光補償為-0.7。一手按住曝光補償鈕，
另一手轉動主撥盤。



◼ 經調整過後己經恢復到0的位置。



當大家看一張照片時，會發覺在焦點
上的影像最清楚，愈往前或遠離焦點
時，影像愈來愈模糊，以此焦點為中心
的前後清晰範圍，就是 所謂的「景
深」。

甚麼是景深 ?



+ 光圈愈大﹝f值愈小﹞，景深愈短

+ 光圈愈小﹝f值愈大﹞，景深愈長



⚫* 焦距愈長，景深愈短

⚫* 焦距愈短，景深愈長



⚫* 拍攝距離愈近，景深愈短

⚫* 拍攝距離愈遠，景深愈長



* Cmos 越大，景深愈短
* Cmos 越細，景深愈長



原文取材於:饒炳雄視覺藝術研究會



主體和賓體



前
景
和
背
景
的
景
深
控
制



原文取材於:饒炳雄視覺藝術研究會



拍攝角度



光源運用



光源運用



減除法觀念



平衡意念



平衡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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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法(黃金定律)













白平衡

Peter Lo Photography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印



色彩與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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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溫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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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白平衡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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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基礎操作概括分類

1. 曝光…光圈，快門，ISO的鐵三角！影响相片的光暗

2. 景深…光圈，焦距，與主體距離！影响中焦與失焦的位置

3. 色彩…白平衡！影响相片顏色！

4. 用光…光的方向，光質，光量 (曝光)！影响立體感及美感

5. 構圖…主體，背景，主&客的結合！影响美感

Peter Lo Photography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印



1.曝光…光圈，快門，ISO的鐵三角！影响相片的光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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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深…光圈，焦距，與主體距離！影响中焦與失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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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色彩…白平衡！影响相片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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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綠色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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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光…光的方向，光質，光量 (曝光)！影响立體感及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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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構圖…主體，背景，主&客的結合！影响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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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的操控

拍攝

從取景框里找到你心目中的畫面, 然後確
定焦點、曝光量、ISO、白平衡 , 最後按
下快門完成拍攝相片的程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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