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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幅(膠片)分類: 

      35mm、中畫幅120、大畫幅4x5等等。

   結構原理分類:  雙鏡反光、單鏡反光、旁軸取景、電子取景、

      數碼機背

用途分類 :卡片DC、無反、小炮筒、單反、中畫幅、大畫幅、全景(或環攝) 特殊相機

   等等。

2. 成像原理

  3. 成像質量

  4. 鏡頭

       定焦鏡頭與變焦鏡頭

       焦距與視角及景深的關係

  5. 光圈、快門、ISO

  6. 相機的操控

      對焦- 測光

   7. 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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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 : 盧冠煌

如何拍到你滿意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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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感光度是什麼
ISO感光度會控制相機感測器對接觸它的光線有多敏感。較高ISO感光度會令相機感測器對光線更敏感，讓您能在較暗的環境下拍照。它亦會影響
快門速度和光圈速度設定。請繼續閱讀，深入了解較高ISO感光度如何影響您所拍的照片。

ISO是甚麼？
「ISO感光度」中的「ISO」代表「國際標準化組織」，是一間負責制訂國際標準的機構。
「ISO感光度」是一個廣泛使用的攝影術語。
在底片相機時代，ISO感光度表示照相底片對光線的敏感度。
而在數碼攝影時代，ISO感光度表示CMOS感測器對光線的敏感度。
ISO感光度較高，即表示對光線的敏感度較高。這有助於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進行拍攝，因為它可讓您捕捉拍攝對象周圍的環境，而無需使用閃
光燈。對於諸如在室內拍攝等等不允許閃光攝影的場合，這是理想之選。
如果您使用低ISO感光度，則必須使用閃光燈才能獲得相同的拍攝效果。
我們在前一課中已經了解到，我們可以透過光圈來控制景深（散景程度），並利用快門速度來控制拍攝對象的動作。這些東西金與ISO感光度結
合起來，可確定影像的曝光程度（光線量）。了解它們如何運作，將有助於您拍得更佳的照片。

https://snapshot.canon-asia.com/taiwan/article/zh/camera-basics-5-iso-speed
https://snapshot.canon-asia.com/article/en/lesson-4-challenging-handheld-night-shots
https://snapshot.canon-asia.com/taiwan/article/zh/camera-basics-1-aperture
https://snapshot.canon-asia.com/taiwan/article/zh/camera-basics-2-shutter-speed
https://snapshot.canon-asia.com/taiwan/article/zh/camera-basics-3-exposure


ISO感光度和曝光度之間的關係

高ISO感光度相片範例

f/5.6
手動曝光（1/800秒、f/4）／ISO 6400
在這個例子中，演奏者的動作被高速的快門速度所「凝住」。我沒有使用閃光燈，以免影響所得相片的氛圍。這是典型可用高ISO感光度捕捉的弱
光場景。



低ISO感光度相片範例

光圈優先自動曝光（25秒、f/25）／ISO 100
在這個例子中，我選擇了低ISO感光度。這加上使用較窄的光圈，使我能夠實現較慢的快門速度。低速快門速度模糊了汽車前燈和尾燈的光線，形
成光跡。

提高ISO感光度以使用更快的快門速度
在光線昏暗的情況下，提高ISO感光度可以讓更多光線到達相機感測器，讓您拍出更清晰的照片。
在明亮的環境下，較高的ISO感光度能使影像感測器在短時間內捕捉到大量光線。這使您可以使用比低ISO感光度設定為快的快門速度。在體育攝
影中，攝影師往往在日間拍攝時使用ISO 400的ISO感光度。

https://snapshot.canon-asia.com/article/en/part-1-nightscape-photography-8211-light-trails


ISO 200、1/50秒 ISO 800、1/200秒

在使用較快的快門速度1/200時，我成功「凝住」主體跳起的瞬間。一個ISO感光度等級對應一個快門速度等級。



雜訊和ISO感光度
雜訊是什麼？
雜訊指在高ISO感光度下拍攝的相片中出現的斑點。提高ISO感光度需要放大電力訊號，而過程中會產生雜訊。雜訊是數位相機的固有特徵，不同人
有不同的接受程度。

雜訊對ISO感光度的影響

ISO 400

ISO 100



ISO 1600

ISO 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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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亮度的鐵三角——光圈、快門速度、感光度

光圈和快門速度的組合稱為曝光值，它們和感光度一起，決定了

一張照片的亮度。簡單來說，照片的亮度=曝光量×感光度。

照片的亮度與曝光量和感光度都成正比。

當感光度不變時，曝光量越大，照片越亮。

當曝光量不變時，感光度越高，照片越亮。

為了方便理解這三者的關係，我們可以用常見的自來水來打比方（如上面左邊和右邊兩幅圖）。水代表光線，水龍頭的閥門就

像相機的光圈一樣，閥門擰開越大，即光圈越大，水流就越大，接滿一杯水用的時間就越短；快門速度就是打開水龍頭的時間，

打開時間越長，流出的水也就越多；而感光度則像接水的水杯一樣，水杯越小，代表感光度越高，那麼接滿一杯水用的時間就

越短，而水杯越大，則說明感光度越低，那麼接滿一杯水的時間就越長。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photography/z6gegqp.html

https://kknews.cc/photography/z6gegqp.html


















低調















原文取材於:饒炳雄視覺藝術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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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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取材於:饒炳雄視覺藝術研究會



三分法(黃金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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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後按下快門完
成拍攝相片的程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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