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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不久，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仔细浏览了橡树摄影网生态版论坛上的所有帖子(2007年1月-9月)
，浏览了接近2万条帖子共计10万张数码照片。
在浏览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特别出色的照片总是出自于少数几十个人之手。
经过一番分析和总结后，得出如下心得体会。
(1)大多数出色的照片并非都是采用价格昂贵的数码相机或者摄影镜头所拍摄到的，许多照片竟然是使
用小卡片相机拍摄的。
以花卉和昆虫照片为例，也只是有少部分人使用了价值不过3000元的腾龙或者图丽微距镜头。
以鸟类照片为例，也只有极少数人使用了价值高达11000多元的佳能大白(100mm-400mm)。
这完全打破了以往传统观念中，拍摄鸟类一定要用价值五六万元或者更为昂贵的长焦大炮的思维定式
。
(2)从细节方面来看，出色照片的细节往往无可挑剔。
例如，同样是拍摄一只蜻蜓，歇在破烂的树枝上和歇在荷花上的就会有天壤之别；同样是拍摄一只小
鸟，歇在废墟上和歇在绿色树枝上的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再以花卉照片为例，有的背景是干净的黑色、绿色或者白色，而有的背景却是杂乱无章的，相比之下
，背景简洁、单纯的照片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喜爱。
(3)与部分网友经过交流后，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勤奋”。
摄影是实践的艺术，一旦有了想法或者目标，就一定要勤快。
一般花儿、昆虫、鸟类都在户外，以鸟类拍摄为例，有时候拍摄成功纯粹是一个概率问题，以致民间
有“拿枪不遇鸟，遇鸟不拿枪”的说法。
虽然如此，但是很多网友依然用100mm焦距的镜头拍摄到了精彩的鸟类照片(包括飞翔中的特写镜头)
。
(4)和这些出色照片的拍摄者更进一步交流后，发现他们普遍都强调“将手中摄影器材的j陛能发挥到
极限”。
为了最大限度发掘出数码相机的拍摄潜力，他们习惯于熟读说明书，习惯于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进行
试验性的拍摄，力求真正了解手中的数码相机在各种各样环境下的真实表现。
(5)重视学习和交流。
为了提高摄影技艺，这些备受推崇的资深网友不仅舍得花费时间在论坛上，而且舍得花钱在书籍、杂
志上，从各种渠道汲取营养是成为一个优秀摄影人的必经之路。
基于上述心得体会，还有摄影爱好者想轻松学习专业摄影的愿望，以及数码器材厂商所给予的最新技
术信息支持和长期提供最新摄影器材供试用，于是笔者创作了《跟我学数码摄影》一书。
本书从摄影人的角度，以轻松的语言环境讲述了与摄影相关的知识。
全书共分9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数码摄影基础，不仅介绍了几款数码相机的组成结构及光学镜头等，还进行了品牌纵览，并对
选购要点和最有潜力数码影像新技术进行了分析。
第2章数码相机操作基础，介绍了家用、单反数码相机的使用，拍摄模式的正确选取，测光与曝光等
，以及数码相机的固件升级。
第3章数码摄影配件，介绍了数码伴侣、闪光灯、微距摄影的附件、偏振镜等。
第4章选择合适的镜头，介绍了最受关注的十款原厂摄影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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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跟我学数码摄影》从数码摄影的特点入手，不仅详细地介绍了原理与使用、镜头及相关配件的
选购与使用，而且还对摄影构图、摄影用光、色彩构成等艺术思维进行了轻松幽默的讲解。
此外，《跟我学数码摄影》还介绍了特色小软件与光影魔术手等后期处理软件的使用方法。
《跟我学数码摄影》适合初学者迅速从入门到精通，也可以帮助资深摄影发烧友提高数码摄影艺术水
平。
对于由胶片摄影转到数码摄影工作者而言，这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数码摄影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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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1　数码摄影基础1.4　数码相机的成像芯片1.4.2　CMOSCMOS是数码影像领域的后起之秀，虽然
在1980年初期就已经被研制出来了，但是由于一直在成像质量上不如CCD，因此在2000年之前CMOS
并没有受到青睐。
具有转折意义的是，佳能在2000年5月推出了全球第一款采用CMOS的数码单反相机D30，这款300万像
素的机型一问世就以其物美价廉迅速打开了市场，随后佳能凭借CMOS刮起了一股数码单反相机普及
旋风，截止到2007年夏天佳能全线数码单反相机都已经全部采用了CMOS（见表1.3）。
出于增强竞争力的原因，尼康、索尼、奥林巴斯、松下、柯达、适马等厂商也推出了多款CMOS机型
。
此外，Fevon公司推出的X3芯片、松下公司推出的LiveMOS芯片、尼康公司推出的JFET LBCAST芯片，
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CMOS芯片类型。
由于CMOS是采用普通的半导体芯片制造流水线进行生产，这种简单的制造工艺导致了其成
本}=kCCD大大降低，而且性能升级的速度也能紧跟着芯片制造业的摩尔定律，即单位芯片上的晶体
管的数量每18个月翻一番。
1.4.3　CCD Vs CMOSCCD和COMS之间并非对立的关系。
事实上，现在CCD和CMOS都还在高速发展之中，并且都得到了广泛运用。
CCD存在成品率较低、成本较贵、耗电较多的问题，集成化程度也没有CMOS高。
而CMOS则制造简单价格经济，集成化程度高，耗电比CCD低几倍或几十倍以上，制造单芯片
的CMOS型数码相机更是CCD所无法做到的。
两者的简单对比如表1.4所示。
与CCD产品相比，CMOS是标准工艺制程，可利用现有的半导体设备不需额外的投资设备，且品质可
随着半导体技术的提升而进步。
同时，全球晶圆厂的CMOS生产线较多，生产时也有利于成本的降低。
另外，CMOS传感器的最大优势，是具有高度系统整合的条件。
理论上，所有图像传感器所需的功能（例如垂直位移、水平位移暂存器、时序控制、CDS、ADC等）
都可集成在一颗晶片上，甚至于所有的晶片包括后端晶片、快闪记忆体等也可整合成单晶片
（SYSTEM-ON-CHIP）以达到降低整机生产成本的目的。
在拍照手机领域，由于该手机对功耗有特殊要求，因此极为省电的CMOS芯片牢牢地控制着该领域。
在低端数码相机（摄像头）市场中，CMOS芯片以其集成化程度高、结构简单、价格低廉赢得了大部
分市场份额。
CCD的主要生产厂商有索尼、夏普、松下、飞利浦和柯达等，而CMOS的主要生产厂商有佳能、柯达
、0mniVision、Agilent、现代、AM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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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拍出好照片的关键不是相机和镜头，而是相机后面的头！
让你的数码相机时刻待命，随时记录生活中的点滴感动。
《跟我学数码摄影》主要讲述初学摄必须掌握的摄影基础，正确操作数码相机，理解测光与曝光，认
识各类摄影光线，理解摄影构图法则，各类主题摄影技巧，照片处理特色小软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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