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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摄影艺术发展到现在的数码时代，摄影器材的变化使得更多的摄影爱好者加入到这个圈子中、当普通
数码相机逐渐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时，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了更为专业的单反教码相机领域。
数码单反相机拥有可更换镜头、强大的手动功能、非常有利的拍摄模式，是摄影者们爱慕它的原因。
但是这些强大的功能，在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也带来更复杂的使用技巧，因此了解单反数码相机的
各项功能及其附件以及摄影的方法和诀窍是非常重要的  功能的繁琐和技术的复杂，让众多初学者难
以系统地练习。
其实很多酷似专业性的知识技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以理解，我们在这本书中全面地涵盖了相机的
基本理论、操作、附件、构图、色彩、光线、相关主题的拍摄技巧等，更有实用的经验分享，希望能
够帮助单反数码相机的使用者充分发挥器材的优势。
数码摄影是一门学问，但本书不是一本教条式的读本、在此书中大家可以看到大量的实拍图片，让那
些难以理解的功能模式、器材附件的使用、复杂的技巧在图片的有力说明下  目了然，让你完全了解
数码单反，从基础到进阶，不但适合初学者，即使是已有拍摄经验的使用者也非常适合此书，精彩的
教学图片和文字说明，帮助您跨入专业的摄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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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DSLR数码单反摄影完全学习手册》是专为想系统了解数码单反相机的读者编写的，深入浅出地
介绍了数码单反相机的结构特点、单反相机的基本操作、各项配件、摄影的基本技巧，以及多种主题
的实战拍摄技巧。
《DSLR数码单反摄影完全学习手册》共分为18章，在第1、2、3章阐述了数码相机构成以及数码相机
的基本操作；第4至9章阐述了单反相机的拍摄模式和摄影的基本知识；第10至12章阐述了单反相机的
附件；第13至15章分别讲述了构图、色彩、光线；第17、18章阐述了器材的保养及照片的输出、保存
和打印。
　　为了让读者可以更好地在实际拍摄中运用前面章节的知识，《DSLR数码单反摄影完全学习手册》
的第16章还介绍了各类摄影的拍摄技巧，如生活照、美女人像、风景照片、动物摄影等，使您可以轻
松应对各种拍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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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此简单的构造，当然不会得到满意的影像，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光线经过小孔而拍出的影像
非常不清晰：二是因为小孔很难控制进光量。
所以后来人们在暗盒前加了镜头，用光圈来控制进光量，用焦距来控制影像的范围。
1.3数码单反相机生成影像的过程数码单反相机生成影像的步骤如下。
（1）使用DSLR拍摄照片的时候，影像会通过镜头直接照射到DSLR的感光元件上。
（2）DSLR经过一段时间的曝光之后，光电二极管受到光线的照射激发，释放出电荷，产生感光元件
的电子信号。
（3）感光元件的芯片利用感光元件中的控制信号线路对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进行控制，再由电流
传输电路输出，感光元件会把第一次成像产生的电信号收集起来，统一输出。
经过放大和滤波后的电信号被送到A／D（模／数转换器），由A／D将此时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
号，数值的大小和电信号的强度即电压的高低成正比。
最后就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图片.此时的数据保证了最原始的数字照片的细节。
（4）原始的数字照片会被输出到数字信号处理器。
在信号处理器中，这些图像数据将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处理.并且被编成DSLR可以读取的数据格式保存
下来。
（5）最终的照片被保存在DSLR的储存介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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