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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的教学大纲和多年教学实践经验进行编写而成。
主要内容包括：感光材料的基本构造、分类和保存；冲洗加工的基本原理及各种药液的典型配方；感
光材料的各项感光特性及其在摄影中的应用。
此外，为了介绍彩色感光材料的内容，还介绍了光和色的基础知识。
由于涉及的内容实践性很强，因而力求兼顾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读者
既能较系统地了解有关的基础知识，又可在感光材料的拍摄和冲洗制作等方面掌握应用的基本规律。
有关章的后面安排了一些实习教程，目的就是使初学者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实际操作印证有关
的知识，培养、训练关于分析和把握画面技术质量的基本技能。
　　本书可作为高校摄影专业的一本专业基础课的教材，也可以作为业余摄影爱好者的一本自学参考
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感光材料应用基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感光材料的种类与构造1-1 概述一 感光材料的发展沿革二 常用摄影术语简介1-2 感光材料的种
类一 感光胶片（载体为透明的片基）二 照相纸1-3 黑白感光材料的构造1-4 片基与乳剂层的组成及特
性一 片基的组成与特性二 乳剂层的组成及其特性1-5 感光材料生产过程概述一 乳剂制备二 涂布三 整
理加工1-6 感光材料的保存第二章 黑白感光材料的冲洗2-1 曝光和潜影一 潜影的形成二 潜影的衰退与
加强2-2 显影的原理一 显影的实质二 化学显影与物理显影2-3 显影液的成分及常用药品一 显影剂二 促
进剂三 保护剂四 抑制剂五 其它辅助成分2-4 显影液的配方及其特性一 微粒显影液二 超微粒显影液三 
高清晰度显影液四 增感微粒显影液五 软调显影液六 高反差显影液2-5 显影速度显影程度与影像质量一 
显影速度与显影程度二 底片影像质量分析2-6 定影和水洗一定影液的成分及典型配方二 定影速度与定
影液的消耗三 水洗2-7 各种冲洗方法一 常规冲洗法和停显处理二 双浴显影法三 高温显影法四 快速显
影法五 单浴显影一定影法（显定合一）六 反转冲洗法2-8 减薄 加厚与调色一 减薄二 加厚三 调色第三
章 黑自感光材料的性能与应用3-1 感光特性曲线一 曝光量和密度二 感光特性曲线3-2 感光测定的基本
过程一 曝光二 冲洗三 测量密度四 绘制特性曲线和求取性能数据3-3 灰雾密度一 灰雾密度的意义二 过
期胶片的使用3-4 反差系数y一 反差二 反差系数三 y在摄影中的应用四 平均斜率G3-5 感光度S一 感光度
与其确定的依据二 几个重要的感光度标准三 摄影实用感光度实验3-6 宽容度L一 宽容度的意义和表示
方法二 宽容度在摄影中的应用3-7 感光材料的细部再现特性一 颗粒性和颗粒度二 分辨率三 清晰度和锐
度四 模量传递函数（MTF）3-8 感色性一 感色性及其分类二 分光感光特性测定和感色性实验三 感色性
的应用3-9 各种因素对感光性能的影响一 乳剂固有特性的影响二 保存过程的影响三 显影条件的影响四 
曝光条件的影响3-10 对黑白负片性能的综合认识及其选用3-11 照相纸的性能一 感光度二 反差特性三 
最大密度四 耐冲性第四章 光和色4-1 三原色视觉原理和加色效应一 电磁波和可见光二 人眼视觉的生理
机制三 三原色视觉原理四 加色效应4-2 物体对光的吸收和减色效应一 物体对光的吸收特性二 减色效应
三 光源的颜色对物体色的影响4-3 视觉适应一 亮度适应二 色觉适应4-4 色的基本特征与表征方法一 色
的三个基本特征二 色的表征方法第五章 彩色感光材料的构造和冲洗5-1 多层彩色感光材料的构造一 各
种彩色感光材料的基本构造二 乳剂层及其排列顺序三 成色剂四 其它构造层5-2 多层彩色感光材料的成
色过程一 经彩色负片制作照片的成色过程二 彩色反转片的成色过程5-3 多层彩色感光材料的冲洗一 冲
洗药液的成分及常用药品二 彩色感光材料的冲洗过程三 柯达克洛姆彩色反转片的加工原理第六章 彩
色感光材料的性能与应用6-1 彩色感光材料的感光特性一 彩色胶片的感光测定概述二 彩色负片的感光
特性三 彩色反转片的感光特性四 彩色照相纸的感光特性6-2 乳剂性能及使用条件对色平衡的影响一 乳
剂性能的影响二 拍摄条件的影响三 显影的影响四 保存条件的影响6-3 彩色画面制作中的配光校色原理
一 画面偏色的原因二 加色法的配光校色三 减色法的配光校色6-4 DX编码系统及其作用一 信息板与直
读性条码注释二 照相机自动识别码三 暗盒条码四 潜影条码五 片头穿孔码第七章 非常规彩色感光材
料7-1 银漂法彩色感光材料7-2 波拉彩色一步法感光材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感光材料应用基础>>

章节摘录

1  密度这里仅谈及黑自感光材料。
粗略地理解，密度就是感光材料在曝光、冲洗后变黑的程度。
‘在一定冲洗条件下，拍摄的画面中曝光多的部位变黑的程度大，即密度大；曝光少的部位变黑的程
度小，即密度小。
一般情况下在底片上产生的影像明暗和被摄体的明暗是相反的，常称这种影像为“负像”。
影像密度的大小除和曝光有关外，还和冲洗条件有关。
2  反差和影调反差是指景物或影像的明暗对比的状况，明暗对比强烈者称反差大，明暗对比平淡者称
反差小。
一般地说，景物晴天时反差大，阴天时反差小；感光材料中负片影像的反差小，正片和照片的影像反
差大。
影调也称调子，它是对影像的反差和密度大小综合地、定性地描述。
影响影调的主要因素是反差。
影像反差大称影调硬，反差小称影调软。
正像总体密度大称影调暗（低调），正像总体密度小称影调亮（高调）。
3  感光度感光度是感光材料对光照的敏感程度的衡量标志。
拍摄同一景物时，使用感光度高的胶片，应曝光较少（用较短的曝光时间或较小的光圈），使用感光
度低的胶片，应曝光较多（用较长的曝光时间或较大的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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