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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康首款 135 相机

索尼 135 相机

美能达 135 相机

（Leica）、禄来（Rolleiflex）、康泰克斯（Contax），

日本的尼康（Nikon）、宾得（ PENTAX ）、佳能

（Canon）、雅西卡（YASHICA）、美能达（MINOLTA）。

各个品牌中还有不同品质、不同等级和各种形式的

135 照相机。

尼康 135 相机

佳能 135 相机

第一章　器材基础

第一节　照相机

一、照相机的种类

1. 135 照相机

135 相机又称为“35mm 照相机”，因使用两

边有齿孔的 35mm 电影胶片而得名，是现在使用

广泛的相机之一。外观小巧且携带方便，成为 135

照相机受欢迎的主要原因。目前我们从市场上能

够看到世界著名品牌的 135 照相机有德国的莱卡

主要特点

● 体积较小，方便携带：135 照相机的外形不

大，重量也相对较轻，在操作上灵活简便，使用舒

适度较高。

● 拍摄画面的数量较多：我们常用的 135 相机，

可以拍摄的画幅为 24mm×36mm，还可以根据不

同的拍摄需求来选择不同规格的胶卷或者设置不同

的尺寸和像素，胶卷可以拍摄 36 张或者 24 张，数

码相机拍摄的张数就更多。

● 可选择镜头较多：照相机可以根据自己的拍

摄需要选择不同的镜头，可以选择广角镜头、标准

镜头、远摄镜头、不同的变焦镜头，以及特殊场合

的特殊镜头种类。

● 镜头的口径相对较大：135 相机与其他种类

的相机相比，其镜头的有效孔径大，通光效果较好，

适合各种不同环境场景光线的拍摄要求，在极其昏

暗的环境里，也能进行迅速地对焦和拍摄，同时，

大孔径得到小景深效果，能够拍摄一些特写画面，

突出主体。

● 拥有多种快速快门：135 相机的快门速度，

一般能达到 1/2000 秒，专业的能达到 1/8000 秒，

最高快门速度能达到 1/16000 秒。而其他类型相机

的快门速度最高只能达到 1/500 秒。

● 可以进行多种附件选择：135 相机的附件选

择除了各种镜头选择外，为了满足不同摄影爱好者

的需求，还可以选择闪光灯、无线遥控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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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画幅 120 照相机 

中 画 幅 照 相 机 又 称 为 120 照 相 机， 主 要 使

用 120 胶卷。这种照相机有平视取景、单镜头反

光取景、双镜头反光取景和折叠式取景装置。根

据 画 幅 的 不 同， 通 常 可 以 分 为 60mm×45mm、

60mm×60mm、60mm×70mm、60mm×90mm、

60mm×120mm、60mm×170mm等画幅的照相机。

需要高质量影像和较好机动性的时候，可以采

用中画幅照相机。中画幅照相机主要用于专业摄影

领域，如广告摄影、时装摄影、风光摄影、人像摄

影等。

主要特点

● 片幅面积较大：120 相机相对于 135 相机来说，是其片幅面积的 4—6 倍，可见 120 照相机更适合

拍摄一些对画面质量要求较高、清晰的画面。

● 单镜头相机可以更换镜头：120 照相机分为单镜头和双镜头，由于拍摄的需求不同，有时需要更换

镜头，因此，使用单镜头的 120 照相机更方便。

● 可以随时更换后背：120 照相机后背分为不同的尺寸，可以根据拍摄的需求更换不同尺寸的后背，

这样在拍摄的过程中更方便快捷。

120 照相机操作比较烦琐，而且照相机的机身和镜头都比较大，因此在外出拍摄中携带不方便。

      
   

 3. 大画幅照相机 

大画幅相机的明显特点是它们使用的感光介质

“胶片”是页片形式的。大画幅相机一般都使用固

定焦距的镜头，它们的光轴和焦平面可在一定范围

内自由调整。大画幅照相机主要应用在建筑、广告、

风光摄影等领域，以满足高质量画面的需求。

主要特点

● 大画幅照相机拍摄的照片具有高清晰和高

品质的图像，并且尺寸较大，成像清晰，质感真切，

影调与色调层次细腻、色彩更加饱和逼真。大画幅

相机的镜头在任何品牌的相机上都能使用。大画幅

相机在专业的风光摄影和广告摄影中具有不可取代

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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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门

快门是照相机上控制进光的一种装置，一般由

金属片制作，也有的使用胶质绸布制作。快门有开

闭、调速、自拍、连闪装置。快门一般分为电子快门、

镜间快门、程序快门和钢片快门四种。

3. 取景器

取景器就是拍摄者观察被摄体和景物范围的装

置。取景器分为同轴取景和旁轴取景。

同轴取景：通常情况下，单镜头反光式照相机

属于同轴取景，主要包括窗磨砂玻璃取景、平视五

棱镜取景、俯视放大取景、俯视磨砂玻璃取景等。

二、机身

1. 光圈

光圈是一个用来控制光线透过镜头进入机身内

感光面的光量的装置，通常是在镜头内。光圈又称

“相对口径”，它的大小用光圈系数“f”来表示。

公式为：f 系数 = 镜头焦距：相对口径。

也就是相对于相同焦距的镜头，光孔越大，光

圈 f 值的系数就越小，光孔越小，光圈 f 值的系数

就越大。

常 见 的 f 系 数 有：f1.0、f1.2、f1.4、f2.0、

f2.8、f4.0、f5.6、f8.0、f11、f16、f22、f32、

f44、f64 。

            f 2.0               f 2.8                f 4.0               f 5.6  

            f 8.0               f 11                 f 16                f 22

旁轴取景：旁轴取景包括平视光学取景、俯视

双镜头反光取景、万能平视光学取景等。

4. 其他装置

①聚焦控制装置

聚焦控制装置也就是调整焦点位置的装置。在

拍摄物体过程中，如果已经确定拍摄主体和拍摄点，

那么拍摄主体通过镜头的成像不一定正好反映图像

感应器上，这时就需要使用聚焦控制装置来调整物

体在感应器上的焦点位置，通过聚焦控制装置沿着

光轴方向前后移动镜头，改变物距、像距或者焦距

以调整图像平面的位置，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调焦。

②测光系统

测光系统主要就是满足不同拍摄题材在特定的

环境中进行准确曝光来实现需要的画面。测光系统

一般分为内置式测光系统和独立式测光系统。内置

式测光系统主要指照相机自带的一种测光系统；独

立测光系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测光表，使用测光

表对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光线进行测光时比较准确。

测光表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利用光电元件把来自被测

对象的光信号转换成电流，科学测定照明光线的强

弱和被摄体亮度值。

③闪光灯同步

指闪光灯正好与快门完全开启的瞬间同步，使

被拍摄的画面能够均匀接受光照，满足拍摄需要。

闪光灯闪光类型主要包括直射闪光、反射闪光、散

射闪光和侧位闪光四种。

④自拍装置

自拍装置是一种延迟快门释放的装置，以达到

自拍的需求。自拍机一般用于自我摄影或摄影者也

加入的合影，有时也用于慢速摄影。

三、镜头

1. 镜头相关性能指标

①焦距

镜头的焦距，主要指从镜头的中心点到胶片或

感光元器件平面上所形成的清晰影像之间的距离。

镜头的焦距大小将直接影响被摄体在感光胶片或感

光元器件上所形成影像的大小。拍摄距离不变的情

况下镜头的焦距越长，则被摄体所形成的影像就越

大。根据焦距能否调节分为定焦距镜头和变焦距镜

头两类。

镜头光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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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有效口
径值跟镜头焦距值
一样会被标注在镜
头前压圈上。

● 视角：照相机所拍摄景物的大小，从成像

底片对角线的两端中的两条直线，使其相位于镜头

中心，形成的对顶夹角，这个夹角就是视角。

800 mm

600 mm
500 mm

400 mm

300 mm

200 mm

135 mm

100 mm

85 mm

14 mm

20 mm

28 mm

35 mm

50 mm

70 mm

15 mm 鱼眼 180°

94°

84°

75°

63°

46°

34°

28° 30″

24°

18°

12°

8° 15″

3 ° 5″

4° 10″
5°

6° 10″

114°

24 mm

焦距与视觉关系图

● 有效口径：有效口径指镜头的直径与焦距

的比数。如果镜头的直径为 50mm，镜头焦距为

100mm，其有效口径就可以写成 1 ∶ 2。因此，

镜头的通光量不仅受镜头口径的影响，还受到镜头

焦距的影响。通常比值越大，通光量越大，进光能

力越强。通常将有效口径大于 1 ∶ 4 的镜头称为

高速头，就是因为强大的通光能力能在相同光线条

件下提供更快的快门速度，利用现场光摄影。

2. 镜头的种类和性能

①标准镜头

标准镜头广泛运用于各种类型的摄影需求，是

指焦距近似于底片画幅对角线长度的镜头。标准镜

头的特性如下：成像的质量相对于其他镜头来说较

高；不同画幅的照相机其标准镜头的焦距有所不同；

拍摄的过程较为真切自然；更适合低照度下的现场

抓拍；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简单，能够更准确地

再现被摄体的形象特征。

各种标准镜头的焦距：

135 相机为 50mm

120 相机为 75—80mm

用标准镜头拍摄的照片

②分辨力

指镜头分别细节的能力，也可以称为分辨率，

主要在数码相机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分辨力的高低

决定成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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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长焦镜头拍摄的照片 余莉萍 摄

②广角镜头

广角镜头主要适用于室内摄影、商业摄影、风

景摄影等，指镜头的焦距短于视角大于标准镜头的

镜头。广角镜头具有透视强、视角广、焦距短、变

形大、景深长等特点。

③长焦镜头

长焦镜头又称为远摄镜头，主要适用于舞台摄

影、体育摄影和野生动物摄影等，是指焦距长于视

角小于标准镜头的镜头。具有景深短、视觉窄、焦

距长、变形小等特点。使用长焦镜头时，为保证画

面质量，最好能够与三脚架共同使用。

④变焦镜头

是指镜头的焦距可以根据拍摄的情况进行一定

的变换。使用变焦镜头可以避免频繁更换镜头，减

少拍摄过程中携带多个镜头的困扰。变焦镜头由于

其口径较小，使用大光圈和高速快门时不能满足其

需求。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聚焦速度较慢。在成

像质量上不及其他镜头。

用 35mm 广角镜头拍摄的安徽皖南宏
村    C.Lin 摄

纽约街头 彭弢 摄 沙漠之舟 余莉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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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特殊镜头

根据不同拍摄题材和摄影者的特殊需求，使用特殊镜头才能完成拍摄。特殊镜头的种类较多，一般包

括鱼眼镜头、反射式镜头、柔焦镜头和微距镜头。

● 反射式镜头：发射式镜头实际上是一种特殊

的长焦镜头，其结构较为简单，轻便灵活，价格适中。

远摄镜头外形短而粗，长度与同焦距的远摄镜头短

一般左右，但成像质量不及相同焦距的其他远摄镜

头，主要适用于距离较远的科技摄影和野外摄影。

反射式镜头拍摄的照片

● 鱼眼镜头：鱼眼镜头只适用于 135 类型的相

机，是超广角镜头的一种。鱼眼镜头拍摄的范围极大，

有最独特的透视摄影效果，拍摄出来的照片都变形

严重，前景极度夸张，直线多被表现为曲线。鱼眼

镜头一般用于工业、医学和科学研究等领域的拍摄。

鱼眼镜头拍摄的照片

● 柔焦镜头：柔焦镜头拍摄的照片焦点中心被

柔和的光斑所包围，形成一种非常迷人的气氛，主

要适合于女性、儿童、花卉、风景摄影，柔焦一般

分为 0、1、2 三个档位 。

柔焦镜头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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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距镜头：微距镜头主要适用于距离超近的

拍摄。微距镜头的光组结构与普通镜头基本相同，

光圈口径略小。经过特殊设计的微距镜头在对超近

目标对焦拍摄时，清晰度极高。一般适用于昆虫、

微小植物、景物、物体特写等的拍摄。

四、附属器材

1. 闪光灯

闪光灯能在很短时间内发出很强的光线，是照

相感光的摄影配件，多用于光线较暗的场合瞬间照

明，也用于光线较亮的场合给被拍摄对象局部补光。

闪光灯外形小巧，使用安全，携带方便，性能稳定。

闪光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根据其类型不同，

其功能和性能也不同。 

①内置闪光灯 

使用内置闪光灯会造成相机电量的大量消耗，

而且内置闪光灯不支持闪光灯的各种高级功能。 

②外置闪光灯

一般位于相机机身顶部，一些高端的外置闪光

灯还提供各种高级的功能。 

③手柄式闪光灯

常用于照相馆、影楼、婚纱摄影工作室等专业

场所。

2. 三脚架

主要作用是在使用小光圈、慢速拍摄时稳定照

相机，尤其是室内拍摄广告、静物，室外早、晚拍

摄风光时，为达到某些摄影效果时使用。

微距镜头 用微距镜头拍摄的照片

内置闪光灯

外置闪光灯

手柄式闪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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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遮光罩

遮光罩，是安装在镜头前端，遮挡干扰光的装

置，是常用的摄影附件。遮光罩的质地分为金属、

硬塑料、软橡胶等。一般 135 镜头都配置遮光罩，

有的镜头要选购。遮光罩型号也是各不相同，不能

相互交换使用。遮光罩在摄影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

附件。

 4. 滤光镜

滤光镜是放在镜头前端的一块玻璃或塑料镜

片。其种类繁多，主要分为黑白摄影滤光镜、彩色

摄影滤光镜、黑白与彩色通用滤光镜和特殊效果滤

光镜。

①黑白摄影滤光镜

主要起到调整画面影调、改变空气透视、控制

画面反差效果的作用。

②彩色摄影滤光镜

主要起到调整光源色温、校正色彩偏差的作用。

黑白与彩色通用滤光镜兼顾以上两种功能。特

殊效果滤光镜主要用于改变和营造照片中特殊的视

觉效果。

未加滤光镜拍摄的照片

雷登 85A  雷登 80C  

加红色滤光镜拍摄的照片 加蓝色滤光镜拍摄的照片 加黄色滤光镜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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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照相机操作基本要素 

一、正确持机的方法 

2. 纵向持机

在纵向持机时，握持相机手柄的手既可位

于上方也可位于下方。但当握持手柄的手位于

上方时手臂更容易张开，所以要特别加以注意。

3. 从低位拍摄

在降低重心进行拍摄时，应将右膝支撑于

地面，用左膝支持手臂，这样可防止出现纵向

手抖动。

4. 实时显示模式拍摄

采用实时显示模式进行拍摄时，更容易出

现手抖动。应夹紧双臂，从下方支撑相机，以

保持稳定。

1. 横向持机

在横向持机时，左手应从镜头下方托住相

机以保持稳定，轻轻收紧双臂以防止相机出现

抖动。

 二、相机的基本设定与操作

1. 像质

相机的像质直接关系到成像质量，在相机中像

质的选择中有精细（F）、标准（N）、经济（E）

三种类型。不同的类型成像质量也有所区别。像质

越高，拍摄照片的尺寸也就越大，成像也就越清晰。

2. 感光度

感光度（ISO）是对光的灵敏度的指数。感光

度越高，对光线越敏感。一般拍摄运动物体或者弱

光影像时，感光度越高越好。但是，高感光度下的

图像噪音信号较多，清晰度也随之下降。相反，感

光度低，图像噪音信号减少，画质细腻，但不适用

于拍摄运动物体或者弱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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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焦控制

在相机中，对焦的方式主要分为自动对焦、

手动对焦、选择性对焦和对焦锁定。

①自动对焦

主要指相机上的传感器 CCD 接受物体反射

出来的光，根据反射时间运算出距离，再通过

相机的程序进行自动处理，带动电动对焦装置

对被摄物体进行对焦的方式。

（ISO）

对前景物聚焦 对中间景物聚焦 对后景物聚焦

②手动对焦

手动对焦是指通过转动镜头对焦环，或通

过按住机身方向键来实现对焦清晰的对焦方式。

③选择性对焦

指在拍摄的过程中，对拍摄对象的前景或

者后景进行选择性的模糊调节，以达到烘托主

体的作用。

④对焦锁定

其拍摄方式是应用中心点进行对焦，然后

锁定对焦，再重新构图、拍摄。主要用于不容

易对焦的物体，可以找一个距离一样的物体作

为对焦锁定对象，然后再进行拍摄。目前，很

多相机通过半按快门来实现对焦，只要对焦清晰

后不松开快门，就是焦点锁定状态，再进行构图。

还有一些相机会专门设置有对焦锁定按钮，通常

在相机机身上用英文“AF-L”表示。

对最近的花朵聚焦 对中间景物聚焦 对最远的建筑聚焦

ISO 感光度设置 自动在 ISO 100—400 之间设置

°：在 ISO 100—400 之间自动设置。       °°：白天逆光下    设置为 100。

自动             人像              风光             微距               运动            夜景人像        闪光灯关闭

普通（无闪光灯）    自动设置°       100           自动设置°   自动设置°        400            自动设置°       自动设置°  

使用内置闪光灯          400°°         100                                  400°°                               400°°

使用外置闪光灯           100               100               100               100                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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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景深控制  

景深的基本原理：景深是指被

拍摄物体中产生较为清晰图像的前

后距离范围，分为前景深和后景深。

前景深指焦点之前的部分，后景深

指焦点之后的部分。焦深称为相机

成像中焦点的深度。

5. 景深的调节 

在拍摄的过程中，对景深的调

节主要包括调节照相机光圈、改变摄距与焦距。

①光圈与景深成反比

光圈大，景深小；光圈小，景深大。例如 f16 

光圈的景深，就大于 f2 光圈的景深。

▲  上图所示：光圈、摄距不变，景深随焦距变化。焦距越长，景深越小。

▲  上图所示：光圈、焦距不变，景深随摄距变化。摄距越近，景深越小。

▲  上图所示：焦距、摄距不变，景深随光圈变化。光圈越大，景深越小。

景深和焦深的示意图

景深△L

△L2 △L1

远点                        近点

后景深     前景深

近点距离

被摄物体距离

远点距离

拍摄距离L

焦深

弥散圆
直径

后焦深

焦点平面

像距

前焦深

②摄距与景深成正比

摄距远，景深大；摄距近，景深小。例如聚焦

于 10 米的景深大于聚焦于 1 米的景深。镜头焦距

与景深成反比；焦距长，景深小；焦距短，景深大。

 135mm  200mm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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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笔 马声 摄           稻草娃 马声 摄

大厦 彭弢  摄

现代城 彭弢  摄

沉思 余莉萍  摄          

高原风光 马声 摄

利用小景深表现静物的色彩、细节，使主题鲜明，对物象的表达有极强的烘托作用。
案例解析

利用大景深拍摄风光类照片，画面中的前、后景物，都表现得很清晰，这种效果
适于风光、建筑等场景较大的空间，以小光圈为主。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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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超焦距及应用

当镜头调焦在无限远时，相机与成像的最近清晰面之间的距离被称为超焦距。当我们用镜头中的

某一挡光圈调焦在超焦距上时，景深范围为该距离的 1/2 至无限远。因此，超焦距实际可以最大限度

地增大景深范围。

计算用于某一具体模糊圈的超焦距的公式为：

H=F2/Cf  

在这里，H 为超焦距，F 为镜头焦距，C 为模糊圈，f 为所用光圈。

7. 色彩控制 

相机的色彩控制主要就是设置白平衡。白平衡设置其实就是色温设置。在一般情况下，传统摄影

中常使用的是色温的概念，很少运用白平衡，而白平衡应用最多的是摄像中，随着数码摄影的逐渐发展，

白平衡的概念也应用到摄影中，这样对传统摄影中的色温掌握提供了更快捷准确的参数值。

拍摄练习：

1. 熟悉常用单反数码相机的基本构造，练习正确执

机方式，掌握相机操作流程 ：装卸镜头、安装电池、存

储卡、开机、基本参数设置、聚焦拍照、回看、删除。

2. 完成焦距练习，感受不同焦距的镜头成像效果。

3. 利用微距拍摄细小物体。

4. 景深练习：利用光圈的改变、焦距的改变、物距

的改变感受景深效果变化。

用日光色温拍摄的苏州水巷，呈现暖调子。    C.Lin 摄 用灯光色温拍摄的苏州水巷，呈现冷调子。    C.Lin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