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码建筑摄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码建筑摄影>>

13位ISBN编号：9787115227355

10位ISBN编号：7115227357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斯克茈

页数：1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码建筑摄影>>

内容概要

　　《数码建筑摄影》以数码摄影器材为依托，针对建筑具体讲述了拍摄的流程和要点，包括：如何
选择数码器材，优秀作品由什么因素构成，现实中的建筑物与照片中的有什么区别，如何在数码流程
中改善建筑摄影作品，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一套标准、专业的建筑摄影操作流程。
《数码建筑摄影》适合对建筑摄影领域感兴趣的初级摄影发烧友、进阶摄影师以及建筑师阅读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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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drian Schulz是当今最杰出的建筑摄影师之一。
Adrian Schulz生于柏林，曾就读于德国柏林科技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y Berlin），获得建筑学学位
。
在学习期间。
对建筑摄影产生浓厚兴趣，并以此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
Adrian Schulz现居德同，在欧洲与北美工作，主要为专业客户拍摄建筑作品，并参与建筑摄影的教学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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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7数码相机的使用周期　　相比数码相机，胶片相机的价值能维持更久。
数码相机的更新周期非常快，新型号层出不穷，更新周期甚至短至数月。
技术的高速发展，致使新推出的数码相机型号很快就会落伍。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旧数码相机就毫无作用了，只不过在现实中，大多数摄影师都是“喜新厌旧”的
。
　　2.1.8拍摄数量　　拍摄了一定数目的照片之后就需要更换胶卷，这是胶片相机的一个显著特性。
3Smm胶卷筒可容纳36格胶片，当使用大画幅胶片时，每拍摄一张就要更换一次胶片。
数码相机能把大量照片存储在一张小小的存储卡上，因此摄影师不再需要为拍摄欠佳的照片而费心，
而且通过先进的相机液晶屏，可以马上删除不满意的照片。
理论上，摄影师在成功捕捉到摄影主体最完美的角度和时刻之前，不应该停止拍摄。
不过，在胶片摄影师看来，这并不现实，因为使用大量的胶片而要耗费不菲的金钱和处理时间。
　　所以，与数码技术比较起来，使用胶片相机时，摄影师的拍摄数量更受限制。
反过来看，因为对摄影主体有着更高明的把握，胶片摄影师往往不需要拍摄如此大量的照片。
数码摄影师由于不用担心拍摄的代价，所以经常会出现重量不重质的情况。
数码相机的这种便捷性，诱使摄影师匆匆按下快门，在拍摄前根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布置，
很多时候连拍摄的角度都还没有考虑清楚——毕竟按快门并不需要花费什么代价。
结果是，在一大堆的照片中，也只有极少数能在构图和意蕴上达到要求。
　　2.1.9数码后期处理　　数码技术为摄影师提供了控制和处理影像的工具，摄影师不用担心因冲洗
和扫描胶片而影响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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