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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佳能数码单反摄影从入门到精通(超值完全版)》从佳能单反相机的使用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出发
，相继介绍了佳能单反相机的设计理念和技术特点，由浅入深的讲述了佳能相机的测光、曝光、对焦
、白平衡、感光度等功能的设置以及在实战过程中的经验，适合广大佳能单反相机用户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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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DPP软件菜单栏项目一览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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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STEP 2 初步合并草图，细致检查接缝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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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调入特定题材图片，进行初步调整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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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保存照片风格文件　358
13.5.6　把创建的图片风格文件加载到相机中　358
第14章　EOS D实战案例功能精解
14.1　风光摄影　361
14.1.1　拍摄广阔的风光摄影——适当增加曝光量&amp;手动选择对焦点&amp;开启电子水平仪　361
14.1.2　拍摄西部风光——小孔径光圈&amp;高光色调优先&amp;特定照片风格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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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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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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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旅行探险摄影　384
14.5.1　拍摄野生动物——使用望远镜头&amp;确定使用高速快门联动高速连拍&amp;启用人工智能伺
服自动对焦(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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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　旅行纪实摄影——擅用程序自动(P)模式&amp;适当提高感光度到ISO400&amp;着力于决定性瞬
间的把握　386
14.6　创意摄影　388
14.6.1　拍摄云雾弥漫的海滨——长时间曝光&amp;黑白色调&amp;散点式构图　388
第15章　速控屏幕的启用(Q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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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EOS 5D Mark II速控屏幕的使用方法　392
15.1.2　EOS 5D Mark II速控屏幕功能　393
15.2　EOS 7D的速控屏幕操作　394
15.2.1　EOS 7D的速控屏幕的使用方法　394
15.2.2　EOS 7D速控屏幕功能　395
15.3　EOS 60D的速控屏幕操作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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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EOS 60D速控屏幕功能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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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5 数码单反的优势 1.3.4 单反取景更直观真实 由于数码单反是通过镜头进行直接取
景，因此在眼平取景器中所看到的真实景像范围和所拍摄的最终图片一致（通常取景框中的景像范围
为实际图像的95％以上，有些数码单反可以达到100％）。
它不但消除了传统旁轴取景照相机的景像视差以及传统双反相机的反相，而且避免了小型数码相机或
“微单”的电子取景的模拟效果，这样在构图上更加真实、精确与完美。
 近年，佳能为推动摄影爱好者从便携式数码到数码单反的使用过渡，在EOS数码单反中增加了“实时
取景”功能，其原理和便携式数码相机相同。
本书对实时取景拍摄功能也有详细介绍。
 1.3.2自动对焦迅速 数码单反采取的是相位检测式自动对焦技术，在EOS数码单反相机内部的主反光镜
后部，还有一个小的辅助反光镜，将对焦光线反射到对焦元件上，实现快速而准确的对焦。
比起小型数码使用的反差式自动对焦技术，其对焦速度更快、更准确，而且还能够实现对移动物体的
判断和追踪对焦。
 佳能的AF（自动对焦）感应器，分为45点、19点、9点三种自动对焦系统，使得无论拍摄主体位于取
景框何种位置，都能实现迅速对焦；高速人工智能（AI）伺服自动对焦fAF），能同时检测纵横双向
的信号，精确对焦被摄体；具有动态预测功能，准确跟踪运动中的被摄物体；高性能十字型AF（自动
对焦）感应器分为两种：一为高分解能力的f／2.8光束感应器实现精确对焦，而卓越的散焦检测能力
的f／5.6光束感应器实现快速对焦。
 1.3.3 快门时滞更短 快门时滞指的是从拍摄者完全按下快门按钮，到感光元件开始曝光的时间长短。
EOS数码单反采取的是帘幕式快门，在曝光前，CMOS并不接受光线，按下快门按钮后，反光板升起
，帘幕式快门打开，CMOS开始接受光线，直至快门关闭。
这样的快门工作方式简单直接，快门时滞短。
 而便携式数码相机使用的是电子快门，机械快门只起到遮挡作用。
其具体工作原理如下，在曝光前，感光元件CCD一直工作，为LCD屏提供图像；曝光时，机械快门先
关闭，做一次遮挡动作，好让感光元件CCD记录一次暗电流（全黑画面），这样CCD上存储的信息得
以归零复位，然后机械快门打开，CCD再以快门时间长短通电进行曝光。
由于其曝光前快门要分别做一次关闭与打开的动作，因此其快门时滞要明显长于数码单反。
这对于快速抓拍，处于明显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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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与《Canon相机手册没讲清楚的事100%》相比，本书的内容更加详尽;2.本书不是对Canon相机操作菜
单简单的列举，而是根据实拍详细讲解拍摄应用上的技巧3.作者陈磊，是佳能交流中心（北京）客座
讲师，《大众摄影》栏目主持人，全景图片库签约摄影师，著有多部畅销的摄影器材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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