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了解光学镜头的特性。

2.
 

掌握长焦镜头、广角镜头、变焦镜头的画面造型特点。

3.
 

掌握长焦镜头、广角镜头、变焦镜头的拍摄。

前几章从不同角度对镜头的相关内容做了阐释,本章详细讲解镜头的物

理特性及成像特点。
光学镜头实际上是一组光学镜片的集合,一般由多片正透镜和负透镜与

相应的金属零件组合而成。现在一般的专业级和广播级摄像机镜头都带有自

动光圈和手动变焦功能。光学镜头是摄像机的重中之重,它的最基本的作用

就是把被摄物体成像于CMOS上。画面中影像质量的好坏,镜头起决定性

作用。
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是编导、摄像、美术、服装、化装、道具、剪辑等多个工

种和部门协同完成的,最终形成的作品必须经过摄影镜头成像并记录在相应



的载体上,才能最后以画面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在这个过程中,光学镜头的好坏,以及

摄像师对光学镜头的把握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摄像机的光学镜头最初仅仅是作为获得真实可见的影像而出现的技术手段,摄像师使

用镜头的目的就是期待能够获得真实、清晰的影像。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影像艺术观念

的不断更迭,影像创作者开始越来越重视画面所能够呈现出来的效果,摄像师对画面的景

别、角度的多样性,景深和空间的丰富与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摄像机的光学镜头

得到了不断发展,性能不断改进。现如今,摄像机光学镜已经能够为创作者的想象提供足够

的技术支持,满足日常的艺术创作。
在本章的学习过程中,应当注意,光学镜头的运用不仅是一个技术手段,同时也是一种

艺术手段。从摄影艺术的角度来讲,光学镜头的优劣直接影响画面的成像质量。质量较好

的光学镜头能够获得高质量的画面,使画面更加逼真。影像真实可信是摄像师的表现手段,
同样,制造影像变形,创造独特的艺术效果也是摄像师的表现手段。因为摄像师更多关心的

是摄影画面的视觉效果和对内容及情感的表达。只要能拍出摄像师所希望的影像的镜头便

是好镜头。充分把握镜头的性能,真实记录影像,同时运用镜头的某些属性,改变物象的某

些形态,甚至夸张变形,都是摄像师所需要的。因此,掌握摄影镜头的性能,研究它们的表现

功能,对摄像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摄影镜头是聚焦成像的工具,更重要的它还是摄像师的

造型表现手段,是进行表情达意的工具。

5.1 光学镜头的特性 


光学镜头是仿照人的视觉器官制造的,其成像原理与人的视觉器官相类似,人眼瞳孔后

的晶体把物体反射过来的光线于视网膜上聚焦成像,镜头就等于瞳孔后的晶体。
镜头的光学特性是指由其光学构造所形成的物理性能,由焦距、视场角和相对孔径3个

因素组成。任何一种光学镜头,都可以用这3个技术参数来表示和区分它们的差别及其好坏。

5.1.1 焦距

为了理解方便,我们把摄像机的镜头可看成一块中间厚、边缘薄的凸透镜,一束平行光

穿过透镜在光轴上汇聚成一个点,称为焦点。焦点到镜头中心的距离就是我们所称的焦距,
焦距的单位一般用毫米(mm)表示,如图5-1所示。焦距是光学镜头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
不同焦距值的光学镜头其性能也不同,它决定镜头的视角大小、拍摄范围、透视程度和景深

范围等。
镜头焦距的长短与被摄像物体在成像器件CMOS上成像成正比。如果在同一距离对

同一被摄对象进行拍摄,那么焦距越长,在CMOS成像面积越大,放大倍率越高;
 

反之,成
像面积越小,放大倍率越低。通常,我们把焦距与CMOS靶面成像区域对角线接近的镜头,
称为标准镜头。如主流广播级摄像机(2/3inCMOS成像器)的标准镜头焦距约为12mm,全
画幅(35mm

 

CMOS成像器)单反相机的标准镜头焦距约为50mm。焦距大于像平面对角线

的镜头,称为长焦镜头、焦距小于像平面对角线的镜头,称为广角镜头。焦距可发生变化的

镜头,称为变焦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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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焦距示意图

5.1.2 视场角

在现实生活中,人眼观察景物有一定视野范围,只有当物体处在视野范围之内,我们才

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类似地,摄像机也有一个成像范围,视场角就决定着成像的空间范围。
镜头视场角是指CMOS有效成像平面及视场边缘与镜头后节点所形成的夹角。物体

透过光学镜头在CMOS上成像,形成画面,画面的所有可见部分组成了摄影镜头的视野范

围,这个视角与镜头的景角是重合的,如图5-2所示。

图5-2 视场角示意图

从造型角度来说,镜头的视场角反映了摄像机记录景物范围的开阔程度。镜头视场角

与被摄对象在画面中的成像效果成反比,镜头视场角越大,景物成像越小,视野越开阔;
 

反

之,镜头视场角越小被拍摄物体成像越大,画面的视野越小。
摄像机在同一距离上对同一被拍摄对象进行拍摄时,使用不同的焦距会改变景物在画

面中的面积和背景范围,其实只是改变了镜头视场角。镜头的焦距越长,镜头视场角越小;
 

焦距越短,镜头视场角越大。标准镜头的镜头视场角应该为46°;
 

广角镜头的镜头视场角大

于60°,一般为60°~130°;
 

超广角镜头的视角为130°~180°;
 

长焦镜头的镜头视场角一般小

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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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相对孔径

镜头相对孔径是决定镜头透光能力的重要因素。光学镜头的相对孔径是指镜头的入射

光孔直径(D)与镜头焦距(f)之比值

相对孔径=D/f
相对孔径的大小说明镜头接纳光线的多少。调节摄影镜头的光圈调节环,使光孔开至最大

位置时的相对孔径,即最大入光孔径与该镜头焦距的比值,称为该摄影镜头的最大相对孔

径。镜头相对孔径的大小直接决定着由景物投射来的光线,在通过镜头时的光通量的大小,
从而决定了像平面处所受到的照度高低。

摄影镜头的最大相对孔径越大,该镜头的透光能力就越强,从而使同一被摄体能投射到

成像平面处的最大照度也越大。这对在低照度下,即较暗环境下拍摄非常有利。
相对孔径的倒数被称为光圈系数,被标刻在镜头的光圈环上。摄像机的光圈环系。数

分为数挡,常见的有1.4、2、2.8、4、5.6、8、11、16、22等。在摄像时开大光圈实际上就是从光

圈调节环上由大F 值向小F 值的一端运动,即减小了光圈系数值;
 

缩小光圈则反之,比如,
从光圈8调到5.6,就是开大了光圈,通光量增大一倍,曝光量增加一级。反之亦然。

对相对孔径和光圈系数的调节,决定了镜头的通光量和镜头景深。对摄像机的镜头进

行光圈的选择其实就是一个曝光控制的问题。摄像机通常都有手动光圈和自动光圈两种控

制方式。自动光圈只能对被摄场景的曝光控制作出技术性的平均处理,而有意识、有目的的

动态用光只能由手动光圈才能表现得更好。在拍摄同一景物时,光圈越大,景深越小;
 

光圈

越小,景深越大。对镜头曝光的有意图控制和不同景深的选择性运用,是摄像人员实现创作

意图,取得最佳画面效果的有效手段。
综上所述,焦距、视场角和相对孔径(光圈)是3个表示镜头光学特性的参数,它们彼此联

系又互相制约,共同影响着画面造型的最终效果。不同焦距、视场角和相对孔径的镜头所能记

录的画面及其造型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在这3个因素中,对画面造型影响最大,实际拍摄时作

用最为突出的是镜头焦距的变化。因此,要想做好摄像工作,就必须了解和掌握不同焦距镜头

所呈现的画面造型特点,充分认识到光学镜头不仅是一个技术手段,同时还是一种艺术手段,
从而在电视摄像创作活动中扬长避短,发挥不同焦距镜头所能获得的最佳画面造型效果。





 







  光学镜头的运用不仅是一个技术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艺术手段。光学镜头的特性

由焦距、视场角和相对孔径三个因素组成,在画面造型中,要充分理解和综合运用光学

镜头的三个特性,掌握光学镜头的成像原理,有助于创作出最佳的电视画面。
 

5.2 长焦镜头的运用 


5.2.1 什么是长焦镜头

  一般而言,长焦镜头是指视场角小于46°、等效焦距(相当于全画幅焦距)大于50m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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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对于摄像机的变焦镜头来说,是指焦距调至大于50mm时的镜头状态。在实际拍摄

中,我们可能直接使用专门的长焦镜头,也可能是运用摄像机变焦镜头中的长焦距部分,所
拍得的画面效果和造型表现是一致的,如图5-3所示。

图5-3 长焦镜头拍摄的画面(CCTV与英国BBC合作纪录片《锦绣中华》画面)

5.2.2 长焦镜头的特点

1.
 

长焦镜头视场角窄、景深小

  长焦镜头拍摄画面时视场角较窄,拍摄的画面景深较小,便于突出画面主体部分。景深

受光圈(F 值)、物距(拍摄距离)和镜头焦距3个因素影响,在F 值、物距不变的情况下,焦
距越长景深越小,如图5-4所示。

图5-4 长焦镜头拍摄的小景深画面(CCTV与英国BBC合作纪录片《锦绣中华》画面)

2.
 

长焦镜头所拍摄的画面景物范围小

由于长焦镜头视场角窄、景深小,画面中呈现的景物范围受到前后(景深范围)、左右(视
场角)的影响,因而画面中只能表现出较小的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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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焦镜头压缩了纵深方向的现实空间

长焦镜头压缩了纵深方向的景物,画面的纵深感和空间感减弱,使镜头中纵深方向上的

景物与景物之间的距离减小,多层次景物有远近相聚、前后重叠在一起的感觉,压缩了现实

的纵向空间感,如图5-5所示。

图5-5 长焦镜头的纵深压缩效果(CCTV与英国BBC合作纪录片《锦绣中华》画面)

4.
 

长焦镜头有将远处物体拉近的效果

由于长焦镜头的造型特点,远在10m之外的细小物体如同就在眼前伸手即可触摸到似

的。观看这种镜头拍摄的画面,很难对景物与摄像机之间的实际距离做出准确的判断。另

外,这一特点也使得长焦镜头即使在远距离拍摄主体时也能够拍摄出被摄主体的小景别画

面,从而达到突出主体或者展示主体的细节,如同人们生活中用望远镜观察远处的物体那

样,如图5-6所示。

图5-6 长焦镜头的拉近效果(CCTV与英国BBC合作纪录片《锦绣中华》画面)

5.
 

长焦镜头对不同运动方向的主体产生不同的造型效果

长焦镜头在表现运动主体时,运动主体相对于镜头其运动方向不一样,其表现效果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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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长焦镜头对沿类似垂直于摄像机镜头光轴方向运动的主体表现动感强。主要原因是

由于长焦镜头视场角比较狭窄,当运动物体作左右运动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通过镜头视

角内的视域区,表现在电视画面上的形象是:
 

物体从画框一端入画,很快地通过画面从画框

另一端出画。此时画框的两端实际上就是镜头视场角的两条边线,狭窄的视角使画面表现

的空间也很狭窄,人物从中通过时,在画面上产生了迅速的位移,使观众觉得人物的运动速

度很快。
长焦镜头对于沿镜头光轴方向运动的主体,也就是迎着摄像机镜头方向而来,或背着摄

像机镜头方向而去的运动主体,表现出一种动感减弱的效果。主要原因是由于长焦镜头压

缩了景物的纵向空间,运动主体的运动路径被挤压在一起,减缓了物体由远而近或由近而

远的运动所引起的自身形象的急剧变大或变小的变化速度,影响了人们对纵向运动物体

速度的辨别,使观众觉得该物体运动速度缓慢,好像位移变化不大,总是处在一个位置

似的。
长焦镜头减弱纵向运动物体动感的效应,给电视摄像师提供了一种新的造型手段。这

类镜头大多需要将长焦镜头造成的压缩空间效应和变焦镜头保持运动空间连续性的功能结

合起来,在人物向摄像机走来时,将镜头由长焦状态缓慢均匀地向广角状态变焦,始终保持

人物在画面中的景别相对稳定,也就是说,保持人物在画面中的形象比例相对稳定,这样才

能打破人眼的常规感觉,从而造成一种异常的空间幻觉。

5.2.3 长焦镜头的运用

1.
 

运用长焦镜头远距离拍摄,表现不易接近或无法接近的人物和场面

  在电视节目的拍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因为距离被摄对象太远而客观条件又无法接近

被摄对象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使用长焦镜头来进行远距离拍摄。还有在被摄对象主观上

不愿意被摄像机拍摄,或者接近被拍摄对象会对拍摄者造成人身伤害等情况下,也经常使用

长焦镜头来进行拍摄。
在拍摄自然类纪录片时,常常使用长焦镜头远距离拍摄那些胆小易受惊吓的动物,如果

摄像机和拍摄人员靠近这些易受惊吓的动物,则势必无法拍到它们在自然状态下的情形,无
法获得预想的镜头。运用长焦镜头远离拍摄对象,这在当前的电视新闻中成为抓拍真实场

景、获取确凿证据的有力手段。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每周质量报告》中,就
曾经使用大量的长焦镜头来拍摄那些在事发现场无法接近拍摄的镜头,正因为摄像机的远

距离拍摄,才能够获取到这些客观记录的实景,使得这些节目产生了很强的真实性和震撼

力。长焦镜头为此类拍摄提供了可能,也为观众带来了真实、直观、生动的现场图像,使观众

观看到在平时根本无法观看到的景象。
另外,在一些电视剧中,为了追求真实自然的艺术效果,在处理现实生活的题材时,把演

员或主人公放到有群众的现实生活环境中去,摄像师通过长焦镜头,在远处隐蔽的地方,远
距离拍摄混在人群中的演员或主人公,从而获得一种群众表情和活动自然而生活化的近似

纪录片的现场气氛和画面效果。正确而有效地运用长焦镜头进行画面造型,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观众对画面形象和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的感受,如图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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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长焦镜头的远距离拍摄(CCTV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画面)

在实际拍摄中,摄像师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拍摄现场,比如拍摄成百上千的人群中间

的某一个人物,或者隔着山丘、隔着河流拍摄对面的物体,或者隔着铁栅栏要拍摄院子里面

的活动,或是在双方炮火正酣的战场上拍摄新闻,或是拍摄宇宙飞船点火升空、火箭发射等。
如果没有长焦镜头,或变焦镜头的倍数不是足够的大,那么所有的创作意图都将难以实现,
如图5-8所示。

图5-8 长焦镜头拍摄无法接近的人物和场面(CCTV与英国BBC合作纪录片《锦绣中华》画面)

2.
 

利用长焦镜头拍摄小景别画面,突出主体细节和表现人物的面部特写

在摄像师面临复杂的不可逾越的环境和空间而又要以小景别画面表现其中的人物和场

面时,长焦镜头由于视场角窄,并有“望远”效果,即便在远离被摄主体时也能够拍摄出被摄

主体的小景别画面,从而清楚地强调被摄主体以及展示主体的细节,如图5-9所示。如在国

庆60周年阅兵式的转播中,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的小景别镜头就是使用长焦镜

头拍摄的,只有使用长焦镜头才得以在远距离拍摄到领导人的仰角小景别的画面。倘若用

标准镜头或广角镜头在同样的场合中拍摄相同景别的画面,摄像师只能扛着机器站到搭在

天安门前面的梯架上,才能拍摄出小景别效果,但显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长焦镜头远距离拍摄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长焦镜头具有这种造型优势,有人

又称之为远摄镜头。如果用广角镜头拍摄不易接近或无法接近的人物和场面时,由于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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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长焦镜头拍摄的小景别(CCTV与英国BBC合作纪录片《锦绣中华》画面)

距离过远,被摄人物在画面中所占比例太小,而“淹没”在场景之中。用长焦镜头拍摄,就可

以得到主体人物成像大、鲜明、醒目的画面效果。
人脸在人际交流中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形象差别,主要反映在

人脸五官形象的差异上,人的脸部稍微有一丝一毫的变化,都能引起细心人的注意。另一方

面,人脸又是人物表情最为丰富、性格特征最为明显的地方。因此,在电视画面上表现好人

的面部形象,就不仅仅是一个形象美的问题了。
用长焦镜头拍摄人物的面部特写,其主要优点在于能够正确还原出人脸的五官比例。

长焦镜头没有广角镜头容易产生的几何(曲线形)畸变现象,能够较为准确而客观地还原出

物体水平线条和垂直线条。而这一点,对于广角镜头,特别是视场角在100°以上的广角镜

头来说是很难实现的。
广角镜头的镜像透视效果,使画面中的水平线条和垂直线条变得弯曲,而且越是接近画

框边缘,这种现象越为明显。只有在画面中央,图像畸变比较小,才越可能接近物体的实际

情况。如果广角拍摄人物面部的正面特写,为使人脸充满画面,摄像机需在极近的距离上拍

摄,而镜头距人脸越近,畸变越明显,结果是人物的额头显得宽大,鼻子显得大而高,两个耳

朵则有向后“收缩”的感觉,使人物形象面目全非。如若用广角镜头,加之大幅度的仰俯角度

拍摄,人物形象的失真和变形将更加严重。因此,用广角镜头拍摄人物的面部特写会出现丑

化人物形象的问题。而用长焦镜头拍摄人物的面部特写,将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此外,由于长焦镜头景深小的特点,在拍摄人物特写时,能够很容易做到虚化背景,把人

物从较为纷乱复杂的背景环境中凸显出来。否则,杂乱的背景势必破坏对人物大景别画面

的表现,干扰观众的视觉注意力。长焦镜头的焦点调在人物面部之后,其背后的景物处于景

深范围之外,成为模糊虚幻的影像,从而反衬出人物清晰鲜明的特写。

3.
 

利用长焦镜头压缩光轴方向空间,拉近纵深景物之间的距离

压缩纵深空间是长焦镜头的一个重要造型功能。它使镜头前的物体不管远近都被表现

在一个平面空间上,现实中稀疏的景物,在画面上显得丰富起来,使画面形象饱满,有助于烘

托环境气氛。
由于纵向景物被“压缩”,长焦镜头所拍的画面,能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空间纵深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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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由于背景中的被拍摄对象被放大,相对于前景中的被摄对象就显得比较大,因此造成

了前景、中景和背景之间距离缩短的错觉,镜头好像压缩了被拍摄对象之间的空间,这一点

恰好与广角镜头产生的效果形成对比,如图5-10所示。

图5-10 长焦镜头压缩纵深空间

这种纵深压缩的拥挤效果既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也可以产生消极的作用。比如在表

现上下班高峰期的公路拥堵状况时,使用长焦镜头拍摄会使得汽车与汽车之间的距离缩短,
使画面上的公路状况看起来就像是一辆车顶着另一辆车。

4.
 

利用长焦镜头景深范围小的特点,通过调整镜头焦点形成画面形象的转换,完成相同

角度、不同景物或不同景别的场面调度

  景深范围小,是长焦镜头重要的造型特点,在画面表现上,它既是一个弱点同时又是一

个优势。它的弱点是画面成像清晰范围小,因而不适合于用来表现宏大的场面和宽广的空

间。但也为我们利用焦点不同所造成的景深区段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
画面景深区段的变化反映到画面形象上,就是前景清楚、背景模糊,或者前景模糊、背景

清楚。这种通过调焦点来改变景深区段的方法,常被用来在机位和角度不动的情况下完成

场面调度。这种方法在电视剧用来表现对话的时候经常使用:
 

男女主角一前一后、一左一

右面向镜头对话,当站在前面的男主角说话时,画面当中男主角是清晰的,而站在后面的女

主角是虚化的。当女主角说话时,女主角是清晰的,而男主角是虚化的。这就是利用长焦镜

头调整焦点的方式得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焦点的变化形成景深区段的位移,
在画面上就是清晰点和主体形象的位移。它能够决定画面上哪个形象清楚、哪个形象虚糊,
它是拍摄者调动观众视线,通过形象和情节的转换,组织观众思维的重要手段。

5.
 

利用长焦镜头创造虚焦点画面

如果把焦点有意不调到被摄主体上,而是在或前或后的某个位置上,画面形象就会出现

虚化现象。这种情况在目前很多的电视片中都有应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学意味。画面

形象的虚化,使物体轮廓线条消失,整个画面反差降低,力度减弱,变得柔和。特别是拍摄明

亮物体时原来轮廓清晰的光点,变成一个个菱形光斑。这种菱形,正是镜头内光圈的形状构

成的一种独特的造型,如图5-11所示。
长焦镜头产生的虚化画面可分为虚出、虚入两种。画面形象由实到虚叫虚出,由虚到实

叫虚入。当把虚出运用在上一个镜头的结尾,把虚入运用在下一个镜头的开始,两个镜头的

转换就有一个形象从实到虚又从虚到实的过程。这种画面效果,比较接近淡出淡入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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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长焦镜头的虚化画面效果(CCTV与英国BBC合作纪录片《锦绣中华》画面)

效果,用于镜头转场处,使得镜头转场流畅不跳跃,并由于虚出、虚入本身所占用一定的时间,
给人一种时空转换的感觉。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虚出、虚入画面效果作为节目中的转场镜头。

6.
 

利用长焦镜头创造诗意画面

长焦镜头由于其特殊的镜片组合方式所呈现的望远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人眼视

觉范围的一种延伸。通过长焦镜头拍摄的画面,不同于我们生活中仅凭肉眼所见到的景物

现象。它所具有的压缩景物纵向空间、拉近景物之间距离、景深范围小等一系列造型特点,
对现实景物的空间方位在不改变前后顺序的情况下,进行了重新排列组合。有时,生活中难

以言说的情感,通过电视画面中的形象,展示出来供我们理解,诗情画意在不露痕迹间融入

画面所呈现出的空间和时间结构中,使造型形式具有了生命力和灵魂,如图5-12所示。

图5-12 长焦镜头创造的诗情画意(CCTV与英国BBC合作纪录片《锦绣中华》画面)

5.2.4 长焦镜头拍摄需要注意的问题

使用长焦镜头进行拍摄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拍摄小景深画面时,焦点务必准确,确保主体清晰。长焦镜头景深较小,特别是在

物距较近光圈较大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因此在拍摄过程中焦点必须调准,力求精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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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在拍摄的过程中,尽量不采用依据目测距离或估计距离调整焦点到估计数值上的拍摄

方法。因为这种拍摄方法常会出现误差,使被摄主体处于景深范围之外,画面形象模糊,出
现主体虚焦的现象。目前很多电视机构开始采用高清设备进行节目制作,在使用长焦镜头

搭配高清设备拍摄的过程中,焦点是否准确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焦点若不准确将会给后期造

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2)

 

使用长焦镜头拍摄时一般通过用摄像机自带的寻像器调整焦点的方法。即将画框

中心对准被摄主体,用手动功能调整焦点环,直到寻像器上形象最清晰为止。如果焦点环上

的数值与实际物距有误差,则可以寻像器中形象是否清晰为准。在目前的大多数高清拍摄

中,仅仅依靠摄像机自带的寻像器或者监视屏还远远达不到确保焦点准确的要求,在这种情

况下,通常会采用摄像机外接监视器的方式来确保画面中焦点的准确。
(3)

 

如果用长焦镜头以运动摄像的方式拍摄两个以上物距不同的物体时,对拍摄者操

作技术上的要求更为复杂,用前面提到的方法很难准确地跟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采用

的方法是先用摄像机分别测出几个需在画面上清晰表现的物体的距离并在镜头焦点环上做

上记号,拍摄时由摄像师和摄像助理(有时也叫焦点员)两个人来共同完成。摄像师主要负

责画面构图和镜头运动,摄像助理则在镜头运动到不同位置时,根据事先测好的数值分别调

整焦点,这样就容易得到一个焦点始终准确,各个不同物距上的物体都是清晰的画面。
(4)

 

由于长焦镜头视角窄,拍摄过中上下左右方向稍微颤动都将会引起画面抖动。这

种抖动不论是在固定镜头还是运动镜头中都会干扰和影响观众对屏幕画面的观看,破坏观

众的审美心境,甚至会出现对画面表现意义的误解。因此在用长焦镜头拍摄时应尽量运用

三脚架支稳摄像机。在没有时间或者无法用三脚架的情况下,肩扛摄像机时应尽量运用依

托物,稳定住身体或手臂,在开机至关机这一段拍摄过程中屏住呼吸并尽量使左臂、右臂及

右肩部肌肉放松,保持摄像机的稳定。






 






   长焦镜头是指视场角小于40°、等效焦距大于50mm的镜头。长焦镜头能够将远处

物体拉近,画面视场角小、景深小,画面景物范围小,压缩了现实的纵向空间,对不同运

动方向的主体产生不同的造型效果,为摄像师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技术条件。在运用长

焦镜头时,一定要注意调焦精确,保持画面的稳定。
 

5.3 广角镜头的运用 


5.3.1 什么是广角镜头

  广角镜头又称短焦距镜头,是视场角大于60°的镜头。对于摄像机上的变焦镜头而言,
是等效焦距小于50mm以下的那一段镜头。

5.3.2 广角镜头的特点

用广角镜头或用变焦镜头中的广角部分拍摄的电视画面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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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视角宽,景深大

广角镜头的视角要比人的正常视角宽,一般来说,广角镜头的视角宽于60°。拍摄中广

角镜头不仅能包容视域更宽的景物,而且由于其景深大的特性,能够清晰地展现纵深方向上

更深远的景物。

2.
 

画面景物范围大

广角镜头不仅视场角宽,而且景深范围大,因而镜头能将纵横两个方向的大部分景物收

进画面,呈现一个视野开阔,包容众多景物的画面。广角镜头与长焦镜头相比,在表现空间

方面具有更强的包容能力,如图5-13所示。

图5-13 广角镜头的拍摄效果(CCTV与英国BBC合作纪录片《锦绣中华》画面)

3.
 

广角镜头有画面产生畸变的现象

广角镜头焦距短、视场角大,近距离拍摄某些物体时,由于镜头曲像畸变原因,线条透视

效果强烈,线条倾斜、变形,具有某种夸张效果。摄像机位置离被摄体距离越近,这种变形与

夸张的效果越明显,如图5-14所示。

图5-14 广角镜头产生的画面畸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画面)

4.
 

广角镜头表现运动对象有动感强弱之分

广角镜头在表现运动对象时,对沿垂直于镜头光轴方向运动的对象表现动感弱,并且物

距越远越弱;
 

对沿镜头光轴方向运动的对象表现动感强,并且物距越远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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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镜头对沿垂直于镜头光轴方向的运动物体表现动感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广角镜头

视场角比较宽,画面表现的横向空间,比长焦镜头要开阔得多,当运动物体在镜头前作横向

运动时,在画面上位移缓慢,因而显得动感较弱。特别是画平面景深处的每一个点实际都占

有较大的空间,即便是一个运动速度较快的物体,要想从画框的一端行进到画框的另一端,
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比如,用广角镜头拍摄一架飞行的飞机,从画面直观看来,仿佛飞

行很长时间,却并未飞多远,因而使观众产生了速度较慢的印象。广角镜头对于沿着镜头光

轴方向而来,或背着摄像机沿镜头光轴方向而去的运动物体,表现出一种动感加强的效果。
主要原因是广角镜头强烈的纵深线条变化,使镜头前纵向运动物体由小到大急剧变大、背向

而去的物体由大到小急剧变小。这种变化速度,快于生活中人们对纵向运动物体的经验速

度,当观众以自己的经验为标准,去辨别广角镜头所表现的纵向运动物体时,即觉得该物体

运动速度快、动感强。许多摄像师,利用广角镜头这种独特的造型特点,纵向低角度拍摄运

动物体,使运动物体的动感强烈而明显。

5.
 

广角镜头便于肩扛拍出平稳清晰的画面

广角镜头与长焦镜头相比较,在相同情况下,还具有画面清晰度高(减少了长焦镜头容

易出现的画面雾化现象)、色彩还原好、肩扛摄像机拍摄时画面稳定、拍摄成功率高等优点。
即便是发生了相同程度的轻微摇晃,用广角镜头拍摄的画面,从直观上看,要比用长焦距镜

头拍摄的画面平稳得多。
 

5.3.3 广角镜头的运用

1.
 

利用广角镜头近距离表现大范围景物,使景物产生近大远小的梯度变化

  全景画面和远景画面在电视节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用长焦镜头拍摄全景和远景

画面,不仅摄像机要退到一定远的距离之外,而且由于长焦镜头有压缩空间的特性,使其所

呈现的远景画面缺少纵深感和空间感。广角镜头视场角宽、景深大,具有表现开阔空间和宏

大场面的优势。用广角镜头拍摄全景、远景景别时,容易获得视野开阔、空间纵深感强的画

面效果。
广镜头还具有在较近距离表现较大范围景物的功能,特别是在室内或其他一些拍摄距

离不可能延长的地方,这一造型优势就更为明显。
广角镜头呈现的画面不仅视野开阔,而且直观画面造型,有拉开镜头前景物之间距离的

感觉。广角镜头表现景物近大远小的梯度变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深度效果,并且这种梯度

变化速度大于人眼正常情况下对类似空间景物感知的梯度变化。因此,对一组同等距离上

相同数量的物体,用广角镜头表现时,从视觉上,不仅觉得这段距离较长,而且觉得物体与物

体之间的距离较大。

2.
 

利用广角镜头展现画面主体及其所处的环境

广角镜头适于展现画面主体及其所处的环境。广角镜头在表现人物主体的同时表现人

物所处的环境,有着以环境烘托人物、进一步说明人物身份、刻画人物性格、交代人物动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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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方面的作用,是电视画面通过形象的对列,表达思想、表现意义的一种方式。广角镜头

在展现主体与环境关系方面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广角镜头与标准镜头和长焦镜头相比,其
画面前景和背景(后景)的概括范围大,拍摄同等比例的人物肖像时,它既能把人物推近观

众,又能适当地在画面构图中交代人物所处的环境。
由于广角镜头视场角宽,能将人物身后较大范围的背景空间收进画面,在表现人物动作

和神情的同时,在画面中保留了一些对空间环境和人物背景的介绍。而长焦镜头只能表现

出人物身后一个狭长的空间,人物所处环境特征不明显,甚至由于长焦镜头压缩纵向空间的

特性,人物与背景空间景物形成新的组合,使观众从画面上无法判断人物所处的实际位置。
 

由于广角镜头能够在主体人物的前后保留一些适当的前景和背景,因此在纪实性节目和新

闻节目中,能够起到交代环境的作用,如图5-15所示。

图5-15 广角镜头拍摄人物和环境

同时,在表现人物动作、神情的同时,适当地在画面中保留一些环境信息、背景和道具等

视觉符号,能够起到“绿叶衬红花”的作用。现在不少电影和电视导演,都十分重视环境对人

物的陪衬作用和呼应作用,以及通过人物与环境的对列所表现出的隐喻、对比等作用。

3.
 

利用广角镜头多层次展现人物及主体间的关系,增加画面的信息容量

现代电视画面造型,追求在一幅画面或一个镜头中的大容量、多信息,即在一个画面中,
形成几组事物的相互对比、映衬、烘托等,展现生活的原貌,不去“净化”我们所看到的世界,
而是通过摄像机的镜头,将客观景物和事件有秩序地组织到画面上,还原出生活本来面貌,
并赋予它一定的表现意义。

广角镜头景深大的造型特点,为在画面上多层次表现人物、景物及情节创造了条件。它

可以把一个更大范围的深远的空间,保持在画面的焦点上,使前后景都处在清楚的视域区

内,增加画面的容量和信息量。摄像师可以利用广角镜头的造型特点,在构造画面时,可以

将人物(或物体)安排在不同的景位上形成场面调度,而不再把画面仅看成是一个单层次的

意义单一的平面,而是充分利用镜头前的景物空间:
 

前景、中景、后景(背景),在画面上呈现

出立体的、多层次的、多义性的造型效果。
对于单一形象画面需要几个镜头组接才能出现的蒙太奇对比,在大景深的广角镜头中,

通过对空间的利用和形象的调度,在一个画面上就可以表现出来。充分利用广角镜头再现

现实的大景深特点,在平面画框中呈现出景物的多层横断面,可以在电视屏幕上显示出视觉

的立体化效果。这种多层次、富有空间深度感的画面造型效果不仅增加了画面的容量,还可

以在此基础上扩展情节点、增添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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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广角镜头的景深,有着与人眼的视觉空间更大程度上的接近性,它在美学上有

着积极的意义,它使影视画面超越了戏剧舞台的局限而走向生活、走向自然。

4.
 

广角镜头便于近距离拍摄,完成抢拍和偷拍

在新闻摄像中,摄像记者既要通过寻像器取景构图,又要移动身体去追随运动中的人

物,如果再加上用手调焦点,常常会顾此失彼。利用广角镜头景深范围大的特点拍摄时,摄
像记者就可以减去调焦这一动作,集中精力去抓取抢拍下有价值的新闻形象。甚至在拍摄

现场混乱、人物众多的情况下,记者可以用手臂托起摄像机,采用不看寻像器,估计距离、估
计方位的方法直接拍摄。

采用不看寻像器非正常持机姿势的拍摄方法,还可以完成偷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
有摄像记者肩扛摄像机对准他时,才是在拍他。如果我们有意避开人们这种心理定式,采用

拎着或抱着,甚至背着摄像机的持机姿势,大胆接近被摄人物,在其不加防备的情况下进行

拍摄,同样可以出奇制胜,偷拍下人物真实、自然的表情和动作。当然,采取偷拍的拍摄方式

在法律和职业道德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小心使用。

5.
 

利用广角镜头线条透视的夸张变形和曲像畸变效果,形成某种特殊的表现意义

广角镜头改变景物空间透视关系的功能,不仅反映在画面的深度空间,也反映在画面的

纵横两度空间之中。在纵向空间,其夸张效果使景物显得更加高大、雄伟,并以一种对客观

景物变形和夸张的造型效果,撞击着观众的审美心境,赋予画面以某种特殊的表现意义。
广角镜头独特的变形与夸张效果既有褒义又有贬义,当用广角镜头近距离表现一个人

的面部特写时,五官比例的改变及位置的“移动”,使之面目全非,画面具有诋毁和丑化的意

义。比如,我们时常在一些新闻节目中,看到某些被摄者粗暴地用手遮挡摄像机镜头的画

面,这种情况,摄像师一般都是用广角镜头肩扛拍摄的,因此从画面看来,这些过于凑近镜头

的被摄者面部五官发生了形变,
 

“巨大”的手掌在镜头前晃动,手臂却不成比例的纤细无力,
从而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嘲讽和丑化的画面效果。

6.
  

广角镜头有利于在移动摄像中保持画面的稳定

前面分析了用长焦镜头拍摄时画面容易出现抖动。如果用变焦镜头的另一端广角镜头

来拍摄,就会发现画面极易稳定住,除非你用眼睛盯住画面边沿,在画框与景物微弱的位移

中才能看出画面的微动,而这种晃动在画面中央是感觉不出来的。这主要是由于广角镜头

视场角宽,在摄像机同样的抖动幅度中,反映到画面的抖动要比长焦镜头小得多。广角镜头

的这一特点在摄像机运动起来的移动摄像中,显示出了巨大优越性。无论是摄像机架在移

动车上的拍摄,还是摄像师肩扛摄像机的拍摄,使用广角镜头,都能获得比长焦镜头更为稳

定的画面效果。

5.3.4 广角镜头拍摄需要注意的问题

广角镜头善于表现开阔的空间,画面上横向线条和竖向线条很容易被观众感知,因此在

用广角镜头结构画面时,要特别注意画框上下两端的横线和画内景物横向线条的水平,如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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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地平线、门窗的边缘线、建筑物的横向和竖向结构线条,在画面中只要发生丝毫的倾斜,
观众都能够清楚地感知到画面的不足。

广角镜头可造成线条透视的夸张变形和曲像畸变效果,可用于特定的艺术创作,能够表

达特殊的画面效果。但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由于寻像器的画面较小,对画面的变形不易察

觉,如果近距离拍摄,很容易产生画面的变形,因此在现场拍摄中要根据拍摄经验避免出现

画面主体的变形。








 








   广角镜头又称短焦距镜头,是视场角大于60°的镜头。广角镜头在画面造型中视角

宽、景深大,画面景物范围大,使画面产生畸变效果,在表现运动对象时,对不同方向运

动的对象表现动感不同,并且广角镜头便于肩扛拍出平稳清晰的画面。在运用广角镜

头造型画面时,一定要保持画面横向线条的水平,防止近距离拍摄造成画面主体的

变形。
 

5.4 变焦镜头的运用 


5.4.1 什么是变焦镜头

  摄影镜头根据焦距值可否调节分为定焦镜头和变焦镜头两大类。焦距值固定不变的摄

影镜头为定焦镜头,而焦距值在一定范围内可连续改变的摄影镜头称为变焦镜头。由于焦

距值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可变,实现了“一头多用”的功能,这就省下携带众多摄影镜头的麻

烦,给摄像师带来极大方便。变焦镜头可在拍摄过程中,变换焦距、改变包容的景物范围,可
产生把对象推远(长焦变广角)或拉近(广角变长焦)的效果。

变焦镜头能在拍摄中改变对象在画幅中的影像比例。变焦镜头虽能把拍摄对象由远拉

近或由近拉远,但这不是真正的空间位移造成的空间距离和空间关系的变化。其物理性能

等于望远镜,即把视觉缩小,把对象影像比例“放大”。在远处拍摄对象,如果包括的景物范

围小,其影像比例在幅面中自然增大。它的视觉效应在构成运动(移动)效果时,与其说是生

理的(即实际空间距离变化的)感知,不如说是心理空间变化的感知,是注意力集中的体现。
因此,它是影像比例变化构成的空间距离的变化。移动和变焦两种不同的空间距离的变化

效果,不能取代,但可互相补充使用。

5.4.2 变焦镜头的特点

变焦镜头给摄制人员的实际拍摄带来了很多便利条件,同时给节目创作者提供了更为

充分的实现创作意图的技术保障,其画面造型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变焦镜头以高于正常移动的速度构成空间距离急剧变化的效果。摄像机镜头上的

电动变焦距装置可以使画面景别的变化平稳而均匀,如用手动变焦,可以完成急推和急拉,
产生一种新的画面运动,形成新的画面节奏。

(2)
 

一个变焦镜头可以替代一组不同焦距的定焦镜头。在实际拍摄过程中不必为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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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距而更换镜头,加快了现场摄制速度,便于摄制人员对拍摄中的意外情况作出现场应变和

快速反应。
(3)

 

在不铺设轨道、不运用移动工具的情况下,变焦镜头使用方便。在摄像机机位不变

的情况下即可完成变焦距推拉,实现画面景别的连续变化。在一个位置上即可拍摄到场面

的全景和被摄体的特写。
(4)

 

变焦混用,视觉效果更真实。定焦镜头的长焦不宜用于移动,如用变焦镜头,移动

时用广角,摇摄时配以变长焦,在不知不觉间就可以完成各种复杂的推、拉、摇、移拍摄任务。
(5)

 

在摄像机机位运动的过程中,改变镜头焦距可以构成一种更为复杂的综合运动镜

头。它的主要特点是机位运动与镜头焦距变化的合一效果,产生一种人们生活中视觉经验

以外的更为流畅多变的画面运动样式。
(6)

 

运用变焦镜头,一个人既可以移动机位,又可以使用变化焦距的综合运动镜头,增
强了画面造型表现的随意性和灵活性。

5.4.3 变焦镜头的运用

变焦镜头常被用来实现变焦距推拉。这种推拉镜头的表现意义在运动镜头部分已作分

析。除此之外,变焦镜头通过变焦距推拉追随画面中的被摄主体,保持画面景别的相对稳

定。被摄主体的纵向运动直接改变着画面的景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保持画面景别的

相对稳定就需要移动机位去追随人物,或者改变焦距去追随人物。改变焦距在实际拍摄中

比较容易实现,并且操作简单,拍摄者只需按压电动变焦距开关按钮,即可完成对运动物体

由近而远或由远而近的追随。特别是在纪实性电视节目中这种不动机位的纵向追随拍摄更

能显示出其优越性。例如在摩托车场地障碍赛中,一个高角度的摄像机通过变焦距推拉,就
可以始终用一个景别去表现急驰而来或飞奔而去的赛车手。

保持景别的相对稳定,实际上是保持了空间的连续性和观众与被摄主体之间视点的相

对稳定性,如同摇镜头对横向运动物体的追随表现那样,通过变焦距推拉,将一个纵向运动

的物体以一种相对稳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着同样的美感价值。
变焦镜头在运动摄像中便于调整画面构图,选择最佳景物,突出视觉重点。变焦距推拉

可以是规则的———画面均匀地一推到底或一拉到底,也可以是不规则的———推中有拉或拉

中有推。其目的在于随时将多余的形象排除在画外,将富有表现力的那一部分形象保留在

画面内,始终保持画面构图的严谨与合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推拉结合的变焦距拍摄与打

气筒式的一推一拉变焦距拍摄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是通过推拉在运动中调整画面构图,
选择最佳景物和最佳表现空间,推拉的依据是画面形象和空间的变化,同时推拉的范围是有

限度的,并常与摇镜头相结合形成推拉空间的转换;
 

而后者则是单一方向的推去拉来,镜头

并非是对形象或人物的追随,而仅仅是通过镜头焦距的变化形成一种画面外部的动势,镜头

的推拉范围大而急,并在一个空间点上变化,给人一种或被推近或被拉远的动荡感觉。这种

打气筒式的推拉镜头已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反感。这是我们在变焦镜头运用时应当注意的

问题。
变焦镜头有助于被摄对象处于焦点之外的拍摄。当对一个物体的细部和整体连续表现

时,移动机位的推拉镜头会因摄像机为达到小景别画面而过于接近被摄对象,以至于超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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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最近焦点的距离使画面形象模糊。如果用长焦镜头移拍则很难实现从被摄体细部到整体

的转换。此时,如用变焦距完成景别的变化,就可以发挥广角和长焦两个镜头的长处。当镜

头调至长焦段时,一方面可以将机位放在离被摄物较远的位置上(镜头最近焦点之外)进行

拍摄,以保证物体在焦点之内;
 

另一方面画面景别可以表现得很小,使物体细部在画面中占

有较大的空间。当镜头调至广角时,在机位不变的情况下,画面可以从特写逐渐转换成全

景,广角大景深的特点又使得画面有一个较大的表现空间,可容纳下物体的整体,并且画面

形象从头至尾是清楚的。
急推急拉镜头可以产生某种特定的节奏变化,运用手动调焦距可以产生急速推拉镜头,

这种造型效果通过移动机位推拉是很难实现的。急速推拉镜头强化了画面框架移动的速

度,并超出了人眼观察物体的感知速度,画面内除中心点相对清晰外,其他部分全部虚化,呈
现一种放射状急速收缩或扩张的画面,形成一种特殊的画面节奏。这种画面对人眼的视觉

冲击力极强,极易引起观众心理上的不稳定感,常被用来表现某种主观视线,反映剧中人物

恐惧、愤怒、惊异、狂喜等爆发性的心理变化和情绪,或者通过闪电般的景别变化引起观众对

画面形象的注意。
变焦镜头的推拉与其他运动摄像方式相结合可使画面内部的蒙太奇效果更为丰富。变

焦镜头可以在远离被摄人物的情况下,通过变动焦距的焦点,完成定焦镜头几个机位和镜头

才能完整表现的机位调度,使人物和环境浑然一体,画面景别和视点转换,更趋向于平稳、连
贯、柔和,形象和情景的表现更加生动、真实可信。屏幕上给予观众的直觉感受不同于镜头

组接所产生的画面外部蒙太奇效果,使电视画面的造型表现更接近生活、更接近人们对现实

的视觉认识规律。
在纪实性节目中,变焦距的运用使长镜头拍摄成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长镜头理

论的支柱。纵观世界各国纪实性节目中的优秀长镜头实例,绝大部分是用变焦距手段完成

的。这应该归功于变焦镜头在造型表现上的种种优势。此外,当我们在纪实性节目的摄像

中,采用肩扛方式进行运动摄像时,熟练地运用变焦镜头有利于捕捉重要信息,突出主要形

象。总之,变焦镜头能帮助我们在运动摄像过程中较为便利地调整和选择构图。
用变焦镜头拍摄的推拉镜头,虽然画面景别连续发生变化,有着一种接近或远离被摄主

体的感觉,但实质上它是通过镜头焦距的变化形成的视角变化,这种画面效果不符合人眼观

看物体的视觉习惯,人们在生活中没有这种对应的视觉感受。因此,从这方面讲它所表现出

的画面运动形式是不真实的。
变焦距推拉镜头的画面变化带有某种强制性,它是通过技术的手段强行在电视屏幕上

呈现出的一种人们在生活中不曾有过的视觉印象。观众所面对的画面形象是一个被技术手

段加工的形象,特别是这种推拉镜头的运动与画面内容相脱离时,画面中更是露出一种技术

表现和人为表现的痕迹。






 






   焦距值固定不变的摄影镜头为定焦镜头,而焦距值在一定范围内可连续改变的摄

影镜头称为变焦镜头。变焦镜头常被用来实现变焦距推拉,通过变焦混用可以完成各

种复杂的推、拉、摇、移混合拍摄,增强画面造型表现的随意性和灵活性。在变焦镜头造

型时要始终保持画面构图的严谨与合理以及避免打气筒式的推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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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
 

简述光学镜头的特性。

2.
 

简述长焦镜头、广角镜头、变焦镜头的画面造型特点。

3.
 

简述变焦镜头在纪实节目中的造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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