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圈最銳利的位置是 8　 　9

光圈與景深關係示意圖

直壓景深鈕同時轉動光圈大小，經由觀景器觀察景深變化。提醒

好朋友，在野外您可能沒有太多的時間玩景深器。

F/16

F/5.6 F/3.5

F/11

閃光苔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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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P、S、A、M操作模式　 　15

小光圈，長景深，主體
周遭的背景看得比較清
楚。

螽蟴

ISO 200
快門 1/125
光圈 2.8

M

ISO 200
快門 1/125
光圈 11

有加環型閃燈

M

光圈 (F)與快門 (S)

光圈與快門是相互平衡的關係。大光圈（f1.8

＞ f2.8＞ f5.6）時瞬間進光量多，快門速度

就可以比較短（1/60秒快於 30秒）；小光圈

時瞬間進光量少，快門時間就要比較長。但

不論怎麼搭配，原理都是為了讓相機擁有適

當的進光量、拍出最佳曝光的照片。

使用不同的拍攝模式，例如拍攝體育競賽或

是兒童活動的情形，為了捕捉拍攝主角快速

的動作，通常會選擇「S快門優先模式」，

以高速快門為優先，這時的光圈自然就得放

大。

又或者是想拍捕捉一瞬息的流水，更需要以

高速快門、搭配大光圈，才能讓流水靜止在

畫面裡。（但也可能因為豔陽高照或反射，

需要調整成小光圈。）但如果想表現瀑布那

種如絹絲般的流水狀態，就必須放慢快門速

度，縮小光圈。

光圈與快門的搭配並非一成不變的法則，應

配合現場的光源條件與相機內建的測光系

統。

另外，光圈也和景深有關。小光圈長景深，

大光圈淺景深。需要長景深時必須縮小光

圈，放慢快門速度。

大光圈，淺景深，主體以外的
背景都變得朦朦朧朧，呈現散
景效果，但解析度和對比也會
比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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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

袖套

登山鞋或球鞋

綁腿，防止小黑蚊進入小腿

閃燈

照相機

隨身物品

三角架

環型閃燈

衣服可以考慮這樣穿

圖：高智傑

36 　 　器材篇

長
袖長褲是基本配備，即便穿短袖也務

必戴上袖套，避免蚊蟲叮咬。腳上穿

球鞋或登山鞋，不要穿涼鞋、皮鞋或高跟

鞋，不但更好走，也能預防受傷。

切勿噴灑防蚊液，防蚊液雖然可以讓你遠離

蚊子，它的味道卻也可能讓你很難找到其他

昆蟲。

女士請勿化妝，因為化妝品的香味可能會招

來蜜蜂。也要記得自備水壺和小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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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是相當重要的裝備，防曬、防雨、防鳥

糞。一頂正常的登山帽，後面的貼布可以防

頸部日曬，前面的布有透氣孔，可以防止蚊

蟲叮咬並保持正常呼吸。

但帽緣往往會妨礙照相，這時我們可以自己

DIY一頂更適合拍照的登山帽，只要在帽子左

右兩側重新縫上魔術沾，反戴帽子時就可以

順利扣上了。

如此一來，反戴登山帽時，帽緣在後，既可

擋住鳥糞或從樹上掉落的毛毛蟲，也不會擋

住相機觀景窗，同時保有原先防止蚊蟲叮咬

的功能。

這是一頂正常的登山帽，後面的布可以防頸部日
曬，前面的布有透氣孔可以防止蚊蟲叮咬又可以
保持正常呼吸。
可是前面的帽緣會妨礙照相機的觀景窗。

改裝前

改裝後

改裝後，
重新縫上新的魔術沾。

衣服可以考慮這樣穿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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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隻粉蝶正忙在吸花蜜，蜘蛛忙著捕食，告訴我春天的腳步到了，抬頭看一看，這裡是建

國北路的人行道。不經意的路過而已，手上即沒有帶微距裝備，也沒有任何燈具，只有

一顆 17-70的伸縮鏡頭。

17-70mm是一顆常用變焦鏡頭，同時擁有微距攝影

功能的隨身萬用鏡頭，強項可能並不在微距焦段，

但對於臨時偶發的場景足夠捕捉美麗一瞬間，若要

和專業微鏡類比，解析度稍嫌柔和色彩有點淡，但

是方便絕對是它的強項。

本圖不做任何修色，不同廠牌機身與鏡頭搭配會有不同成像結果，特此聲明。

用一般鏡頭拍微距

48 　 　器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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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攝鏡提供最近對焦距離，縮短、放大比

例、增大並獲取更好的成像放大比例，

在所有增加微距攝影的小工具當中，近攝鏡的

價格最便宜好用。當您把這一片濾鏡放在書本

上就像是一片放大鏡一樣，也就是說在鏡頭前

面加一片放大鏡。

近攝鏡有 1、2、4三種不同倍率鏡片，攝影者

可以視實際需求使用。

和接寫環相比，透光性較好，但是極淺的景深

可能造成主題的有效焦段很短，卻也讓背景產

生濛瀧的效果。

倍率

長約一根手指頭的白斑素獵椿象。

近攝鏡的功能

50 　 　器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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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時候，在遠處發現精采畫面可惜又太

遠了，可能有毒蛇或是懸崖根本過不

去，眼前這是一大片裂瓣朱槿怎麼忍心踩過

去呢 ?

這時候 100mm的鏡頭也拍不到特寫畫面，

請不要為了拍照做出破壞生態的事情，使用

300mm長鏡頭 +接寫環一樣可以做到微距效

果，但景深會變得更淺，千萬不要忘記用一

支堅固的三腳架。

300mm長鏡頭

接寫環

內建閃燈

接寫環是長鏡頭的好麻吉

56 　 　器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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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季在於春　 　81

吃完元
宵後開

始往戶
外走一

走，努
力啃食

綠葉的
毛毛蟲

已經

預告春天
的腳步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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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圖裡這隻瓢蟲，生性害羞，既躲天敵也

躲「蟲蟲狗仔」，一下子藏在夾縫裡吃喜愛的

芽蟲，一下子又轉身不見。但只要牠不飛到天

涯海角，我們都可以全力配合。

總之，發現目標時先別急著靠近，我習慣先拍

一張遠景，讓蟲蟲適應一下人類，再慢慢的捕

捉特寫，步步靠近。這種從全景、中景到近景

的拍攝方式，也可以如實紀錄下當時的環境，

突破保護色的障礙，是生態微距又一令人著迷

之處。

小蟲蟲一直動來動去的，怎麼拍？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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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拉卡山

往淡水、三芝

遊
客
中
心 百拉卡公路

頂湖
七星山站

往馬槽

陽
金
公
路

往文化大學

二子山

二子坪遊憩區
大屯山

蝴蝶
走廊

竹
節
蟲
位
置

陽明山二子坪雖
然 名 為 蝴 蝶 走
廊，從大門口進
入，沿路兩側盡
是竹節蟲。

拜訪竹節蟲

不要以為只有在竹林、樹枝才能找到牠獨特的身影，

就在台北陽明山二子坪的蝴蝶走廊，兩側的綠色步道

就能看到喔。

蝴蝶走廊兩側草叢

100 　 　行動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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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好攝者在富陽公園濕地生態區旁

的石階往前走再向左轉，這一株鳥桕

樹有好幾隻，可惜這裡的長吻白蠟蟬

停的位置實在太高，非得用鋁梯嗎 ?

太辛苦了。

1

穿過鳥桕樹對面的衛兵

哨往前直走。

2

經過一段自然原始的山

路。

3

眼前出現的長吻白

蠟蟬高低位置很理

想。

4

長吻白蠟蟬位置

尋找長吻白蠟蟬
富陽公園公園入口

洗手間

往福州山公園

往福州山公園

著生植物生態

濕地生態池

自然生態演替

賞蝶區

生態水道區

小
木
橋

往中埔山

往次生林相觀察區

烏桕樹位置

烏桕樹位置

白蟬蟬位置

從衛兵哨為起點

往生態池方向，左
邊的登山步道

追蹤蟲蟲的成長過程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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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閃路徑

跳
燈與環型閃燈最大差別到底是什麼

呢？光源投射角度的不同。

跳燈因為固定於機身頂端，光線擊發位置高

於視點，拍攝遠景時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但

因為是近距離拍攝，光源從上至下投射之

後，畫面底部會明顯變暗。

環型閃燈因為固定於鏡頭前面，光線擊發位

置與視點平行，如果是拍攝容易反光的材

質，容易產生曝光過度的情形。

跳燈和環型閃燈的效果不一樣

跳燈路徑

跳燈

物種

葉子

兩圖相比，(上圖 )跳燈經過
折射以後，蟲蟲的下半部略
暗。環閃直射造成葉子反光
過亮 (下圖 ) 。

136 　 　燈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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