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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蜂鸟网是全球大型的中文影像生活门户网站，拥有485万注册网友。蜂鸟网的器材频道以专业严谨著称
，其中蜂鸟数码影像评测室是国内专业的评测室。本次蜂鸟网集中了器材频道的优势技术力量，集合
了众多版主和网友的好作品做成本书。 镜头是光线进入相机的必经之路，是决定影像形成的关键，相
机离不开镜头，摄影也离不开镜头。本书共计16章，对佳能可更换镜头各自的实用价值和适宜拍摄的
题材进行了彻底剖析，带领读者全方位认识镜头，读懂MTF曲线，分析镜头的选择与配件，讲解镜头
的维护与保养，并通过丰富、生动的案例教授摄影爱好者如何在实战拍摄中充分利用好自己手中的镜
头。使摄影爱好者在学习本书知识后，可以对镜头从认识到精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拍摄技能。 本书
内容全面，讲解生动，相信会对广大摄影爱好者和佳能单反相机用户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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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蜂鸟网是全球知名的中文影像文化门户网站，拥有485万注册网友，同时在线网友超过1万人。蜂鸟网
始终致力于以传承影像文化、缔造商业价值为宗旨的影像互动交流型专业媒体的建设，目前已经成为
中国影像类媒体中访问量高、受推崇的品牌。蜂鸟网的受众群覆盖整个中国大陆、港澳台及全球华人
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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