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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蜂鸟网是全球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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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著
称，其中蜂鸟数码影像评测室是国内最为专业的评测室。本次蜂鸟网集中了器材频道的优势技术力量
，并集合了众多版主和网友的优秀作品形成本书。本书从使用者的角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讲解
了SONY α7/α7Ⅱ的使用和拍摄。
《蜂鸟摄影学院SONY α7/α7II微单摄影宝典》共分为19章，细致讲解了SONY α7/α7Ⅱ的新技术特
点和基础设置，深入解读了相机的5种曝光模式设定的特点及使用方法，对拍摄至关重要的对焦、测
光、曝光、感光度、白平衡、优化校准、图像质量等逐一进行专业剖析，针对专业单反相机的即时取
景和高清短片摄像功能的设置和拍摄技巧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另外，本书还对相机的图片管理和处理
技术、闪光灯拍摄技术以及镜头、附件的选择和使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讲解。
根据摄影爱好者的需求，本书不仅以大量的篇幅系统讲解了摄影的用光、构图和色彩三大黄金法则，
还对常见的风光、人像、花卉小品、夜景、建筑、旅行、动物、创意八大拍摄题材进行逐一阐述。
《蜂鸟摄影学院SONY α7/α7II微单摄影宝典》内容丰富，讲解扎实，相信会对广大摄影爱好者和该
机型的使用者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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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蜂鸟网，是全球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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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最受推崇的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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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摄影爱好者、摄影发烧友、专业摄影师和大量影像及相关行业的从业者组成，
具有对摄影狂热、对资讯敏感、热衷于互动交流、消费能力旺盛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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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适合初学对相机的了解与设置
2、只有一些A7的技巧，主要都是通用性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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