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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
,

彩色摄影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

由于彩色照片能真实地记录和反映自林界中各种物体的

外部形态和色彩表现
,

具有较强的信息容量和感染力
,

因此
,

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和应用
。

在土壤学的研究中
,

彩色摄影也 日益成为人们真实地记录各种实验材料的一种研

究手段
。

在土壤学的研究方面
,

土壤的颇色是很重要的一个形态特征
。

土坡颜色的不同
,

反映了

土旗物质内在的性质变化
,

它不仅是划分土壤层次
,

而且也是对比土攘
、

判断和研究其成土

条件
、

成土过程
、

肥力特征及其演变的重要依据
。

因此
,

对土雄颇邸
研究引起了土壤研究

者的重视
。 、 , 1

二

本文简要介绍彩色摄影中的某些技术要领
,

以及应用彩色摄影在拍摄土城剖面照片时应

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

拍摄土壤剖面的彩色照片
,
摄影者除了应熟悉和掌握相机的性能和操作技术外

,

尚需了

解彩色胶卷的性能和规格
。

彩色胶卷通常分彩色负片和彩色反转片两种
。

彩色负片冲洗后得

到的底片为原景物的补色
,

例如
: 红色的物体

,

底片上得到的颇色为青色
,

蓝色的补色是黄

色
,

绿色的补色为品红色等等
。

彩色负片只能用来印放彩色照片或拷贝成彩色透明正片
,

它

不能直接用作彩色幻灯片放映
,

也不能用来直接制版
。

彩色反转片可直接冲洗成与原景物色

彩完全相同的彩色正片
,

既可供印刷制版用
,

又可直接用作彩色幻灯片
。

这类胶卷的色彩较

鲜艳
、

真实
,

层次也丰富
,

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
。

缺点是它只有一张原片
,

.
_

不象彩色负片那

样容易取得复制片
。

根据拍摄时对光源色温的要求
,

不同彩色胶卷又分为 日光型和灯光型两种
。

日光片只能

在日光或电子闪光灯下拍
,

灯光片只能在照相强光灯或石英碘钨灯下拍
,

它们之间不能相互

代用
,

否则就会偏色
,

更不能在日光和灯光的混合光源下拍摄
。

日光片和灯光片要相互代用

时
,

必须加用相应的校色温撼色镜
,

例如
: 日光片在灯光下拍摄时

,

必须加用雷登 80 C 滤色

镜
,

灯光片在日光下拍摄时
,

必须加用雷登 85 号滤色镜
。

即使是日光型片在 日光下拍
,
由于光

线色温随天气的阴晴和朝夕的变化
,

为取得正确的色彩还原亦应加用一定的色温平衡挂色镜
,

这些都是黑白摄影时没有的
,

初学者一定要注意
。

此外
,

黑白摄影中使用的滤色镜除紫外线滤色镜
、

偏振镜
、

中性灰撼色镜外
,

其他所有

带颜色的黄
、

绿
、

红等滤色镜都不能用于彩色摄影
。

否则
,

彩色片上便会蒙上所用滤色镜的

色彩
。

彩色片不同于黑白片的地方还在于彩色片的曝光宽容度很小
,

曝光盆不能相差半级或 1邝

级光孔
。

彩色片能记录景物明暗的光比较小
,

一般彩色负片为 1 : 3:
, “

彩色反转片 为 1 : 1 6
,

拍摄时光线的反差要小
。

黑白胶卷则不同
,

噪光过度一级或不足一级光圈
,

对其影响不大
,

它

可记录景物明暗的比例为 1 : 12 8 ,

曝光宽容度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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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胶卷对拍摄的位置
、

周围环境
、

背景的选择
、

保存条件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

在使用

时亦应注意
。 _

土壤剖面通常有人工挖的剖面和 自然断面两种
,

其拍摄方法各不相同
,

兹分别介绍如下
。

一
、

人工剖面的拍摄

1
。

拍抓前的准备工作

在选定典型剖面后
,

应根据当时的光线条件选定拍摄面
。

土壤剖面一般采用顺光拍摄
,

这

主要是在顺光照射下
,

剖面上的光线较均匀
,

土壤颜色还原也最正确
。

逆光在剖面上没有阳

光照射
,

色彩晦暗
、

偏蓝
。

侧光虽有立体感
,

但剖面上有浓重的投影
,

为 消除投影
,

剖面要
、

沦得很大
,

不仅要增加挖土量
,

且庄稼毁坏的面积也较大
。

拍摄面应选在朝阳光的一面
,

在选定时
,

应考虑挖剖面所需的时间
,

将阳光偏离的角度

也计算在内
,

待剖面挖成后
,

阳光正照在剖面上
。

在一般情况下
,

每小时阳光偏离的角度为

1 5
。 ,

阳光与地面的夹角
,

不同的地区和季节是不同的
,

我们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

用 1 20 或 1 35 相机拍摄深度为 1 10 厘米的土壤剖面时
,

土坑应挖成深 1 10 厘米
,

宽 1 20 厘米
,

长 150 厘米
。

为减少挖土量
,

除剖面深度为皿10 厘米外
,

从拍摄面到相机这段距离内的底部深

度可以从 n o厘米逐渐倾斜到
,

地表
,

底部犹如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

整个土坑象一个簸箕形
,

如

图 1
。

剖面上部的原始植被或作物应 完整 地 保

留
,

摄入镜头
,

用作说明这类土壤的利用状况
。

150厘米

, 、
r , 、

, 、 二

场 一、 、 、 、
_

, 、

、 、

图 1

挖出的土应撤向两侧
,

切忌堆在剖面上
。

剖面挖好后
,

接着是修整剖面
。

为反映土

城的结构和层次
,

一般可将剖面的左半部作为

光面
,

右半部作为毛面 (用剖面刀挑出 )
。

说明剖面深度的标尺应做成红
、

白间隔的

尺子
,

间距一般为 10 厘米
,

宽约 4 厘米
,

这样

的比例较适中
,

标尺也醒 目
。

切忌做成刻度密

集
、

色彩斑驳的带状形式
。

标尺宜用不反光的

色彩涂刷
,

做成可卷缩的形式
,

长度一般为 150

厘米
。

标尺宜放在剖面的 1 / 4宽处
。

/
,

221,
兴国。州工

为反映土城的发生层次
,

我们可在标尺附近按放代表土镶特征层段 的 符 号
,

例如
:

A
、

左
、

B以 C
、

D
、

p
、

gB 等等
。

这些符号可书写在 6 x 4 厘米大小的铁皮上
,

最好是 白底 红

宇
。

平地上挖的剖面
, 、

特别是水稻土
,

剖面上的光亮度
,

往往是上部亮
,

下部暗
。

为求得 比

较均匀的光照效果
,

应在剖面底部的斜坡上放一张白纸或银纸作为反光板
,

这样
,

不仅光线

均匀
,

且在光线较差的条件下
,

也可拍到理想的照片
。

2
.

拍攀土旅创面的技术要求
( 1) 拍摄时间和光线

:

拍摄剖面的最佳时间是上午 9 时到下午 4 时
,

此时
,

除色温高
,

符

合彩色片对色温的要求外
,

且这段时间的光位高
,

剖面上的投影很少
,

光照均匀
。

特别是 中

午前后一小时
,

剖面上没有投影
,

选择拍摄面的机动性较大
,

是拍摄土壤剖面的最佳时间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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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艺术摄影忌用顶光 )
。

除晴天外
,

拍摄剖面的最佳天气为薄云遮日
,

地表景物和剖面上有足够的光照
,

光比小
,

色彩饱和度大
,

剖面上没有投影
,

可供拍摄的时间长
。

阴雨天
,

特别是白云漫天时
,

虽不宜拍带远景的景观照片
,

但拍土镶剖面
,

掌握得好
,

仍

能得到满意的照片
,

但止坡剖面的色彩宜浅
,

并有朋显的展欢
,

周围较开阔
,

拍摄时要加反

光纸增强剖面上的亮度
。

拍剖面最忌的时间是日落前二小时
,

此时除色温低外
,

投影也特别大
,

而且
,

日落速度

快
,

光位低
,

在剖面上有拍摄者的投影
,

用普通标准镜头几乎无法拍摄
。

但必要时
,

可用中

焦或望远镜头
,

拉大相机和剖面间的距离后进行拍摄
。

不论什么天气
,

也不论什么剖面
,

拍摄时最好应用自然光
。

主要是因为自然光均匀
、

柔

和
,

光线效果在剖面上可预先看到
。

切忌使用闪光灯
,

一是由于土城表面的胶膜反光
,

会形

成光斑 , 二是光线不均匀
,

又十分强烈
,

色彩不真实
。

( 2) 拍摄角度
:
相机应紧贴在地表下 10 一20 厘米处

,
’

镜头对准剖面 中央
,

这样拍摄的照

片比例才正常 p
,

、

摄影者应卧伏在地面操作
。

切忌用站着或蹲着的方式拍振
,

以免造成剖面上

大下小的变形或将两边的土城摄入
,

形成一个簸箕形
。

拍摄时应将
一

剖面止部的植娜
.

摄入
。

( 3) 测光方法
:
土城苹色千变万化

,

对一般反射式侧光表来说
,

在同一光源下
,

会因土

攀颇色的不同反射率而有不同的曝光量
,

例如黑钙土
,

究竟是按下部白色的钙积层来侧光呢?

还是按上部黑色的腐殖质层作为测光标准? 不论是侧白色还是黑色
,

都不正确
。

最理想的是

用自己的手背或用一块中性灰色板作为侧光的标准
。

因为侧光表都是依18 %反射率的灰色板

作为侧光标准的
,

中性灰色这一级曝光正确了
,

其他各个部位的嗓光也会正确
。

如相机内有

侧光表
,

`

测光时应将镜头对准剖面的主要部位
,

切忌将天空包括进去
。

二
、

土滚自然剖面的拍摄方法

这类剖面不同于上述人工开挖的剖面
,

它在地平面以上
,

周围比较开阔
,

光线明亮
,

土

层一般较深厚
,

除母质外
,

有时还包括母岩
,

其深度一般在 150 厘米以上
。

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与上述相同
。

作为深度的标志
,

一般不用标尺
,

而用洋镐
、

铲予等一类尽人皆知其高度的」:

族调查工具作为其深度的标志
。

这类剖面的拍摄面是自然形成的
,

一般不能任意改变拍摄方向
,

我们只能根据其位置选

择有利的拍摄时间
。

`

若无可能
,

只有利用薄云遮 日的时间抢拍
。

如用逆光拍摄
,

照片往往偏

蓝
。

拍摄自然剖面
,

摄影者可以用站着或蹲着的方式拍摄
。

有时几还要用加称拍姆点或用中

焦和长焦镜头来拍摄
。

在光位较低时拍摄
,

为消除拍摄者在剖面上的投影
,

必需用长焦镜头
,

以拉大拍摄距离
。

:
` 一 `

土壤中特征性层次和新生体等微结构物体的拍摄
,
应采用丫般静物拍摄的原理

,

选好背

景
,

加用近摄镜或接周
,

采用逆光或侧光的拍摄方法
。

根据拍摄目
,

的不同
,

有时也可加用某些化

学试剂作为指示剂来拍摄
。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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