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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浙江地区广泛栽植的番茄
657"8+$3-"% +37#'+%4#9

品种为拍摄对象进行研究! 运用普通农业摄影和商业摄

影的方法! 选取有代表性的大番茄品种
$%

个! 小番茄%樱桃番茄&品种
&

个! 进行拍摄方法和生长过程的分析' 结

果表明$ 番茄摄影主要是在蔬菜大棚内完成! 拍摄场景要求掌握景深的要素! 场景分为大场景和小场景"局部细节&'

表现模式可以通过普通农业摄影和运用商业摄影的方法进行拍摄' 艺术表现手法采用主体表现法( 环境陪衬法等

表现形式' 以往在现实中被忽视的顶光摄影在番茄摄影中运用的比较广泛! 顶光光线通过大棚薄膜的过滤变得很

柔和! 可以很好地表现番茄的最佳品质' 另外! 特殊天气! 阴天( 雨天也是番茄摄影的最佳拍摄时间! 阴天( 雨

天是散射光线! 光线柔和方向性不明显! 拍摄出的番茄质感细腻! 色彩柔和' 好的番茄图片是作为番茄优势品种

推广的第一视觉形象要素! 它作为媒介效应已在众多番茄新品种推广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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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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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浙江主要的蔬菜作物品种) 在全省栽培范围比较广泛) 年产值超
(3"

亿元* 番茄优势品种的推广- 栽植的广泛性) 某种程度上番茄摄影图片的营销宣传起着很大的作用) 消

费者通过产品宣传图片了解更多商业信息) 农业图片的真实性和展示细部的强烈的视觉效果) 极大地提

高了商家产品的可信度和记忆效应* 它作为媒介效应已在农产品推广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成为传递商品信息的有效途径&

$'!

'

* 番茄摄影是属于农业摄影范畴) 它要求拍摄者在具备摄影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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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 也要掌握一定的农业常识! 要对拍摄的对象有基本的了解" 每种番茄品种都有自己的特性! 特

别是成熟的果实" 了解不同品种的特性就能使拍摄的画面更有感染力" 不管番茄的播种# 生长! 还是果

实的成熟! 拍摄画面的主题# 光线的方位# 色彩的运用# 构图的方式# 画面的影调# 艺术的表现等等都

要最大限度表现产品的特点$

$!'

%

"

#

研究基地与材料

!"!

研究基地与研究对象

拍摄基地建在浙江现代农业创新园区! 对浙江省近年来自主研发和引进推广的上百个优质番茄新品

种进行了拍摄和研究"

!"#

拍摄器材

#(!(#

小型数码相机 小型数码相机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卡片机" 它的优点是便于随身携带! 操作简

便! 液晶屏幕大! 适合拍摄农作物育苗的过程! 有些空间狭小的场景数码单反相机不适于表现的时候!

就是小型数码相机的强项了"

#(!(!

数码单反相机及镜头 数码单反相机不仅可以提高照片的清晰度! 而且可以更换不同焦距的镜

头" 拍摄番茄可以用微距定焦镜头! 它可以将果实从背景中凸现出来! 拍摄大的场景用广角镜头来表

现" 广角镜头的小光圈则能把前景中的果实和蔬菜茎叶拍得同样清晰" 当然! 长焦距镜头也不能少! 例

如
!&& ))

的镜头在拍摄盆栽樱桃番茄# 单个番茄的时候! 可以极大地虚化背景# 突出主体" 它和微距

镜头的区别是不需要贴近拍摄体就可以做到想要的效果"

!

结果与讨论

#"!

番茄摄影的拍摄方法应用与分析

番茄摄影的发展和其他摄影艺术门类一样! 以摄影技术的发展为理论依据" 一张好的番茄照片离不

开好的构思! 更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 番茄是茄科
*+,-.-/0-0

草本植物! 生长高度一般为
1('2

1(3 )

! 茎为半直立性或半蔓性" 根据果实的大小! 番茄分为大红果普通番茄和樱桃番茄"

!(1(1

番茄大棚内拍摄方法 首先! 在进入农场拍摄之前! 必须要深入了解拍摄对象的特性" 其次! 番

茄大棚里面不是每个番茄形状都是符合拍摄标准的! 所以一定要虚心请教拍摄品种的科研人员" 什

么样的番茄形状是值得你深入表现的! 什么样的形状不适合正常拍摄" 总之! 要学会有选择性地寻找拍

摄对象" 大红果普通番茄是我们经常可以在菜市场看到的大红圆形番茄! 例如! 在浙江有 &钱塘旭

日'等品种" 樱桃番茄是我们平时生吃的水果类小番茄! 例如品种有 &圣女果'&夏日阳光'等" 在拍摄

前! 我们要先熟悉番茄的生长周期" 番茄栽植分为春秋两季! 春季番茄
1&

月播种! 翌年元月定植!

%

月进入盛产期! 也就是最佳拍摄期" 秋季番茄
3

月播种!

4

月定植!

11

月中下旬进入盛产期" 番茄

拍摄分
!

个部分( 一是表现番茄大场景! 玲琅满目挂满枝头的丰收场景" 二是表现一串或者单个的番

茄"

!(1(1(1

大场景番茄的拍摄" 在蔬菜大棚拍摄大场景时! 使用单反数码相机加广角镜头是比较适合的

器材搭配! 大场景要求照片有较高的清晰度! 通常场景的照片后期用于商业用途比较多" 在拍摄时最好

使用相机图像文件的最大格式拍摄! 常用的有
567

!

89::

!

;<=>

!

>9:

" 例如!

567

文件格式! 它是

原始数据的文件形式! 没有被压缩过! 文件格式保留了影像传感器记录的最高色彩资料! 文件格式较

大! 清晰度高! 可以提供给摄影者后期更大的制作空间" 假如现场空间特别狭小的话也可以选择卡片机

拍摄" 进入番茄大棚拍摄之前着装也要注意! 特别是夏天最好穿深色的棉质或麻质的长袖装或者牛仔外

套! 因为番茄藤叶的绿色素和平时喷洒的营养液会粘在衣服上! 很难清洗$

?

%

" 拍摄大场景要让画面前后

范围都清晰! 可以把镜头对焦放在无限远! 设定小光圈
:11

或者
:1%

" 拍摄这种场景时要学会控制景

深! 景深是指照片的前后清晰范围" 要想照片达到预期效果要了解三要素" 光圈# 镜头# 物距是影响景

深的重要因素"

!

光圈越大! 景深越浅" 光圈越小! 景深越深" 例如光圈
:!(4

的景深会比
:!!

小" 大

光圈能够让背景虚化! 前后清晰度范围小! 拍摄单个的番茄时可以把果实从绿色的背景中凸现出来" 小

光圈景深较深! 适合拍摄大场景前后清晰范围大! 能把前景和背景拍摄得同样清晰"

"

拍摄物距越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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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深范围越小! 镜头离被摄物越近" 景深也会越浅! 拍照时越靠近被摄体" 被摄体的景深就会越小! 有

时我们在使用卡片机拍摄番茄开花时" 因为心情激动相机会靠近被摄体太近而无法对焦" 当你调整机位

后拍摄的照片效果往往是清晰的花朵模糊的背景! 这就是我们说的物距的关系!

!

镜头的焦距越长" 景

深范围越小" 焦距短的镜头景深大! 例如" 用
!"" ##

的长焦距镜头拍摄盆栽樱桃番茄时" 樱桃番茄质

感非常清晰" 但紧跟在后面的背景会产生极大的虚化! 拍摄大场景番茄时最适合低角度拍摄" 因为番茄

植株不高" 大量果实都生长在水平视线或者贴近地面的位置" 高角度拍摄容易被番茄藤叶挡住果实! 蔬

菜大棚内光线较弱" 要使用三脚架" 以提高照片的清晰度! 三脚架可以选择不同品牌" 只要便于携带"

拍摄时能确保稳定就可以! 三脚架的承载量是必需要考虑的" 所有三脚架都有承载量的限制" 假如你架

设的设备超出三脚架的最大承载量" 那么它的稳定性就会大大降低!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不要

升高三脚架的中轴" 中轴越高重心位置就越高" 特别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时就会容易失去重心" 不稳定!

在番茄大棚拍摄" 大部分时间都是顶光摄影" 通常在农场蔬菜大棚外围还是大棚" 大棚之间光线很难产

生角度" 顶光摄影有时候番茄会被叶子遮光" 大场景表现时前景画面会出现一些阴影" 碰到这种情况时

可以用闪光灯补光" 闪光灯的优点在于可以随意调整闪光灯的角度和亮度! 要让光线变得柔和" 灯头上

可以安装一个简易的小柔光箱!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提高相机的感光度和增加曝光" 以达到照片正常曝光

的效果! 总的来说" 顶光经过蔬菜大棚薄膜的过滤" 光线变得很柔和" 特别是太阳光线不是很强烈的时

候" 也成了天然的柔光箱" 形成漫散射光线! 拍摄出来的番茄照片颜色饱和" 色泽艳丽" 是平常比较容

易掌握的一种光线" 现在成了番茄摄影常用的光线之一#图
$

$%

%&$&$&%

小场景番茄的拍摄! 小场景番茄的拍摄可以表现一串或者单个果实! 由于长势关系" 好的番

茄果实大多生长在水平线以下" 又由于大棚空间较狭小给拍摄带来一定难度" 所以" 提前准备一张防水

布供铺在地上以便躺下拍摄使用! 番茄果形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要选择能代表该品种最佳形状的果型"

拍摄到好的图片" 后期才可以为品种的营销推广使用! 拍摄小场景番茄时最好带上一把小剪刀把番茄周

围一些发黄的叶子或者影响画面的藤蔓修剪掉! 如果现场光线强的话" 最好用一张半透明薄纸放在被摄

体上方" 这样可以起到更加柔化光线的作用" 为了增加单个番茄的鲜艳度" 可以带一把喷壶喷洒一些水

雾" 营造一种新鲜感" 使番茄外观给人一种出水芙蓉的感觉! 在构图上" 可以采用对比的方法" 具体表

现为绿色的叶子和番茄的本色作对比" 也可以采用虚实的手法表现! 对比是一张照片成功的关键" 只有

对比才能使观众产生共鸣" 照片才有生机" 相反" 如果画面没有对比" 就显得平淡" 单调! 具体拍摄可

以采用数码单反相机配置微距镜头" 微距摄影可以很好地表现番茄的质感" 假如空间实在狭小可以用卡

片机器拍摄" 操作更简单! 使用卡片机要注意由于大棚内光线较弱" 自身机器较轻" 很容易造成画面模

图
$

水平视线以下拍摄的大场景

'()*+, - ./+), 01,2, 3/4,2 5,678 ,9, 6,:,6

沈治国& 番茄摄影的方法研究与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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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场景拍摄的樱桃蕃茄#夏日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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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 最好是找一个小型脚架或者是可以依靠的物体%

以保证画面品质&

%!A

'

(图
!"$

)$

!BCB!

商业摄影的方法拍摄番茄 番茄摄影另一种

拍摄方法就是在现场搭建一个简易摄影棚% 在农场

选择一个仓库或者库房都可以% 采用商业广告的模

式来表现番茄$ 在拍摄时% 首先要明确拍摄的目的

性% 是普通的农业摄影还是商业产品摄影% 这两者

是有很大区别的$ 普通的农业摄影是反映摄影者个

人情感和思想为主% 可按照摄影者的意愿确定表现

主题% 可以以摄影者的审美情趣为唯一的目的性%

而商业产品摄影是以传递商品信息为主要功能% 作

品的力量在于更多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引起消

费者对所宣传商品的购买欲望% 它的实用功利性相

当明确% 不仅要讲究画面的效果% 而且要最大程度

表现农产品的特征包括形态* 色彩* 质感$ 总之%

所拍摄的番茄是这个品种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优质品

种 &

D

'

$ 商业摄影中经常使用的灯具是电子闪光灯%

它是利用电子激发惰性气体而发光的脉冲光源% 在

瞬间发出明亮的闪光$ 它的特点是色温稳定% 发光

强度大$ 拍摄番茄可以选择国产品牌的电子闪光灯%

方便耐用$ 有条件的话可以配置
$

盏% 闪光指数可

以选择
%"" E

%

F&& E

%

$&& E

$ 首先是主光灯具

%&& E

% 一个灯具是辅光
F&& E

% 另外一个是背景

光灯具
$&& E

$ 柔光箱尺寸可以选择正方形
F& 05 #

F& 05

% 长方形
GF 05 $ CF& 05

$ 利用人工光源拍摄

番茄比在大棚内拍摄自由度大得多% 它具体表现在

不受空间* 时间* 光线* 环境* 天气的限制$ 摄影

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拍摄目的自由选择题材$ 可以拍

摄大红果普通番茄也可以拍摄樱桃番茄% 可以选择

大场景也可以选择局部表现$ 拍摄时要带些道具%

比如水果篮子* 精美的白色盘子等$ 简易摄影棚的

材料可以到摄影器材城购买一块透明有机板% 然后

再配置一个简易架子支撑有机板就可以% 架子一定

要稳固% 大的文件夹也是必需的% 用于固定有机板

或者背景布用$ 拍摄时再配置
!

块背景布% 一块灰

色* 一块深色% 这
!

种颜色和番茄的本色较容易搭

配色彩% 背景布或者背景纸要求平整* 无褶皱* 不

反光$ 主光加辅光加背景光布光法是一种较经典的

布光方案% 可以说它适合大多数产品的拍摄$ 通过

背景光的变化控制画面影调% 烘托了主体和画面艺

术气氛$ 商业摄影的方法拍摄番茄用光要考虑用侧

逆光% 侧逆光是商业摄影创作中运用最广泛的摄影

用光$ 往往被摄体局部受光% 简洁的沟边效果% 画

面纵深感强烈% 特别是表现番茄的育种* 开花期的花朵* 成熟的果实透射性强% 很容易产生艺术效果&

C&

+

CC

'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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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一律是农产品拍摄的常用手法

$%&'() 4 5&(%/',.'() 6(+7'/.3 2() 2,82-3 .29): %: :)2. (+83

;<=<;<=

主体表现法$ 主体表现法在商业摄影拍摄中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 一般不带陪衬物和复杂

的背景环境% 画面着重刻画主体形象% 表现其优美的形态和质感$ 主体表现法不仅可以表现番茄的整体

形象% 再现其全貌% 也可以作局部特写$ 从视觉心理角度来看% 主体在画面中的位置也直接影响到观众

对它的关注程度% 主体表现法是拍摄单个番茄% 一般可以采用透明有机板作背景% 番茄上用喷雾器喷洒

水雾% 形成一点点水珠% 为画面营造氛围$ 布光是可以采用底光加前侧光的布光方法% 底光是光线透过

拍摄桌从下面往上打光% 光线穿透有机玻璃板照射在番茄底部形成半透通透的效果% 然后在拍摄桌前面

左侧或者右侧打一个主光前侧光% 主光对面再放一块反光板% 减弱投影% 最后加以审视% 再整体调整画

面光线比例% 以达到柔和协调的艺术效果&

=;

'

$

;<=<;<;

环境陪衬式表现法$ 环境陪衬式的拍摄要对

画面进行细致的设计$ 例如% 拍摄一篮子精心挑选的

大红果番茄% 首先主体有了是表现番茄的优质品种%

然后要确定一个背景% 背景可以选择深色背景或者白

色背景都可以% 番茄主体颜色是红色% 设计画面时要

考虑色彩的对比统一性% 背景颜色不能太花% 要协调

统一$ 第一步% 把一篮子番茄放在拍摄台上选择适当

的陪衬物以烘托主体% 陪衬物可以用番茄的叶子或者

藤蔓来作陪衬% 拍摄时可以适当提高拍摄视角或者略

高于水平的位置拍% 这样番茄真实性可以更加强烈些$

布光可以选择主光加辅光加背景光的方法来布光% 主

光可以是前侧光或者侧逆光都可以% 只要能刻画番茄整

体质感和色彩就可以(图
#

)$

;<=<;<!

整一律$ 整一律是比较常用的拍摄手法$ 把

番茄整齐的排列成方阵% 整体性强% 有节奏变化% 高

视点近距离俯拍$ 这种拍摄场景形式美很强% 拍摄成

功的图片在产品销售中运用的比较广泛$ 拍摄时必须

要用白色的有机板作为背景和底色来拍摄% 布光也要

打底光透射光线$ 布光方法和前面讲到的主体表现法

有相似之处(图
4

)$

!"!

特殊天气的拍摄

;<;<=

阴天 阴天是被摄影者忽略的拍摄天气$ 阴天

拍摄的照片反差小% 对比少% 特别拍摄风景色彩不艳

丽出不了效果$ 但是经过多次试验证明% 阴天对于番

茄摄影来说是拍摄的好时机% 是一种很不错的光线$

阴天% 是漫散射光% 番茄作物叶子和藤蔓颜色柔和%

细腻% 这时的果实色泽饱和% 在没有明显的光照方向

性的情况下% 被摄物之间反差小% 适合表现产品的外

部质感$ 在拍摄大场景或者大棚番茄局部时% 在曝光

上采用手动曝光补偿或者点测光系统来测光% 要减少

曝光一档或者一档半以上% 阴天对于拍摄色彩鲜艳的

番茄植物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

;<;<;

雨天 雨天天空的亮度较高% 地面作物亮度较

低% 雨天的天空亮度高于地面亮度的
>

倍$ 雨天拍摄番茄应避免选择大面积的天空进入画面$ 经过雨水

的渗透% 作物会更加显得多姿多彩% 郁郁葱葱% 让人看了非常安静% 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创作激情% 这里

指在室外栽植的番茄$ 拍摄时可以选择局部的特写拍摄% 表现番茄的质感$ 雨天的番茄红果实就像出水

芙蓉% 让人爱不释手$

沈治国# 番茄摄影的方法研究与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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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摄影属于农业摄影范畴! 它要求摄影者一方面要掌握一定的摄影基础知识!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

农学知识的了解! 了解各类作物的特点" 消费者通过农产品宣传图片了解更多商业信息! 农业图片的真

实性和展示细部的强烈的视觉效果! 极大地提高了商家产品的可信度" 番茄摄影通常是在蔬菜大棚内完

成! 表现时采用大场景和局部拍摄相结合方法! 同时可以运用商业摄影模式表现番茄! 艺术表现方法一

般采用主体表现法# 环境陪衬法# 整一律等表现形式" 以往被我们忽视的顶光摄影在番茄摄影中运用比

较广泛! 通过辅助工具顶光也是可以很好地表现番茄品质的光线" 另外! 在特殊天气的拍摄! 如阴天和

雨天也是番茄摄影的最好时间段" 在国内从事农业摄影工作者少的原因是很多摄影家对农学知识不了

解! 不熟悉拍摄作物的生长周期! 也就拍摄不出我们生活中认可的农业图片" 相反! 科研工作者对作物

各个环节都很熟悉但是对于摄影知识# 拍摄技巧的掌握相对较弱! 所拍摄的科研作物照片没有现实中那

么真实# 动人" 本课题组经过多年的农业摄影拍摄研究! 研究成果可以帮助农村基层一线的农业工作者

和生产者! 在拍摄农业题材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同时也可对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推广应用起到示

范和引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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