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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平面设计对数字摄影技术的创新应用策略。方法 先从宏观角度就科学技术对数字摄影

技术的发展的推动力谈起，总结数字摄影技术在这一趋势下的不断革新与延伸，深入挖掘其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优势及应用于平面设计中所表现出的重要意义，接着结合平面广告设计、招贴设计、广告设计等

具体领域展开深入论述，剖析数字摄影技术在突出设计内容、强化视觉效果等方面的应用方向与案例，

从整体与部分两方面探究数字摄影技术所赋予平面设计的种种特质与创新。结论 数字摄影技术凭借更

全面的图像数字处理技术，有效提升了平面设计作品的画面清晰度和色彩丰富度，为设计人员提供了良

好的创作条件，也为更多优秀的平面设计作品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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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Digit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ZHAO Yu-zh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tou 01410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graphic design to digit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From a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extension of digit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under this trend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advantages existing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its application in 
graphic design were deeply explored. Then, an in-depth discussion was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ecific fields 
such as graphic advertisement design, poster design and advertisement design,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s and cases of 
digit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in highlighting design contents and enhancing visual effec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vari-
ous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s of graphic design endowed by digit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were explored from 
both the whole and the details. By virtue of more comprehensive image digit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digit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picture definition and color richness of graphic design works, providing good 
creation conditions for designer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emergence of more excellent graphic desig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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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直线上升，对美好事物

的追求从未停止，甚至总是喜欢将其永恒地记录下

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科学技术强有力地推动了数

字摄影技术的发展。数字摄影又称“数码摄影”，具

体是指应用数字技术进行图片摄影、摄影创造、图片

加工等工序的一种新兴的摄影技术[1]。该技术是一种

对传统摄影技术的大胆革新，大大拓展了摄像的领

域，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定格美好事物的愿望。渐渐地，

数字摄影技术的功能与魅力开始出现在各个领域中，

平面设计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应用代表。从目前市场上

所流行的平面设计作品看，大多数都是借助数字摄影

技术与后期平面制作完成的，这样做既实现了真实性

的诉求，有效规避了图像失真的情况，又促进了图像

作品便捷性的实现，给了平面设计作品更大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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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2]。可以说，数字摄影技术与平面设计相辅相成，

共同造就了一个个成功的平面设计作品。面对科学技

术不断发展的时代环境，进一步探寻数字摄影技术的

优势与魅力，架起数字摄影技术与平面设计深度融合

的桥梁，对促进平面设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数字摄影技术应用于平面设计的重要意义 

数字摄影技术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在很

大程度上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娱乐形式，给人们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和使用的愉悦[3]。平面设计领域对数字摄

影技术的应用同样是基于这一层面。在平面设计的诸

要素中，影像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并不

亚于文字与图形。而随着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数码

影像借助自身交互性好、传播面广的特点，给平面设

计带来了更多的素材与技术支持，使得整体的设计效

果实现了质的飞跃。 
1）更加直观的视觉效果。出于实用性、舒适性

和观赏性考虑，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利用照片进行平面

设计，并逐步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与喜爱[4]。因此，

数字摄影技术开始了强力渗透，并在应用过程中凭借

自身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造就了更直观的视觉效果，提

升了设计成果。 
2）注重瞬间与细节。对细节和瞬间的把握是摄

影师的追求，而数字摄影技术恰恰能够帮助其将这些

做到位。在平面设计中，借助数字摄影技术可以将作

品的角度、光线、色彩和空间等元素完美展现，呈现

出理想的视觉效果[5]。 
3）强化视觉的真实性[6]。数字摄影可以为平面

设计提供真实性的支持，无论是海报设计作品还是广

告设计作品都可以借助数字摄影技术所摄照片实现

其他视觉艺术无法实现的效果，进一步提升作品的说 
服力。 

2  数字摄影技术在平面设计中的多元化创

新应用 

2.1  平面广告设计 

自平面广告设计出现起，平面设计师就经常采用

传统的绘画图像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在新技术不断发

展的时代潮流下，已经不能给平面设计带来更大的满

足[7]。借力科技的支撑，数字摄影技术以人性化、技

术含量高以及清晰度高的特点在平面设计中逐渐发

力，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其中，平面广告设计对数字

摄影技术的应用值得研究。融合了数字摄影技术的平

面广告设计既实现了独特的技术魅力，又以丰富多元

的视觉语言实现了广告作品的艺术创新。 
在商业广告设计中，插图、照片等一直发挥着主

体性作用。想要获得更加理想的艺术效果和宣传价

值，设计师必须对所使用的图片做到清晰、简洁，而

数字摄影图像恰恰给了设计师极大的助力[8]。设计师

通过结合平面广告设计和数字摄影图像将对象图片

的不同形态组合成完整的广告作品，还可以在设计过

程中进行随意的修改和调色，借助二次创作提高广告

的效用性和可信度。以烟草广告为例，早期的烟草广

告多采用绘画的图像加外部修饰，这样的设计虽然有

着一定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但在细节表现与视觉

传达方面无法与数字摄影图像相提并论[9]。而与数字

摄影技术结合后，整个广告作品的画面更加轻快明

亮，主题更加鲜明，尤其是人物的青春活力与整体的

跳跃色彩完美搭配，恰恰与香烟所表达的清新主体相

融合，实现了色彩调和、色调搭配以及清晰度等方面

的实质性进步，这是传统的绘画图像所难以达到的艺

术境界。 
在公益广告中，数码摄影的影子无处不在，很好

地诠释了社会的效益性、主题的现实性和表现的号召

性。所谓公益广告，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且服务于

社会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风尚的广告作品，其存在的

价值便是为公众谋利益和提高福利待遇，抑或是企业

或社会团体向消费者阐明它对社会的功能和责任。在

应用数字摄影艺术时，公益广告既要以一般广告的创

作原则为基准，又要体现公益广告的个性特点，以极

强的亲和力倡导健康的社会风尚。比如，一则以“尊

老爱幼”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对真实性的要求很高。设

计者将文案设定为：当皱纹爬满你的额，手无法抚平，

让关爱顺着皱纹，流进眼眶；当童稚写满你的眼，手

无法抹去，让关爱在前方，亮成明灯一盏。尊老爱幼，

人间美德！这句充满画面感的文字已经让人开始了画

面联想，这时再配合写实的数字摄影图片，就能与文

字形成紧密的配合，让人深深触动。 

2.2  招贴设计 

将摄影技术应用于招贴设计并不稀奇，很多招贴

设计师很早就开始了对招贴加入摄影艺术的研究与

实践，发展至今，该应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数字

摄影技术这一视觉元素给招贴设计带来了更好的形

式与内容，有效增强了视觉表现力[10]。从细节处探寻，

不难发现招贴设计对数字摄影技术的应用主要包含

以下方面。 
1）重新组合。在招贴设计中，很多设计师会将

现实中相关或不相关的元素形态进行大胆的组合，这

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以会意的方式将有着象征意

义的元素进行交叉碰撞， 终形成一个新元素。从这

一方面看，数字摄影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拼置同构

的图形上，尊重两个图形之间的外在造型、内在联系，

强调自然协调，从而造就拥有质感和空间感的新形

象。当然，这一的形象并不一定是现实存在的，但讲

究一种合理性。比如，一则音乐节招贴设计就借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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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手法在小号上加上一个水龙头开关，寓意音乐节

的旋律与节奏像流水一样喷涌而出，虽然是一种创新

组合的手法，却显得并不突兀。 
2）空间转换。在招贴设计中，数字摄影技术的

存在使得时空转换成为了更加简单的存在，可以有效

辅助错位、混合、衔接等图形构成方式，跨越二维与

三维的界限，实现锦上添花的全新视觉，营造一种不

同维度空间的独特艺术效果[11]。 
3）置换同构。这一设计手法主要指的是尽力保

证原形特征，但将整个形态中的某一部分用其他素材

替代，形成一种全新的形象。当然，在置换同构的过

程中，替代的物形要与被替代的原形部分相似，但保

持意义上的不同，如此才能强化超现实视觉，形成更

好的艺术效果。比如，一则写实的电影招贴设计就在

画面中用写实拍摄的胶片替换了女人的坤包，再结合

女人形象与矢量的背景，整体对比强烈，产生了具有

新意的形象。 

2.3  包装设计 

真实感、直观性给了包装设计更多的可能，也让

大众对其内容产生了兴趣[12]。现今，为了迎合这一趋

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在包装设计中应用数字摄

影技术，希望强化视觉冲击力，激活受众的想象力及

情感波动，直接加强受众的心理活动和实际的传播效

果，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具体的设计应用途径如下。 
1）凸显产品品质。采用数字摄影技术拍摄产品

原料后，将其应用于包装设计中，可以进一步凸显产

品的优质原料与良好品质，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汇源橙汁的包装设计就对数字摄影技术进行巧妙利

用，将新鲜美味的原料橙子与晶莹的果粒进行呈现，

以此彰显品质，刺激消费者的味蕾，从而将产品的特

质进行了更好的表达。 
2）宣传品牌内涵。产品包装设计对于企业而言

十分关键。良好的包装可以大大提升市场效果，为企

业创收。这一点在形象展示上很重要。正是基于此，

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寻找与产品品牌气质相符的

代言人，借助代言人的影响力与品牌高度融合，成功

宣传了品牌的内涵，大大提升了市场影响力。 
3）展示产品功能。九阳豆浆机的包装设计上就

将数字摄影技术进行了科学的操作，借助精美的特写

镜头将九阳豆浆机的独特造型、多样化功能和方便的

使用方式进行了展现，给受众带来了具备指导性意义

的设计信息，成功唤起了人们的购买欲[13]。 
以包装设计对数字摄影技术中的色彩应用为例

分析，可以发现色彩的丰富性恰恰是设计艺术的重要

借鉴因素，凭此可以创造出 佳的视觉效果，激活人

的情感反应。Elsa’s Story 油酥糕点的包装设计就将利

用数字摄影技术拍摄的黑白人物作品配合该产品的

彩色特写照片，在黑白与彩色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既成功展现了糕点的美味，又营造出一种怀旧氛

围，给人别样的感受。此外，还有厨具包装、玩具包

装和日用品包装等，这些都可以使用数字摄影技术进

行整体的包装与升华，以恰当的画面、深远的意境以

及丰富的层次、虚实对比形成了更加个性化的包装题

材，发掘出普通物品不同一般的内在品质及美感。 

3  结语 

创新是平面设计的根本，尤其在这个人们普遍对

艺术有了更高追求的当下，只有设计出更吸引人的具

备创新特质的作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精神文

化需求与审美需求。数字摄影技术的出现，为设计师

创作出更具真实性的作品提供了有效途径，同时为平

面设计作品带来了更多新尝试。在数字摄影技术的参

与下，设计师能轻松进行所需素材的组合，再通过计

算机技术及专业软件创作出更加完美的作品，满足人

们的文化需求，从而促进数字平面设计行业的高效、

稳定、可持续发展。只有如此，平面设计才不会因为

失去根而失去光彩，并 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展现自

己，从而实现市场上的稳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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