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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制作的网络电影《金山上的树叶》，取

材于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向全国三省五县

捐赠“白叶一号”茶苗实现共同富裕的真实故

事。影片聚焦大主题下的小人物情感，关注这些

群体在扶贫振兴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情节感

人，成为网络影视剧当中的主旋律作品；欢娱影

视则致力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获奖作品

《正好遇见你》讲述以文艺编导鱼在藻、青年文

物专家陶唐为核心的综艺团队为展现中华文明之

美，齐心协力推出一档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故事。

四、参评单位大幅增加，呈现良好态势

本次评选全省共有近 60 家互联网视听节目

服务单位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积极参加了这

次推选活动，参评单位数量较上一年度有较大增

加，参评项目也较上一年度有明显增加，显示了

良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地市级媒体

融合实践不断推进，曾经有些迷茫的地市级融媒

体网络视听机构涌现了一批媒体融合创新报道的

成功案例。杭州、宁波、温州、绍兴、湖州、台

州、舟山、丽水等市传媒集团或新闻传媒中心，

在“党的二十大”重大主题报道、“共富”建设

报道、公益内容报道中，充分反映了近年来地市

级媒体融合改革的建设成果。

五、评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奖项的评选标准还需进一步细化。尽管今年

根据时势的发展在奖项上做了些调整，专门设置

了“二十大精神”和“共富”宣传等单项奖，但

总体来看，奖项设置还显笼统，需要作进一步细

化，特别是作品奖、团体奖与个人奖尚需进一步

分开，以便统一标准。

区域之间的平衡还需进一步统筹。这次参评

单位和作品尽管在数量质量上较往年有所增加和

提升，但省内各地市之间还不平衡，全省11个

地市只有10个地市参评，县级媒体也只有10多

家参评，社会单位参评空间潜力还很大，值得进

一步拓展、推广。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网

络视听协会）

摘要：媒体融合时代，各家媒体都在以最

快、最新、最独特的方式生产与传播新闻内容。

航拍，尤其是运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在新闻采制

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但纵观整个新闻行业，

滥用、错用无人机拍摄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

合理运用航拍技术手段提升新闻可看性是从业

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将从航拍摄影的发展

历程、优势以及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等，结

合日常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供从业者参考。

关键词：航拍摄影 无人机 新闻拍摄

新闻拍摄中运用航拍的历史，与航拍诞生的

历史几乎同步。因拍摄位置特殊，拥有高空俯视

与全景视角，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通

过航拍画面，能让观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新闻发生

的环境要素等其他细节。

一、航拍的起源

航拍，全称航拍摄影，又称空中摄影或航空

摄影，是指从空中拍摄地球地貌，获得俯视图。

航拍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世界上最早的航拍

照片是1858年12月由法国摄影师纳达尔拍摄的

巴黎市的鸟瞰照片，当时是纳达尔搭乘热气球拍

摄的。1909 年，美国的莱特(W.Wright)第一次

从飞机上对地面拍摄照片，他当时不仅航拍了照

片，还俯拍了意大利西恩多西利地区军事基地的

动态画面。①

航拍具有许多实现方式，多旋翼无人机、固

航拍摄影航拍摄影在新闻拍摄中的运用在新闻拍摄中的运用
林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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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翼飞机、直升机、热气球、小型火箭、风筝、

降落伞等等都可以成为航拍平台。航拍的应用

场景也很广泛，影视航拍、赛事直播、测绘作

业、工程检测、野外搜救、新闻报道、警察执

法等等。

二、传统航拍摄影

受技术局限，早年的航拍一般都在直升机

上完成。航拍的成本和实操难度较大，这就导

致一些小规模的电视台和传媒公司基本无缘航

拍。因此，在当时航拍显得尤为珍贵和震撼。

最早引发中国媒体人广泛关注的大概是1980年

代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人文地理纪录片《话说长

江》，全片大量使用直升机拍摄的高空画面，让

人眼前一亮。

（一） 传统航拍摄影在大型新闻活动中的

优势

2012 年 l1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闭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做好相应报道，全国各地媒体都在想尽

办法推陈出新。嘉兴广播电视台另辟蹊径，租

借商用直升飞机，结合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地

标为抓手展示嘉兴的风貌。地标是一座城市的

记忆，也是一座城市发展成就的集中反映，体

现出一座城市的品质追求和发展惠民的价值取

向。近几年来，嘉兴在社会、经济、科技、文

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老地标焕发出勃勃生机

的同时，又建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新地标。大

型航拍系列报道《大型航拍·寻找新地标》，既

从空中俯瞰，又从地面零距离感触，通过天与

地间记者的连线对接，充分展示新地标的魅力，

为观众呈现一个完整的美丽大嘉兴，并以此展

望嘉兴市在党的十八大精神引领下更加美好的

明天。因为表现手法新颖，播出以后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这几年来，笔者先后参与了嘉兴南湖革命

纪念馆、中山路、嘉兴科技城、乌镇、姚庄新

市镇这几个新地标的拍摄。我们首次将航拍技

术运用到新闻报道中，并在全省首次真正实现

了“天地对话”，也就是空中出镜记者与地面出

镜记者的电话连线报道。正是因为有了航拍，

我们还运用起了“微直播”的电视表现手法，

也就是采用出镜记者的口述报道、现场报道。

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增加了报道的可看性，

也增强了报道的传播力。②通过从天空与地面的

不同角度的呈现，让观众共同领略十年间嘉兴

不断涌现的新地标，不断增强的新活力，以及

不断富足的新生活，激发全市上下建设美丽家

园的热情。

历时一个多月的《大型航拍·寻找新地标》

系列报道不仅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更具有重

大的社会和历史价值，早期的传统航拍摄影因

为比较少见，观众很少会有空中俯视的视觉体

验，活动开始后得到了嘉兴市民的热捧。开通

的微博平台，引来了一万多名网友的关注，同

时近20个小时的航拍素材也是弥足珍贵的影像

资料。

（二）传统航拍摄影在新闻摄影中的缺点

早期航拍的费用十分高昂，需要花费数十

万元租赁直升机进行拍摄。如果不是大型的新

闻拍摄，一般承担不起这样高昂的费用，导致

日常新闻的拍摄没有办法使用航拍，而且直升

飞机必须在得到有关部门审批通过之后才能起

飞，手续流程也比较长，且审批成功后给予的

飞行时段也有限，因此受限较多。

早期的航拍难度很大，飞行员要和摄影师

配合默契。双方要商量好飞行路线、飞行高度、

飞行速度等各种细节，在保证人员安全的前提

下，完成画面拍摄。比如2001年9月2日，香

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原副台长赵群力先生，在温

州永嘉县林坑古村航拍纪录片《寻找远去的家

园》时，由于直升飞机撞到高压电线坠毁，不

幸遇难，而他还曾被称为“中国航拍第一人”。

由此可见，早期航拍存在一定危险性。

三、无人机航拍摄影

无人机航空摄影是以无人机为空中平台，

搭载高分辨率的数码相机、轻型光学相机或红

外扫描仪，获取图像信息。③随着近些年无人机

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航拍成本大幅降低，

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开始熟练掌握无人机拍

摄技巧，创新新闻表现形式，航拍在新闻中的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一）突发新闻：轻便小巧 容易携带

无人机航拍打破了交通、地理等环境条件

的限制。如果拍摄的新闻事件具有不缺定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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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因素，或者因为外力导致记者无法赶往核心

事发区域的，无人机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2018 年 7 月 5 日晚，泰国普吉岛发生游船

倾覆事故，船上有四十几位嘉兴海宁游客。7

月 6 日上午 11 点，笔者与同事前往当地报道。

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公羊救援队接到泰方司令

部指令，被批准前往事发海域参与搜救工作，

我们被允许一同前往拍摄。但因为只能在军舰

上活动，所以拍摄区域、角度都非常有限，也

不可能拍摄到军舰的全景，但好在我们带了无

人机，经过和泰国军方的反复沟通，他们同意

让我们进行无人机拍摄，这也使我们成为当时

唯一一家在泰国军舰上使用无人机航拍的媒体，

因而获取了第一手珍贵的影像资料。利用无人

机，我们把事发的整个海域、我们所在的军舰

以及一些远处打捞作业的小船进行了全方位拍

摄。要知道，如果没有无人机航拍，光凭在军

舰上的摄像机，是无法拍摄这些画面的，而正

是有了这样的影像素材，记录下更具现场感和

冲击力的画面，使整个报道才更加丰富扎实。

类似的突发新闻需要运用到无人机拍摄的

还有很多。如在车祸或者火灾现场，记者无法

靠近现场时，也能通过无人机靠近事发地，拍

摄现场画面。又比如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往往

会造成车辆拥堵，这在地面是很难展示的，有

了无人机航拍，就可以在空中清楚地记录事故

现场的拥堵画面、拥堵长度等情况。

（二）监督报道：深入现场 获取证据

2020年7月，有观众向我们反映，他家旁

边的房子最近被租了出去，新租客搬来以后，

把所有的门窗都封了，到了晚上，里面传出刺

耳的声音，同时还有很多粉尘飘出来，让人无

法呼吸，他怀疑是非法加工，于是打来电话

求助。

赶到现场后，我们发现，这是位于乡下的

一幢房子，院子四周是水泥高墙，铁门是新装

的，四周所有的窗户都被红砖或者水泥封了起

来，完全看不到里面。听上去有动静，但敲门

没人应，于是我们用无人机察看。只见场地四

周摆放了成堆的石材石料，两位工人正在干活，

看起来这里是一个石材加工场。在拍摄到了相

关视频证据之后，我们联系了相关部门，在执

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加工厂老板一开始还狡辩

说这里只是一个存放的场地，并没有加工，但

是面对无人机拍摄到的证据，加工厂老板最终

只能承认。

在这样的监督报道中，如果没有无人机取

证，且不在城市、周边又没有高楼的乡下，想

要在地面拍摄到院墙里面的石料加工画面，难

度非常大，但有了无人机航拍摄影，这一切变

得相对简单。

（三）影像创作：丰富画面 提升美感

在没有航拍摄影前，我们要去拍一座桥、

一棵树、一座古宅、一个施工现场，只能从地

面进行拍摄，或者爬到附近的高楼去寻找新的

拍摄视角。虽然摄影师可以运用推拉摇移各种

运镜来丰富画面语言，但也只能在一个平面进

行创作。无人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空间局限性。

摄影师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拍摄，甚至是环绕、

穿越等方式，从而提升画面的丰富性。航拍可

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带给观众更强的视觉

冲击。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钱塘江因其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在钱

塘江出海口附近会形成巨大涌潮，壮观的景象

使其成为一年一度的央视直播现场。因钱塘潮

于海宁盐官附近最为壮观，作为家乡媒体人，

笔者多次作为摄像前往拍摄。在无人机航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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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前，往往只能从岸边用高倍数摄像机进行拍

摄，即使爬到附近宝塔等高地，也只能拍到钱

塘涌潮，但画面总归不够精彩，也无法显现涌

潮的澎湃与波涛汹涌。现在，有了无人机，我

们可以飞到江面进行拍摄，甚至追随涌潮的前

进方向进行跟拍，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以往

所难以呈现的画面，如交叉潮、丁字潮等奇观，

丰富了观众的观看体验，也真正通过画面让人

感受到涌潮的澎湃。

现在穿越机的出现给传统新闻拍摄又增添

了不同的视觉冲击。穿越机由于速度极快，被

称为“空中F1”，而FPV （第一人称视角） 系

统的存在，允许飞手和观众通过无人机镜头实

时观看飞行竞速过程，体验坐在驾驶舱内的感

觉。④

四、无人机航拍存在的问题

无人机为航拍摄影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但同样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因而需要进行

规范。

（一）“黑飞”危害公共安全。近年来消费

级无人机的普及导致行业发展迅速，进而使得

“黑飞”现象频发。“黑飞”最严重的后果是会

威胁公共安全。⑤所谓“黑飞”，是指一些没有

取得私人飞行驾照或者飞机没有取得合法身份

的飞行，也就是未经登记的飞行，这种飞行有

一定危险性。根据民航部门统计，2015 年全

国共发生无人机扰航事件4起，2016年猛增至

23 起。2017 年以来，此类事件更加频发，仅

西南地区就已发生十多起。从执法实践上来

看，管控“黑飞”，不仅需要加大对禁飞区的

巡逻检查力度，还有必要运用一系列高科技手

段，对“黑飞”无人机进行反制。同时，对无

人机生产和销售流通环节，相关部门也应该加

强管理力度，从源头上对无人机使用者进行管

理和引导。

如笔者所在的嘉兴市，市区大部分区域都

属禁飞区，若想无人机航拍，需要提前在浙里

办APP“浙里安心飞低小慢航空器管理服务系

统”进行申报审批，经单位、派出所、治安大

队审批同意后方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规

定高度进行航拍摄影。

（二）飞手良莠不齐。许多飞手并没有取得

相应的航拍资质，也不具备应有的航拍专业操

作水平，更没有学习过相应的理论知识。这样

的飞手在航拍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航拍器撞上

树枝、高压线、玻璃楼房等情况，造成较大的

安全隐患，严重的甚至还会威胁到地面行人的

生命安全。在很多大型活动现场因为人员众多，

一旦炸机，后果不堪设想。

五、结语

航拍摄影的出现给新闻拍摄增添了独特的

视角，丰富了画面语言，提升了新闻的可看性。

未来，随着航拍技术的不断提升，一些更前沿

的科技，如5G技术（即拍即传）、AI技术（智

能化拍摄） 等或将应用于无人机航拍，新闻报

道的画面质量将再一次得到飞跃提升。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航拍运用于新闻报

道，也不能过渡和滥用。作为一种表现手法，

航拍应服务于新闻作品本身，有些内容并不需

要过分依赖航拍，或者仅用航拍画面予以表现。

举例来说，航拍虽然能够展示大海波涌、高山

峻岭、平原辽阔，却无法展示痛苦之悲，感恩

之情，欢笑之语，也就是说细节是无人机航拍

的致命缺陷。过度使用航拍画面会让新闻缺失

应有之温情。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既要善用航拍，让

其发挥在新闻创作和传播中的特有优势，又要

慎用航拍，明白其最终目的是为新闻报道服务，

力求给观众呈现最为精彩的新闻作品，引发观

众情感共鸣和深思。

参考文献：

①③罗亮生、徐华滨，《UTC无人机航拍技

术》，第7页。

②周静、胡伯良，《“寻找新地标”大型

新闻行动的启示》，《视听纵横》，2013 年第

1期。

④木子《无人机竞速运动》，《体育博览》，

2022年05月。

⑤张若曦、刘昆《浅谈无人机航拍在新闻

摄影中的作用》，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

08月。

（作者单位：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新闻综

合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