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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摄像装置，包括立体摄影

系统，所述立体摄影系统包括横屏拍摄部分、可

转动拍摄部分、竖屏拍摄部分、可转动光学镜，当

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可转动拍摄部分的第一位

置、且可转动光学镜位于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一位

置时，可转动拍摄部分与横屏拍摄部分之间的位

置关系能够满足拍摄出横屏立体影像，当可转动

拍摄部分位于可转动拍摄部分的第二位置、且可

转动光学镜位于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二位置时，可

转动拍摄部分与竖屏拍摄部分之间的位置关系

能够满足拍摄出竖屏立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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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摄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立体摄影系统，所述立体摄影系统包括横屏拍摄部

分(1)、可转动拍摄部分(6)、竖屏拍摄部分(10)、可转动光学镜(5)，当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

(6)位于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6)的第一位置且所述可转动光学镜(5)位于所述可转动光学

镜(5)的第一位置时，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6)与所述横屏拍摄部分(1)之间的位置关系能

够满足所述摄像装置拍摄出横屏立体影像，当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6)位于所述可转动拍

摄部分(6)的第二位置且所述可转动光学镜(5)位于所述可转动光学镜(5)的第二位置时，

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6)与所述竖屏拍摄部分(10)之间的位置关系能够满足所述摄像装置

拍摄出竖屏立体影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摄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可转动光学镜(5)为具有半

透射半反射功能的光学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摄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屏拍摄部分(1)包括横屏

拍摄镜头(2)，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6)包括可转动拍摄镜头(7)，所述竖屏拍摄部分(10)包

括竖屏拍摄镜头(11)，当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6)位于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6)的第一位置

且所述可转动光学镜(5)位于所述可转动光学镜(5)的第一位置时，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

(6)与所述横屏拍摄部分(1)形成横屏拍摄垂直式拍摄组，在高度Y方向与纵深Z方向上，所

述横屏拍摄镜头透过所述光学镜所成的等大虚像(8)与所述可转动拍摄镜头(7)重叠；在水

平X方向上，所述横屏拍摄镜头和可转动拍摄镜头的基线一(d1)的长度为满足使得所述摄

像装置拍摄出横屏立体影像的长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摄像装置，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6)位于

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6)的第二位置且所述可转动光学镜(5)位于所述可转动光学镜(5)的

第二位置时，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6)与所述竖屏拍摄部分(10)形成竖屏拍摄垂直式拍摄

组，在高度Y方向与纵深Z方向上，所述竖屏拍摄镜头透过所述光学镜所成的等大虚像(14)

与所述可转动拍摄镜头(7)重叠；在水平X方向上，所述竖屏拍摄镜头和可转动拍摄镜头的

基线二(d2)的长度为满足使得所述摄像装置拍摄出竖屏立体影像的长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摄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屏拍摄部分(1)可以移动，

通过移动调整所述横屏拍摄部分(1)的位置，从而调整所述基线一(d1)的长度来实现对不

同远近的拍摄目标进行拍摄，从而形成横屏立体影像，所述竖屏拍摄部分(10)可以移动，通

过移动调整所述竖屏拍摄部分(10)的位置，从而调整所述基线二(d2)的长度来实现对不同

远近的拍摄目标进行拍摄，从而形成竖屏立体影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摄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体摄影系统为分体式立体

系统或者一体式立体摄影系统。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摄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线一(d1)的长度、所述基

线二(d2)的长度相等或不相等。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摄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位置各自与所述第一位

置不同。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摄像装置，其特征在于：基线一(d1)的长度、基线二(d2)

的长度可对微距立体拍摄的目标进行聚焦。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摄像装置，其特征在于：基线一(d1)的长度、基线二d2的

长度在0.01‑200毫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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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摄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摄像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立体拍摄的摄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立体摄像技术的发展，近些年出现了多种立体摄像装置。为了模拟人类的立

体视觉，使用两台摄像机来模拟人的双眼，实现立体影像的拍摄。立体拍摄是模仿人眼来摆

放两个摄像机的位置和角度。一般来说，人两眼瞳距的平均数据为65毫米左右。然而，立体

拍摄的摄像机的光学设计并非完全复制人眼的光学特性。对应到立体拍摄设备的设计上，

两个摄像机的水平间距并非完全等于或接近65毫米，而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变动，这不但

因为晶状体特殊成像结构，而且和物方因素密切相关，如拍摄草原，大海，原野等远景画面

时，两个摄像机的最佳水平间距应达分米级，在拍摄花朵昆虫等微距画面时，两个摄像机的

最佳水平间距需小至毫米级。

[0003] 考虑到摄像机的机身往往比较大，以至于在2台摄像机平行紧靠在一起的情况下，

仍然很难使双镜头轴距缩至人眼平均瞳距水平，更无法达到在拍摄微距画面时小至毫米级

水平，故而无法较好模拟人眼的立体视觉感受，这也是双摄像机立体目视系统的难点所在。

根据不同感光模组的尺寸和镜头的参数，两个摄像机需要隔开的距离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

也会不同。因此，利用双摄相机模拟双目拍摄困难重重。

[0004] 为了解决两台摄像机的双镜头轴距无法进一步缩小的问题，现有技术中存在一些

解决方案，诸如使用垂直式摄影机组，所述垂直式摄影机组一般包括具有半透半反功能的

单相透视镜，两台摄像机安装为光轴夹角互为90度，半透半反镜位于两台摄影机的光轴形

成的夹角之间。

[0005] 诸如中国非专利文献1：活态文化资源双目立体视频采集系统研究(苏志斌、李华、

吕朝辉、任慧，中国传媒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9卷第4期，第47页到第52页，2012年12月)

所记载，目前，双目立体拍摄的基本原理就是模拟人眼对世界的观察记录方式，采用间距约

为人类双眼间距(约为65mm)的两台同种型号，同种光学和色彩性能的摄像机在一定的条件

下同时进行拍摄，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处理，在显示端将左右图像分别送到两只眼睛中，最终

得到立体的空间展示效果。这种双目立体摄像机组的排列形式如图1所示，在该图1中呈上

下排列的两台摄像机实际上是水平方向并排安装在水平支架上，以模拟双眼向右拍摄取

景。

[0006] 双目立体摄像机组是立体视频采集系统的核心部分。由于两台摄像机将分别模拟

人的左右眼的取景功能，而立体感主要是通过水平方向的视差(光程差)来体现的，因此两

台摄像机摄取的图像在竖直方向上应当保持一致，这需要依赖支架的组合来完成固定工

作。目前通用的支架通常有水平支架和垂直支架(又称为反射镜式)两种形式。如图1所示为

水平支架安装情景，如图2、3为垂直支架安装情景，即形成为T型的水平架杆和竖直架杆上

分别固定安装水平方向摄像机和竖直方向摄像机，在垂角处固定安装半透半反镜。图2和图

3为分别从侧面及正面视角观察到的局部视图。图3中虚线示出垂直支架安装时水平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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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垂直摄像机所产生的视差的情景。

[0007] 对于水平支架形式而言，传统上通过水平支架上的特制的滑轨将两台摄像机并行

排列在同一平面上，通过改变摄像机之间的间距和镜头的朝向来调整立体效果(如图1所

示)。而传统垂直支架形式则主要利用一种与摄像机轴线呈45度，具有半透射半反射功能的

单相透视镜将同一光轴的入射光分束进入两台摄像机，虽然在外观上垂直放置，但两台摄

像机仍然起着模拟左右两眼的观察记录作用，由于采用半透半反镜，因此入射至水平摄像

机和竖直摄像机的光路产生光程差，为了进一步产生具有立体视觉视差的成像，两台摄像

机中还须有一台在拍摄方向上横向错开光轴少许安置，使得有一台摄像机的入射光线稍许

偏离其光轴(如图2、图3中示出竖直摄像机稍微偏离光轴的情形)。在采用垂直支架形式情

景中，在反射后入射至竖直摄像机的入射光和入射至摄像机的光线会形成正倒立恰好相反

的成像，因此，在采集观看所拍摄的图像之前，为保证观看一致，在进行视频合成和显示前

还需要先对倒像进行处理，使之保持一致，同时还需要对水平摄像机产生的图像进行相应

的延时并调整相差。

[0008] 在立体摄像中，摄像机之间的间距是最重要的参数，通常用两台摄像机镜头间的

间隔表示，称为立体基准(stereo  base)。增大立体基准时，立体感增强，物距不变时观测到

的物体变大；减小立体基准时，立体感减弱，物距不变时观测到的物体变小。在基本的双目

立体摄像机构成中，该基准为人眼瞳距65mm，此时拍摄距离摄像机2－10m左右的物体，能够

得到自然的场景和立体显示效果。在实际应用中，考虑到拍摄对象的距离和鉴赏画面尺寸

等因素，立体基准也会随之改变。例如拍摄远处体积较大的目标时，不增大立体基准就会很

难表现出立体感，而拍摄近处体积较小的目标时，如果不减少立体基准，会导致视差过大，

产生失真的效果。

[0009] 中国非专利文献2：“数字电影的技术与理论”(朱梁、朱宏宣，第35页到38页，世界

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14年10月)公开了一些双目立体视觉与立体摄影的基本概念，诸如相

对应于人眼的瞳距，立体摄影机双镜头光轴之间的距离使用专用名词“基线”(stereo  base 

line)来表达，也使用光轴间距、IO、IA等名词来表达。

[0010] 立体摄影的基线决定了最终出现在银幕上的虚拟立体纵深空间的总体范围(景

深)，基线扩大使整个立体纵深扩大，基线缩小则使纵深缩小。当基线为零时，左右影像相

同，不存在视差也就没有立体纵深，此时即为平面影像。立体摄影的基线如果设置过大，容

易出现“小人国”现象，即场景与人物在视觉感受上显得如同缩微模型一般细小；而如果立

体摄影基线设置过小，又容易出现“巨人国”或“卡片效应”，场景的立体纵深感不明显，甚至

接近平面影像。

[0011] 立体摄影系统的组成方案可根据摄影机数量分一体式单机和分体式双机两种主

要形式，其中双机的组合形式还可以分为并排放置(side  by  side)和分光镜垂直放置

(beam  splitter)两类，一体机可更具镜头和成像芯片数量分为单镜头和双镜头系统，单芯

片和双芯片系统等，即双镜头单芯片、单镜头双芯片、双镜头双芯片等。

[0012] 分体系统成像原理根据光学系统各不相同，常见的系统解决方案有平行式、分光

式等，其中分光式通常使用半透半反分光镜，将左右摄像机放置在相互垂直的位置，从而能

够实现较小的基线。图4中示出利用半透半反镜分束光路示意图。半透半反镜固定安装与水

平摄像机和竖直摄像机之间，光线经半透半反镜后反射入竖直摄像机，透射至水平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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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所示，双镜头水平光轴之间的距离即基线能够形成得非常小。

[0013] 上述中国非专利文献1中提到的垂直支架(又称为反射镜式)形式和上述中国非专

利文献2中提到的分光镜垂直放置均属于垂直式摄影机组，然而，使用垂直式摄影机组只能

满足横屏拍摄的立体影像效果，无法满足竖屏拍摄的立体影像效果，需要竖屏拍摄时只能

采用单镜头拍摄，然后通过2D转3D的软件合成立体影像，立体效果不佳，而如果将垂直式摄

影机组直接整体旋转来竖屏拍摄，会导致垂直式摄影机组横屏拍摄时的基线，在旋转之后

变成镜头的竖直距离，而竖屏拍摄的基线无法满足竖屏拍摄的立体影像效果。

[0014] 因此，垂直式摄影机组虽可以减小基线，解决了两台摄像机的双镜头基线无法进

一步缩小的问题，然而其不能做到既能横屏拍摄获得横屏立体影像又能竖屏拍摄获得竖屏

立体影像。

[0015] 所以，亟需一种横竖屏均可拍摄又能缩小基线的双目立体摄像装置。

发明内容

[0016] 鉴于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既能实现横屏拍摄获得

横屏立体影像又能竖屏拍摄获得竖屏立体影像，且同时能够减小双镜头基线长度到任意长

度的摄像装置。

[0017]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

[0018] 一种摄像装置，包括立体摄影系统，所述立体摄影系统包括横屏拍摄部分、可转动

拍摄部分、竖屏拍摄部分、可转动光学镜，当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

的第一位置、且所述可转动光学镜位于所述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一位置时，所述可转动拍摄

部分与所述横屏拍摄部分之间的位置关系能够满足所述摄像装置拍摄出横屏立体影像，当

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的第二位置、且所述可转动光学镜位于所述

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二位置时，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与所述竖屏拍摄部分之间的位置关系能

够满足所述摄像装置拍摄出竖屏立体影像。

[0019] 进一步，所述可转动光学镜为具有半透射半反射功能的光学镜。

[0020] 进一步，所述横屏拍摄部分包括横屏拍摄镜头，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包括可转动

拍摄镜头，所述竖屏拍摄部分包括竖屏拍摄镜头，当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所述可转动

拍摄部分的第一位置、且所述可转动光学镜位于所述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一位置时，所述可

转动拍摄部分与所述横屏拍摄部分形成横屏拍摄垂直式拍摄组，在高度Y方向与纵深Z方向

上，所述横屏拍摄镜头透过所述光学镜所成的等大虚像与所述可转动拍摄镜头重叠；在水

平X方向上，所述横屏拍摄镜头和可转动拍摄镜头的基线一的长度为满足使得所述摄像装

置拍摄出横屏立体影像的长度。

[0021] 当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的第二位置、且所述可转动光学

镜位于所述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二位置时，所述可转动拍摄部分与所述竖屏拍摄部分形成竖

屏拍摄垂直式拍摄组，在高度Y方向与纵深Z方向上，所述竖屏拍摄镜头透过所述光学镜所

成的等大虚像与所述可转动拍摄镜头重叠；在水平X方向上，所述竖屏拍摄镜头和可转动拍

摄镜头的基线二的长度为满足使得所述摄像装置拍摄出竖屏立体影像的长度。

[0022] 所述第二位置各自与所述第一位置不同。

[0023] 进一步，为了适应微距立体拍摄，基线一d1的长度、基线二d2的长度可使得各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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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对微距立体拍摄的目标进行聚焦。

[0024] 进一步，为了使得获得的立体影像是真实地模拟人眼看到的立体景象，基线一d1

的长度、基线二d2的长度在0.01‑200毫米之间，也可以为人眼瞳距的值。

[0025] 所述横屏拍摄部分可以移动，通过移动调整所述横屏拍摄部分的位置，调整所述

基线一的长度来实现对不同远近的拍摄目标进行拍摄，从而形成横屏立体影像，所述竖屏

拍摄部分可以移动，通过移动调整所述竖屏拍摄部分的位置，从而调整所述基线二的长度

来实现对不同远近的拍摄目标进行拍摄，从而形成竖屏立体影像。

[0026] 所述立体摄影系统为分体式立体摄影系统或者一体式立体摄影系统。

[0027] 所述基线一的长度、所述基线二的长度可以相等或不相等。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9] 1、通过设置可转动拍摄部分和可转动光学镜，当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可转动拍摄

部分的第一位置、且可转动光学镜位于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一位置时，可转动拍摄部分与横

屏拍摄部分之间的位置关系可以满足摄像装置拍摄出横屏立体影像，当可转动拍摄部分位

于可转动拍摄部分的第二位置、且可转动光学镜位于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二位置时，可转动

拍摄部分与竖屏拍摄部分之间的位置关系可以满足摄像装置拍摄出竖屏立体影像。

[0030] 2、通过设置横屏拍摄部分、竖屏拍摄部分的安装位置，设置好可转动拍摄部分、可

转动光学镜的转动角度以及在该角度的安装位置，能够通过调整横屏拍摄部分透过所述光

学镜所成的等大虚像位置与可转动拍摄部分的基线长度来实现对不同远近的拍摄目标进

行拍摄，并且，还能够通过调整竖屏拍摄部分透过所述光学镜所成的等大虚像位置与可转

动拍摄部分的基线长度来实现对不同远近的拍摄目标进行拍摄，从而形成竖屏立体影像，

可以使得双镜头基线一和基线二的长度减小到任意较小长度。

附图说明

[003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2] 图1是示出本发明现有技术涉及的双目立体摄像机组的水平支架形式的示意图；

[0033] 图2是示出本发明现有技术涉及的双目立体摄像机组的垂直支架形式的示意图；

[0034] 图3是示出本发明现有技术涉及的双目立体摄像机组的垂直支架形式中产生视差

的示意图；

[0035] 图4是示出本发明现有技术涉及的双目立体摄像机组的垂直支架形式中分光取景

方式能够形成较小基线的光路示意图；

[0036] 图5是示出本发明实施例1的摄像装置涉及的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可转动拍摄部

分的第一位置时横屏拍摄垂直式拍摄组侧视图；

[0037] 图6是示出本发明实施例1的摄像装置涉及的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可转动拍摄部

分的第一位置时横屏拍摄垂直式拍摄组俯视图；

[0038] 图7是示出本发明实施例1的摄像装置涉及的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可转动拍摄部

分的第一位置时横屏拍摄垂直式拍摄组的基线大小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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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图8是示出本发明实施例1的摄像装置涉及的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可转动拍摄部

分的第二位置时竖屏拍摄垂直式拍摄组侧视图；

[0040] 图9是示出本发明实施例1的摄像装置涉及的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可转动拍摄部

分的第二位置时竖屏拍摄垂直式拍摄组俯视图；

[0041] 图10是示出本发明实施例1的摄像装置涉及的可转动拍摄部分位于可转动拍摄部

分的第二位置时竖屏拍摄垂直式拍摄组的基线大小原理图；

[0042] 图11是示出本发明实施例1的摄像装置涉及的可转动光学镜位于第一位置和第二

位置的侧视图；

[0043] 图12是示出本发明实施例1的摄像装置涉及的可转动光学镜位于第一位置和第二

位置的俯视图。

[0044]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45] 1、横屏拍摄部分；2、横屏拍摄镜头；3、横屏拍摄时进入可转动拍摄部分的光线；4、

横屏拍摄时进入横屏拍摄部分的光线；5、可转动光学镜；6、可转动拍摄部分；7、可转动拍摄

镜头；8、横屏拍摄镜头的等大虚像；9、横屏拍摄部分的等大虚像；10、竖屏拍摄部分；11、竖

屏拍摄镜头；12、竖屏拍摄时进入可转动拍摄部分的光线；13、竖屏拍摄时进入竖屏拍摄部

分的光线；14、竖屏拍摄镜头的等大虚像；15、竖屏拍摄部分的等大虚像；A1、可转动光学镜

的第一位置；A2、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二位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下面参照附图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本领域技术人员懂

得，该说明是示例性的，本发明并不仅限于该具体实施例之中。

[0047] 在本发明中，因为各部件立体放置，所以每幅纸面附图均为两个方向形成的截面

图，为了说明的方便，其均为依据笛卡尔坐标系做出的XYZ某个方向上的截面，X方向为水平

横向方向，Y方向为竖直高度方向，Z方向为纵深深度方向。O为坐标原点。

[0048] 实施例1

[0049] 如图5‑12所示，本发明的摄像装置包括立体摄影系统，所述立体摄影系统包括横

屏拍摄部分1、可转动拍摄部分6、竖屏拍摄部分10、可转动光学镜5，当可转动拍摄部分6位

于可转动拍摄部分6的第一位置且可转动光学镜5位于可转动光学镜5的第一位置时，可转

动拍摄部分6与横屏拍摄部分1之间的位置关系可以满足摄像装置拍摄出横屏立体影像，当

可转动拍摄部分6位于可转动拍摄部分6的第二位置且可转动光学镜5位于可转动光学镜5

的第二位置时，可转动拍摄部分6与竖屏拍摄部分10之间的位置关系可以满足摄像装置拍

摄出竖屏立体影像。

[0050] 可转动光学镜5能够从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一位置A1转动到可转动光学镜的第二位

置A2(图11、12示出)。

[0051] 可转动拍摄部分6能够从可转动拍摄部分6的第一位置(图5‑7示出)转动到可转动

拍摄部分6的第二位置(图8‑10示出)。

[0052] 横屏拍摄部分1包括横屏拍摄镜头2，可转动拍摄部分6包括可转动拍摄镜头7(图5

示出)，竖屏拍摄部分10包括竖屏拍摄镜头11(图8示出)，可转动光学镜5为具有半透射半反

射功能的光学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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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如图7所示，当可转动拍摄部分6位于可转动拍摄部分6的第一位置且可转动光学

镜5位于可转动光学镜5的第一位置时，可转动拍摄部分6与横屏拍摄部分1形成横屏拍摄垂

直式拍摄组，即可转动拍摄部分6与横屏拍摄部分1互相之间垂直放置，可转动光学镜5分别

与可转动拍摄部分6和横屏拍摄部分1成45度设置。光线经过可转动光学镜5后，入射光一部

分通过反射改变原有的方向，另一部分通过透射继续传播。通过反射的光线进入与之对应

的横屏拍摄部分1的镜头，通过透射的光线进入与之对应的可转动拍摄部分6的镜头。横屏

拍摄部分1和可转动拍摄部分6分别将反射光和透射光采集，形成两路视频图像输出。横屏

拍摄部分1通过可转动光学镜5形成横屏拍摄部分的等大虚像9，在高度Y方向与深度Z方向

上，横屏拍摄镜头的等大虚像8与可转动拍摄镜头7相同；在水平X方向上，横屏拍摄镜头的

等大虚像8与可转动拍摄镜头7之间的基线一d1的长度满足使得摄像装置拍摄出横屏立体

影像。基线一d1的长度可以减小到任意长度，最小可以达到0。而为了能够拍摄横屏立体影

像，基线一d1的长度最小值最好大于0。

[0054] 如图10所示，当可转动拍摄部分6位于可转动拍摄部分6的第二位置、且可转动光

学镜5位于可转动光学镜5的第二位置时，可转动拍摄部分6与竖屏拍摄部分10形成竖屏拍

摄垂直式拍摄组，即可转动拍摄部分6与竖屏拍摄部分10互相之间垂直放置，可转动光学镜

5分别与可转动拍摄部分6和竖屏拍摄部分10成45度设置。光线经过镜片后，入射光一部分

通过反射改变原有的方向，另一部分通过透射继续传播。通过反射的光线进入与之对应的

竖屏拍摄部分10的镜头，通过透射的光线进入与之对应的可转动拍摄部分6的镜头。竖屏拍

摄部分10和可转动拍摄部分6分别将反射光和透射光采集，形成两路视频图像输出。竖屏拍

摄部分10通过可转动光学镜5形成竖屏拍摄部分的等大虚像15，在高度Y方向与深度Z方向

上，竖屏拍摄镜头的等大虚像14与可转动拍摄镜头7相同；在水平X方向上，竖屏拍摄镜头的

等大虚像14与可转动拍摄镜头7之间的基线二d2的长度满足使得摄像装置拍摄出竖屏立体

影像。基线二d2的长度可以减小到任意长度，最小可以达到0，而为了能够拍摄竖屏立体影

像，基线二d2的长度最小值最好大于0。

[0055] 为了适应微距立体拍摄，基线一d1的长度、基线二d2的长度可使得摄像装置对微

距立体拍摄的对象进行聚焦。

[0056] 为了使得获得的立体影像是真实地模拟人眼看到的立体景象，基线一d1的长度、

基线二d2的长度在0.01‑200毫米之间，也可以为人眼瞳距的值。

[0057] 横屏拍摄部分1可以通过在导轨上移动，通过移动调整横屏拍摄部分1的位置，从

而调整基线一d1的长度来实现对不同远近的拍摄目标进行拍摄，从而形成横屏立体影像。

竖屏拍摄部分10可以通过在导轨上移动，通过移动调整竖屏拍摄部分10的位置，从而调整

基线二d2的长度来实现对不同远近的拍摄目标进行拍摄，从而形成竖屏立体影像。

[0058] 立体摄影系统为分体式立体摄影系统或者一体式立体摄影系统。分体式立体系统

有多种形式，诸如水平排列的两个相机和通过分光支架垂直排列的两个相机。一体式立体

摄影系统有很多形式，诸如双镜头单芯片的单个相机或者双镜头双芯片的单个相机。

[0059] 基线一d1的长度、基线二d2的长度相等或者不相等。基线一d1的长度、基线二d2的

长度在0.01‑200毫米之间，也可以为人眼瞳距的值。

[0060]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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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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