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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实践中无人机航拍的应用思考 
李子衡 

（吉林动画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130000）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全新无人机航拍技术使用的广泛化，为新闻实践带来新的视角，也进一步满足受众的观看
需求。而作为全新的拍摄技术，无人机航拍对设备操作、拍摄环境、飞行高度等有着特定要求。为全面发挥无人机航
拍技术的优势，对无人机航拍的应用展开分析，提出具体的应用对策，保障新闻拍摄获取高质量的画面，促进新闻实
践活动开展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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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融媒体时代背景下，新闻拍摄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

以及大众观看新闻的需求不断提升，使全新的无人机航
拍技术进入到新闻实践中，以全新的视角完成对新闻内
容的整体性描述。而作为一种新的拍摄技术，无人机虽
然具有操作灵活、使用便捷、价格低廉的优势，但也存
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对此，展开具体分析，为
新闻媒体实践创新提供参考。 

一、新闻实践中无人机航拍的优势 
（一）独特的新闻视角，对事件进行全景化的描述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新闻实践中拍摄的视角大多为

平面化的，需要全景的镜头更多的依靠摄影机的配合，
或者借助较高的拍摄设备和工具，扩大拍摄的视角。这
种拍摄方式不但需要较大的人员、时间、经济成本，还
使呈现的画面不够立体完整，影响新闻实践的整体效果。
而全新技术手段的出现，借助无人机航拍技术实现新闻
取景和拍摄二维到三维立体的转变，可利用新的视角，
带给大众更为新颖的视听享受。无人机航拍借助航拍设
备进行高空作业，采集新闻素材的视角是自上而下的，
高处俯拍采用的广角镜头，传递出的信息量庞大，而独
特的视角也实现对新闻内容全景化的描述。观众从俯视
的角度获得全景图像，可对新闻事件有着多角度的理解，
产生全新的感受。而对于媒体工作者而言，无人机航拍
有着空间选择的自由性，结合新闻实践活动的内容，以
及具体的拍摄要求，在一定的高度范围内进行升降，使
新闻拍摄更为灵活，拍摄周围的环境更为立体的呈现出
来。例如针对自然灾害造成的路面堵塞、路面塌陷、路
面积水结冰等问题，借助无人机航拍可到达媒体人难以
到达的地方，更为快速方便地进入新闻现场，完成新闻
实践考察，对新闻内容展开扫描，完成对新闻的整体把
握，实现新闻实活动展开践效率的提升。 

（二）提升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增加新闻的真实性 
实效性是新闻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衡量新闻是否

具有价值的标准。当前，在融媒体环境中，大众接触到
的社会信息不断增多，信息传播渠道扩大，使受众群体
对新闻的时效性有着更高的要求。而在传统的新闻采编
实践中，新闻时效性依靠新闻编辑和记者，使新闻时效
性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出现时效性难以保障等问题。而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新闻时效性得到一定的保障。
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利用无人机航拍设备第一时间进入
新闻现场，对事件作出快速反应。借助无线网络将拍摄
画面快速传递给控制台，使大众对事件有着初步了解。
同时，借助无人机航拍纪实的手法，利用真实的影像画

面告诉大众事实，也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并为大众提供
预警。这种突破空间限制的新闻拍摄方式，在遇到突发
问题时，可保护媒体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减少在新闻报
道和拍摄中人员成本、经济成本、设备资源的投入，利
用更少的成本获得更大的价值，为我国媒体行业的发展
提供保障，使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获得新闻报
道上的优势，使新闻贴近事实，靠近大众，并符合新闻
实践本质。 

二、新闻实践中应用无人机航拍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安全隐患较大。无人机航拍作为一种全新的

拍摄技术，虽然具有操作灵活简单的特点，但也受到各
类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安全上的问题。如人为操作失
误造成飞行器飞行不稳，甚至出现掉落的情况，对拍摄
地的环境和群众的人身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而自然条
件对硬件的影响也较为严重，降雨、冰雹、大风、雷电
等天气，都容易使航拍无人机设备硬件受损，出现各类
安全隐患。其次，群众隐私受到威胁。在网络发达的时
代，人人都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而无人机航拍设
备没有具体的购买要求，使很多群众利用无人机进行盗
摄，不但扰乱媒体环境，也对民众的个人隐私造成威胁。
再次，报道的方式单一。很多新闻报道注重对细节的描
述，并利用推进、放大、定格、拼接等方式，完成对新
闻内容的表述。而无人机航拍因为采用高空视角，对部
分画面的细节描绘不清，采用的拍摄手法较为单一，很
难抓拍到精彩的瞬间，只能以全景画面作为主体，完成
大场景的拍摄。最后，存在拍摄的政策风险。在安全飞
行范围、高度等方面，我国设定具体的要求。但是在新
闻实践中，受到外部环境，以及人为操作的影响，容易
突破飞行安全区域，使无人机航拍面临着市场监管上的
风险。 

三、新闻实践中无人机航拍的应用方法 
（一）根据不同场景特点应用无人机航拍，拓展新

闻素材采集方式 
传统新闻拍摄一般以摄像机的“推拉摇移”为主，

此种拍摄技巧仅局限于坪地拍摄，而对于一些大场面、
大事件的新闻拍摄，通常会存在诸多限制，无法拍摄出
立体感较强的画面。而无人机航拍则能够有效弥补这一
缺点，使拍摄出的新闻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为了在新
闻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无人机航拍技术，真正发挥其应用
作用和价值，应根据不同拍摄场景特点、环境影响因素
应用不同无人机航拍方法，来更好地体现无人机航拍应
用价值，推动新闻事业创新与发展。 

第一，在拍摄高山、海上等场景时，应充分发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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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航拍操作安全、便捷、无空间束缚等优势，全方位、
多维度进行拍摄，能够使画面更具立体性。以拍摄“世
界第一大岛”宁波舟山港为例，该画面便是借助无人机
航拍，使拍摄出的画面更具真实性，不需要记者登上四
十多米高的吊桥便可进行大景拍摄。可配合使用无人机
的“延时拍摄+指点飞行”功能，从空中将整个拍摄点景
象，展现的更加宏伟、淋漓尽致，极大程度上拓宽了新
闻报导的表现空间。第二，充分发挥无人机航拍隐蔽性
功能优势，在拍摄一些曝光性新闻栏目时，利用小巧灵
活用便于隐蔽的无人机进行拍摄，能够帮助记者收集证
据的同时，增强节目画面立体感，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各
级舆论监督类节目的说服力与公信力。以《今日聚焦》
栏目曝光的一起沙石加工厂非法排污案为例，该节目运
用了大量航拍镜头拍摄工厂外部环境，清晰记录该加工
厂随意排放污水和废渣的铁证，为记者后期暗访跟踪提
供线索与思路。第三，还可选择在微纪录片节目中运用
无人机航拍，需根据拍摄场景周边环境情况，适当调整
无人机飞行高度，利用水平等份构图方法，将画面分割
成三等份，即天空 1/3、地面 2/3。或是将镜头垂直对准
地面，利用无人机上升或下降功能，拍摄出宽广、具有
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第四，在拍摄竞技类场景时，可选
择使用“跟飞、测飞、兴趣点环绕”等方式，对拍摄目
标进行围绕拍摄。也可使用对冲镜头，利用无人机与拍
摄主体之间的运动速度，拍摄出极具冲击力和速度感的
画面。为保证画面效果，还可利用穿越机拍摄竞技类赛
事，穿越机具有机动性与随心所欲控制拍摄功能，能够
帮助记者拍摄出一进到底和更具速度感到紧张画面，凸
显竞赛魅力。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在军事管理区、政府
机关、机场等无人机法规规定禁飞区内不能使用无人机
航拍进行飞行拍摄外，无人机还会受到磁场、强电场、
GPS 信号弱、极寒及热、雷电雨雪大风天气等多种因素
影响，使之飞行状态受到严重影响，采访任务能否顺利
进行存在着一定的不可预知性。所以，必须要提前勘察
号拍摄场地、环境、天气特征等，再决定是否使用无人
机拍摄技术，进而才能真正发挥无人机航拍应用作用。 

（二）推进无人机航拍与现代技术融合，纵深产业
链条创新发展 

首先，无人机航拍+VR。VR 作为一项虚拟现实技术，
能够为受众带来 360 度全景式的视觉体验。新闻要求带
给观众接近性、直观性的视觉体验效果，在这里可以得
到很好的满足。因此，应巧妙结合无人机航拍的高空视
角与 VR 强烈的现场感优势，利用无人机航拍搭载 VR 摄
像机，将整个拍摄点景色以全新方式带给受众，使拍摄
出的画面感、视角感官等更具吸引性，能够极大地激发
受众在新闻传播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次，无人机航
拍+直播新闻。不同类型的直播新闻报导选取的新闻视角
也有所不同，比如，陈旧性的直播报导区重点突出现场
隆重的仪式感；突发性直播新闻报导须凸显事件的真实
性；灾难性直播新闻报导需凸显事情的严重性。无人机
航拍特有的宏大视角，打破了传统新闻报导工作逻辑，
实现新闻信息采编与报道几乎同步进行。在 2017 年九月
份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报导中，央视首次使用系留无
人机拍摄设备，将无人机拍摄机器和系留综合缆绳相结
合，通过光缆综合览胜传输电能，解决了无人机电能限

制问题，实现长时间停滞在空中，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
并以直播形式全景呈现了新闻事件的发展历程，创新了
时政直播新模式。 

（三）紧密结合无人机航拍应用需求，强化专业人
才培养力度 

随着无人机航拍新闻在传媒市场中的飞速发展，无
人机航拍新闻地位越发巩固，具备无人机航拍职业资格
与专业实践技能的新闻人才，成为媒体竞相争抢的核心
因素，“无人机记者”随即出现。为更好地满足新闻实践
中的无人机航拍应用需求。，最大化发挥无人机航拍应用
价值及作用，必须要注重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不仅
要加强技术人才引进，还应注重强化传统新闻记者学习
与培训，重点打造一支专业性较强、职业道德水平高、
新闻素养与新闻捕捉力兼具的“无人机记者”团队，更
好地服务于新闻实践中的无人机航拍技术应用。一方面，
应重点加强传统新闻记者对无人机航拍技术、知识、行
为规范的学习和培训，使之能够具备良好新闻素养与职
业道德的同时，熟练掌握并轻松驾驭新技术、新设备。
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精通掌握无人机操作技能的优秀
人才，并加强其新闻职业素养的培训与提升，重点培养
出即具备丰富理论知识，又具备过硬业务能力与实践能
力的全面性复合人才，着力攻克技术难关。 

结语 
总而言之，无人机航拍技术作为新闻实践中辅助性

的拍摄技术，自身有着操作灵活的优势，并利用俯视的
角度，带给观众独特的视角，完成对新闻内容的全景化
描述。在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的今天，新闻实践要想突破
传统拍摄手法，需要积极运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实现技
术上的革新。但同时，需要了解无人机航拍存在的安全
上和使用上的不足。通过对拍摄技术的合理应用，完成
对各种画面的切换，使受众群体从不同视角了解新闻事
件的真相，不但获得优质的观看体验，也实现新闻实践
的全面革新，推动我国新闻媒体行业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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