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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曝光理论指导下的摄影曝光实训 ①

邓强，李建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摄影自动曝光需要根据测光部位灰度大小调整曝光补偿量，将彩色转换成消色并判断灰度是测光的难点。
将区域曝光理论引入曝光实验，对测光替代物进行测光训练，有助于学生辨识测光部位灰度，提高正确进行曝光补偿的

能力，对摄影创作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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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曝光是创作优秀摄影作品的基础，摄影者只有具备较强的曝光控制能力，才有可能通过高品质

的照片表达对事物的感悟。要达到这样的水平，一般需要长期的训练。对于选修了摄影课程、课时较少

的非摄影专业的学生，实践操作的时间非常有限，往往课程学完，虽然知道了曝光的原理以及曝光对作

品的影响，但在创作中，不少学生还停留在依靠回放观看曝光情况后反复调整曝光，或者通过盲目调整

曝光补偿反复拍摄的水平，曝光的控制能力不强，创作过程被动，作品的成功率不高。

怎样才能在有限的时段内快速提高学生的曝光控制能力呢？在教学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发现，将

区域曝光理论引入曝光补偿实训是有效的途径。

１　区域曝光理论
区域曝光理论（ＺｏｎｅＳｙｓｔｅｍ）是美国著名摄影大师安塞尔·亚当斯（ＡｎｓｅｌＡｄａｍｓ，１９０２－１９８４）在前

人对于感光材料、测光理论等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１］。

在区域曝光理论中，安塞尔·亚当斯将自然界中从最暗到最亮分为１０个区，后来随着感光材料技
术的发展，可记录的动态范围变大了，又将其分为１１个区，如图１所示。在这个分区系统中，０，Ⅰ，Ⅱ区
叫深暗区域；Ⅲ，Ⅳ，Ⅴ，Ⅵ，Ⅶ区叫中间区域（质感区域），这个区段是图像影纹细节最丰富的部分；Ⅷ，
Ⅸ，Ⅹ区叫明亮区域［２］。各区的特点见表１。

图１　曝光区域图

区域曝光理论是诞生于黑白胶片摄影时代的经典曝光理论。区域曝光理论告诉我们，在该系统的

１１个区中，区与区之间正好相差一级曝光量，与相机上光圈或快门调整一级改变的曝光量一致。系统
中的第Ⅴ区反射率为１８％，是测光表认定的标准灰度。

在运用区域曝光理论时，人们通常在被摄对象的重点部位寻找反射率为１８％的部分，或者用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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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１８％的物体置于重点部位测光，根据测光值进行拍摄；还可以先判断被摄对象重点部位与区域系
统中的哪一区一致，或者根据创意，有目的地将该重点部位呈现为区域系统中某个区的灰度，再根据其

与第Ⅴ区的差值进行曝光补偿，这样就可以拍出符合曝光要求的作品。这种方法在银盐胶片摄影的年
代曾被很多摄影师采用，他们通过前期曝光的控制，配合后期的加工处理技法，创作出了大量层次丰富、

画面细腻的优秀作品。

表１　区域曝光法各区域定义

分区 区域 特点

区域０

区域Ⅰ

区域Ⅱ

深暗区域

照片上一片漆黑。底片上除了片基本身的色调和灰雾外，没有任何密度，是底片上的透明部分

接近区域０的黑，有细微的影调变化，但没有纹理细节

纹理最暗的部分，稍有一些可辨认的细节

区域Ⅲ

区域Ⅳ

区域Ⅴ

区域Ⅵ

区域Ⅶ

中间区域

（质感区域）

第一个充分显示出质感的黑暗区域，较暗的材质和足以辨认的暗部细节

较暗的树叶、较暗的石头或风景的阴影等

呈中灰调（反射率１８％），如清澈的北方天空、很多黄种人手背的皮肤、一般光照下的木质等

肤色较白的人的皮肤、明亮的石头、雪景中雪的阴影等

最后一个有质感和细节的区域，如很明亮的皮肤、有一定反光映照的雪的阴影等

区域Ⅷ

区域Ⅸ

区域Ⅹ

明亮区域

有质感的白色，如人物皮肤的高光部、明亮而且可辨认纹理的石头、雪的纹理、白纸等

接近纯白色，有细微的影调变化，但没有纹理细节，如雪的反光部位

呈纯白色，如光源和明亮的反光

在相机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可以随时方便地回放观看拍摄效果，几乎不用考虑拍摄成本

的数码相机已经普及的今天，区域曝光理论已经逐渐被不少人淡忘了。其实，源自传统银盐工艺的１１
分区区域曝光理论完全符合数码摄影的技术特性［３］，同样可以应用于数码摄影，而且，对于初学摄影的

人来说，这种方法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曝光，用好手中的数码相机。

２　数码摄影曝光的难点
现在的数码相机自动曝光的功能是很强大的，有宣传甚至说“摄影者要做的就是取景和按快门”。

当然，这种说法夸大其词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使用高档数码相机也发生曝光不准确的情况。

要用好具有自动曝光功能的数码相机，从技术层面来说，测光是关键［４－５］。在初学摄影的学生中经

常发生的测光问题主要有２个：一是不了解所用测光模式的测量范围；二是对于被测量区域的反光率不
是１８％时，不知道该怎样正确地进行曝光补偿。对于第一个问题，通过熟悉相机的技术参数就能很快
解决，但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就相对较难，究其原因，是初学者很难在头脑中将彩色转换成消色，并估计出

其灰度，然后进行正确的曝光补偿。

教学实践中发现，通过让学生自己选择测光替代物，结合区域曝光理论进行测光训练，对帮助他们

较快地破解这个难题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３　替代物测光训练
替代测光是获得准确曝光的常用方法，一般使用反射率为１８％的标准灰板，或者已知灰度等级的物体

作为替代物进行测光［６］。在使用数码相机进行创作时，进行替代测光一般使用机内的测光装置。若用

１８％标准灰板作为替代物，可先将标准灰板置于被拍摄对象的重点部位进行测光，然后记录下测光表提示
的曝光组合数据；若用已知灰度等级的替代物测光，则要先根据替代物的灰度等级与区域Ⅴ的差值，在相
机上调整曝光补偿量，再记录提示的曝光组合数据。得到曝光组合数据后，将曝光模式改为手动，按照记

录的曝光组合数据或者与其有相同曝光量的曝光组合数据设置光圈、快门的值，然后再拍摄。

这种方法操作起来很麻烦，相机的自动功能大打折扣，在很多拍摄场景没法运用，同时，一般摄影者

也没有已知灰度等级的替代物，因此，在摄影创作中实用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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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在曝光补偿的实训中，我们设计了让学生自己选择测光替代物并推测其灰度等

级的实验环节，通过这种训练，以增强学生判断被拍摄对象上测光部分灰度的能力。这个实训环节的操

作如下：

让每个学生准备多张不同颜色的彩纸，将其裁切成名片大小，为了便于自动对焦，可在彩纸上用铅

笔画上一条浅浅的线条；选择在１ｍ左右能够让彩纸充满测光表测量区域的测光模式（如点测光）；找
一张印刷精美的杂志彩图，如图２。开始练习时，选择其中任意一种颜色的彩纸置于彩图中间部位，分
别按照补偿＋０．３，＋０．７，＋１．０，＋１．３，＋１．７，＋２．０，－０．３，－０．７，－１．０，－１．３，－１．７，－２．０拍摄一
组照片，再选择其它颜色的彩纸，按照以上补偿量拍摄另几组照片。分别将这几组照片与彩图比对，每

组中与原图最接近的则是曝光准确的照片。根据获得准确曝光时需要补偿的量，就可知这几张彩纸所

处的灰度等级。

例如选择黄色彩纸作为测光替代物，选择点测光模式对黄色彩纸测光，按照以上补偿量拍摄的照片

如图３。经过比对发现，当补偿＋１．７级时，所得照片与图２最为接近。由此可知，此黄色彩纸的灰度处
于区域曝光图（图１）中区域Ⅵ与区域Ⅶ之间，更偏向于区域Ⅶ。

图２　测光彩图

图３　不同补偿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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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法测试其它的彩纸，就可以知道每种不同色彩和质地的彩纸所处的灰度区域。为了验

证实验的效果，在确定每张彩纸的灰度区域后，可以让学生再用通常的替代测光方法拍摄其它的场景。

这样测试几张彩纸以后，彩色物体灰度的概念会在学生心目中逐渐建立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可让学生

用对分优选法，先预估其它彩纸的灰度与区域Ⅴ的关系，调整补偿量进行拍摄，检验估计的准确性。通
过多次反复拍摄对比，可以提高学生将彩色转换为消色，同时判断消色所处的灰度等级的能力。

经过这个环节的训练后，在摄影创作中，学生们再也不会盲目地按快门了，他们会把确定测光范围

的灰度等级，根据其与安塞尔·亚当斯区域曝光系统中区域Ⅴ的关系调整曝光补偿量成为一种自觉的
行为，曝光的准确率大大提高。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摄影创作是摄影师把自己的某种情感、观念或想法用照片表达出

来的过程［７］，摄影作品融入了摄影者对被拍摄对象的感悟，很多好的摄影作品往往不会仅停留在对事

物真实再现的层面。从曝光的角度来说，摄影者会根据其创意增减曝光量或改变曝光组合，以实现其认

为正确的曝光。这种调整是以准确曝光为基础的，因此，这个旨在提高学生准确曝光能力的实验环节，

对提升学生的摄影创作水平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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