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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教学中避免自动曝光失误的探讨 ①

邓强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使用自动曝光摄影时，可能会发生因测光区域反光率非１８％而曝光不准确的曝光失误，或曝光虽准确，但

不能表现摄影者创作意图的曝光失误。正确的曝光值是以使用标准反光率物体替代测光，或者经曝光补偿得到的准确

曝光值为基础，经曝光参数调整，使照片能以恰当的景深、主体的清晰度和模糊量、画面影调，表现出摄影者对拍摄对象

理解和感悟的曝光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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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光影的艺术，正确曝光是获得一幅优秀摄影作品的关键。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的摄影人再

也不需像以前那样完全靠目测来估计曝光了。自动曝光已成为单反相机、微单相机、卡片相机、照相手

机等摄影器材的标准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功能打破了摄影的神秘感，在摄影的快速普及中功不

可没。然而，自动曝光仍有其局限性，很多摄影者发现，自动曝光不是万能的，完全依赖自动曝光，难免

出现曝光的失误：在某些拍摄环境下，自动曝光会出现画面过亮或过暗的情况；同时，在很多情况下，自

动曝光很难把摄影者对被拍摄对象的理解表现出来。

在摄影教学中，应首先讨论曝光失误是怎么造成的。其实，除了极少数是由于系统硬件发生故障所

致，多数情况下还是由于摄影者对自动曝光功能使用不当引起的。

１　测光与准确曝光
摄影器材的自动曝光是由其内部曝光控制系统完成的。该系统首先由测光装置测量被摄景物的亮

度，然后把测量的结果传送到数据处理单元，完成数据处理后，控制光圈开口的大小和快门开启的时间

的长短，使感光器件得到该系统认为恰当的曝光量。

测光装置分为测量被摄体表面照度的照度测光表和测量被摄对象表面反射光线亮度强弱的亮度测

光表，现代自动曝光的摄影器材一般采用内置亮度测光表。

物体的亮度是一个既与所处位置的照度有关，又与物体表面对光线表现的性质有关的量，处于相同

光源下同一个位置的不同物体，虽然照度相同，但因其对光线吸收、反射、透射等情况不同，亮度也可能

不相同。例如，放在同一个位置的黑、白两张纸，由于它们对光线的反射率不同，两者的亮度相去甚远，

测光表提示的曝光量自然有很大差别。可见，亮度测光表只有测量某种标准的物体，才能使自动曝光准

确。现在各摄影器材生产厂家都将其产品测光装置的基准反光率定为１８％［１］，只有测光区域的反光率

是１８％，测光表提示的曝光值才是准确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测光装置并不能识别景物，虽然现在摄影
器材的测光表测量的范围通常由小到大设置为点测光、中央重点测光、分区测光等形式，但它们都不能

识别物体，不能区分物体的颜色、形状、明暗状况，它会把其测量范围所对应的那一部分物体当成是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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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１８％的中性灰的物体对待，在它“看来”，白纸和黑纸都是反光率为１８％的中灰色的纸，若根据测
光值自动曝光，在得到的照片上，测光范围对应的部分都呈现１８％的中性灰，不管是白纸还是黑纸，照
片上看到的都是灰色的纸（见图１）。

图１　测光表“看到”的白纸和黑纸

由此可见，自动曝光的摄影器材要准确曝光，必须使测光范围内的物体的平均反光率是１８％，否
则，拍摄的影像要么会曝光过度，要么会曝光不足。

２　替代测光与曝光补偿
将亮度测光表的反光率基准定为１８％，是因为自然界中很多场景明暗部分综合后的平均反光率是

１８％。我们的周围，平均反光率接近１８％的物体很多，如某些树木的叶子、马路的路面、很多黄种人手
背的皮肤、某些场景中的一个局部等等，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使用自动曝光功能，可以拍摄出曝光准确的

照片。但是，摄影者面对的拍摄对象千变万化，有不少被摄物的反光率不是亮度测光装置认定的１８％，
在这种情况下，要怎样才能获得准确的曝光呢？

２．１　替代测光
既然只有对反光率１８％的物体测光才是准确的，那么就将标准灰板等一些反光率是１８％的物体放

在被摄对象要着重表现的部位，调整好方向和角度，使它和这个部位有相同的照度，再选择测光的模式，

让灰板等标准灰度物体充满测光区域，在这个状况下测光装置提供的曝光组合就是准确的曝光量［２］。

测光后，既可以通过锁定曝光值，移开标准反光率的测光替代物，重新调整构图后进行拍摄，也可以记下

测得的光圈、快门值，移开标准反光率的物体，将曝光模式改为手动曝光，按照测得的曝光组合或者与之

等量曝光的值进行拍摄，这样就一定能得到曝光准确的照片。以此方法进行拍摄，测光不受景物状况的

影响，有利于在复杂的拍摄环境中准确再现被摄物的影调，得到曝光完全准确的照片。但是，该方法操

作起来比较麻烦，不利于快速抓拍、抢拍。

２．２　曝光补偿
具有自动曝光功能的摄影器材一般都有曝光补偿功能，可以在自动曝光时人为改变曝光量。该功

能是一种自动曝光时的曝光调节方式，它可以让摄影者以摄影器材自动演算出的曝光参数为基础，在一

定范围内增加或减少曝光量。曝光补偿通常用于拍摄测光区域的反光率非１８％的景物。通过补偿，可
以使照片上该区域的灰度和实际景物的一致，得到准确的曝光。正确使用曝光补偿，需要我们熟悉所用

摄影器材的各种测光模式的特点，清楚所采用的测光模式的测量区域大小，以及拍摄对象上与之对应的

位置，同时，还要准确判断与测光区域对应的位置平均反光率的高低。判断反光率的高低是曝光补偿的

难点。因为亮度测光表只能测量被拍摄对象反射的光线的亮度，所以，摄影者要以亮度测光表的“眼

光”看待测量的那一部分的物体，忽略其色彩，只考虑其亮度。如果亮度比反光率为１８％的物体高，我
们习惯称之为较“白”，反之称之为较“黑”。

自动曝光出现失误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亮度测光表把包括各种颜色的物体，不管“白”和“黑”，都

认为是１８％的中性灰物体，这是亮度测光表自身结构所决定的。为了弥补这种先天不足，我们可以通
过调节曝光量来改变照片的明暗程度。当景物上被测量的区域较“白”时，为了不使其在照片上呈现中

性灰，只要增加一定的曝光量，就能使照片上该部分变亮一些，如果增加的曝光量恰当，得到的照片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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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景物亮度一致；当景物上该区域较“黑”时，适当减少曝光量，就能使照片真实还原被拍摄对象的

状况。这就是曝光补偿的基本原则———“白加黑减”。“白加黑减”曝光补偿的关键在于估计补偿的曝

光量的多少。刚开始学习时，可以先自己估计补偿的量，再与用反光率为１８％的替代物测光时得到的
曝光量对比，多次反复，就能找出补偿的规律。要深刻领会“白加黑减”的实质，还需要认真学习安塞

尔·亚当斯的区域曝光理论。

３　准确曝光与正确曝光
是不是准确的曝光就一定是正确的呢？在创作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作品，虽然构图、曝光都无可

挑剔，但画面平淡，主题不突出，若适当改变曝光组合或者曝光的量，画面就会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

力。可见，准确的曝光并不一定是理想的曝光。从作品的表现意图讨论曝光问题时，要分清两个容易混

淆的概念，这就是“准确曝光”与“正确曝光”。

准确曝光是一种客观的概念，它是按景物中１８％反光率的中性灰作为测光基准来调节曝光的。以
此曝光，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丰富的影调层次，尽可能再现被拍摄对象的实际状况。而正确曝光是一种主

观的概念，是创作思想与技术要素的统一，它融入了摄影者对被拍摄对象的理解和感悟。摄影作品画面

的影调、景深、清晰度与模糊量等要素对表现摄影者的创作思想有重要的意义。虽然使用自动曝光的功

能，辅以替代测光或曝光补偿，就能够实现准确曝光，但以此曝光得到的只是被拍摄对象的简单翻版，不

一定能表达摄影者的创作意图［３］。

图２　等量曝光的不同画面效果

曝光量是受光照度和受光时间的乘积，

照度大小由光圈控制，受光时间由快门控制，

按照倒易率的规律，光圈增大 ｎ档，快门时间
缩短ｎ档，曝光量是不变的，但是，光圈、快门
的变化，对画面效果有影响。如图２，虽然曝
光量相同，且都聚焦在钟的指针上，但随着光

圈的缩小，画面上钟后方的仙人球逐渐变得

清晰，同时，由于曝光时间的延长，秒针的模

糊量逐步变大。从该组照片我们看到，按照

不同的曝光组合，会使画面表现的侧重点发

生改变。

有的时候，摄影者还需要有意识地多曝

光或少曝光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拍雪景时，要在对雪地测光的基础上增加３级左右的曝光量，但为了充
分表现白雪的细节，又要在准确曝光的基础上，适当减少一些曝光；拍摄饱经风霜的老者的特写时，可以

通过减少曝光，使面部显得更加黝黑，将他一生的沧桑都写在脸上；拍摄穿浅色衣服的儿童和妇女时，可

在准确曝光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曝光量，呈现高调的画面；在拍逆光人像时，可以有意识地减少曝光，让人

物呈现剪影的状态，更好地表现人物外形姿态，使主体更加突出。

为了获得正确的曝光，避免出现准确曝光情况下的曝光失误，需要摄影者在按下快门之前进行缜密

构思，在心中勾画出照片上希望出现的画面形象；同时，在准确曝光的基础上，应考虑如何调整曝光参

数，才能使创意得以实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理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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