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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摄影课程中感光度的

教学研究与实践 ①

邓　强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感光度可变是数码摄影区别于传统胶片摄影的一大特点。在数码摄影教学中，应将感光度的可变性贯穿于
与感光度有关的知识的讲授，通过对感光度与曝光量的关系，感光度设置与影像质量的关系，感光度改变对闪光摄影的

影响等问题的分析，能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感光度对数码摄影的影响，提高摄影创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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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光度ＩＳＯＡＳＡ值／ＤＩＮ值（ＩＳＯ为国际标准，ＡＳＡ为
美国标准，ＤＩＮ为德国标准）是感光体对光线敏感的程
度，是传统摄影和数码摄影教学中都要讲授的基本概念。

因为传统摄影和数码摄影在影像记录的原理上是完全不

同的，所以，虽同为“感光度”，但内涵不同。在摄影完全

数码化的今天，如果还按照先解释感光度的概念，再介绍

几种常见的感光度标准的老教学模式来讲解数码摄影的

感光度，学生是不能很好地掌握感光度这一知识点的。

相对于传统胶片摄影，数码摄影的感光度具有可变

的特点。在教学实践中发现，数码相机感光度的可变性

是阻碍学生掌握感光度这一内容的难点所在。在传统胶

片摄影中，虽然从原理上说曝光量、影像质量以及闪光摄

影等都与感光度有关，但由于感光度恒定，使人们往往忽

略了感光度对它们的影响。在数码摄影中，由于感光度

的可变性，使这些在传统摄影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凸显了

出来。因此，在数码摄影的教学中，应在涉及与感光度相

关的知识中强调其“可变性”，以及由“变”给摄影创作带

来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数码

摄影的感光度，提高摄影创作的能力。

１　传统摄影和数码摄影中感光度的异同
在传统摄影和数码摄影中，感光度都代表感光体对

光线敏感的程度，感光度高，表示取得正确曝光时需要的

光量少，感光度低则需要较多的光量。

在传统胶片摄影中，感光体是胶片，感光的物质是卤

化银，感光度的高低取决于卤化银的种类、比例、结构、形

态等。传统相机本身不具备记录影像信息的能力，同时，

摄影者不能改变记录影像的胶片对光线敏感的程度，因

此，在使用传统胶片进行摄影创作时，为了满足在不同照

明条件下的拍摄，摄影者往往要准备不同感光性能的胶

片，或安装于多个相机，或在拍摄的过程中临时更换，使

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在数码摄影中，感光体是相机的 ＣＣＤ、ＣＭＯＳ等能将
光信号转变成电信号的光电转换器件。当光线通过镜头

成像在ＣＣＤ或者ＣＭＯＳ等光电转换器件表面上时，它们
将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通过放大电路将信号调整为一

定的幅度后，经过Ａ／Ｄ转换，变成数字信号，然后经过图
像处理器加工，最终形成数字化的照片。在这个过程中，

放大电路的放大倍率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在光线比较

弱，或者由于光圈、快门的控制，使获得的光量比较少时，

只要将放大倍率提高，就可以得到形成符合要求的影像

所需要的信号的幅度；在相反的情况下，减小放大倍率，

又可以将信号的幅度调整为需要的值。

放大倍率的改变，相当于数码相机感受光线的灵敏

度发生了变化，设计者把不同的放大倍率与对光线灵敏

度不同的各种胶片的感光度对应，也冠以“感光度”的名

称和数值，就形成了数码相机的感光度。数码相机中感

光度的这一概念来源于传统胶片，确切地说，在数码摄影

中应该叫做“相当感光度”［１］，即相当于胶片某种感光度

对光线的敏感程度。

数码摄影的感光度在相机上调整，在拍摄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改变，即相比于传统胶片摄影，数码

摄影具有感光度的可变性。感光度可变，是数码技术给

摄影的一大贡献，它极大地拓宽了摄影者创作的空间，增

强了摄影者驾驭拍摄条件的能力，更有利于创作各种艺

术效果的作品。

２　数码摄影中，感光度是控制曝光量的重要因素
摄影是光的艺术，不管是传统摄影还是数码摄影，都

需要通过控制受光体曝光，才能把优美的风景、动人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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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摄影师的创意等信息记录下来。曝光正确与否是得

到优秀摄影作品的首要环节。

曝光量是感光体受光的总量，是照度与受光时间的

乘积［２］，即Ｅ＝Ｉ×ｔ（Ｅ为曝光量，单位：勒克斯·秒；Ｉ为
照度，单位：勒克斯；ｔ为受光时间，单位：秒）。

以前我们常说“在照相机上，用于控制曝光量的装置

是光圈和快门。光圈的大小能调节照度的强弱，快门速

度的高低能调节受光时间的长短”。在传统摄影中，由于

感光能力的强弱由胶片决定，因此，一旦选择了某种胶

片，感光度就不能改变了，拍摄某一对象所需的曝光量就

确定了。从曝光量的公式可知，在曝光量不变的情况下，

按照等量曝光的原理，调整光圈和快门的组合，只要满足

照度和受光时间反比互易，就能正确曝光；同时，为了得

到某种艺术效果，摄影者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光圈值

或快门值。可见，在传统胶片摄影的条件下，只要不更换

胶片，感光度就是恒定的，拍摄同一对象所需的曝光量就

一致，以上说法是成立的。但是，在数码摄影中，情况就

完全不同了。数码相机的感光度具有可变性，是一个变

量，在拍摄过程中摄影者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调整。拍

摄同一场景时，感光度改变了，所需的曝光量也随之变

化，感光度高，需要的曝光量少，感光度低，需要的曝光量

多，并且感光度每变化一级，所需的曝光量也相应地变化

一级，曝光量与感光度成反比的关系。例如，为了拍摄某

一场景，如果将相机的感光度设置为 ＩＳＯ１００／２１°时，按照
ｆ／８，１／３０ｓ拍摄能正确曝光，那么，将感光度提高一级，即
变为ＩＳＯ２００／２４°后，所需的曝光量就会降低一级，光圈与
快门的值就应该变为 ｆ／８，１／６０ｓ或 ｆ／１１，１／３０ｓ、ｆ／５．６，１／
１２５ｓ等相同曝光量的组合。

可见，在数码摄影中，我们对曝光要有新的认识：与

传统胶片摄影不同，数码摄影中感光度是调节曝光量的

重要因素，曝光所需的总量由它决定；调整光圈值和快门

值，一方面是为了使曝光达到某种感光度下需要的曝光

总量，另一方面，也和传统摄影一样，在保证总量不变的

情况下，通过不同光圈值、快门值的组合，实现不同的景

深、不同的画面清晰度与模糊量等效果。因此，对于数码

摄影而言，控制曝光量是三个因素，即感光度值、光圈值

和快门值。

３　感光度对影像质量的影响
数码相机感光度可变，为摄影者提供了新的创作感

受，拓宽了创作的空间，增强了创作的自由度，更有利于

创作不同艺术效果的作品。

对于很多摄影者来说，对感光度可变最直接的感受

是，在较暗的光线下，能方便地进行拍摄了；在光源受限

的场合，能定格运动物体的瞬间了；在光线较强的环境

下，也能较长时间曝光了。然而，人们在享用感光度可变

性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往往忽略了数码相机的感光度对

影像质量的影响。如果感光度设置不恰当，会降低影像

的质量［３］。

数码相机是通过改变信号放大率的方式调整感光度

的，感光度的高低，代表着信号放大率的大小。当放大率

超过一定幅度后，在正常影像信号里，就容易明显地产生

影像本身并不存在的电子杂讯，形成影响影像质量的噪

点。相反，如果将感光度设置得过低，为了得到足够的信

号幅度，即使将光圈开得很大也需要长时间曝光时，电路

会因为工作时间过长而发热，产生热噪声，这样也会形成

大量噪点，对影像质量造成影响。

为了减弱噪点对影像质量的影响，数码相机生产厂

家分别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降噪技术，以尽可能减弱噪点。

但是，降噪的程度和影像的清晰度是一对矛盾，在降低噪

点影响的同时，会带来清晰度下降的问题［４］。

因此，为了保证影像的质量，数码相机设置感光度要

遵循以下原则：在能够满足正常拍摄的情况下，感光度能

低则低，除非照片的内容重要到能够忽略照片质量的

程度。

４　感光度对闪光摄影的影响
在自然光较弱的情况下，闪光灯是常用的人造光源。

一般而言，由于闪光灯明灭的时间非常短，所以，曝光的

强弱由光圈的大小控制。

光圈系数＝闪光指数÷闪光照射的距离［５］

在这个公式中，闪光指数是衡量闪光灯功率大小的

指标。每个闪光灯上都标有闪光指数，这个标称值是感

光度为ＩＳＯ１００／２１°时的闪光指数，当感光度发生变化时，
实际的闪光指数会随之发生变化。

实际闪光指数 ＝标称闪光指数 ×（实际感光度的
ＡＳＡ值÷１００）１／２

在传统胶片摄影中，由于所用的胶片不会频繁地变

化，实际闪光指数是相对固定的，在拍摄相同的胶片时，

按照同一闪光指数进行闪光拍摄即可。而在数码摄影

中，为了方便拍摄，摄影者往往会经常地改变感光度，使

实际闪光指数频繁地变化。因此，在进行闪光摄影时，如

果感光度改变了，就应随时根据实际闪光指数调整光圈

系数，否则，稍有疏漏就会发生曝光错误。

例如，某闪光灯的闪光指数是２４，夜晚拍摄一相距６
米的物体，如果相机的感光度设置为 ＩＳＯ１００／２１°，从以上
公式可知，将光圈调整为 ｆ／４才能正确曝光；如果将相机
的感光度变为ＩＳＯ４００／２７°，此时的 ＡＳＡ值为４００，实际闪
光指数就变成了４８，要保证相距６米的物体正确曝光，摄
影者应将光圈调整为ｆ／８，如果还按照ｆ／４拍摄，就会造成
曝光过度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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