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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事鑑識人員執行刑案現場勘察攝影時，能快速拍好各類

現場的拍攝方法實非閃光攝影莫屬，提及閃光攝影，我們先思考

以下幾個問題：光線充足時可否使用閃光燈拍攝？自動閃光與手

動閃光在操作上有何差異？閃光燈的GN值為何是以「光圈值」

及「距離」這2個參數來定義？使用閃光攝影時，如果同時調整

相機的光圈、快門、感光度又會有什麼影響？調整閃燈的EV值與

調整相機機身的EV值差異在哪？為什麼使用閃光攝影時我們不太

需要調整相機的白平衡？Nikon的閃光燈TTL與TTLBL模式差異為

何？怎麼以外接閃光燈來輔助對焦而不閃光？各類閃光模式設定

要怎麼應用在現場勘察上？拍攝夜間雷射彈道一定不能用TTL模

式否則預閃光時會拍到移動的人？夜晚的車禍現場及雨夜現場如

何能拍出曝光充足又不讓雨滴影響畫面？拍攝螢光試劑的顯現效

果，一定得用後簾同步嗎？如果以上問題我們仍稍有疑惑，可能

我們對於閃光攝影的概念尚不夠完整、清晰，導致現場勘察時不

能隨心所欲地以最佳的設定條件來拍出一張好照片，本文整合以

上問題，從最基礎原理逐步以實驗、案例來闡述、說明，期使刑

事鑑識人員能真正了解閃光攝影的箇中奧秘進而在各類刑案現場

攝影中應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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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燈攝影的主體與背景
使用閃光燈攝影時，首先我們必須有一個粗略的基礎概念：閃光燈控制前景光，環境光控

制背景光。我們來看以下的實驗，圖一以P模式拍攝：光圈值3.5，快門1/30秒，ISO 200；圖二

以P模式，閃光燈以TTLBL 模式拍攝：光圈值5，快門1/60秒，ISO 200。在沒有閃光燈作為主光

源時，主體（樹） 與背景的曝光都是靠環境光；但是有閃光燈時，主體（樹）的光源就以閃

光燈為主了，我們可以看到照片中的樹就是被閃光燈光源照射後的樣子，所以當光線充足時可

不可以用閃光燈呢？當然可以，重點是我們想要「主體物」的光線來源是閃光燈或是背景（環

境）光。

手動閃光主體曝光影響因子
有了前面的概念之後，我們來思考在拍攝「主體」時，手動閃光與自動閃光的差異何在，

所謂手動閃光，就是閃光燈的M模式，即「每次拍

攝，閃燈的釋放能量都是自訂且不變的」，M=1/1即

為該閃光燈的最大出力，M=1/2為該閃光燈的1/2出

力，以此類推。在手動閃光模式下，主體物的曝光，

取決於下列4點：一、閃光燈的出力。二、與主體物

的距離。三、光圈值。四、感光度。第一、二點意義

在於，閃光燈出力越大，亮度就越高，距離閃光燈越

遠，所能感受到的亮度就越低，因為閃光燈是點光

源，所以遵守平方反比定律，亮度是以距離平方反比

的級數遞減的，如圖三所示。

當距離變為2倍時，面積變為4倍，所分到的光亮度，必定有所減少，我們若拿照度計測量

r（面積A）及2r處（面積4A），2r處亮度將減為1/4倍，然而光圈值控制進光量，ISO則控制感光

圖一、未開閃光燈下使用自動模式拍攝 圖二、開啟閃光燈下使用自動模式拍攝

圖三、點光源的反平方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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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對光線的靈敏度，自然也會有影響。

閃光攝影中快門的特殊地位
那麼問題是曝光3要素的快門為何沒有影響呢？相機快門的結構有前簾及後簾兩個部分，

當按下快門時，後簾開啟，此時前簾尚未開啟，光線尚不能通過，直等到前簾完全開啟時感光

元件才能真正曝光，接著後簾關閉，前簾再關閉，完成快門動作。

當後簾、前簾完全開啟時，閃光光源就能進入感光元件，因為閃光燈是瞬發光源，快門只

要有那一瞬間開啟就足夠，也就是說，就算快門開的再長，這種瞬發光源也早已消失，因此在

閃光攝影中，快門速度並不會對閃光燈主體曝光造成影響，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

GN值的真正意義
以往學習閃光攝影，總會浮現一個不太熟的名

詞：GN值，GN值=光圈值X距離，但有2個附帶條件

是：閃光燈必須全出力（M=1），ISO=100，對照上

述的4個影響條件，即為閃光輸出功率、ISO兩個變

因固定，剩下2個變數之相互關係，所描述的就是

手動閃光燈的使用，如前所述，距離越遠光越弱，

怎麼知道手中的閃光燈最大能照到多遠呢？在沒有

圖四、快門的前簾與後簾

圖四、快門的前簾與後簾

圖六、手動閃光的前景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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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L的年代，就是用這個來計算閃光燈能照射的距離。舉例來說，我的閃光燈GN值為40，如果

光圈值為4，則可照射到10公尺的距離，想要照射到20公尺的範圍，則使用光圈值必須為2。

正因為光圈值越大，光圈就越小，進光量就越小，我們看看上述的例子，以光圈值1、1.4、

2、2.8、4、5.6⋯⋯而言，都是√2倍的關係，但是光圈直徑大小與面積是平方關係，所以多

一級數，進光量是差2倍，從光圈值2到4是2個級數，光量就是少了4倍，根據點光源的反平方

定律，距離從20變到10光量就是多了4倍（請參見圖三），因為光圈值與距離都是平方反比關

係，2者互補，1個值大，另1個值就小，故乘積為定值。如果ISO變為2倍呢？我們以光圈值得

知，當進光量變為2倍時，影響是√2倍，進光量變為4倍時，影響才會是2倍，所以ISO從100變

為200，進光量變為2倍，則GN值變成√2倍，所以購買閃光燈時，必須清楚詢問店家ISO是以

100或200計算。

自動閃光主體曝光影響因子
自動閃光也就是我們俗稱的TTL模式，拍攝前，透

過預先發出的閃光打到主體物後反射回鏡頭（Through-

the-lens），就可得知在當時條件下，閃光燈需要發出多

少光來達到這張照片的最佳曝光，我們可以說，閃燈的

出力，會隨著距離、光圈值及感光度來做調整（就是前

述手動閃光的4個條件自動化了），比起手動閃光，操

作上容易的多，但因為是相機依據各種條件自動控制輸

出功率，唯一能改變的，只有調整閃光燈的EV了，我們

把手動閃光的影響參數以右圖表示：

當我們調整閃光燈上的EV值時，我們就可以告訴相機，我所需要的光量是比相機自動測試

的要多還是少，但機身上也有EV值調整鍵，閃光燈上也有EV值調整鍵，如果不是調整閃光燈EV

值卻調整了機身上的EV值，將會如何呢？根據前述閃光攝影的主體、背景觀念，以Nikon D800

相機搭配Nikon SPEEDLIGHT SB910外接閃光燈，使用自動模式為例，調整機身EV值加，對主體、

背景曝光都增加，也就是說閃燈EV值也會隨著連動，如果調整閃光燈EV值為+3.0，機身EV值為

+5.0，那麼閃光燈曝光（主體）就會變成+8.0，背景就會變成+5.0，以此類推。

圖七、自動閃光的前景影響因素

圖八、調整閃光燈EV值+0.3 圖八、調整閃光燈EV值+0.3 圖十、調整機身EV值+5.0 圖十一、調整閃光燈EV+3.0，
機身EV值+5.0，閃光燈EV值最
終為+8.0

31

鑑識現場



閃光攝影背景曝光影響因子
以Nikon D800單眼相機搭配Nikon SPEEDLIGHT SB910外接閃光

燈進行以下實驗：

1.使用手動閃光（M）模式（M=1/32），相機與被攝主體距

離固定大約4m，每次實驗僅改變光圈、快門及ISO值其中1項變

因，視其對主體與背景曝光之影響（實驗環境如圖十二）。

2.閃光模式改為TTL，重複上述步驟。

使用手動閃光攝影時，調整快門、光圈，主體與背景明暗均會跟著改變（ISO實驗焦距為

44mm，其餘均為55mm），而調整快門時，僅有背景明暗改變，主體明暗並不會跟著改變，這

就是前述閃光攝影快門的特殊之處，這導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在使用手動閃光攝影時，想造成

主體亮度不變，只調整背景明暗時，只能調整快門。

如前所述，自動閃光攝影，不論調整光圈值、感光度等因素，閃燈的出力都會跟著因應調

整，因此對於主體曝光沒有影響，但與手動閃光一樣，對於背景都有影響，手動與自動閃光背

圖十三、手動閃光僅改變快門 圖十四、手動閃光僅改變光圈 圖十五、手動閃光僅改變ISO

圖十六、自動閃光僅改變快門 圖十七、自動閃光僅改變光圈 圖十八、自動閃光僅改變ISO

圖十二、實驗環境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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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明暗的調整，可以下圖表示：

一次搞定閃光前、後簾同步
&閃光高速、慢速同步

一、前簾同步閃光：係最常見的使用方式，指

的是閃光燈是在前簾開啟那時發出閃光。

二、後簾同步閃光：在後簾關上那時才發出閃

光，舉例來說，如果是以長時間曝光拍攝低光源環

境中的靜止光體，則2種方式沒有差別；如果是以長

時間曝光拍攝低光源環境中的動態光體，則前簾同

步會造成物體在移動軌跡前，後簾同步會造成物體在移動軌跡後，以下2圖表示：

由圖五我們知道閃光這種瞬發光源是在前後

簾完全開啟時發出，如果快門速度過快，簡單說在

前簾尚未完全開啟之際，後簾即已開始關閉動作，

閃光光源會無法到達感光元件的所有區域，因此會

產生條狀黑影，所以使用閃光燈會有快門速度的限

制，稱為X同步速度，常見的有1/250秒等。

三、高速同步閃光：當閃光攝影需要使用高速

快門時（例如捕捉高速動作或使用閃光燈拍攝逆光

物體，又需使用大光圈取得淺景深效果時，則快門

必須更高速才不致過曝），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閃

光燈這種瞬發光源，變成一種連續光源，又可成為頻閃，如此在快門高速移動情況下，閃光燈

能持續曝光到感光元件上。

圖二十二、快門速度大於X同步速度時，閃
光燈無法均勻打到整個畫面（F=5.6、1/500
秒、ISO=250）

圖十九、手動、自動閃光的背景影響因素

圖二十、前簾同步示意圖 圖二十一、後簾同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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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頻閃示意圖

在頻閃模式下，可以設定閃光的頻率及次數，因此多有人運用在低光源下的人像疊影拍

攝，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如圖二十三所示，頻閃有很多的能量是打在快門簾上浪費掉，因此照

片上的亮度「不會剛好是我們所預期的光量」。

四、慢速同步閃光（slow）：說穿了就是前述前、後景的概念運用：閃光燈負責前景，環

境光負責後景，不論手動或是自動閃光，改變哪一個因素可以不要動到前景只改變後景呢？沒

錯，就是“快門”，所謂慢速同步就是偵測背景光使用較慢快門，使前、後景都能得到良好曝

光的設定方式，要注意的是如果背景光源過暗，使用慢速同步閃光快門速度會拉較長，請記得

使用腳架避免手震。

閃光攝影中不需要特別調整白平衡的原因
當閃光燈作為主光源時，色溫約5400K，依據Nikon D800單眼相機使用手冊，自動白平衡

（WB A）涵蓋色溫範圍為3500~8000K，故在一般狀況下，即使不使用閃光燈，自動白平衡可在

大部分環境下使用，但如圖所示，在低色溫環境中自動白平衡就無法發揮作用，支援車禍案件

勘察時，涉案車輛停放的停車場常有此一問題，此時應打開閃光燈當作主光源，如此一來主體

可免受背景光源影響，且自動白平衡可涵蓋閃光燈的色溫範圍不須另外調整，故現場勘察拍攝

證物主體時使用閃光燈，也可免除有時須調整白平衡的困擾。

圖二十四、使用一般閃光攝影，S=1/60
秒,F=4.5,ISO=160

圖二十五、使用慢速同步閃光，S=13
秒,F=4.5,ISO=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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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Nikon D800白平衡範圍（摘自Nikon D800
電子使用說明書）

圖二十七、未開閃光自動白平衡，
白色主體受環境光影響偏黃

圖二十八、開啟閃光自動白平衡，
白色主體不受環境光影響

圖二十九、TTL，黑色背景，
對焦左側物體，距離約1.3m

圖三十、TTLBL，黑色背景，
對焦左側物體，距離約1.3m

Nikon閃光燈TTL與TTLBL的差異
在此之前我們並沒有特別區分這兩種閃光系統，通稱為自動閃光或

TTL閃光，使用Nikon閃光燈時，TTL和TTLBL自動閃光模式（別的廠牌名稱

可能不同）有何差異常常困擾鑑識人員。TTL模式如前所述，是針對主體

物發出預閃傳回來決定閃燈要發出多少功率的閃光而不管背景，TTLBL稱

為「均衡補充閃光」，會考量背景的狀況而發出使主體、背景有較一致

的閃光功率，簡單說TTLBL較注意保持整體畫面中亮部的細節，因此比較

不容易過曝，但同樣也比較容易過暗，此時可以調整閃燈EV值來修正。

TTL則著重在把（主體）暗部打亮，有時候會造成過曝而無法挽救。但對

於刑事攝影而言，筆者認為最大差異的地方為下列此點：TTL測光主體必

須在中央，TTLBL測光則會跟著焦點主體而移動，這就影響了構圖方式以

及曝光的程度，如左圖TTL雖然對焦左側主體，然測光仍測得中央黑色物

體而造成過曝，使用者不得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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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燈的應用技法
一、使用光圈優先模式取得長景深，免用腳架不怕曝光不足：

刑事攝影中常常需要取得較大的景深，例如交代照片中各證物的相關位置等，光圈必須

縮小而選用光圈優先（A）模式，在不改變ISO值及未使用閃光燈條件下，相機為取得良好曝光

值，會放慢快門造成手震，但有閃光燈照明的狀況可彌補此一問題，在現場可快速拍攝良好的

照片，也可避免調高ISO值造成的雜訊。

二、夜間車禍現場、火災現場提高背景亮度及頻閃能提高照片亮度的原因：

夜間車禍現場或整體照明較暗的現場，如火災現場等，使用閃光燈常會造成前景明亮，

而背景較暗的問題。國外有以頻閃來增加閃光次數藉以強化照片亮度，探究原因，亮度增加可

能並不是因為閃光次數增加而增強（如M=1/8閃10次計算值為M=10/8，大於全出力M=1），原

因如下：1.光線仍然隨距離平方遞減，光量若有加強也係增亮前景為主。2.多數光量仍被快門

簾遮蔽，總光量與計算值有誤差。造成照片較亮的原因是因為當同樣在黑暗環境中使用曝光30

秒，但使用高速同步快門（頻閃），此時光源為連續光源，這30秒內背景光量雖然少但可以累

加；相比全出力只閃1下的瞬發光源，其餘快門開啟時間無光源，對背景光線累積毫無幫助。

故我們應思考著重於背景值亮度增加，而不是在閃燈強度上做文章，另每張照片使用頻閃拍攝

因操作麻煩，也不切實際。以實務上最常使用的自動閃光為例，可調整光圈、快門及ISO值來

強化背景光線，但刑事攝影中加大光圈會影響重要的景深，而快門過慢則會手震，在現今單眼

相機降噪技術如此先進的情況下，我們只需簡單調高感光度即可快速拍攝出前後景都明亮清楚

的照片。

三、閃光燈僅作為輔助對焦功能而不閃光：

在低照度環境下使用外接閃光攝影會比較好對焦，原因是外接閃光燈的輔助照明（對焦）

系統相較機身而言比較強大，如果我們想要在低照度下拍攝會反光的物體，則必須關閉閃光

圖三十一、S=1/30,F=2,ISO=200,TTLBL 圖三十二、S=1/30,F=2,ISO=800,TTL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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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哪該怎麼辦呢？

將外接閃光燈調整成AF ONLY，此時閃燈僅輔助對焦而不發

出閃光，就可以解決上述問題。

四、長時間曝光搭配前閃光燈應用於螢光顯色試劑的現場

拍攝：

長時間曝光讓螢光試劑光量慢慢累加，再以閃光讓周圍現

場環境記錄在感光元件上，因為是靜止物體，故不論使用前簾

或後簾同步，效果都是一樣的。

五、使用小相機（類單眼相機）就能拍攝夜間雷射彈道：

採後簾同步即可以手持白紙在低照度環境下拍攝雷射彈道，部分教學指出因TTL會先發出

預閃造成拍到移動中的人，故此不可使用TTL自動閃光必須改成手動閃光。惟根據圖五所示，

預閃時快門是尚未開啟的，所以沒有影響，另根據實際實驗結果，TTL加後簾同步閃光同樣拍

攝不到人影，故閃光燈不需複雜設定成手動閃光，只要是能使用後簾同步的類單眼相機就可在

低照度下拍攝出雷射彈道軌跡。

圖三十四、輔助對焦使用閃燈有光斑 圖三十五、僅使用輔助對焦不閃燈 圖三十六、長時間曝光加閃光拍
攝螢光試劑

圖三十七、
持白紙聚光移動示意圖

圖三十八、低照度下TTL+後
簾同步仍拍不到人影（藍光係
人帶光源顯示離開軌跡）

圖三十九、NIKON P7700，
TTL+前簾同步拍到人影

圖四十、NIKON P7700，
TTL+後簾同步拍不到人影

圖三十三、閃光燈設定
AF ONLY而不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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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離機閃光於證物、人像攝影之應用：

側光能增加證物立體感，常運用在灰塵鞋印、灰塵指紋等拍

攝，閃光燈作為主光源使用離機閃光燈當側光使用，使鏡頭與光

源不在同一軸線，將可有效增加物體立體感，可以運用在證物或

人像攝影。

七、不適合使用閃光燈的現場：雨夜戶外現場攝影：

雨夜戶外現場使用閃光燈將瞬間凝結雨滴在畫面上，造成畫

面都是雨而沒有物證細節，此時應關閉閃光燈，使用腳架以長時

間曝光方式拍攝，可有效降低雨滴的影響，當然，雨量太大還是

受限制的。

圖四十一、
使用離機閃光燈可自由調整光線位置

圖四十二、閃光燈正打 圖四十三、使用離機閃打側光拍
攝鞋印

圖四十四、使用離機閃打側光拍攝人像
增加五官立體感

圖四十五、使用閃光燈拍攝雨夜車禍 圖四十六、使用長時間曝光拍攝雨夜車禍

結語
理論是實務的基石，唯有正確理解原理，我們才能找出最方便、最快速的最佳刑案現場攝

影方式，也因為方便操作之故，能真正運用在實務工作上，希望本文對於使用閃光攝影的鑑識

人員能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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