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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感谢您购买全新的 Spyder®CUBE 立方蜘蛛。本文档将会为您提供一步步的指南，让您尽

可能发挥 SpyderCUBE立方蜘蛛的全部 ，获得正确的色彩平衡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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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使用 SpyderCUBE 立方蜘蛛? 
 

当我们拍摄数码照片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软件中设置照片的色温，而色温的单位是开

文。每一种不同的光源都有自己不同的开 文值，例如，太阳的值基本为 5500-6500K，

荧光灯可能为 3200-7500K中的任何数值，而频闪光约为 5200K。当我们每天的拍摄环

境充满了如此大范围不同的色温的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地告诉软件哪一种才是中性的

色温。 

 

SpyderCUBE立方蜘蛛在帮助我们准确设定对比度范围方面也能起到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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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SpyderCUBE 立方蜘蛛 
 

SpyderCUBE立方蜘蛛不仅可以由被拍摄人物或者拍摄助理手持，还可以固定在灯架和

三脚架上，或放置或悬挂在场景中的物体上。在拍摄照片时 SpyderCUBE立方蜘蛛的放

置方向为金属球在上。 

 

安装在“自拍杆”上的 SpyderCUBE立方蜘蛛: 

 
 
 

我们建议您在每一个新的光线环境中开始的拍摄的时候先拍摄 SpyderCUBE立方蜘蛛的

照片，这样会让您的后期工作更加简单。 

 

如果您在日光环境下拍摄，您可以有间隔地拍摄 SpyderCUBE立方蜘蛛的照片，因为日

光色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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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件中选择您的白点 
 

您可能会使用的每一种后期软件，例如 Adobe Photoshop, Adobe Lightroom, Capture 

One等，都有调整照片白平衡的工具，即便它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名字。 

 

- Adobe Lightroom: 白平衡选取器 

- Adobe Photoshop Camera Raw: 白平衡工具 

- Capture One: 选取白平衡 

 

所有这些工具拥有相同的功能，都是为了告诉软件此场景中的中性色温，现在就是

SpyderCUBE立方蜘蛛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Adobe Camera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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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Captur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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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处理您的照片的时候，先调出您拍摄了 SpyderCUBE立方蜘蛛的照片。使用软件

中的白平衡工具，使用滴管来选择立方体的灰面上更明亮的一侧，也就是面向主光源的一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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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您照片的对比度范围 
 

SpyderCUBE立方蜘蛛除了灰色面以外还有其他 4个有效的工具：金属球，白色面，黑

色面，以及吸光孔。 

 

在处理您的照片的时候，您可以使用全部这些工具来确保您的照片的细节拥有准确的对比

度范围。在您的软件中打开高光警告和阴影警告。这会显示您的照片中是否会有超出色域 

的部分，也就是说是否在高光和／或阴影的区域有细节因为过亮或过暗无法得到准确的还

原。 

 

请注意金属球上出现的小小的曝光过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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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允许高光提示出现在金属球上，但是我们并不希望提示出现在白色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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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请您注意到黑色面和吸光孔。当提示出现在吸光孔的时候，操作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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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应该让提示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黑色面上: 

 

 
 

当您拥有了曝光准确的照片以后，您就可以将同样的设置大批量应用在同一系列的照片上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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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定应用到多张图片中 
 

当您完成了所有的图片调整以后，您可以进一步将这些设置参数全部应用到剩余的其他同

系列照片上。 

 

在大多数软件中，您可以将这张照片选择为和其他照片同步的目标。 

 

在其他一些软件中，您需要讲这些 SpyderCUBE立方蜘蛛照片中的设置保存为预设，然

后应用在其他同样光线的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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