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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条准则同时解释 70 个与光的本质有关的物理现象和实验结果

作者：彭晓韬

日期：2022.11.22

【文章摘要】：经过本人长期的研究，仅从电磁学的最基本的库仑定律和毕奥——沙伐尔定律出发，

即可解释诸多与光有关的物理问题与实验结果，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与光有关的四条基本准则（暂定名）

或称其为规则，并利用此四条准则同时解释了 70 个与光有关的常见物理现象与实验结果而无一不灵。希望

通过本文征集到更多与光有关的问题来进一步检验这四条准则的适用性、可靠性。如果这四条准则能对越

多的、与光有关的常见物理现象与实验结果进行解释而无一不能解释时，就会证明这四条准则越接近客观

实际，越接近真理。这四条准则对光的本质及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也就越准确、越客观。

一、依据与准则

1、光是电荷产生的电场和磁场（实际上，光应该只是电荷与电荷之间才存在的库仑力和

磁力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之一，并非可脱离光源/电荷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电磁波或光

子）），会使带电体改变运动速度或/和运动方向（简称：准则一）；

2、介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在原子自身热运动或外加电场（库仑力）、磁场（磁力）、光

（时变的库仑力和磁力）等的作用下会使原子中的电子与原子核运动不同步而改变运动状态，

并使原子极化为电偶极矩随入射光频率和振幅变化的电偶极子并产生相应的电偶极子的次生

电场和磁场（实际上是与其他带电体间产生库仑力和磁力相互作用）。同时，入射光会被介

质产生的次生光所逐渐抵消而很快消失（简称：准则二）；

3、光仅相对产生它的光源速度恒定（实际上是两个静止电荷间的库仑力和磁力相互作用

速度恒定），而相对光源运动的观测者会测量到不同的光速（相对运动的电荷间的库仑力和

磁力相互作用速度不恒定），并遵循速度矢量叠加原理（简称：准则三）；

4、介质在每次再生光的过程中会消耗半个周期的时间（从入射光产生的库仑力和磁力使

电子与原子核反向运动并达到位移量最大值（再生光振幅也达到最大值）需要消耗半个周期

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反射光存在的半波损失的机理），所以介质内部的光速与介质密度和

入射光主频成负相关关系：密度越大、单位长度内光的再生次数越多、消耗的时间也越多、

光速越小或频率越高、单位长度内光的再生次数越多、消耗的时间也越多、光速越低（简称：

准则四）。

二、与光有关的常见物理现象与实验结果的机理解读

1、反射光存在的半波损失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入射光照射到介质表面时，介质表面原子

中的电子会被改变运动状态并使原子成为电偶极子并产生次生电偶极子场。而次生电偶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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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与入射场间的相位正好相差半个周期。原因是从外电场加速电子到电子位移量达到极大值

需要入射光主频之半个周期的时间。

2、偏振光的法拉第磁光效应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折射光是由介质中的原子重新产生的，在

产生次生光过程中，原子中的电子会被外加磁场改变运动方向，从而导致其产生的次生光偏

振方向随之发生改变。外加磁场强度越大，电子改变运动方向的量就越大。同时，介质长度

越长，折射光的再生次数也就越多，电子运动方向的改变量累计数就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偏

振光的偏振方向改变量与外加磁场和介质长度成正比的原因所在。

3、超黑材料单缝实验结果无衍射光现象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衍射光是由单缝边缘产生的次生光，当单缝边缘用

超黑材料覆盖时，当然就不能产生次生光了，衍射光也就不会有了。

4、惠更斯－菲涅耳原理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只有介质存在时才能在入射光的作用下成为子光

源。在真空中时，光并不能产生次生光。

5、为何世间有花红叶绿果黄的丰富多彩颜色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不同元素及元素群组所组成的物质中的原子所受到

邻近其他原子和分子的电磁作用力不同，其在入射光作用下产生的电偶极子之偶极矩自然也

不同，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也不尽相同。因此，其产生的次生光的主频也会不同。而物体表面

的颜色是由所谓的反射光的主频决定的，因此就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颜色。

6、量子计算机为什么必须在绝对零度附近才能工作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可以用来计算的是不同运动状态的

原子，而非光子。只有将原子的热运动尽量消除，才有可能被人类操控。如果真的是直接操

控光子，就根本没有必要降低计算机的温度，按理应该提高温度才会提高计算速度才对。

7、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利用“准则三”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实验过程中的两条光路一方面是在大气层内，另一

方面均被反射镜和半透镜各反射一次，半透镜折射和透射各一次。因此，实验过程中的光都

是大气层、反射镜和半透镜产生的次生光，其速度仅相对大气层、反射镜和半透镜速度恒定，

也就是相对实验装置速度恒定。自然就不会因为实验装置旋转 90 度出现干涉条纹的变化了。

8、康普顿效应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所有散射与透射 X射线均是由被照射

的轻金属产生的次生 X 射线，其频率变化当然由原子中的电子在入射 X 射线作用下改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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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而导致其产生的次生 X 射线出现类似红移的现象：远离运动的电子产生的次生光频率会

降低。沿不同方向运动的电子的速度不同当然会导致不同散射方位上的频率也有所不同。

9、光电效应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光照射到金属表面后，金属内原子中

的电子会改变运动状态，当入射光产生的电磁场频率与相位合适时，部分电子就会被同步加

速并达到逃逸速度而成为光电子，即出现光电效应。这也可以同时解释为什么频率过高的光

也不能产生光电效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用具有与频率成正比动能和动量的光子无法解释的。

10、黑体辐射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分子热运动过程中，原子核与电子的运动和位移

是不同步的，这就形成了类似的、与热运动频率一致的时变电偶极矩的电偶极子并产生相应

的电场和磁场。虽然物体中的不同分子的热运动方向、行程和频率都是不同的，但其相同频

率的分子数量与频率间的关系遵循正态分布，其产生的电场和磁场遵循矢量叠加原理。这就

形成了黑体辐射强度与频率间的关系也呈现类似正态分布的连续频率谱的现象了。

11、双星系统无魅星现象

利用“准则三”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星际空间存在介质，地球人观测到的星光是由星

际介质产生的次生光，其传递速度由介质性质与运动状态决定。对于同一双星系统而言，星

地间的介质分布是相同的，自然就会出现观测到的星光时序与双星产生时的时序相同，也就

不可能出现所谓的魅星现象了。

12、哈勃常数与频率成正比现象

利用“准则三”和“准则四”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地球人观测天体产生的任何频率的

光都是由星际介质，包括地球大气层所产生的次生光。而在相同距离的条件下，频率越高的

次生光的再生次数越多，频率的降低自然也会越多，红移量自然就会越大。这就导致所测量

出来的哈勃常数与频率成正比了。

13、天体红移量与天体到地球的距离成正比

利用“准则三”和“准则四”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星际介质的存在，地球人观测到的

星光都是星际介质产生的次生光，而介质在产生次生光过程中，每次再生的次生光的频率与

入射光的频率都会稍微降低一些。由此决定了星光的频率会随再生次数的增加而增大，也就

是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这就导致了天体红移量与天体到地球的距离成正比的现象了。

14、电子双缝干涉现象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双缝板间存在温度型电磁辐射，电子

通过双缝时就会被其中的电场改变运动速度，磁场改变运动方向。由于缝间的电磁辐射存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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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变化，这就会导致不同时刻通过缝隙的电子的运动速度和运动方向的改变量不同，其落到

屏幕上的位置自然也就不同。当通过电子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就会出现缝间电磁辐射

的波峰与波谷偏转的电子在屏幕上的位置相对稳定且数量比其它地方多而形成类似于干涉条

纹似的分布现象了。

15、光的双缝干涉现象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除两个主瓣外，其余地方的光均是双缝的四条边缘

产生的次生光，它们符合相干光源条件，所以其产生的次生光就会出现干涉现象。当用超黑材

料覆盖双缝边缘后，双缝干涉现象也会像超黑材料单缝衍射实验时一样会消失的。

16、暗物质和暗能量问题

利用“准则二”和“准则三”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一方面利用哈勃定律计算出来的天体

退行速度是不准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天体红移量与距离成正比的部分并不是天体退行时产生

的多普勒效应，而是星际介质作用的结果。因此宇宙膨胀或大爆炸理论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也就根本不需要所谓的暗能量来支撑宇宙的膨胀说；另一方面，用可见质量代替星系总质量是

错误的，星系内部及星系之间广大区域存在的大量低温物质均不产生可见光，所谓的宇宙背景

辐射就是平均温度仅为 2.7K 左右的超低温物质产生的，也是不可见的。由此导致星系总质量

与可见质量存在巨大差异，计算出来的星系引力自然比实际值小得多。也就是说：所谓的暗物

质只是不发光的、正常的普通低温物质而已。它并不是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只是不怎么参加

可见光频率段的电磁相互作用而已。

17、原子线性光谱现象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原子光谱是在外加超强电场作用下使

原子核外部的所有电子被瞬时驱赶脱离原子核的束缚后，原子核仍保持原来的、围绕原子质心

和各电子与原子核构成的分质心作复杂的、类似复合圆周运动状态中，它产生的电磁辐射就是

由各种单一频率构成的线性光谱。而电子脱离原子核束缚的运动路径应该是直线或弧线类运

动，只会产生类似脉冲式的连续频率的光谱。

18、宇宙背景辐射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星际间存在着大量低温物质，太阳系边缘就存在接

近零下 240 度的低温物质，而星系间存在的物质温度肯定远低于太阳系边缘的温度。这些物质

的平均温度应该就是所谓的宇宙背景辐射对应的 2.7K 左右。因此，宇宙背景辐射应该是星系

间的低温物质产生的电磁辐射。如果宇宙真的存在背景且产生所谓的背景辐射，则地球上不应

该观测到各个方向上的辐射强度一致的现象，应该会各向异性。因为地球不可能正好位于宇宙

大爆炸中心位置上并离宇宙边缘各个方位上都是等距离的。

19、温度、热量与能量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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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温度的本质是分子热运动峰值频率或主频的标志，这是

从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的；热量是分子热运动平均动能的变化程度的量度；

能量是带质量物质运动特性和所处空间性质的表达方式之一，并没有纯粹的、独立存在的能量。

20、光行差常数

利用“准则二”和“准则三”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无论是天体位于天顶位置上还是其它

方位上，在地球表面观测到的星光都是由大气层产生的次生光，其速度仅相对大气层速度恒定。

因此，当天体位于天顶位置上时，其通过大气层传递到地面观测站的星光的速度都是垂直地面

的大气层内的光速，其值当然相等。它与地球公转速度之比值自然也变为常数了。

21、斐索流水实验结果

利用“准则二”和“准则三”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水中的光速仅相对水本身速度恒定，

当观测流动的水中的光速时就会叠加上水流的速度。

22、介质界面处光速突变现象，特别是从光密介质进入光疏介质时，光速会跃升

利用“准则二”和“准则三”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不同介质内部的光速仅由介质性质与

运动状态决定，因此在不同介质交界处两侧的光速定会不同，界面处当然会发生突变甚至跃升。

23、均匀介质内部光速相对介质本身速度恒定现象

利用“准则三”和“准则四”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介质均匀，单位长度内的原子数量基

本相等，再生光的次数也就相等，需要消耗的时间及在原子间的传递时间均相同，其光速自然

也就相同或恒定了。

24、旋转透明晶体会改变光的基本属性——频率降低现象

利用“准则三”和“准则四”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通过透明晶体的光是晶体产生的次生

光，介质内部的原子在产生次生光过程中由于存在旋转运动，对于透射光而言，相当于光源存

在退行的视速度，其产生的次生光的频率自然会比不旋转时的频率会低或出现红移。

25、超黑材料与透明材料在同条件下温度相差无几现象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无论哪种介质遇到光后均会使介质成

为次生光源，只是超黑材料几乎不产生可见光波段的反射和散射光，或产生的散射光会相互抵

销而消失；而透明材料产生的次生折射光会从介质的另一侧成射出而成为透射光。而不同材料

在同样强度的光照射下的温度变化主要与分子热运动主频率的改变有关，不同颜色的材料在光

照下的温度改变量并不会因颜色不同出现大的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光本身是不具有能量

的，颜色深的材料也不是能吸收更多的能量。

26、契伦科夫辐射现象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高速带电粒子会使介质中的原子极化

为光源而产生电场和磁场。这一现象也证明介质发光是因为原子被极化后可以产生电偶极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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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磁场。而带电粒子虽然速度大于介质中光速但依然不能产生光（仅产生强度很弱的脉冲式

连续频率的电场和磁场，可见光波段的强度很弱以至于不能被观测到）。

27、石墨烯的吸光率一般为 2~3%。但通过特殊工艺使其表面产生某种纹理就会成为超级

吸光材料，其吸光率可达 90%以上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表面性状不同，产生的次生反射光的

叠加结果自然不同。特种纹理可以使某些频率的反射光相互抵消而消失，并非被材料吸收了。

28、日食期间，太阳附近的星光会发生偏转现象

利用“准则二”和“准则三”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太阳外围存在一定密度的气态物质且

分层均匀，与地球大气层类似的内密外稀，这就符合形成变向折射光的条件并形成类似地球上

的海市蜃楼般的光线偏转现象。

29、奥尔伯斯的悖论：如果宇宙充满了星星，不管我们往哪个方向看，为什么夜空不像太

阳那样清晰可见呢？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一方面星光的强度随距离的平方衰减，

另一方面星光遵循矢量叠加原理，在多光源的条件下，其强度并不会与光源数量成正比增大，

有时候还会相互抵消或部分被抵消。

30、激光致冷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合适频率与相位的电场和磁场可以使

分子和原子热运动的频率降低，从而达到降低其温度的目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光本身没有

能量，只是电磁力，可以使带电体改变运动状态。否则，被激光照射的原子和分子应该获得能

量而加速运动才对。

31、偏振光的偏振方向与偏振器的偏振轴方向夹角成 45 度时，产生透射光的概率为 50%

的现象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通过偏振器的透射光实际上是偏振器产生的次生光。偏

振器具有产生定向偏振光的能力是因为其分子和原子的定向有规律地排列，这种排列方式的分

子和原子运动的自由度就是非三维的，而是接近一维的线性运动。当入射光照射时，其产生的

次生透射光就是由偏振器中定向排列的分子和原子产生的定向偏振光了。但 45 度偏振光照射

到偏振器时，当原子和分子的自有振动方向不同时，响应偏振入射光的能力就会不同，就会出

现定向排列的原子和分子被极化为次生光源的概率只有 50％的现象了！这与量子，叠加态和

纠缠态根本无关！

32、类星体具有多组红移量不等的发射线和吸收线线性谱线簇的现象。如，类星体 PHL 957

的发射线红移为 2.69，吸收线红移有五组：2.67、2.55、2.54、2.31、2.23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地球人观测到的类星体的光是由星际介质产生的次生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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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光。当类星体产生的折射光在来地球的途中遇到不均匀的介质时就会使介质成为次生光源并

重新产生次生光，其中的折射光通过很多次的重新发射与再生，其频率逐渐降低并形成多组不

同红移量的发射谱线和吸收谱线簇。这一现象直接证明：一是地球上观测到的星光并不是原生

光，而是次生折射光；二是证明星光在来地球的途中频率是在不断降低的，而并非是因为相对

地球退行才产生的红移。

33、光纤陀螺仪的工作原理：“当光束在一个环形的通道中行进时，若环形通道本身具有

一个转动速度，那么光线沿着通道转动方向行进所需要的时间要比沿着这个通道转动相反的方

向行进所需要的时间要多”的根源是什么？

利用＂准则二＂和＂准则三＂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光纤内部的折射光是由光纤产生的次

生光，其速度仅相对光纤速度恒定。而沿光纤环旋转方向运动的光所走的路径要比反向运动的

光走的路径更多，但在光纤内部的速度是相同的，因此，前者就需要比后者更多的时间。

34、薄膜干涉与彩虹现象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当太阳光照射到薄膜和由悬浮于空中的小水珠构成的云

朵时，薄膜和小水珠就成为了次生光源，不同部位的原子、分子和分子团（可简称为“极化体”）

产生的次生光进入人的眼睛时就会遵循矢量叠加原理而形成叠加。当这些次生光满足干涉条件

时，就会形成类似干涉现象而出来某些频率的光得到加强，另一些频率的光受到压制，从而形

成七彩光带，也就是所谓的薄膜干涉或彩虹现象。这一现象用光是粒子是解释不了的，总不能

说不同的光子会相互加强或相互抵消吧。用光是电磁波也不好解释，因为电子和原子核都不可

能反射电场或磁场。只能用薄膜和小水珠为次生光源并产生次生光来解释最为合理。

35、晶体旋光现象的机理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我们知道，很多晶体具有双折射能力。这实际上就是晶

体具有产生两种次生光的能力。它应该是晶体中的原子和分子结构与排列方式的特殊性导致在

外电场和磁场作用下会产生两组极化方向有一定差异的电偶极矩之电偶极子，它们产生的次生

光的偏振方向和相位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从晶体射出的透射光是由这两种次生光叠加而成的。

当两种次生光的偏振方向随时间有规律地变化时，其叠加后形成的透射光的偏振方向就会出现

有规律的旋转了。这就是晶体会有不同旋光现象的内因。

36、为什么色温在 5300k 以上的是冷色光，而 3300K 以下的反而是暖色光？

利用＂准则一＂和原子及分子存在固有振动频率（简称“固有频率”）即可很好地解释：

当光的强度不足以在半个周期内将原子中的电子加速到逃逸速度而电离原子时，则光在原子所

处空间位置上产生的电磁场会使电子与原子核朝相反的方向改变运动趋势。但原子和分子根据

其结构不同，自身的固有频率是不同的。一般分子量越大、固有频率越低。只有当光产生的电

场与分子固有频率接近时才会更容易改变分子热运动频率并达到改变物体温度的目的。而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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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暖色是以人的皮肤受到光的照射时改变温度的能力来划分的。因人体含有大量的水分子，

水分子的固有频率相对较低，正好与红外波段的光的频率相近。所有只有接近此固有频率的光

才是真正的暖色光，其他的光就是非暖色光，频率相差悬殊时，就是冷色光了。这与光子说的

频率越高能量越强是明显相左的！

37、为什么微波炉使用频率较低的微波加热食物的速度更快，而不用频率更高的光？

利用＂准则一＂和原子及分子存在固有频率即可很好地解释：与以上第 36 个问题相同。

只有接近水分子固有频率的光或电磁场才能更好地改变水分子的热运动频率并以改变其温度。

38、为什么太阳到地球间的太空中的温度更低？

利用＂准则一＂和温度的本质即可很好地解释：温度的本质是物质分子热运动中，同频率

的分子数量分布曲线图中最大值所对应的频率（简称“峰值频率”）的标志，并非分子热运动

平均动能的标志。也就是说：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的温度是不会因速度越大、温度越高的。真

正理想状态下匀速直线运动的粒子的温度是绝对零度，因为其热运动的频率为 0。因此，虽然

太阳表面温度达 6000 度左右，而地球表面温度一般在-60～60 度之间。而太阳与地球间的太

空中的温度一般在-100 度以下。这明显违背温度梯度变化规律。其根源是：太空中的各类物

质因密度极小、分子间距很大，导致其难以相互碰撞而致使热运动频率很低，太阳风所携带的

粒子接近直线运动。因此，其对应的温度当然就特别低了。

39、为什么大分子物质一般燃点更低？

利用＂准则一＂和原子及分子存在固有自振频率即可很好地解释：分子量越大，固有频率

越低，产生共振所对应的分子热运动频率或温度也就更低。当外加电磁场达到固有频率时就会

使分子发生共振而解体，分子解体的同时就会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而发热并燃烧。

40、为什么凸透镜聚光后可点燃可燃物？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我们知道，凸透镜致所以能聚光是因为它可以使平行入

射的平面光产生的次生透射光能均匀地改变传递方向并聚焦到一点上。在此点上的光的相位也

基本相同，符合叠加加强条件而提高了光的振幅或强度。当光的强度足以使可燃物中的分子热

运动频率达到固有频率时，可燃物的分子就会解体并与氧气发生放热化学反应而燃烧起来。

41、为什么棒状天线的长度多为接收频率波长的 1/2～1/4？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同时刻天线不同部位的电磁信号相位

不同，其使原子中的电子的运动状态就会不。只有方向相同的电子数量越多，接收到的电信号

才会越强。而只有在棒状天线中接收信号半个波长以内的电子之运动方向才会相同，才会起到

同向叠加而增强信号的作用。当棒状天线超过半个波长后，天线内不同部位的电子运动方向会

不同，不但起不到叠加增强信号的作用，反而可能会起到相互抵消作用。这也是与接收粒子类

物质完全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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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逆康普顿效应的机理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与康普顿效应一样，由轻金属散射的

X射线均是由轻金属产生的次生 X射线，主要是在入射 X射线作用下，轻金属中的原子中的电

子和原子核会朝完全相反的方向运动（两者电荷相反，在同一外电场和磁场作用下的运动趋势

相反）而导致原子极化为电偶极子并产生次生 X射线。但不同运动状态的原子（主要是电子）

所产生的次生 X射线的频率会因多普勒效应而稍微发生变化：朝观测者运动的原子产生的次生

X射线的频率会高于入射 X射线（即蓝移），这就是所谓的逆康普顿效应的产生机理。

43、苏尼亚耶夫-泽尔多维奇效应的机理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星系团等天体产生的高能电子与产生

所谓的宇宙背景辐射的低温物质相互作用时，就会出现与契伦科夫辐射现象的相互作用，使低

温物质产生峰值频率很高的电磁辐射，当人们以电磁辐射强度峰值所对应的频率反算出观测对

象的温度时，则此部分物质的温度就会相对上升。并非所谓的宇宙背景辐射光子被高能电子作

用而提高了能量。

44、卡西米尔效应的机理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原子靠近可以组成分子，分子靠近可

以组成分子团并构成有形物质的原因在于：当原子、分子相互靠近时，它们之间就会形成同步

热运动，产生相同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会使原子、分子间形成一种相互吸引力。这种力就是

所谓的卡西米尔效应中的相互吸收力。

验证此力的方法：使两块平行的超薄金属板形成所谓的卡西米尔效应后，分别给一块板加

热，另一块板制冷，使两者的温度各异时，卡西米尔效应就会随之消失。这是因为两块板表面

中的原子和分子热的运动不同步时，产生的电磁辐射就不会形成相互吸收力。

45、施特恩-格拉赫实验的机理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银原子并非真正的电中性粒子，而是

会产生温度型电磁辐射且会被其所在空间位置上的电场和磁场反作用的时变电偶极矩的电偶

极子。在外部电子围绕原子核高速运动过程中，单个银原子是具有时变电偶极矩的电偶极子。

只是众多银原子组成实体银金属块时，由于银原子彼此间的热运动随机性，其产生的电磁辐射

在时间大于电子绕原子核一个周期以上的时间段的叠加结果趋于 0，从而总体上看银块呈现出

电中性。由此可见，当单个银原子通过非均匀磁场时，银原子会被磁场改变运动方法。只是其

进入磁场时的电偶极矩方向的随机性，不同的银原子被改变运动方向也就具有了随机性。但总

体上只能朝二个方向偏转，从而导致了银分子分裂成二道。

验证方法：用真正的中性粒子中子进行本项实验的话，就不会出现分裂现象了。

46、萨格纳克效应的机理



10

利用＂准则三＂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单模光导纤维环内的光是由环产生的次生光，仅相

对环本身速度恒定。也就是通过旋转的光导纤维环的光实际上是环本身产生的次生光，其速度

仅相对环本身速度恒定，从而导致顺环运动方向与逆环运动方向的光的运动距离不同或光程不

同，并形成与环运动速度成正比的光程差。该效应证明运动光源产生的光的速度是不同的。

47、为什么趋肤效应中电磁波透入深度与频率成反比，而可见光却不能像频率更高的 X

和γ射线那样透入金属更深处呢？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决定入射光透入金属深度的主要因素

有二：一是入射光使金属中的原子极化为电偶极子的电偶极矩大小，电偶极矩越大，透入深度

越小；二是单位长度内由入射光和次生光极化产生的子光源数量，数量越多，透入深度越小。

入射光使金属表面及浅层原子极化成为电偶极子并产生与入射光频率相同但相位相反的

次生光的强度与原子中的电子在入射光一个周期内能有多大的位移量成正比。同时，单位长度

内被入射光和次生光极化为次生光源的子光源个数与入射光的频率成正比。因此，次生光要全

部抵消入射光就得有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抵消次数。当入射光频率较低时，虽然次生光源的强

度较大，但单位长度内的子光源数量少，当需要抵消的次数变化不大时，则需要深度较大的原

子参与，也就是透入深度大；而当入射光频率较高时，虽然单个子光源的强度小，但单位长度

内的子光源数量多，因此，透入深度就会反而减小。而当入射光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子光源

强度就会特别小，入射光随深度衰减就会较慢。因此，就会需要更多的子光源参与逐渐抵消入

射光。这就是 X和γ射线能够深入金属板内部，而频率较低的可见光反而不能的根源。

48、惠勒延迟（思想）实验中的错误分析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知道其错误之处：因为半透镜的反射和透射光均是由其

产生的次生光，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单个光子被半透镜反射或透射的可能性。同时，经过其他反

射镜反射出来的光也是反射镜产生的次生光，并不是所谓的光子被反射镜反射出来了。因此，

自入射光照射到半透镜并使其产生次生反射或透射光并沿两条光路分别照射到不同的反射镜，

并使反射镜产生的次生光到达同一空间位置上而叠加的整个过程中，并不是入射光自半透镜经

反射/透射到达叠加点，而是反射镜和半透镜的再生光到达叠加点。当半透镜和反射镜固定不

动时，两路光到达叠加点的光程差和相位差是固定的，不会因为在此交汇点上放或不放半透镜

而改变。只是只有放半透镜时，才能被人眼或设备观测到叠加结果而已。并不会因为在交汇点

放或不放半透镜而改变两条光路上次生光的运动方向与状态。

49、介质内部的光速与频率成反比现象的机理及物理意义

利用＂准则二＂和＂准则四＂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介质内部的折射光是由入射光极化介

质中的原子、分子和分子团而产生的次生光。当我们把入射光（或相邻极化元产生的次生折射

光）同时极化的原子、分子和分子团称作极化元时，则极化元的大小应该与入射光的波长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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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或单位长度内的极化元数量与入射光的波长成反比。由此决定了单位长度内再生光过程中

需要消耗的时间与波长成反比。也就是：入射光的波长越短，单位长度内的极化元数量越多，

再生过程所需消耗的时间也就越多，折射光的速度也就越小。因此，介质内部光速与频率负相

关的原因是：波长越短、单位长度内的再生次数就越多、再生过程需消耗的时间就会越多、折

射光速自然就会越低。这一现象与光为具有与其频率成正比动能和动量的光子所应具备的规律

是完全相反的：即动能和动量越大的光子进入介质后的动能和动量（速度更低）反而越小，这

是粒子不应该有的特性。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光并不是具有动能与动量的光子。

50、为什么目前完成的大量实测光速实验所得到的真空中的光速都是恒定的常数？

利用＂准则二＂和＂准则四＂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目前所有测量光速的方法中实际测量

的对象光是由测量装置中的反射镜、半透镜和透镜等光学器件产生的次生光，并非可能存在速

度不同的入射光。也就是所有实验中实际测量对象光是相对测量装置静止的光源/次生光源产

生的光，其相对测量装置的速度当然是恒定的，测量结果自然是基本恒定不变的常数。

如果想要测量出真实的、不同运动状态光源产生的光的真实速度，使用干涉仪法和空腔法

等间接测量方法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使用基线法才有可能。同时，如果想测量运动光源产生

的光的速度，就得用基线法测量在真空中运动的光源产生的光的速度。这在地球表面上显然难

度极大。只有利用两颗互相通视的地球同步卫星在太空中去测量太阳等天体产生的光的速度才

有可能得到真实的、运动光源产生的光的真实速度。

51、偏振光的产生机理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光，特别是可见光都是由原子和分子

在自身或外部力的作用下成为时变电偶极矩的电偶极子所产生的电场和磁场。当电偶极子之时

变电偶极矩的方向固定不变时，其产生的电场和磁场在特定空间位置上的方向也是固定不变

的。也就是说：偏振光是由定向排列的原子和分子形成的振动方向相对固定的时变电偶极子产

生的、强度变化方向固定不变的电场和磁场。这就是偏振器能产生并检测偏振光的原因所在。

52、“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下光速仅十几米的原因

利用＂准则二＂和＂准则四＂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所谓“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是指

物质在接近绝对零度时物质所处的一种几乎无热运动的状态：原子和分子间几乎不存在相对运

动，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这些原子和分子就像一个原子和分子一样。这些现象只是因为分子

热运动接近停止时所现出的必然现象。当外部光照射在这类物质上时，原子中的电子与原子核

仍然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而形成原子被极化的现象。所谓凝聚态物质内部的折射光依然是由物

质产生的次生光。只是由于在此状态下，入射光可同时极化的原子数量比非凝聚态时更多，入

射光很快就会被次生光所抵消。同时，能继续使邻近原子被极化的次生光强度也十分微弱，导

致物质内部的折射光比非凝聚态时衰减得更快。在此种情况下实测到的凝聚态物质内部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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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度应该是不真实的光速，而很可能是测量环境干涉导致的伪光速或群光速。

53、科顿-穆顿效应的机理

科顿-穆顿效应又称磁双折射效应。光在透明介质中传播时，若在垂直于光的传播方向上

加一外磁场，则介质表现出单轴晶体的性质，光轴沿磁场方向，主折射率之差正比于磁感应强

度的平方。此效应也称磁致双折射本效应，其与法拉第磁光效应类似，只是外加磁场的方向不

是平行于折射光的传递方向，而是垂直于折射光的传递方向。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介质内部的折射光是由介质中原子被入射光极化后

产生的次生光。当存在外加磁场时，则外加磁场会使极化原子中的电子与原子核增加一个垂直

于磁场方向的加速度并改变被极化原子偶极矩的方向。因此，由其产生的次生光与入射光会存

在偏振方向和传递方向的变化。而那些被极化的原子中的电子和原子核的运动方向与外加磁场

方向一致时，就不会受到外加磁场的影响，其产生的次生光的偏振方向和传递方向会保持不变。

这样就导致介质出现二种偏振方向不同的次生光了。从而使透明介质具有了双折射性质。

54、塞曼效应的机理

塞曼效应是指原子在外磁场中发光谱线发生分裂且偏振的现象。也就是外加磁场会使原子

产生更多不同频率的特征谱线的偏振光。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原子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

的运动轨道就会发生垂直于外加磁场方向围绕原子核运动的倾向，即电子的运动轨道平面趋向

一致，从而导致其所产生的光或次生光的振动方向会相近而出现偏振现象了。而电子围绕原子

核并在垂直于外磁场平面内运动的方向有可能顺时针，也可能逆时针方向（不同运动方向的电

子之运动速度会存在些许差异），还有部分电子在原有的、平行于外磁场方向平面内围绕原子

核运动。它们围绕原子核的运动速度会存在一定差异，也就导致围绕原子核的运动频率也出现

些许差异。因此，其产生的特征谱线就会出现分裂：原来一条特征谱线就会分裂成三条了。当

原子核外部的电子数量较多时，离原子核距离不同轨道上的电子受到外加磁场的影响就会存在

差异，从而导致特征谱线可能出现更多的分裂现象。也就是原子只有一条谱线，在外加磁场的

作用下可能出现三条以上的谱线的现象。

55、磁光克尔效应的机理

将线偏振光（由左旋圆偏振光和右旋圆偏振光所组成）入射于磁性材料反射后，转为椭圆

偏振光的现象，称为磁光克尔效应。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反射光实质上是由反射界面上原子被入射光极化后

产生的次生光的一部分。当两种偏振方向垂直的光同时照射在反射界面上时，原子会同时受到

两个垂直方向的力而呈现两个方向的同时极化而产生两个方向的次生偏振光。由于介质存在磁

性，在磁场的作用下，原子被两个方向的力极化的程度就会存在差异：平行磁场与垂直磁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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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极化偶极矩就会不同，其产生的次生光强度自然就会不同。从而导致反射光是由两个强度

不同的垂直次生偏振光叠加而成的椭圆偏振光了。

56、光镊的工作机理

光镊是采用以芯片为基础的光子共振捕获技术的光阱,能对纳米至微米级的粒子进行操纵

和捕获。由激光聚集形成光阱，微小物体受光压而被束缚在光阱处，移动光束使微小物体随光

阱移动，借此可在显微镜下对微小物体(如病毒、细菌以及细胞内的细胞器及细胞组分等)进行

的移位或手术操作。[摘自百度百科]

利用＂准则一＂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纳米至微米级的粒子（简称微粒）是非电中性的，

当改变其所处环境的电场和磁场的强度与方向时，这些微粒就会改变运动状态并移动位置。并

非所谓的光子或光压使微粒移动。当单束光照射在微粒表面时，微粒会因带电而受到光施加的

库仑力和磁力的合力作用而位移。同时，微粒上的电荷也会随着外力的库仑力和磁力而重新分

布。正是由于电荷随光产生的库仑力和磁力的合力的作用而重新分布，导致微粒无论在外加库

仑力和磁力的合力方向是否发生改变时，其给微粒施加的合力的方向是保持不变的。从而促使

微粒定向移动；当采用二束对称的相干光束照射微粒时，则两束光在微粒位置上形成的矢量叠

加后的库仑力和磁力的合力的大小与方向是不随时间变化。就如双缝干涉实验中的干涉图像是

固定不变的一样。当微粒位于亮条纹处时，就会受到合力的作用朝暗条纹方向移动，直到所受

到的合力为 0为止。当调节某一束光的相位（光程）时，在微粒处所形成的矢量叠加电场（库

仑力）和磁场（磁力）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带电微粒再次向暗条纹方向移动。因此，光镊

的工作机理是：改变微粒所在位置上的电场和磁场（即库仑力和磁力的合力）的大小与方向，

从而促使带电的微粒定向移动。

57、光能辐射计的工作原理及物理意义

当光照射在光能辐射计叶片上时，辐射计内的风车就会旋转，且旋转速度与照射光的强度

成正比。但当把光能辐射计内部抽成真空时，则辐射计内的风车在光照射下也是不会旋转的。

利用＂准则一＂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辐射计内的风车叶片是一面黑色，一面白色的。不

同颜色的表面受到同样强度的光照射时，其表面的分子热运动速度上升的快慢程度是不同的。

黑色表面升温更快，白色表面升温相对较慢。这是因为照射光在叶片表面上产生的库仑力和磁

力使表面上的原子中的电子与原子核反向运动并产生的次生光强度不同：黑色的叶片产生的次

生光更强，表明其平动动能更大，温度更高。由此，黑色叶片表面附近的气体分子会更容易被

加热，对叶片表面产生的反作用力就越强。从而使风车由黑色叶片面向白色叶片面方向旋转。

当辐射计内部为真空时，虽然在照射光作用下，黑色叶片表面比白色表面温度更高，但没有可

被加热的气态物质，也就没有气体分子产生的反作用力了。风车自然就不能旋转了。

当光能辐射计内部为真空时，即使是在光照射叶片的情况下，风车也不会旋转的现象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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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本身是没有动能和动量的，不能对被照射物体表面施工压力。也就是说：光压是不存在的。

光也没有与其频率成正比的动能与动量。

58、太阳帆的可行性及机理分析

有人设想向太空中发射由特殊材料制作的帆，以期利用太阳光驱使其运动。这种基于光存

在光压或光为具有与其频率成正比动能和动量的光子假设为基础的实验结果应该是不会成功

的。除非是因为没有剔除太阳风作用的影响情况下，因太阳风所携带的各类粒子导致所谓的太

阳帆被推动。

利用＂准则一＂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在同一光束照射下，太阳帆表面的原子中的电子与

原子核所受到的库仑力和磁力的合力的大小是相等但方向是相反的。因此，每个原子所受到的

太阳光照射所产生的合力是等于 0的。就像光能辐射计内部处于真空状态时，强照射光也不能

使其内部的风车旋转一样。

59、布儒斯特定律的机理分析

布儒斯特定律是指自然光经电介质界面反射后，反射光为线偏振光所应满足的条件。该定

律由英国物理学家 D.布儒斯特于 1815 年发现，适用于物理光学和几何光学领域。当光以布

儒斯特角入射时，反射光与折射光互相垂直。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入射光为自然光，即圆偏振光。因此，当其照射到

介质表面上的原子时，就会使原子中的电子和原子核反向改变运动状态从而被极化为垂直于入

射光方向的圆极化电偶极矩（极化方向非线性）的电偶极子，当相邻原子被极化的圆极化电偶

极子的相位有规律地变化时，其矢量叠加后的次生光（反射和折射光）的偏振方向就会与入射

光不同，存在某些变化（某些方向加强，另一些方向削弱，就像相控阵雷达一样，单位发射单

元发射的雷达波是无方向性的，而阵列发射的雷达波经矢量叠加后就具有了方向性）。当相邻

原子被极化的圆极化电偶极子的相位差符合一定条件时，就会使矢量叠加得到的反射或折射光

的偏振方向为线偏振光了。这就是布儒斯特定律的内在机理。

60、相控阵雷达的工作原理及其物理意义

相控阵雷达又称作相位阵列雷达，是一种以改变雷达波相位来改变波束方向的雷达，因为

是以电子方式控制波束而非传统的机械转动天线面方式，故又称电子扫描雷达。相控阵雷达有

相当密集的天线阵列，在传统雷达天线面的面积上安装上千个相控阵天线，任何一个天线都可

收发雷达波，而相邻的数个天线即具有一个雷达的功能。

利用＂准则一＂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相控阵雷达中的每个发射单位就是一个具有相同电

荷量变化单元发生器，其产生的电荷量可独立与其他带电粒子间形成库仑力和磁力相互作用。

当一排或一个阵列的发射单位同时或异步改变其电荷量时，该阵列就会在各个方向不同距离上

形成库仑力和磁力的矢量叠加。因不同方向上的相邻发射单元的相位差不同，其叠加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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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呈现出方向性：有的方向上库仑力和磁力得到加强，有的方向上则相互抵消而消失。这就是

所谓的改变波束方向的机理，也是相控阵雷达的工作原理。

相控阵雷达工作原理的物理意义：它很好地诠释了电磁波（实际上是不存在由变化的电场

与磁场相互激励而形成的电磁波的，只有由电荷的位置或数量变化而导致的变化的库仑力和磁

力）和光的传递具有方向性的内在原因。也是点源为球面辐射、同步线源是柱面辐射、同步平

面源是定向辐射的内在机理。也是所谓的电磁波和光走直线的原因所在。

61、天空为什么是深蓝色的？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人眼看到的任何颜色都是正在以可见光波段内的某

些频率段的频率振动的光源或次生光源（介质）中的带电粒子群体。实际上是这些带电粒子群

体与人眼视网膜上的相应带电粒子间产生的库仑力和磁力相互作用，使得视网膜上的带电粒子

改变运动状态并给大脑发送相应的信息，从而产生了视觉效应的。而天空中的某些气态物质（如

臭氧层中的原子和分子）在太阳光和地球表面反射光的共同作用下，其产生的次生光的频率段

正好为深蓝色波段，从而人们看到的天空就是深蓝色的了。总之，人们看到的蓝色天空并不是

光本身，而是正在发光的某些物质群体。当发光体中的带电粒子的振动频率（主频）不同时，

看到它们时的颜色自然就不同了。

62、丁达尔效应的机理分析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人眼或摄像设备看到和记录到的并非光本身，而是

物体表面正在以可见光波段的频率振动的带电粒子群体，且任意特定时刻时，特定方向不同距

离上的众多发光物质中的最强发光体（对人眼视网膜或摄像设备感光体施加的库仑力和磁力最

大者）才能被看到和记录到。因此，当太阳光或手电光较强时，就能看到大气层内的灰尘、水

滴、冰晶等小颗粒产生的次生光了。这类次生光是可以在各个方位上都能被看到的。因此，不

能简单地认为次生光只是反射光或折射光或散射光。这也再次从一个侧面证明：光本身并不能

被直接看到，在没有介质的真空中即使是存在光也是不能被看到的，能看到的只是正在发光的

带电粒子群体效应：被看到的物体表面带电粒子群体对人眼视网膜或摄像设备中的感光材料施

加的库仑力和磁力的综合效应。

63、高海拔比低海拔地区日落后天黑的更快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原上，太阳一下山后十来分钟内天就很快漆黑一片了，而在低海

拔的平原上一般要半个小时以上天才会慢慢地黑下来。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高海拔地区的大气层内的杂质一般含量很少，当晴

空万里无云时，因空气中没有可产生散射光（实际上散射光是介质产生的次生光的一部分）的

物质而不能将仍然被太阳光照射的大气层部分的光散射到已无直射阳光的地方而照亮地面。而

低海拔的平原地区一般空气中的杂质含量相对较高，时常有密度不同的云层，会因丁达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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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不均匀介质产生的次生散射光）而使太阳光散射到已无太阳光直射的区域。另一方

面，由于高海拔地区的大气层总厚度相对低海拔地区薄一些，在太阳下山后，大气层被太阳光

照射的延续时间就会短一些。能产生次生光照亮地面的时间自然也会短一些。这两个因素是高

原比平原日落后天黑得更快的主要原因。

64、太空中到处漆黑一片的原因是什么？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人类能看到的并不是光本身，而是正在以可见光频

率振动的带电粒子群体→发光体。太空中几乎没有介质，也就没有了次生光源或发光体。所以

太阳光并不能把太空照亮，只能使带电粒子以某些频率振动，当没有带电粒子存在时，自然就

没有可视的对象，太空也就自然只能是漆黑一片。

65、为什么一戴墨镜光线就暗了呢？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戴墨镜后所看到的景象是由景象表面正在以可见光

频率振动的带电粒子群体与墨镜上的带电粒子群体相互作用后形成的次生光（库仑力和磁力）

与人眼视网膜上的带电粒子群体间存在的库仑力与磁力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与不戴墨镜前

的相互作用肯定是不同的，一方面相互作用力的强度（振幅）不同，所以明暗度降低了，即变

暗了。同时，景象的视象的大小和视距离也会发生些许变化，特别是墨镜的焦距为有限（焦距

非无限的平光镜）的情况下。这也是眼镜有平光、近视与老花镜的原因所在。

66、海水是蓝的，湖水是绿的原因是什么？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无论是海水的蓝色、湖水的绿色，甚至是天空的深

蓝色都是人眼看到的发光体中的带电粒子在以某种可见光频率振动的景象。因为人眼看到的任

何颜色都是正在以可见光波段内的某些频率段的频率振动的光源或次生光源（介质）中的带电

粒子群体。实际上是这些带电粒子群体与人眼视网膜上的相应带电粒子间产生的库仑力和磁力

相互作用，使得视网膜上的带电粒子改变运动状态并给大脑发送相应的信息，从而产生了视觉

效应的。而海水和湖水中的某些深度的水分子在太阳光、地球表面或天空中的反射光的共同作

用下，其产生的次生光的频率段正好为蓝色和绿色波段，从而人们看到的海水是深蓝色、湖水

是翠绿色的。总之，人们看到的蓝色的海水和绿色的湖水并不是光本身，而是正在发光的水分

子群体。当发光体中的带电粒子的振动频率（主频）不同时，看到它们时的颜色自然就不同。

67、同为碳原子组成的石墨与金刚石的光学性能天差地别的原因是什么？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石墨或金刚石所产生的反射、散射、折射、透射等

光都是由其原子在入射光作用下产生的次生光的矢量叠加结果。而石墨与金刚石内部的碳原子

排列方式和空间位置不同，各个碳原子所产生的次生光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相位肯定不同，其

矢量叠加结果自然不同。石墨为层状结构，不同层产生的次生光相互抵消而导致反射、散射和

折射光强度很弱。而金刚石的梅花状结构则不然。从而导致两者的光学性能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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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通常 X 射线的折射率略小于 1，与 1 的差值随波长不同在 10
-3
到 10

-6
之间变化。即介

质内部的 X 射线速度略大于光速 C，其机理及物理意义是什么？

利用＂准则二和三＂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 X射线频率远高于电子绕原子核运动频率，约

高 2~5 个数量级，因此，X射线一个周期内能改变电子和原子核运动状态的能力很弱，其导致

原子成为电偶极子的电偶极矩也很小，所产生的次生 X射线强度自然也很小，这就导致次生 X

射线不能在短距离上将入射 X射线全部抵消掉。所以，X射线能穿透金属等介质较长的距离（厚

度）。通常情况下,透射 X射线中以入射 X 射线为主,次生 X射线为辅,为两者的叠加产物。超

过入射 X射线速度的部分为次生 X射线，因入射 X射线使原子获得了一个与其相同方向的附加

运动速度，其产生的次生 X射线在介质内部的传递速度就会比入射 X射线稍快一些。这就是介

质内部的 X射线速度稍大于入射 X 射线的原因所在。其物理意义就是：运动光源/电磁辐射源

产生的光/电磁辐射的速度仅相对于产生它的源速度不变，光速不变假设不攻自破。

69、三原色光的本质因素：用红、绿和蓝三色光即可组合成七色光：红色、黄色（=红色+

绿色）、绿色、青色（=绿色+蓝色）、蓝色、亮紫色（=红色+蓝色）、白色（红色+绿色+蓝色）

利用＂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人眼视网膜上有三种光敏细胞，每一种细胞对不同

频率的光（变化的库仑力和磁力）的响应能力不同，一种对红光的响应最好、一种对绿光的响

应最好、一种对蓝光的响应最好。同时它们对其它频率的光也会响应，只是响应程度不同而已。

当红、绿和蓝光的强度不同时就可以组合成不同的颜色视觉效果。另一方面，如果发光体中的

带电粒子以非三原色（红、绿和蓝）光的频率振动时，视网膜上的三种光敏细胞也会受到其产

生的库仑力和磁力作用而发生视觉效应，只是每种细胞的响应程度不同而组合成不同的颜色视

觉效果。实际上，可组合出来的颜色远不止七种，应该是无数多种。因为可见光的频率是连续

的，有无穷多个频率，也就有无穷多种颜色。因此，人眼并非只能看到三原色光（正在以三原

色光频率振动的带电粒子群体）。只要是可见光频率范围内的发光体都能与人眼视网膜上的三

种感光细胞产生库仑力和磁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相应的视觉效果。

70、人类从未见过光本身，见到的都是正在以可见光频率振动的带电粒子群体→发光体

利用＂准则一和准则二＂即可很好地解释：因为所谓的光只是电荷之间才存在的库仑力和

磁力相互作用，并非可以脱离光源/电荷而独立存在的客体或电磁波和光子，当然更不可能具

有波粒二相性了。因此，人眼能看到的只能是正在以可见光频率振动的带电粒子群体→发光体：

发光体中的带电粒子与人眼视网膜上的带电粒子间产生库仑力和磁力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相互

作用使视网膜上的视觉细胞产生相应的电磁信号传递到大脑视觉神经后才产生了视觉效果。否

则，如果人类能直接看到或用仪器设备观测到光本身，也就知道光到底是什么了，也就不会有

数百年的光的波粒之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