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完整证据链充分证明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是入射光使介质成为次生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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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光与介质作用后会改变光的所有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光的传递方向、光的相位、光的振幅、

光的频率、光的波长、光的速度等。但人们对光到底是什么的认识至今仍未能完全统一，有认为光是电磁波

的，也有认为光是光子的，更有认为光具有波粒二相性。通过本人长时间的研究发现：光既不是电磁波，也

不是光子，更没有波粒二相性。光只是电荷之间才存在的库仑力和磁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并不能脱离电荷/
光源而独立存在。这是通过对所有与光有关的物理现象与实验结果的全面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本文重点以光

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的诸多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来探讨相关问题，以期纠正目前人们对光的本质的错误认识。

一、反射光存在的半波损失产生机理及证据效力

当入射光为正弦波，即电场强度（库仑力的归一化）为 E=Asin2πft 时，其对介质中原子

中的电子与原子核施加的库仑力的方向正好相反，因此，其施加到电子和原子核上的加速度方

向也是相反，也就是原子会被极化为电偶极子。该电偶极子的偶极矩正好与入射光的相位滞后

半个周期：因为电子和原子核的加速度与入射光相位相同；电子和原子核的速度则落后入射光

1/4 同期，即△V∽-Acos2πft；电子和原子核的位移量落后入射光半个周期，即△s∽-Asin2

πft。而被极化的原子电偶极子产生的次生光的相位与电偶极子的偶极矩同步。因此，次生光

与入射光相位差半个周期。这才是所谓的反射光存在半波损失的机理。如下图一所示：

半波损失机理直接证明：反射光是介质被入射光极化为次生光源后产生的次生光的一部分。

二、偏振折射光存在的法拉第磁光效应产生机理及证据效力

由ψ=VBd可知：法拉第磁光效应与外加磁场强度 B 和透明介质长度 d成正比。也就是说：

当外加磁场和/或透明介质均不存在时，就没有该效应了。由此可见，该效应既不是由外加磁场

单独完成的，也不是由介质单独完成的，而是两者合作后才完成的。既然磁场不能直接改变光

的偏振方向，当然也不可能改变介质内部的折射光的偏振方向；介质也不能在没有外加磁场的

配合下改变折射光的偏振方向。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在介质中的原子再生光的过程中，

图一：原子中的电子在外电场作用下的运动状态及电偶极矩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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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磁场使电子和原子核改变了运动方向，致使其产生的次生光的偏振方向随之发生改变，从

而次生光与入射光的偏振方向存在些许差异，从而导致了偏振折射光的方向发生改变的。这才

是偏振折射光法拉第磁光效应的机理。

这一现象充分证明：折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的一部分。

三、单缝衍射光强度变化规律的决定因素及证据效力

单缝衍射光强度变化有三大规律：一是衍射光最大值一般不大于直射光的 20%；二是当用

超黑材料覆盖单缝边缘或直射光不照射到单缝边缘时，衍射光强度为 0；三是存在明暗交替的、

类似干涉现象的条纹。由此可见，决定衍射光强度变化规律的因素有二：一是单缝边缘的特性

（再生光能力）；二是单缝间距（两个次生相干光源间的距离）。如下图三所示：

衍射光强度的这些特征充分证明：衍射光就是单缝边缘产生的次生光的一部分。

四、双缝干涉光强度变化规律决定因素及证据效力

双缝干涉光强度变化规律为：存在明暗交替的干涉条纹。实际上，双缝干涉只是二个单缝

靠得较近时的情况而已，与单缝衍射光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所谓的干涉光只是缝边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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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生光的一部分，由二组共四条相互平行的缝隙边缘产生的次生光的矢量叠加结果而已。

五、无处不在的光的转换现象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在同一太阳光照射下，地表上的万物有万种不同的颜色。这是

用光是电磁波或光子都不好解释的自然现象。如果光是电磁波或光子，遇到平整度相同的不同

介质表面，其产生的反射和散射光应该不出现大的变化，颜色不应千变万化。特别是同由碳原

子构成的石墨和金刚石，在其表面平整相同的情况下，在同一光源产生的光照射到其表面时，

其反射和散射光应该基本一致才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石墨是黑色不透明体，而金刚石却是

透明体。这是用光是电磁波或光子都难以解释的现象。但用反射和散射光、折射光和透射光都

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就很好解释了：由于石墨与金刚石的分子和原子排列方式不同，其每个

原子和分子作为次生子光源产生的次生光在空间位置上的矢量叠加结果自然不同。石墨的矢量

叠加结果为相互抵消，从而没有多少反射和散射光而为黑色；金刚石的矢量叠加结果为折射光

较强从而呈现为透明体。

自然界中各种物质表面颜色千奇百怪的原因就是其表层厚度一定范围的原子和分子在入射

光的作用下成为次生光源所产生的次生光的矢量叠加结果的频率与入射光不同导致的。这就是

最常见的光的转换现象——反射和散射光的频率与入射光出现巨大变化的现象。

反射和散射光这种频率变化现象充分证明：反射和散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的一部分。

六、决定介质中光速的主要因素及证据效力

如下图四所示：假设水中的光速为 V1=22.5万千米/秒、玻璃中的光速为 V2=20万千米/秒、

空气中的光速为 V0=30 万千米/秒时，则不同介质交界面处的光速变化如下：

界面 J1为 30 万千米/秒降低为 22.5 万千米/秒；J2为 22.5 万千米/秒跃升为 30万千米/秒；

J3为 30万千米/秒降低为 20万千米/秒；J4为 20万千米/秒跃升为 22.5万千米/秒；J5为 22.5万

千米/秒跃升为 30 万千米/秒。

以上均匀介质内部的光速是不变的且与入射光速度无关，但在不同介质交接面处光速会发

生突变甚至是突升，这是用光是光子难以解释的现象。用光是电磁波来解释的话，也得认定电

磁波是由介质产生的或在介质中电磁波的传递速度不同。但用介质内部的折射光为介质产生的

次生光就很好解释这一现象了：不同介质中，单位长度内光的再生次数不同，当介质均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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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缝长度内的再生次数是相同的，虽然每再生一次需要消耗半个周期的时间，但单位长度内所

需消耗的总时间是相同的。所以，均匀介质内部的折射光速是相同的。但不同介质中单位长度

内的折射光再生次数不同，所有光速也就不同。

折射光速由介质性质决定充分证明：介质内部的折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的一部分。

七、石墨烯表面性状决定吸光率的机理及证据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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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是用光是电磁波或光子都难以解释的。但用反射光和散

射光是由介质表面一定厚度范围内的原子产生的次生光就很好解释了：当石墨烯表面刻有纹理

时，其表面原子所产生的次生光的矢量叠加结果就不同于没有纹理的状态。当纹理合适时，原

子产生的次生反射和散射光的矢量叠加会相互抵消而削弱甚至是消失，从而大大降低反射和散

射光强度而提高所谓的吸光率。

这一现象充分证明：反射和散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的一部分。

八、薄膜干涉与彩虹现象机理及证据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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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现象充分证明：反射和散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当介质与光相互作用时所出现的所谓的反射光、散射光、折射光、透射光、衍

射光、干涉光、绕射光和转换光都是由介质被入射光极化成为次生光源所产生的次生光的一部

分。反射光存在的半波损失、偏振折射光存在的法拉第磁光效应、单缝衍射和双缝干涉现象、

无处不在的光的转换光现象、光在介质内部和不同介质交接面处光速变化规律、石墨烯表面性

状变化导致吸光率巨变现象、薄膜干涉和彩虹现象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共同证明光与

介质相互作用规律是：入射光使介质成为次生光源并产生传递方向、速度、振幅、相位、频率、

波长不同的次生光。所谓的反射、散射、折射、透射、衍射、干涉、绕射和转换光只是次生光

的一部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