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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本质和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及决定光速的主因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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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近代物理对光的本质争议最大，也是导致物理研究出现诸多奇谈怪论的根源所在。因此，

搞清楚光的本质、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及决定光速的主要原因十分必要，将改变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途径与方法，也必将改写物理学的发展方向，其意义十分巨大。

一、结 论

为更方便大家审核与阅读，本文采取倒装的方式来叙述。先将结论摆出来，然后再对得出

结论的理由与证据进行详细的论述：

1、光的本质

光是由电荷（群）产生的电场和磁场（真空中，变化的电磁场并不能感生次生电磁场，也

就不能相互激励形成所谓的电磁波），且不能脱离电荷而单独存在。因为电场只是电荷之间才

存在的库仑力的归一化、磁场只是运动电荷间才存在的磁力的归一化。无论是库仑力还是磁力

是同时存在于两个或以上电荷之间的，没有电荷的空间位置上是不存在库仑力和磁力的，也就

是说：没有电荷存在的空间位置上是不存在电场和磁场的。由于电荷在时空中的分布是不连续

的，因此，电场和磁场强度在时空中的分布也是非连续可导函数。

2、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

光遇到介质时，会使介质中的原子同时或先后极化（在同一外电磁场中电子与原子核/质子

会反向运动或反向改变运动状态）为电偶极矩随入射光频率、振幅和相位变化的电偶极子并产

生相应的电偶极子电磁辐射。所谓的反射、散射、折射、透射、衍射、干涉和绕射等光（可统

称为“次生光”）只是不同时刻的不同原子被极化为电偶极子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在不同方位和

位置上的矢量叠加结果。而入射光在此过程中会被次生光所逐渐抵消而消失，这是因为入射光

与次生光的相位相差半个周期（即所谓的半波损失），两者矢量叠加后会逐渐削弱直至抵消入

射光。

3、决定光速的主要因素

决定光速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真空中静止光源产生的光速 C；二是光源/介质（次生光源）

的运动速度 U；三是单位长度内光的再生次数（将真空中的再生次数视为 0即可同时适用与真

空和介质）N。

真空中，光仅相对于产生它的光源速度不变；均匀介质中，光仅相对于传递/再生它的介质

速度不变；不均匀介质内的光速肯定变化。

介质中，折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每再生一次需要消耗半个周期的时间。因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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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长度内光的再生次数直接决定了介质中折射光的速度。

观测者/观测设备相对光源/介质运动时，观测者/观测设备会测量到与其相对光源/介质运

动状态相关的、变化的光速。

二、得出上述结论的理由与依据

1、与光的本质结论有关的理由与依据

1.1、光的本质是电场（库仑力的归一化）和磁场（磁力的归一化）：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光

是电场和磁场相互垂直并垂直于光的传递方向的电磁波。虽然作者并不承认电磁波的存在，但

即使是如此，光的本质是电场和磁场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另一方面，根据电场和磁场的定义可

知：电场实际上只是电荷之间才存在的库仑力的归一化；磁场只是运动电荷之间才存在的磁力

的归一化。

1.2、光不能脱离电荷（群）而独立存在：下面的动图一可直接证明：真空中（虚线至实线

间为真空）的光并不能产生次生光，也就证明变化的电磁场在真空中并不能相互激励而形成无

源的电磁波或光。实际上，如果真的存在变化的电场感生磁场，变化的磁场感生电场的话，则

宇宙中任何空间位置都应该是次生光源。因为宇宙中任意空间位置上的电场和磁场都是随时间

变化的。同时，地球上也就不应该存在黑夜。因为夜晚上空存在太阳光，太阳光就应该产生次

生散射光照亮地面和夜空。

（注：虚线左侧为透明介质；虚线至实线间为真空）

图一：球状光脉冲在透明介质和真空中传递示意图

2、与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结论有关的理由与证据

2.1、单缝衍射光的强度变化规律证明衍射光是单缝边缘产生的次生光的直接证据

单缝衍射光的强度存在二个重要特点：一是最大值比直射光小得多，最大值一般在直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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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的 20%以内；二是强度有波浪式变化，即存在类似干涉式的明暗条纹变化。如下图二所示：

从上图二可知：衍射光应该是由两个次级光源产生的光的叠加结果。这样才能解释干涉类明暗

条纹现象。而两个次级光源的唯一对象就是单缝的两条边缘。也就是说：衍射光是由单缝的两

条边缘产生的次生光叠加而成的。下图三可进一步证明衍射光是由单缝边缘产生的次生光的叠

加结果：从图中可知：当两个次生光源的间距不同时，叠加后的结果也完全不同。

实际上，由杨发成先生完成的超黑材料单缝（用超黑材料覆盖单缝边缘）衍射实验结果无

衍射光现象更直接地证明了衍射光是由单缝边缘产生的次生光。如下图三-1 所示。

还有双缝干涉也能证明干涉光是由二组四条缝隙边缘产生的次生光的叠加结果。

2.2、偏振折射光法拉第磁光效应证明折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的直接证明

当线偏振光在介质中传播时，若在平行于光的传播方向上加一强磁场，则光振动方向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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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偏转，偏转角度ψ与磁感应强度 B和光穿越介质的长度 d 的乘积成正比，即ψ=VBd，比例系

数 V 称为费尔德常数，与介质性质及光波频率有关。偏转方向取决于介质性质和磁场方向。

由偏振方向偏转角与外磁场强度和介质长度成正比可知:

首先，当介质长度为 0时，偏转角为 0。即外磁场并不能直接使偏振光偏振方向偏转，证

明磁场并不能直接与光发生相互作用；

其次，当外磁场为 0时，偏转角为 0。既没有外磁场时，介质也不能独自使光的偏振方向

发生改变。

从以上两方面的情况可知：偏振方向的偏转是由外磁场与介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将其称

作磁光效应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只有折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而在介质产生次生光过程

中，外加磁场改变了原子中电子的运动状态，以至于导致产生的次生偏振折射光的偏振方向发

生了一定的改变。这就充分证明折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

2.3、反射光的半波损失证明反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的直接证明

反射光与入射光的相位差半个周期的现象表明：反射光并不是入射光直接被介质界面反射

后的产物。而从带电体在谐变电磁场中的运动规律：加速度与外电场相位一致、速度比外电场

相位滞后 1/4 周期、位移量比外电场相位滞后半个周期的规律（如下图五所示）可合理推测：

反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

综上所述，光与介质的相互作用规律是入射光使介质成为次生光源并产生次生光是无可争

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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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决定光速主要因素结论有关的理由与依据

3.1、均匀介质内部的光速仅与介质性质有关，与入射光速无关的事实证明：决定光速的

主要因素是介质性质

我们知道：大气层的光速约为每秒 30 万千米、水中的光速约为每秒 22.5 万千米、玻璃中

的光速约为每秒 20 万千米。当大气层和玻璃中的光同时进入水中后，其速度分别从每秒 30 万

千米降低到 24.5 万千米、从每秒 20 万千米跃升到 22.5 万千米。也就是说：介质内部的光速

与入射光速无关。仅与介质的性质有关。

3.2、光程差常数证明光速遵循经典物理学的速度矢量叠加原理

在太阳参照系中观测地球人认为是垂直进入大气层内的星光时，星光的速度为光在大气层

内的垂向速度与大气层随地球公转水平速度的矢量叠加。这就证明介质运动速度也是决定光速

的重要因素之一。

3.3、均匀介质内部的光速小于真空中的光速证明折射光是由介质产生的次生光，且速度

主要由单位长度内光的再生次数决定和真空中相对光源的光速共同决定

从入射光到次生光需要消耗半个周期的时间可知：介质单位长度内再生光次数越多（密度

越大或单位长度内的原子和分子数量越多），则光速就会越低。同时，入射光频率越高（波长

越短），入射光同时极化的原子和分子数量就少，单位长度内再生次数就会越多，光速也会越

低。当把真空视为 0密度的介质时，则真空中的光是不会再生的，其速度就是相对产生它的光

源速度恒定的光速。但相对光源运动的观测者依然会测量到与其相对光源运动状态有关的、不

同的光速的。

总之，光速由光源/次生光源的运动状态及介质性质决定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三、目前对光的本质共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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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认为光既是电磁波，也是光子，还具有波粒二相性。但要用这些主流认可的观点

来同时解释与光有关的物理现象与实验结果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如：无法同时解释上图六

中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中存在的各类现象：衍射光为什么存在干涉条纹、衍射光和绕射光的

强度为什么远小于直射光等。在此只挑选几个代表性问题作些论述：

1、用电磁波或光子说均无法解释衍射光强度变化规律

1.1、电磁波说无法解释衍射光强度变化规律

如果光真的是电磁波，则通过单缝后应该向缝隙两侧均匀扩散，其强度从直射光强度随衍

射角增大不断逐渐变弱（如下图七-1中虚线所示）。不应该出现强度突变，更不应该出现强度

波浪式变化（如图七-1中波浪线所示）。

1.2、光子说无法解释衍射光强度变化规律

如果光具有粒子特性，则遇到单缝边缘会发生反射和散射，但反射和散射方向仅限反射面

正侧（如上图 7-2 中的反射区 1和 2 所示），不可能出现大于 90度角的反射和散射。因此，即

使是两条平行的单缝边缘反射光子，也不会出现相互干涉现象而形成干涉条纹。

2、用光子说无法解释介质界面光速突变和均匀介质内部光速不变现象

如果光本身是具有与其频率成正比动能和动量的光子，则光子在介质界面处的运动速度最多只能突减而

不能突升。但从光密介质进入光疏介质时，光速在界面处的速度均是突升的。这不符合粒子具有的特性。

如果光子在界面处会被介质大幅度地改变运动速度，那么进入介质内部后应该也会被介质不断地降低或

提升速度，但在均匀介质内部的光速是不变的。这也是光子说无法解释的。

3、用电磁波说和光子说均无法解释平整度相同的平面反射光强度与频率的变化现象

不同材质的平面反射光的强度和频率的变化司空见惯，但是用电磁波说和光子说都无法解

释。如果说光是电磁波或光子，平整度相同的平面反射回来的光的强度与频率应该基本相同。

不应该出现反射光强度与频率的巨变现象。但客观事实是：不同材料相同平整度的平面的反射

光强度和频率变化巨大。如：镜面几乎可以认为是全反射，强度与频率与入射光均没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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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但黑色材质的平面反射光强度就十分微弱。而不同金属表面的反射光不仅强度差异很大，

主频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用反射/散射光是由入射光极化介质表面原子产生的次生光就可

轻松解释：不同板材表面上的原子因空间位置和排列方式不同、被极化的时刻不同，它们形成

的次生光叠加后的结果当然不同。这就出现了反射和散射光的强度和频率与入射光、反射面平

整度关系不大，而与反射平面的介质性质关系巨大的现象。

4、用光子说解释光电效应存在的缺陷证明光不具有粒子性和动能与动量

用携带与其频率成正比动能和动量的光子解释光电效应虽然被广泛认定为证明光具有粒

子性的证据。但它存在严重的缺陷：高于一定频率的光也不能产生光电效应。如 X射线和γ射

线就不能产生光电效应。这明显违背光子论应具备的特性。而用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的周期存

在一定的范围，只有处于该范围内的光才能利用同步加速使部分相位与频率合适的电子被加速

到逃逸速度而成为光电子并产生光电效应来解释会更加完美无缺。

5、用光子说解释康普顿效应存在的缺陷证明光不具有粒子性和动能与动量

用携带与其频率成正比动能和动量的康普顿解释光电效应也存在缺陷：为什么光子只与轻

金属原子的最外层电子相互碰撞，而不与内层电子及体积更大的原子核相互碰撞而形成多种频

率的反射、散射次生 X射线？用本文中的观点则可很好地解释：入射的 X射线使轻金属原子中

的电子（包括内层和外层电子）同时改变运动状态，从而导致其产生的次生 X射线频率随出射

角度有规律的变化。原因是：入射 X射线使电子改变运动状态就相当于次生 X射线是由运动光

源产生的，就会存在与运动速度和方向有关的频移现象。

总之，认清光的本质和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及决定光速的主要因素，对基础物理学的发

展极其重要。对光的本质认识不清，也是近代物理中存在诸多错误理论与观点的根源所在。必

须尽快得到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