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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说的丁达尔
效应是光的散射。

光的散射是指光通过不均
匀介质时，一部分光偏离原方
向传播的现象，偏离原方向的
光称为散射光，散射光频率不
发生改变就是丁达尔现象。

这一现象是由英国物理学
家约翰·丁达尔在1869年首次
发现并描述的：在光的传播过
程中，当光线照射到粒子时，如
果粒子直径大于入射光的波长
很多倍，则发生光的反射；如果
粒子直径小于入射光的波长，
则发生光的散射，称为散射光。

想要发生光的散射，离不
开一种叫做“溶胶粒子”的介
质，这又是什么东西呢？

云、雾、烟尘这些都是胶
体，由于这些胶体的分散剂是
空气，所以属于气溶胶；液溶胶
是以液体作为分散剂的溶胶，
如蛋白溶液、淀粉溶液等；固溶
胶是以固体作为分散剂的溶
胶，如有色玻璃等。

大气气溶胶在地球的能量
平衡、气候变化以及大气光学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
它们能够散射和吸收太阳辐

射，影响地球表面的能量收
支。其次，气溶胶在云的形成
和性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影
响降水和云的辐射效应。最
后，某些类型的气溶胶还能够
影响大气中的化学反应，进而
影响大气质量。

由于溶胶粒子直径一般不
超过 100 纳米，小于可见光波
长（390—760纳米）。因此，当
可见光透过溶胶时会产生明显
的散射作用。但对于溶液，虽
然分子或离子直径更小，但因
散射光强度随散射粒子体积减
小而明显减弱，因此，溶液对光
的散射作用很微弱。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丁达
尔效应并不罕见，重庆三峡学院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牟新利表示，如果清晨
走进一片小树林，林中尚未散去
的潮气凝成一层薄薄的雾气，太
阳光斜射入林中，这时，光便有
了“形状”，化作树林缝隙间一道
道光束。当阳光穿透云层时，借
助空中的微尘和粒子，也会在天
地间延伸出一条条无边界的光
线，这种自然现象就是现实生活
中的丁达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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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形状吗？

近日，在云南省临沧

市多地上空出现“丁达尔效

应”，一缕缕阳光透过云层缝

隙照射到茶园，清晰可见的

光路，落在地面变成澄明的

光圈，十分壮观。

相信有小朋友去森林公

园的时候，也看到过这样的

场景：在清晨的小树林里，尚

未散去的潮气凝成薄薄的雾

气，太阳光斜射入林中。这

时，光有了“形状”，化作树林

缝隙的一道道光束。

光是什么？“丁达尔效应”

是如何让光有了形状？又是

怎么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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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光也有形状吗？这是“丁达尔效应”

随着光学理论蓬勃发展，丁
达尔效应的应用领域有了很大程
度扩展。

在雾霾、沙尘暴等恶劣天气
出现时，由于能见度低，汽车驾驶
员常常因看不清楚信号指示灯而
产生误判，从而可能导致交通事
故发生。

为了帮助驾驶员准确辨别交
通信号，研究者利用丁达尔效应设
计了一种新型交通信号灯辅助装
置。在红灯亮时，路口信号灯散发
多道光束，形成视觉冲击，帮助行
人和驾驶员准确辨别交通信号的
变换情况，避免误判引发事故。

在环境科学中，丁达尔效应也
有很大作用，它可以用于监测大气
中的污染物和悬浮颗粒物。这是
因为当光线穿过含有微小颗粒的
空气时，由于颗粒物的散射作用，
可以观察到光线的传播路径。

丁达尔效应在工业生产和食
品安全领域也有一定应用，例如，
可用于疏水材料生产、提高太阳
能电池光转化效率、白酒鉴定、茶
叶农药残留检测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边雪

综合海南日报、中国科普网、
生态环境学报

首先我们要了

解，光是什么。

光是人类眼睛

可以看见的一种电

磁 波 ，也 称 可 见 光

谱。在科学上的定

义，光是指所有的电

磁波谱。

光是由光子为

基本粒子组成，具有

粒子性与波动性，称

为波粒二象性。光

可以在真空、空气、

水等透明物质中传

播。对于可见光的

范围没有一个明确

的界限，一般我们人

类眼睛所能看到的光

波长在390-760纳米

(1纳米=0.000000001

米)之间。

人眼对各种波长

的可见光具有不同的

敏感性。实验证明，

正常人眼对于波长为

555纳米的黄绿色光

最敏感，也就是这种

波长的辐射能引起人

眼最大的视觉，而越

偏 离 555 纳 米 的 辐

射，可见度越小。

我们日常生活

中，看到的光来自太阳

或产生光的设备，包括

白炽灯泡、荧光灯管、

激光器、萤火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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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于奥地利哈尔施塔特的“丁达尔效应”。
李昊皎 摄

2022年9月25日，云南临沧，夕阳透过云层出现“丁达尔效应”。
图据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