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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在物质中传播时，部分光线能

够穿过物质继续传播的现象。透

射光遵循光的直线传播定律和折

射定律。

光的透射

光在物质中传播时，部分光线被

物质吸收并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

量的现象。吸收光的程度与物质

的性质、光的波长等因素有关。

光的吸收

光的透射与吸收现象概述



光在空气中的透射与吸收现象是大气光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对于理解大气中的光学现象、气候变化、大气污染等问题具

有重要意义。

背景

研究空气中的光的透射与吸收现象有助于深入了解大气中的

光传播规律，为气象观测、环境监测、光学通信等领域提供

理论支持和技术指导。同时，该研究也有助于推动大气光学、

物理学、化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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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一种电磁波，具有振幅、频率、

波长等波动特性，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也可以在介质中传播。

光具有能量和动量，可以表现出粒子

性，如光电效应、康普顿散射等现象。

光的波动性与粒子性

粒子性

波动性



折射01

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时，传播方向发生改变的现象。折射定

律描述了光在不同介质间传播时入射角、折射角和介质折射率之间的关

系。

反射02

光在两种介质的分界面上改变传播方向又返回原来介质中的现象。反射

定律指出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在同一平面内，且反射角和入射角

相等。

散射03

光通过不均匀介质时，部分光线偏离原来传播方向的现象。散射分为弹

性散射和非弹性散射，前者如瑞利散射，后者如拉曼散射。

空气中的折射、反射和散射



吸收
光在介质中传播时，部分光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如热能）而被介质吸收

的现象。吸收过程遵循朗伯-比尔定律，即吸光度与吸光物质的浓度和光程成

正比。

透射
光通过介质时，部分光线沿原方向继续传播的现象。透射光强与入射光强之比

称为透射率，它反映了介质对光的透过能力。透射率受介质折射率、厚度和入

射光波长等因素影响。

光的吸收与透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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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层厚度
随着海拔升高，大气层密度逐渐减小，对光的吸收和散射作用减弱，使得更多光

线能够穿透大气层。

大气成分

大气中的气体分子（如氧气、氮气）和微粒（如尘埃、气溶胶）对光的吸收和散

射具有选择性，不同成分对光的透射影响不同。

大气层对光透射的影响



不同波长光的透射特性

可见光透射

可见光波长范围在400-700纳米之间，

大气层对可见光的透射率较高，使得

我们能够看到五彩斑斓的世界。

红外线和紫外线透射

大气层对红外线和紫外线的吸收较强，

尤其是臭氧层对紫外线的吸收，保护

地球生物免受紫外线伤害。



云层对光的透射有重要影
响，厚云层会阻挡阳光直
接照射到地面，降低光照
强度。

云层覆盖 大气污染 天气状况

大气污染物（如颗粒物、
二氧化硫等）会吸收和散
射光线，降低大气透明度，
影响光的透射。

晴天大气透明度高，光线
透射率高；而阴天、雾天
等天气状况会降低大气透
明度，影响光的透射。

030201

气象条件对光透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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