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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大氣光學 

一、摘要： 

大氣光學，是指大氣層造成的超大範圍光學現象，再藉由光在大氣中被吸收、折射、散射

等等的物理反應，我們常見的藍色天空就是因為散射的結果，光線在大氣層中可以這些物

理反應，進而產生出多變的天空。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日常生活中，彩虹的出現位我們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樂趣，但除了我們平常看到的七色彩

虹以外，還有許多因為太陽照射角度不同水分子在空氣中的疏密不同，造成光不同的物理

現象 產生出的罕見彩虹，其中，我們這次針對最基本的彩虹，和我們比較有興趣的晚虹、

霓虹、全圓彩虹、觀音圈等進行探究。 

 

在雨過天晴的午後，我們經常能夠發現天空中多了一道美麗的彩虹，看到這麼美麗的天

空，總是會吸引路上的行人停下他們的腳步，拿起手機，記錄下這一個美好的時刻，這一

個畫面 

總是能讓現在的人們暫時忘卻他們的煩惱，就是這麼一個美麗的時刻，讓我們更想了解這

美麗的彩虹背後想表達的意義。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探討各種彩虹的形成原因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種類的比較 

彩虹種類 形成原因 

 

 

彩虹 

空氣中有水分子，而陽光在觀察者的

背後以低角度照射便能產生彩虹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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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虹 

月光經過折射後產生的彩虹。因為陽

光微弱所以白天肉眼無法看見，通常

出現於月亮反方向的天空，大氣中有

適當的水分子便可形成月虹。 

 

霓虹 

水分子內進行兩次反射後形成的現

象，在原彩虹的外側出現一條稍大且

顏色反相反的彩虹。第一條彩虹的虹

是水分子內的反射造成的，而第二條

虹則是兩次反射所形成。 

 

全圓彩虹 

水分子對太陽光的反射所造成，水分

子和空氣的折射率不同所導致。而太

陽的高度可決定彩虹弧度的多少，太

陽在天空中越高看見的彩虹弧度就越

完整。 

 

觀音圈 

太陽透過雲霧反射，並經由雲霧中的

水滴發生繞射與干涉，最後形成一圈

彩虹光環的光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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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大氣的光學現象是藉由空氣中的水分子，進行多次的折射、反射等等.....而形成的，湛藍的天

空，是瑞利散射造成的結果，種種的光學反應都需要在不同的地方才有那微小的可能會發生， 

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我們還發現有的彩虹像著了火一樣，在燃燒，也許我們並不會看到這一

幅景象，但在這一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藍藍的天空，更看到了在藍藍的天空背後所帶

來的科學原理。 

鏡子、眼鏡、望遠鏡、顯微鏡，超市結帳用的雷射掃描器、放大鏡、投影機、影印機、醫學

應用的偵測身體內部的系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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