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趣的“黑滴效应”

一、什么是“黑滴效应”？

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拿起两个物品，在阳光的照射下可以看见

这两个物品清晰的影子（图 1）。当你将两个物品逐渐的靠在一

起，就会神奇的发现在物品还没接触的时候，物品的影子就已经

先吸附在了一起（图 2）。慢慢的调整两个物品之间的距离，仿

佛有一个黑色的水滴在两个影子中间来回滚动，这种现象就叫做

“黑滴效应”或“黑滴现象”。

图 1 阳光照射下物品的影子 图 2 影子吸附在了一起

那么“黑滴效应”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知道阳光照射不到的

地方会产生影子，两个物品的影子中间如果产生了“黑滴”，那

应该是有一部分的阳光没有通过物品中间的缝隙，从而产生了影

子。如果我们能够知道阳光为什么不通过物品中间的缝隙，就能

解释“黑滴效应”是如何发生的。

二 光的衍射是“黑滴效应”产生的原因吗？

阳光不通过缝隙，科学家们首先想到的原因是光的衍射。什



么是光的衍射？通常情况下，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但是当光在

传播过程中碰到了障碍物或小孔时，光将偏离直线传播的路径而

绕到障碍物的后面，这种现象就叫做光的衍射（图 3）。

图 3 光的衍射现象

“黑滴效应”是不是阳光在通过两个物品之间狭小的缝隙的

过程中，没有沿着缝隙直线传播，而是绕过了缝隙，进而导致了

“黑滴”的出现？事实上阳光是一种可见光，可见光的波长是

390 纳米~780 纳米，只有物品的缝隙接近可见光波长的时候，光

才会在通过缝隙时发生衍射现象，而物品之间的缝隙在 1 厘米

（等于 10000000 纳米）左右就会发生“黑滴效应”，物品缝隙的

大小远远还达不到光发生衍射的条件。因此，光的衍射并不是“黑

滴效应”产生的原因。

三 本影与半影

排除了衍射的可能，“黑滴效应”又该如何解释？其实，“黑

滴效应”的产生是因为太阳光不是一个标准的点光源。当一个点

光源照射到物品时，产生的影子类似图 4。



图 4 点光源产生的影子

太阳光照射到物品时产生的影子则类似图 5。太阳光完全照射

不到的地方称为本影，只有部分阳光可以照射到的明暗模糊的地

方称为半影。本影可以直接用眼睛看到，半影则由自身的亮度决

定是否能被眼睛观察到。

图 5 太阳光产生的影子



当两个被太阳光照射到的物品逐渐靠近的时候，它们的半影

首先重叠在了一起，重叠部分的亮度会逐渐下降，距离越近亮度

越低，当物品距离接近 1厘米时，重叠的半影看起来就和本影一

样，从而产生了“黑滴效应”（图 6和图 7）。

图 6 物体的本影和半影 图 7 重叠在一起的半影

四 太空中的“黑滴效应”

现在我们知道阳光照射下的“黑滴效应”是物品的半影在物

品相互靠近的过程中逐渐重叠，重叠部分的亮度不停降低而产生

的。除了在日常生活中能看到“黑滴效应”，在天文学的观察中

也能看到“黑滴效应”。

在某些特殊的日子，当金星刚好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中间的时

候，从地球上观察金星就可以看到金星像一个小黑点在太阳表面

上缓慢移动，这种现象被天文学家称为金星凌日。在金星移动进

入太阳和离开太阳时，就可以观察到“黑滴效应”（图 8 和图 9）。



图 8 金星进入太阳 图 9 金星离开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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