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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的混合綜合實驗箱 
實驗目的: 

   利用光的基本三原色來混成各種色光，並觀察色光經過遮光物的各種變化。 

實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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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儀器: 

實驗儀器列表 

編號 儀器名稱 數量 編號 儀器名稱 數量 

1 三原色實驗箱 1 2 圓孔遮光板-附磁性 1 

3 三稜鏡-附磁性 1 4 色板固定架-附磁性 1 

5 色板(紅、藍、綠、黃、黑、

白) 

3 6 減法混色濾光片-附磁性 

(青色、洋紅色、黃色)  

1 

7 遮光棒-附磁性 1 8 彩色試驗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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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可見光譜 

1. 目的： 

了解白光不是一種顏色，而是所有色光的集合。 

2. 原理： 

   人們經由眼睛而對色光有所感知，如光的強弱、明暗及各種色彩等。由於人類肉眼有

三種不同顏色的感光體，因此所見的色彩空間通常可以由三種基本色所表達，這三種顏色

被稱為「三原色」。而人們所觀察到的物體的顏色，則跟物體所吸收及反射的色光有關。 

 

視網膜:  

   視網膜在眼睛後方，含有可以回應光線的細胞。這些具特殊功能的細胞稱作光受體。

在視網膜中有兩種光受體：桿細胞與視錐細胞。  

   桿細胞對光線的明暗變化、形態與移動特別敏感，並且只含有一種形態的光感色素。

桿細胞對色彩的視覺並不在行。不過在黑暗房間中，我們主要使用了桿細胞，所以變得有

些像「色盲」。在視網膜周邊桿細胞比視錐細胞多出許多。人類的視網膜中約有一億兩千萬

個桿細胞 

   視錐細胞對光線的感應程度則不如桿細胞。不過其對三種色彩特別敏感(綠、紅、藍)。

視錐細胞送出的訊號到達腦部後，這些訊息會轉化為色彩的概念。不過視錐細胞只能在明

亮光線下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在陰暗的地方我們就看不清顏色了。因此視錐細胞是用來辨

別色彩並視額偵測各種細節。人類視網膜大約有六百萬個視錐細胞。 

   視網膜中有一部份沒有任何光受體，這就是我們的「盲點」。因此任何影像進入這個

區域時我們都看不見。 

光譜，全名為光學頻譜，是由一複色光通過色散系統進行分光後，依照單色光的頻率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8D%E8%89%B2%E5%85%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6%95%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91%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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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波長)的大小順次排列形成的圖案。而其中人類可以用眼睛看到的部分為可見光譜，一

般實驗中，利用白光通過三稜鏡色散出各種色光，一般分為紅、橙、黃、綠、藍、靛、紫

七種色，如下圖。 

 

可見光的範圍 

白光傳遞過程經過三稜鏡，因為傳遞的介質改變而折射，且不同頻率(波長)的色光折

射率皆不同，使各個色光線折射時會偏轉不同的角度，便會造成色散的現象。如下圖。 

 
三稜鏡的色散現象 

其中黃綠色的光是陽光中最明亮部分。然而這些各種顏色的光可用更基本的三種色光所組

成，分別是紅、綠、藍，稱為光的三原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3%B1%E9%95%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A%98%E5%B0%84%E7%8E%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A%98%E5%B0%84%E7%8E%87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3/Dispersion_pris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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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儀器： 

可見光譜實驗儀器列表 

編號 儀器名稱 數量 編號 儀器名稱 數量 

1 三原色實驗箱 1 2 圓孔遮光板-附磁性 1 

3 三稜鏡-附磁性 1    

 

 

可見光譜實驗儀器對照圖 

 
4. 實驗步驟 

○1 將圓孔遮光板-附磁性以及三稜鏡-附磁性依序裝置三原色實驗箱中。 

○2 分別依序個別開起紅、藍、綠、白光電源，可以在我們周遭尋找到經由三稜鏡的色散現

象，並依照實驗紀錄表格將顯示出的色光以畫圈記錄。 

(若將三稜鏡-附磁性橫放置實驗箱中，色散現象將會投射至實驗箱幕上，以便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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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驗記錄結果 

可見光譜實驗紀錄表(一) 

燈源\色光 紅 橙 黃 綠 藍 紫 

紅光 ○ × × × × × 

藍光 × × × × ○ × 

綠光 × × × ○ × × 

白光 ○ ○ ○ ○ ○ ○ 

 

白光的三稜鏡色散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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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問題討論 

1. 白色光經過三菱鏡後，所呈現的現象為何?並試解釋彩虹的顏色排序是固定的? 

ANS：白光經三菱鏡折射分解成七彩光譜，依序為紅橙黃綠藍靛紫，根據圖

 

可見光的範圍 

我們可以得知其頻率以紅色為最小，也就是波長最長，經過介質時折射角最小，其他顏色的折

射角度依序橙黃綠藍靛紫，分別依序由小到大，所以我們所見到的彩虹具有固定的排序性。 

2. 試比較紅光、藍光、綠光與白光經過三菱鏡後的差別。 

ANS：由於紅光、藍光、綠光皆為單原色光，所以無法經三菱鏡折射出其他色光，因為各個

只存在單一色光。而白光是包含了所有的色光才可以呈現出白光，所以經過三菱鏡後可以色散

出各色光。 

3. 為什麼天空會是藍色的? 

ANS：因為空中的微小粒子會散射高頻率的光波。此外，像空中的雲朵，因組成的水滴大小

不一，會散射不同顏色的光，所以呈白色。 

4. 為什麼夕陽是紅色的? 

ANS：因為日落時，陽光穿越大氣層所經的路徑比正午時來的長，使得較多得藍光被散射，

所以當日落時只有低頻率得光透射進來，所以夕陽才會成紅色。 

 

 

  紅 黃 綠 青 藍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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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色光的混合 

1. 目的： 

2-1 什麼是白色，什麼是黑色。 

2-2 顏色與反射。 

2-3 顏色與透射。 

2-4 有色光的混色，加法混色。 

2-5 什麼是互補色。 

2-6 顏料的混色，減法混色。 

2. 原理： 

光的三原色為紅色(Red)、綠色(Green)及藍色(Blue)等色光，利用加成特性(A 光+B 光= C

光)幾乎可以調配出所有顏色，所以我們會稱為加法混色的三原色光，如下圖。 

 
三原色光的加法混色 

將三原色光打在白色幕上時，由加成特性我們可以得知： 

 紅色 + 綠色 = 黃色光(Yellow) 

 紅色 + 藍色 = 洋紅色光(Magenta) 

 藍色 + 綠色 = 青色光(Cyan) 

 紅色 + 藍色 + 綠色 = 白色光(White) 

此由紅、綠、藍三原色光混加所得到的各色光的情形，我們稱為「RGB」系統。 

 當兩種色光混合後產生白光，可稱為互補色。根據三原色光的加法混色圖： 

 黃色 + 藍色 = 白色光，即黃色與藍色為互補色。 

 洋紅色 + 綠色 = 白色光，即洋紅色與綠色為互補色。 

 青色 + 紅色 = 白色光，即青色與紅色為互補色。 

若由白光”減去”(被吸收)一種顏色，而所得到的顏色就是與被吸收的顏色為互補色。例如，

將白光照射到吸收藍色光的色素上，呈現出黃色；反之，白光照射到吸收黃光的色素上，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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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呈現藍色。 

 白色 - 藍色 = 黃色光，即黃色與藍色為互補色。 

 白色 - 綠色 = 洋紅色光，即洋紅色與綠色為互補色。 

 白色 - 紅色 = 青色光，即青色與紅色為互補色。 

3. 實驗儀器 

光的三原色實驗儀器列表 

編號 儀器名稱 數量 編號 儀器名稱 數量 

1 三原色實驗箱 1 2 圓孔遮光板-附磁性 1 

4 色板固定架-附磁性 1 5 色板(紅、藍、綠、黃、黑、白) 3 

 

4. 實驗步驟 

○1 將圓孔遮光板-附磁性裝置於三原色實驗箱中。 

○2 藉由三原色光源的控制開關，根據加法混色實驗紀錄表(一)，依序控制色光使各顏色重

疊，並記錄下實驗結果並與原理的加成特性做驗證。 

 

三原色光的加法混色實驗 

○3 藉著色板固定架將白色板固定於實驗箱中，分別控制三原色光源，先找出黃色光，再依

據互補色實驗紀錄表(二)，控制三原色光源記錄下何種顏色與黃色光重疊呈現白光，即那

顏色光與黃色光為互補色。重複上述步驟找出洋紅色、青色，以及各其互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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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的反射效果 

○4  藉著色板固定架將更換色板並固定於實驗箱中，根據互補色實驗紀錄表(三)，依序更換

色板，並切換三原色光源的控制開關，觀察在色板上所呈現的顏色並記錄下觀察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