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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斗篷这一科幻技术未来将可能成为现实，宇宙大爆炸和中宇宙膨胀现象有可能得到颠覆性的解

读。上海理工大学光学工程学科团队首次在负折射光子晶体中观察到了光波波段逆多普勒频移的物理现

象，并在最新出版的《自然—光子学》（Nature Photonics）上刊出该研究成果。这是世界上首次在光

学领域证实多普勒效应的逆转，将在天文学、医学、微电子工业等方面得到应用。 

 

多普勒效应是指当观察者和光波源之间存在着相对移动时，光波的频率会发生改变的现象。当物体

光源和观察者距离不断靠近时，光频率增高颜色变蓝，反之则变红。而多普勒效应逆转则说明当光源和

观察者距离不断靠近时，光频率不增高反而降低，光频率从蓝色波长减小至红色波长。 

 

这一效应最早由前苏联物理学家在1968年作出理论预言，但一直未得到实验证实。上海理工大学上

海市现代光学重点实验室在庄松林院士领导参与下，由陈家璧教授率领的科研组成功逆转了这种在自然

条件下无法发生的效应。 

 

研究人员通过用硅研制出一种人造纳米结构的晶体——被称为“光子晶体”的物质来实现负折射

率。通过向这个独特的光子晶体“超级棱镜”发射激光束，并且改变“超级棱镜”与探测器间的距离，

成功创造了多普勒效应逆转现象。同时，该实验最终得到的光子晶体折射棱镜，其微米量级刻蚀深宽比

达到了25:1，这意味着将1亿根直径为头发丝三十五分之一、长度50微米的硅介质圆柱整齐排列，刻划

在硅片上。 

 

逆多普勒效应将推动如隐形斗篷等科幻技术未来的发展，其成为现实的速度可能会超过大部分人的

想象。（来源：科技日报 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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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首次在光波波段发现逆多普勒效应
验证物理界预言隐形斗篷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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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折射率的材料中有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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