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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B4_c22_652068.htm 视锥细胞功能的重要特点：是

它有辨别颜色的能力。颜色视觉是一种复杂的物理-心理现象

，颜色的不同，主要是不同波长的光线作用于视网膜后在人

脑引起的主观印象。 视锥细胞功能的重要特点，是它有辨别

颜色的能力。颜色视觉是一种复杂的物理-心理现象，颜色的

不同，主要是不同波长的光线作用于视网膜后在人脑引起的

主观印象。人眼一般可在光谱上区分出红、橙、黄、绿、青

、蓝、紫等七种颜色，每种颜色都与一定波长的光线相对应

；但仔细的检查可以发现，单是人眼在光谱可区分的色泽实

际不下150种，说明在可见光谱的范围内波长长度只要

有3-5nm的增减，就可被视觉系统分辨为不同的颜色。 很明

显，设想在视网膜中存在上百种对不同波长的光线起反应的

视锥细胞或感光色素，是不大可能的。但物理学上从牛顿的

时代或更早就知道，一种颜色不仅可能由某一固定波长的光

线所引起，而且可以由两种或更多种其他波长光线的混合作

用而引起。例如，把光谱上的七色光在所谓牛顿色盘上旋转

，可以在人眼引起白色的感觉；用红、绿、蓝三种色光（不

是这三种颜色的颜料）作适当混合，可以引起光谱上所有任

何颜色的感觉。这后一现象特别重要；这种所谓三原色混合

原理不仅早已广泛地应用于彩色照像、彩色电视等方面，而

且被用于说明颜色视觉的产生原理本身。早在上世纪初

，Young（1809）和Helmholtz（1824）就提出了视觉的三原色

学说，设想在视网膜中存在着分别对红、红、蓝的光线特别



敏感的三种视锥细胞或相应的三种感光色素，并且设想当光

谱上波和介于这三者之间的光线作用于视网膜时， 这些光线

可对敏感波长与之相近两种视锥细胞或感光色素起不同程度

的刺激作用，于是在中枢引起介于此二原色之间的其他颜色

的感觉。视觉三原色学说用较简单的生物感受结构的假设说

明了复杂的色觉现象，一般为多数人所接受；但在实验中试

图寻找出游同种类的视锥细胞或感光色素长时间未获成功。

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不能发现视锥细胞之间在结构上

有什么不同，同时也未能用一般的化学方法分离邮不同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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