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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Big Bang has been questioning and debating ever since its birth.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Shouyuan Chen’s effect that frequency decreases slowly with propagation distance, 
then explains the core basis of the Big Bang theory. Practice is the only criterion to test all theories, 
and criticizes the fallacies of the Big Bang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ysics, astronomy, 
philoso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 Big Bang of the Universe: The Big Bang conclus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whole universe is not the most absurd, only more absurd, than the conclusion of the 
earth's core that the universe revolves around the earth. The comedy of the Big Bang should come 
to an end. Only light from distant galaxies measured by Hubble moves toward the red end. As-
suming that the red shift is caused by the Doppler effect,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origin of the un-
iverse may have come from a big explosion. Shouyuan Chen discovered in 2016 that the frequency 
of mechanical wave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 has a very weak atten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pagation,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the Shouyuan Chen effect. The red shift measured by Hubble is 
discussed by Shouyuan Chen effect.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energy density of light wave decreases 
due to the ultra-long distance propagation of light wave in space, which leads to the great attenua-
tion of light wave amplitude, because the frequency of light wave is also the energy factor of light 
wave. The attenuation of the energy density of the light wave can also lead to a very slow attenua-
tion of the frequency. With Hubble coefficient, light wave propagates in one meter space. The rela-
tive variation of frequency attenuation is only 10−26. At present, the accur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clock is 10−15.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becomes the key, 
starting from the experiment of frequency attenuation of mechanical waves such as water waves 
and acoustic waves. Ultra-long-distance sensor becomes a key issue. Acoustic wave uses a highly 
sensitive sensor with built-in two-stage amplifier integrated circuit. At 100 meters, the frequency 
of 1,000 Hz acoustic wave attenuates by 0.1 Hz. Electromagnetic wave uses 20,000 m, 75-5 coaxial 
cable, wave source uses 20 MHz high frequency signal, input and output frequency phase angle 
weak difference for a long time integration, measured the extremely weak attenuation of electro-
magnetic wave, electromagnetic wave after 20,000 m propagation, frequency attenuation only 
10−6 Hz. Its redshift is about 10−18/m. With the Shouyuan Chen’s effect, the red shift is caused by 
the exponential attenuation of frequency with the increase of propagation distance caused by the 
attenuation of wave energy. It can approximate the linear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con-
sistent with Hubble’s law. The proportional coefficient here has a clear physical meaning. The at-
tenuation coefficient of wave frequency with propagation distance is Hubble’s law, which is only 
called Hubble’s coefficient, but in Hubble’s law, it is not any physical meaning. The prob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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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ic redshift caused by Doppler effect is almost zero, which is a common property of all waves 
in the process of propagation in a broader sense. The cosmic red shift is attributed to Shouyuan 
Chen effect, which is more scientific and more in line with modern electromagnetic wave trans-
mission theory and modern communication model. The probability should be 100%. The Doppler 
effect is rough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Big Bang theory and other sciences. The universe 
does not need to explode, and all contradictions are solved. Supernovae discovery: brightness at-
tenuation is greater, redshift is greater; this is inferring the accelerated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Supernova burst signal action time is very short, which can be seen as a pulse. We received the 
optical signal, the pulse signal on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 impulse impact effect, impulse re-
sponse. Widening the received signal pulse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greater brightness attenuation 
and redshift. The argument for accelerated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despite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in 2011) is not sufficient and credible. This paper criticizes the theory of the Big 
Bang from every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The theory of the Big Bang should be a good hypothesis. 
World civilization has seriously misled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and had a negative impac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red shift of Hubble’s law is caused by the propagation of light wave, not 
by the backward Doppler effect of galaxies. The Big Bang is only a reasoning hypothesis based on 
Doppler effect, not true. The Big Bang Reasoning Hypothesis forms a farce that affects all mankind. 
It's time to call the cu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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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宇宙大爆炸论从诞生至今质疑不断、争论不休。该文首先介绍频率随传播距离缓慢衰减的陈寿元效应，

然后对宇宙大爆炸论核心依据进行解释，依据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唯一标准，从物理学、天文学、哲

学等学科角度对宇宙大爆炸论的谬误进行批判。宇宙大爆炸：整个宇宙起源——点的大爆炸结论，与地

心说(地球不动，处于宇宙中心)的宇宙绕地球转动的结论相比，没有最荒唐，只有更荒唐、更荒谬。宇

宙大爆炸的闹剧该收场了。仅是由哈勃测量到遥远星系发来的光，有向红端移动观测的结果，假定红移

是由多普勒效应产生，推理出宇宙起源可能是来自一次大爆炸。陈寿元于2016年发现机械波、电磁波在

传播过程中，频率有非常微弱的衰减，并简称为陈寿元效应。用陈寿元效应讨论哈勃测量的红移，认定

为光波在太空超长距离传播，光波能量密度衰减，导致光波振幅极大衰减，因为光波频率也是光波能量

因子。光波能量密度的衰减也会导致频率非常缓慢地衰减。作者由哈勃系数换算后，得到光波在一米太

空传播，频率衰减的相对变化量仅有10−26
，目前国际原子钟的精度达到10−15。因此如何提高测量精度成

为关键，现从机械波如水波、声波的频率衰减的实验做起。超远距离的传感器成为关键问题，声波采用

内置2级放大器集成电路高敏感的传感器，在百米处，一千赫兹声波频率衰减0.1赫兹。电磁波采用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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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75-5同轴电缆，波源采用20兆赫兹高频信号，输入端、输出端的频率相位角微弱差值进行长时间积分，

测量到电磁波极其微弱的衰减，电磁波经过2万米传播后，频率仅有10−6赫兹的衰减。其红移量约为10−18/
米。用陈寿元效应，红移是由光波在超远距离传播过程中，波能量衰减导致频率随传播距离的增加而指

数规律衰减，可近似线性比例关系，与哈勃定律一致，并且这里的比例系数有明确的物理意义，波频率

随传播距离的衰减系数，而哈勃定律，系数仅叫哈勃系数，没有任何物理含义。宇宙红移是由多普勒效

应所致的概率几乎为零，这是更广意义的一切波在传播过程中的公共属性。把宇宙红移归结为陈寿元效

应所致，更科学、更符合现代电磁波传输理论、现代通信模型。其概率应该是百分之百。多普勒效应导

致大爆炸论与其他科学的矛盾，新解释宇宙不用爆炸，所有矛盾迎刃而解。超新星发现：亮度衰减更大，

红移更大，推理出宇宙加速膨胀。超新星爆发的信号作用时间很短，可以看作脉冲，我们收到的光信号，

已经是脉冲信号对传输信道的脉冲冲击作用后的冲击响应。信道作用使得收到的信号脉冲展宽，这种脉

冲展宽必然导致亮度衰减更大，红移更大的结果，宇宙加速膨胀论据(尽管获得2011年诺贝尔物理奖)不
充分，不值得可信。文中从各个科学角度对宇宙大爆炸论提出批判，宇宙大爆炸论应是一个很好的假说，

世界文明对宇宙起源已严重误导，产生不良影响。本文结论：用陈寿元效应论证哈波红移是光波传播效

应，并非星系后退多普勒效应所致。宇宙大爆炸仅是一个基于多普勒效应的推理假说，并非真实。宇宙

大爆炸推理假说形成一场影响全人类的闹剧，该谢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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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宇宙学认为宇宙红移(实际上就是频率衰减，波长增加)、超大红移(Z 在 6 到 8，甚至更大)现象

是由多谱勒效应产生，并推理出宇宙膨胀、加速膨胀、超光速膨胀、宇宙大爆炸结论[1]-[10]。 
现代物理学[11] [12] [13] [14]、电磁学[15] [16] [17] [18]、通信学[19]-[32]、天文学[33]-[41]、声学[42] 

[43] [44]、光学[45] [46]和电学[47] [48]等学科都认为：在目前测量、技术实验手段下，机械波、电磁波

以及声波、光波在传播过程中，振幅一定会衰减，但是其频率不变。陈寿元效应[49]-[62]：频率与振幅一

样，都是波能量因子。在其传播过程中，波能量损失，既可以导致振幅衰减，也可以导致频率衰减。并

通过精密实验测量到频率衰减。本文试图用陈寿元效应对宇宙大爆炸论的依据观测结果进行更合理的解

释，并对大爆炸理论进行有科学依据[63] [64] [65] [66] [67]的批判，对其真实性进行科学的否定。 

2. 宇宙大爆炸论的天文观测依据 

1929 年，哈勃利用当时全世界口径最大的光学望远镜(口径：2.54 米)，测量到河外遥远星系，发来

的光，其谱线有向红的一点移动的现象(就是频率降低)，不认为是一个全新的物理规律。沿用 1846 年多

普勒发现的效应，波源移动，引起波长变化，用其解释测量现象，得到星系后退，后退速度与星系距离

成比例的关系式，被称为哈勃定律。 
1964 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巨型号角天线上，测量到 2.7 的微波背景辐射，被定义为是宇宙大爆炸

的余辉，获得 1978 诺贝尔物理奖；1989 年 11 月，约翰·马瑟、乔治·斯穆特主持升空 COBE 卫星，测量

到符合温度为 2.726 K 的黑体辐射谱的背景辐射，再一次认定为大爆炸余辉，并获得 2006 诺贝尔物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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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物质的丰度、宇宙年龄、宇宙大爆炸理论都形成理论体系。 
1999 年，索尔·波尔穆特、布莱恩·施密特和亚当·里斯研究超新星，发现亮度衰减更快、红移更

大，推理出宇宙加速膨胀的结论，并获得 2011 诺贝尔物理奖。 

3. 陈寿元效应 

3.1. 定义 

机械波、电磁波在传播过程中，存在扩散、色散、损耗等现象，导致波能量密度随传播距离而衰减。

因为振幅、频率都是波能量因子，波能量衰减既可以导致波振幅衰减，也可以导致波频率衰减。频率衰

减使得波长增加，产生红移。宇宙红移是光波频率随传播距离而衰减，也就是波长增加，并非多普勒效

应所致。因此星系不用后退，宇宙不用爆炸。波频率随传播距离而衰减的规律，简称为陈寿元效应。 

3.2. 陈寿元效应的理论论述 

波在传播过程都要损耗能量，随传播距离增加，能量得不到补给，自身能量就会衰减，其波能量因

子振幅、频率随传播距离也会减小。光波或电磁波在太空传播过程中，光波能量损耗使其在有限距离内

传播。波能量耗散方式主要有：1) 波能量扩散——占据更大的空间，波能量强度降低；2) 能量色散——

占据更长的时间段，单位时间内的能量强度降低；3) 能量损耗——传播过程的外界引起的各种损耗，波

能量强度降低。 
用能位函数来描述能量耗散现象，即在波的传播过程中，随着能量耗散，表现在位能函数随传播时

间是降低的，随传播空间是衰减的。 
波动从 A 处传送到 B 处，损失振动能量，使能位函数能量降低。假定：1 个单位质量的质点，振动

具有的振动能量，称为振动能量位函数，简称振动能位函数。A 处振动能位函数用 A∅ 表示，B 处振动能

位函数用 B∅ 表示，则有 

( )B A E B A∅ −∅ = − −                                      (1) 

(1)式中：E——能场强度，克服能量耗散而做功。波动从 A 点传递到 B 点的必要条件： .A B∅ >∅  
A 点的能场强度 AE ： 

lim B A
A B A

E
B A→

∅ −∅ = −  − 
                                    (2) 

波源的振动能位函数 
能位函数：Q 能量荷(具有能量为 Q，不占用空间，为理想的点)在坐标系 r′，在场点 r 产生能位函数： 

( ) ( )4 π
Qr
r r

∅ =
′∈ −

                                     (3) 

式中：∈——媒质的介能常数， 0∈ ——真空介能常数。 
E——能场强度：可用能位函数的负梯度来表示： 

E = −∇∅                                          (4) 

3.2.1. 质点的无阻尼自由振动 
如果能荷 Q 由质点的无阻尼自有振动产生，沿 Y 轴方向振动，符合余弦方式： 

( )cosy A tω θ= +                                       (5) 

式中：A——为振幅；ω ——振动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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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点振动的速度： 

( )d sin
d
yu A t
t

ω ω θ= = − +                                  (6) 

质点振动的加速度： 

( )
2

2
2

d cos
d

x A t
t

α ω ω θ= = − +                                (7) 

质点的振动能： 

( )2 2 2 21 1 sin
2 2kE m mA tυ ω ω θ= = +                             (8) 

单位质点的振动能称为振动能位函数： 

( )2 2 21 sin
2

K
k

E A t
m

ω ω θ∅ = = +                              (9) 

(8)和(9)式表明质点的振动能 KE 、振动能位函数与振动的频率平方成正比。 

3.2.2. 振荡电偶极子产生的电磁波能 
振荡电偶极矩： 

cosp gL gl tω= =                                (10) 

在远处产生的电场、磁场： 

( )
2

0
2

0

sin1 cos
4π

P
E t kr

C rθ
ω θ

ω
ε

= −                         (11) 

( )
2

0 0
op

sin
cos

4π
P

B t kr
Cr

µ ω θ
ω= −                          (12) 

(11)、(12)式表明，振荡电偶极子在远处产生电场、磁场强度与振荡频率平方成正比。 
能流密度：坡印廷矢量 S 

( )( )
2 4 2

20
2 3 2

0

sin
cos

16π
P

S E H t kr
C r

ω θ
ω

ε
= × = −                       (13) 

(13)式表明电偶极子辐射电磁波的能流密度与偶极子振荡频率四次方成正比。 

3.2.3. 波动的能位函数 
波动是振动状态的传播，相位传播。振源的能量以波速向外传递。假定介质中每个质量元彼此通过

弹性力相联系，沿 Y 轴方向振动，沿 X 轴向传播。 
波函数的一般表达式： 

( ) ( ) ( )( ), cosY x t A x x t kxω= −                         (14) 

(14)式中：A(x)——波的振幅，通常随传播距离而衰减，是 X 的函数。 ( )xω 角速度，目前认为它不

随传播距离变化，是不变量。但是前面的分析，振源能量与频率平方成正比。能量是要消耗，扩散、色

散。能量在空间上的散开，表现占用更大面积或更大的体积空间，使波长变长。在时域上，能量散开意

味着占用更多的时间段，使振动的周期有延长的趋势。 
波函数中每个质点沿 Y 方向振动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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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siny

Y x t
A X X t kx

t
υ ω ω

∂
= = − −

∂
                        (15) 

波动函数的能位函数 ( )op ,y x t ： 

( ) ( ) ( ) ( )( )22 2 21 1op , sin
2 2y yx t A x x t kxυ ω ω= = −                      (16) 

(16)式表明波动的能位函数与波动的频率平方成正比。 
在一个波长范围内对 ( )op ,y x t 取均值，因为 ( ) ( ),A x xω 在一个波长范围内变化很小，认为是暂稳态

值。均值只是对 ( )( )2sin x t kxω − 进行，波动能位函数 ( )op ,y x t 的均值为： 

( ) ( ) ( )2 21op
4

x A x xω=                                 (17) 

考虑到波振动的是能部分，是能部分与动能相等，能位函数是波动能的 2 倍。 
假定波函数在信道媒质内传播的功率与能位函数成正比。在一般的条件下，功率 P 随传播距离 X 变

化，可用下式表示 

d
d
p p
x

α= −  

( ) ( )0 e xp x p α−=                                    (18) 

式中，α是损耗系数，p(0)为信道入射端 x = 0 处，入射功率，p(x)为信道 X 处输出功率。 
根据上面的假定，波函数在信道里传输，其能位函数受损耗的影响而衰减，设长度为 X 信道媒质， 

入射端 x0振动能位函数 ( )0op y x ，根据式(18)式，输出端 x 振动能位函数 ( )op y x  

dop op
dx

α= −  

( ) ( )op op 0 e xx α−=                                   (19) 

把(17)式带入(19)式，得： 

( ) ( ) ( ) ( )2 2 2 20 0 e xA x x A αω ω −=                             (20) 

对(20)式两边开方，得： 

( ) ( ) ( ) ( )
1
20 0 e

x
A x x A

α
ω ω

−
=                              (21) 

对(21)式进行讨论： 
1) 若信号传输过程中，频率不变，即： 

( ) ( )0xω ω=  

则有： ( ) ( )
1
20 e

x
A x A

α−
=                                                               (22) 

波函数： ( ) ( ) ( )( ), cos .Y x t A x x t kxω= −  

的振幅 A(x)随距离 x 按(22)式衰减。雷同于调幅广播。 
2) 若信号传输过程中，振幅保持不变，即： 

( ) ( )0A x A=  

则有： ( ) ( )
1
20 e

x
x

α
ω ω

−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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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函数： ( ) ( ) ( )( ), cos .Y x t A x x t kxω= −  

的频率 ( )xω 随距离 x 按(23)式衰减。 
雷同于调频广播信号传输。频率降低，波长变长，形成信道频率衰减。 
3) ( ) ( ),A x xω 共同分担信号的衰减量： 

( ) ( )
1
40 e

x
A x A

α−
=                                  (24) 

( ) ( )
1
40 e

x
x

α
ω ω

−
=                                  (25) 

振幅、频率随传播距离都衰减，衰减的份额相同。 

4) ( ) ( )
1
20 e

x
A x A

α−
<                                                                  (26) 

若信号振幅按(2.26)式快速衰减，超过波传播距离增加引起的总损耗量，振幅过度衰减而结余的能量，

积累到频率上，频率会增加，则有 ( ) ( )0xω ω> 。 

5) ( ) ( )
1
20 e

x
x

α
ω ω

−
<                                                                 (27) 

若信号频率按(2.27)式快速衰减，信号的能量积累到振幅上。则有 ( ) ( )0 .A x A>  
6) 更一般现实情况，A(x)衰减快， ( )xω 衰减慢。波的形态分三段：波能量密度很大，随传播距离，

振幅衰减为主，频率衰减为辅——称为波状态；波能量密度小，振幅衰减为辅，频率衰减为主——量子

状态；波能量密度非常小，振幅、频率都快速衰减为零——波消亡态。从

1
2e

x
k

α−

到

1
4e

xα−

之间变化。 

3.3. 实验的技术方案 

3.3.1. 水波观察 
池塘水波：水黾产生小波，沿径向传播过程，随距离增加，波纹逐渐展宽，振幅逐渐降低，容易观察到。

池塘水波纹随传播距离有明显变宽的现象，特别是水波振幅很小时，波纹变宽很明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Water wave propagation  
图 1. 水波传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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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声波实验 
山里人或牧羊人说话音质高，频率高，传得远。通过远传声波传感器，测量到声波频率有非常小的

衰减。实验在山东师大长清校区信息楼一百多米长廊进行(图 2)。声源采用 100 瓦的高音喇叭，安装在走

廊西头，每隔十米设置一个测量点。传感器采用超高灵敏度的远程压电声驻式，几十米远可以接收到普

通人的话音。 
 

 
Figure 2. Acoustic experimental site  
图 2. 声波实验场地图 
 

声源采用 1000 赫兹，高音喇叭，安置在实验室走廊西端，每隔十米测量点。完成在不同声音频率、

不同声源功率的一系列实验(图 2)。空间大的地点衰减就大，仅有走廊的地点，声波衰减就小。东端几乎

在 100 米，传感器受干扰也比较大，信号衰减也大。振幅衰减近万倍，频率衰减量仅有 0.1 赫兹。传感

器采用内置两级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提高测量精度。普通实验根本测量不到频率的微弱衰减。工程上，

认为声波频率不变，或者实验上测量不到频率的这种微弱衰减。 

3.3.3. 电磁波实验 
采用 20 公里的 75-5 同轴电缆，20 兆电磁波进行超高精度频率衰减测量，每米衰减 10−18量级。衰减

非常小，科技界认为频率不衰减，只是没有达到该精度。实验预估：根据哈勃关系式估算 1 万米空间距

离波长相对变化量。 
根据哈勃关系式： 

0e

e

H
z D

c
λ λ
λ
−

= =                                        (28) 

哈勃观测图： 62 Mpc 2 10 pcD = = ×  

6 13 222 10 3.086 10 km 6.172 10 mD = × × × = × ； 

给出的退行速度 11000 km sv cz −= = ⋅  
1 1

0 500 km s MpcH − −= ⋅ ⋅  

计算出每一米太空距离产生的宇宙频率衰减(波长相对变化量)： 1 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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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2.28)得： 260
22

500 km 1 5.4 10
300000 km 3.086 10

e

e

H
z D

c
λ λ
λ

−−
= = = × = ×

×
 

取 1 1
0 75 km s MpcH − −= ⋅ ⋅ 时，计算每一米的太空频率衰减： 260.81 10z −= ×  

由(28)计算得到，光波传输一米距离产生的频率衰减量约为 10−26。1 万米太空距离产生波长相对变化

量约为： 220.81 10z −= ×  
测量光波长相对变化量转化为测量光频率变化量 
由(28)式得 

0
e e e

H
z D

C
λ λ λ λ λ∆ = − = =                              (29) 

由(29)式可知，光的波长非常短，在纳米量级，很难测量。波长的微小变化就更难测量。 
由(28)得 

e e e

e

e

c c
f f f f

z
c f
f

λ λ
λ

−
− −

= = =  

0
e

H
f f f zf Df

c
∆ = − = =                               (30) 

而光的频率非常高，达到 1015赫兹/s，甚至更高，频率容易测量，由(30)式可知，频率微小变化与频

率成正比，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值。因此它的微小变化量更容易测量到。 
频率衰减效应非常小，引起的频率变化极其微弱，对频率变化产生的相位角进行长时间积累 

( ) 0360 360e
H

f f t Dft
C

θ∆ = − =                          (2.31) 

再把累积的相位角转化成图形旋转角度或图形形状变化，进行识别、判断。根据相位角的变化换。 
试验中，选用 10 兆赫兹电磁波，加之长时–短空测量法及其他的技术手段。分辨率 1014。 
试验中采用频率相对跟踪法，计量频率衰减量，消除信号源频率漂移、离散、温漂等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电缆长度增加到 2 万米，中间增加 20 级中继放大器。信号源频率增加到 20 兆赫兹。 
实验(图 3)结果证明：电磁波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电磁波的波动能量消耗及空间扩展，使振幅随传播

距离增加而衰减。频率随传播距离增加也存在极缓慢的衰减。 
 

 
Figure 3.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easurement of weak attenu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 frequency 
图 3. 电磁波频率微弱衰减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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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频率衰减完全是光波频率随传播距离的增加，损耗能量，扩散能量，振幅减小外，频率也会衰

减，导致波长增长。 
实验采用 20 公里 75-5 同轴电缆，20 兆赫兹高频电磁波波源，相位角差值积分的方法，测量到电磁

波经过 20 公里的传播，仅产生 10−6赫兹的衰减量(图 3)。 

4. 对宇宙大爆炸论讨论 

4.1. 宇宙红移的解释 

宇宙大爆炸依据：宇宙红移是一个观测结果，用多普勒效应来解释，推理出星系后退，再推理出宇

宙大爆炸；谁能保证宇宙红移一定是多普勒效应唯一产生？ 
红移新解释：陈寿元效应已从理论、实验证明，波的频率随传播距离会衰减，光波属于电磁波范畴，

在太空超远距离传播，也会衰减，造成波长增加，产生所谓红移。星系不用后退，宇宙不用大爆炸。 

4.2. 超新星的解释 

1989 年，索尔·波尔穆特、布莱恩·施密特和亚当·里斯研究超新星，发现亮度衰减更快、红移更

大，用多普勒效应解释，推理出宇宙加速膨胀的结论，并获得 2011 诺贝尔物理奖。 
新解释：超新星信号作用时间短，信号非常强，可以看作脉冲信号。脉冲信号对信道的冲击作用，

冲激响应。导致脉冲信号在传播过程中，脉冲在时间上展宽，在空间上展宽。导致振幅、频率衰减比连

续信号衰减大，导致亮度比连续恒星、星系光亮度衰减快，红移要大。 

4.3. 背景辐射 

噪声是天线接收系统最普通的干扰信号，背景辐射信号认定为宇宙大爆炸余辉，有待商榷。 
什么是噪声：通信系统，接收天线认为需要接收的信息称为信号源、信号。不想接收的信息以及信

号源通称为噪声。 
如天文学家，除了研究太阳的天文学家外，在白天搞观测，看太阳，把太阳光看作信号。其他的天

文学家，都在夜里看星星，遥远的星星看作信号源，太阳光看作噪声。 
从 1964 年矩形喇叭天线、1989 年 COBE 卫星接收器接收到背景噪声，无法认定就是大爆炸余辉。 

4.4. 宇宙物质风度 

宇宙大爆炸所致现在宇宙物质风度，证据不足。 

4.5. 宇宙大爆炸与哲学矛盾 

宗教认为上帝、神创造世界、创造万物。中国道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宇宙的定义：时间、空间、物质的全部成为宇宙。宇宙大爆炸来源于点的爆炸，能量、质量来源于

什么？ 
宇宙大爆炸显然与宇宙的定义有矛盾：整个宇宙来源于一点的爆炸，爆炸以前是什么？既然是一点，

一点之外是什么？宇宙既然是空间的全部，它是一个点，这个点靠什么来界定，用什么来度量？ 

4.6. 宇宙大爆炸与物理学矛盾 

宇宙大爆炸来源一点，如何符合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现在观测到红移量(Z 大于

一，有的 10)大于 1，意味着星系退离速度大于光速。这与物理学认定光速是极限速度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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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宇宙大爆炸与地心说对比 

地心说靠站在地球上肉眼观测：所有天体太阳、月亮、行星、恒星都围绕大地运动的观测结果，综

合出地球不动，整个宇宙围绕地球转动的地心说。现代人都知道，地心说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但是整

个宇宙来源一点的大爆炸，会比整个宇宙围绕地球转动的结论更合理吗？ 
宇宙大爆炸来源于一点，依据宇宙红移，用多普勒效应解释。仅是人们一种解释而已，并非真正如

此！天文信号不同模式处理，得到的结论有时相反。如托勒密根据观看到太阳、月亮、行星、恒星都围

绕地球运动，综合出地球不动，宇宙围绕地球运动的地心说。现代人难道没有感觉到：宇宙大爆炸要比

托勒密地心说的宇宙围绕地球转的结论更荒唐吗？ 

4.8. 宇宙大爆炸与日心说比较 

哥白尼站在地球上，获得的天文信息与托勒密几乎一样，通过理性思考，站在离开港口大船上，没

有感测到、感觉到大船的运动，看到港口、岸边一切物品都在后退。大背景后退，反映出大船运动的状

态。同理，站在地球上，也看不到地球的运动，只能通过太阳、行星、恒星天空大背景的运动，反映出

地球的运动。哥白尼否定宇宙整体都围绕地球运动的结论。类比看出，宇宙大爆炸仅靠一点红移测量结

果以及多普勒效应推理，很可能产生严重的误判。 
宇宙大爆炸论也有优点，促进宇宙学的发展，促进人们对遥远星系的观测，对星系演化进行讨论。

但是缺点也是非常明显，整个宇宙来源于一点大爆炸，不可思议。与地心说相比，不是最荒唐，只有更

荒唐! 

5. 结论 

1) 把宇宙红移现象用多普勒效应来解释，得到宇宙膨胀、宇宙爆炸的结论；用频率衰减来解释，光

的红移现象就是光频率在传播过程中，由于波能能量消耗，使频率减小，这将导致波长增长。实验表明，

振幅衰减快，频率衰减非常缓慢。在目前技术手段下，难以测量到这种微小变化。通信工程，几万公里

的传播范围内，可以认为频率不减小。超精密实验设计可以测量到频率极其微弱的衰减。 
2) 宇宙大爆炸论与其他科学矛盾重重，用光信号在太空传播，频率衰减，一切矛盾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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