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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of Doppler Effect and Chen Shouyuan Effect. Then, the ex-
planation of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by the two effects is discussed. Through comparison, the re-
sults of the two effect treatments are comparable. The Doppler Effect treats the redshift of the un-
iverse as a big bang, an explosion at a point where the universe originated. The conclusion is more 
absurd than Ptolemy's "the universe revolves around Earth". The Chen Shouyuan effect treats the 
redshift of the universe as the energy loss of light wave during the long-distance propagation of 
light wave in space, resulting in extremely weak attenuation of the frequency of light wave energy 
facto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agation distance, thus forming the so-called redshift. Redshift 
essentially means that the spectral frequency moves towards the red end, that is, the frequency de-
creases. And decay according to exponential law, first-order approximation, is a linear relationship, 
consistent with Hubble’s observation law, but the name of the coefficient is different. The possibili-
ty of redshift of universe caused by Chen Shouyuan effect is much greater than Doppler Effect. Its 
arguments are more in line with modern science, especially communication science, electromag-
netism and physics. Everyone is concerned about "if the Chen Shouyuan effect exists, why has it not 
been measured before". Because the effect is too weak, the precision of previous experiments is not 
enough. The weak attenuation of the frequencies of water waves, sound waves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s is measured by adopting a new method of multi-experiment design. The conclusion will lead 
to scientific criticism and negation of the big ba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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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首先介绍多普勒效应、陈寿元效应的概念。然后讨论两种效应对天文信息的解释。通过对比，两种

效应处理结果具有可比性。多普勒效应把宇宙红移处理成宇宙大爆炸，宇宙起源一点的爆炸。其结论比

托勒密“宇宙围绕地球转”的更荒唐。陈寿元效应把宇宙红移处理成光波在太空长距离传播过程中，光

波能量损耗，导致光波能量因子频率随传播距离的增加，有极其微弱的衰减，形成所谓的红移。红移实

质上就是光谱频率向红的一端移动，就是频率降低。并且按指数规律衰减，一级近似，就是线性关系，

与哈勃的观测定律一致，只是系数名称有区别。陈寿元效应导致宇宙红移的可能性远大于多普勒效应。

其论据更符合现代科学，特别是通信科学、电磁学、物理科学。大家关心的是“陈寿元效应如果存在，

以前为什么没有测量到”。由于效应太微弱，以往实验精度不够。采用多项实验设计新方法，水波、声

波、电磁波的频率微弱衰减被测量到。结论将导致对大爆炸理论进行有科学依据的批判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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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械波如水波、声波在媒质中传播，电磁波以及光波可以在太空中传播，波能量因扩散、色散、损

耗等原因，使得波能量密度降低，这种降低仅导致波振幅衰减，而波频率不变。这一结论被现代物理学

[1]-[10]、电磁学[11]-[16]、通信学[17]-[30]、天文学[31]-[38]、声学[39] [40] [41]、光学[42] [43]和电学[44] 
[45]等学科认定至今。 

1929 年，哈勃测量到遥远星系发来的光，其谱线有向红的一端移动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光频率随传

播距离而衰减的结果)。但是，由于受传统科学的影响，错过频率衰减的认定最佳时期，而采用 1846 年

多普勒发现的效应给出解释，并推理出宇宙膨胀、宇宙大爆炸等怪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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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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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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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6]的论调，使得全人类处于迷茫、争论、质疑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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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没有测量到频率衰减。但是其

频率也是波能量因子，不衰减，理论上讲不通，极有可能测量精度没有达到频率衰减的测量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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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元效应[57]-[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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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普勒效应对现代天文信息处理方法、处理结论进行对比，表明谁的效应

更适合处理现代天文信息，对天文信息进行更合理的解释。结论对大爆炸理论进行有科学依据[80] [81] [82]
的批判。 

2. 多普勒效应 

奥地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及数学家克里斯琴·约翰·多普勒 (Christian Johann Doppler：
1803.11.29~1853.3.17)于 1842 年，首先一篇论文“On the colored light of Double stars”中提出 Doppler effect。 

1842 年一天，多普勒带女儿在火车道口边玩耍，注意到火车声音变化，火车由远到近开来时，汽笛

发出的声音，听到声音音调升高，再由近到远离开时，汽笛声音音调降低的现象，如图 1 所示。 
综合分析提出假设：波源与观测者正在接近，波长缩短，频率升高。(后来在天文学上对移动恒星光

谱分析，谱线向红的一端移动，简称为红移，向蓝的一端移动，称为蓝移)；波源与观测者正在相互远离，

波长被拉长，频率被降低。 
红移、蓝移量通常用波长相对变化量来表示： 

 

 
Figure 1. Changes of wavelength or frequency in the wave source moving observed by doppler 
图 1. 多普勒发现波源移动对波长或频率的改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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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波长相对变化量，λO——观测者收到信号波长。λS——波源发射的波长；V——波源的移动

速度，远离为正号，接近时为负。C——波的传播速度。 
注意：多普勒效应仅与波源移动速度成比例关系，而与距离无关。特别提醒用多普勒效应解释哈勃

红移(哈勃观测定律，红移量与星系距离成比例关系)。 
多普勒效应证实： 
1845 年，荷兰气象学家拜斯·巴洛特在让一队喇叭手，站在一辆从荷兰乌德勒支附近疾驶而过的敞篷

火车上吹奏，他让音乐家在站台上，用耳朵辨别、测到了音调的改变。这是科学史上最有趣的实验之一。 
1868 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哈金斯首次测出了恒星相对于地球的运动速度。在 1871 年，利用太

阳的自转测出在可见光太阳光谱的夫朗和斐谱线在红光有 0.1 Å 的位移。在 1901 年，Aristarkh Belopol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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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中利用转动的镜片证明了可见光的红移。在 1912 年开始的观测，Vesto Slipher 发现绝大多数的

螺旋星云都有不可忽视的红移。 
1929 年，埃德温·哈勃发现这些星云(现在知道是星系)的红移和距离有关联性，也就是哈勃定律。 这

些观察在今天被认为是造成宇宙膨胀大爆炸理论的强而有力证据。 
多普勒效应应用：19 世纪下半叶起就被天文学家用来测量恒星的视向速度。现已被广泛用来佐证观

测天体和人造卫星的运动。交通民用：激光雷达测速，超声波雷达多普勒效应测移动车辆的速度。医学：

超声彩超，医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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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过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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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密度强，在传播过程，波能量损耗主要是振幅衰减为主，频率衰减非常微弱。波很弱时，频率衰

减为主，振幅衰减为辅；当波进入死亡区，振幅、频率都快速衰减到零。波频率随传播距离而衰减的规

律，简称为陈寿元效应。 

3.2. 陈寿元效应发现过程 

受哈勃宇宙红移的启发以及大爆炸质疑，对目前物理学、电学、电磁学、声学认定波频率不变理论

进行研究，通过理论分析，机械波、电磁波的波能量因子：振幅和频率。波能量耗损，仅导致一个因子

振幅衰减，而另一个因子——频率不衰减，科学依据不充分。根据因子享受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哲学观

点，可能只是人们测量波能某一段是这样，另一段可能频率衰减为主，振幅衰减为附。 
实验验证思路，机械波传播速度慢，这种效应如果有，应该容易发现。特别是水波，有形态、可观

察，实验设备费用低，甚至大自然的恩赐，池塘水波免费观看。水波的传播过程验证陈寿元的猜想。特

别是水黾在静水面激荡微弱水波，向外传播过程中，波纹逐渐展宽，非常明显，很好观察。 
接着进行声波的实验，寻找极高灵敏度声波接收传感器成为关键，普通的话筒，接收话语距离不超

过 0.5 米。后来受影视剧间谍窃听器的启发，找到内置两级集成电路放大器的超远程声波接收器，级联

模式，成功测量到 1000 赫兹声波，传播距离近百米，频率衰减量仅有 0.1 赫兹。 
紧锣密鼓进行电磁波实验，电磁波速度 30 万公里每秒，如果传播距离短，频率衰减不易测量。根据

哈勃系数，进行实验值预估：光波在太空每传播一米的距离，红移量是 10−26，如果采用光波 5 * 1014赫

兹，2 万米光路程，一天时间，输入光波频率与输出光波频率之间有 3 度的相位角积累值。 
采用 20 兆赫兹高频信号源，2 万米同轴电缆(型号：75-5)，中继器 20 级。测量到输入频率与输出频

率有 10−6赫兹衰减值。折算到每米的红移量约为 10−18。比哈勃系数高一亿倍。可能的原因，实验室传输

媒质的物质密度比太空大 1020，波密度衰减大，导致频率衰减比太空大，也是可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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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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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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1)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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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

B A→

∅ −∅ = −  − 
 

E——能场强度：可用能位函数的负梯度来表示： 
E =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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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2.3)式中：A(x)——波的振幅，通常随传播距离而衰减，是 X 的函数。ω(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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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siny

Y x t
A X X t kx

t
υ ω ω

∂
= = − −

∂
                        (3.4) 

波动函数的能位函数 ( )cp ,y x t ： 

( ) ( ) ( ) ( )( )22 2 21 1, sinc
2

p
2y yx t A x x t kxυ ω ω= = −                       (3.5)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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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p ,y x t 取均值，因为 A(x)，ω(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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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p ,y x t 的均值为： 

( ) ( ) ( )2 2cp 1
4

x A x x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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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距离 X 变化，

可用下式表示 

d
d
p p
x

α= −  

( ) ( )0 e xp x p α−=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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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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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式代入(3.7)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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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A x x A

α
ω ω

−
=                             (3.8) 

对(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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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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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10) 

3) A(x)，ω(x)共同分担信号的衰减量： 

( ) ( )
1
40 e

x
A x A

α−
=  

( ) ( )
1
40 e

x
x

α
ω ω

−
=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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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2) 

若信号振幅按(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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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13) 

若信号频率按(3.13)式快速衰减，信号的能量积累到振幅上。则有 ( ) ( )0A x A>  
6) 更一般现实情况，A(x)衰减快，ω(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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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衰减系数的关系 
在波的强度在衰减上，分段处理，系数与传播路径、传播媒质、波强度等有关。类似于传递函数，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函数关系，有时可以简化。考虑到频率也是波能量因子，波密度随传播距离损耗，可

以导致振幅、也可以导致频率衰减。 

( ) ( ) ( )20 e xx α βϕ ϕ − +=  

( ) ( )0 e xA x A α−=  

( ) ( )0 e xf x f β−=  

式中，Φ，A，f，α，β分别是波能量密度函数，波振幅，频率，振幅衰减系数，频率衰减系数。X——传

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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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陈寿元效应的频率随传播距离、衰减示意图 

对池塘水黾产生的微小波源，沿径向向外扩散、衰减。波纹逐渐展宽，振幅也在降低。在几米的范

围内，波就消失啦。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houyuan Chen effect: wavelength increases with propagation distance 
图 2. 陈寿元效应：波长随传播距离而延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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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所示。 

4. 陈寿元效应与多普勒效应在天文学上应用对决 

4.1. 宇宙红移的解释 

天文观测结果：1929 年，哈勃测量到遥远星系发来的光,其谱线有向红的一端移动的现象(实际上，

就是光频率随传播距离而衰减的结果)，红移量与星系距离成比例的哈勃定律： 

O S

S

Z HD
λ λ
λ
−

= =  

式中：Z——红移量，波长相对变化量；λO——收到光信号波长；λS——星系发射源的光信号波长；H—

—哈勃比例系数，D——星系里我们的距离。 
多普勒效应对宇宙红移的处理 
如果星系正在接近我们，波长缩短，频率升高，出现蓝移。如果星系光源远离我们，波长被拉长，

频率降低。1929 年，哈勃测量到遥远星系发来的光,都是红移。远离的速度 

0
O S

S

V C CHD H D
λ λ
λ
−

= ∗ = =  

式中：V——星系光源远离我们的速度，H0——哈勃比例系数，D——星系里我们的距离。 
问题 1：遥远星系都远离我们，推理出宇宙膨胀，宇宙大爆炸。该结论比地心说“宇宙围绕地球转

动”还要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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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由多普勒效应对宇宙红移推理出宇宙必须爆炸，大爆炸。反面讲，多普勒效应不适合处理

宇宙红移观测结果。 
问题 3：谁能保证宇宙红移一定是多普勒效应所致？如果一定是，星系后退，若不是多普勒效应所

致，星系不用后退，宇宙就不用大爆炸。 
问题 4：宇宙大爆炸的能量、质量来自何处？违背物理学能量守恒、质量守恒的基本物理规律。 
问题 5：违背哲学对宇宙的定义；所有的空间、时间、物质的统一体成为宇宙。宇宙既然可以是一

点的大爆炸，一点外面是什么？一点如何描述。任何事物靠大背景来描述，大爆炸一点的外面是否有空

间，有物质？这显然与哲学的宇宙定义相矛盾。 
问题 6：没有考虑光波在遥远太空里，传播问题。与现在通信学矛盾。 
陈寿元效应对宇宙红移的处理 
光波在超长距离太空传播，光波能量密度随传播距离而损耗，这种损耗既可以导致光波振幅衰减，

也可以导致光波频率随传播距离而衰减，因为频率也是光波能量因子。 
一般通信理论，波功率、波振幅沿媒质传播，按指数规律衰减。我们也有理由。频率衰减也按指数

规律衰减，则有； 

e d
O S

αλ λ=  

式中：α——频率随距离的衰减系数，d——波传播距离。 
如果衰减很小，目前实验结果，振幅衰减对波能量贡献为主，频率衰减非常轻微弱。波长增加很小，

因此可以一级近似 

e 1dO S

S

Z dαλ λ
α

λ
−

= = − ≈  

与哈勃实测结果表达式完全一致，只是系数含义不同，这里系数具有明确的物理含义，频率随传播

距离的衰减系数，而哈勃定律只是哈勃系数，缺乏物理含义。 
这里的处理，显然比多普勒效应处理更符合物理学、电磁学、通信学、天文学以及哲学等现代文明思想。 
可以进一步预言测量验正：如果是多普勒效应，红移量与距离成比例，星系后退，距离在增加，那

么红移量也在增加，随着观测精度的提高，这一点可以期待。 

4.2. 超新星观测结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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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观测结果。 
多普勒效应：超新星爆发的光波，其亮度、频率衰减更快，只能推理出，超新星光源加速远离我们，

推理出宇宙加速膨胀。 
陈寿元效应解释：超新星爆发的信号，强度极大，时间与天文时间相比，极短。因此可以看作脉冲

信号，脉冲信号对传播信道作用，称为冲击作用。输出端的输出信号，称为冲击响应。脉冲的冲击响应

比输入脉冲在时间上、空间上具有衰减更快的展宽独特性质，这种脉冲被展宽必然导致超新星光波强度

衰减更快，红以更大。 
这里的处理，显然比多普勒效应处理更符合通信科学等现代文明思想。 

4.3. 对太阳光的解释 

天文学家都认为：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几乎稳定，周年有微弱的距离周期变化。太阳光到达地球，频

率是否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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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普勒效应解释：地球到太阳距离没有径向方向上的移动，或运动速度。太阳光的红移量没有。 
陈寿元效应：太阳光波从太阳波源发出，传播 1 亿 5 千万公里，达到地球，被地球端接收。太阳光

波密度有很大的衰减，波振幅也有很大的衰减，频率也会极其微小减小。 
日地距离：D = 149,597,870,700 米 = 1.5 * 1011，可见光频率：3.9~8.6 * 1014赫兹，由哈勃系数换算

出光波传输一米距离，频率衰减量 10−26，则有 

( ) ( )11 26 141.5 10 0.8 - 5 10 3.9 - 8.6 10
0.5 - 3

f Zd f dα
−

∆ = =

= × × × × ×

=

 

太阳光传播到地面，(没有计入大气的影响)光频率减少 0.5 赫兹到 3 赫兹之间。如果考虑大气对太阳

光吸收、衰减作用。太阳光波频率至少减少几十，甚至几千赫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现，光波频率的精

密测量，也许能够测量到该变化。毕竟太阳光强度大，好接收，只是频率分辨率达到 10−14。 

4.4. 最近恒星光的解释 

离太阳最近的恒星，距离 4 光年。 
多普勒效应：恒星与我们距离没有变化，频率或波长没有变化。 
陈寿元效应：光波只要有传播，就有波能量损耗，这种损耗可以导致频率衰减，光的传播距离 4 光

年，衰减系数，可以计算出频率衰减值： 
54 1.89 10 Hzf f d c t fα α∆ = = ∗ ∗ = ×  

最近恒星发出的光波，传到地球，没有考虑大气衰减影响，频率衰减值约为 20 万赫兹。这个值应该

能够测量到。 

4.5. 银河系星光变化的解释 

银河系内群星闪烁，数量众多。只有少数恒星远离地球，少数恒星接近地球的运动。两者都是小概

率，概率应该相差不大。 
多普勒效应：只有恒星与我们距离有变化时，频率才会变化。与恒星距离无关，与波源运动速度成

比例。有蓝移，也有红移。绝大部分光谱没有移动。 
陈寿元效应：光波只要有传播，波能量就要损耗，频率就会衰减。衰减量与波传播距离成指数关系，

或者近似线性比例关系。 
没有移动的恒星，发来的光，频率衰减只有陈寿元效应，导致光频率衰减，衰减与传播距离成正

比例，也与传播路径有关，路径上由弥漫物质，或大质量星群，光波能量衰减大，导致光波频率衰减

也大。 
有接近地球的恒星，有多普勒效应，使得频率升高。同时也有陈寿元效应，使得频率降低。 
远离地球的恒星，多普勒效应、陈寿元效应一致，使频率降低。 
总的来说：统计角度应该有：红移的恒星在数量、频率移动数值上应该大于蓝移的恒星 

4.6. 河外星系光频率变化的解释 

遥远的星系：与地球的距离变化，接近、远离也应该是少数，绝大部分应该保持距离的稳定性。这

样假设符合宇宙学基本原理(在大尺度，各向没有差别；时空区域平权)。 
多普勒效应：红移、蓝移决定星系移动速度，与距离无关。可是哈勃测量结果与距离成线性关系，

显然与多普勒效应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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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元效应：光源越远，红移量越大。距离近的，红移量与距离成比例关系，与哈勃实测结果一致。

更遥远的星系，光波频率随距离成指数衰减。 
假如光波频率衰减到 0.1，即发射时光频率 3.9-8.6 * 1014赫兹，传到地球，收到频率 3.9-8.6 * 1013赫

兹，红移量 Z = 10。需要传播多远的距离 
Z fd
H fα

∆
= =  

距离是 0.9 * 1026米，也就是 1010光年，光波传播一百亿光年的距离。 
对于遥远的星系，星系光频率衰减或移动，多普勒效应很微弱，主要是陈寿元效应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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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背景辐射 

多普勒效应：对此没有明确的解释。 
陈寿元效应：光波传播存在噪声，是通信系统再普通的事情，只要不是接收者想要的信号，统统都

称噪声。噪声包含除观测者的信号源之外一切影响。所有发光者，包括接受天线本身都是噪声的贡献者。

大爆炸支持者通过天线接收系统 3K 噪声，背景辐射信号认定为宇宙大爆炸余辉，有待商榷。 

5. 结束语 

宗教认为上帝、神创造世界、创造万物。中国道教(道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宇宙大爆炸学说，认为宇宙起源于一点的大爆炸，用宇宙红移的多普勒效应来支持，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披着科学的外衣，更具有伪装性。 
频率衰减是电磁波、机械波传播最普通的一件事情，只是衰减量很小，目前大部分实验室手段达不

到观测精度要求。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不久的将来，普通高校、中学实验室都具有测量机械波，

电磁波频率衰减的实验手段。 
宇宙大爆炸就是一个西方学者、教父建立的创世学，与天主、神创立世界没有多少区别。宇宙大爆

炸论算得上科学时代的神话。 
宇宙大爆炸论与其他科学矛盾重重，用陈寿元效应处理宇宙红移，归结为光信号在太空传播，频率

衰减。一切矛盾迎刃而解。宇宙大爆炸论的喜剧该闭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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