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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磁波是同相振荡且互相垂直的电场与磁场在空间中衍生发射的振荡粒子波，由惠更斯–菲涅尔原理知

道，电磁波上的每一点都是一个次波源，其振动会向空间各个方向以球形波传播，这个振动的强度(振幅)
随传播距离衰减，两列光线p和q相交时，光线p上次波源的振幅有效值会对光线q的传播基线产生影响。

光线p的振幅方向和光线p的传播方向是垂直的，光线p的振幅对光线q的传播基线形成的影响会和光线q
的传播基线形成一定的夹角，而光线q的基线在某一时刻的偏移是由垂直于光线q本身传播基线的正向偏

移量和负向偏移量的差值决定，这个正向偏移量和负向偏移量是由光线p上不同时刻的次波源振幅的影

响形成，不同时刻的次波源传播到q基线的距离不一样，对光线q基线的影响程度不一样，也就会使光线

在同一时刻的正向偏移量和负向偏移量存在一个差值，光线q的传播基线会发生偏折，一般光线的振幅

是很小的，光线的传播速度为光速，光线p对光线q传播基线的偏折量微乎其微。星球发出引力子形成引

力线，物质在星球引力线形成的引力场中运行，会受到引力线振幅的影响，引力线振幅对运动速度不为

光速的有质量物质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再加上在引力场中受到许许多多引力线的影响，原来匀速直线

运动的物质，其方向会向中心物质偏转，对于大多数情况，物质最终会被中心物质吸收汇聚，形成更大

的物质–星球，对于少部分起始夹角比较大的物质，它的运动方向即使受引力线的偏转，物质的运动方向

与引力线垂直时，也还与星球有一段距离，此后对于下一条引力线，物质的运动方向与引力线的夹角将大

于90˚，物质受引力线的作用，将向偏离中心物质的方向运行，这时引力线对物质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推力，

将加速物质远离中心物质(星球)，对于这两种情况中间的一种特殊情况，物质绕星球会作圆周运动。引力

线对处在引力场中的物质影响，除了对方向的影响，对速度也会产生影响，对速度的影响会使本该是作圆

周运动的物质，最终作椭圆运动，这便形成了卫星和行星。最后概括一下，引力就是引力场中运动物质的

速度矢量和不同时刻引力线振幅矢量差的叠加，使物质运动方向向中心物质(星球)发生偏转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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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magnetic waves are oscillating particle waves that oscillate in phase and are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in electric and magnetic fields. According to the Huygens-Fresnel principle, every 
point on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is a secondary wave source, and its vibration will go to all di-
rections in space. Propagated as a spherical wave, the intensity (amplitude) of this vibration atte-
nuates with the propagation distance. When two columns of rays p and q intersect, the effective 
value of the amplitude of the last wave source of ray p will affect the propagation baseline of ray q. 
The amplitude direction of light p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propagation direction of light p, the in-
fluence of the amplitude of light p on the propagation baseline of light q will form a certain angle 
with the propagation baseline of light q, and the baseline of light q at a certain moment is deter-
mined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sitive offset and the negative offset perpendicular to the 
ray q itself. The positive offset and negative offset are formed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amplitude of 
the wave source at different moments on the light p. The distance from the secondary wave source 
to the q baseline at different times is different,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ray q baseline is 
different, which will mak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offsets of the light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pagation baseline of light q will be deflected, generally the amplitude of light is 
very small, the propagation speed of light is the speed of light, and the deflection of light p to the 
propagation baseline of light q is very small. The planet emits gravitons to form gravitational lines, 
and matter running in the gravitational field formed by the planetary gravitational lines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amplitude of the gravitational lines. Influenced by many gravitational lines in the 
gravitational field, the direction of the matter moving in a straight line at a uniform speed will be 
deflected toward the central matter. In most cases, the matter will eventually be absorbed and 
converged by the central matter to form a larger matter-planet, for a small amount of matter with 
a relatively large initial angle, even if its motion direction is deflected by the gravitational line, 
when the motion direction of the matter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gravitational line,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planet. After that, for the next gravitational line, the angle between the 
direction of motion and the gravitational line will be greater than 90˚, and the matter will move in 
the direction away from the central matter under the action of the gravitational line. At this time, 
the action of the gravitational line on the matter is equivalent to a thrust, which will accelerate the 
matter away from the central matter (planet), and for a special case between these two cases, the 
matter moves in a circle around the planet. The influence of the gravitational line on the matter in 
the gravitational field, besides the influence on the direction, will also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velocity,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velocity will cause the matter that should be moving in a circle to 
finally move in an ellipse. This forms moons and planets. Finally, to summarize, gravity is the su-
perposition of the velocity vector of the moving matter in the gravitational field and the amplitude 
vector difference of the gravitational line at different moments, which deflects the direction of 
matter movement to the central matter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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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磁波 

电磁波[1]是由同相振荡且互相垂直的电场与磁场在空间中衍生发射的振荡粒子波(图 1)，是以波动的形

式传播的电磁场，电磁波具有波粒二象性，其粒子形态称为光子。电磁波的传播方向垂直于电场与磁场构

成的平面。在量子力学角度下，电磁波的能量以一份份的光子呈现，光子本质上来说就是波包，即以局域

性能量呈现的波。电磁波的能量是量子化的，光子属于玻色子。一定频率范围的电磁波可以被人眼所看见，

为可见光，其频率在 380~750 THz，波长在 780~400 nm 之间。太阳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可见的辐射形态。 
 

 
Figure 1. Electromagnetic waves 
图 1. 电磁波 

 
电磁波在真空中速率固定，速度为光速 c = 299792458 m/s ≈ 3 × 108 m/s。电磁波的行进还伴随着功率

的输送。 
对于单一频率的电磁波而言，其波形为正弦曲线(余弦曲线)。 
电磁波的能量大小由坡印廷矢量决定，电磁波的电场强度 E 和磁场强度 H 所能达到的最大绝对值称

作电磁波的最大值或振幅，一般用电场强度作为电磁波振幅的表示方法，把电场强度与之功率等价的直

流分量强度来表示，称之为电场分量的有效值，电场强度的有效值为其最大值(振幅)的1 2 倍。 
本文中涉及到的电磁波振幅均为电场强度的有效值。 

2. 惠更斯–菲涅尔原理 

 
Figure 2. The secondary wave source and the intensity attenuation of the 
secondary wave source 
图 2. 次波源和次波源的强度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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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具有反射、折射、衍射、干涉等性能，光的传播符合惠更斯–菲涅尔原理[2]。惠更斯–菲涅尔原

理指出：波前的每一点可以认为是产生球面次波的点波源，其后任意时刻这些子波的波迹，就是该时刻

新的波阵面，次级波源的波速与频率等于初级波的波速与频率。根据惠更斯–菲涅尔原理，次波源以球

面波的形式向空间传播振动，其振幅按照球面波的规律随距离衰减，当遇到同频的波时，便会产生干涉，

其强度按球面波的衰减规律衰减后叠加(图 2、图 3)。 
 

 
Figure 3. Superposition and interference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图 3. 电磁波的叠加和干涉 

3. 斜交电磁波的方向偏折 

图 4 中，光线 p 和 q 叠加生成新的幅度更大的叠加波，我们也可以这样考虑，光线 p 与 q 的传播基

线叠加，使 q 的传播基线发生变化，然后 q 的基线再与 q 叠加，生成新的叠加波。进一步，我们只考虑

p 的有效值，电磁波 p 对电磁波 q 基线的影响，可以认为是电磁波 p 的有效值和电磁波 q 传播基线的叠

加，当电磁波 p 的有效值平行时，叠加后电磁波 q 的传播基线平行，当电磁波 p 的有效值倾斜时，叠加

后电磁波 q 的传播基线倾斜。下面我们讨论时，都只考虑电磁波 p 的有效值对电磁波 q 传播基线的影响。 
 

 
Figure 4. Superposi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图 4. 电磁波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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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电磁波 p 和电磁波 q 相交于 O，电磁波 p 按正弦波规律变化，其上半周和下半周的振幅有

效值均为 Ap，把电磁波 p 上每一点都作为电磁波 p 的次波源，这个次波源对电磁波 q 都会产生影响，电

磁波强度表现在振幅上，振幅垂直于电磁波的传播方向，因此，电磁波 p 对电磁波 q 的影响，表现在与

电磁波 p 传播方向垂直的振幅方向上。 
 

 
Figure 5. The deflec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图 5. 电磁波的偏折 

 
电磁波 q 按正弦波规律变化，这里不考虑电磁波 q 的波形叠加，只讨论电磁波 p 的有效值对电磁波

q 传播基线的影响，电磁波 q 在 Q2点的基线偏移由垂直于电磁波 q 传播方向的正向偏移量和负向偏移量

差值决定，图中由 Q5Q2和 Q2Q4的差值决定，由于电磁波 p 和电磁波 q 存在一定夹角，电磁波 p 的振幅

对 Q2点的影响垂直于电磁波 p，所以电磁波 q 在 Q2点的偏移量并不是电磁波 p 的振幅对电磁波 q 上 Q2

点的影响造成，而是由电磁波 p 对电磁波 q 上 Q3，Q1点的影响造成的，根据惠更斯–菲涅尔原理，电磁

波的强度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这里基准长度不能取 1，设为 rmin，我们定义次波源波传播的距离的倒数

为干涉系数： 

minrk
r

=                                         (1) 

电磁波 p 对电磁波 q 上 Q3点的影响幅度： 

min
3 4

3 2
P

rQ Q A
Q P

=                                     (2) 

Q3Q4在垂直于电磁波 q 的分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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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2 4 3 4

3 2

cos cosP
rQ Q Q Q A

Q P
δ δ= =                              (3) 

把 Q3P2换算成电磁波 q 上的传播距离： 

min
2 4

3 0

min

3 0

cos
sin

cot

P

P

rQ Q A
Q Q

r A
Q Q

δ
δ

δ

=

=
                                (4) 

同样的，电磁波在 Q2点的负向偏移量 Q5Q2由电磁波 p 在 P1点的次波源振幅 Ap对电磁波 q 上 Q1的

影响 Q5Q1造成， 

min min
5 2 5 1

1 1 1 0

cos cos cotP P
r rQ Q Q Q A A
Q P Q Q

δ δ δ= = =                        (5) 

电磁波 q 基线的偏移量： 

min min
2 5 2 2 4

1 0 3 0

cot cotP P
r rq Q Q Q Q A A

Q Q Q Q
δ δ∆ = − = −                       (6) 

电磁波以光速 c 传播，换算成时间： 

min min min
2

1 3 1 3

cot1 1cot cot P
P P

r r r Aq A A
ct ct t t c

δδ δ
 

∆ = − = − 
 

                    (7) 

上式中，t1、t3分别为从光线相交点到光线 q 上受到光线 p 振幅影响的对应时间，由于 t1 < t3，电磁波 p
对电磁波 q 传播基线的偏移影响总是存在的，但由于电磁波的振幅远远小于光速，这个偏移量是及其微

小的，一般情况下根本观察不到，只有光线经过大质量发光星球，受到大质量星球发出的连续光线影响，

才会观察到小小的偏移，这就是“大质量发光星球弯曲光线”的原因。 

4. 引力、引力子和引力场 

宇宙中的星球由物质构成，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由原子核和围绕原子核旋转的

电子构成，原子的质量主要由原子核够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质量相等，不同的原

子质量不同，但原子的质量基本上与质子和中子数之和成正比，这样星球的质量基本与中子和质子的数

量之和成正比，可以认为质子和中子是星球和物质的最小质量单位，这里我们将质子和中子统称为核子

(下同)，其质量为 1.67 × 10−27 kg，直径为 1.6 × 10−15 m，星球的质量与核子数量成正比。 
引力具有波的特性，引力场具有类似电磁场的特性，为了和传统意义上的引力波加以区别，这里把

引力这种波特性称作引力能量波[3]。从共振的原理出发，核子与引力发生共振，核子吸收引力子，因此

引力的波长应该与核子的直径相等为 λ0 = 1.6 × 10−15 m，引力能量波的传输速度与光速相等，则频率为 f0 
= 1.875 × 1023 hz，周期为 T0 = 5.33 × 10−24 s，可以看出，它的频率高于已知 γ射线的频率。由于自然界无

法人为制造这样高频率的测试设备，我们无法观测到这么高频率的能量波。频率越高穿透力越强，γ射线

可以穿透部分物体，比 γ射线更高的引力能量波可以穿透任何物质。由引力能量波的波长为 λ0 = 1.6 × 10−15 
m，可以估计它的振幅在 1.6 × 10−17 m 左右。 

至于引力能量波的频率，波长和振幅可以作进一步讨论，这里只是估计一下引力能量波的振幅大小，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引力能量波总会存在一个频率，波长和振幅。 
德布罗意物质波：1924 年，德布罗意提出了物质波[4]的概念，即认为一切宏观粒子都具有与本身能

量相对应的波动频率或波长，后来，G·P·汤姆逊等人从电子衍射证明电子具有波动性。事实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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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都具有波的特征。物质由核子够成，物质的振动频率应该与核子的振动频率相同。一切物质都具有

波的特征，核子的振动频率与引力线的传播频率相同，可以认为一切物质表现的波的特性的频率与引力

线的频率相同。 

5. 引力场中的物质 

任何有质量的物质都不可能出现位置的跳跃，外部施加的作用，只能给它一个向着施加力方向的加

速度，加速度的大小与物质的质量成反比，处在引力场中的物质，受到引力线次波源的影响，只是给物

质一个加速度，其大小为： 

Fa
m

=                                         (8) 

物质的位移为： 
2

0 1 2S v t at= +                                     (9) 
 

 
Figure 6. The deflection of the motion direction of matter in the gravitational field 
图 6. 引力场中物质运动方向的偏转 

 
图 6 中，当物体沿 q 方向运动时，受到引力线 p1和引力线 p2次波源的影响(也就是振幅的叠加)，运

动物体会出现纵向运动趋势，对于有质量的物体，不会出现位置上的跳跃，实际上这个影响只是给运动

物体施加了一个力，在这个力的作用下，会出现一个小小的位置偏移，这个偏移量与时间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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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 FS v t t

m
= +                                   (10) 

把 Q0作为起始点，运动物体 q 的偏移量由 Q0Q4上每一点的偏移量积分形成，但是对于靠近 p1的偏

移量，由于物体与起始点的时间太短，实际运动物体产生的位移很小，可以认为，运动物体的纵向位移

主要由靠近引力线 p2的振幅影响差值形成。下面讨论中，我们只考虑物体受到引力子线 p2相交前最后一

个周期的影响。 
运动物体 q 处在靠近引力子线 p2的位置时，此时运动物体 q 会受到引力线 p1和引力线 p2的共同影

响，但是 p1 上的次波源要比 p2 上的次波源距离远的多，次波源的强度随距离衰减，引力线 p1 对靠近引

力子线 p2的运动物体 q 的影响比 p2上的次波源对运动物体 q 的影响小得多，因比可以认为运动物体运动

方向的偏移，主要由引力线 p2上的次波源的振幅引起。下面讨论中，我们只考虑物体受到引力线 p2相交

前最后一个周期引力线 p2的影响。 
平面极坐标系图 6 中，中心物质(星球)从 P0 向四周发出引力子，空间有一个物质 q 从 Q0 开始，与

P0的初始距离为 r0，其初速度为 v0，物质运动方向与星球 P0发出的引力线夹角为 β0，星球 p 从 P0发出

的引力子传播速度为光速 c，设星球 p 发出的引力线振幅的有效值为 Ap。设 rmin 为振幅对比的最小单位： 

7 3 min min pQ Q r k A= =                                  (11) 

式中 kmin为距离最小值与引力线振幅的比例系数。 

7 3 min
4 3

0 0sin sin
Q Q rQ Q

δ δ
= =                                 (12) 

min
03

7 3

1
rk

Q P
= =                                     (13) 

式 k03为 Q3点引力线 p2的振幅对运动物体 q 的干涉系数，以下类似。引力线 p2上 Q7点的次波源对

运动物体 q 的影响为： 

3 9 3 p pQ Q k A A= =                                   (14) 

2 9 3 9 0 0cos cospQ Q Q Q Aδ δ= =                              (15) 

3 2 3 9 0 0sin sinpQ Q Q Q Aδ δ= =                              (16) 

设： 

5 2
0

2 9

Q Q
h

Q Q
=                                      (17) 

5 2 0 2 9 0 0cospQ Q h Q Q h A δ= =                               (18) 

2 1 5 2 0 0 0 0 0 0tan cos tan sinp pQ Q Q Q h A h Aδ δ δ δ= = =                      (19) 

0 05 2
5 1 0

0 0

cos
cos cos

p
p

h AQ Q
Q Q h A

δ
δ δ

= = =                            (20) 

4 1 4 3 3 2 2 1Q Q Q Q Q Q Q Q= + +                                (21) 

min
4 1 0 0 0

0

sin sin
sin p p
rQ Q A h Aδ δ
δ

= + +                           (22) 

min
6 1 4 1 0 0 0 0 0

0

sin sin sin sin
sin p p
rQ Q Q Q A h Aδ δ δ δ
δ

 
= = +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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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min
01

6 1 min
0 0 0 0

0

sin sin sin
sin p p

r rk
Q Q r A h Aδ δ δ

δ

= =
 

+ + 
 

                     (24) 

min
01

min
0 0 0 0

0

sin sin sin
sin

kk
k hδ δ δ
δ

=
 

+ + 
 

                          (25) 

引力线 p2上 Q6点的次波源对运动物体 q 的影响为： 

5 1 01 pQ Q k A=                                     (26) 

min
0

min
0 0 0 0

0

sin sin sin
sin

p p
kh A A

k hδ δ δ
δ

=
 

+ + 
 

                        (27) 

2 min min
0 02 2

0 0

1 0
sin sin

k kh h
δ δ

 
+ + − = 
 

                            (28) 

设： 

min
0 2

0sin
kd

δ
=                                      (29) 

( )2
0 0 0 01 0h d h d+ + − =                                 (30) 

( ) ( )2
0 0 0

0

1 1 4
2

d d d
h

− + ± + +
=                             (31) 

h0取正值： 

( ) ( )2
0 0 0 0

1 11 4 1
2 2

h d d d= + + − +                             (32) 

q 基线的偏转量： 

0 2 9 5 2 0 0 0cos - cosp pq Q Q Q Q A h Aδ δ∆ = − =                          (33) 

( )0 0 01 cospq h A δ∆ = −                                  (34) 

q 基线的偏转角： 

0 0
0

2 0 4 0

tan
q q

Q Q Q Q
γ

∆ ∆
= ≈                                  (35) 

( )0 0
0

1 cos
tan ph A

r
δ

γ
−

=
∆

                                (36) 

引力线 p2的振幅对运动物体 q 的影响振幅平行于物质运动方向的分量对物质的运动速度造成影响，

当分量的合力与物质运动方向同向时，加速了物质运行，当分量的合力与物体运动方向反向时，减缓了

物体运行。 
对移动距离的影响： 

( )0 0 3 2 2 1 0 0 01 sinpr v t Q Q Q Q v t h A δ∆ = ∆ + − = ∆ + −                       (37) 

式中 Δr 为两引力线中间物体 q 运行的距离，Δt 为两引力线中间物体 q 运行的时间。对物质移动速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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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 ( )0 0 0 0 00
1 0

1 sin 1 sinp pv t h A h Ar
v v

t t t
δ δ∆ + − −∆

= = = +
∆ ∆ ∆

                   (38) 

物质 q 运行距离 Δr，对应偏转角 Δθ的计算： 

0 0 0sin sinr rθ δ∆ = ∆                                  (39) 

0 0 0δ β θ= + ∆                                     (40) 

( )0 0 0 0sin sinr rθ θ β∆ = ∆ ∆ +                               (41) 

0
0 0

0

cot cot
sin
r

r
θ β

β
∆ = −

∆
                               (42) 

物质 q 运动距离 Δr 后，与中心物质(星球)新的夹角和距离： 

1 0 0 0β θ β γ= ∆ + −                                    (43) 

1 0 0 1cos cosr r rθ β= ∆ −∆                                 (44) 

不考虑引力线振幅对物质运动速度的影响，总距离的变化为： 

( )
( )

1 1 n

2 2 n-1 1 n

0 0 1 2 n-1 1 n

cos cos
cos cos cos cos

cos cos cos cos cos cos

n n n

n n n

n n

r r r
r r r

r r r r

θ β

θ β θ β

θ β θ β θ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用矢量表示： 

( )0 0
d

t
t+ −= + + −∫r r v A A                                  (46) 

( ) ( ) ( ) ( ) ( )22 2
0

1 2 1 cos d
2

t
p pr v t h t A v t h t A t tπ δ = + − + − −         ∫                (47) 

公式中 v 为物体的速度矢量， +A 引力线上远离中心物体的振幅矢量， −A 引力线上靠近中心物体的振幅矢

量，也就是说：处在引力场中的运动物体和引力场中引力线振幅的矢量叠加形成新的运动矢量带括号 t
的是变量。 

6. 数值模拟 

引力能量波的波长 λ0 = 1.6 × 10−15 m，引力能量波的振幅估计为 Ap = 1.6 × 10−17 m，这里无法进行实

际参数模拟，只能进行原理性模拟。图 7 是模拟表的部分截图，表中参数 Δr = 0.2，Ap = 0.004，kmin = 0.02，
β = 3˚~87˚，间隔 3˚，距离 10~200，间隔 10，这里表的行数已经超过 2000 行，图 7 只是部分截图。 

图 8 是引力模拟效果统计表，模拟条件：Δr = 0.2，Ap = 0.004，kmin = 0.02，β = 3˚~87˚，间隔 3˚，距

离 10~200，间隔 10，黄色为引力发散，最后物质未与中心物质(星球)汇聚；绿色为引力收敛，最后物质

与中心物质(星球)汇聚成更大的物质(更大的星球)，距离超过 200 的需要将夹角和距离细化，此表收敛率

87.24%，说明在星系形成初期，大部分星际物质由中心物质(星球)汇聚成更大的星球。 
图 9 是引力典型收敛图，模拟条件：Δr = 0.2，Ap = 0.004，kmin = 0.02，β = 84˚，距离 110。由图看出，

物体在引力线振幅影响下，运行方向逐渐偏转，当运行方向朝向星球时，最后与星球汇聚成更大的星球。 
图 10 是另一个典型引力收敛图，模拟条件：Δr = 0.2，Ap = 0.004，kmin = 0.02，β = 45˚，距离 20。 
图 11 是引力典型发散图，模拟条件：Δr = 0.2，Ap = 0.004，kmin = 0.02，β = 84˚，距离 100。从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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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物体运动方和物体与中心物体夹角为 90˚时，物体与中心物体未到达收敛距离，等夹角超过

90˚后，引力线的作用将使物体向外偏离，当偏离到一定程度时，物体将飞离中心物体，出现发散，此时

引力线对物体的作用不是引力，而表现为斥力，引力会加速物体远离。2017 年 10 月 19 日闯入太阳系的

奥陌陌就是这种情况。 
图 12 是典型发散图，模拟条件：Δr = 0.2，Ap = 0.004，kmin = 0.02，β = 84˚，距离 100.03901613762。 
图 13 是典型收敛图，模拟条件：Δr = 0.2，Ap = 0.004，kmin = 0.02，β = 83.9999999999997˚，距离

100.039016137621。 
对于处在发散和收敛中间的情况，总会存在一个既不发散也不收敛的特殊情况，这个特殊情况就形

成了卫星和行星，这个情况需要在精度更高的大型计算机上进行模拟。物质运行速度恒定的情况下，这

个特殊情况会使物质运行轨迹形成一个标准圆环，但是引力线的振幅对物质运行方向形成垂直影响的同

时，也会对物质运行方向形成同方向的影响，因而使得物质运行轨迹最后一定形成一个椭圆。这个情况

需要在精度更高的大型计算机上进行模拟。 
对于大质量中心物质(星球)，可以同时发出多条引力线，引力线数量可以引起处在引力线中物质多个

核子发生偏转，使得总的偏转量增大，对于大量的引力线，运行物质质量越大，受引力线扰动的核子数

量越大，因此，引力线的偏移量与中心物质和处在引力线中的物质质量成正比。 
 

 
Figure 7. Schematic simulation of gravity formation 
图 7. 引力形成原理性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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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Statistics of gravity simulation effect 
图 8. 引力模拟效果统计 

 

 
Figure 9. Typical convergence diagram of gravity a 
图 9. 引力典型收敛图 a 

 

 
Figure 10. Typical convergence diagram of gravity b 
图 10. 引力典型收敛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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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Typical divergence diagram of gravity a 
图 11. 引力典型发散图 a 

 

 
Figure 12. Typical divergence diagram of gravity b 
图 12. 引力典型发散图 b 

 

 
Figure 13. Typical convergence diagram of gravity c 
图 13. 引力典型收敛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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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质量差不多相等的物质，分别处在对方的引力场中，运行方向将互相向对方偏移，最后汇聚成

更大的物质(星球)，在距离和运行角度都合适的特殊情况下，两个物质会互相绕行，形成双星系统。 
在大质量星球表面的物质，处在大质量星球许多引力线的共同作用下，其结果将使物质运动方向向

大质量星球偏移，形成大质量星球对物质的引力。 

7. 讨论 

从引力线的振幅会对处在引力场的物质运行方向和速度形成影响的角度出发，本文分析中还有许多

地方需要加以细化，星球发出的引力线的疏密程度随着与星球的距离发生很大变化，处在星球引力场中

的物质所选取的每小段运行长度也应该随引力线的间距变化，随着引力线与星球距离的变化，各个引力

线的振幅是否也会发生变化，中心物质(星球)受到引力场中的物质影响也需要考虑，以及等质量星球之间

的作用，核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做的工作还有许许多多。 

8. 结论 

本文从相交光线振幅的互相影响出发，说明相交光线互相影响会出现极其微小的方向偏折。对于处

在引力场中的物质，说明物质的运行方向会受到引力线振幅的影响向发出引力线的中心物质偏移，形成

引力，处在引力场中的物质绝大多数会汇聚到中心物质，形成更大的物质(星球)，部分物质会飞离引力场，

特殊情况下，物质会绕中心物质绕行形成卫星和行星。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说引力就是引力场中运动

物质的速度矢量和不同时刻引力线振幅矢量差的叠加，使物质运动方向向中心物质(星球)发生偏转的必然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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