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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professor Hu wenxiang’s H value and the equation of Hu’s covenant in the 
field of socia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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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笔者提出的社会生物学领域的胡氏约等式和H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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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笔者就开始注重交叉学科研究，并提出了比较化学、经济力学、心理力学等

许多交叉学科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笔者积极倡导比较学，90 年代又倡导组合学，大力呼吁广大

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积极运用比较学与比较化学，大力推广组合学与组合化学，不断产生新思想，发

明新技术，建立新方法，制造新工具，构建新模型，合成新物质，研制新产品，创立新理论；开始新的

追求，播下新的希望，放飞新的梦想，翻开新的一页，写下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开拓进取，上下

求索，努力拼搏，为推动人类科技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不断做出新贡献。 

2. 社会生物学胡氏约等式 

近几年特别为人称道的是笔者曾经提出的“胡氏约等式”，是一条非常奇妙的社会生物学定律，也

可能是宇宙基本规律之一。 
现代交往人数与原始部落的人数(猿人洞里的人数)相差无几，与早期社会村落里的人数也差不了多少，

与多数动物单群里的个数也相差不大，今天人类团体，包括社群、社会网络以及军事战斗连队等单位，

依然受到这个神奇数字的影响，超过了这个数字，成员之间就很难相互了解团队其他成员的生活情形，

即使现代社会发达了，但人类的时间、空间及精力都是有限的，只有这么大的容量。笔者在许多内部学

术研讨会和全国学术会议上，多次报告了胡氏约等式令人着迷的诸多方面，引起良好反响。 
这个胡氏约等式具体表述为： 
现代交往朋友人数 ≈ 猿人洞里的人数 ≈ 原始部落的人数 ≈ 母系氏族人数 ≈ 早期村落的人数 ≈

动物单群里的个数 ≈ 现代学术交流会议最佳人数 ≈ 现代军事单位连队的人数 ≈ 现代村组(过去的生产

队)的平均人数 ≈ 社会基层组织平均人数 ≈ 人类寿命 ≈ 精细结构常数的倒数 ≈ 宇宙中原子序数的上

限 ≈ 138。 
式中 138 称为胡氏数，或 H 数。胡氏数是笔者推讨出的宇宙中原子序数的上限，接近精细结构常数

1/137 的倒数，是无机世界的一个常数，却在有机世界和人类社会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上述胡氏约等式中

13 个约等号(还可以更多)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充分表明：原子世界、无机世界、有机世界和生物社会及

人类社会界等都遵守共同的宇宙基本规律。 

3. 宇宙化学元素个数的上限 

有许多数字具有奇妙的特性，令人着迷。例如 4 在元素周期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千桥飞梦》第

一卷第二章第七节，论述了宇宙中最多只有 138 个元素，回答了化学世界和宇宙中的一大难题。这是在

1979 年笔者刚满 18 岁正在武汉工程大学读大学二年级时解决的一大世界难题，当时并没有想到是一个

世界难题，只是感到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当时我们学习用的工科教材是大连工学院编的《无机化学》，同时笔者还学习了理科教材武汉大学

编的上下册《无机化学》，后者提到元素周期表若填满第八周期，就是 168 个元素，若填满第九周期，

就是 218 元素，究竟是多少？人们尚不知道。笔者在大学图书馆读到了英国化学家赫斯洛普在所著的《高

等无机化学》：在原子序数为 26、54、78 附近的元素的宇宙丰度有极大值，结合 114 稳定岛学说，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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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u’s difference method 
图 1. 胡氏差分法 
 

了一个差分，胡氏差分法可图解如下(见图 1) [1] [2]。 
这个差分外推到 138 就截止，令人惊奇的是，笔者从上述“三个半数据”(26，54，78 及 114，114

稳定岛假说尚未得到证实，只能算“半个数据”)得到这个结论的时候十分兴奋。第二年(1980 年)投稿没

被接受，后来找到狄拉克公式印证了这一结论，直到 1995 年又投出论文才发表：刘国湘，胡文祥，关于

元素周期表上限研究进展，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 中文版)，1995，(8)：55~57，67，39；近来为了支持

年轻同志又写了一篇英文发表：Hu WX，Zhao ZX，Liu M. How many elements exist in the World?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2013，328：1011-1016。笔者还不懈求索，总结了元素周期表的一些新规律，

见胡文祥，元素周期表中的新规律探寻，防化学报，1994，6(2)：73~77；并在科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的《协同组合化学》中已有部分介绍。笔者最早解决这个问题时，只有 18 岁，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

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 

4. H 数 138 的奇妙性 

138 是宇宙中化学元素原子序数的极限，这个 138 还具有许多奇妙特性，人们称之为 H 数。我们且

不说在 138 亿年前，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现今的宇宙就诞生了，因此宇宙的年龄是 138 亿年。 
太阳系及其行星地球等形成于约 46 亿年之前： 
46 × 3 = 138 
原始生命存在于地球上至少已有 34.5 亿年： 
34.5 × 4 = 138 
约 13.8 亿年前产生了更为复杂的真核细胞： 
13.8 × 10 = 138 
约 6.9 亿年前生命体开始出现坚硬的部分——比方硬壳，后来又出现骨骼和牙齿。这些东西在动物

死亡，其他部分消失后仍能留存下来，并逐渐经过化学反应，转变为石头一样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化石。 
6.9 × 20 = 138 
约 5.52 亿年前最早到脊索动物出现在地球上，人类所属的门就是脊索动物门。 
5.52 × 25 = 138 
约 4.6 亿年前有根、茎、叶的植物出现在地球上，蜘蛛和昆虫紧随植物而来并成为陆地上的最早领

主。从此生命局限于水生、陆地表面为不毛之地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4.6 × 30 = 138 
约 3 亿年前，带壳的卵才出现，其后代可以在陆地生生下来。我们现在称之为恐龙的爬行动物利用

这种适应性，逐渐演化为陆地上的统治者。 
3 × 46 = 138 
约 2.3 亿年前，人类所属的原始哺乳动物开始出现，他们大部分体积较小只有靠躲避恐龙的袭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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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生存下来。 
2.3 × 60 = 138 
约 1 亿年前，哺乳动物产生了又一重要适应性能——有了胎盘，这使得后代有可能在母体中生活相

当一段时间，幼子以相对先进的方式产下来，从而赋予哺乳动物进化优势。 
1 × 138 = 138 
约 500 万年前，第一批像人的古猿出现，生物进化有了新的转折。它们比现存的或已消亡的任何古

猿都更像今天的人类。这些灵长目动物和今天的人类一样双腿直立行走(而古猿做不到)，它们被称为类人

猿。 
0.05 × 2760 = 138 
可见 138 及其约数在生命起源和进化各个环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再来看人类寿命的情况。《千桥飞梦》第二卷第二章第八节太空移民与人的寿命中提到了太阳系人

类最长寿命为 225 岁，这是个理想的年龄，实际上由于环境污染及其他自然社会因素，导致人类性早熟，

往往生长发育期不需要 15 年，可能提前到约 9.2 年左右，再乘上太阳系的系数 15，因此得到人类的平均

寿命可达到 
9.2 × 15 = 138 
令人惊奇的是朋友圈的极限人数也约为 138。看来，社会生物学规律也离不开 138。朋友永远不嫌多

吗？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维也纳医科大学的研究小组目前在《科学报告》上发表论文指出，即使

在交朋友相对容易，也无须投入过多精力维持友情的网络环境中，最大的朋友圈也不过才 136 人而已。

150 人通常被认定为亲密人际交往所能达到的极限。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守候成美丽的风景，不是所

有的人，都掏心掏肺诉心声，路过的，都是景，擦肩的，都是客；驻留心中的才是情。友不贵多(实际上

多不起来，最多才一百多人)，贵在知人、知心、知音、知情，情不论久重，在心动、心懂、心同、心诚

属于自己的风景，才有美丽连连。 
《千桥飞梦——胡文祥学习研究成果实录》第三章第七节社会生物学中，描述了莫里斯规律、邓巴

定律、社交网站规律和学术交流规律都表明 130 至 150 是人类密友数量的极限。这一现代交往人数与原

始部落的人数(猿人洞里的人数)相差无几，与早期社会村落里的人数也差不了多少，与多数动物单群里的

个数也相差不大，这就是著名的胡氏约等式的由来，这是一条奇妙的社会生物学定律。 
综上所述，宇宙的年龄、地球上人类的平均寿命、人类朋友圈的极限和生物进化及社会生物学规律

及宇宙中化学元素原子序数的上限都是 138，这是非常奇妙的。尤其是当我们看到 138 可以分解为三个

素数之积： 
138 = 2 × 3 × 23 
令人不能不为之惊讶，是否可以理解为宇宙中男人和女人(2)在三维空间中(3)存在 23 对染色体？这

就有助于人们理解 138 是生命、社会和宇宙的一个极限数据。 

5. 结语 

上述胡氏约等式不仅是社会生物学约等式，也是原子物理和天体物理学的约等式，很可能是宇宙中

的一个基本规律。上述这些研究再次印证了伟大的物理学家伽利略曾说过的一句名言：数学是上帝用来

书写宇宙的文字。 
从物理学到化学，从生物学到哲学，从社会科学到宇宙学，到处都有笔者跨界交叉研究忙碌而充实

的身影。借用相邻领域的方法为我所用，很久以来就为科学家所掌握。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之间这

样大的跨界行动还比较少见。难能可贵的是，笔者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学生时代就开始跨度很大的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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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提出了比较化学、经济力学、社会力学、政治力学和心理力学等一系列新概念，三卷本《千

桥飞梦》(已出版两卷，第三卷不久将问世)就是其跨界研究成果的一个缩影[3]-[8]。 
笔者特别重视发展交叉学科研究，重视比较学、组合学和统一论方法的灵活运用，重视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甚至哲学的交叉与融合，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上寻找和阐明复杂社会现象的原因，其

中许多新思想，在岁月的打磨中，历久弥新，日渐臻醇。古罗马著名学者塞涅卡说：“真正的伟大，即

在于以脆弱的凡人之躯而具有神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要以凡人之躯涉足世界奥秘的诸多方面，

在发展交叉学科领域等诸多方面不断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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