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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ewton's theory of gravitation, this paper suitably 
changes the physical meaning of scale parameter, affirming that the Newton's theory of gravitation 
is still applicable to curved space and strong field. Furthermore, it precisely calculates the solution 
of the gravitational field within and beyond the sphere by the 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It infers 
that internal and external gravitational field is discontinuous, and the black hole theory of general 
relativity is thoroughly repudiated with a new black hole theory being set up. Through the analy- 
sis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matter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lack hole, it concludes that the uni- 
verse is a giant black hole and evolves from a general black hole, and negates the big bang model 
of the universe. Meanwhile, it reveals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expansion of power, the reason of 
the cluster motion and the united rotation of material, the physical nature of the Hubble frequency 
shift and the cause of the quasar red shift by reasoning on the formation of cosmic structures. It 
negates the existence of dark matter, determining that the Milky Way is in a location near the cen- 
ter of the universe. Hence,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smology is solved fundam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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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牛顿引力理论的深入分析，对其尺度参量的物理意义做了变动，肯定了牛顿引力理论仍然适用于

弯曲空间或强场条件下。并由万有引力定律求出了球体内外引力场的精确解，得出球体内外引力场不连

续的结论，彻底否定了广义相对论的黑洞理论，建立了新的黑洞理论。通过对黑洞内外物质的演化过程

进行分析，得出我们的宇宙就是一个巨型黑洞的结论，且是从一个普通黑洞演化而来。从而否定了存在

诸多疑难的大爆炸宇宙模型。通过对宇宙结构的形成进行推理，揭示了宇宙膨胀动力的本源、物质结团

自转的原因、哈勃频移的物理本质及类星体大红移的成因等；否定了暗物质的存在；确定了我们的银河

系，处于比较靠近宇宙中心的位置；从根本上解决了目前宇宙学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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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的黑洞理论及宇宙学都是建立在广义相对论(GR)基础上，从天体演化理论看，黑洞是宇宙中恒

星演化的终结，宇宙与黑洞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目前的黑洞理论却告诉人们，悬浮在宇宙中的

黑洞，有一条通往另一并行宇宙的通道——虫洞[1]。这条违背自然规律的通道，把 GR 彻底推向了宗教地位。 
在物理学领域，曲解数学方程的物理意义，并被公认的现象并不罕见。如波动理论中，将简谐波波

动方程 ( )cosy A t x vω= − 的偏微商 y x∂ ∂ ，当做了质元的线应变 L L∆ (注意， x∂ 是变量，L 是常量)。从

而得出机械波的机械能不守恒的错误结论[2]，造成了物理学的两大零点困难之一(另一个是电磁波零点困

难)。其实，质元线应变 L L∆ 中的 L∆ 与方程 ( )cosy A t x vω= − 的因变量 y 才是同一个物理量。如此再

结合质元的势能公式，便可得到动势能相互转换的、机械能守恒的机械波能量方程。机械波的零点困难

得以解决。 
一个不知从何时开始，只涉及简单微分的问题，便造成了物理学上的重大困难。而涉及更复杂数学

理论的 GR，曲解方程物理意义的现象也非稀奇了。 
建立在 GR 基础上的大爆炸宇宙(宇爆)模型，是目前公认的诸多宇宙模型假设中最好的，但它所提出

来的问题远比它所解决的问题多得多。即便如此，主流学界仍认定只有 GR 才能解决宇宙问题，牛顿理

论则被排斥在外。再加上外行媒体的跟风宣传，这都极大地阻碍了现代物理学的健康发展。 
GR 的根基–强等效原理内容为，在引力场中任一时空点，都对应一个可以完全抵消该点引力场效应

的局域惯性系。但由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两种质量)等同性得出的弱等效原理，只能满足动力学效应的相

等。为此，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性原理，认为一切参考系都是平权的，将惯性系规律直接推广到

了加速系(也被定义为惯性系)中，以弥补弱等效原理的不足，这便是强等效原理的由来。可见，从弱等效

原理至强等效原理的提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3]。 
厄阜实验被公认为是对两种质量等同性的证明，其实却是对实验本质的曲解[4]。引力场影响时空，

加速系不影响时空(由 µ−介子圆周运动实验证明)，GR 却始终将加速系等效为引力场。一个概念只能有

一种定义，而 GR 中的惯性系却是可以加速的。如此等等。使一些学者曾经试图否定强等效原理[3]。但

许多实验对 GR 的支持，却又维护着强等效原理。难怪有传言，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看懂 GR，透露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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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 的一种无奈。 
由牛顿引力理论得到的关系式 2v GM r= (等效定律)，揭示了引力场本身具有的内凛运动效应，且完

全符合强等效原理内容。GR 的根基更加坚实、简洁，对惯性系概念的篡改也得以澄清。 
由此可见，应用具有坚实根基的修正后的狭义相对论(新 SR)[5]，对弱等效原理的否定[4]，并不影响

强等效原理的成立。爱因斯坦只是用错误的思路，肯定了强等效原理的存在，但其物理本质已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这对 GR 的整个演绎推理过程将产生极大影响。所以说，GR 基础上的黑洞理论和宇宙学，必

需进行必要的重新审核。 

2. 牛顿引力理论再探 

2.1. 牛顿引力理论的重新定位 

目前认为，牛顿引力理论只能适用于低速和弱场。因为只有在该条件下，才有场方程的牛顿近似。

究其原因，认为牛顿引力理论只是平直时空中的理论。其实只要将万有引力定律 2F GM r= 中唯一受时

空影响的尺度 r ，设定为 GR 或弯曲空间中的有效值，而不是当做平直空间的标准值 r (上横线表示平直

空间的物理量，其它为有效值)，牛顿引力理论完全符合 GR 的要求。就是说，场方程和牛顿引力理论都

是弱场条件下对平直时空的近似。 
GR 通过泊松方程 2 4 Gϕ π ρ∇ = ，得到场方程的相对论引力常数的近似值 48 G cπ [6](在黎曼几何中π

值并不是常数)。席瓦西尔(席氏)解的度规 21 2g GM rcµν = − + 中，采用的也是弱场近似下的牛顿引力势[6]。
而针对 GR 的实验验证，又是基于弱场条件(唯一强场条件下的双星进动值，不符合 GR[7])，进一步掩盖

了弱场近似解用于强场的错误。如将这些近似结果用于极端条件下，如黑洞或宇宙，GR 必明显偏离实际

值，甚至得出错误结论。所以目前 GR 的应用，只适用于近似平直时空的弱场条件。 
学术界认为，牛顿引力理论存在两个无法克服的困难[3]：1) Neumann-Zeeliger 疑难。是说，如果宇

宙是均匀无限的，则宇宙中任一点场强无穷大。这其实只是对牛顿时空观(其与万有引力定律并不存在必

然的逻辑关系)的否定。宇宙中任一点场强的有限性，正是对宇宙有限性的证明。2) 非洛仑兹协变性。由

于 W 场的得出[4](由运动质点产生的场，类似运动电荷产生的磁场)和有效尺度的介入，该问题已被彻底

解决。 
其实在 GR 诞生前后，有许多学者根据当时的理论和天文观测，试图修改牛顿引力理论[3]，但均未

获得成功。从非洛仑兹协变性问题的解决，可以看出，牛顿引力理论对天文观测结果的偏离，是当时牛

顿引力理论内容缺失的结果，即没有考虑 W 场力[4](类似洛仑兹力)和有效尺度的应用。 
库仑平方反比定律经受住了现代高精度实验的验证。理论上，垂直通过单位面积的电力线数 N，等

于该点场强 ( )E N S= 。则与点电荷相距为 r 的球面上任一点场强 24E N rπ= ，库仑平方反比定律得证。

将上述电荷换成质点，由于引力线数量不变，则引力场平方反比定律 ( )24ig N rπ= 同样成立。 
由场-速关系式 2

0i ig gγ= 可知[4]，引力场平方反比定律在场源运动情况下也依然成立。可见，有效

尺度的介入，使得牛顿引力理论完全适用于强场、弱场、高速和低速。 

2.2. 球体内外引力场的推导 

一般认为，介质中任一质元所受的引力无法由牛顿引力理论算[6]。这是对牛顿引力理论的认识不足

所致。对于圆环轴线上的任一点，可求得其引力场强的精确解为(见附录 1)： 

( )
3

2 2 2
iL

GMag
b a

=
+

(a 为圆环轴线上任一点至环心的距离，b 为环半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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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设球壳面密度为σ ，将球壳分解成多个圆环。则对整个球壳而言，圆环质量元 
2d 2 d 2 sin dM b R Rσ π θ πσ θ θ= ⋅ ⋅ = ，则由式(1)得，每个圆环元轴线上任一点 P 的场强为： 

( )

( ) ( )

2

3
2 2 2

cos 2 sin
d d

sin cos
iO

G r R R
g

R r R

θ πσ θ
θ

θ θ

+ ⋅
=
 + + 

                             (2) 

则球壳内外的引力场强为： 

( )

( )
2

30
2 2 2

cos sin
2 d

2 cos
iO

r R
g GR

R r rR

π θ θ
πσ θ

θ

+
=

+ +
∫                             (3) 

对式(3)求解，得(见附录 2)： 

( )

( )2

0
iO

r R
g GM r R

r

 <
= 

>

                                    (4) 

由式(4)知，对于密度为 ρ 的均匀的实心球体内部，高斯定理依然成立。分别过球体内部和外部的任

一点做球面(高斯面)，应用高斯定理(过程略)，得球体内外的引力场强为：  

( )

( )2

4
3

i

G r r R
g

GM r R
r

π ρ <= 
 >


                                    (5) 

由引力势与场强的关系 d
b

ia
g rϕ = ∫ 和式(5)，得： 

( )

( )

0 2 2
3

2
2

4 4d
3 6 2

d d

r

r r

G G GMr r r r r R
R

GM GMr GM r r r R
rr

π ρ π ρ

ϕ
∞ ∞ −

 = − = − <= 
 = = − >


∫

∫ ∫
                        (6) 

 

 
Figure 1. Solution of the spherical shell inside and 
outside strong gravitational field 
图 1. 球壳内外引力场强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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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 (6)便是引力源内外的引力场分布规律，可知，引力源边界处的引力场最强。 

3. 黑洞理论的重建 

3.1. 引力半径的重新探讨 

拉普拉斯(Laplace)在牛顿力学基础上，根据引力势能与动能的守恒关系 2 2mv GMm r= ，得到
22r GM v= 。并由此预言，当 v c= 时，光将不能向外传播( 22r GM c= 称为星体的引力半径)。这便是

黑洞观念的开端。 
根据 SR，运动质点动能为： 

( ) ( )2 2
0 0 1kE c m m c m γ= − = −                               (7) 

式(7)结合机械能守恒定律得： 

( )2 0
0 1

GMm
c m

r
γ − =                                   (8) 

将式(8)中γ 按级数展开，则当 v c 时，可得 ( )2 2
0 01 2c m m vγ − ≈ 。可见，拉普拉斯的引力半径是

弱场或低速的近似结果。 
当式(8)中的质点 0m 近光速时，得到引力半径 r 的极限值为零的结果。就是说，光速运动的惯性系，

只能是一个点[5]，或说，GR 黑洞，应该只是一个点。但 GR 却应用该理念，得到了不为零的引力半径。

其原因是在席氏解的度规中，采用了弱场近似下的牛顿引力势，或说，将平直空间尺度用于了弯曲空间，

把本不存在的区域，当做了引力半径。 
由式(6)作图 2 所示的 -rϕ 曲线。 
由图 2 可知，1) 球体内外的整个引力势函数在 r R= 处是不连续的，这便是席氏坐标不能使用同一

个度规去处理引力源内外引力场的真正原因，而并非是坐标的选择不当造成。2) 因为普通物质小于光速，

所以引力源必存在体积，则由式(6)知其中心的引力势必为零，席式解中 0r = 的奇异性也不复不存，进而

否定了奇点论。 
如果再增加场方程的宇宙因子项，则席氏外部解的度规将再增加一个奇异性[3]，这与式(6)是矛盾的，

所以 GR 的宇宙因子项也不应存在。 
 

 
Figure 2. -rϕ  curve of sphere inside and out- 
side the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图 2. 球体内外引力势的 -rϕ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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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 GR 黑洞理论的奇怪观点，1) 黑洞视界的引力势，等效于光速系。光速系的时间静止，速度为

零。不存在 GR 认为的物质会不断运动穿过视界[6]。2) 中心奇点的提出，使视界至奇点间的引力场成为

变相的超光速区域(被想象成时空发生了互换)，而超光速在相对论中是不被充许的，即引力场是有极大值

的。现代量子理论的结果也不支持中心奇点论。 
由以上可见，GR 基础上的黑洞理论不能成立。 
等效定律的得出，使得 GR 不再需要能消除引力效应的所谓加速惯性系的帮助。观测者在距引力源

无穷远处(绝对静止系)，既可得到引力源内外的有效尺度。可见，黑洞的有效引力半径为 2r GM c= ( r 值

取决于引力源内部的引力场)。 

3.2. 静界和黑洞态物质 

当球体半径 2r GM c= 时，球体的外壳便成为无限红移面，即黑洞的静界(相当于光速运动系)。由图

2 或式(4) (5) (6)可知，引力场是有极限值的，强于静界处的场强或引力势是不存在的。静界的时空性质

为，尺度为零，时间静止(无穷大)，速度为零。所以，任何物质在静界处都不存在体积和运动，任何物质

也不能穿出静界，静界可以容纳任意多物质。 
建立在高能物理基础上的恒星演化理论认为，质量超过中子星质量上限的晚期恒星将塌缩成为黑洞。

由于对 0.5 fmr < 的核势性质无实验数据[3]，所以还不能确定黑洞态物质的具体性质。 
理论上，小于 0.1~0.2⊙(⊙为太阳质量)的中子星是不存在的[8]。目前所认定的中子星，质量在 1~3

⊙。由此推断，实际上中子态物质的最小质量，与理论是符合的。否则由于天体的碰撞，宇宙中必将存

在小于 0.1~0.2⊙的中子星。这说明，当中子星的自引力小于简并中子气压时，将产生自由中子而发生 β

衰变，生成质子、电子、反中微子，形成普通物质。 
研究表明，演化后期的中子星可能存在夸克解禁[9]。由夸克易被囚禁的性质可知，夸克态物质的稳

定性远低于中子态物质。那么小于夸克的粒子，构成的物质(黑洞态物质)，将成为更不稳定的物质。 
理论上，形成黑洞的最小质量为 3⊙[1]。目前实际观测中比较肯定的黑洞天体，最小质量大约是 3.8

⊙[10]。说明实际上黑洞态物质的最小质量 nM ，也是与理论符合的。否则，天体的碰撞也会在宇宙中形

成小于 3⊙质量的黑洞。 
由以上判断，当奇异星不断吸积外部物质，塌缩为黑洞时，夸克态物质将蜕变成更不稳定黑洞态物

质。小于 nM 的黑洞态物质将迅速衰变，而向普通物质方向演化。 

3.3. 黑洞的演化 

当大于 nM 的星体向黑洞演化时，由式(5)或(6)知，星体外壳的引力场最强，所以，星体外壳将首先

进入静界。如果此时静界内的物质仍大于 nM ，则将继续塌缩，形成内层静界，直至最内层静界内的物质

质量小于 nM 。此时物质的自引力不足维持黑洞态，则积蓄了巨大能量的黑洞态物质将以辐射为主开始向

普通物质演化，且温度迅速升高。此时的辐射状物质大部分会落入静界面。随着温度的降低，另外一小

部分生成普通物质。由于黑洞总质量不会增大，所以静界内部的演化不会改变静界大小。 
受黑洞内外物质的引力场叠加影响，静界的某处将会发生向内凹陷。则原静界处的物质将会析出，

其大部分将被重新吸入凹陷静界。由于外部物质的运动，凹陷的静界恢复，析出的物质便进入了静界内

部。由式(5)知，静界内的物质不再受静界的引力作用，所以在黑洞内靠近静界的部位，会不断有物质析

出(可形成黑洞内部微波背景辐射的源)。 
可见，是静界面的波动导致了物质进入静界，而不是物质的不断运动。这使得内层静界会不断扩大，

使黑洞形成之初的多层静界合并为单一静界。由于黑洞会不断吸积黑洞以外的物质，则黑洞质量将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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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而变成超大质量黑洞。 

4. 黑洞宇宙模型的建立 

4.1. 宇宙模型的重建 

动力学宇宙论的基础，是由符合宇宙学原理的 R-W 度规、场方程和物态方程整理成的基本方程组。 
宇宙学原理是指全空间物质分布的均匀性，这已为天文观测所证实。由式(6)知，密度均匀的宇宙，

其内外的引力场是不均匀的。根据 GR，引力势决定空间曲率，则宇宙内外空间的曲率因子 k ，均不能为

常数。可见，常曲率空间的 R-W 度规[3]，并不符合宇宙学原理。宇宙内空间属椭圆几何 ( )0k > ，外空

间属双曲面几何 ( )0k < 。以抵消局域引力效果为出发点的场方程，只能描述均匀引力场的时空性质。可

见，目前的动力学宇宙论只可作为参考。 
黑洞和宇宙的内部，具有完全相同的物质或引力场环境，由此推断，黑洞的内部就是个宇宙。自然

界应是平行和多重宇宙并存的形式。 
—些科学家堤出，整个宁宙可能是一个巨型黑洞[1]。这说明，黑洞宇宙能更好地解释宇宙。但由于

受 GR 黑洞的奇点论束缚，使得黑洞宇宙只能停留在猜测的层次上，与本文论述有着本质区别。 

4.2. 哈勃频移的重新审核 

由于哈勃红移被认定为星系退行的结果，并据此归纳出了哈勃定律 0V H R= ⋅ 。动力学宇宙论围绕哈

勃定律，构建成了当今的宇爆模型。 
在 R-W 度规下，由场方程推得： 

2 2 28
3 3
GR k R Rπ ρ Λ

+ = +                                 (9) 

式(9)用于描述宇宙膨胀速率和预言暗物质的方程。一般认为，现今宇宙的中曲率因子 0k ≈ 。可见，

宇观尺度 R 越大，宇宙膨胀速率 R 越大，即符合哈勃定律的膨胀。但这势必导致中心密，边缘稀的宇宙

图像，这样的宇宙膨胀不但无法描述[11]，更与宇宙学原理相矛盾。目前解释是，宇宙没有中心或任一点

都是中心，但这样的宇宙只能是无限的，从而再次形成 Neumann-Zeeliger 疑难。 
根据 GR，空间曲率是引力势的增函数(黎曼几何只能得到这种粗略关系)。则由式(6) ( )r R< 知，

2k a bRϕ= = ( a b、 为正的任意参量)，而π 是 R 的减函数。可见，符合式(9)的(宇宙因子Λ已被否定，见

3.1 节)宇宙空间胀缩尺度为，靠中心处大于边缘处。如此宇宙各处的体积胀缩呈现出均匀性，与宇宙学

原理相符合。 
光波的频移本源，有运动频移和引力频移(光在电离气体中传播[12]和光子老化[11]产生的红移。目前

还未被认定，暂不予考虑)。由等效定律知，观测上不能区分这两种频移。根据宇宙学原理，各星系团必

定是脱离彼此间引力束缚的，其各向运动的几率应相等，这类似低温气体的分子运动。从大多星系呈红

移现象看，运动频移只能占很小成分且速度很小。所以，从统计意义上说，宇宙整体是处于稳定状态，

即式(9)中 0R ≈ ，哈勃定律不能成立。 
如果地球处于宇宙中的普通位置，则由式(6) ( )r R< 知，引力势与宇宙中心距离的平方成正比，即越

靠近宇宙边缘，引力红移值越大。只有靠近宇宙中心位置的星系才可能表现为蓝移(银河系内的恒星应属

于运动频移)，这便是蓝移星系极少且都集中在北天方位的原因。仙女座蓝移最大(−0.001)[13]，这应是宇

宙中心的方位。由此推断，我们的银河系，处于比较靠近宇宙中心的位置。 
星体本身的引力场也会产生红移，但根据目前的计算结果，普通星体对红移的影响很小，只有类星

体(见 4.5 节)可产生大的红移。 

http://baike.baidu.com/view/62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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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暗物质问题 

宇爆模型认为，式(9)中 0k ≈ ，哈勃常数 H R R=  。引入临界密度 23 8c H Gρ π= ，并设 8 Gρ πΛ = Λ  
(暗能量密度)，则式(9)整理成 cρ ρ ρΛ= + 。若忽略使宇宙膨胀的 ρΛ ，宇宙应处于平衡状态，即 cρ ρ= 。

但观测结果显示，普通物质 cρ ρ 。由此预测宇宙中必存在 23%左右暗物质，才能有现今宇宙的存在。 
根据牛顿引力理论，绕母星 M 运行的质点运动规律为 2 2v GM r= 。在天体力学中，按维力定理，N

体问题的运动规律同样满足该关系[6]。就是说，旋涡星系发光区外的旋转曲线，应呈1 r 的下降趋势，

但实际上的旋转曲线却是平直的。由此得出结论，星系发光区外的物质总量要超过发光物质的几倍至几

十倍[6](还有对后发星系团质量的测定[14]，其原理相同)。这便是暗物质存在的主要证据。即使如此，暗

物质数量仍远不能达到理论要求。又在大尺度上对星系计数及星系本动速度场(偏离哈勃流的速度)的进行

实测研究。虽然争议较多，但总算勉强达到了理论要求[6]，形成了暗物质疑难。 
黑洞宇宙认为， 0ρΛ = ，式(9)中 0R ≈ ，则由式(9)得 28k GRρ π= 。由 , ,k R π 关系(见 4.2 节)知，宇

宙物质可保持较好的均匀性，根本不须要暗物质帮助。 
旋涡星系是近似圆盘的整体。由式(4)不难证明，面密度均匀的圆盘内各点的场强为 ig Gπσ= ，是常

数。将银河系看做不同面密度的圆盘叠加，旋转曲线的平直特性完全正常[15]，根本无需暗物质帮助。由

引力透镜技术取得的暗物质分布图，肯定了星系与暗物质的位置是吻合的[14]，这完全符合该观点。对哈

勃膨胀的否定和大尺度上众星系的气体性质，本动速度的产生完全正常。 

4.4. 暗能量问题 

1998 年的超新星观测，发现其光度比预计中更暗，由此得出宇宙正在加速膨胀的结论[16]，提出了

暗能量假设，并认为它的效应近似宇宙常数Λ。 
在 R-W 度规下，由场方程推得： 

( )3 4 3R G p R Rπ ρ= − + + Λ                               (10) 

式(10)用于判断宇宙膨胀是加速还是减速。目前观点认为 0p = 。则只有当 4 Gπ ρΛ > 时，才能与实

验符合，这便是 73%暗能量存在的理论依据。 

超新星是宇宙深处质量巨大的天体，短时间内爆炸的光度变化能被观测所识别，可见其加速度或受

力之大。将其归功于感觉不到的暗能量作用，实在说不通。如果说暗能量只存在于宇宙深处，又违背了Λ

的常数性。宇爆模型认为，宇宙膨胀是先减速后加速，即随着宇宙膨胀，普通物质密度降低(但整个宇宙

中普通物质的总质量或总能量不变)，而暗能量密度增大[16](总的暗能量增加)。这将使宇宙的总能量加大，

从而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 
现应用黑洞宇宙重新分析超新星加速退行机理。因地球较靠近宇宙中心(见 4.2 节)，则由式(6) ( )r R<

知，超新星面向地球和背向地球两端的引力势关系为 21 ϕϕ < 。根据等效定律，两端的时间关系为

1 2d dt t a= ( 1a > ，是引力势的函数)，尺度关系为 1 2d ds a s= 。因超新星爆炸时，各向喷发的物质数量相

等，则质量关系为 1 2m m a= 。得超新星两端受到的反作用力为： 
2 2

2 21 2
1 1 2 2 22 2

1 2

d d
d d

s sF m a m a F F
t t

= = = >                            (11) 

由式(11)可知，超新星自身两端的引力势差和自身物质喷发，才是其加速退行的真正原因。 
黑洞宇宙认为 ( )0Λ = ，物质间引力大于膨胀力时，宇宙收缩，反之宇宙膨胀。式(10)中的 0p < ，

3 0pρ + = 时，宇宙才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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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分析膨胀力 ( )p− 的产生。光线弯曲只是种折射效应，爱因斯坦便是采用引力势差和惠更斯原理计

算的此效应[17]。就是说，光线是沿引力势增强的方向偏折，而不是沿引力场方向偏折。从能量守恒角度

看，强引力势较弱引力势中的光速小，结合 2mc hυ= ，可知光子动能的改变量与光子频移的能量差相等。

所以，光子不受引力作用。所谓的光不能从黑洞逃逸，是指黑洞静界上所有物质的速度为零，是时空的

性质使然，而与引力无关。弱等效原理隐含的所有物质都受引力作用，不能成立。可见，式(9)中 0p ≠ ，

宇宙中的光子动量构成宇宙的膨胀动力。 
引力波(中微子可能是高能引力波单元，另文述)、两种质量的差异，均可做为宇宙膨胀动力。真空能

是否能构成宇宙膨胀动力，还需进一步的认定。 
由于星系的形成，宇宙存在极大真空区，由辐射物质构成的膨胀动力或膨胀能量，只有少数起作用。

若宇宙收缩，则式(10)中 ρ 增大， p− 也增大，反之亦然。可见，膨胀能量还起到维持宇宙稳定的作用。 
由以上可见，即使被目前看做暗能量的真空能具有膨胀动力，其与宇宙常数也毫无关系。对否定暗

能量存在的一些观测结果分析[18]，只能说明膨胀能量对宇宙的影响很小，这完全符合前述观点。 

4.5. 物质的结团自转 

在引力作用下，宇宙局部将发生结团现象。但宇爆模型对星系形成的种子-背景温度涨落的形成机制

不能解释[3]，即不能解决干扰源问题。而黑洞宇宙则很自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黑洞外部物质的

引力场干扰。 
再看天体结团自转的形成机制。由黑洞初始演化(3.3 节)知，当电子落向质子时，电子将受到质子的

磁场作用而产生一横向力，随着宇宙温度降低，最终使电子绕质子做圆周运动，形成原子。由于 W 场的

提出[4]，两质点在引力作用下加速接近时，同样受到横向的 W 场力作用而相互绕转，最终结合在一起形

成自转。这便是物质结团时的最初自转动力。 
在形成当今的星体和星系时，母星将消耗引力势能对子星产生自转力矩而做功[19]。现代的天文观测

表明，所有星体都向着星系中心旋进[20]。 
以二体问题为例，由文献[19]可求得，子星每公转一周获得的自转角动能为(其中 M 为母星质量，J

为子星转动惯量，r 为子星的公转半径)： 

3

45
64k

GMJE
r

π
≈                                     (12) 

母星消耗的引力势能为( r∆ 为子星每公转一周，其公转半径的增量)： 

( )P
GM GM rE GM

r r r r r r
∆

= − = −
+ ∆ + ∆

                         (13) 

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则 k pE E= 。因 r r∆ ，则由式(12) (13)得： 

45
64

Jr
r
π

∆ ≈ −                                    (14) 

由式(14)可知，子星公转半径的缩小量，与公转半径成反比。当子星进入洛希极限内时，子星将发生

碎散，则转动惯量 J 变小，系统结团性变差。 
再看相对论性的公转半径增量。设子星受到的离心力为 cF ，向心力为引力 gF ，W 场力为 wf (式中u

为母星的平均自转线速度，v 为子星公转线速度[4])，则： 
2

0 0 0
02 2 2 2, ,c g w i

GMm GMm GMm vuvF m F f m vw
r r r r c

γ
= = =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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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r v∆  coefficient curve 
图 3. -rr v∆ 的系数曲线 

 

由式(15)，得子星每绕母星公转一周(T = 1)，公转半径增量为： 

2
2 2

1 11
2 2 2

c g w
r

F F f GM vur aT
m r cγ γ

− −  
∆ = = = − − 

 
                       (16) 

图 3 为 21 1y vu cγ γ= − − 的曲线。则由式(16)可知，两种质量的不等，不会影响系统的结团性。只

有当子星线速接近光速或引力半径时， rr∆ 才为正值，即公转半径不再减小。但由于近光速绕行的子星，

会产生同步辐射(含引力波)而不断释放能量，所以系统结团仍会继续。 
综上所述，对于宇宙中任一星系，在洛希极限与靠近引力半径之间，将出现子星的堆积、碰撞和碎

散，从而产生非热致连续辐射，形成星系球核。这便是中心厚、周围薄的旋涡星系结构成因，直至其演

化成为类星体(完全符合类星体的基本特征[21])。随着同步辐射对星系球核能量的消耗，所有物质(不含电

磁波和引力波)终将落入星系中心黑洞。 

5. 总结 

物理研究，有两种思维方法——归纳和演绎。19 世纪以前，以归纳法为主，至麦氏方程组诞生为最

高成就。相对论是种演绎性理论，它的诞生，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看法，但其存在的错

误，则将理论物理带入了迷宫。就是说，从抽象规律的建立到具体规律的演绎全过程，不能有丝毫差错。

具体规律可归纳出抽象规律，但抽象规律却未必能演绎出具体规律。如由式(6)可得出泊松方程，但泊松

方程则难以得到式(6)，即使得到，其物理意义也难以明确。 
引力势均匀的空间，是平直空间的完整收缩，(相当于新 SR 中运动系与静止系的关系，π π= )。但

在黎曼几何中却是非平直的 ( )π π≠ 。引力场是弯曲空间的源，但黎曼几何却不能得到引力场与曲率的确

定关系。黎曼几何不能用于宇宙的变曲率空间，这需要更高深的数学理论诞生。可见，GR 落幕是必然的，

数学概念不能机械地照搬到物理中去。 
时空弯曲是数学思维的产物，是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尺度在不同引力势中的变化，是对引力场几何化

的形象表述，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理弯曲。将“弯曲”一词改为“收缩”，更符合物理规律和思维习惯。 
牛顿引力理论非洛仑兹协变性问题的解决[4]，借助了新 SR 和 GR，使黑洞和宇宙存在的诸多问题得

以用归纳法解决，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简洁易懂且不再神秘的黑洞和宇宙。彰显了演绎是归纳的前导，归

纳是演绎的基础。 
现代的前沿科学理论，大多与相对论相关联。相对论的修正[4] [5]，将导致大量前沿物理理论，必须

进行必要的重新审核，这将是科学发现与创新的最佳时代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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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ppendix) 

1) 圆环轴线上任一点的引力场强的精确解 
如图 a，设圆环线密度为 λ ，则在圆环上取任意质量元 d dM lλ= 。知 dM 对 0 点的场强 d iLg 在 x 轴上

的分量为： 

2 2 3

d dd cos diL
M l a ag G G G l

dd d d
λ λθ= = =  

由于 d iLg 在 y 轴上的分量可相互抵消为零，可略去。 
则圆环所有质量元对 O 点的场强为： 

( )
2 2

3 3 30 0
2 2 2

2d d
b b

iL
a a b ag G l G l G

d d
b a

π πλ λ π λ
= = =

+
∫ ∫  

得： 

( )
3

2 2 2
iL

GMag
b a

=
+

                                     (a) 

2) 球壳引力场的精确解 
如图 1，设球壳面密度为σ ，r 为任一点 P 至壳心的距离。在球壳上取任意圆环质量元 

2d 2 d 2 sin dM b R Rσ π θ πσ θ θ= ⋅ ⋅ = 。则由式(a)知，任一圆环对 P 点的场强为： 

( )

( ) ( )

( )

( )

2

3 3
2 2 2 22 2

cos d cos 2 sin
d d

2 cossin cos
iO

G r R M G r R R
g

R r rRR r R

θ θ πσ θ
θ

θθ θ

+ + ⋅
= =
  + ++ + 

 

则： 

( )

( )

( ) ( )

2
30

2 2 2

1 1

3 31 1
2 2 2 22 2

cos sin
2 d

2 cos

cosd cos d cos
2

2 cos 2 cos

iO

r R
g GR

R r rR

GM r R

R r rR R r rR

π θ θ
πσ θ

θ

θθ θ
θ θ

− −

+
=

+ +

 
 − −

= + 
 + + + + 

∫

∫ ∫

 

设 2 2 2 cost R r rR θ= + + ，则： 
2 2

cos
2

t R r
rR

θ − −
= ，

1d cos d
2

t
rR

θ =
 

 

 
Figure a. Solution of the circle on the 
axis of the field strength 
图 a. 圆环轴线上引力场强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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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2

2 22

2 22

2 2 2

2 2 2

3 2 2
2

2 3
2

3 1
2 2 2 2

2

2 2
2

1 1d d
2 2 4

1 1 d d
2 4

1 1 2 2
2 4

R r R r
iO R r R r

R r R rR r

R r R r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GM t R rg t t t
R r R

t
GM R r t t t t

r RR t

GM R r t
r RR t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 r R< 时(取 t 的算术平方根) 

( ) ( )

( ) ( )

2 2
2 2 22 2

2 2

2 2 2 2

2 1 4 4
2 4

2 1 1 1 0
2 2

iO
GM r rg R r r

r R R rR R r

GM r R r GM
rR rR rRR R r rR R r

 −  = + + +   −−   
 +   = − + = − + =  − −   

 

当 r R> 时(取 t 的算术平方根) 

( ) ( )

( )

2 2
2 2 22 2

2 2

2 2 2 2 22 2 2

2 1 4 4
2 4

2 1 2
2 2

iO
GM R Rg r R R

r R r RR r R

GM r R GM GM
r R r r rr r R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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