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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theory of the great unity of the ether model is deeply studied, and it is further 
discussed that the effect of the ether space and the ether pressure on the object is the root of all 
natural phenomena and natural laws;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essence of inertia 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uge ether pressure in the space when it reaches the balance on the object, and the inertia 
force is essentially the time difference of the ether pressure conduction caused by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object; the shape The unified interpretation and cognition of natural phenomena and laws 
redefine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physical concepts such as mass, inertia, space, speed, tempera-
ture and energy from a new perspective, narrate 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of natural laws, point 
out that the balance law of force is the only principal law, and analyze and falsify relativity and 
quantum mechanics, so that people can understand it again The real face of the world,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ive laws of nature & apos;s operation;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of ether 
model shows people a new universe model and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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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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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以太模型大统一理论开展深入研究，进一步论述了以太空间和以太压对物体的作用是一切自然现

象和自然规律的根源；揭示了惯性的本质是空间中巨大的以太压在物体上达到平衡时的表现，惯性力实

质上是因物体加速度造成以太压传导的时间差值；形成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统一解释和认知，以全

新的视角重新定义了质量、惯性、空间、速度、温度、能量等物理概念的本质含义，讲述了自然规律的

哲学原理，指出力的平衡定律是唯一的主体规律；并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行了剖析和证伪，让人们重

新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正确理解大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以太模型大统一理论给人们展示一个全

新的宇宙模型和全新的理论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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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论现代物理基础理论的缺陷和以太模型的重塑——大统一理论的创建》一文中，从多方面论证

了以太存在的客观性，并论述了宇宙空间存在巨大的以太压，以太压的传导速度为光速，电磁波(光)的本

质就是电子围绕原子核高速运动激发出的以太粒子的振动波；引力的本质是宇宙空间的以太压在传导过

程中，受到物体的一定程度的阻挡，而在物体的之间产生的压力差；电磁力的本质就是大量以太粒子定

向流动(以太蜗流)产生的推动力或吸力；强核力的本质就是宇宙空间中巨大的以太压对原子核的压束力；

弱核力的本质是密封在原子核内部的以太粒子形成的原子核内部张力；完成了大统一理论模型的创建。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以太模型大统一理论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论述，形成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

的统一解释和认知，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定义了质量、惯性、空间、速度、温度、能量等物理概念的本质

含义，讲述自然规律的哲学原理，让人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正确理解大自然运行的客观规

律，以太模型大统一理论(以下简称以太新理论)将给人们展示一个全新的宇宙模型和全新的理论体系框架。 

2. 以太模型大统一理论主要内容 

现有的物理基础理论都是将已知物质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引力、电磁力、核强力、核弱力均来

自已知物体本身，而将空间视为真空或虚无，实在绕不过去时，就以电磁场、引力场、能量场、希格斯

海名义搪塞一下，最多只是承认这些场(空间)是一种特殊物质，但没有深入研究过空间的具体物理属性，

这是现有物理基础理论犯下致命的方向性错误。 
以太新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整个宇宙空间就是以太空间，所有自然现象均是已知

物质与以太空间相互作用的表现，惯性和四种基本力是以太空间的巨大的以太压对已知物质作用的体现，

以太新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2.1. 电磁波(光)的本质 

在以太空间中，电子围绕原子核的高速运动激发以太粒子的振动波，电磁波(光)就是以太粒子的振动

波，这种振动波在以太空间以光速进行传播，并不是以太粒子本身在光速运动，这就是电磁波(光)的本质。 
电磁波(光)的物理属性和机械振动波的物理属性完全相同，将电磁波(光)作为以太粒子的振动波，电

磁波(光)的一切物理现象都得到符合科学逻辑的解释，并和电磁波(光)在自然界产生所有现象相印证的。

光作为以太的振动波，在密度相同以太空间传播速度是相同，但光速不是不变的，光速是随传播介质以

太的密度变化而变化的。传播介质以太密度越低是光速越低，如空气、水、玻璃中的以太密度比真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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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太密度有不同程度降低，光在空气、水、玻璃中的传播速度就有明显的不同程度下降，这是振动波

传播的特性。光在密度相同的以太空间是按直线传递的，光在不同密度的以太空间之间传递，会发生光

的折射现象，如光从空气中射入水、玻璃等物体时，因以太的密度发生变化而出现光的折射现象，这也

是光作为振动波传递的基本属性。 
光是物体与宇宙空间能量交换的主要途径，光的振动频率越高，传送的能量越大。光作为一种振动

波，在传播的过程中是有振动能量的损失(扩散)，传播越得越遥远能量损失越大，波长逐步变长，频率逐

步降低，直至为零。所谓“宇宙学红移”“宇宙微波背景”都是光远距离传播过程中振动能量降低的现

象，光的这种因远距离传播能量衰减而产生的红移现象是光作一种振动波的非常朴实的现象。 

2.2. 力的来源 

以太新理论认为，不存在超距离的作用力，四种基本力来源于以太空间，并依靠以太粒子进行传导，

整个宇宙空间存在巨大的以太压，以太压的传导速度为光速。 
电磁波(光)、电流、引力、引力波、电场、磁场等传播速度都等于光速，这一实事告诉我们：它们都

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同一种物质的同一物理属性的反映，即它们都是宇宙空间中以太的压力(或振动)的传

播速度。 
以太粒子之间的压力和振动能够以光速传递，因为以太之间存在巨大的以太压，以太粒子具有可压

缩性和可伸展性，空间在以太密度越大，以太之间的压力越大，以太的振动传播速度(光速)越快。和声音

在大气中传播原理是相同的，气压高地方音速高，气压低地方音速低，这都是振动波的基本特征。 
物体的惯性是宇宙空间存在巨大以太压又一直接证据，惯性不是物体的固有属性，物体惯性的本质

是空间以太压以光速传递时，在静止或匀速运动的物体上实现完全平衡的现象，要打破施加在静止或匀

速运动的物体上以太压的平衡，必须施加外力使物体产生加速度，建立一种新的力的平衡(惯性的原理将

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现代物理理论将作用在已知物体上的力，按照人们的直观感受分类为引力、电磁力、核强力、核弱

力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并错误地认为这些力是物体本身的自有属性，事实上，这四种基本力都是宇宙

空间中巨大的以太压对物体作用的体现，下面用以太新理论对四种基本力分别进行解释。 

2.3. 引力的本质 

整个宇宙空间存在巨大的以太压，以太压的传导速度为光速，以太压在宇宙空间传递经过物体时，

以太压被物体一定程度的阻挡，就会在物体之间产生压力差，物体在以太压力差的推动下产生聚集效应，

就是引力现象，引力的实质是宇宙空间的以太压在传导过程中，受到物体中原子核一定程度的阻挡，而

在物体之间产生的压力差。 
宇宙空间中的物体一般是由原子组成，而原子中只有原子核是致密的(电子体积太小，可暂忽略)，以

太粒子不能直接穿过，原子核能够阻挡以太压的传导，但原子核的体积只占原子体积的几千亿分之一，

原子其它部分空间都同样分布着以太粒子，以太压的绝大部分压力是可以通过原子中以太粒子透过物体

进行传导的，这是“引力”相对弱小的主要原因。卡西米尔效应是“引力是物体在外部以太压力差的推

动下产生聚集效应”很好的例证。 
物体之间引力的大小也表现在物体之间以太密度的变化上，物体之间引力越大，物体之间以太密度

越小(物体之间在以太如同一个无形的橡皮筋因引力拉长)，只是这种因引力而产生以太密度的变化是非常

小的，也不是线性的，很难被观测到，只有在大质量天体附近以太密度因引力变化的现象较明显。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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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红移”是因引力大的天体表面的以太密度降低导致光的波长增加的现象；光线经过大质量天体附

近出现偏折现象，包括引力透镜现象，也是因大质量天体附近空间以太密度的变化，而引起光的折射现

象。 

2.4. 电磁力本质 

以太粒子之间有很强的互斥力并对压力变化异常敏感，以太粒子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以太粒子在压

力差的作用下，以一定速度是从密度高(压强大)空间流向密度低(压强小)的空间，形成以太流，由于以太

空间压力巨大，以太压的传递是光速，但以太粒子的实际位移是非常缓慢的。大量以太粒子的定向流动

产生磁场效应，大量以太粒子推动一定数量电子的定向流动产生电场效应。电磁力的本质就是大量以太

粒子定向流动(或以太蜗流)产生的推动力或吸力。参与定向流动以太粒子的多少与流动速度决定了电磁力

的大小 
以磁铁为例说明，磁化后磁铁内的大部分电子围绕原子的运动在方向上保持一致，产生相向的以太

蜗流群，将大量以太粒子推向一个方向，这样表现磁铁一端的以太粒子密度增加、压强增加，磁铁另一

端的以太密度减少、压强降低，这样磁铁两端的以太空间存在压强差，又使以太粒子从磁铁外部由密度

高的一端向密度低的一端运动，形成一个发散状的以太蜗流，从剖面上看是一层层散发又闭合的以太粒

子的运动曲线，这个运动曲线和我们已知的磁力线形状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磁场就产生了。 
从微观上讲，每一个原子对以太粒子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电子围绕原子核的运动都能形成一

个或多个以太蜗流，每一个原子像具有若干正负极的小磁体，不同元素的原子会形成不同性能小磁体，

不同小磁体的正负极的数量、电磁力大小和方向决定了不同元素原子的物理和化学属性。 

2.5. 强核力的本质 

从以太新理论的角度，理解强核力是非常简单的，由于质子和中子是一种致密体，原子核中的质子(中
子)之间的连接处没有空隙、不存在以太粒子，宇宙空间巨大的以太压将原子核中的质子和中子压束在一

起了。因此强核力的本质就是外部空间以太压对原子核的作用力(压束力)。原子的强核力的大小取决于原

子核中质子(中子)之间的无空隙连接面的大小。强核力对外表现为短程力，一旦原子核中的质子(中子)之
间出现了空隙，以太粒子能够进入，这部分强核力就会消失。 

2.6. 弱核力的本质 

以太新理论认为，有些原子发生核聚变时，将一部分以太粒子、也可能夹着电子包裹在原子核内部

的质子和中子之间，这部分在原子核内部以太粒子的密度有可能大于宇宙空间的以太粒子的密度，从而

形成原子核内部应力(张力)，当外部空间以太压对原子核的压束力大于内部张力时，也就是强核力大于弱

核力时，原子保持稳定；当因碰撞、振动等外部因素，使原子核出现空隙增加或出现裂缝，外部空间的

以太压对原子核的压束力下降，导致强核力小于弱核力(内部张力)时，原子核发生裂变，或发生释放出部

分以太粒子及电子的衰变。因此，弱核力的本质是密封在原子核内部的以太粒子形成的原子核内部张力。 

2.7. 以太空间主要的物理属性 

宇宙空间不存在虚空，它充满以太，也称为以太空间，以太空间是一种存在压力巨大的可压缩的超

流体。以太粒子之间存在强大的相斥力，保持着与空间以太压的平衡，以太粒子具有可压缩性(弹性)，空

间压力高的部位，以太粒子密度高；空间压力低的部位，以太粒子密度相应较低，以太粒子在压力差的

作用下，以一定速度是从密度高(压强大)空间流向密度低(压强小)的空间。已知物质的惯性、质量以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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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本作用力都是以太压对物体作用的反映，但以太粒子之间没有引力、电磁力、强力、弱力，只有巨

大的压力在以太粒子之间以光速传递，以太粒子之间不存在所谓质量、惯性、摩擦力，和人们对已知物

质的感知不同，以太空间是一种具有极端流动性和巨大压力的流体，以太对低速物体没有任何阻力，让

人感受不到它的存在，这就是宇宙的秘密所在。 
在以太空间内，任意两个及以上物体因引力而产生的相互缠绕运动(围绕共同质心的旋转)，都将产一

个以上的以太漩涡。物体相互缠绕运动的同时，物体之间因引力导致物体之间以太密度较周围以太密度

较低，并随着物体的旋转，促使以太的流动在物体运动空间内形成以太漩涡。这种以太漩涡现象在天体

之间，表现是非常明显的，宇宙中绝大多数星系都螺旋状运动就是以太漩涡的表现，在星体运动与以太

漩涡流的长期相互作用下，星体与其周边空间以太流动的方向和速度基本保持一致(这是迈克尔逊-莫雷实

验零结果的原因)。 
在宇宙中这种以太漩涡流是不计其数的，从小到电子围绕原子核的运动、大到星系盘如银河系的螺

旋运动，太阳系的行星所处的黄道面、木星环等众多天体运动都呈明显以太漩涡的表征。阿莱效应很可

能就是不同以太漩涡在一定位置相互影响的结果。现行主流理论认为的星系中心存在黑洞的表征，其实

不过是大型以太漩涡的中心罢了。以太新理论完全合理地解释了各种天体的运动形态，不需要按现有引

力理论来假借暗物质之名来解释了，所谓“暗物质晕”也只是以太漩涡中的以太密度的变化引起光的折

射及漫射现象。 

3. 惯性的本质 

人们将物体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性质称为惯性。现有物理理论无法解释物体具惯性

的原因和形成机理，只能简单地将惯性定义为物体的一种固有属性，并将质量作为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

这种定义是现有物理基础理论成立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 
以太新理论科学揭示了惯性形成机理和本质原因，物体的惯性本质上是空间中巨大以太压在物体上

达到平衡时的表现。当物体在静止或匀速运动时，空间中以光速传导的以太压对物体各个方向的作用力

都是平衡的，物体保持原有的运动状态。但要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让物体产生加速度，就需要施加外

力，因为以太压的传导速度是光速，但不是瞬时的，物体的加速度越大，以太压传导的时间差越大(Δt = 加
速度 a/光速 c)，施加外力是为了填补以太压传导的时间差值，建立一种新的力的平衡，这个外力的大小

实际上是以太压传导所需的时间差值。 
我们可以对一个静止或匀速运动的物体施加一个外力，使物体产生加速度的现象进行力学分析，在

物体静止或低速状态，因为以太是种超流体，在物体加速度相同方向的以太压没有变化，但会在物体加

速度相反方向产生以太压传导的时间差值，外力的加入只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力的平衡公式为： 
f 以太压 − f 以太压 × (a/c) + f 外 = f 以太压 
可简化为：f 外 = f 以太压 × (a/c)或 f 以太压 = f 外 × (c /a) 
我们将质量为 1千克的物体获得每秒 1米加速度需 1牛外力的已知条件代入公式，光速取 300,000,000

米/秒，可得出，对质量 1 千克的物体的任一方向的以太压为 300,000,000 牛。引力是是宇宙空间的以太

压在传导过程中，在物体之间产生的压力差，也就是说，质量为 1 千克的物体在任何天体上的所受到引

力最大值为 300,000,000 牛，根本没有相对论所推导的“连光都发不出去”黑洞的存在。 
这里也将揭示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相等的根本原因。首先需要对质量的定义进行重新探讨，一般理

解，质量的本质是组成物体的基本粒子的量，也就是组成物体最基本粒子的数量；从以太新理论角度来

定义，质量的本质是对物体客观存在的量化，也可视为对物体(原子核和电子)占有空间大小的量化，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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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质量的定义都很难计量。现代物理界普遍使用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这两个概念代替质量本身，引力

质量和惯性质量实质是两种对物体质量的计量方法，分别通过引力的大小和惯性力的大小对物体质量进

行计量，对同一物体来说，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总是严格相等的，根本原因是，它们本质上都是以太压

对物体作用的体现：引力反映的是以太压传递时在物体之间产生的压力差，惯性力反映的是因物体加速

以太压在物体运动方向上产生的传递时间差值，都是同一作用力(以太压)对物体作用的体现，都是利用以

太压对物体客观存在的一种量化计量的方法。 
物体惯性本质的揭示既是空间存在巨大以太压的直接证明，也是对现代一些权威物理基础理论的证

伪，动摇了广义相对论成立的基础。 

4. 自然法则的哲学原理 

以太空间存在的巨大以太压是人们感知到的所有力的来源，与这种巨大以太压相平衡是物质(包括以

太和已知物质)之间的相互斥力。物质之间为什么会存在斥力，这里涉及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物质的本

质是什么？”，物质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物质的客观存在又是什么？物质的客观存在实际上就是

物质占据一定的空间，如果一个东西占据一定的空间，它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个东西不占据任何

空间，它一定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物质存在的最基本属性是占有空间或者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占有空

间，由于无限空间对无限的物质来说，还是有限的，空间充满物质，物质之间必须有相互斥力以达到各

自对空间占有的平衡，物质之间只有斥力属性。这是大自然运行的逻辑起点。 
从占有空间的比例上看，已知物质(主要是原子核和电子)所占空间的不到以太空间的亿兆分之一，这

个世界完全是一个以以太为主体的世界，我们可以称以太为主体物质，称已知物质为客体物质，以太和

已知物质最主要的区别在与，已知物质显得比以太缺乏弹性，在传递空间以太压时，因对力的传递的存

在明显的时间差，而在已知物质上反映出了惯性和四个基本力的表征，以太空间授予已知物质的引力质

量、惯性质量，但自身并不显示引力质量、惯性质量，对以太的客观存在还需另行寻找计量方法。已知

物质的基本粒子很可能是以太粒子在某种条件下，而丧失弹性而转化的；已知物质的基本粒子在某种条

件下，重新获得弹性，又可以转化为以太粒子，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信息，暂不能进行深入论证。 
大道至简，这个世界运行基本规律简单得令人发指！世界的运行基本规律是由主体物质-以太所形成

以太空间的物理属性所决定的，以太空间的唯一物理属性是存在巨大的以太压以光速在以太粒子之间传

递，压力等于斥力。如果是上帝创造了宇宙，那么唯一的上帝定律(也可称“主体规律”)就是“力的平衡

定律”，在宇宙中任何物质任何时间所受的力都是平衡，物质通过运动以光速来实现力的平衡。“力的

平衡定律”使物质产生运动，物质是通过交换空间位置和变换占有空间大小来维持所受力的平衡，物质

的运动是力的平衡的实现途径和结果，维持力的平衡是物质(物体)产生运动的根本原因。由于以太压的传

递速度是光速，因此物质的运动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但请注意，这里的物质运动速度是相对于其周边

的以太来说，如果相对于其它物质的运动速度是可以叠加的，甚至可以超过光速的。 
以太压作用于已知物体，产生惯性和四个基本相互作用力的表象，以太空间中以太的振动、波动和

流动带动了物体的运动，维持着宇宙的“力的平衡”法则，形成了我们所感知的这个大千世界，其运行

基本原则是异常简单的，尤如计算机的二进制算法，通过 0 和 1 变换和叠加，却能给人们展现变化千万

的智能世界。 
以太新理论需要对一些基本物理概念的本质含义进行重新定义。如：质量实质上是对物体客观存在

的量化，一般可通过对物体空间占有大小所反应的力进行计量；能量实质上是对物体所组成物质的状态

改变后对其它物体状态影响的大小的一种计量；温度实质上是对一定空间内物质之间相互运动剧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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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计量。 
以太新理论的基本逻辑思路是从物质客观存在、物质空间占有的原始属性、斥力与以太压的平衡、

以太压对物体作用产生的惯性及四个基本力现象、到电磁波与各种自然现象发生原理，可层层递推，相

互印证，逻辑严谨，一切基本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都得到完整统一而简单明确、自洽又严谨、科学且

合理的解释，以太新理论极可能就是人们所从追求的万物理论或最接近于万物理论。 
由于以太空间物理属性的单一性，导致作用于物体上的力和物体的运行在一定范围内有规则的变化，

并具有明显的对称性，这就是我们现有物理理论所称物理定律或自然规律，这种物体在一定范围内呈现

一定规律的现象，我们可称之为“客体规律”。现有的科学技术主要任务是寻找这些规律和应用这些规

律，由于无法解释这些规律现成的原因，只能冠名为“定律”或“公理”，很多物理理论都存在多个不

能证实的前提条件，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解释也存在太多“自定义”，没有给人们一个符合思维逻辑的解

释。对于“客体规律”的认知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发展必然阶段，掌握和运用“客体规律”使人类

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加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经典物理理论是“客体规律”典型的代表，经典

物理理论只负责通过现象寻找物理规律，基本不研究自然现象和规律形成的原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

物理学的发展都处在正常的轨道上，经典物理理论也是现在所有科技进步的基础。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为代表现代物理理论主流学派看到了一些在微观世界、宇观世界、高速物体中与经典物理定律不符的现

象，试图建立新的理论去解释这些现象，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彻底抛弃了以太，将空间视为虚空，将“客

体”视为“主体”，认为惯性和四项基本力是来自物体自身的属性，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物理学的发

展都引入歧途。 

5. 以太新理论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剖析和证伪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越成功，世界越荒诞”，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主导的现代物理基础理论让物理学

陷入了百年迷茫，当相对论、量子力学推导的结果超越人类的逻辑底线时，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正确性、

科学性进行质疑和反思。 
现代物理理论研究倚重于数学模型和实验验证，这确实是理解和验证物理理论的主要手段，但必须

要确保数学模型和实验方案的前提和假设条件的正确性，否则只能使物理理论走向谬误。“上帝不会掷

骰子”，上帝更没学过非欧几何，上帝不会按人类发明数学公式去创造这个世界，数学模型本身没有任

何物理属性，任何正确数学模型也只是对自然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近似的量化表达。当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以“以太的绝对静止”为假设前提条件，“验证”了光速不变、以太的不存在，人们以不了解物质的假

设属性为实验前提，却否定物质本身的存在，是非常不符合基本逻辑的。 

5.1. 对狭义相对论的剖析和证伪 

5.1.1. “光速不变原理”的解析。 
光速不变原理是狭义相对论成立的基本假设前提条件之一。光是作为以太的振动波，传播速度随着

以太的密度变化而变化，在相同的以太空间内的传播速度是相同，无论光源是如何运动，它瞬时引起以

太的振动的传播速度是相同，“光速不变”准确说应该是“光在相同的以太空间内的传播速度是相同”，

这种速度相同是指相对传播介质——以太而言的，如果观察者相对以太是静止的，那么，从观察者角度

测量所有光源的光速也是相同，不仅是“光速在真空中不变”。这种原理和声音的传播原理一样，是一

种振动波在介质中传播的特征，是对“光是以太振动波的传播”的很好证明，而如果“光是光子的运行”

如何有这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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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是一种超流体，天体长期运行中，和以太相互影响，天体的运动和周边以太的运动基本保持一

致，相对静止，地球的自转与周边的以太相对速度为零，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假设条件——“以太的绝

对静止”是不成立，这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零结果的原因，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不能证明一个相对以太有

运动速度的观察者，所测量的光的相对速度还是不变的，更不能证明以太的不存在，只能说明以太具有

超级流动性的属性。 
在同一以太空间，如果两束光向相反方向传播，两束光之间的相对速度是两倍光速；如果两束光向

相同方向传播，两束光之间的相对速度是零；一个物体相对周边的以太空间按 1 米/秒运动，运动方向与

光的传播方向相同，物体和光的相对速度是 c − 1；一个物体相对周边的以太空间按 1 米/秒运动，运动方

向与光的传播方向相反，物体和光的相对速度是 c + 1；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数学逻辑。如果 c − 1 等于 c，
c + 1 也等于 c，连最基本的数学逻辑都不成立，我们还相信什么洛伦兹变换、相对论方程！ 

狭义相对论只是利用了“光在相同的以太空间内的传播速度是相同”产生各种现象，伪证了光速相

对任何物体不变的“光速不变原理”，狭义相对论这种“光速不变原理”假设前提条件是不成立的。 

5.1.2. “时间膨胀效应”的解析 
“时间膨胀效应”是指运动的物体的时间会变慢，这是狭义相对论按“光速不变原理”为前提，通

过数学假设、数学逻辑推导一种奇幻的结果。物体相对以太的运动速度和以太的振动传播速度是双种不

同性质的速度概念，狭义相对论将它们混淆在一起作为时间、距离的计算变量，极具迷惑性。一个相对

以太空间运动的物体，它和光速之间速度是需要重新叠加计算的，狭义相对论只是利用一个错误的假设

前提，利用数学计算结果不同，而把绝对时间刻度变为随物体运动速度变化而变化变量，利用数学公式，

偷换了时间概念，包括利用错误的数学公式，使人们产生了逻辑的混乱，利用人们宗教心理和个别不理

解发生机制的表象，甚至是伪像，使相对论演变为披着“科学外衣”的宗教。时间对任何事物来说是统

一不变的刻度，是无数事实和现象证实的客观真理，这是人类思维的最根本逻辑基础，当一个理论(其实

仅仅是一种推论)违背这一事实，它必然是荒谬的。 

5.1.3. “质速关系”和“质能关系”的解析 
“物体的惯性质量随速度增加而加大”是相对论主要观点之一，这是相对论没有认识惯性质量的本

质和机械地使用物体加速度公式(f 外＝ma)计算结果形成的错误结论。 
当物体在以太空间低速运动时，以太作为一种极流体，其阻力基本可以忽略；当物体在以太空间高

速运动，以太的阻力就不能被忽略，越接近光速阻力(f 阻)越大，物体受力的平衡公式为： 
f 以太压 − f 以太压 × (a/c) + f 外 = f 以太压 + f 阻 
可简化为：f 外 = f 以太压 × (a/c) + f 阻 
从力的平衡公式可看出，当物体高速运动时，在相同的加速度下，需要更大的外力，也就是惯性力

越大，如果机械地把物体的惯性力作为物体的质量，就会得出“物体的速度越大，物体的质量越大”的

结论。f 外＝ma 的物体惯性加速度公式在物体静止和低速和状态是成立的，在物体高速运动时是不成立

的，“质速关系”是狭义相对论依据了不正确的数学推导，而导致的错误结果。 
狭义相对论的质能关系(E = mc2)是依据质速关系推导出的结论，同样是把不正确的数学推导视为绝

对正确的前提，而得出的荒谬结论。质量是对物体客观存在的一种计量，速度是对物体运动的一种计量，

能量是对物体运动状态改变对其它物体运动状态影响的一种计量，质量、速度、能量是对物体不同物理

属性的计量表达形式，如果将计量它们的误差或差错视为它们的互相转变，将导致基本概念的混淆、思

维逻辑的混乱、对大自然认知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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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物质以不同形态(主要指原子核的发生变化)存在时，以太压对它产生的引力作用和惯性作用大小

也会有所不同，当一种物质发生核裂变后，产生两种新物质的引力质量或惯性质量之和，很可能会小于

原物质的质量，这是计算质量方式产生的误差，而不是什么质量转换为能量。 

5.2. 对广义相对论的剖析和证伪 

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相等被称为等效原理，是广义相对论成立的基础。爱因斯坦不理解引力和惯性

的本质，只注意到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相等的表象，将引力设想为一种时空效应，认为物体的质量够产

生时空的弯曲，物体质量对于测验物的引力是时空弯曲造成的一种几何效应，测验物在这个弯曲时空中

做惯性运动(测地线运动)，这是广义相对论的主要观点。 
以太新理论揭示了惯性和引力的本质，惯性的本质上是空间中巨大以太压在物体上达到平衡时的表

现，惯性力实质上是因物体加速度造成以太压传导的时间差值，引力本质上是以太压传递时在物体之间

产生的压力差值，因此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都是通过计算以太压对物体作用，作为对物体客观存在的一

种计量。在相同的以太空间内，同一物体的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必然是相同的。因此，什么质量使时空

弯曲、什么物体的测地线运动纯属无稽之谈。 
所谓广义相对论方程，是一种有多个变量的等式，也就是说它拥有无穷多解，在它的无穷多解中，

总会有一个正确的解，它的高明之处在于：正确的解就是它的预言，错误的解概不负责。当相对论的追

随者们把水星进动值的计算、把光因不同空间以太密度变化产生的折射现象和引力透镜现象作为空间弯

曲的证明、把大型以太漩涡的中心作为黑洞、把以太的波动作为引力波等等都作为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实

现”，将相对论捧上了神坛，对之顶礼膜拜时，主流理论界也尤如陷入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之中，把一

些不明事理的现象(甚至是伪像)，也作为证明相对论正确的证据，欺世盗名，难以自拔。 

5.3. 对量子力学的剖析和证伪 

量子力学注意到亚原子等微观领域和高速物质产生一些经典物理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承认真空不

空，也承认存在真空起伏、隧道效应、真空相变、真空凝聚、真空畴结构等等现象，但量子力学只是以

各种含糊不清的场论来论述这些现象，虽有所进步，但也无法揭示自然现象的本质。例如，量子力学认

为微观物质具有波粒两相性，如电子云，无法用经典物理理论计算电子运动轨迹和运动速度。 
以太新理论认为，在微观领域，以太空间对微观粒子的作用不再具有对称性，现有物理理论中的物

理定律已不再适用了，只适用主体规律“力的平衡定律”。物体与外部的能量交换和相互作用主要通过

以太空间来完成的，不存在绝对零度空间，以太粒子始终处于振动、波动、流动等状态，处在以太空间

的电子、原子、分子等物体受其以太粒子的作用，也难以处在绝对静止状态，一般越小的粒子观测到的

波粒二象性的现象越明显，但这与量子力学的所说的波粒二象性有本质区别。电子在围绕原子核的运动

过程中，始终受无数以太粒子振动的作用和与原子核的引力作用，人们只能观测到电子以电子云的状态

围绕原子核，而无法确定其具体的速度和位置。 

6. 总论及束语 

在科学史上，以太是无数先贤所认可和研究的对象，众多物理理论是建立在以太存在的基础上，如

麦克斯韦方程。但由于当时物理学界对以太的物理属性的认识不正确和不统一，人们感到如果假定以太

不存在，一些物理现象和物理规律更容易理解和解释，加之物理学界的门派争斗，渐渐地，主流理论界

以莫须有的理由抛弃了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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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越辉煌，物理学的前程越暗淡”，摆脱权威理论长期灌输带给人们思想上枷锁

是异常困难的，但真相最终会被人们所接受，只是人类社会将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 
以太与人们所感知的物质有很大不同，人们现在所认知到已知物质的质量、惯性、引力、电磁力、

核强力、核弱力都是空间以太压作用于已知物质的体现，以太自身并没有这些物理属性，按照人们惯性

思维模式，无法从感观上直接感知以太的存在。但以太新理论通过对各种自然现象所展示信息的抽真去

伪，依据真实可靠的自然信息，进行全面系统思考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依然能够破解大自然运行的密码，

实现对以太空间的物理属性及各种自然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的认识。 
对于以太新理论真伪的辨识，依然要回到那个关键问题“光是以光速传播的以太振动波，还是光子

以光速的直线运动？”如果“光是以光速传播的以太振动波”，那么以太就是探索和解释大自然的唯一

钥匙，以太新理论将给这个世界一个简单统一的解释。爱因斯坦曾说过“整整 50 年的时间思考，但我还

是没有接近‘光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光真是那个“可变身、可穿越”无比神奇的光子的

运动，那么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和基础物理理论的研究只能陷入迷失的幻境和无解的逻辑混乱之中。 

参考文献 
[1] B.K.里德雷,时间, 空间和万物(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157. 

[2] 宋景岩,暗物质理论与猜想, 中国科技纵横, 2019(8 下): 207-210. 

[3] 胡昌伟, 可压缩性以太论, 现代物理, 2017, 7(4), 112-133. 

[4] 爱因斯坦, 相对论的意义(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6: 80-85. 

[5] 宋景岩, 论现代物理基础理论的缺陷和以太模型的重塑——大统一理论的创建, 科技与创新, 2019 年第 22 期, 
14-19. 

[6] 张景伦, 论以太, 汉斯预印本, 2019, 5(17). 

10 
HANS PrePrints | https://doi.org/10.12677/hans.preprints.51007. | CC-BY 4.0 Open Access | rec: 4 April 2020, publ: 7 April 2020 

 


	[1] B.K.里德雷,时间, 空间和万物(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157.
	[2] 宋景岩,暗物质理论与猜想, 中国科技纵横, 2019(8下): 207-210.
	[3] 胡昌伟, 可压缩性以太论, 现代物理, 2017, 7(4), 112-133.
	[4] 爱因斯坦, 相对论的意义(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6: 80-85.
	[5] 宋景岩, 论现代物理基础理论的缺陷和以太模型的重塑——大统一理论的创建, 科技与创新, 2019年第22期, 14-19.
	[6] 张景伦, 论以太, 汉斯预印本, 2019, 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