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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ce-time ladder theory reveals that the space-time of Qi is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The pola-
rization Qi space-time produces physical space-time and metaphysical space-time. Physical 
space-time is matter, metaphysical space-time is dark energy, and Qi space-time is dark matter. So 
matter, dark matter and dark energy are a whole. The polarization Qi space-time generates an 
energy Qi field, and the energy Qi field contains an energy field and a Qi field. Based on the energy 
field, we calculate the theoretical values of the rotation curves of the three galaxies. These theo-
retical value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observations. Based on the Qi field theory, 
we use the Hubble constant as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the Qi field strength, and calculate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 anomalous acceleration of the pioneer, which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actual calculation. The key here is that the calculation of dark matter and dark ener-
gy comes from the same theory, that is, the theory of energy Qi field and the theoretical values of 
both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observations, which proves that the theory of energy 
Qi field is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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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空阶梯理论揭示，气时空是宇宙的本源，气时空极化产生形而下时空和形而上时空，形而下时空是物

质，而形而上时空是暗能量，而气时空是暗物质，所以，物质、暗物质和暗能量是三位一体，是一个整

体。气时空极化产生能气场，而能气场包含能量场和气场。我们以能量场为基础，计算出三个星系自转

曲线的理论值，这些理论值与实际观测值基本吻合。我们以气场理论为基础，把哈勃常数作为气场强度

的对应值，计算出了先驱者号异常加速度的理论值，与之前的实际计算基本吻合。这里的关键是，暗物

质和暗能量的计算，来自同一理论基础，就是能气场理论，而两者的理论值与实际观测值都基本吻合，

这证明能气场理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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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空阶梯理论[1]通过对比研究，发现[2]星体的运动变化除了受牛顿引力之外，还受能量场和气场的

作用力： ( )F m E v Q= + × 。其中，F 是能气场力，m 是星体质量，E 是能量场强度，v 是星体的速度，Q  

是气感应强度。星体的运动速度是，从牛顿引力看，
GMv

R
= ，而从能气场力看， v RE= ，两等式中

的速度与距离的关系正好相反。也就是说，从能气场力看，星系自转曲线随着距离的平方根的增加而增 
加，正好抵消了牛顿引力中的随距离的平方根减少的效果。这样，就解决了星系自转问题[3]。 

在宇宙学研究中，哈勃定律成为宇宙膨胀理论的基础，以方程表示： 

1 0v H D=  

其中， 1v 是由红移现象测得的星系远离速率， 0H 是哈勃常数，D 是星系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 
而能气场理论有[2]： 

2 sin
RQv
θ

=  

其中， 2v 是星体的运行速度，而 Q 是气感应强度，R 是星体距离星系中心的距离。 

对比 1 0v H D= 与 2 sin
RQv
θ

= ，发现唯一的区别就是 2 sin
RQv
θ

= 中有 sinθ 项，假如星体运行方向与气场 

垂直， sin 1θ = ，那么，两个公式就完全相同。所以，哈勃常数对应的是能气场中的气感应强度(或者叫

做气场强度也可以，因为这里没有历史的冲突问题。也就是说，气场强度和气感应强度是同一个指标)。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暗能量或者宇宙膨胀原来与气场强度有关。 

2. 暗物质问题的有关计算 

时空阶梯理论通过对比研究，发现电是能量的压缩版，而磁场是中医气的压缩版，所以，对比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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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得出能量与中医气的结论就是：随时间变化的气场可以激发涡旋能量场，随时间变化的能量场可以

激发涡旋气场，能量场和气场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激发组成一个统一的能量–气场[4]。 
对比研究揭示[4]： 

1) 能量场是由能量生成。能量线开始于能量收缩态，终止于能量膨胀态。能量收缩态就是原子核状

态，能量膨胀态就是暗能量。 
2) 气场线没有初始点，也没有终止点。气场线会形成循环或延伸至无穷远。换句话说，进入任何区

域的气场线，也必须从那区域离开。通过任意闭曲面的气通量等于零，气场是一个螺线矢量场。 
3) 描述随时间变化的气场生成能量场。 
4) 气场可以用两种方法生成：一种是靠能量流产生，另一种是靠随时间变化的能量场产生。 
既然有了以上的能量场和气场的概念，下面我们就通过对比研究来发现更多的东西： 
在电动力学里，洛伦兹力(Lorentz force)是运动于电磁场的带电粒子所受的力。根据洛伦兹力定律，

洛伦兹力可以用方程，称为洛伦兹力方程[5]，表达为： 

( )1 1 1F q E v B= + ×  

其中，F1 是洛伦兹力，q 是带电粒子的电荷量，E1 是电场强度，v1 是带电粒子的速度，B 是磁感应强度。 
洛伦兹力定律是一个基本公理，不是从别的理论推导出来的定律，而是由多次重复完成的实验所得

到的同样的结果。 
既然能量场类似电场，气场类似磁场，类似地，我们可以得到能量气场力方程，表达为： 

( )F m E v Q= + × ，(可以称之为洛伦兹力能气方程)。 
其中，F 是能量气场力，m 是星体质量，E 是能量场强度，v 是星体的速度，Q 是气感应强度。 

若带电粒子射入匀强磁场内，它的速度与磁场间夹角为θ ，这个粒子将作等距螺旋线运动，螺旋半

径，周期和螺距分别为[5]： 

sinmvR
Bq

θ
=  

2πmT
Bq

=  

2π cosmvh
Bq

θ
=  

类似地，若星体(m)进入气场内，它的速度与气场间夹角为θ ，这个星体将作等距螺旋线运动，螺旋

半径，周期和螺距分别为： 

sin sinmv vR
Qm Q

θ θ
= =  

2 2πmT
Qm Q
π

= =  

2π cos 2π cosmv vh
Qm Q

θ θ
= =  

以上就是气场对于星体运动变化的影响。以上计算，因为在能量气场中，电荷变成了 m，所以，可

以消去。消去质量 m 之后，星体的运动速度只与气场和距离有关，而且与距离成正比。 
另外，从从牛顿力学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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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mv GMmF
R R

= =  

所以，星体运动速度为： 

GMv
R

=  

而通过气场计算的星体速度为： 

sin
RQv
θ

=  

假如两个速度相等，就是两个速度重合，应该是星体稳定的状态，那么得到： 

sin
GM RQv

R θ
= =  

经过变换后得到： 

( )

2 2

2sin
GM R Q

R θ
=  

我们从上面的周期公式知道： 

2π 2πmT
Qm Q

= =  

所以， 

( ) ( )

2 2 2 2

2 2 2

4π
sin sin

GM R Q R
R Tθ θ

= =  

经过变换得到： 

( )

2 2

3 2

4π
sin

T
R GM θ

=  

等式的右边，假如星体围绕的核心是固定的，那么就是一个常数。这里突然出现了与开普勒第三定

律非常类似的公式。以上的推导，我们是从气场对于星体运动变化的影响因素出发，推导出来的。 

从万有引力出发，可以推导出开普勒第三定律[6]：
2 2

3

4πT
GMR

= 。 

我们可以看出，从气场得出的周期方程与从牛顿引力得出的周期方程只差一个 ( )2sinθ ，而这里的θ
是星体与气场间的夹角。假如星体与气场的夹角是 90˚，而 ( ) ( )2 2sin sin 90 1θ = = ，我们就可以得到与从 

牛顿引力得出的周期方程：
2 2

3

4πT
GMR

= 。 

从不同的渠道，得出同样的结果，说明以上通过类比得到的公式也是成立的，是对的，而且从气场

得出的周期方程更加精细，因为带有 ( )2sinθ 。 

星体运动，除了受牛顿引力 2

GMmF
R

= 之外，还有受能量场和气场导致的引力： ( )F m E v Q= + × ， 

这个产生引力的能量场和气场就是我们长期寻找的暗物质。其中，气场与星体的运动速度关系是： 

sin
RQv
θ

= ， v是星体的运动速度， R 是星体距离核心的距离，Q 是气感应强度(或者气场强度)。电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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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磁感应强度乘以带电粒子的速度( 1 1E B v= × )，我们就可以类推：气感应强度应该等于能量场强度除 

以速度：
EQ
v

= ，所以，
sin vsin
RQ REv
θ θ

= = ,变换得到： 2

sin
REv
θ

= 。假如星体(m)进入气场内，它的速度 

与气场间夹角为九十度，则有 2v RE= 。 

我们看到，从牛顿引力看，
GMv

R
= ，而从能量场和气场看， v RE= ，两等式中的速度与距离的 

关系正好相反，所以，两者的作用正好抵消了。假如两个速度和距离一样，两个等式相乘，我们得到

2v EGM= ，所以， ( )
1
4v EGM= 。从这个等式可以看出，星体的运行速度与距离无关，而是与能量场 

强度(E)和核心质量(M)有关。这里核心质量(M)是相对稳定的，唯一的变量就是能量场强度，而能量场强

度来自电场强度的类推，所以，计算电场强度的公式一旦代入，发现还是速度平方与距离成反比，但是，

电场强度的电荷与能量场强度的能量一对比，我们就发现能量的核心不明显了，所以，距离能量中心的

距离，也就有了模糊性，也就是说，能量场强度就不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以上是理论推论，下面我们看看事实观测：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的研究人员沃克(Matt Walker)

发现：暗物质密度是均匀分布在星系中的，中心部位和其它部位的密度几乎一致[7]。能量场强度，本来

就是反映是暗物质密度分布的。既然暗物质是分布均匀的，那么，能量场强度在星系之中就是一个相对

不变的量。 

星体的运动速度，从牛顿引力看， 1
GMv

R
= ，而从能气场看， 2v RE= 。 

我们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在牛顿引力下，星体的运动速度( 1v )与轨道半径 R 的平方根成反比,而在

能气场力下，星体的运动速度( 2v )与轨道半径 R 的平方根成正比。 
两种力产生两个速度 ( 1v 和 2v )，我们设星体的最后运行速度是 0v ，假如 1 2>vv ，那么，

0 1 0 2,v v v v v v= − ∆ = + ∆ ，假如 2 1>vv ，那么， 0 2 0 1,v v v v v v= − ∆ = + ∆ ，其中， v∆ 是速度快的一方消失的

部分，也是速度慢的一方增加的一方，最后两者趋向最后的稳定速度 0v ，所以，公式中的 v∆ 都是相等的。 

合并计算，我们得到星体的最后运行速度公式： 1 2
0 2

v vv +
= ，也就是说，星体受到牛顿引力和能气场力

的共同作用，星体的最后速度就是两种力速度的平均值。 
1) 银河系自转曲线的理论计算与实际观测比较 
我们首先用太阳的运行速度和银河系的质量算出能量场强度来，因为能量场强度相对不变，我们可

以把这个能量场强度当做银河系内的一个常量。 
太阳轨道内的银河系的质量是 9.56 × 1010 太阳质量，太阳的质量 M = 1.98855 × 1030 Kg，太阳的轨道

速度是 220 km/s。 

因为 ( )
1
4v EGM= ，所以，

4vE
GM

= ，我们代入数值得到银河系内的能量场强度 

E = 0.00000000018463112134 m/s2，我们用这个相对固定的数值，计算能气场力的星体速度 v RE= ，同

时我们计算牛顿引力的速度
GMv

R
= 。 

计算得到： 
表 1 是具体的数值，我们看到，从银心开始到周边，牛顿引力导致的星体旋转速度逐渐减小，而能

气场力导致的星体旋转速度逐渐增大，两者在 8.5 kpc 处重合。这个重合的地方，也是太阳系所在的位置。

我们同时看到，两力导致的星体的最后速度(就是两力平均速度)，在 8 kpc 和 10 kpc 之间，居然都在 220 
km/s 左右，相差不到 1 km/s。其实，在 5 kpc 和 15 kpc 之间，旋转速度的变化只是在 220 km/s 与 228 km/s

 

DOI: 10.12677/mp.2018.85026 243 现代物理 
 

https://doi.org/10.12677/mp.2018.85026


常炳功 
 

之间，变化幅度也是非常小的。 
图 1 是理论计算的两力的平均速度曲线，其实就是银河系自转曲线的理论计算曲线，因为两力的平

均速度就是星体的最后速度。我们看到，从 4 kpc 到 20 kpc 的巨大范围内，曲线基本上是平坦的。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3]，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旋涡星系自转曲线在盘的外区通常呈平坦状，

即 V (R)值大致保持不变，它并不随中心距 R 的增大而减小[8] [9] [10]，这一结果随即被用作支持此类星

系存在大质量暗物质晕的观测证据[11]。差不多同一时期，类似的情况在银河系中也得到了确证——在银

盘外区，直至 R ≈ 15 kpc 范围内自转曲线是平坦的，V (R)值甚至略有增大[11] [12]。到 20 世纪 90 年代， 
 
Table 1. Star speeds caused by Newton’s gravitational, energy Qi field and resultant forces (Milky Way) 
表 1. 牛顿引力和能气场力以及合力导致的星体速度(银河系) 

距离银心距离(kpc) 牛顿引力速度(km/s) 能气场力速度(km/s) 两力平均速度(km/s) 

1 641.2356145 75.47927609 358.3574453 

2 453.4220513 106.7438159 280.0829336 

3 370.2175546 130.7339411 250.4757479 

4 320.6178072 150.9585522 235.7881797 

5 286.7692847 168.7767922 227.7730385 

6 261.7833434 184.8857126 223.334528 

7 242.3642811 199.6993937 221.0318374 

8 226.7110257 213.4876319 220.0993288 

8.5 219.9420013 220.058014 220.0000076 

9 213.7452048 226.4378283 220.0915166 

10 202.7765059 238.6864286 220.7314672 

11 193.3398123 250.3364383 221.8381253 

12 185.1087773 261.4678822 223.2883298 

13 177.8467606 272.1444002 224.9955804 

14 171.3774267 282.4175909 226.8975088 

15 165.5663237 292.3299793 228.9481515 

16 160.3089036 301.9171044 231.113004 

17 155.5224806 311.2090279 233.3657542 

18 151.1406838 320.2314478 235.6860658 

19 147.1095391 329.0065368 238.058038 

20 143.3846424 337.5535845 240.4691134 

 

 
Figure 1. The theoretical rotation curve of the milky way 
图 1. 理论计算的银河系旋转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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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河系自转曲线的观测研究，所涉及示踪天体的银心距至少已达到 R ≈ 21.25 kpc [13] [14]，而在这

一范围内上述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1983 年[3]，Schneider 和 Terzian [15]利用 Schneider 等人[16]所提供的 524 个 PN，对其中有距离测定

值的 250 个 PN 做了一项研究，样本银心距范围 4 < R < 19 kpc。他们发现 V 太阳 ≈ 220 km/s，而当 R > 8.5 
kpc 时自转曲线有所抬高；不过，远银心距 PN 转动速度的不确 定性相当大(参见文献[15]之图 2)。后来

的一些研究表明，自 R = 8.5 kpc 起外盘的自转曲线基本上是平坦的，V (R)值并未表现出有明显增大或

减小的趋势[17] [18] [19]；这些工作所用的样本 PN，尽管个数有的已接近 900 [18]，但银心距均不超过

14 kpc。 
以上的观测数据，在 R ≈ 15 kpc 范围内自转曲线是平坦的，而理论计算，在 R ≈ 15 kpc 范围内，自

转曲线是平坦的，尤其在 6 < R < 12 kpc 的范围内，速度基本相等，都在 220 km/s 左右，浮动很小。在更

大的范围内，距离银心在 4 < R < 19 kpc，V 太阳 = 220.0000076 km/s，而当 R > 8.5 kpc 时自转曲线有所

抬高，这个有所提高，理论计算的结果就是从 R = 8.5 kpc 时的 220 km/s 提高到 R = 19 kpc 时的 238 km/s。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银河系自转曲线的理论计算和实际观测基本吻合。我们也可

以解释为什么：在很大距离范围内的恒星和气体都以每秒大约 220 公里的速度在轨道上绕着银河中心运

行[19]。因为从图一我们可以看出，在距离银心的 8 kpc，9 kpc，10 kpc 范围内，速度都在 v = 220 km/s
附近，差距不超过 1 km/s，所以我们观测到在很大距离范围内的恒星和气体都以每秒大约 220 公里的速

度在轨道上绕着银河中心运行。 
2) 仙女座星系(M31)自转曲线的理论计算与实际观测比较 

我们首先利用大部分的星体的运行速度 226 km/s，和
GMv

R
= ，计算出速度在 226 km/s 的星体轨道 

以内的仙女座星系的质量：2.668348638 × 1011 太阳质量。太阳的质量 M = 1.98855 × 1030 Kg。 

因为，
4vE

GM
= ，我们代入数值得到仙女座星系内的能量场强度 E (M31) = 0.0000000000736654  

m/s2，我们用这个相对固定的数值，计算能气场力的星体速度 v RE= ，同时我们计算牛顿引力的速度 
GMv

R
= 。 

计算得到： 
表 2 是具体的数值(其中实际观测速度(km/s)来自[20])，我们看到，从中心开始到周边，牛顿引力导

致的星体旋转速度逐渐减小，而能气场力导致的星体旋转速度逐渐增大，两者在 22.47 kpc 处重合。我们

同时看到，两力导致的星体的最后速度(就是两力平均速度)，在 19.3 kpc 和 26.56 kpc 之间，居然都在 226 
km/s 左右，相差不到 1 km/s。其实，在 11.35 kpc 和 34.73 kpc 之间，旋转速度的变化只是在 226 km/s 与
239 km/s 之间，变化幅度也是非常小的。 

从图 2 可以知道，理论计算的两力的平均速度曲线(其实就是星体的最后速度，就是理论预测速度)，
与实际观测曲线[20]，基本重合。但是，两种力导致的各自的速度与实际观测曲线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仙女座星系自转曲线的理论计算和实际观测基本吻合。我们也可

以解释为什么：在 20 < R < 35 kpc 范围内，自转曲线基本上是平坦的[20]，因为在 19.3 kpc 和 34.73 kpc
之间，旋转速度只是从 226.65 km/s 升高至 231.38 km/s，相差只有 4.73 km/s，相差很小，而且在 19.3 kpc
和 26.56 kpc 之间，都在 226 km/s 左右，相差不到 1 km/s。所以，在 20 < R < 35 kpc 范围内，自转曲线基

本上是平坦的[20]。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计算有统一性，就是仙女座星系的质量是统一的，就是仙女座星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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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actual observation speed with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Andromeda Galaxy) 
表 2. 实际观测速度与理论计算值对比(仙女座星系) 

距离中心的距离(kpc) 实际观测速度(km/s) 理论两力平均速度(km/s) 理论牛顿力速度(km/s) 理论能气场力速度(km/s) 
5.68 235.5 281.5666203 449.5063255 113.6269151 
6.81 242.9 267.469618 410.5219843 124.4172518 
7.95 251.5 257.1891189 379.9499669 134.4282709 
9.08 262 249.5935674 355.5224672 143.6646677 

10.22 258.9 243.7622362 335.1077929 152.4166796 
11.35 255.2 239.3054715 317.9889617 160.6219814 
12.49 251.8 235.8126854 303.129886 168.4954848 
13.62 252.1 233.1177219 290.2828789 175.9525649 
14.76 251 231.0078948 278.8475266 183.168263 
15.89 245.5 229.4001077 268.7497239 190.0504914 
17.03 232.8 228.1743077 259.5987825 196.7498329 
18.16 232 227.2824344 251.3923474 203.1725215 
19.3 235.7 226.6536907 243.8548069 209.4525745 

20.43 229.3 226.2559898 237.0149781 215.4970015 
21.45 227.6 226.0610089 231.3110218 220.8109959 
22.47 226 226.0000378 226 226.0000756 
23.5 225.7 226.0567889 220.9917414 231.1218363 

24.52 227.5 226.2154147 216.3464346 236.0843949 
25.54 227.4 226.4635151 211.9822653 240.944765 
26.56 225.6 226.7904924 207.8719739 245.7090109 
27.58 224.4 227.1872414 203.9918631 250.3826198 
28.6 222.3 227.6458985 200.3212211 254.9705759 

29.62 222.1 228.1596386 196.8418546 259.4774226 
30.65 224.9 228.7282557 193.5061338 263.9503777 
31.67 228.1 229.3354607 190.3644918 268.3064295 
32.69 231.1 229.9819705 187.3710606 272.5928803 
33.71 230.4 230.6637526 184.5145418 276.8129633 
34.73 226.8 231.3772381 181.7848071 280.9696691 

 

 
Figure 2. Comparison rotation curve between actual observation and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M31) 
图 2. 实际观测与理论计算的对比旋转曲线(M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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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2.668348638 × 1011 太阳质量，这个总质量大约是距离中心 19.3 kpc 以内的质量，但是，这个统一

的仙女星座的质量，将影响计算牛顿引力的速度
GMv

R
=  ( M 是随着距离中心的距离而变化的，但是 

有了这个统一性的计算， M 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在距离中心距离的 5.68，6.81，7.95 kpc 处，这个总

质量是偏大的，所以在距离中心的 5.68，6.81，7.95 kpc 处，理论两力平均速度稍高。 
3) NGC 3198 星系自转曲线的理论计算与实际观测比较 

我们首先利用大部分的星体的运行速度 149.3 km/s，和
GMv

R
= ，计算出速度在 149.3 km/s 的星体 

轨道以内(34.2 kpc)的 NGC 3198 星系的质量：1.772426943378398107 × 1011 太阳质量。太阳的质量 M = 
1.98855 × 1030 Kg。 

因为，
4vE

GM
= ，我们代入数值得到 NGC 3198 星系内的能量场强度 

E (NGC 3198) = 0.0000000000211223854806 m/s2，我们用这个相对固定的数值，计算能气场力的星体速

度 v RE= ，同时我们计算牛顿引力的速度
GMv

R
= 。 

计算得到： 
表 3 是具体的数值(其中实际观测速度(km/s)来自[21])，我们看到，从中心开始到周边，牛顿引力导

致的星体旋转速度逐渐减小，而能气场力导致的星体旋转速度逐渐增大，两者在 34.2 kpc 处重合。我们

同时看到，两力导致的星体的最后速度(就是两力平均速度)，在 24.1 kpc 和 48.2 kpc 之间，居然都在 149 
km/s 左右,相差不到 2.3 km/s。其实，在 10.1 kpc 和 48.2 kpc 之间，旋转速度的变化只是在 149 km/s 与 178 
km/s 之间，变化幅度也是非常小的。 

从图 3 可以知道，理论计算的两力的平均速度曲线(其实就是星体的最后速度，就是理论预测速度)，
与实际观测曲线[21]，基本重合。但是，两种力导致的各自的速度与实际观测曲线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得出得出的结论就是：NGC 3198 星系自转曲线的理论计算和实际观测基本吻合,
尤其在距离中心的 10.1 kpc 和 48.2 kpc 之间，几乎完全重合。 

与仙女座星系同样的原因，NGC 3198 星系的计算有统一性，就是 NGC 3198 星系的质量是统一的，

就是 NGC 3198 星系的质量都是：1.772426943378398107 × 1011 太阳质量，这个总质量大约是距离中心 

34.2 kpc 以内的质量，这个统一的 NGC 3198 星系的质量，将影响计算牛顿引力的速度
GMv

R
= ，也就 

是说，在距离中心的 2 kpc 至 12.1 kpc 的范围内，这个总质量是偏大的，所以在距离中心的 2 kpc 至 12.1 
kpc的范围内，理论两力平均速度稍高。NGC 3198星系的计算的误差比仙女座星系更大，是因为NGC 3198
星系的计算从更近中心的距离算起(距离中心 2 kpc)，而仙女座星系的计算从距离中心的 5.68 kpc 算起。 

需要说明的是，计算有统一性是为了获得这个星系的能量场强度。其实，应该有更精细的计算，就

是每一个区域应该有真实的能量场强度和这个区域真实的总质量。假如有一天的观测，得到所有的真实

数据，再按照这个理论去计算，应该会得到更好的理论计算与实际观测相吻合的曲线。 

3. 暗能量问题的有关计算 

在宇宙学研究中，哈勃定律成为宇宙膨胀理论的基础，以方程表示： 

0v H D=                                          (1) 

其中， v是由红移现象测得的星系远离速率， 0H 是哈勃常数，D 是星系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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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son of actual observation speed with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表 3. 实际观测速度与理论计算值对比(NGC 3198) 

距离中心的距离(kpc) 实际观测速度(km/s) 理论两力平均速度(km/s) 理论牛顿力速度(km/s) 理论能气场力速度(km/s) 
2 79 326.7460392 617.3875436 36.10453471 
3 97.8 274.1568311 504.0948185 44.21884372 
4 118 243.8092207 436.5589187 51.05952266 

5.5 139.4 216.0856471 372.2986968 59.87259744 
6 144.2 209.4918765 356.4488645 62.53488851 
7 143.3 198.7764614 330.0075233 67.5453995 
8 150.3 190.4514206 308.6937718 72.20906943 
9 149.9 183.8142816 291.0392791 76.58928398 

10.1 152.1 177.9343509 274.733851 81.13485075 
11 151.1 173.9637862 263.2549331 84.67263931 

12.1 156.2 169.9045717 251.0037302 88.80541331 
14.1 161 164.1928849 232.5216009 95.8641688 
16.1 155.3 160.0190936 217.6005169 102.4376703 
18.1 148.7 156.9203111 205.2265637 108.6140585 
20.1 149.1 154.6032289 194.7488187 114.4576391 
22.1 148.4 152.8723765 185.7277185 120.0170345 
24.1 146.2 151.5921779 177.8542876 125.3300682 
26.1 145.5 150.6655001 170.9041494 130.4268508 
28.1 147.3 150.0208583 164.709899 135.3318176 
30.2 146.5 149.5888264 158.8800578 140.2975949 
32.2 148.4 149.3677718 153.8668011 144.8687426 
34.2 149.3 149.3 149.3 149.3 
36.2 149.9 149.3602848 145.1170948 153.6034747 
38.2 149.3 149.5283854 141.2671486 157.7896221 
40.2 150 149.7878779 137.7082103 161.8675455 
42.1 147.6 150.1067593 134.5649061 165.6486125 
44.2 149.8 150.5295236 131.3293292 169.7297179 
46.2 151.5 150.9912637 128.4552542 173.5272732 
48.2 151.9 151.5027275 125.7619729 177.2434822 

 

 
Figure 3. Comparison rotation curve between actual observation and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NGC 3198) 
图 3. 实际观测与理论计算的对比旋转曲线(NGC 3198) 

 

DOI: 10.12677/mp.2018.85026 248 现代物理 
 

https://doi.org/10.12677/mp.2018.85026


常炳功 
 

而在能气场中，F = m(E +v × Q)，
sin
RQv
θ

=  (2)。 

对比(1)与(2)，发现唯一的区别就是(2)中有 sinθ 项，假如星体的运行方向与气场方向垂直，sin 1θ = ，

那么，(1)与(2)公式就完全相同。所以，哈勃常数对应能气场中的气感应强度，或者叫做气场强度也可以，

因为这里没有历史的冲突问题。也就是说，气场强度和气感应强度是同一个指标。 
能气场力公式 F =m(E +v Q)对比牛顿第二定律 F = ma，我们就知道(E + v Q)其实就能气场的加速度。

其中，E 是能量场的收缩加速度，而 v Q 是气场的收缩加速度。 
按照时空阶梯理论，物质加速收缩，暗能量加速膨胀，两者是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体，所以，暗能

量的膨胀加速度与物质的收缩加速度应该是相等的。 
既然暗能量的膨胀加速度和物质的收缩加速度相等，那么，又知道暗能量的最低速度就是光速，这

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相对应的暗能量的膨胀加速度。 
这里需要简述一下时空阶梯理论的有关内容：气时空极化产生形而上的暗能量和形而下的物质，物

质是群速度而暗能量是相速度，所以，物质的最高速度是光速，而暗能量的最低速度就是光速。 
气场属于暗物质，偏向物质，所以还是属于引力的范畴，属于收缩的范畴，而哈勃常数是属于膨胀

的，正好对应气场强度的收缩，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我们知道气场的收缩加速度是：vQ，这个加速度在能气场力公式中：F = m(E +v Q)。 
按照气场的收缩加速度公式，又知道哈勃常数与气场强度对应，而暗能量的最低速度是光速，所以

我们推知暗能量的膨胀加速度=光速乘以哈勃常数 = cH0。 
哈勃常数有两个数值，一个来自欧洲空间局发射的普朗克探测卫星，2015 年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结果得出：哈勃常数为 67.74 ± 0.46 公里/秒∙百万秒差距(67.74 ± 0.46 km/s/Mpc)。另外一个是诺奖得主研

究团队最新研究成果：73.45 ± 1.66 公里/秒∙百万秒差距(73.45 ± 1.66 km/s/Mpc) [22]。 
下面我们就计算两个暗能量的膨胀加速度： 
暗能量的膨胀加速度 1 = cH01 
=(299792458 m/s × 67740 m/s)/3.086 e + 22 m 
=6.58066788882696 × 10−10 m/s2 
暗能量的膨胀加速度 2 = cH02 
=(299792458 m/s × 73450 m/s)/3.086 e + 22 m 
=7.13537136749837977965 × 10−10 m/s2 
两个暗能量的膨胀加速度的平均值= 
6.858019628162669889825 × 10−10 m/s2 
先驱者号在银河系内的运动，除了受牛顿引力作用之外，也受到能气场力的作用，而能气场力的公

式为：F = m(E + v Q)，其中，E + v Q 就是先驱者号受到的收缩加速度。 
我们知道，E 就是银河系内能量场强度。 
银河系内的能量场强度 E = 0.00000000018463112134 m/s2 = 1.8463112134 × 10−10 m/s2 
而 vQ 就是气场收缩加速度，与宇宙膨胀加速度相等，所以，vQ 就等于两个暗能量的膨胀加速度的

平均值 = 6.858019628162669889825 × 10−10 m/s2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先驱者号受到能气场力的全部的加速度： 
1.8463112134 × 10−10 m/s2 + 6.858019628162669889825 × 10−10 m/s2 
=8.704330841562669889825 × 10−10 m/s2。这个是先驱者号的能气场力的加速度，应该算是理论预测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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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看看，先驱者号的异常加速度的实际计算值： 
先驱者号的异常加速度 = (8.74 ± 1.33) × 10−10 m/s2 [23] [24] [25]。 
我们可以看到，先驱者号异常加速度的理论计算值(8.704330841562669889825 × 10−10 m/s2)和实际观

测计算值(8.74 ± 1.33 × 10−10 m/s2)基本吻合，都在 8.7 × 10−10 m/s2 左右。 
我们通过时空阶梯理论的收缩和膨胀的对应关系，把气场强度与哈勃常数对应起来，并通过计算宇

宙膨胀的加速度，得出相应的气场收缩的加速度，再加上银河系的能量场收缩加速度，得出了先驱者号

的异常加速度。这个计算不仅解决了先驱者号异常加速度的问题，也丰富了时空阶梯理论，从计算我们

知道，我们测量到的宇宙膨胀，与能气场中的气场相对应，而暗物质的计算与能气场中的能量场相对应，

所以，能气场理论把暗物质和暗能量联系到了一起。 
另外，以上计算有个关键等式： 
宇宙收缩加速度 = 宇宙膨胀加速度。 
说明宇宙加速膨胀的同时，宇宙正加速收缩。宇宙加速收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原子的形成，

一个是星系的形成。 
这个等式具体表达为：vQ = cH0 (v 为物体在气场中的运动速度，Q 为气场强度，c 为光速，H0 为哈

勃常数。) 

变换得到：
0

Q c
H v

=  

我们知道，时空阶梯理论的力的总公式[26]为： 
2

1 !

n

n

mc cF
r v −

= ，其中，
1 !

n

n

c
v −

是时空阶梯因子，这个时空阶梯因子，让力从非常弱的牛顿引力一直到

非常强的强力。 

我们看到，有关宇宙膨胀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时空阶梯因子：
c
v
，具体的宇宙膨胀公式，现在还 

不知道，但是，这个时空阶梯因子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力的总公式算是形而下时空逐渐收缩的一个

总公式，那么对应的形而上时空的膨胀应该也有一个总公式。 
形而下时空的加速收缩表现为不同等级的力，而且这个等级非常巨大，强力是牛顿引力的 1038 倍[27]。

对应形而上时空的加速膨胀，也应该表现为不同的等级，而且这个等级也应该非常巨大。比较形而下时

空的物质研究，形而上时空的暗能量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但是，只要我们有了这个形而下与形而

上时空的对称原则，我们会逐渐把暗能量的神秘面纱慢慢揭开。 

4. 暗物质和暗能量问题的综合考虑 

以上计算，感觉暗物质的计算，有充足的观测数据，因为现在已经有众多的星系被观测了。计算越

多，感觉暗物质的计算越对，也就是说，计算一个星系可能是巧合，但是，假如许多星系都符合的话，

证明这种暗物质的计算是对的。而暗能量的计算只有一个先驱者号异常加速度的数据，似乎有些单薄，

纯属巧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暗能量的计算由于来自人类制造的先驱者号，所以，反而在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实

验和预测。我们可以再发射类似一些先驱者号宇宙探测器，变换不同的角度，然后再测定这些宇宙探测

器的异常加速度。因为能气场力类似洛仑兹力，所以，物体在气场中运动受到的力为： sinF mvQ θ= ，

其中θ 是物体运动方向与气场方向的夹角，当物体(宇宙探测器)运动速度方向跟气场强度的方向平行时，

物体(宇宙探测器)受到的气场力为零。调整不同的运动方向，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宇宙探测器受到的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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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根据这些数据，我们会逐渐知道气场的方向是如何的，气场强度是多少。这就真正开始了气场的宏

大研究。 
这里，最起码的一个预测就是：当宇宙探测器变换不同方向，我们获得一些不同的异常加速度的时

候，这个理论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时空阶梯理论揭示[4]：随时间变化的气场可以激发涡旋能量场，随时间变化的能量场可以激发涡旋

气场，能量场和气场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激发组成一个统一的能量-气场。暗物质的计

算与能量场有关，暗能量的计算与气场有关，而能量场与气场是一个统一的能气场，所以，暗物质和暗

能量通过能气场的连接也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时空阶梯理论意义上的整体，就是暗

物质正在收缩的同时，暗能量正在膨胀。 

5. 总结 

时空阶梯理论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了能气场[4]，能气场包含有能量场和气场，我们以能量场为基础，

计算出三个星系自转曲线的理论值，这些理论值与实际观测数值基本吻合。我们以气场理论为基础，把

哈勃常数作为气场强度的对应值，计算出了先驱者号异常加速度的理论值，与之前的实际计算基本吻合。 
这里的关键是，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计算，来自同一理论基础，就是能气场理论，而两者的计算理论

值与实际观测值都基本吻合，这证明能气场理论是正确的。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中医气的研究，因为中医气就是暗物质。在小的范

围，我们可以在实验室内制造出人工气[4]，在大的范围，我们可以发射宇宙探测器，在整个太阳系内，

通过不同的速度和方向的调整，获得一些气场的不同数据，以补充实验室太小的缺陷。两者结合，我们

相信，气的研究，或者暗物质的研究，会像电的研究一样，肯定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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