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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article structure in the standard model, a force can be determined as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between the super symmetrical reciprocal ferm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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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标准模型下的基本粒子结构，一种力可以确定为超对称互反费米子之间的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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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有限加法群 
设 1, , 0l l− 为集合 G 的三个元素。即 

{ }1, 0,G l l−=  

具有下列二元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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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具有二元运算的集合，它是适合下列条件的 
a) 结合律成立 ( ) ( )1 1l l l l l l− −+ + = + +   
b) G 中存在一个元 0，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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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 G 中任意元 1, 0,l l− 存在逆元， 
d) 适合交换律： 1 1l l l l− −+ = +  
因此，G 为交换群(AbeI)。 
2) 几百年前，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给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几十年前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创建了引

力场理论，为宇宙空间的研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随着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深入，万有引力量子化是目

前理论物理学最前沿，也是最需要必须突破的课题。四种力的大统一，将会带来整个物理学革命性的变

化。粒子物理学的研究，特别是规范场的建立，为我们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规范场[1]告诉我

们，电子，轻子等基本粒子都是不同的费米子通过强力，电磁力，弱力形成的。费米子之间是否存在超

对称场，是否可以量子化处理，费米子之间的超对称场是引力场吗？ 

2. 场论分析 

1) 对于两个费米子群 ( )1 1 1 1m a b c  ( )1 1 1
2m a b c 设定量子基态电荷相等，其中 j ij

ia a g=  j ij
ib b g=  

j ij
ic c g=  ( ijg 为度量系数[2])则 1a 与 1a  1b 与 1b  1c 与 1c 为互易矢量。如果存在下列两个矢量基态矩阵线

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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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费米子 ( )1 1 1 1m a b c  ( )1 1 1
2m a b c 构成超对称互反费米子场。 

(两个矩阵的线性相关很显然) 
2) 如果将一个质点看出是费米子群，则这个质点的质量是费米子群的质量总和。设两组费米子 S 力

矩，由万有引力定律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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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 0m mG K S

S
= ∈ →∞  (K 为引力系数)                    (3) 

对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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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G
→

 

当 S 为 0 时，G 为强力且形成暗物质。 
当 S > 0 时，G 为质点之间的引力。 
3) 如果两组费米子中有一对互易矢量形成强力，由于能量不守恒[3]，则构成四维绕轴旋转动态粒子

模型(图 1)，且分水平滚动式动能波–引力波，与垂直螺旋式势能波–中微子。 
物理状态分析 
垂直螺旋式势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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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i jfε θ=  ( 1 2if m m∈ 中任一活动标架， jθ 为角速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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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滚动式动能波  

2
3

720 i jfε θ=                                        (6) 

2
1

3
720

N

i j
j

E f θ
=

= ∑                                      (7) 

垂直螺旋式势能波粒子由于存在三个不同方向的活动标架，相应存在三个不同相位的中微子；水平

滚动式动能波粒子与两个无关矢量(标架)相关。 

3. 结束语 

1) 很显然，这种超对称引力 与对称费米子数量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结论不但适用于质

点之间的引力结构量子化分析，还适用于微观结构，如原子核与电子之间的量子力学分析。更为我们了

解宇宙结构提供了理论支持。 
2) 动态粒子模型的构造，从理论上给出了中微子和引力波的量子化解析，特别是对引力系数的实质

给出了量子化解释。 
 

 
Figure 1. The four-dimensional pivoting dynamic particle model 
图 1. 四维绕轴旋转动态粒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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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量子化，是目前理论物理学研究的最大课题，愿本文给出的数学分析给物理学特别是粒子物理

学与宇宙空间研究带来新的突破，也希望学术界特别是粒子物理学做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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