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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lanck quantum hypothesis and the Einstein’s light quantum hypothesis, zhongjizi (a new ele-
mentary particles) hypothesis is proposed, it reveals that the essence of photon and quality origin, and gravitation quan-
tum property and the nature of dark mat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light quantum (that is, photon) is essentially a collec-
tion of zhongjizi, light is composed of zhongjizi, the essence of light is the nature of particle, and the nature of light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the zhongjizi, quantum nature of light is essentially zhongjizi nature light. In the universe 
zhongjizi is the most basic particle; zhongjizi is the origin of the quality. It is given to the quality of the particles of the 
other particles; zhongjizi are the particles that transferring the gravitation, the speed of transferring the gravitation 
equals the speed of light. The quantum nature of gravitation is gravitation, and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zhongjizi transfer-
ring; the so-called dark matter is essentially filled in the universe that transferring gravitational zhongjizi, zhongjizi is 
the so-called dark matter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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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普朗克量子假说和爱因斯坦光量子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基子(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假说，揭示了光

子的实质和质量起源及万有引力的量子性和暗物质的本质。结果表明，光子实质上是中基子的集合，光是由中

基子组成的，光的本质是粒子性的，光的性质由中基子的性质决定，光的量子性本质上就是光的中基子性；中

基子是宇宙中最基本的粒子；中基子是质量的起源，它是赋予其他粒子以质量的粒子；中基子是传递万有引力

的粒子，万有引力的传递速度等于光速；万有引力的量子性本质上即为万有引力是由中基子传递的性质；所谓

的暗物质本质上就是充满宇宙的、传递引力的中基子，中基子即为所谓的暗物质粒子。 

 

关键词：暗物质的本质；质量起源；引力的量子性；光子的实质；中基子假说 

1. 引言 

我们知道，自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来，人类认识 

世界就从光开始，但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是

个迷。目前，人们对光和光子的实质的认识仍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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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中。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人类对物质最终组成部

分探求是透过物质结构的四个层次。一切物质都是由

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原子核

又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而质子和中子被认为是由

夸克组成的。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自由的夸

克，也没有证据表明，夸克和轻子有任何内部结构，

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所预言的赋予轻子、夸克、W  、

、W  0Z 玻色子质量的希格斯场的量子——希格斯粒

子还没有被直接探测到。 

目前，已经发现的基本相互作用有四种，即万有

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

作用。已经发现光子是传递电磁相互作用的粒子，中

间玻色子W 、 、 W  0Z 是传递弱相互作用的粒子，

理论上预言的传递万有引力相互作用的引力子和传

递强相互作用的胶子至今还没有在实验中被发现。到

目前为止，人们对万有引力的性质还没有完全理解，

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理解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理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暗物质的存在被普遍接受

以来，人们对于暗物质的本质仍然一无所知，暗物质

究竟是什么？目前，理论工作者和实验工作者正在探

索之中。 

本文依据普朗克量子假说和爱因斯坦光量子假

说及科学事实，提出了中基子(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假

说，揭示了光子的实质和质量起源及万有引力的量子

性和暗物质的本质。 

2. 中基子假说 

1900 年 planck 面对经典物理学不可克服的困难

大胆地提出了能量量子化的假说。他的基本思想是把

物质看作由许多线性谐振子组成的系统，这些谐振子

辐射和吸收的能量不是任意的，连续的，而是某一个

最小能量基元 的整数倍。 是谐振子的振动频率，

是 planck 常数，通常称为作用因子或作用量子[1]。 

hv v

h

在普朗克量子假说中 是一个最小能量基元，任

何物质辐射和吸收的能量都是 的整数倍。由于组成

物质的谐振子的振动频率 不都是相同的，这就决定

了 是一个随 变化而变化的一个最小能量基元，最

小能量基元 hv 只是对具有相同振动频率的谐振子所

辐射和吸收的能量而言。由此可见，hv 并不是一个具

有固定数值的最小能量基元。 

hv

v

hv

hv v

在普朗克量子假说中的最小能量基元 中，v是

谐振子在单位时间内所完成的振动次数， 是一个常

数。不妨假设，组成物质的谐振子每完成一次振动就

要辐射和吸收一份具有固定数值的最小能量基元 ，

谐振子辐射和吸收的能量只能是最小能量基元 的整

数倍，并且辐射和吸收的能量跟谐振子的振动频率

成正比，比例系数为最小能量基元 。在此假设中的

最小能量基元 的物理意义是，谐振子每完成一次振

动在周期T 内(组成物质的谐振子的振动周期T 都远

远小于 1 秒)所辐射和吸收的一份具有固定数值的能

量，最小能量基元 是一个与时间有关联的量。按照

最小能量基元 h 的物理意义，对于频率为 v 的谐振子

它在单位时间内辐射和吸收的能量均为

hv

h

h

h

v

h

h

h

h T ，因为

1 T 为谐振子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振动次数，即为谐

振子的振动频率 ，因此，v h T hv ，它即为普朗克

量子假说中的最小能量基元 。由此可见，此假设中

的最小能量基元 即为普朗克量子假说中的作用量子

， 它 的 能 量 在 数 值 上 等 于 普 朗 克 常 数 为

6.62606876×10

hv

h

34

h


焦耳[2]，比普朗克量子假说中的最

小能量基元 小了 倍，并且它的能量在物体的辐射

和吸收过程中是一个常量，这说明最小能量基元 是

一个稳定存在的客观实在。能量不能脱离物质而存

在，可以把与最小能量基元 对应的这种具有很小能

量的物质命名为中基子，用 z 表示，把上面所提出的

假设叫做中基子假说。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相当性公

式 [3]，就可以计算出中基子的质量，它的质

量为

hv v

h

h

2cE m
2czm h ( 为中基子的能量， c 为光速 ) = 

6.62606876×10

h
34 /(2.99792458×10 )2[2] = 7.37249577 

× 10−51 kg。 

8

3. 光子的实质 

在 1905 年，Einstein 进一步假定电磁能量本身也

是量子化的，即辐射能本身也是量子化的。他认为辐

射能是由各自分立的能量组成的。一束光中含有许多

光子，这些光子很像从机关枪中发射出来的子弹。每

一光子具有一份与辐射频率成比例的能量。原先

planck 把分立的能量元叫做量子，现在更确切地称之

为光子。光子的能量  为 h  [1]。爱因斯坦提出的

光子理论是对普朗克的量子概念的推广。在爱因斯坦

光子理论中的光子就是普朗克提出的能量量子化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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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的最小能量基元 h 。按照中基子假说，频率为 v

的光的每一个光子的能量 h 应是 个中基子的能量。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光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

客体，而是中基子的集合，是 ( 是光的频率)个中基

子的集合.中基子的质量与实验测量给出光子静止质

量的上限约为 [4]很接近。这里测量出的光子的

静止质量的上限实际上就是中基子质量的上限，因为

实验测量到的是组成光的粒子的质量。根据核反应

中观测到的能量释放

兆电子伏与观测到的质量改变

v

vv

5010 k

4
e H

g

4
e

6 2Li H H  22E  .20

 381m u [5]

3410

0.02

76

 

6068

， 

再用一个中基子的能量 (为 6 焦耳)，

就可以求出一个中基子的质量

h .62

zm m E   h E(  为

此核反应释放的辐射能，按照中基子假说，此辐射能

应为 个中基子的能量，n n 为此核反应辐射出

的中基子个数) = 0.02381 × 1.66 × 10−27/22.2 × 106 × 

1.602 × 10−19/6.6261 × 10−34 = 7.36 × 10−51kg。这与通过

理论计算求出的中基子的质量

E h 

zm 为 

非常接近。根据正电子会在自己

的飞行过程中遇到普通电子，它们将共同湮灭成两个

光子。每个光子的能量

5110  kg7.37249577

E 应当等于 

，其中 是电子的静止质量，并已

为实验所证实 。因为光子是中基子的集合，所以实

际上正电子和负电子是湮灭成中基子，根据质量守恒

定律，电子的质量 将全部转变为中基子的质量，再

用一个中基子的能量 h 为 焦耳，就

可以求出一个中基子的质量为 

2
0 0.511m c   MeV

[6]

m

0m

6.6
0

34102606876

510  kg

 kg
0m m 7.37h 

577

3 1
5110

z E

7.37249

。这与中基子质量的

理论值 也非常接近。正电子和负

电子湮灭成中基子这一过程充分说明质量和能量既

不能创造也不能消失，是物质内在的、固有的基本属

性，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也说明了质

能关系 的实质，即 表示的是质量为

的物质当它全部转化为中基子时，释放的能量(辐

射能)为其转化的中基子的能量总和。因为一个中基子

的质量为

2E mc 2E mc

m

zm ，而中基子的速度为光速 c，由能量(活

力)的定义知道 2c [7]，所以一个中基子的能量
2c 。对于质量为m的物质(如正负电子对)当

它全部转化为辐射能时，即全部转化为中基子时，释

放 的 能 量 即 为

，

z zm

E m

为 E 

2 2
z z zm m c n m c mc     2E m  

( zn m m 为质量为 的物质转化为中基子的个数)。

由此可见，由中基子的质量和速度及能量的定义和质

量守恒定律就可以得出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 ，

而现在对爱因斯坦提出的 实验验证已接近于

完美程度：E 与 相差不到千万分之五   [8]。

这充分说明，中基子是有质量的，中基子是真实存在

的独立客体。由此可见，光都是由具有相同质量和能

量的中基子组成，所不同的只是光的频率不同。光的

频率等于谐振子的振动频率，也等于谐振子辐射中基

子的频率，即单位时间谐振子辐射中基子的个数，也

等于中基子的频率，即同一谐振子辐射的同位相的中

基子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空间某一点的个数。光的波长

即为同一谐振子辐射的同频率、同位相的一串中基子

中相邻两个中基子之间的距离。光的周期等于谐振子

完成一次振动所经历的时间，也等于中基子在空间传

播一个波长距离所经历的时间。光的传播是由谐振子

在振动的过程中发射出的中基子流(光是由这些中基

子流组成)在空间的周期性运动传播的。光在空间的传

播如图 1 所示，图 1 是光源 S 发出的同频率的光在空 

m

2mc

2E mc
2E mc

75 10



 

波长 

某一谐振子发射的一条光线，由一串中 

基子构成，箭头表示光线的传播方向。 

为某一时刻空间某一点处的一个中基子(单位

时间内通过该点的同位相的中基子个数为光

的频率)。 

波面(由距光源同距离的 

中基子所形成的球面)。 
 

Figure 1. The spread of light in space 
图 1. 光在空间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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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传播。若按照光的波动说，光是一种“一面向周

围扩散，一面向前行进的波”，如图 2 所示。若按照

光的粒子说，组成光的光子始终保持成团(粒子)行进，

那么这聚集成一团的能量，无论行进多远，也应该保

持不变，如图 3 所示。图 2 表现的是光的波动性，没

有表现光的粒子性。图 3 表现的是光的粒子性，没有

表现光的波动性。在图 1 中每一个中基子表现了光的

粒子性，而每一谐振子发射的一串中基子在空间运动

的周期性(即这一串中基子中相邻两个中基子之间的

距离均为一定值，等于光的波长)表现了光的波动性。

因此，图 1 为表现光具有所谓的波粒二象性的一幅图

像。由此可知，光的波动性实际上是由谐振子发射的

中基子流的运动具有周期性决定的。至此可以说，光

的本质是粒子性的，光子实质上是中基子的集合，光

是由中基子组成的，光的性质由中基子的性质决定，

光具有所谓的波粒二象性可由光的中基子性统一起

来，光的量子性本质上就是光的中基子性，光的量子 
 

 

Figure 2. In the space evenly spread to the surrounding light 
图 2. 在空间向四周均匀扩散的光波[9] 

 

 

Figure 3. Distributed in space around the photon 
[9]图 3. 在空间向四周散发的光子  

即为中基子。

质量的起源及质量的量子性

我们知道，利用能量高于一兆电子伏的光子撞到

铅原子核

前者是中

 

4.  

上而产生电子对，此外，电子对湮灭成光子

对的说法也被实验证实了[10]。因为光子是中基子的集

合，所以实际上这两个过程 基子转变成电子

对，后者是电子对湮灭成中基子。由此可以推断，正

电子和负电子是由中基子组成的，中基子是物质组成

的更深层次的基本组元。在两个高能电子和正电子的

碰撞实验中，一个产生一对  u u u 、 ，另一个产生

一对正、反夸克  q q、 。已 撞是通过

两步进行的： e

经知道这些碰

e  →虚光子(1) 虚光子→ u u  、

q q →强子(2) 步中，电子和正电

虚光子”

。在第一 子湮灭为

一个“  r ，这个虚光子在第二步中又转变

为 u u  或 q q ，正、反夸克对转而又转变为各种

强子 核子和反核子)[11]。因为光子

是中基子的集合，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实 过程中，在

第一步中电子和正电子是湮灭为中基子。在第二步中

是中基子转变为 u u

(π 介子、

验

K 介子，

  或 q q ，正、反夸克对转而

又转变为各种强子。 克对和各种

强子是由中基子组成的。因为夸克和核子是原子核的

组成部分，所以原子核也是由中基子组成的。此实验

事实进一步说明，中基子是物质组成的更深层次的基

本组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光子转变为其他更

小的粒子。因此可以说，中基子是物质组成的最基本

组元，中基子是宇宙中最基本的粒子，它具有的质量

和能量都是最小的基元。因此，对于质量概念的本质

应理解为，质量是物质所含有的物质的量(中基子个数)

的一种量度。物质所含有的物质的量(中基子个数)多，

物质的质量就大，反之，物质的质量就小。质量是物

质的基本属性，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反映，只要某物质

存在，它就有一定的质量，即它就含有一定的物质的

量(一定个数的中基子)。这说明，物质的质量是具有

量子性的，最小的量子质量即为一个中基子的质量，

它是一个常量(为

由此可知，正、反夸

2h c ，h 为一个中基子的能量，c为

光速)为 517.3724957 0 ，它应是物质量子质量

的基准， 中基子质量的整数倍。

若某物质含有 501.35639278 10 个中基子，它的质量即

为 1 kg。因为 ，而中基子是有质

7 1

物质的质

 k

量都

g

是任何

光子是中基子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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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因此，光子也是有质量的。现在人们说光子的

质量为零，这是由现在的质量定义(质量是“使物体加

速的难度”[12])造成的。如果宇宙中所有物质的质量总

和为 M，则 zM Nm ，N 是构成宇宙中所有物质的中

基子总数， zm 为一个中基子的质量。由此可见，中基

子应是质量的起源，它是赋予其他粒子以质量的粒

子，宇宙中每个粒子拥有现在的质量，是由它含有一

定个数的中基子决定的。 

5. 万有引力的量子性 

我们知道，物体在任何温度下都向四周进行温度

辐射，也从周围吸收这种辐射[1]。对于天体如地球不

断从太阳和恒星接受短波辐射，也不断向宇宙空间输

出热辐射。自地球诞生以来，这种能量交换从未停止

过[13]。由此可见，不论是地球上的物体之间还是天体

之间自它们诞生以来就通过辐射和吸收辐射进行着

能量交换，从未停止过。按照光的中基子性，物体之

间的这种通过辐射和吸收辐射进行的能量交换是通

过交换最小能量基元 h 实现的，也即通过交换中基子

实现的。可以想象得出在宇宙中充满着中基子，可把

充满中基子的空间叫做中场.物体之间通过中场交换

中基子(也即能量)相互联系着，发生着相互作用。不

妨假设，宇宙中不相接触的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

过中场相互交换能量(即中基子)产生的，作用力同两

个物体在单位时间内交换的能量成正比。设 F 表示两

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E 表示两个物体在单位时间内

交换的能量，则 F E 。两个物体之间交换能量时，

在单位时间内物体 的能量越多，两个物体之间交

换的能量就越多，设 1n 和 2n 分别为两个物体在单位时

间内辐射的中基子数， h 一个中基子具有的能量，

则 1E n h ， 2E n h 因为

辐射

为

F E ，所以 1F n h ，

2F n h 。

球表面

物体 是呈球 的，在距 处

上中基子的密度

的辐射 面形 物体 r

的  是相同的，随着 r 的增大

球表面积  24πS r 呈 2r 关系增大，中基子的密度 
呈 21 r 关系 体 间交换中基子时，中基子的

密度越大，单位时间内交换的中基子数就越多，单位

时间内交换的能量也就越多。因此， E

减小。物 之

 。因为
21 r  ， F E ，所以 21F r 。 1将 F n h 、

2F n h 和 21F r 总括起来，则 2 2
1 2F n n  h r 或

2 2
1 2F Cn n h r       (1         ) 

式(1)中 是比例系数， 是两个

)表

对于两个不带电的物体，设其质

量分

C r 物体中心之间的距

离。式(1 示的是宇宙中不相接触的两个物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是通过中场相互交换能量(通过交换中基子

实现)产生的，作用力同两个物体在单位时间内辐射的

能量成正比，而与这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

可将物体之间的这种作用力叫做交力，将物体之间的

这种相互作用规律叫做交力定律。交力定律是从微观

上表达物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规律。按照交力定

律，交力是由物体之间通过中场交换中基子产生的，

由于中基子的交换是不连续的，是量子性的，因此，

交力具有量子性。 

根据交力定律，

别为 1m 和 2m ，二者在单位时间内辐射的能量分

别为 1n h 和 2n h 和 2n 分别为两个物体在单位时间

内辐射的中 ，h 一个中基子具有的能量)，二

者之间的距离为 r ，这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 1n

子数基 为

2 2
1 2F Cn n h r (2 。因为物体之间通过辐射和吸收辐

交换是由构成物质的电子和原子核

完成的，物体所含的电子和原子核越多，物体在单位

时间内辐射的能量就越多，即物体辐射的能量正比于

物体中的电子数和原子核数 N ，对于不带电的物体其

电子数和原子核数 N 正比于物体的质量m。由此可得

1 1n h m

)

量射所 能进行的

 ， 2 2n h m ，即 1 2 1 1 2n n h C m m 1C 是比例

其代入 )得

2 ，

系数，将 式(2 2
1 1 2F CC m m r ，令 1 GCC  ，

则 2
1 2F Gm m r 。将 定律表示式它与万有引力

2
1 2F Gm m R [14]比较，二者的数学表达式完全相同。

律只是交力定律的一种宏观表

达方式，是从宏观上表达物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规

律.万有引力相互作用本质上是由物体之间通过中场

相互交换能量(即中基子)产生的，作用力同两个物体

在单位时间内辐射的能量成正比，而与这两个物体之

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中基子是传递万有引力的粒

子，万有引力相互作用是量子性的，是不连续的。由

于中基子的速度等于光速，因此，万有引力的传递速

度等于光速。万有引力的量子性本质上即为万有引力

是由中基子传递的性质。法国的一个研究小组通过跟

踪几百个中子从仪器顶部回落到底部的过程，发现粒

子只存在于特定高度，它们的运动并不是连续的，而

是如量子力学预言的一样从一个高度跃到另一个高

由此可见，万有引力定

度[15]。此实验事实即为万有引力相互作用具有量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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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例证。因为中子受到的万有引力作用是量子性

的，是不连续的，这就决定了中子的运动不是连续的，

而是从一个高度跃到另一个高度。 

根据万有引力的量子性可以预言：如果能使两个

不相接触的物体之间交换的能量(即中基子的数量)发

生变

暗物质的本质

质存在的最直接证据是 1970

河系和一些邻近星系的旋转曲

线.根

化，那么这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也要发生变

化。1997 年 3 月 9 日漠河日全食期间，中国科学院地

球物理所汤克云研究员带领观测队在位于黑龙江漠

河县漠河乡的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地磁台进行了地球

物理综合观测，获得了漠河日全食期间重力异常的观

测结果[16]。这个事实，即为这个预言的例证。因为月

亮的存在，使太阳与地球之间交换的能量发生了变

化，所以地球的引力也要发生变化。由此还可以预言：

地球的引力在昼夜间也会出现异常现象，这可以用重

力计进行测量。 

6.  

目前人们推知暗物

年以后，人们获得了银

据力学原理，其旋转运动向心力等于引力。在距

离星系中心较远处，星系的吸引力应该逐渐减弱，因

此旋转速度应该下降。但是实际观测到的星系旋转曲

线，有许多在可观测到星系盘的边缘仍是平的，证明

在星系盘外仍存在着大量未被观测到的物质，即暗物

质.另外，对于许多观测到的星系盘，必须假定盘周围

有球型分布的质量很大的暗物质，才能解释这些星系

在动力学上的稳定性。自此暗物质的存在性被大多数

天文学家接受[17]。由此可见，暗物质存在的结论是在

只考虑了万有引力的一个狭小的作用范围，即星系中

心和星系盘的周围，而没有考虑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

相互作用的范围是整个宇宙的前提下而得出的。根据

万有引力的量子性，宇宙中物体之间所发生的万有引

力相互作用是由物体之间通过中场相互交换能量(即

中基子)产生的，引力来自于物体之间通过辐射和吸收

辐射交换的中基子，是充满宇宙的中基子传递着引

力，宇宙中的任一物体都要受到宇宙中所有物体辐射

的中基子传递的引力作用。所谓的引力场实质上就是

充满中基子的中场，处于宇宙中某处的物体将受到该

处引力场中的中基子传递的引力作用。星系在动力学

上的稳定性是由其受到充满宇宙的中基子传递的引

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所谓的暗物质本质上就是充满

宇宙的、传递引力的中基子，中基子即为所谓的暗物

质粒子。因为中基子还是光的组成粒子，而中基子自

身并不发光，也不吸收光，因此，充满宇宙的、传递

引力的中基子(即所谓的暗物质)是探测不到的。人们

虽然能探测到充满宇宙的光，但并不知道光的组成粒

子——中基子就是传递引力的、产生引力效应的粒

子，即所谓的暗物质粒子。真可谓是对暗物质粒子视

而不见。根据一个中基子的质量 zm 为 
517.37249577 10  kg ，以及今天宇宙中光子的数密度

是每立方厘米 400 个[18]。由于光子 v (

于频率为 v的一个光子，它含有

的中基子个数即为 v个。为求得充满 宙的中基子的

质量密度，对宇宙中的光子可取波长范围为

是 v是光的频率)

个中基子的集合，对

宇

 400 760  nm 的可见光[19]的平均频率  14
z5.7 10 H

为光子的频率。由此可求得充满宇宙的中基子的质量

 106 × 5.7 × 1014 × 7.4 × 10密度约为 400 × 51  = 1.7 × 

10−27千克/立方米。根据宇宙中的总物质密度约为 2.5 

× 10−27千克/立方米[20]，可知充满宇宙的中基子约占宇

宙物质总量的 68%，占了宇宙物质的大部分。近年对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探测，给出了宇宙物质的成分：宇

宙中的普通物质约占 4%，暗物质约占 23%，暗能量

约占 73%[21]，这里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占了宇宙物质的

绝大部分。这说明，充满宇宙的中基子与暗能量也存

在一定的关系。 

7.  结论

克量子假说和爱因斯坦光量子假说

提出了中基子假说，揭示了光子的实质和

质量

本文在普朗

的基础上，

起源及万有引力的量子性和暗物质的本质。结果

表明：光子实质上是中基子的集合，光是由中基子组

成的，光的本质是粒子性的，光的性质由中基子的性

质决定，光的量子性本质上就是光的中基子性；中基

子是宇宙中最基本的粒子；中基子是质量的起源，它

是赋予其他粒子以质量的粒子，宇宙中每个粒子拥有

现在的质量，是由它含有一定个数的中基子决定的；

物体之间所发生的万有引力相互作用是由物体之间

通过中场(由中基子构成)相互交换能量(通过交换中

基子实现)产生的，作用力同两个物体在单位时间内辐

射的能量成正比，而与这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平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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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过程中曾得到哈尔滨师范大学的

、北京大学的黎乐民院士、王国文教授

陈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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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比；中基子是传递万有引力的粒子，万有引力的传

递速度等于光速；万有引力相互作用是量子性的，是

不连续的；万有引力的量子性本质上即为万有引力是

由中基子传递的性质；所谓的暗物质本质上就是充满

宇宙的、传递引力的中基子，中基子即为所谓的暗物

质粒子；所谓的暗能量与充满宇宙的中基子也存在一

定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人类对“光”或“光子”

的认识每前进一小步，科学就前进一大步。量子力学、

相对论、量子电动力学等重要科学理论的建立都涉及

对“光”的新认识[22]。今天我们对光子的实质的揭示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突破性的成果，这是一种巧合，

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很值得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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