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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author of "cold fusion reactor" [1] patent and the "new modern physics" [2] Summary monograph 

content. We do expectations and mainstream fusion of modern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academia academic exchanges. 

This monograph based on Einstein's idea of determinism, first create a classic elementary quantum spin fluctuations 

vertical double elliptical orbit motion model, combined with Newtonian mechanics, the basic equations of motion elec-

trodynamics, quantum mechanics, elementary particle velocity along the track combined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nergy, the use of a unified self-consistent mathematical physics equations were solved derivation and precise. It can 

accurately answer all the elementary particles, nuclei,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atom, composition, movement cha-

racteristics law decay reason, energy, quality source of strong, weak and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 between and inten-

sity of the interaction. It can to microscopic, macroscopic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gravitational field of the propaga-

tion medium and principles. We eventually demonstrated the infinite eternal cosmology, absolute time and space and a 

large unifie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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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笔者《冷核聚变堆》[1]发明专利和《新现代物理学》[2]专著的综述内容。期望与主流

核聚变工程学界和现代物理学界进行学术交流。本专著依据爱因斯坦决定论思路，先建立经

典基本粒子量子化波动自旋垂直双椭圆轨道运动模型，结合牛顿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

最基本的运动方程，结合基本粒子沿轨道运动速度与能量的相对论关系，运用统一自洽的数

学物理方程组进行推导和精确求解的。它能精确解答所有基本粒子、原子核、原子的内部结

构、组成、运动特征规律，衰变原因、能量、质量来源，强、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的

关系和强度。微观、宏观领域的电磁场和万有引力场的传播介质和原理。最终论证了无限永

恒宇宙论、绝对时空观和大统一场。 

关键词 

冷核聚变堆；中微子场介质特征；基本粒子结构；质量能量形成原理；决定论量子物理学；

电磁场传播原理；中微子能量震荡；引力子；暗物质；大统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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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章类星体光谱超常值红移的万有引力场形成机制 

27.1. 类星体光谱超常值红移原理 

27.1.1. 类星体光谱超常值红移佯谬 

从第 25 章星系核早期特征和能量转化、辐射机制的论述中已经知道：N 星系中心和类星体都具有一

个恒星状的亮核，在≤0.2pc 的极小空间内，一个类星体的总光度就相当于 10
3～10

4个普通星系的总光度。

相当多的类星体都有光谱超常值红移现象。个别的光谱红移量 Z 值竟达 3～5！由光谱相对论的多普勒频

移效应得：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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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猜想，以 v≧0.8c 速度运动的天体，比黑洞吸积盘边缘的中子物质环极限旋转运动的速度还快。

此时的天体还能以分子、原子的集合体状态存在吗？如果以（22.10）式哈勃的宇宙膨胀模型来计算类星

体的距离，设 H0＝75，则 R=(3~5)×148 亿光年！这还真让宇宙热大爆炸形成论者无法收场。难怪不少天

文学者对类星体的光谱超常值红移一再怀疑它是否真正是宇宙论性的。 

27.1.2. 类星体恒星状亮核和光谱超常值红移形成的物理模型 

26.4节分析万有引力场对1. N 星系.→ 2. BL、Lac（闪偏天体）→ 3. 类星体的引力作用论述中。我们就

推测 N 星系和类星体核心存在质量相当大的黑洞。N 星系应是小星系的胚胎，中间的亮核可能是一颗超大型

的空心球壳状的恒星，中心不排除有一个球状星团级别的黑洞。这些类星体在红外和光学波段以热致连续

谱为主，说明表面仍然存在恒星状的热核反应。由（25.8）式可知，黑洞的边缘存在恒星状的热核反应说

明，从黑洞吸积盘由万有引力场的作用辐射出光子的总能量，相当于恒星热核聚变反应释放总能量的 20

倍！它说明：由吸积盘辐射形成的光压，就足以撑托住边缘星云球壳层，并能顶住内部黑洞和整个星云球

壳层强大的万有引力，在内顶和外压两个力对顶着的作用下，促使沿星云球壳内层发生热核反应。这种新

推测的恒星核聚变模型，即能解释部分类星体在红外和光学波段形成以热致连续谱为主的超大型、超强度

的恒星状热核反应，又能解释部分类星体的超常值红移。它实际上就是为挣脱中央万有引力势能所必须付

出的代价，见图 27.1。同时，也对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论提出严厉的质疑。 

27.1.3. 黑洞内部中子物质环结构模型 

取 R1,i＝7112.39m 的极大值为常数。设黑洞从中心往外缘由 N 个中子物质环组成。令 R1,1=R2,0 , 

3
cv  是常数。则黑洞内的中子物质环集合体的总质量为 iM 。由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维里定理，

对黑洞最外缘中子物质环上的某一小段中子集合体 dMi，我们有：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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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 类星体内部中子物质环和球壳状恒星云层结构模型 

简化为： 

2

,1

v
R

MG

i

i



（27.1） 

因为每一个中子物质环的质量 Mi 为： nii RRM 0

2

0,2,12   ，所以： 

。代入（27.1）式得：

（27.2） 

将 R2,0=7112.39m ， 3
cv  ， 3

17

0 109984.1
m

Kg
 ， 代 入 （ 24.10 ） 式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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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这些值都代入（27.2）式得： 

1
,1

,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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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上式结果表明：所有黑洞，不论质量大小，内部的中子物质环只能稳定地存在一个，质量下限是

1.6055M⊙。并且，随着黑洞质量的增大，其自旋半径 R1,i 将成正比例增大。后面，我们将直接用 M●,1 符

号表示类星体中心黑洞的质量。 

27.2．类星体内部结构模型和相关参数模拟计算 

27.2.1. 类星体内部结构模型和相关参数收集 

在对恒星内部轻核聚变的能源转化过程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知道：轻核之间的核聚变反应必须克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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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电场排斥力的势垒，所以，原子核的动能，也就是等离子体的温度 Tc将起主要的作用。对压力 Pc和密

度 c 的反应不灵敏。再依据科学界长期研究以磁场约束的受控热核聚变反应中，主要依据超高温度、极

低的压力和密度条件。所以，对图 27.1 所示的黑洞外缘球壳状的恒星云层的核聚变物理条件，我们只要

取太阳中心的温度 Tc＝1.5×10
7
K、平均密度 33101.4084 mKg＝ 和适当的压力参数就足够了。 

目前科学界对黑洞边缘吸积盘上释放出大量的光子能量，它们对球壳状恒星云层底层的支撑压力、加

热和热对流作用的反压力效果，仍不太清楚。但可以推测，对黑洞边缘球壳状的恒星云层，从黑洞边缘吸

积盘上释放出大量的光子能量，对底层星云的加热和热对流的压力梯度更大，整个星云密度变化更小。我

们可以用牛顿力学的万有引力场对球壳状恒星云层顶层的引力势能进行求解。 

27.2.2. 类星体恒星状亮核和光谱超常值红移模拟计算结果 

由图 27.1 所示，设类星体中央黑洞质量为 M●1，和外围的球壳状的恒星云层总体质量 M2对球壳状的

恒星云层表层光子 mr 的万有引力场势能为△Wr。从前面粒子物理的图 2.4 中我们已经知道，光子和中微

子的波动、进动轨道都是圆柱螺旋线，波动和进动的速度都是光速，沿轨道的合速度为 c2 ；所以，由量

子力学，每个光子的实际动能应表示为 Wr＝mrc
2，而不是牛顿力学中所表示的 Wr＝0.5mrc

2。所以，计算

万有引力场对光子和中微子的引力势能或作用力时，引力常数 G 不变，但光子的动能应改为 Wr＝mrc
2。

（进一步分析详见 28.2 节的推导和验证计算结果。） 

令 R●，i＝C1R2，0、M●1=1.6055 C1M⊙、R1=C1C2 R2，0、C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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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1.4084 mKg＝ 。 ） 10     1    1 ( 321  CCC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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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假设系数代入（27.4）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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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由量子力学、能量守恒定律和（27.4）式，光子在万有引力场作用下的光谱引力红移值 zK 可表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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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7.5）式即可以看出：当 2cWr  时，光谱引力红移值   zK 将有无穷大值。 

令球壳状恒星云层的厚度为 21R 由上述 C1、C2、C3的设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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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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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7.6) 

令球壳状恒星云层的总质量为 M2，是太阳质量 M⊙的 Cm倍，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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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令球壳状恒星云层的底层支撑压力 Pc 由中央黑洞的吸积盘释放的光子动量冲力提供，则吸积盘每秒

需要辐射的光子总质量 rm ，由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得： 

 
c

P
RCC

c

P
Rm cc

r

2

0,221

2

1 44   （27.8） 

令中央黑洞每年的吸积率为 rm ，是太阳质量 M⊙的 Cm⊙倍。由（25.8）式，中央黑洞从吸积盘

释放光子总能量是吸积量的 14.226%。所以，由（27.8）式，总吸积率 rm 相当于太阳质量 M⊙的倍

数 Cm⊙为： 












M

m

M

m
C rr

m
14226.0

365243600
      (27.9) 

类星体的光变时标，由图 27.1 即可看出，它同中子脉冲星发射机制一样。黑洞内部中子物质环和边

部的吸积盘产生的强电磁场，将决定类星体内外光谱的偏振方向。由（24.11）式求得黑洞内部中子物质

环自旋速度
3

cv  ，时标天数 T 可表示为： 

 
c

RC
T

243600

32 0,21





（27.10） 

综上所述，类星体内部结构的各参数模拟计算程序如下： 

由（27.4）～（27.10）式，我们先确定 C2=2、C3=0.5、 33101.4084 mKg＝  

Pc＝10
6（N/m

2），都属比较合理的取值范围。再预设 C1值为某一合理的确定常数，分别代入（27.4）～

（27.10）式，模拟计算出的类星体内部结构、参数和光谱红移等值见表 27.1。 

类星体内部结构、参数和光谱红移等值模拟计算结果表表 27.1 

C1 △Wr (J)  zK  21R (m) Cm（M⊙） Cm⊙(M⊙) T(天) 

10
8 

5.5907×10
18 

-1.0163 1.422×10
12

 5.976×10
10

 9.4530 0.298 

5×10
7 

1.4089×10
18

 -1.0681 7.112×10
11

 7.470×10
9
 2.363 0.149 

2×10
7
 2.3801×10

17
 -1.6067 2.845×10

11
 4.781×10

8
 0.3781 0.060 

1.5×10
7
 1.4043×10

17
 -2.7777 2.134×10

11
 2.017×10

8
 0.2127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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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7
 9.5269×10

16
 -17.6630 1.707×10

11
 1.033×10

8
 0.1361 0.036 

1.1×10
7
 8.2445×10

16
 11.0957 1.565×10

11
 7.954×10

7
 0.1144 0.033 

1.05×10
7
 7.6451×10

16
 5.6950 1.494×10

11
 6.918×10

7
 0.1042 0.031 

1.025×10
7
 7.3559×10

16
 4.5082 1.458×10

11
 6.436×10

7
 0.0993 0.031 

1.01×10
7
 7.1857×10

16
 3.9879 1.437×10

11
 6.157×10

7
 0.0964 0.030 

10
7
 7.0736×10

16
 3.6959 1.422×10

11
 5.976×10

7
 0.0945 0.030 

5×10
6
 2.8919×10

16
 0.4744 7.112×10

10
 7.470×10

6
 0.0236 0.015 

10
6
 1.5537×10

16
 0.2090 1.422×10

10
 5.976×10

4
 0.0009 0.003 

5×10
5
 1.5119×10

16
 0.2022 7.112×10

9
 7470.07 2.4×10

-4
 1.49×10

-3
 

10
4
 1.4979×10

16
 0.2000 1.422×10

8
 5.976×10

-2
 9.5×10

-5
 2.99×10

-5
 

10
3
 1.4979×10

16
 0.2000 1.422×10

7
 5.976×10

-5
 9.5×10

-10
 2.99×10

-6
 

由表 27.1 结果可看出：在 C1＝1.2×10
7～1.1×10

7的区间内的某一值，光谱引力红移值   zK 将有无

穷大值。 zK 为负值说明整个类星体在史瓦西黑洞半径范围以内。（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的黑洞，就算

万有引力场最大的中子物质环表面，从吸积盘上照样有非热致连续光谱发射。）当 C1>5×10
5 时，球壳状恒

星云层的总质量M2>5.976×10
7
M⊙，这些类星体应属于星系核的胚胎。 

当 C1<5×10
5时,我们可以大幅度提高 C2的取值范围，如令 C2＝10

5，其它参数不变，模拟计算结果见

表 27.2。 

类星体内部结构、参数和光谱红移等值模拟计算结果表表 27.2 

C1 △Wr (J)  zK  21R (m) Cm（M⊙） Cm⊙(M⊙) T(天) 

10
5 

1.3939×10
22 

-1.0000 7.112×10
13

 7.470×10
15

 23632.5 2.99×10
-4

 

5×10
4
 3.4848×10

21
 -1.0000 3.556×10

13
 9.338×10

14
 5908.12 1.49×10

-4
 

10
4
 1.3939×10

20
 -1.0006 7.112×10

12
 7.470×10

12
 236.325 2.99×10

-5
 

5×10
3
 3.4848×10

19
 -1.0026 3.556×10

12
 9.338×10

11
 59.0812 1.49×10

-5
 

10
3
 1.3939×10

18
 -1.0689 7.112×10

11
 7.470×10

9
 2.36324 2.99×10

-6
 

500 3.4848×10
17

 -1.3475 3.556×10
11

 9.338×10
8
 0.59081 1.49×10

-6
 

260 9.4229×10
16

 -21.642 1.849×10
11

 1.313×10
8
 0.15976 7.77×10

-7
 

250 8.7120×10
16

 31.6210 1.778×10
11

 1.167×10
8
 0.14770 7.47×10

-7
 

200 5.5757×10
16

 1.63422 1.422×10
11

 5.976×10
7
 0.09453 5.98×10

-7
 

100 1.3940×10
16

 0.18357 7.112×10
10

 7.470×10
6
 0.02363 2.99×10

-7
 

10 1.3969×10
14

 1.557×10
-3

 7.112×10
9
 7470.07 2.36×10

-4
 2.99×10

-8
 

1 1.6935×10
14

 1.884×10
-5

 7.112×10
8
 7.47007 2.36×10

-6
 2.99×10

-9
 

由表 27.2 结果看出：当 C1<250 的范围内，同样也存在极大的光谱红移值。当 C1<200 的范围内，球

壳状恒星云层总质量 M2<5.976×10
7
 M⊙，它相当于矮星系核胚胎的小类星体或球状星团中心早期形成超大质量

的恒星。 

综合上述模拟计算表明：类星体超常值光谱红移是中央黑洞的万有引力场所致；不能用宇宙热大爆炸

膨胀的哈勃定律来推导距离；更不能用爱因斯坦时空相对论的多普勒频移定律来推论类星体远离我们的运

动速度趋于光速；甚至是以超光速的运动速度远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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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类星体难以理解的所谓超能量辐射难题，当我们以它们的实际距离分析，再考虑中央黑洞吸积盘

对吸积物以近 20 倍轻核聚变释放的能量时，自然所有的问题都引刃而解了。 

在宇宙中，常见两颗恒星近距离的互相缠绕运动形成周期性的光变现象。表 27.1 和表 27.2 中模拟计

算的类星体光变周期都明显偏小。对此，我们不妨推测：类星体作为星系核的胚胎，其规模虽然远大于恒

星，却肯定远小于质量中等的正常星系核；相对与我们的距离而言，两颗类星体近距离的互相缠绕运动同

样也能形成周期性的光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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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章牛顿绝对时空观和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的关系 

28.1 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诞生的物理学历史背景 

28.1.1 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诞生的物理学历史背景 

光到底是微粒还是波？以牛顿为代表的学派认为光是微粒，与他同时代的荷兰物理学家费更斯（1629

－1695）等学者认为光是波。两学派争论竞长达 100年之久。直到 1801年，英国医生兼物理学家杨氏（1733

－1829）完成了光的干涉实验，才使物理学界倾向于认为光是波。 

1842年，多普勒（Doppler）曾首先提出：光源的运动有可能影响光谱线的位置。1868年，赫金斯（Huggins）

在远离地球的星体所发射的光谱线中首先观测到光谱线的多普勒红移现象。以后，利用地球上的运动光源

所做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现象。 

1864年，麦克斯韦推导出电磁场方程组，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并计算出电磁波传播的速度等于光速，

断言二者性质相同，光就是波长极短的电磁波。 

直到 1888年赫兹用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麦克斯韦的电磁场方程组才被物理学界承认。1879年，

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精确地测出真空中的光速 c＝299796Km/s。 

1887年迈克尔逊－莫雷用光学干涉方法（见图 5.4）实验证明：无法测出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

速度。 

在世纪之交的新年祝词中，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1824－1907）不安地提到在平静而明朗

的物理学的天空中还飘着两朵乌云：一朵和黑体辐射实验有关，一朵和“以太”漂流实验有关。 

1900年 12月 14日，普朗克在德国物理学会上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假设黑体是由许多微小的能

量振子组成，每一个振子的能量又是某一个基本能量 h 的整数倍。由此推导出来的黑体辐射公式与实验结

果完全吻合，一朵乌云被驱散，量子物理学诞生了。 

从以上的资料表明：当时物理学界对光的认识还较肤浅，仅知道光是波长极短的电磁波，而且认定电

磁波是横波，只能在固体介质中传播；“以太”如果不是固体，是否存在已无关紧要；真空中的光速是常

数；至于光源运动产生的多普勒频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光到底是微粒还是波？仍未最后定论。 

1905年，爱因斯坦从普朗克为解释黑体辐射实验设想的基本量子能量中受到启发，在光电效应研究中

确立了光的波粒二象性；在洛仑兹公式变换的基础上创立了狭义相对论；1916年又完成了广义相对论。（请

注意：相对论的先决条件是光速不变性，即观测者和光源之间如果存在速度 v<c的相对运动，光速仍不变。） 

28.1.2 近 100 年来相关物理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新发现 

在天文学观测领域。从 1912年起，斯莱弗发现，遥远星系发出的光相对距地球较近的恒星发出的光，

象声源一样，都会发生多普勒频移，都存在红移现象。1929年，哈勃发现这种红移遵循一个极简单的规律：

星系距离越远，红移越大，并且红移与距离成正比。 

1924年哈勃确认了河外星系的存在，随后又将测量距离扩展到数亿～百亿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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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美国电信工程师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研究微波通信时无意中发现了 2.73K的宇宙背景黑体微

波辐射。 

在粒子物理领域。1930 年 12月，在德国图宾根召开的物理学会议上，包利预言：原子核 β 衰变过程

中的能量缺失是由中微子引起的。直到 1956 年，柯温和莱因斯才用实验证实了电子中微子的存在，随后

又陆续发现了 μ  子型、τ  子型中微子和它的反粒子。 

1980年后，有的科学家发现太空中的中微子存在能量振荡现象。 

28.2. 万有引力场对光线弯曲作用的牛顿力学分析 

由本书（1.2）方程组和牛顿力学，参见第 15章电子绕原子核沿自旋椭圆轨道运动的方程组推导过程，

见图 28.1。令光子运动质量为 mγ ，作为一个粒子沿波动、进动螺旋线轨道运动，太阳质量为 M⊙。由牛顿

万有引力定律得： 

与（15.1）方程组比较，（28.1-1）式去掉了一个自旋量子数 Nθ 。（28.1-2）、（28.1-3）两式对于

学过牛顿力学的人都知道，是万有引力定律表达式。（28.1-1）式是光子在太阳为中心的万有引力场作用

下沿进动轨道运动时的动量矩守恒公式。我们为了使模型直观和分析方便，先假设其圆锥面截线为椭圆轨

道。当动量矩为常数时，光子受太阳万有引力场的作用力将沿进动轨道半径指向太阳的中心。由万有引力

定律证明，（28.1-1）式中的动量矩 H为常数，所以，（28.1-2）、（28.1-3）式自然成立。 

由（28.1-1）式，令光子进动的角速度为： 

2




Rm

H

R

v
         (28.2) 

令
u

R
1

 ，则
2u

du
dR  ，代入（28.2）式，得： 

2u
m

H



         (28.3) 

 

图 28.1 光子绕太阳进动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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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8.1、（28.3）式，光子的径向速度 vr（ R ）和加速度 ar（ R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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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28.4）、（28.5）式代入（28.1-2）式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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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令 21 cos CCu   


sin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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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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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28.6）式，解（28.6）式微分方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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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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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7.7）式表示为： 




cos1 E

P
R


 （28.8）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圆锥面截线轨道运动方程。 

由万有引力定律和（28.8）式，可以看出：光子动能 Wγm将远大于引力势能 Wγg，Wγm>>Wγg，所以，

Eθ>>1，光子的进动轨道只能是双曲线，见图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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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 光子在太阳万有引力场作用下的进动轨道弯曲角度计算示意图 

由（28.1-1）、（28.2）、（28.7）式，令光子沿进动方向、半径方向及轨道切线方向的运动速度 vθ、

vr、vc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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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沿进动的双曲线轨道运动的动能 Wrm，由(28.9)方程组和牛顿力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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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 

光子沿进动双曲线轨道运动中，在太阳万有引力作用下的引力势能为 Wγg，由万有引力定律（28.1-2）

式得： 

)c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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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1) 

光子在太阳引力场作用下的总能量△Wγc，显然应为其动能和引力势能之和。由（28.10）、（28.11）

式，得： 

)1(
2

1 2

2









  E

H

m
GMmW r

rrc                         (28.12) 

同理，将（28.4）、（28.5）式代入（28.15）式整理得：下面，我们由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来计算光子

作为一个普通粒子，从无穷远处经过太阳的表面，再射到地球的表面时，在太阳万有引力场的作用下，光

子进动轨道应该弯曲的角度 α 值。 

由天文观测数据，太阳的质量 M⊙=1.989×1030Kg，半径 Rθ 1=6.9599×108m，太阳与地球的

距离 L⊙d＝1.496×1011m 。计算模型见图 28.2。 

首先，令光子掠过太阳表面时的速度 vθ  =vc＝c ，表面切点位置 θ 1＝0，Rθ 1=6.9599×1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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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数据代入（28.7）、（28.8）式得：P=3.28033488×1014, C1=1.4366799204×10-9, 

Eθ =471318.2546。 

令Rθ 2= L⊙d＝1.496×1011m ,将上述的P=3.28033488×1014, Eθ =471318.2546值代入（28.8）

式得：θ 2＝89.73356061 ○ 。光子进动轨道弯曲的幅度△L⊙d ，弯曲的角度 α ，由图 28.2 即

可看出简化的计算方程为： 

)(9399.315930cos 21 mLRL dd    （28.13） 

//

2

871205063.0
sin

2 









d

d

L

L
arctg＝ （28.14） 

1911年，爱因斯坦最初计算出光线掠过太阳表面发生偏转的角度也是 0.83″，1915年，

他将其更正为 1.73″。后来英国的日全蚀观测队证实了这个预言，由此一举成名。 

那么，α 弯曲角度值为什么会相差近一倍呢？为什么爱因斯坦第二次又作了更正呢？原

因就出在光子本身的特殊性上。由量子物理和相对论，光子运动轨道是圆柱螺旋线，合速度

是 c2 ，能量
2cmW rrc  。由牛顿力学，见（28.10）式，光子的动能应是

2

2

1
crrc vmW 
，二

者刚好相差一倍。范且，牛顿力学中的物体质量是指静止质量，而光子的波动、进动速度都

为常数 c，没有静止的质量。从前面轨道论量子物理学的系统论证中我们已经知道，以相对

论性速度运动的电荷，在垂直运动方向产生的电磁场强度，均必须除以一个相对论因子

 21
c

v
。而当 cv  时，其电磁场强度将趋于无穷大。所以，我们直接以量子物理和能量

相对论、（27.4）式的推导过程和牛顿力学中的光子动能公式比较，必须使光子相对太阳的

相互作用的引力场强度翻倍，才能使光子的牛顿动能翻倍为
2cmW rrc  。为此，令（28.1-2）

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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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28.16）式，解（28.16）式微分方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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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1

 （28.18） 

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圆锥面截线轨道运动方程。 

同理，首先，令光子掠过太阳表面时的速度 vθ  =vc＝c ，表面切点位置 θ r1＝0，

Rθ r1=6.9599×108m。将上述数据代入（28.17）、（28.18）式得： 

Pr=1.64016744×1014,  Eθ r=235658.6272 

令 Rθ r2= L⊙rd＝1.496×1011m ,将上述的 Pr=1.64016744×1014,  Eθ r=235658.6272 

值代入（28.18）式得：θ r2＝89.73368161 ○ 。光子进动轨道弯曲的幅度△L⊙rd ，弯曲的

角度 α r值，由图 28.2也可看出简化的计算方程为： 

)(9056.631862cos 21 mLRL rrdrrd    （28.19） 

//

2

742412937.1
sin

2 






rrd

rd
r

L

L
arctg


 ＝ （28.20） 

28.3 牛顿绝对时空观和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的关系 

28.3.1 牛顿绝对时空观和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的关系 

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观广大读者不但都很熟悉，而且公式和物理模型都很简单、直观，也容易理解。

根据现代天文学研究领域的观测距离已经扩展到数百亿光年以上；笔者在第 21～27 章中系统论述无限永

恒宇宙论的模型；尤其是 26.4 节总结的万有引力场在整个宇宙演化中的主导作用。这里特别强调：牛顿

的绝对时间和空间，是指无限永恒宇宙论模型中的所有天体，从看不见的黑洞到大小不一的星系、恒星、

行星天体、星云和陨石，甚至是星云中的每一个原子、分子，它们在任何瞬间所对应的宇宙空间坐标位置

和相应的宇宙时间，都是绝对的，不因其它任何天体、原子、分子的存在、相对运动而变化。由第 5 章的

电磁波物理特征和中微子场作为电磁波传播媒介的论证即可推断：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也包括所有的静止或

以远小于光速运动的天体和陨石、星云、原子、分子相对静止中微子场的空间和时间。 

同理，由于当时物理学历史背景条件的限制，爱因斯坦直到去世都不知道中微子的存在，更不知道中

微子场、宇宙太空背景的 2.73K 微波辐射与电磁波传播之间的关系。又忽略了运动光源会发生多普勒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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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直接从光速不变性原理和洛仑兹公式变换中创立了的狭义相对论，其中所指的相对时间和空间，我

们现在即可看出：其相对的空间和时间是指在中微子场中运动的物体相对中微子场的相对空间和光或电磁

波在该相对中微子场的相对空间中传播时需要的相对时间。当该运动的物体从静止开始加速运动和最终减

速至静止时，它所对应的空间位置坐标和时间都应该是无限永恒宇宙论模型中的、包括静止中微子场在内

的绝对空间和时间。也就是说，相对论的相对时间和空间，仅仅是针对以趋于光速运动的物体本身相对中

微子场沿其运动方向而言。与其它的物体存在与否、是否相对运动完全无关！ 

28.3.2 相对时间和空间的适用范围 

自爱因斯坦在光电效应的研究中提出光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的论断以来，可以确认，100 年过去了，整

个国际科学界在一切的实验研究中，都得到证实。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敏感问题：光子经过的

路程形成的光线是必须把它作为代表包括周围中微子场在内的空间合适呢？还是应该代表光子作为一个

粒子的进动轨道更合适？？？就算中微子它也是粒子，它的波动、进动轨道与光子完全相同，在太阳万有

引力场作用下也同样是发生进动轨道的弯曲现象，能代表周围的空间弯曲吗？？？同理，所有的天体，不

论质量和万有引力场强度大小，对光子、中微子和所有其它天体的引力作用，也都只能产生粒子和其它天

体的进动轨道弯曲现象，而决不是所谓的空间和时间的弯曲！！！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运动光源会发生多普勒频移的物理本质。光子的进动波长与频率的乘积是光速 c，

为常数。（光子波动和进动的轨道波长完全相等，为了更直观论证相对空间和时间的本质，这里特地讨论

光子的进动方向的轨道波长）。见图 28.3，如果运动物体 C 在 A 、B 两点间的连线上，AB 线与 x 轴平行，

运动物体 C 向 B 点运动。此时无论任何瞬间从该物体向 A、B 两点发出的光，当它射向 A 点时，频率减少，

波长增长；当它射向 B 点时，频率增加，波长缩短。而光子的进动轨道波长与频率的乘积是光速 c，仍为

常数。设物体 C 运动速度为 v，频移后的光谱频率为 ‘ ，因为 ‘
’


 c


 c ，令

c
t

c
t       

'
' ，

由电磁波的相对论多普勒频移效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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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8.21）式，频移后的光谱波长 ' 为：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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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 运动光源的光谱多普勒频移和波长 ' 、频率 ' 变化示意图 

同理，光速 c 通过频移后的光子进动方向每个波长 ' 所需要的时间 '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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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3） 

将（28.22）、（28.23）两式中的相对进动轨道波长 ' 、时间 't 与相对论中的相对空间和相对时间关

系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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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它们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即可推断：爱因斯坦的相对空间，就是运动光源发生多普勒频移变化

后的光子在进动方向的轨道波长 ' 。相对时间就是光速 c 通过每一个轨道波长 ' 时所需要的相对时间 't 。

我们再来分析图 28.3 所示的高速运动物体 C，无论在 A、B 之间的任何位置，只要它能够瞬间静止，或减

速至静止，由（28.22）、（28.23）式即可看出：它与 A、B 两点之间的绝对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仍然是

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空间。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出：静此的 A、B 两点如果分别向正在高速运动的 C 点发

出的光，无论 C 点在 A、B 之间的任何位置，当光到达 C 点期间，均不会发生多普勒频移；（读者只要进

行如下推导就明白了：如果 A、B 之间不存在高速运动的物体 C，那么从静止的 A、B 两点相互发出的光

在 A、B 之间的传播都不会发生多普勒频移。当 A、B 之间存在高速运动的物体 C 时，那么从静止的 A、

B 两点相互发出的光在 C 物体旁边通过和撞上 C 物体之前，同样都不会发生多普勒频移；）AC 和 CB 之

间的空间和光速通过需要的时间都是牛顿的绝对空间和时间。所以，爱因斯坦时空相对论本质问题就出在

高速运动的物体发出的光线多普勒频移变化后的光子进动方向的轨道长度 ' 、光速 c 通过每一个轨道长度

' 时所需要的时间 't ，与牛顿物体静止时的绝对空间和时间混为一谈！！！ 

综合上述的推断，相对论中的孪生子佯谬、对钟难题和相对的时间、空间与牛顿绝对的时间、空间之

间的关系就全部引刃而解了。 

前面 26.4 节已经证明，能够以趋于光速运动的物体，只能是粒子。任何以原子、分子组成的飞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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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以趋于光速运动时，所有原子、分子内的电子和原子核内的高、低能 π
±的自旋进动方向，都将转向物

体运动方向，由此就会象热运动中的高温汽化一样，都将被彻底解体。其后果是原子、分子之间由“电子云”

连接成的化学键和物质的材料力学、电磁等性能都将发生质变。最终都裂解成原子核或粒子，变成如图 1.2

所示的沿波动、自旋和进动轨道组合的粒子轨道运动状态。星系核中央巨大质量的黑洞边缘吸积盘中原子、

分子全部解体，最后在万有引力场作用下并轨组成中子物质环就是很好的实例。以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

要想在不久的将来就建造出能够以趋于光速飞行的宇宙飞船，尤其是要克服所有材料都将被彻底裂解成原

子核或粒子的难关，还只能是幻想。 

我们的宇宙究竟是由一次超高密、超高温、超高能的所谓数学奇点中大爆炸形成的？还是笔者在第

21～28 章中论证的，我们的宇宙是牛顿绝对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无限和永恒的宇宙。相信读者此时已经

心中有数。 

再说，现代文明人出远门乘坐飞机已经是常事。请问：我们有没有必要将全人类已经习惯的公元时间、

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和北京、莫斯科、华盛顿……等各大区域的时间，全部都改为各自毫不相干的飞机在

相对于大气层飞行中，声速在相对大气层中的相对空间传播时所需要的相对时间？至于各架次的飞机在飞

行中各自的相对时间又相对于大气层中的各相对空间该如何确定，估计现代再高级的计算机都无能为力。

因为大气层相对地球表面并不是完全绝对静止的，气流形成的风向、风速是常见的大气现象。就算能够标

出所谓的该飞机相对于大气层中的某处相对空间和时间，这种以发生多普勒频移变化后的声频波长和声速

通过该波长所需要的相对时间，作为衡量相对时空的标尺在人类现实生活中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相对时间和空间，只能适合于粒子物理研究领域。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现在

就自找麻烦，把简单、直观的经典物理学定律、公式全部人为复杂化。将时空相对论不顾一切地推广到整

个天文学和宇航学领域，甚至将它作为科普知识强加给广大科技人员和在校师生。这将是爱因斯坦一生中

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难以原谅的错误。该错误直接将无限、永恒的宇宙模型导向热大爆炸膨胀形成宇宙论，

与统计论量子物理学三者的联合误导造成整个现代物理学领域的研究停滞不前，互相矛盾的问题、漏洞百

出，误入歧途。使广大科技人员和在校师生对现代物理学望而生畏，将影响他们在现代和未来众多高科技

领域中的创新研究能力。其严重后果是直接延缓全人类的现代科学文明的发展进程。 

28.3.3 今后对光谱红移参数测定研究的建议 

本书的第 5 章已经论证了中微子场的特征、电磁波传播原理和参数计算。用热力学的方法严密证明了

中微子场就是传播电磁波的“以太场”，电磁波是纵波！在第 22 章论证了光谱红移原理和红移参数计算，

并将哈勃常数列为天文学领域唯一的精确测距标尺（类星体除外）。现在，所有的争论焦点都归结到如何

理解哈勃常数，是相对运动导致的开普勒红移呢？还是光子在漫长的宇宙太空中长期运行时，其能量逐渐

被中微子场所消耗才导致的红移？所以，精确测定光子或电磁波在宇宙太空中长距离传播时的红移参数，

是解决两大学派长期争论的可靠证据。由于该红移量极小，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以现有的技术水平，

是很难进行有效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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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先从物理模型上作个类比分析。我们知道，任何波的传播，无论是纵波还是横波，都必须通过

介质分子的振动来传递的。那么，所有介质分子在振动过程中，都会由于相互间的摩擦升温而消耗波的一

些能量。由体系总能量守恒定律即可推论，任何波在传播过程中，都会出现能量损耗。所以，我们目前虽

然无法测定电磁波的红移，但是，以现有的技术水平，测定声波在平静的海平面上，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大

而产生的红移参数还是有把握的。而且，以科学界现有的流体力学、连续弹性的介质力学波动理论，甚至

可以直接对声波在空气中传播过程的能量消耗进行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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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引力子和暗物质之谜 

黄振强 黄宇翔   Email：kexuetansuoze@126.com 

摘   要 

本文论述了宇宙太空中存在中微子场。依据中微子存在能量震荡的事实，论证了中微子场形成量子引

力场原理。根据太阳中微子失踪事件，推导出中微子场能量密度。进一步推论中微子场就是暗物质。以一

个简单直观的物理模型，幸运地解答了四个难题。 

关键词：中微子场、中微子能量损耗、量子引力场、引力子能量、暗物质。 

作者起初只想利用中微子存在能量震荡，光速直线运动，非凡的穿透能力„„等特征。以大量中微子

流沿着径向穿透某球状天体，产生摩擦损耗能量转化为引力子能量的方式，来探索量子引力场的形成原理。

意外发现当今物理学界量子引力场、中微子场、太阳中微子失踪事件和暗物质的内在联系。幸运地解答了

这 4个难题。 

将来，我们如果能够直接利用现成的中微子场特征，研发直线型穿透性保密定向通信技术，一定前景

诱人。如果能进一步开发利用宇宙太空中的中微子场暗物质的能量，它将比研发热核聚变堆 ITER 项目更

容易成功。甚至比作者的《冷核聚变堆》发明专利项目更好
1
。详见作者的后续论文和专利申请。 

中微子场特征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原始星云的中子衰变成质子、电子时，伴生电子中微子 ev 。恒星也大量产生电子

中微子。平均能量 eVeVcmWv 5.2230~152

0  
2。宇宙自诞生以来就存在无数的恒星。仅太阳产生

的中微子每秒就有约 10
15个穿透人体 3。所以，宇宙太空中必然充满中微子。中微子是电中性基本粒子。

以光速直线运动。与原子、分子和天体等物质相互作用都极微弱。具有非凡的穿透能力和扩散特征。必然

类似气体分子运动状态，均匀地散布在宇宙太空中，形成中微子场。实验室已经证明中微子存在能量振荡

现象 2。 

中微子场形成量子引力场原理 

见图 1，在任何天体或物体外围空间运动的中微子，假设原始密度为 0vN ，我们都将其运动方向平均

分为径向、经向、纬向的正和负的方向。沿径向每秒穿出或穿入地球，或者任何球状天体表面单位容积通

量都为 0vrN 。与该天体内外通量 vriN 的关系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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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1）式中， 22 RR i  表示在地球内部， 22 RR i  在表面或外部。令单位容积通量 0vrN 的中微子束

流沿径向穿透地球后，每个中微子摩擦损耗能量为 0

2

222 4 vrwv NRMkW  。它与穿透天体的质量成正

比，与天体表面积和单位面积通量 0vrN 成反比。其中 wk 为引力子能量的量子系数。令 wvjk 为沿径向连续



HANS Preprints                                             NOT PEER-REVIEWED 

汉斯预印本                                                                         未经同行评审 

19 

 
HANS PrePrints | http://dx.doi.org/10.12677/HANS PrePrints.2016.11013. | CC-BY 4.0 Open Access | rec: 30 Mar 2016, publ: 5 Apr 2016 

穿透 j天体后，因 j天体的摩擦对背景场引力子 viW 能量的再作用变化系数，单位为
2sm 。引力子摩擦

损耗的总能量变为 vijW ，对所有的球状天体或任何天体、物体， vijW 都可表示为： 
















0

24 vri

iw
wvjviwvjvij

NR

Mk
kWkW


                    （2） 

 

图 1. 假设太阳系附近区域每个电子中微子原始平均能量为 0vW ，密度为 0vN 。电子中微子沿径向穿

透地球后，摩擦损耗能量为 v2W 。剩余能量为 ）（ 2vvo WW  ， 2200 )( vvvv WWWW  。 v2W 能量

就相当于转化成引力子能量。在地球表面和外空间，能够形成向中心收缩的引力子背景场。 

某单位容积中微子通量 vriN ，穿透某天体因摩擦损耗能量形成径向压力 riP ，都可表示为： 

vriviri NWP                                        （3） 

见图 2，我们全部沿两圆锥体中轴线 O2O3投影线方向进行论证。（这样处理能够简化计算）。由（1）、

（2）、（3）式，中微子流径向总通量 2


、 3


，地球与月球之间的量子引力 23F 、 32F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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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微子场形成量子引力场原理图。在 LO2D和 SO2C线段构成的两个圆锥体内，中微子流径向总通

量都是 2


，在 AO3H和 BO3E 线段内都是 3


。从左向右，中微子沿径向穿透地球后，摩擦损耗能量 2vW 。

它转化形成引力子能量。继续穿透月球为后，摩擦损耗总能量为 vbW 。同理，从右向左穿透，摩擦损耗

能量为 3vW 、 vaW 。 

由图 2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可知， 2

23323223 RMGMFF  。带入（6）、（7）式得： 2

222 4 RkGMk wwv  ，

2

333 4 RkGMk wwv  。两个圆锥体外围 2vW 、 3vW 引力子作用力都是互相对称抵消了。将 2wvk 、 3wvk 能

量变化系数再带入（2）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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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4）、（5）式和（8）方程组，因为 32 


， vbva WW  ，所以，我们以量子引力场证明了

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2

233223322 RMGMFFWvb 


。 

太阳中微子失踪之谜 

我们根据太阳电子中微子失踪约 65%事件，令穿透太阳的中微子摩擦损耗的能量 eVWv 251  ，再穿

透另一个太阳后中微子摩擦损耗的总能量 eVWv 5011  。带入（ 8-1）、（ 1）式，求得：

313

0 10407.4 mNvr  ， 332

0 m1082.8 vN 。 因 为 在 标 准 状 态 下
4
， 1m

3
气 体 分 子 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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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a m106868.24138.221000  NNa ， 所 以 得 ： 46.300 va NN 。 再 令 （ 2 ） 式 中

eVNRMk vrw 254 0

2

11  ，得： 078.544wk 。 

 

图 3.中微子沿径向穿透太阳，产生摩擦损耗能量为 1vW 。如果约 65%电子中微子的能量全部被太阳

拦截吸收，就相当于被吸收的中微子能量全部转化成引力子能量 1vW 。外空间就形成向太阳中心单向收

缩的约 65%引力子 1vW 背景场。 

同理，由（2）式和（8）方程组，我们只要分别令各式中 078.544wk ，就可求出地球、月球„„等

天体引力子场能量 2vW 、 3vW „„。各参数见表 1。 

各类天体相关参数和计算结果表 1
4 

天体名称 质量（kg） 半径（m） 损耗能量 

viW （eV） 

钢球 2.932×10
4
 1 1.8×10

-7
 

月亮 7.35×10
22
 1.738×10

6
 0.1492

 

地球 5.983×10
24 

6.3673×10
6
 0.9049 

太阳 1.971×10
30
 6.953×10

8
 25 

白矮星 1.971×10
30
 6.3673×10

6
 298109

 

中子星 1.971×10
30
 1.738×10

4
 4×10

10 

备  注 本表均以电子中微子流沿各天体径向穿透密度为

313

0 10407.4 mNvr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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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看出，白矮星、中子星的中微子损耗能量都远大于 25eV。说明完全吸收中微子范围远大于该天

体的实际半径，此范围应与太阳半径相当。并且形成量子引力大小与径向总通量矢量 1


和天体自身半径

大小无关。 

暗物质之谜 

现代宇宙学观测认为，宇宙中可视物质仅约占 4%，暗物质约占 23%，暗能量约占 73%
5
。根据天文观测

数据，太阳系绕银河系中心公转速度是 250km/s，轨道半径约 2.52万光年
6
。以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求得

银河系在太阳系公转轨道内的总质量约 kgM 41

01 1023.2  。目前天文学界能够观测和推测到恒星、恒星

残骸黑洞、中子星、白矮星、红矮星、行星、星云、气体尘埃、陨石„„等的所有物质总量仅约

kgM 40

0 10913.5  。 

本文从中微子场形成量子引力场原理中证明，中微子在穿透各种天体时，都有不同程度的摩擦损耗能

量或缺失事件。以太阳为例，见图 3、图 4和（8）方程组。因为 24 2

11  RkGMk wwvj ，所以

eVWk vwvj 251  。必将造成以恒星及残骸为中心的引力子背景场发散的中微子大部分缺失。尤其是图 4

所示的 AD与 BC，HS与 ET圆锥线两端延长区，可造成大范围中微子绝大部分缺失事件。同理，在星系团

外围空旷区，中微子场原始密度和能量最高。从星系外围、旋臂、至中央核球。由于有各类大小天体存在，

中微子密度和能量都将依次降低。尤其是在星系中央核球区。大质量黑洞和大量密集球壳状分布的恒星及

残骸。引力子传递又需要几十至数万年的时间。如图 3、图 4所示，在众多天体量子引力圆锥线两端延长

区扫过空域，都会大幅度降低中微子场原始密度 0vN 和平均能量 0vW 。尤其是沿中央核球径向运动的中微

子密度 0vrN 。 

 

图 4.中微子场密度与万有引力强度关系原理图。在 AO0D和 BO0C线段构成的两个圆锥体内，中微子流

径向总通量都是 01


，在 EO1T和 HO1S线段内都是 10


。从左向右，中微子沿径向穿透银河系中央核球后，

摩擦损耗能量 0vW 。它转化形成引力子能量。继续穿透太阳为后，摩擦损耗总能量为 bvW 0 。同理，从

右向左穿透，摩擦损耗能量为 1vW 、 avW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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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4，假设银河系中央核球区的中微子场密度是 00vrN 。我们全部沿两圆锥体中轴线 O0O1投影线方向

进行论证。因为 000 vrvr NN  ，由（1）~（5）式和（8）方程组，中微子流径向总通量
01


、

10


，银河

系中央核球与太阳之间的量子引力 01F 、 10F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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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当我们以太阳系附近区域的中微子密度 313

0 10407.4 mNvr  作为标定量子引力常数后，只要连续

穿透两个天体的质量和半径都不变，每个中微子的摩擦损耗总能量 bvav WW 01  仍然都不变。两个天体

量子引力值，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还与对方所处区域的中微子密度值成正比。如（11）、（12）

式中的 2

011001 RMGMF  ， 1000001 vrvr NMNM 。所以，中央核球中微子场密度的大幅度降低，就等

于大幅度提高自身的质量，导致中央核球存在大量暗物质的误判。 

因为暗物质是由万有引力场体现出来的非重子物质，所以构成量子引力场的中微子场就是暗物质。现

代宇宙学推测整个宇宙中物质平均密度为 327-

0 106 mkg 7
。以本文收集和推导的电子中微子平均能

量 22.5eV，密度 332

0 m1082.8 vN 估算，太阳系附近区域的中微子场密度 3111054.3 mkgve

 。

因 51

0 109.5 ev ，所以中微子场粒子密度的物质质量，远远大于宇宙可见物质的质量。将它作为暗

物质绰绰有余。 

结论 

本文论证了中微子场物理特性，建立了量子引力场原理。根据太阳中微子失踪事件，推导出中微子场

粒子物质密度。以一个简单直观的物理模型，幸运地解答了包括暗物质的四个难题。 

未来探索展望：中微子和光子内部到底呈什么样的结构？如何区别？两者之间是如何演变的？它们在

参与基本粒子、原子核的聚变、裂变、放射性等衰变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它们是怎样传播电磁场的？

粒子、原子核内的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是怎么回事？与电磁场作用又是什么关系？大统一场该如何建

立？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吗？夸克、希格斯玻色子、暗能量、磁单级子„„存在吗？„„？？？所有这些，

在笔者的《冷核聚变堆和新现代物理学》
8
中都已经得到全面统一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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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物理模型简单清晰、数学逻辑自洽精确的现代物理学通解 

本书将经典牛顿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能量相对论引入微观领域，建立的基本粒子波动、自旋量

子化定态垂直双椭圆轨道运动模型；波动、自旋圆柱螺旋线轨道运动模型；推导出基本粒子相关的轨道运

动方程组。运用模拟计算方法，成功地解决了统计论量子力学大多数长期无法解决的关键难题；并且以轨

道论量子物理学的理论模型，建立了绝对时空观条件下的无限永恒宇宙论模型，从而解决了热大爆炸形成

宇宙论中宇宙年龄、暗物质成分、结构及明、暗物质之间的转化循环难题；最后实现了中微子场作为大统

一场的介质，使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空间与爱因斯坦的相对时间和空间，以及强、弱、电、磁相互作用与万

有引力场作用之间，实现微观、宏观和宇观领域之间的整体大统一。 

第 1～6 章粒子物理中论证了所有基本粒子都是沿波动、自旋量子化定态垂直双椭圆轨道或圆柱螺旋

线轨道运动的规律。确定了所有基本粒子都是由带一个单位电荷的“荷电粒子”集合体组成，导出精细结构

常数、粒子内部结构、组成、能量、动量形成原理及相关参数计算方程。证明了强、弱、电、磁相互作用

都是电、磁相互作用。给出基本粒子内、外电、磁场相互作用力强度，分裂衰变能量、平均寿命、相关参

数的精确解。解决了点电荷能量“发散”困难，为经典电动力学理论无条件限制地引入微观粒子领域提供了

依据。证明了宇宙太空中 2.73K 黑体背景微波辐射是由中微子场引起，中微子场就是前人推测的“以太”场。

中微子、光子激发转化过程中，电磁波、光子波粒二象性转变临界能量及传播特征、运动速度。精确地模

拟计算了质子、中子内部结构、电磁场分布特征、自旋磁矩值。指出质子、中子内部存在“夸克”假象的原

因。 

第 7～14 章原子核物理中设计的原子核内部结构模型、结合粒子物理中研究成果，成功地解决了原子

http://baike.baidu.com/view/9474.htm
http://news.163.com/12/0313/09/7SFF7VIJ00014JB6.html
http://www.ihep.cas.cn/kxcb/kjqy/200907/t20090723_2160257.html
http://www.docin.com/p-324814333.html
http://blog.tech110.net/index.php?uid-3067-action-viewspace-itemid-67545
http://blog.tech110.net/index.php?uid-3067-action-viewspace-itemid-6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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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内部结构、核力、磁矩形成原理；核内所有粒子轨道运动组合特征，包括核力、能量、磁矩在内的各参

数计算方程。给出 a
++粒子、p

+质子、β
±电子及 γ 射线原理和各能谱计算方法。 

第 15～20 章原子物理中论证了原子外层、次外层所有电子都是以波动、自旋、附加侧向轨道运动组

成的椭球旋转曲面方式绕原子核运动；揭示原子外层、次外层“s、p、d、f 型电子云壳层”形成本质。在所

有原子光谱、能级等参数的模拟计算过程中，只通过很小范围内合理调整原子内部一层电子椭圆轨道离心

率就全部解决问题。 

第 20～26 章无限永恒宇宙论中，首先将光谱红移、2.73K 宇宙黑体背景微波辐射和奥伯斯佯谬在光

子行程中以总能量守恒定律整体论证为无限永恒宇宙论的关键依据。指出哈勃定律是难得的精确测距标尺。

天文学界流行的宇宙年龄仅仅是被测恒星的年龄，还不是该星系的年龄。宇宙中占 90%以上的暗物质是已

死亡的恒星、星系、甚至是星系群的残骸，对暗物质谈论年龄没有意义。设计的黑洞内部中子物质环结构

能避免引力塌缩，导致总能量、引力场强度、引力作用范围都变成无穷大的“发散”困难。解决了对吸积物

的引力场势能转化机制和极轴喷注、射电原理，为被吸积的暗物质在一定条件下顺利活化再生，黑洞对撞

大爆炸转变为明物质星云创造条件。 

第 27～28 章时空相对论质疑中，设计的类星体内部结构模型，解决了难以想像的类星体巨大能量辐

射原理和超常值光谱红移机制。使绝对时空观条件下的无限永恒宇宙模型得到全面论证。进一步分析了万

有引力场在整个宇宙演化中的主导作用；揭开相对论中所谓时空弯曲的实质，就是光子在万有引力场作用

下的进动轨道弯曲！ 

综上所述，在微观量子物理领域，本书论证了强、弱、电、磁相互作用统归为电、磁场相互作用。在

宏观领域，论证了电、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电、磁场传播媒介是中微子场。在宇观领域，论证了黑洞万

有引力场通过吸积盘和极轴喷注、射电将引力场势能转化为电磁场能量，或对撞大爆炸，使暗物质活化再

生转变成明物质星云的整个循环过程。由此说明：在微观、宏观、宇观领域，在无限永恒的宇宙中，万有

引力场主导、统一了电、磁场的相互作用和明、暗物质的转化循环。 

量子物理学、宇宙物理学和相对论三大支柱学科撑起现代物理学的大厦。前言中提出其中存在的 19

个方面的难题，笔者借助现代高性能的计算器终于将其全部论证解决了。经典粒子量子化轨道运动模型的

建立、立论依据是将经典的牛顿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能量相对论和微观粒子沿波动、自旋量子化轨

道运动模型有机地结合起来。所有的方程、公式的推导和模拟计算全过程都没有人为加入的其它参数和实

验拟合的修正系数，而且最终计算结果都与实验、观测的各参数和物理、天文现象全部吻合。由此可见，

三个学科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已经取得圆满成功。并实现了经典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之间所有基

本物理定律的大统一。 

物理模型简单清晰、数学逻辑自洽精确的大统一场 

在《新现代物理学》的第 1~6 章粒子物理部分，我们论证了中微子和光子都是仅由一对荷电粒子组成

的电偶极子。电偶极子波动自旋进动的速度都是光速。光子内电偶极子自转与波动自旋进动频率都相等，

中微子内电偶极子自转频率是波动自旋进动频率的数千至数十万倍，波动与自旋进动频率也都相等。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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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微子的能量 W 与波长λ 的关系都为： 。不存在静止的质量 m0和能量 W0。 介

子是由两对电偶极子和一个荷电粒子组成。u
±
介子 e

±
电子都是由一对电偶极子和一个荷电粒子组成的。

质子是由一个 6 对电偶极子构成的核芯和一个 介子组成的。中子比质子仅仅多了一个荷电粒子。当中

子衰变成质子和电子时，必须吸收一个中微子，也就是相当于发射一个反中微子， 。

在恒星核聚变燃烧过程中，质子和电子必须吸收大量的中微子才能转化成中子，完成核聚变，同时将部分

中微子转化成光子辐射出来。这就是太阳中微子失踪事件和光子凭空产生的原因。 

在第 7~14 章核物理部分，我们论证了中子、质子拆分成高低能 介子分别组成粒子螺线环，各级自

旋量子数相同的高低能粒子螺线环再按一定规律组合构成不同的原子核模型。进一步论证了原子核内强相

互作用、弱相互作用都是特定结构形成的电磁场相互作用，实现了强弱电磁 4 种相互作用的大统一和强度

的精确计算。原子核衰变过程中，多有中微子参与。 

在第 15~20 章原子物理部分，我们论证并精确计算了原子表层电子能级之间的跃迁或激发，属于电子

自旋量子化轨道之间不同能级，在中微子以所谓虚光子形式参与下与光子的相互转化跃迁或激发过程。同

理，一般的化学反应，也是原子分子表层电子自旋量子化轨道之间不同能级跃迁或激发构建化学键时，在

中微子参与下与光子或红外电磁波的相互转化跃迁或激发过程。 

在第 21~26 章无限永恒宇宙论部分，我们论证了哈勃定律中的光谱红移不全是多普勒红移，而主要是

电磁波在中微子场介质中长时间运动时，自身能量逐渐损耗过程。也是对中微子场介质在微波辐射和万有

引力场中损耗能量的一种补偿过程。见图 26.1，图 26.3，并论证了星云在万有引力场的作用下收缩从恒星

→白矮星→中子星→黑洞的演化过程，大片星云从不规则小星系→合并成大星系→漩涡星系→棒旋星系→

椭圆星系→星系核中央核球→大黑洞的演化过程。从星云到黑洞的演变过程，就是中微子从星云外围向黑

洞中心的集中和万有引力场势能的增加过程。在万有引力场作用下，质量差异较大的黑洞之间因为万有引

力场吞噬作用形成射电瓣状的星云，或者两个质量相当的黑洞因万有引力场作用对撞导致大爆炸重新形成

星云。从黑洞到星云的演变过程，就是中微子从黑洞中心向外围的扩散和万有引力场势能的释放过程。也

是无限永恒宇宙模型在万有引力场作用下的主要循环过程。 

在第 27~29 章时空相对论质疑和大统一场部分，我们论证了牛顿的时空绝对论，否定了爱因斯坦的时

空相对论。随着第 29 章《中微子与引力子暗物质的关联性》[3]论文发表，确认了粒子、原子核内部强弱

相互作用都是电磁场相互作用，中微子场既是传播电磁场的媒介，也是传播万有引力场的媒介。传播速度

都是光速。无限永恒宇宙中所有的粒子、原子、分子、星云、陨石和各种大大小小的天体都是在电磁场和

万有引力场的联合作用下演化的。实现了微观、宏观和宇观领域电磁场和万有引力场综合作用的大统一场。 

遵照审稿老师的提示，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指导实践，比如相对论预言的引力红移现象。本文的研究

也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所以，笔者在此对光子的频率变化给予补充解释和探索。本书第 1~3 章中证明光子是由一对电偶极子

组成，沿量子化轨道的波动和进动方向分速度都是光速 c，合速度是 ，沿着螺旋线轨道运动。能量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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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牛顿力学，光子的动能是 ，只要令

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就完全等效统一了。这样，不管是牛顿万有引力或相对论的引力势能作用，还是相对

光子的高速多普勒运动的时空相对论作用，只要能使光子能量变大就表现为波长变短，频率蓝移，变小就

表现为波长变长，频率红移了。光子的频率和波长乘积都是等于光速 。 

本书若拆开投稿，就不具备整体系统性，也很难被现代科学界理解和接受。整体评审交流和出版将具

有一次性解决国际上三大学科长期争论的效果。如果各位学者能克服学派偏见，公正地对《现代物理学经

典粒子量子化轨道运动模型通解》进行认真审阅，就不难看出：本书的前言和摘要中概括出国际现代物理

学界面临的 19 个方面难题，全部属实。笔者仅仅依据一个经典粒子量子化波动、自旋垂直双椭圆轨道运

动模型，与牛顿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能量相对论结合，就能对 19 个方面的难题都能推导出全部精确的

数学物理方程通解。总体物理模型的构思及相关数学物理方程的推导演算过程和结果，都与实验和观测数

据吻合，这不正是现代物理学家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物理模型和理想的理论体系吗？ 

所以，建议学术界应优先创新建立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公平交流评审体制。只要能够解决

现代自然科学重大难题的，不论公费、自费、研究者的学历、身份或不同学派，都应受理，参与交流，并

公正地评审。找不出驳回理由的，都应给予承认公告。对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及时给予扶持和奖励。

笔者深信：《现代物理学经典粒子量子化轨道运动模型通解》一书，是经得起严格审查和时间、事实的检

验的。 

拙著问世之日，也就是我们已经找到关键的“隐参量”，并通过模拟计算解决了现代物理学长期无法解

决的大多数难题之时。在事实面前，科学界再去坚持、维护旧的观念是不明智的。最好是尽快携手，共同

努力，使该理论体系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为开创全人类新时代的科学文明服务。这可是造福后人和名垂青

史的无量功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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