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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eek the processing mode from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to astro-
nomical phenomena, especially to interpret the processing mode of modern astronomical infor-
mation such as cosmic red shift and supernova more rationally. Methods of research: Summariz-
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revious models for handling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naive model represented by Ptolemy, the rational model of Copernicus, the Doppler 
Effect Model of the Big Bang, and the attempt to use modern communication modes to process as-
tronomical information. Multi-mode processing conclusions are comparable. We can see the ad-
vantage of the model. The processing mode of modern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is the Doppler 
Effect mode of the Big Bang,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smology. 
However, the shortcomings are also fatal. All conclusions support the Doppler Effect. The entire 
universe originated from the Big Bang of one point, which is even more absurd than the conclusion 
that Ptolemy’s universe revolves around the earth.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theories are very 
complete in processing signals and have been modular and technically standardized.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is very advanced for optical signal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reception, ex-
chang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re are also mobile communications and satellite communica-
tions. The use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theory to deal with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a 
more advanced processing model. From the received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the communica-
tion mode is used to trace the signal from the signal source of the celestial body transmitter. It 
should be more reasonable to infer the astronomical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signal from the 
transmitting source. Results: The red shift of the universe is caused by the propagation of light 
waves in the space channel and the lack of evidence due to the Doppler Effect. The universe does 
not need to expand, let alone exploding. Information received on the ground about supernova 
outbreaks: supernova burst pulse signals respond to the impact of second-order damping chan-
nels. This respons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ontinuous signals in the channel. It has a unique func-
tion of pulse broadening, making the brightness decay faster and the redshift greater. There is no 
basis for the accelerated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with Doppler Effect.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rational model of Copernicus has obvious advantages over Ptolemy’s naive model in multimode 
processing of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After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uch as galaxies and supernovae, the communication mode has a great advantage over the Dopp-
ler Effect mode of the big explosion, and it is more scientific and better processing effect. The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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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xy does not need to retreat; the universe does not expand, does not accelerate expansion, and 
does not expl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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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研究目的：寻求由天文信息到天文现象的处理模式，特别是更合理诠释宇宙红移、超新星等现代天

文信息的处理模式。研究的方法：总结前人处理天文信息的模式优缺点，如托勒密为代表的天真模式、

哥白尼的理性模式、大爆炸的多普勒效应模式、本文企图用现代通信模式处理天文信息，多模式处理结

论具有对比性，看出模型优势。现代天文信息的处理模式为大爆炸的多普勒效应模式，优点促进宇宙学

的发展。但是缺点也是致命的，所有结论支撑点——多普勒效应。整个宇宙来源于一点的大爆炸，比托

勒密的宇宙围绕地球转的结论更荒唐。通信系统及理论对信号的处理非常完备，已经模块化、技术标准

化。光纤通信对光信号发射、传播、接收、交换等技术非常先进；还有移动通信、卫星通信。采用现代

通信理论处理天文信息应该是更先进的处理模式。由收到的天文信息，采用通信模式进行追溯，得到天

体发射端信号源的信号，依据发射源的信号推测天文现象，应该更合理。研究结果：宇宙红移是光波在

太空信道传播所致，多普勒效应所致缺乏依据。宇宙不用膨胀、更不用大爆炸。地面收到的超新星暴发

的信息：超新星爆发式脉冲信号对二阶阻尼信道的冲击响应，这种响应比连续信号在信道传输不同，具

有脉冲展宽独特作用，使得亮度衰减更快，红移更大。多普勒效应的宇宙加速膨胀缺乏依据。研究结论：

天文信息的多模式处理，哥白尼的理性模式比托勒密天真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经过星系、超新星等信

息处理结果对比，通信模式比大爆炸的多普勒效应模式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它更科学、处理效果更好。

星系不用后退，宇宙不用膨胀，不会加速膨胀，更不用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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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文学、宇宙学发展的方向和目的就是对天文信息进行合理、科学的诠释。目前宇宙大爆炸学，对

宇宙红移、超新星暴发等天文信息，用多普勒效应进行解读，得出宇宙膨胀、加速膨胀、宇宙大爆炸等

结论。一直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质疑。 
地球人们只能被动的接收各类天体发来的天文信号，采用各种先进方式、方法、现代化的设备，大

型天线设备、巡天仪、航天器完成天文信号的接收。特别是遥远星系的光信号的接收，成为天文探测重

要手段。收到的天文信号仅是天体的一种影象信息，如何去伪求真，天文信息的处理模式至关重要，成

为得到天象的本质关键步骤，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天文信息的处理模式经历托勒密的地心说[1]，到哥白尼的日心说[2]-[7]，再到哈勃开启的大爆炸宇宙

说[8]-[15]。同样的天文信息，经过不同模式处理，得到天文现象的结论是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 
1929 年，哈勃测量到河外星系的光信号，其谱线向红光一端移动的现象，用(光源远离产生红移)多

谱勒效应的处理模式，得出星系远离，宇宙膨胀的结论。 
索尔·珀尔穆特、布莱恩·施密特和亚当·里斯研究超新星，恒星发出的光在更大的距离上显得更

弱，并且在远离观察者时呈红色。这些超新星信息沿用多普勒效应模式，得到宇宙正在以不断增长的速

度膨胀结论。以此发现获得 2011 年诺贝尔奖。 
多普勒效应处理天文信号的结果(星系后退、宇宙膨胀、加速膨胀、宇宙大爆炸)与哲学、物理科学、

现代通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宇宙大爆炸能量、物质从哪里来，爆炸之前是什

么，与人类遵守的能量守恒、质量守恒相矛盾。对天文光信息的这种多普勒效应处理模式，或者已经造

成天文现象、宇宙结构的严重误判。 
现代通信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通信系统[16]-[30]已经规范化、模块化、技术标准化。本文试图用现

代通信模型处理现代天文信息。 

2. 天真模式 

收到的天文信息都是天文现象的真实反映，看到天文现象，就是天象本原，没有虚假，不用怀疑是

假象。只要根据收到的天文信息，进行综合就可以得到天体运行模型，以及宇宙结构。典型代表人物就

是托勒密，代表作地心说。 
从古到今，凡是站在地球上观测者，都没有看到地球运动，仅看到太阳、月亮、星星都围绕地球运

动。托勒密根据观测结果综合出均轮、本轮描述的太阳、行星、月亮、星星围绕地球运动模型。地球是

宇宙中心、其它天体都围绕地球运动的地心说。如图 1 所示。 
从古至今，只要站在地球上，看到的结果与托勒密一样，没有看到地球运动，仅看到太阳每天东升

西落绕地球运动。人们收到直观的、基本的天文信息是一样的，与托勒密时代没有多少区别。 
每天看到的太阳运动都是假的。哥白尼的日心说宣布“天真模式”到此结束。 

3. 理性模式 

理性模式(哥白尼的日心说)：地球上收到天文信息，是否是天文现象的直接、真实的反映，需要理性

思考，去伪存真，求得天文现象。典型代表人物为哥白尼，以及代表作为日心说。凡是站在地球上观测

者，地球的运动是观测不到的。如同站在离开港口的大船上，没有观察到大船的运动，却看到港口、沿

边物体都在后退。大背景后退速度是大船运动的反映。同理，太阳等天空大背景的绕地球运动，是地球

自转运动的反映。地球是绕太阳运动的。哥白尼站在地球上，由与托勒密同样的天文信息，采用理性处

理模式(图 2)，得到地球、行星绕太阳为中心的绕转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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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asic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model seen by Earthlings 
图 1. 地球人看到的基本天文信息模型图 

 

 
Figure 2. Copernicus’s rational processing mode of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图 2. 哥白尼的天文信息理性处理模式 

4. 宇宙大爆炸的多普勒效应处理模式 

波源移动，改变波长的多普勒效应。用它来解释天文信号的波长变化，得到星系都后退、宇宙膨胀、

加速膨胀的大爆炸等结论。典型代表人物是哈勃，他用 2.54 米口径光学望远镜，测量到遥远河外星系发

来的光信号(图 3)，谱线向红光一端移动，简称为红移，用多普勒效应解释。 
红移：就是收到的光信号，其波长变长，频率降低，用波长相对变化量来表示 

o s

s

Z λ λ
λ
−

=                                           (1) 

式中：Z——波长相对变化量， oλ ——收到的光信号的波长(或称为信宿的信号)， sλ ——信号源的信号波长。 
哈勃定律：哈勃对河外星系的红移观测结果 

Z HD=                                            (2) 

式中：Z——波长相对变化量，H——哈勃系数；D——星系的距离。 
哈勃认为红移形成的原因，用 1842 年多普勒发现的效应来解释，得到星系退后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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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Hubble stands on Earth and uses 2.54 meter optical telescopes to observe the red shift of extragalactic galaxies 
图 3. 哈勃站在地球上，用 2.54 米口径光学望远镜观测河外星系红移示意图 

 

0v cz cHD H D= = =                                    (3) 

式中，v——星系远离的速度，c——光速；H、H0——哈勃系数；D——星系距离。 
用多普勒效应处理遥远星系光色红移信息，得到星系后退、宇宙膨胀、宇宙的年龄、暗物质、暗能

量等结论。 
索尔·珀尔穆特、布莱恩·施密特和亚当·里斯研究超新星，恒星发出的光在更大的距离上显得更

弱，并且在远离观察者时呈红色。这些超新星信息沿用多普勒效应模式，得到宇宙正在以不断增长的速

度膨胀结论。以此发现获得 2011 年诺贝尔奖。 

5. 现代通信模式 

为了解决现有多谱勒效应处理模式的不足，本文提供了基于现代通信模型的天文信号处理模式，简

称为现代通信模式。通信系统模块化由信源、信道、信宿组成。信源：发射信号；信道：传播信号；信

宿：接收信号。 
用现代通信理念处理天文信号：充分考虑信道对信号作用，如图 4 所示。信道的作用：就是传递信

号。但是信道对信号由选择传输效应，不同信道传输不一样的信号。如双绞线构成信道，只能传输频率

比较低的电信号。同轴电缆构成的信道可以传输高频电信号。光缆可以传输光频信号。太空信道可以传

播电磁波、光波信号。信道对信号由许多副作用：如功率衰减、失真、噪声、色散等，也就说信道传输

的信号，接收端信号与输入端信号不一样。目前文天信号没有考虑信道的传播影响，因此，其结论的真

实性值得怀疑。 
图 4 的说明：恒星、星系或星团、类星体、超新星等发光源，可以看做通信系统的信号源，发射信

号。发射信号模式有连续信号、暂时稳定态、突变态，如稳定恒星构成的发射源，发射的信号基本是稳

定的，随时间变化缓慢。理解为连续信号、稳定信号。处理模式采用时空稳定型。超新星、伽玛暴组成

的发射源，信号特点，作用时间短，强度大。可以理解脉冲式信号，对他们的处理模式与连续信号不同。 
信道：光波在太空长距离传播过程、传播路径抽象为通信系统的信道，太空信道有其独特特点，信

道超长，千万光年为距离，信号的衰减大、色散效应不容忽略。信道的噪声也很大，深层噪声可能与方

位无关。太空信道对光波有传输作用，但是也有副作用如光波亮度衰减、吸收、散射、色散、损耗、变

形、失真等。因此信道的输入端光信号与信道的输出端光信号不一样，甚至完全不同，甚至被噪声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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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扣除噪声之后，信道输出光信号与输出短信号的比值称为信道传输函数。 
 

 
Figure 4. Mapping the processing of astronomical signals using modern communication models 
图 4. 用现代通信模型处理天文信号示意图 

 
信宿：天文信息的地面接收点、或天空飞行器接收器，接收天文信号，作用相当于通信系统的信宿，

即天文信号的目的地。 
天文信号由天体发射，经太空传播，到达地面接收器被接收。扣除各种噪声，得到天文信息。 
由天文信息得到天文现象的通信追溯模式：由信宿、接收点天文信息为出发点，信道传递函数——

信道综合参数，描述信道传输信号的能力及行为。根据天文信号传播过程、传播路径，逆向追踪方式，

找到天文现象发射的真实信号，有真实信号容易判断天文现象。用传递函数对天文信息进行作用，追溯

到发射端信号。然后发射端信号对天文现象做出推断。 
天文信号用信道处理，可用 4 式表示 

( ) ( ) ( ) ( ), ,y x t H x t s t n t= ∗ +                                   (4) 

式中， ( ),y x t ——信宿(接收端)收到的信号； ( )s t ——信号源发出的信号； ( ),H x t ——信道传递函数，与

传输媒质、传输距离、信号频率、信号强度等参数有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函数。有时可以简化。 ( )n t —

—噪声。 
天文信号的发射端、传输通道都是不可预设，不能验证。接收端仅能被动接收，无法改变系统，只

能综合、统计、借鉴等方法来推测天文现象。 
要想得到信号源信号，必须研究信道的传递函数，以及噪声 

( ) ( ) ( )
( )

,
,

y x t n t
s t

H x t
−

=                                       (5) 

式 5，收到的天文信号(信息)，经信道的传递函数，追溯发射端天体本原信息 ( )s t ——称为信道天文学，

或称现代通信模式天文学 
如果传递函数恒为 1，则有 

( ) ( ) ( ),s t y x t n t=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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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目前天文阶处理模式。但是，绝大部分状况，传递函数是很复杂的。 

6. 现代通信模式处理天文信息的应用实例 

对两个特例如超新星信号、遥远星系红移信号处理 
地面接收器接收超新星爆或伽玛暴发脉冲信号；由超新星本源发射后，经太空传播，最后到达地面，

并被地面接收器接收； 
地面处理器利用信道函数对接收到超新星或伽玛暴脉冲信号进行的逆处理，还原出超新星发射的原

始信号。 
超新星暴发产生的信号：强度之大，亮度可达太阳的 10~100 亿倍，作用时间很短，仅有十多天或更

长一些。与天文恒星的时间相比，时间极短，完全可以看做脉冲函数来处理。 
伽玛暴信号特点：作用时间极短——1 秒到 1000 秒内；信号强大非常大：是整个星系的能量总和。

因此，可以看做脉冲函数。收到的信号可以看做脉冲函数对信道的冲击响应。 
信道的传递函数，一般微分方程的表达式 

( )
0 0

n m

n mn m

d y t d xa a y b b x
dt dt

+ + = + +                              (7) 

传递函数变换表达式 ( )H s ： 

( )
1

1 1 0
1

1 1 0

m m
m m

n n
n n

b s b s b s bH s
a s a s a s a

−
−

−
−

+ + + +
=

+ + + +




；                           (8) 

传递函数几种简单模型讨论， 
1) 零阶信道模型：仅有能量损失，传递函数为常数： 

( ),H x t k= ；                                      (9) 

则有：观测到天文信号，可以得到发射源信号 

( ) ( ) ( ),y x t n t
s t

k
−

= ；                                 (10) 

输入与输出成比例关系，与超新星信息的观测结果在图形上，吻合度比较差，得出结论：零阶信道

模型不适合处理超新星信号、伽玛暴信号； 
2) 一阶信道模型 

( ) ( ) ( ) ( )1 0 0

d
,

d
s t

a a s t b y x t n t
t

+ = −  ；                           (11) 

脉冲函数定义，超新星发出信号可以看做脉冲函数 ( )
, 0

0, 0
t

t
t

δ
∞ =

=  ≠
与 ( )dt t Aδ

+∞

−∞

=∫ ；         (12) 

如果 A = 1，它称为单位脉冲函数； 
一阶信道脉冲函数作用下，信道传递函数： 

( )
1

kH s
sτ

=
+

；                                      (13) 

针对于超新星信号特点，假定超新星发射信号为脉冲函数，则有： 

( ) ( )iS t tδ=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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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信道得到脉冲函数的冲击响应： 

( ) ( ),
tky x t n t e τ

τ
−

− = ；                                 (15) 

一阶信道脉冲冲击响应是指数衰减规律，与超新星信息的观测结果在图形上，吻合度比较差，得出

结论：一阶信道模型不适合处理超新星信号； 
3) 二阶信道模式 
令 ( ) ( ) ( ),oS t y x t n t= − ，则有：二阶信道输入与输出关系式： 

( ) ( ) ( ) ( )
2

2 1 0 02

d d
dd

o o
o i

S t S t
a a a S t b S t

tt
+ + = ；                        (16) 

其传递函数： 

( ) 0
2

2 2 0

bH S
a s a s a

=
+ +

；                               (17) 

取变量 1ξ = ， 0

0

bk
a

= ， 0 0 2a aϖ = ， 1

2
0 2

a
a a

ξ = ， 2
1 0 24a a a= ； 

当 1ξ = ，被称为临界阻尼状态： 

( )
0

20

2

a t
a

o
bS t t e
a

− ∗

= ∗ ∗ ；                               (18) 

当 1 0 24a a a> 且 1ξ > ，被称为过阻尼状态： 

( )
2 2

0 01 1
0

2
e e

2 1

t t

o
kS t

ξ ξ ϖ ξ ξ ϖω

ξ

   − + − − − −   
   

 
= − 

 −  
；                     (19) 

当 1ξ < ，被称为欠阻尼状态： 

( ) ( )0 20
02

sin 1
2 1

t
o

kS t e tξϖω
ξ ϖ

ξ
−= −

−
；                        (20) 

用二阶信道，脉冲响应实测图，用简单临界阻尼响应函数拟合 

( ) 0.059770.14 e t
oS t t −= ∗ ；                               (21) 

信道二阶临界阻尼模型与实测超新星拟合曲线非常吻合，也说明太空信道具有二阶信道特征。 

6.1. 超新星其亮度比预期低的信道解释 

稳定信号源作用信道：自由空间内，信号源发射电磁波以球面波形式向外传播，亮度与距离成距离

平方反比关系： 

( )102.5log 5 5log pc
D

FM m d
F

 
− = − = − 

 
                          (22) 

式中，M——绝对星等；m——视星等；F10——距离 10 pc 是恒星亮度，FD——恒星在距离 d 处的亮度。

d——距离(单位 pc)。 
超新星暴发的信号为脉冲信号形式，接收端收到信号看作是脉冲函数对信道的冲击响应。在时间上、

或径向上展开。 

( )
0

20

2

a t
a

o
bS t t e
a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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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随传播距离而展宽，导致信号强度比 22 式降低，即亮度降低。 

6.2. 星系红移信道模式处理 

信道使频率衰减，满足关系式 
f d

o se
αλ λ=  

红移很小时，可近似表示为 

1f do s
f

s

Z e dαλ λ
α

λ
−

= = − ≈                               (23) 

与哈勃实测关系式一致，只是比例系数的命名不同，这里 αf有明确的物理含义，频率衰减系数。而

哈勃定律的比例系数叫做哈勃系数，缺乏物理含义。 
超新星信号红移大的诠释：超新星暴发的信号为脉冲信号形式，接收端收到信号看作是脉冲函数对

信道的冲击响应。在时间上、或径向上展开。 

( )
0

20

2

a t
a

o
bS t t e
a

− ∗

= ∗ ∗  

脉冲信号被展宽，频率降低，波长增长。超新星红移量比 23 式大。 
超新星亮度降低、红移大的观测现象，用多普勒效应解释得到超新星加速后退，宇宙加速膨胀的结

论。 
超新星亮度降低、红移大的观测现象用二阶信道脉冲响应来解释，因此超新星不用后退，更不用加

速后退，宇宙不用加速膨胀。 

7. 结论 

天文信息的多模式处理，起到去伪求真，探索天文、遥远太空，具有积极作用。由天文信息进行不

同的模式处理，得到天文现象是不一样的，有时得到相反的结论。宇宙红移的多谱勒效应处理模式，得

到星系后退，宇宙膨胀、加速膨胀、大爆炸等结论。本文从现代通信角度，对河外星系、超新星暴发、

伽玛暴的信息进行信道处理，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红移是光线的传播信道作用。超新星的亮度、频率

衰减大，归结为超新星爆发的脉冲，对二阶阻尼信道的冲击作用，冲击响应。星系不用后退，宇宙不用

膨胀，更不用加速膨胀，宇宙不用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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