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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ce and time ladder theory makes it easier to see how space and time ladder to be found and 
to be completed step by step. Space and time ladder theory reveals that the origin of the un-
iverse is the Qi space-time (mc3), and we can intuitively believe that Qi space-time is straight in 
any direction without any bending, or zero curvature. Qi space-time results in gravitational 
space and time and energy space and time under Higgs mechanism, and this is the initial evolu-
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polarized Qi space-time (space-time with a slight bend) = Gravitational 
space and time + Energy space and time, which is a relatively stable equation, and Einstein's 
gravitational field equation is the expression of this equation. If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likes expanding the life in the same way, then this equation is like the universe stem cell. Max-
well's equations have all the elements of space and time ladder theory, which is the originator of 

the wave equation, and its general form: ( )=
2

2
2t

∂
∇ ∇ ∇ ⋅ +

∂
ψψ ψ αβ . Klein-Gordon equation is the 

wave equation of Qi space-time, and there is no polarization of particle production. It can be 
said to be fluctuated between gravitational space-time, energy space and time and Qi 
space-time. Further polarization of Qi space-time produces the weak, electromagnetic and 
strong forces, and Schrodinger equation and Dirac equation describe these changes. In addi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pace and time ladder theory, there is a capping 
problem, because it is the speed of light geometric increasing from Qi space-time (mc3), to Spirit 
space-time (mc9), to the imaginary space-time (mc27) and Tao space-time (mc81), and it does not 
seem to end. However, it was set down based on the speed of the quasar, and Tao space-time was 
thought to be the highest space-time. At this time, it is explored in the field of quantum mechan-
ics, and Space and time ladder theory fits well with the Standard Model to the number of ele-
mentary particles, and furthermore, Space and time ladder theory can make a prediction: Tao 
space-time has 54 kinds of elementary particles, but the Standard Model gives only 36 kinds of 
elementary particles, so there are 18 kinds of elementary particles to be found in the Tao 
space-tim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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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空阶梯理论的建立，让我们更容易看到时空阶梯是怎样被一步一步地发现和完成的。时空阶梯理论认

为气时空是宇宙的根源，我们可以直观地认为，气时空(mc3)在任何方向都是平直的，没有任何弯曲的，

也就是说曲率为零。气时空在希格斯机制下，产生了能量和引力时空，这是宇宙演化的初步。气时空的

极化(时空有了微小的弯曲) = 引力时空 + 能量时空，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等式。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

程正是这个等式的表达。假如宇宙演化就像生命的发生一样，那么这个等式就像是宇宙的干细胞。麦克

斯韦方程组具有时空阶梯理论的一切因素，是时空波动方程的鼻祖方程，其普遍形式为： 

( )=
2

2
2t

∂
∇ ∇ ∇ ⋅ +

∂
ψψ ψ αβ 。克莱因-戈尔登方程是气时空波动方程，还没有极化产生粒子，可以说还是在

能量时空-引力势-气时空之间波动。随后进一步的气时空的极化产生了弱力、电磁力和强力时空，薛定

谔方程和狄拉克方程正是这种时空极化的描述。另外，时空阶梯理论从开始建立的时候，就存在着封顶

问题，因为，从气时空(mc3)，到神时空(mc9)，到虚时空(mc27)和道时空(mc81)，都是光速的几何级数

递增，似乎没有尽头，但是，最初是算出了类星体的速度而暂时定了下来，认为是道时空是可以是最高

时空。这次探讨的是在量子力学领域，时空阶梯理论很好地符合标准模型的基本粒子的数目，而且还可

以作出预测：强力时空的基本粒子是54，而今的标准模型只有36，所以，强力时空的基本粒子还有18
种有待寻找。 
 
关键词 

时空阶梯，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场方程，薛定谔方程，狄拉克方程，封顶问题 

 
 

1. 引言 

时空阶梯理论[1]把四种力统一为时空的不同弯曲：
2

1 !

n

n

mc cF
r v −

= ，其中，
1 !

n

n

c
v −

代表形而下时空的曲

率，而且与相应的形而上的时空膨胀率是相等的。当 n = 0 时，就是引力，当 n = 7 时，就是弱力，当 n = 
25 时，就是电磁力，当 n = 79 时，就是强力。从这个公式，我们知道，力不只有四种，而是非常多，起

码有 80 种力。当然，四种基本力是最基本的。时空阶梯理论把所有的物态(w = wutai)统一为： nw mc= 当

n = 0 时，物态就是 m 质量，当 n = 2 时，物态就是 mc2能量，当 n = 3 时，物态就是 mc3气，当 n = 9 时，

物态就是 mc9神，当 n = 27 时，物态就是 mc27虚，当 n = 81 时，物态就是 mc81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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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时空阶梯可以分为形而上时空和形而下时空： 
形而上时空： 
道时空：mc81 

虚时空：mc27 

神时空：mc9 

气时空：mc3 

形而下时空：m，mc，mc2 

具体又分为： 
引力时空 
弱力时空 
电磁力时空 
强力时空 
总共八个时空，把八个时空整理到先天八卦中(图 1)，研究发现，仿佛先天八卦早就是宇宙模型，等

着我们去利用。 
整理后的先天八卦如图 1。 
从时空阶梯八卦图可以知道，道时空与强力时空配对，而虚时空与电磁力时空配对，神时空与弱力

时空配对，气时空与引力时空配对。因为强力最强，所以，道时空最大。道时空也是过去道教的道，基

督教的上帝，佛教的佛，以及伊斯兰教的真主的代名词。道时空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所以，不同的民

族，对于这个道时空有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当我们人类集中精力去认识形而下时

空(引力，电磁力，弱力和强力以及相关的粒子)的时候，我们就抛弃了对于形而上时空的认识。尼采甚至

说上帝死了。但是，最后的情况如何呢？情况就是我们又拐弯抹角地找回了形而上时空。 
时空阶梯理论的建立，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一些我们过去舍弃的一些东西。回归到麦克斯韦方程组，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方程项，为了解出电磁波的速度，把这个重要的方程项舍弃了。对比时空阶梯理论，

发现这个方程项是形而上时空阶梯，可见，麦克斯韦方程组，已经有时空阶梯的建构了，只是为了简化

方程，丢弃了。这个丢弃，导致现在的宇宙学的许多问题不清楚，尤其是宇宙的加速膨胀问题无法回答。

其实，这个麦克斯韦方程的丢弃项，就是形而上时空，就是宇宙的加速膨胀项。就像地球有重力加速度

一样，形而上时空也有加速膨胀。只不过，地球的重力加速度，没有让地球真的一直收缩压缩从而成为

奇点，而是停留在某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样，宇宙的加速膨胀也是类似地球的重力加速度的效果，整

个宇宙也会停留在某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麦克斯韦方程的舍弃项就是：电场散度的梯度函数：( ( )E∇ ∇ ⋅ )。
其实，正确的方程为，也就是全面的方程为： 

( )
2

2
2
EE E

t
µε ∂∇ − = ∇ ∇ ⋅

∂
 

麦克斯韦为了得到电磁波的速度是光速舍弃了 
( )E∇ ∇ ⋅ ，把波动方程变为： 

2
2

2 0EE
t

µε ∂∇ − =
∂

 [2] 

电场的散度类似形而下时空，而电场散度的梯度函数就成了形而上时空。假如把电场替换为形而下

时空的一个变化函数，就是形而下时空散度的梯度函数 ( )E∇ ∇ ⋅ ，这个函数根据时空阶梯理论，就是时

空阶梯因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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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Eight Diagrams of Space and 
time ladder 
图 1. 时空阶梯的八卦图 

 

( )
7 25 79

1 7 1 25 1 79

1
! ! !

c c c
v v v

ψ
− − −

∇ ∇ ⋅ = + + +  

我们看看全面的麦克斯韦方程的波动速度的解。 
波动方程： 

( )
2

2
2
EE E

t
µε ∂∇ − = ∇ ∇ ⋅

∂
 

变换为： 

( ) ( )
2 2

2 1E E
E E t

µε∇ ∂
− =

∇ ∇ ⋅ ∇ ∇ ⋅ ∂
 

其波动速度为： 

( ) ( )1E
V E

µε µε

∇ ∇ ⋅
= = ∇ ∇ ⋅  

而其中， ( )E∇ ∇ ⋅ 为时空阶梯因子： 

( ) ( )
7 25 79

1 7 1 25 1 79

1
! ! !

c c cE
v v v

ψ
− − −

∇ ∇ ⋅ = ∇ ∇ ⋅ = + + +  

所以，波动速度为： 
7 25 79

1 7 1 25 1 79

1
! ! !

c c cV c
v v v− − −

= + + +  

这与时空阶梯理论推导出来的时空波动速度是一样的。 
这也从侧面也证实，麦克斯韦方程丢弃了时空阶梯因子。 
我们把麦克斯韦方程中的电场 E ，替换为函数ψ ，我们把电常数和磁常数 µε 替换为一般的αβ ，我

们就会得到更一般的麦克斯韦方程： 

( )
2

2
2t
ψψ αβ ψ∂

∇ − = ∇ ∇ ⋅
∂

 

或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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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2t
ψψ ψ αβ ∂

∇ = ∇ ∇ ⋅ +
∂

 

这个方程是更一般的时空波动方程，可以认为是一切时空的波动方程。随后的方程分析都是以这个

时空波动方程为标准。 
这个时空波动方程可以解释为： 
气时空的极化程度 = 形而上时空 + 形而下时空 
极化程度就是两极分化程度，这个两极分化是对称的，形而上时空越膨胀，形而下时空越收缩，同

样，形而下时空越收缩，形而上时空越膨胀。物理学重视的对称性，在这里得到最大程度地体现。 
从这里更清楚地知道，拉普拉斯算子其实是时空极化程度的一个函数表达式。 
过去的拉普拉斯算子，都集中在没有源的场，或者有源的场上面，但是，麦克斯韦方程推导出的这

个等式，让形而上时空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麦克斯韦也没有珍惜这个形而上时空项。只有到了爱因斯

坦的场方程，才让这个形而上时空项不能缺少。 

2. 爱因斯坦的场方程 

有了总的时空波动方程，我们现在考察一下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 

4
1 8π
2

GR g R T
cµν µν µν− =  [3] 

变换得到： 

4
1 8π
2

GR g R T
cµν µν µν= +  

比较时空波动方程： 

( )
2

2
2t
ψψ ψ αβ ∂

∇ = ∇ ∇ ⋅ +
∂

 

发现，
1
2

g Rµν 正对应着形而上时空，而 4
8πG T
c µν 正对应着形而下时空。 

具体讲，
1
2

g Rµν 代表着引力势以及延续的势场。这里之所以说是引力势以及延续的势场，是因为引

力势后来又发展了许多的引力矢量场，所以，在这里把引力势的扩展场一起包括进来，这为后来的弱力

势、电磁力势和强力势打下基础。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引力势。之后的弱力势、电磁力势和强力势都

是指这些势场及其延续势。其实，这些内容都是形而上时空。 
我们从时空阶梯理论知道，形而下时空的收缩和形而上时空的膨胀是同时进行的。所以，爱因斯坦

的场方程也具有这两种倾向。 
爱因斯坦方程的意义如下： 
气时空的极化 = 引力势 + 能量时空 
气时空没有极化 = 引力势为零 + 能量时空为零 
或者为 
气时空的极化(曲率) = 形而上时空的膨胀 + 形而下时空的收缩。 
因为爱因斯坦的场方程是关于引力的场方程，所以，爱因斯坦的场方程的曲率不是很高的。而且从

气时空的极化 = 引力势 + 能量时空，我们知道，其场方程，甚至连粒子都没有。那些用爱因斯坦场方

程得出黑洞的结论都是不对的。那是把引力误认为是引力 + 弱力 + 电磁力 + 强力四合一的力的结果。 
其实，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乘以时空阶梯因子才是宇宙演化的总的场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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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时空的极化 = 形而上时空乘以形而上时空膨胀因子 + 形而下时空乘以形而下时空膨胀因子。 
只含有引力的场方程为 

4
1 8π
2

GR g R T
cµν µν µν= +  

含有四种力的场方程为：

 

7 25 79
1-7 1-25 1-79
7 25 79 4

1-7 1-25  1-79

! ! !1 8π1 1
2 ! ! !

v v v G c c cR g R T
v v vc c c cµν µν µν

  
= + + + + + + +       

相 相 相

群 群 群

 通过时空阶梯理论知道，形而上时空膨胀率等于形而下时空的收缩率，就是： 

 

7 25 79
1-7 1-25 1-79
7 25 79

1-7 1-25  1-79

! ! !
1 1

! ! !
v v v c c c

v v vc c c
+ + + = + + +相 相 相

群 群 群

 所以场方程变为： 
7 25 79

1 7 1 25 1 79

1 8π 1
2 4 ! ! !

G c c cR g R T
c v v vµν µν µν

− − −

  = + + + +  
  

 

这个方程才是宇宙演化的总的场方程。 
当时空阶梯因子退化为引力时空，这个总方程退化为爱因斯坦场方程： 

4
1 8π
2

GR g R T
cµν µν µν= +  

也就是把时空阶梯因子
7 25 79

1 7 1 25 1 79

1
! ! !

c c c
v v v− − −

+ + + 项中的 1 取出来，其他项都是 0，就是时空没有极化到

弱电强时空。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场方程，本身就有两面性，有膨胀的一面，也有收缩的一面。这样

一看，加入宇宙学常数的场方程是错误的。最初的爱因斯坦场方程才是正确的。 
从这个场方程我们知道，方程含有八种时空的描述，假如我们重视形而上时空，而且最大化地扩展，

方程描述的就是宇宙的结构和演化，假如我们重视的是形而下时空，而且最大化地缩小，方程描述的就

是原子的结构和运动变化。 

具体一点，方程
79

4
1 79

1 8π
2 !

G cR g R T
vcµν µν µν

−

 = + 
 

可以是描述黑洞的方程，也可以是描述原子核的方程。

描述原子核的方程，原子核内的粒子数目，或者与强力有关的粒子数目应该是群速度的数目。群速度的

总体数目是 79，但是，其中包含了弱力和电磁力时空的粒子数目：25，所以，与强力有关的粒子数目是

54。假如最终发现，与强力有关的基本粒子是 54，就可以证明这个方程是正确描述强力时空的方程。 
另外，按照时空阶梯理论，电磁力时空和强力时空对应着虚时空和道时空，我们对于电磁力时空和

强力时空比较清楚，研究表明，电磁力时空的电子及其运动，以及强力时空的质子和中子都是比较稳定

的，所以，可以推测，整个宇宙也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方程也很好地解决了宇宙到底是膨胀的还是收缩的？这个方程表示，宇宙既是膨胀的也是收缩

的。而且宇宙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也就是说，宇宙某一段时间是形而上时空的膨胀和形而下时空

的收缩同时进行，而在下一个阶段，是形而上时空的收缩和形而下时空的膨胀同时进行。 
我们知道，现在的宇宙是加速膨胀的宇宙，也就是说，宇宙的形而上时空是膨胀的，而相对应的形

而下时空：原子或者星系，或者黑洞是收缩的。但是，宇宙处于波动中，下一个阶段，形而上时空会收

缩，也就是宇宙开始收缩，而相对应的形而下时空：原子或者星系，或者黑洞则开始膨胀。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经过对比研究发现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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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场方程实质是： 
气时空 = 引力势 + 能量时空 
假如想更多的气，一是有能量基础，一是有引力势。这引力势，如何构造，就像电磁场势一样，估

计也是可以人工构造的？ 
假如如此，气时空的人工制造就可以像电磁一样变换花样，人的生命的气时空就要大放异彩了！ 
气时空的人工制造将是又一场革命的开始，这是真的生命科学的开始，假如如此，人可以活七十万

岁不是虚妄，是真的科学，是真的希望。 
现代医学对于生命能量有一定的研究，关键是如何制造引力势？这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3. 克莱因-戈尔登方程只是一个经典场的场方程 

克莱因-戈尔登方程为 
2 2 2

2
2 2 2

1 0m c
c t

ψ ψ ψ∂
−∇ + =

∂ �
 [4] 

稍加编排克莱因-戈尔登方程为： 
2 2

2
2 2

1mc
c t

ψψ ψ ∂ ∇ = +  ∂ �
 

比较普遍时空波动方程： 

( )
2

2
2t
ψψ ψ αβ ∂

∇ = ∇ ∇ ⋅ +
∂

 

发现形而下时空=
2

2 2
1
c t

ψ∂
∂

，而且速度很明确就是光速。从这里可以知道，这个形而下时空没有粒子，

因为一旦有粒子就小于光速。从这里判定，形而下时空都是能量，没有粒子，而相对应的形而上时空就

是矢势时空。克莱因-戈尔登方程之所以没有受到重视，是因为这是一个描述能量时空的方程，没有相应

的粒子可以观察，眼见为实，观测为实的科学精神害了这个方程的生命力。 

4. 薛定谔方程 

薛定谔方程开始于标准的波动方程： 
2

2
2 2

1 0
u t

ψψ ∂
∇ − =

∂
 [5] 

比较普遍时空波动方程： 

( )
2

2
2t
ψψ ψ αβ ∂

∇ = ∇ ∇ ⋅ +
∂

 

发现居然没有形而上时空。 
但是，薛定谔方程不同于普通的波动方程的地方就是这个时空波动速度 u ，这速度 u 是相速度，而

不是粒子的移动速度 v 。根据时空阶梯理论，相速度是形而上时空的速度。可见，薛定谔方程是形而上

时空的波动方程。 
根据哈密顿主函数 S 的运算可以得到： 

( )
d
d 2
r E Eu
t S m E V

= = =
∇ −

  

这速度 u 是相速度，而不是粒子的移动速度 v：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8%8E%B1%E5%9B%A0-%E6%88%88%E5%B0%94%E7%99%BB%E6%96%B9%E7%A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8%8E%B1%E5%9B%A0-%E6%88%88%E5%B0%94%E7%99%BB%E6%96%B9%E7%A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8%E9%80%9F%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8%E9%80%9F%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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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 E V
v

m m
∇ −

= =  

因为能量算符是： 

E i
t
ψψ ∂

=
∂
�  

稍加变换为： 
2

2 2
2E

t
ψψ ∂

= −
∂

�  

我们把相速度： 

( )2
Eu

m E V
=

−
 

和 
2

2 2
2E

t
ψψ ∂

= −
∂

� 代入波动方程： 

2
2

2 2
1 0
u t

ψψ ∂
∇ − =

∂
 

得到 

( )2
2 2

2 2 2

2
0

m E VE
u

ψ ψ ψ
−

∇ + = ∇ + =
� �

 

再把 E i
t
ψψ ∂

=
∂
� 代入方程，稍加编排，即可推导出含时薛定谔方程： 

( ) ( ) ( )2
2 ,

, ,
2

r t
r t V r t i

m t
ψ

ψ ψ
∂

− ∇ + =
∂

�
�  

从以上的推导可以知道，两次用到了能量算符： 

E i
t
ψψ ∂

=
∂
� ，第一次是两边平方后，取代了过去的加速度项，把时间的二阶导数变为一阶导数，第

二次是把能量项，换成了虚能量项。 
最为重要的是用到了相速度，而相速度是超越光速的，所以，薛定谔方程是形而上时空的波动方程，

描述的是对应的形而上下粒子的运动规律。 
下面我们尝试变换薛定谔方程： 
原始方程为： 

( ) ( ) ( )2
2 ,

, ,
2

r t
r t V r t i

m t
ψ

ψ
∂

− ∇ + =
∂

�
�  

经过变换为： 

( ) ( ) ( )2
2 2

,2 2, ,
r tm mr t V r t i
t

ψ
ψ ψ

∂
∇ = −

∂
�

� �
 

比较普遍时空波动方程： 

( )
2

2
2t
ψψ ψ αβ ∂

∇ = ∇ ∇ ⋅ +
∂

 



常炳功 
 

 
144 

发现 ( )2
2 ,m V r tψ
�

对应着形而上时空， 

而
( )

2

,2 r tm i
t

ψ∂
−

∂
�

�
对应着形而下时空。 

所以，薛定谔方程是时空波动方程的极化结果，而且形而上时空的膨胀率和形而下时空的收缩率都

是 2
2m
�

，由于 2� 很小，所以， 2
2m
�

极化程度很大，也就是说，时空的曲率很大，已经到了弱电强时空了。 

这样，薛定谔方程得到彻底的理解，就是气时空的极度极化，形而下时空的极度极化产生了粒子，

而形而上时空的极度极化产生了超光速，这些超光速形而上时空是量子纠缠的时空基础。由于过去观念

的禁锢，薛定谔方程只是注意到了粒子解，而忽视了超光速的形而上时空波动解，这为解决量子纠缠设

置了障碍。时空阶梯的建立为量子纠缠的问题解决铺平了道路。 
薛定谔方程，从时空阶梯理论的角度看，非常优美和精致，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形而下时空的收

缩率和形而上时空的膨胀率是同等的。这在狄拉克方程很难发现这种对称美，因为狄拉克方程更注重形

而下时空中的粒子描述。 

5. 狄拉克方程 

狄拉克方程如下： 

( ) ( )2,
,

x t ci mc x t
t i

ψ
α β ψ

∂  = ⋅∇ + ∂  
�

�  [6] 

比较普遍时空波动方程： 

( )
2

2
2t
ψψ ψ αβ ∂

∇ = ∇ ∇ ⋅ +
∂

 

发现狄拉克方程没有 2ψ∇ 项，所以，我们把狄拉克方程进行变换，而且两边平方，整理得到： 
22 2

2
2 2 2 2 2 2

2 1mc m i
t c t

β βψ ψ ψ ψ
α α α

 ∂ ∂ ∇ = − + +   ∂ ∂   
�

� �
 

比较克莱因-戈尔登方程： 
2

2
2 2

1mc
c t

ψψ ψ ∂ ∇ = +  ∂ �
 

和定谔方程： 

( ) ( ) ( )2
2 2

,2 2, ,
r tm mr t V r t i
t

ψ
ψ ψ

∂
∇ = −

∂
�

� �
 

发现：
22

2
mcβ ψ

α
 −  
 �

是形而上时空， 

而
2

2 2 2 2 2
2 1m i

t c t
β ψ ψ
α α
 ∂ ∂

+ ∂ ∂ 
�

�
是形而下时空。 

狄拉克方程的形而下时空具有较好的形式： 

既有克莱因-戈尔登方程的
2

2 2 2
1
c t

ψ
α

∂
∂

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8%8E%B1%E5%9B%A0-%E6%88%88%E5%B0%94%E7%99%BB%E6%96%B9%E7%A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8%8E%B1%E5%9B%A0-%E6%88%88%E5%B0%94%E7%99%BB%E6%96%B9%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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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薛定谔方程的： 2 2
2m i

t
β ψ
α

∂
∂
�

�
项。 

由于狄拉克方程具有更丰富的形而下时空阶梯的内容，所以，狄拉克方程可以描述更丰富的粒子和

粒子的自旋。 
这样看，薛定谔方程更平衡一些，而狄拉克方程有一些倾向性，就是倾向形而下时空，就是倾向粒

子一方面。 

6. 时空阶梯理论的封顶问题 

时空阶梯理论，来源于狭义狭义相对论中的洛伦兹因子，把光速固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通

过 
洛伦兹因子经过不同的变换，我们可以得到：从气时空(mc3)，到神时空(mc9)，到虚时空(mc27)和道

时空(mc81)，而且没有停止的迹象，似乎可以得到道时空之上的时空：mc243，如何封顶，如何得到我们想

要的最高时空，是一个问题，就像量子力学中存在有无限大的能量一样的困境。文章[1]给出的答案是从

类星体的速度出发，认为道时空(mc81)可以封顶了，因为可以算出类星体的速度。封顶的意思就是说，道

时空(mc81)就是我们宇宙的最高时空，没有比这个时空更高的时空了。 
其实，道时空(mc81)到底是不是宇宙的最高时空有待研究和探讨。下面就着重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

一看时空阶梯理论的封顶问题。 
这次时空阶梯理论的封顶问题的重提，是因为在研究爱因斯坦的场方程的时候发现，爱因斯坦的场

方程加上时空阶梯因子，可以描述量子力学的原子结构，尤其是强力时空的结构。而且预测强力时空总

共有 54 种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对应着时空阶梯理论的群速度。 

时空阶梯理论的强力：
2 79

1 79 !
mc cF

r v −

=强力  

而 1 79 !v − 是 79 种不同的群速度，这些群速度可以是宇宙中的行星，或者是原子内部的基本粒子，79
种群速度就是 79 种粒子的不同速度。这 79 种群速度是包括了 25 种弱电时空的群速度，因为电磁力的公

式为: 
2 25

1 25 !
mc cF

r v −

=电磁力 ，其中， 1 25 !v − 为电磁力时空中 25 种基本粒子的群速度。其实，这 25 种群速度

也是合并的，是弱力时空和电磁力时空的总和。 
(说明： 1 9 1 2 3 4 5 6 7 8 9!v v v v v v v v v v− = 或者， 1 25 1 2 3 4 5 6 7 8 9 10 21 22 23 24 25!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 � 其中，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 ,v v v v v v v v v �，都是具体的群速度，要么是基本粒子的群速度或者行星的群速度。这些群

速度的乘积，与相应的光速之比，就是时空的收缩率，就是时空曲率。) 
就是这个弱力和电磁力的群速度的总和，25 种群速度竟然与标准模型的粒子数完全吻合，这是最让

人惊讶的地方。时空阶梯理论完全是从理论到理论，没有任何实验数据的支持，到了这里居然与标准模

型的基本粒子数完全吻合，可见大自然处处相通。一旦找到这个证据，对于时空阶梯理论的封顶问题，

似乎更可以放心了。因为这是虚时空和神时空对应的弱电时空。另外的问题是，莫非标准模型真的把弱

电时空探索完整了？真的没有更新的粒子了吗？因为时空阶梯理论的弱电时空的群速度的最高值就是

25，这里的意思就是具体的粒子是 25 种，这个最高数目居然与标准模型一模一样，说明标准模型真的把

所有的与弱电时空有关的基本粒子都找了出来，没有剩余的粒子可以寻找。 
假如以上都是正确的话，那么，与道时空对应的强力时空，就应该有 54 种基本粒子。而现在的标准

模型，只给出了 36 种基本粒子。这说明，强力时空的基本粒子还有 18 种没有被发现。或者说，基本夸

克的态还有三种，这三种态乘以六种夸克，正好是十八种。 
标准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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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阶梯预测如下(基本粒子为 79 种)： 
 

 
 

粒子总数的 79 正好对应着强力时空的 
2 79

1 79 !
mc cF

r v −

=强力 。其中，与弱力和电磁力有关的粒子数是 25 种，而与强力有关的粒子数是 54 种。 

有了量子力学的支持，尤其是标准模型的支持，时空阶梯理论的封顶问题，似乎可以解决了。因为

时空阶梯理论的弱电时空的对应粒子正好是二十五种，而标准模型给出的粒子数也正好是二十五种(除去

引力时空的引力子)。至于，道时空对应的强力时空，标准模型给出的粒子数目是三十六种，而时空阶梯

理论给出了更多的粒子数，这也说明，时空阶梯在道时空结束，封顶，是足够的。 
其实，从时空阶梯理论的基础出发，封顶不封顶，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宇宙的展开是以等角螺线

的方式展开，而等角螺线的特点是处处相同：虽然改变，依然故我。假如我们发现这些数值是符合我们

的局部宇宙的，这就够了。将来可能会发现更大的数据，比如更多的粒子，我们就可以把时空阶梯的最

高时空推到：mc243(我们可以称之为道之上时空)。这个道之上时空，包含了 241 种基本粒子。而我们的

标准模型，只要 62 种基本粒子[7]就可以。所以，时空阶梯的道时空是最高时空，无需另外的更高时空。

量子力学同样面对着能量的截断，或者封顶问题，比如对于零点能量，量子力学推导出了无限大的零点

能量。但是，量子力学至今没有找到相应的截断对象，都是一些数学的处理，所以，量子力学在这方面

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量子力学需要根据物质方面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基本粒子的一些特点，去

做一些能量截断，或许可以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但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按照时

空阶梯的理论，只是局限在宇宙的极化初期，还没有弱力，电磁力和强力，所以，指望与量子力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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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而且指望统一在具有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上，那只能是奢望，或者妄想，因为按照时空阶梯理论， 

引力的公式是：
2mcF

r
=引力 ，根本没有

1 !

n

n

c
v −

项，而其中 1 !nv − 对应的是群速度，就是对应的基本粒子。说

明，引力没有对应的基本粒子，而标准模型设置的引力子，至今没有找到。从时空阶梯理论可以知道，

引力是能量时空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本没有基本粒子，否则，能量时空就不是纯粹的能量时空，而是掺

杂了粒子的不纯能量时空。 

7. 总结 

时空阶梯理论主要来源是道家的气功学说以及物理的四种基本力的透彻研究。 
这次回顾历史，发现麦克斯韦方程组是个包罗万象的方程组，时空阶梯理论已经包含其中。由于历

史的局限性，麦克斯韦把形而上时空丢弃了。到了爱因斯坦，才把形而上时空找回来。研读历史也知道，

最初的爱因斯坦场方程就是因为缺少形而上时空而残缺不全，最后加上了形而上时空因素便成了照耀千

古的经典。 
薛定谔方程，看似没有形而上时空，其实是包含在相速度之中的。经过变换后的薛定谔方程，非常

精致优美，含有时空阶梯理论的一切要素。薛定谔方程的对称美，只有在时空阶梯理论中才得以体现，

之前，人们总是埋怨薛定谔方程的拼凑和不可理解。现在终于明白了，薛定谔方程是形而上时空的波动

方程，而形而上时空对应的形而下时空中的电子运动规律正是薛定谔要揭示的内容。天垂象，地成形，

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经典思想，薛定谔方程都有了。过去，人们不理解薛定谔方程的波函数是什么？到

了现在就明白了，波函数就是类似电场的一个函数，只是这个函数不是在形而下时空而是在形而上时空。

过去不理解波函数，就是不理解形而上时空，现在，形而上时空回来了，波函数就可以理解了。可以说，

薛定谔方程完美地阐释了时空阶梯理论，而时空阶梯理论则很好地解释了薛定谔方程。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爱因斯坦场方程，这个场方程，就是把宇宙的根源揭示了出来。气时空是宇宙的

根源时空，而气时空的波动就产生引力势时空和能量时空，这是宇宙演化的最原始状态，之后的宇宙演

化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的。拿生命的展开作一个比喻，爱因斯坦场方程就是一个受精卵，宇宙从受

精卵开始，逐渐演化，到了今天这个样子。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方程已经触及到宇宙的根源、根本。 
时空阶梯理论预测，与强力有关的基本粒子应该是 54 种，目前标准模型给出的粒子数是 36 种，所

以，还有未知的 18 种粒子或者状态需要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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