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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ain the structure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dimensional worl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physical quantities and 
formulas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to predict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This research estab-
lishes a mathematical model to guess, deduce and prove. On this basis, some conclusions are ob-
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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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研究的目的是解释维度世界的构造与基本原理、基本原理的应用、及用基本原理解释物理量，公式存

在的理由，并依据此原理进行预测。此研究建立数学模型，并用其进行猜测，推导，以及证明。在此基

础上预测，最终得到一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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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 

线若要在四维世界中存在，则必须要有体积(具有一到三维的量)和时间(第四维的量)。我们在研究一

条线时，往往无视其他参数。而线长度的本质是什么？在一般研究线时，往往会对线的宽度忽略不计(也
就是所研究的线都一样长，不是无限趋近与零)。但线宽是线的性质，没有线宽则线也不存在。而一条宽

度无限小的线的本质是什么？现在，在研究线时加入宽度。设宽度为 x 时，y 单位长度的线有 y 单位体积。

我们先画一条线，它有 2y 单位长度，2z 单位体积如图 1。 
 

 
Figure 1. A line with a width of x, a length of 2y 
and an area of 2z at 30˚ from the reference line 
图 1. 与基准线成 30˚的宽度为 x，长度为 2y，
面积为 2z 的线 

 
将这条线以与基准线(图中虚线，在图中与线的夹角为 30˚)方向平行的方向无限切割，如图 2。 
 

 
Figure 2. Cutting method of line 
图 2. 线的切割方式 

 
将切割后的每一份沿基准线方向平移，移动到与基准线方向垂直的同一条直线上，其拥有 2y 单位面

积，y 单位长度，和 2x 单位宽度。宽度的计算方式如图 3 所示。 
这两条线理所当然不同，它们的差别在哪？在切割的过程中两条线相对的每一份的面积都不同，这

是为什么他们长度不同，宽度不同，体积相同。也就是移动后两条线的宽度不同，是因为宽度的不同导

致面积相等。在宽度都为一个定值时，长度不同时面积一定是不同的。但当宽度无限小时，这时切割后

的每一份都是一个面积无限小的点，这时，宽度的差别就消失了，两条线相对的每一份的面积都相同了。

体积等于份数 × 每份的面积，份数相同，每份体积相同，这两条线的体积相同。这两条线的长度不同一

条为 2y 另一条为 y，宽度相同(都无限趋近于 0)，体积却相同了。 
曲线仍是如此，画一条曲线，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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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fter cutting, a line with a width of 2x, a length 
of y and an area of 2z which is 90˚ to the reference line is 
formed 
图 3. 切割后形成的宽度为 2x，长度为 y，面积为 2z 的
与基准线成 90˚的线 

 

 
Figure 4. A curve cut in the same way 
图 4. 以同样方式切割的曲线 

 
按照上文方法切割，然后平移，在曲线宽度为 x 时，它切割后会变成一根不均匀的线，如图五。在

宽度无限小时，每份间的差别也消失了，每一份都是一个无限小的点。体积等于份数 × 每份的面积，份

数相同，每份体积相同，这两条线的体积相同，所以曲线也仍是如此。 

2. 维度 

零维和一维的差别是长度，一维和二维的差别是面积，二维和三维的差别是体积，三维和四维的差

别是时间。如果仅仅只拥有三维的一个物体，它是不会变化的(包括所有的性质)。只拥有三维的物体就像

是一张三维立体成像的照片，它的一切已经被固定。而在四维中，三维拥有变化这种性质，这就像是电

影，不过是完全 3D 的。它由一张张连续的照片拼接而成。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构造四维：在三维外，建

立一条坐标轴，轴上的每一点都是一个完整的三维世界，连续的三维世界相互连接才能展现出变化的性

质。一维，二维，三维都是这样，只有在更高维中，内部的维度才可以变化[1]。也可以这样想象，无限

切割时间(虽然在现实世界不能无限切割)，大家都能想象的到，在静止的时间中所有的物体都是静止的。

在前文关于线的理论中，宽度无限小的线由无限小的点叠加而成，并且每条这样的线都具有相同面积。

这就像维度一样，每一个维度世界在较高维中总是有相同意义，这种构造完全符合维度的性质。反过来

推也仍然成立，一个三维世界无限分割后每一份都是一个面，把面无限分割每一份都是线，把线无限分

割每一份都是一个点。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较高维是由较低维(比前者低一维)无限叠加而成。 
现在，我们用上文切割的方式证明该种构造适应于所有维度： 
我们把线放在三维中，以任意方向无限切割。切割后的每一份仍然是无限小的点。由于其在三维中

拥有体积，份数相同，每份体积相同，整条线的体积相同。由这样的线叠加的面，由于其中的每条线都

有这样的性质，所以每个这样的面体积也相同。 
我们再把线放在四维中，以任意方向无限切割。切割后的每一份仍然是无限小的点。由于其在四维

中拥有四维积，份数相同，每份四维积相同，整条线的四维积相同。由这样的线叠加的面，由于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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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线都有这样的性质，所以每个这样的面体积也相同。由这样的面叠加的体，由于其中的每个面都有

这样的性质，所以每个这样的体四维积也相同。 
接下来，剩下的维度同理可得，就不再多做叙述了。这是和无限切割理论相辅相成的，它们相互为

基础相互证明。 

3. 点线面循环 

由于维度的无限叠加理论，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点形成线，线形成面，面形成体，体连起来又是

一条线，线又形成面，面又形成体，体又形成线……维度的形成一直是点线面–点(体点)线(体线)面(体
面)–点线面这样的循环。其本质在于线性的堆叠，线性的堆叠导致了点线面循环的现象。 

4. 量不变原理 

我们把线放在一维中，以任意方向无限切割。切割后的每一份都是无限小的点。份数相同，每份长

度相同，整条线的长度相同。由这样的点叠加的线，无论是怎样的，其长度都可以说是相等的。 
我们再把线放在二维中，以任意方向无限切割。切割后的每一份仍然是无限小的点。由于其在二维

中拥有面积，份数相同，每份面积相同，整条线的面积相同。由这样的线叠加的面，由于其中的每条线

都有这样的性质，所以每个这样的面的面积也相同。这样的面每一个都是面积相等的。而依照前文的切

割方式，这样的线本身也是面积相等的。 
其他维度同理可得。 
我们可以发现同维度的维度有相同的量(在无限可分的情况下)，再结合上文中维度的理论，也就是维

度在较高维中代表的量相等。这些量不变就构成了量不变原理。量不变原理也因此分为两种：维度间量

不变，维度内部的量不变。维度间量不变就是维度在较高维中代表的量相等，维度内部的量不变就是同

维度的物体具有相同的量(在无限可分的情况下)。这就是量不变原理。 

5. 量不变原理在现实中的应用 

5.1. 维度内部量不变原理 

由于存在空间离散性，所以维度内部并不能无限切割。因此维度内部的量不变原理在现实中是不成

立的。但我们可以反过来利用这种不成立。如果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一种量是无限可分的，那么根据维

度中的量不变原理，这种量一定不能表示为一个确切的数字。所以只要是可以用确切数字表示出来的物

理量都一定是存在离散性或者叫量子性的性质。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可以用确切数字表示的物理量一定有

一个最小量，现代我们以及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量。例如能量子，元电荷，以及空间时间的离散性。现在，

通过维度中的量不变原理我们逆推出：力，磁场等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它们一定有最小量，而它们的量

是最小量的整数倍。 

5.2. 维度间量不变原理 

由于维度世界中存在空间离散性，所以维度内部无法无限分割。然而在维度之间，较高维看较低维

都是视作无限可分的。这就像是生活在影片中的一个物体，影片的最小单位是一帧，在一部影片中，一

帧拥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n 秒，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东西，这就是它们的离散性，是一种性质，无法再分。

而对于我们可以编辑影片的人来说，它仍然是可分的，在 n 秒中我们还可以再加任意帧，还是 n 秒但帧

数已经完全不同。在维度世界中可以无视较低维(比前者低的任意维)的空间离散性，这就是维度间的无限

可分。这也是为什么维度中量不变原理在现实世界中不成立而维度间量不变原理成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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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由量不变原理得到基本公式 

现代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在高维中，某些公式可以统一。这说明物理量是遵循着和维度有关的某些法

则的。而且，世界本身也是由维度构成。那么，综上所述，维度的法则即是世界的法则。我们可以推测

物理量也遵守维度的法则，即上文叙述的量不变原理。 
由于离散性，维度内的物体不能无限分割，而是可以表达为一个确切的数字。且由于维度间的

无限可分，维度间量不变原理仍然成立，所以我们得到公式。在高维量不变的情况下，所有低维量

的乘积不变(乘积即是维度的变化，线乘线就是面积，线乘面就是体积，线乘线再乘线还是体积，低

维量的相乘就构成了高维)。这就组成了公式。例如：对应着面积不变的公式 xy = z 也就是 x，y 所代

表的物理量的乘积一定等于 z，在 z 不变的情况下，xy 一定等于一个定值。当然，z 本身是可以变的。

x 增大，y 就减小；y 增大 x 就减小。视为一个量是基础量，而另一个量是它线性叠加的值，总量等于

一个定值。 

5.4. 公式循环 

由于点线面循环，公式的变化又遵循图形的变换(维度的变换)，所以所有基本物理公式都可以表达为 

2

xy z
xy z
xyn z

=
 =
 =

 (x，y，z，n 都代表不同的一个物理量，三个公式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三个公式中的 x，y，z 

可以代表不同物理量。此公式只代表形式)的形式分别代表着面积不变，体积不变。线本身只是一个量，

不足以成为公式，体到线的变化就是这样没有公式，所以只有以上的那 3 种公式。 

5.5. 量不变推导出的量的离散性 

根据维度内部量不变原理，一个可以无限分割的量，无论怎样量都相等。这就意味着这个量无法用

确切数字表达。逆推，如果一个量能够用确切数字表达，那么它一定是无法无限切割的，这代表它一定

具有离散性或者是量子化(能量子等)的性质。已经发现的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空间离散性、能量子、元

电荷电量等等。因此我们可以预言力，质量以及其他量的离散性存在(力量子，质量子等)。 

5.6. 时间流动即是位移 

如果，我们的世界是绝对静止的，那么一个在我们世界相对我们世界静止的物体就一定不据有能量，

它的能量为 0 焦耳。但是，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已经推导出了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关系 2E mc= ，说明在

现实世界中，静止的物体也具有能量。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一定是按照一个固定速度不断运动的。所以，

我们建立一个绝对静止的坐标，而我们的世界在该坐标系中移动。而且由于我们的世界是在不停运动的

(前几句的论证)，又由于不同的世界不可能在该坐标系的同一点上(众所周知，一个坐标只能有一个数据，

就像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上只能有一帧)那么时间的流动就代表着空间的流动(就像照片组成的电影一样)。
也只有这样，一个在我们世界静止的物体才能有能量。而我们在空间中的位移基于该移动之上，所以会

在绝对静止坐标系中和世界产生偏差造成时间流动不同的现象(如下文的解释)。 

5.7. 用量不变原理和无限叠加原理对洛伦兹变换以及相对论的解释 

由于无限叠加原理，四维由三维无限叠加而成，既然四维世界可以稳定的运行，那么，三维世界的

变化(在内部物体都静止的情况下，也就是前文中在绝对静止坐标系中世界的移动)就一定有一个稳定的速

度。就像一部影片的帧率。这种速度在四维世界中就是时间流动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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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兹变换是以 0 2

21

xx
v
c

=

−

 [2]的方式变换，我们可以将它变换一下 

2

021 v x x
c

− =  

2
2

2
2
01 v x x

c
 
− = 

 
 

( ) 2
0

2 2 2 2c v x c x− =  

( )( ) 2
0

2 2c v c v x c x− + =  

( ) ( ) ( )( )0 0c v x c v x cx cx− + =  

根据量不变原理 vt v t′ ′= ，在这种空间中 v (这里是 ( )( )c v c v x− + ×  (能应用与洛伦兹变换的所有量)
一定是一个定值。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空间中静止的某一物体，时间在该物体上流动的速度是光速 c。而

在空间中位移的物体使时间在其身上流动的速度改变为 ( )c v− ， ( )c v+  (可以视为在四维中空间的方向

被扭曲成前后两个方向，也就是一个空间矢量变成了标量)。根据量不变原理(以时间为例)时间在该物体

上流动的速度 × 普适时间 = 普适时间流动的速度 × 该物体真实经历的时间。也就是该物体在时间线中

经历的位移一定和一个静止物体在时间线中经历的时间相等。 
接下来是对 2E mc=  [3]的解释，设一静止(在我们世界静止)的物体上有一力 F 作用在上面，该物体 

质量为 m，力的作用时间是 t，力作用的距离为 s。那么能量就是 E = FS，动量 P = Ft，则 s Fs Ev
t Ft P

= = =平均

转化一下就是 ( )E Pv mv v= =平均 终 平均
。在瞬间，时间间隔极短可以视为 F 大小不变的情况，即

2
v

v = 终
平均

即瞬时能量为
2

2
mvE =  (v 是 v终 也是该点的瞬时速度,不考虑相对论质量变化)。而如果以诞生(没有加速 

过程，平均速度就是最终速度也是瞬时速度)的方式能量就会不同。这时 v v=平均 终
，这时 2E mc=  (v 是

诞生后的速度)而我们的世界遵守着 2E mc= 的规律，这更是印证了世界流动的速度是 v，也与前文时间

流动即是位移以及洛伦兹变换的解释相互论证。 
这就是使用量不变对相对论解释的一种有一定理论论证的推导猜想。 

6. 结论 

1) 高维可以由低维线性的无限叠加而成。 
2) 同一维度的任何物体在较高维度中拥有相同的量。 
3) 在可以无限分割的情况下，同一维度的任何物体在其维度拥有相同的量，且该量无法用确切数字

表达。 
4) 前一条的逆推，在现实中，可以用确切数字表达的物理量一定是离散型的。 
5) 因为量不变和无限叠加，所以形成了规律(公式)。 

6) 所有的基本物理学公式都可以表达为 2

xy z
xy z
xyn z

=
 =
 =

 (x，y，z，n 都代表不同的一个物理量，三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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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三个公式中的 x，y，z 可以代表不同物理量。此公式只代表形式)的形式。 
7) 依靠前几条的结论来对洛伦兹变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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