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斥力子”的存在及其意义 

庄一龙 

     随着物理研究对象愈来愈接近仪器观察的极限,理论思维在研究中的作用变得更加重

要了。这里,仅仅假设了一种新粒子的存在,使许多物理学,宇宙学的疑难问题的求解似乎有

了希望。也许,开启物理学前进通道大门的钥匙并不在物理学的大厦内,而是在哲学的宫殿

里。 

  一  提出斥力子存在的根据 

  1，哲学上的困惑：吸引和排斥，这一对古老的矛盾，物理学理论至今还是个哲学跛子。

恩格斯说：“真正的物质理论应当给予排斥和吸引同样的地位，只有吸引为基础的物质理论

是错误的、不充分的、片面的。”①牛顿需要给他的物理学寻找一个第一推动力，否则世界

动不起来。 

  2，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爱因斯坦质速公式隐含着矛盾。在万有引力定律中，引力的大小

是同物体的质量成正比的，质量越大，引力就越大；而在质速公式中，物体的运动速度增大，

则质量随着增大。如果这两条定律中的质量是同一种质量的话，那么物体运动速度增大，引

力就会增大，物体就会被地球引力拉得更紧而不能运动。但事实恰恰相反，射出的炮弹就有

了挣脱地球引力的趋向，只要速度足够大，炮弹还可以飞出地球轨道，甚至飞出太阳系。这

表明物体随着速度增大而增加的质量肯定不同于造成万有引力的那种质量，因为它明显地表

现出一种对抗万有引力的排斥能力。所以，物体运动状态改变时同时所显露出来的两方面特

性(速度增大，万有引力减少；速度减少，万有引力增加），正好反映了运动物体内部排斥和

吸引的转化过程，预示着有不同性质的质量存在。 

  3，牛顿认为：苹果落地是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反问一下，苹果是

怎么跑到高处去的？如果我们把所有树的生长复杂过程全部用黑箱理论方法把它们封闭起

来，只看其初始和终结两种状态，那么，从物理角度看，一定有一种抵抗万有引力的万有斥

力对苹果作了功，把它推到高处。因此，万有斥力同万有引力一样，也应当处处存在。        

  4 ,“力”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百年，至今仍没搞清。牛顿说它是物体运

动加速度的量度。但这不过是描述了力，并没有解释它的本质机制。所以，牛顿力学中，运

动物体的质量是不变的。爱因斯坦推出了物体质量随运动速度而变化的特征。他认为物体运

动是由于获得了能量，而能量可以凝聚成物质，并且这种物质的性质与原物质相同，故可以

相加②，导致物体质量随速度增加可趋向无穷大。如果能引入一种排斥粒子的作用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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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能量有个实物载体，那么，运动和“力”的关系就会清楚多了，“力”的作用就是有物质

转移的过程。 

  5，辐射能量总是某一个最小单位的倍数，普郎克量子常数的物理意义究竟是什么？它是

否可以看成一种实物粒子，预示着斥力子的存在？光辐射本身就具有波动、微粒两种特性，

对于 E = hυ, 普郎克是站在波动论的角度把辐射能量看作常数 h 乘以频率υ；我们如果站

在微粒理论的角度，则可把辐射能量看成由υ个能量粒子 h组合的集团系统（当然它们的量

纲都要改变）。这就是说，把普郎克的能量子看成一种具有排斥特性的实物粒子，对物理学

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6，运动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相对性效应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一定有其物质作用的原因。 

二，斥力子假设和推导                                            

 假设： 

    1，存在着一种具有排斥特性的实物粒子（斥力子）。 

    2，物体运动状态改变是由于吸收或释放斥力子的结果。 

    推导： 

    在经典力学中，当 V<< C时，运动物体动能的近似表达式为：E=m0V2 /2 ； 

当 m为变量时，利用子区间匀加速运动取极限的方法，可以证明动能表达式仍为 E=mtVt
2/2  

形式（见《相对性效应和牛顿定律的本质》一文）。 

    设：每个斥力子的质量为 @ ，能量为 h0尔格（后面可看到它实际就是普郎克能量子 h，） 

物体吸收ｎ个斥力子后，速度从 V0变为 Vt。质量增量 Δｍ＝n @，故 m t＝m0＋Δｍ 

增加的动能为： ΔＥ＝nh0  

 有：  m t－m0＝n@         （质量守恒）             

    mtV t 2／2－m0V 02／2＝nh0    （能量守恒） 

设Ａ＝ h 0 / @ 取 V0＝0，由上面两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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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Ａ＝ h 0 / @ 为斥力子本身的能量和质量之比，是个常数，称为质能当量，这个数

可以用实验测定。也可以通过斥力子的假设把它推导出来。由于物体所吸收的斥力子的排斥

能会抵消物体内部的引力能，所以，物体吸收的斥力子的质量极限只能等于物体静止时的引

力质量。这时物体对外已不具有万有引力，运动速度也达到极限速度－－光速，而物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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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正好等于 2倍的静止质量。 

  即： Vt →C  m t =2 m0 代入(1 ) 式，可解得 A＝C2 ，于是得到一个重要质速关系式： 

             m m
v

c

t
t

= ×
−

0 2

2

1

1
2

    ( 2 )      

 把（2）式展成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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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推得动能的多种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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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斥力子假设推得：以光速运动的物体其质量等于静止质量的两倍。就是说，当物体

所吸收斥力子的排斥能等于物体内部的吸引能，即全部排斥物质量等于吸引物质量时，物体

运动速度就达到光速。光子就是一种内部吸引能和排斥能相等的运动粒子。 

由此可见，普通粒子在吸收足够的斥力子后，就能以光速射出成为光子。反过来，光

子释放出部分斥力子后，也可以减速衰变成普通运动粒子。不过物体能够吸收斥力子，要靠

物体内部的吸引能，但是随着运动速度趋近光速，内部的吸引能将趋于零，所以物体吸收斥

力子的能力也越来越小，继续加速也更困难，但并不是意味着物体的质量趋于无穷大。⑥ 

有人会反驳：:物体运动速度趋向光速时质量等于 2m0 的结论同实验数据直接矛盾，如

何解释？其实，问题不是在实验本身，而是在方法上。我们一般不能直接测定粒子的质量，

而是通过高速运动粒子穿过电场的轨迹先测出其荷质比，以此间接计算出粒子质量。这过程

中，把电荷值始终看作常数，这是造成差错的原因。因为，电荷值是常数仅仅是一种信念，

并没有严格证明。在最早由密立根测定电荷值的油滴实验里，电荷是处在相对静止状态。但

是，在高速运动时，电荷值是否还是保持不变，其实并没有证明过。而根据斥力子假设，电

荷值随电子运动速度增加，电荷值将减小，当电子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电子的电荷值将趋

于 0，这时电子也就变成了光子。从斥力子假设推导的电荷值与速度的关系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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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问题推导过程较长，见《电子的荷值随电子的运动速度而变化》⑦，这里仅用了结论。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如果把电荷值随运动速度而变化的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实验结果将支持以光速运动的物

体，其质量为静止质量 2倍的结论。  

   三  质量标尺的运用 

    根据斥力子的两条假设，我们可以画出一把质量标尺，用它来理解物体质量和速度的关

系是很有用的。 

图 1：  当 V=V0＝0  

○○○ 

●●●︱●●●●●●●●●●●● 

用 ● 表示引力子， ○ 表示斥力子 。 

    图 1： 物体由斥力子和引力物质组成（它们质量大小不一定相等，引力物质质量可以

有多种），一般情况下，物体内吸引能大于排斥能，物体对外表现出万有引力，引力质量为

m 引，引力能等于 m 引 C
2
。相对地表静止的惯性参照系来说，物体具有惯性质量 m0，如果

物体相对该惯性系是静止的，V0=0 ，则 m引= m0，即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 

  则物体这时：  引力质量：m引＝12个质量单位 ； 

                惯性质量： m0 = 12个质量单位 

若物体吸收了 3个质量单位的斥力子○○○后，运动速度增加到 Vt， 

      图  2      当 V=V1 

○○○  ○○○     

●●●︱●●●●●●●●●●●● 

   这时对外所显示出来的引力质量： 

 m引 =12 m 引 - 3 m斥= 9个质量单位 （有 3个质量单位引力能被 3个质量单位斥力子能

抵消） 

   物体的总质量： m总 =12 m引 + 3 m 斥=15 个质量单位 

   物体的惯性质量： m0 =12 个质量单位   （因为 V0 = 0的参照系没变) 

   物体吸收的排斥能质量： Δm = 3 个质量单位  (从 V0 到 V1的质量的增量) 

    图 2： 当物体吸收 Δm质量的斥力子后，这部分斥力子的排斥能就抵消了物体内部与

其数值相等的引力能。这样，物体在引力场中原来位置上的平衡被打破，为了能维持新的平

衡，物体就会发生趋向新平衡点的运动。假如这种运动受到阻碍，则物体将把吸收的斥力子

重新释放出来。若物体运动速度为 V，总质量增加了 Δm = n× @，由于地表参照系没变，

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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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不变,  m t = m0+Δm ,  m引 =m0 –Δm  

   因此，物体运动速度增加，它的总质量也增加；而相对引力质量减少，对外的吸引力也

减少。  

当吸收的斥力子数等于物体的引力质量时，物体的运动速度就达到了光速： 

      图  3  V = C 

      ○○○  ○○○○○○○○○○○○ 

      ●●●︱●●●●●●●●●●●● 

   这时物体显示出的引力质量：  m 引= 0        

   物体的总质量：              m总 = 24个质量单位 

   物体的惯性质量：    m0 =12个质量单位  （V0 = 0的参照系没变) 

   物体吸收的排斥能质量： Δm = 12个质量单位 

    图 3 ： 物体运动速度由吸收的斥力子能量决定，这里的能量速度 V2没有方向性，当

物体吸收斥力子的能量等于物体内部的吸引能量，即全部排斥物质量等于吸引物质量时，其

引力质量 m引= 0，这时物体运动速度达到极限——光速。凡是以光速运动的物体都具有内

部吸引能同排斥能相平衡的特点，而且平衡加平衡还是等于平衡，所以一切光速都是相等的。

并有光速加光速等于光速，光速同任何速度相加仍为光速。光速是极限和光速不变，这在狭

义相对论中只是假设，相对论本身并不能自己证明自己。但是在引入斥力子后竟成了可以推

出的结论。因为无论从何种运动状态物体射出的光子，都具有内部吸引能和排斥能相等的特

征，所以，光速相对于地表参照系来说，是一个恒量（约 3 0万千米/秒）。若相对其他参照

系说，光速 C仍然是个恒量，只是它的数值不等于地表观测值，完全可以大于或者小于 3 0

万千米/秒。就是说，光速与光源的运动状态和方向无关，而是由观察者所在参照系的物理

状态所决定。 

 结论二：从以上分析我们推得光速的若干性质（都可同迈克尔逊实验相容）： 

   1，光速的绝对性。光速是极限速度，以光速运动的粒子的引力质量为 0。 

   2，光速是一种标量速度，在各个方向上大小相等。 

   3，光速同任何速度相加之和仍为光速。 

   4，光速的不变性。对于同一个参照系，光速的值相等，而与光源的运动状态和方向无关。 

   5，光速的相对性。相对不同的参照系，光速的值不同。 

   设相对地表静止的参照系中光速为 C，一个相对该参照系以速度 V运动的参照系中，光

速为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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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m01 = m引=2m0 - m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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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有： C1/C = m01/m0；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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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以光速运动的参照系中，光速 C1等于 0 。另外，速度是时空的组合，由于光速

与参照系有关，这说明在运动的参照系里要出现“尺缩”和“时间延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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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相同时间内光走的距离短了或走相同距离用的时间长了。 

四 存在四种物质质量概念 

   结论 3：运动物体具有四种不同意义的质量，它们分别对应着四条物理定律。 

   在引力理论为基础的物理学里，物体质量是不变的。相对论质速公式虽然得出了质量随

运动状态而变化的关系，但是由于把增加的质量同物体原来的质量看成是同一种性质的质

量，可以简单地相加，因此越加越大，当 V→C时，物体质量会变成无穷大。在高能物理中，

出现粒子能量“发散”的困难都同这个公式有关，故又不得不“重整化”，重新定义粒子的

静止质量。因此，把排斥物质量同吸引物质量不加区分，犹如数学中不分正负数一样的不可

思议。而且，由于把能量看成是脱离物质载体的运动，就无法解释运动的能量怎么变成引力

质量的，只好设想物质就是能量的凝聚。那么，物体的质量到哪一级别会突然消失呢？ 

   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需要吸收和释放斥力子，我们结合上面第三节中（图 1,图 2 ,图 3）

来分析，可以看出，物体在运动状态改变时表现出四种物理质量： 

  （1），引力质量 m 引 ：物体内部的吸引能量超过斥力子所具有的排斥能量的物质量，它

是物体 对外具有引力的根源，所对应的吸引能为 m引 c2，引力质量随着动能增加而减少（实

际是不显示出来了〕。对于以光速 C运动的物体，内部吸引能量被斥力子排斥能全部抵消，

因此，光子对外显示出来的引力质量为零。 

  引力质量同运动速度关系为：  m引=m0 1
2

2

2 2
−

−










v

c v
 

  引力质量对应万有引力定律：     F = g (M 引×m 引 )/ r2 

   由于物体引力质量随物体运动状态而变，所以，物体之间的引力也是随物体所处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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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而变化的，并不是仅仅随距离而变。 

  （2），惯性质量 m0 ：这是一个同惯性系联系着的量， ( 我们把以引力中心为原点, 向外

伸展的一系列同心球面看作惯性参照系列，这在以后分析)，又称为静止质量。我们平时所

说物体质量，实际都是以地表为静止参照系的质量，物体运动时，只要参照系没变，那么，

惯性质量 m0 就不会变。 

   这样，当 V= 0 时 m引 = m0 ; 当 V > 0 , m0 不变 , m 引 < m0 

     惯性质量 m0 对应牛顿第二定律:      F = m0 a                    

  （3），能量质量 Δm = n @ 是物体运动状态变化时吸收或释放的 n个斥力子质量，由于

它对应着物体所具有的能量（动能、热能、电能、磁能、辐射能等），所以，我们把 Δm = 

n @ 称为能量质量。或者称为反引力质量。 . 

      能量质量 Δm 对应着质能公式 : 

            Δmc2 = n h0 = E （动能）            

  （4），总质量 mt  :物体运动过程中相对某一参照系所具有的惯性质量 m0 和所吸收的斥

力子质量Δm之和，由于惯性质量 m0同参照系有关，所以 m t 不是真正等于物体的物质总

量。 从这里可以看到物体的总质量和物体的物质总量还不是同一个概念，总质量是个相对

量，物质总量是个绝对量。  

    物体的总质量 mt对应着质速公式：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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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运动物体具有四种不同意义的物理质量区分开来是斥力子假设推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它表明所有的物理变化现象最终都有其物质的原因。斥力子是物质作用的载体，能量的变化

一定是由于构成物体的各种物质量的变化引起的。斥力子假设改变了物理学中只有吸引或只

有排斥的两种极端，把排斥和吸引放到了同等的地位。  

    另外要说明的是，我们以上讨论的是内部引力大于斥力物体运动的变化，这都是具有万

有引力的物质。那么，对于内部斥力大于引力的反物质（这可以由高能粒子碰撞或光子的分

裂产生），这些反物质一般不稳定。它们运动状态改变同一般物体相反：它们的惯性质量是

斥力质量大于引力质量的那部分质量，加速运动时释放斥力子。反物质粒子运动速度极限仍

然是光速，即也需要内部引力能同排斥能达到平衡状态。因此，超光速运动是不存在的。而

超地表的光速运动是完全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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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普朗克量子同斥力子的关系 

   1900年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推出能量密度与频率的关系为： 

    υ
πυ

υρυ d
e

E
c

d
KT

E
1

8
0

0
3

2

−
×=   （c为光速，k为玻尔兹曼常数） 

普朗克假设能量 E不是连续变化的而是某个最小数的整数倍 E0=hυ，正是这个假设的

引入，解释了黑体辐射能量分布的“红外灾难”和“紫外灾难”。普朗克的假设实际上已经

触及到了斥力子的存在，这个不能连续的能量最小数值 h 很可能就是一种独立的物质粒子。

然而，由于当时光的波动说占统治地位，普朗克也受波动说的影响，把能量 E 的量纲拆成

了 h 和υ两个量纲乘积的复合量纲，使本来简单的事情反而弄复杂了。这么一来，h 的量

纲变成尔格秒，而υ量纲为秒分之一 ，从而使人对单独普朗克常数的物理意义很难理解。

事实上，如果把光看成微粒子，h υ的量纲就可以拆成尔格和一个无量纲数。这样，E=hυ 就

可把光子看作含有υ个能量子 h0 组成的粒子，普朗克常数就可看作每个量子的能量值，光

的波粒两象性和其他微观粒子的波粒两象性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样，按照斥力子假设的推理，

波动的频率数就是粒子运动时所吸收的斥力子数．所以，第一，粒子的波动频率是随运动速

度变化的；速度达到光速，粒子的波动频率也达到最大；第二，粒子质量越小，波动越明显。 

    对于质量较大的粒子以及宏观物体，由于吸收的斥力子数量很大，所以波动频率很高，

再加上每个能量子 h0 的能量相对宏观物体的惯性能 m0c2 来讲实在太小，物体波动就显示

不出来了。如果说引力波存在的话，那么，即使是一颗最小的行星，它的引力波频率也会高

的让人难以想象。 

    现在，我们从斥力子假设来分析物体动能变化过程，物体的动能是由于吸收了斥力子的

排斥能转化而来。设每个斥力子的质量为@  ，能量为 h0， 

故有：  E = Δmc2 =n @ c2 =mtVt
2/2   

当     Vt→C,   E=m0C2 =n h 0 

   物体运动速度达到光速时，物体吸收的斥力子质量等于物体内部的引力质量，即排斥能

等于吸引能。设：达到光速运动的物体吸收的斥力子数为 n ，则光子能量 E = n h 0  , 同普

朗克所设的辐射能公式 E = hυ 相比较， 

有: n h 0= hυ   因之，每个斥力子能量为 h 0= hυ/n  

    由于常数 h 是能量分割中的最小的单位数, 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 ,每个斥力子的能量 

h 0值就等于 h 值，则 : h 0= h  ;  n =υ 所以，,运动粒子的波动频率数其本质就是物体所

吸收的斥力子数，我们从这里也许能够找到运动粒子产生波动的真正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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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朗克提出的能量子就是斥力子 ,运动物体的动能表达公式有以下三种: 

        E 动能 = n h0 = Δmc2= m t V 2 / 2 

    这里的 n 就是运动物体所吸收的斥力子数量 ，h 0是每个斥力子能量值，单位是尔格。

粒子越大或者运动速度越高，那么所含的斥力子数 n 就越大.。动能的这三种表达式中, 第

一个等式称动能的能量子式，也可称为动能的斥力子式，它把物体的运动与波动联系起来了,

其中也包括德玻罗意波。 第二个等式称动能的质能关系式，也可称动能的引力能转化表达

式。第三个等式由于仍然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故还是称动能的经典表达式。不过，该式

中的物体质量 m t 是可变的。当 V →C 时，E 动能= m0c2 。这说明，物体运动速度达到光

速时， 物体动能已等于物体的全部引力能， 即物体不再具有万有引力，全部引力能已转化

成动能。这里有两重意义，其一，物体的动能存在极限值 m0c2 ；其二，物体运动的动能不

是单纯外加的，而是外来的排斥和内部的吸引联合作用的结果，动能的增加是以物体内部引

力能的减小为代价的。物体的对外总能量是不变的，动能和静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能，不能

作简单的标量相加并增加原来的静能。 

       即：E 对外总能=m引 c2+m tV 2/2 = m0 c2 

    物体的总能量等于引力物质和斥力子的内部结合能加上物体对外总能量，即物体对外引

力能及物体动能。 

        E 总=E 对内+ E 对外 = ( m 0 - m引)c2 + m引 c2 + mtV 2/2 

   这也可推论，整个宇宙的总能量是不变的。 

六 力的本质和牛顿第二定律 

   力的作用机制至今尚未搞清，但我们从斥力子的假设中可以把它推导出来。因为，物体

运动状态的改变是由于吸收或释放斥力子。斥力子在物体之间转移不会消灭是能量、质量、

动量守恒的物质基础。 

    把斥力子假说的质速公式             m m
v

c

t
t

= ×
−

0 2

2

1

1
2

 

   展成级数，通过简单变换就可以推出物体动能表达式，动能 E ＝ ΔmC2 ; 

   这就是物体所吸收斥力子的全部排斥能。 

   由动量定义有： 动量 P = E /C = ΔmC = n@C  则有： m0 ·ΔV = Δn · @ C 

这表明，自由态的斥力子运动速度应该是光速。牛顿第二定律 F = m0a 可写成 

     F = m0(dV /d t) = @ (dn /d t)C  即： 加速度×惯性质量＝ 加质量×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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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惯性系确定后，上式中惯性质量 m0是不变的。牛顿第二定律事实上是动量守恒定

律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力的本质就是作用在物体同一方向上斥力子的动量对于时间的变化

率。如果对宏观物体的作用来自各个方向，是无序的（例如加热物体），则斥力子的动量转

化为物体内部各种结构粒子的动量。 

但是力的本质只是表明物体将以什么加速度、方向发生运动，没有表明运动一定会发生。例

如我们去推一个固定着的水泥柱，由于水泥柱运动状态没有改变（这里假定水泥柱没有内部

结构改变引起的热效应），所以水泥柱将把给它的斥力子反向送回，即作用与反作用相等，

物体不会吸收斥力子。因此，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体内部引力和斥力对比必须发生了变

化，导致所在位置在整个地球引力系统中的力量平衡破坏，而需要寻找新的平衡位置。这里

斥力子的增减和在引力场内趋向新平衡位置的位移必须同时发生，运动才能形成。 

对于地球上所有静止物体，都处在地球引力场的作用之下的平衡位置上，当物体吸收

了若干具有对抗引力的斥力子后，物体的引力能就被斥力子的排斥能抵消了一部分，物体的

对外引力就会减少。物体必须从地球引力场原来的平衡位置向新的平衡点移动，这就产生了

运动。对于一个上抛物体它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 H，就是物体受力后新的平衡位置。同样大

小的力，若使物体作水平运动，它不可能无限制作匀速直线运动，假设地表光滑，则运动到

与离地表等于 H 高度的空间球面相交的那一点时，就会停止。所以，静止的物体一旦运动

起来，不管其方向如何，都会表现出一种脱离地球引力的倾向。 

七 惯性系 

    惯性系就是考察物体运动的参照系，即 V0= 0的参照系。牛顿力学研究的客体运动是发

生在欧几里德的平直空间里，平直空间里的任何点都是平等的。物体之间的作用同运动发生

的背景无关，选任何一个空间点作参考系都不会影响到物体运动规律。也就是说，平直空间

里发生的运动同选择空间的参照系无关。这就是伽利略变换相对性原理成立的内在基础。 

   但是在曲面空间里，空间各点不是平等的。以不同的空间点作参照系，物体运动规律要

发生改变。斥力子理论考察物体运动就是发生在真实的引力场空间里，例如，地球上的一切

运动都是发生在地球的引力场空间里。地球的引力场空间是沿着地球半径扩大的一系列球面

空间。在局部的小范围内可近似看作平直的欧几里德的平直空间，这就是牛顿力学能近似成

立的范围。不过，在大范围内，特别是在沿着地球半径的方向上，

地球引力场量能变化相差很大。惯性系只有在引力场的同一等势

面上才是相等的，所以，在同一等势面上选择的参照系是相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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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在与等势面相交的任何方向上，选择的参照系都不同，因此，不同惯性系里的物

体运动状态也不一样，所具有的能量也不一样。 

可以从上抛运动谈起。在地面上，物体以 V0 速度上抛，物体吸收相当量的斥力子以

V0 速度上抛向上运动，由于是减速运动，物体要不断释放斥力子克服地球引力作用。物体

上升到 L高度后的 A1点，速度变为 0，已把上抛时吸收的斥力子释放完。然后垂直加速下

落，物体又从地球引力场吸收斥力子， 回到地面时速度又等于 V0，但是方向往下。如果一

物体以速度 V0沿水平运动（可以是任何方向），则物体的动能和垂直上下运动是相同的，都

是等于 ：E=m0V0
2 / 2 。 

于是我们看到，相对地面 A点具有动能 E=m0V0
2 / 2 的物体相对 A1点来讲动能为 0。

这就是说，A参照系相对 A1参照系具有一个能量差，即惯性能量差。注意这样的能量差是

沿地球的半径方向变化的，只同离开地面的高度变化有关。如果假设没有地球挡住，前面所

说的下落物体就会穿过地心飞向地球的另一面，一直到离开地面同样 L 高度、速度为 0 才

会仃止。这就象一个以地心为原点的重力摆，只要没有外力干扰，将永远摆动下去。这表明

引力场中任何点上相对静止的物体，只要外力使它一旦运动起来，不管方向如何，就具有一

种争脱引力向高势能面移动的趋向。 

    对于地球来说，以地球引力中心为原点的那个参照系是一个绝对参照系。从地心开始，

沿半径向外扩展，存在着无数个同心球面惯性系，其惯性能随半径增加而增大，半径相等球

面上的点，其惯性能是相等的（等势面）。也就是说，地球的惯性系列是和它的引力场分布

是一致的。根据这点，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些推论： 

   (1).地球的惯性系是近似的球面空间，不是欧氏的平直空间。物体在跨越等势面运动时

必须吸收或释放斥力子，只有沿着等势面作匀速运动的物体才是既不吸收也不释放斥力子。

这也可以解释原子内绕核高速运动的电子稳定的缘故。所以，牛顿惯性定律的表述应该是：

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将保持静止或围绕引力中心匀速圆周运动的状态。只是由于地球半径

较大，在小范围内，沿地表的圆周运动可近似看成直线运动。这就是牛顿惯性定律成立的近

似条件。 

   (2) 同物体的引力场分布特征一样，惯性系空间随引力中心体的引力质量增加和随离引

力中心体的距离减小而收缩、曲率增大，只有在离引力中心体遥远的引力场作用趋近 0的地

方，惯性系空间才近似平直的欧氏空间。总之，空间的曲直、疏密都是由引力物质分布状态

决定的。决不能先有弯曲空间才有引力或者用弯曲空间来取代引力。 

   (3) 光子可以衰变为普通粒子。从引力中心体射出的高速运动粒子由低能惯性系向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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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系运动过程中，要释放斥力子而不断减速，只要射出的速度足够大，粒子就可以脱离中

心体引力场影响而成为宇宙空间运动粒子。射出的光子同其他高速运动粒子一样，在克服引

力场以及与弥散在宇宙空间的自由态斥力子气作用时，也要释放斥力子，不仅会频率减少引

起红移，而且会减速成为普通粒子。哈勃常数可以看作是一种空间阻尼常数。高速运动粒子

是弱引力物质，在宇宙空间经过长期减速成为缓慢运动的自由粒子，由于已释放绝大部分斥

力子，所以具有很大的引力能，将成为重新凝聚成新引力中心的原始物质。 

    而由各种运动物体释放出来的斥力子，弥散在宇宙空间构成了宇宙的背景热。什么是

热？热是排斥能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斥力子的紊乱运动。斥力子被物体吸收后，物体运动速

度增加，但这种束缚状态的斥力子并不构成热，只有运动物体发生碰撞把束缚状态的斥力子

释放成自由状态的紊乱运动，热才显示出来。 温度是斥力子紊乱运动的宏观表现。可以用

单位体积内斥力子的平均能量密度来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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