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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质速公式”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重要推论，它的“发散”也是物理研究中的许多麻

烦的来源。“斥力子理论”的质速公式是个收敛型的函数，不仅解决了“发散”的困难，并

且从中推出了质能公式、在确定参照系内的光速不变原理，以及不同参照系中时间、空间

随速度而变化的相对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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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速关系”是运动物体相对性效应的重要现象，被认为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重要推

论，它又是质能关系、时空关系的基础。但是，“质速关系”并不是由爱因斯坦首先发现的，

早在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前，考夫曼就已经发现了电子的质量随速度增加而增加的现象。

1897 年 12 月，考夫曼根据运动电子在电磁场中的偏转轨迹，用照相方法测得了不同运动

速度电子的荷质比 e /m.。发现荷质比随电子运动速度增加而变小现象，从而发现存在电子

质量随电子运动速度增加而变大的质速关系。 

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在相对论里，推出了一个运动物体质量随速度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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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这个质速公式是个发散型的函数 ，当物体运动速度趋于光速时，物体的质量变

成无穷大。所以在确定高速粒子能量时经常会出现能量“发散”的困难，可以说，现在高

能物理研究中的许多麻烦都来源于这个质速公式。  

“斥力子理论”把普朗克能量子看作是一种对抗引力特性的实物粒子，利用“实物能量

子”的概念，只需要运用经典物理学的推导方法，同样可以得出了许多具有相对性效应的物

理结论：如质速公式、质能公式、在确定参照系内的光速不变原理，以及不同参照系中时

间、空间随速度而变化的相对性现象。[1] 

“斥力子理论”的质速公式：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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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斥力子理论”的质速公式是个收敛型的函数 ，当物体运动速度趋于光速时，物体的

质量趋于一个有限值 2m0 。 

我们把这两个质速公式展开成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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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两个级数差别在 v 4/ c4项之后。 

当 V << C 时，这两公式都有 m t =m0 ，当 V < C / 2时，这两公式还近似得很好，当

Vt→C时，(1)式发散为无穷大。而 (2 ) 式收敛于 2 m0， 对于任意速度 Vt，我们可以利用

“斥力子理论”质速公式(2)的级数求出物体动能的各种表达式。 

把该级数的右边第一项移至等式左边再提取公因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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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得动能各种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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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仅包括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具有相同意义的相对性效应的质能关系，而且包括从

宏观到微观和辐射的各种粒子的动能关系，实际上是把它们统一起来了。这样，相对论和

量子论之间无法统一的矛盾就可以解决了。从能量子“实物化”着手，通过经典物理的方

法，推出了运动物体的相对性效应。可见，运动物体所具有的相对性效应可以从不同的理

论角度把它推导出来。这种哲学思路在统一物理学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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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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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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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电子也就变成了光子（电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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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专文讨论，这里仅用了其结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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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正负电子对湮灭为光子和大于电子静止能量 2

倍的辐射可形成正负电子对的实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006 年，季灏先生完成《关于电子洛伦兹力和能量测量的实验》证明，电子受的洛伦

兹力（理论值）随速度的增加而减小，为进一步研究电子速度和质量的关系，季灏又设计证

明电子质量与速度不符合相对论预言的关系的实验。[3] 季灏先生的实验恰恰否定了爱因斯

坦的发散型质速公式，而无意中支持了“斥力子理论”的收敛型质速公式。这两个实验证明了

以下 2点： 

1，存在一种使“电子受的洛伦兹力（理论值）随速度的增加而减小”的因素，目前人们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本文作者认为是电子的电荷值随着电子运动速度的增加而减小了，（是

按照荷速关系减小的），使测定的电子质量夸大了。而且这个因素同样影响着后一个实验。 

2，说明电子速度接近光速时，电子的质量增量已经达到一个极限值，不可能再变化，表明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接近光速时）电子质量发散为无穷大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质速关

系是一个收敛的函数，却是同该实验结果比较符合。所以，该实验并没能够否定电子在（从

低速向高速的）速度增加的过程中，电子的质量是在不断增加的“质速关系”，尽管这个增

加的质量很微小（不超过电子的静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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