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贺国强教授《斥力子理论的质疑》 

庄一龙 
    一九九九年第八期《华东科技》上，贺国强教授在《斥力子理论的质疑》一文中对斥力

子理论提出了四个问题：1，斥力子与斥力子或斥力子与引力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2。

如果光速随参照系变化，那么每个斥力子的质能比 h0/mG＝C
2
就应该是个变量；3，由于在

运动方向上尺度的收缩，会使物体变成一个“光面”；4, 存在着一个光速为极大值的特殊

的参照系。这四个问题除第一个问题外，后面三个问题实际都与斥力子理论中的光速确定有

关。 

    在斥力子假说理论中，所谓的斥力子实质是把普朗克能量子看作一种具有对抗万有引力

的实物粒子。其实，普朗克能量子在物理学里早就已经广泛运用了，在现代物理学里，普朗

克能量子仅仅是作为一个最小的能量单位符号而已。人们一直没有把它作为一种具有质量的

实物粒子来对待，更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具有对抗引力能的实物粒子。所以说，斥力子理论

并不是虚构出一种自然界里至今人们尚未接触过的物理实体，而只是试图对普朗克能量子的

性质加以重新认识。之所以把实物化的能量子称为斥力子，就是因为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地

球上的物体，当其运动速度增加时，都会表现出一种脱离地球引力的倾向，所以把它看成是

一种具有对抗引力的物质粒子。就这点上来说，人们无需再去人为对斥力子规定斥力子与斥

力子或者斥力子与引力物质之间的作用规则。而是把自然界现在正在发生的现实关系就作为

斥力子假说理论中的粒子关系，这也可以称作“顺其自然”吧。 

    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一切过程，并不因为人们把能量子看成了斥力子而有所改变，需要改

变的倒是人们由于以前把普朗克能量子看作能量符号时得出的某些结论，以及实践中不断遇

到的矛盾在增加，因此人们会想到当前基础物理理论出现的各种问题，可能是一种对物体相

互作用过程错误思维的结果，需要从新的出发点来对其重新评价。 

    从现在自然界里发生的过程看，能量子与能量子是不会互相作用的，而一般的引力物质

却能够吸收或释放能量以改变自己的运动状态。因此，斥力子假说理论也同样认为：物体运

动状态的改变是由于吸收或释放斥力子造成的，这意味着：能量有实物载体，斥力子就是能

量的实物载体。既然斥力子是实物粒子，当然具有物质质量，所以，物体在吸收或释放斥力

子后，其物质总量会相应增加或减少，这意味着能量的转移同时伴随有物质质量的转移，决

不可以为物质变成了能量，或者能量变成了物质。又因为物体吸收斥力子会使物体运动速度

增加，物体放出斥力子会使物体运动速度减少。而斥力子具有对抗引力的斥力，每吸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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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力子就抵消了物体内部一份相应的引力，造成物体在运动速度增加的同时，虽然物体的物

质数量增加了，可是物体的对外引力却变小了。随着运动速度趋于光速，当物体吸收的排斥

物质增量等于物体内部引力物质量时，物体对外万有引力会逐渐变小而趋于零。没有引力的

物体当然就不能再吸收斥力子增加运动速度，物体吸收斥力子的能力达到饱和。所以光速是

物体运动的极限速度。 

    那么，为什么宇宙空间的天体不会自动吸收斥力子而增加其运动速度呢？也就是贺教授

提出的如何解释在斥力子海洋中的引力物质会自动吸收斥力子的问题。这就要涉及对牛顿力

学本质的认识了。在经典的牛顿力学里，物体的运动只是发生在作用力物体和受力物体之间，

与作用物体之外的空间背景状况没有关系。但是，由于实际的运动都是发生在有引力背景的

空间里，而空间的引力分布是不均匀的，空间每一点的引力总是属于某个引力中心的引力场

所控制。在这样的引力场中，物体空间的位置变化，就意味着物体相对引力中心所含有的势

能数量变化，即所在的地球参照系位置发生变化。 

    就整个宇宙来说，每一个天体，它的引力总是有限的，但是引力所能够达到的范围，如

果不考虑其它天体的存在，那么，它的引力场范围可以看成是无穷的。但实际上，由于其它

天体的存在，每个天体的引力场都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任何两个天体之间，都存

在着一条由引力场为零的等值线所组成的曲面。在等值线的两边，相对某引力中心速度为零

的具有引力的物质粒子，由于受到其所在处引力场的作用，会吸收斥力子向该引力中心加速

坠落下去，在下落过程中，如果在路径周围没有其它足以使其改变路径的引力物体的作用，

那末下落粒子将一直垂直下落到引力中心体为止。如果下落物体最初切向速度不等于零，则

下落粒子将围绕引力中心作椭圆运动。总之，物质粒子向引力中心坠落的过程，实际就可以

把它看作原始星云凝聚为恒星的演化过程。注意：这过程中，宇空内物体吸收斥力子使其加

速必然伴随着该物体与某个引力中心的距离缩小而减少的惯性能，这两种情况总是同时发

生。这说明，物体之间空间距离的改变是通过吸收和释放斥力子的过程来完成的。从另一方

面讲，每个质量庞大的引力中心，每时每刻都在把大量的光和热辐射到宇宙空间去，这使宇

宙空间的斥力子的总量不会减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浸泡在斥力子气体海洋中的引力物

体能够与斥力子稳定存在的道理。 

    2，对于第二个问题，如果光速 C是随参照系可变，则 A＝C
2
就不是常数。不错。光速 C

是自然界的极限速度，但是并不就等于 30万公里/秒，只要有确定的参照系，光速值也就确

定了。而且光速值大小，这不会影响我们的推导。斥力子既然是作为一种具有对抗引力的实

物粒子，总有它自己的物质质量@和排斥能量 h0， h0/@的比值为 A，A＝C
2
变还是不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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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ineprint.cn


不影响 h0/@＝C
2
这个等式成立。对于某个确定的参照系，光速 C是个常数，那么 h0/@也是

常数，是个不变量。这可用光速来比喻，客观的光速 C本来也是个常数（极大值），但是它

怎么会变化的呢？因为参照系是由人选择的，参照系一经选定，作为衡量时空标尺的光速随

之确定，用这根标尺去量其他光速和时空，也就跟着发生变化。这就是说，自然界客观发生

的现象本来是绝对的，但是人们认识的现象却总是相对的。 

    3，关于物体运动速度趋于光速时，由于在运动方向上尺度要收缩，物体会变成一个“光

面”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所要指出的是，在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相对性效应的质速关系是从

运动和静止两种参照系的相互关系变化中推导出来的，所以“时间延长”和“空间收缩”变

化只发生在物体运动的方向上；而斥力子假说理论的相对性效应的推导方式与狭义相对论完

全相反，是从运动物体的质量变化推出时空变化的，由于质量变化同速度变化不一样，不具

有方向性，所以运动参照系里发生的相对性时空变化与物体的运动方向无关，是在各个方向

上同时发生的。这也是斥力子假说理论同狭义相对论重要区别之一。所以不可能出现“光面”

的情况。 

    至于线性与非线性问题，在斥力子假说理论中，我们可以从推导过程中看出，它仅仅把

普朗克能量子当作一种实物粒子来处理，在所有的数学变换过程中，并没有增加新的数学假

设，所以，无论是引力物质与引力物质，还是引力物质与斥力子之间，其质量之间、能量之

间的关系仍然符合线性原则，而质量与速度、能量之间则是非线性关系。在现在的物理学中，

本来就是这样的关系，即使在经典物理中，动能、质量、速度就是非线性关系。 

   4，斥力子假说理论存在一个最大光速问题，这的确是事实，因为斥力子理论的光速是与

参照系的起算点有关的，只要参照系确定了，那么光速就是一个确定的不变量，即对于确定

的惯性系，光速不变结论成立。而参照系的起算点又与引力物体中所含的引力物质和排斥物

质（斥力子总量）的比值有关，所以，当排斥物质相对引力物质的比值越小，即物体所含的

斥力子相对量越少时，以这种物体的运动状态作参照系，测定的光速值就越大。那末，当然

就存在着一个最大的光速极限值，理论上，当一个引力物体内部的斥力子全部释放，即物体

全部由引力物质组成，以这种物质组成状态作参照系，将得到最大光速值。 

    当然，也还存在着另一个极端，即物体内引力物质与排斥物质量相等，这时物体本身运

动速度达到光速，若以它作为参照系，那么，从这种参照系中测得的将是最小值，等于零。

只有自由态的斥力子才是永远以光速运动着的。因为斥力子的运动速度就是最大光速，但是

相对具体的参照系，它又是的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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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按照斥力子假设理论推论，既然存在着一个光速的极大值，那么就等于承认存在

着一个特殊的参照系，即一个绝对参照系，但是，这个绝对参照系不是以时空来确定的，而

是以物体的物质的构成状态来确定的。物体一般由引力物质和排斥物质构成，引力物质具有

引力，它在地球上表现为重力，在人们的习惯观念中，由于引力论的影响，引力的大小就意

味着物质量的多少。从物体的物质构成看，可以有两个极端情况，一种是物体内吸收的斥力

子达到饱和，斥力子量等于引力物质的量，这时物体内部的引力全部被斥力抵消，物体具有

最大的动能，运动速度达到光速。另一种情况是，物体内部斥力子全部释放完，不再含有斥

力子，全部由引力物质组成，这时物体的引力将达到最大值，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在理论上

存在，实际上很难达到。因为宇宙内的任何物体总是处在某一个引力场中。物体总是可以从

引力场吸收斥力子。目前还没有发现某种自然机制能够使得物体把全部斥力子释放出来，（这

与物质粒子加速到光速不一样，正反粒子的湮灭过程就可以看成存在于自然界中加速粒子到

光速的机制。即使对于一个引力中心体来讲，也不可能释放出全部斥力子而使所有的引力物

质凝聚到一个几何点上。因为不在引力中心的引力物质相对引力中心都具有势能，物质粒子

再小也会占用空间，不占用空间的物质粒子是不可想象的。设想整个宇宙的物质会凝聚在一

个几何点的企图都是要失败的。 

    关于 h0/@ = C
2
是否变化的问题。由于 h0是每个斥力子的能量，@是每个斥力子物质质

量，作为一个客观粒子所拥有的能量和质量是一个确定的量，所以它们的比值也应该是个确

定的量，即是个常数。以光速 C来讲，客观的光速也应该是个常数，可是它为什么会随着参

照系变化呢？主要是因为参照系是由人来确定的。光速值的大小同参照系有关，并不是表明

的光速真的变了，而是人们在选定参照系时，作为衡量时空的标尺－－参照系里的光速也随

着被确定了。用这根标尺去度量，其它的光速值也相应变了。这就是说，自然界存在的现象

都是客观的、绝对的，但是人们所认识的自然现象都是改变了的、相对的。所以，在不同的

参照系里，同光速 C有关的斥力子能量 h0=@ C
2
也要随之改变。但不管怎么变，都同时发生

在等式两边，所以，h0/@= C
2
总还是能够成立。 

                                                   199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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