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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说：“一个假设愈简单，说明的问题越广泛，则这个理论愈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读了庄一龙副教授的《物体质量的辩证关系》《论斥力子的存在及其意义》等几篇有关“斥力子”

的论文（以下简称《庄文》），对其中的有些观点，我谈谈自己看法。 

    至今为止的物理学，其物质结构理论大多建立在引力论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宏观物体，还是

微观基本粒子，它们的质量都是和万有引力联系着的，质量越大，引力也就越大，绝对不会出现

质量越大，引力反而愈小的情况。现在物理学中所说的反粒子，仅仅只是指粒子所具有的电荷、

自旋、宇称的对称性，还没有人正式提出过反引力的物质粒子存在的模型。尽管只有引力物质存

在的宇宙结构从哲学上来看似乎很别扭，恩格斯也曾经批评过建立在引力论的物理学，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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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庄文》正是从一个最简单又是最根本的实物粒子出发来展开他的假说和推

导新结论的，这是一个大胆而新颍的尝试。 

   《庄文》提出的存在一种具有对抗万有引力的实物粒子，并从一条与爱因斯坦完全不同出发

点的道路推出一系列具有相对性效应的物质、时空变化等结论，应该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当

然，这些推论是否都正确，需要经过实验的严格检验，所以，我们目前还不能过高地评价这种新

假说的价值。但斥力子假说推出的一部分结论是很值得进一步去思考的。 

    近年来曾经陆续有关发现反万有引力神秘因素存在的报道，观察到了在离开我们遥远的宇宙

空间，可能存在着对抗引力的作用。98年 12月 17日，美国科学促进科技协会公布了 1998年十

大科学发现，其中第一位就是关于有一种奇怪的作用力促使宇宙不断膨胀。一个由美国、拉丁美

洲、澳大利亚及欧洲天文学家组成的“大红移超新星搜索小组”在对爆炸的恒星研究中，发现宇

宙的膨胀过程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促使宇宙向四面八方膨胀的力量，抵消了引力作用的影响。另外，

近年来宇宙学发现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占宇宙物质总量 93％的冷暗物质，它具有无重力或微重力

的特征，所以，用现有任何一种具有引力的基本粒子都不能解释它的组成。这也许间接表明了反

引力物质的存在。还有，分数电荷的发现也动摇了电荷值是永久不变物理量的观念。这些科技新

成就正在为物理学新思想的形成创造条件。 

    《庄文》认为，“斥力子”就是普朗克能量子，是一种对抗万有引力的实物粒子。站在粒子

论的观点上，可以把光子（辐射）看作由引力物质和许多斥力子凝聚在一起构成的。按此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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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力子的质量大小仅为 h / c*c  6.13*10**(-48 )克，与电子的质量 9*10**(-28 )克相比，仅

仅是电子质量的 10**(-20 )，显然，从数值量上看，斥力子与电子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斥力子

属于比电子更微观的一个物质层次。就象宏观物体同原子相比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那样。如果说，

原子是构成宏观物体的砖瓦，那么斥力子就是构成电子、光子等基本粒子的砖瓦了。 

    这里就存在一些问题，既然斥力子这么小，那么斥力子就可以穿过任何宏观物体，而弥漫在

宇宙空间，就象地表的空气一样。这不成了宇宙背景了么？斥力子本身在宇空间又是怎么运动

的？它是否就是造成 3度 k微波背景辐射热？同物理学历史上的“以太”有什么关系？总之，顺

着斥力子的思路推下去，问题还可以提出许多，当然，这不是坏事，反而有可能产生一些有意义

的思想和发现。我认为，对于一个新假说、新观点，只有当许多人都关心它并参加争论和进行实

验验证的时候，它才能很快成长完善起来。 

   （选自《华东科技》杂志 1999年第 11期  作者：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核物理实验室主

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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