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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暗物质“弦”实际应用的神奇秘密一幕揭开，受益的不仅是新型超导的调控，实现的是攀登

更多研究高峰，开辟崭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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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身边传奇的数学家维拉尼传奇 

“弦歌”治国手段来自古代孔子的故事，说是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三百五

篇，孔子皆弦歌之……孔子讲诵弦歌不衰”等记载；

这又来自《论语》中孔子教学生的故事。当然，有

说孔子教学生“弦歌”，不是弹琴唱歌玩耍，而是

要用以作为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手段。再说“超

弦”融入社会，是联系 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

访华，带在身边的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把玻尔

兹曼、麦克斯韦、约翰·纳什和阿兰·图灵等数学

家，当成自己学习把数学的抽象，应用到经济学、

物理学、计算机或工业界的“英雄”，希望通过应

用，让数学能够真正融入人类社会。 

维拉尼教授说：“在当代，数学家是世界上最

好的工作。通信理论、压缩传感、人工智能、图表

分析、线性编程、流体模拟……数学在这些领域，

都有规模巨大的工业应用，并且拥有无限商机”。

把这类数学具体说到“超弦理论”数学，是西南交

通大学高隆昌教授给我们来信说：“科学进入‘后

实证主义’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各种猜测，都有其

局部效用。但若能有个对终极客观世界‘大自然’

的整体认识，再以此出发，去建立猜测也许会更有

力。拙作《上帝略影》即是这样，它不是从自然科

学前沿出发得到的，而是从理解数学而来的。应该

说站的更高，最后用于既定科学成果时，发现都是

相容的”。 

高隆昌教授说的“后实证主义”，是针对巴伯

（Julian Barbour）的“形状动力学”（shape dynamics）

在讨论。该理论认为“物理学中所有的真实性，均

为与物体形状相关；所有真实的变化，都是形状的

变化；物体的尺度在这一理论中没有意义。一个物

体有一个内在不变的尺度，不过是一种假象”。我们

认为“形状动力学”在“大自然”中，有重要的初级

“统一整合”意义，是科学第一。高隆昌教授的《上

帝略影》整合的“大自然本原方法论”即使站得高，

由于形状的“实在”要先于“虚像”的抽象可信度

高一些，容易理解得多一些，高说只能是科学第二。

例如，冯大诚教授的博文《杂说几个与几何有关的

字（2）弧和弦》中说：“一条直线与圆相交，圆内

的线段把圆分成了两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称为一

个弓形。弓形的边缘，原来圆周的部分称为弧，这

条线段就是弦。最早的弓就是把树枝一弯，利用树

木的弹性进行射击。被拉弯的树枝就是弧，将木拉

成弧而自己被绷直的绳子，就是弓上的弦；用弓射

出的就是箭矢。这是从几何图形出发而产生出来的

想象……古代汉语中弧的本义很多情况下，弧就是

弓”。 

举一反三，联系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解释引

力，是因为“时空弯曲”。这里如果把“时空弯曲”，

想象为类似被弯曲的“弓”，是被“弦”拉弯成“弧”

状的。即设想“时空弯曲”现象是被“宇宙弦”拉

“弯”才形变的。由此的“弦”往往不仅简单的是

“弦线”，而是把具有连接拉力的弦线，代表的“引

力”，与扩展张开的“弓”杆代表的“斥力”，等

两个意思都包含在一起的。并且这种类比“弓箭”

形状的“弦”，还暗含圈、环形态。即“弦”本质，

类似斯莫林的“圈量子引力理论”。由于具有高隆

昌教授说的是从对终极客观世界“大自然”的整体

认识出发建立的猜测，这里的“弦”，实际可证是

其“暗物质”之一。学“规范场理论”创始人韦尔

的方法，对“宇宙弦”积分，按韦尔说法，微积分

方法分割成若干“量子弦”组成，其中分割有“间

断”并不是连续的。即由“超弦”组成的其中的间

断，含有如“超膜”，这又联系到“卡西米尔效应”

平板对的“形状动力学”。 

科学实验重复检验卡西米尔平板对存在的收

缩效应，即类似“引力”，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世

界都存在。而且它的动力来源的真空量子起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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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实验证明。由此“暗物质”之一的“弦”，推

论“引力”到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对链，可知高

隆昌教授的大自然本原方法论的“元空间”、“元

能”与“弦”等价；“弦”更客观存在。 

问题是，无论是高隆昌教授，还是维拉尼、威

滕、莫斯林、巴伯、冯大诚等“后实证”派科学家，

都没有把数学、数论的“0”，和能包容实数的正负

数对的“量子起伏”、虚数正负数对的“量子起伏”、

复数的正负数对的“量子起伏”等三者联系在一起，

对造成时空弯曲的宇宙弦的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

对链，看成量子“0”的平行宇宙，等价于大自然本

原方法论的“元空间”、“元能”。但它们都可以

同时隐匿在量子“0”的“点内空间”，所以，今天

凡是世界科技发达的各个国家，科学家讲“超弦”

的开弦、闭弦的，占人数都是主流。 

超弦”是否也如孔子的“弦歌”，不是弹琴唱

歌玩耍，而是要用以作为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手

段呢？我们再来看看冯大诚教授的分析。他说：弓

上的弦绷紧了，一弹，自有铮铮之声。不同长短、

不同粗细的弦，就能够弹出来不同频率的声音。所

以，自古以来，弦乐器便是最重要的乐器。在古人

那里，音乐是起到教化作用的。孔子教学生的“六

艺”之中就有一门“乐”。弦歌就是依据琴瑟的音

调而歌咏。治理国家用得着“弦歌”吗？冯大诚教

授说：用以“弦歌”的乐器，是瑟。琴与瑟相似，

据说只是弦的数目不同。用的弦不对，琴瑟弹出来

的调子也就不对。董仲舒用这个来比喻国家，政策

出了问题，就要改变政策：“琴或瑟的音调严重不

对，就要把琴弦拿下来，重新换上新弦，才能够再

弹”。这就是成语“改弦更张”的出处，如改革开

放。 

其实，“弦歌”作为治国手段，主要类似超弦

维拉尼讲是它“融入社会”。自古代孔子和汉字有

“弦”以来，“弦歌”融入社会，也是讲统一、讲

团结、讲应用、讲进步。例如，我们虽然出生在四

川偏僻的农村，但在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说：妻子死

亡，男人再娶称为“续弦”。这是从前人流传下来

的说法。查字典和翻书，也说“续弦”来自古人常

以琴瑟比喻成夫妻，琴瑟和谐就是夫妻恩爱，失和

就是吵架；，是和谐还是失和，都在弦上。旧社会

妇女的死亡率极高，续弦的事情也就很多。另外也

记载，汉武帝用的弓弦断了之后，以鸾胶续之，弦

变得坚固一直没被拉断。称男子续娶为“续弦”，

也如“续胶”鸾胶再续。其实农村人理解，夫妻组

织家庭，要生存续代，妻子要生孩子，夫妻更像“弓”

与“弦”：传宗接代是进步，也是一种生活负担的

压力。夫妻齐心努力，这里类似“弦”，可见“弦

歌”融入社会之深。 

世界是否标志“改弦更张”的治国理政的新时

代到来了呢？ 

《中国青年报》2018年 1月 24日，发表中青

在线记者玄增星的文章《塞德里克·维拉尼：总统

身边的数学家》中说：2018年新年伊始，法国总统

马克龙首次访华，1979年出生的法国数学家维拉尼

作为团队一员，站在总统身边。维拉尼教授不是靠

拉关系、看眼色做事，冲刺上进来的。他有过曾站

在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茨奖领奖台上

的经历，这同超弦理论国际著名权威的威滕教授一

样。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院士、陈宇翱教授、陆朝

阳教授，以及华人数学家丘成桐院士和陶哲轩教授，

也都是站到菲尔茨奖领奖台上的人。他们研究的成

果和威滕教授一样，都和超弦理论有关。玄增星记

者说：维拉尼教授相信数学家必须擅长与人沟通，

需要“不断旅行，不断遇到不同的人，不断与他们

打交道”。维拉尼教授说：“人们常常误以为研究

数学只是枯坐、冥想、奋笔疾书，其实这是一项极

为社会化的活动。你可以在讨论、偶遇以及一系列

机缘巧合中找到灵感……任何一个问题都有普适的

解决方式，法国人信奉抽象和纯粹的美”。 

维拉尼教授把玻尔兹曼方程，看作“世界上最

优美的方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上学时，他一

边在昏暗的走廊里散步，看着光线如弦从一扇扇门

下透出来，幻想着凡尔纳小说中“仿佛从潜艇的舷

窗中透进来的一道道泛着冷光的波浪”弦线、弦图，

一边思考着如何把这个方程变得更美。“我们应当

首先承认真实的存在，然后在真实的理论中欣赏美，

而美反过来也会增加研究的动力”。为了追求这种

美，维拉尼教授 200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

学者期间，几乎每天都躲在卧室，关上百叶窗，一

圈圈地原地打转，脑子里全是朗道阻尼、正则化、

牛顿迭代，跟别人说话最多敷衍几个字，甚至只是

“哼”一下。就连听报告时，他都会站在最后一排，

在地上来回踱步寻找灵感。中间休息时，就匆匆赶

回楼上的办公室，给在国内的合作研究者克莱蒙·穆

奥打电话。维拉尼教授在普林斯顿，常工作到半夜

3 小时后，身在法国的穆奥就能到达办公室，准备

接手。 

相隔两地的两位研究者，依靠电话和邮件彼此

沟通，一个月的来往邮件可达两三百封。仅在离开

普林斯顿那一天，维拉尼教授废弃的草稿纸就能装

满 4个纸篓。终于一天清晨，在只睡了几个小时之

后，他清楚地听到脑袋里有个声音：“把第二项移

到等式另一边，傅里叶展开然后在 L2域反变换”。

这是人类对等离子体的矛盾稳定特性，完整数学证

明的开始。几个月后，因为对非线性朗道阻尼的证

明以及对玻尔兹曼方程收敛至平衡态的研究，维拉

尼教授被通知获得了 2010年的菲尔茨奖。领奖前，

菲尔茨奖的评委会曾担心他会像俄国数学家佩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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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一样拒绝领奖。但他坦然地说，自己“境界还差

得很远，会痛痛快快地接受”。他渴望各种世俗意

义上的“成功”。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由于菲尔

茨奖只颁发给 40岁以下的数学家，他在 35岁的时

候就仔细计算过，如果到 2014年颁奖时，自己就超

龄 3个月了。“要想得奖，要么在 2010年，要么将

永远失去机会。 

获得菲尔茨奖之后，维拉尼教授成了一位“公

众人物”，开始把数学与政治结合，希望用各种方

式，让大家明白：“数学让我们超越人类的直觉，

探索我们无法触及的领域”。“数学可能很抽象，

但它并不无聊，它能够让我们测量地球的尺寸，观

察看不见的原子，或是检测肉眼不可识别的微小形

变”。数学无处不在，它“改变了人们思考、解决

问题和推理的方式，颠覆了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

维拉尼教授把数学看作人类抵御机器的最后一道防

线。他说：“现在的人工智能距离超越人脑还很遥

远，它也许会下棋，但学会证明定理可并不简单……

那一天终究会来，但在那之前，我们还有时间”。

维拉尼 2018年愿意参加访华，也许他看到现代中国

的“弦歌”融入社会，是重在应用；潘建伟院士、

陈宇翱教授、陆朝阳教授，就是榜样。 

中国的量子计算研究，是实实在在走在了世界

的前列。而令习总书记在 2018年新年贺词中“为中

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力喝彩”的量子计算机，

与不断突破的量子通信技术一道，为中国科学研究

向世界亮出了一张“超弦”应用名牌。并且量子计

算机的发展规划，稳扎稳打，前景光明。量子计算

机团队科研更强调：“觉得赶上了好时代，国家高

度重视科研，才能有机会去做最前沿的工作”。 

但现代科研“弦歌”融入社会这个问题，最终

还要落实到物理学家的实验，能否抛开大型设备，

类似在桌面做实验，也能找到暗物质“弦”新的证

据？例如，暗物质、暗能量的发现，是根据地球绕

太阳运行的速度和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就可以测出

太阳的总质量----同理根据星体或气团，围绕星系运

行的速度和该物体距星系中心的距离，就可以估算

出星系范围内的总质量。结果 1932年美国加州工学

院的瑞士天文学家弗里兹·扎维奇，在观测螺旋星系

旋转速度时发现，星系外侧的旋转速度较牛顿重力

预期的快，而推测必有数量庞大的质能拉住星系外

侧组成，以使其不致因过大的离心力而脱离星系。 

这是最早提出并推断暗物质存在的证据：大型

星系团中的星系具有极高的运动速度，除非星系团

的质量，是根据其中恒星数量计算所得到的值的

100倍以上，否则星系团根本无法束缚住这些星系。

之后 1960年代鲁宾和福特的观测又证实了这一点，

到 1980 年代占宇宙能量密度约 20%的暗物质被广

为接受，那么暗物质是否也存在于原子模型中呢？

因为电子也存在绕原子核类似行星轨道运行的情况，

以精确技术在自然最基本的参数中寻找异常细微的

偏差，或能为其证据？ 

道理是：电磁相互作用力是一种长程力，但比

引力相互作用的力程次些，且以光子来行使电磁相

互作用力，并不能像引力子可以穿越四维时空传递。

在金属物体内或原子外层有大量的自由电子存在，

绝多数并不脱离金属物体，说是也靠电磁相互作用

在起吸引力功效。但这只能说是对了一半，因为电

子旋转运动也有多种偏振现象，这本身也会带来自

身切除修复和错配修复机制作用的要求。光子虽没

有静止质量，高速电子的质量却不小，加上量大的

自由离子云团，原子起不到超大的引力作用，需要

类似星系边缘恒星运动有暗物质才够。 
 

找抛开大型设备做暗物质实验理论 

韩永全先生，1966年生，北京怀柔人，北京大

学理学学士毕业。现在北京市怀柔区茶坞铁路中学

工作，是中科院《科学智慧火花》网络专栏高产作

者。在美国物理学会学术交流会和国内、国际杂志

发表近百个学术观点。他的《在原子核中密度引力

大于静电力》、《电子绕原子核运动是库仑力作用

的结果吗？》等文章认为：电子绕原子核高速转动，

速度接近光速，束缚电子不发生离心运动的力是库

伦力，值得商榷。这与我们认为原子核中存在暗物

质的观点不谋而合，也许可作抛开大型设备做实验

检查原子核中是否存在暗物质的计算参考。 

这里摘要简介韩永全先生的推论与计算建立

的“密度引力定律”，他说：在原子核中密度引力

大于静电力，是引力由物体的自转形成，斥力是由

物体的公转形成。物体公转质量产生斥力，物体辐

射到外部空间的质量产生引力。光速是物质和暗物

质的拐点：能量的传递必须依赖载体，电磁波也如

此。电磁波有波粒二象性，原因是高速旋转的有弹

性的电子“能量环”作整体运动的结果。他以化学

课本为据，说电子云----电子没有特定的轨迹，电子

在原子核周围时空位置，是以概率的方式存在。概

率大----电子云密集，概率小----电子云稀疏。 

但不论怎样论述，电子通常情况下被原子核束

缚，电子和原子核相互吸引，电子云可以看做是几

乎无穷多的轨道，半径时刻改变的曲线，几乎就是

点组成。轨道半径收敛在一定的范围----10-10米之内，

即电子绕原子核运动，可以看成像几乎无穷个时刻

运动的点。 

一方面电子运动是由原子核和电子之间的静

电力和万有引力的结果，研究电子和质子之间的引

力时，万有引力可以忽略不计，即静电力比万有引

力大得多。因为电子到原子核的距离收敛在 10-10米

之内，几乎是无穷个、弧长趋于零的曲线组成。电

子和质子之间的静电力，大约是电子和质子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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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引力的 1039倍。 

另一方面，以氢原子为例，质子和电子之间的

静电力，F1=ke2/r2。其中 k是静电引力常数，r是电

子绕原子核运动的半径----10-10米之内。现代物理理

论认为，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速度接近于光速----

约是 107米/秒。向心力的大小 F2=v2m / r。其中，m

是电子的质量。理论上 F2和 F1应该是近似相等的，

但计算 F2/F1=(v2m/r)/ ( ke2/r2) 的比值看：  

F2/F1=[ (107)2×0.91×10-30/r]/[9×109×(1.6×
10-19)2/ r2] 

F2/F1=4×103 计算说明，电子绕原子核运动所

需要的力,不仅静电力除外，还有其他的力。由于电

子绕原子核运动的半径应该大于 10-15米，小于 10-10

米。即大于原子核的半径，小于原子的半径，应该

不是强相互作用力。因为强相互作用的有效距离，

小于原子核的半径；也不是弱相互作用，因为弱相

互作用的有效距离比强相互作用的更小。即是说在

电子和原子核之间这一距离尺度上，强相互作用、

弱相互作用消失不存在。再用库仑定律计算一下原

子的半径，如氢原子电子绕原子核绕转的半径，

F=Ke2/r2=9×109×(1.6×10-19)2/r2=v2m/r。 

r=2..5×10-14 米，即氢原子的半径大约 2..5×

10-14米。这和观察的结果（10-10米）相差太大。理

论推算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速度，可能比 107米/秒

还大，几乎就是 108米/秒。如果电子绕原子核运动

的速度按 108米/秒，氢原子的半径大约 2..5×10-16

米，已经收敛在原子核的内部，才能不发生离心运

动，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由上述推算、分析可

知，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绝对不只是库仑力作用的结

果，也不是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

还存在一种力。 

我们把韩永全先生认为的是“密度引力”，升

级为是“点内空间”的暗物质的引力的作用力的不

同表现。因为“暗物质”不具有粒子性，已经是宏

观和微观普通物质的粒子性的对称破缺。道理很简

单：杨振宁院士认为自旋是一种结构。标准模型的

基本粒子，以环量子三旋“自旋编码”，形状动力

学类似陀螺的自旋，是属于“避错码”。这种“自

旋编码”剔除的“冗余码”，归类为暗物质，那么

“暗物质”的形状动力学类似魔方的自旋才成立。

因为魔方的自旋只有整体运动才与陀螺的自旋相似，

要同时体现“冗余码”的自旋，就是多层次的。即

它的“粒子性”是多层次集成的。取这中间的单个

“粒子性”就不在是“魔方”，而类似“陀螺”了。

这种悖论，类似哥德尔问题；其实量子场论也有如

此的。升级的“暗物质密度引力”单元公式计算仍

为： 

F=H·p1·p2/r
2 

其中，H是“暗物质密度引力”恒量。“暗物

质”单位体积的质量是密度引力的引力“单元”，

决定特定物体引力单元的个数。电子与电子互绕的

引力单元的引力是自然界中最大的，最基本的引力

单元。韩永全先生认为：电磁波的互绕是组成物质

的能独立存在的最小微粒；任何物质都辐射电磁波，

只不过绝大多数的物质辐射的电磁波是红外线并且

很弱。电磁波辐射的条件，是电磁波的绕转半径增

大----电磁波的绕转半径增大，导致电磁波的密度、

密度引力，绕转速度、质量都减小。这一系列的变

化，使电磁波从物质内部飞出，并不是速度和变大

导致辐射，而是速度和变小释放能量导致辐射。任

何电磁波至少是两个绕转的电子，这两个绕转的电

子又作直线运动。物体内部、外部速度为零时，任

何物体的质量都为零。同理，光量子的结构是最基

本的量子结构----相互绕转的粒子对。量子内部相互

绕转粒子的速度是质量的起源，物体的质量是组成

物体量子质量的集体表现，量子的质量和组成量子

绕转的粒子的速度成正比。量子质量的数学表达式： 

m=2kv  （1） 

其中 k是比例常数，约 4.2×10-45。v是量子的

绕转速度。2k因量子是两个粒子组成，每个的速度

是 v。开普勒第三定律的数学表达式： 
R3/T2=A 

其中 R是绕转的轨道半径；如果是椭圆指长轴

的半径。T是绕转周期。A是常数，并且 A的数值

只与中心天体的属性有关。开普勒第三定律是实际

观测、计算的结果，在自然界具有普遍性，从宏观

延伸适用微观，改写开普勒第三定律 R3/(2ΠR/v)2=A，

进一步推导可得： 

4π2A=Rv2  （2） 

即绕转半径和绕转速度平方的乘积是一个常

数，得出在宏观天体运行的规律中，绕转半径越小，

绕转速度越大。最基本的量子是质量的起源，并且

最基本的量子的质量是由绕转的粒子对的绕转速度

形成的，即绕转的粒子对的速度是相对静止质量的

起源。最基本的量子绕转的粒子互相是对方的“中心

天体”，遵循开普勒第三定律由（1）得： 

v2=m2/4K2  （3） 

将（3）带入（2）得 Rm2=16π2k2A，即得到的

结论是量子的绕转半径，和量子质量平方的乘积是

一个常数。这样就得出最基本量子的质量的平方和

绕转半径成反比的结论，于是最基本的量子内部绕

转的粒子对，不仅遵循绕转半径和绕转速度平方的

乘积是一个常数，还遵循量子的绕转半径和量子质

量平方的乘积是一个常数。粗略推算量子的绕转半

径和量子质量平方的乘积这个常数的大小，以可见

光的参数推算最基本量子的常数，可见光量子的绕

转半径应该是可见光的波长，约 10-6米。理论推算，

可见光量子的质量约 10-36千克。所以： 

Rm2=10-6×（10-36）2=10-78=16π2k2A=Q  （4） 

Q 是一个常数，即 Q=10-78可能还更小。在质



 Academia Arena 2018;10(1)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39 

子、中子内部，量子相互绕转的半径是 10-18。现推

测的弱相互作用的作用距离，代入（4）得，m=10-30

千克。这一数值和电子的质量极其吻合。由（4）可

知组成质子、中子相互绕转的电子对，相互绕转的

半径达到可见光量子的半径（10-6）。即辐射到外部

空间的光量子，其质量就是 10-36千克。 

韩永全先生发表的《关于辐射量子质量的研究》

一文中说：直线传播不能形成质量；绝对的直线传

播也是不存在的。而且 2010年 4月 16日《光明日

报》已刊登我国首次发现量子关联，在实验上研究

关联的演化发现了一类初态，在很大范围的消相干

环境中，量子关联能不被破坏，称之为量子关联无

消相干子空间。韩永全认为，量子关联就是组成量

子绕转的粒子的关联。由（4）可知即使 R 很大，

也存在量子纠缠现象产生质量。例如，假设量子的

绕转半径为 1014米代入（4）得m=10-46千克。此质

量呈展的属量子远距离关联的现象。 

联系韩永全先生强调的“电子对”、“量子对”，

纳入“形状动力学”的运动学研究，因在《拓扑学》

和《微分几何》等书中，球面与环面是不同伦的----

球面与开弦是拓扑同伦，但开弦和闭弦是拓扑不同

伦的；所以严格讲，超弦理论的开弦和闭弦，和斯

莫林等的圈量子引力理论，只类似“形状动力学”

的静力学研究。而在“形状动力学”的运动学中，

开弦和闭弦可以超越《拓扑学》和《微分几何》统

一起来。道理如“飞去来器”在空间旋转及运动中，

两端如“电子对”、“量子对”的相互绕旋运动，

对称的两点形成类似环圈的自旋运动。 

韩永全先生说，物质和暗物质的拐点在于暗物

质自转的线速度，是超光速的。这不和爱因斯坦的

光速不变的假设矛盾，相互印证是“暗物质”的超

光速，要恢复取爱因斯坦舍弃的虚数超光速。即暗

物质隐匿在“紧致”的高维或多维的“点内时空”，

它辐射粒子的引力子量子，已知是唯一可以在四维

时空，和“紧致”的高维或多维时空穿越的基本粒

子。即在“点外时空”是类似实数光速传播；在“点

内时空”类似虚数超光速传播，才有彭罗斯说广义

相对论的里奇张量引力效应，在星球才会产生整个

体积的收缩。物体由于引力辐射减少的质量与物体

的密度、热力学温度、表面积、时间的乘积成正比，

数学表达式： 

m = B•ρ•T•S•t  

其中 B是比例常数，ρ是物体密度，T是热力

学温度，S是物体表面积，t是物体辐射的时间。温

度大于热力学温标零度的物质都会辐射，说明“暗

物质”辐射的强度和物体本身的密度、温度、表面

积有关。B = m / ρ•T•S•t == 2.9×10-21，由于比例

常数较小，所以通常情况下不会察觉到由于辐射损

失的质量。在微观世界，用“暗物质”密度作为引

力的主要因素，舍去其他次要因素，仍然应用万有

引力定律的逻辑规律计算引力，这种合理变化使得

万有引力规律还能应用到微观世界，并且能解释原

子核的引力大于静电力。 

上述分析的万有引力定律的逻辑描述，联系如

高隆昌教授在《上帝略影》书中 91页挑明，宇宙空

间的弯曲性是理论上，闵可夫斯基证明四维时空（X1，

X2，X3，X4）=（x，y，z，ict）中，i=√-1。 

i=√-1 =ei (π/2)，注意 ei (π/2)个旋转量，从而 X4=ct 

ei (π/2) 也是个旋转量，这联系圆圈运动。√-1 为虚

数，也可知闵可夫斯基的弯曲性与穿越“紧致”的

高维或多维的“点内时空”还有关。用物体的辐射

强度和自转角速度的乘积代替万有引力定律中的质

量，引力的表达式为： 

F= G (B•ρ1•T 1•S 1•t 1•ω1) ( B•ρ2•T 2•S 2•t 2•ω2) 
/R2 

所以引力场强的大小的表达式是：E=G ( B•ρ•

T •S •t •ω)/R2。其中 R 是距辐射源中心的距离，

ω是辐射源自转的角速度，G 是“暗物质”引力恒

量，不是万有引力恒量。由于“暗物质”密度较大，

它的引力也大于静电力，能回答原子核的引力组成

问题。韩永全先生的这种想法对吗？他说，爱因斯

坦质能方程 E=mc2，假设一个电磁波粒子的质量是

m，一个电磁波粒子的能量就是 E=mc2，c是光速。

普朗克量子力学能量方程 E=hγ，其中 h 为普朗克

常量，γ为光的频率。对于一个电磁波粒子则有，

hγ= mc2 ，c＝γλ，m= hγ/c2=h/cλ。由于 h是

普朗克恒量，c2 是光速的平方，也是一个恒量，所

以电磁波粒子的质量和电磁波粒子的频率有关。频

率越大，电磁波粒子的质量越大；或说波长越小，

电磁波粒子的质量越大。可知电磁波粒子质量只与

电磁波粒子的频率有关，与电磁波粒子的传播速度

没有关系。虽然达到光速，或为虚数超光速，质量

也不会趋于无穷大。 

量子力学波包，为波长不同的波的集合，是波

量子在不同条件、不同区域的集合体。最基本的量

子是相互绕转的粒子对，任何量子都是由基本量子

组成的，量子收敛或发散是有条件的。从某种意义

上说，原子就是一种“波包”，发散的量子以电磁

波的形式传播到外部空间。电磁波粒子的模型也是

相互绕转的粒子对，相互绕转的半径就是电磁波粒

子的波长，单位时间内完成相互绕转的次数，就是

电磁波粒子的频率。基本粒子的速度是质量的量度，

质量主要来源于基本量子内部相互绕转的速度。内

部绕转速度变小、质量变小，是辐射到了外部空间。

辐射到外部空间的基本量子粒子对，绕转速度越大，

绕转半径越小，质量越大。电磁波的质量用公式 

m=k×v 计算，因速度是能量、质量变化的原因，

由此，这是物质还是暗物质？韩永全先生说，这决

定于 C/ω的大小，能观察到它的“蛛丝马迹”，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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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不能观察到它的“蛛丝马迹”，就是暗物质。这

里能捕捉到物质的“蛛丝马迹”的空间半径的范围的

是 C/ω，即是以 C/ω为半径的空间。 

其中 C是光速，即物体的辐射速度；ω是物体

自转的角速度。在该物体的空间半径 C/ω之内，物

体是物质。在物体的空间半径C/ω之外，是暗物质。

从 C/ω可以看出，物体的自转角速度ω越小，物体

的可视半径越大。当ω趋近于零时，物体的可视半

径趋于无穷大，这决定了宇宙四维时空的视界。这

即使经过几亿年或更长的时间变化，与看到的天体

多数是天体的虚像没有关系。天体自转线速度等于

光速，天体不辐射，辐射随着天体实体半径自转。

假设天体的半径用天体辐射半径来代替，即 C/V=1，

在天体的辐射半径处，辐射的旋转速度是光速。如

果天体的辐射半径小于天体的实体半径，C/ω= 

CR/Rω，ωR必须大于光速。这只能说是物体“点

内空间”暗物质参与作用，超光速为虚数。由此在

大到大型天体，小到微观粒子，只要角速度足够小，

如大型天体；或角速度足够大，如微观粒子；及角

速度适中，如普通天体，都可大小适中分配储存的

作用引力。 

C/ω是物体的可视半径，即物体的最大空间半

径，也是物体的辐射半径。当然，可视半径也是可

变的。物体自转的角速度，是物体可视半径的量度，

当 C/ω=R 时（R 是物体的实体半径），该物体的

暗物质半径、物质半径、实体半径（物体的实体半

径为可触摸半径）是重合的。该物体既不向内辐射，

也不向外辐射，辐射正好收敛于物体的实体半径处。

当 C/ω>R时，该物体只向实体外辐射。当 C/ω＜R

时，该物体只向实体内部辐射。物体的“赤道”位

置的自转速度，会超光速吗？从 C/ω= CR/Rω看，

ωR 是该物体赤道运动的线速度。光速和物体线速

度之比乘以该物体的半径，是物体的辐射半径。 

韩永全先生说，物体自转轴方向以外，和外界

联系的最大范围是 C/ω。当ω=0时，即物体的自转

轴方向的角速度为零。因为辐射范围趋于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总之，韩永全的质量是由粒子的相互绕

转速度产生的思想，与我们分析量子质量与自旋偏

振编码相关，有一点的联系。我们赞成在“点外空

间”，也许如兰德尔的《暗物质与恐龙》书中所说，

暗物质有两种可能：1、引力相互作用成分不大的大

部分暗物质，是围绕在银河系和它的中心核球、黑

洞的暗物质晕。2、引力相互作用大的小部分暗物质，

收敛在银河系的中心平面形成一个非常薄的暗物质

盘。 
 

暗物质抛开大型设备做实验的应用 

原子模型中，原子核的密度引力大于静电力，

韩永全先生提供的两点说明可引申：一是电子对、

量子对的互绕“弦”圈弯曲现象。二是相互绕转的

粒子对，构成的“整体”运动的自旋，必然与自旋

偏振的质量编码相关。抛开大型设备向小规模粒子

的物理研究方向靠拢，利用类似大学实验室中的最

普通的设施，不用像粉碎粒子那样的强力撞击方法，

而是使用精确的技术，在自然界最基本的参数中，

寻找异常细微偏差的这种最微小的差异，能在桌面

做暗物质“弦”实验吗？ 

因为从“形状动力学”的运动学部分讨论开弦

和闭弦，如“电子对”、“量子对”相互绕旋的“整

体”自旋运动，在“形状动力学”上类似“扁球体”。

重新回归曾一度开展过的粒子物理实验的研究方法，

“扁球体”这类小规模实验，在某种程度上可类比

早 1956年 2月 22日，在美国工作的杨振宁和李政

道发表的合作文章，质疑 1926年提出的在强力、电

磁力和万有引力中，相继得到证明的在任何情况下，

任何粒子的镜象与该粒子除自旋方向外，具有完全

相同的性质，对此，在美国的吴健雄博士，1956年

在极低温度的磁场中，观测钴 60 衰变为镍 60，及

电子和反微子的弱交换作用，做的检验试验。 

李和杨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认为宇称守恒在

弱相互作用中不成立。为了证明他们预言的正确性，

找到也在美国工作的吴健雄女士。吴健雄博士的实

验不是大型设备，却发现的电子及反微子均不遵守

宇称守恒原理，证明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理论，推

翻了物理学屹立 30年之久的宇称守恒定律。但吴健

雄的实验，和杨振宁与李政道的理论研究，因证实

10年前发现的两种粒子，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巩

固了刚开始萌芽的宇宙基本粒子及基本作用力理论，

由此很快就发展成为标准模型。加之在二战后，物

理实验研究在现金和声望的支撑下，认为新粒子会

在高能碰撞中出现，由此也转向更庞大、更昂贵的

实验设备前进。如日内瓦附近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设

施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确也从夸克、μ介

子到中微子，再到最终的希格斯玻色子，被一一发

现。但吴健雄博士开创的小设备干大事的模式，启

发了如今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的加布

里埃尔斯（Gerald Gabrielse）教授和他带的博士后。
---- 

他们的关注点中，是以小规模粒子物理实验的

研究，确定电子的形状。例如，带负电荷的电子的

电荷，隐含的复杂性使在各种逆转下，表现相同的

法则被违反，不呈现完美的球形分布。如经常闪现

或逃走的虚粒子，会倾斜所有的电荷分布，将其轻

微挤压变形，形成物理学上称的电偶极矩“EDM”。

这是电荷的“点内空间”的暗物质，参与的作用吗？

当然，从标准模型预测的这种微小的挤压力，加布

里埃尔斯教授认为它如此地小，几乎没有任何希望

来测量它。 

也有一些理论假设，仍未发现的粒子，可能使

电子 EDM（电偶极矩）大 10亿倍左右。但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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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理论假设中，超对称性可以解释希格斯玻色子的

质量比预期小，也可以把宇宙中的电磁、弱作用力

和强作用力统一起来----这很多类似标准模型，是属

于超对称性类别的延伸。但以上的理论都没有注意

到，“形状动力学”对超弦理论的开弦和闭弦，统

一标准模型的基本粒子，用环量子“形状动力学”

的运动学自旋编码，做的把物质与暗物质、粒子性

与非粒子场性变统一。类似的检验的参照，正如加

布里埃尔斯教授在低能量物理实验室里调节一个激

光，就在于要了解电子隐含的更多复杂性：在一个

陷阱里捕捉一个电子，然后连续多个月测量其内部

电磁场大小----这是用复杂的电磁阱和激光，去找到

超越标准粒子模型线索的基础理论。 

对比粒子加速器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并没有多

少人做这种事情。加布里埃尔斯教授的实验，在

2008年之前虽已逐步降低了电子 EDM的尺寸上限，

但并没有达到能揭示，超对称性或超对称性预测粒

子的程度。突破就在 2008年，有消息传出氧化分子

钍的内部电场强度，约是铊的 1000倍，使得电子的

进动效应，更容易被看到。“进动”不就类似陀螺

在地面旋转，有倾斜或是偏振吗？到 2009年加布里

埃尔斯教授与两位科学家合作，做“先进冷分子电

子 EDM（或 ACME）”实验，他致力于更稳定和

准确的激光（共 8个），其他两位专注于制作成千

上万个氧化钍分子的高质量光束，和设计一套使分

子排列整齐的免受外界干扰的系统。到 2014年初该

设置的角差灵敏度，达到 1度的约百万分之一百。

这使得电子 EDM的上限，下降了 10倍以上，达到

8.7 ×1029（厘米乘以电子电荷）。这个结果对超越

标准模型理论，具有的重大意义----它否定了许多假

设的超对称粒子。 

加布里埃尔斯教授 1972 年在美国加尔文学院

获学士学位，1975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

1980年获博士学位；1978年在华盛顿大学做博士后

研究，1985年成为该校教员；1987年成为哈佛大学

教授，2000年成为物理系主任。他的贡献是以离子

阱成功捕捉了反质子，2002年被授予戴维森杰默奖，

2005年获得洪堡奖，2011年获朱·埃·利林菲尔德奖；

2007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电子并非标准模型之外唯一的低能量研究“窥

视孔”。如有的在寻找中子或原子的 EDMs，它们

也像电子一样，或能揭示一种违反自然界对称性的

现象。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仍用激光

冷却的氧化钇分子进行实验，希望其测试能比

ACME 第一次运行结果，精确 1000 倍。另有使用

类似原子钟技术的----因为构成这些时钟的原子，吸

收和发散的辐射频率，仅依赖于某些基本的自然常

数。这些频率的微小偏差，或能支持一些理论，如

试图解释为什么引力比宇宙其他力量弱得多？总之，

年轻一代物理学家，为在未来暗物质应用领域，注

入新的思想。忽视暗物质“弦”理论与实际应用探

索，也许与之前很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 LHC和之

前的对撞机上有关。 

利用部分桌面试验台做实验能够取代粒子对

撞机，进行更详细研究暗物质“弦”理论的实际应

用，在我国已有类似的探索。例如，理论上用四色

定理说明原子核内，质子和中子等重子里夸克的色

禁闭，类似裸黑洞的裸奇点，作为“点内空间”，

可隐匿画在类似的费曼图中的圆心。判据类似在

LHC和之前的对撞机上，实验发现的一种隐藏着大

量虚粒子的夸克和胶子的“海洋”，它们从哪里来？

不说类似“量子冗余码”的暗物质，仅是“量子避

错编码”的虚夸克，三个夸克，分别装在化学元素

原子中心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的“口袋”里，作为

费米子，不作颜色区别，三个夸克中至少两个有相

同的量子数。按泡利不相同原理是不允许的，但这

是六种价夸克要有颜色的来历。因为即使它们三个

有不同颜色，但至少两个还有质量相同。 

用体旋“翻转”频率及混合角决定质量原理作

解释，这里用粒子体旋及“倾斜”产生质量，是与

用三旋理论的内禀自旋编码夸克结合作的联想。因

为内禀自旋含质量相同的同一种夸克的体旋，它含

有“倾斜”混杂堆积的内禀体旋和面旋，同步有关

的概率，会非常之大的。因此类似质量的希格斯机

制，是不需要引进外力作用，就造成的基本粒子存

在内禀体旋。这作为一种量子属性，从基本粒子到

天体，是在宇宙演化自然形成的内禀自旋。而存在

类似“量子冗余码”的编码“不合法”，和“合法”

的“量子避错编码”的混杂堆积，两种机制结合相

得益彰，不减少“量子冗余码”的编码的“合法”

存在，而被称为的“暗物质”，类比指明道理，就

类似被称为“暗物质”DNA。 

一段非避错码的冗余码 DNA，类似基因组中的

“暗物质”片段，是一种没有明显功能的缠绕在一

起的 DNA长链。“暗物质”DNA虽然是不编码蛋

白质，但在很多动物中，保持有类似相同的 DNA

序列。现已研究发现，通过删除其中一些“超保守

元素”，这些序列能微调编码蛋白质的基因表达，

进而指导大脑发育。而编码蛋白质的基因，通常拥

有相对较少的突变，因为如果这些改变，会干扰相

应的蛋白质，并且动物在繁殖前死去，那么突变的

基因就不会被传给后代。一些基因组学家认为：自

然选择能以类似方式清除超保守区域的突变。即便

这些序列没有编码蛋白质，它们的功能肯定也非常

重要。利用基因编辑工具，审视“暗物质”DNA问

题的进一步研究，目的是探寻如患有阿尔茨海默氏

症、失智症、癫痫或者换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人，

能否在这些曾被忽视的非编码序列中出现突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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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标准模型中属于避错码的基本粒子，把暗物质

界定为非避错码的类似属于冗余码的基本粒子，也

类似“暗物质”DNA是一种切除修复和错配修复的

办法。 

切除修复机制不断地抵消混杂堆积造成的损

伤和崩溃，错配修复机制使混杂堆积的出错几率下

降。凝视一个质子或者中子的内部，看到的是一种

动态的景象。除了基本的夸克三人组之外，还有一

个由夸克和反夸克组成的海洋，以及突然出现又消

失的胶子。海夸克是夸克海，即在显微镜下的图像，

价夸克沉浸在不断变化的低能胶子、夸克和反夸克

的海中。质子内部存在大量的软夸克和软胶子，复

杂的是，两个入射的夸克和反夸克，还可以通过交

换胶子，变成另外一对夸克和反夸克。能观察到全

部“海夸克”、夸克海与“味夸克”、夸克味的扰

动和喷注。如夸克和反夸克有 6种不同的味，胶子

也有不同的色。6种不同味的夸克和反夸克又各有 3

种不同的色。胶子对夸克的色荷可以简单响应，也

可以兼具响应和变换。 

量子色动力学有一个惊人的推论，我们所熟知

的质子，其内部的胶子和夸克的数目可以发生幅度

相当大的变化。一个胶子可以暂时地变为一对夸克

和反夸克，或者变成一对胶子，然后又变回成一个

胶子。在量子色动力学中，后者这样的胶子振荡比

夸克交换更为普遍，所以胶子振荡占了主导地位。

这个发现，还摘取过 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物

质、能量和信息的世界里，人们都认为物质、能量

比信息更基本、更重要。其实这是假象，信息比物

质、能量更基本、更重要；当然这个基本和重要，

是必须进行“编码”来说的物质、能量、信息与暗

物质、暗能量、暗信息，在对偶、有限、无限和有

界中作的转换。 

即“编码”是一切物质、能量、信息与暗物质、

暗能量、暗信息的前提。因为从宏观非物质的语言

编码，到微观物质的基本粒子的量子三旋编码，万

事万物是构成各种各样的“编码”。在基本粒子里

面，类似中微子、希格斯粒子，也不是直接测到的，

而是通过理论既定计算和相关粒子的能量及属性反

映符合才测量到的，所以对“引力子”的认识是，

量子粒子的圆周运动，它们的里奇张量，可以把“引

力子”分为光速部分和虚数超光速部分，这使光子

和中微子在某种意义上也能执行引力经典光速的传

输功能，在编码的意义上也可变为经典的量子引力

子。这里几何纲领和量子纲领之间虽同为实体，但

量子起伏的产生和湮灭，却颠覆了几何图像原有的

变化概念。如量子真空起伏的正负虚粒子对的产生

和吸收；同位旋概念的膺电子交换，或能级跃迁，

而出现的虚粒子包括虚电子-正电子对介质的产生

和湮灭过程、虚发射和再吸收等被称为的鬼场、鬼

态（ghost states）的现象，如果与卡西米尔效应平

板联系，也含有量子隐形传输的意味。 

而我国在暗物质“弦”的实际应用方面，类似

中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罗会仟教授，介绍中国人民大

学于伟强教授研究组，和清华大学于浦教授研究组，

与国内同行合作，利用离子液体栅极技术，实现铁

基超导材料的氢化，成功获得非易失性电子掺杂下

的超导电性，就是一个方向。因为他们开辟的超导

电性探索的新途径，与暗物质“弦”的实际应用联

系，一是超导涉及电子对、量子对、粒子对，与暗

物质“弦”有联系，前面也有说明。二是氢原子失

去电子，变成一堆“离子液体”，里面充满的多种带

电离子，它们的“点内空间”暗物质参与作用的引

力，从对付原子核外近似于光速运动在圆周轨道上

的电子的巨大能量，正好转向用到抵御导线中电阻

上。这实为“氢云之上有玄妙”，“氢我一下就超导”，

“氢与超导结亲情”，材料的晶体结构并未发生改

变。 

暗物质“弦”实际应用的神奇秘密一幕揭开，

受益的不仅是新型超导的调控，实现的是攀登更多

研究高峰，开辟崭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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