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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ISO数学是推广现代数学中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这是数学中一次伟大革命，我们只建立 ISO

加法，ISO减 ISO乘法和 ISO除法四则运算，它属于初级 ISO数学理论。中学生和大学生都能理解 ISO数学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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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改革开放 30周年 

由桑蒂利提出由蒋春暄完成改变整个现代数学基础面貌的 ISO数学理论在中国诞生了，这是一件大事。

下面我们介绍这种理论。 

小学数学是初级加减乘除，中学数学是中级加减乘除，大学数学是高级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是

现代数学的基础。 

ISO数学是推广现代数学中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这是数学中一次伟大革命，我们只建立 ISO加法，ISO

减 ISO乘法和 ISO除法四则运算，它属于初级 ISO数学理论。中学生和大学生都能理解 ISO数学理论。 

（一）现代数学中除法和乘法 

我们定义 
0 1,a a a  

                       （1） 

其中 1是乘法单位，从（1）我们定义乘法和除法 

, /a b ab a b a b                   （2） 
a a a a                      （3） 

我们研究 1的性质 

1 , 1 , 1 1/a a a a a                  （4） 
/ / /( 1) 1, ( 1) 1, ( 1) ( 1) , ( 1) ( 1)n a b n n a b a b              （5） 

我们推广 （1）—（5）建立 ISO乘法和 ISO除法 

（二）在桑蒂利 ISO数学中 ISO乘法和 ISO除法 

我们定义 
0 ˆˆ 1, 0 0a a a I    

.                  （6） 

Î 是 ISO单位，它是 1的推广， Î 可以为任何数 

从（6）我们定义 ISO乘法̂和 ISO除法 ̂  

ˆ ˆˆ ˆ, /a b abT a b Ia b   
.            （7） 

设 

ˆˆˆ ˆa a a a aTI a     .               （8） 

从（8）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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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ˆ 1TI  ,                       （9） 

其中T̂ 是 ISO单位的逆元素. 

（9）是 ISO数学中一个非常重要公式[1-5]，是桑蒂利一个划时代的猜想[1]，但没有证明。在这里我们

给以证明。 

我们研究 ISO单位 Î  
ˆ 2ˆ ˆ ˆ ˆˆ ˆ ˆ, , / .Ia I a a I a I a a I a                    （10）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 , ( ) , ( ) ( 1) , ( ) ( 1)

a a
n n n a bb bI I I I I I I I           （11） 

保持加法和减法不变，（
ˆ ˆ, , ,   ）是桑蒂利 ISO 数学四则运算法则，桑蒂利没有解决开方，开立方

等 ISO数学问题. 我们给出 
ˆˆ ˆ11 3

1/2 1/2 1/3 2/3 3/2 1/232 2ˆ ˆ ˆ( ) , ( ) , ( )a a T a a T a a T     .  （12） 

这就是我和桑蒂利在 2008年 8月以前的结果[1-5]。1993年桑蒂利[1]指出 ISO加法不满足分配律，所以

我们放弃了 ISO加法研究。 

（三）在现代数学中的加法和减法 

我们定义加法和减法 

,x a b y a b   
               （13） 

a a a a                        （14） 

0a a                      （15） 

我们推广（13）—（15）建立 ISO加法和 ISO减法 

（四）在桑蒂利 ISO数学中 ISO加法和 ISO减法 

我们定义 ISO加法 ̂和 ISO减法 ̂  

1 2
ˆ , ˆa b a b c a b a b c       

             （16） 

1 2
ˆ ˆa a a a a c c a      

                  （17） 

（17）类似公式（8），从（17）我们有 

1 2c c
                      （18） 

设           1 2 0̂ 0c c  
                            （19） 

其中 0̂是 ISO零， 0̂可以是任何数，它是加法和减法中零的推广。 

我们有 

ˆ ˆˆ 0, 0ˆa b a b a b a b       
            （20） 

（ , , ,   ）仅是一个运算符号，它们没有数量概念，（
ˆ ˆ ˆ, , ,ˆ   

）它们也是一个运算符号，但它们

有数量概念。 

从上面我们总结如下 

ˆ ˆ ˆˆ ˆ ˆˆ ˆˆ ˆ ˆ, 0 ; , 0 ; , 0ˆT I a b abT a b a b                     
； 

ˆˆ ˆˆ ˆ ˆ, 0; ,ˆ ˆ
a

a b I a b a b a a a a a a a a a a
b

             
； （21） 

2 ˆ ˆˆ ˆ ˆˆˆˆ ˆ, 2 0; 1, 0 0; 1ˆa a a T a a a a a I a a TI            
. 

（
ˆ ˆ ˆ, , ,ˆ   ）是 ISO数学中四则运算的基础。如

ˆ 1T  和 0̂ 0 ，它就是现代数学，为了理解 ISO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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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一个例子来介绍 ISO数学。 

设代数方程 

1 1 1 2 2 2( ) ( )y a b c a b c     
               （22） 

（22）可以用数学问题，物理问题，生物问题，IT 问题和其它问题来代替。（22）可以写成 ISO 数学

方程 

1 1 1 2 2 2 1 1 1 2 2 2
ˆ ˆ ˆˆ ˆˆ ˆˆ ˆˆ ( ) ( ) ( 0) 0 / ( 0).ˆy a b c a b c a T b c a T b c            

 （23） 

如   
ˆ 1T  和 0̂ 0 ，那未

ˆy y . 

设  
ˆ 2T  和 0̂ 3 . 从（23）我们获得 ISO数学子方程 

1 1 1 1 2 2 2
ˆ 2 ( 3) 3 / 2( 3)y a b c a b c      

.          （24） 

设  
ˆ 5T  和 0̂ 6 . 从（23）我们获得 ISO数学子方程 

2 1 1 1 2 2 2
ˆ 5 ( 6) 6 / 5( 6).y a b c a b c      

.          （25） 

设 
ˆ 23T  和 0̂ 10 . 从（23）我们获得 ISO数学子方程 

3 1 1 1 2 2 2
ˆ 23 ( 10) 10 / 23( 10)y a b c a b c      

.       （26） 

从（23）我们可获得无限多个 ISO数学子方程，我们应该选择T̂ 和 0̂为稳定数。我们可获得方程（22）

最佳特性.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发明都是简单的，容易理解的。ISO 数学理论也是这样，它有广泛应用，这是

20世纪数学上最重要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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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数学理论形成过程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理学家桑蒂利教授想在物理方程中增加一个变量，提出 ISO 数学思想。1993 年

他详细地提出 ISO乘法和 ISO除法[1]，这是划时代的猜想。1994年《代数群和几何》杂志主任 Weiss博士

邀请我研究 ISO数学，我被拒绝。桑蒂利邀请全世界数学家研究 ISO数学[1], 但没有数学家研究 ISO数学。

1997年 8月桑蒂利教授访问中科院数学院，向中国人介绍 ISO数学，我向他提交两文：（1）ISO费马大定

理和（2）ISO素数理论。他邀请我写三篇论文：（1）第一类桑蒂利 ISO数论，（2）第二类桑蒂利 ISO数

论和（3）ISO 费马大定理。他为这三篇论文写好前言，这样我开始研究 ISO 数学，研究他提供资料，发现

这种研究非常困难，他们只讨论 ISO乘法和 ISO除法。ISO开方也没有解决，通过大量计算，我们从
0 1a 

和
0 ˆ 1a I  ，开始建立 ISO数学。

ˆˆ 1TI  只能作为一个猜想，桑蒂利指出 ISO加法不满足分配律，只能采

用现代数学中加法和减法，这就是我研究结果[2-5]。桑蒂利对我的结果很满意，他要出版我所有研究成果，

要我写书[5]。他认为我的书是划时代的，并把他一生研究成果的目录作为一个附件放在我书中，流芳百世。

世界最重要杂志《数学评论》把我的书排在第一位:MR2004c:11001，当代法国著名数学家数学王国的” 肖

邦”Alain Connes来信：我对 ISO数学非常感兴趣，但需重建 ISO数学。今年是桑蒂利创立强子力学 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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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邀请我写“Santilli’s isoprime theory”论文。 

2008年 9月 4日我在公共汽车上,突然想起 ISO加法满足分配律，这样我就建立了 ISO加法和 ISO减法，

这样就建立了完整 ISO数学理论，现代数学是 ISO数学一个特例，文献[2-5]都是根据桑蒂利猜想而完成，我

也不满意。本文是我根据现代数学中两个参数 1和 0，并把它们推广为 ISO单位 Î 和 ISO零 0̂，从而建立 ISO

数学理论，这是初级 ISO数学理论，中级 ISO数学理论和高级 ISO数学理论还没有建立，这是数学上一个

伟大革命，这也是 30年来改革开放最伟大成果之一。 

2001年 10月 25日科技日报第一版报道我研究 ISO数学理论，国内很多人要求我用中文介绍 ISO数学

理论，所以我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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