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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赫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引力速度和光速的内禀性质。但他把整体与部分的相对绝对化；他不像威滕的

弦/M（膜）理论，威滕不用一个单独的整体，而是一个整理的网络观测，并且是一个数学模型描述，所有

的部分在整体下都是等效的，并且具有意想不到多的对应关系，可以解释从无限小的粒子到无限大的宇宙的

统一场。但M理论网络还不能解释生物场、认识场、经济场，现在统一超弦和三旋的膜理论的类圈体及转

座子学说，却是一个超M理论，可以解释从无限小的粒子到无限大的宇宙的统一场、生物场、认识场、经

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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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牛顿认为引力是瞬时速度，爱因斯坦则推测引

力是以光速移动的。2003 年在一项有关宇宙理论的

重要实验中，科学家第一次测量出引力移动的速度。

这次实验再次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 

科学家确信引力传播的速度与光速相等。2004

年 1 月 12 日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582 名院士

投票，评选科学家首次测出引力速度为 2003 年世界

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之一。这一科学共同体的认知，

为今天拨乱反正，正确认识引力与量子论的统一具

有重要意义。 

因为尽管中国科学近 50 多年取得了巨大发展，

但受传统哲学,如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

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影响，以及文化大革命极

左思潮的流毒，和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不少科学

家作了大量非科学的挑战爱因斯坦的工作；而改革

开放以后，不少科学家又夸大宣传了爱因斯坦的相

对论与量子论的不统一，致使到本世纪前沿科学已

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有不少人停留在以前的挑

战相对论或量子论的水平上，成为一大悲剧。 

21 世纪的车轮一声巨响，给中国科学送来了膜

理论。2002 年 8 月 8 月 16 日晚，英国著名理论物理

学家、世界公认的引力物理科学巨人霍金，由杭州

飞抵北京，用他那写下《时间简史》的卓越拇指，

亲手掀起京城的膜科学风暴：8 月 18 日下午 3 点，

霍金教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运用他特殊的点击

电脑方式，用更为“通俗”的语言，向北京公众作了

主题为《膜的新奇世界》的科普报告。 

霍金对黑洞性质的研究和提出量子引力论的贡

献，论重要程度虽赶不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

因斯坦的两个相对论，但是足以为他在科学名人堂

中留下一席之地。尤其是他的量子引力论，整合了

现代物理学的两大领域，自成体系，使他能与创立

分子生物学（生物学与量子力学的成功结合）的科

学家平起平坐。而他对“膜的新奇世界”的重视，确

实给统一超弦和三旋，指点了方向。 

 

【1、膜与三旋和超弦】 

1、膜与三旋唯象 

膜物理学带来最有意思的物理是当有若干个膜

同时存在的时候，这里又特别是有若干个平行的维

度相等的 D 膜的存在。因为威滕 1995 年的一篇研究

多 D 膜和 D 膜束缚态的文章，第一次指出当多 D 膜

存在时，会出现非阿贝尔对称性。即当两个 D 膜同

时存在时，除了两个端点都搭在同一个 D 膜上的开

弦，还有两个端点搭在不同 D 膜上的开弦。前者组

成两个 D 膜上的低能激发态，包括每个 D 膜上的无

质量规范场和标量场。在超弦理论中，它们形成两

个阿贝尔矢量超多重态。 

中科院黄庆国博士也说，有一种理论称为 RS 模

型，认为弦理论中的两种弦，开弦像一根有两端的

琴弦，它的这两个端点总是粘在一个膜上，这个膜

叫作 D 膜，即开弦总是在 D 膜上。而闭弦像是一个

手镯，可以看作是开弦的两端接在一起的情况，它

可以离开 D 膜而在整个十维时空中传播。这里没有

粘连开弦或闭弦的 D 膜，其实就是三旋类圈体流形

轨形拓扑用的膜面。现在的问题是，两个搭在不同

D 膜上的开弦是什么样的激发态？ 

《三旋理论初探》一书中，介绍了 D 膜联系黎

曼切口，能作 25 种轨形拓扑，且只能作 25 种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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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其中无孔的 4 种，有孔的 21 种，这就定量地

回答了宇宙是球形还是环形的问题，也定量地回答

了物质族基本粒子是球形还是环形的问题。此外，

从微分流形来看，这 25 种黎曼切口轨形拓扑结构，

它们实际是 25 种子流形，并可以用离散群描述。其

次是，联系克莱因瓶、墨比乌斯体等构造，它们可

以分为外接、内接、内包三大类。 

A、外接 8 种：6 种是设想膜面由两个平行长方

形平面的黎曼切口轨形拓扑构成；2 种是设想由一个

长方形膜面的黎曼切口轨形拓扑构成。它们是：（1）

光子型；（2）U 型；（3）t 型; (4)希格斯型；（5）

e 型；(6)c 型；(7)e 微子型；(8)d 型。 

B、内接 10 种：是以上边 8 种外接轨形拓扑为

基础，联系克莱因瓶管口向内卷缩构成。它们是：

（1）胶子 1 型；（2）S 型；（3）b 型；(4)胶子 5

型；（5）煨型；(6)粜型；(7)W 型；(8)煳型；（9）

粑型；（10）Z 型。 

C、内包 7 种：是以上边 8 种外接和 10 种内接

轨形拓扑为基础，两个平行长方形膜面中用大膜面，

包小膜面轨形拓扑构成。它们是：（1）胶子 6 型；

（2）胶子 4 型；（3）胶子 3 型; (4)胶子 2 型；（5）

胶子 7 型; (6)胶子 4 型; (7)引力子型。 

2、膜与超弦唯象 

一般说来，弦线运动形成膜，但 RS 模型是将膜

和弦分开的。依照上边黎曼切口轨形拓扑办法，RS

模型能作多少种轨形拓扑呢？根据《解读时间简史》

一书的介绍，除开纯弦和纯膜的外，我们也能作 25

种轨形拓扑。 

A、外接闭弦轨形拓扑 5 种：（1）套环型；（2）

装环型；（3）提环型；（4）罐型；（5）环纹型。 

B、内接闭弦轨形拓扑 1 种：藏环型；因为只有

一张膜，没有内包闭弦轨形拓扑。  

C、外接开弦轨形拓扑 12 种：（1）弓弦型；（2）

工字型；（3）连圈型；(4)日字型；（5）占字型；

(6)内吊型；(7)提圈型；(8)管吊型；（9）嵌环型；

（10）球线型；（11）管线型；（12）弓圈型。 

D、内接开弦轨形拓扑 3 种：（1）穿圈型；（2）

隔圈型；(3)隔球型。 

E、内包开弦轨形拓扑 4 种：（1）包圈型；（2）

包提型；（3）包球型；(4)提球型。 

《三旋理论初探》一书实际解决了弦理论的三

大难题： 

A、弦理论解决了物质族分 3 代与卡--丘空间 3

孔族的对应，但仍有多孔选择的难题。 

B、弦理论解决了多基本粒子与多卡--丘空间形

状变换的对应，但仍有多种形状选择的难题。 

C、弦理论解决具体的基本粒子的卡--丘空间图

形虽有多种数学手段，但仍遇到数学物理原理的选

择难题。上面纯膜的 25 种黎曼切口轨形拓扑，实际

是 25 种卡--丘空间宇宙规范模型。 

从它们可以看出，纯膜的轨形拓扑和纯弦，实

际就是三旋类圈体的子流形，《三旋理论初探》一

书中通过轨形拓扑规范和膜撕裂及双膜理论，已推

导出物质族质量谱计算公式。这些工作都是和霍金

最新的膜世界研究相连的。在霍金之前，所有的宇

宙理论都以广义相对论为基础，但是只有霍金发现

并证明了广义相对论无法适用空间破裂的情况；空

间的破裂实际是指环面。 

因此广义相对论不能告诉我们宇宙起源的细节。

因为根据广义相对论得出的结论，所有的物理理论

（包括广义相对论自己在内）都将在宇宙的开端处

失效。显然，广义相对论只是一个不完全的“部分”

理论。霍金的奇点定理真正所显示的是，在极早期

宇宙中有过一个时刻，那时宇宙是如此之小，以至

于人们不得不考虑用 20 世纪另一个伟大的“部分”理

论，即专门描述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来研究它。这

时霍金和彭罗斯合作，从对极其巨大范围的理论研

究转到对极其微小的黑洞进行研究，1970 年他们证

明了“奇点定理”在一定条件下，按照广义相对论，

宇宙大爆炸必然从一个“奇点”开始。 

即时空曲率变成无穷大的点。1973 年霍金、卡

特尔等人又严格证明了“黑洞无毛定理”：即无论什

么样的黑洞，其最终性质仅由几个物理量（质量、

角动量、电荷）惟一确定。当黑洞形成之后，只剩

下这三个不能变为电磁辐射的守恒量，其他一切信

息（“毛发”）都丧失了。霍金在计算中还发现，黑

洞会“蒸发”；当黑洞的质量越小，蒸发的速度越快。

1973 年 11 月底，在牛津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霍金宣

布了他的“黑洞辐射”研究成果，震惊了全场的物理

学家。 

这就是后来称为的“霍金辐射”理论。1983 年霍

金发表“宇宙的波函数”论文，开创了量子宇宙学的

研究。他建立了量子宇宙“微超空间模型”，提出“无

边界宇宙”设想，引入“虚时间”概念，走上了统一广

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道路；这集成了二十世纪两

大科学成就的新理论，就是“量子引力论”。 

 

【2、正确评价牛顿、马赫、爱因斯坦和霍金】 

1、膜与引力速度 

要说膜与引力速度和光速的联系，应从马赫算

起。马赫是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是第一个

对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绝对运动作批评的人。牛顿认

为存在着绝对空间和绝对运动，物体的惯性是它自

身的属性；如果撤掉了一个物体周围的所有其他物

质，那么这个物体将由于它自身的惯性作惯性运动。 

关于牛顿的“水桶实验”，马赫在 1883 年出版的

《力学史评》一书中写道：“牛顿的旋转水桶实验只

是告诉我们，水对于桶壁的相对旋转不引起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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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力，而这离心力是由水对偿转让地球及其它天

体质量的相对转动所产生的。如果桶壁愈来愈厚，

愈来愈重，直到厚达几英里时，那就没有人能说这

实验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把水桶固定，让

众恒星旋转，能够再次证明离心力会不会存在吗？” 

在马赫看来，根本不存在绝对空间和绝对运动，

物体的运动是相对于宇宙中天体的运动；物体的惯

性是宇宙中所有天体作用的结果，撤掉一个物体周

围的所有其他物质，则无法去判断它作什么运动，

因而它也就不再具有惯性。因此牛顿水桶实验中凹

行为，并不能区分究竟是水相对绝对空间的转动，

还是水相对于众星体的转动，因此也并不能由此得

出存在绝对空间的结论，相反地，把水面下凹行为

看成是由于水相对于众星体转动，即水桶内壁以外

的所质量的吸引和带动所造成的，则要更自然些。 

马赫对于我们世界的这种非常独到的哲学见解，

对牛顿的绝对空间作了深刻批判。马赫的观点是，

物体的运动不是绝对空间中的绝对运动，而是相对

于宇宙中其他物质的相对运动，因而不仅速度是相

对的，加速度也是相对的；在非惯性系中物体所受

的惯性力不是“虚拟的”，而是一种引力的表现，是

宇宙中其他物质对该物体的总作用；物体的惯性不

是物体自身的属性，而是宇宙中其他物质作用的结

果。 

马赫的精辟见解被爱因斯坦取名为马赫原理。

卢鹤绂院士 1995 年发表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

检验》论文，卢氏家族认为，这是根据由光子的惯

性运动引起的横向多普勒效应，对照美国物理学家

Ives 和 Stilwell 的实验数据，经过周密的计算得出： 

(1)横向多普勒效应在宇宙空间是各向异性的。 

(2)光子的惯性属性是由整个宇宙结构所决定的，

是符合马赫原理的，而且是以一种直接的方法检验

了马赫原理的正确性。这种检验是对爱因斯坦理论

的一个严肃的挑战。 

但卢鹤绂院士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检验》，

也没有证明马赫（引力）速度能大于光速；卢氏家

族到卢嘉，以及卢氏的追随者们也没有拿出证明马

赫（引力）速度能大于光速的实验。相反，我们却

能证明，超光速的东西都是克隆或复制的。例如，

电视剧《太平天国》再现金田村起义，在金田村演

出，不管如何原汁原味，说它真实到超光速，但这

里的人物也是克隆或复制的。目前世界上所有的超

光速实验，没有一个检验过其中的超光速粒子不是

克隆或复制的。 

所以，没有一个超光速实验是完备的。反之，

更多的实验证明，量子信息可以克隆而量子不可以

克隆。这样超光速就并不违反常识，人就是靠超光

速的克隆或复制，创作影、视等文学和艺术生存的。 

2、马赫原理是不完备的 

马赫说，根本不存在绝对空间和绝对运动，是

对的。但他说，撤掉一个物体周围的所有其他物质，

则无法去判断它作什么运动，则是错的。撤掉一个

物体周围的所有其他物质，由于物体本身有多个部

分，还可作相对运动。其实马赫没有弄懂：马赫空

间=“无”+“有”。 

马赫为反对绝对空间而提出的解决办法，则是

把“无”+“有”的空间作为一件“东西”完全抛弃掉。马

赫原理提供了凭直觉理解这些效应的方法，而广义

相对论的方法则是高度数学化的。如果把这种高度

数学化扩展到虚数空间，自旋就不单是只有同质自

旋，还有不同质自旋；这我们称之为非线性三旋。 

《三旋理论初探》一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三旋，

即大多数是理想的类圈体的三旋。《三旋理论初探》

一书也提到一些非线性三旋，如节点线旋，这是艾

根说的超循环一类的现象，它包括了类似虚实生死

界、正负阴阳界的不同质或不同构的循环。其次，

电脑的赛博空间，从现实到虚拟，从虚拟到现实；

人类的大脑空间，从物质到信息，从信息到物质，

都是非线性三旋，都联系观控相对界。 

马赫为反对绝对空间却没找到非线性三旋这种

高度数学化的描述，即没有把高度数学化的“无”和

“有”纳入玻尔的互补原理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

没找到非线性三旋这种高度数学化的“无”就有 8 种

观控相对界。就是说有 8 种零，或有 8 阶零，或 8

阶“无”： 

（1）一间屋子内，相对于有“东西”而无“东西”，

是“零”。 

（2）镜子中有人像，是有“东西”而无“东西”，

是“零”。 

（3）做梦中的人，是有“东西”而无“东西”，是

“零”；并且不同于镜子，可以不与真人镜面对称。 

（4）多面镜子造成曡影，是有“东西”而无“东西”，

是“零”；并且不同于是一面镜子的情况。 

（5）约定“零”，如温度测量，“零”度。 

（6）真空“零”，相对于屋子内无“东西”，是“零”；

即真空更是“零”。 

（7）全消灭的“零”。 

（8）全撵走的“零”。 

3、相对 8 阶“无”，“有”的层次更多 

可以说，世界上有多少科学家，就有多少“有”；

而万事万物之间，也是有空间间隔区分的。如，牛

顿的旋转水桶实验，其中有水，有水桶、有地球，

有制造或旋转水桶的人，还有还其他天体，也还有

把地球和其他天体分开的真空，以及联系在一起的

引力子等。 

仅此，这就有 7 个层次。而且，不管是把水桶

和水与地球直接相连，还是放在飞机上，都受地球

引力的影响。并且，把水桶与地球固定，即使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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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牛顿水桶实验中的凹行为并不产生。地球和

其他天体之间是有真空分开的，如果把水桶固定，

让众恒星旋转，牛顿水桶实验中的凹行为也不会比

地球旋转更强。因为宏观物体自旋不同于微观量子

自旋，微观量子自旋是“内禀”的运动，而宏观物体

则不能。 

所以，即使如果桶壁愈来愈厚，愈来愈重，直

到厚达几英里，但只要不成黑洞，水对于桶壁或这

部分水对于那部分水，人工也能造成水的旋转。这

里，马赫把地球和其他天体之间还有真空分开的空

间，作为一件“东西”完全抛弃掉，马赫其实是抛弃

了马赫空间，抛弃了马赫引力，抛弃了马赫（引力）

速度，抛弃了马赫量子论，抛弃了马赫常数。而爱

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是捡起了马赫（引力）速度，

把它改换成了光速。爱因斯坦是把马赫常数要涉及

的牛顿引力常数、普朗克常数、光速常数,都捡起来

了。因为马赫空间的起源膜，一定会联系引力速度

与光速，以及普朗克常数的。证明是： 

A、马赫空间的静态起源 

存在马赫空间是事实。因此，马赫空间的起源，

只需要把无(W)和有(Y)纳入玻尔的互补原理和海森

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而它的开头只能是无(W)和有(Y）

的一个量子点的起伏交替，且通过无(W)和有(Y）的

一个量子点的起伏交替的移动、重复、克隆、复制、

变化、压缩、拉伸、折叠等等情况发展而来。即空

间、时间、能量、无(W)和有(Y)，都是量子性的。

以钱币的两面分别设为玻尔互补原理的无(W)和有

(Y)，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是以抛钱币记认无(W)

或有(Y)的出现。 

以一个马赫量子点开头，它设为无(W)或有(Y)

都一样。因为不确定性原理马上要用有(Y)或无(W)

的膜来包围它。有(Y)或无(W)的膜因不确定性原理，

马上又要用无(W)或有(Y)的膜来包围。这种循环以

致无穷，马赫空间球形就大起来了。但这种循环的

用无(W)或有(Y)的膜覆盖，也需要速度。这种马赫

（覆盖）速度也是不会超过光速生长的。以上静态

情况中，把膜换成多个小球来包围也一样。 

B、马赫空间的动态起源 

上边马赫空间静态起源的要素是点与膜（平面），

或球与膜（平面），但这还不完备。微分几何或拓

扑学的几何空间要素是平面（点或膜）、球面和环

面。这里的环面专指类似的轮胎面，是与球面不同

伦的，即环面能包容平面（点或膜）和球面，但平

面（点或膜）和球面却不能包容环面。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无法适用空间的破裂，我们就把没破裂

的整体设为有(Y)，设整体破裂的地方为无(W)，空

间的破裂实际是指环面。即以球面设为有(Y)，以环

面设为无(W)。 

仍以抛钱币记认无(W)或有(Y)的出现，作为动

态起源的不确定性。现以一个马赫量子点开头，它

设为无(W)或有(Y)都一样，但比马赫空间的静态起

源复杂，因为以一个量子点球面开头，后遇无(W)

要破裂成环面；如果再抛钱币是无(W)，环面膜就要

再产生破裂，环面膜破裂会收缩成环圈，并且是环

圈套着环圈，成为量子对。 

如果再连续是无(W)，量子对会变成相应多的环

圈套着环圈，即变成链圈线条，线运动还可成膜（平

面）。如果环套量子对后抛钱币是有(Y)，即要以整

体膜覆盖，马赫空间可以再成球面；即量子对被包

围而消失，造成马赫空间的收缩。如果再连续是有

(Y)，就是相应多的量子点球面。因此，这种动态马

赫空间起源会充满着无数的量子对、量子线、量子

膜、量子点，尽管马赫空间球形不能用连续速度来

生长，但反之，量子对、量子线、量子膜被包围而

消失，造成马赫空间的收缩却要速度，这正类似引

力移动的速度。 

实际根据玻尔互补原理和整体作用的马赫原理，

马赫空间的静态起源和马赫空间的动态起源是一齐

进行的。空间的静态相当于类圈体，因为静态的空

间也要破裂成环面；而空间的动态则相当于转座子，

无数的量子对、量子线、量子膜、量子点等转座子，

就覆盖在类圈体似的静态空间，引力与量子论统一

了。 

 

【3、牛顿引力常数、光速常数、普朗克常数的起源】 

1、联系牛顿、马赫、爱因斯坦和霍金说明牛顿

引力常数、光速常数、普朗克常数的起源 

引力与量子论的统一，各个时代都有矛盾，但

也都做到了尽可能作的贡献。例如，牛顿的贡献在

于创立了前科学的量子和引力论。他的光的微粒说，

以及牛顿力学中的质点论，就类似现代的量子论。

牛顿创立的引力公式，也能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

论的引力公式对比。同时牛顿还创立了微积分的数

学，统一了前科学的引力与量子论。 

马赫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引力速度和光速的内禀

性质。大体可归结为：(i)空间本身并不是一件“东西”，

它仅仅是从物质间距离关系的总体中得到的一种抽

象。(ii)一个质点的惯性是该质点与宇宙中所有其它

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iii)局部的无加速度判据决定

于宇宙中全部物质运动的某种平均值。(iv)力学的全

部实质是所有物质的相对运动。马赫为广义相对论

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推测，但马赫统一引力与

量子论，一是没有留下定量数学公式的遗憾；二是

他把整体与部分的相对绝对化。他不像威滕的 M 理

论，威腾不用一个单独的整体，而是一个整理的网

络观测，并且是一个数学模型描述，所有的部分在

整体下都是等效的，并且具有意想不到多的对应关

系，可以解释从无限小的粒子到无限大的宇宙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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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 

但 M 理论网络还不能解释生物场、认识场、经

济场，现在统一超弦和三旋的膜理论的类圈体及转

座子学说，却是一个超 M 理论，可以解释从无限小

的粒子到无限大的宇宙的统一场、生物场、认识场、

经济场。爱因斯坦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引力和量子论

的现代科学形式。 

狭义相对论其实应是一种广义相对论，广义相

对论应是一种狭义相对论。因为马赫原理虽说对爱

因斯坦相对论的建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然而，相

对论却超越了马赫原理。因为马赫原理的整体决定

性在广义相对论中只保留了整体的局部性，即广义

相对论是一种转座子学说，是一种球面或平面拓扑

的局部论，不是整性的环面拓扑学说。所以它的另

一半正是留给狭义相对论揭示的光速不变原理及光

速极限的，即正是光子的惯性属性是由整个宇宙结

构所决定。 

所以马赫原理的整体决定性才是光速的内禀属

性，即光速实际上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极限，而与其

它物质无关，是马赫原理的整体决定性的充分表现。

同时爱因斯坦还用黎曼几何的张量数学和质能公式，

部分统一了他的引力和量子论。霍金的贡献在于统

一了马赫和爱因斯坦的思想。黎曼张量和黎曼切口

是黎曼几何的两大数学成果，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

论只用到黎曼张量这一半；另一半黎曼切口，联系

到黑洞，但爱因斯坦没有展开；而这正是霍金展示

才华的工作。 

因为黎曼切口不但能联系黑洞，而且能联系“虫

洞”和时间隧道，能联系空间的破裂，能联系 0 膜，

等等。即“虫洞”和时间隧道是黎曼切口“喉管”类似拉

长了的“通道”，反之，黎曼切口是“通道”等于零的“虫

洞”和时间隧道；黎曼切口是一种超 0 膜面，可进行

25 种轨形拓扑，其中无孔的只 4 种，有孔的就有 21

种；而空间的破裂实际是指环面。霍金建立的时空

奇异点理论，论证的黑洞存在；他发现的黑洞辐射

理论，带来的大统一场途径；他将宇宙论与弦理论、

膜理论结合，创建的虚时间概念，无边界宇宙无奇

性、自给自足像地球闭合表面一样的假设，其图像

隐含的“霍金环面”及“霍金多环路”，揭示了物理学统

一理论中黎曼切口轨形拓扑的 0 膜作用。 

因为马赫空间的起源开头的无(W)和有(Y)，还

是零维中的无(W)和有(Y)，即它们一半是实数零，

一半是虚数零；它们既是无穷大，又是无穷小。这

种马赫空间的 0 膜与黎曼切口联系，引力速度和光

速的内禀性就在于类似拉长的黎曼切口“喉管”或“通

道”膜。现实自然中为什么大都是正物质，既是人择

的，也是人测的。即在马赫空间起源于类似黎曼切

口轨形拓扑拉长的“喉管”或“通道”膜中，人和现实自

然的“有”占据的是实数零膜的那一半；虚数零膜那

一半的膜“喉管”或“通道” 也存在，那是类似虚实生

死界、正负阴阳界循环圈中，相对“有”的 8 阶“无”

的那一半。三旋理论认为，虚数联系点内空间。例

如，想象一束短暂的光线从眼睛进入大脑，这种循

环圈唯一的要求，就是虚拟的光线都是从虚实观控

相对界的类似点孔的通道变成虚数类的。 

人和现实自然这个一半是实数零的膜“喉管”或

“通道”，不但是实的，而且是人可以测量出物理数

据的，这就是牛顿引力常数、光速常数和普朗克常

数。因为马赫 0 膜也类似观控相对界，是有类似点

孔通道的。这个点孔通道的极限就是普朗克长度。

为了更好地理解“膜的新世界”，霍金形容膜的产生

就像水沸腾后蒸汽泡泡的产生过程，膜是泡泡的表

面，内部是高维的空间；真空中的起伏会使膜世界

作为泡泡从无中出现。膜形成泡泡的表面，而内部

是高维空间。非常小的泡泡将重新塌缩成无。但是

一个由量子起伏成长的泡泡超出一定的临界尺度，

很可能继续膨胀。在膜上，也就是在泡泡的表面上

的人们（例如我们）会以为宇宙正在膨胀。这就像

在气球的表面上画上星系，然而把它吹涨，星系就

相互离开，但是没有任何星系被当作膨胀的中心；

没有人持宇宙之针将泡泡放气。随着膜膨胀，内部

高维空间的体积会增大。最终存在一个极具巨大的

泡泡，它被我们生活其中的膜环绕着。 

膜也就是泡表面上的物质，将确定泡泡内部的

引力场；在内部的引力场，也将确定膜上的物质。

它就像一张全息图。而这张全息图是一个三维物体

被编码在一个二维表面上的象。类似于，我们认为

是四维时空的也许只是五维泡泡内部区域所发生的

事件的一张全息图。只有短的引力波才能从膜逃逸，

而仅有大量的短引力波的源似乎来自于黑洞。膜上

的黑洞会延伸成在额外维中的黑洞。如果黑洞很小，

它就几乎是圆的。也就是说它向额外维延伸的长度

就和在膜上的尺度一样。另一方面，膜上的巨大黑

洞将会延伸成"黑饼"。它被限制在膜的邻近，它在额

外维中的厚度比在膜上的宽度小得多。而宇宙的膨

胀，就像是吹胀了的气球，我们也许只不过是闪烁

的篝火在我们存在的洞穴的墙上的投影而已。这里，

泡泡就马赫空间 0膜黎曼切口轨形拓扑拉长的膜“喉

管”或“通道”，或各类泡泡就类似 25 种三旋黎曼切口

轨形拓扑。 

 

【4、结束语】 

1、更数学化的高维膜理论非唯象 

与霍金谈论膜世界的唯象学相比，高维膜理

论就更数学化了。因为膜世界是被駆动系统，必然

涉及耦合微分方程组和对偶解空间，所以离不开群

和解矩阵的形式。李淼谈论的就是这种膜。当矩阵

理论紧化时，我们得到的是场论，如果紧化维度低



Academia Arena 2021;13(4)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J   

 70

于五维，这些场论都有很好的定义，例如，紧化在

三维环面上的矩阵理论是大 N 超对称四维规范理论，

这个理论是有限的，而且还有强弱对偶。 

这个强弱对偶对应于弦论中的 T 对偶。当紧

化维度达到四维时，就得到一个五维的场论。按照

常识，五维的场论一般是不可重正的。的确，如果

我们假定这个理论是 D4 膜上的规范理论，场论在高

能区没有定义。我们知道，D4 膜在 IIA 弦论中来自

于 M 理论的 M5 膜，一个自然的猜测是，尽管 D4

膜上的场论不可重正，我们并不需要全部的开弦理

论（从而也就需要闭弦理论）在高能区使得理论完

备化，我们只需要考虑 M5 膜理论就可以了。在一

定的极限下，M5 膜理论的确可以与整个 M 理论脱

耦，从而是一个有定义的场论。这个场论当所有 M5

膜重合时，是一个六维的共形场论。 

2、现代超弦理论展拓的超膜物理学 

在十维空间研究中，发现十维空间之后还有

理论漏洞，为了能够把万有引力和其它基本作用力

统一起来，一些理论物理学家推出了十一维空间的

超膜理论。新的膜理论就再在超弦的线上展拓成超

膜，以十一层空间来解释宇宙。而只有其中四维空

间可为人类所感觉，其余的感觉不到的空间，就如

声波和光谱一样，我们人类听不到的超声波和也看

不到红外线，却不因我们的不能察觉而就可认为根

不存在。 

当然这超出了我们的经验。现在设想这个多

重宇宙是以多层膜的形式存在于一个多维超空间。

这些另外的时空可能只有原子大小，也可能无限的

大。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进入这些时空，但是它们

却对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现象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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