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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子到夸克看量子色动几何 
 

田霞龙等 摘编 
 

y-tx@163.com 
 
Abstract: 根据高能电子-核子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电子对核子的深度非弹性散射所描述的高能碰撞现象的

强子结构模型显示，在核子内部电荷的分布，不是连续分布而是集中在一些点上。从电荷结构来看，核子

内部存在一些带电的点粒子。1969 年费曼提出部分子模型，认为强子是由许多带电的点粒子构成，这些点

粒子称为部分子，在高能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可以近似作为相互独立的粒子。质子内部存

在大量的软夸克和软胶子。这也许是变革分子、原子后，仍然是分子、原子，是属于化学能、电能、核

能、机械能的。只有在变革质子、电子后，仍然属于质子、电子，也许才应归属“量子色动能”。 
[ 田 霞 龙 . 从 分 子 到 夸 克 看 量 子 色 动 几 何 . Academia Arena 2011;3(1):1-5].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Keywords: 分子; 夸克; 量子; 色动; 几何 
 
 

一、21 世纪新材料思路之一 1、根据高能

电子-核子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电子对核子的深

度非弹性散射所描述的高能碰撞现象的强子结构

模型显示，在核子内部电荷的分布，不是连续分

布而是集中在一些点上。从电荷结构来看，核子

内部存在一些带电的点粒子。1969 年费曼提出部

分子模型，认为强子是由许多带电的点粒子构

成，这些点粒子称为部分子，在高能电磁相互作

用和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可以近似作为相互独立

的粒子。部分子模型是从实验事实出发而提出的

理论，在解释高能碰撞现象中取得了一系列成

功，同时也通过与实验的对比分析表明，在电子

深度非弹性散射中，探测到的带电部分子具有 1/2
自旋，实际上就是夸克或反夸克。这就成为夸克-
部分子模型。这个模型认为，由于强子是由夸克

通过色相互作用结合成的复合粒子，强子内的部

分子可以由三类粒子组成：一类称为价夸克，它

们的数目和味是确定的并随不同强子而不同，价

夸克决定强子的性质；一类称为海夸克，它们的

数目和味是不确定的，但其总和的味性质和真空

相同；一类称为胶子，它们的数目不定，其味性

质和真空相同，起传递色相互作用的作用。这个

模型认为，决定强子内部结构的动力学机制是量

子色动力学，并充分利用部分子模型中发展的方

法来进行处理：既然在强子内部存在胶子，胶子

就可以转化为夸克-反夸克对。夸克-反夸克对又

可以湮没为胶子。所以，在强子内部也还存在数

目未知，然而是确定的夸克-反夸克对。这些夸克

称为海夸克，或微夸克。2、海夸克是强子中数目

不定的夸克和反夸克。如果把真空中的量子起

伏、量子涨落看成是海夸克，那么海夸克即使再

深、再复杂，为量子色动化学、几何和“夸克

球”的应用也值得讨论。因为这类似从分子水

平，了解炸药在极端情况下结构和化学键的变化

一样，因为研究微观爆炸反应机理，则可以减少

实验次数、缩短研究周期、提高研究效率、降低

研究成本。这对炸药性能评定、新型炸药的设计

研制及炸药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等具有重要指导

价值。  
同理，研究量子色动化学、几何涉及量子

起伏的量子的形态，并不是单一的。量子起伏中

同时湮灭的量子对，可以是有多种自旋粒子成对

的组合。因为在量子色动力学和大统一理论中，

量子色荷或广义荷，是利用对称群和超对称群的

专用数学来论述的。这类似随着对称性的增加，

不同类型的荷之间的转变有更多的可能性，有更

多种类似胶子/光子 r/W、Z 等的规范子來实施：

SO(10)→SU(3) x SU(2) x U(1)→SU(3) x U(1) 
这些变换和这种缩并，可以解释（强 x 弱

x 超荷）的基本对称性，向具有长程结果（强 x
电磁）的转变。而荷账本也可以将夸克变成轻子

或反夸克，质子变成正电子和光子的衰变。虽然

这种事情，现实中很少发生，且衰变速率高，也

是大麻烦。但利用物质有多色彩、多层级的性

质，也能抑制不需要的进程，同时保持基本的统

一对称性。这里，是把对称性和群论联系起来，

对称性和群论也把自旋和堆垒圈态三旋联系了起

来。道理是，以不对称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的转

动来演示群论，群论类似分数自旋。即等边三角

形围绕中心转过 120 度，不会改变位形。而移动

不对称三角形，就会改变它的位形。这里，等边

三角形具有非平凡的对称性，它允许区分没有任

何差别的、具有深刻的群论思想和自旋规范思

想。因为杨振宁院士把等边三角形的非平凡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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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性，扩张到球面的非平凡的对称性上，球面围

绕水平的垂直线向上的轴的自旋，与球面围绕水

平的垂直线向下的轴的自旋，其自转 360 度一

周，处于不同位置的所有自旋态排列情形的集

合，有变的和不变的。这里的各种自旋态位形的

堆垒，是杨振宁院士创立规范场论广义荷的基本

思路，也是量子色动力学模仿的先导。 因为如果

等边三角形具有更复杂的对称性，即等边三角形

是具有不同边的三角形，如分别是红、蓝、绿的

具有不同“颜色”边的等边三角形，经过 120 度

转动变化，就有变化；但整套 3 个作为集合，则

仍变换到本身，这就是正统量子色动力学创立的

思路。这种思路有一个缺陷，就是“颜色”是虚

设的，并没有物理学意义。三旋量子色动力学正

是沿着杨振宁院士的规范场论广义荷的道路前

进，把杨振宁院士的球面的非平凡的对称性自

旋，扩张为环面的非平凡的对称性自旋，即三

旋，再代换到正统的量子色动力学中，“颜色”

就不是虚设的，而有了明确的物理学意义。这就

是 21 世纪新儒学量子色动力学，也是 21 世纪新

以太论。反过来它们为 21 世纪的材料、能源、医

学开辟出新思路。因为扩张这种堆垒的原子核内

质子几何堆垒的量子色动力学分析，就称为量子

色动几何。而量子色动几何是继曼德尔布罗的

“分形几何”之后，几何学的又一新进展。3、推

论是，量子色动几何涉及费曼量子论的历史求和

表述。费曼说，万物的演化不只经历一个历史，

它们经历所有可能的历史，这既预言了众多不同

的宇宙及其表观定律，又解释了只有极少数适合

观察存在的最大概率的历史。这与由量子色动几

何存在条件导出的结论，和从表观定律导出的是

相一致的。这可以用分形几何来演绎。例如实验

告诉我们，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由原子核和电

子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由三个

夸克组成。这些层次中，质子的数目是以最简单

的理论解释实验的结果和观察到的现象区别元素

原子和原子核的一个硬指标，联系 Occam 剃刀，

如果简单的质子的数目可以解释分子、原子、原

子核和夸克层次的一些动力学现象，那么可以不

用着复杂理论来解释。这里也可以理解成虽然在

化学元素原子中，与质子质量相近的还有中子，

但为什么要单独把质子数作为认定的标准呢？这

道理类似抓主要矛盾，质子类似领军人物，领军

人物和副手及士兵都是人，但正因质子是领军人

物，性质也就不同。由此联系 6 个质子的碳原子

核的理想的量子色动几何图案，是两个三角形连

接形成的含平行的五面立体图像；我们称为碳基

量子色动几何图像。4、那么从纯碳的原子核量子

色动几何，其中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几何结构组

合一样，转到纯碳的原子和分子，如果也有以各

种不同的结构形式存在，这就和 1982 年曼德尔布

出版的《大自然的分形几何》一书的开创性研究

有类似。曼德尔布说，就不同尺度而言,整体如海

岸线的形状，从远距离看和从近距离看存在的不

规则，但局部形态与整体形态的相似，却可为科

学测量的一些先前难以测量的自相似物体，找到

一种影响深远的数学方法。而纯碳从量子色动几

何有类似分形几何存在不同尺度层次上的迭代相

似组合，延伸到纯碳的原子和分子，如有高硬度

的金刚石和柔软滑腻的石墨，以及富勒烯、碳纳

米管、纤维碳、碳气凝胶、碳纳米泡沫等等。其

中金刚石的碳原子，以晶体结构的形式排列，每

一个碳原子与另外四个碳原子紧密键合，最终形

成了一种硬度大、活性差的固体。石墨每个碳则

是三角形 3 配位，可以看作无限个苯环稠合起

来。石墨中的碳原子因是以平面层状结构键合在

一起，层与层只见键合比较脆弱，因此层与层之

间容易被滑动而分开。而在 2003 年以来，科学家

在实验中又构建了一种被称为体心四方碳的三维

网络结构，其结构简单介乎金刚石的碳原子立方

体和石墨的六方晶格碳原子薄片之间，为包含 4
个碳原子的方片，由垂直于方片的短键相连。这

种形式的碳是石墨在常温下经高压形成的。在普

通化学中，由于组成元素相同，所以它们的化学

性质相似，又由于原子的排列不同，所以物理性

质就有加大的差异。这叫“结构决定性质”。石

墨是在室温下施以高压，其转变是可逆的。2003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在一个金刚石压砧中对石墨进

行压缩，当压力超过 17 万大气压时，通常情况下

为柔软状态的石墨中的碳原子，形成了一种硬度

足以粉碎金刚石的材料。2010 年南开大学的科学

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对 15 种可能结构进行的研

究，表明这种超硬碳，至少部分是由体心四方碳

组成的。透明的体心四方碳，不仅只需很少的能

量就能形成，其剪切强度甚至比金刚石还高出

17%。这意味着能在常温下制造出比金刚石更强

的材料。同时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雷纳特·温

茨克维奇和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三宅隆等

科学研究团队，利用量子力学模拟对体心四方碳

结构进行分析后，也证明了南开大学的分析。

二、21 世纪新能源思路之一 1、早在 1948 年荷兰

科学家卡西米尔，就类似对真空中的量子起伏、

量子涨落给予了实验证明和解释：即使在最深度

的真空，也会有粒子的产生和毁灭；而且越是从

近处看，那里的粒子越多；存在的时间越短，能

量就越大。这即使屏蔽了一切外部影响，阻止自

然界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这些成对粒子随即再

次消失在真空中，这就叫真空涨落或量子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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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从量子起伏、量子涨落，

并且它延伸为真空涨落，用卡西米尔效应的平板

之间的吸引力来计量，这就是“真空能”。由此

联系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3 个点可形成一个平

面，8 点可形成一个立方体，16 个点可形成一个

超立方体。两个正三角形可形成一个 6 点五面

体。这里立方体的平板卡西米尔效应，是比五面

体的大的。但如果把以上说的立方体和超立方体

扩张为量子色动几何，联系真空的量子起伏、量

子涨落引起的卡西米尔效应的平板推导也不简单

是，把这类“点”换成质子数，立方体变成了氧

元素，六面体变成了碳元素，就完了。因为量子

色动几何的氧标本，是卡西米尔效应的核心。从

量子色动力学结构信息提取的量子色动能，效率

是高于从量子电动力学等结构信息提取的化学

能、电能、核能、机械能。其原理类似把原子激

光理论的有粒子数反转与无粒子数反转，扩张到

电子、质子内部。所以量子色动能也可称为“量

子色动激光器”、“量子色动化学”、“量子色

动几何”、“真空能”。2、推论是，6 个质子的

碳原子核的理想的量子色动几何图案，是两个三

角形连接形成的含平行的五面立体图像；我们称

为碳基量子色动几何图像。而 8 个质子的氧原子

核的理想的量子色动几何图案，是两个正方形连

接形成的上下、左右、前后平行的正立方体图

像；我们称为氧基量子色动几何图像。由此来说

量子色动化学，碳基量子色动几何图像比氧基量

子色动几何图像虽然“经济”，但没有上下、左

右、前后对称的 3 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作用力

大。但就是这个量子相互作用力，是最基本的实

验可证实的力，地壳元素中分布最多的前 9 个元

素，氧才占据了首位。这是几十亿年以来，地壳

发生的无数次大地震和火山爆发等中的这种力量

的化学微调，氧才占据了首位的。即这个最简约

的数“8”，类似正方形的 8 个顶点，在局域和全

局也是最接近、最简约的是一对或上下、左右、

前后三对卡西米尔效应平板的经验图像和先验图

像。它对于所有的自然数，甚至包括所有的实

数、复数来说，后者虽然是无限的多，但“8”却

只有一个，这使 8 的概率，在自然界只是无限分

之一，即类似没有奇迹能发生。但从量子色动力

学与量子色动几何来探索纳米新材料的研究，奇

迹却发生了。这也类似于风筝飞上天，不同于飞

机飞上天、火箭飞上天、氢气球飞上天、孔明灯

飞上天、鸟飞上天等类型，是利用外在自带的量

子色荷能的起伏效应。3、量子色动几何以 8 点的

立方体为基础的卡西米尔效应平板动力，就涉及

纳米发电机应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学院材料

科学和工程系教授王中林领导的研究团队，已经

研发制造出纳米发电机模型，能够给传统的小型

电子设备提供电力，点亮一台小型液晶显示屏

（LCD）。  
因为量子色动几何的卡西米尔效应通过由

压电材料合成的纳米线，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

纳米发电机的原理，离不开氧基量子色动几何图

像。例如纳米发电机主要依靠诸如氧化锌等晶体

材料中出现的压电效应。这里量子色动几何的卡

西米尔压电效应，是指晶体材料在机械压力下可

产生电势。通过捕捉和收集氧化锌纳米线产生的

电荷，能够产生 3 伏电压，大约 300 毫微安的电

流。卡西米尔压电效应机械能，类似对应于人的

两个手指之间的一台纳米发电机的按压动作。在

其他情况下，机械能也可能来自心跳、徒步旅行

者的鞋子踏在路上的重量、衣服在风的吹拂等，

通过简化设计，使设备更加稳定，并且将更多纳

米线产生的电力结合在一起。这成功提高了纳米

线产生的电力，足以驱动液晶显示屏、激光器、

发光二极管等电子设备。4、其方法包括两个步

骤：首先将垂直的氧化锌纳米线转移到一个聚合

物接收衬底上，以形成水平的纳米线阵列，然后

用平行的带状电极将所有纳米线连接在一起。使

用单层的这种结构，可产生 2.03 伏特的开路电

压，并且获得了每立方厘米约 11 毫瓦特的最高输

出能量密度。而最早的氧化锌纳米发电机，使用

固定在一个坚硬衬底上的纳米阵列，该纳米阵列

上部连接了一个金属电极；而后来的纳米发电机

可将纳米线两端嵌入聚合物内，通过简单地弯曲

纳米线来产生电力。不考虑其线路布局，构建出

这样的纳米发电机不仅需要小心地“种植”纳米

线，而且还要进行辛苦的组装工作。现在更加简

单的装配技术是，首先种植了一类新的纳米线阵

列，并将这些呈圆锥形纳米线从衬底上切除，放

入乙醇溶液中，随后再将这种包含了纳米线的溶

液滴在一个细小的金属电极和一块柔软的聚合物

薄膜上。待乙醇挥发后，出现了一层新的纳米线/
聚合物层，最后再利用大量的纳米线/聚合物层组

建成一类复合材料。这得到的纳米发电机大小约

为 2 厘米×1.5 厘米，当它被弯曲时，产生的电力

足以点亮一个袖珍型计算器上的显示屏。这种过

程可以对纳米发电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另一种

新方法是，使用锆钛酸铅（PZT）来装配压电纳

米线。PZT 是将二氧化铅、锆酸铅、钛酸铅在

1200 摄氏度高温下烧结而成的多晶体。这可在导

电和不导电衬底上的化学晶膜上生长的垂直式

PZT 单晶纳米线阵列，是通过使用一个整流电路

把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PZT 纳米发电机为一个

激光二极管提供了电力。这表明，PZT 也可以成

为纳米发电机的组成原料。这里尽管在发电方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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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ZT 的表现不如氧化锌好，但这种替代材料可让

研究人员根据需要灵活选择最好的材料。三、21
世纪新医学思路之一 1、质子量子色动几何结构

方法的魅力是：从普通化学实验的“喷注”和

“碎片”的特点出发，化学方程式两边的平衡，

关注的是分子式里的元素不变。而元素的不变，

本质是元素里的质子数不变。抓住这个主要矛

盾，那么化学方程式里质子不变，从质子里的夸

克味、味夸克、海夸克、夸克海，因反屏蔽形成

的广义色荷云，会不会也类似大自然的气象云层

有打雷、闪电、下雨的效应，质子里的“软”辐

射色荷云，像夸克、反夸克和胶子的“软”辐射

“喷注”，与无机和有机的钾、钠、氧基等涉足

的并不一定全是普通化学反应，有没有启动催化

扰动的交合互动作用呢？以 8 点的立方体和 6 点

五面体为基础，在它们的卡西米尔效应平板的一

个面上加一个点，如此堆垒扩张还可以作各种几

何体图形。把这类“点”换成质子数，立方体变

成了氧元素，五面体变成了碳元素。16 个点可形

成一个超立方体，对应元素是硫，在空气中可燃

烧。12 个点可形成两个五面体，对应元素是镁，

在空气中可燃烧喷射。五面体加 5 个点可形成一

个 18 面体，对应元素是钠，在纯水中可燃烧。19
个点可形成一个立方体和一个 18 面体，对应元素

是钾，在纯水中可燃烧喷射。基于外源性量子色

荷云流产生的“量子色动能”效应，是水中氧元

素核中的质子量子色动几何结构，交合的氧基正

立方体与碳基五面体的卡西米尔平板效应的量子

涨落起伏，释放出的虚粒子色荷云扰动能量，就

能明白这与钾、钠离子核中质子内的“海夸

克”、夸克海与“味夸克”、夸克味的色荷云流

的启动催化扰动也是有关的。2、以 8 点的立方体

和 6 点五面体为基础的质子量子色动几何结和量

子色荷云流结构效应动力，也许还涉及医学上修

复氧基损伤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新途径。美

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化学教授彼得·比尔称，

医学上的炎症反应，一部分为人体的免疫系统会

产生氧自由基或活性氧，以此来杀死细菌、寄生

虫或肿瘤。此外，氧自由基与癌症、衰老密切相

关，在接触环境毒素或暴露于辐射中时也会生

成，对于慢性炎症患者而言，这些氧自由基就有

可能致癌。量子色动几何对于修复这种损伤的认

识，将有助于了解某些癌症的成因，并提出有建

设性的治疗方案。因为健康的 DNA 是由脱氧核

苷酸碱基（A 腺嘌呤、T 胸腺嘧啶、G 鸟嘌呤、C
胞嘧啶）间通过碱基互补配对,在氢键的作用下形

成的双螺旋结构。但在该过程中，一旦氧自由基

组成 DNA 的这 4 种碱基发生反应，DNA 就会出

现突变，从而形成癌症。3、在用来自于神经细胞

的细胞系进行的实验中，一种被称为 NEIL1 的

酶，这种酶能够在 DNA 形成固定的基因组之前

发现并修复异常或损坏的碱基，而 NEIL1 的信使

RNA（核糖核酸）由一种被称为 ADAR1 的酶进

行编译。编译过程中构成 NEIL1 结构中的氨基酸

由赖氨酸变为精氨酸，从而使该蛋白质的性能发

生改变。在加入 NEIL1 后细胞仍处于静止状态，

并未出现反应；而当在其中添加干扰素后，情况

有了变化，细胞开始通过生产 ADAR1 和对

NEIL1 进行编译来对抗病毒。经过干扰素治疗的

细胞中，会产生两种形式的 NEIL1 蛋白质，一种

是具有赖氨酸的版本，另一种是具有精氨酸的版

本。两种不同形式的 NEIL1 在其中发挥了不同的

作用：起基本作用的是赖氨酸版的 NEIL1，其修

复范围广但活性较低；经过编译的精氨酸版的

NEIL1 具有更高的活性，但在适用范围上却相对

有限。正是这种分工的不同，才使得 NEIL1 在修

复 DNA 损伤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也许整个

系统的运作是，炎症产生自由基，自由基破坏

DNA，而 NEIL1 则修复 DNA。但炎症同时也会

引发免疫系统分泌包含 ADAR1 成分的干扰素，

这种干扰素则会对 NEIL1 进行编译使其更具活

性，从而使其得以应付损坏程度更为严重的 DNA
碱基。众所周知，三旋量子色动力学孤子演示链

模型编码，与 DNA 结构的相似性对照，虽然

DNA 属于高分子化合物，是由四种核苷酸连接起

来的很长的长链。但四种核苷酸中的磷酸根都是

一样，且 DNA 大部分为右手螺旋。两条盘旋的

长链代表脱氧核糖和磷酸根，排列在外侧；两条

长链上的横档代表一对碱基（A.T 或 G.C），排

列在内侧。相对应的两个碱基则通过氢键彼此联

结，形成碱基对。碱基对的组成有一定的规律，

即腺嘌呤（A）一定与胸腺嘧啶（T）配对，鸟嘌

呤（G）一定与胞嘧啶（C）配对，也就是说，如

果一条链上某一碱基是 A，则另一条链上与它配

对的必定是 T，依此类推，那么与 T 配对的必定

是 A；与 C 配对的必定是 G，与 G 配对的必是

C，这叫做碱基配对原则，DNA 分子可简单地用

碱基配对来表示：如果把 A、T、C、G 都换成三

旋量子色动力学孤子演示链模型的圆圈表示，再

把两条长链垂直，DNA 分子与三旋孤子演示链是

非常相似。4、生命体离不开原子分子，也离不开

夸克、质子。以球面和环面不同伦的自旋分类，

建构质子中存在基本粒子的数学自旋编码模型，

可以得出和量子色动力学完全类似的“三旋规范

夸克立方周期全表”。正是从些研究中联系

“软”辐射的广义色荷云，不造成总体流动太大

变化来生产粒子，即生产和重新分布广义色荷，

同时又不对总的能量和动量流产生大的干扰，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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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能提取朝相反方向运动的能量的化学反应，称

为量子色动激光器或反冲辐射真空能。这种弱力

能源的分析，类似属于量子色动化学。那么具体

联系到生命体的水的氧中的质子色动几何，与

钾、钠离子中的质子色动几何之间的虚粒子云的

碎片、喷注干扰互动，如果包容了类似氢元素中

质子中的夸克海量子色荷云流，与碳元素中的质

子色动几何卡西米尔效应的演绎分合，但又不造

成总体流动太大的相变，是否可演绎医学上修复

氧基损伤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新途径呢？因

为量子色动力学如“海夸克”这种结构信息，在

显微镜下的图像，海夸克是夸克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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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

许是变革分子、原子后，仍然是分子、原子，是

属于化学能、电能、核能、机械能的。只有在变

革质子、电子后，仍然属于质子、电子，也许才

应归属“量子色动能”。医学和医药在普通化学

和生理学范围之内，是否还有量子色动医学和医

药学的影响呢？ 
 
 
 
11/1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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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 was used to produce callus from the wild economic plant (Zygophyllum coccineum L.).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2 mg/l 2, 4-D was the most suitable medium for callus induction using stem 
segments explants after 4 weeks.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3 mg/l 2, 4-D was the most suitable medium for 
growth of this callus after 4 weeks.  

[Eman, A. Alam. IN VITRO PRODUCTION OF CALLUS FROM ZYGOPHYLLUM COCCINEUM L.Academia 
Arena 2011;3 (1):6-9].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Key words: Zygophyllaceae, In vitro production of callus, Zygophyllum coccineum

l. Introduction 

Genus Zygophyllum (Zygophyllaceae) includes 
many medicinal and economic plants which have 
diuretic, anthelimintic, antidiabetic, antibacterial and 
insecticidal   effects (Elgamal et al., 1995; El-Hefnawi, 
1999; Nawairy et al., 2002 and Assar and El-Sopky; 
2003).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 was used to cultivate 
different genera of Zygophyllaceae for regeneration 
purposes such as Zygophyllum xanthoxylon (Bunge) 
(Sun., 2008) to produce more biologically active 
compounds such as ascorbic acid from callus of 
Fagonia cretica (Kapoor, 2002), alkaloids, saponins, 
flavonoids and phenolic compounds of antibacterial 
activity more than the intact plant ( Eman, 2010)  
diosgenin from callus of Balanites aegyptiaca (Gour 
and Kant,  2006) and beta -carboline and serotonin 
alkaloids and fatty acids from callus of Peganum 
harmala  (Piacetini et al., 2004). 

Our work aims to produce callus from  
Zygophyllum coccineum using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callus from it because it 
is succulent plant however the medicinal and economic 
importances of it. 
Materials and Methods 
Plant materials: 

Samples of Zygophyllum coccineum L. were 
collected from Quatamia - Suez desert road (150 Km 
away from Suez City). Samples were authenticated by 
comparison with voucher specimens in the herbarium of 
Botany Department, Faculty of Science, Ain Shams 
University, Cairo, Egypt, where voucher specimens 
were deposited. 

Methods: 

1- Callus induction: 
This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2, 4-D on callus 
induction of Zygophyllum coccineum L.  stem segments 
explants. Explants were surface sterilized by immersion 

in 70 % ethanol for 30-60 seconds, then soaked in 50% 
of sodium hypochlorite (commercial Clorox) for 15-20 
minutes, then washed with sterile distilled water "3 
times" (Hoda, 1994). Sterilized explants were 
aseptically transferred to sterilized MS medium 
(Murashige and Skoog, 1962); supplemented with 3% 
sucrose (Khafagi, 2000), 1% agar (Torres, 1989) an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2,4-D as follows.  

 
 
 
 
 
 

  
The callus cultures were incubated at 25± 2°C 

for four weeks. The percentage of calli induction was 
calculated every week during the incubation period. 
2-Callus growth:  

Callus of Zygophyllum coccineum L. stem 
segments explants can be maintained by subculturing on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2, 4-D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in callus induction.
    

The callus cultures were incubated at 25± 2°C 
for four weeks. Weight of callus of hypocotyle explants 
was taken as an indicator of callus growth on each 
medium as follows:  

 

 

 

3- Statistical analysi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ll results was done using 

Fisher analysis of variance methodology. A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 was applied at 5% and 1% 
probability level to determine differences among 
treatment means (Steel and Torrie, 1984). The 
MSTAT computerized package program was 

Media Hormones 

1 1 mg/l  2,4-D 
2 2 mg/l 2,4-D 
3 3 mg/l 2,4-D 

+ ≤ 1 g 
++ ≤ 2 g 

+++ ≤ 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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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ed to the regula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nce 
(Nissen et al., 1985). Each reading = mean of three 

replicates + SD. 

Results and Discussion 

1- Callus  induction:  

 Data in Table (1) revealed that, using stem segments explants of Zygophyllum coccineum L. to induce calli 
through the incubation period (four weeks) on the three used media,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highly significant 
variation between the three used media for calli induction from stem segments explants. The three types of media 
can induce calli from the explan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edium number (2). 

Table (1): Responses of  hypocotyle explants of Zygophyllum coccineum L. to calli induction on three 
different media during four weeks. 

Media 1st  week 2nd  week 3rd  week 4th  week 
1 0.22±0.10 0.44±0.09 0.55±0.10** 0.55±0.10** 
2 0.22±0.10 0.50±0.00 0.67±0.10** 0.72±0.04** 
3 0.14±0.10 0.28±0.25 0.28±0.25 0.28±0.25 
L.S.D. (0.05) 0.39 
L.S.D. (0.01) 0.40 

2- Callus  growth: 

 Data in Table (2) and Photos (1-2) revealed that, callus of Zygophyllum coccineum L.   stem segments explants 
grew on media number 1,2 and 3,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at on  medium number 3. These results agreed with 
Zhang and Kang, 2004; Khafagi et al., 2004; Ibrahim and Khafagi, 2004; Mohan et al., 2004 and Gour and Kant, 
2006 since they found that, Nitraria tangutorum, Peganum harmala, Tribulus terrestris and Balanites aegyptiaca   
respectively can induce calli using M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2,4-D. 

Table (2): Qualitative estimation of callus  growth of Zygophyllum coccineum L. hypocotyle explants after four  weeks. 

 

Media Weight of callus (g) 

1 + 
2 ++ 
3 +++ 

 
 
 
 
 
 
 

   

 

 

 

 

 

 

 

 

 

 

 

 

 

 

 

 

 

 

 

Photos (1-2

 

Photos (1-2): Callus growth of stem segments explants of Zygophyllum coccineum L. on medium number (3) after four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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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学概念下的时空关系 

杨发成

新疆  克拉玛依市 瑞达中心  834000 
e-mail:  yangfacheng2006@163.com ，yangfacheng6467@sohu.com   

摘要:  在本文中，作者根据运动学原理，充分运用点光源发光形成的球形包络面观点，结合毕达哥拉斯定

理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这样一模型能给出清晰的时空关系。作者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对于光源不同方向

运动的参考系，推证的数学公式计算结果符合客观的运动规律。在特殊相对论中涉及的“时钟膨胀”问题，那

是指在同一地点的不同时刻分别发生的两次事件，在不同参考系中观察者得出不同的时间间隔，相对于事件

发生地点运动的参考系观察者，接收到两次信号的时间间隔 总是大比事件发生参考系中的时间间隔 ，通

常称著爱因斯坦时钟膨胀。作者经认真思考后推证得到，时间间隔并不是只限于膨胀，它还存在收缩。  

[ 杨发成. 在运动学概念下的时空关系.  Academia Arena 2011;3(1):10-17 ].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关键词：脉冲；球形包络面；瞬间时空；扩散时间；时间间隔；间隔膨胀；间隔收缩

1. 引言

时间和空间等概念，艾萨克.牛顿（I.Newton,

1642-1727）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已有详细

阐述[1]。牛顿对时间的定义大概是这样，绝对的、真

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

在均匀地、与任何其它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它又

可以名之为“延续性”，……。 所以，用于计时的钟

表只是用来计量“真正的”时间的一种仪器。紧接着，

他对空间也给出了定义，大意是这样，绝对空间，就

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且永远是相同

的和不动的。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可动部份或者量

度，……。现在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明确观念，建立时

空观应该不难。但是，爱因斯坦等人却以光速常数为

基点，将光速混合时间并制作了一套被“称誉”的时

空理论——洛伦兹变换和时钟膨胀，进一步把观察效

应混进动力学，其结果牵引出一系列不合常理的结

果。为此，本文将试探着探索这个时空问题。 

2．相对运动下的时空关系    

在近代及现代物理学理论中，提出了光速的不变

性。作者认为，光速的不变性，并不是说，某一份被

指定性的光粒子的运动速度与任何参考系无关，而是

指，一个点源在某时刻发一次闪光，这个脉冲闪光向

周围扩散（辐射）的几何形状是一球形面，这个球形

面在真空中的扩散速度相对发射源（或称光线的共同

交点）保持不变。即是，点光源发生的一次脉冲闪光，

这个脉冲对应着的就是一个球形包络面[2-3]，这个包

络面的扩散速度就是 C 相对于源点在真空中。 

2.1 代数方法得出的方程

我们假设有两个参考系[3-4-5]， S 和 S′，设 P 点

为“静止”参考系 S 中任意空间（除原点以外）点光

源, 参考系 S′以 V 速度沿着 X 轴运动（参考系 S′
沿着 X 轴运动的速度为 V<C ）, 它从 J点运动到 A
点并与参考系 S完全重合的瞬间, 点光源P发一脉冲

闪光，在这个时刻，各自参考系原点的观察者同时开

始计时, 这个闪光向周围的扩散形态为一球形面在

真空中。当这个球形包络面扩散并到达参考系 S 的原

点 O ，计时器读数值为 t , P 点在参考系 S 中的空间

位置为(x,y,z)。即是，在时间 T=0 到 T=t，球形包

络面的扩散（或称著辐射）半径为 PA=ct，如图 1 示。

由毕达哥拉斯定理得：   
2222 )(ctzyx    (1) 

参考系 S′沿着 X 轴依旧不断前进，这个球形包

络面也在不停地扩散，似乎是包络面在作变速追击运

动跟参考系 S′；当包络面与参考系 S′的原点 O′
相遇时刻，参考系 S′的时钟读数为 t′；即 t′时

刻，点 P 在参考系 S′的空间为 P (x′,y′,z′)，

“时空”表示为 P（t′；x′,y′,z′）。  

由于点 P 是固定在参考系 S 中,它相对于运动参

考系 S′随时间而变化，点 P 在参考系 S′中只能是

瞬时空间，这个瞬时空间通常称著为“时空”，表示

为 P（t′；x′,y′,z′）。P（t′；x′,y′,z′）

的物理含义是：P 点在 t′时刻在参考系 S′中的瞬

间位置，时间和坐标之间用分节号“；”隔离表示，

它并不是什么四维时空。在时间从 T=0 到 T= t′，

球形包络面扩散的半径为 PB=ct′, 由毕达哥拉斯定

理，我们得到参考系 S′的球形包络面方程：
2222 )'(''' ctzyx                    (2)

由于 x′与 x 重合，参考系 S′沿 x 轴运动且不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renaj@gmail.com 10

mailto:yangfacheng2006@163.com
mailto:yangfacheng6467@sohu.com
http://www.sciencepub.net/


Academia Arena , 2011: 3 (1)                                         http://www. sciencepub. net                  

0')/2(')/1( 22222  ttcxtc VV  .    (3) 绕 x 轴转动,即 y′∥y, z′∥z ； y′=y , z′=z ,
在 t′时刻有 x′=x-vt′，将式(1)代入式(2)有： 解未知数 t′的一元二次方程得其解，为了方便

式中均用（ CV / ），得到方程的根    
2222 )( xctzy 

)[()'( 22  xcttx V

 

2

22222

1

//)1(
'








cxcxt

t   
0)'(] 22  ct

0)('2)')(( 2222  ctxttc VV

 

  

 
                                        (4)   

因此，我们得到未知数 t′的一元二次方程  

 

    
                          图 1 扩散的球形包络面追击运动的参考系  
             Figure 1. Spherical envelope diffusion pursuit movement of reference frame    
 
2.2 几何方法得出的方程  

x′轴与 x 轴完全重合，并且 y′轴平行 y 轴 ，
z′与 z 平行，所以，点 p 在参考系 S′ 和参考系 S 中，

y′=y , z′=z 。在方程（1）中，t 表示球形包络面扩散

的时间值（从点 P 到点 O ）。在方程（2）中， t′
就是球形包络面扩散从点P到参考系 S′ 中的观察者

点。当运动的参考系 S′ 与静止参考系 S 完全重合时

刻，点 P 发出一闪光, 球形包络面扩散并作追击参

考系 S′ 的运动。从图 1 中解直角三角形：直角三角

形  在直角三角形 '平面内。 PKO PKO
 

     
222

pokopk       （a）     
222
'' pokopk      （b）      

 
将式（b）减去式（a）整理后得到与上面的方

程相同 .    
2222 )'(])[()'( ctxcttx V 

在图 1 中, 如果参考系 S′沿 x 轴负方向运动,

结果与方程式(3)相同。从几何角度讨论具有的优越

性： 参考系 S′沿 x 轴运动，可以绕 x 轴转动，不

假设 y′＝y，z′＝z，即 y′≠y，z′≠z。如果参

考系 S′沿着 x 轴是变速运动（S 系的 x′轴始终与

S 系的 x 轴重合），只要已知参考系 S′速度随时间

变化的函数 f(x,t)，就可以用定积分给予解答。 
 

3．分析与讨论       
假设光源是在 y 轴上，由式（4）得出与爱因斯

坦相同的时间膨胀公式；当光源是在 X 轴上，有两

种情况，即是在 x 轴的正方向和反方向上，我们得

到一系列的公式。  
 
3.1 光源点在 y-z 平面上 

用公式（4）并结合图 1 分析，将光源点 p 移动

到（y-z）平面上，则式（4）中的 x = 0 。 

2

2

1

1








t

t     

22

2

11

1










t
   

21 


t
                          (5)    

此式与爱因斯坦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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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参考系 S′是向着光源运动，c+ V =x/ t'1 ， 
'txVcU 11 /'    .                        （9） 

 

当参考系 S′作远离光源运动， ， 'txc V 2/
'txcU V 22 /'   .              （10）  

 
由此分析式(9)与式(10)，光源点 p 是在参考系的

运动方向上，即是说，惯性系 S′沿着光子的运动轨

迹线方向运动，所以，光子的运动速度 U 遵守伽利

略变换（相对参考系 S′）。公式(9)与(10)表明，运动

参考系 S′的速度可以为任意值。 
  
4．运动光源下的时空关系    

在参考系中有一点光源,相对于自身光源的光子

速度各向同性为 C ，光源点是球形包络面的中心； 

但相对于光源参考系以外的惯性系都是各向异性（不

为 C ）。如图 4 示，当沿 X 轴运动的参考系 Sa 与“静

止”参考系完全重合时刻，参考系 Sa 中的光源点 P
发一闪光，在各自参考系原点的观察者同时开始计时, 
当惯性点光源 P 以速度 V 运动到达点 E ，光的球形

包络面扩散到参考系 Sa的原点，计时器读数值为 ta 。
P 点在静止参考系中的空间为（ Xa+Vta , ya ，za ）,  
瞬间时空表示为（ta ；Xa+Vta , ya ，za ）。从位置 A
到 B 的距离就是 V ta ，由毕在达哥拉斯定理得：     

  
图 2 光源点在 y-z 平面上  

Figure 2. Source point in the y-z plane 
 
3.2 光源点在 x 轴上   

如果将光源点 p 移动到 x 轴上，即是在图 1 中 x

轴的负值方向    ，0x 0,0,0  zyx  ，故有：

,xct   将 t  代入式（4）得： c x /
2222 )( aaaa ctzyx               （11） 

2

22

1

//
'








cxcx

t  
 

2

2

1

//





cxcx V                    (6)   球形包络面继续扩散，在时刻 t , 球面扩散到

达点 A ，惯性系点 P 与静止参考系 S 的点 G 重合；

在 t 时刻，点 P 在 参考系中的时空就是包络面的中

心，由毕在达哥拉斯定理得：  

 
如果光源点 p 移动到 x 轴的正方向（ ）得 0x

V

V

c

xcc

x

t








)1)(1(

)1(
'
1 

            (7)   

2222 )()( ctzytx Va  （12） 

 
这里设定 ya∥y，za∥z，ya=y，za=z，β=V /c  

0)/2()/1( 22222  aa ttcxtc VV      （13）  
光源点 P 在 x 轴的反方向上（ ）有 0x  

V

V

c

xcc

x

t









)1)(1(

)1(
'
2 

           （8） 

解方程取其正根我们得： 

2

22222

1

//)1(








cxcxt

t aaa  

 
3.3 光粒子与参考系状态之间的关系       

在图 1 中，我们假设，在 X 轴上以参考系 S 的原

点所处的位置 A 为对称点分别设置有两个点光源。 
当运动的参考系 S′与静止参考系 S 完全重合时刻，

在 X 轴上的两个对称的点光源同时各自发一脉冲闪

光，参考系 S′接受来自两个点光源发来的闪光，其

钟表的时间读数分别是 t1′和 t2′，依据公式（7）
与（8）可得：  

（14） 
   

依照本文第 3 节那样分析式（14），得到相似的

结果。 在图4中, 如果Sa参考系沿 x 轴负方向运动, 
讨论的结果相同。如果光源参考架是变速直线运动，

只要给出参考架 Sa 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对函数 f(x,t)
求积分并代入方程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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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运动的光源与静止的参考系   

  Figure 3. Moving light source and stationary reference frame   
 
5.  论时间间隔  

关于时钟膨胀，并不是用于计时的钟表运转快

慢，也不是真正的时间奔跑在减慢，而是由于光信号

所引起不同参考系接收到同一信号的时间不同。在狭

义相对论中，同一地点不同时刻分别发生的两次事

件，两次事件之间的时间差称时间间隔。在远离光源

点运动的参考系中, 所接收到两次事件的时间间隔

大比发生点。同理，参考系运动向着事件发生方向，

时间间隔发生收缩[6]，即是时间间隔发生了变化。 
 
5.1 时间间隔的膨胀 

如图 4 和图 5 所示，设运动的参考系 S′与参考

系 S 完全重合瞬间，P 点发生第一次脉冲闪光，设置

在点 P、静止系 S 原点和运动系 S′原点的三个记时

钟表同时开始计时（“真正的时间”概念已被牛顿所

阐述，用于记时的钟表是一种仪器那个对牛顿时间的

记录），第二次闪光发射是在第一次脉冲发射后时间

间隔 τ,  惯性系 S′是沿 X 轴以 V 匀速运动的，在 X
轴上，参考系 S′原点观察者在不同时刻具有的“特

殊”性质的空间位置：A、B、M、N ……。    
 

E 点：是空间点 P 在 X 轴上的坐标对应； 
A 点：惯性参考系 S′与静止参考系 S 完全重合

瞬间，点 P 发射第一次闪光； 
B 点：参考系 S′中观察者接收到第一次闪光信

号的空间位置； 
M 点：光源发射第二次闪光是在时间间隔 τ时，

参考系 S′的空间位置。作者假设这个 “特殊”空间

点有一个“虚静”坐标系 Sk ，并且它们保持相对静

止状态：坐标系 Sk ，点 P 和参考系 S ，所以，点 P

在参考系 Sk 的空间表示 ),, 00 zyVx （ 。  

N 点： 接收到第二次信号时刻参考系 S′的空

间位置 。 
假设：点 P 第二次闪光的球形包络面扩散到点 M

（即为参考系 Sk 的原点）的时间为 ，mt mt 。由

毕达哥拉斯定理得球面方程：   
22

0
2

0
2 )()( mctzyVtx            （15） 

 
球形包络面不断扩散并追击到点N与参考系 S′

观察者相遇，信号从 P 点开始到达 N 点的时间为 tn ， 
时空表示为 nt( ； ),, zyVtVx n   ，球形包

络面方程为：   
2222 )(''])[( nn ctzyVtVx           （16） 

 
这里设定：参考系 S′沿 X 轴以 )( CVV  速运

动 ，在运动过程中不绕 X 轴转动，所以，点 P 在参

考系 S、S′ 和 Sk 中有：y′∥y , z′∥z .  y′=y , 
z′=z , x′=x-vt′,  CV / ；将方程（15）和（16）

联立求解二次方程得其解：   

   
2

22222

1

/.1








cVxt

t m
n

   

 
21

/








cVx

               （17）   

 tn就是 P 点第二次闪光扩散至 N 点的时间值。 
 
 

当运动参考系 S′与静止参考系 S 重合瞬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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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发生第一次闪光， 两个参考系的观察者同时开始计

时，参考系 S′在各个“特殊”空间站点的钟表读数

值分别是：TA，TB，TM，TN ……。 依据公式（4）的推

证方法得：    

在公式（19）中取正值， 我们推导得到：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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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

cc

c








221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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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这公式称为时间间隔膨胀表达式。 

 

参考系 S′为远离光源点 P 沿 X 轴方向以

)0( CVV  速运动，若 ，方程（2）和（3）

均不成立。 

CV 
 
所以有：TA＝0  

2

22222

1

//)1(










cxcxt
T a

B     
 
5.2 时间间隔的收缩    

前面讨论的是参考系 S′远离光源点 P 运动，如

果参考系 S′是向着光源点运动，则参考系 S′的速度

应该取负值。即有： 

 MT  和 nN tT    

在图 5 中，参考系 S′的观察者接收到两次闪光

信号的时间差就是参考系 S′中的时间间隔值 τ′。 
 








V

V

V

VV

cc

c
22

2

2

)(
'      

BN TT ' Bn T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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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公式称为时间间隔收缩式。    
 

作者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个公式既适合向着光源

低速运动的参考系 ( v ＜ ），也适合向着光源方向运

动的超光速惯性系 ( v ＞ )[7] 。 
c
c    

2

22222

1

//)1(










cxcxt a    

                                        （18） 
6.  分析与综述 

 
关于时钟膨胀这个概念，并不是计时钟表运转的

快慢，也不是真正的时间奔跑在减慢， 而是由于光信

号的传播所引起不同参考系收到同一信号的时间差，

即是，时间间隔发生了变化[8-9]。 

这个表达式就是用于精确的测算。但是，人类总

是设法寻求用最简单明确的方法来近似客观实在，所

以，下面用近似计算法对公式（18）进行简化。依据

本文之意，在第一次闪光发射后，间隔足够长时间再

发生第二次闪光，则产生下列条件：  例如：设想一个信号发射器在月球上，每隔 10
分钟向地球发射一次信号。 现有两艘飞船在地球与月

球之间连线上以 10 万公里/秒速度运动（本文假设的

这一速度，只为了理论上的说明而已，并非指当今我

们的飞船速度），其中一艘飞向地球，另一艘飞向月球，

飞船与地球上使用的是机械性能完全相同的钟表（记

录器），试问：两艘飞船和地球上所测得的信号周期各

为多少？ 

 
AM ＝Vτ, EM ＝|x－Vτ|   
 

mtczy  /22 ＝sin x→0, xV    
 

.,  VVxtcPMVVxEM m   

 .0)(,0)/(,  cxcpAtcVt am   
  地球接收到信号的时间间隔就是月球上所发出的

信号的周期为 10 分钟 。 由以上系列的人为设置条件，我们近似得到，  
飞向地球的飞船 S1 是作远离事件发生点的运

动，由公式（20）计算的时间间隔为 15 分钟。  

0BT 。所以，我们有近似公式 

BN TT                 飞向月球的飞船 S2  是向着事件发生点运动，由

公式（21）计算的时间间隔为 7.5 分钟。  
0

1

///)1(
2

22222222











cVcVcV

 
依据爱因斯坦时钟膨胀公式计算的时间间隔为

10.6 分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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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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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闪光追击运动参考系 

     Figure 4. In his pursuit of the second flash movement on the movement of reference frame S′    
 

   
图 5 运动参考系分别接收到两次信号图示 

 Figure 5. Movement of reference frame were received twicethe signal icon   

7. 在特殊情况下的时间间隔  

如图 6 示，时钟膨胀式 22 /1/' cVtt  ，其

实质是指在“特殊”情况下，不同地点（P 与 Q）同

时发生的两个事件（闪光），在运动的惯性系 S′中

所测到的时间间隔 大比静止参考系 S 中的时间

间隔 。从 P 点至 A 点闪光扩散时间为 t1 ，Q 点发

来的闪光到达 A 点运动时间为 t2 ，依据公式 ： 

t 
t

 

2
0 )(1

C

V
tt  ， 我们得到下面两式   

2
1 )(1

C

V
ttPB    和 2

2 )(1
C

V
ttQM   .  

  
 

22
12 )(1)(1)('

C

V
t

C

V
ttt   . 

  
此式为在特殊情况下的时间间隔膨胀表达式。这

个公式与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间隔膨胀式完全相同，

但表达的物理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10-11-12]。 
  

   
图 6 特殊情况下的时间间隔  

Figure 6.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time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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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束语 
光速不变性：在真空中，光子包络面的扩散速

度（辐射半径的时间平均值）相对于自已的中心源

点为恒量 C ；光速的变化性： 单独的一份指定性光

粒子，与一切实物体（原子、分子、宏观物体……）

一样，在光流方向（光子的运动轨迹）的运动速度

与参考系状态密切相关，遵守伽利略变换。 

同一地点不同时刻分别发生的两次事件，在不

同参考系中观察者得出不相同的时间间隔。参考系

运动远离事件发生地点，时间间隔膨胀。参考系运

动向着事件发生方向, 时间间隔发生收缩。 
本研究是假设光源和参考系都处在真空中，所

以，光的运动速度为 C，不考虑光在其它透明气态

物质（如空气）中的运动情况。本研究还有一个值

得说明的就是，各个参考系的观察者是“固定”在

各自参考系的原点位置，这样对观察者位置的明确

经纬，对研究起着重要作用。在爱因斯坦的时空理

论中就没有明确各个参考系的观察者（信号接收器）

所居何处，这也许就是导致认识混乱的根源。 
关于对爱因斯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质疑，无

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的学者为数颇丰，虽然相对

论问世一个世纪之久，它不但没有象牛顿理论那样

为人类服务，而且还诞生一些幻想中的怪胎，并且

那些奇谈怪论还大行其道，反而让真正的科学理论

靠边沉睡；也好，他们的玄学也给了我们今天探索

和研究的机会。细心的学者不难发现，本文中也使

用了相对论中的断砖残瓦，诸如，同时、参考架、

时钟、时间间隔和时间间隔的膨胀等，本文作者是

为了在相对论这座“大厦”位置重新建立一座能够

经得起风雨的“建筑”，相对论废虚中毕尽还有能够

重新被使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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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ed in the Kinematic Concep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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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of Ruida Centre in Xinjiang  
15 Hongxing Street, Kalamayi, Xingjiang 834000, CHINA   

 e-mail: yangfacheng2006@163.com ，yangfacheng6467@sohu.com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kinematics, and to make full use of point light source to 
form a spherical envelope point of view, combined with the Pythagorean theorem proposed a mathematical model, 
this model can give a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On this basis, from objective reality, relatively light, 
the analysis of reference frame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the deduction of a series of mathematical expressions, 
which really reflects the movement of the objective reality. In special relativity theory involves “the clock 
expansion” problem, it means, at the same location in two separate incidents at different time events, in different 
reference frame, arrive at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Movement relative to the incident location of reference frame, two 
signals received at time intervals larger than the source of reference fram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clock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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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after serious thought and deduction available, the time interval is only expanding, it still exist 
contraction.      
 
Key words: Pulse; spherical envelope; instantaneous time and space; diffusion time; time interval; interval 
expansion; interval con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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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 phyt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screening on three Egyptian species of Fagonia  
 

Eman, A. Alam  

 
Botany Department,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Dokki, Giza, Egypt 

com.@hotmail2000980Eman 
 
Abstract: Selection of the genus Fagonia (zygophyllacea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ientist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many active constituents of pharmaceutical importance. Vegetative and reproductive organs of three 
species of Fagonia growing wild in Egypt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Fagonia bruguieri Dc.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were described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many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in 
vegetative organs  of the three species; such as length, surface and color of the plant, stem (length of internodes) and  
leaves (length of petioles, length of stipules, leaf  lamina, shape of leaflets lamina, leaflets size, leaflets apex). There 
were also many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in reproductive organs  of  these  species; such as flowers (size, length of 
pedicel), sepals (shape, size, duration, aestivation, surface), petals (shape, size, duration, color, aestivation), 
gynaecium (length of styles), fruits (color, size, persistence of calyx on the fruit) and seeds (shape). Preliminary 
phytochemical screening on shoot systems of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Fagonia bruguieri Dc.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revealed the presence of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presence / absence 
character  and amounts of carbohydrates and/or glycosides, saponins, tannins, sterols and/or triterpenoids, alkaloids, 
cardiac glycosides, flavonoids, chlorides, sulphates, irodoids, cyanogenic glycosides and coumarins in different  
parts of shoot systems of plants under investigation. Powdered samples of shoot systems of the studied species of 
Fagonia were investigated for their antioxidant activity. Antioxidant activity exerted by F. bruguieri  (double 
integration area = 1.419 e + 06" = 14.19 e + 05") superior that of the other two species" F. arabica  and F. indica" 
(double integration area =  9.691 e + 05 and 9.013 e + 05 respectively). 
[Eman, A. Alam. Morphological, phyt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screening on three Egyptian species of 
Fagonia. Academia Arena 2011;3(1):18-27].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Key words: Fagonia, morphology, phytochemical screening, antioxidant activity, ESR instrument. 
 
Introduction 
     Genus Fagonia is represented in Egypt by 18 
species (Tackholm, 1974),  but it was represented by 
15 species  in  Boulos, 2000. Fagonia L. occurs in 
warm and arid regions of all continents except 
Australia (El-Hadidi, 1966). Species of Fagonia were 
taxonomically and ecologically studied in different 
studies (Basto, 2002; Sharma and Gehlot, 2003; 
Mohamed et al., 2004; Sher et al., 2004; Carlquist, 
2005 and Navaroo et al., 2006). Fagonia species 
were extensively studied by many workers regarding 
their medicinal uses, since these plants were 
antitumor, antioxidant, analgesic, astringent, 
febrifuge and prophylactic against small-pox agents, 
species of Fagonia were also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in the indigenous system, fever, asthma, 
urinary discharges, toothache, stomach troubles and 
kidney diseases (Ahsan et al., 2007 and Satpute et al., 
2009). Species of Fagonia have been found to 
contain saponins (Abdel- Khalik et al., 2001), 
alkaloids (Sharawy and Alshammari, 2009), 
terpenoids (Perrone et al., 2007), sterols (Shoeb et 
al., 1994), flavonoids (Ibrahim etal., 2008), proteins 
and amino acids (Sharma et al., 2010), coumarins 
Zhan et al., 2008), trace elements (Fatima et al., 
1999).  

       Our work aims to spot on morphological, 
chemical, antioxidant activity differences between 
three species of Fagonia (F. bruguieri, F. arabica 
and F.indica).  
 

nd MethodsMaterials a  
:Plant materials 

Samples of Fagonia bruguieri Dc,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were collected from 
Quatamia- Suez desert  road (150 Km away from 
Suez City). All the samples were authenticated by 
comparison with voucher specimens in the herbarium 
of Botany Department, Faculty of Science, Ain 
Shams University, Cairo, Egypt, where voucher 
specimens were deposited. 
 
Methods: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 of samples: 

Samples of F.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F. bruguieri Dc. and F.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F. parviflora Boiss.) were described 
according to keys of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 of  
Hutchinson, 1973 and Vasishta,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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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phytochemical screening on shoot 
systems of F. arabica L.var. viscidissima Maire., F. 
bruguieri Dc. and F.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F. 
parviflora Boiss.): 
       Flavonodis (Mabry et al., 1970); Anthraquinones 
(Farnsworth et al., 1969); Tannins (Trease and 
Evans, 1978); Alkaloids (Shellard, 1957); Saponins 
(Hungund and Pathak, 1971); Carbohydrates and / or 
Glycosides (Stank et al., 1963); Irodoids (Weiffering, 
1966); Coumarins (Feigl, 1960); Chlorides and 
Sulphates (Islam et al., 1993); Sterols and / or 
Triterpenes (Claus, 1967 and Schmidt, 1964); 
Cardiac glycosides (Balbaa et al., 1981) and 
sublimable substances (Afifi, 1972).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substances were investigated for their 
presence / amount within different plant parts and 

different obtained calli of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rie, Fagonia indica and Fagonia 
bruguieri Dc., to select the promised one regarding 
its chemical composition.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shoot systems of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Fagonia 
bruguieri Dc.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F.  parviflora Boiss.):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powdered samples of 
shoot  systems  of F. bruguieri, F. arabica and F. 
indica  indicated by free radicals was estimated in the 
Central Lab  Unit,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using 
ESR instrument  (Electron  Spin    Resonance) under 
conditions described in Table (1). 

 
 
 
Table(1): Conditions of determination of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shoot  systems  of F. bruguieri, F. arabica and 

F. indica  indicated by free radicals using ESR instrument (Electron  Spin  Resonance). 
 

Microwave frequency (HZ) 9.802 e + 09 
Microwave power (W) 0.00202637 
Receiver gain  60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 of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Fagonia bruguieri Dc.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Morphological studies of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 Fagonia bruguieri Dc.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 Table:2 and Photos:1-3) showed that, F. indica is the tallest one of the three plants; F. 
indica is glabrous plant, while the two other species are glandular plants; F. arabica is dark green, while the two 
other species are pale green; stem erect in the case of F. arabica, procumbent in F. bruguieri, prostrate in F. indica ; 
F. arabica has long internodes ( 1.6 - 3 cm),while the length of internodes in F. bruguieri and F. indica are 0.5-2 cm 
and 0.9-2 cm respectively; length of F. arabica petioles reached to 0.6 cm for 3- foliolate ; all the leaves are 1- 
foliolate in case of F. indica, while F. arabica and F. bruguieri have 1 and 3 foliolate leaves; F. indica has the 
broadest leaflets, while F. bruguieri has the longest leaflets; leaf apex is mucronulate in the case of F. indica only; 
F. indica carries the largest flowers; calyx is ovate in case of F. bruguieri; F. arabica carries the longest sepals, 
while F. indica carries the broadest ones; sepals are caduceus in case of F. arabica, while persistent in F. bruguieri 
and F. indica (on young fruits only); aestivation of sepals is imbricate in case of F. bruguieri ; F. arabica has the 
longest persistent petals; aestivation of petals is quncuncial in F. bruguieri only, imbricate in case of the two other 
species ; fruits have erect beaks in case of F. indica, while fruits are pendulous in case of the two other plants ; F. 
arabica has the  largest fruits, followed by F. indica and F.bruguieri; calyx is caducous in F. arabica, while 
persistent in F. bruguieri and F. indica (on young fruits only). These results were agreed with observations of other 
workers such as Tackholm, 1974 and Bolou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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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 of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 Fagonia bruguieri Dc.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Fagonia parviflora 
Boiss.) 

Fagonia bruguieri Dc.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Whole plant 
Growing wild Growing wild Growing wild 1-Habit 
Perennial with woody base Perennial with woody base Perennial with woody base  2-Habitat 

45 - 55 cm 25 - 40 cm 20 - 55 cm 3-Length of the 
plant  

Glabrous (only the juvenile 
parts  hairy) 

Glandular  Glandular, pubescent, often 
with adhering sand grains 

4-Surface  

Pale green Pale green Dark green 5- Color 

 
Tap root 

 
Tap root 

 
Tap root 

A-Vegetative  
organs 
 *Roots  

Prostrate or Ascending, 
highly branched, woody, solid, 
nearly terete in cross – section, 
glandular, striate; nodes 
swollen, whitish green; 
internodes long (0.9- 2 cm)             

Procumbent, many branched, brittle, 
terete, glandular, striate; nodes swollen, 
whitish green; internodes short (0.5 - 2 
cm) 

Erect, branched, woody, solid, 
terete, glandular, striate; nodes 
swollen, whitish green; 
internodes long (1.6 - 3 cm) 

**Stems 

***Leaves  
Cauline Cauline Cauline 1-Mode of 

insertion 
Petiolate (short petioles "0.1 
cm", with a distinct joint 
between petiole and plade). 

 Petiolate (0.1 cm) Petiolate (0.2 cm for 1- 
foliolate, 0.6 cm for 3- 
foliolate) 

2-Presence or 
absence of 
petioles 

Stipular spines, longer than 
leaves, of unequal length 
range between 0.9 –2.1cm‘, 
selender, acicular 

Stipular spines (0.5 – 2 cm), 
spreading or slightly recurved 

Stipular spines, longer than 
leaves (1-2 cm)  

3-Presence or 
absence of 
stipules 

Opposite (superposed ) Opposite (superposed )  Opposite (superposed)  4-Phyllotaxy  
Compound, palmate, leaves 
all 1-foliolate 

Compound, palmate, lower leaves 3- 
foliolate, the upper 1-foliolate 

 Compound, palmate, lower 
leaves 3-foliolate, the upper 
1- foliolate or 3- foliolate 

5- Leaf  lamina  

6-Leaflets 
Narrowly elliptic to  
lanceolate   

Oblong to  lanceolate,  Narrowly elliptic - oblong to 
linear   

6-a-Shape of 
leaflets lamina  

Leaflets 0.6 - 1×0.1- 0.3 cm    Leaflets 0.6 - 0.9 cm long, 0.5 - 2 cm 
broad  

T  dimensions of 1-foliolate 
leaflets arare 0.2 z× long, 
0.6 cm broad, while di 
dimensions of  3-foliolate 
lealeaflets are  0.0.3x0.9 cm  

6-b- Leaflets size  

Entire Entire Entire 6-c- Leaflets 
margin 

Mucronulate  Mucronate Mucronate 6-d- Leaflets apex 
Acute Acute Acute 6-e- Leaflets base  

Succulent  (thick ) Succulent  (thick ) Succulent  (thick ) 6-f- Texture of 
lamina  

Glandular Glandular Glandular 6-g- Leaflets 
surface  

Reticulate  Reticulate  Reticulate  6-h- Leaflets 
venation  

Persistent Persistent Persistent  6-i- Duration of  
leaflets 
B-Reproductive organs  

Axillary,  solitary Axillary,  solitary Axillary,  solitary  *Infloresc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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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cm diam. at 
anthesis,ebracteate, pedicellate 
(0.4 - 0.6 cm), complete, 
regular, perfect, 
actinomorphic, bisexual, 
hypogenous, pentamerous 

0.8 - 1 cm diam. at anthesis, ebracteate, 
pedicellate (0.2-0.5cm), complete, 
regular, perfect, actinomorphic, 
bisexual, hypogenous, pentamerous 

1.3- 1.5 cm diam. at anthesis, 
ebracteate,  pedicellate (0.5-
0.6 cm long), complete, 
regular, perfect, 
actinomorphic, bisexual, 
hypogenous, pentamerous 

**Flowers 

 
5, free (Chorisepalous) 
Lanceolate  
0.3 cm long and 15 mm,  
wide  
Succulent (thick )  
Persistent on young fruit 
only 
yellowish green 
Quncuncial 
Hairy  

 
5, free (Chorisepalous) 
Ovate 
2×4 mm  
Succulent ( thick ) 
Persistent   
yellowish green 
Imbricate (ascending) 
Hairy  

  
5, free (Chorisepalous) 
Broadly lanceolate to ovate  
3-4 × 10 - 12 mm 
Succulent ( thick )  
Caducous  
yellowish green  
Quncuncial  
Glandular 

1-Calyx (Sepals ) 
 a- Number 

b- Shape  
c- Size 
d-Texture  
e- Duration  
f-Color 
g-Aestivation 
h-Surface  

 
5, free, clawed (Choripetalous) 
Lanceolate Twice as long as 
sepals  
(0.6 cm) 
Herbaceous 
Caducous 
Mauve 
Imbricate (descending) 
Glabrous  

 
5, free, clawed  (Choripetalous)  
Ovate 
5-6 mm  
Herbaceous 
Caducous  
Pink 
Quncuncial 
Glabrous  

  
5, free, clawed (Choripetalous) 
Broadly lanceolate to ovate   
 8-9 mm   
Herbaceous 
Persistent  
Mauve to violet 
Imbricate (ascending)  
Glabrous 

  

2-Corolla (Petals)  
 a- Number 

b- Shape   
c- Size 
d-Texture  
e- Duration 
f-Color 
g-Aestivation 
h-Surface 

  
  

10,  free, distinct in two 
whorls, inserted on a disc 
Filaments filiform, without 
appendages  
Fixation of anthers to the 
filaments  is of versatile type  

  
  

10,  free, distinct in two whorls, 
inserted on a disc 
Filaments filiform, without appendages 
Fixation of anthers to the 
 filaments is of versatile type  

  
  

10,  free, distinct in two 
whorls, inserted on a disc 
Filaments filiform, without 
appendages 
Fixation of anthers to the  
filaments  is of versatile type  

3-Androecium 
(Stamens) 
a-Number 
b-Shape of 
filaments  
c-Fixation of 
anthers to the 
filament 

Ovary sessile, 5-celled, 
pentacarpellary syncarpous, 
ovules 2 at the base of each 
cell (axile placentation), style 
persistent (2 mm long), united 
into a column, 5 angled, 
stigma simple, caducous 

Ovary sessile, 5-celled, 
pentacarpellary, syncarpous, ovules 2 
at the base of each cell (axile 
placentation), style persistent (2 mm 
long), united into a column, 5 angled, 
stigma simple, caducous 

Ovary sessile, 5-celled, 
pentacarpellary, syncarpous, 
ovules 2 at the base of each 
cell (axile placentation), style 
persistent (1.5-2 mm long), 
united into a column, 5 angled, 
stigma simple, caducous 

4-Gynaecium 
(Carpels )  

 
Pale green 
Septicidal capsule, 
pentagonous, deeply 5- lobed, 
splitting along the axis into 5 
carpels, erect 
4x4 mm 
minutely pubscent 
Persistent on young fruit 
only  
 

 
Pale green 
Septicidal capsule, pentagonous, 
deeply 5- lobed, splitting along the axis 
into 5 carpels, pendulus 
3x3- 4 mm  
minutely pubscent 
Persistent   
 

 
Green 
Septicidal capsule, 
pentagonous, deeply 5- lobed, 
splitting along the axis into 5 
carpels, pendulus 
5x6-7 mm  
minutely pubscent 
Caducous 

*** Fruits 
a-Color 
b- Shape 

 
 

c- Size 
d- Texture 
e- persistence of 
calyx on the fruit 

Ovate or ovate-oblong, 
compressed flat, with 
mucilaginous coat 

Ovate, tuberculate, compressed flat,  
with mucilaginous coat 

Ovate, compressed flat, with 
mucilaginous coat 

S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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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2) :  F. bruguieri (Surface view)      
 
 
  
  
  
  
  
  
  
  
  
  
  
 

Photo (3): F. indica (Surface view).   
  
  

                                                           Photo (1): F. arabica beside the wall surrounded by 
Pharagmites australis and Bassia muricata (surface view)  

  
 
B-Preliminary phytochemical screening on shoot systems of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 
Fagonia bruguieri Dc.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F. parviflora Boiss.): 
 Preliminary phytochemical screening on shoot systems of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 
Fagonia bruguieri Dc.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F. parviflora Boiss.) (Tables: 3-5) revealed that, F. 
arabica leaves, stems and fruits have high amounts of saponins, while cardiac glycosides are present in high 
amounts in leaves and stems; fruits and flowers are devoid of tannins, while sulphates are not found in fruits, both 
stems and flowers are devoid of irodoids; the remaining constituents are found in the remaining parts of the four 
parts of shoot systems of the plant in week to moderate amounts, tannins are present in high amounts in flowers, all 
parts of shoot systems of F. bruguieri are devoid of anthraquinones; leaves, flowers and fruits are devoid of 
saponins; stems are devoid of chlorides and sulphates; fruits and  stems are devoid of irodoids; the remaining 
constituents are found in the remaining parts of the four parts of shoot systems of the plant in week to moderate 
amounts. F. indica stems and fruits have high amounts of saponins; leaves and flowers have high amounts of 
tannins; leaves, flowers and fruits have high amounts of cardiac glycosides; stems are devoid of irodoids; the 
remaining constituents are found in the remaining parts of the four parts of shoot systems of the plant in week to 
moderate amounts. Regarding  complete shoot systems of  Fagonia arabica  and  Fagonia indica  they contain high 
amounts of saponins and cardiac glycosides  so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m is not only i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but also in phytochemical  screening . While F. bruguieri shoot system contains high amount of tannins, Fagonia 
indica   shoot system contains high amount of tannins also, so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m is not only i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but also in phytochemical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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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results agreed with others who found that species of Fagonia contain saponins (Abdel-Khalik et al., 

2001), alkaloids (Sharawy and Alshammari, 2009), terpenoids (Perrone et al., 2007), sterols (Shoeb et al., 1994), 
flavonoids (Ibrahim et al., 2008), proteins and amino acids (Sharma et al., 2010), coumarins (Zhan et al., 2008), 
trace elements (Fatima et al., 1999). 
 
 
Table (3): Preliminary phytochemical screening on shoot systems of F. arabica (Stems/ Leaves / Flowers/ 
Fruits). 
Experiment  Stems Leaves Flowers  sFruit  Shoot 

system 
1- Carbohydrates and / or Glycosides +   +  +   +  + 
2- Saponins ++   +++  +  ++++  ++++  
3- Tannins +  ++  -  -  +  
4- Sterols and / or Triterpenoids +  +  +  +  + 
5- Alkaloids +   +  +  +  + 
6- Cardiac glycosides ++  +++   +  +  +++ 
7- Flavonoids +  +  +  +  + 
8- a- Chlorides 
8-b- Sulphates 

+   
+ 

+  
+  

+  
+ 

+  
- 

+  
+ 

9- Anthraquinones +  +  +   +  + 
10- Irodoids -  +  -  +  + 
11- Cyanogenic glycosides +  +  +  +  + 
12- Coumarins +   +  +  +   + 

 
 
 
Table (4): Preliminary phytochemical screening on shoot systems of F. bruguieri (Stems/ Leaves / Flowers/ 
Fruits). 
Experiment  Stems Leaves Flowers  sFruit  Shoot 

system 
1- Carbohydrates and / or Glycosides +   +  +  +  + 
2- Saponins +  -   -  -  + 
3- Tannins +  -  ++  +  ++  
4- Sterols and / or Triterpenoids +  +  +  +   + 
5- Alkaloids +  +  +  +  + 
6- Cardiac glycosides +  +  +  +  + 
7- Flavonoids +  +  +  +  + 
8- a- Chlorides 
8- b- Sulphates 

-  
- 

+  
+ 

+  
+ 

+  
+  

+  
+ 

9- Anthraquinones -  -  -  -  - 
10- Irodoids -  +  +   -  + 
11- Cyanogenic glycosides +  +  +   +  + 
12- Coumarin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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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Preliminary phytochemical screening on shoot systems of  F. indica (Stems/ Leaves / Flowers/ 
Fruits). 

Experiment  Stems Leaves Flowers  sFruit  Shoot 
system 

1- Carbohydrates  and / or Glycosides +   +   +  +   + 
2- Saponins +++  ++  +   ++++   ++++ 
3- Tannins ++  ++++  +++  +  ++++  
4- Sterols and / or Triterpenoids +  +  +  +  + 
5- Alkaloids +  +  +  +  + 
6- Cardiac glycosides +  +++  ++  ++  +++ 
7- Flavonoids +  +  +  +  + 
8- a- Chlorides 
8- b- Sulphates 

+  
+  

+  
+ 

+  
+ 

+   
+  

+  
+ 

9- Anthraquinones +  +  +  +  + 
10- Irodoids -   +  +  +  + 
11- Cyanogenic glycosides +  +  +  +  + 
12- Coumarins +   +  +  +  + 

-  = The active principle under investigation was not found. 
+ = Weak to moderate amounts of the active principle under investigation was found. 
++, +++ and  ++++ = high amounts   of active principle under investigation were found. 
 
 
C-Antioxidant activity of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Fagonia bruguieri Dc.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F. parviflora Boiss.): 
 Data in Table (6) and Figures (1-3) revealed that, F. bruguieri was the most antioxidant agent, followed by 
F. arabica, while F. indica was the least antioxidant agent. Results of  F. indica and  F. arabica  shoot systems 
regarding antioxidant activity revealed that, they are nearly similar this may be due to their similarities regarding 
morphological and phytochemical characters. These results agreed with Rawal et al., 2004 who found that Fagonia 
cretica  has antioxidant contents that makes it a potential choice as therapeutic neuroprotective agents. So our 
previous and following studies has/will directed to using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 for producing (in vitro) active 
constituents that made these plants highly antioxidant agents. 
 
 
Table (6):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shoot systems of  Fagonia arabica L. var. viscidissima Maire. , Fagonia 
bruguieri Dc. and Fagonia indica Burm f var.  indica  (F. parviflora Boiss.). 
 

Species Double integration area 

F. bruguieri 1.419 e + 06 ( = 14.19 e + 05 ) 
 

F. arabica 9.691 e + 05  
 

F. indica 9.013 e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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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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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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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原理总结》 

之主要的 11 个结论 

【1】物理学定律存在三大纠纷 
 

曾清平  教授 

空军雷达学院 二系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学术观点 

 

【摘要】自然科学研究，造福了人类，给世界带来了文明和进步。两千多年的自然科学发展史上，记录

着先辈科学家们的丰碑伟绩，他们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遗憾的是至今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还遗留

着“三大纠纷”，这就是光速纠纷、电磁感应纠纷和时空纠纷。虽然三大纠纷有时激烈，有时淡漠，但

百年来，人们无不关注着纠纷问题，无不关注着纠纷问题早日得到解决，期盼着自然科学沿着正确路线

揭示更深层次的自然界奥秘。本文指出上述三大纠纷。 

[曾清平. 自然科学原理总结. Academia Arena, 2011;3(1):28-111] (ISSN 1553-992X). 

 

【关键词】光速，电磁感应，时空观 

 

1  科学家遗留的三大纠纷 

    光速纠纷问题。1727年James认为光以恒定速度 0c 在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以太是静止的，而地球

是运动的，如果以太不被地球拖曳，那么半年后地球绕日运动适相反，应有一偏转角 ' 。半年后James

做了这个观测实验，测得了这个偏转角 ' ，说明以太不被地球拖曳，似乎以太就是绝对空间。1851年

Fizeau做流水光速观测实验测得了光速与传播媒质运动有关，实验测得光速被运动媒质(水)拖曳。但是，

在1881年，Michelson-Morley认为，光波在静止的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其绝对速度 0c 是恒定的，而干

涉仪随地球一起相对于以太媒质以速度 v 运动，相当于煤质(以太)向后方运动，如果光速被 v 速度的

以太拖曳，就可以观测到因波程差而引起的干涉条纹，据此他们用干涉仪测量却得到了零性结果。这几

个实验被爱因斯坦认为“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有的可测，有的不可测”，从而引发了光速不变假设。但

仔细想，这种假设掩盖了光速的本质问题，光速是绝对速度或是相对速度？光速是矢量或是标量？光运

动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或是服从洛仑兹变换？光速是不变的或是可叠加的呢？ 

电磁感应纠纷问题。1832年法拉第认为磁铁与导体之间的感应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 dU ，

1834年楞茨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流 I 。虽然都是导体上的感应，但由于 dU 和 I 出现在欧姆定

律的两边，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犹如当时的鸡蛋与小鸡之哲学问题。1865年麦克斯韦却认为磁铁运动时

在以太空间里产生了漩涡电场 E ， E 的积分可得电动势， E 的微分可得电流，似乎平息了法拉第与楞

茨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哲学争议。但是仔细想来，它与前两家定律的本质差别就更大了，究竟是在导体上

产生了感应或者是在以太空间中产生了感应，其物理本质截然不同，因为导体与以太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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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洛仑兹创建了金属电子理论，因此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而形成感应电流，其本质是力 F 而不

是场 E 。1897年J·J汤姆逊发现电子，证实了洛仑兹的电子论的正确性。其实，无论线圈运动或是磁

铁运动，只要磁场与导体存在相对运动，则金属电子必然切割磁力线，即，“线圈静止而磁铁向左运动”

与“磁铁静止而线圈向右运动”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都属于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因此电磁感应的

物理本质可统一到洛仑兹磁力上面来。但是20世纪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电磁学，运动者看见了电场 E

和磁场 B 。到目前为止，同样的磁铁与线圈之间的电磁感应的本质问题仍然没有统一起来，五家观点不

相融，真理却只有一个，而教科书只好原本照抄，孤立地讲授各自章节，无人讲授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

当我们全面思考时，就会发现，这到底谁是本质，谁是现象？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甚至谁是真理，谁

是假象呢？ 

时空纠纷问题。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强调，“谈论绝对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地球自转引

起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当磁铁运动时在空间产生了感应电场，于是线圈中

有了电流；而当线圈运动时在空间没有产生感应电场，可是线圈中照样有电流，可见空间本不该对称(号

称相对性原理)。；James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可测，而Michelson-Morley实验表明相对于以

太的运动不可测，我们可以假设光速不变(号称光速不变原理)”。他以此为依据，利用洛仑兹的纯

数学变换式，推导了他的侠义相对论。但侠义相对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因为作

为唯物主义者谁也不相信现在的他就是前世的她。上世纪80年代初许多大学生质疑相对论，90年代中国

武汉测绘学院的学者、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耿宪温、燕山大学李子丰教授、海军某部黄德民先生等一

大批有志人士，追求真理，撰书立说，用唯物主义驳斥相对论，并尖锐的指出“相对论造成的恶果是：

使人们步入歧途，阻碍物理学发展”，中国一大批有志人士成立了一些反相对论的网站和“反相联谊会”，

还介绍了许多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反对相对论的情况。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卢鹤绂院士冲破重重阻力，给世

界发出“向爱因斯坦挑战”的檄文。原中国国防科工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院院士宋健呼唤青年

科学家敢于创新，质疑相对论(引自《科技信息》)。中国国家科学技术部万钢部长了解到李子丰教授用

唯物主义反对相对论的情况后托人给予勉励(引自《科技日报》)。国外科学家反对相对论的人数就更多

了，有洛仑兹、彭加勒、卢瑟福、戴维斯、Michelson-Morley实验的创始人迈克逊，等等。总之，相对

论不仅没有解决上述两大纠纷问题，反而带来第三大纠纷问题。时间是一维流逝的或是可以停止的？空

间是各向同性的或是可以压缩的？ 

两派顶级科学家之间的三大纠纷如下表所示 

A派 

牛顿、伽利略和洛仑兹以及作者 

B派 

爱因斯坦和麦克斯韦以及相对论者 

A1、光的辐射速度 0c 和观察者的运动速度 v都

是矢量，两个速度矢量服从矢量叠加原理，因

此观测到的光速 c 与观察者运动速度 v 遵循伽

利略相对性原理 0 c c v 。 

A2、基于金属电子理论、洛仑兹力和安培定律：

当磁铁静止而线圈运动时，则运动的金属电子

切割了静止的磁力线；当线圈静止而磁铁运动

时，则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静止的金属电子。

B1、忽视光速具有大小和方向这个矢量属性，

不深究Michelson-Morley实验之零性结果的

真实原因，也不研究光是怎样运动的，只信

奉光速不变假设。 

B2、基于麦克斯韦互生场的非对称方程组：

对麦克斯韦的“变磁场产生电场”进行洛仑

兹变换后而认为“在磁场中的运动者看见了

电场和磁场两种场”，于是电磁感应的物理

本质又可从麦克斯韦的“互生场”跃变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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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是广义洛仑兹磁力。

A3、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位流逝的，时间是自

然属性而时钟是度量属性；空间是绝对的且是

各项同性的。绝对时空观的依据是牛顿定律和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因斯坦的“运动者看见电磁场”。 

B3、时间是相对的且随运动而膨胀，时间和

时钟都是运动属性；空间是相对的且随运动

而压缩。相对时空观的依据是麦克斯韦的非

对称方程组和Michelson-Morley实验的零性

结果。 

 

2  人类实践中存在的三大纠纷 

2.1  人类实践中的光速纠纷 

爱因斯坦为了解释 Michelson-Morley 实验，提出了光速不变假设。但第八章用爱因斯坦的数学语

言推翻了爱因斯坦的解释。这里进一步从人类的工程实践中来说明他的错误性。 

1、光波垂直辐射情况。光束横向运动，如图1所示。高速列车的速度为 xv ，列车上一发光者对着

车窗外发射一激光束(或激光弹)。爱因斯坦却说：地面人观测到的光速与光源运动无关，恒等于标量 0c

，即光波的辐射速度与光源运动无关。那么，按照相对论，地面人看 

 

 

 

 

 

 

 

见的光束(或激光弹)就成为oa


线(始发站的垂线)。即光子打在静系的 a 处。但是，实际上由于光速是

矢量，虽然车上发光者只看见了纵向的光速 0yc = c ，但地面上的观察者既看见了纵向的 0yc = c 又看见

了横向的 xxc = v ，因此实测光子的相对速度是 0x x yc = c + c c v 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则光子应

该打在对岸静系长靶子上的b 处。 

再看图2，光子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是 0yc c ，而光源相对于地面的速度是 xv ，因此光子相对

于地面的速度就是 0x x yc = c + c c v ，这说明光子的速度除了光源的辐射速度 0c 之外，还有跟随光

源一起运动的横向速度 x xc v ，正因为 x xc v 才使得列车员看见光束是垂线。 

 

 

 

 

 

 

图 2  光速 0 x c c v ，即光速与光源运动有关、光束不被以太媒质拖曳 

xv

反射

垂直发射

静止真空

列车

x  

y

列车轨道�

长靶静系
a  b  

�

激光枪�

d 

图 1� � 地面人描绘的光束轨迹 c �

y  

x  

o  

c �

v �

0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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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图3，假如您相信相对论而认为 0xc = ，意味着光束不跟随光源运动(被以太拖曳)，那么人照

镜子造成镜像移位、平行的反射光束使得回波移位、干涉仪得不到正面的反射波。简单地讲，如果你认

为光在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则必然认为 0xc = ，或即光速不变原理，则垂直辐射的光子被列车员看

成斜线光束。但是，实际上，地球在运动，人照镜子的镜像 

 

 

 

 

 

 

 

 

并无移位。很显然，图3的光束与客观事实不符。这表明以太不存在，光束是跟随光源运动。 

    2、光波水平辐射情况。如下图 4 所示，测量者正面迎向光波。爱因斯坦说，无论测量者如何运动，

测出来的相对光速都是标量 0c 。即所谓的光速不变原理。但是，大家都知道，速度与波长的关系式是：

c f  ，既然速度不变则频率不变，这就违背了多普勒定理，也与工程实践不符。尽管爱因斯坦用“周

期＝光源运动时间＋光波传输时间”拼凑了“相对论多普勒效应”，但在第八章中已经否定了他的“拼

凑”游戏。 

 

 

 

 

 

 

 

事实上，大量雷达侦察机和测速雷达已经证明了 0 0
0 d

c v cc v
f f f

   


      ，即证明了伽利略的

相对性原理 0 c = c v ，也证明了光速遵循矢量叠加法则。事实上，光速是矢量，爱因斯坦把光速矢量

当作标量去看待，他确实有些荒唐。 

2．2  人类实践中的电磁感应纠纷 

    电磁感应的研究，历史悠久，相继有几个物理学定律，但是至今人们还没有弄清楚谁是现象？谁是

本质？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同样的“磁铁与线圈之间”的相对运动中，物理本质只有一个。有的定律是

现象，有的定律是本质，甚至有的定律是假象。对此，我们就来分析洛仑兹磁力、麦克斯韦旋度场、法

拉第定律及相对论电磁学，从他们的理论中来明辨真谛。 

垂直辐射

反射 

图 3  光速与光源运动无关、只有 0 yc c c  、没有 xc （即光束被以太拖曳）

xv

静止以太

列车

x  

y

图 4� 测量者运动�

光速 0c �
测量仪

v

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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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洛仑兹磁力 

洛仑兹磁力如下图 5、6 所示。注意到，对于图 5 和图 6 来说，在这里法拉第定律和麦克斯韦的互

生场理论是无效的，因为导体回路的磁场变化率等于零。 

 

 

 

 

 

 

 

 

 

 

 

 

 

 

 

 

 

 

 

 

 

 

 

 

以上图 5 和 6 的感应电流都是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结果，即，“运动的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与“运

动的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完全等效。 

 

 

 

 

 

 

 

 

+ 

导线�

R- 

图 5� � 运动的金属电子切割了静止的磁力线，受洛仑兹磁力 qq F V B �

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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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静止的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Bq  （ ）F V B �

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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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我们来对照图 7 与图 8。图 7 与图 5 是等效的，图 8与图 6 是等效的，都是切割磁力线。

特别是图 8的感应电流也是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结果，所以四个实验都是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注

意：这里 q Bv v  ，“线圈向右边运动”与“磁力线向左边运动”，都是金属电子都受到洛仑兹磁力

的作用。详见第一章，而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对此无能为力。 

    2、关于麦克斯韦旋度场 

    麦克斯韦改造法拉第定律而认为：当磁铁运动时，在自由空间（真空）产生了位移电流 Di ，如图 9

所示(这里真空环上没有金属线圈)。即所谓的时变磁场产生电场(位移电流 Di )。按照麦克斯韦的旋度

理论，这个 Di 又产生了反方向的磁场 '
MB (麦克斯韦互生理论)。 

 

 

 

 

 

 

 

 

 

 

 

 

但是大量实验证明：图 9 中没有麦克斯韦的
'
MB ，这就表明真空中位移电流不存在。事实上，不均

匀的地磁场也在跟随地球一起运动，但在自由空间里却没有麦克斯韦的位移电流。因此麦克斯韦的以太

位移电流不存在。 

另一方面，在反电动势的大量工程实践中如图 10 所示：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金属导体，金属电子

受洛仑兹磁力 Bq  ( )F V B 之作用，就产生了传导电流 Ci ，从而此 Ci 产生了反方向的磁场
'
LB ，即在

反电动势的工程实践中证明了图 10 中 Bq  ( )F V B 的正确性。对照图 9和 10，可以辨别真伪性。谁

是真谛？谁是假象？书中有解读。 

    3、关于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是：闭合线圈的磁通量发生改变，将在线圈上产生电动势。但是下面的实验则不然。见

图 11 和 13。 

图 11 的实验：半开口屏蔽盒的后壁在左端，一个置于均匀磁场中的闭合导体回路 abcd ， ab 段导

线被置于一个半开口的屏蔽盒之中，而且此屏蔽盒与这个闭合导体之间是绝缘的， cd 段导线暴露在磁

场之中。屏蔽盒内的 ab 段长度与 cd 段长度相等，导体回路和屏蔽盒一起向右边运动。显而易见该实验

的导体回路的磁通量没有变化，如果按照法拉第定律，则导体回路里没有感应电流。但是，事实上，cd

段的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它产生了感应电流，此电流乘以导体内阻便有电动势。 

 

磁铁 

运动

BV  

 

Di  

图 9� 时变磁场产生时变电场，即产生

了时变位移电流 Di ， Di 产生反向的磁

场 '
MB �

麦克斯韦的真空

空位移电流 Di  

'
MB  

B  

磁铁 

运动

图 10� 弯曲的运动磁力线切割金属线

圈在广义洛仑兹磁力作用下而形成感

应电流 i ， i 产生反向的磁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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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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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洛仑兹磁力

的传导电流 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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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的实验：半开口屏蔽盒的后壁在右端，一个置于均匀磁场中的闭合导体回路 efgh ， gh段导

线被置于一个半开口的屏蔽盒之中，且此屏蔽盒与这个导体回路之间是绝缘的。 ef 段导线暴露在磁场

之中。这里，回路 efgh 和磁场都是静止的，只有半开口的屏蔽盒向右边滑动(屏蔽盒左边开口)，使得回

路 efgh 内的磁通量改变，即 0
t

 
  


，如果按照法拉第定律，在导体回路里就该有电动势和感应电

流，但是实验结果却没有感应电流。 

    对照与分析图 11 和图 12 的两个实验，我们可得出结论：闭合导体上的感应电流与回路中的磁通量

的变化率无关，感应出来的电流取决于洛仑兹磁力----金属电子与磁力线之间的切割。综合图 5~图 12

的实验，可否认为“洛仑兹磁力是真谛，其余是假象”呢？书中有答案，或者说爱因斯坦想建立统一场

理论必然要失败。 

    这里，图 13 是磁屏蔽盒的形状结构。 

 

 

 

 

 

 

 

 

 

 

 

 

 

 

    4、关于相对论电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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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屏蔽盒与导体回路一起向右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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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论电磁学也在描述电磁感应问题，即相对论的 ' 1

1   


E V B ，磁场运动时在自由空间产生

了电场，根据矢量运算的右手法则，那么 '
E 的方向就该是 '

y E E ，参见图6。但是实验表明，由爱因

斯坦 yE 确定导体的电流方向与实验结果不符。 

    相对论喜欢讨论高速运动问题，如图 14 所示。线性时变电流辐射的时变磁场以高速 0c 向左边辐射。

如果按照相对论，则金属导体承受的电场强度是 '

2

1

1 
    


E V B 。在这里时变磁场的运动速度确

实是光速 0c 。显然，相对论电磁学在这个实验中与客观事实不符。 

 

 

 

 

 

 

 

 

 

 

 

总之，参见图 9 与图 10，同样的线圈与磁力线之间的切割实验，四家理论的物理本质不相融。是

统一力正确或是统一场正确？从以上 9 个实验中可看出，只有广义洛仑兹磁力才能全面的解释所有电磁

感应现象，而其余理论只是对个别特殊现象的描述，只能视为假象或谎缪。因此说电磁感应中确实存在

纠纷问题。广义洛仑兹磁力才是物理本质，详见第一章。 

2.3  人类实践中的时空纠纷 

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强调，“谈论绝对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地球自转引起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

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当磁铁运动时在空间产生了感应电场，于是线圈中有了电流；而当线圈运动时

在空间没有产生感应电场，可是线圈中照样有电流，可见空间本不该对称(号称相对性原理)。；James

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可测，而 Michelson-Morley 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不可测，我们可以

假设光速不变(号称光速不变原理)”。于是狭义相对论认为：运动的尺寸会压缩，运动的时钟会膨

胀。 

1．相对论违背自然。爱因斯坦的两个依据是错误的，即，光速不变原理是错的，相对性原理是错

的，如书中所述。大家都知道月球绕地球运动，在正月十六（Calendar in China）晚上我们看见月亮

是圆的，但在相对论的眼里是椭圆，因为相对论认为长轴在运动方向，因运动才被压缩成正圆了。天文

学家拍摄到的行星是圆的，但在相对论的眼里都是椭圆被压缩而成的。行星有公转和自转，因此在相对

论眼里是：行星的长轴和短轴是变化的---运动方向的直径变短、垂直方向的直径不变。在太空的宇航

员经常被相对论变形，一会儿变矮、一会变长，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瘦。转盘上的相对论者认为越转

0i k t

图 14� 磁力线以光速 0c 辐射并切割金属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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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紧，定盘上的相对论者认为越转越松。如此一来，基于欧几里德空间而计算出来的圆周率也将被相对

论者重新计算。大家还记得，《数学手册》里的三角几何和（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都是基于欧式空

间和绝对时空观而得出来的结论，也被千年工程实践所证实。假如工程实践中承认爱因斯坦的“Riemann

几何”和相对时空观，那么现在的《数学手册》将被相对论者推倒重写。这意味着相对论者不相信人类

千年工程实践是真的。 

    2．两相对论者互相矛盾。夫妻俩都是相对论者，丈夫买来两块相同的金表。丈夫说：“爱妻呀，

我经常出差在外，运动量较大，所以我的钟表较慢”。但是其妻子是造诣更深的相对论专家，于是妻子

说：“老公呀，没有绝对的运动，只有相对的运动，取老公你为静系，我是动系，所以我佩戴的钟表要

慢一些”。这就是夫妻相对论者之间的佯缪，互相矛盾。 

现在有孪生兄弟二人同时作逆向太空旅行，由于相对论没有绝对的静系也没有绝对的动系，只有相

对的参照系，所以任何一个旅行者都可以设为静系，任何一个旅行者都可以设为动系。注意到在

'

21

t
t




 


的计算中与运动方向无关，而且转弯时的加速场也相等。可是，孪生甲说孪生乙年轻了，

而孪生乙却说孪生甲年轻了。对于这种佯谬，无论相对论怎样辩解，其荒谬性总是存在。 

 

 

 

 

 

3．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有人说，围绕地球飞行的时钟会变慢，已经获得飞行检验。但要

注意：时钟是度量属性，时间才是自然属性。其实，围绕地球飞行的时钟变慢恰是牛顿定律的必然。本

书论证表明：根据牛顿力学定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期是 2
l

T
g

 ，再根据牛顿惯性定律，地球赤道

线上的钟摆周期是 2
l

T
g a


 离

，这显然，赤道线上的周期变慢。其实，钟摆置于电梯内，在电梯加

速地上升过程中，钟摆变快；在电梯加速地下降过程中，钟摆变慢。一切由物体运动(包括粒子运动)

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附加加速度的影响。时钟的快慢不是匀速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速度所致。时钟

是人为的度量属性，取决于度量工具和环境。但是时间不等于时钟，时间则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

且是一维流逝的，伽利略变换原理早已证明了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 

4．基于以太说的弯曲空间。从麦克斯韦开始，一致认为光束在静止的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无论

是光源运动或是测量者运动，而光束在以太媒质中的传播速度恒等于标量 0c ，从而 A 处的光子是 C 处

的光源传播的，B 处的光子是 D 处的光源传播的。现在的问题是，在某时刻的天文测量中见到了 B 处

的光子，见图 16。于是基于以太说的的人士认为：B 处的光子是 D 处光源传播的，由于 DB 线上在此

时此刻有遮挡物的球 P 存在，从而大势吹嘘：D 处传播的光波绕着中心球 P 走弯路而到达了 B 处（即

所谓弯曲空间）。这也是相对论者宣传出来的奇迹。但仔细想来，这种空间弯曲的论调其实就是以太说

的翻版，以太空间被球 P 压缩成喇叭形状，似乎与相对论的 Riemann 空间同出一辙。 

 

图 15 孪生兄弟同时作太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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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基于相对论的Riemann空间。爱因斯坦说光速与观测者的运动无关，恒等于标量 0c ，见图17。

他说：A处在 t t  时刻收到的光子是静系C处的光源在 0t  时刻发射的光子，但此时AC线上有球P遮

挡，那么光线只能绕着球P而走弯路，即空间是弯曲的。再用(弧线除以速度)
�

0

CA
t t

c
   来计算时差

，故相对论又解释了水星进动值推前的原因。似乎很神奇，但是，下述表明不是这样的。 

 

 

 

 

 

 

 

 

 

 

 

 

 

 

6．基于欧式空间的光源运动情况。由于光子跟随光源运动，见图 18，C是恒星，B是地球人。图

中 AC 是垂线，BD 也是垂线。在 0t  时刻激光抢在 C处发射一光子，球 P 的位置如图 18 所示。 

由于光源在运动，因CD t v   ，所以在 t t  时刻光源到达了 D 处，又因 0 c c v ，所以光束

已经打在 B处了。其计算是CD t v   ， 0AC t c   ，所以光子的路程是 

 

 

图 16  由于光束在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光速与光源运动无关，B 处看见的激光弹是 D 处辐射的，

所以从 D 到达 B 处的光线是弯曲的，从而认为以太空间就是弯曲的。犹如钢珠掉入浆糊中的浆糊形状。 

激光束垂直发射 

光在静止的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 

A 

光源横向运动 

0c  

C D 

B 

球 P u  

图 17  相对论认为

�

0

CA
t

c
  ，光线在出现的时刻，由于CA 线上有遮挡物球 P，于是认

为光线绕过球 P 而走弯路，从而认为空间是弯曲的。(为了醒目，夸张了动系速度) 

恒星光 

静系 

0c  

C D 

球 P 

动系 
A B 

v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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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t c     
2 22 2

0 xt c v DB CD    ，因此说光子在 t t  时刻已经打在B 处了，而且光源也已

经达到了 D处。如图 19 所示。 

这里的关键在于：光束不被以太拖曳，光速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它不是绝对速度，两速度矢

量叠加后的光速是 0 c c v ，所以C处发射的光子在 t t  时刻已经到达了B处。尽管在 t 时刻DB线

上有遮挡物，但光子(激光弹)在 t 之时已经到达了B处。此解释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解释一致。 

    对照图 17 和图 19，值得注意的是，第一、B 处看见的光不是 D 处辐射的，而是在 t 之前由 C处光

源辐射的；第二，以太并不拖曳光束，事实上光波跟随光源一起作运动，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或矢

量叠加法则)；第三，以太媒质不存在，光波是直接辐射，相对于辐射 

 

 

 

 

 

 

 

 

 

 

 

源的相对速度是矢量c0 服从矢量叠加原理。第四，所谓的光线弯曲和空间弯曲都是相对论和以太说同

出一辙。本书认为爱氏相对论和以太说都是错误的。信与不信，有待您们反驳《自然科学原理总结》，

作为知识分子，不可以视而不见。 

7．基于欧式空间的观察者运动情况。图20中静系光源C处在 0t  时刻垂直地向着对边辐射一光束

，击中动系的路程是 d ，所需时间是
0

d
t

c
  ，此时动系靶子A接收到的光束(激光弹)是光源在 t o 时

刻辐射的，而在 t 时刻收到的。如图20所示。 0d c t 垂线距离是 。 

v  

c  

激光束垂直发射，光源横向运动

没有以太的真空 

0c  

C D 

A B 
静止的自由空间 

静止的自由空间 

球 P 

v

u  

反射波 

图 18  在 0t  时刻各自的位置 

v  

c  

激光束垂直发射，光源横向运动

没有以太的真空 

0c  

C D 

A B 
静止的自由空间 

静止的自由空间 

球 P 

v

u  

图 19  在 t t  时刻各自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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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注意：观察者 A 在 t 时间里移动的距离是 1l t v   (瞄准船头却打中船尾)，所以 A 看见的虚

拟光程是斜距CA =c t=
2 22 2

0 xt c v DB CD    ，虽然光源静止，所辐射的光束是垂线 d，但在 t

时刻，这个观察者 A 已经向右运动了 1l ，而且水星 P 也已经向左运动了一段距离 2l t u   。正因为存

在两种运动，导致了距离线 1l 和 2l 的重叠，才使得观测者 A 在 t 时刻误认为弧线 �CA 是光程。其实，观

察者 A 看到的光子，是光源在 t 时刻之前就已经到达了 A 处，只要我们用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和光速叠

加原理能完全解释此问题。 

 

 

 

 

 

 

 

 

 

提醒注意：尽管在 t 时刻的 CA 斜线上飞来了一遮挡物 P，但光子(激光弹)已经打到了靶子 A 上了。此

解释与 James 的恒星光观测实验相融。(James 实验表明相对于绝对真空的运动可测)。本书支持图 21

的解释结果。动系人 A 与光子之间的相对速度是 0 c c v 。斜线CA 不是光子的路程，图 20 中的垂线CA

才是光程，之所以在 t 时刻看见了光子，是应为光子已经到达了 A 处。 

图 20  在 0t  时刻，光束在静止的真空中垂直辐射及各自的位置 

地球动系A B 
v

 水星 Pu
0t  时刻 

恒星光 

静系 

C D 
t  O 

d  

0c

水星 Pu

地球动系A B
v

t t  时刻 

恒星光 

静系 

C D 
t  O 

图 21  在 t t  时刻，光束已经到达 A 处及各自位置 

1l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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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的是，球面波是“光芒四射”的射线，到底那一条射线在 t 时刻被运动的靶子 A 接收到，

需要详细计算。本说明只是从概念上介绍此问题，而详细的计算需要天文学家去研究与审判，因此我期

待天文学家们根据光速的伽利略原理对广义相对论进行拨乱反正。 

    总之，时空纠纷问题是科学界乃至 65 亿人民心中的最大纠纷。 

    面对以上三大纠纷，作为21世纪的现代人们，特别是科学家、院士、专家教授和物理学教师们们

不得不解决这些重大疑难问题。我对三大纠纷问题及其连带问题的解读写在《自然科学原理总结》书里，

如果您们认为我的解读有误，还恳请国内外院士们、专家学者们和热爱自然科学的志士们公开发表文章

对此书进行审判，也希望您们全面考察历史重大物理实验，全面研究三大纠纷的根源所在，从错综复杂

的纠纷中寻找真理路线，抓住物理概念，辨别物理本质，用一个统一的思想和灵魂来进行全面而统一的

自然属性回答，这是历史赋予科学界的使命，也是全球亿人民赋予科学界的重大责任。这里我强烈呼吁，

作为权威人士，您不可以就此事麻木不仁，不可以只顾技术赚钱。应该关注大是大非的三大纠纷。 

 

 

【2】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存在纠纷 
 

曾清平 

（空军雷达学院，武汉市，汉口黄浦大街 288 号）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科学观点 

 

【摘要】：1832年法拉第认为磁铁与导体之间的感应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 dU ，1834年楞

茨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流 I ，虽然都是导体上的感应，但因果不同，犹如鸡蛋与小鸡，谁是原

因谁是结果的哲学问题。1865年麦克斯却认为磁铁运动时在自由空间产生了漩涡电场 E ，似乎平息了

因果关系之争。但是，它与前两家理论的本质差别就更大了，究竟是在导体上产生了感应或者是在自由

空间中产生了感应，其物理本质截然不同。1892年洛伦兹创建了金属电子理论，因此金属电子受洛伦兹

磁力而形成感应电流，其本质是力F 而不是场。其实，无论线圈运动或是磁铁运动，只要磁场与导体

存在相对运动，则金属电子必然切割磁力线，因此电磁感应的本质可统一到洛仑兹磁力上面来。20世纪

初又冒出来一个相对论电磁学，运动者看见了电场 E 和磁场 B 。到目前为止，同样的磁铁与线圈之间

的电磁感应本质仍然没有统一起来，真理却只有一个。五家理论不相融，教科书只好原本照抄，谁也不

得罪。这到底谁是本质，谁是现象？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甚至谁是真理，谁是假象呢？ 

    【关键词】：洛仑兹磁力，法拉第定律，楞茨定律，旋涡电场，看见电场 

1  引言 

    同一个“导体线圈与磁力线出现相对运动”之实验，有五家理论对它进行了不同的描述。①按照楞

茨定律可解释为：在回路导体上产生了感应电流，先有电流 I ，然后根据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

d d
I

U l
s


 ，于是得到导体上的电动势 dU ，其物理本质可视为“先有电流后有电压”。②按照法拉第

定律可解释为：在导体围线内的磁通量发生改变，于是围线导体上产生了感生电动势 dU ，先有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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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
d

d

s U
I

l


 ，其物理本质可视为“先有电压后有电流”。虽然这两个定律

都属于导体上产生了感应，但 I 与 dU 谁在前谁在后，犹如鸡蛋与小鸡的哲学争议问题。③按照洛仑兹

磁力观点，当磁铁静止而导体线圈靠近或离开磁铁时，线圈上金属电子切割了静止的弯曲磁力线（磁力

线总是弯曲的），于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F  q V B，从而金属电子将沿着导体漂移，即形成感

生电流，再根据欧姆定律，则线圈上必有感生电动势 abdU ，其物理本质是洛仑兹磁力；当线圈静止而

磁铁靠近或离开金属线圈时，弯曲磁力线（磁力线总是弯曲的）切割了静止的金属电子，同样可视为其

物理本质是洛仑兹磁力
【2】

。④按照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当磁铁运动时，弯曲的磁力线运动，使空间的

磁场强度变化，在自由空间产生了旋涡电场 E ，于是自由空间的围线积分便是法拉第的电动势。也就

是说麦克斯韦的旋涡电场来自法拉第定律的总结，但是他与法拉第定律以及楞茨定律和洛仑兹磁力之间

存在本质差别，因为法拉第定律以及楞茨定律和洛仑兹磁力的物理本质是在导体上发生了感应，而旋度

理论是在自由空间发生了感应，其物理本质截然不同。⑤按照相对论电磁学，观察者在磁场中运动看见

了 E 和 B 两种场
[3]
。大家知道，物理学研究追求物理概念和物理本质，这种“看见场”与“产生场”是

有本质区别的，属于“意思”与“存在”的哲学问题。因此，本文就来介绍五家理论的本质问题，了解

其理论纠纷，给人以新的启示。 

    关于楞茨定律和法拉第定对电磁感应的描述已家喻户晓，因此本文重点考察其余三大理论之间的本

质区别。 

    全文以图 1 和 2 的两个等效实验为例而展开讨论。在图 1 中，磁铁是静止的而线圈从左 

 

 

 

 

 

 

 

 

 

向右运动，速度大小是 eV ；在图 2 中，线圈静止而磁铁从右向左运动，速度大小是 BV 。应该说这两个

图的电磁感应是等效的。但通过下面的论述，可发现各家理论不相融。 

2 关于洛仑兹磁力 

对于图1，由于磁铁(磁力线犹如喇叭花形状)静止，线圈以速度 eV 从左向右运动，线圈切割磁力线

实际上是线圈上的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于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ee F V B                                    （1） 

后将沿着线圈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sneu 。注意电子的电量是负值，而电流定义为正电荷流动方向，

因此其电流方向如图1所示。这正是楞茨定律。式中 s 是线圈导体的截面积, n 是金属电子密度, e是电

子的电量, u 是金属电子沿线圈漂移的速度。再由欧姆定律微分形式，于是其感生电动势 d d
I

U l
s

  正

磁铁 

静止 

图 1� 线圈运动而磁铁静止�

eV  

 
i  

磁铁 

运动 

图 2 磁铁运动而线圈静止

B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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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拉第定律，式中 是电导率， dl 是线圈长度的微分变元。注意，磁力线总是弯曲的！在图1中，线

圈切割了弯曲的磁力线，在洛仑兹磁力的作用现产生了感应。这可归纳为洛仑兹磁力的解释。 

    对于图2，由于线圈静止，磁铁(磁力线犹如喇叭花形状)以速度 BV 从右向左运动，比较图1与图2可

知，线圈以速度 eV 从左向右运动，与磁力线以速度 BV 从右向左运动，两者的物理行为是相同的。即在

图2中，静止线圈切割了运动中的磁力线。由于 e B V V ，将此代入式(1)中，于是静止线圈上的金属电

子受洛伦滋磁力： 

 
( )

( )
B

e

e

e

  


F V B

= V B
                                    （2） 

使金属电子在F 的作用下沿着线圈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sneu 。注意电子的电量是负值，而电流定义

为正电荷流动方向，因此其电流方向如图2所示。正是楞茨定律。式中 s 是线圈导体的截面积, n 是金

属电子密度, e是电子的电量，小写的 u 是金属电子沿线圈导体漂移的速度。再由欧姆定律微分形式，

于是其感生电动势 d d
I

U l
s

  (这正是法拉第定律)，式中 σ是电导率， dl 是线圈长度的微分变元。由

于磁力线总是弯曲的，线圈切割了弯曲的磁力线，在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产生了感应。这还可归纳为洛

仑兹磁力的解释
[3、4]

。 

值得注意，式（2）中的下标，由于线圈与磁铁的运动方向相反，所以 B E-V V ，从而图 1与 2 两

图产生的感应电流方向是一致的。 

3 关于旋度理论 

对于图1，于1856年麦克斯韦在《论法拉第力线》一文中指出：由于线圈对磁场的扰动，在自由空

间的磁紧张态 A发生改变( A称为磁紧张态，后来称 A为矢量磁位)，于是在自由空间产生了电动力

E (后来称 E 为电场)
[5] 

  E V A                                       （3）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麦克斯韦的式（3）被人们抛弃或遗忘，也许因为它毕竟不是旋度理论吧。假如

对式（3）取旋度运算，可就糟糕了。而且如果运用式（3），其电场方向难以确定。 

对于图2，麦克斯韦指出：当磁铁运动时，自由空间的磁状态发生改变，在自由空间产生了电动力

E (后来称 E 为电场)，沿 E 的环线积分便是感生电动势
l

d�E l =v；对 E 求取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便

是感生电流(密度) J E 。因此，他认为电磁感应的本质是在空间产生了 E ，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

只是电动力 E 的表现形式。感生电动力强度是 
t




 
A

E ，两边取旋度运算便有 

t





  
A

E  
t




 
B
                                 (4) 

这就是时变磁场产生旋涡电场的著名结论，其电场方向与图2中的电流方向一致。这似乎平息了感生电

流与感生电压之间谁是因、谁是果的争议。或者说，感生电流与感生电动势是表现形式，似乎他的旋度

电场才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这里需留意，虽然式4来源于法拉第定律，但法拉第定律意在导体上 感

应，而旋度理论意在自由空间产生了感应。两者的含义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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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相对论电磁学 

    相对论电磁学是在两个惯性系来建立电动力学方程的，见图 3。即观测者在磁场中运动，看见了（或

测着了）（磁场及）电场
【6】 

' ' 1
( )

1
x xE E E

    


E V B                       （5） 

    对于图 1，设静止的磁铁为 S 系、设向着 x 正方向运动的线圈为 'S 系，于是运动线圈（观察者）看

见的电场是 

' 1
( )

1
E

  


V B                                   （6） 

 

 

 

 

 

 

 

 

 

 

 

    对于图 2，值得注意的是，“看见了电场”与“产生了电场”属于意思与存在的折学问题。产生了

电场，一定能看见电场（测量到电场），但是，相对论通过数学变化出来的“看见了电场”是否存在电

场，这就不一定了。为了找出“运动的磁场产生了电场”的相对论依据，于是有如下描述：设线圈为静

止的 S 系、设磁铁为 'S 系，即观测者携带磁铁从右向左运动，从而按照相对论，那么运动的磁场使得线

圈 L 空间产生了电场，见图 4。这样，图 4 的假设坐标系与图 2 的世纪实验坐标完全一致，现在就来考

察运动的磁场在线圈 L所在空间产生了什么场？于是按照相对论电磁学的式（5），运用矢量运算的右

手定则，得到的“产生电场”为 

' 1
( )

1
E

  


V B                                （7） 

其电场方向如图 4 所示。这就是相对论所说的“运动的磁场（在线圈 L 所在空间）产生的电场”。 

值得注意的是，由相对论电磁学的到的电场（电流）方向却相反，与实验不符，也违背了楞茨定律。

比较图3与图4，明显看出两者的电场方向相反，这正是爱因斯坦未指定那个是真运动？那个是假运动？

造成的必然后果。也是爱因斯坦在式（5）中未说明V 是谁的运动速度之必然后果。 

 

 

 

 

E  

图 3  图 1 实验之相对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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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题分析与结论 

   到目前为止，有五家理论或观点对图 1 和 2出现的电磁感应进行了描述，既然各家理论不想融，那

么就有现象与本质之分、荒谬与真理之分。 

    第一，楞茨定律、法拉第定律和洛仑兹磁力都认为电磁感应发生在导体内，而麦克斯韦理论、相对

论都认为电磁感应发生在自由空间，两大派理论在物理本质上天壤之别，同一个物理实验图 1 和 2，究

竟是在导体内发生了感应或是在自由空间发生了感应，其物理本质截然不同。作为物理学工作者，不仅

仅要考察物理现象，更应该考察其物理本质。这到底谁是本质，谁是现象？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甚至

谁是真理，谁是假象呢？ 

    第二，我们的实验证明，图 1与图 2 这两个实验，在线圈中发生的电流方向是相同的。这表明：①

洛仑兹磁力既能解释图 1 的实验又能解释图 2 的实验。②麦克斯韦理论只能解释图 2的实验，却难以解

释图 1 的实验。③爱因斯坦相对论只能解释图 1 的实验，即在磁场中的运动者看见了电场，却不能解释

图 2 的实验，即运动的磁场并没有产生电场。 

    第三，如果洛仑兹磁力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那么显然楞茨定律和法拉第定律就是电磁感应的物

理现象；如果洛仑兹磁力是电磁感应的物理原因，那么麦克斯韦理论和相对论就是物理假想，也就是说，

同一个实验中，结果是感应电流，用哲学观点来考察，谁是原因？找准了原因，才找准了真理。 

虽然本文属于经典物理学研究，不时髦，也不赚钱。但是，如果上述论证无误的话，作为物理学家

的您该不该裁决理论纠纷？作为大学物理教授的您该不该给学生解答清楚，为什么同一个实验的物理本

质截然不同？谁是真理，谁是假象呢？见《自然科学原理总结》。 

 

 

 

 

 

 

图 4  图 2 实验之相对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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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义洛伦兹磁力的证明 
 

曾清平 

空军雷达学院教授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科学观点 

 

【摘要】法拉第定律意指导体环路里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在导体环路上产生电动势，而且服从围

线积分律 d dU = - l
t


� ；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意指以太空间某点的磁场强度发生变化时，在以太空间的该

点产生电场，即大家熟知的自由空间里“电场生磁场与磁场生电场”之互生场理论，而且服从微分律

t


  


B

E ；洛伦兹磁力指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时，金属电子受力 q F v B 沿着导体漂移而形成感应

电流，其实，无论线圈运动或是磁铁运动，只要磁场与导体存在相对运动，则金属电子必然切割磁力线，

即，“线圈静止而磁铁向左运动”与“磁铁静止而线圈向右运动”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都属于金属电

子切割了磁力线。针对上述三家理论的不一致，本文介绍两种实验方法，一是鉴别洛伦兹磁力与法拉第

定律的实验方法，二是鉴别洛伦兹磁力与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的试验方法，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广义洛

伦兹磁力是一切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的结论。 

【关键词】法拉第定律，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洛伦兹磁力，理论分歧。 

 

引言 

     文[1]指出，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存在纠纷：1832 年法拉第认为磁铁与导体之间的感应是在导体

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 dU ，1834 年楞茨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流 I 。虽然都是导体上的感应，但

由于 dU 和 I 出现在欧姆定律的两边，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犹如当时的鸡蛋与小鸡之哲学问题。1865 年

麦克斯韦却认为磁铁运动时在自由空间里产生了漩涡电场 E ， E 的积分可得电动势， E 的微分可得电

流，似乎平息了法拉第与楞茨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哲学争议。但是仔细想来，它与前两家定律的本质差别

就更大了，究竟是在导体上产生了感应或者是在以太空间中产生了感应，其物理本质截然不同，因为导

体与以太有着本质上的差别。1892 年洛伦兹创建了金属电子理论，因此金属电子受洛伦兹磁力而形成

感应电流，其本质是力F 而不是场 E 。1897 年 J·J 汤姆逊发现电子，证实了洛伦兹的电子论的正确性。

其实，无论线圈运动或是磁铁运动，只要磁场与导体存在相对运动，则金属电子必然切割磁力线，即，

“线圈静止而磁铁向左运动”与“磁铁静止而线圈向右运动”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都属于金属电子切

割了磁力线。因此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可统一到洛伦兹磁力上面来。到目前为止，同样的磁铁与线圈之

间的电磁感应的本质问题仍然没有统一起来，几家理论观点不一致，真理却只有一个，而教科书只好原

本照抄，孤立地讲授各自章节，无人讲授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当我们全面思考时，就会发现，这到底

谁是本质，谁是现象？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甚至谁是真理，谁是假象呢？本文介绍鉴别上述理论纠纷

的试验方法，通过该实验可以预见到广义洛伦兹磁力是一切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 

1．广义洛仑滋磁力的实验 

电荷或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受洛伦兹磁力而移动，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真理。本节证明：当磁力线

切割金属电子时，使金属电子受洛伦兹磁力而移动，从而产生感应电流。对此，我们考察两个相同实验，

见图1和2。 

1.1  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中的洛伦兹磁力 

如图1所示，基于绝对时空观，均匀的静态磁场是静止的，导体以 qV 速度向右边运动（ q xV V ），

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洛伦兹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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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F V B                                  （1） 

由于电子的电量q 是负值，根据楞慈右手定则，所以导体上金属电子向着 y 方向移动，正电荷向 y

方向（穿进纸面）移动，故电流的方向如图中所示的 z 方向。对于这个实验，是大家公认的定律。 

1.2  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中的洛伦兹磁力 

如图2所示，导体是静止的，均匀的静态磁场以 BV 速度向左边运动，对照图1的 x qV V ，就得

q B V V ,带入洛伦兹磁力 qq F V B 中，有 ( )Bq  F V B ，这里的负号不是随意加进去的，而是由

于磁场的运动方向与导体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于是有 

Bq  （ ）F V B                                   （2） 

根据右手定则，所以两图的金属电子都是向下漂移，均匀恒定的磁力线切割了金属电子，也是洛伦兹磁

力。因为“导体向右运动”与“磁力线向左运动”，两者是等效的，都属于磁力线切割磁力线。于是导

体上金属电子向着 y 方向移动（或正电荷向着 y 方向移动），故电流的方向如图中所示的 z 方向。

比较上述两个图，“导体向右运动”与“磁力线向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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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导体静止而磁力线向左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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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是等效的，同样受洛伦兹磁力。因此我们把 

q Bq q    （ ）F V B V B                              （3） 

称为广义洛伦兹磁力。实验证明，上述两图的电流方向是一致的。符号表示“或”运算. 

 

2. 广义洛伦兹磁力与法拉第定律的鉴别 

 

电磁感应定律表述为：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的变化率成正比。表达式为：

t

 
 


。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可以得出：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随时间不发生变化时，闭合导体

回路不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随时间发生变化时，闭合导体回路会

产生感应电动势，再根据欧姆定律便有感应电流。 

本实验分析了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没有随时间发生变化时，它却产生了感应电流或电动势；

而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随时间发生变化时，它却没有产生感应电流或电动势。 

2.1 实验过程 

图 4.的实验：半开口屏蔽盒的后壁在左端，一个置于均匀磁场中的闭合导体回路 abcd 中，ab 段导

线被置于一个半开口的屏蔽盒之中，且此屏蔽盒与这个闭合导体之间是绝缘的， cd 段导线暴露在磁场

之中。屏蔽盒内的 ab 段长度与 cd 段长度相等，导体回路和屏蔽盒一起向右边运动。显而易见该实验的

导体回路的磁通量没有变化，如果按照法拉第定律，其导体回路里没有感应电流。但是，事实上，有cd

段的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它产生了感应电流，此电流乘以导体内阻便有电动势。 

图 5 的实验：半开口屏蔽盒的后壁在右端，一个置于均匀磁场中的闭合导体回路 efgh ， gh段导线

被置于一个半开口的屏蔽盒之中，且此屏蔽盒与这个闭合导体之间是绝缘的。 ef 段导线暴露在磁场之

中。这里，回路 efgh 和磁场都是静止的，只有半开口的屏蔽盒向右边滑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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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屏蔽盒与导体回路一起向右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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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盒左边开口)，使得回 路 efgh

内的磁通量改变，即

0
t

 
  


，如果按照法拉 第定律，

在导体回路里就该有电动势 和感应

电流，但是实验结果却没有 感应电

流。 

2.2 半开口屏蔽盒的制作 

屏蔽铁盒如图 6 所示， 为了准

确测量，其要求条件是，保 障半开

口屏蔽盒内没有磁力线。否 则，一旦

磁力线被磁化后，上下铁壁 形成的

磁力线将跟随铁盒一起运 动，它将

切割金属电子或即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这样测量的准确性大为降低。因此，本文要球：铁盒后壁和侧

壁的磁导率要大，以保证铁盒在磁场中运动时上下壁之间没有磁力线。 

2.3 结论分析 

上面我们分析了实验图 4 在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没有变化时，闭合导体回路中却有感应电动

势和感应电流产生；实验图 5 在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闭合导体回路中却没有感应电

动势也没有感应电流产生。因此该实验的的结论可描述为： 

对于图 4 实验，尽管闭合回路 abcd 内的磁通量没有变化，却有感应电流，这是因为cd 段的金属

电子切割了磁力线，在洛伦兹磁力的作用下形成了电流。也就是说，感应电流不依赖磁通量的变化率，

只以来与洛仑兹磁力。 

对于图 5 的实验，虽然闭合回路 efgh中的磁通量发生了变化，却没有感应电流，这是因为金属电

子没有切割磁力线，所以没有感应电流。也就是说，感应电流与磁通量的变化率没有关系。洛伦兹磁力

才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 

cV

 
  

 
 

  
  

 

 

    
 

 
  

 
 

  
  

 

 

    
 

 
  

 
 

  
  

 

 

    
 

 
  

 
 

  
  

 

 

    
 

图 5� � 闭合回路静止而屏蔽盒向右边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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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文的观点是：广义洛伦兹磁力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而法拉第定律只是电磁感应的现象。 

3. 广义洛伦兹磁力与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的鉴别 

    这里将进行两个对比性实验，一是基于麦克斯韦的“变磁场产生电场”之实验，二是基于广义洛伦

兹磁力的电磁感应试验，如图 7 和 8 所示，测量运动磁铁的磁场强度，比较高斯计测量的结果，就可以

分辨纠纷。图 7 中的“环”代表导体线圈, 图 8 中的“环”代表自由空间的电场围线（当时称为以太空

间的电场围线）。 

3.1 广义洛伦兹磁力的分析结果 

对于图 7 而言，按照广义洛伦兹磁力，当磁铁运动时，运动的磁力线 B 切割了金属电子，于是金属

电子受广义洛伦兹磁力 BvF  )( Be 的作用而产生感应电流，此导体线圈上的感应电流产生新的磁场

'
LB ，其方向与磁铁的原磁场 B 的方向相反，抵消之后那么高斯计上测出的场强将减弱许多。如图 7 所

示，它就是反磁场或反电动势的形成原理。 

3.2 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的分析结果 

对于图 8 而言，按照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当磁铁运动时在自由空间(围线)产生了漩涡状位移电流，

而这位移电流又产生新的磁场 '
MB ，其新磁场方向与磁铁的原磁场方向相反，抵消之后那么高斯计上测

出的场强也将减弱许多。如图 7 所示，这是麦克斯韦互生场的结果。 

比较两图。图 7 中的 ci 是导体线圈上的传导电流。图 8 中的 Di 是麦克斯韦的空间位移电流 0
E
t 
 。

这两个图实际上是鉴别反电动势的物理本质问题。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这两个实验的测量结果。如果图 7

和图 8 两个实验得到相同的结果，则说明广义洛伦兹磁力与麦克斯韦互生场难以鉴别；但是如果测得图

7 中的磁场小（因为反磁场抵消了一部分），而图 8 中的磁场较大，则说明时变磁场没有产生时变电场，

从而证明了广义洛伦兹磁力的普适性。 

法拉第、楞慈和洛伦兹都认为电磁感应发生在导体中，而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认为电磁感应发生在

自由空间(当时称为以太空间)。按照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位移电流)，变

化的电场又产生变化的磁场，那么图 8 中就该有新的
'
MB 。但是本文可以预见性得到实验结论：只有洛

伦兹的
'
LB ，没有麦克斯韦的

'
MB 。假如果真如此，则表明： 

 

 

 

 

 

 

 

 

 

 

 

 

 

磁铁 

运动

图 7� 弯曲的运动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

在广义洛伦兹磁力作用下而形成感应

电流 i ， i 产生反向的磁场 '
LB

BV  
 

ci  

广义洛伦兹磁力

感应的传导电流

'
LB  

磁铁 

运动

BV  

 

Di  

图 8� 时变磁场产生时变电场，即产生

了时变位移电流 Di ， Di 产生反向的磁

场 '
MB

麦克斯韦的以太

空间位移电流 Di  

'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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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空间里的位移电流没有产生磁场，从而也表明时变磁场也没有产生时变电场。本文认为广义洛伦

兹磁力真实可靠，而麦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不能全面解释所有电磁感应现象。 

4. 结束语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磁铁运动时的电磁感应现象，法拉第定律也能解释之，因为法拉第定律与

洛仑兹磁力一样，属于导体上发生了电磁感应感应，只有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才属于自由空间发生了电

磁感应。因此法拉第定律的解释结果与广义洛伦兹磁力的解释结果完全吻合，如图 9 所示，导体线圈也

存在反向磁场 LB 。但是，法拉第定律却不能解释图 5 和图 6之情况。总的来讲，全面考察图 5、6、7、

8 的电磁感应现象，本文认为：楞慈定律确定了电流方向，法拉第定律、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和洛伦兹磁

力都对电磁感应现象给出了物理概念描述，面对这三家理论观点的不一致，哪一家理论是电磁感应的物

理本质呢？本文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广义洛伦兹磁力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而法拉第定律和麦

克斯韦互生场场理论只是对个别电磁感应的个别现象进行的描述，却不是整个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本

文认为广义洛伦兹磁力的具有普适性，按照这种广义性，一切电磁感应现象均可用洛伦兹磁力作出全面

而准确的物理解释(包括电磁波的反射机理、电磁波接收机理、电子感应加速器、直流发电机、霍尔效

应和一切电磁感应产品)，无论是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 或是磁力

线切割金属电子，其物理本质均是电荷受洛伦兹磁力

q F V B 的作用结果。特别是当磁铁运动而线圈静止 时，运动

的磁力线切割了静止的金属电子，所受磁力是

BvF  )( Be ，这里的“-”号不是本书随意加进去的， 而是因为

B 的运动方向与线圈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因此本章 把

( )e Be e    F v B V B 称为广义洛伦兹磁力，也就 是说，无

论是线圈运动或者是磁铁运动，金属电子都切割了磁力 线，在广

义洛伦兹磁力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体漂移而形成 感生电流

I ，也正因为电子的漂移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生电动 势

d d
I

U l
s


 (欧姆定律)和感生电场

d

d

U
E

L
 (电场的定 义)。即，

在电磁感应中，F 是原因，导体内的 I 、 dU 和 E 是现象，先有电流后有电压。 

 

 

【4】鉴别麦克斯韦理论的实验 
 

曾清平 

 

空军雷达学院  教授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科学观点 

 

  【摘要】麦克斯韦根据法拉第定律而提出“时变磁场产生了电场”的观点。与此同时， 他又认为传

导电流在自由空间(以太空间)中连续，于是电容中的时变电场(以太位移电流)与传导电流一样的产生了

磁场。从而得出了“磁场产生电场与电场产生磁场”的互生场理论
[1, 2]

。但是百多年来，无人进行互生

磁铁 

运动

图 9� 法拉第定律的 cFi ，cFi 产生反向

的磁场 '
LB �

BV  
 

ci  

法拉第定律感应

的传导电流 cFi  

'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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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理论的直接实验。本文介绍检验理论的实验方法，直接检验真空中的位移电流是否真的产生磁场。本

文通过“实验”分析，得到：真空(以太)位移电流不会产生磁场；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是洛仑兹磁力，

却不是位移电流。这意味着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的正确性值得重新考虑。 

【关键词】互生场，电场产生磁场，磁场产生电场，以太位移电流。 

 

1  引言 

通常的看法是，伟大的赫兹实验是对麦克斯韦旋度场(互生场)理论的证明，其实不然，应该说伟大

赫兹实验证明了电场波和磁场波的存在。当我们仔细研究伟大赫兹实验的推理逻辑就会发现，它恰恰是

电场波与磁场波的独立辐射之实验证明，这正如洛仑兹所讲的那样“电子的运动是一切电磁场的根源”，

也就是说，场不能产生场。首先指出：第一，地球两极构成的非均匀地极磁场跟随地球一起运动，在自

由空间里并没有产生感应电场。第二，麦克斯韦使用斯托克斯公式对安培环路定律进行的旋度化改造

JH  ，只适合于导体内部，不适合于导体外部的自由空间。第三，麦克斯韦运用格林定理在一个

电容电路中，把安培环路定律改造成包含电容之电场的曲面积分，从而认为电容中的时变电场产生磁场。

但是，格林定理的使用条件是“被积函数在积分面和边界线上具有一阶连续偏导数”，因此这种面化改

造不满足公式的条件。而且，如果认为 DI I ，这相当于电容短路，则它与电荷积累了这个客观事实不

符。第四，麦克斯韦把电路上的电流连续定律
t


  


J 进行空间化改造，而认为“电流向自由空间

四面八方流逝，电流在自由空间中也连续”。但是克稀霍夫定律只适合于导体内部，不适合导体外部的

自由空间。第五，根据赫兹实验罗辑，我们可以认为，电容中的时变电场是独立辐射的、电感中的时变

磁场是独立辐射的，天线辐射的时变电场是偶极子上的时变电荷产生的，天线辐射的时变磁场是偶极子

上的时变电流产生的，独立辐射的场强服从距离平方反比律。所以，独立辐射矢量场与麦克斯韦的互生

场存在分歧，辨别真假的唯一实验就是直接对自由空间中的位移电流进行磁场测定、对广义洛仑兹磁力

进行实验证明。百多年来没有直接证明麦克斯韦互生场的实验。基于上述观点，本文介绍直接检验麦克

斯韦理论真假的实验方法，分析结果表明，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存在错误。 

    1905 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强调，“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当磁铁运动时在空间产生了感应

电场，于是线圈中有了电流；而当线圈运动时在空间没有产生感应电场，可是线圈中照样有电流，由此

可见空间本不该对称”，即，他的相对性原理。因此本文研究指出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有误，从而动摇

相对性原理的论据。 

 

2 实验的技术路线 

2.1 金属电子切割静止磁力线的洛仑兹磁力（物理学基础回顾） 

如图1所示，基于绝对时空观，均匀的静态磁场是静止的，导体以 qV 速度向右边运动（ q xV V ），

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洛仑兹磁力 

qq F V B                                      （1） 

所以，电子漂移而产生感应电流。由于电子的电量q 是负值，根据楞慈右手定则，所以导体上金属电子

向着 y 方向移动，正电荷向 y 方向移动，故电流的方向就是 y 方向。或，图中所示的 z 方向。对于

这个实验，是大家公认的真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下实验分析结论。 

2.2 均匀磁力线切割静止金属电子的洛仑兹磁力（广义洛仑兹磁力的实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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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请注意，此时的 0
H

t
 




，没有麦克斯韦的位移电流。导体是静止的，均匀的静态磁

场以 BV 速度向左边运动，对照图1的 x qV V ，就得 B x V V ，即 q B V V 。将此式带入洛仑兹磁力

qq F V B 中，则有 ( )Bq  F V B ，这里的负号不是随意加进去的，而是由于磁场的运动方向与导体

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所以 

Bq  （ ）F V B                                   （2） 

所以两图的金属电子都是相同方向漂移漂移，这里注意，均匀恒定的磁力线切割了金属电子，也是洛仑

兹磁力。因为“磁力线静止，而导体向右运动”与“导体静止，而磁力线向左运动”，  

 

 

 

 

 

 

 

 

 

 

 

 

 

 

 

 

 

 

 

 

 

 

 

 

 

 

两者是等效的，都属于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 

于是导体上金属电子向着 y 方向移动（或正电荷向着 y 方向移动），故电流的方向如图中所示的 z 方

向。比较上述两个图，“导体向右运动”与“磁力线向左运动”，两者是等效的，同样受洛仑兹磁力。

请注意，此时的 0
H

t
 




，没有麦克斯韦的位移电流。因此我们把 

q Bq q    （ ）F V B V B                                  （3） 

称为广义洛仑兹磁力。初步实验证明上述两图的电流方向是一致的。符号表示“或”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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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导体静止而磁力线向左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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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线圈切割弯曲磁力线之情况（广义洛仑兹磁力的实验证明） 

设磁铁(磁力线犹如喇叭花形状)静止，线圈以速度 eV 从左向右运动，如图3所示。线圈切割磁力线

实际上是线圈L上的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于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ee F V B                                     （4） 

后将沿着线圈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snev (这正是楞茨定律的方向)。式中 s 是线圈导体的截面积, n

是金属电子密度, e是电子的电量, v是金属电子沿线圈漂移的速度。再由欧姆定律微分形式，于是其感

生电动势 d d
I

U l
s

  正是法拉第电动势，式中 是电导率， dl 是线圈长度的微分变元。这也是著名的

电磁感应。注意到，感生电流的楞茨定律和感生电动势的法拉第定律只是描述物理现象，并非物理本质。

本文认为洛仑兹磁力才是电磁感应中的物理本质。 

 

 

 

 

 

 

 

 

2.4  弯曲磁力线切割线圈的洛仑兹磁力（广义洛仑兹磁力的实验证明） 

    设线圈静止，磁铁(磁力线犹如喇叭花形状)以速度 BV 从右向左运动，如图4所示。比较图4与图3可

知，线圈以速度 eV 从左向右运动，与磁力线以速度 BV 从右向左运动，两者的物理行为是相同的。即在

图4中，静止线圈切割了运动中的磁力线。由于 e B V V ，将此代入式(4)中，于是静止线圈上的金属电

子受广义洛伦滋磁力： 

( )Be  F V B                                   （5） 

使金属电子在F 的作用下沿着线圈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snev  (正是楞茨定律的方向)，式中 s 是线圈

导体的截面积, n 是金属电子密度, e是电子的电量，小写的 v是金属电子沿线圈导体漂移的速度。再

根据欧姆定律微分形式，于是其感生电动势
I

dU dl
s

  (正是法拉第电动势)，式中 σ是电导率， dl 是

线圈长度的微分变元。这也是著名的电磁感应，其本质是洛仑兹磁力。事实上，只要承认 ( )qe F v B 是

正确的，则必然承认 BvF  )( Be 也是正确的。 

    实验的可行性结论是：无论是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或是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其物理本质均是电荷

受洛伦兹磁力 q F V B 的作用结果。特别是当磁铁运动而线圈静止时，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静止的金

属电子，所受磁力是 BvF  )( Be ，这里的“-”号不是本书随意加进去的，而是因为空间是静止的，

在明确谁是运动、谁是静止的的概念下， B 的运动方向与线圈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因此本章把

( )e Be e    F v B V B 称为广义洛伦兹磁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线圈运动或者是磁铁运动，金属电子都

磁铁 

静止

图 3� 线圈运动�

eV  

L 
磁铁 

运动

图 4 磁铁运动线圈静止

B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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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了磁力线，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体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也正因为电子

的漂移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生电动势 d d
I

U l
s


 (by 欧姆定律)和感生电场

d

d

U
E

L
 (by 电场的定

义)。也就是说，在电磁感应中，F 是原因，导体内的 I 、 dU 和 E 是现象。 

    事实上，时变传导电流产生的时变磁场已经被现代高斯计测量出来，这就直接证明了“时变时变磁

场是独立辐射的”了，而不是交替产生的。 

    特别是，一个线性时变电流 1i k t 产生的线性时变磁场 2H k t ,由于
H

t





常数，所以线性时变磁场

( )H t 独立地辐射到自由空间，无需麦克斯韦的互生场作“桥梁”。正如洛仑兹所指出的那样：“赫兹

铲除原麦克斯韦方程组中的势是完全正确的，但还是不能解释荷电体的运动，麦克斯韦从不相信电荷实

体，总是以他的电位移代替电荷体，人们也很难理解他指的电荷是什么，他从不问及电磁场是怎么产生

的，在他的理论中，似乎电磁场来自无穷远处，一种不需要源的场”。“电荷的运动才是产生一切电磁

场的根源”。言下之意，场不会产生场。 

 

2.5  否定‘时变磁场产生电场’的直接实验 

    这里将进行两个对比性实验，一是基于广义洛仑兹磁力的电磁感应试验，二是基于麦克斯韦的“位

移电流产生电场”之实验，如图 5和 6 所示，测量运动磁铁的磁场强度，比较用高斯计来测量的结果，

就可以鉴别出来。在这里，图 5 中的“圈”是导体线圈, 图 6 中的“圈”仅仅是自由空间里的虚构回路。 

(1)对于图 5而言，按照广义洛仑兹磁力，当磁铁运动时，运动的磁力线 B 切割了金属电子，于是

金属电子受广义洛仑兹磁力 BvF  )( Be 的作用而产生感应电流，此导体线圈电流又产生新的磁场

'
LB ，其方向与磁铁的原磁场 B 的方向相反，抵消之后那么高斯计上测出的合场强度将减弱许多。 

(2)对于图 6而言，如果按照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当磁铁运动时在自由空间(围线)产生了漩涡状

的位移电流，而这位移电流又产生新的磁场
'
MB ，其新磁场方向与磁铁的原磁场方向相反，抵消之后那

么高斯计上测出的合场强也将减弱许多。 

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这两个实验的测量结果，如果图 5 和图 6两个实验得到相同的结果，则说明广义

洛仑兹磁力与麦克斯韦互生场难以鉴别；如果测得图 5 中的合磁场小，而图 6 中的合磁场大，则说明时

变磁场没有产生时变电场，从而直接否定麦克斯韦的变磁场产生电场的结论。请注意： 

图 5 中的 ci 是导体线圈在广义洛仑兹作用下的传导电流，传导电流产生了反相磁场 '
LB 。 

图 6 中的 Di 是麦克斯韦的以太空间位移电流，以太位移电流产生了反相磁场 '
MB 。 

这两个图实际上是鉴别反电动势的物理本质问题：到底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在起作用？或是麦

克斯韦的空间漩涡电场(位移电流)在起作用？上述两图能够直接鉴别。法拉第、楞慈和洛仑兹都认为电

磁感应发生在导体上，而麦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却认为电磁感应发生在自由空间(当时称以太空间)。下

面我们就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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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那么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位移电流)，变化的电场又产生变

化的磁场，那么这样一来，图 6 中也该有新的 '
MB 。但我们可以预见性得到该实验结果：图 6 中没有麦

克斯韦的 '
MB ，图 5 中存在洛仑兹的 '

LB 。因为磁铁在真空中运动时，不可能产生反向的磁场 '
MB 。即，

既然不存在 '
MB ，则说明真空中变化的磁场不会产生位移电流(时变电场)。这两个实验就是直接否定麦

克斯韦理论的直接实验。正如洛仑兹所讲：电荷的运动是产生一切电磁场的根源
[2]
。场不会产生场。 

3  否定真空位移电流之实验的技术途径 

麦克斯韦理论的精髓是互生场理论：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电场又产生变化的磁场。

其依据之二就是在电容电路中对安培环路定律进行曲面化改造后，而认为流进积分面的传导电流等于流

出积分面的位移电流，于是位移电流 0

E

t
 


产生感生磁场。本实验就来鉴别它的正确性。 

这个实验容易证明时变电场不产生磁场，见图 7。极板电容放置在真空管中，电容两端通过导线连

接时变电压源或时变电流源，绝大部分导线被屏蔽，用高斯计测量交变磁场。如果对于 b 处的传导电流

测着了磁场，而对于 a处的位移电流没有测着磁场，那么就从实验上直接否定了麦克斯韦的互生场。于

是设 

电容量
12 12

0 8.8542 10 8.8542 10 0.01

0.01

s s
C

d d

    
   ，距离单位是米，面积单位是米

2
。那么施加电

压源 sin( )s mv v t ，则忽略导线内阻的稳态相应是 

sin( ) ( )
1

s
m

v
i v t c

c

 


  �  

＝
12

4 8.8542 10 0.01
10000sin( ) 2 3 10

0.01
t 

  
   
 

                       (6) 

＝ 21.65 10 sin( )( )t  安培  

其中 30f kHz ， 10000mv  伏。这是一个直接否定性实验方案，如图 7 所示。 

磁铁 

运动

BV

 

Di  

图 6� 时变磁场产生时变电场，即产生

了时变位移电流 Di ， Di 产生反向的磁

场 '
MB

麦克斯韦的真空

位移电流 Di  

'
MB

B

磁铁 

运动

图 5� 弯曲的运动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

在广义洛仑兹磁力作用下而形成感应

电流 i ， i 产生反向的磁场 '
LB

BV  
 

ci  

广义洛仑兹磁力

的传导电流 Ci  

'
L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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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是实验原理图。不过，据技术市场调查可知，目前高斯计的测量技术水平是30kHz 以下交变

磁场，精度是0.1高斯（1 高斯=80 安/米）,所以要想用高斯计测量出图中磁场来， 

 

 

 

 

 

 

 

 

 

 

 

其电压源需增加 10 倍时，方可以鉴别。再调查技术费可知，生产 10 万伏的交变电源将耗资 120 万元¥，

也就是说，如果对于图 7 中的线圈 L用高斯计来直接测量 a 处与 b 处各自产生的 

磁场强度，再加上前面的几个实验费及其仪器设备费，需要耗资总经费 300 万元的基金，我是一个贫穷

教员，无钱支持该实验，恳请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进行该实验。我坚信一定会成功。 

另一种测量方法是运用广义洛仑兹磁力，不直接测量磁场而是测量交变信号。该实验也是可靠的。

如果在 a 处的线圈 L 两端没有交流信号即 0as  ，而在 b 处的线圈 L 两端有交流信号 0bs  ，这将证明两

点：第一，a 处的时变电场没有产生磁场；第二，b 处的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横波，以光速 0c 向外辐

射，于是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金属电子，金属电子受广义洛仑兹磁力 0( )q  F c B 的作用下形成了信

号电流。 

当然，测量中有误差，因为真空管中的边缘时变电场也会激发介质玻璃，介质玻璃在电场的作用下

也会产生上下方向的分子电流，而分子电流也属于电荷的运动，也将产生磁场。不过，比较 a 处与 b 处

的信号大小，可以鉴别互生场的真伪，因为麦克斯韦理论是(位移电流) D CI I (传导电流)，即，按照

麦克斯韦理论： a 处的信号强度等于b 处的信号强度，如果测量结果是 a bs s� ，则说明真空中位移电

流没有产生磁场。这也能直接鉴定麦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问题；反之则是对互生场的直接证实。我坚信，

真空管中的时变电场不会产生磁场，因为假如 D CI I ，则电容等效为短路，它与客观事实不符。 

其实呀，既然高斯计能够测量到时变电流产生的时变磁场强度，这正说明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到自

由空间的，无需互生场“搭桥”。因为高斯计测量出来的是磁场却不是电场。 

值得一提的是，收发电波成功并不意味着麦克斯旋度理论(互生场理论)一定就正确。因为时变电流本身

就辐射时变磁场，时变电荷本身就辐射时变电场。这正如赫芝用电感电容振荡电路所作的推理一样：时

变磁场是电感中的时变电流产生的，时变电场是电容中的时变电荷产生的；电感和电容逐步张开之后就

是偶极子天线对着自由空间辐射的天线。而且其辐射电场强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相应的接收电场强

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所接收的时变电场作用于接收天线上的金属电子而形成的信号强度，它也与距离

平方成反比。只有这样，独立场才与工程事实践相吻合。但互生场理论与工程实践不相符，因为它违背

了距离平方反比律。 

真空管�

高压交流电源

屏蔽线

a bL

图 7� � 位移电流不存在�

L  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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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图6和图7就是直接检验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的直接实验，百多年来无人进行这样的直接试验。

应该说，无论该实验是证实或是证伪(零性结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相信，精确的测量结果是：

时变电场没有产生时变磁场，时变磁场没有产生时变电场，尤其是比较图5和6，容易得到上述实验结论。

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广义洛仑兹磁力就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其余的定律是现象或其余的理论是假象。

其学术价值是巨大的。一旦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不成立，则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就失去论据。 

 

 

【5】独立辐射场的数学模型 
 

曾清平 

 

空军雷达学院  教授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科学观点 

 

【摘要】：我们可以认为迈克逊-莫雷实验否定了以太媒质，如此以来，电磁波就没有传播的媒质

了。从而，电磁波的运动就不是传播而是辐射，它象射线流那样向外辐射。既然它是辐射，那么时变电

场就应该是独立辐射的矢量场，它无需时变磁场来“搭桥”。也就是说，在真空中，因为电波或光波没

有振荡-传播的媒质，而且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所以场的运动是一种辐射，

它不需要另一种场作为“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时变磁场是可以独立辐射的、时变电场也是可以

独立辐射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伟大赫兹实验逻辑中得益。从 LC 振荡电路开始，逐步展开成半波振

子天线，半波振子天线上的电流振荡形成了时变电流和时变电荷。其电场波是振子上的时变电荷辐射的、

其磁场波是振子上的时变电流辐射的。电场与磁场发生交换是通过半波振子上的时变电流的流动得以实

现的。也就是说，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是发射天线上的金属电子的时变运动产生的。进一步，本文论证

了满足距离平方反比律的辐射模型和天线接收信号的原理。 

【关键词】：电波辐射，接收原理，距离平方反比律。 

 

1  引言 

可以验算，麦克斯韦的电磁波理论 E H
2 2

3 2
2 3 2

0

( ) 2
( 2 )

16

j t jkrIdl e k j
k r jk

rr r



  



      2sin r e 与距离平方

反比律不相融。以辐射源为球心，取球面积分来计算，它既不是传播波能量守恒也不是辐射矢量场守恒。

而且从工程应用中可以看出，麦克斯韦理论的波束形成和接收场强都严重违背了工程应用中的距离平方

反比律
 [1]

。文1还指出麦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存在七个破绽--无法修正的破绽。 

现在我们考虑球对称分布的时变电场，见图1。导管(电荷传输管)是屏蔽的，它对外不辐射任何电

场；电荷枪向金属球a中发送电荷。设球a中的电荷变化率是 ( )Q t t  ，这里是发射率，也即，在球

a中存在球面分布的时变电荷，从而使得在球a的周围存在时变电场。由于时变电场是球对称分布的，所

以 0
B

t





，从而时变电场独立地向自由空间辐射了。值得注意的是，球a的周围没有磁场，惑即 0H  ，

时变电场是独立辐射的，独立辐射的时变电场 ( )tE 充满整个自由空间。于是根据库仑定律，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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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 2

0 0

( ) ( )

( , )
4 4r r

r r
Q t t

c c
r t

r r



 

  
 E e e                          (1) 

式中 0c 是电场线的辐射速度，
0

r

c
是电场辐射到自由空间 P 点的时延(球心到点 P 的距离是 r )。这里特

别留意：以a为中心，取球面 S ，则流出球面 S 的场量是守恒的。这是距离平方反比率的重要结论。图1

的球面电荷辐射的电力线是向外发散的。很显然，对于图1的时变电场，它是无旋场。即
2

1
tE

r
 。 

此外，既然以太不存在，电磁波缺乏传播煤质，那么电波就是独立辐射的矢量场。据此，本文依据

库仑定律和毕奥-萨伐尔-拉普拉斯定律，来建立电波辐射模型及其接收电波的原理，其目的是揭示工程

应用中的距离平方反比律。本文在基于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独立辐射的基础上，给出了电波的辐射模型，

并揭示了天线接收电波信号的物理行为。只有这样的辐射，才能满足雷达、通信中的距离平方反比律之

关系。 

 

 

 

 

 

                                                            (1)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强调，“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当磁铁运动时在空间产生了感应电

场，于是线圈中有了电流；而当线圈运动时在空间没有产生感应电场，可是线圈中照样有电流，可见空

间本不该对称(所谓的相对性原理)”。既然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方程存在缺陷
[3]
，而且假如磁场波是独立

辐射的，那么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就值得重新考虑。 

2  时变电场的独立辐射模型 

2.1 正余弦时变电场的独立辐射过程 

特别地，当今发现正电子或正粒子之后，可以保证图1中球a的电荷满足 ( )Q t   0 sinQ t 。由于它是

球面对称分布的，所以自由空间的时变电场是 ( , )r t E 0 0
2

sin ( )

4

Q t r c

r





 而且 ( , ) 0r t H ，式中

0

r

c
是电场

传播至空间 P 点的时延。显然，正余弦函数电场是独立辐射的。 

对于正余弦时变电场的辐射过程，我们可以用图2来描述，所有传导线被屏蔽,对外不辐射任何场。

图中 sins mU U t 跨接在极板电容上，于是：在图(a)中自由空间 P 点处的时变电场是时变电荷产生的；

同样的，在图(b)中自由空间P点处的时变电场也是时变电荷产生的；  

 

+

图 1� � 球面对称分布�

a 
S

P

+

电荷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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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图(c)中自由空间 P 点处的时变电场还是时变电荷产生的。换言之，在自由空间中，正余弦

的时变电场是由辐射源提供的正余弦时变电荷产生的，而且是独立辐射的。 

    仔细考察伟大的赫兹实验，不难发现，图(c)等效于赫兹的两个放电球。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

认定：赫兹实验所测得的电波正是由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电场。 

2.2  辐射电场强度的描述 

 

 

 

 

 

 

 

根据(1)式，我们已经 得到了时变点电荷以及球面分布的时变电

荷的辐射场强计算式
0

0
2

0

sin ( )

( , )
4 r

r
Q t

c
r t

r






 E e 。但是对于偶极子天线而言，它不是一个点电荷，而是一

对电偶极子，如图3所示。为了书写方便，暂且不书写辐射延迟时间
0

r

c
。让我们先从时变电位开始，即

( , , )P r   点处的时变电位是 

2 1

0 1 2 0 2 2

( ) 1 1 ( )

4 4

r rQ t Q t
Φ

r r r r 
   

     
   

                         (2) 

式中 

1
2 2

2
1 2

l
r r rl con

       
   

 

1
2 2

2
2 2

l
r r rl con

       
   

 

因为在实际工程中 r l� ，故将 1r 、 2r 用二项式定理展开，并略去高阶小项，得 

图 2 正余弦时变电场辐射过程

P

(a)�

 sU   sU  P

(b)

PsU

(c)

z 

-

+

( , , )P r  

r

图 3� � 时变电偶极子

1r

2r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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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l
r r con   

2 2

l
r r con   

2 1r r lcon   

2
1 2r r r  

于是 

2
0

( )

4

Q t l con
Φ

r





                                   (3) 

对上式取梯度运算，便得到时变电场 

3 3
0 0

( ) ( )

2 4r

Q t l con Q t l sin

r r 
 

 
   

   E e e                         (4) 

然后把滞后时间
0

r

c
计入上式，就是电偶极子天线独立辐射的正余弦电场： 

0 0
3 3

0 0

sin( ) sin( )
( )

2 4

m m

r

r rQ t l con Q t l sinc c
r,t

r r 

     

 

   
 E e e                (5) 

这就是自由空间某一点 ( , , )P r   处接收到的时变电场。注意，这里的辐射电场没有 ze 分量。 

细心的读者将会反问：“上式与距离三次方成反比，工程实践早已证实接收天线上的电流幅度与距

离平方成反比，如何解释式(5)呢？”。问的好！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述的式(24)回答。重要的是(1)

式已经证实了距离平方反比率的关系。文[1]还论证道：以辐射源为球面中心，则流出 1S 球面的场量等

于流出 2S 球面的场量，即，辐射矢量场守恒。 

2.3  正负时变电场的子午线 

   如果球面分布的是负电荷，则电力线相反。如果两个球面分布是正负电荷构成的电偶极子，则电力

线的分布就是子午线，如图4所示。我认为，伟大的赫兹实验用一对放电球，在教室里测得的时变电场

正是图中的子午线电场。 

这里注意的是：电力线本是纵向辐射，但由于正负电力线(电场线)的矢量迭加，使得其合成后的电

力线为曲线。距离越远，合成后的电力线十分近似横向电力线，即所谓的横波。但究其电场线本身而言，

它是纵向辐射的，因为正负电荷所产生的正负电场迭加成了子午线之后，在远区看起来是横波而已。 

既然电场是独立辐射的，或者说自由空间的电场是可以独立辐射的，那么人们观测到的电场就不是

麦克斯韦的旋度场，而是独立辐射场。 

 

 

 

 

 

 

 图 4� � 子午线时变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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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时变磁场的独立辐射模型 

3.1 正余弦时变磁场的产生 

    设线圈电感连接正余弦电流源 sins mi I t ，则在忽略传导线的压降和滞后相位的情况下(只是为了

计算方便)，那么流过线圈的电流是 sinmi I t   ，在忽略边沿影响的情况下，螺线管中间的磁场是

0 ( )n i t B ，这里 0是真空磁导率， n 是直螺线管的匝数，即 

0( ) sinmt nI t B                                   (6) 

这里已假定 0 0I  的稳态情形。换言之，电感中的时变磁场是线圈中的时变电流产生的。这一结论显然

是对的。 

3.2 正余弦时变磁场的辐射 

同理，文[1]论证指出，时变磁场是时变电流产生的，线性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对于正余弦时

变磁场的辐射过程，我们可以用图5的四个子图来描述。图中所有传导线(细线)被屏蔽，对外不辐射任

何场。图中 sins mi i t 串接在线圈电感上。于是，在图(a)中 P 点处的时变磁场是时变电流产生的；同

样的，在图(b)中 P 点处的时变磁场是时变电流产生的；同样的，在图(c)中P点处的时变磁场是时变电

流产生的；同样的，在图(d)中 P 点处的时变磁场是时变电流产生的。换言之，自由空间里的正余弦-

时变磁场是由辐射源提供的的正余弦-时变电流产生的。只要在(a)中承认点 P 是自由空间里的一个点并

且承认时变磁场是时变电流产生的，那么，必然承认图(d)中 P 点的正余弦-时变磁场也是时变电流产生

的。 

 

 

 

 

 

 

 

 

 

 

 

 

 

 

 

 

 

图 5� 时变电流产生时变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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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用分段线性时变电流所产生的分段线性时变磁场来描述它的独立辐射。见图6，在

(a)中电流元 Idl 施加锯齿波电流，锯齿波电流如图(b)所示，图(c)是自由空间 P 点的锯齿波磁场，其中

0

r
c 是辐射中的滞后时间。当电流线性地增加，则空间 P 点处的磁场线性地增加；当电流线性地减少，

则空间 P 点的磁场线性地减少。前面我们业已证明线性时变 

 

 

 

 

 

 

 

 

 

 

磁场是独立辐射的，由此可见锯齿波(三角波)时变磁场也是独立辐射的。既然如此，我们把三角波拦腰

分成上下两等份，并用曲线作光滑地拟合，即为正余弦波。这就是说，正余弦电流产生的正余弦磁场，

与线性磁场、三角波磁场一样，也都是独立地辐射到自由空间的。 

3.3 辐射磁场强度的描述 

根据(5)式，我们已经得到了时变电流元的辐射场强计算式
0

0
2

sin ( )
( , )

4

m
rI dl t c

r t
r 

 




B e 。但是对于

偶极子天线而言，它不是一个理想的电流元，而是一段磁偶极子，如图7所示。利用圆柱坐标来计算自

由空间某一点 ( , , )P r   的磁场强度强度 ( , )r tB 。为了书写方便，暂且不考书写
0

r

c
（辐射延迟时间）。由

图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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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正余弦电流独立辐射正余弦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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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时变磁偶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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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sec dz r    
2d sec d zr   l e  

secR   

con sinR r zα    e e e  

2d sec con dR r      l e e  

于是，根据毕奥-萨伐尔-拉普拉斯定律可得 

2
2

0
2 21

sec con
d

4 sec

I r

r





   
 


 B e  

2
0

1
con

4

I
d

r






 


  
 ＝ e  

0
1 2(sin sin )

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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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7) 

式中 

1
2 2

2sin
( )2

lz

lr z





 
 

2
2 2

2sin
( )2

lz

lr z





 
 

当 z r� 时，即 P 点远离磁偶极子中心线(或即在偶极子的两头)时， sin 0  ，从而 0B  这说明

磁偶极子两头几乎没有磁场。这也说明磁偶极子具有很强的方向性。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因 r z� ，即 ( ,0, )P r z 点在磁偶极子的正前方的远处，有 

1
2sin

lz

r



  

2
2sin

lz

r



  

于是 

0
24

I

r 



B e                                    (8) 

然后把滞后时间
0

r

c
计入上式，就是磁偶极子-天线独立辐射的正余弦磁场： 

0
0

2

sin ( )
( , )

4

m
rI l t c

r t
r 

 




B e                          (9) 

这就是磁偶极子正前方空间某一点 ( , , )P r   处接收到的磁场强度。(8)式表明辐射矢量场与距离平方成

反比。 

既然磁波是独立辐射的，或者说自由空间的磁波是可以独立辐射的，那么人们观测到的磁波就不是

麦克斯韦的互生场，而是独立辐射的矢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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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全辐射与偶极子天线的形成 

    伟大的赫兹实验，用两个放电球证明了“整个教室乃至整个空间充满了电波”。不错，的确如此！

因为开放的电容板（或放电球）朝向自由空间辐射了电场、开放的电感线朝向自由空间辐射了磁场。本

节就从开放的电容-电感出发，根据赫兹偶极子天线的形成过程，从而进一步证明电场、磁场之独立辐

射的。 

4.1 时变场是独立产生的 

    参见图8,对于普通的 LC 电路[子图(a)]，因为时变电场储存在电容中、时变磁场储存在电感中，

所以外围自由空间的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几乎为零，即时变电场没有辐射、时变磁场没有辐射。为了克

服这个问题，我们逐步将 LC 电路张开，见图(b)、(c)和(d)，最终形成了图(e)的电路----偶极子天线。 

由于两电容板张开了，所以时变电场被展开在整个自由空间；由于电感线张开了，所以时变磁场被

展开在整个自由空间。这就是赫兹所讲到的“整个教室乃至整个空间、充满电波”的根本原因所在。这

就是伟大赫兹实验的实验逻辑，并非本文独创，仅仅是总结。 

    在图(a)中，时变电场是由极板上的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由线圈中时变电流产生的；在图

(b)中，时变电场是由极板上的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由线圈中时变电流产生的；在图(c)中，时

变电场是由极板上的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由线圈中时变电流产生的；在图(d)中，时变电场是

由极板上的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由线圈中时变电流产生的。图(d)与图(a)相比，相同点是：时

变电场都是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都是时变电流产生的；不同点是：在图(d)中，电力线展布在整

个自由空间、磁力线展布在整个自由空间。 

 

 

 

 

 

 

 

 

 

 

 

 

 

 

 

4.2 电场与磁场的交换是通过 LC 来实现的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图(a)中电场与磁场发生交换是通过电路中(半波阵子上)的电流的流动才得

以实现的，而且这种交换是需要时间的。当电场到达最大之后，电容开始放电，其放电电流将流过线圈

图 8� � � 偶极子天线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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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下来的电场线就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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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产生磁场；当磁场到达最大之后，又开始给电容充电，产生电场。如此循环，即所谓的电能与磁能

不断地交换。但要注意的是，这种交换是在电路上通过电荷的运动才交换的，并不是电场与磁场直接交

换。 

同样，在图(d)中，当电场到达最大之后，分布电容C开始放电，其放电电流将流过电感线L，产生

磁场；当磁场到达最大之后，又开始给电容充电。如此循环，即电场与磁场不断地交换。唯一的差别是，

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已被展开在整个自由空间。这里，谐振非常重要。而半波振子恰是谐振中的电感与

电容，这就是半波振子-天线辐射效率高的缘故。特别注意，这种交换是在电路上通过电荷的运动才交

换的，并不是电场与磁场直接交换。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在子图(a)中，电场到达极大值时，磁场为零；磁场到达极大值时，电场为零。

两者存在相位差 090 。同样的，在子图(e)中，辐射的电场和磁场也相差 090 的相位差。各自的场强如公

式(5)和(9)所示。 

4  接收信号的形成原理 

接收天线上的信号电流是如何形成的？是波子撞击偶极子天线吗？是能流-密度 E H 流进偶极子

-天线吗？都不是。更不是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所为！工程实践早已证明接收信号的幅度与辐射源的距

离满足
2

1

r
关系，下面我们来描述从辐射方程到接收信号的形成原理。 

4.1  辐射方程 

我们仍然以 LC 振荡电路开始，先考察图8中的子图(a)。设LC电路中的电流是 1( ) sin( )mi t I t   ，

则电容两端的电压就是 2

1
( ) ( ) sin( )C C mU t i t Z I t

C
 


    ，电容中的电荷是

2

1
( ) ( ) sin( )C C mQ t C U t I t 


    。然后考察图8中的子图(b)～(e),显然，在图(e)中的偶极子发射天线

上的电流和电荷分别是 

2( ) sin( )mi t I t                                      (10) 

1

1
( ) sin( )C mQ t I t 


                                     (11) 

令                        
1

m mQ I


                                          (12) 

则 

1( ) sin( )C mQ t Q t                                      (13) 

 

见图9，当Q 端呈现最大正电荷时，下端呈现最大负电荷，此时金属电子开始向Q 端漂移而形成向下

的电流(电荷是负值)，因此 ( )i t 与 ( )CQ t 之间存在 090 相位差。从而使得各自辐射的磁场与电场之间也存

在 090 相位差。 

对于(5)式，并考虑到辐射时延因素和初相位因素，立即得到偶极子天线上辐射的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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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0

3 3
0 0

sin( ) sin( )
( )

2 4

m m

r

r rQ t l con Q t l sinc c
r,t

r r 

      

 

     
 E e e          (14) 

将(12)式代入(9)，并考虑到辐射时延因素和初相位因素，立即得到偶极子天线所辐射的磁场 

0 2
0

2

sin( )
( , )

4

m
rQ l t c

r t
r 

   



 
B e                        (15) 

 

 

 

 

 

 

 

 

 

因此，我们称(13)和(14)为偶极子天线辐射方程。式中
02 2

f
l

c


  是半波阵子的长度，C 是半波阵子的

电容量， mQ C V （ ）t 是半波阵子上的时变电荷。 

4.2．接收天线上的信号形成原理 

    根据上述辐射方程可知，接收天线既接收了时变电场又接收了时变磁场。我们曾经指出
[1]
，辐射场

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在发射天线正前方，接收最佳。如图图10，接收天线上的金属电子在洛仑兹电力 eE

和广义洛仑兹磁力 0( )e  c B 的作用下(磁场以速度 0c 向右边运动，相当于金属电子向左边运动)，沿着

导线漂移而形成电流。由于 E 和 B 是时变的，则信号电流也是时变的。这里涉及到两个力的作用，其

合力是 0F eE ec B  ，注意因为 reE 垂直于接收天线，不能形成信号电流。只有 e E 和 0e c B 平行于接

收天线，才能形成信号电流，因此，合力的完全表达式为： 

1
0

3
0

sin( )

4

m
rQ t l sinc

F e
r

  



  
 合

0 2
0

0 2

sin(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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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l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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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子午线时变电场


























 

 

Q  

Q  

图 9 振子上的电流、电荷及其辐射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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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三角函数诱导公式，得到 

2 2
2 12 ( ) sin( )E B E BF F F F F con t        合                            (17) 

式中 

1 2

1 2

sin sinE M

E M

k k
arct

k con k con

 


 





                                  (18) 

3
04

m
E

Q l sin
F e

r





                                             (19) 

0
0 24

m
B

Q l
F ec

r

 


                                            (20) 

1 1
0

r
c

  ＝                                            (21) 

2 2
0

r
c

  ＝                                             (22) 

式(17)就是接收天线受到的广义洛仑兹力，金属电子在广义洛仑兹力的作用下而形成信号电流。注

意(16)式第一项是由于两个时变电荷源不在球面中心所致（正负电场抵消一部份，所以才出现了 31/ r 因

子），见式(5)的说明。 

    现在我们来研究“距离平方反比律”。参见(16)式和(17)式， EF 是洛仑兹电场力的幅值， BF 是洛

仑兹磁力的幅值，即 

3
04

m
E

Q l sin
F e

r





                                          (23) 

0
0 24

m
B

Q l
F ec

r

 


                                            (24) 

式中 0 和 0 是真空中的电介率和磁导率， 是球面坐标中的 角，对于图10而言因为 sin 1  ，因此，

设 82 (10 )Hz   (米波范畴)，得到 

9
3

9 10
4

m
E

eQ l
F

r
   （牛顿）                                 (25) 

9
2

18.8 10
4

m
B

eQ l
F

r
  （牛顿）                                  (26) 

这里已经看出 BF 是 EF 的2倍。再考虑距理1公里(= 31 10 米)的通信接收站，那么 BF 是 EF 的 2000 倍。也

就是说，雷达和短波通信中的接收天线主要是在广义洛仑兹磁力 ( )Be  F V B  = 0( )e  c B 的作用下而

形成了信号电流，其信号强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而 BF 正满足距离平方反比律，与工程实践一致。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自由空间主要是充满了磁波，磁波辐射远距离，电波衰减快(因为正负时变电

荷产生的正负时变电场被抵消了一部分)。所以整个自由空间充满了磁波。注意到，我们从式(24)可以

看出，磁波作用到物质上产生的效应与频率的一次放成正比，这与黑体辐射实验的普朗克量子假设 hf 之

频率关系是一致的。 

当然，低频发射天线的附近，电场力也在起作用，但仍然服从距离平方反比律，只不过附加了 EF 之

作用力，它是近似的服从距离平方反比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空间充满时变磁场。这里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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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辐射矢量场守恒是由式（1）和式(9)决定的，而式（16）是辐射的正电场与负电场抵消后的近似

解。 

既然电波是独立辐射的，或者说自由空间的电波是可以独立辐射的，那么人们观测到的电波就不是

麦克斯韦的“互生场”了，而是(17)式确定的作用力。 

5  结束语 

依据文献中的独立辐射结论，研究了独立辐射场的数学模型，其结论是：接收天线收到的独立辐射

场，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小，形成的信号强度服从“距离平方反比律”。这个结论与雷达、通信中

的工程实践十分吻合。然而，麦克斯韦理论却不能满足这定律。 

 

 

【6】电磁波的本质不是能量 
 

曾清平 

 

空军雷达学院  教授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科学观点 

 

【摘要】习惯性观点是：电波或光波是能量，T.Yang 条纹是能量的干涉，其明暗条纹是能量的强

弱。但是，本文总结物理学实验而指出：电波本性不是能量，其明暗条纹不是能量的强弱，而是矢量场

的幅值大小。然后，本文总结所有电磁波的实验，得出电波本性不是能量的结论。既然电波的本质不是

能量，那么作为延伸，这意味着麦克斯韦的矢量 E H (能流密度)就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从而我们

可以进一步认为电场和磁场是独立辐射的。 

    【关键词】能量，矢量场，T.Yang 实验，物理本质，物理行为。 

 

1  引言 

   如果电波的辐射是矢量场的辐射，那么用矢量场来分析与计算干涉、衍射过程时，所得结论应该与

实验一致。如果认为电波的辐射是波能量的传播，那么用波能流 EH 或 20.5 E 来分析与计算干涉、衍射

时，所得结论应该与实验吻合。否则就不是波能量行为。 

如果电磁波的物理行为不是 E H 之能量行为，则我们不能说电场与磁场是“互生”的。反之，我

们认为电场与磁场是独立辐射的。这就是本文研究电波物理行为的出发点。 

在大学物理书籍里，讲授有关光的干涉与衍射时，物理老师首先引入光强 I ( 2I E )的概念，似乎

告诉我们：光波的干涉是能量的干涉、明暗条纹是能量的强弱，在物理概念上与麦克斯韦的波能量及玻

印廷能流密度 2( E E H ）吻合，也与机械波的波动方程相吻合。对此，我们首先指出：机械波服从牛

顿力学定律，传播的波能量守恒。麦克斯韦从机械波类比到电磁波，这种基于波能量的概念，但却它既

不是传播波能量守恒也不是辐射矢量场守恒。本文论证表明：对于机械波而言，它借助于煤质的振荡而

传播，所以它遵循牛顿力学定律，因此机械波传播的波能量 2 2
K

1
W ( V)A

2
   守恒，  是单位体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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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但是，对于真空中的电场波或磁场波来说，单位体积内的质量等于零，没有振荡-传播的煤质，

也没有振荡-传播的动力，所以它是一种辐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电波是独立辐射的矢量场，其场强

与距离平方成反比，如果以辐射源为中心，取球面 1S 和 2S ,那么流出 1S 面的的场量等于流出 2S 面的场

量，即辐射矢量场守恒，服从距离平方反比律。本文进一步回答电波的一切物理行为是独立矢量场的行

为，却不是波能流 E H 之行为。其目的是在物理概念上进一步否定玻印廷能流密度 E H 之结论，也

是在物理概念上进一步证明了电波是独立辐射的矢量场。 

本文从电波的干涉、电波的传输等物理行为入手, 分析得出了“电波的辐射不是波能量的传播，而

是矢量场的辐射”之结论。主要结论包括：1)电波的干涉和衍射是独立矢量场的干涉和衍射，不是波能

流 E H 的干涉和衍射；特别指出T.Yang实验正是矢量场的干涉却不是能量的干涉，明暗条纹是矢量-

场幅值的大小却不是标量-能量的大小；2)电波的反射折射是独立矢量场的反射折射，不是波能流 E H

的反射折射；3)电波的辐射是独立矢量场的辐射，不是波能流 E H 的辐射；4)电波的接收是对独立矢

量场的接收，不是对波能流 E H 的接收；5)电波辐射矢量场守恒，而麦克斯韦的旋度场既不是传播能

量守恒也不是辐射矢量场守恒；6)正余弦电场、磁场是虚功率，正余弦电场、磁场不是能量。电场波和

磁场波是虚功率，其本性不是能量。微波作用于物质将转化为热能，它不是“能量对能量的直接传递”，

而是矢量场作用于物质后，在洛仑兹力的作用下产生了热能，如同植物的光合作用一样，存在一个转化

过程，也如同that力作用于物体产生动能一样，存在一个转化过程。作用力 F ma 和电波力(电场力

( )qE t 、磁场力 ( )qvB t )都不是能量。 

因此本文结论是：电波的一切物理行为都不是波能量( E H )的行为，而是独立矢量场行为；电

场波和磁场波的本性不是能量而是虚功率，它作为波动性，辐射矢量场守恒；而波长接近原子尺寸的光

波在量子化处理上仍可按普朗克量子假设来计算。 

2  光的干涉不是能量的行为而是独立矢量场的行为 

在大学物理书籍里，在讲授有关光的干涉与衍射时，物理老师首先引入光强（光能量）的概念，视

乎告诉我们：光的干涉是能量的干涉。目前大学物理书上在介绍T.Yang实验之前用光能量作为引言。教

科书叙述如下：由于光强 2I E ，两束相干光的合成光强(光能量)是 1 2 1 2 2 12 cos( )I I I I I      ，当

1 2I I 时有 

  2
2 1 12 1 cos( ) 4 cos

2
I I I

  
                              （1） 

当  为偶数倍 时出现明条纹，等于单个光源强度 1I 的4倍；当  为奇数倍 时出现暗条纹,光强

I =0。 

然后，大学物理书籍接着介绍T.Yang实验。似乎告诉人们“T.Yang的双缝干涉是能量的干涉”，明

暗条纹是能量的大小。 

我们可以检验：把  为偶数倍 带入式(1)中，无法得到T.Yang的明条纹；将  为奇数倍 带

入式(1)中，也无法得到T.Yang的暗条纹。即，（1）式与T.Yang实验结果不符。因此说，光的干涉不是

波能量的干涉。当且仅当按照独立矢量场来计算，才能获得T.Yang的实验结论，见式(5、6)。即，明暗

条纹是矢量-幅值的大小，却不是标量-能量的大小。 

2.1 光的干涉不是波能量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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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两束光的能流密度用坡印亭矢量  P E H 或用 ( ) kEHw e 来表示，(注： ke 是能流方向)

见图1。即为 

2 2 1
1 0

2 2 2
2 0

2
cos ( )

2
cos ( )

r
w E t

r
w E t

 
 

 
 


 



  


                              (1) 

式中  和 是自由空间中的电介常数和磁导率。两能流到达屏幕上 o点的合成密度为 

1 2

2 2 21 2
0

0 2 1

2 2
cos ( ) cos ( )

2
1 cos ( ) cos(2 )

w w w

r r
E t t

w r r t

   
  

  


 

      

          

                (2) 

这里 1 2

2
( )r r




   ，式中的 2 表示能流密度按 2 的角频率变化。由(2)式可看出： 

当 1 1,2,32r r k k   ， 时, w  0w [1+ cos (2 )]t  ,其模值是2 0w ； 

当 2 (2 1) 1,2,31r r k k    ， 时, w  0w [1 cos(2 )]t   ，其模值仍然是2 0w 。两种情况下的能量

密度相等，没有干涉条纹。但事实上是：当 1 1,2,32r r k k   ， 时出现亮点，而当

2 (2 1) 1,2,3
21r r k k


    ， 时出现暗点,存在干涉条纹，可见双缝干涉这个物理行为不 

 

 

 

 

 

 

 

 

 

 

是波能量行为。诚然，当麦克斯韦的“孪生能流 w EH ”被否定之后，能否用 2w E c 来描述光微波

的干涉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不妨试一下，设到达屏幕的两束电场能量密度分别是 

2 2 1
1 0

2 2 2
2 0

2
cos ( )

2
cos ( )

r
w E t

r
w E t


 




 


  

  


                              (3) 

式中 0c 是真空中的光速。两能流到达屏幕上o点的合成能密为 

 1S   

 2S  

1( )w r  

o

 图 1� 波能量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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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2 21 2
0

2 2
cos ( ) cos ( )

w w w

r r
E t t

 
  

 

 

      

 

0 2 1

2
1 cos ( ) cos(2 )w r r t

  


          
                     (4) 

这里 1 2

2
( )r r




   ，式中的 2 表示能流密度的模值按 2 的角频率变化。由上式可看出：

1 1,2,32r r k k   ， 时， w  0w [1+ cos(2 )]t  ,其模值是2 0w ； 2 (2 1) 1,2,31r r k k    ，

时, w  0w [1- cos(2 )]t  ，其模值仍然是2 0w 。两种情况下的能量密度相等，没有干涉条纹。但事实

上，上述两种情况存在干涉条纹，可见双缝干涉这个物理行为不是波能量行为，或者说，波的本性不是

能量而是场。事实上，容易验证，所有干涉(包括等倾干涉、劈尖干涉、薄膜干涉、迈克孙干涉，以及

牛顿环、双棱镜、洛埃镜及劳厄斑点等等)都不是波能量行为。 

2.2 光的干涉是独立-矢量场的干涉 

1. 光波的干涉是独立场矢量的干涉。光波干涉有许多种，现在以T.Yang的双缝实验为例,如图2所

示，其干涉条纹是该物理行为发生的物理现象。考察该物理现象即条纹的计算，可以基于场矢量之观点，

还可基于波能量之观点。如果两种观点得到相同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它同时具有这两种属性。否则，却

不然。 

 

 

 

 

 

 

 

 

 

 

    在该物理行为中，我们基于场矢量观点来分析时，则两束电波的电场矢量到达屏幕上被表示为 

1
1 0

2
2 0

2
cos( )

2
cos( )

r
E E t

r
E E t










  

  


                                  (5) 

式中 1r 和 2r 是各自的波程。迭加后合成的电波的场矢量是 1 2 E E E  。如果电波矢量是同方向的，则

在屏幕上 o点的合成场强为 

                    1 2
0 0

2 2
cos( ) cos( )

r r
E E t E t

 
 

 
     

 1S   2( )E r

 2S  

1( )E r  

o  

 图� 2 矢量场的干涉�

 x�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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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1 1 2

0 1 2

2 cos[ ( )] cos[ ( )]

2 cos cos[ ( )]

E r r t r r

E t r r

 
 

 


    

    
                        (6) 

这里 2 1( )r r



   ，对于式(6),便有: 

    当 1 0 1,2,32r r k k   ， ， 时， 02 cosE E t



   1 2( )]r r  ，屏幕上为亮条纹。 

当 2 (2 1) 1,2,3
21r r k k


    ， 时， 0E  ，屏幕上为暗条纹。 

注意到 2 1

xd
r - r d sin d tg

D
      ，因此 

当 0 1,2,3
xd

k k
D

  ， ， 时， 02 cosE E t



   1 2( )]r r  ，屏幕上为亮条纹。 

当 (2 1) 1,2,3
2

xd
k k

D


   ， 时， 0E  ，屏幕上为暗条纹。条纹之间的间隔为

d

D
 。 

以上是用独立矢量场来分析的，它与实验一致。则说明T.Yang的实验是独立矢量场的实验。换言之，

T.Yang的干涉实验证明了光的干涉是矢量场的干涉，即证明了(6)式的正确性。因此双缝干涉服从 E 矢

量迭加原理，它是矢量场的干涉，属于场矢量行为。事实上，容易验证，所有干涉(包括等倾干涉、劈

尖干涉、薄膜干涉、迈克孙干涉，以及牛顿环、双棱镜、洛埃镜及劳厄斑点等等)都服从独立场的矢量

迭加原理，是场矢量的行为。 

以上分析中是用独立电场 E 来表述的，用独立磁场 H 矢量来分析，道理是一样的。 

 

3  电波的辐射不是波能量行为而是独立矢量场的行为 

3.1 电波的辐射不是波能量的传播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无线电通信中的微波辐射及辐射过程。 

    设有一个发射振子和一个接收振子，收发天线相距很远，r � dl 。即在通信应用中，如果认为电波

的辐射是波能量的辐射,如图3所示，那么能流密度 rw 作用于接收天线(一根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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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时，它不能形成信号电流，因为 rw 垂直于接受天线。况且，如果认为接收天线是接收了电磁能量 rw ，

那么接收天线是否与发射天线平行就显得无关紧要。然而，事实上相当重要。其实，图中接收天线不是

“口袋”，它也无法接收波能量。 

为了进一步说明，接收信号不是对能量进行接收，请参见图4的(a)和(b)，在各自的图中，左右两

个信号源同频同相而且电路也完全一样。导线 ab 在两个发射天线的中间且平行于发射天线，导线 ab 可

视作接收天线。 

假如(见图4)，如果认为电波的辐射是能量W 的传播，那么接收天线将接收了来自左边的W ,又接

收了来自右边的W 。由于能量W 是标量，所以接收天线 ab 共接收到了2W ，即接收到的信号电流比单

部发射机情况下增强了一倍。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完全可以证明图中导线 ab 上的电流为零。原因

何在？因为我们认为(事实本应如此)，电波辐射是矢量场的辐射，电波接收是矢量场的接收。由于矢量

是具有方向的，在导线 ab 上的矢量场恰好抵消为零。因此，我们坚定地认为：信号的接收不是波能量

的接收。 

既然电波作为波动性的所有行为都是独立矢量场行为，却不是同生共死的 E H 能量行为，那么我

们就有理由认定，电波辐射矢量场守恒，即电场波和磁场波各自辐射矢量场守恒。实际上由麦克斯韦旋

度理论而得到的 E H 是距离 r 的多项式，它即不是传播波能量守恒，也不是辐射矢量场守恒，而且是

一个负能量值。它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 

3.2 电波辐射是独立矢量场的辐射 

i(ω)~

b

a

i(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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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一个发射振子和一个接收振子，如图5所示。收发天线相距很远， r � dl ，因此，到达接收天

线上的电波可视为横波。注意到，到达接收天线上有三个参量： E 、 H 、 rw 。对于电波的辐射，到

底是直接辐射了 E 和 H 呢？或者是直接传播了能流密度 rw 呢？前面已经否定了接收波能量的说法，

现在基于场矢量辐射之观点论述如下： 

正如文1和[2]所述，辐射的时变电场
2

1
( )E t

r  、辐射的时变磁场
2

1
( )B t

r  ，接收天线上的金属电子在

)(tE 和 )(tB 之作用下，将受洛仑兹电力 ( )e tE 和洛仑兹磁力 0( ) ( )e t c B 之作用，金属电子作上下移动，

从而形成信号电流。因此信号电流的大小
2

1
)(

r
ti  ，电流乘以阻抗就是电压，加到示波器上的幅度值

2

1

r
Um  ；经电压放大之后，加到示波器上的幅度值

2

1

r
Um  ；即为大家熟知的距离平方反比律.这里，

我们的观点结论是，辐射行为是矢量场的辐射，接收行为是对矢量场的接收。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请参见图6的(a)和(b)，在各自的图中，左右两个信号源同频

率、同相位，而且电路也完全一样。导线 ab 在两个发射天线的中间且平行于发射天线，导线 ab 可视作

接收天线。可以检验，导线 ab 上的电流为零，这是正负场矢量迭加(对消)的结果。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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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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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如果认为辐射了能量，那么图中接收天线 ab 收到的能量是多少呢？与事实不符。因此本文

认为，电波不是能量行为。 

以上分析中是用独立电场 E 来表述的，用独立磁场 H 矢量来分析，道理是一样的。 

4 时变电磁场的本质不是能量 

自从麦克斯韦理论、波动方程和坡印亭矢量诞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微波辐射了波能量。即目前理

论认为： w EH 2c E 2c H 具有能流密度的量纲，在时间 t 内流过截面积 s 的波能量的平均值是

W  21

2 mc E st 。照此说来，似乎微波暗箱可以储存波能量、微波加热是能量交换。我们也常常听到“微

波能量”之说，而且有微波能量转换成热能等术语。这似乎说微波本身就是能量、似乎这种微波作用于

物质时是把能量直接传递给了物质。 

通过下面的阐述，我们将认识到，时变电磁场是虚功率，微波本身不具有波能量属性，它与物质作

用的过程是矢量场激发物质后转化成热能，并非波能量的直接传递。这里，我们需注意到“矢量场激发

成热能”与“波能量交换成热能”，是两个不同的物理变化过程和两个不同的物理概念。 

 

 

 

 

   

 

 

对于集中参数元件(电路尺寸远小于波长)，含有电抗元件的电路，其解是：全响应等于暂态响应＋

稳态响应。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正余弦稳态响应所带来的正余弦微波之物理属性。 

    大家知道，在含有电抗元件的端口电路中，在正余弦稳态情况下，端口电压为 ( ) ( )mv t = V cos ωt + 、

端口电流为 ( )i t I( ) cosmt I ，则相应的复功率是
1 1

cos( ) sin( )
2 2m m m mV I V I     V I V IP j 。式

中, V 是电压角、 I 是电流角。右边第一项是实功率，第二项是虚功率。实功率消耗能量，虚功率

不消耗能量。 

求解该电路得到，电源端口提供的平均复功率是：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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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端口的平均复功率是：
2 2 2

2 2 2

1
0

2 ( ) ( 1)
m

R

V R C

RC LC


 

 
 

P j  。 

电感端口的平均复功率是(呈阳性)
2 3 2

2 2 2

1
0

2 ( ) ( 1)
m

L

V LC

RC LC


 

 
 

P j 。 

电容端口的平均复功率是(呈阴性)
2

2 2 2

1
0

2 ( ) ( 1)
m

C

V C

RC LC


 

 
 

P j 。 

特别是在谐振中，因 2 1LC  ，那么，相应的平均复功率是： 

1）电感端口的平均复功率是(呈阳性)
2

2

1

2
m

L

V

R C
P j 。 

2）电容端口的平均复功率是(呈阴性)
2

2

1

2
m

C

V

R C
 P j 。 

    通过以上计算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正弦稳态情况下，电压源提供的能量全部用于电阻上，而在 LC

端口中虽然不断地产生了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但它们并不消耗能量，是虚功率。如果说，它们之间存

在着某种交换，那就是电感中的阳性虚功率与电容中的阴性虚功率之间。再把图中的 L 、C 展开，向着

自由空间辐射，则说明自由空间的时变电磁场是需功率，不是能量。 

5 结束语 

    本文围绕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行为与定律之间的必然联系，考察了电波本身的自然属性。

我们说干涉不是能量属性，指的是，电波的干涉不是能量所为。也即，该物理行为不能用波能量的观点

来计算、分析和描述。否则，若用能量或能流密度来描述干涉现象时，将与客观事实不符。我们说电波

的传输不服从电波的能量守恒，指的是，电波的传输不是对能量的传输而对矢量场的传输，也即该物理

行为不能用能量的观点来计算、分析与描述。否则，若用能量或能流密度来描述反射折射现象时，将得

不到反射折射方程，甚至出现“能量增生”。我们说，电波的传播不是波能量的传播，指的是，电波传

播的实体是矢量场而不是波能量。或者说，如果认为传播的实体是波能量，那么用能量观点来考察所接

收到的光强时，将与事实不符。也许，假如认为光传播既是场的传播又是能量的传播，那么用这两种观

点来描述光强时，答案应该一致，然而，事与愿违。基于以上诸多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电波的辐射

不是能量的辐射。 

值得注意的是，电波在一定条件下并作用于特定物质，可转化为能量，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本章不是讨论质变过程，而是讨论电波在那个飞跃之前的自然属性。电场也好，磁场也好，力场也罢，

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并作用于特定物质，必将转化为一定的能量，这是无可非议的。一旦转换成能量后，

能量守恒，也是必然的。力(恒力或时变力)作用于物体，可转换为动能，但力(恒力或时变力)的本性不

是能量。这似乎与电场、磁场有相仿之处。过去，人们对物体受力之作用的研究，尽善尽美，可告终结。

现在，人们对物质受场之作用的研究，刚刚起步，任重道远。由于场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机理尚未完全揭

示开来，致使有人把个别现象当作普遍真理而误认为“电波就是能量”，我不得不说那是一件憾事。 

本文以上得出的结论是，简单地说，电波不是直接辐射了波能量，而是辐射了矢量场。这一结论与

波粒二象性及量子假说，没有关联。 我们说，电波本身是连续的，但也不反对把这个连续的东西进行

量化处理---比方说波子、光子。因为，无论是量化或是数字化，对于计算处理是方便的。特别是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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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光波、紫外线、 x 射线和 射线，频率越高，更显粒子本性。或许，到了 x 射线这个频率界限，

由于波长可与电子尺寸相比拟，它主要表现为粒子性，或者说它主要表现为粒子性。 

    尽管光波以及频率更高的射线具有“粒子性”，已被众人所接受，而且已家喻户晓，但这些并不影

响“电波的辐射是场矢量的辐射，且服从辐射矢量场守恒”这一结论。因为那些“粒子性”属于“二象

性”的研究范畴。比方说，从阴极发射出来的电子流的衍射呈同心环状，虽然其衍射有波动现象，但我

们不能说电子流的运动就是传播了波能量。中国有一种鸟枪，枪膛里灌装了小颗粒金属球，发射之后打

在靶上呈同心环状斑点，虽然具有相同的波动性，但我们不能说金属球的运动就是传播了波。同样的，

例如，功率为一千瓦、频率为1兆赫兹的偶极子发射天线，向自由空间辐射的矢量场分别是
2

1

4 r
E 和

2

1

4 r
B ，我们只能说它辐射了矢量场，不能说它辐射了粒子。我们说“电波辐射不具有能量属性”，

主要指辐射过程中，它是以矢量场的本性在真空中辐射的，但它在与物质相互作用时，在某些场合可能

表现为粒子性并转化成能量。本节要否定的是“电波能量说”。 

事实上可以验证，所有的电波行为都不可用波能量的观点来分析的。大量物理实验的事实表明，对

电波的一切行为都是独立场矢量的作用结果，却不是波能量直接作用的结果。当然光波作用于黑体可产

生热辐射、光波作用于氧化钾二极管可产生电流、光波作用于皮肤可使人感到发烫、光波作用于植物可

产生光合作用、光波作用于电子可产生衍射，等等这些属于光波与物质之间发生的质变过程，质变过程

中产生了热能或其它能量，其转化的最小单元可按能量子hf 来计算。也就是说为了计算中的方便，可

以进行量化处理。 

 

 

【7】关于迈克逊-莫雷实验的物理本质 
 

曾清平 

 

空军雷达学院教授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科学观点 

 

【摘要】本文重新研究迈克逊-莫雷实验的物理本质，分析得到：1.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去计算干

涉实验，却与实验结论不符。2.用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来计算干涉实验，则完全吻合。这意味着爱因斯坦

的光速不变原理失去了依据，此文值得读者阅读，具有十分重大的物理意义。 

【关键词】干涉实验，光速不变假设，伽利略原理，光速矢量。 

1  引言 

文 1 指出，相对论用文字语言说光速不变，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速不变原理解释了干涉实验的零性结

论，但实际上存在破绽。当我们用相对论自己的数学语言(相对论的速度变换公式)去计算

Michelson-Morley 实验时，却发现相对论仍然存在光程差 2d  。那么 Michelson-Morley 实验的真

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本文就来研究它的物理本质。本文依据光速是矢量这个基本属性，根据矢量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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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论证表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不仅适合于粒子运动，而且也适合与光的运动。从而否定了光速不

变原理的结论。 

2  迈克逊-莫雷实验的介绍 

    迈克逊-莫雷(Michelson-morle)实验于 1881 年进行。科学背景是：Fizeau 的光速实验测得了光速

与传播媒质(水)的运动有关。于是 Michelson-morle 认为：干涉仪随地球一起在以太中以速度 v 运动，

相当于干涉仪不动而以太媒质以 v 速度流过干涉仪。如图 1所示。干涉仪向右边运动，相当于干涉仪

不动(静系)，等效为以太媒质向左边运动(动系)。于是计算如下 

 

 

 

 

 

 

 

 

 

 

 

光束 1b 的路线是 1M M M e   ，光束 2b 的路线是 2M M M  e 。由于光波是在以太媒质

中因振荡而传播的，而以太是以 v 速度运动的，光波在运动的以太媒质中的传播速度等于 0c ，所以当

光束指向左边时，干涉仪（静系）看见的光速是 0c v ，当光束指向右边时，干涉仪（静系）看见的光

速是 0c v 。从而得到： 

    1）光束 1b ：在 1M M 路程上的速度是 0c v (因为光束指向左边)，在 1M M 路程上的速度是

0c v (因为光束指向右边)，来回所需时间为 

1 2
0 0 0

2 1

1

d d d
t

c v c v c 
  

  
              (1) 

2）光束 2b ：在 2M M 路程上的速度分量是 2 2
0c v ，在 2M M 路程上的速度分量也是 2 2

0c v ，

来回所需时间为 

2 2 2 2
00

2 2 1

1

d d
t

cc v 
 

 
                              (2) 

两光速进入人眼的时间差 1 2T t t   ，相应的光程差是 2d  。但是实验结论是“零”性结果。即，

实验结论是：没有干涉条纹。以上是迈克逊-摸雷的实验与分析结论。 

3  狭义相对论与该实验的结论不符 

以太�

图 1  相当于以太以 v 速度流过干涉仪

M 

M2 

e

M1 s

u

0c

干涉仪向右边运动相

当于以太向左边运动 2b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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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指出，光速不变假设的依据是迈克逊-莫雷实验，惑即，光速不变原理解释了该实验。但是文2

认为光速不变原理存在缺陷，从相对论文字语言来看，似乎没有疑问，但用相对论数学语言去计算，情

况怎样呢？十分糟糕。 

狭义相对论指出，相对论的动系与静系是任意假定的。考虑到当时迈克逊使用了“以太以 v 速度

流过干涉仪”的计算方法，于是用相对论的观点，便有：干涉仪可设为静系、它看见的光速是 0c ，以 v

速度运动的以太煤质为动系、它看见的光速也是 0c 。即，以 v速度运动的以太坐标系作为动系 'xoy ，

以干涉仪作为静系 XOY 。这样，与原来的计算方法一致，也适合狭义相对论的“任何惯性系看见的光

速都是 0c ”之观点。 

相对论的速度变换公式
[2]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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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x

u
u

u
c








                          （3） 

这是相对论关于动系与静系之间的速度变换。 

于是，现在我们按照相对论的数学语言来分别计算水平-光束与垂直-光束的的光程问题。 

注意到：Fizeau实验是一个光媒质(水)运动的实验，所以迈克逊-莫雷选取以太媒质向左边运动，

即为动系。因此按照相对论，那么，在 v速度运动的以太煤质就是动系，从而以太系看见的光速是 '
0c c 。

这样，两种实验的坐标选取完全一致，也适合于相对论的胃口。则: 

1）对于水平波束 1b 。动系（以 v 速度运动的以太坐标系）看见的光束，它的速度是 

'
0xu c ， ' 0yu  ， ' 0zu                                      （4） 

再由相对论的速度变换公式(3)来计算，则静系(干涉仪)看见的光速是 

'
0

0
'

0
0 0

1 1

x
x

x

u v c v
u c

u c
c c

 
 

  
 

， ' 0yu  ， ' 0zu                          （5） 

由式(4)、(5)可知，动系(以太坐标)与静系(干涉仪坐标)看见的光速都是 0c (相对论的光速)。这也是

文1的计算结果，文1声称“与Einstein的假定相符”
[1]p38

。好神奇呀！光速不变假设在水平-波速实验的

计算中得到了数学证明。我们为它欢呼过!于是在水平方向上， 1 0d t c  ，无论 u是 x 方向或是 x 方向

均有 0 1d c t  ，来回的时间差是 1 1 1
0

2d
t t t

c
     。 

但是，当我们用相对论的式(3)来计算横向-波束时，问题出现了。 

2）对于垂直波束 2b 。动系(以 v 速度运动的以太坐标系)测得光速 

' 0xu  ， '
0yu c ， ' 0zu                                       （6） 

再由爱因斯坦的速度变换式(3)来计算得到，静系(干涉仪坐标系)看见的光速是 

' 0xu  ， 
' 2 2

20
0

'

0 0

1 1
1

1 1 0

y
y

x

u c
u c

u
c c

 


 
 

   
 

，  ' 0zu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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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啦！问题暴露了。相对论的格言是“与运动方向垂直的物理属性不改变”，可是现在出现问题了，与

运动方向垂直的光速改变了，成为 2
0 1yu c   。于是 2 2

0 1

d
t

c 
 


，从而来回所需时间是

2 2
0

2

1

d
t

c 



。 

3）相对论与实验的零性结果不符。按照狭义相对论，两光速在干涉仪上的时间差是

2 1t t t   2

2 2
0 0 00

2 2 2 1
1

1 1

d d d d

c c cc


 

   
       
       
（ ）（ ）                   （8） 

 

于是干涉仪看见的光程差就是 2d  。上帝呀！相对论用文字语言演讲“任何惯性系看见的光速都是

0c ”，表面上看起来它似乎解释了迈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但用它自己的数学语言(两坐标之速度

变换公式)来计算时，却发现它不能解释其零性结果。 

尊敬的爱因斯坦先生阁下，你说任意两个惯性系看见的光速都是 0c ，你还说没有绝对的静系，据

此我们按照当时的原意：设 v 速度运动的以太坐标系看见的光速是 '
0xu c ，来计算平行光速得到了

0xu c 而让我们兴奋过、高兴过。但是，我们用你的同一个思想和理论来计算垂直光束时，却发现你的

思想和理论不能解释干涉仪实验的零性结果。 

4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与该实验的结论一致 

    文2论证了光速叠加原理：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光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

动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因此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它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一个常量 0c ，这是一个相

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v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0 c c v 。 

据此本文重新解释迈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 

4.1 对于光束 1b 的平行运动情况见图2和图3所示 

为了概念清晰，我们逐一分析，如图2和图3所示。虚线刻度尺是绝对静系，选取站在绝对空间里的

观察者为静系人；因地球是运动的，所以选取地球上的测量仪器为动系人。分析如下： 

1）光源运动速度与光速相反之情况。先见图2。静系人(“以太人”)看见地球和干涉仪在绝对空间

中以速度 v运动。 

在 0t  时刻光源 o 发射一光子（或第一个波），设波峰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 0c ，因光源在运动，

则静系人(“以太人”)测量光的速度是 1c 。按照伽利略相对性原理，静系人看见的绝对光速是 

1 0c c v                                               （9） 

这里， 0c 是仪器、光源和测量者看见的相对光速。 1c 是静系人(“以太人”)测量得的光速。 

在 t t  时刻第一个波峰(光子)击中反射镜 1M ，此时刻反射镜 1M 和光源o 在静系里已经走过的绝

对路程是 L v t  ，而第一个波峰(光子)在 t 时间里走过的绝对路程是 

OL d 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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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d 是仪器、光源和测量者看见的相对路程。 

 

 

 

 

 

 

 

 

 

 

 

 

 

 

 

对式(9)乘以 t ，便有 1 0c t c t v t     ，此式对照式(10)，立即得到 

1

0

oL c t

d c t

L v t

 
 
 

                                    (11) 

所以动系人(仪器、光源和测量者)测量的结果是 0d c t  。这就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0c 就是辐射的相

对速度。 

2）光源运动速度与光速相反之情况。见图 3。静系人看见地球和干涉仪在绝对空间中以速度 v运动。

道理与上述一样。 

在 0t  时刻，光源o 发射一波峰，波峰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 0c (相对速度)，因光源在运动，

所以静系人（“以太”人）测量光的绝对速度是 2c ，按照伽利略原理，则静系人(“以太人”)看见的

绝对光速是 

2 0c c v                                     （12） 

在 t t  时刻第一个波峰击中反射镜 1M 、此时反射镜 1M 和光源o 在静系里已经走过的绝对路程是

L v t  ，则第一波峰在 t 时间里走过的绝对光程是 OL L d  。这里，虽然“以太人”看见的光速是 1c ，

但干涉仪测量的结果是 

0d t c                                       (13) 

因此，虽然“以太”人看见的光速是 1c ，但干涉仪测量的光速仍然是 0c ，光程仍然是 d 。 

对于图2和图3，我们清楚的明白：由于光速 0c 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以太媒质中的绝对

速度，所以在计算时，它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比方说，在船头发射一子弹击中船尾靶子所需时间，

与在船尾发射一子弹击中船头靶子所需时间，两者时间是相等的，这就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图 2� � 光辐射与光源运动方向相反，而静系人计算光速

静止的�

真空

地球和干涉仪在绝对空

间中的运动速度是 v

X

o 

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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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t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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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L 

M1 

M1 

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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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于光束与运动方向垂直的情况见图4和图5所示 

     1）当光源向X方向运动，而光波向（+Y）方向辐射时。在 0t  时刻，光源 o 向+Y方向辐射一光子，

如图4所示，由于光速 0c 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以太媒质中的绝对速度，所以动系人(干涉仪)

看见的光速是 0c ，而静系人（“以太”人）看见的光速矢量是 0 c c v（注意光源在运动）。由矢量叠

加原理的平行四边形法则，由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得到光速的幅值是 

2 2
0c c u                                       （14） 

在 t t  时刻光波击中反射镜 2M ，此时光源O 和反射镜 2M 在绝对空间里走过的路程都是 u t   ，光

波在绝对空间里走过的路程是 

2 2 2 2
2 0 0OM c t c v t c t v t        （ ） （ ）                       （15） 

注意这个 2OM 是第一波峰在 t 时间里走过的斜距，由勾股定理可知 2 2
2OM d   ，所以 

0d c t                                            (15) 

这里 0d c t  是动系人(干涉仪)的测量结果。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注：在 0t  时刻， 2M 在图中O

的正上方；在 t t  时刻光源在 2M 在图中画出来的位置。］ 

2）当光源向+X方向运动，而光波向（-Y）方向辐射时。如图5所示，在 0t  时刻光源 o 向-Y方向辐

射一光波，则静系人（“以太”人）看见的光速矢量是 0 c c v 。由矢量叠加原理或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得到光速的幅值是 

2 2
0c c v                                     （16） 

在 t t  时刻光波击中反射镜 2M ，此时光源O 和反射镜 2M 已经走过的路程是 v t   ，在这 t 时间里

第一波峰在绝对空间里走过的斜距是 

2 2 2 2
2 0 0oM c t c v t c t v t        （ ）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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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勾股定理可知 2 2
2OM d   ，比较式(17)，所以 

0d c t                                        （18） 

这里 0d c t  是是动系人(干涉仪)的测量结果。［注：在 0t  时刻， 2M 在图中O的正下方；在 t t  时

刻光源在M2在图中画出来的位置上。］ 

对于图4和图5，我们清楚的明白：由于光速 0c 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以太媒质中的绝对速度，

虽然静系人(“以太”人)看见的光速是 2 2
0c c u  ，但动系人(干涉仪)测得的相对光速仍然是 0c 。 

5  实验的零性结果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必然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到，无论光波辐射方向与光源运动方向是垂直或是平行，只要反射镜与光源

没有相对运动，那么光程均为 0d c t  ，d 是光源至反射镜的距离， 0c 是光辐射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

t 是光源辐射光波到达反射镜时所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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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 光波沿着-Y 方向辐射，静系人计算光速

v  

0c  

o

c  

M2

  

d 

静止的�

真空

地球和仪器在绝对空

间中的运动速度是 u

X

Y 

t t 

图 4� � � 光波沿着+Y 方向辐射，静系人计算光速

u  

0c  

o 

c  

M2 

d 

  

0t   t t   



Academia Arena, 2011:3(1)                                          http://www.sciencepub.net  

 

 84

    注意：以上分解图2~图5就是Michelson-morle的实验图。现在来看看两束光的时间差，即，分析

Michelson-morle实验的物理本质。这里，两束光 1 2b b和 都要经过共同路程 S M 和 eM  ，所以不必

计算共同的路程。另外提醒读者注意到，所谓反射就是光源激发反射镜而发射的二次辐射，因此反射光

的光源就是反射镜，于是根据图2~图5的分析，有： 

    1）光束 1b ：虽然光源运动方向与光辐射方向平行，虽然以太看见的光速是 0c v ，但是由于 0c 是相

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度，所以动系(干涉仪)测得的单向光程仍然是 0d c t  ，见图2和图3。

来回所需总时间为 

1
0 0 0

2d d d
t

c c c
                                        (19) 

2）光束 2b ：虽然动系(干涉仪)在光束的横向上运动，光束在绝对空间里是斜向运动，虽然静系(以

太)看见的光速是 2 2
0c c v  ，但由于光源 o 和反射镜 2M 跟随地球一起作横向运动，而光源 o 与测量者

2M 的相对速度 0v  ，所以动系(干涉仪)测得的单向光程仍然是 0d c t  ，见图4和图5。来回所需总时

间为 

2
0 0 0

2d d d
t

c c c
                                        (20) 

比较式(19)与式(20)可知，两光束进入人眼的时间差 1 2 0t t t    ，干涉仪测得的光程差是 0  ，

所以无论地球的春夏秋冬，也无论干涉仪怎样转动，由于 0  ，则永无光程差，永无干涉条条纹。这

是按照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来计算的必然结果。 

注意，这里 0c 是一个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却不是在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的绝对速度。这是关键

所在。只要测量者与光源没有相对运动，则必有 0d c t  ，这是光速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必然结果。 

    从这个解释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来理解该实验：Michelson-morle实验证明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的普适性。此外，光束 2b 之所以能够“打中” 2M 的中心，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光辐射具有横向刚性。从

另一角度讲，垂直光束能打中 2M 的中心，则说明光波没有被以太拖曳，即说明以太不存在。 

特别留意到：静系(“以太”)测量得到的光速是 0 c c v ，动系(干涉仪)测量得到的光程也是

0d c t  。由于光源与反射镜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之缘故，所以动系(干涉仪)测量到的相对光速是 0c ，但

静系(“以太”)实际测量得到的光速是 0 c c v ，再由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而计算出地球人(干涉仪)测量

得到 0d c t  。 

理解上述的关键是：光场之波峰与波谷的分布是围绕光源而展开的，却不是围绕以太媒质的，只要

承认光速是矢量，则运用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则一解即明。 

6  结束语 

本文指出：1. 光速不变原理不能解释迈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2.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完全能

够解释迈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3. 光速是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它是一个相对速度，却不是“以

太”中的绝对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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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光速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曾清平 

 

空军雷达学院 教授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科学观点 

 

【摘要】文 1 和文[6]指出了光速不变原理存在缺陷，本文研究光速的物理本质。本文先是从电波

入手，论证了真空中的光波具有纵向刚性和横向刚性之属性，论述了纵向刚性(光速随光源一起作纵向

运动)是由于光波没有振荡-传波的媒质而带来的必然属性，横向刚性(光速随光源一起作横向运动)是由

于光波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惯性而带来的必然属性。也就是说：在真空中，因为光波没有振荡传播的媒质，

它是一种辐射，所以具有纵向刚性特点；因为光波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惯性，所以它具有横向刚性特点，

可随光源一起作横向运动。据此，本文重点分析了光速的叠加性。最后用测速雷达和侦察机这个最真实

的工程实践证明了光速叠加原理：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光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

运动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因此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它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一个矢量 0c ，这是一个

相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v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0 c c v ，这个结论表明：光的速度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关键词】光速，辐射，矢量，矢量叠加原理，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 

 

1  引言 

文1指出，光速不变假设存在缺陷：当波长为 的光源在静系，测量者以速度 v离开或靠近光源运

动时，按照光速不变假设，测量者测得的光速还是 0c 的话，那么根据恒等式
'

' 0cc
f

 
  ，则无频移可言。

虽然相对论后来通过数学变换方式而变换出“周期＝光源运动时间＋光波传输时间”得到了所谓的“相

对论多普勒效应”，不仅物理概念不可理喻，而且计算上自我矛盾。由其“相对论效应”推导出来的波

长却与它自己的长度(波长)收缩公式中的 ' 出现矛盾冲突；由其“相对论效应”推导出来的周期却与它

自己的时间膨胀公式 'T 自相矛盾。这种拼凑出来的“效应”，自相矛盾，实在是不敢苟同。重要的关键

问题还是，其“效应”与恒等式
c

f


 不符，即，相对论的频率 'f 、相对论的波峰长度 ' 、相对论光速

'
0c c ，导致 ' '

0c f  ，可见相对论无法自圆其说。本文认为，对于声波、水波等机械波是力(或动能)

作用于振荡媒质而传播的，所以当机械波的波源运动时，其波峰存在被挤压的媒质和动力，于是波长可

变。但电波和光波没有振荡的媒质，它是一种直接辐射，其波峰没有被挤压的媒质，也没有受挤压的动

力，因此真空中的电波之波长不变。例如，机载半波-振子-天线辐射的微波波长  是固有的，其波长 

不会因运动而改变。特别是雷达在地面，波长更不会变，它是辐射源固有的，因此这种情况下，在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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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c

f


 中，唯有侦察机测得的相对速度是 0 c c v ，才有频移。大量军事侦察接收机都证实了

0 0
0 d

c v c v
f f f

  


     是准确的。 

本文结论是：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力

的作用，因此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其辐射速度是一个矢量 0c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却不

是绝对速度，它服从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遵循速度矢量叠加法则，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v 时，

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0 c c v 。其实验证明是：全世界的侦察机、PD雷达、MTI及MTD系统，包括

Michelson-Morley实验和Fizean实验，等等都是光速叠加原理的实验证明。 

 

1  电波和光波的刚性特点 

  1.1 纵向上的刚性 

先看一看磁铁运动时，磁力线的刚性，如图 1所示。当磁铁停留在火车上时，磁铁所在  

 

 

 

 

 

 

 

空间布满了磁力线。 当把磁铁随火车一起运动时，磁力线是否因运动而

停留在火车站呢？磁力线是否被以太媒质压缩成饼状呢？显然不是，而是磁力线跟随火车一起运动。不

仅如此，而且磁力线围绕磁铁的分布也不会因运动而变形。也就是说磁力线不会因其源(磁铁)的运动而

变形。这就是磁场的刚性特点。事实上，地球本身就是运动的，磁力线的分布与东-西方向的运动无关。 

再看时变磁场的刚性特点，如图 2所示，在地面上做实验，有 ( )B r Kt 。现在在火车上重新开机

做试验，仍然有 ( )B r Kt ，这里 r 是 P 点到辐射源的距离，而不是到火车站的距离。 P 点的磁场强度，

不会因辐射源 Idl 的左右运动而压缩，例如：在地面上辐射磁波时，经过 1 秒钟， ( )B r k ；将辐射源 Idl

放在运动的列车上重新做实验，经过 1 秒钟，仍然是 ( )B r k 。这里 r 是 P 点到辐射源的距离，也就是

说，地面上的磁场是怎样辐射的，当辐射源运动时，它仍然是那样辐射的。这就是时变磁场的刚性特点。

因为磁力线的质量等于零，所以它具有刚性特点。 

进一步看一看磁波的刚性特点，如图 3 所示，图中
0

r
c  是磁场辐射到 ( )P r 点的延时。首先在地

面上做试验，当电流元 Idl 施加三角函数的电流元时，在 ( )P r 点也得到三角函数的磁 

 

 

 

 

图 1 磁铁运动

图 2� � 磁场的刚性辐射�

1秒�
t 

(a) 

i kt  

i kt · ( )P r• 

(b) 






• • 

• • • 
Kt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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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波， 0t  时刻 ( )P r 点得到最大值， r 是测量点到辐射源的距离。然后把这个辐射源放在运动的列车

上重新开机进行实验，当电流元 Idl 施加三角函数的电流元时，在 ( )P r 点也得到三角函数的磁场波。在

0t  时刻， ( )P r 点得到最大值， r 是测量点到辐 射源的距离，却不是测量点到火车站的距离。 

三角波如此，正弦波也是如此，如图 4 所示。波峰出现的位置(离辐射源的距离长度)不会因辐射源

的运动而改变。这就是说，波峰与波峰之间的距离(即波长)不会因辐射源的运动而改变，也就是说波长

具有刚性，无论辐射源如何运动，只要辐射源的频率不变，那么波长  不会改变。这就是纵向上的刚性。

大家知道，水波的传播将随着波源在媒质中的运动而使得波长发生改变，然而电波的波长为什么具有刚

性呢？究其原因是，电波没有传播的媒质，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在真空中的一种辐射波，而不是借助于震

动媒质的传播。也正因为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其运动是一种辐射，因此场

的运动具有刚性，这与媒质的振荡-传播有巨大差别。 

对于声波、水波等机械波是力(或动能)作用于振荡媒质而传播的，所以当机械波的波源运动时，其

波峰存在被挤压的媒质和动力，于是波长可变。但电波和光波没有振荡的媒质，它是一种直接辐射，其

波峰没有被挤压的媒质，也没有挤压的动力，因此真空中的电波之波长不变。 

磁场波如此，电场波也如此，显然光波也是如此：在真空中，波长不会因光源的运动而改变，这是

光波在真空中没有传播媒质所决定的必然属性。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理解光波的波长不随光源的运动而改变呢？例如，激光束和地面是静止不动的，

我们测出将光束的波长都是  ，这一点豪不怀疑。但是地球本身是运动的，也就是说激光束跟随地球是

运动的，既然地球的运动前方波长与运动后方的波长相等，所以波 

 

 

 

 

 

 

(a)�

0t  

( )i t  

t  

(b)

0 0/t r c

( , )t rB

t  

图 3� � 磁波的刚性辐射

0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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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波长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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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具有刚性，没有被“以太”压缩。这是电波和光波在真空中没有传播媒质所决定的必然属性：频率

确定之后，波长不变。例如：在地面上做实验，第一个波峰距离辐射源的距离是 1 4
r


 、第二个波峰距

离辐射源的距离是 2 4
r

  ；把同样的实验搬迁到列车上进行时，则第一个波峰距离辐射源的距离仍

然是 1 4
r


 、第二个波峰距离辐射源的距离仍然是 2 4

r
  ；当你在列车上把辐射方向转 180 度时，实

验结果还是一样的。这就是纵向刚性特点，波长不因源的运动而变。在雷达上有一种波导传输系统的器

件，其距离必须按波长来计算，否则打火。地面雷达是这样，机载雷达也是这样。假如说波长因运动而

被以太伸缩了，那么机载雷达就无法实现。这就证明了电波具有纵向刚性特点，波长不因运动而变。一

旦频率确定，则 0c

f
  。 

 

 

 

 

 

 

 

 

 

 

 

 

见图 5 是辐射源静止的情况下，波峰与辐射源的距离，图 6 是辐射源运动的情况下，波峰与辐射源的

距离，磁场波如此，电场波也是这样，其波长由恒等式 0c

f
  决定，它不会因辐射源的运动而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声波、水波等机械波是力(或动能)作用于振荡媒质而传播的，所以当机械波的

波源运动时，其波峰存在被挤压的媒质和动力，于是波长可变。但电磁波没有振荡的媒质，它是一种直

接辐射，其波峰没有受挤压的媒质，也没有被挤压的动力，因此真空中的电磁波之波长不变。例如机载

的半波-振子-天线辐射的微波波长 0 是固有的，其波长 0 不会因运动而改变。我们的日光灯随地球一

起运动，但在东面和西面的波长是相等的，没有被以太媒质压缩；一枚激光弹，不会因为激光枪朝着前

方运动而发射不出去，它不会停留在激光-枪膛里面。汽车前灯也是如此，它不会被以太拖曳而停留在

光源里。这个特点告诉我们，当光源以速度 v 运动时，静系人测量到的光速是 0 c v 。即，两个速度矢

量服从矢量叠加原理。 

1.2 横向上的刚性 

r  

( )rB  

2 4
r

   

1  2  

图 5� � 辐射源静止，波峰�

出现的位置�

r  

( )rB

2 4
r

 

1 2

图 5� � 波峰出现的距离�

v  

图 6� � 辐射源运动，波峰出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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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电容中的电场、电感中的磁场，无论它的源怎么运动，其场的大小和方向总是跟随它的源

作相同的运动，始终保持与源同步，例如安培环流定律的实验，在地面上做实验时磁粉是环状，在高速

列车上做实验时磁粉还是环状。其实地球在作高速运动，已经表明磁场跟随它的源做同步运动。静态场

如此，对于时变场也是如此。既然纵向运动具有刚性，显然横向运动也具有刚性，即光辐射随光源一起

作横向运动，它不会停留在原来发光方向上。手电筒辐射的光柱随着手电筒一起作横向运动，舞台上的

激光束也是跟随光源一起作刚性转动，这就是质量等于零而带来的必然特性，最关键的还是以太不存在，

电波没有被以太拖曳。具体举例讲，在高速列车上对着窗外辐射一激光束，发光人只看见纵向的发射速

度 0c ，但地面人即看见了纵向的发射速度 0c ，又看见了光束跟随列车一起运动的横向速度 v ，因此其叠

加速度是 0 c v 。即，激光束没有被以太风吹向列车后方。也就是说，在真空中，因为光波没有振荡-

传播的媒质，也没有被挤压的动力，它是一种辐射，所以具有纵向刚性特点，其波长不会因光源运动而

改变；正因为光波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惯性，所以它也具有横向刚性特点，可随光源一起作横向运动。

激光束和雷达波束跟随发射源一起作横向运动，这就是横向刚性。 

归纳起来说：在真空中，因为光波没有振荡传播的媒质，它是一种辐射，所以具有纵向刚性特点，

其波长不会随光源运动而改变，它随光源一起作纵向运动；正因为光场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惯性，所以

它也具横向刚性特点，它随光源一起作横向运动。 

我们把声波和水波称为机械波，把电波和光波称为场波。场波与机械波的本质差别就体现在是否具

有刚性特点上面。机械波的传播速度因传播媒质而异，场波的辐射速度都是极限速度 0c 。这个特点也是

由于它是否具有质量和惯性，是否占据绝对空间而带来的必然属性。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无人回答，应

该说本文回答了场与机械波的特性差别。 

上述表明，真空中的电场波和光场波具有纵向刚性特点和横向刚性特点，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场的辐

射速度服从矢量叠加原理。见图如图 7(a)，发光人看见垂直的纵向光束。我们说光束具有横向刚性，

是因为光束不被以太拖曳，发光人看见光束与运动 v 方向是构成垂线，它像“一根刚棍”一样被列车带

着跑。如果这个光束是红色激光束，那么地上人（静系人）即看见了纵向的发射速度 0c 又看见了横向的

运动速度 v ，所以静系人看见的光速 0 c c v ，即，速度矢量遵循叠加原理。 

假如光束在以太煤质中因震荡而传播，当列车是运动时，那么光束必然受到以太的拖曳，见图 7(b)。

由于以太的拖曳，使得垂直发射波反射到运动后方去了。这显然不是客观事实。因此本文认为光的横向

刚性说明了以太不存在。迈克逊-莫雷实验也证明了以太不存在。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场的运动与物体的运动都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最重要的差别是，场的运动

是一种辐射，没有震荡传播的煤质。假如有煤质存在，情况就不一样了，比方说在潜艇里对着窗外辐射

垂直发射

反射

射

图 7 (b)  光束被以太拖曳 

v  

静止以太 

图 7 (a)  光束不被以太拖曳 

v  

反射

射

垂直发射 

静止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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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光，那么激光束的横向刚性将受到海水的拖曳，这样的光束与运动方向就不是垂线了。纵向刚性也

会被煤质拖曳，即 Fizean 实验。反过来说，道理相通，既然真空中的光束具有横向刚性，则说明以太

不存在。事实上，Trouton-Noble 实验也证明了以太不存在。 

2  光速具有叠加性 

    对于上世纪初的球面波来说，讨论光矢量的叠加性，难以直观的描述，幸好现在有了激光束，可以

方便的描述光速-矢量的叠加性。 

2.1 光速的叠加性 

设有一激光束在匀速 v 列车上向着窗外辐射，已知激光束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 0c ，现在让激光

束对着窗外辐射，如图 8 所示，由于光束的刚性，列车上的观察者只看见纵向速度 0c 。但地面上的人即

看见了纵向光速又看见了光束的很想运动。 

假定在 0t  的时刻激光枪发射一激光弹,试问激光弹(或者光束的第一个波峰)的弹着点在何处？

显然，地面人对激光弹的计算速度具有两个分量，一个是 0yc c ，一个是 xc v 。如果地面人认为激光

弹只有 xc 分量，这意味着光束等于零，他与事实不符；如果地面人认为激光弹只有 yc 分量，这意味着

激光束没有跟随列车运动，仍然停留在“原发光处”或火车站，这显然也不是事实。因为图 8-7 中的光

束确实跟随列车作横向运动了，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舞台灯光就是这样，激光束跟随激光源作横向旋

转。因此，激光弹的计算速度本该是 

0c v c j i                                           (1) 

或写成 

0 c c v                                            (2) 

它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如图 8所示。 

 

 

 

 

 

 

 

 

 

因此，光速叠加之后，其速度大小是 2 2
0c c v  ，方向是偏离铁轨轨道垂线 角，   

2 2
0

arcsin
v

c v
。因速度叠加了，激光弹的运动轨迹是沿着速度 c 的矢量方向运动，即弹着点在 b’点。

所需时间
0

d
t

c
 （纵向刚性），长度

0

d
a b vt v

c
 ’’ （横向刚性），斜踞

2
2'ob d a b  ’’  

2 2 2
0v t c v  2（ ）（ ）0c t t ，即，光的实际速度幅值是 2 2

0c c v  ，光走过的实际路程是
2

2'ob d a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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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地面人描绘的光束轨迹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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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图 8的中的合成速度是 2 2
0V c v 合 。通俗的讲，发光者(列车员)看见激光束只有纵向速度，而

地面观察者看见激光束既有纵向速度又有横向速度。即，光速具有矢量叠加性。 

现在我们来考虑激光束与轨道垂线方向有一定夹角 之情况，如图 9 所示。光束与列车轨道的垂线

成一定夹角 ，根据矢量平行四边形法则，则光束的实际速度大小是 

2 2
0 02 sinc c v c v                                    (3) 

特别的，当 090  时， 0c c v  。 

 

 

 

 

 

 

 

 

这里，我们坚信，由于光束具有刚性，图 8 中的光束具有横向速度，叠加之后的实际的相对光速 c

大于 0c ，既然图 8 中的光束叠加原理成立，那么图 9 中的光束叠加原理显然也成立。也就是写成矢量

形式的式(2)成立。 

 

3  结束语 

本文结论是：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光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

力的作用，因此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它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一个矢量 0c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射源的

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v 时，观测者测

得的相对光速是 0 c c v ，这个结论表明：光的速度也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9】Compton 效应遵循牛顿定律 

 

曾清平 

 

空军雷达学院  教授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科学观点 

 

【摘要】1932 年，Compton 运用普朗克量子假说和质能变换公式，解释了 X 射线的散射效应

2

0

2
sin

2

h

m c

 ＝ ，本文运用普朗克量子假说和牛顿定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

0 0

2
sin

2

h

m c

 ＝ 。而且与中

国人吴有训教授于 1926 年做过的实验结论十分吻合。分析表明，牛顿定律具有权威性和全面性，但爱

列车轨道�

长靶

a  

'a  'b  

图 9� 地面人描绘的光束轨迹�
激光枪�

L 
 �

y  

x  
c �

v �

0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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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斯坦的质能变换公式存在不足。 

【关键词】Compton，散射，牛顿，质-能关系 

 

1  引言 

1923 年，Compton 运用普朗克量子假说 hf 和爱因斯坦质能关式，解释了 X射线的散射效应的测量

结果 2

0

2
sin

2

h

m c

 ＝ ，它与实验吻合。于是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式轰动全球。[避免阅读混淆，我们仍把 0m

称为牛顿质量，把m称为爱因斯坦质量。但光源辐射的光速必须写成 0c ] 

中国人吴有训教授于 1926 年也做过同样的实验，其结论是：①对原子量较小的物质，康普顿散射

较强，对原子量较大的物质，康普顿散射较弱；②波长的偏移 0   ＝ － 随散射角 (散射线与入射线之

延长线的夹角)而异；当散射角增加时，波长的偏移也随之增加；在同一散射角下，对于所有散射物质，

波长的偏移  都相同。对照两位教授的结论，可见吴有训教授的实验结论更全面，描述更清楚。【在

本文中，考虑到历史上的错误习惯性，仍把 0m 称为牛顿质量，把m成为爱因斯坦质量。而实际上质量

就是不变的质量，因为质量不灭。 0c 表示爱因斯坦的光速，而实际上就是光子的辐射速度】 

本文运用牛顿理论＋普朗克量子假说 hf 也得出了同样结论 2

0 0

2
sin

2

h

m c

 ＝ 。而且十分吻合中国人

吴有训教授于 1926 年做过的实验结论。通过分析表明，牛顿定律也适合于高速运动的散射物质，而且

具有全面性和权威性，但爱因斯坦的质能变换公式存在缺陷。 

 

2  用牛顿定律解释康普顿效应 

在热辐射研究中，1900 年普朗克提出了普朗克能量子假设：对于频率位 f 的谐振子来说，最小能

量子为 hf  ，其 346.626 10h J S   被人们称为普朗克常数。在这个量子假说下，推导出来的公式与

实验相符合。 

现在我们在量子论的前提下来计算一个最小能量子 hf (起名为光子)与一个自由电子碰撞时，波长的改

变情况。如图 1 所示，设电子原来是静止的(即散射体上的电子相对于光源的速度为零)，频率为 0f 的

光波沿 x 轴前进。于是，具有能量 0hf 和动量 0

0
x

hf

c
n ( xn 是单位方向矢量， 0c 是光波相对于光源的传播速

度，也是散射体看见光波的相对速度)的一个能量子与电子碰撞后将被散射，并与原来的入射方向成

角，这时，质量为 0m 的电子被碰撞后, 其能量变为 2
0

1

2
m v 、动量变为 0m v 。与此同时，散射能量子(或

称光子)的能量就变为 hf ,动量变为
0

hf

c
n ( n是碰撞后能量子的单位方向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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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不难得出下列恒等式。 

1、静止的电子被光子撞击后，获得了动能，能量关系是 

2
0 0

1

2
m v hf hf                                  (1) 

两边乘以 2，得 
2

0 02 2m v hf hf                                 (2) 

再取平方，得 
2 4 2 2 2
0 0 04( ) 4( ) 8m v hf hf h f f                            (3) 

2、静止的电子被光子撞击后，获得了动量，动量关系是 

0
0 0 1

0 0

hf hf
m

c c
 v e e                                  (4) 

运用矢量叠加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有 

2 2 20 0
0

0 0 0 0

( ) ( ) ( ) 2 cos
hf hfhf hf

m v
c c c c

                              (5) 

两边乘以 2
04c ，得 

2 2 2 2 2 2
0 0 0 04 4( ) 4( ) 8 cosm v c hf hf h f f                            (6) 

两(6)式减去(3)式，得 
2 2 2 2 2
0 0 0(4 ) 8 (1 cos )m v c v h f f                               (7) 

将(2)式代入(7)式，得 
2 2 2

0 0 0 0(4 )(2 2 ) 8 (1 cos )m c v hf hf h f f                             (8) 

即 
2 2

0 0 0 0(4 )( ) 4 (1 cos )m c v f f hf f                                (9) 

2
2

0 0 0 02
0

(4 )( ) 4 (1 cos )
v

m c f f hf f
c

                               (10) 

0
0 0 0 2

0 0 2
0

4 (1 cos )

(4 )

hf f
c f c f

v
m c

c


 


                               (11) 

把(11)式两边除以 0f f ，得 

0m v




x

0

0
x

hf

c
n �

0

hf

c
n

图 1� � 康普顿效应的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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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

0
0 2

0

4 (1 cos )

(4 )

c c h

f f v
m c

c


 


            (12) 

再由恒等式 0c
f


 可得 

0 2

0 0 2
0

4 (1 cos )

(4 )

h

v
m c

c

  
 


                                  (13) 

0 2

0 0 2
0

(1 cos )

(1 )
4

h

v
m c

c

  
 


                                  (14) 

2
2

0 0 2
0

2
sin

2
(1 )

4

h

v
m c

c




＝                                    (15) 

这是基于牛顿的动能和动量之推导结果。由于静止电子被一个光子碰撞而获得的动量非常小，即
2

2
04

v

c
≪

1，所以(15)式即为 

2

0 0

2
sin

2

h

m c

 ＝                                           (16) 

也就是说(15)式是牛顿论之解释，(16)式是牛顿论的近似解，精确解应该是(15)式。 

    康普顿运用质能关系＋普朗克量子理论进行推导，得到了(16)式。对于实验中的测量而言，两者都

有足够高的准确度。单究这一点来说，正如相对论者常说的那样，相对论与牛顿论只相差高阶无穷小量。 

但是，从全面的物理概念上来讲，本文认为，(15)式是精确解，(16)式才是近似解。既然是碰撞中

的能量交换，交换关系式中应该体现能量获得者(电子)的速度，也就是说，  偏移量应该是含有电子

速度的某种函数才对，虽然这种函数关系是微小的，但函数中应该体现这一微小变化。从物理角度讲，

如果光子与原子中束缚很紧的电子碰撞，光子将与整个原子之间交换能量，但原子的质量要比光子大很

多，按照碰撞理论，这时光子不会有显著的能量失去，也就是说散射光的频率不会有显著的改变。原子

量较大，即原子核较大，原子核的束缚力较强，电子能够获得的速度较小，则散射较弱。这就是说电子

获得的速度与散射强度必有联系，(15)式正描述了这种联系。速度小，分母大，散射弱。因此说(15)

式更具有全面性和权威性。确切的讲，应该是：牛顿论＋普朗克量子理论更具有权威性和全面性。 

 

3  质能关系与获奖的波粒二像性不一致 

谈起相对论质能关系来，过去似乎很时髦，一些人戴上相对论的头衔似乎显得学术水平高。可结果

呢？很糟糕！例如德布罗意等人，他们使用质能关系来定义物质波：一个质量为 0m 的物体已经以速度 v

运动着，它具有的总能量是 
2
0E mc hf 总                                          (17) 

它具有的总动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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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hf
P mv

c
 总                                          (18) 

于是上式由恒等式 0c f 得到：已经运动着的物体具有的单色波的波长是 

h

mv
                                              (19) 

式中 0

21

m
m





是相对论的质量。 

请注意，德布罗意所所定义的“已经运动着的物体具有总能量是 2
0mc ，已经运动着的物体具有的总

动量是mv ”，由此可见德布罗意在定义中确实是运用了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式。 

这里要指出的是，按照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式定义，那么氢原子的电子绕核运动的总能量是 2
0mc 、总

动量是mv ，现在我们用(17)式除以(19)式，立即得到 

2
0

0

E mc hf
hfP mv

c

 总

总

                            (20) 

即 

2
0 0

1

c c

v
                                   (21) 

或即 

0v c                                       (22) 

换句话说，这个已经绕核运动着的电子速度是 0c 。如果换成月球呢，岂不是说月球速度等于光速 0c 。

这就是使用相对论质能变换公式而带来的错误。 

再比如，如果对式（19）使用相对论的质量，就得到 

2

0

1
h

m v
                                  (23) 

对于光来说，有 0v c 时， 1  ，即 0  ，这意味着所有的光波之波长等于零。这种基于光理论的理

论却不能检验光的波长，实为滑稽。这意味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他获奖的波粒二像性矛盾。我宁可相

信波粒二像性，也不相信“当今的我是前世的她”。 

当然，德布罗意、戴维逊和革末等人在他们的“电子在晶体上的反射电流与加速电位差”实验中实

际上并没有使用爱因斯坦的质量m而是使用了牛顿的质量 0m ，更没有使用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这就

是“口是心非”。确切地讲，是“口是行动非”。写文章时戴上相对论这个头衔显得很有学问，而实际

实验操作却是牛顿定律。[像这类例子较多]。 

仔细从物理原理上来讲，爱因斯坦定义能量和动量是不一致的，当他定义了总能量 2
0mc 之后，发现

与现实相差遥远，于是又定义了所谓的“静止能量” 2
0 0m c ，以便相减之后与经典的动能近似。可是他

却无法定义静止动量，而且所谓的静止能量是那个参照系上的静止能量，既然相对论不承认绝对静止的

空间，何来静止能量。我们说牛顿定律是完美的，动能对速度求导数是动量，简洁而美妙。而相对论总

是怪怪的。相对论把物质的固有属性(质量)改写后，所谓的动质量，造成的后果正如文 1 所指出的那样

“狭义相对论与人类的工程实践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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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总之，对于 Compton 伦琴射线散射实验，解析式(15)分析表明，牛顿论具有全面性和权威性。这正

说明牛顿定律不仅在宏观领域和现实工作生活中得到了完备的唯一检验，而且在微观领域里也得到了很

好的检验，从而也动摇了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 

本文是对历史重大物理实验进行了重新解释，其物理概念十分清楚，没有胡搅蛮缠的数字拼凑，恢

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本章仅仅解释了狭义相对论列举的几个重大实验，对于广义相对论的物理事件包

括天文观测，有的人士写文章戴上相对论这个头衔显得学问高深，而实际上操作却不是那会事。我的时

间不能膨胀，也不能停止，更无法倒流，因此我没有时间和能力去解释广义相对论书籍中列举的天文学

事件。所以我在此呼吁有关的领域专家探索科学真理，仔细研究广义相对论迷信者的说辞，给物理现象

赋予正确的物理解释，把被扭曲的物理事件作出正确的裁决，达到澄清事实真相正的目的。 

 

 

【10】加速运动的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 

 

曾清平 

 

空军雷达学院  教授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科学观点 

 

    【摘要】按照狭义相对论，时钟因运动而变慢。于是有人在地球赤道线上携带时钟进入飞行舱，测

量得到飞机上的时钟变慢，从而认为“运动的时钟将变慢”的结论。本文就来剖析这种物理现象，到底

是牛顿定律正确或是相对论正确？本文经理论计算得到；赤道线上的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时钟

变慢是加速运动所致，却不是匀速运动所致。 

【关键词】匀速，加速，相对论，牛顿定律，时钟变慢 

 

1  引言 

文1指出时间是绝对的，如果从参考系 S 测得某一些事件所经过的时间为 t ，而从参考系 'S 测得在

同一事件所经过的时间为 t ，则存在关系： t t   。即任一事件所经过的时间的长短是一个与所选择

的参考系无关的绝对量。这个结论称为时间的绝对性。根据时间的绝对性，如果我们以某一事件开始发

生的那一时刻作为参考系 S 和 'S 的计时原点，那么参考系 S 的时刻 t 和参考系 'S 的时刻 t就应当是一样

的，即 t t 。这是物理学的基础，被日常经验和物理实验所证实。至于赤道的时钟变慢问题，根据牛

顿力学定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期是 2
l

T
g

 ，再根据牛顿惯性定律，地球赤道线上的钟摆周期是

2
l

T
g a


 离

。钟摆置于电梯内，在电梯加速地上升过程中，钟摆变快；在电梯加速地下降过程中，

钟摆变慢。一切由物体运动(包括粒子运动)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加速度的影响。时钟的快慢不是匀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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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速度所致。时钟是人为的度量属性，取决于度量工具和环境。但是时间不等于时

钟，时间则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伽利略变换原理早已证明了时间是绝对的且是

一维流逝的。本文回答时钟变慢的真实原因，经理论计算得到：赤道线上的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

时钟变慢是加速运动所致，却不是匀速运动所致。本文还进一步证明了绝对空间的正确性。 

2  赤道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 

可以说上个世纪初的时钟都是机械钟，而且主要以摆钟为著名。现在我们就来讨论摆钟的周期问题。 

如图1所示，质点受重力作用并保持在铅直圆周上运动时，便称为单摆。作用于摆球 P 的力有重力mg

和约束力 N 。因自由度为1，故取偏角 为参数。在OC 右侧为正，并命悬线 

 

 

 

 

 

 

 

 

 

 

的长为 l ，按照牛顿力学便得到自然坐标系的运动方程 

0 0

2

0 0

sin

sin

dv
m m g

dt

v
m m g N

l





  

   

                             (1) 

因弧长 s l ，故 v s l 
� �

，代入上，则得 

sin
g

l
  
��

                                  (2) 

解上式即得运动规律 ( )t 。再由(1)式决定约束力 N 。 

    由于 N 不做功( N v )应有能量积分。的确，用 dt d 
�

乘上式两边后，积分之，便得 

21
cos

2

g
h

l
  
�

                                  (3) 

现在假设初始条件为 0  时， 0 
�

(即初速度为零)，由此解得能量常数 0gcon
h

l


 。于是，上式应

为 

2
0

1
(cos cos )

2

g

l
   
�

                                  (4) 

积分此式即得到运动规律。 

o �

 0

s


P

0m g



图 1� � 摆钟

C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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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能量积分可得约束力 N 。为此，自上式先求出 2 2 2v l 
�

，再代入(1)式，便得 

0 0(3cos 2cos )N m g                                   (5) 

上式表明：当 1
0cos (2cos / 3) M    时， 0N  ，当 M  时，N 将变为负。由此可见：若单摆系用轻

杆悬挂或系套入铅直圆圈的质点，则 M  时，张力已变为压力；若单摆系用柔绳悬挂，由于柔绳不能

产生压力，则 M  时，已成为自由运动。为了积分能量方程，先按 2cos 1 2sin
2

   将(4)右边变换后，

再开方并分离变数，便得 

2 20

( / 2)

sin sin
2 2

d g
dt

l


 




                               (6) 

    为了积分上式，我们先按下列关系引入新变量 ： 

0sin sin sin sin
2 2

k
                               (7) 

式中 0sin
2

k


 ，再由 1/ 2 sin ( sin )k  ，便有 

2 2

cos

2 1 sin

k d
d

k

  







                                (8) 

于是经变数变换后，(6)式变为 

2 21 sin

d g
dt

lk







                                  (9) 

积分之，便得到 

0 2 21 sin

l d
t

g k

 





                                  (10) 

由于此积分很复杂，我们只求近似解。于是有 

2 1
( sin 2 )

4 2

l k
t

g
  
 

    
 

                              (11) 

从变换式(6)看出： 由 0  ，相当于 由 0 / 2 。但是， 由 00  所需时间为 / 4T ，故在上式中，

若命 / 2  ， 0 / 2k  ，即得 / 4T 。于是我们得到下列两种近似解： 

一级近似： 

2
l

T
g

                                       (12) 

二级近似： 

2
02 1

16

l
T

g




 
  

 
                                 (13)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上式的计算没有考虑其它外力作用，或者说没有考虑其它加速度造成的影响。

但是，如果某种原因改变重力加速度 g 时，周期将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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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2所示，钟摆在赤道线上，钟摆的摆球跟随地球转动，具有惯性离心力 23.39 10 (f m  牛顿)，

因此具有惯性离心加速度 23.39 10a 离＝ ，这个惯性离心加速度的方向正好与重力加速度方向相反，因

此将 a离 代入(12)式，即得 

2
l

T
g a


 离

                                       (14) 

 

 

 

 

 

 

 

 

 

所以赤道线上的时钟周期增长，从而时钟变慢。而式(12)是地极上的时钟，式(14)是赤道线上的时钟。

所以相比之下，地极上的时钟要快一些，而赤道线上的时钟要慢一些。 

归纳起来说，就是，当钟摆置于赤道线上，摆球跟随地球一起在绝对空间中自转，由于惯性带来的

离心力之作用，使得摆球周期增长，从而时钟变慢。也就是说，根据牛顿力学定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

期第一级近似解是 2
l

T
g

 ，地球赤道线上的钟摆周期的第一级近似解是 2
l

T
g a


 离

。钟摆置于电

梯内，在电梯加速的上升过程中，时钟变快；在电梯加速的下降过程中，钟摆变慢。一切由物体运动(包

括电子运动)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附加加速度的影响，钟摆置于月球，其周期也会明显变慢。时钟的

快慢与匀速直线运动无关，而是附加加速度造成的。时钟是度量属性，度量是人为的，取决于度量工具

和环境。但是时间不等于时钟，时间则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伽利略变换原理早

已证明了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在加速飞行过程中的加速度造成时钟变慢而

误认为是运动使时间变慢。如果那样，将是特错而大错。 

 

3  惯性是绝对空间的表征 

    按照牛顿定律，惯性与绝对空间联系在一起，惯性是绝对空间的表征，那么物体的惯性力就应该可

测，这就是惯性力实验。傅科摆就是最早的惯性力实验。 

3.1 傅科摆现象 

    既然空间是绝对的、各向同性的，那么地球在绝对空间中转动，就应该是非惯性系统，就应该有可

能通过力学实验来测量地球本身的转动。1851年，傅科首先做到了这一点。 

    1)运动方程。如图3所示，假设悬点坐标为 ),0,0( lA ，则摆球m受到张力 N 和重力mg ，其运动方程

就是 

地极 �

摆球

图 2� 赤道线上的钟摆

赤道线



Academia Arena, 2011:3(1)                                          http://www.sciencepub.net  

 

 100







cos2

cos2sin2

sin2

2

2

2

2

2

2

dt

dy
gN

ml

zl

dt

zd
dt

dz

dt

dx

l

y

m

N

dt

yd
dt

dy

l

x

m

N

dt

xd










                          (15) 

式中 是地球的角速度， 是地球的纬度。解此方程组得到 

)sinsin(cos

)sincos(cos

0

0




tptxy

tptxx




                                 (16) 

式中 0x 是摆球的初始位置，
l

g
p  ，其周期

p
T

2
0  。式(15)的轨迹如图4所示。 

    总之，根据理论力学，由于惯性系与非惯性系处于“不平等”地位
2
。如果我们放弃惯性系的“优

越性”，那么就不能正确的了解宇宙。话句话说，傅科摆证明了惯性系的优越性，证明了伽利略相对性

原理，也就证明了这个用惯性表现出来的绝对空间。同样的，柯氏发现 

 

 

 

 

 

 

 

 

 

 

 

的自由落体东偏现象、气旋流现象和南北列车西偏等物理现象也都是牛顿定律的必然。他们都是绝对空

间的反映。 

3.2 柯氏力来源于牛顿定律 

    运用欧勒-达郎泊定理可推出匀速转动刚体内一定点的加速度 0 ( )ba a r     ，r 是某点到定点的

距离， 是角速度。科里奥利Coriolis在一个狭窄的转动直槽中推出了刚体直槽中一动点的加速度是

0 2b r ra a u a    。由于 ba 常称为牵连加速度， ra 是相对加速度(刚体的径向加速度)， 2 ru 称为科

氏加速度。本节指出科氏加速度是惯性在转动运动中的表现，科氏力是来自惯性，是惯性力。 

    让我们首先从正碰开始，假设连心线在 y 轴上，有公式 

1 1 2 2 2 1 2
1

1 2 1 2

( )y y y y
y

m u m u m u u
V k

m m m m

 
 

 
                         (17) 

式中 1 2m m、 是两刚体球的质量， 1 2y yu u、 是碰撞前的速度， 1yV 是碰撞后 1m 的速度， k 是恢复系数。 

对于两刚体以 夹角作斜碰撞，如图5所示。 1m 的绝对速度是 1u ， 2m 的绝对速度是 2u ，于是将动

量转化为对心碰撞时，其对心速度为 

图 3� 傅科摆受力图�

z (天)�

y 东

x 南�
mg �

p 摆球 

N  

p
t

2


y

p
t




图 4� � 北半球的傅科摆轨迹�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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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2

siny

y

u u

u u


 

                                  (18) 

将式(18)代入式(17)，有 

1 1 2 2 2 1 2
1

1 2 1 2

sin ( sin )
y

m u m u m u u
V k

m m m m

  
 

 
                       (19) 

再来看一看科氏力的来历。 

现设转动刚体盘 2m 上开有一光滑直槽，并匀角速 作逆时针转动，见图6。考虑动点 1m 再转轴中

心以绝对速度是 1u 向外作匀速运动，经过时间 t 与光滑直槽壁发生碰撞，则在 t 时刻 1m 所走过的绝对距

离为 

1R u t                                      (20) 

 

 

 

 

 

 

 

 

 

 

 

 

 

那么在碰撞 t 时刻对应的槽壁长度是 

1r Rcon u t con  （ ）                             (21) 

相应地，在碰撞点处的槽壁切向速度是 

2 0u r u t con    （ ）                                 (22) 

比较图5可知图6也是斜碰撞。于是将式(22)代入(19)式，得到 

1 1 2 1 2 1 2 1
1

1 2 1 2

sin sin )
y

m u m u t con m u m u t con
V k

m m m m

      
 

 
（ ） （ ）

             (23) 

这就是 1m 在碰撞时刻获得的横向速度 1yV 。 

    考虑到刚体球与光滑直槽属于弹性碰撞，则 1k  ，于是上式成为 

1 1 2 1 2 1
1

1 2

sin sin 2
y

m u m u m u t con
V

m m

    



（ ）

                         (24) 

进一步，当直槽很狭窄时，有 0  ，将 0＝ 代入(24)式，得到 

2 1
1

1 2

2
y

m u t
V

m m





（ ）

                                         (25) 

再进一步考虑到转盘 2m 远远大于动点 1m ，即 2 1m m� ，于是上式成为 

 �

2m �

1u �

x �

2u

1m �

y �

图 5� � 斜碰撞�

r  

1m

t  


图 6 转动中的碰撞�

1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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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yV u t （ ）                                 (26) 

于是有加速度 

1
1 12y

y

dV
a u

dt
                                 (27) 

 

考虑到径向速度 1ru u con ，而在狭窄直槽中 0  ，则 1ru u ，这个 1u 正是转盘上观察者看见的径向

速度 ru ，所以把(27)式写成矢量形式就是 

1 2y r a ω u                                  (28) 

这就是科氏加速度的来历。其科氏力就是大家熟悉的 2c rm F ω u 。(这里，m不是变质量)。 

为了读者看清运动过程，我们在宽直槽中分解运动过程。其运动轨迹如图7所示。当斜碰角 0  时，

它就是一个连续碰撞，其运动轨迹就是一个连续的曲线。 

那么，沿着直槽径向运动的动点 1m 为什么会与槽壁发生碰撞呢？究其原因是惯性所致。直槽中的

动点(比如站在转轴中心沿着直槽方向发射以弹丸)，由于惯性，动点将沿着直线运动，然而槽壁在转动

过程中给动点施加了 12 rm ω u 的作用力，这个力的大小方向之所以与 1m 和 ru 的大小方向有关，是因为

1m 沿着 ru 方向的惯性所致。 

在运动方程 rcba FFFF  中，牵连力 bF 是平动中的惯性力，科氏力 cF 是转动中的惯性力，他们来自

惯性；相对力 rF 是外加的，来自物体间的相互作用。惯性力是贯穿在运动方程中，可以感受到，也可

测量到，它来自于绝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表征。我们说惯性力来自绝对空间，并不是说绝对空间可以

产生力，而是说，惯性力最初或最终来自非惯性系提供的原始动力，原始动力(平动或转动)通过绝对空

间反映出惯性力来。牵连力和柯氏力都是如此。落体东偏也是如此，因为落体的初始切向速度是

( )R h   ，而地表面的切向速度是 R ，惯性力是由动量 0m h 提供的。所以我们说它是真实的。 

    绳索上系着一个小球正在作圆周运动，当绳索断开后，小球沿着惯性作切线运动。原本是圆周运动，

当失去控制之后，无论小球质量大小，都作切线运动。这说明惯性是通过欧几里得空间的“直线型”反

映出来。在上述系列图中，我们清楚地发现，惯性确实是通过欧几里得空间的“直线型”反映出来，出

现的曲线轨迹是许多个直线叠加而成。这就进一步表明了，通过空间表现出来的惯性不因运动状态而变，

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它也说明空间本身不因运动状态而变，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即，物体在绝

对空间中运动，不会改变空间的性质，只会表现出绝对空间的某些属性来。同时我们不难发现，惯性在

各个方向上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左手边的惯性大而右手边的惯性小之情形。这正说明，物体在空间里运

动所表现出来的惯性是各向同性的，从而说明空间本身也是各向同性的。 

我们说惯性是绝对空间的表征，其实，在我看来，爱因斯坦是最清楚的。爱因斯坦在相对论的首文

中首先强调“讨论绝对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按照麦克斯韦电动

力学，可见，空间本不该对称”。他为什么这样对照起来说这句话，因为爱因斯坦很聪明，他已经

意识到地球自转中的惯性就是绝对空间的象征。所以他要让人们忽略这个象征着绝对空间的惯性，而要

让人们注意到麦克斯韦非对称方程引起的非对称空间。单就爱因斯坦的这个手法，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聪

敏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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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对于赤道时钟变慢问题，根据牛顿力学定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期是 2
l

T
g

 ，再根据牛顿惯性

定律，地球赤道线上的钟摆周期是 2
l

T
g a


 离

。钟摆置于电梯内，在电梯加速地上升过程中，钟摆

变快；在电梯加速地下降过程中，钟摆变慢。一切由物体运动(包括电子运动)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附

加加速度的影响。时钟的快慢不是匀速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速度所致。时钟是人为的度量属性，取决

于度量工具和环境。但是时间不等于时钟，时间则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伽利略

变换原理早已证明了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 

本文讨论绝对空间是依据牛顿力学原理来讨论的，之所以选择力学来讨论而不选择电磁学和光学，

这是因为电场、磁场和光场的质量等于零，没有惯性，而且不占据绝对空间，因此电磁学和光学难以鉴

别绝对空间的存在性(除非观测遥远恒星光的偏差)。至于相对仑的空间是根据错误的旋度方程组，再利

用洛仑兹假设而变换出来的数学空间，它不是物理空间。 

本文主要是支持牛顿-伽利略时空观，并用牛顿定律解释了赤道线上的时钟变慢之原因。可以说牛

顿是我们这个宇宙里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十分严谨的揭示了宇宙奥秘，为我们人类奉献了毕生精力。遗

憾的是，他的生命有限，他的时间无法膨胀，更无法倒流，所以未能揭示第一推动力，也没想到光速将

受到限制。可贵的是伟大牛顿面对未解之谜，没有假想、猜想和狂想，更没有玩耍数学游戏。否则，将

把我们这些后人对科学的研究引入歧途。 

 

图 7 斜碰撞运动过程分解图

1m

2m

多次碰撞的运动

第一次碰撞
第三次碰撞第二次碰撞

1m

静系人描绘的轨迹

2m


转盘上的人观察到的运

1m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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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是一种数学游戏 

 

曾清平 

空军雷达学院    教授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黄浦大街 288 号 8-A-1 房间 

请发表文章，阐述您的科学观点 

 

[摘要] 本文考察狭义相对论的数学罗辑，我们容易发现：对于时间膨胀的计算是直接从“正变换式”

中来计算出
't 的，然而对于长度收缩的计算是从“逆变换式”中先求出 x来再计算出

'x 的，从数学角度

来看，它没有推理逻辑。从物理角度来看，它没有确定的物理内涵。如果把爱因斯坦的那种计算方法反

过来，就成为时间收缩而长度膨胀；如果两者都使用“逆变换式”，那就成为时间和长度都收缩；如果

两者都使用“正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膨胀。此外，本文假设光速是一个任意值w，套用

爱因斯坦的戏法，也得到w相对论，w取值无穷，将有无穷多个相对论诞生。由此可见，爱因斯坦的

洛仑兹变换是一种数学魔术。 

[关键词] 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正变换式，逆变换式，无穷多个相对论诞生。 

1  引言 

本文考察狭义相对论的数学罗辑，我们容易发现：相对论对于长度收缩的计算是从“逆变换式”

中求出 x来计算的，然而对于时间膨胀的计算却是直接使用“正变换式”中的 t 来计算的，从数学角度

来看，它没有推理逻辑。从物理角度来看，它没有确定的物理内涵。如果把爱因斯坦的那种计算方法反

过来，就该是时间收缩而长度膨胀；如果两者都使用“逆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收缩；如果

两者都使用“正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膨胀。这个问题属于相对论的根基问题，也就是说相

对论的根基既无数学上的推理逻辑，也无物理上的确定内涵。既然不同的计算方法有不同的时空伸缩，

这正说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具有魔术性，同时也说明了洛仑兹变换式的本身不具有确切的物理内涵，而

是一种纯数学游戏而已。而且，本文假设光速是一个任意值w，套用爱因斯坦的戏法，也获得了w相

对论，w 相对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只相差高阶无穷小量的。w 取值无穷，将有无穷多个相对论诞生。

这正如洛仑兹本人强调的那样“地方时只不过是一个数学假设，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 

2 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 

我们之所以称之为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是因为洛仑兹本人并没有把他的变换改写成时空收缩。

把这个数学变换式子膨胀为时空变换正是爱因斯坦所为。下面看一看爱因斯坦是怎样变换的。 

设空间一点 P ，在参考系 S 中的位置是 ( , , )P x y z ，观察的时间为 t ，如图 1 所示。另一参考系 'S 的

三个坐标轴与 S 的三个坐标轴平行，并相对于 S 以速度 v沿 x 方向运动。在 'S 中 P 点在时间 't 的坐标为
' ' '( , , )P x y z 。于是相对论求解此点的两个参考系坐标之间的关系。 

爱因斯坦的变换是在不同参考系测得光速相同的前提下，推导出来的。相对论设想有下面的实验：

当两个参考系重合的瞬间，在公共原点发一闪光，然后在两个系统中观察这个闪光波前的运动。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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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系中，光脉冲都应是以各自的原点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球面波，一闪光的波前运动不应对其中任何一

个参考系产生与另一参考系不同的影响。因此，在 'S 系统中，波前的方程式是 
'2 '2 '2 ' 2

0( )x y z c t                                     (1) 

 

 

 

 

 

 

 

 

 

 

为了保持光速不变，在系统 S 中波前的方程式应为 
2 2 2 2

0( )x y z c t                                (2) 

因此相对论的洛仑兹变换中，一方面仍取 'y y ， 'z z ，即认为垂直于相对运动方向的坐标位置不受运

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把 x 和 t 看作是 'x 和 't 的线性函数，即取 
'y y ， 'z z ， ' 'x ax bt  ， ' 't ex ft                       (3) 

现在我们把(3)式代入(2)式，有 
2 2 2 '2 '2 '2 2 2 2 '2 2 ' '

0 0 0( ) ( ) (2 2 )a c e x y z c f b t c ef ab x t                      (4) 

把(4)与(1)式相比较，得到 
2 2 2

0 1a c e  ， 2 2 2 2
0 0c f b c  ， 2

0 0c ef ab                       (5) 

因为已知 S 的原点 ( 0)x  在 'S 系统中为 ' 'x vt  ，所以把它代入(3)式中的第三式子，得 

b av                                        (6) 

再把式(6)代入(5)，即得 
2 2 2

0 1a c e   

2 2 2 2 2
0 0c f a v c                        (7) 

2 2
0 0c ef a v   

联立求解此方程组得到 

2

1

1
a f


  


， 0

21

c
e




 


，

21

v
b


 


                     (8) 

于是将(8)式代入(3)式得到新的变换式子 
'y y  

'z z  
' '

21

x vt
x



 



                                        (9) 

o �

z �

y �

x

图 1� � 相对速度是 v 的两个参考系�

'o

'z

'y

'x

' ' '( , , )x y z

( , , )x y z

P



Academia Arena, 2011:3(1)                                          http://www.sciencepub.net  

 

 106

' '
0

2

( )

1

t c x
t





 



 

这里出现了正负符号 问题，怎样确定呢，可以考虑当 0v c� 时， 0  ，上式应还原为伽利略变换，

因此正负符号 问题得到解决，故最后可得 

 
'y y  

'z z  
' '( )x x vt                                        (10) 

'
'

0

x
t t

c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洛仑兹正变换式。式中
0

v

c
  ，

2

1

1






。 

联立求解(10)式中的 'x 和 't ，就得到洛仑兹的逆变换式。 
'y y  

'z z  
' ( )x x vt                                          (11) 

'

0

x
t t

c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洛仑兹逆变换式。 

①如果把一个光源放在 'S 参考系的 'z 点，并在时间 '
1t 和

'
2t 各闪一次，则 'S 参考系上测得的闪光时间

间隔为 ' ' '
2 1t t t   。 

考虑式(10)中的 '

0

x
t t

c


 

  
 

，于是 2 2
0

x
t t

c


 

  
 
‘ ， 1 1

0

x
t t

c


 

  
 
‘ ，因此静系人看见的时间差是 

'
' ' ' '

2 1 2 1 2 1 2
0 0

( )
1

x x t
t t t t t t t

c c

   


    
            

   
     (12) 

这就是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的来历。 

②如果在 'S 参考系有一根棒沿 x 轴放置，它的两端左边为 '
1x 和 '

2x ，则棒长为 ' ' '
2 1l x x   ，现在 S 参

考系有一个观察者也在测量这根棒的长度。当这根棒沿轴线方向以速度 v 经过观察者的面前时，如果观

察者用它的时钟读出这根棒的手段和它的末端到达的时间为 1t 和 2t ，那么由此确定棒的长度应为

2 1 2 1l vt vt x x     。 

考虑式(11)的 
'x

x vt


  ，于是 2
2

x
x vt


 

’

， 1
1

x
x vt


 

’

，所以静系人看见的长度是 

' ' ' '
' 22 1 2 1

2 1 ( ) ( ) 1
x x x x

l x x vt vt l 
  


                            (13) 

这就是相对论的长度收缩公式的来历。此式与式(12)的获取方法不同。因此爱因斯坦的戏法是：利

用洛仑兹变换(10)式可得到时间膨胀之结论，再利用洛仑兹逆变换(11)式可得到长度收缩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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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缺是一种魔术 

我们对相对论的洛仑兹变换指出四个缺陷。 

第一，缺乏数学罗辑。 

相对论对于长度收缩的计算是从“逆变换式”中求出 x来计算的，而对于时间膨胀的计算却是直接

使用“正变换式”中的 t 来计算的，从数学角度讲，它没有推理逻辑；从物理角度讲，它没有概念内涵。

如果这种戏法反过来，就该是时间收缩而长度膨胀。如果两者都从“逆变换式”中求出 x 和 t 来计算，

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收缩。如果两者都用正变换式直接计算 x 和 t ，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膨胀。这

个问题属于相对论的根基问题。也就是说相对论的根基既无数学上的推理逻辑，也无物理上的概念内涵。

既然不同的求解方法有不同的时空观，这正说明爱因斯坦相对论是随意不定的、任意取舍的，也说明了

洛仑兹变换式的本身没有确切的物理内涵，仅仅是纯数学变换而已。 

第二，概念不清。 

光波是在动系发出的或是在静系发出的？爱因斯坦交待的概念不清。如果是在动系发出的，则光

源在运动，如果是在静系发出的，则光源静止。如果因坐标原点相互碰撞而发生的火花，则有两个光源

同时发生，一个在静系而另一个在动系。这三种情况，分别在两个坐标系建立的波动方程是不同。如图

2 至 4 所示，图中实线表示真实的球面波，虚线表示另一观测这看见的球面波。 

现在的问题是，爱因斯坦要把这两个球面波揉合在一起，例如见图 4，两个坐标原点因碰撞或摩擦

而产生了火花，实际上两个坐标原点都是光源，频率和相位也都相同。爱因斯坦是怎样把这两个球面波

揉合在一起的呢？即所谓的“闪光的波前运动不应对其中任何一个参考系产生与另一参考系不同的影

响”。这种揉合在一起实际上是把波前的空间位置揉合在一 

 

 

 

 

 

 

 

 

起，与他的长度收缩相呼应，与光速可变与不变没有关系。虽然他套上去一句话：在 'S 系统中，波前的

方程式应为 '2 '2 '2 ' 2
0( )x y z c t   ；为了保持光速不变，在系统 S 中波前的方程式应 

为 2 2 2 2
0( )x y z c t   ，但这句话与假设提条件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叙述：“光

波的波前运动之空间位置不应对其中任何一个参考系产 生与另一参

考系不同的影响”。“ 'S 系统中，波前的方程式应为
'2 '2 '2 ' 2

0( )x y z c t   ；它为了保持光速可变，在系统 S 中 波前的方程

式应为 2 2 2 2( )x y z wt   ”。这样，照样可以推导洛仑兹 变换结果。

也就是说，单究洛仑兹变换的数学推导而言，与光速是 否可变毫无

关系。归根到底，洛仑兹变换就是对下述方程组求解。 当出现 ' 'x t

y �

x �

图 2� � 发光源在动系�

'y �

'x

y

x

图 3� � 发光源在静系�

'y

'x �

y

x �

图 4� � 两坐标系同时发射光�

'y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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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时，就令其参数项等于零。 

'2 ' 2
1

2 2
2

' ' '

( )

( )

x c t

x c t

x ax bt t ex ft

b av

 
 


   
 

 

这个所谓的“变换”，就是一个线性函数代入一个平方函数中，进行数学运算。您可以把参数冠以 1 2c c

进行运算，你也可以把参数冠以 1 2c c 进行运算，当出现 ' 'x t 函数时，就令其参数项等于零。推导的结

果仅仅是数字不同，而形式完全相同，即所谓的“洛仑兹变换下形式不变”。因为方程组已给定，求解

方程之结果的结构形式当然是“形式不变”，要变的仅仅是数字随参数 1c 或 2c 而已。你还可以在一维变

换的基础上增加 ' 'y gy ht  及 ' 't ex ft  和 ' 'z iz jt  及 ' 't ex ft  ，这种三维变换，解的结构形式仍然

不变，这是数学运算上的必然。作为数学家的洛仑兹，他知道这是数学运算之必然结果，所以他本人没

有赋予什么物理内涵，仅仅是数学变换式而已，正如他自己说得那样“地方时只不过是一个数学假设，

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把洛仑兹变换式“扩大化”、“升涨化”、“抬上天”甚至“借来利用”的

倒是爱因斯坦，正如相对论书籍所介绍的那样
[1]
“洛仑兹对于 't 及变换式的物理意义并不清楚”。其实，

在我看来，并非洛仑兹“不清楚”，作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洛仑兹心里清楚得很，他深知变换式仅仅

是数学游戏，不能与任何物理内涵有什么联系。所以他本人没有赋予什么物理内涵。因此洛仑兹本人强

调：“地方时 't 仅仅是一种数学假设，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 

第三，数学游戏。 

如果套用爱因斯坦的上述戏法，对①、②的计算方法反过来就该是时间收缩而长度膨胀；如果两者

都使用“逆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收缩；如果两者都是用“正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

度都膨胀。计算如下： 

①’如果把一个光源放在 'S 参考系的 'z 点，并在时间 '
1t 和

'
2t 各闪一次，则 'S 参考系上测得的闪光时

间间隔为 ' ' '
2 1t t t   。 

【模仿 1】我们仿照相对论求解长度的方法，从洛仑兹逆变换(11)式中求出
0

t x
t

c




 
’

来，于是有

2
2

0

t x
t

c




 
’

， 1
1

0

t x
t

c




 
’

，所以静系人看见的时间是 

' '
2 '2 1 2 1

2 1
0 0

1
t t t tx x

t t t t
c c

  
  

    
             

   

‘ ‘

                   (12)’ 

这就是时间压缩公式的来历。 

②’如果在 'S 参考系有一根棒沿 x 轴放置，它的两端左边为 '
1x 和 '

2x ，则棒长为 ' ' '
2 1l x x   ，现在 S

参考系有一个观察者也在测量这根棒的长度。当这根棒沿轴线方向以速度 v 经过观察者的面前时，如果

观察者用它的时钟读出这根棒的手段和它的末端到达的时间为 1t 和 2t ，那么由此确定棒的长度应为

2 1 2 1l vt vt x x     。 

【模仿 2】我们仿照相对论求解时间变换的戏法，直接从正变换(10)式中求出 ' '( )x x vt  ，于是
'

2 2( )x x vt ’ ， '
1 1( )x x vt ’ ，所以静系人看见的长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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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 2 1 2

( ) ( )
1

x
x x x x vt x vt x  




         



‘
’ ’ ’                     (13)’ 

这就是长度膨胀公式的来历。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相对论具有魔术性质，它是一种数学游戏而已。它不具有证实的物理意义。 

第四，无穷多个相对论诞生。 

【模仿 3】套用爱因斯坦的魔术手法，本章的“ w 洛仑兹变换”是在不同参考系测得光速不同的前

提下，推导出来的。设光源在动系 'S 上， 'S 之观察者测得光波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常量 0c ， S 系

观测者测量到的光速是任意值 w 。现在让我们设想有下面的实验：当两个参考系重合的瞬间，在我们的

公共原点发射光波，然后在两个系统中观察这个光波波前的运动。显然，在两个参考系中，光波都应是

以各自的原点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球面波，光波的波前运动不应对其中任何一个参考系产生与另一参考系

不同的影响。因此，在 'S 系统中，波前的方程式应为 
'2 '2 '2 ' 2

0( )x y z c t                                       (1g) 

为了保持光速可变，在系统 S 中波前的方程式应为 
2 2 2 2( )x y z wt                                        (2g) 

现在我们套用爱因斯坦的公式(1)~(11)的计算方法，容易得到 
'y y  

'z z  
' '

21

x vt
x







                                             (10)’ 

' '
0

21

c t x
t

w









 

这就是本文的“ w 洛仑兹正变换”式，其
v

c
  。与“爱因斯坦洛仑兹变换”比较，

' '
' '0 0

2
01

c t x c
t x

w cw

 


 
    

  
只是在时间变换上相差高阶无穷小量，即 0 0

0

1
c c

w c v
 


，而且结构形式不变。

而长度变换公式与爱因斯坦的公式完全相等。 

 

 

 

联立求解(10)式，就得到本文的“ w 洛仑兹逆变换”式： 
'y y  

'z z  

' 0

2
0 1

c x vwt
x

c 





                                           (11)’ 

'

2
0 1

wt x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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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w洛仑兹逆变换”式。 

    ①’如果把一个光源放在 'S 参考系的 'z 点，并在时间 '
1t 和

'
2t 各闪一次，则 'S 参考系上测得的闪光时间

间隔为 ' ' '
2 1t t t   。 

套用相对论的手法，从正变换(10)’式中直接计算，立即得到 

' ' ' ' '
0 2 0 2 0

2 1 2 2 21 1 1

c t x c t x c t
t t t

w w w

 

  

  
     

  
                     (12)’ 

这就是套用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之来历。此式与爱因斯坦的比较仅仅相差高阶无穷小量。 

②’如果在 'S 参考系有一根棒沿 x 轴放置，它的两端左边为 '
1x 和 '

2x ，则棒长为 ' ' '
2 1l x x   ，现在在 S

参考系有一个观察者也在测量这根棒的长度。当这根棒沿轴线方向以速度 v 经过观察者的面前时，如果

观察者用它的时钟读出这根棒的手段和它的末端到达的时间为 1t 和 2t ，那么由此确定棒的长度应为

2 1 2 1l vt vt x x     。 

套用爱因斯坦的手法，从逆变换(11)’式中求出 2 '
21x x w t    ，立即得到 

2 ' 2 ' ' 2
2 1 2 1( 1 ) ( 1 ) 1l x x x w t x w t l                               (13)’ 

这就是套用相对论变换手法而得到的w相对论的长度收缩公式。居然与爱因斯坦的结论一摸一样，完全

相等。你还可以令 c w 任意值，将得到
'

21

t
t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种变换是具有任

意性，并不代表特定的物理意义。 

特别是，爱因斯坦从光速不变假设下的洛仑兹变换中运用他的戏法得到了长度收缩 ' 21l l   ，

可是本文在光速可变假设下得到的长度收缩 ' 21l l   ，两者完全一样。而时间膨胀仅仅相差高阶无

穷小量。可见洛仑兹变换的本身没有物理概念，仅仅是一种纯数学变换式子而已，或者叫做有趣的数学

游戏。作为数学研究者，可以讨论洛仑兹的有趣数学游戏。 

以上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方式”，在光速任意值假设下，利用洛仑兹变换式，套用爱因斯坦的魔术

手法，得到了一种新的 w 相对论。由于w是一个任意值，w取值无穷，将有无穷多个相对论诞生。 

 

4  结束语 

    本文之所以称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为有趣的数学游戏，这是因为：第一，套用爱因斯坦的变换方

法，设光速是任意值 w ，得到的长度收缩与爱因斯坦的完全一样，得到的时间膨胀与爱因斯坦的相比，

仅仅相差高阶无穷小量。第二，如果把爱因斯坦的计算方法反过来，就该是时间收缩而长度膨胀；如果

两者都使用“逆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收缩；如果两者都是用“正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

和长度都膨胀。第三，关键是无论怎么变，但解的结构形式不变。所以本章称洛仑兹变换是有趣的数学

游戏。也正如洛仑兹本人强调的那样：变换式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 

 

敬请权威和读者看懂以上 11 篇文章后再审查全书。 

空军雷达学院曾清平教授经过 20 年的研究成果撰写的《自然科学原理总结》专著已经正式出版（国

际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2-4288-4）。该书系统性的推翻了狭义相对论的论据、论点和推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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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历史遗留的相关问题。前 5 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个论据(相对性原理)，第八章否定了狭义相

对论第二个论据(光速不变原理)，第六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论点(相对论运动学、相对论动力学、相

对论电磁学、相对论时空观)，第七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洛仑兹变换)。全书共十章，其中

第一章论证了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第二、三章否定了麦克斯的非对称旋度方程组，第四章建立了

电波辐射模型，第五章论证了电波本性不是能量，第六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论点，第七章否定了狭义

相对论的推导过程，第八章论证了光速叠加原理，第九章重新解释了历史上重大异议的物理实验(包括

Michelson-Morley 实验和 Compton 效应)。第十章以经典物理学为基础论证了正确的时空观。 

我认为本书的科学价值可等效于哥白尼日心说之科学价值，应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展现中国人

的实事求是精神。为了宣传科学真理，扬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我在网上搜索权威们的通信地址后，已

经赠书给数理科学部等院士们 230 名，赠书给《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物理》等编委们 160

名。如此广泛地赠书，目的在于公开挑战相对论，对科学史遗留的三大纠纷进行拨乱反正。 

本书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学术之小事，而是涉及到全球科学界重新评价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大事，也

涉及到我国学术理论界是否存在游戏般的“神学八股文”之大事。事实上，几十年来，国家为相对论课

题研究资助了不少的钱财，其结果却不见实质性结论，犹如神学般八股文，浪费钱财。 

我坚信本书的正确性！希望专家、学者们篆书立说，参与科学原理的大讨论。当高寿专家太忙时，

可以由您的硕博生参与讨论。 

此致敬礼！ 

发邮箱sciencesum@yahoo.cn并说明“书稿”二字，可获赠修改版全书电子文档。 

    我已赠书给390名权威，如果尊敬的权威们只顾技术赚钱而不审读本书，那么我只好像

孔夫子那样周游列国，我就周游列校，宣传自然科学真理，哪怕是倾家荡产我也这么做，

即便是遭遇哥白尼那样的风险，我也理直气壮。 

 

 

7/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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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圆环结构印证我国研究 

 
科孝文 

y-tx@163.com; zhangds12@hotmail.com  

 

Abstract: 宇宙的起源是一个复杂性问题，上世纪 80年代初在解释暴胀起伏模型和宇宙弦模型的矛盾时，三

旋理论用环量子模型而不用球量子模型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三旋大爆炸宇宙的分维分析，能形象地对宇宙

膨胀作出说明。 

[科孝文.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圆环结构印证我国研究. Academia Arena, 2011;3(1):112-114]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Keywords: 宇宙; 暴胀起伏模型; 宇宙弦模型; 三旋理论; 大爆炸宇宙 

 

据 2010年 11月 25日出版的《科技日报》记者常丽君报道，2010年 11月 23日美国

物理学家组织网公布，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发现了一种圆环结构；科学家解释说，发现宇宙

微波背景辐射中存在圆环结构并不是对大爆炸理论的否定，而是支持可能存在多次大爆炸。这

是英国牛津大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和亚美尼亚埃里温物理研究院的瓦赫�古萨德扬最近的

发现。 

而早1989年 7月 13-16日在成都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分形理论及应用研讨会上，和在四

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分形理论及其应用》的论文集中，就预言了这种大爆炸理论能产生

的圆环结构。这就是我国发表的《三旋理论与分形、分维，分形理论及其应用》的论文。其后，

1991年在《华东工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的《三旋理论与物理学》；1991年在《大自然探索》

第3期发表的《物质族基本粒子质量谱计算公式》等论文，以及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 5月出版的《三旋理论初探》和 2007年 9月出版的《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等专著

中，都继续探讨和完善了这一理论。 

其实这个推证是很基本的。宇宙的起源是一个复杂性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解释

暴胀起伏模型和宇宙弦模型的矛盾时，三旋理论用环量子模型而不用球量子模型为此提供

了新的思路。众所周知，相邻的圈子只交一次，要组成一个新圈，就象组成三角形要三条

边一样，至少要三个圈子。用此规则联系分形的自相似嵌套性质，取一个半径为 Rn 的大

圆作源多边形和生成线，即作圆内接正三角形，再取内切于该正三角形的小圆，可在平面

上画一个有自相似嵌套结构的图形。构造的规则是每一级的圆圈由三个相同的小圆圈组成。

三个小圆圈的耦合相交，用它们之间的相切近似代表，并表示新一级的圈所能构成的最大

内空限度。这样小圆圈的半径与前面的大圆圈的半径 Rn（n=1、2、3⋯）的关系，其公式

mailto:y-tx@163.com
mailto:zhangds1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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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初中数学水平的人都能推算得出来。按此方法作图，如此变形下去，随着变形的进行，

会发现小圆圈不但向外扩展，而且还向中心位置堆积，以及在其周围形成等级式的成团分

布等重要特征。而且在天文观察中，从科学家发现的宇宙声波“印记”也与此相似而能得

到证实。 

细心研究在宇宙系统中环量子三旋的该分形得出的圈态结耦分形图，是它可变换成以

一个圆内接正三角形为源多边形，和以一条 V字形折线段为生成线的图形，折线段的每条

线段长为 Rn，生成线两端的距离等于正三角形一边的长。根据分形曲线的分数维数定义

和分形曲线的维数公式，能推算得出圈态结耦分形的维数值 D=1.26179 。令人惊奇的是，

这个圈态结耦分形的维数值，与国内外一些天文学家研究宇宙的分形结构，实际测得的星

系分布的分形维数相近。目前解释不平等的宇宙起源的有暴胀起伏模型和宇宙弦模型。而

通过三旋圈态结耦分形的维数计算，证明这两种模型实际是等价的。它们都是说的同一件

事情的前后两个不同侧重点。因为按照圈态结耦分形的分析，基圆的圆圈必须要有适当大

尺度的半径，这正是由类似吐烟圈式的暴胀来完成的。而吐烟圈可以用有少量兰黑墨水的

移液管在离开水面 2至 3厘米高处滴一滴较大的墨水到水中来演示，这也是一种分形的自

相似嵌套结构：这滴大墨水滴在水中立即形成一个墨水线旋环，但这线旋环不久会变成几

个较小的线旋环，如此这样不断分裂下去。而宇宙的相变，正是按类似墨水线旋环的方式

由时空点的量子环圈来结耦、结网的。其次，如果基圆的圆圈太小，就只能形成轻子、强

子、原子核、原子、分子等一类微观粒子。正是由暴胀形成了基圆的大圆圈，宇宙弦圈结

耦、结网才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进行演化。三旋弦圈联络结耦的支付选择，也是一种起伏变

化。因此说，暴胀起伏模型和宇宙弦模型都能用三旋圈态结耦的分形研究来综合；并且该

分维图形还能具体地揭示大爆炸宇宙机制中过去未曾考察到的情况：即开始的爆炸不是象

一个不断胀大的气球的表面那样爆炸，而是象吐烟圈式的爆炸，然后才象水中线旋环的奇

异变化一样，所有的物质粒子才开始互相远离，即宇宙在三维方向才开始作扩张，但同时

又还有物质粒子向中心区域集聚，形成明显的等级式成团结构的现象。原子有中心，太阳

系有中心，银河系有中心⋯⋯就是这种等级现象的明证。即三旋大爆炸宇宙的分维分析，

能形象地对宇宙膨胀作出说明。 

数学是打开自然秘密的钥匙，但从物理学理论这种高度抽象中得到的数学关系，涉及到一

些无法测量的量，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直接验证，这就要求从本质上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日本

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这最容易理解的方法，当然是用模型所进行的类推；他说，类推法是

把过去熟知的东西作为图像，抓住还不十分清楚的物质的本质，预想两者之间具有的类似点，

以发现和理解与其性质类似而性质不同的新事实。物质族的结构实际上很复杂的，但最容易理

解的方法也仍然是用“模型”所进行的类推。根据时空撕裂，能形耦合的物质族环量子轨形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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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规范的宇宙弦，就是宇宙质量轨道圆，按人测原理计算得出了一组公式，能够计量出物质族

全部夸克、轻子和规范玻色子的质量。这组公式是： 

M=Gtgnθ+H                      （8-1） 

m上=BHcosθ/(cosθ+1)           （8-2） 

m下=B－m上   （或B=m上+m下）  （8-3） 

B=K－Q        （或K=Q+B）       （8-4） 

从物质族质量谱公式可以看出，宇宙大爆炸在同一段时间、同一点，不是只发生了一次大

爆炸，而是一先一后、一大一小发生了两次大爆炸；并且每次大爆炸是响了三声，这是因为在

大爆炸开始的宇宙暴胀与时空撕裂后的时空缝合期中，经历的物质相变有三次的不同产生的。

这对应我们的宇宙，是六只眼睛，或者说我们宇宙是两只一大一小的复眼，这每只复眼包含有

三只小眼睛。这不仅是我们推出的物质族质量谱公式告诉的，也是实验可判决或证伪的一个结

论。而彭罗斯和古萨德扬最近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发现了圆环结构，就是这种印证。 

由于这些圆环结构意义重大，科学家将进一步证实它们的存在，并检验哪个模型能最好地

解释它们。彭罗斯和古萨德扬已经在借助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和1998年“飞镖”球

载望远镜两个实验的数据对圆环结构进行探测，并消除仪器误差的可能性。（科孝文） 

 

 

 

 
11/2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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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ycotic effects of aqueous and ethanol plant extracts on yam rot pathogens in Ado-Ekiti, Ni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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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abolism of secondary plants compounds proves to be important to the plant that synthesizes them. 
One of the functions is to provide protection against the pathogenic attack. This work aims at studying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lant extracts on the post harvest phytopathogenic fungi. Aspergillus niger, Fusarium oxysporum, 
Fusarium solani, Rhizopus stolonifer,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and Aspergillus  flavus that causes deterioration 
of tubers of yam in Ado-Ekiti, Nigeria. One gram of ethanol and water extract of different plants. Allium sativum, 
Zingiber officinale, Ocimum gratissimum and Nicotiana tobacum of 5 milliliters of each of 25 and 15% ethanol as 
well as 85 and 65% aqueous extract. After adding the extract, the PDA (Potato dextrose agar) was flowed in Petri 
dishes. After that, disc of 3mm diameter of each of the isolate was placed in the centre of the same one. The radial 
growth of the fungi was evaluated after 72 hrs. Each treatment had four replications. The highest inhibitions of 64.31 
and 52.22% were recorded with Allium sativum against the isolates using 85 and 65% aqueous extract respectively 
and as well as in 25% ethanol extract of 50.93% inhibition.  Allium sativum was the best in its fungitoxic effect 
against the isolates. Though all the extracts; aqueous and ethanol had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rot causing organisms 
of yam tubers. The possibilities that these plants can serve as sources of alternatives to chemical control of yam rot 
is quite obvious. 

[Ijato James Yeni. Antimycotic effects of aqueous and ethanol plant extracts on yam rot pathogens in Ado-
Ekiti, Nigeria. Academia Arena, 2011;3(1):115-119]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Key words – Plant extracts, yam rot, stored yam, rot pathogens. 

 

Introduction  

        Yams (Dioscorea spp.) are significant staple food 
in the sub-region of West Africa and Nigeria produces 
21,814 million tons of yam tubers per year thereby 
placing Nigeria as the World’s highest producer of yam 
(FAO, 1998). Yams are closely integrated into social, 
economic, religious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life. 

        The ritual festival and superstition usually 
encompass yam and consumption in West Africa is an 
indispensable indication of the antiquity of the 
importance of yam. 

        (Normal et al.1995).  Of the ten cultivated species, 
the most important six species of yam cultivated in 
Nigeria are Dioscorea rotundata Poir (white yam), 
Dioscorea cayenensis Lam (yellow yam), Dioscorea 
alata L (water yam), Dioscorea dumentorum (clusters 
as bitter yam), Dioscorea esculenta (Loir), Bark 
(Chinese yam) and Dioscorea bulbifera L (aerial yam). 
(Adeniji, 1970, Okigbo, 2004). 

        Yam tubers are susceptible to many fungal 
diseases. Many genera of fungi have been reported in 
association with storage decay in yam tubers (Okigbo 
and Ikediugwu, 2006). The major microbes causing 
diseases in yams are: Aspergillus flavus Lark  ex Fr, 
Aspergillus niger Van Tiegh,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Pat, Fusarium oxysporum Schlecht ex Fr., 
Fusarium solani (Mart) Sacc., Penicillum chrysogenum 
Thom, Rhizoctonia spp., Penicillum oxalicum Curie 
and Thom, Trichoderma viride Pers. Ex S.F. Gray and 
Rhizopus nodosus N. Amyslowski (Adeniyi,1970; 
Okigbo and Ikediugwu, 2000;Okigbo, 2004). 

        Chemicals have proved helpful in the control of 
yam diseases but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is that 
frequent use of chemicals predisposes target organisms 
to resistance also chemical control leaves behind 
residual effect which are not eco-friendly. Erute and 
Oyibo (2008) used Ocimum gratissimum to control 
post harvest pathogen of Persea americana (avocado).  
Okigbo and Nmeka (2005) control yam rot with leaf of 
Zingiber officinale. Taiga et al (2008)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Fusarium oxysporum mycelium with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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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 of Nicotiana tabacum and Udo et al (2001) 
reduced the growth  and  sporulation of fungal 
pathogens on sweet potato and yam with garlic (Allium 
sativum). Therefore, there is need for alternative 
approach using plant extracts in controlling phyto 
pathoge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o sets of experiments that included the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rot pathogens as well as their 
inoculations on healthy yam tubers follow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plant extracts of aqueous and ethanol 
were carried out at the Department of Plant Science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Ado-Ekiti, Nigeria. 

Collection of infected and healthy yam isolates.  

       Infected yam tubers with symptoms of softness 
were randomly procured locally from Oja-Oba market 
in Ado-Ekiti. Fiv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each 
selling point, these were taken and placed in sterile 
polyethylene bags and conveyed to the laboratory for 
isolation and subsequent identification. The identified 
isolates were used to infect healthy yam tubers to 
establish their pathogenicity.  

Isolation of fungi  

        Diseased portion of the yam tubers were cut under 
aseptic condition into small bits into a sterile dish with 
the aid of scissors which was flamed over a Bunsen 
burner flame and dipped inside methylated spirit 
(Fawole and Oso, 1988). The cut diseased and 
sterilized bits with 70% ethanol were then placed on 
Petri dishes containing solidified PDA. The solidified 
plates were then incub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28±20 

C) in the dark for 72 hours. The fungal colonies grown 
on the incubated plates were sub-cultured into fresh 
medium until pure culture was obtaine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was used after 
examining the colony characteristics. A sterile needle 
was used in taking little portion of the hyphae 
containing spores on the sterile glass slide stained with 
lactophenol-cotton-blue and examined under the 
microscope for fungal structures. The morphology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bserved were compared with 
structures in (Snowdon, 1990). 

Pathogenecity Test  

        Healthy yam tubers were surface sterilized with 
0.1M of Mercuric chloride (HgCl2) for 1 minute and 
washed in five changes of distilled water. A 5ml cork 
borer was punched to a depth of 4mm into the healthy 
yam tubers and the bored tissues were removed. A five 

(5) mm diameter disc from the pure culture was cut and 
placed back. The wound was sealed with prepared 
candle wax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Fawole and Oso 
(1988). The control was set up in the same manner 
except that sterile agar disc was used instead of the 
inoculums. The inoculated yam tubers were placed in 
four (4) replications at room temperature (28±20C) 
under sterile condition. The pathogens were re-
inoculated and identified using the same procedures 
described earlier. 

Preparation of plant extracts. 

        The following local plants; Ocimum gratissimum 
(leaf), Zingiber Officinale (rhizome), Allium sativum 
(bulb), Nicotiana tabacum (leaf) were air dried and 
grounded separately. Thirty grams of each sample was 
added to 15ml of distilled water in separate flasks. This 
was vigorously stirred and left to stand for 24 hrs. The 
sample was filtered with Whatman filter paper (No 1) 
and the filtrate used as extract. 

Effect of plant extract on fungal growth. 

        Flat bottom flasks were used for the assay. 
Different percentages of extract solution were poured 
into separate flask containing sterilized potato dextrose 
broth with a sterile cork borer, different fungi were 
inoculated into separate flasks and incub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28±20 C) for seven (7) days.  

        After the incubation period, mycelia from 
different broths were taken onto pre-weighed filter 
paper, oven dried at 85% and reweighed until a 
constant weight was obtained. The changes in weight 
were noted. For the control, no plant extract was added 
to the potato dextrose broth. 

Mycelia extension of fungi in vitro 

        The method of Amadioha and Obi (1999)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extract on mycelia 
extension of the fungi. This was obtained by placing 
one disc (3mm diameter) of 5-days-old culture of the 
pathogens in each of five Petri dishes (1cm diameter) 
with 170ml PDA medium and 3ml leaf extract. The 
control experiments were set up with 3ml of sterile 
distilled water. Five replication plates of leaf extract 
agar per isolate were incub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28±2 0C) for 7 days. Daily measurements of the 
mycelia extension of the cultures were determined by 
measuring culture along two diameters. Mycelia 
growth inhibition was taken as growth of the fungus on 
the leaf extract agar expressed as percentage of growth 
on the PDA. Fungitoxicity was determined in form of 
percentage growth of colony inhibition and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is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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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wth inhibition (%) = dc-dt   x 100 

                                                       dc         1 

Where dc= Average diameter of colony with control 

dt= Average diameter of colony with treatment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able1. Information on plants used” 

Common 
Names 

Scientific 
names  

Families  Plant 
parts 
used  

Galiki Allium 
sativum 

Lilliaceae Bulb 

Taba/tobacco Nicotiana 
tabacum 

Solanaceae Leaf 

Jinja/Ginger Zingiber 
officinale 

Zingiberaceae Rhizome 

Efinrin/Scent 
leaf 

Ocimum 
gratissimum 

Legumineaceae Leaf 

          

“Table 2. Inhibition % of mycelia growth of fungi 
grown in potato dextrose agar incorporated with 65% 
and 85% cold aqueous plant extract concentrations.” 

% inhibition of radial growth 
(means) 

Test plants 

          65%           85%  
Allium sativum             52.22c 64.31b 
Nicotiana 
tabacum 

47.01bc 50.20b 

Zingiber 
officinale 

48.27bc 54.65b 

Ocimum 
gratissimum 

             42.85b 51.93b 

Control              30.83 30.83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05 levels according to 
Duncan multiple range test. 

 

 “Table 3. Inhibition of mycelia growth of fungi growth 
in potato dextrose agar   incorporated in 25% and 15% 
ethanol extract concentrations.” 

% inhibition of radial growth 
(Means) 

 
Treatments/Test 
plants                  25%          15%   
Allium sativum 50.93b 52.86b 

Nicotiana tabacum  54.65b 53.91b 
Zingiber officinale                            

51.91b 
51.99b 

Ocimum 
gratissimum 

30.33a 49.91b 

control  30.83 30.83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05 levels according to 
Duncan multiple interest range test. 

      Many rot causing fungi were isolated from rotten 
tubers of yam such as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Aspergillus flavus, Aspergillus niger, Fusarium 
oxyporum, Fusarium solani and Rhizopus stolonifer. 
The pathogenicity test showed that these six spoilage 
fungi: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Aspergillus niger, 
Aspergillus flavus, Fusarium oxysporum, Fusarium 
solani and Rhizopus stolonifer cause rot of yam. The 
test plants used were: Allium sativum (bulb), Ocimum 
gratissimum (leaf), Zingiber officinale (rhizome) and 
Nicotiana tabacum (leaf).  From (Tables 1 & 2), Allium 
sativum was found to have the highest inhibitory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65 and 85% as well as 25% 
ethanol extract. The control experiment revealed 
uninhibited growth of the pathogens. 

        Several works have been done on the areas of 
tuber rot of yam caused by several micro-organisms in 
stored yam tubers and on the field (Ogundana et al 
1970; Adeniyi, 1970; Okigbo and Ikediugwu, 2000; 
Okigbo, 2001). Micro organisms that have been 
reported to cause tuber rot also in storage have also 
been identified (Ogundana et al. 1970; Okigbo and 
Ikediugwu, 2000, Okigbo, 2002).         These fungi 
included those that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Ogundana et al (1970) reported that in most cases, 
pathogens gain entry into yams through natural 
opening and wounds that occur mechanically in 
harvesting and transit form field to storage barn or 
market. 

        However, yam tubers during harvest might 
already be infected by phytopathogens derived from 
disease foliage, roots or parent tubers. Yam tubers 
which are already attacked by rot phytopathogens when 
harvested get spoiled to a greater extent in storage.  

        Okigbo and Ikediugwu (2000) used biological 
control measure to control yam rot, Trichoderma viride  
displaced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mycoflora on the 
surface of the  yam tuber. 

        Okigbo (2002) also used Bacillus subtilis to 
control phytopathogens that affected white yam. 
Qasem and Abu-Blan (1966); Amadioha and Obi 
(1999); Okigbo and Ajalie (2005); Okigbo et a 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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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kigbo, (2009) found out that the active principles 
present in plants are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age of plants, extracting solvent, methods of 
extraction and time of harvesting plant materials.  

        The presence of antifungal substance in the 
different extracts which cause inhibition of radial 
growth and spore germination in vitro agreed with the 
report of other workers (Qasem and Abu-Blan 1996; 
Amadioha 2000; Okigbo and Nmeka, 2005). The 
difference observed in fungitoxic activity of the 
extracts might be due to the solubility of the active 
compounds in water and ethanol or the presence of 
inhibitor to the fungitoxic principles. This also agreed 
with the report of Qasem and Abu-Blan (1966); 
Amadioha (2000).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Ocimum 
gratissimum, Zingiber officinale, Allium sativum and 
Nicotiana tabacum have proved effective against 
mycelia inhibition and spore germination of many rot 
causing pathogens of yam tubers. 

        The extracts could be used as protective pesticide, 
since mycelia inhibition of the pathogens was effective. 
The result of this work showed that the test plants have 
potentials to control post harvest yam rot. This can 
provide an alternative way of reducing and controlling 
rot by farmers. Fungicides of plant origin are 
environmentally safe and non phytotoxic. The extracts 
of the local plants can easily be prepared by the local 
peasant farmers. 

        Erute and Oyibo (2008) used Ocimum 
gratissimum to control post harvest pathogen of Persea 
americana (avocado)  

        Okigbo and Nmeka (2005) control yam rot with 
leaf of Zingiber officinale. Taiga et al (2008)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Fusarim oxysporum mycelium with cold 
extract of Nicotiana tabacum and Udo et al (2001) 
reduced the growth and sporulaton of fungal pathogens 
on sweet potato and yam with garlic (Allium sati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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