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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与光速有关的实验结果的证据效力分析及正确测量光速方法的探讨

作者：彭晓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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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光速是目前诸多物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效力充分可靠系的、

统性的证据证明光速到底由谁决定或由哪些主要因素决定。本文拟以目前已有的几个与光速有关的实验观测

结果的物理意义、证据效力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据此提出正确测量光速的方法。以期彻底解开光速之迷。

一、几个与光速有关的实验观测结果的物理意义简析

1、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结果的物理意义及证据效力分析

根据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入射光遇到介质后会使介质中的原子成为子光源并产生相应

的子光，与其他原子产生的光经矢量叠加后成为所谓的反射、散射、折射、透射、衍射、干涉、

绕射和转换等次生光。因此，本实验装置在大气层内时，实验过程中的光速主要由大气层决定；

若将实验装置放在没有大气层的环境下时，则实验过程中的光速主要由分光镜和反射镜的运动

状态决定。由此可见，无论实验装置放在大气层内还是真空中，实验过程中的光之速度与入射

光速没有任何关系。本人在《完整证据链充分证明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是入射光使介质成为

次生光源》一文中对光与介质相互作用规律及决定光速的主因有详细的论述。

1.1、实验装置位于地球大气层内并相对大气层基本静止时

由图一可知：光源到分光镜 M0间的光速 V1、分光镜 M0到反光镜 M1间的光速 V3和 V4、分光镜

M0到反光镜 M2间的光速 V6和 V7、分光镜 M0到观测屏 M3间的光速 V5和 V9均为大气层内的光速，

假设为 V 气；分光镜 M0内部的光速 V2和 V8均为分光镜内部光速，假设为 V 玻。则有两路光的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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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考虑光源到分光镜 M0间的光程）为：

光路 I光程为： △s1=h/V2+d1/V3+d1/V4+L/V5 =h/V 玻+2d1/V 气+L/V 气

光路 II 光程为： △s2=d2/V6+d2/V7+h/V8+L/V9 =2d2/V 气+h/V 玻+L/V 气

两路的光程差为： △s2-△s1=2（d1-d2)/V 气 （公式 1）

由（公式 1）可知：因光程差仅与分光镜与反光镜间的距离差和大气层内的光速相关，因

此，当只旋转实验装置时，旋转前后的光程差是不会改变的，干涉条纹自然不会发生变化。

1.2、当实验装置位于真空中时

由图一可知：光源到分光镜 M0间的光速 V1可为与光源运动状态有关的任意速度，当然也可

以为真空中静止光源的光速 C；分光镜 M0到反光镜 M1间的光速 V3和 V4、分光镜 M0到反光镜 M2

间的光速 V6和 V7、分光镜 M0到观测屏 M3间的光速 V5和 V9均为真空中静止光源（分光镜和反光

镜产生的次生光）的光速 C；分光镜 M0内部的光速 V2和 V8均为分光镜内部光速，假设为 V 玻。

则有两路光的光程差（不考虑光源到分光镜 M0间的光程）为：

光路 I光程为： △s1=h/V2+d1/V3+d1/V4+L/V5 =h/V 玻+2d1/C+L/C

光路 II 光程为： △s2=d2/V6+d2/V7+h/V8+L/V9 =2d2/C+h/V 玻+L/C

两路的光程差为： △s2-△s1=2（d1-d2)/C （公式 2）

由（公式 2）可知：因光程差仅与分光镜与反光镜间的距离差和真空中静止光源的光速相

关，因此，只旋转实验装置时，旋转前后的光程差是不会改变的，干涉条纹自然不会发生变化。

1.3、实验结果的证据效力分析

由以上实验装置位于地球大气层内或真空中两种情况的分析结果可知：本实验为无干涉条

纹移动的结果既不能证明以太是否存在，也不能证明光速是否恒定不变。仅能证明：本实验装

置不会因入射光速（V1）的变化导致干涉条纹的变化。也就是说：本实验装置不能检测或鉴别

不同入射光速度，更不能证明光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恒定不变的。

2、惠更斯木星淹没卫星法的物理意义及证据效力分析

2.1、物理意义：因木星淹没卫星持续时间较长，淹没前后的光路并不一致，可能因同一次

或不同次淹没前后光路在木星和地球大气层内的路径大小不同、木地间的路径不同而影响光程，

依据此数据来反算的光速自然不会有很高的可靠性和精度。

2.2、证据效力分析：由于木卫二所反射（产生的次生光）的太阳光需要经过木星大气层、

木地空间存在的星际物质和地球大气层的作用，其相对地球的视速度相对较小，变化也不大，

不能作用运动光源来使用。也就不能证明光速与光源的运动状态是否无关。

3、菲索的齿轮法的物理意义和证据效力分析

3.1、物理意义：因本法是在地球大气层内进行的，且实验装置相对大气层静止。因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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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得到的光速为大气层内相对大气层本身的光速 C 气。

3.2、证据效力分析：在观测装置相对大气层静止条件下，所测量到的光速由大气层性质与

运动状态决定，即仅为大气层内静止光源的光速，并不能证明光速与光源的运动状态无关。

4、迈克尔逊旋转镜和干涉仪法的物理意义和证据效力分析

4.1、物理意义：因本法是在地球大气层内进行的，且实验装置相对大气层静止。因此，其

测量得到的光速为大气层内相对大气层本身的光速 C 气。

4.2、证据效力分析：在观测装置相对大气层静止条件下，所测量到的光速由大气层性质与

运动状态决定，即仅为大气层内静止光源的光速，并不能证明光速与光源的运动状态无关。

5、微波炉测量光速法的物理意义和证据效力分析

与以上的菲索齿轮法、迈克尔逊旋转镜和干涉仪法相同，不赘述。

6、微波谐振腔法的物理意义和证据效力分析

本法无论是腔内存在空气还是真空，都是气体或空腔壁等静止光源或次生光源产生的光之

速度，其物理意义和证据效力同以上的菲索齿轮法、迈克尔逊旋转镜和干涉仪法相同，不赘述。

7、激光测速法的物理意义和证据效力分析

本法无论是在真空中还是大气层中进行，其光源均是相对静止的，其物理意义和证据效力

同以上的菲索齿轮法、迈克尔逊旋转镜和干涉仪法相同，不赘述。

8、光行差常数的物理意义和证据效力分析

8.1、物理意义：由上图二可知：在太阳参照系中观测时，地面上观测者认为的垂直星光（从

大气层顶部垂直照射到地面）路径为倾角 20.49552˝，假设大气层内的光速为 C1、地球公转速

度为 V，则其观测到的光速 C2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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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设观测环境为真空、大气层和水中时，在太阳参照系中观测到的光速如下表所示：

8.2、证据效力分析：从上表可知：当望远镜内、外均无介质时，在太阳参照系中的观测者

会测量到大于真空中静止光源光速的数据，虽然因地球公转速度较小，实测到的光速比真空中

静止光源的光速仅快 1.48 米/秒。同时，光行差常数直接证明：光速与其他任何速度一样，遵

循经典力学的速度矢量叠加原理。运动光源产生的光之速度与光源的运动状态直接相关。

当地球公转速度 V>(C2-C1
2)-2=60.408Km/S时，C2将大于真空中的静止光源光速 C。

9、斐索流水实验结果的物理意义和证据效力分析

假设介质内部的光速为 C1、介质的运动速度为 V、介质的折射率为 n、真空中静止光源的光

速为 C，则根据本实验结果有：

9.1、物理意义：运动介质内部的光速与静止介质内部的光速和介质的运动速度直接相关。

当介质运动方向与光传递方向相同时，光速增大；反之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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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证据效力分析：本实验结果得到的公式应该存在错误之处，主要表现为：同样运动速

度的介质因折射率不同而增加或减少的速度不同；当折射率 n→1 时，介质中的光速与介质的

运动速度无关。这是不符合逻辑和一般速度合成规律的：当折射率为 1 时，光源运动与静止时

产生的光之速度不可能相同。出现此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实验过程中水流速率相对

光速小太多了，在此种情况下，测量误差较大，得到的实验数据的可靠性低，从而导致统计后

得到的公式不准确；二是实验使用的平均水流速度值与水的实际流动速度因涡流、湍流等影响

差异较大。当实际水流速度远大于平均水流速度值时，就会导致统计得到的公式中水流速度的

影响系数变小的现象。但无论如何，本实验结果仍然显示：介质中的光速与介质的运动状态直

接相关。这一规律表明：运动光源产生的光与静止光源产生的光之速度是不可能相同的。

当介质流速 V>nC/(n+1)时，C1将大于真空中的静止光源光速 C。

二、正确测量光速的方法探讨

通过以上对目前主要的光速测量方法所得到的光速的物理意义和证据效力的分析可知：大

部分光速测量方法只是对静止光源产生的光进行了速度测量，只有光行差常数和斐索流水实验

是测量的运动光源（次生光源介质）产生的光之速度。凡是静止光源产生的光的速度一般为常

数，而运动光源产生的光之速度则与光源的运动状态直接相关。同时，测量装置中的光学器件

半透镜、透镜、反射镜、空腔壁等都是次生光源或次生光源的一部分，从而导致所测量的光并

非入射光。由此导致，即使是入射光速不同也不可能得到不同的测量结果。

为了避免观测装置和无处不在的各种介质的影响，减少因测量方法不正确而导致的测量结

果不可信、不可靠的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进行真空中不同运动状态光源所产生的光之速度实

际测量，测量方法只能采用基线法等直接测量方法，不能使用干涉仪法、共振空腔法等间接测

量方法。为此，本人设计了以下测量光速的方案：

1、方案设想

从太阳参考系可预估地球上早晨和傍晚时分观测系统的时差以及卫星相对太阳静止时的计

时差异：

假设两颗静止卫星的间距为 L、光源相对静止卫星的速度为 V、光波到达两颗卫星的经典物

理学时差为Δt、相对论速度恒定时的时差为ΔＴ。则有：

早 晨： Δt 晨＝Ｌ/（Ｃ＋Ｖ） （公式 4）

傍 晚： Δt 晚＝Ｌ/（Ｃ－Ｖ） （公式 5）

相对论时差： ΔＴ＝Ｌ/Ｃ （公式 6）

将Ｌ＝30000 千米、Ｃ＝300000 千米/秒、Ｖ＝3千米/秒分别代入（公式 4）～（公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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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早 晨： Δt 晨＝Ｌ/（Ｃ＋Ｖ）=0.099999 秒 （公式 7）

傍 晚： Δt 晚＝Ｌ/（Ｃ－Ｖ）=0.100001 秒 （公式 8）

相对论时差： ΔＴ＝Ｌ/Ｃ =0.100000 秒 （公式 9）

2、实验要点

2.1、利用两颗相距 3万公里左右的地球静止卫星进行实验，可保证两者的间距基本固定（若

有必要时，可采用相对卫星静止的光源来标定，以消除距离变化带来的误差。如：可分别在两

颗卫星两端的延长线上数米处各布置一台脉冲发生器作为静止光源）。

2.2、在两颗静止卫星上分别放置两套精度相同的测量装置同时观测同一光源的、同一频段

的光信号强度变化值，采样间隔应达到纳秒级（或在两颗卫星正中间增加一颗静止卫星并由其

发送时间标定信号，标定信号精度也应达到纳秒级）、观测持续时间大于 0.1秒；

2.3、在卫星朝太阳（早晨）运动、远离太阳（傍晚）运动和相对太阳无视向运动（正午时

刻）时分别对太阳光进行测量，并读取测量信号中相同信号的到达时刻，计算同一信号到达两

颗卫星的时差及实测光速；

2.4、利用测量太阳光速的方法对其他天体的光波进行速度测量，就可得到不同天体的光波

实测速度。

3、实验结果预判

3.1、按照（公式 7）～（公式 9）可知：经典物理计算公式得到的早晨与傍晚时的时差与

静止时相差约 1 微秒。因此，当实测的太阳光及其他天体的光的实测时差远小于 1 微秒（扣除

测量误差）时，则证明光速在任意参照系中速度恒定，也就可以消除相对论光速恒定假设了；

3.2、当实测的太阳光及其他天体的光的实测时差接近或大于 1 微秒（扣除测量误差）时，

则可否定光速在任意参照系中速度恒定，也就否定了相对论及其所有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