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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建立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分析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和光的本质，重新认识迈克

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两个方向上的光同时到达目镜，当任意角度转动

干涉仪时，两个方向上的光仍然同时到达目镜，干涉条纹不会发生移动，实验的零结果是必

然的。文章分析了洛伦兹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的解释，指出其中存在的多处矛盾

和错误。由于迈克尔逊错误的计算结果与实验零结果不符合，洛伦兹就不得不假设了“长度

缩短”、“时钟变慢”和一个洛伦兹变换因子，从而拼凑出实验的零结果。正是由于这些假

设是不正确的，因此所有用到洛伦兹变换因子的关系式和相关理论都是不正确的。只有伽利

略相对性原理才能够正确地解释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伽利略变换才是正确描述运

动的理论。本文还重新认识了物质、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关系，重新认识了惯性、场、场波、

力、能量，分析了核能的实质，建立了新的宇宙模型。使物理学回归到经典理论的正确轨道

上来，并深化和发展了经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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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物理学史上的两朵乌云，催生了现代物理学理论。其中 1887 年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1】，用迈克尔逊干涉仪测量两垂直光的时间差，来确定地球的绝对运动速度。结果是无

法观察到干涉条纹的移动，证明光速在不同惯性系和不同方向上都是相同的，由此否认了以

太(绝对静止参考系)的存在，从而动摇了经典物理学基础，成为近代物理学的一个开端，在

物理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895 年洛伦兹提出时空坐标的洛伦兹变换公式，认为干涉仪的臂长在运动方向产生长

度收缩，就不会产生干涉条纹的移动，从而解释了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 

1905 年，爱因斯坦抛弃静止参考系以太，以光速不变原理和狭义相对性原理为基本假

设，导出建立了狭义相对论，用洛伦兹变换来解释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光速不变。爱因斯

坦认为，洛伦兹变换是纯数学的空间缩短，不是组成量杆的带电粒子距离缩短，而且这种空

间缩短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物理意义。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并不相互独立，而是一个统一

的四维时空整体，认为参考系的惯性运动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运动，在任何参考系中真

空中光的速度都是不变的，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 

本文作者认为，应该重新思考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找到相对运动的遵循的规律。两朵乌

云因光而起，是因为至今对光的认识还不够，才导致了对时空观的颠覆。要解决因光而起的

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光的本质，以及空间、时间、物质和运动的关系。必须回归到经典理论

的正确轨道上来，并深化和发展经典理论。 

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1638 年伽利略在《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中提出伽利略运动相对性原理【2】，又称为力

学相对性原理。该原理认为：力学定律在所有惯性系中都相同，即在一惯性系内部所作的任

何力学实验都不能确定该惯性系相对于其他惯性系的运动。伽利略最先说明了“在惯性系内

部所作的任何力学实验都不可能发现该惯性系是静止的还是作匀速直线运动的”这个事实。

1632 年，伽利略在一条作匀速直线运动的船上，对一个封闭船舱内发生的现象进行观察，

得到以下结论：只要船的运动是匀速的，你在一切现象中观察不出丝毫的改变。你也不能够

根据任何现象来判断船究竟是在运动还是在静止着，你向船尾跳时并不比你向船头跳得更远

些，你所费的力并不比站在相反的位置时所费的力更大。从挂在天花板下滴下的水滴，将垂

直地落在地板上。没有任何一滴水滴是落向船尾方面，虽然当水滴尚在空中时，船在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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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将继续自己的飞行，在各方面都是一样，丝毫不发生苍蝇集聚在船尾方面的情形。 
有必要详细分析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继而用此原理分析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

为方便下文的描述，以车的运动和鸟儿飞行为例分析如下。 
2．1 鸟儿在车内飞行 

鸟儿在车内飞行，和在地面飞行一样，用同样的劲，鸟儿认为它在车内飞行，和在地面

飞行的速度是一样的，向各个方向飞行的速度都是一样的。为方便起见，考虑鸟儿飞行和车

运动方向一致。 

 

图 1.鸟儿在车内飞行 

为了方便文后的叙述，设车长为 L，车速为 v，鸟儿飞行速度始终为 c(注意：这不是光

速)。鸟儿从车尾飞到车头所用时间，和车向前运动的时间都相同；鸟儿从车头飞回车尾所

用时间，和车向前运动的时间都相同。 
根据运动的叠加性原理，站在地面的人观察到，鸟儿从车尾飞到车头时，如图 1(1)，车

向前运动的位移为 S，运动的时间为 t1=S/v，鸟儿飞向车头的速度为 c+v，飞到车头的位移

为 L+S，飞到车头所用时间为 t1=(L+S)/(c+v)，则 t1=(L+S)/(c+v)=(L+vt1)/(c+v)，得 t1=L/c。 
鸟儿从车头飞回车尾时，如图 1(2)，车向前运动的位移为 S'，运动的时间为 t2=S'/v，鸟

儿飞回车尾的速度为 v-c，向前运动的位移为 S'-L，飞回车尾所用时间为 t2=( S'-L)/(v-c)=(L- 
S')/(c-v)，则 t2=(L-S')/(c-v)=(L-vt2)/(c-v)，得 t2=L/c。 

根据运动的叠加性原理，站在车里的人或者跟随车一起运动的人观察，车好象没有运动，

鸟儿向两个方向飞的位移都为 L，向两个方向飞的速度都为 c，向两个方向飞的时间都相同，

即 t'1=t'2=L/c，如图 1。 
可看出，不管是站在地面上的人观察，还是站在车里的人或者跟随车一起运动的人观察，

鸟儿从车尾飞到车头，和从车头飞回车尾，所用的时间都相同，即 t1=t2=t'1=t'2=L/c，车向前

运动的位移也相同，即 S =S'。鸟儿从车尾飞到车头，再从车头飞回车尾，所用的总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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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符合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等量关系，鸟儿在车内飞行时，鸟儿飞行的时间与车是否在

运动无关，只与车的长度和飞行速度有关，鸟儿飞行速度不受限制。 
2．2 鸟儿在车旁边飞行 

当鸟儿在车旁边飞行时，为方便起见，也考虑鸟儿和车的方向一致。只有当鸟儿飞行速

度比车的运动速度要快时，鸟儿才能赶得上车，才能飞到车头，因此，必须要求鸟儿飞行速

度比车的运动速度要快，即 c>v。鸟儿从车尾飞向车头时开始计时，飞到车头后，又以相同

的速度反向飞回车尾。 
设车长为 L，车速为 v，鸟儿飞行速度始终为 c。鸟儿从车尾飞到车头所用时间，和车

向前运动的时间都相同；鸟儿从车头飞回车尾所用时间，和车向前运动的时间都相同。 

 

图 2.鸟儿在车旁边飞行 

根据运动的叠加性原理，站在地面的人观察到，鸟儿从车尾飞到车头时，如图 2(1)，车

向前运动的位移为 S，运动的时间为 t1=S/v，鸟儿飞向车头的速度为 c，飞向车头的位移为

L+S，飞向车头所用时间为 t1=(L+S)/c，则 t1=(L+S)/c=(L+vt1)/c，得 t1=L/(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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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从车头飞回车尾时，如图 2(2)，车向前运动的位移为 S'，车运动的时间为 t2=S'/v，
鸟儿飞回车尾的速度为-c ，飞回车尾的位移为 S'-L，飞回车尾所用时间为 t2= 
(S'-L)/(-c)=(L-S')/c，则 t2=(L-S')/c=(L-vt2)/c，得 t2=L/(c+v)。 

根据运动的叠加性原理，站在车里的人或者跟随车一起运动的人观察，如图 2(1)，车好

象没有运动，鸟儿从车尾飞向车头时，飞向车头的位移为 L，飞向车头的速度为 c-v，飞向

车头所用时间为 t'1=L/(c-v)。 
鸟儿从车头飞回车尾时，如图 2(2)，飞回车尾的速度为 c+v，飞回车尾的位移仍为 L，

飞回车尾所用时间为 t'2=L/(c+v)。 
可看出，不管是站在地面上的人观察，还是站在车里的人或者跟随车一起运动的人观察，

鸟儿从车尾飞到车头，和从车头飞回车尾，所用的时间都相同， 
可看出，站在地面的人观察，和站在车里的人观察，鸟儿飞行的时间是相同的，即

t1=t'1=L/(c-v)、t2=t'2=L/(c+v)，但鸟儿飞向车头和飞回车尾所用的时间是不同的，飞回车尾

所用的时间要短，即 t1>t2、t'1>t'2，飞回车尾所用的位移也短，即 S>S'。鸟儿从车尾飞到车

头再飞回车尾所用的总时间为： 

2

22121

1

12''

c
c
L

c
L

c
Lttttt

vvv









                      (2) 

如果将(2)式中的因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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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在车旁边飞行时，鸟儿从车尾飞到车头再飞回车尾所用的总时间与车的运动速度、

车的长度和飞行速度有关。只有当鸟儿飞行速度比车的运动速度要快，即当 c>v 时，则 t>0，
鸟儿才能从车尾飞到车头；如果鸟儿飞行速度和车的运动速度相等，即当 c=v 时，则 t→∞，

鸟儿永远也飞不到车头；如果鸟儿飞行速度比车的运动速度要慢，即当 c<v 时，则 t<0，鸟

儿就永远也赶不上车，并且差距越来越远。 
2．3 两种情况的对比分析 

鸟儿在车外飞行的往返总时间比在车内飞行的往返总时间要长，两者相比为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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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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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的差别的原因是，鸟儿在车内飞行时，叠加了车的运动速度，使得在车内所作的任

何力学实验都不可能发现该车是静止的还是作匀速直线运动的，鸟儿飞行的时间与车是否在

运动无关；而鸟儿在车外飞行时，没有叠加车的运动速度，鸟儿飞行的往返时间都与车的运

动速度有关，并且鸟儿从车尾飞向车头的时间 t1=L/(c-v)很长，鸟儿从车头飞回车尾的时间

t2=L/(c+v)却很短，当鸟儿飞行速度与车的运动速度很接近时，鸟儿从车尾飞向车头的时间

就更长，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好理解的。例如，鸟儿飞行速度 c=30m/s，车的运动速

度 v=29m/s，车长 L=15m，则鸟儿在车内飞行时间为 t=1s，鸟儿在车外飞行时间为 t=15s。 
现在如果假设有这样两个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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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3)式和(4)式代入(2)式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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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5)式就和(1)式相似了，但是，鸟儿在车外飞行的往返时间并不相等，从车尾飞向

车头的时间更长，没有理由将时间的比值均分成相等的两个部分，更没有理由将其分配成两

个相同的因子的乘积，所以，这样的假设是没有道理的，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说，假

设的(3)、(4)式并不成立。 
2．4 鸟儿和车发生碰撞 

在图 2(2)中，如果鸟儿在车外从车尾飞到车头的反光镜上，发生碰撞后反弹回车尾，动

量守恒。设车的质量为 M，鸟儿的质量为 m，碰撞后车速为 v'，鸟儿速度为 c'。 
在地面上看，Mv+mc=Mv'-mc' 
在车上看，0+m(c-v)=0-m(c'+v')，得-mv+mc=-mv'-mc' 
解得 v'=v，c'=-c。 

    车速不变，鸟儿反向等速飞回，速度与质量都无关。 

三、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 
物体的运动是物理学的基础，是我们日常所见的物理现象。伽利略、牛顿和拉格朗日

等人已研究得很透彻了。运动学理论不引入“观察”，默认为人们“即时”知道物体的状态，

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人们“跟随着物体一起运动”，这样所得到的结果，当然就是物

体“最真实的”状态，描绘的场景就象一幅建筑图纸，是各处比例平等的、无透视的画面，

反映出场景最真实的景象，这是符合人们对物体的认识的。 
实际中，因为“人不方便跟随物体一起运动”的原因，通常是在远处通过物体发出或

者反射的光，用眼睛观察物体的运动情况，这样，运动理论结论与人实际“观察”到的情况

就有所偏差，但这样的情况却被人们忽略了。人只能在一个位置观察场景，看到的是有远近、

有透视的画面，各处比例不平等，反映出的场景不是真实的景象，所以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

都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一种观察视觉效应【5、6】。 
物理规律是物体遵循的固有规律，不因人的主观观察角度和观察方式而有所不同，这

也就是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的含义。 
物体运动的规律(速度和加速度)，也包括了物体的固有属性(如物体的质量)，和物体因

运动而产生的效果(如动量和动能)，就遵循牛顿运动理论的规律，却不因人的观察方式而不

同。 
然而，物体的运动却因人的观察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是因为人选取的观察方式不同，

也就是主观地选取不同的参考系，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参考系，就产生了不同的速度和加速度，

也就是相对运动。如果把观察方式统一了，就是把参考系统一了，就不存在这样的分歧，运

动的结果就是唯一确定的，也就没有相对运动，而是绝对运动。 
由此，就从根本上完全消除了“参考系”这个概念引起的偏差，也消除了“惯性”这

个概念，当然也就没有“惯性系”和“非惯性系”的概念。 
然而，这样的绝对运动，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对人来说，不直观，以至于无法计算物

体的运动状态，在物理学中，也就没有采取绝对运动这种方式。而是选择就近的物体作为参

考系，并假设参考系是“静止的”，这样能使问题变得简单。这就是伽利略和牛顿从常见物

体入手研究运动，得到的规律符合人们的认识的原因。 
但是，参考系的选择，却引入了一个隐含的假设：假设参考系是静止的。这个假设却

明显不成立。因为对于另外的运动物体作为参考系而言，那个参考系却不是静止的。对于这

个问题，哲学上只能说“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不成立的假设，必然导致出一连串不可弥补的漏洞：不同的参考系，速度和加速度(运

动状态)不同，动量和动能也就不同，是否运动或静止都不可确定，后来引入了无施力物体

的“惯性力”，使牛顿运动定律成立，这与力的概念矛盾，就连旋转水桶都解释不了，运动

学的研究到此不能前进了。 
虽然无参考系的统一的绝对运动，描述和实施都很复杂，但却能从理论上和逻辑上解

决这些问题，捋顺了物质、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关系。 
另外，在电磁理论中，只要有相对运动的理论，都存在上述问题。法拉第电磁感应，

导线做切割磁感应线的运动，会产生感应电动势，物理机制仍然不明。第一种情况，磁场静

止，导线运动，导线内的自由电荷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而定向运动到导线的一端，而产生电

动势。第二种情况，导线静止，磁场运动，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产生了电场，使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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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中的电荷定向运动，而产生了电动势。 
从相对运动角度来看，这两种情况是完全等效的，那么，第一种情况的洛伦兹力，等

效为第二种情况的电场力，也就是说，第一种情况的运动导线内部的电荷是受到磁场产生的

电场力的作用而运动的，那么，第一种情况的磁场并没有运动，怎么会产生了电场呢？就是

说，洛伦兹力是怎么产生的，至今还是个迷。 

麦克斯韦方程组求解出的真空中的电磁波(光波)速度
00

1


c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参考

系，它也是相对于真空的，如果非要给它指出一种介质的话，那么真空就是它的“介质”，

真空就是它的参考系，它不相对于其它任何物质的参考系，它只相对于真空，相对于什么都

没有的纯空间，它就是在纯空间中传播，它的速度就是绝对速度，好象是在静止的纯净的无

物的空间中以 c 传播。它是唯一的无参考系的绝对速度。这就是光速不变原理的真正意义。 
麦克斯韦方程组求解出的真空中的电磁波(光波)速度，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参考系，但不

能理解为把任何物体都作为它的参考系，更不能理解为相对于任意参考系电磁波速度(光速)
都不变。 

反过来，光速是绝对速度，却可以把它作为基准。如果把光作为参考系，在无物的真

空空间中，以光速 c 相对于光的传播方向退行的物体，认为是静止于真空空间中的，即

v-c=0(物体退行速度-光速=静止)，在无物的真空中，物体相对于光传播方向的退行速度，

减去光速，就是物体在真空中的绝对速度 v-c=v'。 
然而，电磁波(光波)是一种波动，是电磁场的波动，波有很多独特的性质，与(实体)物

体的性质完全不同，物体的运动与光完全无关。如果用光速来描述物体的运动，甚至描述物

体的质量、时间的快慢、空间的长度、物质的能量，都是不恰当的。 
“光速不变”，是有条件限制的不变，而不是无条件的不变。光速不变，是相对于介

质或者真空这样的参考系而不变，对于介质，光速是相对的，对于真空，光速是绝对的。就

是说，介质中的光，随着介质而整体移动(或称为传播，而不称为运动)，对于真空，光就在

那个固定的纯净的空间中传播，这才是光速不变的真正含义。 
为了研究物体的运动和光的行为特征，就应该引入一个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5～8】，

所有的运动，都可以放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研究，这样的运动就是绝对运动，它在宇宙

空间中处处平等，其坐标原点和方向都可以任意选取，尤其是在研究光的行为时更为方便有

效。有了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就有一个统一的参考系标准，任何运动都可以放在这个参考

系中来研究，在这个参考系中，所有运动都是绝对运动。这样，研究的结果就不因选取的参

考系不同而不同，也不会出现因“非惯性系”而引起的各种矛盾。 
静止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的参考系，都作为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 
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运动的物体，当然就不是宇宙绝对静止参考了，而是运动的参

考系(包括惯性系和非惯性系)，根据运动速度不同，这样的参考系有很多，原来的物理学就

是用这样的参考系的，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在这样的参考系中研究其它物体的运动，就只

能是相对运动，可以称之为相对参考系。选取的相对参考系不同，研究结果的运动状态(速
度和加速度)也就不同，动能也不同。 
四、运动或波动相对和叠加定律 

本文作者袁灿伦深化和发展了伽利略的运动相对性原理，提出了运动叠加性原理、运动

或波动相对性和叠加性定律、光速相对性和叠加性定律【5、6】。 
伽利略的运动相对性原理：对于相对运动(位移、速度、加速度等参量)，在任意参考系

中，观察到的相对运动参量 c'，为运动参量 c 与参考系的运动参量 Vo 的矢量差： 

oV


 cc '                                   (6) 
例如，船在河中，从船上看、从河中看或从岸上看，船的运动状态是不一样的。 
运动叠加性原理：对于叠加运动(位移、速度、加速度等参量)，在任意参考系中，观察

到的叠加运动参量 c'，为运动参量 c 与拖曳物体的运动参量 Vm的矢量和： 

mV
  cc '                                   (7) 

例如，介质整体流动拖曳着波，地球运动拖动地球上所有物体一起运动，火车拖动火车

上所有物体一起运动。 
复杂的情况是，运动既有相对性，又有叠加性。比如地球绕着太阳转，火车在地球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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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火车上走，虫子在人身上爬…… 
这两个原理不仅适用于物体的所有运动，也适用于所有的波，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运动相

对性和叠加性定律，波动相对性和叠加性定律。 
运动或波动相对性和叠加性定律：在任何参考系中，观察者以速度 Vo 运动。当整个均

匀介质以速度 Vm匀速运动时，波源在介质上产生速度为 cw的同心球面波，也以速度 Vm随

介质匀速运动而不改变形状(介质拖曳效应)。观察者在任一点观察到的波速 c'w 是介质中波

速 cw 与观察者速度 Vo 的矢量之差，与介质整体运动速度 Vm 的矢量之和，与波源的运动速

度 Vs无关。它被称为运动或波速相对和叠加通式： 

moww VVcc


'                                  (8) 
运动位移相对和叠加通式： 

moww SSSS


='                                (9) 
运动加速度相对和叠加通式： 

moww aaaa  '                               (10) 
这两个原理不仅适用于所有的运动和波，也适用于所有的电磁波(光波)速度，这样就可

以得到光速相对性和叠加性定律。 
光速相对性和叠加性定律：在任意参考系中，观察者以速度 Vo 运动。当均匀介质整体

以速度 Vm均匀运动时，光源在介质上产生光速为 c 的同心球面光波，也随着介质以速度 Vm

均匀运动，而不改变形状(介质拖曳效应)。观察者在任意一点观察到的光速 c'，为介质中的

光速 c 与观察者速度 Vo 的矢量之差，与介质的整体运动速度 Vm的矢量之和，而与光源的运

动速度 Vs无关。称为光速相对和叠加通式： 

mo VVcc


'                                 (11) 

光波位移相对和叠加通式： 

mo SSSS


='                                 (12) 
运动或波的相对性和叠加性定律是一个更普遍的定律，它不仅适用于物体运动(位移、

速度、加速度)的相对性矢量相减关系和叠加矢量相加关系，也适用于波动(位移、速度)的相

对性矢量相减关系和叠加矢量相加关系。 
波速叠加通式：当均匀介质以整体移动速度 Vm均匀流动时，波源在均匀介质上产生的

同心圆波也以速度 Vm随着介质均匀移动，而不改变形状。观察者在任一点观察到的波速 c'w，
为介质中的波速 cw与观察者速度 Vo 的矢量之差，与介质的整体运动速度 Vm的矢量之和： 

moww VVcc


'                                   (13) 

观察者观察到的波速不变，与波源的运动速度 Vs无关(不含 Vs)。声波和电磁波(光波)也是如

此，这个公式适用于所有的波动。 

五、光的本质 
本文作者袁灿伦重新分析了光的本质问题【4～6】。根据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光是电磁

波，由电场和磁场交替激发，在空间中向前传播。光不仅可以在真空中传播，也可以在透

明物质(实体物质)中传播。光是电磁波，电磁波也是光，光和电磁波是完全等价的概念。下

同。 
光具有反射、折射、叠加、干涉、衍射和偏振等共同特征。 
光是一种波动的形式，而不是运动的形式。不能叫光的运动，应该叫光的传播。光传播

的是波动的形式和波动的能量。光不是物质，没有质量，没有惯性，不受到力的作用和影响，

不加速也不减速，不被光源拖曳，但可以被电磁场介质拖曳。在同一种均质物质中，光传播

时不会改变方向。光源发光就立刻产生光，而且是匀速传播。 
光源的移动不影响光传播的速度和方向。光从光源产生后立即扩散出去，从此与光源无

关。每种光相互独立产生和传播，相遇时叠加，分离后独立传播。光传播能量，没有传播质

量。光的这些独特性质决定了光的独特行为，这种行为也明显不同于物理物质的性质。当光

被一个物体反射时，这个物体就成为一个新的光源。 
光速不变原理是不正确的。相对于同种均匀物质(光的介质)，光速是一样的，这才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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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不变的真正含义。光速满足光速相对性和叠加性定律。真空是光传播的最佳介质。在真空

中，相对于真空介质参考系。光速为 c。光速满足光速相对性和叠加性定律。光速不是所有

速度的上限，而实体物质的运动速度可以超光速。真空是电磁波传播的最理想介质，传播速

度最快(为 c)，折射率最低(为 1)。 
真空中虽然没有实体物质作为介质，但它以电磁场形式的物质作为介质。电场和磁场在

空间交替激发并向前传播，这种波动的形式是电磁波。在电场和磁场交替激发的过程中，后

面的电场和磁场减弱消失，在前面激发出电场和磁场，前面的电场和磁场是在激发过程中产

生的，此消彼长。可见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就是电场和磁场在空间交替激发并向前传播的速

度，所以电磁场就是电磁波传播的介质。 
麦克斯韦从方程组解出了电磁波方程。电磁波方程和机械波方程(弦振动方程)具有完全

相同的形式。机械波方程求解的机械波速度是相对于介质的，与波源的运动无关。同理，电

磁波方程求解的电磁波速度
00

1


c  (其中 ε0为真空中的介电常数，μ0为真空中的磁导率系

数)，那么真空中的电磁波速度也是相对于真空中电磁波介质的电磁场而言的，与波源的运

动无关。真空中电磁波介质的电磁场是真空中光速 c 的参考系。有了这个确定的参照系，麦

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和伽利略的相对论原理就不矛盾了。 

在实体物质中，电磁波速度为 n
cc w 


1

 (其中 ε 为实体物质的介电常数，μ 为实体

物质的磁导率系数，它们不仅与实体物质有关，还与电磁波的频率有关，n 为透明实体物质

对光的折射率)。同理，实体物质的电磁波速度，就是相对于固体物质中的电磁波介质电磁

场而言的，与波源的运动无关。实体物质中的电磁波介质电磁场是固实体物质中光速 cw 的

参照系。 
光在(透明的)实体物质中传播时，光的传播也是以电磁场作为传播介质的。(透明的)固

体物质不是光的传播介质，而电磁场才是光的传播介质。电磁场在实体物质中传播较慢，光

在(透明的)实体物质中传播较慢，为 cw=c/n，实体物质的整体运动(流动)速度与电磁场在实

体物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步，导致光在透明实体物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步，而是滞后。即实

体物质并没有完全同步拖动电磁场，也没有完全同步拖动电磁波，都只是部分拖动。实体物

质按一定比例拖动电磁场，两个作用通过整体移动(透明的)实体物质来减缓光的传播速度，

这与实体物质的介电常数、密度等因素有关。 
所有的波(包括电磁波)，在介质内部是体波，在介质界面是表面波。体波中既有横波又

有纵波。介质界面处的表面波是横波，而介质中的体波是纵波。在介质中任何平行于传播方

向的曲面都是横波，在介质中任何垂直于传播方向的曲面都是纵波。如图 3(1)所示。 

 

图 3.体波、电磁波的振动方向 

当电场和磁场交替激发形成电磁波时，电场波和磁场波在传播方向和垂直于传播方向同

时振动，电磁波既有横波又有纵波。根据电场和磁场交替激发时的能量守恒，电场波和磁场

波的相位差为 90 度。如图 3(2)和图 3(3)所示。 
由于光的本质问题涉及到波动理论、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和量子力学理论，情况比较复杂，

迄今为止，现有的理论对光的本质问题都没有深入的认识。这里只简单介绍作者新研究的结

论。作者将在后续的新量子力学文章中再次讨论光的本质问题。 
这个理论可以完美的解释所有关于光的问题。作者将在后续的文章中解释。 

六、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零结果的重新认识 
梅晓春和袁灿伦分析了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7】，也应该放在宇宙绝对静止参

(2)电磁波的横向振动方向 (3)电磁波的纵向振动方向 (1)体波同时存在横波和纵波 

横波 

横波的振

动方向 

纵波 

纵波的振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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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系中对比分析。只要分析比较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干涉仪两臂的光发出和反射的总时间，

和干涉仪转动 90°后，两臂的光发出和反射的总时间，有无变化，就可以判断干涉条纹是否

移动，从而就可以验证光是否被“以太”物质拖曳。经过迈克尔逊-莫雷实验【1】，得到的

却是零结果，即干涉条纹没有移动，从而就表明了两臂的光发出和反射的总时间是相等的，

干涉仪转动的过程中，和转动 90°后，两臂的光发出和反射的总时间也是相等的，如图 4(1)。
现在从五种情况分析。 

 

图 4.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分析 

6．1 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观察静止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的干涉仪 
如果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做 M-M 实验，观察者、干涉仪、光源都静止在宇宙绝对

静止参考系中，都没有相对运动，这是最简单的情况。在 x 方向上，光从分光镜到反射镜的

光程，和光从反射镜返回分光镜的光程都相等，都为干涉仪臂长 L，则光在两个光程上传播

的时间都相同，分别为 tx1=L/c，tx2=L/c。在 y 方向上也如此，光在两个光程上传播的时间都

相同，分别为 ty1=L/c，ty2=L/c。 

两臂发出和反射的光的总时间都相等，如图 4(1)： 

c
L

c
L

c
Lttt yyy

2
21                                (14) 

c
L

c
L

c
Lttt xxx

2
21                                (15) 

比较(14)式和(15)式，得 

c
Ltttt xxyy  2121                                (16) 

yx tt                                        (17) 
如果观察者、干涉仪、光源都相对静止，并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运动，所得结果

也完全一样。 

这表明，两个方向上的光同时到达目镜，当转动干涉仪任意角度，两个方向上的光也

是同时到达目镜，干涉条纹不会发生移动。 

6．2 在地球参考系中观察随地球一起运动的干涉仪 
观察者、干涉仪、光源都静止在地球上，均随地球一起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以速度

v 向 x 方向运动，四者相对静止，光以光速 c 在地球参考系中传播，这种情况正是迈克尔逊

-莫雷实验的情况。 

其实，地球参考系可以看作是一个惯性参考系，根据伽利略的运动相对性原理，在地球

参考系中所发生的物理事实，与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发生的物理事实完全相同。其运动

规律与 6.1 节的中的情况完全一样，而不会受到地球运动的影响，故不会产生干涉条纹的移

动。分析结果也完全一样，略。 

6．3 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观察随地球一起运动的干涉仪 
观察者静止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干涉仪、光源随地球一起，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

系中以速度 v 向 x 方向运动，干涉仪、光源、地球三者都相对静止，从随地球一起运动的干

涉仪的光源发出的光以光速 c 在地球参考系中传播。根据运动叠加性原理、运动相对性原理，

光速是可以相加和相减的。 

实际上，现在的迈克尔逊干涉仪已经做成了两臂密封了的整体仪器，光只能在相互垂直

O0 t0 
O1 t1 

t1 

t0 t1 
O2 
t2 

t2 

t2 

M0 M1 M2 

N0 N1 N2 

 (1)  (2) 

y 正方向 
的光速 

 

y 负方向 

的光速 

c' 

v 

c 

c' 

v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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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臂中传播，却不能在倾斜方向传播。 

t0时刻，光经半透镜反射，向 y 方向上发出的光，光以速度 c 在地球参考系中传播。在

任何时刻，半透镜和 y 方向上的反射镜同步地向 x 方向移动。经时间 ty1，到达 y 方向上的反

射镜上，光程为 O0M1，此时干涉仪及反射镜已经向 x 方向运动了 vty1；在 t1时刻，此光经

反射镜反射后，经时间 ty2，向 y 的负方向传播，光程为 M1O2，此时干涉仪及反射镜已经向

x 方向运动了 vty2，如图 4(1)。那么，根据运动叠加性原理可知，位移为矢量相加关系，速

度为矢量相加关系，在 y 正方向上，实际光程为两个方向上的位移的矢量相加，
2

1
2

10 )( yLMO vt ，光速为两个方向上的速度的矢量相加， v


 cc ' , 22' v cc ；在 y 负

方向上，实际光程为两个方向上的位移的矢量相加， 2
2

2
21 )( yLOM vt ，光速为两个方向

上的速度的矢量相加， v


 cc' ， 22' v cc ，如图 4(2)。则光传播所需时间分别为

22

2
1

2

1

)(

v

vt






c

L
t y

y 和
22

2
2

2

2

)(

v

vt






c

L
t y

y ，解得 c
Ltt yy  21 ，这相当于以光速 c 经过光程 O0M0 和

M2O2所需的时间 c
Ltt yy  21 。则 y 方向上的总时间为 

c
L

c
L

c
Lttt yyy

2
21                               (18) 

此时干涉仪及反射镜已经向 x 方向运动了位移 

c
Ltx y

v
v

2
                                   (19) 

根据运动叠加性原理，在 x 正方向上，在地球参考系中的光速 c，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

系中观察时，还应叠加上地球的运动速度 v，观察到的光速则为 c+v，光从半透镜 O0 向 x

方向上传播到反射镜 N1 的光程为 1ytL v ，则所需时间为
c
L

v
c
L

v

v

v











c

L

c
tL

t y
x

1
1

；光经反射

镜 N1 反射后，在 x 负方向上，在地球参考系中的光速-c，还应叠加上地球的运动速度 v，

则观察到的光速为-c+v，向 x 负方向传播到半透镜 O2时的光程为 2ytL v ,则所需时间为

c
L

v
c
L

v

v

v












c

L

c
tL

t y
x

2
2

。得到总时间为 

c
L

c
L

c
Lttt xxx

2
21                                 (20) 

比较(18)式和(20)式，得 

c
Ltttt xxyy  2121                                (21) 

yx tt                                        (22) 
这表明，两个方向上的光同时到达目镜，当转动干涉仪任意角度，两个方向上的光也

是同时到达目镜，干涉条纹不会发生移动。 

6．4 观察者在任意参考系中观察随地球一起向 x 正方向运动的干涉仪 
干涉仪、光源随地球一起(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以速度 v 向 x 方向运动，干涉仪、

光源、地球三者都相对静止，从随地球一起运动的干涉仪的光源发出的光以光速 c 在地球参

考系中传播。而观察者在任意参考系中以另外的速度 Vo向另外的方向运动，(为简单起见，

选其以速度 Vo向 x 正方向运动)，观察地球上的干涉仪的光源发出的光的情况，如图 5。根

据运动叠加性原理、运动相对性原理，光速是可以相加和相减的。 

也用两臂密封了的整体仪器迈克尔逊干涉仪做实验，光只能在相互垂直的两臂中传播，

却不能在倾斜方向传播。 

t0时刻，光经半透镜反射，向 y 方向上发出的光，光以速度 c 在地球参考系中传播。在

任何时刻，半透镜和 y 方向上的反射镜同步地向 x 方向移动。经时间 ty1，到达 y 方向上的反

射镜上，光程为 O0M1，此时干涉仪及反射镜已经向 x 正方向运动了 vty1；在 t1时刻，此光

经反射镜反射后，经时间 ty2，向 y 的负方向传播，光程为 M1O2，此时干涉仪及反射镜已经

向 x 正方向运动了 vty2，如图 5(1)。那么，根据运动叠加性原理、运动相对性原理可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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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通式为 moww SSSS


' ，速度通式为 moww VVcc


' 。在 y 正方向上，光程的叠加性矢量

相加为 mw SSS


' ，值为 2
1

2 )( yL vt ，其方向与 x 正方向夹角为 θ，(
1

tan
y

Lθ
vt

 )；再将光程

的相对性矢量相减，即为总光程 1
222 )(' yoVLS tv ，如图 5(2)。在 y 负方向上，光程的叠加

性矢量相加为 mw SSS


' ，值为 2
1

2 )( yL vt ，其方向与 x 正方向夹角为 θ，(
1

tan
y

L
vt


 )；再

将光程的相对性矢量相减，即为总光程 1
222 )(' yoVLS tv ，如图 5(3)。在 y 正方向上，光速

的叠加性矢量相加为 mww Vcc


' ，值为 22 vc ，其方向与 x 正方向夹角为 θ，(
v
ctan )；

再将光速的相对性矢量相减，即为总光速 22 )(' oVcc  v ，如图 5(4) 。在 y 负方向上，光

速的叠加性矢量相加为 mww Vcc


' ，值为 22 v c ，其方向与 x正方向夹角为 θ，(
v
c

tan )；

再将光速的相对性矢量相减，即为总光速 22 )(' oVcc  v ，如图 5(5)。则光传播所需时间分

别为 22

1
222

1
)(

)(

o

yo
y

Vc
VL

t





v

tv
和 22

2
222

2
)(

)(

o

yo
y

Vc
VL

t





v

tv
，解得

c
Ltt yy  21 。则 y 方向上的总时间为 

c
L

c
L

c
Lttt yyy

2
21                               (23) 

在 x 方向上，根据运动相对性原理，观察到的干涉仪及反射镜的速度为 v-Vo，此时干

涉仪及反射镜已经向 x 方向运动了位移 

c
LVtVx o

yo
)(2)( 


v

v                             (24) 

根据运动叠加性原理、运动相对性原理可知，在 x 正方向上，观察到的光速 c'=c+v-Vo，

在 x 负方向上，观察到的光速 c'=-c+v-Vo。 

光从半透镜 O0 向 x 方向上传播到反射镜 N1 的光程为 S'=L+(v-Vo)ty1，则所需时间为

o

yo
x Vc

tVL
t





v

v 1
1

)(
解得 c

Ltx 1 ；光经反射镜 N1 反射后，在 x 负方向上，则观察到的光速为

-c+v-Vo，向 x 负方向传播到半透镜 O2 时的光程为 S'=-L+(v-Vo)ty1,则所需时间为

o

yo
x Vc

tVL
t





v

v 2
2

)(
，解得

c
Ltx 2 。得到总时间为 

c
L

c
L

c
Lttt xxx

2
21                               (25) 

比较(23)式和(25)式，得 

c
Ltttt xxyy  2121                                (26) 

yx tt                                      (27) 

 

图 5.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分析 

从本节中的各个局部的光程和速度合成上，都满足上述的运动相对性原理、运动叠加

性原理，也就是(运动)波速相和对叠加定律。 

这表明，两个方向上的光同时到达目镜，当转动干涉仪任意角度，两个方向上的光也

 (1)  (2)  (3)  (4)  (5) 

y 正方向 

的光程 

S' 
vty2 vty2 

vty2 vty2 S

-So 

-So 

S v 

v V

-Vo v 

v -Vo 

Vo 
L 

-L S' 

c c' 

-c c' θ θ 

θ θ 

y 负方向 

的光程 

y 正方向 

的光速 

y 负方向 

的光速 

 观察者 

Vo v 

O0 t0 
O1 t1 

t1 

t0 t1 
O2 t2 

t2 

t2 

M0 M1 M2 

N0 N1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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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时到达目镜，干涉条纹不会发生移动。 

6．5 观察者在任意参考系中观察随地球一起向任意方向运动的干涉仪 
干涉仪、光源随地球一起(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以速度 v 向 x 方向运动，干涉仪、

光源、地球三者都相对静止，从随地球一起运动的干涉仪的光源发出的光以光速 c 在地球参

考系中传播。而观察者在任意参考系中以另外的速度 Vo 向另外的方向运动，运动方向与 x
正方向为 α 角度，将其速度分解得，Vox=Voconα，Voy=Vosinα，则可将分解的两个方向上的

速度分别计算。观察地球上的干涉仪的光源发出的光的情况，如图 6(1)。根据运动叠加性原

理、运动相对性原理，光速是可以相加和相减的。 

也用两臂密封了的整体仪器迈克尔逊干涉仪做实验，光只能在相互垂直的两臂中传播，

却不能在倾斜方向传播。 

t0时刻，光经半透镜反射，向 y 方向上发出的光，光以速度 c 在地球参考系中传播。在

任何时刻，半透镜和 y 方向上的反射镜同步地向 x 方向移动。经时间 ty1，到达 y 方向上的反

射镜上，光程为 O0M1，此时干涉仪及反射镜已经向 x 正方向运动了 vty1；在 t1时刻，此光

经反射镜反射后，经时间 ty2，向 y 的负方向传播，光程为 M1O2，此时干涉仪及反射镜已经

向 x 正方向运动了 vty2，如图 6(1)。那么，根据运动叠加性原理、运动相对性原理可知，位

移通式为 moww SSSS


' ，速度通式为 moww VVcc


' 。在 y 正方向上，光程的叠加性矢

量相加为 mw SSS


' ，值为 2
1

2 )( yL vt ；再将光程的相对性矢量相减，即为总光程

1
22

o
2 )sin(' yVLS tv  ，如图 6(2)。在 y 负方向上，光程的叠加性矢量相加为 mw SSS


' ，

值为 2
2

2 )( yL vt ；再将光程的相对性矢量相减，即为总光程 2
222 )sin(' yoVLS tv  ，如

图 6(3)。在 y 正方向上，光速的叠加性矢量相加为 mww Vcc


' ，值为 22 vc ，其方向

与 x 正方向夹角为 θ，(
v
c

tan )；再将光速的相对性矢量相减，即为总光速 22 )sin(' oVcc  v ，

如图 6(4) 。在 y 负方向上，光速的叠加性矢量相加为 mww Vcc


' ，值为 22 v c ，其方

向与 x 正方向夹角为 θ， (
v
ctan )；再将光速的相对性矢量相减，即为总光速

22 )sin(' oVcc  v ，如图 6(5)。则光传播所需时间分别为 22

1
222

1
)sin(

)sin(




o

yo
y

Vc
VL

t





v

tv
和

22

2
222

2
)sin(

)sin(





o

yo
y

Vc
VL

t





v

tv
，解得

c
Ltt yy  21 。则 y 方向上的总时间为 

c
L

c
L

c
Lttt yyy

2
21                               (28) 

在 x 方向上，根据运动相对性原理，观察到的干涉仪及反射镜的速度为 v-Voconα，此

时干涉仪及反射镜已经向 x 方向运动了位移 

c
LVtVx o

yo
)con(2)con(  


v

v                       (29) 

根据运动叠加性原理、运动相对性原理可知，在 x 正方向上，观察到的光速

c'=c+v-Voconα，在 x 负方向上，观察到的光速 c'=-c+v-Voconα。 

光从半透镜 O0向 x 方向上传播到反射镜 N1的光程为 S'=L+(v-Voconα)ty1，则所需时间为




con
)con( 1

1
o

yo
x Vc

tVL
t





v

v
解得 c

Lty 1 ；光经反射镜 N1反射后，在 x 负方向上，则观察到的光速为

-c+v-Voconα，向 x 负方向传播到半透镜 O2 时的光程为 S'=-L+(v-Voconα)ty1,则所需时间为




con
)con( 2

2
o

yo
x Vc

tVL
t





v

v
，解得

c
Lt y 2 。得到总时间为 

c
L

c
L

c
Lttt xxx

2
21                                 (30) 

比较(28)式和(30)式，得 

c
Ltttt xxyy  21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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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 tt                                        (32) 
从本节中的各个局部的光程和速度合成上，都满足上述的运动相对性原理、运动叠加

性原理，也就是(运动)波速相和对叠加定律。 

实际上是将上节中的 x 方向上的 Vo 换成 Voconα，y 方向上的 Vo 换成 Vosinα。 

这表明，两个方向上的光同时到达目镜，当转动干涉仪任意角度，两个方向上的光也

是同时到达目镜，干涉条纹不会发生移动。 

 

图 6.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分析 

通过以上五种情况的分析，均得到相同的结果，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中，光在两臂来

回传播的时间都是相等的，tx1=tx2=ty1=ty2=L/c，不论干涉仪的两臂之间夹角是多少，也不论

干涉仪转动多少角度，也不论在哪个方向上，也不论干涉仪以多少速度运动，都不影响光在

两臂上的传播时间，干涉条纹都不会移动。这正符合伽利略于 1638 年在《两种新科学的对

话》中提出的运动相对性原理。 

七、洛伦兹变换因子的实质 
在参考文献中【1】，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目的是测量地球在以太中的速度(即以太风

的速度)。如果“以太”存在，且光速在“以太”中的传播服从伽利略速度叠加原理：假设

“以太”相对于太阳静止，仪器在实验坐标系中相对于“以太”以公转轨道速度 v 向右运动。

光源发光经分光镜分成两束光，光束 1 经反光镜 M1反射再经分光镜投射到观测屏。光束 2
经反光镜 M2反射再经分光镜投射到观测屏，与光束 1 形成干涉。光在“以太”中传播速度

为 c，地球相对以太的速度为 v，如图 8。光束 1 从 M1返回和到达 M1的传播速度是不同的，

分别为 c+v 和 c-v，完成往返路程所需时间为：
vv 





c

L
c

Ltx 。光束 2 完成来回路程的时

间为 22

2
v


c

Lt y ，光束 2 和光束 1 到达观测屏的光程差为 

2

2

22
)2(

c
L

c
L

c
L

c
Lcx v

vvv









                         (33) 

 

图 7.迈克尔逊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分析 

参考文献中【1】这样说道：1895 年洛伦兹提出了更为精确的长度收缩公式，顺手把时

间也调慢了一点，这就是著名的洛伦兹变换。通过以太的运动物体，纵向线度发生收缩(平
行运动方向)，其收缩的比例恰好符合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计算。同时这个方向的时间

也变慢，这样这个方向的光的速度保持不变。这是光速不变的最早模型。为什么要改动时间？

 (1)  (2) 

y 正方向 
的光速 

 

y 负方向 

的光速 

c 

-v c 

-v 

22 vc
 

22 vc
 

O0 
t0 

O1 
t1 

t1 

t0 t1 
O2 t2 

t2 

t2 

M0 M1 M2 

N0 N1 N2 

 (1)  (2) 

α 
Vo 

Vox=Voconα 

Voy=Vosinα 

 观察者 

v 

O0 t0 
O1 t1 

t1 

t0 t1 
O2 t2 

t2 

t2 

M0 M1 M2 

N0 N1 N2 

 (3)  (4)  (5) 

y 正方向 

的光程 

y 负方向 

的光程 

y 正方向 

的光速 

y 负方向 

的光速 

c' 

v 

c 
L 

-L 

-S

S' 

S' 

-Vo 

c' 

Vo So 

So 

-S

vty2 v 

c 

v 
Vo 

v 

-Vo 

vty2 

vty2 
vt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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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也没有理论依据。这个光速不变的版本，承认以太存在。没有悖论。根据他的

设想，观察者相对于以太以一定速度运动时，长度在运动方向上发生收缩，以解释迈克尔逊

-莫雷实验，时间变慢，以满足光速在量杆运动方向没有发生变化。这样洛伦兹就在不抛弃

以太概念的前提下，提出光速不变。 
现对洛伦兹分析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结果的过程梳理如下： 

7．1 迈克尔逊混淆了参考系 
从参考文献【1】中可看出，迈克尔逊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结果的分析中，迈克尔逊混

淆了参考系，他的分析中，其实光不是在地球上的干涉仪发出的，而是从地球外部发出的，

光不是沿 y 方向上传播并反射回半透镜，而是被“以太”拖曳了，沿斜线方向运动，并沿斜

线反方向运动到半透镜，如图 7，光波的相对速度改变为 
v


ccy =  

2

2
22 1

c
cccy

v
v                            (34) 

光束 2 完成来回路程的时间为 

2

222

1

122

c
c
L

c
Lt y

vv






                          (35) 

此时干涉仪及反射镜已经向 x 方向运动了位移 

2

222

1

122

c
c
L

c
Lty

v

v

v

v
v






x
                      (36) 

光束 2 和光束 1 到达观测屏的光程差为(33)式。 
7．2 洛伦兹假设了“长度缩短”和“时钟变慢”才拼凑出了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的零

结果 
洛伦兹在分析时还是用到了速度叠加原理 c'=c±v【1】，这就认为光速是可以叠加运

动速度的，则 

2

222

2

21

1

122

c
c
L

c
c

c
L

c
L

c
Lttt xxx vvvv













                   (37) 

洛伦兹假设有这两个关系式： 

2

2

1'
c

LL v
                                (38) 

2

2

1

'

c

tt x
x

v



                                 (39) 

将(38)、(39) 代入(37)式，得 

2

22

2

2

2
1

11'2

1

'

c
c

L
c

c

t x

v
v

v 



 

才能满足了 

c
Lt x

'2'                                    (40) 

洛伦兹假设的(38)、(39)式正是所谓的“长度缩短”和“时钟变慢”【1、3、7、8】，

和(3)、(4)式的假设相同。洛伦兹变换因子 2

2

1
c
v

 同时让运动的长度缩短、时钟变慢后，(40)

式才符合了上述分析的(1)、(5)式对时间的定义，但这是用洛伦兹假设的(38)、(39)式拼凑出

来的，见 2.2 节的分析。在 2.3 节中已经分析了，鸟儿在车旁边飞行时，鸟儿和车没有物理

关联性，假设的(3)、(4)式并不成立，因此，洛伦兹假设的(38)、(39)式也就不成立，就是说，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长度缩短”和“时钟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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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洛伦兹认为“光不服从伽利略速度叠加原理”，却用此原理分析迈克耳孙-
莫雷实验的零结果 
(33)式的结果却是近似值，上述的分析中，并没有复杂的公式需要做这样的近似。(33)、

(34)、(37)式中都用到了伽利略速度叠加原理，这与洛伦兹认为的“光不服从伽利略速度叠

加原理”相矛盾。(34)式的光速还变小了，不服从光速不变了。对比(16)、(21)、(26)和(31)
式就可以看出，(35)式的光程没有考虑到在 x 方向上产生的位移 Δx=vty=2vL/c 所需的时间是

ty=ty1+ty2 =2L/c。故(33)、(34)、(35)、(36)、(37)、(38)和(39)式都是不成立的。 
7．4 洛伦兹用洛伦兹变换因子强行改变了光波波前的实际形状 

现在再从图形上分析，将图 7(1)放大为图 8(1)，t0 时刻光源在 O0 点发出的波前如图中

弧线，虽然实际光束在向 y 方向上发出的，但光源在 O0点发出的波前却是球面波，波前就

如图中弧线，实际光程为 O0 M0。洛伦兹却认为“以太”拖曳了光，光程为 O0 M1，这样就

增长了光程，在 x 方向上也没有考虑到反射镜产生了位移Δx，也就少计算了这两段时间

ty=ty1+ty2 =2L/c，最后经过计算，与实际的实验结果不符合，洛伦兹就不得不假设一个洛伦

兹变换因子 2

2

1
c
v ，将计算的光程 O0 M1缩短为实际光程 O0 P，并延长了光的“运动”时间，

从而拼凑出实验的零结果。这就是“长度缩短”和“时钟变慢”的(38)式和(39)式的原因。 

洛伦兹认为“以太”拖曳了光，拉长了光波的波前呈扁球面，图 8(2)，与实际的实验结

果不符合，就用洛伦兹因子将拉长了的波前扁球面收缩成球面，仍不符合实际的实验结果，

又用洛伦兹因子将光源的运动时间增长，也就是强行让运动光源静止，才与实际的实验结果

吻合了。这就是洛伦兹变换因子的实质。 
综上所述，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的零结果只能证明绝对静止的以太是不存在的，只能用

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才能解释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的零结果，用洛伦兹变换不能解释迈克耳

孙-莫雷实验的零结果。 
洛伦兹变换因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有含有洛伦兹变换因子的公式和理论也是不正

确的，当然洛伦兹变换也就是不正确的。经过洛伦兹变换的所有物理量，都不是真实的。

洛伦兹变换就象一个哈哈镜，透过洛伦兹变换，就改变了所有物理量的真实性。 

 

图 8.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分析 

八、伽利略变换 
在各种情况下，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在两个方向上的光同时到达目镜，当转动干涉仪，

两个方向上的光也是同时到达目镜，干涉条纹不会发生移动，得到零结果是必然的。 

另外，也没有“以太”物质存在的迹象，更没有“在任意参考系中光速都不变”的情

况，当然也就没有洛伦兹变换因子。在各个参考系中观察到的光速则是遵从伽利略的矢量相

对和叠加的法则。 

洛伦兹变换因子是不正确的，洛伦兹变换也就不正确，那么所有用到洛伦兹变换因子

的关系式和理论都是不正确的。 

放弃洛伦兹变换因子、洛伦兹变换和洛伦兹速度变换，物体的运动规律和波速叠加规律

都应回归到伽利略变换及其逆变换，和伽利略速度变换，伽利略变换和牛顿运动理论才是正

确描述运动的理论。 

ttzzyytxx  '，'，'，=' v                           (41) 
'，'，'，''= ttzzyytxx v                          (42) 

P 

O0 t0 
O1 t1 

t1 
M0 M1 

 (1)  (2) 

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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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yyxx ，u， vvvvvv  '''                            (43) 
u

 vv'                                      (44)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光速不变的”假设是不正确的，认为“在运动参考系中不同方向

上的光速都相同”是不正确的。在任何运动参考系中的光源发出的光波，在该参考系中，都

是以真空中光速传播的球面波，各向同性，卫星定位系统跟随地球一起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

系中运动，光源发出球面光波。从(30)式和(13)式可知，这和迈克尔逊干涉仪的情况相似，

不论在哪个方向上，也不论以多少速度运动，只要距离相同，都不影响光传播所需时间，卫

星定位系统就能够精确定位。 
“光行差现象”也是如此解释。 

九、物质、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关系 
物质、时间、空间和运动，是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其中的质量、长度和时间是力

学和运动学中最基本的物理量，它们共同定义了其他物理量，共同导出了其他物理量的单位。

有必要捋清楚它们的概念和关系。 

9．1 基本物理量 
物理学的基本物理量中的长度 L(m)、时间 t(s)、质量 m(kg)、物质的量 n(mol)等四个是

运动学的基本物理量，其它的物理量是由其导出的物理量，如速度、加速度、动量、角动量、

能量、力等等，就构成了经典力学体系的物理量。它们有相应的标准原器，包括国际米原器、

铯原子钟、国际千克原器，作为衡量标准和校对标准。基本物理量的物理含义，就是物理标

准，就是度量标准，是均匀的刻度，是始终不变的。砝码的质量是固定的，尺子的刻度是均

匀的，时钟的推延节奏是均匀的。基本物理量是相互独立的，其它物理量由基本物理量来定

义，称为导出物理量，导出物理量就不是标准了，它是可以改变的。 

9．2 速度不能作为物理量的标准 
速度 v(m/s)是由长度和时间共同定义的，是物体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位移(v=s/t)，它是

导出物理量，速度没有作为度量标准的资格，不能用它来定义其它物理量。 

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c，是相对于真空介质参考系的速度，由真空介质的特性确定的，

它是一个恒定值。但是光速即使不变，也不能作为物理量的标准。 

9．3 物质、质量 
物质，生活中称为“东西”，物理中把固体这类有形的物质称为物体，用物质来称呼，

就包括了各种形态的所有物质了。哲学上把除了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都称为物质。最好

理解的还是生活中的“东西”，这在人脑中形成了物质的概念。那么，物质的度量就以“多

少”来论，以数量来论，一大堆东西和一小堆东西有差别，就是数量上的多少差别。这就是

物质的质量的概念，它是一个标量，数值上直接相加相减。相同的物质，特别是微观物质，

只要是同种同类物质，都认为它们是相同的物质，只需要数个数相加起来，就知道有多少了。 

为了度量物质的多少，人们制作了一个标准量的物体，规定这个标准物体含有物质的

多少是 1 千克，称为标准千克原器。有了这个标准，其他任何物质都可以与它进行比较，就

可以得知这个物体有多少物质了，并以多少千克表示它的质量的数值。一个物体有多少物质，

只要没有转移，总量始终不变，不管它怎么分裂、怎么反应、怎么运动、怎么受力、放置何

处，其总质量都是守恒不变的。比较物质质量的多少的工具就是天平，一端是已知的质量标

准(砝码)，另一端是被比较物体。天平的原理当然是受重力的关系，天平只要平衡，物体的

质量就是标准砝码的质量，在地球上、在月球上、在其他任何地方，天平平衡了，就知道了

这个物体的质量。当移动到一处没有任何重力的地方时，这个等量关系仍然成立。由此得知，

天平用重力的差异判断是否平衡，这是技术原理方面的事，而不是物体质量的本质问题。 

质量是表征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的物理量，也就是化学中的摩尔质量。如果质量为零，

就表示没有物质，如果放个东西在天平上，可是天平的另一端却没有放砝码，天平依然是平

衡的，那么就表明了没有放任何东西。之所以，质量是物质最基本的属性。 

各种物质有各种属性，有的带电荷，有各种形状、形态、状态、位置。 

质量是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质量是一个物体的内在属性，不需要外部给物体赋予质

量，其多少与物体是否运动无关，也与物体是否受到引力无关，与物体所有的状态和形态都

无关。物体在运动和变化时，只要物体所含物质没有转移，其总量都是不变的，这就是质量

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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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发现，任何物质之间都有万有引力，物体所受到其它物体的万有引力的大与该物

体的质量成正比，仅此而已。但并不表示可以用万有引力来表征质量，就是说，“引力质量”

是没有意义的。 

9．4 空间 
物质的存在必须要占据空间，空间可以容纳物质。物质占据的空间中心，确定为它在

空间中的位置。 

空间就是物质存在的场所。空间中不同位置的远近用一根直线段链接，这就是长度，

人为规定了米原器做为长度的标准，做成刻度尺，用来衡量其他长度。 

为了确定物质在空间中的位置和变化，就引用了坐标和参考系。 

空间就是场所，相当于容器，空间的基本特征就是无，空间可以容纳物质，也可以什

么都没有。所以，空间与任何物质无关， 

9．5 运动 
物质存在的位置是可以变化的，物质在空间中的位置的变化就是运动。 

物质在空间中的运动和物质自身的变化都是连续的，有过程的，有先后顺序的，是需

要时间的。物质不断地连续地占据着前面的空间位置，同时在后面又不断地连续地空出被占

据的空间，空出的空间一般又被其它物质来占据，这样，物质就运动起来了。运动是连续的，

形成运动轨迹，其轨迹是连续可导可微的，不存在断续跳越的运动。 

要明确，质量是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它与物体所处的状态(如是否运动、是否分合、

是否变化、是否变态、在何位置)都无关，质量是物质最基本的物理量。有了质量，才能谈

得上运动，没有质量，就谈不上运动。物体是运动的主体，是有质量的，不存在无物质无质

量的运动。 

9．6 时间 
物质运动的过程有快慢，就表现为时间。人们用日月昼夜周期变化来衡量快慢，做成

时钟为标准，衡量物体运动的快慢，也衡量事物变化的快慢，也衡量运动和变化的先后顺序，

形成因果关系。物质运动过程的先后次序和快慢体现出时间。物质在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中，

其它事物也在运动和变化，任何地方的时钟标准都在以相同的节奏同步地推延。 

9．7 惯性 
物体的运动，在启动和停止时，感觉到有的容易有的困难，是一种惰性，不易改变性，

称为惯性，是一种感觉，不易用一个标准量来衡量。惯性是物体在运动(包括静止)时表现出

来的性质，与物体的质量有关，伽利略和牛顿研究发现，物体质量越大，就越不容易改变它

的运动状态，惯性的特性就越强，并且改变它的运动状态的难度与物体质量成正比，就是说，

惯性与质量成正比，比例系数为 1，仅此而已。 

惯性没有用符号来表示，惯性没有规定能参与计算的物理量，牛顿的惯性定律也没有

一个数学表达式，而是用质量来度量惯性的大小。如果用 M 表示物体的惯性，用 m 表示物

体的质量，那么 M=km，现在认为其比值 k=1。 

惯性只与质量有关，与其它所以因素都无关。惯性并不是质量，惯性也并不是力，惯

性只是物体运动时表现的运动特性。不能把惯性等同于重力，不能把惯性归结为物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就是说，“惯性质量”是没有意义的。 

9．8 场、场波 
同上述物质那样，场也是客观存在的，可以把场也作为特殊物质。场没有质量，而只

有强度，其强度称为场强，场强是矢量，同种场的强度遵循矢量叠加关系。场的种类和场强

表征场的属性。 

现在已知有四种场，分别是引力场、电磁场(电场和磁场)、弱力场、强力场，场由物质

产生，场又对物质产生力的作用，分别是引力、电磁力(电场力和磁场力)、弱力、强力。 

场没有确定的形态，没有明显的边界，场在空间中的分布不独占空间，而可以在空间

中叠加。 

场的强度变化，就不能谈运动，只能用传递、传播或者波动来描述，其规律就不是运

动方程，而是波动方程。 

静电场的库仑定律，引力场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都没有速度这个变量，也没有时间

这个变量，就是与速度无关，也与时间无关，只与距离有关，就是说，不管多远的距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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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起作用，并且是即时的。静场的传递没有过程，不需要时间，也就是说，静场的传递速

度是无穷大。静场就是静止于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的，有了物质，就有相应种类的场。 
场的强度变化，由波动方程描述，在空间中产生场的波动，其波速只与波的介质有关。

宇宙绝对静止参考系中，场波速度不变。 

常见的是电场和磁场相互激发，并在空间中传播形成的电磁波，也就是光波。由电磁

波动方程求解出的电磁波速度，在介质中为 
1'c ，在真空中为

00

1


c 。 

场波只是场的波动形态，而不是场本身，场波不是物质。场波的传播速度只是场的波

动形态在空间中的传播速度，而不是场本身的传递速度，故场波的传播速度是有限的，而不

是场的传递速度(无限的)。 

同理，电磁波(光波)只是电磁场的波动形态，而不是电磁场本身，电磁波(光波)不是物

质。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只是电磁场的波动形态在空间中的传播速度，而不是电磁场本身的传

递速度，故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是有限的，而不是电磁场的传递速度(无限的)。 

场波是人们认知事物的信使，人们用仪器观测事物，最后都要经过转换为人的感官所能

感知到的信号，所有的非接触方式感知和观测事物，都是用场波作为信使的。通常是让物体

发出或者反射光波，用光信号观察物体的运动，人类接收到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用眼睛看到

物体发出的光波信号【5、6】。 
电磁波(光波)只是已知的信息的最快的传播信使，但不是物质最快的运动速度，更不是

速度的上限。 

光是电磁波，光速不变，相对于介质或真空(介质)，光速不变。光不是物质，光不是粒

子，光不是场，无质量，无场强，不受力，没有加速过程，没有惯性，产生时就是光速。光

速只与光的介质有关，在真空中光不受任何阻碍，真空中光速就最快。真空中什么都没有，

光也能传播，并且最快，真空是光传播的最佳介质。光在介质中传播的机制不同，光在玻璃、

水、空气等介质中传播，受到阻碍，速度就慢了。 

伽利略变换是对物体运动的变换，而麦克斯韦方程则是电磁波的传播规律，这是两种

不同的形式，麦克斯韦方程不满足伽利略变换协变是正常的，没必要而且也不应该协变。所

有的波动方程(包括机械波、电磁波)对伽利略变换都不协变，就没有必要用洛伦兹变换调和

麦克斯韦方程与伽利略变换的关系。况且有研究表明，麦克斯韦方程组与伽利略变换是协变

的【9】。 

9．9 力、能量 
将上述有质量的物质称为实体物质，而将场称为场态物质，广义而言，物质就分为实

体物质和场态物质。用 Φ 来表示场态物质的场强，用 Q 来表示实体物质的种类属性的量，

称为荷量，如质量、电荷等。 

现在已知有四种场，就是场态物质，分别是引力场态物质、电磁场态物质(电场态物质

和磁场态物质)、弱力场态物质、强力场态物质。场态物质由实体物质产生，场态物质又对

实体物质产生力的作用，分别就是引力、电磁力(电场力和磁场力)、弱力、强力。 

场态物质由实体物质的荷量产生，同时又对别的实体物质的荷量产生力的作用，产生

场态物质的实体物质就是场源。例如，实体物质的质量属性荷量 m 产生引力场，引力场态

物质又对别的实体物质的质量属性荷量产生引力的作用；实体物质的电荷属性荷量 q 产生电

场态物质，电场态物质又对别的实体物质的电荷属性荷量 Q 产生电场力的作用；实体物质

的电流属性荷量 i 产生磁场态物质，磁场态物质又对别的实体物质的电流属性荷量 I 产生磁

场力的作用。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和库仑定律，用 Φ 表示场强，用 Q 表示实体物质的种类属性的荷量，

则在距场源 r 处的场强为 

2r
QKΦ                                    (45) 

在此处的场态物质对别的实体物质的种类属性的荷量 Q '产生的作用力为 

2
''

r
QQKΦQF                               (46) 

实体物质为场源产生的场态物质的场强在空间中按某种规律(如万有引力定律和库仑定

律)分布，在空间某远离场源的局域内，没有实体物质，只有场态物质。此时可以认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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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物质可以独立于场源而存在。 

场态物质对实体物质产生的作用力是保守力，则处于场态物质中的实体物质就具有势

能，距场源 R 处的实体物质的势能为: 

R
QQKΦdrQFdrEP 2

''                        (47) 

实体物质的种类属性不同，其荷量也就不同，产生的场态物质的性质也不同。实体物

质的质量属性没有正负和极性的差别，产生的引力场态物质也就只有单向性，对别的实体物

质只有吸引力，在空间中的分布就很广，引力场态物质虽然很弱，但却是主宰着宇宙天体运

行的力。而实体物质的电荷属性有正电荷和负电荷的区别，产生的电场态物质也就有双向性，

对别的实体物质的电荷就有吸引力和排斥力，异种电荷之间产生的电场态物质相叠加时，可

以相互抵消一部分，使电场态物质的分布内卷在电荷之间，而在外部区域的分布就较弱。同

样，电流属性也有两个方向，产生的磁场态物质就有两个方向的极性，异种极性的磁场态物

质相叠加时，可以相互抵消一部分，使磁场态物质的分布内卷在相反电流或异种极性的磁体

之间，而在外部区域的分布就较弱。电场态物质和磁场态物质在空间中的分布就有局限性，

虽然强度很强，但却不是主宰着宇宙天体运行的力。原子核内的核力是短程力，核子实体物

质的荷量产生的核力场态物质(弱力场态物质和强力场态物质)的强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

弱得很快，核力场态物质的分布就只局限于邻近的核子实体物质之间。 
原子核内的核子实体物质的荷量产生核力场态物质(弱力场态物质和强力场态物质)，核

力场态物质同时对原子核内的核子实体物质的荷量产生核力(弱力和强力)的作用。处于核力

场态物质中的核子实体物质就具有核力势能，由于核力场态物质特别是强力场态物质的场强

很强，产生的核力很大，此核力势能就很大，当发生核反应时，就会释放出巨大的核力势能，

这就是核能。 
9．10 电磁波的能量 

实体物质场源在空间中运动，每时刻产生的场态物质在空间中的分布就会发生变化，

此变化引起邻近场态物质在空间中的分布发生变化。 

以电属性的荷量的实体物质场源为例，带电荷(电属性的荷量)的实体物质在空间中运

动，特别是做非匀速的周期性运动(如简谐振动)，引起电场态物质的分布发生非均匀变化，

根据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此变化激发磁场态物质的分布也发生非均匀变化，电场态物质和磁

场态物质交替相互激发变化，此变化引起邻近的电场态物质和磁场态物质在空间中的分布变

化，形成场态物质的波动形态，这种波动形态在空间中传播出去，形成电磁波。在真空中或

均匀介质中，形成的电磁波各向同性，呈球形分布，波前为球面波。就算用技术手段向某个

方向发出光，它也是球面波的一部分。 

根据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电磁波的能量密度为【10、11】： 

2222 1)1(
2
1 BΕεBΕεw




                           (48) 

对比机械波的能量密度，就会发现，两者形式相同： 

22 )(
2
1 xkmxkmw 

 22 vv                           (49) 

用 Ф 和 M 统一表示其中的系数和矢量。电磁波和机械波的能量密度和场遍及的空间的

总能量都是这样的形式，都可以统一写成这两个式子： 
能量密度： 

2ΦMw                                    (50) 
总能量： 

 dΦMW 2                                (51) 

麦克斯韦方程描述的是实体物质为场源产生的电磁场态物质(电场态物质和磁场态物质)

及其变化规律，麦克斯韦方程对伽利略变换保持不变，求解出的介质中的光速 
1'c (相对

于介质)，和真空中的光速
00

1


c (相对于真空)。 

9．11 物质、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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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空间和时间是不同的物理概念，用不同的物理量来表示，各自有其基本的物理

量，彼此独立，互不影响，都具有绝对性，它们形成了运动关系。物质在宇宙绝对静止参考

系中，是绝对运动，在其它的运动参考系中，又是相对运动。 

物质放入空间中，空间是容纳物质的容器，物质在空间中变化，物质在空间中运动。

把物质从空间中拿出来，原来的空间还在，变成什么都没有的真正空间，也就是真空，真正

的空间可以放入其他物质。物质和空间可以分开，就不能将它们绑定为一体。 

物质是主体，空间是场所，运动和变化是物质的运动和变化，是物质在空间中的位置

的变化、转移和分合，而不是空间的变化。物质在空间中移动，所处位置不同，移动有快慢。

没有物质在空间中，空间就是空的，没有物质在空间中运动，空间也是空的，不管是否有物

质，也不管物质是否在运动，空间都没有改变。 

物质的多少、位置和状态可以改变，但空间不可以改变，时间的快慢也不可以改变。 

物质不可以改变空间，也不可以改变时间，运动不可以改变物质，也不可以改变空间，

也不可以改变时间。 

物质不因运动而质增，空间不因运动而缩短，时间不因运动而变慢。 

空间不因物质而扭曲，时间不因物质而跳跃。 

运动的连续性和先后次序，形成了事物的因果逻辑关系。 

十、场态物质的叠加性、正交归一性和等效原理【10、11】 
10．1 场态物质的叠加性 

场态物质的场强是强度量，是有方向性的矢量，就具有叠加性。若体系有多个同类实体

物质场源，它们的种类属性相同，也就是荷量种类属性相同，它们产生的场态物质的种类属

性相同，就会叠加，任一点的场态物质就是多个场源在此点产生的场态物质的矢量叠加，即

场强为： 


n

nnnn cccc  2211                           (52) 

10．2 场态物质的正交归一性 
两种场态物质的种类属性只有与其相应的实体物质的荷量种类属性相同才能产生能量

的作用。两种场态物质的场强 k 和 l 满足如下正交归一性关系： 

 klkk d  *
                                   (53) 

证明如下，因为只有当 k = l 时，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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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当 k=l 时，W=W， 1*   dlk (能构成能量)；当 k≠l 时，W=0， 0*   dlk (不
能构成能量)。 

例如：质量 m 与速度 v 才能形成动能，介电常数 ε 与电场 E 才能形成电场能(即 v·v=v²，
E·E=E²，就是上述 k=l 时，W=W 的意思)；反过来，质量 m 与电场 E 就不能形成能量，介

电常数 ε 与速度 v 也不能形成能量(因为 m·E=?，ε·v=?，就是上述 k≠l 时，W=0 的意思)。 

10．3 场态物质的等效性 
各种不同场态物质同时存在于一个体系时，其总能量可等效为任意一种场态物质与其

相应的实体物质的荷量所形成的能量，其实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其表达式为： 

 dMWΦdΦMW nn
n

n
n

n   ** ∑∑                       (54) 

将 归一化为 (其中的 M /W 称为归一化系数) 

   d
W
M

W
Wd

W
MΦdΦ

W
M

nn
n

n

n

n
nn

n

n *** ∑∑  

{ 1,(当 k=l 时) 
0,(当 k≠l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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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2** 
n

n
n

n
nn

n

n C
W
Wd

W
WΨdΨ   

用二项式定理对上式中的 n 个积分项作合并，其中 k，l=1,2,3,…,n，且 k≠l(就是下

式中加的那个 0 的情况)： 

 

  

 










dC   =          

dCCdC   =          

dΨCΨdΨ

n
nn

n
lklk

n
nn

n
nn

2

**2

2*

)(

2

0

 

就可以得到等效性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可按 n 展开成级数： 

∑=
n

nnψCΨ                                    (55) 

又可得关系式： 

W
WC n

n 
2

                                     (56) 

 
n

nC 12
                                       (57) 

  ΨdC nn
*                                     (58) 

这表明：
2

nC 表示体系第 n 个场态物质产生的能量在体系的总能量中所占的比例，还表

示其中一种场态物质产生的能量在体系总能量中所占的比例 w/W，也表示体系所具有的能量

在体系总能量中所占的比例 w/W。 

例如：带电体在电场和磁场中运动，它有动能、电场能和磁场能，但其总能量都可以用

动能、电场能或磁场能的任一种来代替，它甚至可以被另一种能量所取代，或者可以用多个

能量来代替。 

十一、宇宙 
物质，客观存在，有多有少，无生无灭； 

空间，上下左右，有长有宽，无边无际； 

时间，古往今来，有长有短，无始无终； 

运动，由此及彼，有快有慢，有静有动。 

物质可移动而不可灭，空间不可生不可长，时间不可生不可退。 

物质永生，空间无边，时间永恒，运动永远。 

宇宙第一原理：真实的世界是三维立体的，没有其它维度【12】。 

宇宙第二原理：真实的三维世界中，任何实体物质都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有体积、有

大小、有形状、有边界、有质量的独占空间的实体。 

宇宙第三原理：物质分为实体物质和场态物质，实体物质有荷量，场态物质有强度。 

宇宙第四原理：场态物质由实体物质产生，场态物质对实体物质产生力的作用。 

宇宙第五原理：空间和物质构成了宇宙，物质存在于空间中，物质在空间中的位置的

变化就是运动，物质运动过程的先后次序和快慢体现出时间。 

宇宙第六原理：场态物质对实体物质产生力的作用，使实体物质具有势能，运动使实

体物质具有动能，场态物质具有能量。 

宇宙第七原理：最基本的实体物质(粒子)，是单一组分的(最简单的)、均质的、无结构

的、各向同性的、稳定的、不可再分的。 

宇宙内的物质(天体)的运动、转移、分合和变化，都在无穷的宇宙内发生，天体的爆炸、

分裂和合并，都是宇宙局部的运动变化。 

宇宙无穷大，时间无始无终，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没有中心，没有边界，没有外部。

有物质在宇宙空间中运动变化，宇宙内局部的变化是我们可研究观察的范围。 

主导天体运动的力量就是万有引力，主导天体运动的方式混沌而有序。 

例如太阳系，在某时某天体爆炸的星云因万有引力而再次凝聚，中心凝聚成太阳，局

部凝聚成行星，行星的局部凝聚成卫星。原初星云因万有引力而具有引力势能，它就是整个

星系的原初动力。星云各部分相互吸引，从而改变运动状态，或加速凝聚，或曲线运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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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曲线正符合万有引力的特点，于是各行星卫星彗星就按此方式绕转和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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