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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为牛顿第三定律和牛顿第二定律被证明是错的, 那么根据新的第二运

动定律和新第三运动定律, 新的力学原理即产生出来, 其最重要而显著的就是,  

动量不守恒和能量不守恒原理的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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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牛顿第三定律被证明是错的[1], 新第三运动定律表明, 物体与物体相作用, 其作用力和反作用

力, 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同的. 由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不相同, 即可证明能量不守恒.  

1  在牛顿第三定律中能量也是不守恒! 

在牛顿第三定律中, 能量也是不守恒的, 这一点一定使人感到震惊. 但它实际上就是这样.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么假设有两个质量不同的物

体相作用, 其作用力即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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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作用时间是相同的, 因此以上两物体相作用各自移动的距离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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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m1 移动的距离应为 l×1/2 而 m2 移动的距离应为 xl×1/2 .       

因此以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所做的功即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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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分析中, 我们是假设两物体质量不同. 例如物体 2 的质量是物体 1 质量的 1/x . 因此在

以上的算式中, m1 和 m2 实际上是质量相同的. 所以这时两物体在相互作用后, 产生的动能也是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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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物体的动能, 方向相反. 因此这时的总动能应为:  



Physics Disquisi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2 2 2

1 2

1 1 1
1

2 2 2
m u m xu m x u                                      (1.0.7)  

如果以上两物体的相作用, 是由运动的物体 1 与静止的物体 2 相撞击而形成. 那么撞击之后, 

两物体的总动能, 就发生了如公式(1.0.7)所示的, 值的变化.  

假设该两物体的相作用, 是完全弹性的相作用, 那么两物体就只有机械能和动能的相影响, 

式(1.0.7)所表示的, 就是以上作用过程中的全部能量.  

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 以上过程只有两个物体的相互撞击, 即两物体没有受到它们之外

的其它外力的作用, 没有受到物体之外其它能量的影响. 因此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该两物体的总

的能量状态, 应该保持不变.  

可是, 根据公式(1.0.7), 该两物体在以上过程之后, 的确发生了其总动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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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两个质量不同的物体相撞击后, 其总动能发生了变化, 所以它们就是能量不守恒的了.  

所以即使是以牛顿定律和经典力学中的功能原理, 也可发现能量不守恒的情况. 

2  新第二运动定律和新第三运动定律情况下的能量不守恒 

在新第二运动定律和新第三运动定律的情况下[1][2], 因为动态作用力和动态反作用力通常是不

同的, 所以两物体相作用后, 其总动能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因此其能量不守恒的情况将更加显

著和强烈. 

 

2.1 直线运动时的逆导数 

在导数中直线运动的瞬时速度和瞬时加速度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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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运动的矢量表示[9]: 

 
              图 2.1.1 

那么在逆导数中,直线运动的瞬时速度和瞬时加速度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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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逆导数中直线运动的矢量表示,应与导数完全相同. 

那么在导数中,关于直线运动和匀加速直线运动的运动方程[9],早有证明.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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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匀加速直线运动的移动距离的计算公式
[9]
.那么公式(2.1.5)在导数计算中可用,则在逆导数

计算中也应该可用.因为公式(2.1.5)是在直线运动矢量表示法中证明的,而矢量表示法在导数中是

适用,在逆导数中也适用. 

 

2.2 新第二和新第三运动定律情况下的能量不守恒 

在新第二和第三运动定律中[1],能量不守恒将更加强烈. 

两物体相作用,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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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匀加速直线运动的方程,两边力的动能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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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两物体的质量相差β  倍时,作用和反作用力对两物体所做的功,则相差β
3
 倍. 

两物体相作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作用于两物体的功不同,这就意味着能量不守恒!这是确定无

疑的,因为当两物体相作用,如果其作用力是完全弹性的,就意味着两物体之间,就只有机械能和动

能的相互转换.例如在以上的计算中,左边和右边的动能或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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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总动能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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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两物体相作用,其总的动能不为零.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物体视为同一系统,那么两物体之间的作用,就属于系统的内力.按照能量守

恒定律,物质系统内部的内力,不改变系统内部的总能量.而以上的计算却说明,两物体相作用改变

了其总动能. 

因此上述算式表明,当两个质量不同的物体相作用时,这两个物体的总的能量状态,就发生了变

化.因此就能量不守恒了. 

 

这里的意义是极其巨大的,它表明物理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定律,能量守恒定律

是错的!        

 

在前面我们已经证明,即使在牛顿第三运动定律中,能量也是不守恒的.两个质量不同的物体相

作用,将有其质量倍数减一倍的动能变化.而牛顿第三定律,已被证明也是错的.以新第三定律来计

算,两质量不同物体相作用,将产生其质量倍数减一的三次幂倍的,动能变化.因此这动能变化更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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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3  能量不守恒的意义和其可能的扩展 

因此在力学的相互作用中, 当相作用的物体的质量不同时, 即会出现机械能即动能的不守恒, 

也就是能量不守恒. 说明重要的物理学定律, 能量守恒定律是错的, 应该更改为能量不守恒定律, 

才是对的.  

在新第二运动定律和新第三运动定律[1]提出以后, 之前物理学中的好几项重要的定律, 都被证

明是错的. 如动量守恒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都被证明在很多情况下(相作用物体质量不同或部

分物质移动时)是错的[3]. 现在能量的不守恒也被证明出来, 说明这之中意义重大. 

根据前文的论述, 能量不守恒可能是双向的, 即当物体相作用时, 其总的动能可能是增大, 

也可能是减小. 例如当一个质量大的物体作用于质量小的物体时, 其质量小的物体将获得一个较

大的动能, 而质量大的物体损失的动能则较小, 所以这时两物体总的动能将增大. 反之如果一个

质量小的物体作用于质量大的物体, 两物体的总动能将减小.   

能量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小, 这说明制作出一种机械, 它在运行时能制造和输出能量, 因此叫

能量发动机, 是可能的.  

 

能量不守恒的原理, 还可能扩展到其它很多涉及能量概念的学科. 如电学,光学,分子物理学

和热力学, 核物理甚至化学等领域. 因为所有这些学科, 都涉及微观粒子的运动, 而微观粒子的

运动, 可能同样遵循基本的运动定律的属性.  

因此在电力,光能和分子和热能的传导过程中, 都可能存在类似以上动能在传递过程中不守恒

的现象. 在核物理中核聚变和核裂变放出的能量, 可能就是巨大的能量不守恒的释放. 而在一般

的化学能的释放中, 其仍然可能是机械能不守恒, 在微观层面剧烈释放的结果.  

 

能量和动能的不守恒, 还可能影响宇宙中天体的运行. 例如一个球形分布的密集的旋转的星

团, 当其中接近星团旋转轴部分的少量星际物质, 向远离星团旋转轴的星团外圆周方向移动时, 

它与星团其它全部物质的质量相比, 是很小的. 因此它在星团其它全部巨大物质的作用下, 在它

越是接近星团外圆周部分时, 它绕星团圆周转动的速度越快. 在此过程中, 这个小的星团物质, 

从周围其它巨大的星团物质, 受到力的作用, 而增大它的运行速度. 而相反这个星团物质的个体, 

相对星团其它物质集合, 质量相对很小. 所以它对星团其它物质集合的反作用, 也很小因而可以

忽略不计.  

可以计算这时星团总的角速度的变化[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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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星团总物质的复合质量 m  c 极其巨大, 而星团中移动物质的质量 m 相对地是很小, 因此

这时星团的转动总角速度的变化 ω3 , 也将是极其小所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当这个球形星团中的无数物质个体, 依次分别地都从接近星团旋转轴方向, 向远离旋转轴方

向的外圆周方向移动时. 它就能由一个球形的旋转星团, 最终变成一个薄圆盘形的旋转星团. 因

为在所有的这些过程中, 星团整体所受到的反作用力, 始终是相对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完成

以上的星团形态变化后, 星团总的转动角速度几乎不变, 而其有更多的星团物质, 移向了星团旋

转半径 r 更大的方向, 因此星团的总的转动动能, 却不断地越来越变得更大了.  

所以宇宙中的星际物质, 其总的运动的能量, 也是能够发生变化. 也可能越变越大, 也可能

越变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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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能量是能发生变化的, 质量大的物体作用于质量小的物体, 能量能变大; 反之能量能变

小. 因此在动力机械的使用策略上, 做一些刻意的选择, 可能是有益的. 比如, 用具有强劲动力

的引擎, 带动较轻型的机械运转, 其能量的使用效能就可能会更大. 如果是用较弱的动力, 带动

较为重型的机械运转, 其能量的使用效能就可能很低.  

 

因此根据能量不守恒的原理, 人类在能量的使用中, 要使能量越来越多是可能的. 甚至从理

论上讲, 过去一直被世人所嗤笑的永动机,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了. 届时奇迹将因之而发生. 

4  结论 

能量是不守恒的. 根据能量不守恒的原理, 无数的未曾有的科学奇迹, 都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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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dit) Energy Is Not Con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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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Newton's third law and Newton's second law proved to be wrong, then 

according to the new second law of motion and the new third law of motion, the new 

mechanics principle is produced, the most important and remarkable is, that the momentum 

is not conserved And the principle of energy is not conserved, it be found. 

Key Words: Energy; Force; Newton's law; New law of motion; Energy is not con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