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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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证明动量不守恒.  

1  动量不守恒的发现 

无人不知动量守恒定律,它由牛顿运动定律导出.但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它是错的! 

很多物理学公开课的视频,有动量守恒定律讲解和实验演示.两个滑块在一个滑板平面上碰撞,

根据讲解,碰撞前后两滑块的总动量不变.但是,除非是这两个滑块的质量相同,这个讲解就是根本

性的错误. 

从未有人发现过,两个质量不同的物体相作用后,其总动量将发生变化吗?这好像是个天大的笑

话.因为,实验表明,这时两物体的总动量将变化. 

如图 1 图 2 图 3 所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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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上现象的证明.实验是由两个规格完全相同的,自由旋转的旋转臂,通过一个释放的弹

簧,向两边推开去旋转而完成.其中旋转臂 O1 的弹开点是全部臂长,旋转臂O2 的弹开点是 1/2臂长.

由图 2 和图 3 可看出, 旋转臂 O1 的转速是旋转臂 O2 的转速的 2 倍. 

因为两旋转臂的规格完全相同,所以可视同两旋转臂为质量相同,而它们相作用后转速不同,因

此它们相同部位的转动线速度也不同.实际是旋转臂 O1 是旋转臂O2 的 2倍的线速度.质量相同而线

速度相差 2 倍,因此其动量也相差 2 倍,即其动量和不为零,总动量变化. 

该实验也可理解为, 旋转臂 O1 的力臂是旋转臂O2 的力臂的 2倍,因此旋转臂 O1 的力臂点的负

荷质量,是旋转臂 O2 的力臂点的负荷质量的 1/2.而旋转臂 O1 的力臂点的线速度,应是旋转臂 O2 的

力臂点的线速度的 4 倍.所以两旋转臂力臂点的线动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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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动量和即总动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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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动量和不为零,说明其总动量发生了变化,作用之前总动量是零,作用之后总动量不为

零. 

这项实验具有多么重大的震撼意义,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动量守恒定律是根据牛顿运动定律导出的,那么动量守恒定律是错的,是不是意味着牛顿

运动定律也是具有疑问的呢? 

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发现,使得我们更加震惊不已了! 

2  牛顿运动定律的错误的发现 

质量不同物体相作用动量不守恒,首先使人想到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可能是不对. 

尝试着证明牛顿第三运动定律是错的,取得了成果[6].期证明的机理是,质量不同物体相作用,其

质量的不同,可理解为空间约束力的不同.质量大的物体空间约束力大,不易改变运动;质量小的物

体空间约束力小,易改变运动. 

因此两物体产生的作用力不同
[6]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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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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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质量大的物体产生较大的力作用于质量小的物体,质量小的物体作用于质量大的物体的力较

小[6].根据以上方法计算的结果,与前述实验的状况完全吻合. 

 

可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被证明是错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就是对的吗?后来的证明更是震撼,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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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第二运动定律也被证明是错的了.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错误的被发现[1],是基于导数的计算, 其标称单位应该是时间 t . 而作为测

量的另一个元素(即位移量)l ,则是可变的. l 的可变性,使得力F 的大小,变得不可捉摸.例如当用弹

簧来推动物体时,无论物体质量怎么变化,力的大小和力的作用距离都是不变的.但当用牛顿第二运

动定律和导数计算时,同样的力作用于不同质量的物体,其作用距离是不同的.因此,若用牛顿第二

运动定律计算弹簧的作用力,它就会不对. 

这时为了克服以上的缺陷,就提出了逆导数的概念[1][2]. 它与导数的情况相反,是在分子的变量

趋近于零时求分数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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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原理而得出的新第二运动定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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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是物体的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 但是其中的加速度是用逆导数(表示为 a
+
 )计算的[1][2]. 

因为是逆导数, 所以虽然力F 与质量m  是正比关系, 而力F 与加速度 a
+
 却是正比平方的关

系. 两者不是简单的同比例的关系. 因此在等值换算时, 加速度 a
+
 必须每变化 β 2 倍, 才与力 F 

或质量 m 变化 β 倍相当
[1][2]

. 

所以新第二运动定律的恒等变换式是: 

          
2F m a    

                                                    (2.0.7) 

这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很是不同,但只有这样对物质的运动进行计算,才可能是正确. 

由新第二运动定律的表达式,很容易又得出了新第三运动定律的表达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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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这与前述,由空间约束力推导出的作用和反作用力计算,可得出同样正确的结果,但根据新第二

和新第三运动定律的表达式进行的计算,与物质的实际运动状态完全吻合.所以,新第二运动定律和

新第三运动定律,是对物质的运动的最正确和最准确的表达. 

3  新第三运动定律情况下的动量不守恒 

从新第三运动定律可以直接导出动量不守恒.例如: 

由        
0 0

2
0 0

2
20 0

0 0 0 1 2 02 2 2 2m m m m

a a a a

m mql ql
m m a F F a

q t q t







    

 

 

 

       

        (3.0.1)

 

得        

2

0
1 0 22 2 2 2

mq l q l
F t m t F t t

q t q t




                                      (3.0.2) 

∴        
20

1 0 2 0

m
p m u p u m u 


                                       (3.0.3)      

所以两物体相作用,质量小β 倍的物体,其动量大β 倍.因此,除非是两物体的质量完全相同,否

则两质量不同的物体相作用,两物体各自产生的动量是不同的.因此这时两物体的动量和不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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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 2 01 0p p m u                                             (3.0.4) 

所以这时两物体的总动量就发生了变化,因此其动量就不守恒了. 

因此,只有在两相互作用物体的质量完全相同时,动量才守恒.而在自然界中,相互作用的物体

在多数情况下,质量是不同的,因此其动量是不守恒的. 

所以在自然界中,动量不守恒的现象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之前在经典物理学中,影响力非常

大的动量守恒定律,实际上是错的.应该予以废止的. 

 

因此,动量是不守恒的.动量不守恒! 

4  角动量也有守恒和不守恒 

角动量守恒定律也是经典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定律.因为新运动定律的建立,角动量守恒定

律也将只在某些特殊情况适用,而在另一些情况不再适用. 

角动量守恒在单一天体的运行(或单一质点绕圆心运动)中是适用的[3],例如: 

           

     图 4 当 R 由大变小时                图 5 当 R 由小变大时 

由图4和图5,可看出:当物体或质点的圆周运动的半径发生变化时,它的运动线速度将以反比例

变化.此种情况是由矢量的分解(图 5)和合成(图 4)的原理决定的,因此是一种关于物质的运动和力

的规律的自然的选择,是必然的. 这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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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这时速度矢量与转动半径是以反比例变化的,因此这时的物体的角动量没有变化. 

          1 1 2 2l m r u m r u     
                                              (4.0.2) 

所以这时是角动量守恒的,角动量守恒定律扔适用. 

在经典力学中,角动量守恒定律被认为是适合于一切转动物体,包括旋转的质点系统.但是根据

新的运动定律[1]和新转动动力学[3],在任何的复杂旋转系统和转动系统中,角动量不守恒应该是普遍

存在的. 

根据新转动动力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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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旋转刚体或质点系统中, 集 A＇移动物体和集 C 转动刚体, 必须是满足公式(4.0.3)和

(4.0.4), 才是能够满足角动量守恒的.但在任何的复杂刚体系统和质点系统中,要完全满足以上两

个公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复杂的旋转刚体系统或旋转质点系统,其内部

的部分物质的径向移动,必然导致角动量不守恒. 

根据新运动定律[1],也可证明复杂旋转物质系统的角动量不守恒.按照角动量的定义[8],角动量

是: 

          l r p r m u                                                       (4.0.5) 

即角动量是,物体的位置矢量与其线动量的乘积. 

而根据新第三运动定律[1],在物体相作用中大多情况是动量不守恒的.当一个旋转体上有部分物

质发生径向移动,移动物质的线速度与未移动物质的线速度,将发生冲突.因此两者之间将形成力的

作用,而根据新第三运动定律[1],这时就不可避免会发生动量不守恒,即线动量不守恒.线动量的变化

即导致角动量不守恒. 

因此,除了单一物质或质点的圆周运动,这种很简单的旋转运动,能满足角动量守恒定律而外.

在大多数的复杂旋转物质系统或旋转质点系统中,角动量一般是不守恒的.角动量守恒定律并不适

用.所以角动量守恒定律,在一些特定情况适用,而在其它更多的情况不适用. 

5  结论 

在多数的物质相互作用中,动量是不守恒的.在多数的复杂旋转物质或质点系统中,角动量也是

不守恒的.根据动量不守恒和角动量不守恒的原理,科学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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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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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entum is not 

con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