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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物理学
作者：彭晓韬

日期：2018.11.30

［文章摘要］：目前物理学中的子门类繁多，碎片化特别严重，把本来客观上密不可分的物理规律和现象分割

成过多的碎片。本文拟从电子和质子外部空间之宏观范围来审视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运动形式、变化与发展规律：

客观实体均由带质量与电荷的电子和质子构成。它们遵循的规律主要有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及牛顿第一和第二定律、

库仑定律和毕奥-萨伐尔定律（本文暂不考虑强、弱相互作用）。考虑到这些定律均是在稳定场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而万有引力、电磁力均有一定的传递速度。因此，在研究对象的运动速度较高时，应对这些定律进行适当的修正才

能符合客观实际。由于质量与电荷同体，因此，这些定律将同时对研究对象产生作用。这一点也就是本理论——全

息物理学的物质基础所在。只有把物质受到的所有作用力同时考虑进来，才能真正找到符合物质客观运动的规律。

一、客观实体的基本属性

1、客观实体的构成

除电子和质子自身的内部结构外，其它任意空间上的客观物质均是由电子和质子构成的：原子核

是由电子与质子构成的中子和质子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与外部电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

客观物质都是由不同分子构成的。

2、构成客观实体基本单元的物理属性

电子和质子是构成客观实体的基本单元，它们的属性有：携带质量、电荷和磁矩。

因携带质量，则遵循万有引力定律。即每个电子或质子均与其他电子或质子间存在万有引力相互

作用；

因携带电荷和磁矩，则遵循库仑定律和毕奥-萨伐尔定律。即每个电子或质子均与其他电子或质子

间存在电磁相互作用。

由于电子和质子是质量与电荷同体的，因此，电子或质子将同时与其他电子或质子间存在万有引

力和电磁力相互作用（这就是全息物理学的精髓）。

二、客观实体遵循的基本规律

目前物理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客观实体一般分为微观与宏观二大类，分别遵循不同的基本规律。

宏观客观实体主要遵循经典物理或相对论规律；微观客观实体遵循量子力学规律。两者间似乎存在天

差地别、水火不容之势。但实际上，两者均是在舍弃了部分客观实体实际受到的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讨

论客观实体存在与运动规律的，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前者舍弃了客观实体是由分子、原子和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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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通过不同方式组成而存在内部运动的事实和带电荷/磁矩相互作用的影响，把客观实体看作为一

个仅含质量、不带电荷和磁矩的整体；后者舍弃了客观实体质量产生的万有引力和惯性作用，仅考虑

了电磁相互作用。

实质上，任意客观实体因是由带质量和电荷的电子及质子以不同方式组合而成的，其任意时刻 t

受到的相互作用是由每个电子和质子受到的万有引力、电磁力作用（暂不考虑强、弱相互作用）的整

体叠加的结果。即：

当客观实体由Ｎ个电子和Ｍ个质子（中子按 1 个电子和 1个质子考虑）构成，每个电子或质子受

到的万有引力和电磁力的合力矢量分别为 )(tF e
i


和 )(t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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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 t 时刻客观实体受到的总体合力矢量为：

 


M

j
p
i

N

i
e
i FFtF

11
)(


（公式 1）

由上式可知：任意时刻客观实体受到的合力都与组成该实体的各个电子和质子所受到的合力相关。

而不能简单地将客观实体视为一个仅带质量或仅带电荷和磁矩的整体来考虑。

三、全息物理学力学公式简述

1、全息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计算公式

首先，我们认可并继承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其次，我们对牛顿万有引力的应用范围作出如下限定：

任意空间位置上的万有引力矢量均是由宇宙间所有带质量的基本粒子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只考虑电

子和质子作为基本粒子来计算万有引力；其次，万有引力的传递速度为Ｕ（暂不考虑与光速Ｃ是否相

等的问题）。再者，假设任意空间位置上时刻 t 的万有引力是由宇宙中所有带质量的电子和质子共同

作用的结果。则任意空间位置 P(x,y,z)在时刻 t 时的单位万有引力矢量（不考虑受力体质量的大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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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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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Ｎ、Ｍ分别为宇宙中的电子和质子总个数；me、mp分别为电子和质子的质量（暂不考虑因运

动可能产生的质量变化的影响）； 为第 i 个电子或第 j 个质子与Ｐ点间的矢量；xi,yi,zi,ti 和

xj,yj,zj,tj分别为第 i个电子和第 j个质子 t时刻在Ｐ点处产生万有引力作用所对应的空间位置和时

刻。t与 ti和 tj间的关系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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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息物理学中的电场力计算公式

首先，我们认可并继承库仑电场力定律。其次，我们对库仑力的应用范围作出如下限定：任意空

间位置上的库仑力矢量均是由宇宙间所有带电荷的基本粒子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只考虑电子和质子

作为基本粒子来计算库仑力；其次，库仑力的传递速度为光速Ｃ（暂不考虑粒子运动可能导致的速度

变化）；再者，假设任意空间位置上时刻 t 的库仑力是由宇宙中所有带电荷的电子和质子共同作用的

结果。则任意空间位置 P(x,y,z)在时刻 t时的单位库仑力矢量（不考虑受力体的电荷量的大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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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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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Ｎ、Ｍ分别为宇宙中的电子和质子总个数；Ｑe、Ｑp分别为电子和质子的电荷量（暂不考虑

因运动可能导致电荷量的变化）； 为第 i 个电子或第 j 个质子与Ｐ点间的矢量；xi,yi,zi,ti 和

xj,yj,zj,tj分别为第i个电子和第j个质子t时刻在Ｐ点处产生库仑力作用所对应的空间位置和时刻。

t与 ti和 tj间的关系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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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息物理学中的磁力计算公式

首先，我们认可并继承毕奥-萨伐尔定律。其次，我们对磁力的应用范围作出如下限定：任意空间

位置上的磁力矢量均是由宇宙间所有带磁矩的和带电荷并运动的基本粒子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只考

虑电子和质子作为基本粒子来计算磁力；其次，磁力的传递速度为光速Ｃ（暂不考虑粒子运动可能导

致电荷量的变化）；再者，假设任意空间位置上时刻 t 的磁力是由宇宙中所有带电荷和磁矩的电子和

质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则任意空间位置 P(x,y,z)在时刻 t时的单位磁力矢量（不考虑受力体的磁矩和运

动电荷量及速度之积的大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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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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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Ｎ、Ｍ分别为宇宙中的电子和质子总个数；Ｑe、Ｑp分别为电子和质子的电荷量（暂不考虑

粒子运动可能导致电荷量的变化）；ue、up分别为电子和质子的磁矩（暂不考虑粒子运动可能导致磁

矩的变化）； 为第 i 个电子或第 j个质子与Ｐ点间的矢量；xi,yi,zi,ti 和 xj,yj,zj,tj分别为第 i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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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和第j个质子t时刻在Ｐ点处产生磁力作用所对应的空间位置和时刻。t与ti和tj间的关系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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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息物理学中单个粒子受力公式

假设位于Ｐ点的粒子的质量为 m、电荷为 Q、速度为Ｖ、磁矩为 u，则该粒子在 t 时刻受到的合

力（暂不考虑因粒子本身的运动可能导致对万有引力、电磁力的响应可能存在的偏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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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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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息物理学中单个粒子的运动方程

假设 t＝0 时刻位于Ｐ点的粒子的质量为 m、电荷为 Q、速度为Ｖ0、磁矩为 u，则该粒子的加速

度 a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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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6）

运动速度随时间变化公式为：


t

tdttzyxaVtzyxV
00 ),,,(),,,( 

（公式 7）

运动轨迹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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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息物理学与经典物理学的关系

1、全息物理学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关系

当将特定物体作为整体看待时，则其质量为其包含的所有电子和质子质量的总和（可能存在因电

子与质子的热运动等，总质量与电子和质子静止质量的总和存在一定偏差）；并假设电荷、运动磁力

和磁矩均为 0时，则全息物理学的合力计算公式将变为牛顿万有引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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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息物理学与库仑定律的关系

当将特定物体视为带电体且带电体静止或运动速度较低并且不具有磁性，且不考虑质量的影响时，

可视为质量、磁力和磁矩均为 0，则全息物理学合力的计算公式将变为库仑定律；

3、全息物理学与毕奥-萨伐尔定律的关系

当将特定物体视为仅带磁力体时，则一般不考虑质量和电荷，即视质量和电荷均为 0时，则全息

物理学合力的计算公式将变为毕奥-萨伐尔定律。

五、全息物理学的应用范围

全息物理学由于从客观实体的内部结构入手，并根据组成客观实体的基本粒子电子和质子均为质

量、电荷和磁矩同体，由此导致每个粒子在任意时刻都会受到其所在空间位置上万有引力、电场和磁

场的合力作用，而不是单一力源的作用。

除电子、质子和原子核内部以外，客观实体均是受万有引力和电磁力相互作用的。电子与原子核

组成原子、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物质等主要由电磁力起决定性作用；而宏观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主

要由万有引力相互作用主导，特别是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全息物理学将客观实体视为一个一个

的电子和质子构成的，其每个粒子受到的合力是万有引力和电磁力叠加的结果，因此，不仅能表达客

观实体内部的运动规律，也可以表达客观实体外部的运动规律，甚至包括有生命的物质之运动规律。

1、在解释现有物理现象中的应用

1.1、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本实验是在地球大气层内完成的，无论使用地面静止光源还是太阳运动光作为实验光源，其发出

的光在大气层内的运动速度由大气层的性质和运动状态决定，与光源的运动状态无关。同时，实验装

置中的三棱镜、半透镜和反光镜均为由电子和质子组成的介质，对入射光有反射、折射（透射）和转

换（热辐射）作用。因此，实验过程中，通过三棱镜、半透镜后的光不再是入射光，而是与入射光不

同的透射光；被反光镜反射的光也不是入射光了。因为无论空气还是镜体材料均是由电子和质子构成

的介质，对入射光产生的变化电磁场会进行相应的响应而改变运动状态，这种状态的改变产生新的电

磁场——反射、折射和转换光。由此可见，本实验不能检测出干涉条纹移动是理所当然的！

1.2、黑体辐射

无论用哪种材料制备的黑体，均是由电子和质子构成的原子组成的。只要黑体温度非绝对 0度，

则原子均会不停地热运动。原子的热运动将导致原子中的电子与原子核运动不同步（如：同样的电场

和磁场，对电子和质子产生的作用力方向相反）而成为偶极矩变化的电偶极子，变化的电偶极子的不

规律的、脉冲式的运动将产生连续频率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的频率谱会随电偶极子运动方式和速度

的不同而改变。温度越高、原子的热运动速度就越快，产生的辐射中心频率就越高。这才是黑体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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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原因，也是黑体辐射谱的中心频率与温度正相关的原因所在。

1.3、光电效应

当光照射在金属表面时，被照射范围内的电磁场将因此发生变化，即在原有电磁场的基础上叠加

了照射光的电磁场。由于金属中原子中的电子均是以一定的频率围绕原子核旋转的，就像一台以固定

频率运动着的电动机中的转子正在以高速旋转一样。只有与转子旋转速度匹配的变化电场才能是转子

加速，而不匹配的变化电场可能只能使转子的速度时快时慢甚至减速。因此，光电效应是由电磁场同

步加速金属中的某些相位和运动频率合适的电子才导致这些电子从金属表面逸出。理由：光是变化的

电磁场；只有频率合适的光才能产生光电效应，低于或高于该频率段的均难以产生光电效应。这就是

光电效应存在红限以及光子数量不随光的频率升高而增多，甚至反而降低的原因所在；光电子的运动

方向与光照方向间夹角大于 90 度也只能用电磁场同步加速效应才能解释。而光子说虽然可部分解释

红限的问题，但无法解释红限仅与材料有关，与光照强度与持续时间无关。也无法解释高于一定频率

后，光电子数量不增反降的现象。更无法解释光电子与光照方向间夹角大于 90度的现象。

1.4、陀螺指向性

如下图一所示：高速旋转的陀螺具有的指向特性是由于陀螺中的原子以高速围绕着轴心旋转过程

中，电子和原子核同时受其所在位置的万有引力、电磁力的合力作用外，还受到旋转产生的离心（惯

性）力的作用。当旋转轴与水平方向存在一定夹角时，则因离心力下半周的水平分量与上半周的水平

分量构成一对力偶使陀螺向逆时针方向旋转以抵抗万有引力使陀螺向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力。

图 例

重 力：

离 心 力：

水平分量：

垂直分量：

图一：陀螺旋转受力示意图

1.5、原子能级现象

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的原子系统是一个动平衡的系统。由于原子周边存在不断无规律运动的其他

原子，致使原子核和电子所处空间位置上的万有引力场、电磁场均不是稳定的，均是随时间无规律地

变化着的。由此，导致原子核和电子的运动轨迹不可能相对任何特定参照系处于相对静止或匀速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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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或有规律性地运动状态。但当其周边环境相对稳定、在原子核和电子运动区域内产生的万有引力

和电磁场的合力也相对稳定或有一定规律可循时，则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原子系统也将处于一种相

对稳定的动平衡状态中。这种状态表现为：对周边其他原子产生的作用与反作用相等。即不向外发射

电磁波，也不吸收外部电磁波，或发射与吸收的电磁波正好相等而相互抵消。由于这种平衡状态是至

少三种非恒定力（万有引力、库仑力和磁力）与惯性力（调整运动速度和加速度）达成的动态平衡，

因此，原子中的电子和原子核都会因外部环境的不同导致其所处空间位置的外力合力的大小与方向的

变化而改变和调整运动方式而使原子的动态平衡也发生改变。但原子动态平衡状态并非连续的，就如

太阳系行星的轨道间呈某种规律性的变化一样，原子的动态平衡状态也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的、非连

续分布的。这种规律性就是目前量子力学中所说的能级。

1.6、球摆的工作原理

下图二为球摆示意图。当边球以一定速度撞击中部静止球体时，运动球体的弧形运动将停止，其

中的原子的宏观运动速度将发生突变而使原子间的间距变小形成压缩，这种压缩状态将传递给中间静

止的球体，直到最左边的球体被这种压缩形成的弹力弹出后，其他球体就恢复正常状态了。如此反复，

就形成了球摆运动。

图二：球摆示意图

1.7、刀砍枪击碎物现象

当刀砍物体时，物体会产生缺口，甚至破碎；当子弹击中物体时，会使物体飞溅并穿透物体等。

这些物理现象都是运动的分子和原子遇到静止的分子和原子时，会使静止的分子和原子改变运动状态

的结果。当这种改变不能及时传递给临近的分子和原子并使物体整体运动时，则物体结构将被破坏而

形成缺口或飞溅物、破碎甚至被穿透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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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非牛顿流体和爬杆现象

流体中的分子和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力较强时，部分分子和原子的定向运动将很快传递给临近的其

他分子和原子，从而形成群体性运动现象。非牛顿流体和爬杆现象均是由于流体内的分子和原子间的

相互作用力比牛顿液体的大很多，从而导致运动特性存在较强的同步性、整体性运动所产生的效应。

2、在解释现有化学和生物学现象方面的应用

2.1、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是原子与同类或不同类原子间相互作用形成分子的过程。在客观上反映为原子的外层电

子的运动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来仅围绕一个原子核运动的电子，经化学反应后会围绕二个或二

个以上原子核运动。同时，原子核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也有别于未进行化学反应前。由于原子与原子间

这种存在方式和运动形式上的变化，会使原子核和电子的运动方式也发生变化。但无论它们如何变化，

仍遵循牛顿第二定律：原子核和电子的运动状态和轨迹均由其所在空间位置上的万有引力和电磁力的

合力以及其自身运动状态综合决定。

2.2、生物现象

由碳氢化合物构成的生物细胞，其复杂程序远超无机物分子。但其基本的原子也一样是由电子和

原子核构成的。只是因为其原子构成的分子的排列组合方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有机大分子，进而

形成了有生命力的细胞而已。从物理意义上讲，生物中的细胞及其分子和原子仍然遵循最基本的物理

规律，包括万有引力、电磁力作用规律。生物的活动，也受到最基本的物理规律的制约与限制。

2.3、意识与物质的关系

生物特别是有智慧的生物体都有意识的存在，那么意识与物质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个人认为：

物质是产生意识的基础，意识是物质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有规律、有目的、有反馈、有互动的物理现

象的特殊形式。任意意识都建立在有感知力、有收集和处理感知信息力、有传递信息力、有执行信息

力和反馈执行信息结果力的物质基础——不同器官上的。如：人有意识是因为人有感官系统，并能将

感官系统得到的信息传递到大脑进行分析处理，再把分析处理的结果传递给有执行能力的器官，执行

过程中和执行结束后再将执行情况实时反馈给大脑。这一切均是建立在物质——各种人体器官组织基

础上的，而这些器官组织都是由不同的细胞构成的，细胞工作需要各种营养物质。而细胞是由各种有

机分子构成的，有机分子又是由不同无机原子构成的，而原子是由电子和原子核构成。这一切均不能

离开组成物质最基础的粒子电子和质子。一旦组成生物的最基本元素发生某种重大变化，也会导致生

命的存在形式发生相应地变化，甚至危及生命体的正常运作。如：放射性物质对生命体的影响多数情

况下是使组成生命体的元素发生剧烈变化，从而导致生命体的非正常活动，甚至死亡。一旦生命体死

亡，意识自然也就一起消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