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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书（ISBN978-7-5352-4288-4）归纳总结前辈物理学家们的实验，梳理自然科学原理中存在

的问题，全面分析电磁感应纠纷、光速纠纷和时空纠纷的根结所在。概括地讲，本书否定了狭义

相对论的论点、论据、推导过程及其历史遗留的相关问题。前五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个论

据(相对性原理)，第八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第二个论据(光速不变原理)，第六章否定了狭义相对

论的论点(相对论运动学、相对论动力学、相对论电磁学、相对论时空观)，第七章否定了狭义相

对论的数学工具(洛仑兹变换)。全书共十章，其中第 1 章论证了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第 2
章论证了麦克斯韦旋度场与工程实践不符，第 3 章否定了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体系，第 4 章建立

了独立发收场模型，第 5 章论证了电波本性不是能量，与实验一致，第 6 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

论点，第 7 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洛仑兹变换)，第 8 章论证了光速叠加原理，第 9 章

重新解释了历史上重大异议的物理实验(包括 Michelson-Morley 实验和 Compton 散射实验)，第 10
章进一步论证了牛顿-伽利略时空观的正确性。总之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空间是绝对

的且是各向同性的，光速是可叠加的，广义洛仑兹磁力是正确的，电场波与磁场波是独立辐射

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自由空间的旋度场方程是错误的。此外特别指出，Compton 的伦琴

射线散射实验遵循牛顿定律；光速是矢量，Michelson-Morley 实验遵循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电波

辐射矢量场守恒，接收场在广义洛仑兹力的作用下形成的信号强度服从距离平方反比率。 
This book summarizes the experiments of senior physicists, integrates the problems that come out 

from natural science principl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root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refute, 
light velocity refute and space time refute. Generally speaking, this book negates special relativity’s 
proposition, argument, deduction process and its relative propositions bequeathed from its history. The 
above five chapters has negated the first argumentof special relativity ( that is , has negated the principl 
of relativity). The eighth chapter has negated the second argument of special relativity(that is, the 
principl of light velocity unchangeable has been negated). The six chapter has negated the proposit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relativity’s dynamics, relativity’s kinematics, relativity’s electromagnetism, relativity’s 
space time view, and the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are all have been negated). The chapter seven 
has negated the mathematics tool of special relativity(Lorentz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negated). There 
are ten chapters in my book, the first chapter proves the universality of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the second chapter proves that radio engineering is not the action of Maxwell curl equation. the third 
chapter negate theory system of Maxwell Curl Equation. the fourth chapter founds electric wave 
radiation model. the fifth chapter proves that the essence of electric wave is not energy, identical with 
experiment. the sixth chapter negates the proposit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 the seventh chapter negates the 
mathematical tool(Lorentz transformat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 the eighth chapter proves light velocity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the ninth chapter re-explains the physical experiments with important dissension 
in history(including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and Compton roentgen experiment). The ten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correct space time view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 great Newton’s Laws. Time is 
absolute and one-directional, space is absolute and isotropic, light velocity can be able superposition,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is reasonable, magnetic wave and electric field wave are independently 
radiant, Einstein’s relativity theory is absurd, and the curl theory of free space is a mistake. The 
conclusions have negated the relativity theory of Einstein and the curl theory of Maxwell, supported the 
Newton- Galileo space time view and Lorentz magnetic force, and solved the three problems of the light 
velocity dispute,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dispute and space time dispute. Besides, Compton roentgen 
experiment submit to Newton’s law;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submit to Galilean’s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the radioactive field-density and the receiving signal-current-density is inverse law with 
distance.-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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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然科学研究，造福了人类，给世界带来了文明和进步。两千多年的自然科学发展史

上，记录着先辈科学家们的丰碑伟绩，他们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遗憾的是至今在自

然科学领域里还遗留着“三大纠纷”，这就是光速纠纷、电磁感应纠纷和时空纠纷。虽然三

大纠纷有时激烈，有时淡漠，但百年来，人们无不关注着纠纷问题，无不关注着纠纷问题早

日得到解决，期盼着自然科学沿着正确路线揭示更深层次的自然界奥秘。 

1  科学家遗留的三大纠纷 

    •光速纠纷问题。1727年James认为光以恒定速度 0c 在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以太是静止

的，而地球是运动的，如果以太不被地球拖曳，那么半年后地球绕日运动适相反，应有一偏

转角 'θ 。半年后James做了这个观测实验，测得了这个偏转角 'θ ，说明以太不被地球拖曳，

似乎以太就是绝对空间。1851年Fizeau做流水光速观测实验测得了光速与传播媒质运动有

关，实验测得光速被运动媒质(水)拖曳。但是，在1881年，Michelson-Morley认为，光波在

静止的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其绝对速度 0c 是恒定的，而干涉仪随地球一起相对于以太媒质

以速度 v 运动，相当于煤质(以太)向后方运动，如果光速被 −v 速度的以太拖曳，就可以观测

到因波程差而引起的干涉条纹，据此他们用干涉仪测量却得到了零性结果。这几个实验被爱

因斯坦认为“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有的可测，有的不可测”，从而引发了光速不变假设。但

仔细想，这种假设掩盖了光速的本质问题，光速是绝对速度或是相对速度？光速是矢量或是

标量？光运动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或是服从洛仑兹变换？光速是不变的或是可叠加的呢？ 

•电磁感应纠纷问题。1832年法拉第认为磁铁与导体之间的感应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

电动势 dU ，1834年楞茨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流 I 。虽然都是导体上的感应，但由

于 dU 和 I 出现在欧姆定律的两边，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犹如当时的鸡蛋与小鸡之哲学问

题。1865年麦克斯韦却认为磁铁运动时在以太空间里产生了漩涡电场 E ， E 的积分可得电

动势， E 的微分可得电流，似乎平息了法拉第与楞茨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哲学争议。但是仔细

想来，它与前两家定律的本质差别就更大了，究竟是在导体上产生了感应或者是在以太空间

中产生了感应，其物理本质截然不同，因为导体与以太有着本质上的差别。1892年洛仑兹创

建了金属电子理论，因此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而形成感应电流，其本质是力 F 而不是场

E 。1897年J·J汤姆逊发现电子，证实了洛仑兹的电子论的正确性。但是20世纪爱因斯坦提出

了相对论电磁学，运动者看见了电场 E 和磁场 B ，似乎爱因斯坦不承认洛仑兹磁力。到目前

为止，同样的磁铁与线圈之间的电磁感应的本质问题仍然没有统一起来，五家观点不相融，

而教科书只好原本照抄，孤立地讲授各自章节，无人讲授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其实，无论

线圈运动或是磁铁运动，只要磁场与导体存在相对运动，则金属电子必然切割磁力线，即，

“线圈静止而磁铁向左运动”与“磁铁静止而线圈向右运动”这两种事件是等价的，都属于

金属电子与磁力线之间的切割。因此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可统一到洛仑兹磁力上面来。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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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全面思考时，就会发现，这到底谁是本质，谁是现象？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甚至谁是真

理，谁是假象呢？ 

•时空纠纷问题。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强调，“谈论绝对空间是没有意义的，

地球自转引起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当磁铁运动时在空间产生了

感应电场，于是线圈中有了电流；而当线圈运动时在空间没有产生感应电场，可是线圈中照

样有电流，可见空间本不该对称(号称相对性原理)。L；James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

可测，而Michelson-Morley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不可测，我们可以假设光速不变(号称

光速不变原理)L”。他以此为依据，利用洛仑兹的纯数学变换式，推导了他的侠义相对

论。但侠义相对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似乎空间就是以太，以太的弯

曲就是空间的弯曲。然而无数科学家耗资巨大去证明以太，却至今一无所获。尤其是相对论

的时间可以让死人复活，但作为唯物主义者谁也不相信现在的他就是前世的她。上世纪80年

代初许多大学生质疑相对论，90年代中国武汉测绘学院、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的学者，燕

山大学李子丰教授、海军某部黄德民先生等一大批有志人士，追求真理，撰书立说，用唯物

主义驳斥相对论，并尖锐的指出“相对论造成的恶果是：使人们步入歧途，阻碍物理学发

展”，中国一大批有志人士成立了一些反相对论的网站和“反相联谊会”，还介绍了许多国

内外著名科学家反对相对论的情况。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卢鹤绂院士冲破重重阻力，给世界发

出“向爱因斯坦挑战”的檄文。原中国国防科工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两院院士宋健呼

唤青年科学家敢于创新，质疑相对论(引自《科技信息》)。中国国家科学技术部万钢部长了

解到李子丰教授用唯物主义反对相对论的情况后托人给予勉励(引自《科技日报》)。国外科

学家反对相对论的人数就更多了，有洛仑兹、彭加勒、卢瑟福、戴维斯、Michelson-Morley
实验的创始人迈克逊，等等。总之，相对论不仅没有解决上述两大纠纷问题，反而带来第三

大纠纷问题。时间是一维流逝的或是可以停止的？空间是各向同性的或是可以压缩的？ 

当我们全面考察科学史时，不难发现侠义相对论依据了电磁感纠纷中的麦克斯维旋度场

方程和光速纠纷中的迈克逊-莫雷实验之零性结果。换句话说，这三大纠纷问题绞在同一条

路线上，十分错综复杂。所以，在物理概念和物理本质没搞清楚之前，盲目的做实验，或盲

目的猜测天体物理现象里的奇迹，是无法解决三大纠纷问题的。他把本来属于物理内涵上的

一些现象却大势使用洛仑兹假设的计算方式去解释，试图用数学假设去认识事物的物理属

性。从假设到变换，全是纯数学变换，越走越远。他用变换出来的“速度之和”(速度变换

公式)去解释Fizeau实验、用变换出来的“周期=光源运动时间+光波传输时间之相对论多普

勒效应”去解释James实验、用变换出来的“运动者看见电磁场”去解释电磁感应，等等。当

我们仔细研究他的“解释”就会发现，那种用纯数学变换出来的“计算式”并不具有真实的

物理意义，仅仅是计算上的一种数字凑数而已，难以服人，甚至自相矛盾，与其说是“解

释”倒不如说一种数字拼凑的掩盖，掩盖了事物的真象。正如黄德民先生指出的那样：“相

对论扰乱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妨碍了人们对事物内在本质的追求”。不少专家学者，甚至是

爱因斯坦同年代的科学家，也说相对论是怪怪的。爱因斯坦本来是出于一股钻研精神，他假

设光速不变，想用洛仑兹假设去解释Michelson-Morley实验，初步看起来似乎合理，但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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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变换公式去详细计算时，却发现它仍然存在干涉条纹，祥见9.1.2节。 

由于爱因斯坦创造了许多“奇迹”，“二战”后，爱因斯坦名扬天下，加之相对论有它

的论据、论点和数学工具，就被迷信者神化了，一些未解之谜也被崇拜者戴上了“广义相对

论”的头衔，于是相对论上升为神灵。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我总觉得相对论是错的，因为

我真的不相信我这个矮个子是因为长期随地球运动方向睡觉而被长期压缩的结果，更不相信

现在的我就是前世的她，于是决心考察相对论的正确性何在。大家知道，考察一个理论正确

性的必经之路是要考察其论据、论点和数学推导是否正确。如果相对论的论点与人类工程实

践不符，如果相对论的论据与实验不符，如果相对论的数学工具是一种游戏，那么其中任何

一条证据都可以判它的“死刑”。我在考察中才发现狭义相对论的论据涉及到光速纠纷和电

磁感应纠纷，其论点是相对论运动学、相对论动力学、相对论电磁学、相对论多普勒效应和

相对时空观，其数学工具是洛仑兹变换，本书就是对它的论据、论点和数学工具进行全盘否

定。诚然，作为年轻有为的爱因斯坦在相对论首文中就联想到了电磁感应问题与旋度场问题

以及惯性中的Coriolis力，暗示着理论纠纷的存在，很不简单，我真心佩服他的联想智慧！由

相对论造成的三大纠纷：时空纠纷、光速纠纷、电磁感应纠纷，引发出顶级科学家之间呈现

两大派别，也正是因为相对论的论述才使得我们想到了物理学中还遗留着一些其他疑难问

题：旋度场理论问题及其连带的电磁波属性问题，以及T.Yang干涉实验的物理本质问题。粗

略的概括起来讲，两派顶级科学家的理论体系之间遗留的三大主要纠纷问题如下表所示。 

经典派 

牛顿、伽利略和洛仑兹以及作者 

创新派 

爱因斯坦和麦克斯韦以及相对论者 

经典1、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位流逝

的，时间是自然属性而时钟是度量属

性；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项同性的。

绝对时空观的依据是牛顿定律和伽利

略相对性原理。 

经典2、光的辐射速度 0c 和观察者的运

动速度 v 都是矢量，两个速度矢量服

从矢量叠加原理，因此观测到的光速

c与观察者运动速度 v遵循伽利略相对

性原理 0= +c c v 。 

经典3、基于金属电子理论、洛仑兹力

和安培定律：当磁铁静止而线圈运动

时，则运动的金属电子切割了静止的

磁力线；当线圈静止而磁铁运动时，

则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静止的金属电

子。因此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是广义

洛仑兹磁力。 

创新1、时间是相对的且随运动而膨胀，时

间和时钟都是运动属性；空间是相对的且

随运动而压缩。相对时空观的依据是麦克

斯韦的非对称方程组和Michelson-Morley实
验的零性结果。 

创新2、忽视光速具有大小和方向这个矢量

属性，不深究Michelson-Morley实验之零性

结果的真实原因，也不研究光是怎样运动

的，只信奉光速不变假设。 

创新3、基于麦克斯韦互生场的非对称方程

组：对麦克斯韦的“变磁场产生电场”进

行洛仑兹变换后而认为“在磁场中的运动

者看见了电场和磁场两种场”，于是电磁

感应的物理本质又可从麦克斯韦的“互生

场”跃变为爱因斯坦的“运动者看见电磁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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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实践中存在的三大纠纷 

2.1  工程实践中的光速纠纷 

爱因斯坦为了解释 Michelson-Morley 实验，提出了光速不变假设。但第八章用爱因斯

坦的数学语言推翻了爱因斯坦的解释。这里进一步从人类的工程实践中来说明他的错误性。 

1、光波垂直辐射情况。光束横向运动，如图1所示。高速列车的速度为 xv ，列车上一

发光者对着车窗外发射一激光束(或激光弹)。爱因斯坦却说：地面人观测到的光速与光源运

动无关，恒等于标量 0c ，即光波的辐射速度与光源运动无关。如果，按照相对论，地面人看 

 

 

 

 

 

 

 

见的光束(或激光弹)就成为 oa
uur

垂线(始发站的垂线)。即光子打在静系的 a 处。但是，实际

上由于光速是矢量，虽然车上发光者只看见了纵向的光速 0yc = c ，但地面上的观察者既看

见 了 纵 向 的 0yc = c 又 看 见 了 横 向 的 xxc = v ， 因 此 实 测 光 子 的 相 对 速 度 是

0x x= +yc = c + c c v 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则光子应该打在对岸静系长靶子上的b 处。 

再看图2，光子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是 0yc c= ，而光源相对于地面的速度是 xv ，因此 

 

 

 

 

 

 

 

 

光子相对于地面的速度就是 0x x= +yc = c + c c v ，这说明光子的速度除了光源的辐射速度

0c 之外，还有跟随光源一起运动的横向速度 x xc v= ，正因为光束跟随列车一起运动，即

x xc v= 才使得列车员看见光束是垂线，这是光束跟随列车(或光源)运动之原因。 

见图3，假如您相信相对论而认为 0xc = ，意味着光束不跟随光源运动(被以太拖曳)，

那么人照镜子造成镜像移位、平行的反射光束使得回波移位、干涉仪得不到正面的反射波。

图 2  光速 0 x= +c c v ，即光速与光源运动有关、光束不被以太媒质拖曳 

xv

反射 

垂直发射 

静止真空

列车

x  

y  

列车轨道 

长靶静系 
a  b

 

激光枪

d

图 1  地面人描绘的光束轨迹 c  

y  

x  

o  

c

v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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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讲，如果你认为光在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则必然认为 0xc = ，或即光速不变原理，

则垂直辐射的光子被列车员看成斜线光束。实际上，地球在运动，人照镜子的镜像并无移位 

 

 

 

 

 

 

 

 

，即垂直光束没有被以太拖曳，否则人照镜子就成了哈哈镜了。很显然，图3的光束与客观事

实不符，这表明以太不存在，光束必然跟随光源一起运动。 

    2、光波水平辐射情况。如下图 4 所示，测量者正面迎向光波。爱因斯坦说，无论测量

者如何运动，测出来的相对光速都是标量 0c 。即所谓的光速不变原理。但是，大家都知道，

速度与波长的关系式是： c f λ= ，既然速度不变则频率不变，这就违背了多普勒定理，也

与工程实践不符。尽管爱因斯坦用“周期＝光源运动时间＋光波传输时间”拼凑了“相对论

多普勒效应”，但在第八章中已经否定了他的“拼凑”游戏。 

 

 

 

 

 

 

 

事实上，大量雷达侦察机和测速雷达已经证明了 0 0
0 d

c v cc vf f f
λ λ λ λ

±
= = = ± = ± ，即证明

了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 0 +c = c v ，也证明了光速遵循矢量叠加法则。事实上，光速是矢

量，自然服从矢量叠加法则，爱因斯坦把光速矢量当作标量去看待，其基本概念就错了。 

2．2  工程实践中的电磁感应纠纷 

    电磁感应的研究，历史悠久，相继有几个物理学定律，但是至今人们还没有弄清楚谁是

现象？谁是本质？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同样的“磁铁与线圈之间”的相对运动中，物理本质

只有一个。有的定律是现象，有的定律是本质，甚至有的定律是假象。对此，我们就来分析

洛仑兹磁力、麦克斯韦旋度场、法拉第定律及相对论电磁学，从他们的理论中来明辨真谛。 

    1、关于洛仑兹磁力 

垂直辐射

反射 

图 3  光速与光源运动无关、只有 0 yc c c≡ = 、没有 xc （即光束被以太拖曳） 

xv

静止以太

列车

x  

y

图 4 测量者运动 

光速 0c  
测量仪

v

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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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仑兹磁力如下图 5、6 所示。注意到，对于图 5 和图 6 来说，在这里法拉第定律和麦

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是无效的，因为导体回路的磁场变化率等于零。 

 

 

 

 

 

 

 

 

 

 

 

 

 

 

 

 

 

 

 

 

 

 

 

 

以上图 5 和 6 的感应电流都是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结果，即，“运动的金属电子切割磁力

线”与“运动的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完全等效。 

 

 

 

 

 

 

 

 

+ 

导线 

R -  

图 5  运动的金属电子切割了静止的磁力线，受洛仑兹磁力 qq= ×F V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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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z−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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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线 

R -  

图 6  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静止的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Bq= − ×（ ）F V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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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方向

磁铁 
静止 

图 7  
qq= ×F V B  

eV

L 
磁铁 
运动 

图 8  Bq= − ×( )F V B  

B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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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我们来对照图 7 与图 8。图 7 与图 5 是等效的，图 8 与图 6 是等效的，都是切

割磁力线。特别是图 8 的感应电流也是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结果，所以四个实验都是金属

电子切割了磁力线。注意：这里 q Bv v= − ，“线圈向右边运动”与“磁力线向左边运动”，

都是金属电子都受到洛仑兹磁力的作用。详见第一章，而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对此无能为力。 

    2、关于麦克斯韦旋度场 

    麦克斯韦改造法拉第定律而认为：当磁铁运动时，在自由空间（真空）产生了位移电流

Di ，如图 9 所示(这里真空环上没有金属线圈)。即所谓的时变磁场产生电场(位移电流

Di )。按照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这个 Di 又产生了反方向的磁场 '
MB (麦克斯韦互生理论)。 

 

 

 

 

 

 

 

 

 

 

 

 

但是大量实验证明：图 9 中没有麦克斯韦的
'
MB ，这就表明真空中位移电流不存在。事

实上，不均匀的地磁场也在跟随地球一起运动，但在自由空间里却没有麦克斯韦的位移电

流。因此麦克斯韦的以太位移电流不存在。 

另一方面，在反电动势的大量工程实践中如图 10 所示：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金属导

体，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Bq= − ×( )F V B 之作用，就产生了传导电流 Ci ，从而此 Ci 产生

了反方向的磁场
'
LB ，即在反电动势的工程实践中证明了图 10 中 Bq= − ×( )F V B 的正确性。

对照图 9 和 10，可以辨别真伪性。谁是真谛？谁是假象？书中书中第一章有解读。 

    3、关于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是：闭合线圈的磁通量发生改变，将在线圈上产生电动势。但是下面的实验

则不然。见图 11 和 13。 

图 11 的实验：半开口屏蔽盒的后壁在左端，一个置于均匀磁场中的闭合导体回路

abdca ， ab 段导线被置于一个半开口的屏蔽盒之中，而且此屏蔽盒与这个闭合导体之间是绝

缘的， cd 段导线暴露在磁场之中。屏蔽盒内的 ab 段长度与 cd 段长度相等，导体回路 abdca

和屏蔽盒一起向右边运动。显而易见该实验的导体回路的磁通量没有变化，如果按照法拉第

磁铁

运动

BV
 

Di  

图 9 时变磁场产生时变电场，即产生

了时变位移电流 Di ， Di 产生反向的

磁场 '
MB  

麦克斯韦的真空

空位移电流 Di  

'
MB

B  

磁铁 
运动 

图 10 弯曲的运动磁力线切割金属线

圈在广义洛仑兹磁力作用下而形成感

应电流 ci ， ci 产生反向的磁场 '
LB  

BV  
 

ci

广义洛仑兹磁力

的传导电流 Ci  

'
L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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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则导体回路里没有感应电流。但是，事实上， cd 段的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它产

生了感应电流，此电流乘以导体内阻便有电动势。 

 

 

 

 

 

 

 

 

 

 

图 12 的实验：半开口屏蔽盒的后壁在右端，一个置于均匀磁场中的闭合导体回路

efhge， gh段导线被置于一个半开口的屏蔽盒之中，且此屏蔽盒与这个导体回路之间是绝缘

的。 ef 段导线暴露在磁场之中。这里，回路 efhge和磁场都是静止的，只有半开口的屏蔽盒

向右边滑动(屏蔽盒左边开口)，使得回路 efhge内的磁通量改变，即 0
t

ε ∂Φ
= − ≠

∂
，如果按照

法拉第定律，在导体回路里就该有电动势和感应电流，但是实验结果却没有感应电流。 

    对照与分析图 11 和图 12 的两个实验，我们可得出结论：闭合导体上的感应电流与回路

中的磁通量的变化率无关，感应出来的电流取决于洛仑兹磁力----金属电子与磁力线之间的

切割。综合图 5~图 12 的实验，可否认为“洛仑兹磁力是真谛，其余是假象”呢？书中有答

案，或者说爱因斯坦想建立统一场理论必然要失败。 

    这里，图 13 是磁屏蔽盒的形状结构。 

 

 

 

 

 

 

 

 

 

 

 

    4、关于相对论电磁学 

    相对论电磁学也在描述电磁感应问题，即相对论的 ' 1
1 β⊥ ⊥= ×
−

E V B ，磁场运动时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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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屏蔽盒与导体回路一起向右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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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导体回路静止而屏蔽盒向右边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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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Cenzhi Teng 的屏蔽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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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空间产生了电场，但是由于V 指向左，根据矢量运算的右手法则，那么 '
⊥E 的方向就该是

'
y⊥ =E E ，参见图6。但是实验表明，由爱因斯坦 yE 确定导体的电流方向与实验结果不符。 

    相对论喜欢讨论高速运动问题，如图 14 所示。线性时变电流辐射的时变磁场以高速 0c

向左边辐射。如果按照相对论，则金属导体承受的电场强度是 '

2

1

1 β
⊥ ⊥= × = ∞

−
E V B 。在这

里时变磁场的运动速度确实是光速 0c 。显然，相对论电磁学在这个实验中与客观事实不符。 

 

 

 

 

 

 

 

 

 

 

 

总之，参见图 9 与图 10，同样的线圈与磁力线之间的切割实验，几家理论的物理本质

不相融。是统一力正确或是统一场正确？从以上 9 个实验中可看出，只有广义洛仑兹磁力才

能全面的解释所有电磁感应现象，而其余理论只是对个别特殊现象的描述，只能视为假象或

谎缪。因此说电磁感应中确实存在纠纷问题。广义洛仑兹磁力才是物理本质，详见第一章。 

2.3  工程实践中的时空纠纷 

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强调，“谈论绝对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地球自转引起力学上的差

别是微小的，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当磁铁运动时在空间产生了感应电场，于是线圈中有

了电流；而当线圈运动时在空间没有产生感应电场，可是线圈中照样有电流，可见空间本不

该对称(号称相对性原理)。L；James 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可测，而 Michelson-

Morley 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不可测，我们可以假设光速不变(号称光速不变原

理)L”。于是狭义相对论认为：运动的尺寸会压缩，运动的时钟会膨胀。 

1．相对论违背自然。爱因斯坦的两个依据是错误的，即，光速不变原理是错的，相对

性原理是错的，如前五章所述。大家都知道月球绕地球运动，在正月十六（Calendar in 

China）晚上我们看见月亮是圆的，但在相对论的眼里是椭圆，因为相对论认为长轴在运动

方向，因运动才被压缩成正圆了。天文学家拍摄到的行星是圆的，但在相对论的眼里都是椭

圆被压缩而成的。行星有公转和自转，因此在相对论眼里是：行星的长轴和短轴是变化的--

-运动方向的直径变短、垂直方向的直径不变。在太空的宇航员经常被相对论变形，一会儿

变矮、一会变长，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瘦。转盘上的相对论者认为越转越紧，定盘上的相

0i k t=

图 14 磁力线以光速 0c 辐射并切割金属电子 

Y 

X

v

a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y

'x

S 

's  



引  言 

 10

对论者认为越转越松。如此一来，基于欧几里德空间而计算出来的圆周率也将被相对论者重

新计算。大家还记得，《数学手册》里的三角几何和（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都是基于欧

式空间和绝对时空观而得出来的结论，也被千年工程实践所证实。假如工程实践中承认爱因

斯坦的“Riemann 几何”和相对时空观，那么现在的《数学手册》将被相对论者推倒重写。

这意味着相对论者不相信人类千年工程实践是真的。 

    2．两相对论者互相矛盾。夫妻俩都是相对论者，丈夫买来两块相同的金表。丈夫说：

“爱妻呀，我经常出差在外，运动量较大，所以我的钟表较慢”。但是其妻子是造诣更深的

相对论专家，于是妻子说：“老公呀，没有绝对的运动，只有相对的运动，取老公你为静

系，我是动系，所以我佩戴的钟表要慢一些”。这就是夫妻相对论者之间的纠纷，互相矛

盾。 

现在有孪生兄弟二人同时作逆向太空旅行，由于相对论没有绝对的静系也没有绝对的动

系，只有相对的参照系，所以任何一个旅行者都可以设为静系，任何一个旅行者都可以设为

动系。注意到在
'

21

tt
β

Δ
Δ =

−
的计算中与运动方向无关，而且转弯时的加速场也相等。可

是，孪生甲说孪生乙年轻了，而孪生乙却说孪生甲年轻了。对于这种佯谬，无论相对论怎样

辩解，其荒谬性总是存在。 

 

 

 

 

 

3．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有人说，围绕地球飞行的时钟会变慢，已经获得飞行

检验。但要注意：时钟是度量属性，时间才是自然属性。其实，围绕地球飞行的时钟变慢恰

是牛顿定律的必然。本书论证表明：根据牛顿力学定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期是

2 lT
g

π= ，再根据牛顿惯性定律，地球赤道线上的钟摆周期是 2 lT
g a

π=
− 离

，这显然，赤

道线上的周期变慢。其实，钟摆置于电梯内，在电梯加速地上升过程中，钟摆变快；在电梯

加速地下降过程中，钟摆变慢。一切由物体运动(包括粒子运动)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附加

加速度的影响。时钟的快慢不是匀速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速度所致。时钟是人为的度量属

性，取决于度量工具和环境。但是时间不等于时钟，时间则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且是

一维流逝的，伽利略变换原理早已证明了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 

4．基于以太说的弯曲空间。从麦克斯韦开始，一致认为光束在静止的以太媒质中震荡

传播，无论是光源运动或是测量者运动，而光束在以太媒质中的传播速度恒等于标量 0c ，从

而 A 处的光子是 C 处的光源传播的，B 处的光子是 D 处的光源传播的。现在的问题是，在

某时刻的天文测量中见到了 B 处的光子，见图 16。于是基于以太说的的人士认为：B 处的

光子是 D 处光源传播的，由于 DB 线上在此时此刻有遮挡物的球 P 存在，从而大势吹嘘：D

图 15  孪生兄弟同时作太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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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传播的光波绕着中心球 P 走弯路而到达了 B 处（即所谓弯曲空间）。这也是相对论者宣传

出来的奇迹。但仔细想来，这种空间弯曲的论调其实就是以太说的翻版，以太空间被球 P 压

缩成喇叭形状，似乎与相对论的 Riemann 空间同出一辙。 
 

 

 

 

 

 

 

 

 

 

 

    5．基于相对论的Riemann空间。爱因斯坦说光速与观测者的运动无关，恒等于标量 0c

，见图17。他说：A处在 t t= Δ 时刻收到的光子是静系C处的光源在 0t = 时刻发射的光子，

但此时AC线上有球P遮挡，那么光线只能绕着球P而走弯路，即空间是弯曲的。再用

0

CAt t
c

= Δ = 来计算时差，故相对论又解释了水星进动值推前的原因。似乎很神奇，但是，

下述第六和第七之欧式空间观点重新解释了水星问题。 

 

 

 

 

 

 

 

 

 

 

 

 

 
6．基于欧式空间的光源运动情况。由于光子跟随光源运动，见图 18，C是恒星，B是

地球人。图中 AC 是垂线，BD 也是垂线。在 0t = 时刻激光抢在 C 处发射一光子，此时球 P 的

位置如图 18 所示。 

图 16  由于光束在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光速与光源运动无关，B 处看见的激光弹是 D 处光源辐射

的，所以从 D 到达 B 处的光线是弯曲的，从而认为以太空间就是弯曲的。 

激光束垂直发射 

光在静止的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 

A 

光源横向运动 

0c  

C D 

B 

球 Pu

图 17  相对论认为

0

CAt
c

Δ = ，光线在出现的时刻，由于CA 垂线上有遮挡物球 P，于是

认为光线绕过球 P 而走弯路，从而认为空间是弯曲的。(为了醒目，夸张了动系速度) 

恒星光

静系 

0c

C D 

球 P

动系 
A B 

v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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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光源在运动，因 CD t v= Δ ⋅ ，所以在 t t= Δ 时刻光源到达了 D 处，又因

0= +c c v ，所以光束已经打在 B处了。其计算是CD t v= Δ ⋅ ， 0AC t c= Δ ⋅ ，光子路程是 

 

 

 

 

 

 

 

 

 

 

CB t c= Δ ⋅ =  
2 22 2

0 xt c v DB CDΔ + = + ，所以光子在 t t= Δ 时刻已经打在B 处了，而且

光源也已经达到了 D 处。 tΔ 时刻，各自的位置如图 19 所示。 

 

 

 

 

 

 

 

 

 

 

 

这里的关键在于：光束不被以太拖曳，根据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叠加后的光速是 0= +c c v ，

所以C处发射的光子在 t t= Δ 时刻已经到达了B处。尽管在 tΔ 时刻DB线上有遮挡物，但光

子(激光弹)在 tΔ 之时已经到达了B处。此解释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解释一致。 

    对照图17和图19，值得注意的是，第一、B处看见的光不是D处辐射的，而是在 tΔ 之前

由C处光源辐射的；第二，以太并不拖曳光束，事实上光波跟随光源一起作运动，服从伽利

略相对性原理(或矢量叠加法则)；第三，以太媒质不存在，光波是直接辐射，相对于辐射源

的相对速度是矢量c0 服从矢量叠加原理。第四，所谓的光线弯曲和空间弯曲都是相对论和以

太说同出一辙。 

7．基于绝对空间的观察者运动情况。设静系光源在C处的 0t = 时刻，辐射“光芒四射

v

c

激光束垂直发射，光源横向运动 

没有以太的真空 

0c

C D 

A B 
静止的自由空间 

静止的自由空间 

球 P

v

u

反射波

图 18  在 0t = 时刻各自的位置 

v  

c

激光束垂直发射，光源横向运动 

没有以太的真空 

0c

C D 

A B 
静止的自由空间 

静止的自由空间 

球 P

v

u

图 19  在 t t= Δ 时刻各自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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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光，其中一条光线沿着CB 辐射，各自位置在不同的时刻是不同的，如下三图所示。 

 

 

 

 

 

 

 

 

 

 

 

 

 

 

 

 

 

 

 

 

 

 

 

 

 

 

 

 

 

 

 

以上三图是假定恒星为参考的静系，光芒四射的恒星光中有一条射线(瞄准)直射静系中的B 

图 21  在 1t t= Δ 恒行 S、行星 P、测量者 e 各自在静系中的位置 

地球动系 

B A 

v  

行星 Pu

1tΔ 时刻 

恒星光

刻度尺静系

S D 
t  O 

d  
0c

1e

图 22  2tΔ 时刻恒行 S、行星 P、测量者 e 各自在静系中的所在位置 

恒星光

S D 
t  O 

地球动系 
B A 

v  

 

行星 Pu  

2tΔ 时刻 

刻度尺静系

d  

0c

E
2e

图 20  在 0t = 时刻，恒行 S、行星 P、测量者 e 各自在静系中的位置 

地球动系 

B A 

v  

行星 Pu

0t = 时刻

恒星光

刻度尺静系

S D 
t  O 

d

0c

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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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 2tΔ 时刻击中了 B点。在这段时间里，地球的观测者随地球一起以速度 v 向右边运动

了 1 2l t v= Δ ⋅ ，行星以速度 u 向左边运动了 2 2l t u= Δ ⋅ 。使得“行星遮挡”,但光子在 2tΔ 时刻

已经到了 B处。 

    上图 20、21 和 22 是基于绝对中空的分解图，应该是正确的。即运动到B处的观测者 2e

在 2tΔ 时刻看见的光子是星光某一条射线在 0t = 时刻辐射的。但目前造成错觉可能有三种情

况：其一，错把弧线 SB 当作光子的运动路线，即所谓的“光线弯曲”。其二，错把

1

0

S e
t

c
−

= 当作光子出现的时刻，或者错把 0

0

S e
t

c
−

= 当作光子出现的时刻，于是错误的认为水

星进动值提前。其三，没有考虑地球的自转带来的计算误差。天文台是架设在地球表面上

的，因此天文台的运动速度不是公转的 v，而是 = + ×V v rω 。从测量误差的毫秒级来看，作

者认为很可能属于第三种情况的误差。当然还需天文学家的重新计算与考察。无论如何，单

就一个偶然情况下的微弱误差不能作为光线弯曲的证据。 

这里，需要重提的是，恒星在静系辐射“光芒四射”的光线时，每一条射线上的光子或

第一波峰相对于源的相对速度都是 0c ，即每一条辐射线上的光子沿着射线前进的速度都是

0c ，参见图23。一运动的观察者平行的从右向左边运动(速度是 v )，在 1t 时刻到达 1e 处，在

2t 时刻到达 2e 处，于是 1 0 1se c t= Δ 且 2 0 2se c t= Δ ，但是千万要注意：这不是光速不变假设。因

为 1 2se se≠ 且 1 2t tΔ ≠ Δ 而且 2 1t t≠ 。在这里要分清楚何时何地看见了那一条光线是很重要的。

可以详细计算出：观测者 e 相对于各条光线的相对速度 c 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矢量的夹角

不等和观测者在运动之原因，使得 2 1t t≠ 。举例说， S 和 e 都从 0t = 开始计时，观测者看见

光线1的相对速度与看见光线2的相对速度，必须按照第八章的光速叠加原理来计算才是正确

的(这属于两个自由矢量 0与c v 的叠加，并注意 ≠射线 射线1 2 )。当且仅当观测者 e 以光源 S

为圆心而作圆周运动动时，才有光速 0c c≡ ，这是物理概念和物理本质，否则射线1和射线2

被合并在一条线上。最典型的就是 Ae 和 Be 不可能同时看见第一波峰(第一个光子)；但当地

球围绕太阳作椭圆运动时，按照光速叠加原理，则地球人看见的太阳光速与 0c 存在微小差别 

 

 

 

 

 

 

 

 

 

 

1e2e  

S 

e  

1

2

Ae
 Be  

图 23  0t = 时刻 S发射光，观测者 e 在 0t = 时刻运动，要分清楚何时何地看见了哪条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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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Δ ，我们不可以把
'cΔ 引起的误差而错误的认为“水星进动值提前的原因是空间弯曲”。

事实上，当且仅当观测者 e以光源 S 为圆心而作圆周运动动时，才有光速 0c c≡ ，其光速方向

是运动者之圆周轨迹的法向。 

    总之，由于迈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是爱因斯坦提出光速不变假设的依据；麦克斯

韦的互生场理论是爱因斯坦提出相对性原理的依据；爱因斯坦创新出来的质能关系式也得到

了伦琴散射实验的康普顿解释；他对洛仑兹变化赋予新的内涵，从而否定了牛顿-伽利略时

空观。粗略地看待爱因斯坦的种种奇迹，似乎他的思想有多远，创造的奇迹就有多远。但仔

细分析整个物理学的发展进程，实际上是存在上述三大纠纷的。 

    面对以上三大纠纷，作为21世纪的现代人们，特别是科学家、院士、专家教授和物理学

教师们不得不解决这些重大疑难问题。我对三大纠纷问题及其连带问题的解读写在《自然科

学原理总结》书里，如果您们认为我的解读有误，还恳请国内外院士们、专家学者们和热爱

自然科学的志士们公开发表文章对此书进行审判，也希望您们全面考察历史重大物理实验，

全面研究三大纠纷的根源所在，从错综复杂的纠纷中寻找真理路线，抓住物理概念，辨别物

理本质，用一个统一的思想和灵魂来进行全面而统一的自然属性回答，这是历史赋予科学界

的使命，也是全球亿人民赋予科学界的重大责任。这里我强烈呼吁，作为科教人士，面对三

大纠纷，不可以置身度外。 

 

Preface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benefits humankind and has brought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to the 
worl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ancestral science pioneers wh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human civilization are recorded in the natural scientific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But it is regretful that the three big disputes including light velocity dispute,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dispute and space time dispute still exist in natural science area. Although 
three great disputes are sometimes intensive, sometimes apathetic, but people always concern 
disputes propositions, concern that the propositions can be solved as soon as possible, expects that 
natural science be on the right track to reveal deeper natural mystery. 
 

1  scientists regret’s three disputes 

• Light velocity dispute. In 1727, James thought that light propagated in the Ether-
medium at the constant speed of 0c  in oscillating motion, Ether was static and earth was in 
motion. If Ether was not dragged by the earth, half a year later, the motion that earth 
rotated around the sun was opposite, there should be a deflection angle 'θ . Half a year 
later, James did an observation experiment, and measured this deflection angle 'θ . 

This explains that Ether is not dragged by the earth, and Ether is absolute space. In 
1851, Fizeau made an observation experiment on light velocity, and measured that light 
velocity had relation with propagating medium, and light velocity was dragg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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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medium (water). But, in 1881, Michelson-Morley thought light propagated in 
the Ether-medium at the constant speed of 0c  in oscillating motion, but interferometer 
moved at the speed of v  relative to Ether medium, this equaled to that medium (Ether) moved 
backwards. If light velocity is dragged by Ether at the speed of −v , we can observe the 
interference fringes caused by wave path difference, hereby they used interferometer to 
measure and get the zero result. Einstein considered these experiments as “according to 
the motion of Ether, some are measurable, some are not”, thus assumption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was introduced. Just think: this assumption concealed the inherent 
problem of light velocity, light velocity is absolute or relative? Light velocity is vector 
or scalar? Motion of light obeys Galilean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or Lorentz 
transformation? Light velocity is unchangeable or superimposed? 
•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dispute. In 1882, Faraday thought that the induction 
between magnet and conductor was the induced electromotive force dU  generated in the 

conductor, while in 1834, Lenz thought the induction was the induced current generated in the 
conductor. Although there are both inductions generated in the conductor, because dU  and I  
happen in the both sides of Ohm’s law, the question which is reason or result i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as egg and chick. In 1865, Maxwell thought that when magnet was moving in the Ether 
space, it generated eddy electric field E, and integral of E could get the electromotive force, 
differential of E could get the current, it seemed to calm down the philosophical dispute of causality 
between Faraday and Lenz. But think over: it has much more differences with the former laws, the 
physical essences of induction generated in conductor or Ether space are entirely different, because 
conductor has inherent difference with Ether. In 1892, Lorenz created principle of metal electric, so 
the metal electric formed induced current by Lorentz magnetic force, and its essence was force F 
but not field E. In 1897, J·J Thomson discovered the electron and proved the correctness of 
electron theory of Lorentz. In fact, no matter motion of coil or motion of magnet, as long as there is 
relative motion in magnetic field and conductor, magnetic electron will cut the magnetic line of 
force, that is: “coil is static and magnet moves towards left” and “magnet is static and coil moves 
towards right” are the same situation, they both means that magnetic electron cuts the magnetic line 
of force. So, physical essence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can be united in Lorentz magnetic force. 
But in 20 century, Einstein proposed relativity, and observers watched electric field E and magnetic 
field B. So far, the inherent problems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in magnet and coil are still not 
united, five views are not consistent, but the truth is only one. Textbooks only copy word by word 
and teachers only teach chapter by chapter, and never analyze their essential distinction. When we 
think comprehensively, we will find that which is the essence, which is the phenomenon, which is 
the reason and which is the result, even which is the truth is and which is pseudo image? 
• Time space dispute. In 1905, Einstein published relativity and emphasized that 
“talking about absolute space is meaningless, the difference of mechanics caused by 
earth rotation is tiny; according to Maxwell electrodynamics, when magnet mov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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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ce, and it generates inductive electric field, so there is current in the coil; when 
magnet moves in the space, and it doesn’t generate inductive electric field, but there is 
still current in the coil, so the space is not symmetrical (which is called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 ; James’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motion relative to Ether is 
measurable, but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motion relative to Ether 
is immeasurable, we can suppose that light velocity is constant (which is called 
principle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Based on this, Einstein derived his special 
relativity according to mathematic transform of Lorentz. But special relativity reveals 
more and more questions, and these questions are more and more clear, just because 
materialists don’t believe that recent him is preexistent her. In early 1980s, many university 
students questioned relativity, in 1990s, scholars of School of Geodesy and Geomatics in Wuhan 
China, Geng Xianwen of Micro electric technology institute in Xi’an, professor Li Zifeng of 
Yanshan university, Huang Demin of navy and some other willful persons purchased the truth, 
wrote treatises and books, used materialism to deny relativity, and pointed out “the evil 
consequence caused by relativity is: to misguide people and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s”. 
Some willful persons in China established some websites of anti-relativity and “sodality of anti-
relativity”, meanwhile they also introduced some situations that many famous scientists home and 
abroad opposed relativity. The famous physicist Lu Hefu broke through several obstacles and 
announced to the world “I’ll challenge Einstein’s relativity”. Chinese former director in State 
Commi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ong Jian called out young scientists should dear to innovate and he also 
denied relativity (quoted fro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Chinese ministry Wan 
Gang of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rned about that after Li Zifeng used materialism to 
oppose relativity, he asked someone to encourage him  (quoted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There are more scientists abroad who oppose the relativity, such as Lorentz, Poincare, Rutherford, 
Davis and Michelson - the founder of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and so on. In a word, relativity 
does not resolve the two main disputes, but brings the third main dispute. Is time one-dimensional 
elapsed or can it be stopped? Is space isotropical or constringent? 

The three main disput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top scientists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Group A 

Newton, Galileo, Lorentz and author 
Group B 

Einstein, Maxwell and relativists 
A1 Radiation velocity of light 0c  and movement 

velocity of observer v  are both vectors, and the 
two velocity vectors obey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of vector, so the observed light velocity c  and 
the movement velocity of observer v  obey 
Galilean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0= +c c v . 

A2 Based on metal electron principle, Lorentz 

B1 Ignore the vector attribute of which light 
velocity has size and direction, do not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true reason of zero result of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and do not 
research how the light moves, only believe the 
assumption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B2 According to asymmetric equation se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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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force and Ampere’s law: when 
magnet is static and coil is moving, magnetic 
electron in motion cuts the static magnetic line of 
force; and when coil is static and magnet is  
moving, the magnetic line of force in motion cuts 
static magnetic electron. So the physical essence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is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A3 Time is absolute and elapsed, and time is 
natural attribute, but clock is measurable 
attribute; space is absolute and isotropic. 
Absolute time space view is based on Newton’s 
law and Galilean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Maxwell alternate fields: after making Lorentz 
transformation to “transverse magnetic field 
generates electric field”, the observers in the 
motion of magnetic field watched two fields - 
magnetic field and electric field , so the 
physical essence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can turn into “observers can see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of Einstein from 
Maxwell alternate fields. 
B3 Time is relative and expands with motion, 
time and clock both have motive attribute; 
space is relative and compressed with motion. 
Relative time space view is based on 
asymmetric equation set of Maxwell and the 
zero result of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2 there are three disputes in engineering pracyice 

  This book Conclusion of Natural Science Principle is the summary and conclusion of physical 
principle of numerous predecessors in science. In the conclusion, three disputes were revealed (refer 
to the preface), there was two dominations in the theory systems of top scientists. In order to 
unscramble these disputes, and purchase science truth, this book was written after 20 years research.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reading interest, these three disputes are written as a popular science article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by everyone. After reading this article, your interest will increase. 
 

2.1 Light Velocity Dispute in Human Practice 

 

1）Vertical radiation condition of light wave.  

Light beam moves transversely, as shown in figure 1. Speed of high speed train is xv , and glitter 

in the train emits a laser beam to the outside window. But, Einstein said: light velocity observed by 

dwellers had no relation with the motion of light source, and it was constant scalar 0c , that is 

radiating velocity of light wave had no relation with the motion of light source. So, according to 

relativity, direction of light beam will be the oa
uur

 line in the figure. That means photon hits a  of 
static system. But, the truth is: light velocity is vector, although glitter in the train only watches 

longitudinal light velocity 0yc = c , observer on the ground watches longitudinal velocity 0yc = c  

and latitudinal velocity xxc = v , so the measured relative speed of photon is 

0x x= +yc = c + c c v , which obeys Galilean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but photon hits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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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take a look at figure 2, velocity of photon relative to light source is 0yc c= , and velocity of 

light source relative to the ground is xv , so velocity of photon relative to the ground is 0 x= +c c v ,  

 

 

 

 

 

 

 

 

 

 
 

 

 

 

 

 

 

 

 

this explains that: except radiation velocity of light source 0c , photon velocity also has the 

latitudinal velocity x xc v=  moving with light source, just because xc  makes train attendant see the 

vertical light beam. 

See figure 3, if you believe in relativity and think 0xc = , it means light velocity doesn’t move 

with light source (dragged by Ether), so people looking at the mirror causes mirror image shift, 
parallel reflected beam enables echo shift and interferometer can’t get positive reflected wave. 
Simple speaking, if you think that light is in oscillatory propagation in the Ether medium, you must 

x  

Train rail 

Static system of Long target a  b

laser gun

d

Figure 1  Light beam path c  described by dwellers c  

y  

o  

c

v

0c  

Figure 2  Light velocity 0 x= +c c v , that is light velocity has relation with the motion of 
light source, and light beam will not be dragged by Ether-medium 

x  

y  

xv

Vertical emission

Static vacuum

Reflect 
Train

Figure 3  Light velocity has relation with the motion of light source, there is only 

0 yc c c≡ = , no xc  (light beam is not dragged by Ether) 

Vertical 
radiation 

Reflection
xv

Static Ether

Train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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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ck 0xc = , that is principle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so photon radiated vertically is 

diagonal light beam according to train attendant’s observation. In fact, earth is moving, and the 
mirror image doesn’t shift. 

Obviously, light beam is inconsistent with objective fact in figure 3, which indicates Ether not 
existing.  

2）Horizontal radiation condition of light wave. 
 As shown in figure 4, measurer faces light wave. Einstein once said: no matter how measurer 

moves, measured relative light velocity is always 0c . This is called principle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According to the forum of velocity and wave length: 0ccf
λ λ

= = , it indicates no Doppler 

frequency df . But in fact, relative velocity between measuring apparatus and light wave obeys 

Galilean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that is 0 +c = c v , and only that Doppler effect exists 

0 0
0 d

c v cc vf f f
λ λ λ λ

±
= = = ± = ± .(Maybe someone makes up “relativistic Doppler effect”, chapter 8 

denies relativistic Doppler effect in this book). Actually, as long as you admit that light velocity is 
vector, you must obey vector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In fact, lots of radar scout and speed  
 

 

 

 

 

 

 

measuring radar has proved the correctness of 0 +c = c v . So we can say that Einstein’s assumption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is inconsistent with human engineering practice. 
 

2.2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Dispute in Human Practice 

 
Research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here are several 

physical law one by another, but people still don’t make clear that what is phenomenon, 
what is essence? We have to admit: in the same “between magnet and coil” relative 
movement, physical essence only has one. Some laws are phenomenon, some essence, 
some even false image. For this reason, let’s first take a look at the Lorenz magnetic 
force. Then we can see the Maxwell theory, Faraday’s law and relativity, we can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from their theory. 

Figure 4 Movement of measurer 

0c  
Light source Measuring apparatus 

Light velocity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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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z magnetic force is shown in figures 5 and 6. Please note that: as for figure 5 
and 6, Faraday’s law and Maxwell curl theory are invalid, because change rate of the 
magnetic field in this space is zero. 

  1）About Lorenz magnetic force 
The induced currents in above figure 5 and 6 are both action results of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s, there is no other reason. The induced currents in above figure 7 and 8 are both ac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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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magnetic electron in motion cuts the static magnetic line of force,  
under Lorentz magnetic force qq= ×F V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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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Magnetic line of force in motion cuts static magnetic electron,  
under Lorentz magnetic force Bq= − ×（ ）F V B  

VB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I

x  

z  
y

- z direction

Lead 



引  言 

 22

 

 

 

 

 

 

 
 

 

of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s, and equivalent with figure 5 and 6 ---- magnetic electron cuts 

the magnetic line of force. Please note: here q Bv v= − , “coil moves towards right” and “magnet 

moves towards left”, magnetic electron are all under Lorentz magnetic force. 
2）About Maxwell curl theory 

Maxwell changed Faraday’s law and thought: when the magnet is moving, it generates 

displacement current in free space (vacuum) Di , as shown in figure 9 (no magnetic coil). This is 

time-varying magnetic field generates electric field (displacement current Di ). According to 

Maxwell curl theory, Di  generates magnetic field in negative direction '
LB  (Maxwell curl theory). 

Lots of experiments prove that: there is not Maxwell’s '
MB  in figure 9. If magnet moves in the 

free space, and generates curl electric field (displacement current), displacement 
current generates new magnetic field '

MB , which is magnetic field in negative direction '
MB . 

But there is no so called '
MB  in free space. In fact, uneven magnetic field is moving, but there is no 

displacement current of Maxwell in free space. So, displacement current of Maxwell doesn’t exist.  
 

 

 

 

 

 

 

 

 

 

 

 

 

Figure 7 
qq= ×F V B  

eV

L

Figure 8 Bq= − ×( )F V B  

BV  
L

Magnet is moving Magnet is static 

Figure 10  ending magnetic line of force 
in motion cuts the metal electron, under 
the action of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it generates inductive current ci , 

and ci  generates contrast magnetic field 
'
LB  

BV  
 

ci

conductive current 

Ci  of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
LB

B

BV
 

Di  

Figure 9  ime-varying magnetic field 
generates time-varying electric field, 
which is time-varying displacement 
current Di , and Di  generates contrast 

magnetic field '
MB  

Vacuum space 
displacement 
current Di  of 
Maxwell

'
MB

B  

Magnet is moving Magnet is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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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lots of engineering practices anti-electromotive force shows in figure 10: magnetic line of force 
in motion cuts the metal conductor, metal electron is under Lorentz magnetic force Bq= − ×( )F V B , 

and generates conductive current Ci , and magnetic field in negative direction '
LB , so engineering 

practices anti-electromotive force proves the correctness of Bq= − ×( )F V B  in figure 10. Compare 

figure 9 and 10, you can tell the truth from wrong. 

3）About Faraday’s law 
Faraday’s law is: magnetic flux of closed coil changes and generates electromotive force on the 

coil. But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 is contrast. See figure 11 and 13. 
For Experiment in figure 11: Closed conductor loop abcd  is in even magnetic field, lead in ab  

is in a half-opened shielding box, and this box is insulated with closed conductor, lead in cd  
exposes outside magnetic field. Length of ab  and cd  is the same, conductor loop and shielding box  

 
 

 

 

 

 

 

 

 

 

 

 

move towards right. It is obvious that magnetic flux of conductor loop in this experiment doesn’t 
change, according to Faraday’s law, there is no inductive current in conductor loop. But in 
fact,metal electron in cd  cuts magnetic line of force, and generates inductive current, current 
multiplying conductor essential resistance get electromotive force. 
For Experiment in figure 12: Closed conductor loop efgh  is in even magnetic field, lead in gh  is 

in a half-opened shielding box, and this box is insulated with closed conductor, lead in ef  exposes 

outside magnetic field. Here conductor loop efgh  and shielding box are static. According to 

Faraday’s law, there is no inductive current in conductor loop. But in fact, metal electron in cd  cuts 
magnetic line of force, and generates inductive current, current multiplying conductor essential 
resistance get electromotive force.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two experiments in figure 11 and 12, we can get the conclusion: 
inductive current on the closed conductor and magnetic flux in the loop have no relation, inducted 
current depends on Lorentz magnetic force ---- cutting between metal electron and magnetic line of 
force..Here, figure 13 is form structure of magnetic shielding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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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Shielding box and conductor loop 
move toward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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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Conductor loop is static and Shielding box 
is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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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bout relativity electromagnetism 
Relativity electromagnetism describes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problem, that is relativity’s 

' 1
1 β⊥ ⊥= ×
−

E V B , magnetic field generates electric field while moving in the free space, 

according to right-hand rule of vector operation, direction of '
⊥E  should be '

y⊥ =E E , refer to figure 

6. But the experiment proves that: current direction of conductor defined by Einstein yE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Relativity likes to discuss high speed movement, as shown in figure 14. Time-varying magnetic 

field radiated by time-varying current radiates towards left at the high speed 0c . According to 

relativity,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endured by metal conductor is ' 1
1 β⊥ ⊥= × = ∞
−

E V B . Actually, 

motion speed of time-varying magnetic field is light velocity 0c . It is obvious that relativity 
electromagnetism is inconsistent with objective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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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Magnetic line of force radiates at the light velocity 0c  and cuts metal elec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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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word, for the cutting experiment between the same coil and magnetic line of force, physical 
essences of these four theories are different. Is Unification Force right or Unification Field right? 
From above 8 experiments we can see: only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can explain the entire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phenomenon totally, other theories only describe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are viewed as phenomenon or false image. So we can say there is dispute in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2.3 Time-Space Dispute in Human Practice 

 
Einstein published relativity and emphasized that “talking about absolute space is 

meaningless, the difference of mechanics caused by earth rotation is tiny; according to 
Maxwell electrodynamics, when magnet moves in the space, and it generates inductive 
electric field, so there is current in the coil; when magnet moves in the space, and it 
doesn’t generate inductive electric field, but there is still current in the coil, so the space 
is not symmetrical (which is called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 ; James’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motion relative to Ether is measurable, but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motion relative to Ether is immeasurable, we can suppose 
that light velocity is constant (which is called principle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So the special relativity thinks that: size in motion will be compressed, 
and clock in motion will expand. 

1） Relativity violates nature. 

Einstein’s two bases are wrong, that is: principle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is wrong, 
relativity principle is wrong, as stated in the book. We all know that moon rotates around the earth, 
moon in 16th of the 1st lunar moth （Calendar in China） is round, but relativists think it is oval, 
because relativists think that long axis is in motion direction and compressed to be round due to its 
motion. The planet shot by astronomer is round, but the relativist always thinks that it is because of 
compression. Planet has revolution and rotation, so the relativist thinks: long axis and short axis of 
planet are changeable – diameter in motion direction becomes shorter, and diameter in vertical 
direction remains. Astronauts in space are always deformed according to relativity, sometimes 
shorter, sometimes higher, sometimes fatter, and sometimes thinner. Relativist on the turntable 
thinks that the turntable will be tighter with rotation, while relativist on the chack thinks that the 
chack will be looser with rotation. Since then, relativist will recalculate the circumference ratio 
which was once calculated based on Euclidean space. We all remember that triangle geometry in 
Handbook of Mathematics and calculous (Newton-Leibniz) are both obtained base on Euclidean 
space and absolute time space view, and they are proved through 500 years engineering practice. 
Suppose that “Riemann geometry” of Einstein and relative time space view are proved by 
engineering practice, relativists will rewrite recent Handbook of Mathematics. This means that 
relativists do not believe in human beings’ thousands years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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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wo relativists have two contradictory aspects. 

Husband and wife are relativists; husband bought two identical golden watches. Husband says: 
dear wife, I’m often on business, and I have a large amount of excise, so my watch is slower. But he 
never thought his wife is an expect with more accomplishment in relativity, so wife says: dear 
husband, there is no absolute motion, only relative motion, take you as static system, and I am 
dynamic system, so my watch is slower. This is dispute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ouple of 
relativists. 
 

 

 

Twin brothers travel space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relativity has no absolute static system or 
absolute dynamic system, there is only reference system, so every tourist can be set as static system 

or dynamic system. We notice that calculation of 
'

21
tt
β

Δ
Δ =

−
 has no relation with movement 

direction. So, twinborn A says that twinborn B is younger, but twinborn B says that twinborn A is 
younger. For this paradox, no matter how relativity explains, absurdity exists. 

3）Clocks slowing down is necessity of Newton’s law. 

Someone says: clocks flying around the earth will slow down, and it obtains flying inspection. 
Clock is measure attribute; and only time is natural attribute. In fact, Clocks flying around the earth 
slowing down is necessity of Newton’s law. This book states that: according to Newton’s law, the 

pendulum cycle of the earth’s two poles is 2 lT
g

π= , and according to Newton law of inertia, the 

pendulum cycle in earth equator line is 2 lT
g a

π=
− 离

. Pendulum is placed in the elevator, when 

the elevator rises at acceleration, the pendulum speeds up; when the elevator falls at acceleration, 
the pendulum slows down. All the clocks generated by object’s motion (including particle’s motion) 
will be influenced by acceleration. The clock’s speed depends on acceleration, not the constant 
linear motion. Clock is man-made measure attribute; it depends on measure tool and environment. 
But time is not clock, time is nature attribute; it is absolute and one-dimension elapsed, and Galilean 
transformation principle has proved that time is absolute and one-dimension elapsed for a long time. 

4）Based on the bending space of Ether. 

From Maxwell, everyone holds the opinion that light is in oscillatory propagation in the static Ether 
medium, no matter light source motion or measurer motion, propagation of light beam in Ether 

medium always equals to 0c , photon in place A is light source propagation in place C, and photon 

in place B is light source propagation in place D. The question is photon in place B observed in 
astronomic surveying in a certain time, see figure 16. So some one thinks: photon in place B  
 

Figure 15 Twin brothers travel space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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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ropagation in place D, shield ball P is on the DB line, then they boast: light source propagated 
from place D rotates central ball P and take an indirect way to reach place B (so called bending 
place). This is miracle publicized by relativists. But if we think over, we will find that emphasis on 
bending space is copy of Ether saying. Ether space is compressed to be the shape of a trumpet, 
which seems to be consistent with Riemann space of relativity. 

5）Based on Riemann space of relativity. 

Einstein said “light velocity has no relation with the motion of observer, and always equals to scalar 

0c ”, see figure 17. In place A, photon received at t t= Δ
0

CA
c

 is photon emitted by light source in  

 

 

 

 

 

 

 

 

 

 

 

 

 

static system place C at 0t = , but ball P is in AC line, so light has to rotates ball P and takes more 

steps, which means space is curving. Take 
0

CAt t
c

= Δ =  to calculate time difference, so relativity 

Figure 17 Relativity thinks that when light appears at 
0

CAt
c

Δ = , because ball P is in the CA  

line, so it thinks that light has to rotates ball P and takes more steps, which means space is 
curving. (In order to strike the eye, it overstates dynamic system speed) 

0c

C D 

A B 

v  

u

Dynamic system 

Static system 

Star aberration 

Ball P 

Figure 16 Because Light is in oscillatory propagation in static Ether medium, and light velocity has no 
relation with the motion of light source, laser bullet in place B is radiated from place D, so the light from D 
to B is curving, and then Ether space is considered to be curving.。 

Light is in oscillatory propagation in static Ether medium 

A 

0c  

C D 

B 

u Ball P 

 

Laser beam emits vertically Light source moves horizo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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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s the reason why Mercury procession value is advanced. It’s amazing, but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s not so. 
6）Based on motion condition of light source in absolute space. 
Light velocity follows the motion of light source, see figure 18, AC is vertical line, BD is vertical 

line too. When 0t = , laser gun shoots a photon in place C, due to the motion of light source, when 
light source reaches to place D at t t= Δ , laser bullet hits place B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 is 

CD t v= Δ ⋅ , 0AC t c= Δ ⋅ , path of photon isCB t c= Δ ⋅ =
2 22 2

0 xt c v DB CDΔ + = + . There 

2 22 2
0 xt c v DB CDΔ + = + ,obviously, due to 0= +c c v , when light source reaches place D at 

t t= Δ , photon reaches place B. Although there is shield in DB line at tΔ , photon (laser bullet) has 
reached place B at tΔ . This explan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ollowing explanation based on 
Galliean principle. 

Compare figure 17 and 18, what should be noticed is: first, light in place B is not radiated, and 
radiated by light source in place C before tΔ ; second: Ether dos not drag light beam, in fact, light 
wave moves with light source, which obeys Galilean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or vector superposition 
rule); third: Ether medium does not exist, light wave is radiated directly, and the relative velocity 

relative to radiation source is vector 0c . Fourth, so called light bending and space bending are the 

same with relativity and Ether saying. This book thinks that relativity and Ether saying are both 
wrong. Believe or not, you can refute this book Conclusion of Natural Science Principle, as an 
intellectual, you should not turn a blind eye. 
 
 
 

 

 

 

 

 

 

 

 

 

 

7）Based on motion condition of observer in absolute space 
In figure 19, place C in static place points to the opposed radiation – photon (laser bullet) 

vertically, the hit path of dynamic system is  d , needed time is 
0

dt
c

Δ = . At this time, photon 

Figure 18 Light beam is not dragged by Ether, superposed light velocity is 0= +c c v , so 

photon emitted in place C can reach plac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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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bullet) received by dynamic system target A is radiated at t o= , and received at tΔ . Please 

note that distance that target A moves is 1l t v= Δ ⋅  (aims at the bow, but hits the stern), so the path 

hit by photon in the dynamic system is still distance d. At tΔ , observer A moves left a distance of 

1l , and P moves right a distance of 2l t u= Δ ⋅ . Just because of these motions, distance line 1l  and 

2l  overlap, so observer A mistakes pitch arc CA  for light path at tΔ . In fact, Galilean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can explain this problem. Please note: although shield P flies to CA vertical line at tΔ , 

but photon (laser bullet) has reached target A. This explan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James’s 
observation experiment of star light. (James experiment shows that motion relative to absolute 
vacuum can be measured). What needs special attention is: spherical wave is a “shining” ray, which 
ray is received by target A in motion at tΔ  needs to be calculated in detail. This explanation only 
introduces this problem in concept, the detailed calculation needs astronomers’ research and. 
 
 

 
 

 

 

 

 

 

 

 

 

 

 

 

 

 

 

 

 

 

judgment, so I hope astronomers can set things straight of general relativity in accordance with 
Galilean principle of light velocity.In a word, time-space dispute is the biggest dispute in science 
community, and even in 6.5 billion people’s mind. Einstein published relativity and 
emphasized that “talking about absolute space is meaningless, the difference of 

Figure 19 Path of photon radiated vertically is d , needed time i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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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s caused by earth rotation is tiny; according to Maxwell electrodynamics, 
when magnet moves in the space, and it generates inductive electric field, so there is 
current in the coil; when magnet moves in the space, and it doesn’t generate inductive 
electric field, but there is still current in the coil, so the space is not symmetrical (which 
is called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 ; James’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motion relative 
to Ether is measurable, but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motion 
relative to Ether is immeasurable, we can suppose that light velocity is constant (which 
is called principle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So the special relativity thinks 
that: size in motion will be compressed, and clock in motion will expand. 

Motion of observer based on absolute space. Suppose that light source of static system is at 

point C at 0t = , radiating brilliant starlight, while one light radiates along CB , each position is 
different when in different moment,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hree figures. 
 

 

 

 

 

 

 

 

 

 

 

 

 

 

 

 

 

 

 

 

 

 

 Figure 21  Positions of stellar S, planet P and measurer e in the static system when 1t t=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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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0 Positions of stellar S, planet P and measurer e  in the static system when 0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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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three figures are static systems supposing stellar as reference, one ray in brilliant stellar light 
emits directly (aims at) to point B in the static system, and hits point B at 2tΔ . At this moment, 

observer of the earth moves to the right 1 2l t v= Δ ⋅  at the speed of v with the earth, planet moves to 

the left 2 2l t u= Δ ⋅  at the speed of u. Planet blocks it, but photon reaches to B at 2tΔ . 

Figure 20, 21 and 22 are exploded figures based on absolute cavity and should be correct. At 2tΔ , 

observer on the point B sees that photon is radiated by one ray of starlight at 0t = . Recently, there 

are three situations leading to illusion: 1. Mistake arc SB  as moving route of photon, which is so 

called “deflection of light”. 2. Mistake 1

0

S e
t

c
−

=  as the moment that photon appears, or mistake 

 

 

 

 

 

 

 

 

 

 

0

0

S e
t

c
−

=  as the moment that photon appears, then mistake precession value of mercury ahead of 

time. 3. Not consider calculation error caused by rotation of the earth. The Observatory is set up in 
earth surface, so its movement velocity is not revolution velocity v, but = + ×V v rω . From the 
view of ms level of calculation error, the author considers it as the third situation. Of course, 
astronomers still need to recalculate and observe. Anyway, weak error caused by single occasional 
situation can’t be taken as the evidence of deflection of light. 

What needs to be referred back is: when bulb or planet radiates brilliant light in static system, 
relative velocity of photon on every ray and the first wave peak relative to source is 0c , which 
means that the velocity of photon on every radiated ray moving along the ray is 0c , please refer to 
figure 23. One moving observer moves from right to left in parallel at the speed of v, and reaches to 

1e  at 1t , reaches to 2e  at 2t , so 1 0 1se c t= Δ  and 2 0 2se c t= Δ . But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at: this is 
not assumption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Because 1 2se se≠ , 1 2t tΔ ≠ Δ  and 2 1t t≠ . Here, it is 
important to figure out when seeing the light. Calculate in detail: relative velocity c of observer e 
relative to each light is different, because the included angles of both vectors are different and the 
observer is moving, so 2 1t t≠ . For example, S and e start to time at 0t = , observer can see the 
relative velocity of light 1 and light 2, only the result calculated by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of light 

Figure 22  Positions of stellar S, planet P and measurer e in the static system at 2t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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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city in chapter 8 is correct (it belongs to superposition of two free vectors c0 and v, please 
notice that ray 1 ≠ ray 2). Only when the observer e takes light source S as centre of the circle and 
begins circular movement, light velocity 0c c≡ . This is physical concept and physical essence, 
otherwise ray 1 and ray 2 will be combined in one light. Typical case is that Ae  and Be  can’t see the 
first wave peak (the first photon) at the same time; but when the earth rotates around the sun in 
 
 
 

 

 

 

 

 

 

 

 

 

 

 
elliptical motion, according to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of light velocity, sun velocity observed by 

earth people has slight difference 'cΔ  with 0c , we can’t mistake the error caused by 'cΔ  as “the 

reason of precession value of mercury ahead of time is space bending”. Only when the observer e 
takes light source S as centre of the circle and begins circular movement, light velocity 0c c≡ , and 

direction of light velocity is opposite to that of trail of moving person. 
First, we point out Einstein’s two basis are wrong as stated before. This book also proves that 

special relativity is ridiculous. We all know that moon rotates around the earth, at night of lunar 
January 16th （Calendar in China）, the moon is round, but in the view of relativity, the moon is 
oval, because relativity thinks that long axis is compressed to be round in the motion direction due 
to its motion. The planet shot by astronomer is round, but the relativist always thinks that it is 
because of compression. Planet has revolution and rotation, so the relativist thinks: long axis and 
short axis of planet are changeable – diameter in motion direction becomes shorter, and diameter in 
vertical direction remains. Astronauts in space are always deformed according to relativity, 
sometimes shorter, sometimes higher, sometimes fatter, and sometimes thinner. Relativist on the 
turntable thinks that the turntable will be tighter with rotation, while relativist on the chack thinks 
that the chack will be looser with rotation. Since then, relativist will recalculate the circumference 
ratio which was once calculated based on Euclidean space. We all remember that triangle geometry 
in Handbook of Mathematics and calculous (Newton-Leibniz) are both obtained base on Euclidean 
space and absolute time space view, and they are proved through 500 years engineering practice. 
Suppose that “Riemann geometry” of Einstein and relative time space view are proved by 
engineering practice, relativists will rewrite recent Handbook of Mathematics. This means that 
relativists do not believe in human beings’ thousands years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1e2e  

S

e

1

2 

Ae
 Be  

Figure 23 S emits light at 0t = , observer moves at 0t = , please figure out when seeing which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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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word, this book Conclusion of Natural Science Principle totally repudiates argument, thesis 
and conclusion of relativity. There are 10 chapters in this book, the former 5 chapters repudiate the 
first argument of relativity (which means that Einstein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is repudiated); chapter 
8 repudiates the second argument of relativity (which means that principle of constancy of light 
velocity is repudiated); chapter 6 repudiates thesis and conclus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 chapter 7 
repudiates the mathematic tools of special relativity; chapter 9 re-explains significant physical 
experiments in the history (including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and Compton effect); chapter 
10 proves right time space view based on Newton’s three laws and Galilean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I 
can assert: derivation in this book is verified and argumentation is powerful. I think this book is as 
worthy as Copernicus’s heliocentric theory, it is quite valuable. So as the author, I hope physical 
scholars and physical teachers in college, academicians in ministry of mathematic – physical 
science and philosophers can take some time to review this book while earning money, and I prefer 
that the Royal Society to judge this book. 

Phone 086-15527108711, Email sciencesum@yahoo.cn. 
website http://sciencesum.bokee.com/. 
http://www.worldsci.org/php/index.php?user=sciencesum@ yahoo.cn&pw=npa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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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归纳总结前辈物理学家们的实验，梳理自然科学原理中出现的问题，全面分析电磁

感应纠纷、光速纠纷和时空纠纷的根结所在。概括地讲，本书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论点、论

据、推导过程及其历史遗留的相关问题。前五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个论据(相对性原

理)，第八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第二个论据(光速不变原理)，第六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论

点(相对论运动学、相对论动力学、相对论电磁学、相对论时空观)，第七章否定了狭义相对

论的数学工具(洛仑兹变换)。全书共十章，其中第1章论证了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第

2、3章否定了麦克斯韦旋度方程，第4章建立了电波辐射模型，第5章论证了电波本性不是能

量，第6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论点，第7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第8章论证了光

速叠加原理，第9章重新解释了历史上重大异议的物理实验(包括Michelson-Morley实验和

Compton实验)。第10章进一步论证了牛顿-伽利略时空观的正确性。内容摘要如下： 

第一章 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 

本章阐述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按照这种广义性，一切电磁感应现象均可用洛仑兹

磁力作出全面而准确的物理解释，无论是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或是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其

物理本质均是电荷受洛仑兹磁力 q= ×F V B 的作用结果。特别是当磁铁运动而线圈静止时，

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静止的金属电子，所受磁力是 BvF ×−= )( Be ，这里的“-”号不是本书

随意加进去的，而是因为 B 的运动方向与线圈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因此本章把

( )e Be e= × ⊕ − ×F v B V B 称为广义洛仑兹磁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线圈运动或者是磁铁运

动，金属电子都切割了磁力线，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体漂移而形成

感生电流 ，也正因为电子的漂移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生电动势I d dIU l
sσ

−
= (欧姆定律)和

感生电场
d
d
UE
L

= (电场的定义)。也就是说，在电磁感应中， F 是原因，导体内的 、 dU 和

是现象，先有电流后有电压。本章用这种广义洛仑兹磁力全面而完备的解释了所有的电磁

感应(包括电磁波的反射机理、电磁波接收机理、电子感应加速器、直流发电机、霍尔效应

和一切电磁感应产品)；论证了其它任何观点(包括导体上的感生电流、导体上的感生电动

势、自由空间的感生电场以及相对论电磁学)都不能全面完备的解释电磁感应；也用广义洛

仑兹力定性说明了“黑洞”问题。全章论证表明，洛仑兹力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法拉第

电动势和楞茨电流是物理现象；而麦克斯韦的“以太空间感生电场”和爱因斯坦的“动磁场

产生电场”是假象、与实验不符。此外本章还介绍了证明广义洛仑兹磁力实验的必然结论。 

I

E

本章结论是：基于绝对时空观，考察谁在运动，只要承认 ( )qe= ×F v B 是正确的，则必

然承认 是正确的，因此广义洛仑兹力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楞慈感生电流

和法拉第电动势是事物的现象，自由空间里的感生电场不存在、相对论电磁学是荒唐。 

BvF ×−= )(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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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无线电工程不是旋度方程所为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以太空间里的俩个旋度方程，即在自由空间里，时变

磁场产生时变电场，而时变电场又产生事变磁场，如此同生共死，使得波能流密度 ×E H 在

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不得不承认，麦克斯韦是第一个预言电波存在性的物理学家。但是百

多年来，人们在自由空间的电波实践中，可以说是举着麦克斯韦旋度理论的伟大旗帜却未真

正使用旋度场理论。 

辐射场不是旋度方程所为。假如辐射场是旋度理论所为，那么：家用 50Hz (或 60Hz )的

电源，取 ，若按照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计算，其辐射场强约 ，而

空气的电场击穿强度约 ，岂能居住人；当

1 1Idl = × ⋅安 米 710 10× 伏/米
610 10× 伏/米 ω 逐渐趋近于零频时，旋度场理论确

定的 =∞，这就不客观了，按理说，麦克斯韦理论依据是来源于直流的安培环路定律改

造和电磁感应，理应在零频附近连续，即当

ω 0
lim E
→

ω 趋近 时，0 0E = 才合理，反而趋近于 。可

见由旋度场理论得到的辐射方程没有自恰性；旋度场理论的波能量密度

∞
×E H 是距离 的多

项式函数，流出 球面的电磁能量不等于流出 球面的电磁能量，而且还是负值能量，这意

味着能量来自无穷远处而进入发射天线，显然与客观实践不符。可以验算，由旋度理论得出

的场量及所谓的波能量都不满足距离平方反比律。哪一项无线电工程真正使用了基于以太媒

质而计算出来的旋度场呢？依本章分析，没有。 

r

1S 2S

接收场不是旋度方程所为。旋度理论的精髓是电场与磁场同生共死地交织在一起，从而

以能流密度 ×E H 在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从概念上讲，接收不是波能流 ×E H 流进了天线

这个“口袋”，而是半波振子天线接收了独立矢量场，独立矢量场在广义洛仑兹力的作用下

形成了信号电流。从计算上讲，因为 ×E H 是距离 的高阶多项式，而且是“负能量”，显

然不是接收了

r

×E H 。同样地，接收天线也不是接收了由旋度理论传播的 Eθ ，因为其 Eθ 使

得信号强度违背距离平方成反比律，这与工程实践不符。这就是说，人们接收到的电波不是

旋度理论的电波，而是独立辐射的电波(第四章有详细论述)。 

传输场不是旋度方程所为。对于介质波导(如光纤通讯和潜水员通讯)中的传输场均为独

立矢量场的斯耐尔定理和菲涅耳原理，却不是旋度理论的波能流 ×E H 原理。对于金属波

导，基于旋度理论的传输场模型，定义波能量却违背能量守恒原则，而且是传输负能量或者

说能量来自无穷远处向着振荡源传输，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人们虽然举着麦克斯韦理论旗

帜，而微波工程师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另一套实际经验。本书1.6节和5.2节从不同角度解释了

这种实践经验的物理过程。 

波束形成不是旋度方程所为。雷达口径天线可按照几何光学原理聚焦成波束，其面电流

的形成正是广义洛仑兹磁力之作用原理却不是旋度理论的波能流 ×E H 原理。缝隙天线和相

控阵波束的形成原理是 0
2

K
r

的独立矢量场叠加而成，接收信号的幅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不

是旋度理论的 0K
r

场量叠加，更不是同生共死的 ×E H 之能量叠加。百多年来，微波专家在

实践中总结出独立矢量场的几何光学法、斯耐尔定理、惠更斯原理、菲涅耳原理、洛仑兹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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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契比雪夫多项式等等实现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没有真正使用了旋度场理论。简

单的讲，基于以太媒质的互生场理论，根本就无法形成波束。 

此外电子感应加速器真空环中的时变磁场却无法使用旋度理论而得到加速电场；原点处

电容产生的时变 DI dl ，在自由空间 P 点也不满足 ( ) DP∇× =H J 。 

本章结论是：自由空间的电波之辐射、传输、接收和波束形成不是旋度场理论所为。 

第三章 麦克斯韦旋度方程的错误根源 

当伟大赫兹实验成功之后，当时科学界忙于无线电技术开发，在缺乏电波模型的情况

下，无人深究麦克斯韦电波模型的正确与否，这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保留至今。但现

在涉及到三大纠纷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研究它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当爱因斯坦依据麦克

斯韦旋度理论，把麦克斯韦的非对称空间推向极端时，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本章深究麦克斯韦两个旋度方程的来龙去脉，他为了平息楞茨与法拉第之间的因果关系

之争，认为以太媒质中产生了感生电场并取旋度来计算，即，
t

∂
∇× = −

∂
BE ；然后把法拉第

的静电“桶实验”推广到整个自由空间而认为以太在电动力的扭拉下形成位移电流，位移电

流向自由空间的四面八方流逝，从而以太位移电流产生了磁场。他在电生磁方程的推导过程

是，首先是运用斯托克斯公式，把安培环路定律进行旋度化改造而得到∇× =H J ；然后又

运用格林定理，再把安培环路定律进行曲面化改造而得到 D∇× =H J ； 后运用泊松方程去

合并上述两个公式而得到∇× =H D+J J ，其推导过程的桥梁就是电流在以太空间中连续。 

第一，首先指出，地球两极构成的非均匀地磁场跟随地球一起运动，在自由空间并没有

产生感应电场。磁铁跟随火车一起运动，在空间并没有产生感应电场。当磁铁运动而线圈静

止时，自由空间也没有产生感应电场，正确的描述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F  

或者 的作用，于是金属电子将沿着导体漂移，即形成感生电流 。原因是力，

结果是电流。也正因为金属电子的漂移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生电动势

BV ×ee

BvF ×−= )( Be I

d dIU l
sσ

−
= (欧姆定

律)和感生电场
d
d
UE
L

= (电场的定义)。这里，所谓的感生电场 是金属电子漂移后产生的，

只在导体内部才有，但在导体外部的自由空间没有感生电场。此外本章还指出了麦克斯韦旋

度理论并不能完备地解释电磁感应，广义洛仑兹磁力才够完备地解释所有的电磁感应现象。 

E

第二，麦克斯韦使用斯托克斯公式对安培环路定律进行的旋度化改造 JH =×∇ 只适合

于导体内部，不适合于导体外部的自由空间，安培环路定律的微分形式只在导体内部成立，

因为导体内部的 2( )
2

rIH r
aπ

= 满足斯托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而导体外部的 ( )
2

IH r
rπ

= 不满

足斯托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因此在自由空间进行旋度化改造，无论从物理概念上讲或是从

数学计算上讲，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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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麦克斯韦把法拉第定律推广到以太空间里，但法拉第定律原本是导体线圈里感应

出电场，不可以把导体与以太等效起来。更重要的是，法拉第定律之本性不是物理本质，物

理本质仍然是弯曲的磁力线切割线圈，即，广义洛仑兹磁力才是物理本质。见1.2.3节及P80. 

第四，麦克斯韦运用格林定理在一个电容电路中，对导线的围线积分改造成包含电容之

电场的曲面积分，从而认为电容中时变电场产生磁场。但是格林定理的使用条件是：被积函

数在积分面和边界线具有一阶连续偏导数。满足该条件才可以改变积分路径。但导体外部的

安培环路定律并不满足格林定理的使用条件，而且如果认为 DI I= ，这相当于电容短路，则

与电荷积累了这个客观事实不符。因此这种曲面化改造无论从物理概念上讲或是从数学计算

上讲，都是错误的。 

第五，麦克斯韦为了把 J 和 DJ 写在同一个式子里，他对泊松方程求取时间导数之后，

并把 0t t
ρ ε∂ ∂
= ∇•

∂ ∂
E
推向整个以太空间。但是根据现代金属电子理论，泊松方程在体电荷内部

(或导体内部)是成立的，但在导体外部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源点处的
( )o
t

ρ∂
∂

不等于自由空

间中的 0
( )r
t

ε ∂
∇ •

∂
E

。即使有人认为 0
( )r
t

ε ∂
∇ •

∂
E

是空间的场，而认为
( )o
t

ρ∂
∂

是产生该场的源，

但是由
( )( ) oo
t

ρ∂
∇• = −

∂
J 立即得到 ( )o∇• =J ( )r

t
ε ∂
− ∇ •

∂
E

或
( )( ) ro
t

ε ∂= −
∂

EJ ，这意味着原点的

产生了空间的( )oJ ( )r
t

ε ∂−
∂

E
却又与旋度方程组自相矛盾。因此说，麦克斯韦把有源内部的物

理方程推广到自由空间是错误的，进行的公式合并化改造也是不成立的。 

    第六，麦克斯韦把电路上的电流连续定律
t
ρ∂

∇• = −
∂

J 进行空间化改造，而认为“电流向

以太空间四面八方流逝，电流在以太空间中也连续”。麦克斯韦认为“电性既不是点也不是

面或体，而是分布在整个空间的电位移，可见的介质和不可见的以太被电动力扭拉之后形成

了电位移，电位移是位移电流的先兆，电是分布在整个自由空间的物理量，流入金属球a中

的电流并没有结束，而是继续流向四面八方”。现在看来他的这种推广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不仅物理概念错，而且计算也错，因为克稀霍夫定律只适合于导体内部，不适合导体外部的

自由空间。事实上电容极板上的电荷不可能通过以太流向另一极板，电瓶或电容都是储存了

正负电荷这个实体，更不是电流流向四面八方。特别是电荷枪或粒子发生器将电子发射到麦

克斯韦的金属球a中，不仅电荷积累了，而且质量也增加了，因此说麦克斯韦的这种抽象化

推广，在物理概念上是错误的。 

第七，当我们审视他的推导过程时，也会发现，他一会儿把 点当作是源点，一会儿

是把 点当作场点，场源不分，不仅忽视了数学定理的使用条件，而且造成了非对称空

间。他为了得到旋度方程组而认为

(P r)

(P r)

( ) ( )r rρ、J 分布在整个以太空间，但是其支持者氦姆霍尔

滋为了得到波动方程却又认为 ( ) 0 ( ) 0r rρ= =、J 。换句话说，既然在自由空间里是  ( ) 0r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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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 ) 0rρ = ，那么麦克斯韦就无法推导出旋度方程来。现在，我们根据现代金属电子理论来审

视，他的位移电流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历史科学水平局限性造成的必然。正如40年后洛仑兹

所指出的那样：“麦克斯韦从不相信电荷实体，总是以他的电位移代替电荷体，人们也很难

理解他指的电荷是什么，他从不问及电磁场是怎么产生的，在他的理论中，似乎电磁场来自

无穷远处，一种不需要源的场”。所以才促使麦克斯韦错误的诞生了两个旋度方程，一种非

对称方程和非对称空间。其实，电荷体的运动才是一切电磁波的根源，场不会产生出场来。 

第八，麦克斯韦旋度方程诞生于以太媒质，光速实验表明以太不存在，这就直接导致麦

克斯韦旋度方程的失败。尽管光速 ，但0.5
0 0 0( )c ε μ −= 0ε μ0（ ， ）却不是旋度场的传播媒质，而

且人们至今没有测量到电波在 0ε μ0（ ， ）中运动的拖曳现象。 

    第九，人们为了求解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方程组，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即，在场

量的求解过程中，人们运用了格林定理、氦姆霍尔滋方程和洛仑兹条件以及电流连续定律，

但是，我们可以验算这一整套场量计算过程存在严重破绽：1）运用格林定理来求解旋度方程

暴露出明显破绽，2）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难以自圆其说，3）提出位移电流连续定律却不满足

他的位移电流连续定律， 4）运用洛仑兹条件却不满足洛仑兹条件。 

总之，麦克斯韦两个旋度方程在自由空间是不成立的，不仅物理概念错而且数学计算

错。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考虑到他所运用的所有方程都是导体内部的方

程，因此麦克斯韦旋度方程组只适合于导体内部电磁场的计算模型，即它给出了导体内部的

电信号传输模型，由此推导出来的传播速度 实际上就是导体内部电信号相对于源的传输速

度。但在物理概念上不是场产生场，在导体外部的自由空间里，他的旋度方程组是错误的。 

0c

本章还介绍了对麦克斯韦互生场的否定性实验方法。 

在这里，我很想而且必须补充一句：如果没有麦克斯韦的错误推导，当今世界文明将推

迟若干年，这是人类的“因错得福”。他毕竟是第一个预言电磁波存在性的物理学家，而且

证明了导体内部信号传输速度 ，其错误是难免的，因为科学道路是曲折的；当时人们不认

识电的本质，更不认识电荷，直到麦克斯韦去世18年后汤姆孙才发现电子、去世几十年后洛

仑兹才创建金属电子理论和提出洛仑兹磁力。也就是说伟大麦克斯韦的错误是历史的必然。

而伟大赫兹实验是人类的“因福得福”，因为赫兹第一个用实验证明了电波的产生方法，

即，把串联的电感与电容逐步展开成偶极子，使得电容中的时变电场和电感中的时变磁场向

着自由空间辐射。这样的偶极子就是通信天线和米波雷达天线。 

0c

本章结论是：在自由空间里，麦克斯韦的磁生电与电生磁两个旋度方程都是错误的；他

基于导体内部而阐述的电信号传输机理和速度是可用的。 

第四章 电场波与磁场波之独立辐射 

通常的看法是，赫兹实验是对麦克斯韦方程组的证明，其实不然，因该说麦克斯韦关于

电磁波存在性的预言促使了伟大赫兹实验早日进行。其实伟大赫兹实验的推理逻辑恰恰是电

场波与磁场波的独立辐射之实验证明，这正如洛仑兹所讲的那样
[2]
“赫兹铲除麦克斯韦方程

组中的势是完全正确的，电子的运动是一切电磁场的根源”，也就是说，场不能产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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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先是从球面对称分布电场出发，并借助于平板电容的时变电场，论证了线性时变电

场是独立辐射的，三角函数时变电场是独立辐射的，正余弦函数时变电场也是独立辐射的。

然后从线性时变电流辐射线性时变磁场入手，论证了三角函数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正余

弦函数时变磁场也是独立辐射的。更重要的是，从伟大赫兹实验逻辑中得益，从 振荡电

路开始，逐步展开成半波振子天线，半波振子天线上的电流振荡，形成了时变电流和时变电

荷，其电场波是振子上时变电荷产生的，其磁场波是振子上时变电流产生，电场与磁场发生

交换是通过半波振子上时变电流的流动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时变电场和磁场是金属电子

的时变运动产生的。 

LC

本章还论述了在通信雷达的工程实践中，接收天线既接收到了时变电场也接收到了时变

磁场，接收天线在洛仑兹电力 和广义洛仑兹磁力( )q tE 0( ) (e )t− ×c B 的作用下形成信号电流，

其信号强度反比于距离平方。 

此外本章还论证了自由空间中的波速等于半波振子上电信号的传输速度，由于良导体内

的 μ ε、 与真空中的 0 0μ ε、 相同，所以电波的辐射速度等于麦克斯韦在导体内电信号传输速

度，即电波的辐射速度等于导体内的电信号传输速度 。 0c

本章结论是：时变电场是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时变电流产生的，电场波和磁场

波是各自独立辐射的，辐射场强与距离平方成反比、接收机的信号强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 

第五章 电波本性不是能量 

如果电磁波的物理行为是同生共死的 ×E H 之能量行为，则我们不能说明电场与磁场是

独立辐射的。反之，如果电磁波的物理行为不是同生共死的 ×E H 之能量行为，而是独立矢

量场行为，则说明电场与磁场是独立辐射的。在大学物理书籍里，讲授有关光的干涉与衍射

时，物理老师首先引入光强 的概念并图示能量强弱条纹，似乎告诉我们：光波的干涉

是能量的干涉、明暗条纹是能量的大小，在物理概念上与麦克斯韦的波能量及玻印廷能流密

度

I 2E∝

×E H 吻合。这就导致本章必须回答电磁波的属性问题。对此，我们首先指出，机械波服

从牛顿力学定律，传播的波能量守恒。麦克斯韦从机械波类比到电磁波，这种基于波能量的

概念，然而，它既不是传播波能量守恒也不是辐射矢量场守恒(见第2、3章的论述)。本章论

证表明：对于机械波而言，它借助于煤质的振荡而传播，所以它遵循牛顿力学定律，因此机

械波传播的波能量 2 2
K

1W ( V)A
2
ρ ω= Δ 守恒， ρ 是单位体积中的质量；但是对于真空中的电

场波或磁场波来说，单位体积内的质量等于零，没有振荡传播的煤质，也没有振荡传播的动

力，所以它是一种辐射。本书的第四章得出的结论是，电波是独立辐射的矢量场，其场强与

距离平方成反比，如果以辐射源为中心，取球面 和 ,那么流出 面的的场量等于流出

面的场量，即辐射矢量场守恒，服从距离平方反比律。本章进一步回答电波的一切物理

行为都是独立矢量场行为，却不是波能流

1S 2S 1S

2S
×E H 之行为。目的是在物理概念上进一步否定波

能流 ×E H 传播的观点，也在物理概念上进一步证明了电波是独立矢量场之辐射。 

本章从电波的干涉、电波的传输等物理行为入手, 分析得出了“电波的辐射不是波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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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而是矢量场的辐射”之结论。主要结论包括：1)电波的干涉和衍射是独立矢量场的

干涉和衍射，不是波能流 ×E H 的干涉和衍射，特别指出T.Yang实验恰是矢量场的干涉却不

是能量的干涉，明暗条纹是矢量场幅值的大小却不是标量能量的大小；2)电波的反射折射是

独立矢量场的反射折射，不是波能流 ×E H 的反射折射；3)电波的辐射是独立矢量场的辐

射，不是波能流 ×E H 的辐射；4)电波的接收是对独立矢量场的接收，不是对波能流 ×E H

的接收；5)电波辐射矢量场守恒，而麦克斯韦旋度场既不是传播波能量守恒也不是辐射矢量

场守恒；6)正余弦电场、磁场是虚功率，正余弦电场、磁场不是能量。电场波和磁场波是虚

功率，其本性不是能量。微波作用于物质将转化为热能，不是“能量对能量的直接传递”，

而是矢量场作用于物质在广义洛仑兹力的作用下产生了热能，如同力作用于物体产生动能一

样，存在一个转化过程。作用力 m= (t)F a 、电场力 和磁场力( )q tE ( ) ( )q t− ×v B 都不是能量。 

因此本章结论是：电波的一切物理行为都不是波能量(∝ ×E H )之行为，而是独立矢量

场行为；电场波和磁场波的本性不是能量而是虚功率，它作为波动性，辐射矢量场守恒；而

波长接近原子尺寸的光波在数字化化处理上仍可按普朗克量子假设来计算。 

第六章 错误的狭义相对论 

前五章是对对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个论据(号称相对性原理)进行了否定，我们还将在第八

章中看到狭义相对论的第二个论据(号称光速不变原理)被否定。本章对它的论点进行全否定。 

相对论用微观领域里的粒子速度计算值而宣称：牛顿定律与相对论只相差高阶无穷小

量，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什么当速度比较小时可用牛顿定律来近似计算。这句倒打一耙

的“近似计算”之语言像一管麻醉剂，麻醉了我你他，从而打消了人们深究相对论破绽的念

头。本章就来看看到底是牛顿定律-伽利略原理正确或是相对论正确。 

错误的相对论动力学。本章通过力学方程的求解得到，相对论动力学求解简谐运动、降

落运动、抛物运动等基本运动方程的结果是轨迹畸变，而且它不满足能量守恒定律，不是微

弱差别而是天壤之别，甚至造成机毁人亡。相对论动力学求解卫星运动方程的结果是轨道畸

变，而且违背开谱勒定律，违背角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甚至连自己的质能关系也

满足不了。如果相对论上天，则卫星必然坠地。也许有的人说，力学上的事情用广义相对论

来解决，那么我倒要问问，相对论动力学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且广义相对论也没有解决力学

上的事情。既然称之为“相对论动力学”却不能联系动力学事件，那么这种理论体系就是一

种虚幻的幻术。我敢断言，即使爱因斯坦使用广义相对论的“引力理论”也无法将卫星送上

天，也只能是从所谓的“Riemann空间”坠下地来。而牛顿定律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圆满的

证实与检验。总之，假如相对论动力学用于现实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将发生类似于“机

毁人亡、卫星坠地”这样的灾难和恶果。为什么相对论如此糟糕呢？因为，虽然

2

1 1
1 β

≈
−

，但当 β 中的 参与微积分运算后，运动方程就成为天壤之别的变异函数，一种

十分糟糕的变异函数。作为科学研究者，要像哥白尼那样，宣传科学真理，不怕上绞刑台。 

v

错误的相对论运动学。一辆匀速 的列车( 系)上有一运动员在打台球，台球质量 相v 'S 0m

 - 7 -



内容介绍 

对于列车的运动速度是 '
xu 。这类运动很多。很显然，像这类基本运动在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变

换下，动量是守恒的 0= −'P P P ，牛顿定律是协变的 ' =F F ，质量是恒定的 。但是，

如果按照相对论运动学来计算，由于 及

'm m=

m m≠ ' '
x x≠ +u v u ， 系上的动量'S 'P 是 和0c '

xu 的高阶

函数， 系上的动量S P 是 和0c '
xu 及 的高阶函数，造成动量不守恒v '

0≠ +P P P ，两个惯性系

测得的作用力不相等 ' ≠F F 之错误。由于爱因斯坦没有定义静止动量，出现问题后就想从

“静止能量”中找答案。可是，台球静止能量是那个参照系上的静止能量，是车上的或是地

上的？是太阳系的或是银河系的？是相对的或是绝对的？既然相对论不承认绝对静止空间，

也就没有参照，何来静止能量。动系人认为台球的总能量是 ，静系人认为台球的总能量

是 ，由于 及

' 2
0m c

2
0mc m m≠ ' '

x x≠ +u v u ，从而 2
0mc ≠ 2

0m c' 。如此一来，总能量不相等 ，动量

不守恒 ，质量不恒定

'W W≠
'

0≠ +P P P m m≠ ' ，作用力不确定 ' ≠F F 。两个惯性系观测到的所有运

动参数都是不确定的，对于这样一个 基本的运动被相对论运动学变换之后，既不是伽利略

变换下的牛顿定律协变，也不是洛仑兹变换下的相对论形式不变。两个惯性系的匀速直线运

动就被相对论弄得一塌糊涂，错到极点，哪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相对论的“倒打一耙”。 

错误的相对论电磁学。相对论电磁学不是时变磁场产生了电场，而是“作相对运动的观

察者看见了电场和磁场两种场”，这种依据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而认为“空间本不该对称”

的相对论，却在电磁学问题上又与它的依据格格不入了。我们可以计算，相对论电磁学在速

度选择器、粒子加速器等高速粒子运动中，与现代粒子实验这些客观事实不符，甚至相差二

倍值，去掉二倍误差等于相对论不相信洛仑兹磁力和电子感应加速器是真的。如果使用相对

论电磁学来设计电子感应加速器，则出现无法实现的变异方程式。注意到：在相对论字典里

没有绝对静系只有所选的参照系，也没有绝对速度只有相对速度，即 β 中的 v 是两者之间的

相对速度。然而两个高速电子的相对速度早已超过了 ，即0c 1β > ，这是事实，那么按照相

对论电磁学来计算两电子之间的排斥力就成为虚数了。线性电场或线性磁场的辐射速度都是

，电场辐射到金属电子上，辐射场与金属电子之间的相对速度等于 ，即0c 0c 1β = ，也是客

观事实，那么按照相对论电磁学计算，其作用力 成为无穷大。有的人士曾经赞叹道相对

论对电磁学的洛仑兹变换是成功的，但是，当测量者携带磁铁靠近(或离开)线圈时，所谓“运

动磁场产生电场”，其

eE

' 1 (
1 β

)⊥ ⊥= ×
−

E V B 确定的电场方向违背右手定则，或者说相对论只好承

认谁在运动谁在静止的绝对时空观；当平板电容运动时，所谓“运动电场产生磁场”，其

' 1 (
1 β⊥ = ×
−

B V )⊥E 是一个无头无尾的直线。以上例证都说明相对论电磁学是错误的。 

错误的相对论时空观。本章根据惯性离心力论证了赤道线上的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

然，时钟快慢不是匀速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速度所致，时钟是人为的度量属性，取决于度量

工具和环境，时间则是自然属性。本章列举了一些相对论造成时空佯谬的例证，也驳斥了相

对论关于孪生兄弟单飞(另一个留守家)造成佯谬之辩解。本章特别指出，两名孪生兄弟携带

相同时钟和相同刻度尺各奔东西都运动，由于相对论没有绝对的动系只有所选的参照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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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21l l β= − 和
'

21

tt
β

Δ
Δ =

−
的计算中不分靠近与离开，两者转弯加速场也相同，因此其结

果是：当两位孪生兄弟返回见面时，各自答案相互对立，争吵不休。这既是长度收缩佯谬又

是时间膨胀佯谬，其实就是相对时空观荒谬。即使爱因斯坦本人也无法辩解此荒谬。 

大家都知道月球绕地球运动，在正月十六(Calendar in China)晚上我们看见月亮是正

圆，但在相对论的眼里是椭圆，因为相对论者认为长轴在运动方向，因运动才被压缩成正圆

了。天文学家拍摄到的行星是圆的，但在相对论的眼里都是椭圆被压缩而成的。行星有公转

和自转，因此相对论认为行星的长轴和短轴是变化的---运动方向的直径变短、垂直方向的

直径不变，犹如变形金刚才使得我们看见它始终是圆。在太空的宇航员经常被相对论变形，

一会儿变矮、一会变长，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瘦。转盘上的相对论者认为越转越紧，定盘

上的相对论者认为越转越松。如此一来，基于欧几里德空间而计算出来的圆周率将被相对论

重新计算。大家都知道，《数学手册》里的三角几何和(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都是基于欧

式空间和绝对时空观而得出来的结论，也被500年工程实践所证实。假如工程实践中承认爱

因斯坦的“Riemann几何”和相对时空观，那么现在的《数学手册》将被相对论者推倒重

写。这意味着相对论者不相信人类500年工程实践是真的。可见相对论的性质正如爱因斯坦

同年代的Michelson等科学家们指出的那样：怪物。 

错误的光速不变原理。光运动是相对论的敏感问题，相对论从不回答光速是绝对速度或

是相对速度这个基本问题，如果他回答光速是相对速度，则光速遵循伽利略相对性变换原

理，那么运动者测得的相对光速就该是 ，这与光速不变假设自我矛盾；如果相对论

回答光速是绝对的，则一切相对于光的运动都是绝对运动，这与相对论时空观还是自我矛

盾，所以相对论干脆不回答，只演讲“光速不变假设”。相对论从不回答光是怎么运动的这

个本质问题，如果他回答光运动是辐射(发射)，那么这个光速就应该像激光弹一样，是相对

于光源的发射速度 ，当光源运动时，那么观测者测得的光速就是

0= +c c v

0c 0= +c c v ，这与光速不变

假设还是自我矛盾；如果他回答光运动是传播，那么它与机械波一样必有振荡传播的媒质，

可这种媒质难以证明，所以相对论干脆不回答，只演讲“光速不变假设”。相对论从不回答

光速是矢量或是标量这个基本问题，事实上例如激光弹和激光束的运动速度显然是矢量。既

然 和 v 都是矢量，那么必然服从矢量叠加原理。当一激光枪在飞行舱的侧面窗口向窗外发

射激光束时，虽然舱内人只看见纵向的发射速度 ，但舱外人(静系人)既看见了纵向速

度 又看见了横向速度 ，显然窗外人根据矢量叠加原理就得到 ，所以相

对论大势宣讲封闭的舱内人观察光速之现象，而对舱外人观察光速之现象避而不谈。无论相

对论怎样回避上述本质问题，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它的错误。现在我们借用“爱因斯坦的洛仑

兹变换”中的球面波来考察一运动光源的光速问题：在动系 上显然有 ，当

光源沿

0c

0y =u c

0y =u c x =u v 0= +c c v

S' ' ' '
0x y zu u u c= = =

x 正方向运动时，由“相对论的速度之和”公式计算得到 系上 及S 0xu c=

0
1
1y zu u c cβ

β
−

= = <
+ 0 ，与他自己的光速不变假设自相矛盾；但当光源沿 x 负方向( )运动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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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其“速度之和”公式计算得到 及0xu c= 0
1
1y zu u c cβ

β
+

0= =
−

> ，与它自己的光速不变假

设更是自相矛盾。可见相对论是错误的，就连自圆其说也做不到。相对论用文字语言假设光

速不变，但用他自己的数学语言9.1节去计算Michelson-Morley实验时，却得不到零性结果。 

弄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1,2,5]

，我们清楚地看到：当时以太说占据统治地位，旋度场理

论是用以太媒质来论述电位移的、没有以太也就没有旋度场方程组，洛仑兹变换则是为了解

释“以太媒质中运动不可测”的干涉实验也默许以太说，爱因斯坦则更是根据以太媒质中的

这些结论，并以这些结论为依据去论述相对论。这在当时以太风流行的环境下，促使了爱因

斯坦一根筋的咬住“以太”这个托词、狭窄的研究“运动可测与运动不可测”这个假象，他

不是丢弃了以太，反而正是利用了以太中的观点去阐述相对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基于以

太的麦克斯韦旋度理论作他的论据，或许没有以太说的洛仑兹变换作他的工具，从而也就没

有以太媒质中的相对论。因此说，这是以太促成了相对论，也是以太坑害了爱因斯坦半辈

子。既然侠义相对论是错误，还谈什么广义相对论。本书主要否定狭义相对论，从它的依

据、演算及其结论进行全面否定。这一点我敢自豪的说，全书无误，论证充分，其实验就是

人类千年来的物理实验和人类工程实践。至于广义相对论问题，我没有深入，因为我不是懂

天懂地神人，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全面否定广义相对论。例如水星近日点推前这个天文问

题，需要天文学家深入研究、找到真实原因。当两个大尺寸的天体之距离较短之情况，运用

牛顿定律和开普勒定律时，由于二体已经不是理想质点了，这就导致了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值

与两个理想质点的进动值不一致。哈工大的肖军先生运用牛顿力学定律在他的书中推算出来

了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值，与天文观察也吻合(有待斟酌)，他指出相对论不是唯一解释者，等

等。也就是说，对广义相对论需要有关领域专家去否定。在“二战”时期，人们普遍感到空

虚，一些学者写文章，对未解之谜戴上“相对论”的头衔，试图用相对论去解释，于是在 

“二战”过后出现了“相对论高潮”。虽然在主观上找到了自我安慰，但在客观上却迷惑了

科学界，使我们麻木不仁，阻碍人们对真实原因的探索。再如“黑洞”问题，其真实原因到

底是爱因斯坦的黑洞或是牛顿的黑洞，或是拉普拉斯的黑洞？或者是那个天体物质对光波具

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其实，对光波具有弱反射和强吸收能力的材料就是“吸波材料”即“黑

洞材料”。我的实验（第1.9节）介绍了这个想法的合理性。当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超过

90%时，它就是一个“黑洞”。如果不深入研究，将严重地阻碍材料物理学的发展！也将迷

惑天体物理学的探索方向。 

本章结论是：狭义相对论是错误，牛顿定律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才是真理。 

第七章 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是一种数学游戏 

本章首先指出，相对论对于长度收缩的计算是从“逆变换式”中求出 x 来计算的，然而

对于时间膨胀的计算却是直接使用“正变换式”中的 来计算的，从数学角度讲，没有推理

逻辑，从物理角度讲，没有确定的物理内涵。如果这种计算方法反过来，就该是时间收缩而

长度膨胀；如果两者都使用“逆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收缩；如果两者都是用

“正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膨胀。这个问题属于相对论的根基问题，也就是说相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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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的根基既无数学上的推理逻辑，也无物理上的确定内涵。既然不同的计算方法有不同的

时空伸缩，这正说明爱因斯坦相对论可以任意取舍，同时也说明了洛仑兹变换式的本身不具

有确定的物理内涵，而是一种纯数学假设而已。正如相对论书籍里介绍的那样
[1]
“洛仑兹对

于 及变换式的物理意不清楚”。其实，作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洛仑兹本人特意强调't [5]
：

“地方时只不过是一个数学假设，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因此，本章把它称为“数学游

戏”，或者叫做有趣的数学游戏。作为数学研究者，可以讨论洛仑兹的有趣数学游戏。 

分析洛仑兹变换不难发现，洛仑兹变换的本性是：把两个一次函数代入一个平方函数中

再与另一个形式相同的平方函数进行比较，并令其变量 ' 'x t 的参数项等于零，计算结果得到

一个纯数学变换式，就变换式本身而言，与物理概念没有什么联系。为了进一步说明洛仑兹

变换是一种数学游戏，本章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来说明它是一种有趣的数学游戏。 

设观察者测得的光速是 ( )，套用爱因斯坦变换手法，得到了本章命名的“ 相对

论”。“ 相对论”的长度收缩公式与爱因斯坦公式完全一摸一样，“ 相对论”的时间膨

胀公式与爱因斯坦公式差别仅仅是高阶无穷小量，而且其形式不变；运用本章的“ 相对论

多普勒效应”和“ 相对论速度之和”不仅能“解释”历史物理实验，而且能“解释”现代

高能

w 0c≠ w

w w

w

w

π 介子的半生期实验，也预料到了极限速度 (本书认为电磁波相对于源的辐射速度不

超过 )。如果套用爱因斯坦的变换手法，可以创造“ 相对论动力学”和“ 相对论电磁

学”，还可以诞生“ 广义相对论”，甚至可以预料到引力红移和水星近日点推前等等“奇

迹”。可见本章的“ 相对论”不仅能包治百病而且还能未卜先知。真的很神奇？不是的！

这种“神奇”只能说明洛仑兹变换是一种形式不变的数学游戏，它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 

0c

0c w w

w

w

注意到本章的“ 相对论”在推导过程中的 值是一个任意值， 取值无穷，将有无穷

多个相对论诞生，而且表达式的结构形式不变。这就是相对论者所说的“电磁定律在洛仑兹

变换下形式不变”。之所以“形式不变”，并不是自然客观存在“洛仑兹变换下形式不变”

这样的性质，而是洛仑兹变换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式结构形状不变的数学游戏，而爱因斯坦正

是利用了这种数学游戏去推演相对论之数学游戏。这才是问题根结所在。 

w w w

从本章的“ 相对论”对微观领域的解释情况来看，我们领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来，这就

是：鉴别狭义相对论的真伪，不可简单的从微观领域里计算值上的近似程度去鉴别，也不可

盲目的从爱因斯坦相对论或 相对论猜着了什么“奇迹”去鉴别，而应该从物理概念和物理

原理上去鉴别，特别是从狭义相对论参与微积分运算后的结果去鉴别，也就是说，第六章才

是试金石。 

w

w

本章结论是：洛仑兹变换是基于以太媒质的数学游戏，而爱因斯坦则是利用了这种数学

游戏，推演了以太空间收缩和相对时间膨胀的狭义相对论。本章的“ 相对论”也是如此。 w

第八章 光速叠加原理论证 

本章先是从电波入手，论证了真空中的光波具有纵向刚性和横向刚性之属性，论述了纵

向刚性(光源运动波长不变)是由于光波没有振荡传波的媒质而带来的必然属性，横向刚性

(随光源一起作横向运动)是由于光波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惯性而带来的必然属性。也就是说，

在真空中，因为光波没有振荡传播的媒质，它是一种辐射，所以具有纵向刚性特点，其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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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因光源运动而改变；因为光波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惯性，所以它具有横向刚性特点，可

随光源一起作横向运动，同样可随光源一起作纵向运动。据此，再根据光波的纵向辐射速度

和随光源一起运动的横向速度，分析了光速的叠加性。 后用测速雷达和侦察机这个 真实

的工程实践证明了光速叠加原理：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光场的质量等

于零，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因此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它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

一个矢量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

理，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0c

v 0= +c c v ，其多普勒效应

的物理概念十分清晰。此外，在9.1节论证指出：相对论文字语言说光速不变，但用相对论

自己的数学语言去计算Michelson-Morley实验，却仍然存在光程差 2dδ β= 。 

本章还指出光速不变假设的破绽累累， 典型的就是，当波长为 λ的光源在静系，测量

者以速度 v 离开或靠近光源运动时，按照光速不变假设，测量者测得的光速还是 的话，那

么根据恒等式

0c
'

' 0ccf
λ λ

= = ，则无频移可言。虽然相对论后来通过数学变换方式而编造出“周

期＝光源运动时间＋光波传输时间”得到了所谓的“相对论多普勒效应”，不仅物理概念错

乱，而且计算上自我矛盾。由其“相对论效应”推导出来的波长却与它自己的长度(波长)收

缩公式中的 'λ 出现矛盾冲突；由其“相对论效应”推导出来的周期却与它自己的时间膨胀公

式 自相矛盾。这种拼凑出来的“效应”，自相矛盾，实在是不敢苟同。重要的关键问题还

是，其“效应”与恒等式

'T

cf
λ

= 不符，即，相对论的频率 'f 、相对论的波峰长度 'λ 、相对论

光速 导致'
0cc = ' '

0c f λ≠ ，可见相对论无法自圆其说。本章认为对于声波、水波等机械波是力

(或动能)作用于振荡媒质而传播的，所以当机械波波源运动时，其波峰存在被挤压的媒质和

动力，于是波长可变。但电波和光波没有振荡的媒质，它是一种直接辐射，其波峰没有被挤

压的媒质，也没有受挤压的动力，因此真空中的电波之波长不变。例如机载半波振子天线辐

射的微波波长 λ 是固有的，其波长 λ 不会因运动而改变。特别是雷达在地面，波长更不会

变，它是雷达辐射源固有的，因此这种情况下，在恒等式
cf
λ

= 中，唯有侦察机测得的相对

速度是 ，才有频移。大量军事侦察接收机业已证实了0= +c c v 0 0
0 d

c v c vf f f
λ λ λ
±

= = ± = ± 。 

本章结论是：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

需要作用力的作用，因此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其辐射速度是一个矢量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

射源的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变换原理，遵循速度矢量叠加法

则，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v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0c

0= +c c v 。其实验证明

是：全世界的侦察机、PD雷达、MTI及MTD系统，包括Michelson-Morley实验和Fizean实验，

等等都是光速叠加原理的实验证明。 

第九章 历史重大物理实验的本质 

历史重大物理实验的共同点是基于当时的以太说，相对论的论据则更是如此。问题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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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复杂，再加上相对论在历史重大实验问题上咬住以太不放，说什么“有的光速实验表明

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可测，有的光速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不可测”，似乎光速不变假设

平息了那些实验纠纷，这就使我们失去了对真理追求的信心，也扰乱了我们的思路，增加了

我们梳理问题的难度。但是，只要我们抛弃以太说，全面分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总能拨

开乌云见晴天。因此，本章通过分析与计算所得结论是： 
Michelson-Morley实验是基于光波在静止以太媒质中振荡并以绝对速度 传播的概念下

进行的干涉实验。其零性结果恰恰是说明了以太媒质不存在，也说明光速 不是绝对速度。

本节首先指出：相对论用文字语言措辞“任何惯性系看见的光速都是 ”，表面上看起来相

对论解释了Michelson-Morley实验的零性结果。但是用相对论自己的数学语言去论证时，却

发现相对论不能解释其零性结果，仍然存在光程差

0c

0c

0c

2dδ β= 。本节用光速叠加原理来分析该

实验，其零性结果是它的必然，因为光速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绝对速度，又由于

光源(反射镜)与观测者没有相对运动，所以也就没有光程差，从而也说明伽利略相对论性原

理也适合于光运动。只要我们抛弃爱因斯坦的以太托词，用光速叠加原理，一解即明。换句

话说，该实验证明了光辐射具有刚性，也证明了光速叠加原理，光束的横向刚性使得光束

“击中”反射镜 2M 的中心则说明光束不被以太拖曳，即该实验也证明了以太不存在。 

Fizean实验测得流水光速是 0c
v±

n
，正说明光速是相对的、可叠加的。光波在介质水中

的速度是 0

n
c  (其 是介质水的折射率)，它是一个相对速度，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流水

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正是

n

v 0

n
±

c
v ，分析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

一致，这是光速叠加原理的历史实验证明。其物理概念十分清晰。 

Trouton-Noble实验是基于以太媒质传播磁场的观点，企图测量电荷随地球一起运动所

产生的磁力，但由于以太不存在，而且磁力线具有刚性，运动电荷所产生的磁力线同其电荷

一起跟随地球运动，因此电荷并没有切割磁力线，所以该实验是徒劳的。只要我们抛弃以太

说，抛弃爱因斯坦的“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有的运动可测，有的运动不可测”这个迷魂药，

稍微看一下其实验报告就知道该实验是徒劳的。如果说该实验有什么收获，那就是该实验进

一步证明了以太不存在、证明了磁力线跟随电荷一起随地球运动，也否定了爱因斯坦的“动

电场产生磁场”的推断。 
James恒星光偏差观测实验证明了绝对静止空间的存在。James实验原本是证了明绝对静

止的以太空间获得成功，但只要我们把“以太”一词去掉，完全符合他的计算和推理逻辑。

这就是说：假设绝对静止空间不被地球拖带，光速是可叠加的，与观测者的运动有关，那么

半年后地球绕日运行的方向恰相反，应有一偏转角
'

0
1 '

0

cos ( )
cos

1 ( ) cos
v c

v c
θ

θ
θ

−
≈

−
，则James实验正是

证明了这个假设，即证明了绝对静止空间，也证明了光速的叠加性。 

Compton伦琴射线散射实验，1923年康普顿用爱因斯坦质能关系+普朗克量子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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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实验的结果，当时轰动全球，认为相对论在微观领域得到了检验。但是本章却用牛顿定

律+普朗克量子理论完备地解释了康普顿效应，对解析式的分析表明，牛顿定律具有全面性

和权威性。这正说明牛顿定律不仅在宏观领域和现实工作生活中得到了完备的唯一检验，而

且在微观领域里也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从而也动摇了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 
本章结论是：抛弃爱因斯坦的以太托词，一切历史问题迎刃而解。爱因斯坦相对论和

相对论只是一种计算上的数字拼凑。尤其是这两种相对论对James实验解释中的数字拼凑，

东拼西凑，既没有物理概念也没有数学逻辑。对此,我呼吁有关领域专家,探索科学真理,仔

细研究广义相对论拥护者的说辞，把被扭曲的事件赋予正确的裁决，达到拨乱反正之目的。 

w

第十章 自然时空观 

爱因斯坦很神奇，在相对论首文中强调“L，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

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L，空间本不该对称”。他之所以对照起来强调这句话，依我看是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地球自转中的惯性就是绝对空间的象征。所以他要人们忽视这个象征着绝

对空间的物体惯性，而要让人们注意到麦克斯韦非对称方程造成的非对称空间。本书前五章

已经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个论据---相对性原理，第八章推翻了相对论的第二个论据---光
速不变原理，第七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洛仑兹变化，第六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

的论点，第九章否定了侠义相对论对历史重大实验的说辞，并用光速叠加原理和牛顿定律重

新解释了历史重大物理实验，包括Michelson-Morley实验。本章进一步根据牛顿力学原理把

时空观恢复到本来面目的自然属性上来。之所以选择力学来讨论而不选择电磁学和光学，这

是因为电场磁场和光场的质量等于零，没有惯性，关键是场不占据绝对空间，因此电磁学和

光学难以用纸上谈兵的方法鉴别绝对空间的存在性。 

本章内容有： 

正确的质量观。质量不变性：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一切物体都有阻止其速度改变的

特性，任何物体都具有惯性，惯性表明了物质运动的不灭性是物体固有的属性。“质量是惯

性的度量”是从惯性大小上来定义的，质量越大，惯性越大，质量与加速度成反比，与速度

大小无关。惯性质量表明，惯性质量与速度大小无关，更不能说速度大小决定了惯性质量。

质量的可加性表明，质量是标量，它是由物质组成的，质量的大小取决于物质的组成结构。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早已证明质量是一个与运动无关的常量。现在有种说法，引力质量等于惯

性质量，在我看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恰恰是航天工程师在设计卫星轨道时所用的卫星

引力质量等于牛顿的惯性质量，许多力学工程师包括航天工程师都没有看过爱因斯坦相对

论，无论是现实工作生活中或者是航天领域里，都是按照牛顿定律而设计的。无论引力质量

或是惯性质量都是牛顿质量 ，这就是质量，尽管人们在书写过程中没有书写下标“ 0 ”，

这是因为人们在工作中从来就不使用爱因斯坦的变质量。换句话说，大量工程实践包括微观

领域的康普顿实验也都证明了质量不变性。 

0m

正确的时间观。时间的绝对性：如果从参考系 测得某一些事件所经过的时间为 ，而

从参考系 测得在同一事件所经过的时间为

S tΔ
'S t′Δ ，则存在关系： t t ′Δ = Δ 。即任一事件所经过

的时间的长短是一个与所选择的参考系无关的绝对量。这个结论称为时间的绝对性。根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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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绝对性，如果我们以某一事件开始发生的那一时刻作为参考系 和 的计时原点，那么

参考系 的时刻 t 和参考系 的时刻 t 就应当是一样的，即 t

S 'S

S 'S ′ t ′= 。这是物理学的基础，被日

常经验和物理实验所证实。至于赤道时钟变慢问题，根据牛顿力学定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

期是 2 lT
g

π= ，再根据牛顿惯性定律，地球赤道线上的钟摆周期是 2 lT
g a

π=
− 离

。钟摆置

于电梯内，在电梯加速地上升过程中，钟摆变快；在电梯加速地下降过程中，钟摆变慢。一

切由物体运动(包括粒子运动)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附加加速度的影响。时钟的快慢不是匀

速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速度所致。时钟是人为的度量属性，取决于度量工具和环境。但是

时间不等于时钟，时间则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伽利略变换原理早已

证明了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 

正确的空间观。长度的绝对性：对于同一个物体，如果从参考系 测得的长度为 ，从

参考系 测得的长度为

S l
'S l′，则存在的关系： l l ′= 。即同一个物体的长度是一个与所选择的参

考系无关的绝对量。这个结论称为长度的绝对性。根据时间和长度的绝对性，就可以解决任

意两个参考系 、 之间的变换关系，亦即可以解决一切相对运动问题。建立在时间和长度

的绝对性这两个基本假设上的时空观称为绝对时空观。它是物理学的基础。此外，让绳索上

的小球作圆周运动后，当绳索断开时，小球沿着惯性作切线运动并不仍作圆周运动，原本是

圆周运动，当失去控制之后，无论小球质量大小，都作切线运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惯性

是通过欧几里德空间的“直线型”反映出来，说明通过空间表现出来的惯性不因运动状态而

变，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也说明空间本身就不因运动状态而变，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

性，即，物体在绝对空间中运动，不会改变空间的性质，只会表现出绝对空间的某些属性

来。同时我们不难发现，惯性在各个方向上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左手边的惯性大而右手边的

惯性小之情形。这正说明，物体在空间里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惯性是各向同性的，从而说明空

间本身也是各向同性的。这正如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所证明的那样，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

性的，也如James恒星光偏差观测所证明的那样，空间是绝对静止的。 

S 'S

绝对空间带来物体惯性。物体为何具有“直线型”惯性，这是绝对空间的性质决定的。

我们说“直线型”惯性，因为惯性运动总是直线运动，而且我们证明了柯氏加速度是许多直

线惯性在转动的运动中叠加而成的曲线，但其本性是直线形惯性。牵连力和柯氏力都是惯性

力，惯性力带来了许多地球物理现象，傅科摆的曲线轨迹，自由落体东偏，列车西轨磨损厉

害，河流西岸冲刷厉害，大气中气旋流，下水道口漩涡等等地球物理现象，都是地球在绝对

空间中自转带来的惯性力所致，惯性力是真实的，可测的，惯性力通过绝对空间反映出来，

是绝对空间的表征。正因为惯性力通过绝对空间表现出来，而不是直接来源于物体间的相互

作用，所以它没有反作用力。正因惯性力仅仅是表征，所以物体在绝对空间中运动，不会改

变空间的性质，只会表现出绝对空间的某些属性来。空间就是空间，所谓的相对论“物理空

间”是从数学游戏中变出来的，它不是自然界的空间。自然界的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

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证明了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的，James恒星光偏差观测实验也

证明了绝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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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结论是：本章进一步证明了牛顿-伽利略时空观的正确性，质量是恒定的，时间是

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的。 

本书考察了有关的科学史，总结了相关的物理学定律，论述了电波的产生机理及其了辐

射场模型，揭示了光运动本质和光速叠加原理。所得结论是：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

的，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的，光速是可叠加的，广义洛仑兹磁力是正确的，电场波与

磁场波是独立辐射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自由空间的旋度场方程是错误的。这一重大

结论，否定了爱因斯坦侠义相对论和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有力的支持了牛顿定律和绝对时

空观，有力的支持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和广义洛仑兹磁力，解决了光速纠纷、电磁感应纠纷

和时空纠纷等三大遗留问题及其连带问题。为了科学真理，我们应当以理服人，不以名气压

人，敬请并呼吁诺贝尔奖评委和物理学家们高度关注，也敬请中外院士们就本书内容进行反

驳。尤其是：1、请求中科院院长以数理科学部的名义组织理论物理所的中青年研究员和物

理学院的中青年教授们对本书进行逐句的审读。2、请求教育部部长组织《大学物理》的历

届编委对本书进行逐句审读。3、请求何祚庥院士组织相对论者对本书进行打假。电话

0086-15527108711 邮箱sciencesum@yahoo.cn网页http://sciencesum.bokee.com。 

 

 

Content Introduction 
 

This book summarizes the experiments of senior physicists, integrates the problems that come out 
from natural science principl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root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refute, light velocity refute and space time refute. Generally speaking, this book negates special 
relativity’s proposition, argument, deduction process and its relative propositions bequeathed from 
its history. There are ten chapters in the article, the first chapter of which proves the universality of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the second and third chapters negate Maxwell Curl Equation, the 
fourth chapter founds electric wave radiation model, the fifth chapter proves that the essence of 
electric wave is not energy, the sixth chapter negates the proposit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 the 
seventh chapter negates the mathematical tool of special relativity, the eighth chapter proves light 
velocity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the ninth chapter re-explains the physical experiments with 
important dissension in history(including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The ten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correct space time view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 great Newton’s Laws.  The content 
summary is below: 
 
Chapter 1: Universality of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The universality of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is elaborated in this chapter, according to this 
general nature, all the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phenomenon can mak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physical explanation by using Lorentz magnetic force,  no matter whether metal electrons 
cut magnetic lines or magnetic lines cut metal electrons,  its physical essence is the result of Lorentz 

magnetic force q= ×F V B  acting on electric charges. The magnetic force is  , “-” 

here is not added to this book randomly, but because the moving direction of B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ving direction of coils. So the 

BvF ×−= )( Be

BVBvF ×−+×= )( Be ee  is called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in this chapter, the motion of metal electron in coils can form the current while the relative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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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coil and magnet makes the metal electron cut the magnetic flux, the electron drifts in 

conductor then result in induced current I as well as induced electromotive force d dIU l
sσ

−
= (Ohm's 

law ) and induced electric field d
d
UE
L

= (the definition of electric field). The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gives us the obvious information that F is the original reason, 、 and in conductor 
are the phenomena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current comes  out first and then voltage.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is adopted in this chapter to make details and complete interpretation to all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including electromagnetic wave reflection mechanism, electromagnetic 
receiving mechanism, electronic sensors accelerator, DC generator, Hall Effect and all other 
electromagnetic induced products), and give demonstrations that all other views(including induced 
current in conductor, induced voltage in conductor, induced electric field and relativity electric 
magnetism) can not make detail and complete interpretation to all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Lorentz force is the nature, Faraday voltage and Lenz current are the representation, the Maxwell 
space induced electric field and Einstein electric field in mover’s eye are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Furthermore, the necessary conclusion to prove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experiment is also introduced in this chapter. 

I dU E

The conclusion in this chapter is that: based on absolute space time view, researching who is 

moving, only admit that BvF ×= )( qe is correct, and BvF ×−= )( Be  must be admitted correct, 

general Lorentz force is the physics essence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Lentz induced current 
and Faraday Electromotive force are phenomenon, the induced electric field in free space has no 
existence. The relativity electric magnetism is a mistake. 
 
Chapter 2: Radio engineering is not the action of curl equation 

The key content of Maxwell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is two curl equations. In the free space, 
time variable magnetic field produces time variable electric field, the time variable electric field 
then produces the time variable magnetic field, and then the energy stream density of wave 
×E H makes vibration transmission in ether medium. Maxwell is the first physicist to predict the 

electric wave. In the past hundreds years, people have been waving the Maxwell curl theory instead 
of the true curl field theory in electric wave application in free space. 

Radiation field’s inconformity with curl theory. Supposed that radiation field is conformed 
with curl theory, the civil 50Hz (or 60Hz ) supplier will generate up to 10×10

7
 V/m  radiation 

field according to the Maxwell curl field on the condition of Idl = 1×1A⋅m, while the breakdown 
intensity of the electric field of air is about 10×10

6
 V/m, hence the radiation field is unlivable; 

when ω  is nearly equal to zero Hz, =
ω 0
lim E
→

∞  is beyond practice. Actually is reasonable 

when 

0E =

ω  is nearly equal to zero Hz according to Maxwell theory based on the direct current 
Ampere’s circuital law revision and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so the radiation equation derived 
from curl theory is beyond actual practice; the energy stream density of wave ×E H  is polynomial 
function of distance r , the electromagnetic energy outflow from spherical face is not equal to the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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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magnetic energy outflow from spherical face , the minus outflow from spherical face  

indicates that the  energy is from long distance place, which is unconfirmed with the actual practice. 
The field energy by curl theory and the wave energy are not inverse square rate of distance. Who 
really used the curl field in free space? The answer is no one. 

1S 1S

Receiving field’s inconformity with curl theory. The key content of curl theory is mix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transmits energy stream density of wave ×E H in the free space. Receiving is 
dipole antenna’s receiving ×E H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to form signal current under Lorentz 
action, not the energy stream’s ( ×E H ) inflowing into antenna. ×E H  is polynomial function of 
distance  and also a minus energy,  then  r ×E H  is not a inflowing energy, and the  dipole antenna 
can’t receive the Eθ  in curl theory, because Eθ  may make the signal intensity not to be a  

polynomial function of distance r . Overall, the received electric wave is the wave in independent 
radiation but the wave in curl theory (which is detailed interpreted in Chapter 4).  

Transmission field’s inconformity with curl theory. Transmission field in dielectric waveguide 
(such as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s and diver communications) are all independent vector Snell 
theory and Fresnel theory but energy stream of wave ×E H  in curl theory. In the transmission field 
of curl theory in metallic waveguide, the wave energy is conflict with energy conversation law, the 
minus transmission energy or distant oscillation energy source is beyond actual practice. Micro-
wave engineers are utilizing another practical experience which was introduced in paragraph 1.6 
and paragraph 5.2. 

Wave beam form’s inconformity with curl theory. Radar big aperture antenna can gather beam 
in geometrical optical principle, the current on face is in accordance with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but not the energy stream of wave ×E H  theory. Slot antenna and phased array beam are 

formed by 0
2

K
r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superposition; the receiving signal density is inverse square 

law of distance, and not the 0
2

K
r

 field superposition in curl theory and even not the ×E H  energy 

superposition. Since more than 100 year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micro-wave experts have 
summarized some methods including geometrical optical method in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Snell theory, Huygens principle, Fresnel principle, Lorentz magnetic force and Chebyshev 
polynomials. So it is sure to say that the curl theory has not been really utilized. 

Time variable magnetic field in betatron generator vacuum ring can’t generate accelerating 
electric field in curl theory, the linear DI dl   at origin point can’t be conformed with the 

( ) DP∇× =H J  at point P in free space. 

The conclusion in this chapter is that the electric wave radiation, transmission, receiving and 
wave beam forming are unconfirmed with curl field theory. 

 
Chapter 3: Mistake origin of Maxwell curl field theory 

Scientists have been engaging on wireles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fter the great Hertz 
experiment, no one can verify the Maxwell electric model while no other electric model can be 
referred. Now as long as the three disputes are concerned, the Maxwell electric model has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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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verified. Einstein’s unsymmetrical space based on Maxwell curl theory has been attracting 
our more and more concerns and doubts. 

This chapter makes deep discussion of Maxwell’s two curl equations. In order to make an end to 
the reason-result dispute between Lenz and Faraday, Maxwell assumed induced electric field was 

produced in free space and calculated it on the curling value, that is
t

∂
∇× = −

∂
BE , then utilized 

Faraday’s static barrel experiment to the whole free space and assumed displacement current from 
ether’s electric torsion and tensile force, the displacement current then spreads into the free space in 
different direction and produced magnetic field. Curling change to the Ampere’s circuital law for 
the equation ∇× =H J , Green theory was adopted to curving Ampere’s circuital law for 
equation D∇× =H J , Poisson equation can calculate the above equations to deduce∇× =H D+J J , 

the deduction bridge assumption is continuous current in free space. 
First, the uniform magnetic field is moving together with the earth, no induced electric field 

exists in the free space. The magnet is moving with train, and no induced electric field is generated 
in the free space. When the magnet is moving and the coil keeps fixed, the induced electronic field 
can not be  produced in the free space. The accurate description is the metal electron drift in 
conductor by the Lorentz force =F BV ×ee  or BvF ×−= )( Be  can make induced voltage 

d dIU l
sσ

−
= (Ohm's law) and induced electric field d

d
UE
L

= (electric field definition). The induced 

electric field  results from metal electron drift only existing in conductor, no induced electric field 
is not in free space outside the conductor. Maxwell curl theory can not give complete interpretation 
to the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while the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can. 

E

Second, Maxwell’s curling change ( JH =×∇ ) to Ampere’s circuital law by Stokes' theory is 
limite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nal conductor but outside conductor. The differential calculation to 

Ampere’s circuital law is only applicable in internal conductor because the 2( )
2

rIH r
aπ

= in internal 

conductor is satisfied to Stokes' theory condition while the ( )
2

IH r
rπ

= in external conductor does 

not meet the conditions of Stokes' theory. So the curling change in free space is a mistake. 
Third, Maxwell utilized Green theory into capacitance circuit, the surrounding-line integral 

calculation to conducting wire was changed into curved surface integral calculation to capacitance 
electric field, and it seems that the time variable electric field in capacitance results in the magnetic 
field. But the Green theory application condition is that a first-order continuous derivative is 
required for integrand between boundary line and integral faces. The integral path can be changed if 
the above conditions can be met. The Ampere’s circuital law outside the conductor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 so DI I=  is equivalent to capacitance short circuit which is 

unconfirmed with electric charge accumulation. So the curving change is a mistake. 
Fourth, Maxwell adopted J and DJ  in one equation, and made derivative by time to Poisson 

equation, then applied 0εt t
ρ∂ ∂
= ∇•

∂ ∂
E  to the whole free space.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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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theory, Poisson equation is applicable in the internal but not outside the conductor, which 

means ( )o
t

ρ∂
∂

at the source point, is not equivalent to the 0
( )r
t

ε ∂
∇•

∂
E  in free space. Someone 

assumes 0
( )r
t

ε ∂
∇

∂
E  to be the space field, and ( )o

t
ρ∂
∂

to be the field source, but ( )( ) oo
t

ρ∂
∇• = −

∂
J  

can be deduced into ( )o∇• =J ( )r
t

ε ∂
− ∇ •

∂
E  or ( )( ) ro

t
ε ∂= −

∂
EJ , this means  at the source point 

produces 

( )oJ

( )r
t

ε ∂−
∂

E  in the space, which is unconfirmed with curl equations. So it is a mistake for 

Maxwell to apply field equation in field with source to the free space, and the equations changing is 
not reasonable. 

Fifth, Maxwell made space changing to current continuous law 
t
ρ∂

∇• = −
∂

J for circuit, and 

assumed that current can flow into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the current is continuous in free space. 
Maxwell also assumed that the electrical is not a point and not a face or a body, it is the electric 
displacement in the free space, visible medium or invisible ether under electric tensile or torsion 
force can form electric displacement, which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splacement current, the 
current is the physics value distributing in the whole free space, the inflowing current will continue 
spreading into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above deduction is proved to be a mistake in physics 
definitions and calculation, Kirchhoff’s law is applicable inside the conductor but the free space or 
outside conductor. In fact, the electric charge can not fly over the space from one capacitance board 
to the other capacitance board; the battery cell and the capacitance store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charges as opposed to the current flowing into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electric charge gun 
or particle generator can shoot the electric charge into the Maxwell metal sphere a, the electric 
charges are accumulating, and the total mass is increasing. 

Sixth, in the careful deduction to the Maxwell’s equations, we can find Maxwell sometimes 
treated  as source point, sometimes treated  as field point; he made an ambiguous 

interpretation to source point and field point regardless of the equation’s application condition, 
which resulted in the unsymmetrical space. Maxwell assumed 

(P r) (P r)

ρ、J   were distributing  in the 

whole ether space to deduce the curl equations, but the trackers assumed 0 0ρ= =、J  to deduce the 

wave equation,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Maxwell can not deduce the curl equation if existing 
0 0ρ= =、J  in the free space. The displacement current is a mistake judged by the modern metal 

electronic theory, which is the limit of the science development.  Forty years later, Lorentz had 
pointed that “Maxwell distrusted the electric charge, but always treated electric displacement as 
electric charge; it wa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at his electric charge meant. Maxwell had not 
mentioned the electromagnetic origin; it seem that the electromagnetic is from a distant point, is 
also a field without source.” Just like it, Maxwell deduced the two wrong curling equations 
including the unsymmetrical equation and the unsymmetrical space. Actually, the charge motion is 
the root of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and the field can not create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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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th, Maxwell Curl equation was born based on ether medium, light velocity experiment 
shows that ether does not exist, which directly leads to the failure of Maxwell Curl Equation. 

Although light velocity (0 =c 0ε 0μ ) , but (5.0−
0ε 0μ ) is not the transmission medium of curl 

field, and so far human have not measured the dragging phenomenon that electric wave moves in 

( 0ε 0μ ). 

Eighth,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solve the Maxwell unsymmetrical equa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field calculation, the Green theory, Hem Halls equation, Lorentz conditions and 
current continuous law were adopted to solve the field value. We can check that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such a whole suit of field value exist serious problems: 1)Using Green Theorem to solve 
curl equation bears obvious problem, 2) inhomogeneous Hem Halls equation is difficult to justify 
itself, 3)Bringing forward displacement current successive theorem but is not according to its 
displacement current successive theorem, 4)Using Lorentz condition but is not according to Lorentz 
condition. 

In sum, the two Maxwell curl equations are impossible in free space in either physics definitions 
or math calculation. An analysis conclusions about Maxwell curling theory is that Maxwell curling 
equations are only applicable inside conductor because all the equations deduced by Maxwell are 
suitable for inside conductor, so Maxwell curling equations is suitable for inside conductor’s 
electromagnetic calculation model which provides the electric signal transmission model inside the 
conductor, thereby the deduced transmission velocity  is the relative velocity of electric signal 

inside the conductor to source transmission velocity. In fact, the physics nature is not field caused 
by field, the curling equations is not applicable outside the conductor. 

0c

The negativity experiments to induced electric field and induced magnetic field are introduced 
in this chapter. 

I have to add an idea that Maxwell’ mistake deduction is a great improvement to society 
civilization, this is the gain in misfortune. Maxwell is the first physicist predicting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in history and also verified the transmission velocity  inside the conductor. 

The mistake in his theory is unavoidable, as the science development is tortuous. People had no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as well as electric charge during the period. Eighteen year later after 
Maxwell died, Thomson discovered electric charge. So Hertz’s mistake is a necessity in history. 
The Hertz experiment is a fortune in fortune, because Hertz as well as Lorentz and other physicists 
didn’t appreciate Maxwell’s displacement current and his spreading application of physics equation 
from inside conductor to the free space. 

0c

Conclusion in this chapter is that Maxwell’s electron induced by magnet and magnets induced by 
electron are both mistakes, the electric sig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side the conductor and 
transmission velocities inside the conductor are applicable. 

 
Chapter 4: Independent radiations of electric field and magnetic field               

The Hertz experiment was generally thought to be verification to Maxwell curl theory, the fact is 
opposite to the above mistake thought. Maxwell’s prediction about electromagnetic wave is a great 
science improvement to Hertz experiment. The Hertz experiment is just th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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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independent radiations of electric field and magnetic field. Just as Lorentz said 
motion of electric charge was the origin of all electromagnetic fields, that is to say, field can not 
produce field. 

Spherical face symmetric distributed electric field is firstly introduced and then based on the time 
variable electric field of the polar capacitance, it is verified that the linear time variable electric field 
is independent radioactive and the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time variable electric field as well as  
sine-cosine function time variable electric field is also independent radioactive. What’s more 
important, the  vibration circuit was enlarged into dipole antenna, the current vibration in dipole 
antenna causes time variable current and time variable electric charge. The electric field wave is 
caused by time variable electric charge in antenna, the magnetic field wave is caused by time 
variable current in antenna, and the transmission between electric field and magnetic field are made 
by current flow in dipole antenna. The time variable electric field and time variable magnetic field 
are caused by time variable motion of electric charges. The electric field wave and magnetic field 
wave in half-wave dipole are caused by the charge motion. So field can not produce field. 

LC

Further more this chapter proves that the wave velocity in free space is equal to transmission 
velocity of the electric signal in dipole antenna. Because the μ ε、  of good conductor is equal to 

0 0μ ε、  in vacuum, so wave’s  radiation velocity  is equal to transmission velocity of electric signal 

inside conductor , that is to say electric wave’s radiation velocity is equal to the transmission 
velocity  of electric signal in the conductor. 0c

The conclusion in this chapter is time variable electric field is caused by time variable electric 
charges, the time variable magnetic field is caused by time variable current, the electric field wave 
and magnetic field wave are all independent radioactive, the radioactive field-density and the 
receiving signal current-density is inverse square law with distance. 

 
Chapter 5: The essence of electric wave is not energy 

If the physical ac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 is the energy action of coexist ×E H , we can’t 
say that electric field and magnetic field are independent radiation. To the contrary, if the physical 
ac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 is not the energy action of coexist ×E H , and is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action, it shows that electric field and magnetic field are independent radiation. When teaching 
about the interference and refraction of light in university physics books, physics teacher first 
quotes the concept of light intensity  and illustrates energy strong and weak fringes, which 
seems to tell us: the interference of light wave is the interference of energy, bright and dark fringes 
are the values of energy, which coincides the wave energy of Maxwell and Poynting energy stream 
density 

I 2E∝

×E H , which results that this chapter must answer electromagnetic wave’s attribute 
question. So we first point out that mechanical wave obeys Newton Mechanics Theorem, the 
transmitted wave energy is conservative. Maxwell analogized the concept based on wave energy 
from mechanical wave to electromagnetic wave, while it is not transmitting wave energy 
conservation nor radiating vector field conservation(see the discussion of chapter 2,3). This chapter 
proves: according to mechanical wave, it transmits through the vibration of medium, so it obeys 
Newton Mechanics Law, so the wave energy that mechanical wave trans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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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K A)V(

2
1W ωρ Δ=  is conservative, ρ  is the mass of unit volume: but according to the 

electric field wave and magnetic field wave of vacuum, the mass of unit volume is zero, no medium 
of vibration transmission, also no force of vibration transmission, so it is a radiation. The conclusion 
in chapter 4 is that electric wave is a vector field of independent radiation, its field intensity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square of distance. If the radioactive source is made as the center point, 
take spherical face  and , so the outflow field quantity from spherical face  is equal to 

outflow field quantity in spherical face , which obeys the law of distance square inversely 

proportion. This chapter further interprets that all physical activities of electric wave are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activities, but not the activity of wave energy stream

1S 2S 1S

2S

×E H .The purpose is 
to further negate the opinion that wave energy stream ×E H  transmits on physical concept, also 
further proves that electric wave is the radiation of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on physical concept. 

This chapter analyzes and gets the result that “electric wave radiation is not the wave energy 
transmission but the radiation of vector field” from the physical action of electric wave’s 
interference and transmission and so 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electric wave 
interference and refraction are the interference and refraction of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not the 
interference and refraction of wave energy stream ×E H , especially points out that T.Yang 
experiment is the interference of vector field, not the interference of energy, bright and dark fringes 
are the values of vector field amplitude, not the values of scalar energy. Second, electric wave 
reflection and refraction are the reflection and refraction of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not the 
reflection and refraction of wave energy stream ×E H . Third, electric wave radiation is the 
radiation of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not the radiation of energy stream wave ×E H . Fourth, 
electric wave’s receiving is the receiving of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not the receiving of wave 
energy stream ×E H . Fifth, electric wave vector field is conservative, while Maxwell Curl Field is 
neither transmitting wave energy conservation nor radiating vector field conservation. Sixth, sine-
cosine function electric field and magnetic field are virtual powers not energies. Electric field wave 
and magnetic wave are virtual powers, their essence are not energy. The microwave acting on the 
object would be converted into the thermal energy, which is not “the direct transmission from 
energy to energy”,  but the thermal energy is created by the vector field acting on the object, just as 
the kinematical energy is caused by force acting on the object, which is just a transformation 
procedure. Force F=ma(t) and electric field force qE(t)  and magnetic force qvB(t) are not energies. 

The conclusion in this chapter is that: All physical actions of electric wave are not the actions of 
wave energy (∝ ×E H ), but independent vector field actions. The essence of electric field wave 
and magnetic field wave is not energy but virtual power,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wave, the 
radiation vector field is conservative, and the light wave of which the wavelength is close to atomic 
size can be calculated by Planck quantum.hypothesis. 

 
Chapter 6: Wrong relativity theory 

The above five chapters has negated the first argumentof special relativity ( that is , the principl 
of relativity has negated). We will see the second argument of special relativity be negated (t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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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 of light velocity unchangeable is negated) in the eighth chapter.  This chapter negates 
the proposit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 

Relativity declares by using the calculated value of particle velocity in micro field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wton theorem and relativity is only higher-order infinitesimal quantity,  even 
“makes a false countercharge”, says that it can be  approximately calculated by Newton Theorem 
when speed is very slow. This word “approximate calculation” which makes a false countercharge 
is like an anesthetic, which anesthetizes me, you and him, therefore dismisses the idea that people 
research deeply the flaw of relativity. This chapter is going to se e whether Newton Theorem-
Galileo Principle is correct or relativity is correct. 

Dynamics in relativity theory is absurd. From mechanic equation solving,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olutions to these equations of simple harmonic movement, landing movement and parabolic 
movement result in the trace distorted, and also are not conformed to energy conservation; it is a 
huge deviation from actual reality. The satellite motion equation deduced by relative mechanics 
may result in trace distortion, which violates Kepler law, angular momentum conservation law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It can be alleged that Einstein’s gravitational theory is not applicable for 
satellite launch; the satellite may fall down from the “Riemann space”. But the Newton law is 
applicable and has been verified in all fields. If relative dynamics theory is adopted in the actual 

practice, accidents and disasters will be unpreventable. In the formula
2

1 1
1 β

≈
−

, when v in β  

involves in calculus calculation, the motion equation will be changed into a quite different variation 
function, a very bad variation function. 

Wrong kinematics. A game player on a constant velocity ( ) train ( coordination) is playing 
table ball, the relative velocity of the ball mass ( ) to the train is

v 'S

0m '
xu . Obviously these motions are 

momentum conservation  according to Galileo relativity theory, Newton’s law is another 

representation of
0= −'P P P

' =F F , the mass is conservative 0m m= . But according to relative kinematics, due 

to andm m≠ ' '
x x≠ +u v u , momentum 'P in  coordinate system is the high order function of   

and

'S 0c
'
xu , momentum P  in  coordinate system is the high order function of ,S 0c '

xu  and . It is absurd 

that the momentum is not conservative 

v
'

0≠ +P P P  and the two measured forces in inertia 

coordinate system are unequal ' ≠F F . Einstein had not defined static momentum and failed to find 
answer in static momentum.  

But the static energy of the balls belongs to the static energy of coordinate system. Is it train 
coordinate system or ground coordinate system? Is it in solar system or Galaxy ？Is it relative or 
absolute? Since the relativity theory has no absolute static space, no reference will result in any 
static energy. The ball total energy in dynamic coordinate system is , whereas the ball total 

energy in static coordinate system is . The formulas m

' 2
0m c

2
0mc m≠ '  and '

x x≠ +u v u  will result 

in , then2
0mc ≠ 2

0m c' 'W W≠  , '
0≠ +P P P  and m m≠ '  as well as ' ≠F F . All the kinematic 

parameters are not certain in the two inertia coordinate system. After deduced by relative 
kinematics, the basic motion is neither of Newton law changing nor unchanged relativity theo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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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tz changing. So what is the relative kinematics?   A mistake is only to say. 
Absurd electromagnetism. The relative electromagnetism assumes not the time variable 

magnetic field creates the electric field but magnetic field and electric field are observed by the 
viewer making relative motion.  The assumed unsymmetrical space theory, based on the Maxwell 
curling filed, deviates from its electromagnetic theory. We can deduce from velocity selector, 
particle accelerator that the relative electromagnetism is deviated from modern particle experiments, 
even the deviation is two times by actual value. Distortion equations would arise if the relative 
electromagnetism is applied for designing the betatron generator. We should also be reminded that 
relativity theory has no definition of absolute coordinate system, the theory only covers the selected 
coordinate system, and also only covers relative velocity but absolute velocity, so  v  in β  is the 

relative velocity. But actual experiment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ve velocity between the two high-
velocity electric charges is great larger than , i.e.0c 1β > , so the repulsive force deduced by relative 

electromagnetic theory between two electric chargers is imaginary value. The radioactive velocity 
in either linear electric field or linear magnetic field is , the electric chargers are radiated by the 

electric field, and the relative velocity between the electric field and the radiated charges is equal 
to , that is,

0c

0c 1β = . The above deduction has been verified in practice. Consequently, the acting 

force  deduced by relative electromagnetism is infinite large. These evidences can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electromagnetism is a mistake. 

eE

Wrong space time view.  The slowing clock under inertia centrifugal force at equator line is 
unavoidable; the clock speed is caused by the accelerated velocity but the constant linear motion. 
Clock is a manual measurement attribute which is determined by measuring tool and application 
condition, while time is a nature attribute. In this chapter, several instances are cited as the mistake 
space time view by relativity theory as well as the mistake interpretation of twins’ single flying 
event. Each of the twins is flying in reverse directions, carrying the same clocks and same rulers. 
The relativity theory has only the selected coordination but the absolute coordinate system, 

then ' 1l l 2β= −   and 
'

21

tt
β

Δ
Δ =

−
 will indica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approaching and departing, 

the same turning accelerating field will result in the contradictory answers when the twins meet 
again.  The length shrinking view and time expanding view ar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istake 
space time view which is beyond Einstein’s interpretations. 

As you know, moon moves around the earth, in the evening of January 16th of lunar calendar 
(Calendar in China) we see the moon absolutely round, but it is ellipse in the eyes of relativity, 
because relativity believers think that macroaxis is at the moving direction, it is compressed into 
absolute round because of the motion. The planet that astronomers photographed is round, but in the 
eyes of relativity it is all formed by elipse being compressed. Planet has revolution and rotation, so 
relativity thinks that the macroaxis and short axis of planet are changeable----the diameter of 
moving direction becomes short, the diameter of perpendicular direction is constant, like 
transformers which make us see that it is always round. The astronauts in outer space are usually 
transformed by relativity, sometimes short, sometimes tall, sometimes fat, sometimes slim. The 
relativity believers on the dial think the longer dial rotates, the tighter it is, the relativity believer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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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x think the longer dial rotates, the more loose it is. So the calculated circumference ratio based 
on Euclidean space will be calculate again by relativity. As you know, the trignometrical geometry 
in Maths Manual and (Newton-Leibniz) calculas are both the conclusions based on Euclidean space 
and absolute space time view, which is also verified by the project practice of 500 years. If 
Einstein’s “Riemann geometry” and relative space time view were admitted in project practice, the 
current Maths Manual would be overturned and rewritten by relativity believers, which means that 
relativity believers don’t believe the project practice of 500 years of humankind is true. So we can 
see that the nature of relativity was pointed out by Michelson and other scientists who are at the 
same  age with Einstein: monster.  

Wrong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light motion is a focus and sensitive item in relativity 
theory, Einstein had never given a clear interpretation about whether light velocity is an absolute 
velocity or a relative velocity. If the answer is relative velocity conforming to velocity superposition 
theory, then the measured relative velocity by movers is 0= +c c v ,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If the answer is an absolute velocity, all the motions relative to 
light are relative motions, which is also inconsistent with relativity theory.  So Einstein gave no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and made a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Einstein had never given a 
clear interpretation about nature of the light motion. If the light motion is radiation, the light 
velocity is just the same as radioactive ray stream, which is the launching velocity relative to the 
light source. When the light source is moving, the relative velocity by measure-worker is 

 ,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If the light motion is 

transmission motion, then there must be necessary transmission medium just as mechanical wave, 
which is beyond verification. So Einstein gave no answer and made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Einstein had never interpreted whether the light velocity is a vector or a scalar. Actually 
the laser bomb and laser bundle are vectors, then vector and vector v  will be conformed to 

vector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A laser gun in flying module is firing outside the window, people in 
the module can only observe the firing velocity , but people outside the module can feel not 

only the longitudinal velocity  but also the transverse velocity u = , so  is 

deduced according to vector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so Einstein mainly focused on the light 
velocity inside the module, but had no interpretations about outside light velocity. Now it comes to 
the light velocity of a moving light source with spherical face wave in the relativity theory-Lorentz 
transformation. It is obvious that 

0= +c c v

0c

0yu = c

0yu = c x v 0= +c c v

' ' '
0x y zu u u c= = =  is available in  coordinate system, the relative 

resultant velocity in  coordinate system is 

S'

S 0
1
1y zu u c cβ

β
−

0= =
+

<  when the light source is moving 

along x  direction,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his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When the light 
source is moving along x  negative direction at v−  velocity, the resultant velocity 

is 0
1
1y zu u c cβ

β
+

= = >
− 0 , which does not meet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So the relativity 

theory is a self-contradiction and a mistake. 
From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developments, it could be clearly found that ether theor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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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nt at that certain period, the curl theory interpreted the electric displacement in ether 
medium, and the Lorentz change was made for explaining the interference experiment of 
immeasurable motion that was also consistent with ether theory. Einstein summarized the above 
theories and interpreted his relativity theory. Einstein mostly emphasized on the ether definition and 
measurable motion or immeasurable motion dispute, he made a mistake to adopt ether view to 
interpret the relativity theory, which mislead Einstein himself and all of us. The Maxwell curling 
theory based on ether theory and the Lorentz transform based on ether theory together resulted in 
Einstein’s relativity theory in ether medium. The ether theory precipitated relativity theory and also 
misled Einstein’s researches. Since the special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is absurd, the general relativity 
theory is meaningless. This book mainly refutes special relativity, negates totally from its evidence, 
calculation and its conclusion. I can proudly say that the whole book is accurate, evidence is 
complete, its experiments are the physical experiments since more than 500 years of humankind and 
human project practice. As for the general relativity proposition, I didn’t go deeply, because I am 
not God who knows heaven and earth, also I don’t have energy and time to totally negate general 
relativity. For example, Mercury perihelion’s being advanced such astronomical proposition needs 
astronomers to research deeply and find the real reason. Wh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big size 
celestial bodies is short, when using Newton Law and Kepler Theorem, because two objects are not 
ideal particles anymore, which leads the precession value of Mercury perihelion and the precession 
value of two ideal particles not the same. Mr Xiao Jun from Ha Er Bing Industry University used 
Newton Mechanics Theorem to calculate the precession value of Mercury perihelion in his book, 
which also coincides with the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awaiting to research), he pointed out that 
relativity is not the only explainer and so on, which says that as for general relativity, it needs to be 
negated by the experts of relative area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people commonly felt very 
empty, some scholars wrote articles to put the rank of “relativity” on covered mystery, attempted to 
use relativity to explain, so after “second world war” there came out “relativity climax”. Although 
the subjective self comfort was found, but it puzzled the scientific circle objectively, which makes 
us callous, impedes people to explore the truthful reason. As for “Black Hole” proposition, its 
truthful reason is the black hole of Einstein or the black hole of Newton, or the black hole of 
Laplas? Or is the celestial substance has very strong absorbing ability to light wave? Actually the 
material that has weak reflection and strong absorbing ability to light wave is “absorbing material” 
or “black hole material”. My experiment (NO 1.9 section) introduces the rationality of this idea. 
When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solar energy is greater than 90%, it is a “black hole”. If it is 
not researched deeply, it will seriously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physics! It will also 
puzzle the exploring direction of astrophysics.   

The conclusion in this chapter is that special relativity theory is a mistake; Newton law and 
Galileo relativity principle are truths. 

 
Chapter 7:  Lorentz transformation is a math game 

The length shrinking calculation is made by x  in revers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ime expanding 
calculation is made by t  in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The above calculations are of no deduction 
logic in math, and are of no physics connotation from physics. If the above calculation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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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d, then time is shrinking and length is expanding; if reverse transform is adopted in the two 
calculations, time and length are all shrinking; if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is adopted in the two 
calculations, time and length are all expanding. The above analysis is the foundation of relativity 
theory, which means that the relativity theory has neither math deduction logic nor physics 
connotation. The different calculations can result in different space time variation, Einstein’s 
relativity theory is of random applic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Lorentz transform is of no definite 
physics connotation and is just as a math game. A book about relativity theory has pointed out that 
Lorentz had an ambiguous understanding about  and its transform’s physics meanings. So Lorentz 
transform is called a math game in this book. 

't

In Lorentz transformations, two linear functions were made calculation in one square function, 
and then compared with another square function of the same type, parameter value in variable ' 'x t  is 
set to zero,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 is pure mathematical transformation function which has no 
relation with physics definitions. It is just a math hypothesis for interpreting the zero result in ether 
medium interference experiment. An instance is made to interpret that the Lorentz transform is just 
a math game, in which the measured light velocity is . The “  relativity theory” is deduced from 
Einstein’s transform method, the length shrinking equation in “  relativity theory” is identical to 
Einstein’s equation, the time expanding equation in “  relativity theory” has higher order 
indefinite small deviation from Einstein’s equation, but they are of same equation type. The “  
relativity theory Doppler effect” and “  relativity theory resultant velocity” can giv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to history physics experiments as well as half live experiment of modern high energy 

w w
w

w
w

w

π  meson, they also had predicted the limiting velocity (the radiation velocity relative to the 

radiation source is not larger than ). In the same way, “  relativity theory dynamics” and “  

relativity theory electromagnetism” as well as “the general relativity theory” can be brought 
forward; even the gravitational red shift and mercury advance of perihelion can be predicted. It 
seems that “  relativity theory” is omnipotent in actual world, is it really? The answer is definite 
NO. The abov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Lorentz transform is just a math game without physics 
meanings. 

0c

0c w w

w

The  in “  relativity theory” is an arbitrary value, if w  is infinite large, infinite relative 
theories will be made of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types and their structural form are the same. It is the 
electromagnetic law’s unchanging type under Lorentz transform. The unchanging type is not the 
unchanging type in Lorentz transform in nature, and Lorentz transform itself is a math game with 
unchanging equation type. Einstein made a mistake to deduce the relativity theory in this math 
game, which is the mistake origin. 

w w

A conclusion is made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  relativity theory” in the microcosm that 
judging of relativity theory can be made upon neither the calculation value in micro-world nor the 
predicted events by relativity theory(as well as “  relativity theory”)， the correct judgments 
should be made based on the physics definition and physics principle as well as the calculation 
value in differential calculation by relativity theory. So the chapter6 has listed the touchstones for 
relativity theory. 

w

w

The conclusion in this chapter is that Lorentz transform is a math game based on ether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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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stein deduced the mistake relativity theory of ether space shrinking and relative time expanding, 
so is the “  relativity theory”  in this chapter. w

 
Chapter 8: Demonstration of light velocity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The longitudinal rigidity and transverse rigidity of the light wave in vacuum are demonstrated in 
this chapter. The longitudinal rigidity (light source is moving but wave length is unchanging) is a 
necessary attribute resulting from no medium in vibration propagation, and transverse rigidity 
(making transverse motion together with light source) is a necessary attribute resulting from no light 
weight as well as no inertia. Light wave has no medium for vibration propagation in vacuum, it is a 
radiation with longitudinal rigidity, its wave length keeps unchanged during light source motion, the 
light wave has no weight and inertia, and it is of longitudinal rigidity and can make longitudinal 
motion or transverse motion together with light source. Light velocity superposition is analyzed 
based on its longitudinal radiation velocity and its transverse velocity together with light source. 
The variable light velocity is verified by the measuring velocity radar and reconnaissance plane in 
actual application: light wave has no vibration propagation medium in vacuum, the mass of light 
field is zero, and the field motion is a radiation without any other force. The radiation velocity 
relative to the light source is a vector , which is a relative velocity to radioactive source but an 

absolute velocity, which meets the velocity vector superposition. The measured relative light 
velocity is , when the relative velocity v  between light source and observer exists. 

Doppler effect concept is here very clear. Furthermore, it is pointed out in the proof of section 9.1: 
relativity using text language is light velocity constant, but when using the mathematical language 
of relativity itself to calculate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it still exists optical path difference 

0c

0= +c c v

2dδ β= . 

Some weaknesses in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are listed in this chapter. The most typical 
is, a light source with wave length 0λ exists in a static coordinate system, measure-workers are 

departing or approaching the light source at the velocity , the measured velocity is still  

according to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and then with the formula

v 0c

0

0 0

ccf
λ λ

= = , there is no 

frequency shift. The “relativity’s Doppler effect” was deduced by mathematical transformation that 
“period =light source’s motion time + light wave transmission time”, which is proved to be of 
ambiguous physics definition and self-contradictive. The deduced wave length λ  by “relativity’s 
Doppler effect” is contradictive with its length (wave length) shrinking equation, and the deduced 
period T  by “relativity’s Doppler effect” is contradictive with its time expanding equation. The 
above deductions are self-contradictive. 

What’s more, the effect is unconfirmed with the equation
0

cf
λ

= . The kinematical waves 

including sound wave, water wave and others are generated by the force (or energy) acting on the 
vibration medium, so the wave crest has compressed medium and dynamic force during kinematical 
wave source motion, then the wave length is variable. But the electric wave and light wav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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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radiation without vibration medium, so its wave crest has no compressed medium and 
dynamic force, the wave length is unchanging during transmission. For example, micro-wave length 

0λ from dipole antenna is constant, radar wave are kept in constant on ground, and it is inherent 

property of radar radiation. So in
0

cf
λ

= , when the relative velocity by reconnaissance plane 

is , the frequency shift can only exist. The formula0= +c c v 0 0
0

0 0 0
d

c v c vf f f
λ λ λ
±

= = ± = ±  had been 

verified by the applications of practical reconnaissance. 
The conclusion in this chapter: light wave has no vibration medium in vacuum, the field mass is 

zero, and the field motion has no relation with force action, the light motion is a radiation, the 

radiate velocity is a vector , which is a relative velocity to radiate source but not an absolute 
velocity. It obeys the principles of velocity vector superposition. When existing the relative velocity 

 between light source and measure-workers, relative light velocity by measure-workers is 
.Its experiment proves:  the reconnaissance planes all over the world, PD radar, MTI and 

MTD systems, including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and Fizean experiment which are both the 
experiment proves of light velocity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0c

v

0= +c c v

 
Chapter 9, Nature concept of history important physical experiments         

All the historically important physics experiments all base on ether theory, so are the evidences of 
the relativity theory. It is a complex problem. What’s worse,  the relativity theory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ether theory in historically important physics experiments, and assumed that “some light 
velocity experiments indicated measureable motion relative to ether, and some experiments 
indicated immeasurable motion relative to ether”, and it seems that constant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is an end of all light velocity experiment disputes, which leads to our frustration in the 
pursuit of the truth, produces the interruption to our thought, and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in solving 
the problem. However, as long as we desert the ether theory and make all-around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ments, and then we would succeed.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from the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in this chapter is as follows: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is a light-interference experiment based on light wave’s vibration 
and absolute transmission velocity  in static ether medium. Its zero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exists no ether medium and light velocity  is not absolute velocity. This section first points out: 

relativity uses text language wording “Light velocity seen by any inertia system is ”, relativity 

superficially explains the zero result of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but when using relativity its 
own mathematical language to prove, it discovers that relativity can’t explain its zero result, there 
still exists optical path difference 

0c

0c

0c

2dδ β= . This section uses light velocity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to analyze this experiment, its zero result is its necessity, because light velocity is the relative speed 
relative to light source and not absolute speed, also because this is no relative movement between 
light source(reflector) and observers, so there is no optical path difference, thereby it says that 
Galileo relativity principle is suitable for light motion. If we forsake Einstein’s ether pretex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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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velocity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everything will be explained clearly. In other words, this 
experiment proves that light radiation has rigidity, also proves light velocity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the transversal rigidity of light beam makes the light beam “hit” the center of reflector  , which 

says that light beam is not dragged by ether, which is that the experiment proves that ether does not 
exist. 

2M

The light velocity in flowing water is 0c
v±

n
 in Fizean experiment, which indicates that light 

velocity is relative and can be super-positioned.  Light wave’s velocity in water medium is 0

n
c  ( n is 

refractive index in water medium), and also is a relative velocity which obeys the rules of vector 
superposition. When there exists the relative velocity v  between flowing water and measure-

worker, the relative light velocity by measure-worker is 0

n
±

c
v  ,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conformed to the experiment results, which is the historical experiment evidence of the principle of 
variability of light velocity.  Meanwhile, physics definition is clear. 

Trouton-Noble experiment is based on the ether medium transmission view, trying to measure the 
magnetic force caused by chargers’ motion together with the earth. But there is no ether in the 
world, the magnetic line has rigidity, and then magnetic line caused by the charges does the motion 
together with charges during earth’s motion, so the charges can not cut the magnetic line, then the 
experiment is futile. If we discard the ether view and Einsterin’s ‘measurable motion or 
immeasurable motion relative to ether motion’, and have a browse at this experiment and we can 
find that the experiment is fruitless.  

James stellar light deviation experiment has verified the existence of absolute static space, which 
is originally used to verify the success of the absolute static ether space, and the experiment is 
conformed to his calculation and deduction logic when discarding “ether”. It is assumed that the 
absolute static space is not influenced by the earth motion, and the light velocity is of superposi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measure-worker’s motion, so there will be a deviation angle 

'
0

1 '
0

cos ( )
cos

1 ( ) cos
v c

v c
θ

θ
θ

−
≈

−
 when the earth’s motion direction is opposite half a year later. The 

hypothesis above is verified by James experiment and the absolute static space and light velocity 
superposition is also verified. 

As for Compton roentgen experiment of scattering rays, in 1923, Compton interpreted the 
experiment result by Einstein mass-energy relation + Planck quantum theory, which became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 is assumed that the relativity theory had been verified in micro-world.  But 
in this chapter, the Compton Effect is detailedly interpreted by Newton’s law + Planck quantum 
theory, the formula analysis has indicated that Newton’s law is comprehensive and authoritative. It 
means Newton’s law has been completely verified not only in macro-world and actual life, but also 
in micro-world, and then shakes Einstein mass-energy relation formula. 

The conclusion in this chapter is: All the problem will be solved when discarding Einstein’s 
ether view. Einstein’s relativity and w  relativitytheory are just the numerical patchwork.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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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patchwork of these two relativity theores which explain James experiment is just a 
patchment work,  without any physical concept nor mathematical logic. So I request the experts of 
relative area to explore scientific truth, carefully research the word of general relativity supporters, 
make the correct judgment to distorted facts, rearch the goal of setting things right. 

 
Chapter 10, Newton’s space time view   

Einstein is clever to firstly emphasize in his relativity theory, “there will be mini-deviation of the 
force caused by the earth’s self-rotation, and the space is unsymmetrical according to Maxwell 
electrical dynamics.” I think Einstein may have realized that the inertia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bsolute space during the earth’s self-rotation. So Einstein may lead people to neglect the inertia in 
absolute space, but gave more attention to the unsymmetrical space in Maxwell curling theory. 
Chapter 3 gives a negative answer to the Maxwell curling theory; chapter 7 points out that Lorentz 
transform is just a math game; chapter 8 verifies the principle of variability of light velocity; chapter 
9 reinterprets historical important experiments by the principle of variability of light velocity and 
Newton’s law.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relativity theory is dashed to the ground.  A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ivity theory, chapter 6 points out that it is absurd. In this chapter, the space 
time view is changed into its original nature attribute based on Newton’s force theory. The 
mechanics is adopted for demonstration in this chapter instead of electromagnetics or photics. 
Because the electric-magnetic field and light field have neither mass nor inertia. Besides, the 
electric-magnetic field and light field do not occupy the absolute space. Therefore, it is hard to 
distinguish the existence of absolute space in electromagnetic and photics by pen.The content in this 
chapter is as follows. 

Correct mass view. The fixity of mass: Newton’s first law has indicated that all the objects have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venting its velocity variation, all the objects have the inertia, and inertia indi
cates the inherent imperishability of object motion. “Mass is the measuring of inertia” defines   from
 the inertia value, and the larger mass, the larger inertia. Mass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accelerati
on but without any relations with the velocity. The inertia mass indicates that inertia mass has no rel
ation to velocity, nor the velocity determines the inertia mass. The mass superposition indicates that 
mass is scalar, and is composed of substances,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structure of substances. G
alileo relativity principle has proved mass to be a fixed value regardless of any motion. Now there is
 a view that gravitational mass is equal to inertial mass, and in my opinion, the satellite gravitational
 mass is equal to the Newton inertial mass during designing the satellite orbit by space engineer. So
me mechanics engineers including space engineers have not read Einstein’s relativity theory and ma
inly utilize the Newton’s law to design in practical life or space flight. Either the inertial mass or gra
vitational mass is Newton mass . But there is no index ‘ ’ in the book, because people have neve
r utilized Einstein’s variable mass. In another word, the fixity of mass has been verified by many pr
actical applications including the Compton experiment in micro-world. 

0m 0

Correct time view. Absoluteness  of time: tΔ  is the time sum of an event operating from 
reference coordinate system , S t′Δ  is the time of an event operating from reference coordinate 

system , and then the relation exists: 'S t t ′Δ = Δ , which means the time value has no relation to 
reference coordinate system. This conclusion can be called the absoluteness of time. According to 
the absoluteness of time, if the beginning time of the event is regarded as the time origin, the time t  
of reference coordinate system and the time tS ′  of reference coordinate system  is the same, tha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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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 .  This is foundations of physics and has been verified by daily experience and physics 
experiments. As for the slowing of equator clocks, the block period in the earth's Polar Regions is 

t ′=

2 lT
g

π=  according to Newton’s law, and the block period on the equator line is 

offcenter

2 lT
g a

=
−

π . The block period of the block in upward accelerating elevator will become 

shorter, and becomes longer in downward accelerating elevator. All the clocks resulted from the 
movement objects (including electronic movement) will be influenced by additional acceleration. 

The variable block period is caused by the accelerator but not the linear motion. The block is a 
manual measuring attribute which is determined by measuring tool and its application condition. 
But time is not equivalent to block, time is a nature attribute, and time is absolute and one-
directional. Galileo transform theory had already verified that time is absolute and one-directional. 

Correct space view. Absolute length: an object length can be measured in different coordinate 
system, the length is l  in coordinate system S , and the length is l′  in coordinate system , then 

, which means the object length is an absolute value regardless of the coordinat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bsolute length, any transform relation between coordinate system and 

coordinate system  can be solved, also all the problems of the relative motion can be solved. The 
space time view based on the absolute time and absolute length is called absolute space time view,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physics. The small sphere in circular motion will change to tangential 
motion when the rope is broken; the motion transform form circular motion to tangential motion 
indicates it has no relation to its mass. Inertia is represented by the linear motion in Euclidean space, 
which indicates that inertia is an inherent attribute regardless of the motion status. Object motion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space nature, and is just a representation of same attributes of absolute 
space.  We are also informed of the isotropic inertia as well as isotropic absolute space;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 absolute space in left hand is larger than the absolute space in right hand. Galileo 
relativity theory has proved that the space is absolute and isotropic, and also the James stellar light 
deviation experiment had verified the absolute space. 

'S
l l ′=

S
'S

Absolute space produces object inertia. The linear inertia of the object is caused by the absolute 
space. The linear inertia is so called because the inertia motions are of linear characteristics, and 
Coriolis acceleration is the curve super-positioned by linear inertias during rotation motion, but its 
essence is of linear inertia. Pulling force and Coriolis force are both inertia forces which bring 
forward some physics phenomenon on the earth such as Foucault pendulum’s curve locus, east 
deviation in free falling motion, west worse worn railway track, west worse washed river side, and 
cyclonic air current and maelstroms at drain mouth. All the above phenomenon are caused by the 
inertia force from the earth’s self-rotation. The inertia force is true and measureable, reflected by 
absolute space and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bsolute space. The inertia force is not from the inter-
action among objects, and has no counterforce definition. The inertia force can represent some 
attributes of the absolute space, but change the nature of the absolute space. The ‘physics space’ in 
relativity theory is transformed from math game, and is not the nature space. The nature space is 
isotropic. Galileo relativity theory has proved that the space is absolute and isotropic; and als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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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stellar light deviation experiment had verified the absolute space. 
The conclusion in this chapter is: according to Newton’s law, Galileo’s relativity, inertia force 

representation and James stellar light deviation experiment, it is verified that mass is invariable, 
time is absolute and one-directional, and the space is absolute and isotropic. 

The book makes a complete investigation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evelopment, summarizes the 
laws of classical physics and modern physics, states the electric wave gen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radiation model, and reveals the principles of light motion nature and variable light velocity. 
The conclusions are: Time is absolute and one-directional, space is absolute and isotropic, light 
velocity can be able superposition,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is reasonable, magnetic wave 
and electric field wave are independently radiant, Einstein’s relativity theory is absurd, and the curl 
theory of free space is a mistake. The conclusions have negated the relativity theory of Einstein and 
the curl theory of Maxwell, supported the Newton- Galileo space time view and Lorentz magnetic 
force, and solved the three problems of the light velocity dispute,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dispute 
and space time disput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instead of fame, should be  the best solution to all 
the science truth, and the Nobel prize judges and more physicists are expect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my research, and then all the different views and refutes from readers are welcome. 

Website: http://sciencesum.bokee.com  or http://sciencesummary.bok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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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义洛仑滋磁力的普适性 

 

 

本章阐述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按照这种广义性，一切电磁感应现象均可用洛仑兹

磁力作出全面而准确的物理解释，无论是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或是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其

物理本质均是电荷受洛仑兹磁力 q= ×F V B的作用结果。特别是当磁铁运动而线圈静止时，

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静止的金属电子，所受磁力是 BvF ×−= )( Be ，这里的“-”号不是本书

随意加进去的，而是因为 B 的运动方向与线圈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因此本章把

( )e Be e= × ⊕ − ×F v B V B称为广义洛仑兹磁力(式中⊕表示“或者”)，也就是说，无论是

线圈向右边运动或者是磁力线向左边运动，金属电子都切割了磁力线，在洛仑兹磁力的作用

下，金属电子沿着导体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也正因为电子的漂移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

生电动势 d IU dL
sσ

−
= (欧姆定律)和感生电场

d
d
UE
L

= (电场的定义)。也就是说，在电磁感应

中， F 是原因，导体内的 I 、 dU 和 E 是现象。所以，电磁感应中先有电流后有电压。本章

用这种广义洛仑兹磁力全面而完备的解释了所有的电磁感应(包括电磁波的反射机理、电磁

波接收机理、电子感应加速器、直流发电机、霍尔效应和一切电磁感应产品)；论证了其它

任何观点(包括导体上的感生电流、导体上的感生电动势、自由空间的感生电场以及相对论

电磁学)都不能全面完备的解释电磁感应；也用广义洛仑兹力定性说明了“黑洞”问题。全

章论证表明，洛仑兹力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法拉第电动势和楞茨电流是物理现象；而麦

克斯韦的“空间感生电场”和爱因斯坦的“动磁场产生电场”是假象，而且与实验不符。 
此外，本章还介绍了证明广义洛仑兹磁力的实验结论。 

本章结论是：基于绝对时空观，考察谁在运动，只要承认 ( )qe= ×F v B是正确的，则必

然承认 BvF ×−= )( Be 是正确的，因此广义洛仑兹力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楞慈感生电流

和法拉第电动势是事物的现象，而自由空间里的感生电场不存在、相对论电磁学是荒唐。 

 

 

1.1  多家电磁感应理论的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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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电磁学发展史 

早在公元前 770 年的春秋时代，中国人就发现了天然磁石，在东汉时代中国人发明了指

南针，公元前 120 年前西汉刘安等编篆的《淮南子》中描述了“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

电”。北宋时期陈微显描述了磁屏蔽现象，并有磁石治疗耳病的记载。17 世纪(牛顿年代)

法国旅行家卡⋅戴马甘兰游离中国后对中国的避雷针进行了描述“中国屋宇顶上龙头中有伸

出的金属龙舌，舌根有细铁丝直通地下，使房屋不受雷电的破坏作用”。虽然中国人发明较

早，却无人去深入总结。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全是洋名，不见华名，因为中国古人注重发现，

但不大注重理论总结与宣传。 

1800 年伏打给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班克斯写信介绍了电池的原理和构造。使之成为至今

众所周知的伏打电池。 

1820 年初奥斯芯发现电流的磁效应，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而且首先传到德国和

法国，在电磁学领域里，无人不晓奥斯芯这个大名。 

1820 年 10 月毕奥和萨伐尔发表了关于载流长直导线的磁场的实验结果，经过数学家拉

普拉斯的帮助，总结出电流元在空间某点处产生的磁感应强度的规律
d

d 0
I r2

μ I l
4πr

= ×B e e ，称之

为毕奥-萨伐尔-拉普拉斯定律，简称毕-萨定律。 

1824 年 12 月安培发现两传导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从毕-萨定律出发，描述了磁场

环路公式 0
L

L
d Iμ⋅ = ∑∫ B l ，称之为安培环路定律。 

1832 年法拉第发现磁铁与导体之间的感应，并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

d dU = - l
t

∂Φ
∂∫ 。法拉第还在静电测量方面和电镀领域作出了显著贡献。 

1834 年楞茨却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流 I 。由于感生电动势 UΔ 与感生电流 I 体
现在欧姆定律 sdU Idlσ = − 方程的两端，哪一个是因? 哪是一个果？这正如当时哲学界所争

论的鸡蛋与小鸡的因果关系一样，谁也说不清楚。 

1840 年法拉第做了静电感应实验，麻绳系着一电量为Q 的带电体，并放入金属桶内，结

果发现，金属桶外壁的电量也为Q ，然后，他用多个较大的金属桶套在外层，测量结果是：

外层桶的带电量仍为Q ，这是著名的桶实验。当时被认为电是分布在整个以太空间的。 

1856 年麦克斯韦在《论法拉第力线》一文中指出：当磁铁运动时，自由空间的磁状态

发生改变，在以太空间产生了电动力 E（后来称 E为电场），沿 E的环线积分便是感生电

动势
l

d ε∫ ＝E l (或 dU )；对 E求取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便是感生电流(密度) σ=J E。因

此，他认为感应中的本质是在以太空间产生了 E，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只是电动力 E的

表现形式。这样似乎平息了楞慈定律与法拉第定律之间“原因”与“结果”的哲学争议。 

1862 年麦克斯韦提出漩涡电场的概念，对感生电动力强度是 
t
AE ∂

=−
∂

（当时 A称为磁



第一章    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 

 3

紧张态，后来称 A为矢量磁位），两边取旋度运算便有
t
AE ∂

∂
∇×

∇× =−  
t
B∂

=−
∂

，从此感

生电场是漩涡场。 

1865年麦克斯韦根据法拉第的桶实验，提出：电性既不是点也不是面或体，而是分布在

整个空间的电位移，可见的介质和不可见的以太被电动力扭拉之后形成了电位移，电位移是

位移电流的先兆，总结法拉第的桶实验得知,所谓电,它是分布在整个自由空间的物理量，流

入金属球a中的电流并没有结束，而是继续流向四面八方，球a中的电量即没增加也没减少，

因电荷守恒而使得S面上的电流连续；改造安培环流定律，引入空间电连续定律，并把泊松

方程推广到整个自由空间而得到 DH J J∇× = + 。从此麦克斯韦的旋度方程组形成，意指：

时变电场感生出磁场与时变磁场感生出电场，同生共死的交替传播，预言以太空间有电磁波

存在。 

1888 年赫兹通过一对放电球的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即证实了麦克斯韦的预言，

使麦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一举成名。于是人们承认了麦克斯韦旋度方程组，因为当时没

有其它理论讨论自由空间的电波问题。 

1892 年洛仑兹在他的有关电子论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了电荷在磁场中运动时受磁力

eF V B= × 的作用，当时他是通过理论推导而得到的，后来被大量物理实验所证明。 

1896 年洛仑兹提出电子论，创建了金属电子理论。相应地在导体内金属电子切割磁力

线时受洛仑兹磁力而沿着导线漂移，形成感应电流，其感生电流的密度 ne=J ν （这里 n 是

单位体积中的电子数, e 是电子电量，ν 是金属电子在磁力 F 作用下的飘移速度）。洛仑兹

还批评麦克斯韦而指出“麦克斯韦从不相信电荷体，总是以他的电位移代替电荷，人们也很

难理解他指的电荷是什么，他也从不问及电磁场是怎么产生的，在他的理论中，似乎电磁场

来自无穷远处，一种不需要源的场，……电荷的运动才是产生一切电磁场的根源”。[再根

据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
d
dl

σ= −
UJ ，便得到导体内感生电动势 d dl

σ
= −

JU 。其本质是受力。] 

1897 年(麦克斯韦去世后的第 18 年，亥姆霍尔芝和赫芝去世后的第 3 年），J·J 汤姆

逊发现电子，证实了洛仑兹的电子论的正确性。 

1905 年爱因斯坦总结麦克斯韦电动力学，以麦克斯韦的旋度电场理论为依据而论述相

对论，在他发表的首文中写道：根据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当线圈禁止而磁铁运动时，空间磁

场随时间改变，在线圈中产生了电流；而当磁铁禁止而线圈运动时，空间磁场并没有随时间

改变，但线圈中仍然产生了电流，可见，空间本不该对称，它是相对的。 

1905 年，爱因斯坦根据洛仑兹电子论、J·J 汤姆逊对电子的发现，考察光电二极管并

联想到黑体辐射中的量子假设而提出波粒二象性。人们开始研究光电效应的应用。波粒二象

性于 1925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颁奖书上未提及相对论，因此颁奖当日的爱因斯坦

远离奖台，跑到一个小镇上去宣讲他的相对论。 

1935 年~1945 年是战争灾难年代，在“二战”时期，人们普遍感到空虚，一些学者写文

章，对未解之谜戴上“相对论”的头衔，试图用相对论去解释，于是在上世纪中页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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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高潮”。爱因斯坦的崇拜者声称“相对论电磁学与洛仑兹变换是协变的”。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科学界在“科学春天”的精神鼓舞下，广泛开展了科学理论研

究，人们开始怀疑相对论的正确性，发表了不少的质疑文章，许多人士质疑相对论。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武汉测绘学院的学者、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耿宪温先生、某海军

部队黄德民先生等有志青年撰书立说驳斥相对论，还有互联网上公布的我国一些著名人士极

力反对相对论。国外反对相对论的科学家就更多了，诺贝尔奖委员会拒绝为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授奖，爱因斯坦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洛仑兹、彭加勒和卢瑟福等全都不赞成相对论，迈克

尔逊莫雷实验的主创人迈克尔逊因自己的实验“引出相对论这一怪物”而饮恨终生，国际著

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耳文痛斥相对论“不过一小摆设”、“抹煞了科学与伪

科学之间的界线”。本世纪中国北京一批有志人士成立了反相对论网站。然而，在中国却出

现了学术乌云，迷信爱因斯坦的人士成了学术权威，居然禁令：不准刊登反相对论的文章。

但我想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只要不像哥白尼那样遭受绞刑台，我就拨乱反正。 

大家知道，相对论的思路是：用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方程组而认为“空间不对称”，用迈

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而提出“光速不变假设”。如果论据不成立，则论点之结论就有

问题。因此作者首先考察麦克斯韦旋度理论的依据，不难发现它的旋度电场理论来源于对电

磁感应的总结并认为以太在电动力扭拉下形成位移电流。进一步再翻开电磁感应的书籍，可

谓多家理论纷纭。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多家理论存在本质上存在差别，没有统一的精髓。本

质上是在导体内产生了感应电流？本质上是在导体内产生了漩涡电场？本质上是在自由空间

产生了漩涡电场？本质上是金属电子受磁力作用而漂移才形成了感应电流？等等。根据欧姆

定律 d dIU l
sσ

−
= 和电场定义

d
d
UE
L

= ，这几个物理量都出现在方程中，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

是结果？更加犹如鸡蛋和小鸡的因果关系之哲学问题。总之，真理只有一个，哪一个是本

质？哪一个是现象？甚至那一个是假象？目前人们没有定论，教科书只好原本照抄，谁也不

得罪。这是一个纠纷问题，而且涉及到空间和时间的重大是非问题，你我他不得不回答！这

是历史赋予科学界的使命，也是全球六十五亿人民赋予科学界的重大责任。 

考虑到楞慈定律是通过实验，对电磁磁感应确定电流方向而给出的一种实验定律，他不

是一种理论。虽然法拉第定律也是一种实验定律，但他提出了场的概念而且有计算公式，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拉第定律也是一种理论。所以本小节就来分析法拉第定律、麦克斯韦

旋度理论、洛仑兹磁力、相对论电磁学这四种理论的本质差别。 

1.1.2  法拉第、麦克斯韦、洛仑兹、爱因斯坦四家理论的本质差别 

        设线性时变磁场强度 ( )B t kt＝ 仅仅分布在一个小圆盘内，圆盘外围有一积分围线

L，在积分线 L 上有一空间点 P ，见图 1-1。让我们讨论法拉第、麦克斯韦、洛仑兹这三大

巨头在本质上的差别。 

1.麦克斯韦旋度理论与法拉第定律在计算上的差别 

按照法拉第的磁通量理论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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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0
d

( )
s

t
t ds

φ

φ

⎧
= − ≠⎪⎪

⎨
⎪ =
⎪⎩

∫∫

E

B
                             (1-1) 

这里，法拉第的精髓是：“回路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穿过回路的总磁通量对时间的变化率

成正比”。也就是说，它与线圈内磁通量总数有关，而且是一个平均值。按照法拉第理论，

图 1-1 的 P 点存在感生电场。感应是在导线 L 上产生的。 

 

 

 

 

 

 

 

 

 

    按照麦克斯韦的旋度场论理论计算，得 

( , )( ) 0r tr
t

∂
∇× = − =

∂
BE                            (1-2) 

式中 r 是在圆柱坐标中原点到空间 P 点的距离。麦克斯韦旋度理论的精髓是：“空间 P 点的

磁场发生变化将在 P 点产生漩涡电场，哪里有时变磁场就在那里产生时变电场”┉时变电场

又产生时变磁场，如此交替产生，使得电磁波能流 ×E H在以太媒质中振荡而传播。也就是

说，根据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时变电场与时变磁场是同生共死的孪生兄弟。如果空间 P 点处

没有时变磁场，也就没有时变电场，它与线圈内磁通量总数无关，与平均值无关，只与 P 点

的场强变化率有关。由于上图 P 点的 ( , ) 0r t =B ，按照麦克斯韦理论，即使解边界条件，上

图 P 点也没有感生电场。因此说，在计算上，麦克斯韦旋度理论与法拉第定律在计算上是不

相等的，在概念上是不同的。注意，麦克斯韦理论的精髓是互生场，或 ×E H。 

    2．麦克斯韦旋度理论与法拉第定律的物理本质存在差别 

虽然由(1-2)式可以反推到(1-1)式，但两家理论的精髓是截然不同的，法拉第定律注重

历史，强调磁通量总数；而麦克斯韦注重“现在进行式”，即，它在描述“空间某点 P 处的

磁场发生变换将在 P 处产生旋度电场”。再看图 1-2 之分析。图中 1( )B t 和 2 ( )B t 来自同一个

电流源驱动的两个激励磁场的线圈包，因线圈包的电流连接方法不同，使得两个线圈包的磁

场方向相反，但大小相等。现在有一积分围线 L 包围了 1( )B t 和 2 ( )B t ，使得围线 L 内的

0φ＝ (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所以按照法拉第定律是 0EP＝ 。但由于空间一点 P 正好在环线

L 上，按照麦克斯韦旋度理论，空间 P 点处有时变磁场，那么在 P 处必然产生时变电场，这

就是麦克斯韦“互生场” ×E H 的缘故，其 0PE ≠ 。计算值也不相等。虽然麦克斯韦也写出

L 

× ×
×

× 
× ×

×

( )B t  
× 

×
×
× 

×× 
× 

× 

× 

图 1-1  三科学家在本质上的差别

P 点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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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拉第的积分式，但他的理论精髓不是积分。 

 

 

 

 

 

 

 

 

 

关键问题是，虽然麦克斯韦也写出了积分形式，但这个积分形式是法拉第的，而且积分

形式不能产生电磁波。麦克斯韦的贡献在于把法拉第的积分形式变成微分形式后，他认为：

“空间 P 点处有时变磁场，那么在 P 点处必然产生时变电场，如此交替产生，使得电磁波能

流 ×E H在以太媒质中振荡而传播”。换言之，法拉第定律指在导线的围线积分上产生了感

应电场，而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只是在自由空间里的微分上产生了电场。两者的物理本质是不

同的。而且以上两图的计算值也不同。 

3.法拉第定律与洛仑兹磁力的物理本质截然不同 

设磁力线静止,长为 L 的导体以速度 qV 从左向右运动,如图 1-3 所示。这种情况下，导

体切割磁力线实际上是导体中的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于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F  

qq ×V B。于是金属电子将沿着导体向 b 端漂移，即形成感生电流，电流恰是从 b 到 a （由于

历史原因把电子漂移的返方向定义为电流方向），从而使 a 端出现过剩的正电荷，在 a 、 b

间建立起感生电动势 abdU ，所以导体内的电场为
d
d

ab
ab

U
E

L
=  。当洛仑兹的电力 abeE (方向朝

上,注意电子是负值)与洛伦滋的磁力 qe ×V B (方向朝下,注意电子是负值)的大小相等时，金

属电子不再移动，此时为平衡态。这正是感生电动势的形成机理。 

    在平衡状态，因 ab
ab

U
E =

L
, abeE = eeV B ，所以 ab eU LV B= ,这是大家熟悉的电磁感应公

式。因此，我们说， a 、 b 间产生出来的感生电动势 abdU 的原因是洛仑兹磁力。在形成过程

中，先有电流后有电压。对应哲学问题是现有卵后有虫。 

    注意到上图虚线表示我们讨论的空间内，在此时此空间内没有时变磁场、也没有法拉第

围线，显然，法拉第定律和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无法解释之。 

    特别注意到，对于图 1-3A 的实验，相对论电磁学的“运动者看见了电场”似乎也能解

释。即电子看见的电场
'E 也是指向上方，于是金属电子沿着导体向下方漂移，使得上端出

现过剩的正电荷。但是两者的物理概念截然不同。爱因斯坦基于场的概念，他还要建立统一

场；洛仑兹基于力的概念，目前有人提出四种力的统一。因此两个物理概念是不同的。更重

要的是，你承认爱因斯坦的看见电场，就等于否定了洛仑兹磁力，二者必选其一。反之，你

图 1-2  谁对谁错 

× ×
×

×
× ×

×

1( )B t ×
× 
×
×

××
×
×

×

2 ( )B t
· ·

· · 
· 

·

· 
· ·

·

·

·

· 
·

·

·
·

· 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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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洛仑兹磁力是正确的，那么你必须承认爱因斯坦看见电场
'E 是虚构的。二选一。 

 

 

 

 

 

 

 

 

 

 

 

基于绝对时空观，对照图 1-3A 与图 1-3B，我们分析两个等效的电磁感应事件。先将导

体置于均匀磁场中，导体向右边运动，如图 1-3A。然后设导体静止，均匀磁力线以速度 BV

向左运动，如图 1-3B 所示。由于 e BV V= − ，将此式代入洛仑兹的 qq= ×F V B中立即得到 

( )Be= − ×F V B                                 （1-3） 

这里的负号是因为 qV =- BV 之缘故（在 1.2 节有详细论证）。从而使金属电子在F (方向朝下) 

的作用下沿着导体向 b 端移动，即产生了感生电流(电流是从b 到 a )，从而使 a 端出现过剩

的正电荷，于是在 a 、 b 间建立起感生电势 d abU ，导体内的电场为
d
d

ab
ab

U
E

L
= (方向朝下)。

当到体内洛仑兹电力 abeE 与洛仑兹磁力磁力 ( )Be − ×V B (方向朝下,注意电子是负值)相等时，

金属电子不再移动，此时为平衡态。这正是感生电动势的形成机理及其物理过程。这里，

“磁力线切割导体”与“导体切割磁力线”是同一个物理本质。 

 

 

 

 

 

 

 

 

 

 

 

在平衡状态，因 = ab
ab

U
E

L
, abeE = BeV B ,所以 ab BU LV B= ，这也是电磁感应公式，实验可

qV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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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A 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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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B 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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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原因是洛仑兹磁力，先有电流后有电压。 

4．相对论电磁学与洛仑兹磁力不相容 

我们再来看看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否也能解释图 1-3a 的电磁感应。相对论电磁学的论点

是在磁场中运动的观察者看见了电场和磁场两种场：
 

' 1 ( )
1 β⊥ ⊥= ×
−

E V B       '

1 β
⊥

⊥ =
−

B
B                       (1-4) 

根据矢量运算的右手定则，似乎也解释了图 1-3a 的电磁感应。但是，这种解释使得金属电

子受两倍力： 'qE 和 'qvB ，与实验不符，详见 6.3 节。如果去掉 q ×v 'B 等于说：相对论不相

信洛仑兹磁力，即，不相信电子感应加速器是真的。看来这个理论纠纷不小。 

请注意到，对于图 1-3B 中的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这种情况，由于在所讨论的空间和时

间里，恒有 0
t

∂
=

∂
B

，因此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无能为力，法拉第定律也无能为力。而相对论电

磁学与实验不符，也与电子感应加速器的工程实践不符(详见第 182~第 184 页)。 

再来看一看图 1-4 之情况。设 Idl 的时变电流元，其 i kt=  ，图中的细线是屏蔽线，只

有宽线才辐射了磁场，线性电流持续时间超过 1 秒钟， P 点到电流元 Idl 的距离 83 10r ×

米 ，也就是说在讨论点 P 处的线性时变电场时，电流源仍然是线性增长的。图中细线被屏

蔽，对外不辐射任何场，只讨论 Idl 辐射的磁场。这种情况下，由于 Kt=B ,或
t

∂
=

∂
B

常数。 

 

 

 

 

 

按照法拉第定律，由于左右对称使得围线内的 0ϕ＝ (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其 0P＝E 。

但按照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其 =EP 常数，没有电动势和电场及感应，而实际上在 L 上有电

磁感应。按照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由于磁力线向外作“辐射”运动， P 点处的电荷或

金属电子在 B 0( ) ( )e e e= × = − × = − ×F V B V B c B作用下漂移而形成感应电流，其本质是受力，

其现象是感应电流，再根据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 d dIU l
sσ

−
= 和电场定义

d
d
UE
L

= ，还可推导出

感生电动势和导体内的感应电场。这里的感应只在导体上才有，而在真空中却没有。 

总之，无论是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或是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其物理本质均是电荷受洛

仑兹磁力 q= ×F V B的作用结果。特别是当磁铁运动而线圈静止时，运动的弯曲磁力线切割

了静止的金属电子，所受磁力是 ( )Be= − ×F V B，这里的“-”号不是本书随意加进去的，而

是因为 B的运动方向与线圈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因此本章把 ( )e Be e= × ⊕ − ×F V B V B称为

广义洛仑兹磁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线圈运动或者是磁铁运动，金属电子都切割了磁力线，

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体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也正因为电子的漂

i kt= ·• 

图 1-4  线性时变磁场 

× 
× 
×
×
×
×• • 

• • •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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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生电动势 d dIU l
sσ

−
= (欧姆定律)和感生电场

d
d
UE
L

= (电场的定义)。

也就是说，在电磁感应中，F 是原因，导体内的 I 、 dU 和 E 是现象。因此，在电磁感应

中，先有电流 I 后有电压 d dl
σ

= −
JU （这不是外加电压，而是导体内部形成的电压降）。  

总之，在科学史上，法拉第、麦克斯韦、洛仑兹及爱因斯坦这四位元老在电磁感应的本

质上存在截然不同的本质差别，特别是楞茨、法拉第和洛仑兹是指：在导体上产生了感应。

而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是指在自由空间产生了感应，本质差别就更大，没有一个统一的精

髓。爱因斯坦认为动磁场产生电场，却与实验不符。目前书本将各家理论对电磁感应的描述

分开讲述，没有任何一本书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囫囵吞枣，照本念经，津津乐道。 

归纳起来讲，电磁感应存在纠纷。1832 年法拉第认为磁铁与导体之间的感应是在导体中

产生了感生电动势 dU ，1834 年楞茨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流 I ，虽然都是导体上的

感应，但因果关系不同，犹如鸡蛋与小鸡，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的哲学问题。1865 年麦克斯

韦却认为磁铁运动时在自由空间产生了漩涡电场 E， E的积分可得电动势， E的微分可得

电流，似乎平息了楞茨与法拉第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哲学争议。但是仔细想，它与前两家定律

的本质差别就更大了，究竟是在导体上产生了感应或者是在自由空间中产生了感应，其物理

本质截然不同，因为导体与以太有着本质上的差别。1892 年洛仑兹创建了金属电子理论，因

此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而形成感应电流，其本质是力F 而不是场 E。1897 年 J·J 汤姆逊

发现电子，证实了洛仑兹的电子论的正确性。其实，无论线圈运动或是磁铁运动，只要磁场与

导体存在相对运动，则金属电子必然切割磁力线，即，“线圈静止而磁铁向左运动”与“磁

铁静止而线圈向右运动”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都属于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因此电磁感

应的物理本质可统一到洛仑兹磁力上面来。20 世纪初又冒出来一个相对论电磁学，运动者看

见了电场 E和磁场 B。到目前为止，同样的磁铁与线圈之间的电磁感应本质仍然没有统一起

来，五家观点不相融，真理却只有一个，而教科书也在原本照抄，孤立的讲授各自章节，不

讲授它们之间的物理联系和区别，谁也没得罪。当我们全面思考时，就会发现，这到底谁是

本质，谁是现象？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甚至谁是真理，谁是假象呢？ 

本章后续各节在分析多家理论关于电磁感应的描述之基础上，将总结出广义洛仑兹磁力

的普适性，唯有广义洛仑兹磁力才能全面而完备地解释所有的电磁感应现象，其他任何一家

理论都不能为之。而相对论电磁学则更是荒唐。 

 
 

1.2  广义洛仑滋磁力的证明 

 

电荷或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受洛仑兹磁力而移动，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真理。本节证

明：当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时，使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而移动，从而产生感应电流。对

此，我们考察两个相同实验，见图1-5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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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中的洛仑兹磁力 

如图1-5所示，基于绝对时空观，均匀的静态磁场是静止的，导体以 qV 速度向右边运动

（ q x=V V ），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洛仑兹磁力 

qq= ×F V B                                 （1-7） 

由于电子的电量 q 是负值，根据楞慈右手定则，所以导体上金属电子向着 y 方向移动，

正电荷向 y− 方向（穿进纸面）移动，故电流的方向如图中所示的 z− 方向。对于这个实

验，是大家公认的真理。 

1.2.2  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中的洛仑兹磁力 

如图1-6所示，导体是静止的，均匀的静态磁场以 BV 速度向左边运动，对照图1-5的

q x=V V ，就得 B x= −V V ，即 q B= −V V ,带入洛仑兹磁力 qq= ×F V B中，有 ( )Bq= − ×F V B，

这里的负号不是随意加进去的，而是由于磁场的运动方向与导体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有 

Bq= − ×（ ）F V B                             （1-8） 

所以两图的金属电子都是向下漂移，均匀恒定的磁力线切割了金属电子，也是洛仑兹磁力。

因为“导体向右运动”与“磁力线向左运动”，两者是等效的，都属于电荷切割磁力线。

[也许有的人认为：对于图1-6，根据 ' 1 ( )
1 β⊥ ⊥= ×
−

E V B ，从 'S 到 S 之反变换可改变 v 之负

号。但是，来自旋度方程的相对论电磁学从罗辑上没有这个负号，仅仅靠改变负号来拼凑，

等于承认了“谁在运动、谁在静止”的根本问题，即，承认了绝对时空观，违背了他自己观

点。对于图1-5，可用爱因斯坦看见的电场 'E 来解释。但是出现两倍偏差，要么与实验不

符，要么与电子感应加速器不符，等于违背了人类100年来的工程实践，详见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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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 

R -  

图 1-5 磁力线静止而导体向右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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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导体上金属电子向着 y 方向移动（或正电荷向着 y− 方向移动），故电流的方向如

图中所示的 z− 方向。比较上述两个图，“导体向右运动”与“磁力线向左运动”，两者是

等效的，同样受洛仑兹磁力。因此我们把 

q Bq q= × ⊕ − ×（ ）F V B V B                         （1-9） 

称为广义洛仑兹磁力。实验证明，上述两图的电流方向是一致的。符号⊕表示“或”运算. 

注意：“导体向右边运动”与“磁力线向左边运动”，这两者都是切割磁力线。 

参见第80页的图3-8、3-9两图的实验解释，更能证明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正确性。 

 

1.2.3  Cenzhi Teng的电磁感应实验 

 

摘要：本论文对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分析了在某种情况下，穿过

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没有发生变化时，却产生了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穿过闭合导体回

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却没有产生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Cenzhi Teng 的电子邮件)。 

关键字：电磁感应、磁通量、感应电动势、感应电流、磁场。 

1、引言 

法拉第定律表述为：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的变化率成正比。

表达式为：
t

ε ∂Φ
= −

∂
 

如果根据法拉第定律可以得出：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随时间不发生变化时，闭合

导体回路不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随时间发生变化时，

闭合导体回路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再根据欧姆定律便有感应电流。 

+ 

导线 

R -  

图 1-6 导体静止而磁力线向左边运动,金属电子被磁力线切割，受力 ( )Bq= − ×F v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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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对此定律提出质疑。分析了在某种情况下，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没有随时

间发生变化时，它却产生了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而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随时间发

生变化时，它却没有产生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 

2、实验过程 

    法拉第定律是：闭合线圈的磁通量没有改变改变，将在线圈上没有产生电动势。但是下

面的实验则不然。见图 1-7。 

图 1-7 的实验：半开口屏蔽盒(虚线)的后壁在左端，一个闭合导体回路 abdca 置于均匀

磁场中， ab 段导线在半开口的屏蔽盒之中， cd 段导线在屏蔽盒之外且暴露在磁场中，而且

此屏蔽盒与这个闭合导体之间是绝缘的。屏蔽盒内的 ab 段长度与屏蔽盒外 cd 段长度相等。

导体回路和屏蔽盒一起向右边运动，显而易见该实验的导体回路的磁通量没有变化

0ϕΔ = 。如果按照法拉第定律，则导体回路里没有感应电流。但是，事实上， cd 段的金属

电子切割了磁力线，它产生了感应电流，此电流乘以导体内阻便有电动势。 

 

 

 

 

 

 

 

 

 

 

 

图 1-8 的实验：半开口屏蔽盒(虚线)的后壁在右端，一个闭合导体回路 efghe置于均匀

磁场中， ef 段导线在个半开口的屏蔽盒之外，且暴露在均匀磁场中， gh在屏蔽盒之内且被

屏蔽。而且此屏蔽盒与这个导体回路之间是绝缘的。这里，回路 efghe和磁场都是静止的，

只有半开口的屏蔽盒向右边滑动。(实验时注意放置方向)，使得回路 efhge内的磁通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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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屏蔽盒与导体回路一起向右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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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导体回路静止而屏蔽盒向右边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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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Cenzhi Teng 的屏蔽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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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0
t

ε ∂Φ
= − ≠

∂
，如果按照法拉第定律，在导体回路里就该有电动势和感应电流，但是实验 

结果没有感应电流。因为它没有切割事件发生。 

    对照与分析图 1-7 和图 1-8 的两个实验，我们可得出结论：闭合导体上的感应电流与回

路中的磁通量的变化率无关，感应出来的电流取决于洛仑兹磁力----金属电子与磁力线之间

的切割。综合图 1-1 图 1-8 的实验，可否认为“广义洛仑兹磁力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

呢？显而易见。并请参见第 89 页的图 3-8 与图 3-9 的对照试验图，一目了然。 

    这里，图 1-9 是磁屏蔽盒的形状结构。 

4.结论： 

上面我们分析了图 1-7 的实验在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没有变化时，闭合导体回路

中却有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图 1-8 的实验在穿过闭合导体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闭

合导体回路中却没有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产生。说明了法拉第定律并不具有普适性。 

本书的观点如下： 

对于图 1-7 的实验，尽管闭合回路abcd 内的磁通量没有变化，却有感应电流，这是是

因为cd 段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在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形成了电流。也就是说，感应电

流与磁通量的变化率没有关系。 

对于图 1-8 的实验，虽然闭合回路 efgh中的磁通量发生了变化，却没有感应电流，这

是因为金属电子没有切割磁力线，所以没有感应电流。也就是说，感应电流与磁通量的变化

率没有关系。洛仑兹磁力才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但是需注意：铁盒被外磁场 4B 磁化之

后，如果铁盒后壁的磁导率较小，那么铁盒上下壁形成的磁力线向右运动时，也将部分的切

割 gh段导体，也会受广义洛仑兹磁力 BvF ×−= )( Be 作用而部分的形成感应电流。准确测量

的要求是，保障半开口屏蔽盒内没有磁力线。否则，实验数据不准确。 

总之，我的观点是：在一切电磁感应中，广义洛仑兹磁力才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而

法拉第定律只是电磁感应的现象、麦克斯韦的旋度场理论是其假象（参见第三章）。 

 

1.2.4  大型均匀磁场的制作 

 

 

 

 

 

 

 

 

 

铁芯

+

图 1-10  大型均匀磁场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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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讨论中，可能个别读者会说，磁力线是弯曲的，哪来的均匀静态磁场。对此，

本小节介绍均匀磁场的制作方法，如图1-10所示。两个线圈串联工作，产生的磁力线同方

向，通过铁芯而闭合。这样一来，它实际上是构成一个电磁铁。 

 

 

1.3 磁力线与直导体相互切割中的广义洛伦滋磁力 

 

    麦克斯韦、氦姆霍尔滋和赫兹离开人世 18 年之后，J.J 汤姆逊才发现电子，洛仑兹揭

示了金属电子理论，才有了今天众所周知的洛伦滋磁力及对电磁感应的本质揭示。 

1.3.1 导体切割磁力线之洛仑兹磁力 

设磁力线静止,长为 L 的导体以速度 eV 从左向右运动,如图 1-11 所示。这种情况下，导

体切割磁力线实际上是导体中的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于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F  eq ×V B                                 （1-10） 

 

 

 

 

 

 

 

 

 

于是金属电子将沿着导体向 b 端漂移，即形成感生电流，电流恰是从 b 到 a （注意正电

荷流动方向才是电流方向），从而使 a 端出现过剩的正电荷，在 a 、 b 间建立起感生电动势

abdU ，所以导体内的电场为
d
d

ab
ab

U
E

L
=  。当洛仑兹的电力 abeE (方向朝上,注意电子是负值)

与洛伦滋的磁力 ee ×V B (方向朝下,注意电子是负值)的大小相等时，金属电子不再移动，此

时为平衡态。这正是感生电动势的形成机理。对于图 1-6 可以直接用叉乘的右手定则来确定

方向。 

    在平衡状态，因 ab
ab

U
E =

L
, abeE = eeV B ，所以 ab eU LV B= ,这是大家熟悉的《普通物理》

记载的电磁感应公式。 

1.3.2 磁力线切割导体之广义洛仑兹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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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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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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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将导体置于均匀磁场中，并设导体静止，然后设均匀磁力线以速度 BV 从右向左运动，

如图 1-12 所示。比较图 1-11 与图 1-12 可知，导体以速度 eV 从左向右运动，与磁力线以速

度 BV 从右向左运动，两者的物理行为是相同的，即图 1-12 中的静止导体中金属电子切割了

运动中的磁力线。由于Ve =-VB ，将此代入式（1-10）得到 

( )Be= − ×F V B                               （1-11） 

基于牛顿伽利略时空观，这里的负号是因为 eV =- BV 之缘故。从而使金属电子在 F (方向朝下)

的作用下沿着导体向 b 端移动，即产生了感生电流(电流是从 b 到 a )，从而使 a 端出现过剩

的正电荷，于是在 a 、 b 间建立起感生电势 abdU ，导体内的电场为
d
d

ab
ab

U
E

L
= (方向朝下)，

这或许是 W.Wiensuo 所说的动的磁场产生电场吧
[1]
，但是要注意，其物理本质是广义洛仑兹

磁力，电荷移动之后才在导体内部产生的电场。当洛仑兹的电力 abeE (方向朝上,注意电子是

负值)与磁力 ( )Be − ×V B (方向朝下,注意电子是负值)相等时，金属电子不再移动，此时为平

衡态。这正是感生电动势的形成机理及其物理过程。在平衡状态，因 = ab
ab

U
E

L
, abeE = BeV B ,

所以 ab BU LV B= ，这也是电磁感应公式，实验可证实。 

总之，无论是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或是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其物理本质均是电荷受洛

仑兹磁力 q= ×F V B的作用结果。特别是当磁铁运动而线圈静止时，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静

止的金属电子，所受磁力是 BvF ×−= )( Be ，这里的“-”号不是本书随意加进去的，而是因

为 B的运动方向与线圈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因此本章把 ( )e Be e= × ⊕ − ×F v B V B称为广

义洛仑兹磁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线圈运动或者是磁铁运动，金属电子都切割了磁力线，在

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体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也正因为电子的漂移

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生电动势 d dIU l
sσ

−
= (欧姆定律)和感生电场

d
d
UE
L

= (电场的定义)。也

就是说，在电磁感应中，F 是原因，导体内的 I 、 dU 和 E 是现象。故，先有电流后有电压. 

1.3.4 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无能解释此类电磁感应 

    大家知道，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来源于他对法拉第电磁感应的总结，他讲到：磁铁的运

动，使空间磁场发生变化，在空间产生了漩涡电场。那么，电磁感应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用哪种理论才能全面解释电磁感应现象？是麦克斯韦的总结吗？不是！这里，我们将证明

( )Be= − ×F V B 是真理, 所以我们把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来源拿来比较一番。 

按照麦克斯韦的说法：“导体上金属电子静止，而当磁力线运动时，在金属电子所在自由空

间产生了旋涡电场
t

∂
∇× = −

∂
BE ，电子在旋涡电场力 eE 的作用下作圆周运动”。看起来似乎

有理，但实际上其旋度理论根本不能解释此种电与磁的相互作用。 

为了清晰起见，现将图 1-12 重画于图 1-13。磁力线分布在一个很长的带内,并向左运

动而切割金属电子。注意到，由于带状很长，在所讨论的时间和空间内，即在金属电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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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内恒有
t

∂
∂
B
=0 ，即没有时变磁场。特别是匀磁场扫过一个自由电子的情况，在电子所

在空间里恒有
t

∂
∂
B
=0 。因此说，麦克斯韦的旋度电磁场理论无法解释此类电磁感应。 

 

 

 

 

 

 

 

 

 

 

    因此，对于磁力线与导体相互切割中的电磁感应，即使您使用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但

也不能解释金属电子的移动原因。唯有洛仑兹力才能为之。 

1.3.5  相对论论电磁学不能解释此类电磁感应 

    1．相对论与此类实验不符。 

见图 1-14，设导体上的金属电子(这个观察者)为静系 S ，并设磁场 B为动系 'S (即坐标
'S 架设在磁力线上)并以速度 υ相对于坐标 S 作运动，即磁力线的运动速度矢量是 υ。根据相

对论电磁学，得到 

①相对论的动磁场产生的电场是： 

2

1 ( )
1 β

=
−

'
yE υ× B                          (1-12) 

②相对论的坐标变换后的磁场是： 

2

1

1 β
=

−
'
zB B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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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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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动磁场产生了电场 '
yE ，是否受洛仑兹电力 e '

yE ；见式(1-12)金属电子

确实切割了磁场 '
zB ，是否受洛仑兹磁力 e × '

zυ B 呢？见式(1-13)。 

    如果金属电子不受洛伦滋电力 e '
yE ，何以见得 “动磁场产生”电场 '

yE 呢。如果金属电

子不受洛伦滋磁力 e × '
zυ B ，等于说爱因斯坦否定了洛仑兹磁力，却与电子感应加速器工程不

符。显然，金属电子既受洛伦滋电力 e '
yE 又受洛伦滋磁力 e × '

zυ B 。才是相对论的本来面目。 

    那么，按此计算，静系 S 上的电子受到的洛伦滋电力和洛伦滋磁力分别是： 

e '
yE 2

1 ( )
1

e
β

= ×
−

υ B                              (1-14) 

e × '
zυ B

2

1 ( )
1

e
β

= ×
−

υ B                            (1-15) 

注意到 e × '
zυ B 与 e × '

zυ B 是同方向同大小，这是 2倍值。要想与实验吻合，恐怕是困难的。重

要的是，由式(1-14)和(1-15)决定的电流方向与实验相反。也许有的人士认为，从
'S 到 S 之

反变换可改变 v之负号。但是，仅仅靠改变负号来拼凑，等于承认了谁是运动，谁是静止的

根本问题，即，承认了绝对时空观，违背了自己观点。因为相对论电磁学来自旋度场方程，

即使改变负号还是存在两倍误差。也许相对论辩解说“我只承认爱因斯坦看见的电场 'E ，不

承认洛仑兹磁力 q ×v B”。如此以来，这等于说相对论不相信电子感应加速器等人类工程实

践。或即，相对论电磁学与人类 100 多年来的工程实践不符。 

2．存在相对系数 ∞=β 之电磁感应。见图 1-15，设导体及其金属电子 e和电流源 I 同

为静系 S ，并设磁场 ( )B k z t= ⋅ 为动系 
'S (即坐标 ' ' 'y s z 架在某条磁力线上，并以速度 0BV c=

相对于金属电子而运动。因为 B 的辐射速度是 0c )。即，坐标 'S 上的磁力线与坐标 S 上的电 

 

 

 

 

 

 

 

 

 

 

 

 

子的相对速度等于光速 0c 。这里 S 、 e 和 I 是“静止”的， 'S 和 B 是“运动”的。磁场

( )B k z t= ⋅ 是由电流源 0I k t= ⋅ 产生的。 

0i k t=

图 1-15 磁力线以光速 0c 运动并切割金属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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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 ( )B k z t= ⋅  有 ( )B k z
t

∂
=

∂
，即磁力线的方向不变，而且以光速 0c 相对于电子 e作

相对运动。按照相对论原理
[4]
，有 

①动磁场产生的电场是： 

2

2

1

1
1

1

β

β

= ×
−

= × = ∞
−

'
yE υ B

c B
                      （1-16） 

②相对论看见的磁场是： 

2

1

1 ( )
c
υ

=
−

'
zB B

2

1

1 ( )c
c

= = ∞
−

B                (1-17) 

那末，这种情况下，如何引用相对论系数
2

1

1
γ

β
= ∞

−
＝ 呢？恐怕是有困难的。简言之，当

磁力线 B 与电子 e 的相对速度等于 0c 时，相对系数为∞。然而，线性磁力线的运动(或所谓

的传播)速度确实是光速 0c 。尽管这里的 0c 是相对于源的辐射速度，但它的确也是磁力线 B

的运动速度，尤其是相对于 e 而运动的相对速度。可见相对论是荒谬的。也许有人会问，为

什么列举这样的极限情况？然而，相对论就是违背人类工程实践的极限情况。其实，对于图

1-15 的 B kt= 是一个可实现的实验，线性磁场辐射到电子上，辐射速度是多少？动磁场产生

的电场是多少？按照相对论电磁学必然是无穷大。 

此外，虽然 ( )B k z t= ⋅  是时变的，但矢量方向没变。即使您使用
t

∂
∇× = −

∂
BE 而认为它

产生了旋涡电场，因为 ( )B k z
t

∂
=

∂
常数，与时间无关，那么此麦克斯韦的 E与时间无关，即

没有“交替传播过程”，磁场独立辐射，所以金属电子与磁力线的相对速度是光速 0c ，的确

如此。因此，我说相对论电磁学是荒唐，一点也不过分。( 0c 是相对于源的相对光速)。 

注意，例证图 1-15 不是我在钻牛角尖，而是相对论电磁学的本意：把麦克斯韦的变化

之磁场产生变化之电场，通过洛仑兹变换之后，成为运动之磁场产生电场的相对论电磁学结

论
[1]
。然而运动的磁场之速度确实是 0c 。同样的运动的电场之速度也确实是 0c 。 

    综上所述，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和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均不能解释金属电子与磁力线作相

对运动时的电磁感应，而楞茨定律和法拉第定律只是描述物理行为的现象，唯有广义洛伦滋

磁力才能全面解释此类电磁感应。 

 

 

1.4 匀磁场与导体作正交转动时的广义洛伦滋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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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介绍均匀磁场与导体做正交转动时的洛伦滋磁力。特别介绍，当均匀分布在圆面上

的磁力线饶着圆心转动时，因磁力线切割导体，或及导体切割转动中磁力线，都属于磁力线

与金属电子之间的切割，都存在洛仑兹磁力。 

1.4.1 磁力线静止而导体转动之情况 

    见图1-16，静磁场均匀分布在一个圆面内，导体以角速率 eω 作顺时针转动，导体中的

金属电子在洛仑兹磁力 

( )ee= × ×F ω r B                             （1-18） 

的作用下沿着导体漂移，于是在 a 、 b 间形成感生电动势 abdU ，这就是直流发电机原理。这

里，切割速度是 e e= ×V ω r  ， r 是金属电子到圆心的距离。金属电子在F的作用下沿着导体

向 b 端漂移，即形成感生电流(电流恰是从 b 到 a ),从而使 a  端出现过剩的正电荷，在 a 、 

 

 

 

 

 

 

 

 

b 间建立起感生电动势 abdU ，那么导体内的电场为
d
d

ab
ab

U
E =

L
 。当洛仑兹的电力 abeE (方向

指向 a 端, 注意电子是负值)与洛伦滋的磁力 ee ×V B (方向指向 b 端,注意电子是负值)的大小

相等时，金属电子不再移动，此时为平衡态。这正是感生电动势的形成机理。 

1.4.2 导体静止而磁力线转动之广义洛仑兹磁力 

    见图1-17，设导体静止，均匀分布的恒定磁场以角速度 Bω 作逆时针转动。比较图1-16

与图1-17可知，两者所发生的物理行为是等价的。即在图4-17中，静止导体切割了转动中的

磁力线。又由于 B e= −ω ω ，于是将此式代入式（1-18），便得 

( )Be= − × ×F ω r B                                  （1-19） 

这里 r 是金属电子到圆心的距离， e B= −ω ω 是因为转向相反的缘故。金属电子在 F 的作用下

沿着导体向 b  端漂移，即形成感生电流(电流恰是从 b 到 a )，从而使 a  端出现过剩的正电

荷，在 a 、 b 间建立起感生电动势 abdU ，那么导体内的电场为
d
d

ab
ab

U
E

L
= 。当洛仑兹的电力

abeE (方向指向 a 端,注意电子是负值)与洛伦滋的磁力 B( )e − × ×ω r B (方向指向 b 端,注意电子

是负值)的大小相等时，金属电子不再移动，此时为平衡态。这正是感生电动势的形成原理

及其物理过程。 

    总之，无论是导体转动，其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或是转动的均匀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

a

+

× ×-
b ×

×× ×

×

××
× 
× 
×

××
×

图 1-16 导体转动 

eω  

-

图 1-17 磁力线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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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b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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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ω



第一章  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 

 20

其物理本质均是电荷受洛仑兹磁力 q= ×F V B的作用结果。特别是当均匀磁力线横向转动而

导体静止时，横向的磁力线切割了静止的金属电子，所受磁力是 BvF ×−= )( Be ，这里的“-

”号不是本书随意加进去的，而是因为 B的转动方向与导体的转动方向相反之缘故。因此本

章把 BVBvF ×−+×= )( Be ee 称为广义洛仑兹磁力，也就是说，无论是导体转动或者是磁力线

横向转动，金属电子都切割了磁力线，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体漂移

而形成感生电流 I ，也正因为电子的漂移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生电动势 d dIU l
sσ

−
= (欧姆定

律)和感生电场
d
d
UE
L

= (电场的定义)。也就是说，在电磁感应中， F 是原因，导体内的 I 、

dU 和 E 是现象。 

1.4.3 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无能解释此类电磁感应 

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来源于对法拉第电磁感应的总结，为了证实洛伦滋磁力的真谛，或即

证明 B( )e= − × ×F ω r B才能对电磁感应作出全面的解释，所以我们把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来

源拿来比较一番。 

按照麦克斯韦的说法：导体上金属电子静止，当而磁力线转动时，在金属电子所处的自

由空间产生了旋涡电场
t

∂
∇× = −

∂
BE ，使电子在旋涡电场力 eE 的作用下作圆周运动。看起来

似乎有理，但实际上其旋度理论根本不能解释此种电与磁的相互作用。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图1-17中，尽管磁力线以 Bω 在转动，但在导体所在空间乃至整个

空间的 0
t

∂
=

∂
B

 。换言之，
t

∂
∇× = −

∂
BE  和 m

L
d

t
ψ∂

= −
∂∫ E l  在这里无效，因为 0

t
∂

=
∂
B

．进一

步讲， Bω 是加速的，但在整个空间仍然是 0
t

∂
=

∂
B

 ，因为 B是均匀静磁场。因此说麦克斯韦

旋度理论和法拉第定律无能解释此类电磁感应。 

1.4.4 相对论无能解释此类电磁感应 

    我们再来看一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否能解释此类电磁感应。在相对论中，动系与静系

是所设的两个有相对运动的参考系，没有绝对的静系。坐标系 S 认为坐标系 'S 在运动，反过

来，坐标系 'S 则认为坐标系 S 在运动。即运动是相对而言的。因此，分析图1-18与分析图1-

16是一样的。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将图1-16重画于图1-18中的左图。 

见图1-18,设磁场 B 为静系 S ,并设导体上的金属电子(这个观察者)为动系 'S  (即坐标 'S

架设在磁力线上)且以速度(- ϕυ = e− ×ω ρ )相对于坐标S作圆环运动, 即磁力线与金属电子在

柱面坐标中相对速度是(- ϕυ )。注意这里柱面坐标所规定的方向， ( )ϕ= −B B 。根据相对论

[1]
，导体上的金属电子(这个观察者)看见了电场和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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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的电场是： 

( )
2

0

1 ( ) ( )

1

z
υ
c

ρ ϕ

ϕ

= − × −
−⎛ ⎞

− ⎜ ⎟
⎝ ⎠

E υ B                            (1-20) 

看见的磁场是： 

2

1 ( )
1 ( )

z

0

υ
c

= −
−

B B                                    (1-21) 

但值得注意的是：电子看见了电场 ρE ，是否受洛仑兹电力 e ρE ？看见了磁场 B，是否受洛

仑兹磁力 e ×V B  ？ 

    如果金属电子这个观察者不受洛伦滋电力 e ρE ，何以见得它“看见了”电场 ρE 呢。如

果金属电子这个观察者不受洛伦滋磁力 e ×V B，何以见得它“看见了”电场 B呢。回答是简

单的，它既看见了 ρE 又看见了 B , 也即，它既受洛伦滋电力 e ρE 又受洛伦滋磁力 e ×V B。这

才是相对论的本来面目。 

    照此计算，导体上金属电子受到的洛伦滋电力和洛伦滋磁力分别是
[1]
： 

( )
2

0

1 ( ) ( )

1 ( )
ze e

υ
c

ρ ϕ
ϕ

= − × −

− −

E υ B                           (1-22) 

( )z
2

0

1 ( ) ( )
1 ( )

e e
υ
c

ϕ× = − × −
−

V B υ B                           (1-23) 

注意到 e ρE 与 e ×V B是同方向同大小，这与实验事实相比，仍然是两倍值。实难理喻。 

    综上所述，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和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均不能解释金属电子与磁力线作相

对运动时的电磁感应，而楞茨定律和法拉第定律只是描述物理行为的现象，唯有广义洛伦滋

磁力才能全面解释此类电磁感应。 

 

 

1.5 磁铁与线圈作相对运动时的广义洛伦滋磁力 

图 1-18 磁力线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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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磁铁与线圈之间的感应，1832年法拉第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U ，1834

年楞茨却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流 I 。由于感生电动势与感生电流体现在欧姆定律

d dσs U = -I l 方程的两端，哪一个是因? 哪是一个果？这正如当时哲学界所争论的鸡蛋与母鸡

的因果关系一样，谁也说不清楚。后来，于1856年麦克斯韦重新总结归纳电磁感应而认为，

在物理本质上是在自由空间产生了感应电场 E ，电场的欧姆定律微分形式 σ=J E是楞茨定

律，电场的围线积分形式U = d
L
∫ E l 是法拉第定律。这看起来很合理。但是，本节将否定麦

克斯韦的归纳总结，将其感应的原因统一在洛伦滋磁力这个本质上来。 

1.5.1 线圈切割弯曲磁力线之情况 

    设磁铁(磁力线犹如喇叭花形状)静止，线圈以速度 eV 从左向右运动，如图1-19所示。线

圈切割磁力线实际上是线圈上的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于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ee= ×F V B           （1-24） 

后将沿着线圈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snev= (这正是楞茨定律),式中 s 是线圈导体的截面积, 

n 是金属电子密度, e 是电子的电量, v 是金属电子沿线圈漂移的速度。再由欧姆定律微分形

式，于是其感生电动势 d dIU l
sσ

= − 正是法拉第定律，式中σ 是电导率， dl 是线圈长度的微

分变元。这就是著名的电磁感应。注意到，感生电流的楞茨定律和感生电动势的法拉第定律

只是描述物理现象，并非物理本质。洛仑兹磁力才是本质。 

 

 

 

 

 

 

 

 

 

1.5.2 磁力线切割线圈的广义洛仑兹磁力 

    设线圈静止，磁铁(磁力线犹如喇叭花形状)以速度 BV 从右向左运动，如图1-20所示。

比较图1-20与图1-19可知，线圈以速度 eV 从左向右运动，与磁力线以速度 BV 从右向左运

动，两者的物理行为是相同的。即在图1-20中，静止线圈切割了运动中的磁力线。由于

e B= −V V ，将此代入式(1-24)中，于是静止线圈上的金属电子受广义洛伦滋磁力： 

( )Be= − ×F V B                                 （1-25） 

使金属电子在 F 的作用下沿着线圈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snev= 这(正是楞茨定律)，式中 s

磁铁 
运动 

图 1-20 磁铁运动线圈静止 

BV  
L磁铁 

静止 

图 1-19 线圈运动 

e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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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线圈导体的截面积, n 是金属电子密度, e 是电子的电量，小写的 v 是金属电子沿线圈导

体漂移的速度。再由欧姆定律微分形式，于是其感生电动势 d dIU l
sσ

= − (描述现象的法拉第

定律)，式中 σ是电导率， dl 是线圈长度的微分变元。这也是著名的电磁感应，其本质是洛

仑兹磁力。事实上，只要承认 ( )qe= ×F v B是正确的，则必然承认 BvF ×−= )( Be 是正确的。 

    结论是：无论是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或是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其物理本质均是电荷受

洛仑兹磁力 q= ×F V B的作用结果。特别是当磁铁运动而线圈静止时，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

静系的金属电子，所受磁力是 BvF ×−= )( Be ，这里的“-”号不是本书随意加进去的，而是

因为基于绝对空间，明确谁是运动，谁是静止的的概念下， B的运动方向与线圈的运动方向

相反之缘故。因此本章把 ( )e Be e= × ⊕ − ×F v B V B称为广义洛仑兹磁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线

圈运动或者是磁铁运动，金属电子都切割了磁力线，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金属电子

沿着导体漂移而形成感生电流 I ，也正因为电子的漂移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生电动势

d dIU l
sσ

−
= (欧姆定律)和感生电场

d
d
UE
L

= (电场的定义)。也就是说，在电磁感应中， F 是原

因，导体内的 I 、 dU 和 E 是现象。还可参见图3-8与图3-9的论证。 

1.5.3 麦克斯韦感生电场不能解释电磁感应 

关于磁力线非均匀分布的情况，1856年麦克斯韦在《论法拉第力线》一文中指出：当磁

铁运动时，自由空间的磁状态发生改变，在自由空间产生了电动力 E (后来称 E为电场)，

沿 E 的环线积分便是感生电动势
l

d∫ E l =εv；对 E 求取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便是感生电流

(密度) σ=J E。因此，他认为感应中的本质是在自由空间产生了 E ，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

流只是电动力 E的表现形式。感生电动力强度是 
t

∂
∂

= −
AE （ A称为磁紧张态,后来称 A为

矢量磁位）,两边取旋度运算便有
)

t
∂(∇×

∇× = −
∂
AE  

t
∂

= −
∂
B
这就是时变磁场产生旋涡电场的

著名结论。这里，我们要否定的就是这个旋度场理论的结论。 

    1.空间并无旋涡电场。见图1-21，木框对地是静止的。假如某个空间（比如木框附近）

存在旋涡电场 E (暂且不考虑 E是怎么产生的)，那么根据现代金属电子理论，当线圈L以速

度 v运动至木框附近时，线圈L中应该有电流。因为电场作用于线圈 L 中的金属电子而形成 

 

 

 

 

 

 

 

 木框

 E

V  

磁铁 

图 1-22  磁铁运动时产生’旋涡电场’ 图 1-21 线圈运动至旋涡电场中 

V  

  木框 

 E

 L 

木

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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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 

再看图 1-22，木框对地是静止的, 磁铁以速度 v从右到左向着木框运动。如果根据麦克

斯韦的第一类总结：磁铁以速度 v向着木框运动，则木框附近的磁状态发生改变(从弱到

强)，按照他的
t

∂
∇× = −

∂
BE 得知，将在木框附近产生旋涡电场 E。在磁铁越过木框之前，涡

电场 E的方向不变，只是大小变。 

 

 

 

 

 

 

 

再看图 1-23 所示。现在我们把图 1-21 与图 1-22 联合起来考虑，就得到图 1-23。磁铁

与线圈 L 一起以速度 v向着木框运动。根据麦克斯韦的总结，磁铁从右向左运动，在木框

附近产生了电场 E (图 1-21)；又根据金属电子理论，当线圈 L 到达木框附近时，金属电子

在涡电场的作用下必然形成涡电流(图 1-22)。但是，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情况下(图 1-23)

线圈 L 中根本无电流。这正说明，木框附近虽有时变磁场但并未产生电场。 

2.回顾科学历史
引自[2,3] 

。 

1820 年奥斯芯发现电流的磁效应。1824 年安培发现两传导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1832

年法拉第发现磁铁与导体之间的感应，并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 dU 。1834 年楞

茨却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流 I 。由于感生电动势与感生电流体现在欧姆定律

d ds U I lσ = − 方程的两端，哪一个是因? 哪是一个果？这正如当时哲学界所争论的鸡蛋与母

鸡的因果关系一样，谁也说不清楚。 

1856 年麦克斯韦在《论法拉第力线》一文中指出：当磁铁运动时，自由空间的磁状态

发生改变，在自由空间产生了电动力 E （后来称 E 为电场），沿 E 的环线积分便是感生电

动势
l

d∫ E l  =εv，对 E求取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便是感生电流(密度) σ=J E。因此，他认

为感应中的本质是产生了 E ，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只是电动力 E 的表现形式。感生电动

力强度是 
t

∂
= −

∂
AE ( A称为磁紧张态，后来称 A为矢量磁位)，两边取旋度运算便有

t
∂∇×

∇× = −
∂
AE  

t
∂

= −
∂
B
。这个空间旋度电场似乎平息了法拉第与楞茨之争。 

但是，1892 年洛仑兹在有关电子论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了电荷在磁场中运动时受磁力

eF V B= × 的作用，当时他是通过理论推倒而不是实验得到的，后来被大量物理实验所证

明。1896 年洛仑兹提出电子论，创建了金属电子理论。相应地在导体内金属电子切割磁力

线时受洛仑兹磁力而沿着导线漂移，形成感应电流，其感生电流的密度 ne=J υ （这里 n 是

  木框

 E

V

磁铁

图 1-23  线圈与磁铁一起向木框运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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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体积中的电子数,e 是电子电量， v 是金属电子在磁力F 作用下的飘移速度），再根据欧

姆定律的微分形式
d
dl

σ= −
UJ ，便得到导体内感生电动势 d dl

σ
= −

JU 。其本质是受力；同

理，我们认为磁场在导体中运动即磁力线切割导体时也同样受洛仑兹磁力而形成感生电流

nevJ = 或感生电动势 d dJU l
σ

= − 。大量实验与工程应用已经证明洛仑兹磁力的可靠性。如

果 J·J 汤姆逊和洛仑兹早于麦克斯韦出生，那么麦克斯韦就不会炮制出所谓的旋度电场。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磁铁运动，到底是空间产生了漩涡电场而使得线圈中有电流？或者

是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金属电子而受洛仑兹磁力才形成了电流？两者只有一个是正确的。我

们必须选择其一。 

    退一万步讲，即使有人认为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可以解释图1-20中的电磁感应现象，但请

思考一下这样一个事实：第一、洛伦滋磁力能够全面解释电磁感应，第二、即使认为麦克斯

韦理论解释图1-20之情形。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理呢？也许有折中认为：

“洛伦滋磁力和麦克斯韦旋度理论都对，只不过洛伦滋磁力适合于所有情况，而麦克斯韦旋

度理论只适合于图1-20之情况”。那么，照此说法，在图1-20中线圈上的金属电子承受了两

种力，一是洛伦滋磁力 ( )Be − ×V B，二是麦克斯韦漩涡电场力 eE  。谁能用实验证明这两个

力都作用在线圈金属电子上呢？不能！您不能，我更不能。我坚定的认为，唯有洛仑兹磁力

才是电磁感应的本质，法拉第定律和楞茨定律只是粗略地描述现象，而麦克斯韦感生电场是

在没有发现电子的低科学水平环境下的错误总结。第三，重要的是图1-23否定了麦克斯韦的

旋度理论。事实上，上述的图1-21、图1-22、图1-23，已经证明自由空间并无感生电场。 

3．地磁场否定麦克斯韦理论。麦克斯韦理论基于当时的以太媒质，以太代表了当时的

静止空间，麦克斯韦的旋涡电场理论
( )( ) PP
t

∂
∇× = −

∂
BE 的内涵是：当以太空间 P 点的磁场强

度发生改变时
( )P
t

∂
∂
B

，则在此空间 P 点上产生了旋涡电场 ( )P∇×E 。 

见图1-24。磁铁和线圈跟随地球一起运动，在以太空间P点的磁场强度发生了改变，则  

 

 

 

 

 

 

 

 

 

 

 

图 1-24 磁铁和线圈跟随地球运动 

静止的空间

空间中的 P 点

v运动的地球 

线圈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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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空间 P 点产生了旋涡电场。也即，即使磁铁放在地上不动，但由于磁铁跟随地球运动，

则以太空间的磁场强度也发生了改变，所以在以太空间也产生了旋涡电场，那么经过这个漩

涡电场的线圈就应该有电流。事实上，这种情况下线圈中没有感生电流。可见，麦克斯韦对

电磁感应的总结结果是错误的。其实呀，大家稍加想一想，便可明白麦克斯韦对电磁感应的

总结是多么的错。地球以相当高的速度( 43 10v ≥ × m s )在自由空间中运动，南北地极所构成

的非均匀地磁场在自由空间中运动，按照麦克斯韦对电磁感应的总结，那么地球轨道所在空

间有大量的旋涡电场。真的有吗？没有！您测不着，我更测不着。 

1.5.4 相对论无法解释电磁感应 

    在相对论中，动系与静系是所设的两个有相对运动的参考系，没有绝对的静系。坐标系

S 认为坐标系 'S 在运动,反过来,坐标系 'S 则认为坐标系 S 在运动。即运动是相对而言的。 

    将图1-20重画于图1-25中，设线圈上的金属电子(这个观察者)为静系 S ，并设磁场 B 为

动系 'S  (即坐标 'S 架设在磁力线上)并以速度 υ相对于坐标 S 作运动，即磁力线与金属电子

的横向相对速度是 υ  。根据相对论，线圈上的金属电子(这个观察者)既看见了电场又看见

了磁场
[1]
。 

 

 

 

 

 

 

 

 

 

 

 

①相对论看见的电场是 

2

1 ( )
1 β

= ×
−

'E υ B                            (1-26) 

②相对论看见的磁场是 

2

1

1 β
=

−
'B B                                (1-27) 

 

如果电子这个观察者不受电力 e 'E ，何以见得它“看见了”电场 'E 呢。如果电子这个观

察者不受磁力 e × 'υ B ，何以见得它“看见了”磁场 'B 呢。回答是简单的，它既看见了 'E 又

看见了 'B , 也即,它既受电力 e 'E 又受洛伦滋磁力 e × 'υ B 。这才是相对论的本来面目。 

磁铁在 
动坐标上

图 1-25 磁铁运动而线圈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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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电子切割磁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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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此计算，静系 S 上的电子受到的洛伦滋磁力和洛仑兹电力分别是： 

2

1 ( )
1

e e
β

× = ×
−

'υ B υ B                         (1-28) 

2

1 ( )
1

e e
β

= ×
−

'E υ B                         (1-29) 

注意到 e 'E 与 e × 'υ B 是同方向同大小，这是近两倍值。要想与实验吻合，恐怕是困难的。 

    特别指出，读者可自行演算：如果按照相对论的“动磁场产生电场”来解释图1-25的实

验，其电流方向与实验相反，相对论违背了矢量叉积的右手定则。也许有的人士认为
[1]
，从

'S 到 S 之反变换可改变 v 之负号。但是，仅仅靠改变负号来凑数，等于承认了谁是运动，谁

是静止的根本问题。即，承认了绝对时空观，他违背了自己的观点。你既然是相对论，就使

用式(2-28)和式(2-28)的“动磁场产生电场”的叉积法则去计算式。必然出现反方向之错。 

综上所述，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和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均不能解释金属电子与磁力线作相

对运动时的电磁感应，而楞茨定律和法拉第定律只是描述物理行为的现象，唯有洛伦滋磁力

才能全面解释电磁感应，才是电磁感应中的物理本质。 

 

 

1.6 电子与磁力线作相对运动时的广义洛伦滋磁力 

 

    电子切割磁力线受洛伦滋磁力，已众所周知。但磁力线切割电子时，也同样受洛伦滋磁

力。因为磁力线切割电子，实际上，仍然是电子切割了磁力线。 

1.6.1 电子切割磁力线之情况 

    设均匀磁场静止(以地球为参考静系，下同)，电子以速度 eV 从左向右进入恒定均匀磁

场 B中，见图1-26，则根据洛仑兹磁力 

eq= ×F V B                                 (1-30) 

可知，电荷 q e= − 的运动轨迹如图1-26所示(注意：电子的电量是负值，这是众所周知的)。 

 

 

 

 

 

 

 

1.6.2 磁力线切割电子之情况 

首先说明，当磁铁运动时，磁力线必然跟随磁铁一起运动。也就是说磁力线是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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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磁力线切割电子 



第一章  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 

 28

的，不会停留在“始发站”，也不会被压缩成磁饼。因此，我们可设电子是静止的，均匀磁

场从左向右匀速运动，如图1-27所示，注意到尽管磁力线在运动，但在电子所在空域的磁场

是均匀的而且是不随时间变化，即 0
t

∂
∂

＝
B

，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所谓的“漩涡电场”。此时电

子也同样切割了磁力线，也同样受洛仑兹磁力。 

对照起来，本章认为：电荷切割磁力线与磁力线切割电荷，属于同一个物理行为。其本

质也应是洛仑兹磁力。在图1-12中 ( )eq q= × − ×＝ BF V B V B仍然是洛仑兹磁力。我们可以把 

( )q= − ×BF V B                                (1-31) 

起名为广义洛仑兹磁力，以示区别。但实际上，由于 BV V= −e ，它就是洛仑兹磁力。参见1.2

节的论证。 

1.6.3 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无能解释此类电磁感应 

大家知道，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来源于他对法拉第电磁感应的总结，他讲到：磁铁的运

动，使空间磁场发生变化，在空间产生了漩涡电场。我们的目的是证明洛伦滋磁力是本质，

或即证明 ( )Be= − ×F V B才能对电磁感应作出全面的解释。所以我们把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来

历拿来比较一番。 

按照麦克斯韦的说法：电子静止，而当磁力线运动时，在电子所处的自由空间产生了旋

涡电场
t

∂
∇× = −

∂
BE ，电子在旋涡电场力 eE 的作用下作圆周运动。看起来似乎有理，但实际

上其旋度理论根本不能解释此种电与磁的相互作用。 

为了清晰起见，现将图1-27重画于图1-28。磁力线分布在一个很长的带内，并向左运动

而切割电子。注意到，由于均匀磁场分布在很长的带状面积内，在所讨论的时间和所在的空

间内，均有
t

∂
∂
B
=0 ，即没有时变磁场。因此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使用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

但也不能解释电子的曲线轨迹。只有广义洛仑兹磁力 eq= ×F V B即 B( )q= − ×F V B才能解释

图中的电子轨迹。 

 

 

 

 

 

 

 

 

综上所述，本章认为：无论是电子切割磁力线或是磁力线切割电子，其物理本质均是电

荷受洛仑兹磁力 q= ×F V B的作用结果。特别是当磁力线运动而线圈静止时，运动的磁力线

切割了静止的电子，所受磁力是 BvF ×−= )( Be ，这里的“-”号不是本书随意加进去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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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磁力线均匀分布在很长的带内并运动而切割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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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 B的运动方向与线圈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因此本章把 BVBvF ×−+×= )( Be ee 称为

广义洛仑兹磁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电子运动或者是磁力线运动，电子都切割了磁力线，在

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电子有法向运动分量。 

1.6.4  相对论电磁学的缺陷 

 1.电子运动的情况。 

见图1-29，设磁场 B (这个观察者)为静系 S ，并设电子为动系 'S (即动坐标 'S 架设在电

子上)并以速度 υ相对于坐标 S 从左向右运动，即磁力线与电子的横向相对速度是 υ。按照相

对论电磁学，则电子这个观察着看见的电场和磁场分别是
[1]
： 

2

1 ( )
1 β

= ×
−

'
y zE υ B     （正 y 方向）                 (1-32) 

2

1

1 β
=

−
'
z zB B      （ z− 方向）                      (1-33) 

因此电子这个观察着受到的洛仑兹电力和洛仑兹磁力分别是 

2

1 ( )
1

e e
β

= ×
−

'
y zE υ B      【电子向下运动】                    (1-34) 

2

1 ( )
1

e e
β

× = ×
−

'
z zυ B υ B      【电子向下运动】                    (1-35) 

这种情况下，电子的运动方向与实验一致，但受力大小相差两倍偏差。 

 

 

 

 

 

 

 

 

    这里特别强调指出：如果电子(这个观察者)不受洛伦滋电力 e '
yE ，何以证明它“看见

了”电场 '
yE 呢；如果电子(这个观察者)不受洛伦滋磁力 e × '

zυ B ，何以证明它“看见了”电

场 '
zB 呢？因此我们的回答是自然的：按照相对论电磁学，电子这个观察者既看见了 '

yE 又看

见了 '
zB , 也即,它既受洛伦滋电力 e '

yE 又受洛伦滋磁力 e × '
zυ B 。这才是相对论电磁学的本来

面目。如果有人认为 e '
yE 就是 e × '

zυ B 的替代品，这等于否定了洛仑兹磁力、一切用电场来统

一。但是，一方面，统一场是失败的，另一方面他无法解释电子感应加速器(参见1.8节)。 

综上所述，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和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均不能解释电子与磁力线作相对运

动时的电磁感应，而楞茨定律和法拉第定律只是描述物理行为的现象，唯有洛伦滋磁力才揭

示了本质。 

图 1-29 电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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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的相对论者会强词夺理的说：看见了洛仑兹电力、没有看见洛仑兹磁力。那么，

但这种说法等于否定了电子感应加速器的工程实践。它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我们在1.8节中

论述了相对论电磁学与电子感应加速器的实验不符。 

2.磁力线运动的情况。 

见图1-30，设电子(这个观察者)为静系 S ，并设磁场 B为动系 'S (即动坐标 'S 架设在磁

力线上)并以速度 v相对于坐标 S 从右向左运动，即磁力线的运动速度是 υ  。根据相对论电

磁学，“运动磁场产生的电场”是
[1] 

2

1 ( )
1 β

= ×
−

'
y zE υ B     （ y− 方向）                    (1-36) 

磁场被相对因子改变为 

2

1

1 β
=

−
'
z zB B      （ z− 方向）                       (1-37) 

但值得注意的是：动磁场产生了电场 '
yE 则电子必然受洛仑兹电力 yeE ，而电子确实切割了

磁力线 '
zB 则必受洛仑兹磁力 e × '

zυ B ，这是两倍偏差，与实验不符。 

更重要的问题是，“运动磁场产生电场”表明上式中的 v是磁场运动的速度矢量，那么

根据数学叉积定理或右手定则，则 '
yE 的矢量方向是 y− 方向，导致电子向上运动，这与实验

结果相反。因此我可以说，相对论电磁学是荒唐的。也许有的人士认为
[1]
，从

'S 到 S 之反变

换可改变 v 之负号。但是，仅仅靠改变负号来迎合，等于承认了谁在运动，谁在静止的根本

问题。即，承认了绝对时空观，违背了相对论自己观点。如果你是相对论，就该用矢量法则

的“动磁场产生的电场”变换式去计算，必然出现电流现方向之错误问题。 

 

 

 

 

 

 

 

 
 

 

 

1.7  广义洛仑兹力是电波反射中的机理 

 

    电波不是弹性皮球，它为什么会反射呢？是像机械波那样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吗？是波

子的弹性碰撞吗？都不是，然而至今无人深究其反射机理。本章节论述，其实质是电波作用

于金属，金属电子在洛仑兹电力和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形成面电流而产生了二次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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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 磁力线运动 

'y

'x

e
X

Y

'S



第一章    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 

 31

或者电波作用于介质，有极分子或无极分子在洛仑兹电力和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形成分

子电流而产生二次辐射。这个反射机理只有洛仑兹电力和广义洛仑兹磁力才能解释之，其它

理论无能为力。 

1.7.1  电波垂直入射时的广义洛仑兹磁力 

设一时变磁波垂直入射到金属平板上，如图1-31所示，假设三条磁波矢量与金属板平行。

根据广义洛仑兹磁力可知，金属电子在洛仑兹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作用下, 形成

壁电流 ( )i t ，正因这壁电流 ( )i t ，使得金属壁上有聚集电荷 ( )Q t 。一方面壁电流 ( )i t 将产生新

的磁场 'B 、另一方面壁电荷 ( )Q t 将产生新的 'E ，这就是反射波的形成机理。 

 

 

 

 

 

 

 

 

 

    同理，实际上入射波中既有磁场波又有电场波，我们可假定电场波矢量垂直于磁场波矢

量，见图1-32。所以金属电子在洛仑兹电力 e=F E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壁电流 ( )i t 和壁电荷

( )Q t ，作用机理与上述相同。 

 

 

 

 

 

 

 

 

 

图1-33展示了反射磁波壁电流的俯视图。从(a)图我们还可看出，各个细窄壁电流产生

的磁力线，在相切处的磁场线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抵消后为零。因此，波前平行于金属板

平面。图中只画了三条壁电流，而实际上壁电流就是一个面电流，而面电流所产生的磁力线

如图(b)所示。从(b)图可以看出，除了微弱的边缘效应（散射)以外，磁场的传播主要集中

在金属板的正面方向(即辐射方向)上。因此电磁理论书籍上的面电流正是洛仑兹磁力作用的

结果。雷达界认为反射就是二次辐射，二次辐射的频率就是一次接收到的单位时间里的波

图 1-31 磁场波垂直入射到金属板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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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电场波垂直入射到金属板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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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图1-34展示了反射电场波的俯视图。从(a)图我们可看出，各条子午线形状的电力线在

中部相互迭加之后，电场矢量集中在金属板正面方向上。除了微弱的边缘效应（散射)以 

 

 

 

 

 

 

 

 

 

 

 

 

 

 

 

 

 

 

 

 

外，电场的辐射主要集中在金属板的正面方向(即辐射方向)上。 

1.7.2 电波斜入射时的广义洛仑兹磁力 

设时变磁波以入射角θ 入射到金属板上，如图1-35所示。入射角和反射角都是θ 。为了

分析方便，假设有两条入射电磁矢量以θ 入射到到金属板上，见图1-36，电场矢量垂至于纸

面。对于入射波，在波前即波振面上，各条辐射线上的电场强度相等、相位相同。但是斜射

到达金属板上的时刻是不同的，存在着波程差 RΔ 。在本小节，我们将根据洛仑兹磁力和洛

仑兹电力的作用机理，来证明“反射角等于入射角”这一原理。 

 

 

 

 

 

 

图 1-33  反射磁波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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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反射电场波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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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众所周知的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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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极化波情况 

如图1-37所示，金属电子在洛仑兹电力 e=F E的作用下形成壁电流 ( )i t ,而壁电流 1( )i t 和

2 ( )i t 又产生新的磁场 '
1B 和 '

2B ，即反射磁波。由于两条斜入射的电场波到达金属板上时存在

波程差，所以在某时刻拍摄下来的二次辐射磁波出现了两个不同半径的磁力线环，只有在

1 2R R R− = Δ 的所有点上，磁力线强度才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同，矢量叠加后 强。而在其

它方向的磁场，因相互抵消，几乎为零。这就是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的根本原因。同时，正因

为这个壁电流 ( )i t ，使得金属壁上聚集有时变电荷 ( )Q t 。而壁电荷 1( )Q t 和 2 ( )Q t 又产生新的

电场 '
1E 和 '

2E ，即为反射电场波。由于两条斜入射的电场波到达金属板上时存在波程差，所

以二次辐射的电场 '
1E 和 '

2E 也存在波程差，只有在 1 2R R R− = Δ 的所有点上， '
1E 和 '

2E 才有同

相位叠加，叠加成波阵面。如图1-38(a)所示。这就是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的机理。注意：根

据平行四边形计算，几个图的 RΔ 是相等的。 

 

 

 

 

 

 

 

 

 

 

 

在这里，我们认为电场是独立辐射的（其证明见后述章节）。如图1-38(b)所示，单就正电

荷而言，它辐射的电场是纵波，在 1 2R R R− = Δ 的所有点上， '
1E 与 '

2E 才有同相位。 

注意到图1-38(b)的电场线是截面图，实际上聚集的壁电荷有正有负，即：{＋

1( )Q t 、－ 1( )Q t }和{＋ 2 ( )Q t 、－ 2 ( )Q t }，正负时变电荷所形成的电场线是子午线，如图1-

RΔ

入射波波阵面 

图 1-36  来自同一源的两条入射波的波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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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二次辐射的磁场波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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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所示。图1-38(d)是电力线分布的立体图，图中只画了两条电场线，一条是由{＋

1( )Q t 、－ 1( )Q t }形成的子午线，一条是由{＋ 2 ( )Q t 、－ 2 ( )Q t 形成的子午线。所以看起来，

电场像是横波在传播。而实际上是正负电场线合成的子午线之结果。 

 

 

 

 

 

 

 

 

 

 

 

 

 

 

 

 

 

 

 

 

 

 

 

 

 

 

 

 

2、垂直极化波情况 

如图1-39所示，金属电子在广义洛仑兹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作用下形成壁电

流 ( )i t ,而壁电流 1( )i t 和 2 ( )i t 又产生新的磁场 '
1B 和 '

2B ，即反射磁波。由于两条斜入射的磁场波

到达金属板上时存在波程差，所以在某时刻拍摄下来的二次辐射磁波出现了两个不同半径的

磁力线环，只有在 1 2R R R− = Δ 的所有点上，磁力线强度才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同，矢量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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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 (a)   二次辐射的电场波波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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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b)  二次辐射电场的同相位点(截面图)

反射 '
2E 的半径 1R

图 1-38(c)    子午线时变电场

俯视图 

波阵面
 

⊕

⊖

⊕

⊖

+ Q

-Q

时变壁电荷

时变子午线电场 

   图 1-38(d)    反射时变电场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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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后 强。而在其它方向的磁场，因相互抵消，几乎为零。这就是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的原理 

 

 

 

 

 

 

 

 

 

 

同时，正因为这个壁电流 ( )i t ，使得金属壁上聚集有时变电荷 ( )Q t 。而壁电荷 1( )Q t 和 2 ( )Q t 又

产生新的电场 '
1E 和 '

2E ，即为反射电场波。由于两条斜入射的磁场波到达金属板上时存在波

程差，所以二次辐射的电场 '
1E 和 '

2E 也存在波程差，只有在 1 2R R R− = Δ 的所有点上， '
1E 和

'
2E 才有同相位叠加，叠加成波阵面。如图1-40所示。这就是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的机理。 

 

 

 

 

 

 

 

 

 

 

注意到图1-40的电场线是子午线，因为实际上聚集的壁电荷有正有负，即：{＋ 1( )Q t 、

－ 1( )Q t }和{＋ 2 ( )Q t 、－ 2 ( )Q t }，正负时变电荷所形成的电场线是子午线，所以看起来，电

场像是横波在传播。而实际上是正负电场线合成的子午线之结果。我们说，电场和磁场主要

集中在反射角上，并不排除存在边缘效应，即散射波的存在。但反射角上的电场是主要的。 

总之，金属电子在广义洛仑兹磁力 B( ) (t)e= − ×F V B = 0( ) (t)e − ×c B 的作用下或者洛仑兹电

力 eF E(t)= 的作用下形成壁电流 ( )i t ，正因为这个 ( )i t 又使得金属板上聚集有时变电荷

( )Q t± 。于是，一方面 ( )i t 产生新的磁场 ' ( )B t ，即反射的磁场波；另一方面 ( )Q t± 产生新的

' ( )E t ，即反射的电场波。这是电磁波为什么会反射的物理过程所在。在这个二次辐射过程

中，由于波程差的缘故，使得二次辐射的波阵面之改变，导致了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无论是洛仑兹磁力 ( )Be= − ×F V B (t)= 0( )e − ×c B (t)或是洛仑兹电力 ( )e t=F E 作用于金属

⊗ 

⊗

入射 1B  

入射 2B  

反射 '
1B 反射 '

2B  

RΔ  

反射方向

波前即波阵面

θ

壁电流 1( )I t  壁电流 2 ( )I t

图 1-39  二次辐射的磁场波阵面 

⊗ 

⊗ 

入射 1B  

入射 2B  
反射 '

1E  

反射 '
2E  

RΔ

反射方向

波前即波阵面

θ

壁电流 1( )Q t  壁电流 2 ( )Q t

图 1-40  二次辐射的电场波阵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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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金属电子的移动都将形成时变壁电流和时变壁电荷。时变壁电流必将产生时变磁场，时 

 

 

 

 

 

 

变壁电荷必将产生时变电场。因此，对于二次辐射(反射)，它既辐射了时变磁场又辐射了时

变电场。或者说，任何电辐射都辐射了两种场----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如图1-41所示。 

1.7.3 其它反射中的广义洛仑兹电力 

    1．当电波或磁波作用于介质时，见图1-42。当电场波作用于介质时,电场对介质产生极

化，使介质表面形成分子电流和分子电荷，这个时变的分子电流和时变的分子电荷，也将产 

 

 

 

 

 

 

 

 

生时变磁场和时变电场。即，二次辐射形成反射波。运动的磁场作用于介质详见1.10节。 

整个场强的计算是基于洛仑兹力的场矢量迭加原理的。见图1-43。在入射点上有法向电

场 niE , nLE , nrE 和有切向电场 t iE , tLE , trE 。下标 n 是 y 方向、 t 是 x 方向。考虑边界条

件的连续性，于是有 

1 1 2ni nL nr

ti tL tr

E E E
E E E

ε ε ε⎧ + =
⎨

− =⎩

v v v

v v v
                            (1-29) 

 

 

 

 

 

 

 

即 

图 1-41 时变壁电流与时变聚集电荷的形成 

⊕ ⊖
-Q+ Q  

i  i  ⊖ ⊕ t

Q,  i

'E入射 E 反射

(a)   整体图 
折射

(b)   分解图

入射

EyE

xE

xE  

图 1-42  平行极化波作用于介质 

⊖ ⊕ 
tI  

⊕⊖ ⊖ ⊖⊕⊕

入射波前 反射波前

图 1-43 二次辐射的波阵面 



第一章    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 

 37

1 1 2sin sin sin
cos cos cos

i L r

i L r

E E E
E E E

ε ϕ ε ϕ ε θ
ϕ ϕ θ
+ =⎧

⎨ − =⎩
                        (1-30) 

式中ϕ 是入射角，θ 是折射角。联解此方程组，便得到著名的菲涅尔公式。 

    2．当电磁波作用于金属波导时，其传输过程也是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结果。我们已

经基于矢量分析论证了电场波和磁场波的反射都是洛仑兹磁力的作用结果而形成的二次辐

射，并用洛仑兹力证明了反射角等于入射角。这里，我们仍然用广义洛仑兹力来说明波导传

输电场波和磁场波的物理过程，并指出波导中 佳传输频率。 

设波导如图1-44所示，波导的宽边尺寸是 a 、窄边尺寸是 b 。 

基于上述反射传输原理，不难看出： 

第一，传输机理如前所述，电场波和磁场波在波导中的传输，就是多次反射而向前传

输。而反射机理又是是洛仑兹力的作用结果而形成的二次辐射。 

第二，为了得到高效率的传输，波导内壁必须是光洁的良导体，特别是 b 边更应如此。 

第三，如果电波或磁波在自由空间的辐射速度是 0c ，那么电磁波沿着波导的传输速度必

然小于 0c  ，因为它是多径反射的传输。 

第四，因为反射实为二次辐射，而二次辐射时，由于半波振子的辐射效率 高，所以 b

边的 佳尺寸是 0.5b λ= 。否则传输时出现多模而降低传输效率。 

 

 

 

 

 

 

 

 

 

 

 

 

 

 

 

 

第五，由于波导左右对称，为了避免散射波相互抵消， 好是使得左壁电流与右壁电流

同时同相变化，为此，电波或磁波在波导中传输的斜距离应当为波长λ，而且入射角为45度

为佳，于是， a 边的尺寸应为
2
λa = =0.707 λ，才是 佳传输。 

b
a

图 1-44  电波和磁波在波导中的传输 

Y  

X

E  

H  

E

E

H

H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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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结合第四、第五两条，可以看出：当 a b、 尺寸较大，则传输的波长较长，才可传

输较低频频的电磁波；当 a b、 尺寸较小，则传输的波长较短，则只能传输校高频率的电磁

波。因此波导是一个高通滤波器。 

以上六条结果与工程实践一致。这里虽然没有给出传输模型，但基于洛仑兹磁力的解释

是正确的。其物理概念是清楚地。 

 

 

1.8 电子感应加速器中的广义洛仑兹磁力 
 

    人人都说电子感应加速器的理论依据是麦克斯韦的旋涡电场力 + 罗伦兹磁力。本节先

介绍法拉第、麦克斯韦、洛仑兹三家理论在概念和内涵上的分歧，重点介绍电子感应加速器

并未运用麦克斯韦的旋度电场，如果运用麦克斯韦的旋度电场，将出现严重的错误，只有运

用广义洛仑兹磁力才是电子感应加速器的 佳选择。 

1.8.1 法拉第定律 + 洛仑兹磁力 

    这是教科书上的内容，不妨重写一下。即有：法拉第电磁感应所获得的电场 E用作切向

力 tF e= E (洛仑兹电力)，洛仑兹磁力 n e= ×F V B用作法向力。 

    见图1-45，在半径为 R 的圆面上通过的磁感应通量为 2Φ R Bπ= ,平均磁场 B 是时变的

( B 是圆面中平均磁感应强度)。 

 

 

 

 

 

 

 

 

 

 

 

 

 

 

 

 

    电场的定义是：单位长度上的电压(或电动势)，并考虑到圆对称分布，即有 

图 1-46 

电子感应加速器剖面图 

R

inBB e  

图 6-45  电子感应加速器结构图 

靶 
电子枪

电子轨道 

真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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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 U

E
L R
ε ε

ϕ π
= − = −                           (1-38) 

法拉第定律是： 

2d dBU R
dt dtε πΦ

= − = −                           (1-39) 

将式(1-39)代入式(1-38)，得到： 

d
2 d
R BE

tϕ =                                   (1-40) 

式中 Eϕ 是真空环上的电场， R 是圆面的半径， B 是圆面上的磁场平均值(注意到真空环上的

磁场 B小于环内磁场 inB )。电子受到的洛仑兹电场力 e ϕE 恰是切向力，电子受到的洛仑兹磁

场力 ze ϕ ×V B 恰是向心力(e是负值)，于是根据牛顿第二定律，便有 

d
d
VeE m
tϕ =                                   (1-41) 

2VeVB m
R

=                                    (1-42) 

式中V 是电子被加速后在真空环中的切向运动速度。联解式(1-40)、(1-41)和(1-42)，有 

1
2

B B=                                     (1-43) 

即电子感应加速器的设计条件是：真空环上的磁场强度应为整个圆面上平均磁场强度的一

半。这是目前物理书籍上根据法拉第定律得到的电子感应加速器的设计条件。 

1.8.2 麦克斯韦旋度电场 + 洛仑兹磁力 

    此设计方法指的是，麦克斯韦旋度方程
t

∂
∇× = −

∂
BE 所获得的电场 E用作切向力 eE ，洛

仑兹磁场力 evB 用作向心力。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精髓是“互生场”，即
t

∂
∇× = −

∂
BE (和 2

0

1
tc

∂
∇× =

∂
EB )，它表示

空间某点的磁场变化在该点产生电场，与过去和未来无关，只与此时刻、此地点的场强变化

率有关。由于图1-43是圆对称的，所以在圆柱坐标上表示为 

(1 1 1( ) ( ) ( )
z

z zE E E EE E
z zϕ ϕ

ϕ ρ ϕ ρρ
ρ ϕ ρ ρ ρ ρ ϕ

∂ ∂ ∂ ∂∂ ∂
− + − + −

∂ ∂ ∂ ∂ ∂ ∂a a a  

( )
z

B
t

∂ −
= −

∂ a
                                             (1-44) 

由于 0zE = ， 0Eρ = ，而且在加速器中 0
E
z
ϕ∂
=

∂
，于是上式成为 

( )1 E B
t

ϕρ
ρ ρ
∂ ∂

=
∂ ∂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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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B
t

ϕρ
ρ

ρ
∂ ∂

=
∂ ∂

                                  (1-46) 

2

2 o
BE k
tϕ

ρρ ∂
= +

∂
                                 (1-47) 

解边界条件：当 0ρ = 时，有 0Eϕ = ，则 0ok = ，于是上式成为 

2
BE
tϕ

ρ ∂
=

∂
                                      (1-48) 

所以，在 Rρ = 的真空环上的电场是 

2
R BE

tϕ
∂

=
∂

                                      (1-49) 

式中 Eϕ 是按旋度方程求解的真空环上的电场， B 是真空环上的磁场， R 是整个圆面半径。

此式表明：真空环上 P 点的磁场 ( )B P 发生变化，在该 P 点产生了电场 ( )E Pϕ 。注意到
B
t

∂
∂

=

常数，则 Eϕ 是非时变的。电场力 eEϕ 恰是切向方向，用作加速电子。法向力即向心力仍为洛

仑兹磁场力 eVB ，于是运用牛顿第二定律，便有 

d
d
VeE m
tϕ =                                          (1-50) 

2VeVB m
R

=                                          (1-51) 

联解式(1-49)、(1-50)和(1-51)，得到 

1
2

dB B
dt t

∂
=

∂
                                         (1-52) 

即 

1
2

B B=                                           (1-53) 

显然，此式不成立。这正是本章要达到的目的。无论如何，如果使用麦克斯韦旋度方程

t
∂

∇× = −
∂
BE 的本意来设计电子感应加速器，必然存在无法弥补的缺陷。因为式(1-53)与并

不成立。由此可见，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经不起检验。 

1.8.3 广义洛仑兹磁力 + 洛仑兹磁力 

    上述1.8.1节是法拉第电场 E作切向力，而洛仑兹磁力 ee ×V B作法向力，是目前大家熟

悉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设计原理，奇怪的是，其法向力使用了洛仑兹磁力而切向力却使用了法

拉第电场的电力，所得结论与质量和初速无关。如果那样，不妨设想一下，一枚带电粒子、

重1 μ g，以初速 0V 进入
1
2

B B= 的加速器中；另一枚电子、重 191.6 10−× g，也以初速 0V 进入

1
2

B B= 的加速器中，两种情况的加速效率一样吗？不可能！质量大者肯定其加速较小。可

是公式(1-43)中没有描述加速度与质量的关系。这就是目前的理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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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小节设计方法定义为：不仅法向力是洛仑兹磁力，而且切向力也是洛仑兹磁力。 

在设计之前，先看一下广义洛仑兹磁力的广义性： 

    见图1-47，恒定磁场均匀地分布在圆面上，导体以角速度 eω 作顺时针转动，导体上某

点的电子的切向速度 e eV rω= ， r 是某电子到圆心的距离。显然金属电子切割了磁力线，受

洛仑兹磁力 

ee= ×F V B                                 (1-54) 

在此 F 的作用下向圆心 a 端移动，使 b 端出现了过剩的正电荷。于是说，电动势 abU 的形成

机制是电子受洛仑兹磁力的必然结果。 

见图1-45，设导体静止，并设均匀磁场 B 以角速度 Bω 作逆时针转动。显然，导体上金

属电子切割磁力线的速度是 e B= −V V (对照图1-44)，这必然受洛仑兹磁力： 

B( )e= − ×F V B                              (1-55) 

电子 e在 F 的作用下向 a 端移动，使 b 端出现了过剩的正电荷。因此，这种情况下，电动势

abU 的形成机制仍然是电子受洛仑兹磁力的必然结果。 

    无论如何，在图1-48中，尽管 B在转动，但因 0
t

∂
=

∂
B

，所以既不能使用法拉第定律，也

不能使用麦克斯韦旋度论，只能推断出洛仑兹磁力的另一种形式即式(1-55)，换言之，式

(1-54)和式(1-55)属于“同样切割”的两种对称情形。 

    进一步，我们讨论自由电子的两种受力情况。见图1-49，设磁场静止，电子 e以速度 eV

从内向外作径向运动，显然电子受磁力： 

ee= ×F V B                               (1-56) 

这恰是切线方向。 

 

 

 

 

 

 

 

 

 

 

    据此，让我们推断“同样切割”的另一情形：见图1-50，设电子静止，磁场 B以速度

BV 从外向圆心运动(向圆心收缩)。比方说，环形线圈施加电流 tki 1= ， 产生的磁场

2B k t= ，那么在瞬态过程， B必然是从外向圆心运动的，而且 B 0=V c ．事实上，电子加速过

程是一个瞬态过程，如图1-50所示，真空环中的磁场是电流产生的，而线圈中电流速度

≤ 0c 。对于高速电子来说，要想从磁力中获得加速，这必然属于瞬态过程。 

ee= ×F V B

图 1-47 导体转动 

eV

eω

b

a
Bω a

b

( )Be= − ×F V B

图 1-48 磁场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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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磁场向圆心运动，而且大小( B kt= )是时变的，但磁矢方向没变。类比图1-49与图

1-50，不难看出，在径向方向上 e B= −V V ，电子切割了高速运动的磁力线。所以图1-50中的

磁力线以 BV 速度切割了电子，则电子必受广义洛仑兹磁力： 

B( )e= −F V ×B                            (1-57) 

 

 

 

 

 

 

 

 

 

 

 

 

这恰是切线方向。只要电子与磁力线存在相对运动，则电子必然切割磁力线而受洛仑兹

磁力 ee=F V ×B和 B( )e= −F V ×B，这是对称的缘故。 

无论如何，本章认为作这种推理是合理的：只要认可图1-47，就必然认可图1-48；只要

认可图1-49，就必然认可图1-50；只要认可图1-51，也就必然认可图1-50。而图1-50中的

B( )e= −F V ×B恰是切线方向，这正是本文要应用的切向加速之力，即罗伦兹磁力的普适

性。既然，线性时变电流辐射磁场，其辐射速度是 0c 。故被加速的 e不可能超出 0c 。 

所以，①由于磁场的运动速度不是无穷大，磁力线在作向心辐射运动的过程中，磁力线

切割了电子或即电子切割了运动中的磁力线，受洛仑兹磁力 B( )e= −F V ×B而作切向加速运

动；②正因电子作切向加速运动 eV，又切割了磁力线，所受磁力 ee= ×F V B恰是法向力。 

这样一来，切向力和法向力都是洛仑兹磁力。再运用牛顿第二定律,并考虑到 BV = 0c ,于是有 

广义洛仑兹磁力作切向力：    0
d
d

eV
ec B m

t
=                              (1-58) 

经典洛仑兹磁力作法向力：    
2

e
e

V
eV B m

R
=                              (1-59) 

式中 eV 是电子在真空环中的切向速度。联解此两式，得 

0d
d

cB B
t R
=                                  (1-60) 

即 

B k=
0c

t
Re                                 (1-61) 

B( )e= −F V ×B  

图 1-50  磁力线从外向内运动 

BV
e

I kt=  

ee= ×F V B  
图 1-49  电子从内向外运动 

e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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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边界条件： 0t = 时， 0
0

mV
k B

eR
= = ，所以 

0
0

c
t

RmV
B e

eR
=                               (1-62) 

式中 B 是真空轨道环上所需磁场强度， m 是电子的质量(这里 m 是牛顿质量，在9.5节将看

到，不存在爱因斯坦的动质量)， 0V 是电子进入真空环的初速， R 是轨道距离圆面中心的半

径， 0c 是磁场向圆心运动的辐射速度，这是运用广义洛仑兹磁力而设计出来的电子感应加速

器。式(1-62表明：所加磁场强度按指数函数增加；被加速电荷的质量越大，则所需场强越

大；被加速电荷的初速越大，要想进一步加速，则所需场强越大；被加速电荷的电量越小，

则所需场强越大；加速器轨道半径越小，则所需场强越大。式（1-62）表明：第一，证明了

广义洛仑兹磁力；第二，否定了法拉第的感生电场；第三，否定了爱因斯坦的相对电磁学。

我在这里请求电子感应加速器的科学家们检验式（1-62）的合理性。 

 

 

 

 

 

 

 

 

 

 

 

    检验式(1-55)正确与否的关键是初始磁场 0B 值，因为目前书上介绍，所使用的“法拉

第感生场 + 洛仑兹磁力”的设计中没有初始值。如果按照式(1-62)给出的磁场，使电子得以

加速而且效率 高，则说明该式是正确的，即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进一步得到检验。从

而也就否定了法拉第的感生电场。 

    此外，按照式(1-62)的设计条件，电荷所获得的速度是
0

0

c
t

RV V e= ，它将小于光速。这是

因为线圈中励磁电流的速度小于光速，那么电子不可能跑到励磁电流的前面，参见图1-51，

所以切向速度V 小于电流的速度，即小于光速。 

    归纳起来讲，电子感应加速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理论基础有三种：(1).如果应用法

拉第的
1 d( )

d
U

E
L L t
ε

ϕ
Φ

= − = − − 和洛仑兹的 en e= ×F V B，则设计条件是
1
2

B B= ，目前都认为这

个是设计思想；(2).如果应用麦克斯维的
t

∂
∇× = −

∂
BE 和洛仑兹的 n ee= ×F V B，则设计条件

是
1
2

B B= ，因为此式并不成立，所以麦克斯维的旋度方程不是电子感应加速器的设计基

图 1-51 电流与磁场运动 

I kt=

e i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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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3).如果应用洛仑兹的 B( )e= −F V ×B和 en e= ×F V B，则设计条件是
0

0
c

t
RmV

B e
eR

= ，本章

认为是正确的。即，广义洛仑兹磁力是真实的。 

    特别注意的是，楞茨定律和法拉第定律仅仅是描述物理行为的现象，它们并非物理本

质。到底那一种设计思想是真正的本质？哪一种设计方法能反映客观？可以肯定地说，方法

二中的设计条件
1
2

B B= 是不成立的，因为此式并不相等，可见麦克斯维的旋度论

( )( ) pp
t

∂
∇× = −

∂
BE 不能用于电子感应加速器。大胆的说，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是一错误。 

    比较方法一与方法三，我认为方法三具有高效性，因为设计条件
0

0
c

t
RmV

B e
eR

= 与电荷的电

量、质量、初速和轨道半径都有关。但方法一只是囫囵吞枣的现象，居然与电荷的质量及电

量无关。不妨设想一下，一枚带电钢珠、重1Kg，以初速 0V 进入
1
2

B B= 中的加速器过程，加

速效率如何？显然无法加速！因此我认为电子感应加速器的设计条件 B应该与带电粒子的电

量、质量、初速和真空环的半径有关。即(1-62)式是正确的。 

 

 

1.9  广义洛伦滋磁力在电气产品中的应用 

 

    本节通过一些工程应用的变压器的变压原理、涡电流的形成机理、霍尔效应以及其它有

关物理现象的物理过程进行描述，进一步阐述洛伦滋磁力的广义性。 

1.9.1 广义洛伦滋磁力在磁发电机中的应用 

    设导体静止，均匀分布的恒定磁场以角速度 Bω 作逆时针转动。比较图1-16与图1-17可

知，两者所发生的物理行为是等价的。即，在图1-17中，静止导体切割了转动中的磁力线。

金属电子在 F = B( )e − × ×ω r B的作用下沿着导体向 b 端漂移，即形成感生电流(因电子是负电

量，则电流恰是从 b 到 a )，从而使 a 端出现正电压。同理在图1-52也是如此。 

这是一种直流发电机。需注意的是，闭合电路中的磁通量变化率等于零，除了广义洛伦

滋磁力来解释此物理过程以外，没有别的理论可以解释之。 

 

 

 

 

 

 

 

图 1-52 直流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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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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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讲，均匀磁力线静止，让导体作顺时针转动（导体与外接线用电刷链接），道理

是一样的。直流发电机的物理本质是广义洛仑兹磁力。对于交流发电机，物理本质仍然是洛

仑兹磁力，这里不再赘述，读者自行讨论。除了洛仑兹磁力之外，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解释

之。 

1.9.2 广义洛伦滋磁力在变压器中的应用 

1．两条载流线间的电磁感应 

设有两根导线，一根加有线性时变电流或线性时变电压(初级),另一根则为接收线(次级),见

下图1-53。初级辐射的线性时变磁场 1B k t= 以光速 0c 从左向右运动，并切割次级导线，在广

义洛伦滋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线向 b 端移动，使端 a 出

现过剩的正电荷，于是在 a b− 两端建立起电动势 abU (>0)，其输入输出波形如图1-54(a)所

示。 

    同样的，当初级加有线性增加时变电流和线性减少时变电流时，初级辐射的交变磁场以

辐射速度 0c 从左向右运动，并切割次级导线，在广义洛伦滋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

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线而移动，在 a b− 两端建立起交变的电动势 abU ，其输入输出波形

如图1-54(b)所示。这里，虽然它是三角波，但实际上就是线性增加和线性减少的两种时变 

 

 

 

 

 

 

 

 

 

 

 

 

 

 

情况的组合。既然三角波是这样的感应原理，那么正余弦波的感应原理是相同的。即，当初

级加有正余弦时变电流或正余弦时变电压时，初级辐射的正余弦时变磁场以光速 0c 从左向右

运动，并切割次级导线，在洛伦滋磁力 ( )BF e V B= − × = 0( )e − ×c B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

线作上下移动，在 a b− 两端建立起交变的正余弦电动势 abU ，其输入输出波形如图1-54(c)

所示。这就是单线变压原理。 

•

R  

sI 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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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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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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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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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变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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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 变压器物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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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的考虑是，既然线性时变感应是广义洛伦滋磁力的作用结果，那么三角波时

变感应也是广义洛伦滋磁力的作用结果，因为三角波实际上是两个线性时变感应的迭加。与

三角波雷同，正余弦波可看作是三角波的“平滑函数”， 其输入输出波形如图1-51(c)所示

（对于负半周，由于 B反相，所以感应出来的电流也反相）。这就是单线变压原理。 

2．两个单匝线圈间的电磁感应。 

设有两个单匝线圈，一匝加有线性时变电流或线性时变电压(初级),另一个则为接收线

(次级),见下图1-55，初级辐射的线性时变磁场 1B k t= 以光速 0c 运动，并切割次级导线，导

线在广义洛伦滋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线向 b 端移动，使

端 a 出现过剩的正电荷，于是在 a b− 两端建立起电动势 abU (>0)，其输入输出波形参见图1-

54(a)，它表示初级与次级波形。 

    同样的，当初级加有线性增加的时变电流和线性减少的时变电流时，初级辐射的两种线

性时变磁场以光速 0c 运动，并切割次级线圈，次级线圈在洛伦滋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作用下，次级线圈上金属电子沿着导线而移动，在 a b− 两端建立起交变的电动

势 abU ，其输入输出波形可参见图1-54(b)，它表示初级与次级波形。这里，虽然它是三角

波，但实际上就是线性增加和线性减少的两种时变情况的组合。 

 

 

 

 

 

 

    既然三角波是这样的感应原理，那么正余弦波的感应原理是相同的。即，当初级加有正

余弦时变电流或正余弦时变电压时，初级辐射的正余弦时变磁场以光速 0c 运动，并切割次级

导线，在广义洛伦滋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作用下，次级线圈上金属电子沿着导线

作时变移动，在 a b− 两端建立起交变的正余弦电动势 abU ，其输入输出波形如图1-54(c)所

示。这就是单匝变压原理。 

    这里，我们的考虑是，既然线性时变感应是广义洛伦滋磁力的作用结果，那么三角波时

变感应也是洛伦滋磁力的作用结果，因为三角波实际上是两个线性时变感应的迭加。与三角

波相比，正余弦波可看作是三角波的“平滑”， 其输入输出波形如图1-54(c)所示。这就是

单匝变压原理。 

    3．变压器的变压原理。设有两组线圈，每一组有多匝，一组加有正余弦时变电流或正

余弦时变电压(初级),另一组则为接收次级，见下图1-56，初级辐射的正余弦时变磁场以光

速 0c 运动，并切割次级导线，次级导线在广义洛伦滋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作用

下，次级线圈上金属电子沿着导线作时变漂移， 终在 a b− 两端建立起交变的正余弦电动势

abU ，其输入输出波形如图1-54(c)所示。这就是多匝线圈变压原理。 

初级

图 1-55 单匝变压器 

b  

a  
I kt=

次级  a  

次级 
初级

图 1-56 多匝变压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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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的考虑是，既然线性时变感应是洛伦滋磁力的作用结果，那么三角波时变感

应也是洛伦滋磁力的作用结果，因为三角波实际上是两个线性时变感应的迭加。与三角波相

比，正余弦波可看作是三角波的“平滑”，其输入输出波形如图1-54(c)所示。这就是变压

器的变压原理。 

1.9.3  广义洛伦滋磁力在涡电流中的应用 

    设一线圈加有时变电流(线性增加的、线性减少的、正余弦型的),如图1-54所示，根据

上述分析可知，磁场一方面向着线圈四周辐射，另一方面磁场向着线圈中心运动。 

在一些电器设备中，常常遇到大块金属体在运动的磁场中，即磁场在大块金属体中运

动。见图1-58，在一圆柱形铁芯上绕有线圈，当线圈中通有时变电流时，电流产生的磁场向 

 

 

 

 

 

 

 

内向外运动，在磁场向内运动时，金属电子在广义洛伦滋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作

用下，使金属体内部产生感生电流，这种电流在金属体内部自成闭合回路，称为涡电流。这

里，虽然铁芯是块状，但我们可以设想把铁芯看成是与线圈同心的很多圆筒状的薄壳所组

成，每个薄壳自成闭合的导电回路，如图1-59所示。注意，电流之所以成涡状，完全是因为

线圈是环状，多匝线圈向内辐射的磁场是圆筒状。根据 ( )Be= − ×F V B = 0( )e − ×c B可判断出

(注意电子的电量是负的)，感应电流的方向与线圈电流方向相反且平行。这就是铁芯中的涡

电流。为了减小涡电流引起的发热，因此需将铁心做成薄片状，减少发热量。 

单就窝电流而言，由于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是对导体内部的电磁场描述(见第三章)，因此

就计算大小而言可用旋度理论来计算，但物理本质不是场产生场，而是电荷的运动产生场。 

1.9.4 相互感应中的广义洛伦滋磁力 

    设有两根导线，一根加有线性时变电流或线性时变电压(初级),另一根则为接收线(次

级)，见下图1-60，初级辐射的线性时变磁场 1B k t= 以光速 0c 运动，并切割次级导线，在广

义洛伦滋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线向 b 端移动，使端 a 出 

 

 

 

 

 

I

i  

图 1-59 涡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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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 磁力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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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 铁芯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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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次级辐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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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0 初级辐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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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过剩的正电荷，于是在 a b、 两端建立起电动势 abU (>0)。这里，次级的金属电子向下运

动，而电流 i 却是向上流动的。 

    同样的，次级产生的感应电流也会产生磁场，并且其磁场以速度 0c 向外作扩展运动，并

切割左边导线，如图1-61所示。从而使左边导线(原初级，现为次级)产生新的感应电流 'i ，

与(图1-60中的)原电流方向相反，这个 'i 称为反电流，并在 - 端建立起反电动势。这就是反

电动势形成原理的根本所在。 

1.9.5 广义洛伦滋磁力在接收天线上的应用 

    设一微波发射机所发射的电场波和磁场波如图1-62所示，并设远处有一接收天线与发射

天线平行。现在我们来研究接收天线上的信号电流的形成原理。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介绍

了，偶极子天线上的时变电流产生了向外辐射的时变磁场、偶极子天线上的时变电荷产生了

向外辐射的时变电场。现在参见图1-62，讨论接受电流的信号形成原理。 

    1．广义洛伦滋磁力的作用。设磁矢量到达接收天线上时的矢量方向如图中所示，则接

收天线上金属电子在广义洛伦滋磁力 ( )Be= − ×F V B = 0( )e − ×c B的作用下，向上移动(漂移)，  

 

 

 

 

 

 

 

(注意电子是负值)从而形成向上的信号电流 i  。如果 B是时变的，则F 和 i 也是时变的。 

    2．洛伦滋电力的作用。设电场矢量到达接收天线上时的矢量方向如图中所示，则接收

天线上金属电子在洛伦滋电场力 e=F E的作用下，向上移动(漂移)，(注意电子是负值)从

而形成向上的信号电流 i  。如果 E是时变的，则F 和 i 也是时变的。 

这就是接收天线上信号电流的形成原理： ( )Bq= − ×F V B  

此外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无能解释接收天线上的信号电流之形成过程，参见2.2节。 

1.9.6  洛仑兹磁力在霍尔效应中的应用 

如图 1-63 所示，导体和磁场都静止，但导体内施加直流 I ，直流方向从 b 端到 a 端，实

验结果发现了电势差 CDV ，原因何在？洛仑兹磁力！由于电流从从 b 端到 a 端流动，实际上

是金属电子从 a 端向 b 端飘逸，则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e= ×横 qF V B，使 C 边出现过剩的

正电荷，从而产生电势差 CDV 。 

    综上所述，洛伦滋电力 =F qE、洛伦滋磁力 qq= ×F V B、广义洛伦滋磁力 =F  

( )Bq − ×V B在各个电磁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们把这后两种洛伦滋磁力写成一个式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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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2  接收矢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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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即为 

( ) ( )B qq q= − × ⊕ ×F V B V B                              （1-63） 

该式称为广义洛伦滋力。我敢打赌，此式是正确的，因为它与所有电磁学物理行为完全吻

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的正确性。 

 

 

 

 

 

 

 

 

 

 

 

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如下：无论是金属电子切割磁力线或是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其物理

本质均是电荷受洛仑兹磁力 q= ×F V B的作用结果。特别是当磁铁运动而线圈静止时，运动

的磁力线切割了静止的金属电子，所受磁力是 BvF ×−= )( Be ，这里的“-”号不是本书随意

加进去的，而是因为 B 的运动方向与线圈的运动方向相反之缘故。因此本章把

( )e Be e= × ⊕ − ×F v B V B称为广义洛仑兹磁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线圈运动或者是磁铁运

动，金属电子都切割了磁力线，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沿着导体漂移而形成

感生电流 I ，也正因为电子的漂移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生电动势 d IU dl
sσ

−
= (欧姆定律)和

感生电场
d
d
UE
L

= (电场的定义)。也就是说，在电磁感应中， F 是原因，导体内的 I 、 dU 和

E 是现象。本章用这种广义洛仑兹磁力全面而完备的解释了所有的电磁感应(包括电磁波的

反射机理、电磁波接收机理、电子感应加速器和一切电磁感应产品)，并论证了其它任何观

点(包括导体上的感生电流、导体上的感生电动势、自由空间的感生电场以及相对论电磁学)

都不能全面完备的解释电磁感应。全章论证表明，洛仑兹力是事物本质，法拉第电动势和楞

茨电流是事物的现象，而麦克斯韦的空间感生电场和爱因斯坦的运动者看见电场则是假象。 

通过本章论证，电磁感应的本质被统一到“力”上来了，或许有人问我“力的本质”又

是什么，我就难以对答了，因为异性相吸是力，同性相斥还是力，两个中性的物体居然也有

吸引力，除此之外还有强力、弱力和核力，等等，这就是世界充满“力”的缘故。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磁力线切割导体，在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形成电流，导体内电流

的漂移而形成感生场。同样地，当磁力线切割非导体，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形成分子

电流，物质内分子电流的漂移而形成感生场。所谓的运动磁场(均匀的或非均匀的)产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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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只在物质中才有，这是物质被磁力线激化的的结果。两者的差别是量的大小，也就是说

导体内感应 强，介质内感应 小。在真空中没有所谓的感生电场。 

 

 

1.10 电介质中的广义洛仑兹力 

 

洛仑兹磁力一般都是指电荷切割磁力线之情况，本章前几节论述了磁力线切割电荷也是

洛仑兹磁力。本章节进一步指出，当电介质与磁力线发生“切割”时，分子的等效电矩受洛

仑兹磁力的作用发生偏转，在电介质里(特别是面上)将出现正负束缚电荷。 

1.9.1 介质中的的洛仑兹电力 

电介质不同于金属导体，在静电平衡条件下，电介质的内部仍能有电场存在。 

从物质的电结构看，每个分子都是由带负的电子和带正电的原子核组成，一般地说，正

负电荷在分子中都不集中在一点。但是，在远比分子线度为大的距离处，分子中全部负电荷

的影响将与一个单独的负电荷等效。这个等效负电荷的位置，称为这个分子的负电荷的中

心。同时，每个分子的全部正电荷也有一个相应的正电荷中心。同理，每个分子的全部正电

荷也有一个相应的正电荷中心。如果分子的正负电荷的中心不相重合，这样一对距离极近的

异号等值的正负点电荷称为分子的等效电偶极子。 

我们可把电介质分成两类，在一类电介质中，分子在外电场不存在时，正负电荷中心几

乎是重合的。这种电介质称为无极分子电介质，在另一类电介质中，即使在外电场不存在

时，分子的正负电荷中心也不相重合。这种电介质称为有极分子电介质。这两类电介质的电

极化过程并不相同，现在讨论电极化理象： 

由无级分子组成的电介质，例如 H2、N2、CH4等气体，在外电场作用下，分子的正负电荷

中心在洛仑兹电力 q=F E的作用下将发生相对位移，形成电偶极子，这些电偶极子的方向

都沿着外电场的方向，因此在电介质的表面上将出现正负束缚电荷，在宏观上，电介质中出

现束缚电荷的现象，即所谓电极化现象，外电场愈强，每个分子的正负电荷中心的距离愈

大，分子电矩也愈大，在宏难上，电介质表面出现的束缚电荷也愈多，电极化的程度也愈

高。 

由有极分子组成的电介质，例如 SO2、H2S、NH4、有机酸等，虽然每个分子都有一定的等

效电矩，但是，在没有外场时，由于热运动，电矩的排列是十分纷乱的，整个电介质呈中

性，对外不起作用，如图 1-64 所示。当这种电介质放在外电场中时，每个分子都将受到力

矩的作用，即在洛仑兹电力 q=F E的作用下使分子电矩有转向外电场方向的趋势。由于分

子热运动，这种转向也仅是部分的，不可能使所有分子全部整齐地按外电场的方向排列。外

电场愈强，分子偶极子的排列就愈整齐，在宏观上，电介质表面出现了束缚电荷愈多，电极

化的程度也就愈高。如图 1-65 所示。 

由无极分了中正负电荷中心相对位移而引起的极化称为位移极化，而由等效偶极子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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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电场而引起的极化称为转向极化。一般来说，在电介极化过程中，这两种极化是可以同时

存在的。 

由此可见，所谓电极化过程，就是电矩在洛仑兹电力 q=F E作用下的形成过程。如果

介质在洛仑兹电力的作用下形成分子电流，则分子电流还可产生磁场。 

1.9.2 介质中的的广义洛仑兹磁力 

    对于有极分子如上图 1-66 所示，每个分子都有一定的等效电矩，这些电矩在洛仑兹磁力的

作用下将发生偏转，我们把电矩的偏转成为磁极化。 

    1.有极分子在磁场中运动时的洛仑兹磁力。如图 1-66 所示，磁力线方向垂直于纸面，

磁力线从里向外穿出纸面。当有极分子在磁场中向右运动时，电矩在洛仑兹磁力 qq= ×F V B

作用下，正端向下偏转，负端向上偏转，直到电矩与F 平行时，偏转停止，于是有极电介质

中几乎所有电矩都整齐的排列成直线，“上负下正”。这就是有极分子中的洛仑兹磁力之作

用结果。 

 

 

 

 

 

 

 

 

 

2.磁场在有极分子中运动时的广义洛仑兹磁力。如图 1-67 所示，磁力线方向垂直于纸

面，磁力线从里向外穿出纸面。当磁场在有极分子中向左运动时，电矩在洛仑兹磁力

( )Bq= − ×F V B作用下，正端向下偏转，负端向上偏转，直到电矩与F 平行时，偏转停止，

于是有极电介质中几乎所有电矩都整齐的排列成直线，“上负下正”。这就是有极分子在广

义洛仑兹磁力作用下的结果。即，所谓的“动磁场产生电场”。 

 

 

图 1-64  未极化的电介质 图 1-65  极化后的电介质 

图 1-66  电矩切割磁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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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无极分子中的广义洛仑兹磁力。如前所述，从物质的电结构看，每个分子都是由带

负的电子和带正电的原子核组成，一般地说，正负电荷在分子中都不集中在一点，对于无极

分子，虽然正负电荷中心几乎是重合的，但也不是牢不可破的。既然洛仑兹电力能够把正负

电荷中心拉开，同样的，洛仑兹磁力也能把正负电荷中心拉开。如图 1-68(a)所示，磁力线 

 

 

 

 

 

 

 

 

 

 

穿出纸面，当介质的无极分子向右运动时，无极分子在洛仑兹磁力 qq= ×F V B的作用下，其

正电荷受到向下的拉力，其负电荷受到向上的拉力，使得介质中的等效电矩有规律的排列，

这就是磁极化现象，洛仑兹磁力愈强，每个分子的正负电荷中心的距离愈大，分子电矩也愈

大，在宏观上，介质表面出现的束缚电荷也愈多，磁极化的程度也愈高。 

    同样地，如图 1-68(c)所示，磁力线穿出纸面，当磁力线向左运动时，无极分子在广义

洛仑兹磁力 ( )Bq= − ×F V B的作用下，其正电荷受到向下的拉力，其负电荷受到向上的拉

力，使得介质中的等效电矩有规律的排列，这就是磁极化现象，广义洛仑兹磁力愈强，每个

分子的正负电荷中心的距离愈大，分子电矩也愈大，在宏难上，介质表面出现的束缚电荷也

愈多，磁极化的程度也愈高。磁矩被上下排列之后，这就是 W.Wiensuo 所发现的“动的磁场

产生电场”（见文[1]p45）之原因---广义洛仑兹磁力。 

    换句还说，无极分子的磁极化与有极分子的磁极化的原理是一样的，区别在于磁极化的

结果上有量的大小之差别。有极分子受到的磁极化效果较明显，而无极分子受到的磁极化效

果很微弱，甚至无法难以测量。 

(a)  电矩切割磁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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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磁力线切割电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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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8  无极分子受到的广义洛仑兹磁力 

(b) 电矩被拉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BV

图 1-67 运动的磁力线切割电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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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描述的“磁极化”不是“磁化”，一字之差不可混淆。磁极化讲的是介质与磁场发

生相对运动时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介质中电矩发生偏转，从而在介质内部形成电压

或定义为单位长度上的电压（电场）。如果洛仑兹磁力是时变的，则在介质中产生的电场也

是时变的。也就是说，广义洛仑兹磁力对电介质的作用与洛仑兹电力对电介质的作用，在本

质上两者是相同的，其差别仅仅是数量上的大小。进一步，如果介质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

用下形成分子电流，则分子电流还可产生磁场。 

    在 1.7.3 节中，我们讨论了时变电场在介质表面所发生的反射和折射，其本质是广义洛

仑兹电力的作用原理。同样的，时变磁场在介质表面也将发生反射和折射，其作用原理也是

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原理。本章后续内容讨论中，为了节省篇幅，将措词“用独立矢量

H来分析是一样的”，其道理在于此。 

作为广义洛仑兹力的新的应用，我们从吸波材料入手，定性解释黑洞问题。假如某种材

料对光波或电磁波的反射率很小、吸收率很大。我们能看到这个物质构成的形状吗？显然不

行。对于一个由弱反射的物质构成的天体，我们无法用望远镜看见它。对此，我们先从吸波

材料入手。如下图 1-69 所示。 

 

 

 

 

 

 

 

 

 

 

因此要想观察者接收不到电波，那么材料必须具有两个特性：第一，材料表面的反射很

弱；第二，材料对微波的吸收率很强，两个特性同时具备才能到达目标隐身之目的。 

    基于上述考虑，我寻找了一种弱反射且具有强吸收能力的的多晶硅材料来做实验，实验

结果如下表： 

 

频率 2.5G 3G 3.5G 4G 5G 10G 

材料对微波的反射系数 0.72 0.55 0.39 0.11 0.01 0.005 

材料对微波的损耗率 28% 45% 70% 89% 99% 99.995% 

强吸收 

弱反射 

金属材料 J 

吸收材料 X 

① ② 

图 1-69   波的反射与折射 

表 1  反射系数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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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实验，我们可以推理：“黑洞”物质就是一种对于宽频段电磁波具有弱反射和

强吸收能力的物质。即使太阳光，但当材料对宽频段光波具有很弱的的反射能力而且其吸收

能力很强时，那么我们将看不见物体。换句话说，当“太阳能电池设备”的转换效率很高

时，它就是一种黑洞物质做成的。我相信，随着材料物理学的发展，我们总可以找到一种反

射系数接近于零、吸收系数接近 1 的材料，那时“黑洞”就可以从实验室产生出来。总之，

无论时变电场辐射到介质上或者是时变磁场辐射到介质上，都会受到洛仑兹电力和广义洛仑

兹力的作用，而产生反射。但是，不同的物质，其反射系数不同，对于反射系数接近零的物

质，它所构成的天体，我们无法用望远镜看见它。这也许就是天体物理学领域讲的“黑洞”

吧。 

本章论述了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如果没有洛仑兹电子论，也就没有卢瑟福的原子

结构的行星模型，从而也就没有卢瑟福首次用人工实现的核反应；如果没有基于电子论的洛

仑兹磁力，我们的电磁产品就找不到真实的物理原因。我坚信，广义洛仑兹磁力将在应用物

理学的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现在许多人士包括理论界人士都在忙于技术开发，为国家的经

济建设服务(应该的)，也在为个人的腰包服务。但总有一天，广义洛仑兹磁力必将被全世界

物理学界承认。总之，我认为洛仑兹是继牛顿、伽利略之后的伟大科学家，“我的变换式中

的
't 仅仅是数学假设，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是洛仑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之楷模，也是

当今科学界发表文章时必须要学习的榜样。 

本章结论是：基于绝对时空观，考察谁在运动，只要承认 ( )qe= ×F v B是正确的，则必

然承认 BvF ×−= )( Be 是正确的，因此，广义洛仑兹力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楞慈感生电流

和法拉第电动势是事物的现象，而自由空间里的感生电场不存在、相对论电磁学是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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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无线电工程不是旋度方程所为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自由空间里的俩个旋度方程，即在自由空间里，时变

磁场产生时变电场，而时变电场又产生时变磁场，如此同生共死，使得波能流密度 ×E H 在

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不得不承认，麦克斯韦是第一个预言电波存在性的物理学家。但是百

多年来，人们在自由空间的电波实践中，似乎是举着麦克斯韦旋度理论的伟大旗帜却未真正

使用旋度场理论。 

辐射场不是旋度方程所为。假如辐射场是旋度理论所为，那么：家用 50Hz (或 60Hz )的

电源，取 ，若按照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2-2式)去计算，其辐射场强约

，而空气的电场击穿强度约 ，岂能居住人；当

1 1Idl = × ⋅安 米
710 10× 伏/米 610 10× 伏/米 ω 逐渐趋近于零频时，

旋度场理论确定的 =
ω 0
lim E
→

∞，这就不客观了，按理说，麦克斯韦理论依据是来源于直流的安

培环路定律改造和电磁感应，理应在零频附近连续，即当ω 趋近 时， 才合理，反而趋

近于 。可见由旋度场理论得到的辐射方程没有自恰性；旋度场理论的波能量密度

0 0E =

∞ ×E H 是

距离 的多项式函数，流出 球面的电磁能量不等于流出 球面的电磁能量，而且还是负值

能量，这意味着能量来自无穷远处而进入发射天线，显然与客观实践不符。可以验算，由旋

度理论得出的场量与所谓的波能量都不满足距离平方反比律。谁真正使用了自由空间的旋度

场？我看没有人。 

r 1S 2S

接收场不是旋度方程所为。旋度理论的精髓是电场与磁场同生共死地交织在一起，从而

以能流密度 ×E H 在自由空间中传播。从概念上讲，接收不是波能流 ×E H 流进了天线这个“口

袋”，而是半波振子天线接收了独立矢量场，独立矢量场在洛仑兹力的作用下形成了信号电流。

从计算上讲，因为 ×E H 是距离 r 的高阶多项式，而且是“负能量”，显然不是接收了 ×E H 。

同样地，接收天线也不是接收了由旋度理论传播的 Eθ ，因为其 Eθ 使得信号强度违背距离平方

成反比律，这与工程实践不符。这就是说，人们接收到的电波并非旋度理论的电波，而是独

立辐射的电波(第四章有详细论述)。 

传输场不是旋度方程所为。对于介质波导(如光纤通讯和潜水员通讯)中的传输场均为独

立矢量场的斯耐尔定理和菲涅耳原理，却不是旋度理论的波能流 ×E H 原理。对于金属波导，

基于旋度理论的传输场模型，定义波能量却违背能量守恒原则，而且是传输负能量或者说能

量来自无穷远处向着振荡源传输，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人们虽然举着麦克斯韦理论旗帜，

而微波工程师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另一套实际经验。本书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这种实践经验的物

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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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束形成不是旋度方程所为。雷达口径天线可按照几何光学原理聚焦成波束，其面电流

的形成正是广义洛仑兹磁力之作用原理却不是旋度理论的波能流 ×E H 原理。缝隙天线和相

控阵波束的形成原理是 0
2

K
r

的独立矢量场叠加而成，接收信号的幅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不是

旋度理论的 0K
r

场量叠加，更不是同生共死的 ×E H 之能量叠加。百多年来，微波专家在实践

中总结出独立矢量场的几何光学法、斯耐尔定理、惠更斯原理、菲涅耳原理、洛仑兹磁力、

契比雪夫多项式等等实现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没有真正使用了旋度场理论。 

简单的讲，基于以太媒质的互生场理论(场产生场的理论)，根本就无法形成波束。 

此外，电子感应加速器真空环中的时变磁场却无法使用旋度理论而得到加速电场，原点

处线性时变 DI dl ，在自由空间 P 点并不满足 ( ) DP∇× =H J 。 

本章结论是：自由空间的电波之辐射、传输、接收和波束形成不是旋度场理论所为。 
 

2.1 辐射场不是旋度方程所为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自由空间里的俩个旋度方程，即在自由空间里，时变

磁场产生时变电场，而时变电场又产生事变磁场，如此交替产生，使得波能流密度 ×E H 在

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其场强 和E H 均是ω 和 的高阶多项式。不得不承认，麦克斯韦是第

一个预言电波存在性的物理学家。但是百多年来，人们在自由空间的电波实践中，可以说是

举着麦克斯韦理论的旗帜却未真正使用自由空间旋度场理论。让我们先看看辐射场问题。 

r

    以电流元 j tIdle ω 的辐射场为例，由麦克斯韦方程组求解的结果是
[4]
： 

2 ( 1)sin
4

j tIdleH jkr
r

ω

ϕ θ
π

= +                                (2-1) 

2
0

2
2

0

1( )cos
2

1( )
4

j t jkr

r

j t jkr

jIdleE jk
rr

jIdle jkE k
r r r

ω

ω

θ

θ
πε ω

sinθ
πε ω

−

−

⎧ −
= +⎪

⎪
⎨

−⎪ = − + +⎪⎩

                         (2-2) 

式中 0 0k ω μ ε=  。若再考虑一个球面积分，见图2-1，由于目前的能流密度是： 

×E H
2 2

3 2 2
2 3 2

0

( ) 2( 2 )sin
16

j t jkr

r
Idl e k jk r jk

rr r

ω

θ
π ε ω

−

= − + + − e⋅                             

＋
2 2

2
2 4

0

( ) ( )sin
16

j t jkrIdl e jjk r k
rr

ω

2 θθ
π ε ω

−

− + − ⋅e                            (2-3) 

上式表明：从 面流出来的能量既是角频率S ω 的多项式，又是 的的多项式。从上述公式，

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r

1．住房和办公室都有许多辐射场，现在设取 2 50Hzω π= × (即市电)、 米、 米、

安培，可以算出 伏/米。然而空气的电场击穿强度只有 伏/米。显然，由式(2-2)

1dl = 1r =

1I = 710Eθ >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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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来的 Eθ 与客观事实不符。空气就被麦克斯韦旋度场击穿了，岂能居住人。 

    2．当ω 逐渐趋近于零频时，由式(2-2)决定的 =
ω 0
lim E
→

∞，这就不客观了。按理说，麦克

斯韦理论依据是来源于直流的安培环流定律的改造和电磁感应定律，理应在零频附近连续，

即当ω 趋近 时，0 0E = 才合理，可见由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得到的辐射方程没有自恰性。 

    3．由式(2-3)可看出，从 面辐射出来的能量是S ω 的多项式，而且是ω 的复杂函数，见

图2-2。谁能证明图2-2 是客观自然规律呢？恐怕谁都不能。因为大量实验(如光电效应、量

子假设等等)已经表明，光微波作用于物质所转化的能量与频率的一次方成正比，却不是高阶

函数的多项式。而且，波粒二相性表明光波作用效应与频率成线性关系，却不是非线性。 

    4．由式(2-3)还可看出，因它是距离 的多项式函数，则意味着流出 面的电磁能量不

等于流出 面的电磁能量，这意味着在自由空间(

r 1S

2S 0 0μ ε )存在能量损失。这与事实不符。这种

基于波能量的观点而得出来的波理论却违背能量守恒定律，难道我们仍然“得过且过”吗。 

5．即便是近似计算，当(距离) r (振子) 时，对能量密度dl ×E H 求取球面积分得到

 W ≈
2

3

0

( ) (
4

jkrIdle k
πωε

−

− ) ，即从球面 传播出来的能量是负值。实难理解负能量的传播，似乎遥

远的自由空间是个发射源、发射天线成为接收设备。显然,这与客观事实不符。正如洛仑兹指

出的那样“麦克斯韦也从不问及电磁场是怎么产生的，在他的理论中，似乎电磁场来自无穷

远处，一种不需要源的场”。 

S

    6．即便使用 *×E H 来计算，但是从 面上流出来的能量，也存在上述类似的问题。 S

    由此可见，辐射理论与工程应用不符、与客观事实不符，至少说人们使用的电场波和磁

场波不是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的波，尽管写文章时戴上“麦克斯韦旋度理论”的帽子。 

 
 

S

 
W

ω 

图 2-2 传播能量与频率关系 

 
 

r
 
 
 
 
 
 
 
 

7．从(2-1)式～(2-2)式不难看出， H 、 都不满足距离平方反比律这个准则，也就是

说流出 面的场量不等于流出 面的场量，即违背了场量的守恒性，似乎自由空间吞食了场

量或无中生有的诞生了场量。而百年来无线电工程已经证实“距离平方反比律是真理”。 

E

1S 2S

总之，辐射场并非旋度理论所为。假如辐射场是旋度理论所为，那么：家用 50Hz (或 60Hz )

 1S  

2S  

Idl

图 2-1  球面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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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源，取 ，若按照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计算，其辐射场强高达 ，

而空气的电场击穿强度只有 ，岂能居住；当

1 1Idl = × ⋅安 米 710 10× 伏/米
610 10× 伏/米 ω 逐渐趋近于零频时，旋度场理论决

定的 =∞，这就不客观了，按理说，麦克斯韦理论依据是来源于直流的安培环流定律改

造和电磁感应，理应在零频附近连续，即当

ω 0
lim E
→

ω 趋近 时，0 0E = 才合理，可见由旋度场理论得

到的辐射方程没有自恰性；旋度场理论的波能量密度 ×E H 是距离 的多项式函数，流出 球

面的电磁能量不等于流出 球面的电磁能量，而且还是负值能量，这意味着能量来自无穷远

处而进入发射天线，显然与客观实践不符。可以验算旋度理论得出的结论，场量与所谓的波

能量都不满足距离平方反比律。谁真正使用了自由空间的旋度场理论？我看没有人。如上所

言，如果说辐射电场是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所为，那么我们都被高电场 击死了。 

r 1S

2S

710 10× 伏/米

    麦克斯韦传播的电波存在以上 7 个致命问题，它是无线电工程中的电波吗？不是！ 

 
 

2.2  接收场不是旋度方程所为 

 

按照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时变电场产生时变磁场，而时变磁场又产生时变电场，如此交

替产生，使得波能量在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于是有能流密度 ×E H ， 和E H 总是交织在一

起，难分难舍，同时出现。因此，麦克斯韦关于自由空间的旋度场理论的 终结论是波能流

密度 ×E H 。我们要讨论的是，接收天线上的信号形成机理是接收了独立辐射的矢量场或是

接收了旋度理论的互生场？本节指出无线电工程应用中不是接收了麦克斯韦的互生场。 

2.2.1 广义洛仑兹磁力形成接收信号的电流 

先见4.4节，设有一个发射振子和一个接收振子，如图2-3所示。收发天线平行且相距很

远，即 。设发射天线辐射了独立矢量场r dl 2

( )k tH
r

= ，并以速度 对着接收天线辐射，则

根据广义洛仑兹磁力，接收天线上的金属电子在洛仑兹电力和广义洛仑兹磁力

0c

0( ) = ( )Be e= − × − ×c B 的作用下作上下移动，从而形成时变电流，时变电流 si 的大小与 成 BF V B

 

电压

放大

幅度

显示

接收
发射 

×

距离 r

图 2-3  电波发、收简图---场矢量传播 

si su

( )E t

×

×

× 

×

×

×

×( )B t 

 

 

 

 

 

 

 

 58 
 



第二章  无线电工程不是旋度方程所为 

正比，即它与距离平方成反比，于是经过放大后在示波器上显示的电压幅度也与距离平方成

反比。这就是接收信号的电流形成原理。详见4.4节。 

2.2.2 接收天线的信号形成并非旋度理论所为 

    设有一个发射振子和一个接收振子，如图2-4所示。参见(2-3)式，当收发天线相距很远，

时，即在通信应用中，按照麦克斯韦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是波能量在以太媒质中振荡

传播

r dl
[4]
：注意到，到达接收天线上有三个参量： Eθ 、 Hϕ 、 。对于信号电流的形成，到底 rw

2

0 0

sin
4

jkrjk IdleE
rθ θ

πωε μ

−

≈                             (2-4) 

sin
4

jkrjkIdleH
rϕ θ

π

−

≈                              (2-5) 

2 3

2
0

sin
4

jkr

r
Idle kw

r
θ

π ωε

−⎛ ⎞
≈ −⎜ ⎟

⎝ ⎠
                          (2-6) 

 

电压

放大

幅度

显示 

接收发射 5w

图2-4  坡印亭能流 

si su

1w

2w

3w

4w

能

量

传

播

 

 

 

 

 

 

 

 

是 Eθ 和 Hϕ 的作用结果呢？或是 的作用结果？本书第4.4节已经用广义洛仑兹力正明了接

收信号的作用机理，但考虑到麦克斯韦波动方程之波能量振荡传播观点，所以在这里用他的

波能量之观点来批判他的旋度理论。 

rw

    1.在式(2-6)中出现了负号，辐射负能量是可笑的。 

    如果把上式的能流密度写成 

3
2

2
0

sin( )
4

jkr

r
Idle k

r
θ

π ωε

−⎛ ⎞
≈ −⎜
⎝ ⎠

w ⋅⎟ e                           （2-7） 

式中 是求坐标中的单位矢量，表示辐射的方向。这意味着电流源向外辐射“负能量”。显然，

辐射负能量是可笑的。 

re

    如果把上式的能流密度写成 

3
2

2
0

sin( )
4

jkr

r
Idle k

r
θ

π ωε

−⎛ ⎞
( )≈ ⋅ −⎜

⎝ ⎠
w ⎟ e

)

                          (2-8) 

式中 表示与 e 反方向。它意味着能流在倒流，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实，严格的( r−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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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从旋度理论得出的结论(2-3)式来看，所谓的能量是距离 的多项式，场量和所谓的波能

量都不满足距离平方反比律。 

r

    2.假如有人认为：辐射理论是麦克斯韦的，而接收理论是洛仑兹的。那么请参见图2-3。

金属电子在电场力 eEθ 作用下形成了信号电流 si ，则：
1

si r
∝ 、

1
s i su R i

r
= ∝  ( 是输入阻抗)、

屏幕上显示的信号幅度

iR

1
smu

r
∝  。它未满足距离平方反比律，所以它与客观事实不符，可见由

麦克斯韦旋度方程得出的结论式(2-4)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工程实践中是
1

sm 2U
r

∝ 。 

3.如果基于麦克斯韦的(2-5)式，由于
1B
r

∝ ，那么即使运用广义洛仑兹磁力 0( )e ϕ− ×c H ，

那么由于
1

si r
∝ ，乘以输入阻抗便是信号的电压幅度

1
s i su R i

r
= ∝  ( 是输入阻抗)，屏幕上显

示的信号幅度

iR

r
∝
1

smU  。这仍然与客观事实也不符，因为通信雷达业已证明信号幅度与距离

平方成反比。可见由麦克斯韦方程得出的结论式(2-5)还是与事实不符。 

4.如果基于(2-6)式，即能流密度 作用接收天线(一根细导线)而形成了信号电流rw si  ，这

似乎在远区式(2-6)“约等于”距离平方反比律。但是，由于 的方向与天线上信号电流的rw si

方向垂直，其信号形成的物理过程实难理喻。况且，如果认为接收天线是接收了电磁能量 ，

那么接收天线就该做成一个“口袋”状才能使能量流进这个口袋。然而通信工程证明收发天

线平行 佳。提醒的微波专家注意，请您思考物理概念和物理本质。 

rw

    由此可见，接收旋度场与信号电流的形成机理不符、违背了距离平方反比律。可以这么

讲，式(2-4)～(2-6)没有立足之地。至少这样说，工程实践中并未接收麦克斯韦的旋度场。 

    到此，大家可以想一想，自由空间的电波不是旋度理论所为，接收的电波不是旋度理论

所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举着麦克斯韦理论的旗帜却未使用自由空间的旋度场。 
总之接收场并非旋度理论所为。旋度理论的精髓是电场与磁场同生共死地交织在一起，

从而以能流密度 ×E H 在自由空间中传播。从概念上讲，接收不是波能流 ×E H 流进了天线这

个“口袋”，而是半波振子天线接收了独立矢量场，独立矢量场在洛仑兹力的作用下形成了信

号电流。从计算上讲，因为 ×E H 是距离 r 的高阶多项式，而且是“负能量”，显然不是接收

×E H 。同样地，接收天线也不是接收了由旋度理论传播的 Eθ ，因为其 Eθ 使得信号强度违背

距离平方成反比律。本书 4.4 节用广义洛仑兹磁力解释了接收信号的形成原理，与工程实践

一致。既然如此，则说明无线电工程中接收到的场并不是麦克斯韦理论的旋度场。 
 
 

2.3  传输场不是旋度方程所为 
 
    按照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时变电场产生时变磁场，而时变磁场又产生时变电场，如此交

替产生，使得波能量在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于是有能流密度 ×E H ， 和E H 总是交织在一

起，难分难舍，同时出现。因此，麦克斯韦关于自由空间的旋度场理论的 终结论是波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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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E H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电磁波传输是否是波能流行为？ 

2.3.1 金属波导传输场问题 

    洛仑兹创建了金属电子理论，他的结论是，电荷的运动是一切电磁场的根源。磁控管产

生的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就是如此，阴极发射的电子在正交恒定电磁场中运动，受洛仑兹力

而作时变运动，即时变电荷产生时变电场，时变电流产生时变磁场。这个时变电场和时变磁

场是如何通过金属波导传输至天线上去的呢？我们在1.7节中，根据广义洛仑兹磁力阐述了它

的物理过程。这里我们指出，工程中传输的电波不是传输麦克斯韦的旋度波。 
目前麦克斯韦理论是这样叙述的。以 波在矩波导中传输为例，由旋度理论得到波动

方程

10TE
[4]P315～325

，解波动方程得到电磁波沿着正 方向的传输方程是 z

0

0

0
0

cos

sin

sin

j t j z
z

j t j z
x

j t j z
y

xH H e
a

ja xH H e
a

j a xE H e
a

ω β

ω β

ω β

π

β π
π
ωμ π
π

−

−

−

⎧ =⎪
⎪
⎪ =⎨
⎪
⎪

= −⎪⎩

                           (2-9) 

式中 0H 是磁场强度幅值， 是波导宽边尺寸，a 2
0 0 a

πβ ω μ ε= −  ，但是： 

    1．激励源(振荡器)输出的一个确定的能量，被分散在波导中。那么 、 b 边尺寸越大则

磁场应当越分散，场强(幅值)应当越小，这才合理。可是，由式(2-9)所描述的

a

Hx 和 居然

与 a 边成正比，这就不合理了。见图2-5，实际匹配工作是调节波导长度来实现的，同一振荡

源连接较大波导，岂能获得较大场强？所谓的波能量从何而来？岂不是违背能量守恒原则。 

yE

 

W  1OP
sPsf

W  2OPsPsf

振荡源完全相同

图 2-5  相同的源被接上不同的波导 

2 0.7a λ=

1 0.6a λ=

波导尺寸仅 b 边相同

z  

y  

x

 

 

 

 

 

 

 

 

 

 

    2．见图2-6，两波导的 cf 相等、截面相等，两振荡源的能量W 和 s s sP = E H 也相等.差别

是振荡源的频率分别为1.3 cf 与1.7 cf 。按道理讲，既然两者输入口的能量W 相等、并设功率转

换相同、损耗相等，则输出口场强幅度应该相等才是。然而,由式(2-7)确定场强幅度不相等，

那么所谓的波能量从何而来？岂不是违背能量守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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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 )cf a b

1OP
sP  1.3 cf

W  

( , )cf a b

2OP
sP  1.7 cf

波导截面完全相同
振荡源输出能量相等

图 2-6 相同波导接入不同的源 

 
z  

y  

x  

 

 

 

 

 

 

 

 

 

    3．作为解边界条件，式(2-7)中应该含有窄边尺寸 b 参数，然而没有，使得波导出口的

输出能量
a b

W d
×

= ×∫∫ sE H 不是一个确定解。因此这个传输模型的真伪性值得怀疑。 

4．更奇怪的是这个“旋度理论－波动方程－能流密度”一整套方程常常出现能量倒流的

奇怪现象，2.1节曾经指出旋度理论辐射负能量之怪象，这里又发生类似问题。即

x zP P× = − −E H i k ，这意味着所谓的波能量从喇叭口向着振荡原传输进来而不是传输出去。这

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 

由此可见，基于旋度理论的金属波导传输场模型违背能量守恒原则，而且是传输负能量

或者说能量来自自由空间向着振荡源传输，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这能说波导制造是旋度理

论所为吗？不能！人们虽然举着麦克斯韦理论旗帜，而微波工程师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另一套

经验模型，或者说人们无法真正使用旋度理论。第一章根据广义洛仑兹磁力叙述了在金属波

导中传输场的物理过程，并论述了宽窄边的 佳尺寸分别是 .7o λ和 0.5λ，这与工程实践一致。

既然如此，则说明金属波导中的传输场不是旋度理论所为。否则，就与客观事实不符。 

2.3.2 介质波导传输场问题 

目前已有的介质波导是光纤通讯和海洋通讯。如果按照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可见的介质

和不可见的以太在电动力扭拉下形成电位移 Eε ，电位移是位移电流的先兆，位移电流产生时

变磁场，而时变磁场又产生时变电场，如此交替产生，使得波能量以能流密度 ×E H 向空间

四周传播。假如您要真正的运用旋度场理论，那么就没有介质波导，因为介质 1ε 和介质 2ε 中

的电位移比自由空间的电位移更大，即 1 0E Eε ε> ， 2 0E Eε ε> ，而且麦克斯韦那种场产生出场

的观点，一个电场圆圈在四周产生磁场圆圈，磁场圆圈又在其四周产生电场圆圈，使得您无

法规定能流密度 ×E H 奔向何方。 
本小节的讨论要点是：电磁波在介质中传输，到底是旋度理论的波能流行为？或是独立

辐射理论的独立矢量场行为？本下节则否定了麦克斯韦互生场的说法。 

    1.传输过程是独立矢量场行为 

基于独立矢量场迭加原理，如图2-7所示。在入射点上有法向电场 niE , nLE , nrE 和有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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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电场 t iE , tLE , trE 。考虑边界条件的连续性，于是有 

1 1 2ni nL nr

ti tL tr

ε ε ε+ =
− =

E E E
E E E

                         （2-10） 

 

ϕ

θ  

ϕ  

rE  

LE  iE

1ε  

2ε  

图 2-7  独立矢量场行为

 

 

 

 

 

 

 

 

即 

1 1 2sin sin sin
cos cos cos

i L r

i L r

E E E
E E E

ε ϕ ε ϕ ε θ
ϕ ϕ θ
+ =⎧

⎨ − =⎩
                     （2-11） 

上式的第一式也指面电荷密度连续，第二式也指切向电场连续。式中 1ε 和 2ε 分别是介质1和2

的电介常数，下标 分别表示入射、反射、折射。 i L r、 、

    求解方程组（2-11），得到 

2 1

2 1

1

2 1

cos sin sin cos
cos sin sin cos

2 sin cos
cos sin sin cos

L i

r i

E E

E E

ε ϕ θ ε ϕ θ
ε ϕ θ ε ϕ θ

ε ϕ ϕ
ε ϕ θ ε ϕ θ

−⎧ =⎪ +⎪
⎨
⎪ =
⎪ +⎩

                       (2-12) 

我们可以检验两种典型结论，即全反射和无反射。全反射情况即为光纤通讯，无反射情况即

为海水中通讯。 

    1) 当 2

1

sin
ε

ϕ
ε

= 时(这里要求 2 1ε ε< ，比如 2 0ε ε= 是自由空间而 1 4 0ε ε= 是光纤),则根据

斯耐尔定理 2 1

1 2

sin sin 1
c
c

ε ε
θ ϕ

ε ε
= = ⋅ 2

1

= ，得 ，o90θ = cos 0θ = ，于是 L iE E= ，这就使得反射

场强等于入射场强，从而实现光纤通讯。工程实践业已证实了这种独立辐射场的观点。 

    2) 当 2

1 2

sin
ε

ϕ
ε ε

=
+

时，则根据斯耐尔定理 2 1

1 1 2

sin
c
c

ε
θ ϕsin

ε ε
= =

+
，且 2

1 2

cos
ε

θ
ε ε

=
+

， 

1

1 2

cos
ε

ϕ
ε ε

=
+

，于是 0LE = ，这就使得地面辐射的电波在海面上没有反射，从而电波可进入

海水中使潜水员收到信号。工程实践业已证实了这种独立矢量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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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传输过程不是旋度理论的能流密度行为 

    以上的电波传输过程完全是独立矢量场的行为，与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的波能流 ×E H
毫无关系。许多工程实践都是如此，举着麦克斯韦理论的旗帜，而实际上用的是其它理论。 
    现在我们假如使用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所得到的波能流密度 ×E H 来计算传输能流密

度，情况怎样呢？计算如下：由于能流密度是矢量，能流在分界面上连续，参见图2-8。 

 

2ε  

ϕ  

1ε  

niw

tiw

iw tLw
LwnLw

rw
nrw

trw
θ

图 2-8 假如传输是波能量行为 

ϕ

 

 

 

 

 

 

 

 

 

法向能流连续： ni nL nr− =w w w                           （2-13） 

切向能流连续：                            （2-14） ti tL tr+ =w w w

即 

cos cos cos
sin sin sin

i L r

i L r

w w w
w w w

ϕ ϕ θ
ϕ ϕ θ
− =⎧

⎨ + =⎩
                               （2-15） 

解此方程组得到 

cos sin sin cos
sin cos cos sin

2sin cos
sin cos cos sin

L i

r i

w w

w w

ϕ θ ϕ θ
ϕ θ ϕ θ

ϕ ϕ
ϕ θ ϕ θ

−⎧ =⎪ +⎪
⎨
⎪ =
⎪ +⎩

                              （2-14） 

比较(2-14)式与(2-12)式，不难看出，虽然两者结构形式相同，但在内容上与工程实践不符。

也就是：①当 2

1

sin
ε

ϕ
ε

= 时， L iw w≠ ，无法实现光纤通信；②当 2

1 2

sin
ε

ϕ
ε ε

=
+

时， ，

无法与潜水员通信。两种情况都与工程实践不符。因此说，从媒质1到媒质2的光纤通信和潜

水员通信不是麦克斯韦的波能流密度

0Lw ≠

×E H 行为。 

   从以上工程实践，可以这样总结本章：在介质波导(如光纤通讯和潜水员通讯)中的传输场

均为独立矢量场的斯耐尔定理和菲涅耳原理，却不是旋度理论的波能流 ×E H 原理。百多年

来人们举着麦克斯韦理论的旗帜，而在工程实践中却是另辟路径。 
    总之传输场并非旋度理论所为。对于介质波导(如光纤通讯和潜水员通讯)中的传输场均

为独立矢量场的斯耐尔定理和菲涅耳原理，却不是旋度理论的波能流 ×E H 原理。对于金属

波导，第 1.7.3 节根据广义洛仑兹磁力解释了在金属波导中传输独立场的物理过程，并指出

了宽窄边的 佳尺寸分别是 .7o λ和 0.5λ，这与工程实践一致。但是，基于旋度理论的金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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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传输场模型宣称波能量却违背能量守恒原则，而且是传输负能量或者说能量来自无穷远处

向着振荡源传输，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这能说波导制造是旋度理论所为吗？不能！人们虽

然举着麦克斯韦理论旗帜，而微波工程师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另一套经验模型，或者说人们无

法真正使用旋度理论。 
 
 

2.4  波束形成不是旋度方程所为 
 

波束形成的方法很多种，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天线，我们说波束形成并非旋度理论所

为，是因为波束电场和磁场不是由旋度方程计算得到的，也不是由同生同死的 = ×P E H 波能

流计算得到的，而是独立辐射场叠加而得到的。 
 

图2-9  口径天线 

z

x

抛物面

焦点 

 
 
 
 
 
 
 
 
 
 

口径天线的波束形成主要靠几何光学法，如图 2-9。馈源至焦点，经抛物面反射后聚焦成

束，向着自由空间辐射，手电筒就是这个原理。当回波到来时，经过抛物面天线反射，回波

又聚焦在馈源上，从而传输到接收机。这里，微波工程师使用了抛物面上的面电流概念，之

所以有面电流，那是因为馈源辐射到抛物面上，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金属电子所形

成的面电流(壁电流)。详见 1.6 节。读者可以验算，有抛物面辐射出来的电场波或磁场波并不

满足麦克斯韦的两个旋度方程。因此我们说，波束形成并非旋度理论所谓。 

    相控波束的形成原理如图 2-10 所示。各个子波束到达空间 P 的场强是 0
2
i

i

E
r

，相位是

0

2 i
i i

r
φ π

λ
= +ϕ ，其中

0

2 irπ
λ

是辐射距离 所引起的相移量，ir iϕ 是为了控制波束方向而在电路上

施加的相控量， 。功率分配器使各个子天线分配一定的功率。调节各个通道中的1, 2,3,i = Ln iϕ

和 可控制波束的方向。当距离很远时，其电场强度是0iE 1 20
2( ) ( )njj jE

E t e e e
r

φφ φ= + + +L 。注意

到这里的波束形成原理并没有使用
t

∂
∂

∇× = −
BE 或

t
∂

∇× = −
∂
EB ，也没有使用旋度理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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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E

E t
r

= L ，这是距离平方反比律的关键问题。在计算中更没有使用同生共死的 ×E H 。而

是独立矢量场的叠加。假如使用同生共死的能流密度 来叠加，则得不到现实的相控波束。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现实的波束并不满足两个旋度方程组。谁使用了旋度理论？我看没

有人使用！ 

EH

 P  

图 2-10  相控阵天线 

nϕ3ϕ2ϕ  1ϕ

功率分配器 

nr
3r2r

1r  

 
 
 
 
 
 
 
 
 
 
 
 
 
 
 
 

缝隙天线也是如此，没有人从麦克斯韦旋度方程组计算出电磁强度来合成，而是对独立

电场强度 0
2
i

i

E
r

进行合成，也不是对旋度理论结论的能流密度 之叠加。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

自由空间的波束形成并非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所谓。 

EH

    以上独立矢量场是用 来表述的，使用E H 来表述，其道理是一样的。均属于独立矢量场。 

像这类例子很多，由于篇幅限制，本书从略，读者可以自行举例。总之，波束形成并非旋度

理论所为。雷达口径天线可按照几何光学原理聚焦成波束，其面电流的形成正是广义洛仑兹

磁力之作用原理却不是旋度理论的波能流 ×E H 原理。缝隙天线和相控阵波束的形成原理是

0
2

K
r

的独立矢量场叠加而成，接收信号的幅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不是旋度理论的 0K
r

场量叠

加，更不是同生共死的 ×E H 之能量叠加。百多年来，微波专家在实践中总结出独立矢量场

的几何光学法、斯耐尔定理、惠更斯原理、菲涅耳原理、洛仑兹磁力、契比雪夫多项式等等

实现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举着麦克斯韦理论旗帜却没有真正使用了旋度场理论。而

是另辟途径。遗憾的是，百年来，专家学者总是用麦克斯韦的旋度场理论在学术文章中旋来

旋去，显得很有学问。而实际上是缺乏物理概念和物理本质的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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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电子感应加速器不是旋度方程所为 

 
2.5.1 电子感应加速器不是旋度理论所为 

    目前电子感应加速器说洛仑兹磁力作法向力，洛仑兹电力作切向力。但在1.7节中已经论

述了， 佳效果应当是两者都用洛仑兹磁力。而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却造成方程不成立，显

然电子感应加速器并非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所为。本小节再次重述，以构成本章的整体性。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精髓是“互生场”，即
t

∂
∇× = −

∂
BE （和 2

0

1
tc

∂
∇× =

∂
EB ），它表示空

间某点的磁场变化在该点产生电场，与过去、未来无关，只与此时刻、此地点的场强变化率

有关。由于图1-43是圆对称的，所以在圆柱坐标上表示为 

(1 1 1 )( ) ( ) (
z

z zE E EE E
z zϕ ϕ

ϕ ρ ϕρ
ρ ϕ ρ ρ ρ ρ ϕ

∂ ∂ ∂ ∂∂ ∂
− + − + −

∂ ∂ ∂ ∂ ∂ ∂a a

Eρ
a

( )
z

B
t

∂ −
= −

∂ a
    （2-17） 

由于 ， ，而且在加速器中0zE = 0Eρ = 0
E
z
ϕ∂
=

∂
，于是上式成为 

( )1 E B
t

ϕρ
ρ ρ
∂ ∂

=
∂ ∂

                                （2-18） 

( )E B
t

ϕρ
ρ

ρ
∂ ∂

=
∂ ∂

                               （2-19） 

2

2 o
BE
tϕ

ρρ ∂
= +

∂
k                            （2-20） 

解边界条件：当 0ρ = 时，有 ，则 ，于是上式成为 0Eϕ = 0ok =

2
BE
tϕ

ρ ∂
=

∂
                               （2-21） 

所以，在 Rρ = 的真空环上的电场是 

2
R BE

tϕ
∂

=
∂

                               （2-22） 

式中 Eϕ 是按旋度方程求解的真空环上的电场，B 是真空环上的磁场，R 是整个圆面半径。此

式表明：真空环上 P 点的磁场 发生变化，在该( )B P P 点产生了电场 。注意到( )E Pϕ
B
t

∂
∂

=常数，

则 Eϕ 是非时变的。电场力 eEϕ 恰是切向方向，用作加速电子。法向力即向心力仍为洛仑兹磁

场力 ，于是运用牛顿第二定律，便有 eVB
d
d
VeE m
tϕ =                                （2-23） 

2VeVB m
R

=                                （2-24） 

联解式(2-22)、(2-23)和(2-24)，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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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d 2
B B
t t

∂
=

∂
                               （2-25） 

即 

1
2

B = B                                 （2-26） 

显然，此式不成立。这正是本章要达到的目的。无论如何，如果使用麦克斯韦旋度方程

t
∂

∇× = −
∂
BE 的本意来设计电子感应加速器，必然存在无法弥补的缺陷。因为式(2-23)不成立。 

因此说，电子感应加速器真空环中的时变磁场却无法使用旋度理论而得到加速电场。 

2.5.2 真空位移电流不产生磁场 

    设长为 的位移电流，即，在图2-11中电容板间的距离是 ，按照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

此 将产生磁场，那么在柱坐标中表示，就是

l2 l2

DI [4]
： 

2 2 2 2
0

( )( )
4 ( ) ( )

DIB P z l z lP
z l z l

ϕμ πρ ρ ρ

⎡ ⎤+ −
⎢ ⎥= = −
⎢ ⎥+ + + −⎣ ⎦

H e                  (2-27) 

式中 P 是自由空间某一点， ϕe 是柱坐标上的单位矢量。式(2-27)是按照安培定律计算出来的。

因为麦克斯韦对安培环路定律进行旋度化改造，我们就来看看改造结果如何。注意，按照麦

克斯韦旋度理论，时变电场产生磁场，那么因 0( )E t k t= 是时变的，其计算式就成为： 

3 3
2 2 2 22 2

( )
4 ( ) ( )

DI
P

z l z l
ρ

ρ ρ
π ρ ρ

⎧ ⎫
⎪ ⎪∇× = −⎨ ⎬
⎪ ⎪⎡ ⎤ ⎡ ⎤+ + + −⎣ ⎦ ⎣ ⎦⎩ ⎭

H e

3 3
2 2 2 22 24 ( ) ( )

D
z

I z l z l

z l z lπ ρ ρ

⎧ ⎫
+ −⎪ ⎪− −⎨ ⎬

⎪ ⎪⎡ ⎤ ⎡ ⎤+ + + −⎣ ⎦ ⎣ ⎦⎩ ⎭

e  

                           D≠ J                                            (2-28) 

这是旋度的结果。结合图2-11并参见式(2-28)，不难发现，至少说旋度方程在计算上自相矛

盾。注意： 是时变的，照麦克斯韦的说法，时变电场产生旋涡磁场，但是式(2-28) 0( )E t k t=

 

~

+ 

- 
0( )U t k t=  

图 2-11 位移电流在 P点产生的磁场 

P

传导线被屏蔽

DJ

 

 

 

 

 

 

与其自身的 ( ) DP∇× =H J 不符，究其原因，参见3.2节，是麦克斯韦在改造安培环路定律的 

过程中未注意到斯托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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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计算是，你也可以设电容中的时变电场按照正余弦规律变化，即把 DI dl 带入目前

旋度理论计算的(2-1)式中( DI dl 替换 Idl )，得到（2-3）式之结论，但是这与式(2-28)不一致。

其实更恼火的事情是，麦克斯韦认为传导电流与真空位移电流是连续的， DI I= 。这意味着电

容短路了，无电荷积累，它与客观事实不符。 

2.5.3 变磁场不产生电场 

现在有一线性时变电场，分布在圆面上如图2-12所示(它实际上是目前电子感应加速器的

线性事变磁场分布)，真空环上的时变磁场为 1( )B t k t1= ，内圆面上的时变磁场为 ，

在电子感应加速器的设计中需求解真空环上P点的电场强度。 

2 2( )B t k t=

如果按照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在空间某一点的磁状态发生改变，则在该点产生旋涡电

场，它与历史无关，故称为“无源论”)来计算，即，使用方程∇× =E 1
1

( )t
k

t
∂

=
∂

B
来计算，于

是在柱坐标上有： 

1( )1 E B
t

ϕρ
ρ ρ
∂ ∂

=
∂ ∂

 1k=                             (2-29) 

积分得到 

E kϕ
ρρ = +（ ）
2

12
k0                             (2-30) 

式中 ρ 是圆心到真空环上某一点的距离， 是待定常数，解边界条件：当k0 ρ =0时，方程两边

应该等于零，于是常数 =0k0  。那么真空环上的电场强度是 

1
12 2

B
E

tϕ kρ ρ∂
= =

∂
                          (2-31) 

从式(2-31)可看出：当 ρ越大，则 Eϕ 越大，显然：一方面与他的感生场本意 (空间 P 点的磁

场发生改变，将在 P 点产生电场，与其它无关) 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与电子感应加速器不符。

可见感生中的旋度场在计算上也存在问题。幸好人们在电子感应加速器设计中，没有使用麦

克斯韦的旋度方程，值得庆幸。谁使用了旋度场理论？没有人！比较图3-8与图3-9更明白。 

本小节指出了旋度场理论在计算中存在的问题，也许有的人会说，电磁场理论在其他工

程应用中没什么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只要运用麦克斯韦理论的任何工程应用中都或多或

少地存在一些破绽，只不过您未推敲罢了。可以说，目前微波工程应用只是一种近似值，主

要取决于微波工程师的经验和复杂的调试过程。它还不是理论值。例如，在工程计算中可视

为3.605=3.6，但在理论计算中却是3.605≠3.6 ，这就是工程与理论之间的差别，也是错误和

真理之间的差别。换句话说，麦克斯韦理论在工程中只是一种粗略的估计，究其理论本身是

存在缺陷的、甚至是错吴的。打比方说，我们用两个曲线来比方麦克斯韦理论与真理之间的

关系，如图2-13所示。虚线代表麦克斯韦理论，实线代表真理，在某些工程应用中经过微波

工程的调试，似乎麦克斯韦理论接近真理，但在某些工程应用中麦克斯韦理论远离真理。也

请参见图3-8和图3-9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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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计算 

客观真理

麦克斯韦 
理论 

图 2-13  真理与谬论的比方图 

真空环 

图 2-12 电子感应加速器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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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ρ

 

 

 

 

 

 

 

 

 

关键问题是，麦克斯韦预言到了电波的存在，但他的物理本质和数学模型错了。例如电子感

应加速器真空环中的时变磁场却无法使用旋度理论而得到加速电场，原点处线性时变 DI dl ，

在自由空间 P 点并不满足 ( ) DP∇× =H J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工程应用，如前面几章节所论

述的那样，虽然人们举着麦克斯韦理论的旗帜，却未真正使用旋度场理论。也许有的人士要

问：电波发收是怎么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第四章。 

    旋度场方程是前辈麦克斯韦理论的精髓。麦克斯韦的想象力很丰富，他认为电既不是点

也不是面或体，而是以太在电动力扭拉下形成电位移，于是传导电流等于位移电流并向以太

空间传播，从而他第一个预言到电磁波的存在，促使了赫兹实验早日进行，这在当时物理学

研究的历史局限下，在没有诞生金属电子理论的认知环境下和以太风流行的环境下，诞生了

旋度方程，其理论是否正确，有待我们进一步考察。请参见第三章。 
    遗憾的是，百年来，专家学者总是用麦克斯韦的旋度场理论在学术文章中旋来旋去，显

得很有学问。而实际上是缺乏物理概念和物理过程的深究。 
本章结论是：由以上分析可知，麦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无法解释电波的辐射、传输、接

收及波束形成的物理过程。也就是说：自由空间的电波之辐射、传输、接收和波束形成都不

是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所为。而是广义洛仑兹磁力以及经典的几何光学法、斯耐尔定理、惠

更斯原理和菲涅耳原理的各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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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麦克斯韦旋度方程的错误根源 

 

 
当伟大赫兹实验成功之后，当时科学界忙于无线电技术开发，在缺乏电波模型的情况下，

无人深究麦克斯韦电波模型的正确与否，这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保留至今。但现在涉

及到三大纠纷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研究它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当爱因斯坦依据麦克斯韦

旋度理论，把麦克斯韦的非对称空间推向极端时，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本章深究麦克斯韦两个旋度方程的来龙去脉，他为了平息楞茨与法拉第之间的因果关系

之争，认为自由空间产生了感生电场并取旋度来计算，即，
t

∂
∇× = −

∂
BE ；然后把法拉第的静

电“桶实验”推广到整个自由空间而认为以太在电动力的扭拉下形成位移电流，位移电流向

自由空间的四面八方流逝，从而位移电流产生了磁场。他在电生磁方程的推导过程是，首先

是运用斯托克斯公式，把安培环路定律进行旋度化改造而得到∇× =H J ；然后又运用格林定

理，再把安培环路定律进行曲面化改造而得到 D∇× =H J ； 后运用泊松方程来合并上述两个

公式而得到∇× =H D+J J ，其推导过程的桥梁就是电流在自由空间中连续。 

第一，首先指出，地球两极构成的非均匀地磁场跟随地球一起运动，在自由空间并没有

产生感应电场。磁铁跟随火车一起运动，在空间并没有产生感应电场。当磁铁运动而线圈静

止时，自由空间也没有产生感应电场，正确的描述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F  或

广义洛仑兹磁力

BV ×ee

BvF ×−= )( Be 的作用，于是金属电子将沿着导体漂移，即形成感生电流 。

原因是力，结果是电流。也正因为金属电子的漂移才在导体上建立起了感生电动势

I

d dIU l
sσ

−
= (欧姆定律)和感生电场

d
d
UE
L

= (电场的定义)。这里，所谓的感生电场 是金属电

子漂移后形成的，只在导体内部才有，但在导体外部的自由空间没有感生电场。此外本章还

指出了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并不能完备地解释电磁感应，而广义洛仑兹磁力能够完备地解释所

有的电磁感应现象。 

E

第二，麦克斯韦使用斯托克斯公式对安培环路定律进行的旋度化改造 JH =×∇ 只适合于

导体内部，不适合于导体外部的自由空间，安培环路定律的微分形式只在导体内部成立，因

为导体内部的 2( )
2

rIH r
aπ

= 满足斯托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而导体外部的 ( )
2

IH r
rπ

= 不满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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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因此在自由空间进行旋度化改造，无论从物理概念上讲或是从数学

计算上讲，都是错误的。 

第三，麦克斯韦把法拉第定律推广到以太空间里，但法拉第定律原本是导体线圈里感应

出电场，不可以把导体与以太等效起来。更重要的是，法拉第定律之本性不是物理本质，物

理本质仍然是弯曲的磁力线切割线圈，即，广义洛仑兹磁力才是物理本质。参见1.2.3节。 

第四，麦克斯韦运用格林定理在一个电容电路中，对导线的围线积分改造成包含电容之

电场的曲面积分，从而认为电容中时变电场产生磁场。但是格林定理的使用条件是：被积函

数在积分面和边界线具有一阶连续偏导数。满足该条件才可以改变积分路径。但导体外部的

安培环路定律并不满足格林定理的使用条件，而且如果认为 DI I= ，这相当于电容短路，则

与电荷积累了这个客观事实不符。因此这种曲面化改造无论从物理概念上讲或是从数学计算

上，都是错误的。 

第五，麦克斯韦为了把 J 和 DJ 写在同一个式子里，他对泊松方程求取时间导数之后，并

把 0t t
ρ ε∂ ∂
= ∇•

∂ ∂
E
推向整个自由空间。但是根据现代金属电子理论，泊松方程在体电荷内部(或

导体内部)是成立的，但在导体外部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源点处的
( )o
t

ρ∂
∂

不等于自由空间中

的 0
( )r
t

ε ∂
∇ •

∂
E

。即使有人认为 0
( )r
t

ε ∂
∇ •

∂
E

是空间的场，而认为
( )o
t

ρ∂
∂

是产生该场的源。但是由

( )( ) oo
t

ρ∂
∇• = −

∂
J 立即得到 ( )o∇• =J ( )r

t
ε ∂
− ∇ •

∂
E

或
( )( ) ro
t

ε ∂= −
∂

EJ ，这意味着原点的 产生

了空间的

( )oJ

( )r
t

ε ∂−
∂

E
，却又与旋度方程组自相矛盾。因此说，麦克斯韦把有源内部的物理方程

推广到自由空间是错误的，进行的公式合并化改造也是不成立的。 

    第六，麦克斯韦把电路上的电流连续定律
t
ρ∂

∇• = −
∂

J 进行空间化改造，而认为“电流向

自由空间四面八方流逝，电流在自由空间中也连续”。麦克斯韦认为“电性既不是点也不是面

或体，而是分布在整个空间的电位移，可见的介质和不可见的以太被电动力扭拉之后形成了

电位移，电位移是位移电流的先兆，电是分布在整个自由空间的物理量，流入金属球a中的电

流并没有结束，而是继续流向四面八方”。现在看来他的这种推广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不仅物

理概念错，而且计算也错，因为克稀霍夫定律只适合于导体内部，不适合导体外部的自由空

间。事实上电容极板上的电荷不可能跨越空间飞向另一极板，电瓶或电容都是储存了正负电

荷这个实体，更不是电流流向四面八方。特别是电荷枪或粒子发生器将电子发射到麦克斯韦

的金属球a中，不仅电荷积累了，而且质量也增加了，因此说麦克斯韦的这种抽象化推广，在

物理概念上是错误的。 

第七，当我们审视他的推导过程时，也会发现，他一会儿把 点当作是源点，一会儿

是把 点当作场点，场源不分，不仅忽视了数学定理的使用条件，而且造成了非对称空间。

他为了得到旋度方程组而认为

(P r)

(P r)

( ) ( )r rρ、J 分布在整个以太空间，但是追踪者氦姆霍尔滋为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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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波动方程却又认为 ( ) 0 ( ) 0r rρ= =、J 。换句话说，既然在自由空间 ( ) 0 ( ) 0r rρ= 、J = ，那么

麦克斯韦就无法推导出旋度方程来。现在，我们根据现代金属电子理论来审视，他的真空位

移电流显然是错误的。正如40年后洛仑兹所指出的那样
[2]
：“赫兹铲除原麦克斯韦方程组中的

势是完全正确的，但还是不能解释荷电体的运动，麦克斯韦从不相信电荷实体，总是以他的

电位移代替电荷体，人们也很难理解他指的电荷是什么，他从不问及电磁场是怎么产生的，

在他的理论中，似乎电磁场来自无穷远处，一种不需要源的场”。所以才促使麦克斯韦错误的

诞生了两个旋度方程，一种非对称方程和非对称空间。事实上，电荷体的运动才是一切电磁

波的根源，场不会产生出场来。 

    第八，麦克斯韦旋度方程诞生于以太媒质，光速实验表明以太不存在，这就直接导致麦

克斯韦旋度方程的论证失败。尽管光速 ，但0.5
0 0 0( )c ε μ −= 0ε μ0（ ， ）不是旋度场的传播媒质和真

空位移电流，而且人们至今没有测量到电波在 0ε μ0（ ， ）中运动的拖曳现象。见第八章和9.1节。 

第九，人们为了求解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方程组，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即，在场

量的求解过程中，人们运用了格林定理、氦姆霍尔滋方程和洛仑兹条件以及位移电流连续定

律，但是，我们可以验算这一整套场量计算过程存在严重破绽：1）运用格林定理来求解旋度

方程难以自圆其说，2）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却自我矛盾，3）他提出位移电流连续定律却

不满足位移电流连续定律，4）运用洛仑兹条件却不满足洛仑兹条件。 

总之，麦克斯韦两个旋度方程在自由空间是不成立的，不仅物理概念错而且数学计算错。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考虑到他所运用的所有方程都是导体内部的方程，

因此麦克斯韦旋度方程组只适合于导体内部电磁场的计算模型，即它给出了导体内部的电信

号传输模型，由此推导出来的传播速度 实际上就是导体内部电信号相对于源的传输速度。

但是，在物理本质不是场产生场，在导体外部的自由空间里，他的旋度方程组是不成立的，

是彻底错误的。 

0c

本章还介绍了对麦克斯韦互生场的否定性实验方法。 

在这里，我很想而且必须补充一句：如果没有麦克斯韦的错误推导，当今世界文明将推

迟若干年，这是人类的“因错得福”。他毕竟是第一个预言电磁波存在性的物理学家，而且证

明了导体内部信号传输速度 ，其错误是难免的，因为科学道路是曲折的；当时人们不认识

电的本质，更不认识电荷，直到麦克斯韦去世18年后汤姆孙才发现电子、去世40年后洛仑兹

才创建金属电子理论和洛仑兹磁力。也就是说伟大麦克斯韦的错误是历史的必然。而伟大赫

兹实验是人类的“因福得福”，因为赫兹第一个用实验证明了电波的产生。而洛仑兹等许多物

理学家并不赞同麦克斯韦的位移电流及其把导体内部物理方程推广到自由空间的做法。 

0c

本章结论是：在自由空间里，麦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磁生电与电生磁的两个旋度方程

都是错误的；他基于导体内部而阐述的电信号传输机理和速度是可用的。 

 
 

3.1 麦克斯韦的感生电场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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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电动势方程的来源 

    1820年奥斯芯发现电流的磁效应，1824年安培发现两传导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1832年

法拉第发现磁铁与导体之间的感应，并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 ，1834年楞茨却

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流

dU
I 。由于感生电动势与感生电流体现在欧姆定律 sdU Idlσ = −

方程的两端，哪一个是因? 哪是一个果？这正如当时哲学界所争论的鸡蛋与母鸡的因果关系

一样，谁也说不清楚。 

    1856年麦克斯韦在《论法拉第力线》一文中指出：当磁铁运动时，自由空间的磁状态发

生改变，在自由空间产生了电动力 E (后来称 E 为电场)，沿 E 的环线积分便是感生电动势

l

d∫ E l =εv；对 E 求取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便是感生电流(密度) σ=J E 。因此，他认为电磁

感应的本质是在自由空间产生了 E ，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只是电动力 E 的表现形式。感生

电动力强度是 
t

∂
∂

= −
AE ( A 称为磁紧张态，后来称 A为矢量磁位)，两边取旋度运算便有 

t
∂
∂
∇×

∇× = −
AE  

t
∂
∂

= −
B
                         (3-1) 

这就是时变磁场产生旋涡电场的著名结论。这似乎平息了感生电流与感生电压之间谁是因、

谁是果的争议；感生电流与感生电动势是表现形式，他的旋度电场似乎变成了本质。 

    但是，当我们全面总结电磁感应时，将会发现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存在致命的缺陷。 

在 1.1 节中，我们已经回顾了科学发展史，但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回顾。因为大量实验与工程

应用已经证明了广义洛仑兹力的普适性。现在的问题是，对于磁铁运动，到底是空间产生了

旋度电场而使得线圈中有了电流呢？或者是运动的磁力线切割了金属电子而受广义洛仑兹磁

力才形成了电流？两者的本质不同，只有一个是正确的。我们必须选择其一。假如洛仑兹力

和 J·J 汤姆逊对电子的发现早于麦克斯韦旋度电场之诞生，我想，那么麦克斯韦就不会炮制

出所谓的感生旋度电场了。遗憾的是麦克斯韦去世 18 年后，亥姆霍尔芝和赫芝去世 3 年后， 
J·J 汤姆逊才发现电子。问题在于，自从赫兹的电波实验成功之后，以氦姆霍尔滋为巨头的

科学界蜂拥而上地推崇麦克斯韦旋度方程，并把主要精力放在电波的应用上，开创无线电技

术新纪元，无人运用洛仑兹力去重新归纳电磁感应，寻找真谛。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

人才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在物质结构全面揭示、金属电子理论全面形成和科学水平发展的今天，我们有条件重新

认识电磁感应的本质。在第一章中我们全面论述了广义洛仑兹力 ( )B qq q q= + − × ⊕ ×F E V B V B

的普适性，并用此力全面解释了一切电磁感应现象和电气产品的作用原理。我们坚信，广义

洛仑兹力是电磁感应的真理，任何诸如相对论电磁学、麦克斯韦旋度理论等其它理论都无能

为之。 

3.1.2  非匀磁力线运动并不产生漩涡电场 

    1. 磁力线运动不产生电场。见图3-1，木框对地是静止的。首先，假定某个空间(比如木

框附近)存在旋涡电场 E (暂且不考虑 E 是怎么产生的)，那么根据现代金属电子理论，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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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以速度 运动至木框附近时，线圈L中应该有电流。因为电场v E 作用于线圈 L 中的金属

电子而形成电流。 

然后，我们再见图 3-2，木框对地是静止的, 磁铁以速度v从右到左向着木框运动。如果

根据麦克斯韦的总结：“磁铁以速度 向着木框运动，则木框附近的磁状态发生改变(从弱到

强)，按照他的

v

=E
t

∂
∂

−
A
 或

t
∂
∂

∇× = −
BE 可知，将在木框附近产生旋涡电场 E ”。在磁铁越过

木框之前，涡电场 E 的方向不变，只是大小变。 后，我们把图 3-1 与图 3-2 联合起来考虑，

就得到图 3-3。磁铁与线圈 L 一起以速度 向着木框运动。根据麦克斯韦的总结，磁铁从右

向左运动，在木框附近产生了电场

v
E ；又根据金属电子理论，当线圈 L 同时到达木框附近

时，金属电子在涡电场的作用下必然形成电流。但是，实验结果表明，图 3-3 中的线圈 L 根

本无电流。这正说明，木框附近虽有时变磁场但并未产生电场。假如木框附近产生漩涡电场，

即产生了漩涡位移电流，那么按照麦克斯韦理论，这漩涡位移电流又产生磁场，则由于感生

磁场与原磁场方向相反、大小相等，那么根本测量不到运动磁铁的磁场—这与客观事实不符。 
 

  木框 

 

v

磁铁 

图 3-2  假如磁场运动时产生’旋涡电场’

 木框 

 

v

磁铁 

图 3-3  线圈与磁铁一起向木框运动 

L 

图 3-1 线圈运动至旋涡电场中 

v

  木框 

 

 L 

木

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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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的磁力线并不产生电场。麦克斯韦的旋度电场理论
( )( ) PP
t

∂
∇× = −

∂
BE 指的是：

当空间 P 点的磁场强度发生改变时
( )P
t

∂
∂

B
，则在此空间 P 点上产生了旋涡电场 。那么我

们就看看图3-4，地球在自由空间中运动，设地球表面有一磁铁并跟随地球一起运动，则地球

轨道空间里的磁场是变化的。按照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地球轨道所在空间的磁场之改变，

那么在轨道所在空间内将产生电场，线圈在电场力的作用下有电流。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

定的！ 

( )PE

图 3-4 磁铁和线圈随地球在空间运动 

轨道空间

运动的地球 

空中的 P 点
磁铁 

线圈 L 

v地球

 

 

 

 

 

 

 

 

 

图 3-5 地极磁场运动 

自由空间 

v地球运动的地球
地磁场

 

 

 

 

 

 

我们可以用一线圈去测试麦克斯韦的感生场，线圈L紧贴着磁铁，即线圈L与磁铁在轨道

空间中与地球一起运动，测量轨道中的感生场，显然测不着。因为，尽管轨道所在空间的磁

场改变了，但并未产生电场。也许有人会说，图中线圈L与磁铁没有相对运动，也就没有切割

磁力线，所以没有感应电流。这就对了，这正说明洛仑兹磁力的真理性。而不是所谓的感生

电场。 

一列车高速运动，磁铁与线圈都放在茶几上，茶几所在空间的磁场是时变的，但线圈并

无感应电流，因为线圈与磁力线之间并无“切割事件”发生。这说明电磁感应的本质是洛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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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磁力，却不是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 

3．地极磁力线运动也没产生感生电场 

    其实呀，大家稍加想一想，便可明白麦克斯韦对电磁感应的总结是多么的错。如图3-5

所示，地球以相当高的速度在自由空间中运动，南北地极所构成的非均匀磁场在自由空间中

高速运动( 4103×≥v sm )，如果按照麦克斯韦的理论，那么地球轨道上特别是地表面有大

量的旋涡电场。真的有吗？没有！您测不着，我更测不着。我坚定的认为：麦克斯韦的感生

电场莫须有，麦克斯韦对电磁感应的总结是错的。 

    4．磁生电的其它破绽 

    参见2.5节，如果把麦克斯韦的
t

∂
∇× = −

∂
BE 用于电子感应加速器的话，将得出

1
2

=B B 之

荒谬结论。参见1.2节，由于 0
t

∂
∂
B
＝ ，感生场无能解释磁力线切割电子而使电子偏移的电磁感

应现象。参见1.3节，感生场无法解释均匀磁力线切割导体的电磁感应现象。参见1.4节，感

生场无法解释均匀磁场转动而切割电子的电磁感应想象。参见1.6节感生场无法解释电波反射

机理和接收信号的形成原理等等，等等，以及第二章和第五章之结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

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是错误的，唯有广义洛仑兹力才能全面解释一切电子感应现象。 

3.1.3  重大是非问题 

    那么，在电磁感应中，究竟是在空间产生了电场？或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真理只

能有一个! 

    换句话说，在电磁感应中，按照楞茨观点，其物理本质是感生电流；按照法拉第观点，

其物理本质是感生电动势；后来，麦克斯韦认为其物理本质是感生电场；再后来，根据广义

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我们认为其物理本质是:当电子与磁力线相互切割时，电子受磁力而偏

移。这几位物理学家各抒己见，虽然计算结果大同小异，但各自观点的物理本质是不同的。

到底哪一个是本质？哪一个是现象？那一个是谬论？值得深思并给予回答！ 

爱因斯坦总结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在他的狭义相对论首文中叙述到：“谈论绝对空间是没

有意义的，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当磁铁运动时，空间产生了漩涡电场，于是线圈中有了

电流；而当线圈运动时在空间没有产生感应电场，可是线圈中仍然有电流，可见空间本不该

对称”。这样一来，麦克斯韦的磁生电方程
∂

∇× = −
∂t
BE 给狭义相对论提供了非对称空间的依

据。如果麦克斯韦的感生电场莫须有，那么相对论的这个证据就该剔除。或者说，相对论的

这一论据无效。这是一个重大是非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麦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 

3.1.4  感生电场的否定性实验 

    1、旁证实验。起初想到的方法如图3-6所示，仔细想来，此法不妥，不能鉴别真伪。因

为磁力线总是横向辐射的，缝歇处放置的线圈总是要切割磁力线的，受洛仑兹磁力而产生感

应电流。尽管铁心中的磁力线是沿着铁心方向，但那是横向辐射磁力线矢量合成的结果，仍

然是横向辐射传播的。如果屏蔽不好，则辐射的磁力线也将切割感应圈上的金属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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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旁证实验，如图3-7所示，这是运动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的情况。只要证明广义洛

仑兹磁力 ( )Be= − ×F V B 成立，那么一切电磁感应的本质都是洛仑兹磁力所为。因为

( )ee= ×F V B 是公认的，加上 ( )Be= − ×F V B 成立，那么广义洛仑兹磁力能完备的解释所有的电

磁感应。这样一来，那么麦克斯韦的
t

∂
∇× = −

∂
BE 就是莫须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要证明了

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也就否定了麦克斯韦的互生场。 

 

 

～

磁屏蔽盒 

屏蔽导线段 

屏蔽导线段 
屏蔽导线段 

sv

感应圈 

图 3-6  此实验方法不妥 

 

 

 

 

 

 

 

 

 

 

 

 

 

 

 

 

 

 

 

导线

图 3-7 磁力线运动切割导体的正确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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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图中在所讨论的空间和时间内 0
t

∂
∂

＝
B

，如果测得了感生电流，则说明磁力线切割金属

电子也是洛仑兹磁力，即证明了 ( )Be= − ×F V B 成立，因此当磁铁靠近、或者离开线圈时，由

于磁力线是弯曲的，运动中必然切割金属电子而产生了感应电流，并非在空间产生了感生电

场。再加上前面的图3-3、图3-4、图3-5之论述，完全可以证明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其

实第一章已经证明了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从而也就证明麦克斯韦的感生电场是错误的。 

    [提醒：产生图3-7所示的均匀静磁场的方法是，两块铁砖作为铁心，铁砖上面绕线圈(注

意绕向)，线圈上施加直流电源并让铁砖向右运动，而测量用的导线电路静止。]我坚信，此

实验一定将证明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详见1.2节。 

综上所述，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对电磁感应的描述是错误的，不成立的。正确的描述是，

金属电子受洛仑兹磁力 =F  BV ×ee 或者 BvF ×−= )( Be 的作用，于是金属电子将沿着导体漂

移，即形成感生电流 。原因是力，结果是电流。也正因为金属电子的漂移才在导体上建立

起了感生电动势

I

d dIU l
sσ

−
= (欧姆定律)和感生电场

d
d
UE
L

= (电场的定义)。这里，所谓的感生

电场 ，只在导体内部才有，但在导体外部的自由空间没有感生电场。 E
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斯韦的电生磁旋度方程更是错误的(3.2节)，不仅计算上严重错而且

物理概念上严重错。至于现代无线电应用问题，由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与工程实

践并不相符，因为 ×E H 是距离 r 的高阶多项式，而且是“负能量”，显然不是接收了 ×E H 。

同样地，接收天线也不是接收了由旋度理论传播的 Eθ ，因为其 Eθ 使得信号强度违背距离平方

成反比律，这与工程实践不符(详见第二章)。收发电波成功并不意味着麦克斯旋度理论(互生

场理论)一定就正确。因为时变电流本身就产生时变磁场，时变电荷本身就产生时变电场。这

正如赫芝用电感电容振荡电路所作的推理一样(见第4章)：时变磁场是电感中的时变电流产生

的，时变电场是电容中的时变电荷产生的；电感和电容逐步张开之后就是偶极子天线⎯⎯对

着自由空间辐射的天线。而且其辐射电场强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相应的接收电场强度与距

离平方成反比，所接收的时变场作用于接收天线上的金属电子而形成的信号强度与距离平方

也成反比，只有这样，才与工程事实践相符，才与客观真理相符。 

2、时变磁场产生电场的直接否定性实验 

    这里将进行两个对比性实验，一是基于麦克斯韦的“变磁场产生电场”之实验，二是基

于广义洛仑兹磁力的电磁感应试验，如图 3-8 和 3-9 所示，测量运动磁铁的磁场强度，比较

高斯计测量的结果，就可以分辨是非。图 3-8 中导体线圈代表金属电子,图 3-9 中围线代表自

由空间。此外还涉及到法拉第定律的物理本质之错误。 

(1)对于图 3-8 而言，按照广义洛仑兹磁力，当磁铁运动时，运动的磁力线 切割了金属

电子，于是金属电子受广义洛仑兹磁力

B

BvF ×−= )( Be 的作用而产生感应电流，此导体线圈电

流产生新的磁场 '
LB ，其方向与磁铁的原磁场 的方向相反，抵消之后那么高斯计上测出的场

强将减弱许多。参见第一章的广义洛仑兹磁力。 

B

(2)对于图 3-9 而言，按照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当磁铁运动时在自由空间(围线)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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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状位移电流，而这位移电流又产生新的磁场 '
MB ，其新磁场方向与磁铁的原磁场方向相反，

抵消之后那么高斯计上测出的场强也将减弱许多。 

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这两个实验的测量结果，如果图 3-8 和图 3-9 两个实验得到相同的结

果，则说明广义洛仑兹磁力与麦克斯韦互生场难以鉴别；如果测得图 3-8 中的合磁场

'
LB B B= −合 较小，而图 3-9 中的合磁场 '

MB B B B= − =合 ，则说明时变磁场没有产生时变电

场，从而直接否定麦克斯韦的变磁场产生电场的结论。图 3-8 中的 是导体线圈上的传导电

流。图 3-9 中的 是麦克斯韦的空间位移电流

ci

Di 0
E
tε ∂
∂ 。这两个图实际上是鉴别反电动势的物

理本质问题。法拉第、楞慈和洛仑兹都认为电磁感应发生在导体中，而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 

 

磁铁

运动

图 3-8 弯曲的运动磁力线切割金属电

子在广义洛仑兹磁力作用下而形成感

应电流 ci ， ci 产生反向的磁场 '
LB  

BV  
 

ci  

广义洛仑兹磁力

的线圈感应电流 

'
LB

磁铁 
运动 

BV  
Di

图 3-9 时变磁场产生时变电场，即产

生了时变位移电流 Di ，Di 又产生反向

的麦克斯韦磁场 '
MB  

麦克斯韦的 
真空位移电流 

'
MB

 
 
 
 
 
 
 
 
 
 
 
认为电磁感应发生在自由空间(当时称以太空间)。假如按照麦克斯韦互生场理论：变化的磁

场产生变化的电场(位移电流)，变化的电场又产生变化的磁场，那么图 3-9 中就该有新的 '
MB 。

我可以预见性得到实验结论：只有图 3-8 的洛仑兹的
'
LB ，没有图 3-9 的麦克斯韦的

'
MB 。可

见麦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是不成立的。金属电子与磁力线的切割才是电磁感应的物理本质。 

（3）对法拉第定律的纠正是一名叫做“Cenzhi Teng”的作者通过网上传过来的，我认为

他的实验结论是正确的，所以对法拉第定律的否定请参见1.2.3节。这里不再赘述。 

 

3.2 麦克斯韦的感生磁场之错误 

 

3.2.1 磁动势方程的来源 

麦克斯韦于1862年首先是运用斯托克斯公式，把安培环流定律进行旋度化改造而得到

∇× =H J ；然后又运用格林定理，他把安培环流定律进行曲面化改造而得到 D∇× =H J ；再

运用泊松方程来合并上述两个公式而得到∇× =H D+J J ，其推导过程的桥梁就是电流空间化

改造，整个磁动势方程的获得，取决于以下几个改造。麦克斯韦的论述过程如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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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旋度化改造．见图3-10，C 是围线积分路径， 是传导电流(密度为I J )，他首先运用

斯托克斯公式把安培环路定律的线积分
C

dl I=∫ H 变成面积分，有
C S

dl ds= ∇×∫ ∫∫H H ，于是 

S

ds I∇× =∫∫ H                                 (3-2)  

式中 是 平面的边界线。再考虑到 ，于是有C S
S

ds I=∫∫ J
S S

ds ds∇× =∫∫ ∫∫H J ，然后把此式 面上

的二重积分算符去掉，便有 

S

∇× =H J                                  (3-3) 

即磁场的旋度等于电流密度。看起来，以上推导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哪个年代的读者，

难以发现他的推导有什么问题。 

  2、曲面化改造．进一步，麦克斯韦又根据格林定理：只要边界线 不变，任选两曲面

和 ，其积分结果不变，即 

C 1S

2S

1 2S C S

dS dl dS∇× = = ∇×∫∫ ∫ ∫∫H H H                      (3-4) 

于是他把这一式子用在电容电路中，请见图3-11， 两点开路 (图中细线是被屏蔽了的导

线)， 是平面， 是曲面， 是 和 的公共边界线。注意：被屏蔽的导线(细线)对外不

辐射磁场，因此积分时不可考虑被屏蔽导线的作用。麦克斯韦指出：根据式(3-4)，左边 面

上的积分等于传导电流 ，右边曲面 面上的积分等于什么样呢？即 

a b、

1S 2S C 1S 2S

1S

I 2S

1 2

?
S S

I dS d⇐ ∇× = ∇× ⇒S∫∫ ∫∫H H                      (3-5) 

 

 C
1S  

2S
I  

kRε

图 3-11  麦克斯韦理论的曲面化改造

a  b
b

 

 

 

 

 

 

 

于是他认为：如果不在右端补充电流，那么安培定律有“矛盾”。于是他认为右端是他设想的

位移电流 DI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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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D

S S

I dS dS I⇐ ∇× = ∇× ⇒∫∫ ∫∫H H                         (3-6) 

麦克斯韦说“只有这样,安培定律的矛盾才可消除”。将
2

dD D
S

I SJ= ∫∫ 代入式(3-6)右端，得到

， 后去掉 面上的二重积分算符，便有 
2 2

d D
S S

SH J∇× =∫∫ ∫∫ dS 2S

D∇× =H J                                       (3-7) 

这就是麦克斯韦的“位移电流或即时变电场也产生了磁场”的结论。上述推导似乎顺理成章，

哪个年代的读者，难以发现他的推导有什么问题。 

3、合并公式化改造．式(3-3)与式(3-7)是两个独立的公式，前辈为了把两个式子合并在

一起，即麦克斯韦要把 DJ 和 J 写在同一式子中，于是他根据泊松方程而论述到： 

    安培定律 旋度化之后已经得到了d
c

l IH =∫ ∇× =H J ，再把此式两边取散度运算便有 

∇ ∇× = ∇H J                                   (3-8) 

由数学运算规则得知上式左边的 0∇ ∇× =H ，而由克希霍夫定律得知上式右边的

∇ J 0≠∂
∂−= t
ρ

，可见方程式(3-8)不平衡，于是他认为解决此问题的途径是在式(3-8)中

添加一项 t∂
∂ρ

，从而式(3-8)便成为平衡式子了—— 

0 t
ρ∂⇐∇ ∇× = ∇ + ⇒∂H J 0                         (3-9) 

进一步，麦克斯韦再把高斯定律的泊松方程
0

ρ
ε∇ =E 推广到时变场中，即有 

0t t
ρ ε∂ ∂
= ∇

∂ ∂
E
                                (3-10) 

于是将上式代入(3-9)式，就得到： 

0

0

J
t

t

ε

ε

∂
∇ ∇× = ∇ + ∇

∂
∂⎛ ⎞= ∇ +⎜ ⎟∂⎝ ⎠

EH

EJ
                            (3-11) 

这里的散度是对场点进行的。去掉散度算符∇ 后，便是 0 t
ε ∂

∇× = +
∂
EH J  ，或即 

t
∂

∇× = +
∂
DH J                                (3-12) 

这就是麦克斯韦的磁动势方程。看起来上述推导合理，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哪个年代的

读者，难以发现他的推导有什么问题。 

4、电流空间化改造 

麦克斯韦为了得到式(3-6)的依据,他是有思想的，即，电流进行空间化改造。早在1840

年法拉第做了静电感应实验，麻绳系着一电量为Q的带电体，并放入金属桶内，结果发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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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桶外壁的电量也为Q，见图3-12。然后，他用多个较大的金属桶套在外层，测量结果是：

外层桶的带电量仍为Q，见图3-13。这是著名的桶实验。这在当时，由于未发现电子，人们不

认识电荷，更不认识电流的本质是什么，因此，1862年麦克斯韦根据桶实验而论述道：电性

既不是点也不是面或体，而是分布在整个空间的电位移，可见的介质和不可见的以太被电动

力扭拉之后形成了电位移，电位移是位移电流的先兆，总结法拉第的桶实验得知,所谓电,它 

Q 

图3-12  单桶实验

Q

Q 
Q

nS  2S1S

图3-13  多桶实验 

a

图 3-14  电流连续

S  

DJ

I

P  

 

 

 

 

 

 

 

 

 

 

 

 

 

 

 

 

是分布在整个自由空间的物理量(见图3-14)，流入金属球a中的电流并没有结束，而是继续流

向四面八方，球a中的电量即没增加也没减少，因电荷守恒而使得 面上的电流连续。所以他

认为在整个自由空间里电流是连续的，即 

S

t
ρ∂

∇ =
∂

－J                                    (3-13) 

以上是麦克斯韦磁动势方程的来历。这在当时，由于未发现电子，人们不认识电荷，更不认

识电流的本质是什么。直到麦克斯韦去世18年后汤姆孙才发现电子，在哪个年代里，人们难

以发现麦克斯韦的论证过程有什么不妥，更无法找出它的破绽。所以沿用至今。 

    但是，21世纪的现代人不得不重新研究他的正确性，尽管人们没有真正使用其旋度理论，

但当旋度理论涉及到“三大纠纷”问题时，我们不得不重新研究它的的正确性。因此本章要

指出的是：麦克斯韦对安培环流定律进行的旋度化改造是错的、进行的曲面化改造也是错的、

合并公式化改造和空间电流连续化改造都是错误的。 

3.2.2 麦克斯韦的旋度化改造是错误的 

    暂且不说麦克斯韦的理论根基及其物理概念是多么的错，单就他的旋度化改造而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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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计算上也是错的。 

    1、可以检验，无论 J 是时变的或是恒定的，均有∇×H  ≠ J 。 当且仅当载流体为无限长

时，在载流体内部才有∇× =H J  ，而在载流体外部却是 0∇× =H 。例如： 

    设长为 的位移电流2l DI ，在图3-15中电容板间的距离是 ，因2l 0( ) zt k t= ⋅E e ，则

0 0D zkε= ⋅I e ( ze 表示单位矢量)，由安培定律得到 

2 2 2 2
( )

4 ( ) ( )
DI z l z lP

z l z l
ϕπρ ρ ρ

⎡ ⎤+ −
⎢ ⎥= −
⎢ ⎥+ + + −⎣ ⎦

H e                            (3-14) 

 

图 3-16 无限长载流体

L  

I  

r
~

+

-
0( )u t k t=  

图 3-15 位移电流在 P点产生的磁场 

P

传导线被屏蔽 

DJ  

 

 

 

 

 

 

 

 

式中 P 是自由空间某一点， ϕe 是柱坐标上的单位矢量。按照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此 DI 将产

生磁场，那么在柱坐标中计算，就是： 

3 3
2 2 2 22 2

( )
4 ( ) ( )

DI
P

z l z l
ρ

ρ ρ
π ρ ρ

⎧ ⎫
⎪ ⎪∇× = −⎨ ⎬
⎪ ⎪⎡ ⎤ ⎡ ⎤+ + + −⎣ ⎦ ⎣ ⎦⎩ ⎭

H e  

3
2 2 2 22 24 ( ) ( )

D
3 z

I z l z l

z l z lπ ρ ρ

⎧ ⎫
+ −⎪− −⎨

⎪ ⎪⎡ ⎤ ⎡ ⎤+ + + −⎣ ⎦ ⎣ ⎦⎩ ⎭

e⎪⎬                   (3-15) 

D∇× ≠H J                                                   (3-16) 

这是旋度的结果。它既不等于零也不等于 DJ 。结合图3-15并参见式(3-16)，不难发现：即使

有人认为位移电流产生磁场，但至少说旋度方程在计算上也是错误的。注意： 0( ) zt k t= ⋅E e 是

时变的，照麦克斯韦的说法，时变电场产生旋涡磁场，但是式(3-16)却出现了问题。 

    由此可见，对于磁动势旋度方程，单就在计算上也存在问题。错误根源在于他忽视了斯

托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 ：“被积函数在积分面 足够靠近的点应具有连续的偏导数”。然而事

实上，在载流体外部的磁场 并不满足此条件，因此说旋度化改造是错的。 

S

H

    2、即使载流体无限长，也不能进行旋度化改造。 

    例如：设有无限长的载流体，如图3-16所示。按照安培环路定律，有
2

I
rϕ π

=H ，此处 r 是

柱面坐标上的半径。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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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

l Iϕ =∫ H                                    (3-17) 

但是，如果按照麦克斯韦的旋度化改造，则有： 

0ϕ∇× =H                                    (3-18) 

比较式(3-17)和式(3-18)，显而易见，把安培环流定律进行旋度化改造是错误的。错误根源

在于麦克斯韦忽视了斯托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 ：“被积函数在积分面 足够靠近的点应具有

连续的偏导数”。然而事实上，在载流体外部的磁场 并不满足此条件，因此说旋度化改造是

错的。 

S

H

3、麦克斯韦错误的理解了安培环路定律。参见图3-17，安培环路定律的含义是：主要是

强调磁力线是一个封闭的环线，对于封闭的磁力线，沿着任意闭合回路 L 的线积分在数值上

等于 

图 3-17  安培环路

I

L
r  

I  

 

图 3-18  安培环路

L

I

P 

 

 

 

L所包围的电流和。即 

d
L

L
I⋅ = ∑∫ H l                                 (3-19) 

麦克斯韦为了得到式(3-3)式，他把积分算符去掉是错误的。因为，除了单条无限长载流

体以外，我们不可以把积分符号去掉来计算场强，见图3-17，如果去掉积分算符就变成 

2
2

IH
rπ

=                                 (3-20) 

显然(3-20)式是错误的，因为二电流并不在圆环中心。 

再例如，见图3-18，由于磁力线是闭合的环线，按照毕-萨定律对L环线上的磁场求线积

分有 ，但是，反过来，我们不可以把积分符号去掉而认为d 0
L

⋅ =∫ H l L环线上的磁场等于零。

看来麦克斯韦在理解安培环路定律上出了差错，居然把积分符号去掉以便得到他的旋度方程。 

    4、见图3-19，考虑 ( )i t kt= 的直流电流元 产生的磁场，它是时变的但又是线性的。根

据毕奥-萨伐尔-拉谱拉斯定律，在球面坐标上有 

dlI

0
2

( ) sin
( )

4
kt dl

t
r

μ θ
π

⋅ ⋅
=B                               (3-21) 

如果要把此磁场进行旋度化改造，则有 

0 0
3 3

( ) cos ( )
( ) ( )

2 4r D
kt dl kt dl

t
r r θ

μ θ μ
μ

π π
∇× = + ≠ +B e e J J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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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您能借此机会说“磁场 ( )tB 的源是 0 0
3

( ) cos ( )
2 4r

kt dl kt dl
r r3 θ

μ θ μ
π π

+e

x

z
y  

图 3-19b 电流元的辐射 

屏蔽线

电流元

( )i t  

图 3-19a  电流元电路 

图 3-19  仅有电流元辐射 

e 吗？显然不是！一切要想

利用不为零的旋度值来试图阐述‘互生场’，我认为都是错的。其错误根源在于他忽视了斯托

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被积函数在积分面 足够靠近的点应具有连续的偏导数”。然而事实

上，在载流体外部的磁场

S

B 并不满足此条件，因此说旋度化改造是错的。 

    5、再参见麦克斯韦的(3-17)和(3-18)式，安培环路定律不可以旋度化改造，因为当且仅

当在传导电流体内部计算磁场时才有∇× =H J ，这里的 属于传导体内部之磁场。但在外部，

则∇×

H

≠H J ，因此说麦克斯韦的旋度化改造是错的。 

归纳起来麦克斯韦的旋度化改造的错误根源有四条：①片面而错误的理解了安培环路定

律的物理内涵，居然把积分符号去掉以便得到他的旋度方程。②即使载流体无限长，也不能

随意改变积分线的路径，因为安培定律中磁场不满足“与积分路径无关的条件”，可以演算，

如果对安培环路定律选取四边形积分路径，结果是错的；③他未注意到斯托克斯公式的使用

条件“被积函数应具有连续的一阶偏导数”，但安培定律中的磁场不满足这一条件，因此不能

使用斯托克斯公式；所以他错了。我们可以这样讲，麦克斯韦的那种数学推导上是不严格的，

而且是不成立的。 

在这里，至少说，他的结论在计算上是不成立的。错误的根源在于：安培环路定律并不

满足斯托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强行使用该公式必然导致错误结论。总之麦克斯韦使用斯托

克斯公式对安培环路定律进行的旋度化改造 JH =×∇ 只适合于导体内部，不适合于导体外部

的自由空间，安培环路定律的微分形式只在导体内部成立，虽然导体内部的 2( )
2

rIH r
aπ

= 满足

斯托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但导体外部的 ( )
2

IH r
rπ

= 不满足斯托克斯公式的使用条件。因此

在自由空间进行旋度化改造是错误的，也是不成立的。 

3.2.3 麦克斯韦的曲面化改造是错误的 

    1、他的数学出现了问题。麦克斯韦运用格林定理进行曲面化改造，构造了一个凸面，实

际上是改变了积分路径。对于安培环流定律，积分路径能否改变呢？显然不能！例如： 

    设有一根无限长载流体，如图3-20所示。如果取积分路径L(沿着大圆环，从P点回到P点) ，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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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

l Iϕ =∫ H                             (3-23) 

这是按毕-萨定律运算之后的安培环流定律之本意。 

    但是，如果取积分路径S面的边界(沿着扇形的边界，从 P 点回到 P 点) ，则有 

d 0
S

lϕ =∫ H                               (3-24) 

这也是安培环路定律的本意。 

 

 

图 3-20 无限长载流体

L

I  

P
S

 

 

 

 

 

 

 

 

比较以上两式，前者为 ，后者为零。不难发现了问题：同样是从I P 点回到 P 点, 同样

是安培环流定律的本意，为什么前者为 而后者为零呢？因为积分路径被改变了。在矢量积

分中，积分路径的改变，必须要满足格林定理的使用条件，否则就是错误的。格林定理的使

用条件是：被积函数在积分面和边界线具有一阶连续偏导，但安培环路定律的磁场并不满足

此条件。换句话说，参见式(3-5)或者参见式(3-24),当积分路径改变之后，积分结果本来就

是错的，再在这个错误的计算结果上去强行添加一项以便“方程平衡”，这属于错上加错。或

者说，我们不能强行添加

I

d D
S

l Iϕ =∫ H 来满足“两个方程平衡”。或者说，当积分路径被改变之

后，(3-24)式或者(3-5)式右端积分结果本来就等于零，没有理由强行添加莫须有的附加电流。 

2、麦克斯韦的想象过于奇妙。在图3-11中麦克斯韦讲：“右边曲面 面上的积分等于什

么呢？”。现在我倒要反问麦克斯韦，在图3-21中，右边曲面 面上您麦克斯韦想补充什么呢？

对照图3-11和图3-21，其差别仅仅是 a 两点被短路。事实上,图3-21中电容极板之间即曲面

上除了空气流动之外，什么也没有! 只有 面上才有电流通过(注意：图中细线被屏蔽， 

2S

2S

b、

2S 1S

 
C  

1S  
2S

I

KRε  

图 3-21  曲面化改造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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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辐射任何场。因此 面只有流出的电流 )。由上可见，麦克斯韦的推理逻辑有问题 。其

实，安培环流定律并无矛盾，问题在于: 麦克斯韦可能未领会环流定律的物理意义⎯⎯沿着

闭合磁力线的路径进行积分，其积分值等于环中电流值。这是物理概念上的界定，并非数学

游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讲，麦克斯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想当然的思维方式。按照毕-萨定律

和安培环路定路，积分路径本不该改变，他错误的改变之后，想当然地引进他那个所谓的位

移电流。如果按照麦克斯韦的说法，在图3-11中他认为

1S I

DI I= ，这相当于电容短路，则与电

荷积累了这个客观事实不符。当然这是历史造成的错误概念。因为那时人们不认识电荷，更

不认识电流。 

总之，麦克斯韦进行的曲面化改造是错的，错误根源就是，他尚未注意到格林定理的使

用条件，随意改变积分路径而带来了错误结论；麦克斯韦运用格林定理在一个电容电路中，

对导线的围线积分改造成包含电容之电场的曲面边界线积分，从而认为电容中时变电场产生

磁场。但是格林定理的使用条件是：被积函数在积分面和边界线具有一阶连续偏导数。但导

体外部的安培环路定律并不满足格林定理的使用条件，而且如果认为 DI I= ，这相当于电容

短路，则与电荷积累了这个客观事实不符。因此这种曲面化改造是错误的，也是不成立的。

这种强行使用格林定理，必然带来错误的附加值，而人为地抵消这个附加值，属于错上加错。 

3.2.4 麦克斯韦进行公式合并化改造是错误的 

对于(3-8)式，左边为零是因为麦克斯韦强行对安培定律进行旋度化改造之后再取散度运

算，其旋度的散度等于零，是数学运算规则。而右边不为零，是物理方程的本来属性。左边

的旋度化本身就被麦克斯韦弄错了，他又在右边错误的添加一项，这显然是错上加错。 

请参见麦克斯韦的(3-9)～(3-11)式。为了让读者辨别真伪，我们用 表示源点内部所

在位置，用

( )inr

( )Pr 表示自由空间场点 P 处所在位置，即 Pr 是源点到场点的距离。显然，在满足

集中参数条件下的电路上电流连续定律是 

( )
( ) in

in
r

r
t

ρ∂
∇ =

∂
－J                                  (3-25) 

再把泊松方程 
0

( )( ) in
in

rr ρ
ε∇ =E 推广到时变场中（麦克斯韦的做法），有 

0
in inr r

t t
ρ

ε
∂ ∂

= ∇
∂ ∂
（ ） （ ）E

                                (3-26) 

于是将上式代入麦克斯韦的(3-11)式，就是： 

0

0

( )
( ) ( )

( )
( )

in
P in

in
in

r
r J r

t
r

r
t

ε

ε

∂
∇ ∇× = ∇ + ∇

∂
∂⎛ ⎞= ∇ +⎜ ⎟∂⎝ ⎠

E
H

E
J

                              (3-27) 

问题的根结是，麦克斯韦在书写过程中不标注 和inr Pr 所在位置的不同。于是麦克斯韦在他的

(3-9) ～ (3-11) 式 中 把 体 电 荷 内 部 的 0
in inr r

t t
ρ

ε
∂ ∂

= ∇
∂ ∂
（ ） （ ）E

当 作 了 体 电 荷 外 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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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 Pr r

t t
ρ

ε
∂ ∂

= ∇
∂ ∂
（ ） （ ）E

来使用，从而错误的认为“自由空间 P 点处的时变电场 ( )prE 同 一样

也产生了磁场。这是他混淆场与源位置关系的结果。或许现在人们理解成：原点的 和场

点的

( )inrJ

( )inrJ

( )prE 都产生了磁场。假如有人这样认为的话，我们照此办理，必然得到笑话。请看下面

的推导： 
因为 

t
ρ∂

∇• = −
∂

J                                     (3-28) 

而 
( )Pr

t t
ρ ε

∂∂
= ∇

∂ ∂
E                                  (3-29) 

把(3-29)式带入(3-28)式，得到 

∇ =J ( )Pr
t

ε
∂

− ∇
∂

E                                 (3-30) 

按照麦克斯韦那样去掉散度算符，立即得到 
( )Pr
t

ε
∂

= −
∂

E
J                                   (3-31) 

即电流密度等于电场变化率的负值，或者说电流密度在自由空间产生了时负的时变电场。很

显然(3-31)式是荒谬的，因为 J 在坐标原点，而 E 在自由空间的场点 P 处，如果(3-31)无错，

那么就可以直接由 J 求解 E 好了，根本就不需要麦克斯韦旋度方程了。为什么出现这种荒谬

呢？因为：第一，(3-25)式只在传导体内部成立，而在自由空间它是不成立的；第二，(3-3)

式左边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安培环路定律不可以进行旋度化改造，强行旋度化改造必然使

得其散度等于零(因为旋度的散度等于零这属于数学运算规则)；第三，(3-28)式右边本身就

该不为零，而
t
ρ∂

−
∂

是麦克斯韦强行添加进去的；第四，泊松方程是导体内部或电荷内部的方

程，不可以推广到自由空间。因此说麦克斯韦的公式合并化改造是错误的。其结论显然也是

错误的。总之，麦克斯韦对泊松方程求取时间导数
tt ∂

∂
•∇=

∂
∂ E

0ε
ρ

，并把它推向整个自由空间

是错误的，因为根据现代金属电子理论，泊松方程在体电荷内部(或导体内部)是成立的，但

在导体外部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源点处的
( )o
t

ρ∂
∂

不等于自由空间中的 0
( )r
t

ε ∂
∇•

∂
E

。即使有人

认为 0
( )r
t

ε ∂
∇•

∂
E

是空间的场，而认为
( )o
t

ρ∂
∂

是产生该场的源，但是运用
t
ρ∂

∇• = −
∂

J 立即得到

 ( )o∇ =J ( )r
t

ε ∂
∂

E
− ∇ 或

( )( ) ro
t

ε ∂= −
∂

EJ ，这与他自己的旋度方程矛盾。因此说，麦克斯韦把有

源内部的物理方程推广到自由空间是错误的，也是不成立的。 

3.2.5 电流空间化改造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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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他的电流空间化改造是否正确。 

先考察这样一个实验，设有两个电路 和 ，两平板的各自面积是： ， 以

及平板间距离 ，其差别是提供的电压源幅度不同，如图3-22所示。电容

a b aS S= 2bS S=

a bd d d= = 0a
SC
d

ε= ，

而电容 0
2

b
SC
d

ε=  ，传导电流的稳态相应是： 

0
d

2 cos
d

sa
a a

U Si C
t d

tε ω= = ω                             (3-32) 

0
d

2 cos
d

sb
b b

U Si C t
t d

ε ω= = ω

b

                            (3-33) 

可见，两电路的传导电流相等，如果按照麦克斯韦的电流连续定律，既然两个传导电流相等，

那么两个位移电流也相等，即 ai i=

Da Di i= b                                     (3-34) 

 

～

bC

aC

图 3-22  电流连续定律带来的不守恒问题 

0( ) 2 sinaV t V tω=  

～ 0( ) sinbV t V tω=  

 

 

 

 

 

 

 

 

 

这样一来，两个位移电流辐射的电磁场功率也相等(传导电流辐射的功率当然也相等)，即 

aP P辐射 b辐射＝                                   (3-35) 

再根据麦克斯韦关于空间电流连续定律所说的“传导电流继续向空间(两极板间的空间)流

动，球a中(电流板上)的电量既没增加也没减少(即没有电能储存)”， 据此，两电路消耗电

源的总功率应该相等的才是，但是。 

但是，我们可以检验，各自电源提供的功率并不相等(电流相等而电压源不等)，分别是

0 0( ) ( ) 4 sin cosa a
SP i t V t V t
d

tε ω ω ω= ⋅ =a源 和 0 0( ) ( ) 2 sin cosb bb
SP i t V t V t t
d

ε ω ω ω= ⋅ =源

源

。即 

a bP P>源 　                                  (3-36) 

    从(3-39)式与(3-40)不难看出，在麦克斯韦电流连续定律指导下得到“两个电路辐射的

电磁场功率相等”，然而“两个电压源提供的功率却不相等”，功率差跑到哪儿去了？ 

也许有的同志讲，电容极板上本应有电荷储存，电容 较大，储存了更大的电荷。不错！

问题的根节就在于此----既然“极板上有电荷储存了，电容 较大，储存了更大的电荷”，那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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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电流在空间就不连续了，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麦克斯韦的空间电流连续定律是错的。简单的

讲，如果 DI I= ，这相当于电容短路，与电荷积累了这个客观事实不符。 

总之，麦克斯韦把电路上的电流连续定律
t
ρ∂

∇• = −
∂

J 进行空间化改造，而认为“电流向

自由空间四面八方流逝”，电流在自由空间中也连续。这种“推向自由空间”不仅物理概念错，

而且计算也错，因为克稀霍夫定律只适合于导体内部，不适合导体外部的自由空间。一个明

显事实就是在电容电路中，如果 DI I= 相当于电容短路，则与电荷积累了这个客观事实不符，

事实上电瓶或电容都是储存了正负电荷这个实体却不是储存电位移，更不是电流流向四面八

方。 

归根到底，这一切错误都属于麦克斯韦当时的物理概念有错： 

第一、麦克斯韦不认识电的本质。对于法拉第的桶实验，根据现代金属电子理论， 外

层上的Q是静电感应的缘故，并非电流直接流到桶上。换言之，在图3-12中，自由空间的S面
上并没有Q的流动，只有电力线穿过自由空间，但电力线不是电流。由于历史客观原因，那时

没有发现电子，麦克斯韦对电的物理概念、电荷的本质、电流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事实上，

电荷是实体，电流是电荷的流动，在球 中不仅电量积累了，而且质量也增加了。例如：电

荷枪或离子发射器，将正电荷射入球 中，球 中的电量增加了、质量增加了，并非他所说的

“传导电流继续流向四面八方而形成位移电流”。事实上在麦克斯韦的图3-12的 面上，电流

并不连续。所以说，麦克斯韦的理论根基错了。这是当时科学水平低下造成的。 

a

a a

S

第二、麦克斯韦颠三倒四的混淆场与源的物理位置。 

    1)大家知道，用安培环路定律来计算载流体内部的磁场时，有 ( ) ( )in inr r∇× =H J ，这里的

表示载流体内部的某个半径。对于安培环路定律，可以计算出外部的磁场是inr

( ) ( )P inr r∇× ≠H J 。可是麦克斯韦为了改造安培环路定律而得到(3-3)～(3-6)式，把载流体内

部的 当作载流体外部的( ) ( )in inr r∇× =H J ( ) ( )P Pr r∇× =H J ，我们总不能说‘载流体电流密度分

布在整个自由空间吧’。显然，麦克斯韦混淆了场与源的位置关系。 

    2)让我们再看一看由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推导出来的波动方程 (引自文[4]p239)： 

在自由空间由于 0 0ρ= 、 ＝J ，所以麦克斯韦方程组中的(3-27)变成： 

t
ε ∂∇× =
∂
EH                                    (3-37) 

t
μ ∂

∇× = −
∂
HE                                   (3-38) 

再把(3-38)式在取旋度有 

2

t
μ ∂

∇×∇× = ∇∇ −∇ = − ∇×
∂

E E E H                      (3-39) 

把(3-37)式代入(3-39)式，并考虑到自由空间中 0ρ＝ ，由(3-26)式可知 0∇ =E ，就得到波动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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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0
t

με ∂∇ −
∂

EE =                                    (3-40) 

同理可得到 

2
2

2 0
t

με ∂∇ −
∂

HH =                                    (3-41) 

这就是麦克斯韦的波动方程(也称为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之来历。请注意：麦克斯韦为

了得到他的旋度方程组，他把体电荷密度 ρ 分布在整个自由空间；但是后来者为了得到他的

波动方程，却又说自由空间由于 0 0ρ= 、 ＝J 。换句话说，既然自由空间由于 0 0ρ= 、 ＝J ，那

么麦克斯韦的旋度方程组就推不出来，这是其一。其二，麦克斯韦为了得到他的旋度方程组，

在 (3-2) ～ (3-3) 式中他把载流体内部 (源点 )的 ( ) ( )in inr r∇× =H J 当作自由空间的

( ) ( )P Pr r∇× =H J 来运算；但是，后来者为了得到他的波动方程，却又恢复了自由空间的

。其三，麦克斯韦为了得到他的旋度方程组，在(3-10)～(3-11)式中他把体电荷内部

的

( ) 0Pr ＝J

0
in inr r

t t
ρ

ε
∂ ∂

= ∇
∂ ∂
（ ） （ ）E

当作了体电荷外部的 0
P Pr r

t t
ρ

ε
∂ ∂

= ∇
∂ ∂
（ ） （ ）E

来运算，从而得到(3-12)式的

“自由空间 P 点处的时变电场 ( )PrE 也产生了磁场 ( )PrH ；但是，后来者为了得到他的波动方

程，却又恢复体电荷外部的 0ρ＝ (自由空间)。 

反过来说，既然 0 0ρ= 、 ＝J ，那么在麦克斯韦的推导过程中的(3-3)式和(3-12)式都为零，

必然推不出麦克斯韦旋度方程组来。这就是说，电磁场理论前后矛盾重重。 

大概，空间被人为地扭曲，就是从麦克斯韦方程组开始的吧。 

第三、以太不存在导致麦克斯韦旋度方程失败。麦克斯韦把以太媒质与导体等效起来论

述电位移，并认为传导电流变成以太位移电流，从而传导电流向自由空间流逝，产生时变磁

场，而时变磁场又产生时变电场，于是波能量密度 ×E H 在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但是，大

量光速实验已经证明以太不存在，这就证明了麦克斯韦的旋度方程不成立。也许有的人士认

为：电波速度 0
0 0

1c
ε μ

= 则表明电波在 0 0( )ε μ， 媒质中振荡传播。但是，请注意，如果电波在

0 0( )ε μ， 中振荡传播，那么由于地球是运动的，必然使得传播速度将被媒质 0 0( )ε μ， 拖曳。即

在东边测量电波的速度不等于在西边测量的电波速度。然而雷达侦察机证明，电波的辐射速

度没有被媒质 0 0( )ε μ， 拖曳，特别是雷达波束跟随雷达天线的转动而转动，像一块刚性波束一

样，一点也没有拖曳现象。再见第八章。本书认为电波不是在媒质 0 0( )ε μ， 中传播，而是直接

辐射的。 
第四、历史造成麦克斯韦的物理概念错。对于法拉第的桶实验，参见图12～13，根据现

代金属电子理论， 外层上的Q是静电感应的缘故，并非电流直接流到桶上。换言之，在图3-13

中，自由空间的S面上并没有电荷流动，只有电力线穿过。由于历史客观原因，那时没有发现

电子，麦克斯韦对电的物理概念、电荷的本质、电流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事实上，电荷是

实体，电流是电荷的流动，在球 a 中不仅电量积累了，而且质量也增加了。例如：电荷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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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发射器，将正电荷射入球 a 中，球 中的电量增加了、质量也增加了，并非他所说的“传

导电流继续流向四面八方而形成位移电流”。事实上在麦克斯韦的图3-13的 面上，电流并不

连续，即电流连续定律是导体内部的定律，不可以推广到自由空间。所以说，麦克斯韦的理

论根基错了。这是当时科学水平低下造成的。 

a

S

麦克斯韦改造安培环路定律用了一个电容电路作为例证，参见图3-22。假如电流在自由

空间连续，即 DI I= ，这相当于电容被短路了，那么电容极板上就无电荷积累。显然这与客

观事实不符。大家都知道电瓶，电瓶充电是填充了真实的电荷，既不是“充满电位移”也不

是“电量向自由空间的四面八方流逝”。现代人可能怀疑麦克斯韦是否如此论述过，的确麦克

斯韦是如此论述的，因为：第一，如果他不这样论述，他就推不出旋度方程来；第二， 关

键还是当时人们不认识电的本质，更不认识电流的本质。所以麦克斯韦在物理概念上从一开

始到结束都是错误的。 

总之，在物理概念上，麦克斯韦认为“电性既不是点也不是面或体，而是分布在整个空

间的电位移，可见的介质和不可见的以太被电动力扭拉之后形成了电位移，电位移是位移电

流的先兆，电是分布在整个自由空间的物理量，流入金属球 中的电流并没有结束，而是继

续流向四面八方”。当我们审视他的推导过程时，也会发现，他一会儿把 点当作是源点，

一会儿是把 点当作场点，场源不分，不仅忽视了数学定理的使用条件，而且造成了非对

称空间。他为了得到旋度方程组而认为

a

(P r)

(P r)

ρ、J 分布在整个以太空间，但是为了得到波动方程却

又认为 0 0ρ= =、J 。现在，我们根据现代金属电子理论来审视，他的位移电流显然是错误的。

正如洛仑兹所指出的那样：麦克斯韦从不相信电荷实体，总是以他的电位移代替电荷体，人

们也很难理解他指的电荷是什么，也从不问及电磁场是怎么产生的，在他的理论中，似乎电

磁场来自无穷远处，一种不需要源的场。所以才促使麦克斯韦错误的诞生了两个旋度方程，

一种非对称方程和非对称空间。事实上，电荷体的运动才是一切电磁波的根源，场不会产生

出场来。 

3.2.6  感生磁场否定性实验 

    这个实验容易证明时变电场不产生磁场，见图 3-23。极板电容放置在真空管中，电容两

端通过导线连接时变电压源或时变电流源，绝大部分导线被屏蔽，其中 a 处留有小口以便测

量磁感应电流。测量方法是：感应线圈 L分别套入 a 处真空管上和 b 处导线上，我可以肯定的

说“ 处线圈 L 没有有感应电流、 处线圈 L 有感应电流”。这可通过 L 中是否有交流信号来

鉴证。因为导体上时变电流产生时变磁场向自由空间辐射，其速度是 ，时变磁场切割了静

止的 L 线。如果对 b 处的传导电流测着感应信号 ，对 a 处的位移电流也测着了感应信号 ，

且 ，那么这就直接证实了麦克斯韦的位移电流；考虑到介质玻璃存在分子电流，如果

，那么就从实验上直接否定了麦克斯韦旋度方程。 

a b

0c

aS bS

aS S= b

baS S

电容量
1210 12

0 8.8542 8.8542 10 0.01
0.01

s s
d d
ε − −× × ×

= = =C ，距离单位是米，面积单位是米
2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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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施加电压源 sin( )s mv v tω= ，则稳态相应是 

sin( ) ( )
1

s
m

v
i v t

c
cω ω

ω
= =  

＝
12

4 8.8542 10 0.0110000  sin( ) 2 3 10
0.01

tω π
−⎛ ⎞× ×

⋅ × ×⎜ ⎟
⎝ ⎠

10 sin( )( )tω−× ⋅ 安培＝1.65  2

其中 30f kHz= ， 。这是一个直接否定性实验方案，如图 3-23 所示。 10000mv = 伏

图 3-23 是实验原理图。不过，据技术市场调查可知，高斯计的测量技术水平是30 以

下，精度 高斯(1 高斯=80 安/米),所以要想用高斯计测量出图中磁场来，其电压源需增加

10 倍时，方可以鉴别。遗憾的是，它将耗资 400 万元¥，两次申报基金项目也未获基金资助，

我个人没有如此巨大经费支持。所以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物理学家去完成该实验。 

kHz
0.1

另一种测量方法是运用广义洛仑兹磁力，不直接测量磁场而是测量交变信号。该实验十

分重要，如果在 处的线圈a L 两端没有时变信号，而在 处的线圈b L 两端有时变信号(或者

a bs s ），将证明两点：第一，时变电场没有产生磁场；第二，b 处的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

横波，线圈L上的金属电子受广义洛仑兹磁力 0( )q= − ×F c B 的作用下形成了信号电流。我很想

做这个实验，但无实验经费。只好还是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物理学家去完成该实验。 

 
 

真空管 

高压交流电源 

屏蔽 

a  b

L  

图 3-23  感生磁场否定性实验 

∼

 

 

 

 

 

 

 

 

 

 

 

 

 

 

 
 

其实呀，既然高斯计可以测量时变电流产生的时变磁场强度，这正说明时变磁场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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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到自由空间的，同时也说明磁场的辐射不需要麦克斯韦的互生场做“桥梁”。 

值得一提的是，收发电波成功并不意味着麦克斯旋度理论(互生场理论)一定就正确。因

为时变电流本身就辐射时变磁场，时变电荷本身就辐射时变电场。这正如赫芝用电感电容振

荡电路所作的推理一样(见第四章)：时变磁场是电感中的时变电流产生的，时变电场是电容

中的时变电荷产生的；电感和电容张开之后就是偶极子天线⎯⎯对着自由空间辐射的天线。

而且其辐射场强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相应的接收到的场强与距离平方成反比，所接收的时变

场作用于接收天线上的金属电子而形成的信号强度与距离平方也成反比，只有这样，才与工

程事实践相符，而麦克斯韦理论违背距离平方反比率。 

 

 

3.3 旋度方程在求解过程中存在明显破绽 

 
通过前面各节的分析，我们对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在总体上有这样的看法：第一，对于他

的磁生电旋度方程，可认为他是对电磁感应的一种假设模型，对这种电磁感应的旋度模型只

能用电磁感应现象去否定它。第二，对于他的电生磁方程，可以看出他是东添加一项、西添

加一项，取了散度运算再去掉散度算符， 后得到了一个非对称方程组。可是后来者为了求

解他的非对称方程组，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即，在场量的求解过程中，人们运用了

格林定理、氦姆霍尔滋方程和洛仑兹条件以及电流连续定律。结果怎样呢？不仅是求解出来

的辐射场与客观事实不符，而且就整个求解过程却不能自圆其说。本节就来指出这个问题。 

3.3.1 旋度理论求解场量的完整过程
 

    1) 麦克斯韦的空间电流连续定律
[2，3，4]

.麦克斯韦写道：电性既不是点也不是面或体，而

是分布在整个空间的电位移，可见的介质和不可见的以太被电动力扭拉之后形成了电位移，

电位移是位移电流的先兆，法拉第的桶实验得知，所谓电，它是分布在整个自由空间的物理

量(参见麦克斯韦的历史图3-12， 3-13和3-14)，流入金属球a中的传导电流并没有结束，而是

继续流向四面八方流走，球a中的电量即没增加也没减少，因电量守恒而使得自由空间 面上

的电流连续，即两者在自由空间上满足克稀霍夫(KCL)定律和泊松方程： 
S

∂
+ =
∂

0
t
D

J                                （3-42） 

ρ∇ =D                                （3-43） 

式(3-42)是他的空间电流连续定律，式(3-43)是他把高斯定律推广到整个自由空间的结果。这

就是麦克斯韦把电路上的克稀霍夫定律和泊松方程推广到整个自由空间的著名结论。 
    2) 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

[4].氦姆霍尔滋写道：对麦克斯韦旋度方程 

t
∂

∇× = −
∂
BE                                 (3-44) 

的两边对场点 P 再求取旋度运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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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 = − ∇×
∂

E B                           (3-45) 

再用麦克斯韦的旋度方程 

t
μ μ ∂

∇× = +
∂
DB J                                 (3-46) 

代入后，得到 

J
t t

μ ∂ ∂⎛∇×∇× = − +⎜∂ ∂⎝ ⎠
⎞
⎟

DE                            （3-47） 

考虑到 2∇×∇× = ∇∇ −∇E E E  ，所以（3-47）成为 
2 2k jωμ∇ + = +∇∇E E J E                           （3-48） 

式中 2 2k μεω=  ， Jj J tω ∂= ∂ 。将空间电流连续定律(3-42)式代入上式(3-48)，得到下式 

2 2 1k j
j

ωμ
ωε

∇ + = − ∇∇E E J J                         (3-49) 

同样地，对 

t
∂

∇× = +
∂
DH J                                      (3-50) 

的两边对场点 求取旋度，有 P

(
t
∂

∇×∇× = ∇× + ∇×
∂

)H J D                           (3-51) 

再用方程
t

ε ε ∂∇× = −
∂
BE 代入后，得到 

(
t

ε ∂
∇×∇× = ∇× + ∇×

∂
)H J E

H

J

                     （3-52） 

考虑到 (因为 是无散场)，所以（3-52）成为 2 2∇×∇× = ∇∇ −∇ = −∇H H H H
2 2k∇ + = −∇×H H                              （3-53） 

这里式(3-49)和式(3-53)称为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重写于下 

2 2

2 2

1k j
j

k

ωμ
ωε

⎧∇ + = − ∇∇⎪
⎨
⎪ ∇ + = −∇×⎩

E E J

H H J

J
                       (3-54) 

由于电流密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形式出现在方程中，这给求解带来相当大的困难，所以电磁

场理论家借助于洛仑兹条件，使求解场的方程大为简化[4]p247～249。这样一来，非齐次氦姆霍尔

滋方程就成为一种过度方程。 
3）洛仑兹条件

[4].后来的电磁理论学家利用洛仑兹条件，把麦克斯韦旋度方程、氦姆霍尔

滋方程关联，构成一个理论体系。他们是如下论述的。 
回顾一下静态场情形，在引入了标量位和矢量位之后，其求解变得简单多了。在时变场

中，也可以通过同样的途径。因为 B 的散度恒为零，故可以取 = ∇×B A ，又因麦克斯韦的旋

度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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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ω∇× = −E B                                  （3-55） 

于是: 
( )j 0ω∇× + =E A                                  (3-56) 

上式括号中的矢量是无旋的，因而可以用一个标量函数的梯度代替它，即令 
jω φ+ = −∇E A                                    (3-57) 

或 
jω φ= − −∇E A                                    (3-58) 

考虑到麦克斯韦的另一旋度方程 
1

( )
j
j j

μ
ωε
ωε φ ω

∇× = ∇×∇×

= +
= −∇ − +

H A

E J
A J

                         （3-59） 

以及数学公式 ， 于是得到 2∇×∇× = ∇∇ −∇A A A
22 j kωμε φ μ∇∇ −∇ = − ∇ + +A A A J                        (3-60) 

将洛仑兹条件式 
j
j
ωμεφ
ωμε φ

∇ = −⎧
⎨∇∇ = − ∇⎩

A
A

                                    (3-61) 

代入(3-60)式，得到 
2 2k μ∇ + = −A A J                                   （3-62） 

进一步将式(3-58)中的 E 代入 ρ∇ =D 中，并应用洛仑兹条件，得到 ( jω∇ = ∇ −E A   

2 2) k ρφ φ φ ε−∇ = −∇ − = ， 即 

2 2k ρφ φ
ε

∇ + = −                                      （3-63） 

这是应用了洛仑兹条件之后，简化求解方程的结果，重写于下： 
2 2

2 2

k

k

μ
ρφ φ
ε

⎧∇ + = −
⎪
⎨
∇ + = −⎪⎩

A A J
                                   （3-64） 

这可称为位函数的非齐次波动方程、或称作位函数的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在给定的 J 和φ

情况下，求解此式便可得到 A和φ  ，然后代入式(3-58）和 = ∇×B A 中，就可得到电场 E 和

磁场 B 。在实际计算中可以不求 φ 的解，因为只要求出 A 的解，然后应用洛仑兹条件

jωμεφ∇ = −A ，即可得到φ的解。这取决于(空间)电流连续定律，给定了 J 也就给定了 ρ ，

洛仑兹条件正是反映了(空间)电流连续定律[1]。证明如下，对式（3-62）取散度，有 
2 2 (k )μ∇ ∇ +∇ = ∇ −A A J                               （3-65） 

2 2( ) k μ∇ ∇ + = − ∇A A J                                 （3-66） 

代入洛仑兹条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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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j k jωμε φ ωμεφ μ− ∇ + − = − ∇ J                           （3-67） 
2 2( )j kωε φ φ∇ + = ∇ J                                     （3-68） 

再代入式(3-63)，得到自由空间的电流连续定律： 
jωρ− = ∇ J                                             （3-69） 

这样一来，位函数的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3-64)、洛仑兹条件式(3-61)与空间电流连续定律

式(3-69)这三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一环扣一环，谁也离不开谁。连接纽扣的关键环节正是

麦克斯韦的两个旋度方程(3-50)和(3-55)两式。这是目前电磁场理论书籍所论述的[4]。 
    4) 场量计算.尽管方程(3-64)比方程(3-48)要简单得多，但要求解式(3-64)，必须应用格林

定理。至少说，目前尚无它法。格林定理是： 
2 2( ) (

s
ds d

τ
)ψ ξ ϕ ξ ψ ξ ξ ψ τ∇ − ∇ ⋅ = ∇ − ∇ ⋅∫ ∫∫∫                    (3-70） 

现在让我们来着手求解(3-64)式。假定在整个空间内体电荷密度 ρ 的分布状态是已知的，且在

无限远处 0ρ = 。欲求空间某一点 P 的φ = Pφ  ，可以从格林定理出发，在(3-70)中令ψ φ= ， 
jmre
r

ξ
−

= (注: 这里的ξ 是引入的任意辅助函数)，此处 为一任意常数， 是由m r P 点引出的距

离。代入格林定理后得到[4] 

2 2

jmr jmr

s

jmr jmr

e e ds
r r

e e d
r rτ

φ φ

φ φ 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1) 

为了求 P 点的 Pφ ，由于
jmre

r
−

在 P 点不连续，我们取封闭面 为以S P 点为圆心、 为半径的

小球面 加上在无限远处的表面

0r

oS S∞  .这时，在 与oS S∞ 间的体积就是(3-59)式右边体积分的范

围。之所以这样选取封闭面 ，是因为我们预见到在S S∞ 上的面积分为零，而在 面上oS φ的分

布是当 时变为0or → Pφ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解答。 

    在式(3-71)中， 以 

3 (
jmr

jmre r e jmr
r r

−
−⎛ ⎞

1)∇ = − +⎜ ⎟
⎝ ⎠

r

                                 (3-72) 

2 2
jmr jmre m
r r

− −⎛ ⎞
∇ = −⎜ ⎟

⎝ ⎠

e                                        (3-73) 

代入，可得: 

3 2 djmr

s

r jm re s
rr r

φ φ φ− ⎡ ⎤∇
+ +⎢ ⎥

⎣ ⎦
∫

r r

= 2 2[
jmre m
rτ

]dφ φ τ
−

+∇∫∫∫               (3-74) 

此式左边的面积分只需要在小球面 上进行。由于oS dS
uv
的指向是由球表面指向球心，而 r 是由

球心指向球表面， 因此 rd s rds= −
r r

，从而式(3-74)左边 可写成：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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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2

0 00

1 1 djmr

s s s

jmLeft e ds ds s
r r rr

φφ φ− ⎡ ⎤∂
= − + +⎢ ⎥∂⎣ ⎦

∫ ∫ ∫                 (3-75) 

如果我们以φ表示小球面上φ的平均值，即
0

2
0

1 d
4 S

s
r

φ φ
π

= ∫  。又令
0

2
0

1 d
4 s

s
r rr
φ φ

π
∂ ∂

=
∂ ∂∫  ，那么

式(3-75)就改写成： 

0

2 2 2
0 0 0
2

0 00

4 4 4jmr r jm r r
Left e

r rr
π φ π φ π

r
φ− ⎡ ⎤∂

= − + +⎢ ⎥
∂⎢ ⎥⎣ ⎦

                     (3-76) 

当 时，  ，且0or → 0 1jmre− → Pφ φ→  .所以 4 PLeft πφ→ −  ，于是(3-74)式改写成: 

2 24 (
jmr

P
e m

rτ
)dπφ φ

−

− = +∇∫∫∫ φ τ                          (3-77) 

现在求上式右边的体积分。将式(3-63)中的 2φ∇ 代入上式，则式(3-77)的右边 的体积分是: Right

2 2 d
jkreRight m k

rτ

ρφ φ τ
ε

− ⎛= − −⎜
⎝ ⎠∫∫∫ ⎞

⎟

2

                        (3-78) 

当 时， 则（3-78）式就成为 2m k=

d
jkreRight

rτ

ρ τ
ε

− ⎛ ⎞= −⎜ ⎟
⎝ ⎠∫∫∫                                  (3-79) 

于是，式(3-77)可写成: 

4
jkr

P
e

rτ

ρ dπφ
ε

− ⎛ ⎞− = −⎜ ⎟
⎝ ⎠∫∫∫ τ                                  (3-80) 

因 Pφ 就是场点的φ，由此可得 

1 d
4

jkr

P
e
rτ

ρφ φ τ
πε

−

= = ∫∫∫                                  (3-81) 

如果我们把 k
v
ω

= 代入，并重新时间因子 j te ω ，则得 

1 d
4

rj t
ve

r

ω

τ

ρφ τ
πε

⎛ ⎞−⎜ ⎟
⎝ ⎠

= ∫∫∫                                   (3-82) 

这就是方程（3-64）[ 即所谓的位函数波动方程、非齐次位函数氦姆霍尔滋方程 ] 之特解。 
对于矢量磁位 A，它可分解为三个标分量，因此其解具有相同的形式，即 

d
4

rj t
ve

r

ω

τ

μ τ
π

⎛ ⎞−⎜ ⎟
⎝ ⎠⋅

= ∫∫∫
JA                                  (3-83) 

例如偶极子天线，其辐射场的求解过程是，先求出 A，再计算出 B 和 E 。已知 

d d

d

z z
II l S l
S

τ

⋅ = ⋅

=

a

J

a                                        (3-84) 

式中 为电流元的截面积，S za 是单位矢量，于是矢量磁位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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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j t dl
v

z
I e

r

ω
μ

π

⎛ ⎞−⎜ ⎟
⎝ ⎠⋅

=A a                                         (3-85) 

略去 j te ω 并以 k
v
ω

= 代入，可得 

4
jkr

zIdle
r

μ
π

−=A .a                                        （3-86） 

矢量磁位 A只有 方向上的分量，可用z zA 表示。那么转化到球坐标系中就是 r zA A conθ= ， 

sinzA Aθ θ= ， 。于是 0Aϕ =

cos
4

sin
4

jkr
r

jkr

Idle
r

Idle
r θ

μ θ
π
μ θ
π

−

−

= ⋅

− ⋅

A e

e
                                （3-87） 

这里 和re θe 是球坐标中的单位矢量。再根据 = ∇×B A 和
t

ε ∂ = ∇×
∂
E H 便可求得球坐标系上的

时变磁场和时变电场： 

2 ( 1)sin
4

j tIdleH jkr
r

ω

ϕ θ
π

= +                                  (3-88) 

2
0

2
2

0

1( )cos
2

1( )
4

j t jkr

r

j t jkr

jIdleE jk
rr

jIdle jkE k
r r r

ω

ω

θ

θ
πε ω

sinθ
πε ω

−

−

⎧ −
= +⎪

⎪
⎨

−⎪ = − + +⎪⎩

                       (3-89) 

以上就是书中称“麦克斯韦的空间电流连续方程、氦姆霍尔滋方程（波动方程）、洛仑兹条

件、麦克斯韦旋度方程，他们紧紧耦合在一起”的结果，也是大家使用的电磁场理论体系[4]。 
    前面我们在第2.1节中已经指出了式（3-88）和式（3-89）存在破绽，下面主要是针对麦

克斯韦的空间电流连续方程、氦姆霍尔滋方程（位函数波动方程）和洛仑兹条件之间的关系，

指出它们的问题所在，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求解麦克斯韦空间电流连

续的旋度方程组，人们运用了格林定理、氦姆霍尔滋方程和洛仑兹条件，但是，可以验算这

一套计算过程却不能自圆其说，这就是空间电流连续和非对称的旋度理论造成的不能自圆其

说之结果。 

3.3.2  运用格林定理来求解旋度方程难以自圆其说 

伟大赫兹实验成功之后，氦姆霍尔滋崇拜麦克斯韦的预言，从而想方设法求解麦克斯韦

方程组，在旋度场的求解过程中，他做了很大努力，称得上“费尽心思”，让人们很难看出旋

度场的求解有什么破绽。 
现在，为了让人们看出旋度场求解中的破绽，不妨仿照上述求解方法。仿照如下： 

    尽管方程(3-64)比方程(3-48)要简单得多，但要求解式(3-64)，必须应用格林定理。至少说，

目前尚无它法。格林定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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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d (
s

s
τ

) dψ ξ ϕ ξ ψ ξ ξ ψ τ∇ − ∇ ⋅ = ∇ − ∇ ⋅∫ ∫∫∫                    (3-70)’ 

现在让我们来着手求解(3-64)式。假定在整个空间内体电荷密度 ρ 的分布状态是已知的，且在

无限远处 0ρ = 。欲求空间某一点 P 的φ = Pφ  ，可以从格林定理出发，在(3-70)’中令ψ φ= ， 
re

r
ξ

−

= (注: 这里的ξ 是引入的任意辅助函数)， 是由r P 点引出的距离。代入格林定理后得

到 

2 2

d

d

r r

s

r r

e e s
r r

e e
r rτ

φ φ

φ φ 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1)’ 

为了求 P 点的 Pφ ，由于
re
r

−
在 P 点不连续，我们取封闭面 为以S P 点为圆心、加上在无限远

处的表面  .这时，在 与S∞ oS S∞ 间的体积就是(3-71)’式右边体积分的范围.之所以这样选取封闭

面 ，是因为我们预见到在S S∞ 上的面积分为零，而在 面上oS φ的分布是当 时变为0or → Pφ ，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解答。 
    在式(3-71)’中， 以 

3 ( 1
r

re r e r
r r

−
−⎛ ⎞

)∇ = − +⎜ ⎟
⎝ ⎠

r

                           (3-72)’ 

2
r re e

r r

− −⎛ ⎞
∇ =⎜ ⎟

⎝ ⎠
                                 (3-73)’ 

代入，可得: 

3 2 dr

s

r re
rr r

φ φ φ− ⎡ ⎤∇
+ +⎢

⎣ ⎦
∫

r r

s⎥                                      

= 2[
re

rτ
]dφ φ τ

−

− +∇∫∫∫                                (3-74)’ 

此式左边的面积分只需要在小球面 上进行.由于oS dS
uv
的指向是由球表面指向球心，而 是由球

心指向球表面， 因此

r

rd s rds= −
r r

，从而式(3-74)，左边 可写成: Left

0

0 0 0
2

0 00

1 1 1dr

s s s
Left e ds s s

r r rr
φφ φ− ⎡ ⎤∂

= − + +⎢ ⎥∂⎣ ⎦
∫ ∫ ∫ d               (3-75)’ 

如果我们以φ表示小球面上φ的平均值，即
0

2
0

1 d
4 S

s
r

φ φ
π

= ∫  。又令
0

2
0

1 d
4 s

s
r rr
φ φ

π
∂ ∂

=
∂ ∂∫  ，那么

式(3-75)’就改写成： 

0

2 2 2
0 0 0
2

0 00

4 4 4r r r r
Left e

r rr
π φ π φ π

r
φ− ⎡ ⎤∂

= − + +⎢ ⎥
∂⎢ ⎥⎣ ⎦

                    (3-76)’ 

当 时，  ，且0or → 0 1re− → Pφ φ→  .所以 4 PLeft πφ→ −  ，于是(3-74)’式改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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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r

P
e
rτ

)dπφ φ
−

− = − +∇∫∫∫ φ τ                              (3-77)’ 

现在求上式右边的体积分。将式(3-63)中的 2φ∇ 代入上式，那么式(3-73)’或即(3-77)’的右边的

体积分就是： 

2( )
reRight k

rτ

ρ dφ φ
ε

− ⎛= − + − −⎜
⎝ ⎠∫∫∫ τ⎞⎟                         (3-78)’ 

由于这里没有任意参数 ，则(3-78)’式仍然是 m
2( )

reRight k
rτ

ρ dφ φ
ε

− ⎛= − + − −⎜
⎝ ⎠∫∫∫ τ⎞⎟                            (3-79)’ 

则式(3-77)’可写成: 

24 (
r

P
e k
rτ

ρ ) dπφ φ φ
ε

− ⎛− = − + − −⎜
⎝ ⎠∫∫∫ τ⎞⎟                           (3-80)’ 

因 Pφ 就是场点的φ，由此可得 

21 (1 ) d
4

jkr

P
ek
rτ

ρφ φ ε φ
πε

−⎛ ⎞
= = + +⎜

⎝ ⎠
∫∫∫ τ⎟                       (3-81)’ 

如果我们把 k
v
ω

= 代入，并重新时间因子 j te ω ，则得 

2

2

1 1d 1
4 4

rj t
ve

r v

ω

τ τ

ρ dωφ τ
πε π

⎛ ⎞−⎜ ⎟
⎝ ⎠ ⎛ ⎞

= + ⎜ ⎟
⎝ ⎠

∫∫∫ ∫∫∫ φ τ+                       (3-82)’ 

这就是方程（3-64）[ 即所谓的位函数波动方程、非齐次位函数氦姆霍尔滋方程 ] 之特解。对

于矢量磁位 A，它可分解为三个标分量，因此其解具有相同的形式，即 

2

2

1d 1
4 4

rj t
ve

r v

ω

τ τ

μ dωτ τ
π π

⎛ ⎞−⎜ ⎟
⎝ ⎠ ⎛ ⎞

= + +⎜ ⎟
⎝ ⎠

∫∫∫ ∫∫∫
JA A                       (3-83)’ 

显而易见，方程(3-83)’不同于方程(3-83)，问题何在？我们仔细分析如下： 

    1）电磁场理论[4]在场量求解过程中，使用了辅助函数
jmre
r

ξ
−

= 且 2m k 2= 这一拼凑手法，

从而使得式(3-78)中的正负两项抵消，这属于拼凑手法，没有推理逻辑和物理概念。作为一种

理论，或一种运用格林定理的求解过程，所引入的辅助函数应当具有任意性，即任设一辅助

函数均应有同样的解，才经得起推敲。否则，这个理论或过程只是一种拼凑手法。 

    也许有人反问我，“为什么要引入辅助函数
re

r
ξ

−

= 呢”，但反过来我倒要想反驳反问：为

什么电磁场理论要引入刚好凑巧的
jmre
r

ξ
−

= 且 2m k 2= 呢？ 

    也许有的同志认为，
jmre
r

ξ
−

= 就是位函数。但是，别忘了位函数是φ，却不是ξ  。 

    总的来讲：场量的求解过程是存在缺陷的，尽管东拼西凑却不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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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一步讲，即使拼凑出了位函数φ之解，但也是不严格的。因为格林定理的使用条件，

要求被积函数连续可导，然而所引入的辅助函数
jmre
r

ξ
−

= 和 2m k 2= 并不满足格林定理的条件。

尽管对式（3-62）的计算使用了积分中值定理，但被积函数是三阶奇异点，而 只有两阶零

点。因此所设的辅助函数

ds
jmre
r

ξ
−

= 和 ，不满足格林定理的应用条件。 2m k= 2

3.3.3  利用洛仑兹条件却不能自圆其说 

    在当今旋度磁场理论中，利用洛仑兹条件来满足它的虚伪。然而事实上洛仑兹条件却又

未得到满足。我们仍然以电流元辐射场为例，既然，“给定了 J ，也就给定了 ρ ， J 和 ρ 以

电流连续方程耦合在一起，并以 jωρ∇ = −J 表现出来[4]。那么，由此求出的φ 能否满足洛仑

兹条件呢？推导如下(注意:散度是对场点进行的，积分是对源点进行的)： 
对式(3-83)求散度，得 

d
4

j t jkre e
r

ω

τ

μ τ
π

−

∇ = ∇ ∫∫∫A                                    (3-90) 

由于积分是对源点进行的， 而散度(∇ )是对场点进行的， 所以散度算符∇ 可移入积分内部

(参见文[4]p99)， 并注意 (0)=J J 只分布在原点，对场点求散度时有 ( )P∇ J =0，从而 

2

2

d
4

( ) d
4

( 1)0 (
4

( 1)cos d
4

j t jkr

j t jkr jkr

j t jkr jkr

j t jkr

e e
r

e e e
r r

e e jkr e r
r r

e jkr e
r

ω

τ

ω

τ

ω

τ

ω

τ

μ τ
π

μ

) d

τ
π

μ τ
π

μ θ τ
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J J

J

J

                     (3-91) 

                     
注意到 J 只分布在源点，参见式(3-86)，积分是对源点(原点)进行的，则式(3-91)就成为 

2 ( 1)cos
4

j t jkrIdle e jkr
r

ωμ θ
π

−⋅
∇ = − +A                       （3-92） 

比较洛仑兹条件的(3-61)式，显而易见，洛仑兹条件并没有得到满足。 
    为了检验式(3-92)在计算上的无误，可直接对式(3-87)求取散度值，也将得到同样的 (3-92)
式，即，洛仑兹条件并未满足。当今基于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声称紧扣洛仑兹条件，却未

满足洛仑兹条件，难道没有严重问题吗？！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 

3.3.4  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存在明显破绽 

    麦克斯韦方程
t

∂
∇× = −

∂
BE  的本意是：空间 P 点的时变磁场在该 P 点产生电场；而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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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韦旋度方程
t

∂
∇× = +

∂
DH J 的本意是：源点 ( 处的传导电流与场点 处的位移电流均在空

间

)o ( )r

P 处产生磁场。为了看出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的破绽，我们仿照他的推导方法，并用 ( )

表示自由空间某点

r

P 、用 表示源点。模仿如下： ( )o

    对麦克斯韦旋度方程 
( )( ) rr
t

∂
∇× = −

∂
BE                                  (3-44)’ 

的两边对场点 P 求取旋度， 得到 

( ) [ ( )]r
t
∂

∇×∇× = − ∇×
∂

E rB                            (3-45)’ 

这里的运算是对场点进行的。再用麦克斯韦的旋度方程 
( )( ) (0) rr
t

μ μ ∂
∇× = +

∂
DB J                                  (3-46)’ 

代入后，得到 

( )( ) (0) rr
t t

μ ∂ ∂⎛∇×∇× = − +⎜∂ ∂⎝ ⎠

DE J ⎞
⎟

rE

                             (3-47)’ 

用符号 代替  ，所以式(3-47)’ 成为 2 ( )r∇ E ( ) ( )r∇∇ −∇×∇×E
2 2 ( ) (0) ( )k r j rωμ∇ + = +∇∇E E J E                            (3-48)’ 

式中 2 2k μεω=  ， (0)(0)j tω ∂= ∂
JJ  。将空间电流连续定律 (3-42)以及(3-43)两式代入上式

(3-48)’中，得到下式 

2 2 1( ) ( ) (0) (0)r k r j
j

ωμ
ωε

∇ + = − ∇∇E E J J                        (3-49)’ 

注意到 (0)J 只分布在源点 ( 处， 而 是对场点)o ∇ P 处进行的，因此 (0) 0∇ =J (因为散度是对

场点 P 进行的)于是式(3-49)’ 应该是 
2 2( ) ( ) (0)r k r jωμ∇ + =E E J                                  (3-49)” 

千万注意，不要混淆场点与源点。 
    同样地， 对麦克斯韦旋度方程 

( )( ) (0) rr
t

∂
∇× = +

∂
DH J                                         (3-50)’ 

的两边对场点 P 求取旋度，有 

( ) (0) [ ( )]r
t
∂

∇×∇× = ∇× + ∇×
∂

H J D r                              (3-51)’ 

再用麦克斯韦的旋度方程
( )( ) rr
t

ε ε ∂∇× = −
∂
BE 代入后，得到 

( ) (0) [ ( )]r
t

ε ∂
∇×∇× = ∇× + ∇×

∂
H J E r                             (3-52)’ 

注意到 (0)J 只分布在源点， 而算符“∇× ”是对场点 P 处进行的微分运算，故 ，于(0)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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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式就该是: 

( ) [ ( )]r
t

ε ∂
∇×∇× = ∇×

∂
H rE

r

                                   (3-52)” 

考虑到 ，这里因为 是无散场，故 ，所

以(3-52)”成为 

2 2( ) ( ) ( ) ( )r r r∇×∇× = ∇∇ −∇ = −∇H H H H H ( ) 0r∇ =H

2 2( ) ( ) 0r k r∇ +H H =                            (3-53)’ 

这里式(3-49)”和式(3-53)’称为本章的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省写标记 之后，重写于下: r
2 2

2 2 0
k j

k
ωμ⎧∇ + =

⎨
∇ + =⎩

E E
H H

J                              (3-53)’’ 

反复斟酌此式的推导过程，没有推导错误。那么，为什么此式(3-53)’’与方程(3-53)不同呢？究

其原因在于氦姆霍尔滋在推导的数学运算过程中与麦克斯韦一样，在数学运算中没有注意到

算苻是对场点进行的，从而使得算符 和 出现错乱，混淆了场点与源点这两个不同的概

念。因此我们说，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是不成立的，或者说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出现了

矛盾问题。 

∇ ∇×

3.3.5 电流连续定律也未得到满足 

    人们为了得到(3-88)和(3-89)式的辐射场，首先运用了电流连续定律。反过来我们要问，

这样求解的场量与 初的假设电流连续是否吻合呢？请参见(3-89)式和(3-42)式。显然，对(3-89)

式求时间导数之后，不满足(3-42)式，即 0+
t

ε ∂ ≠
∂
EJ ，因此说麦克斯韦的空间电流连续定律也

未得到满足。 
    归纳起来讲，旋度理论在场量求解中存在严重破绽：1）运用洛仑兹条件却不满足洛仑兹

条件，2）提出空间电流连续定律却不满足电流连续，3）非齐次氦姆霍尔滋方程难以自圆其

说，4）违背格林定理而求解的旋度场存在破绽。 
总之，人们为了求解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方程组，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即，在场

量的求解过程中，人们运用了格林定理、氦姆霍尔滋方程和洛仑兹条件以及电流连续定律，

但是，我们可以验算这一整套常量计算过程却不能自圆其说，这就是非对称的旋度理论造成

不能自圆其说之必然结果。 
 
 

3.4  对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的总结 

 
早在 1832 年法拉第发现磁铁与导体之间的感应，并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

。法拉第在静电测量方面和电镀领域作出了显著贡献。 dU

1834 年楞茨却认为是在导体中产生了感生电流 I 。由于感生电动势与感生电流体现在欧

姆定律 sdU Idlσ = − 方程的两端，哪一个是因? 哪是一个果？这正如当时哲学界所争论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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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鸡的因果关系一样，谁也说不清楚。 
1840 年法拉第做了静电感应实验，麻绳系着一电量为Q 的带电体，并放入金属桶内，结

果发现，金属桶外壁的电量也为 ，然后，他用多个较大的金属桶套在外层，测量结果是：

外层桶的带电量仍为 ，这是著名的桶实验。这在当时，似乎认为电是分布在整个空间的。 

Q

Q

1856 年麦克斯韦在《论法拉第力线》一文中指出：当磁铁运动时，自由空间的磁状态发生改

变，在自由空间产生了电动力 E （后来称 E 为电场），沿 E 的环线积分便是感生电动势

l

d ＝E l ε∫ ；对 E 求取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便是感生电流(密度) σ=J E 。因此，他认为感应

中的本质是在以太空间产生了 E ，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只是电动力 E 的表现形式。这样似

乎平息了楞慈定律与法拉第定律之间“原因”与“结果”的哲学争议。 
当伟大赫兹实验成功之后，当时科学界忙于无线电技术开发，在缺乏电波模型的情况下，

无人深究麦克斯韦电波模型的正确与否，这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保留至今。但现在涉

及到三大纠纷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研究它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当爱因斯坦依据麦克斯韦

旋度场理论，把麦克斯韦的非对称空间推向极端时，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本章深究麦克斯韦两个旋度方程的来龙去脉，他为了平息楞茨与法拉第之间的因果关系

之争，认为自由空间产生了感生电场并取旋度来计算，即，
t

∂
∇× = −

∂
BE ；然后把法拉第的静

电“桶实验”推广到整个自由空间而认为以太在电动力的扭拉下形成位移电流，位移电流向

自由空间的四面八方流逝，从而位移电流产生了磁场。他在电生磁方程的推导过程是，首先

是运用斯托克斯公式，把安培环路定律进行旋度化改造而得到∇× =H J ；然后又运用格林定

理，再把安培环路定律进行曲面化改造而得到 D∇× =H J ； 后运用泊松方程来合并上述两个

公式而得到∇× =H D+J J ，其推导过程的桥梁就是电流在自由空间中连续。 

我们不难看出，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是一半数学问题，一半物理问题。麦克斯韦使用数

学公式，却不关注公式的使用条件，使用物理方程，却不关注物理概念，只管把方程代进去

实施旋度运算。也如洛仑兹所指出的那样：“赫兹铲除麦克斯韦方程中的势是正确的，但

是……麦克斯韦从不相信电荷实体，总是以他的电位移代替电荷体，人们也很难理解他指的

电荷是什么，他也从不问及电磁场是怎么产生的，在他的理论中，似乎电磁场来自无穷远处，

一种不需要源的场；……电荷的运动才是产生一切电磁场的根源”。麦克斯韦的想象力很丰富，

他认为电既不是点也不是面或体，而是以太在电动力扭拉下形成的电位移，于是传导电流等

于位移电流向以太空间传播，从而他第一个预言到电磁波的存在，促使了赫兹实验早日进行。

但他给出来的物理概念和数学模型错了，这在当时科学的历史局限下，在没有诞生金属电子

理论的认知环境下和以太风流行的环境下，麦克斯韦先辈的错误是难免的。而且，如果没有

麦克斯韦先辈对电波的预言及波速的限制，我们这个世界文明将推迟几十年，因此说，麦克

斯韦先辈为人类进步而贡献的功劳是首位的，他的理论错误是科学历史局限性和科学研究曲

折性的必然。 
总之，麦克斯韦两个旋度方程在自由空间是不成立的，不仅物理概念错而且数学计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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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考虑到他所运用的所有方程都是导体内部的方程，

因此麦克斯韦旋度方程组只适合于导体内部电磁场的计算模型，即它给出了导体内部的电信

号传输模型，由此推导出来的传播速度 实际上就是导体内部电信号相对于源的传输速度。

但是，在物理本质不是场产生场，在导体外部的自由空间里，他的旋度方程组是不成立的，

是彻底错误的。 

0c

本章还介绍了感生电场的否定性实验方法和感生磁场的否定性实验方法。 
在这里，我很想而且必须补充一句：如果没有麦克斯韦的错误推导，当今世界文明将推

迟若干年，这是人类的“因错得福”。他毕竟是第一个预言电磁波存在性的物理学家，而且证

明了导体内部信号传输速度 ，其错误是难免的，因为科学道路是曲折的；当时人们不认识

电的本质，更不认识电荷，直到麦克斯韦去世18年后汤姆孙才发现电子。也就是说伟大麦克

斯韦的错误是历史的必然。而伟大赫兹实验是人类的“因福得福”，因为赫兹主要包括洛仑兹

等许多物理学家并不赞同麦克斯韦的位移电流及其把导体内部物理方程推广到自由空间的观

点。 

0c

    仔细研究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的来龙去脉，将会发现麦克斯韦的奇迹，那就是，它揭示

了导体内部电信号的的传播机理。遥远的有线电话线，信号是如何传播的？导体内电信号的

传播速度为什么等于常数 ？可以说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揭示了导体内电信号

的传播机理和传播速度问题。 

8 1
0 ( 3 10 )c m −= × s

    因此，可以这样总结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麦克斯韦方程组只适合于导体内部，揭示了

导体内部的电磁场变化规律，即揭示了导体内部的电信号传播机理，但在导体外部的自由空

间，他的旋度方程组是错的。 
全面深入而仔细的研究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的来龙去脉，将会发现，他用到的所有方程

都是来自导体内部或有源内部的方程，既然如此，那么由此推导出来的传播速度 实际上就

是导体内部电信号相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由于良导体内的

0c

μ ε、 与真空中的 0 0μ ε、 相同，

所以 8 1
0

0 0

1 3 10c m
ε μ

s−= = × ⋅ 。 

当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被否定之后，广大读者将将思考电波从何而来的问题？关于这个

问题，我们在第二章全面论述了天线辐射的电波、天线接收的电波、电波的传输及雷达波束

的形成都不是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所为，而是独立矢量场的几何光学法、斯耐尔定理、惠更

斯原理、菲涅耳原理、洛仑兹磁力、契比雪夫多项式等实现原理；在第四章从伟大赫兹实验

逻辑中得益，从 振荡电路开始，逐步展开成半波振子天线，半波振子天线上的电流振荡，

形成了时变电流和时变电荷，其电场波是振子上时变电荷产生的，其磁场波是振子上时变电

流产生，电场与磁场发生交换是通过半波振子上电流的流动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时变电

场和磁场是金属电子的时变运动产生的，场不能产生场。磁控管辐射的电场波和磁场波则更

是电子运动所为，在洛仑兹电力和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有

LC

d
d

x
z x y

v
m eE ev

t
= − B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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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s )z
x

y

E
v

B
tω= − ；第五章论证了电波本性非能量属性，而是虚功率，也即，否定了麦克斯韦

的波能流 ×E H 传播，并论述了电波作为波动性，辐射矢量场守恒，而光波作为粒子性，仍

按普朗克量子计算。也就是说，本书全面否定了自由空间中的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 
总的来讲，他使用数学公式，却不关注公式的使用条件，使用物理方程，却不关注物理

概念，只管把方程代进去实施旋度运算。也如洛仑兹所指出的那样：麦克斯韦从不相信电荷

实体，总是以他的电位移代替电荷体，人们也很难理解他指的电荷是什么，他也从不问及电

磁场是怎么产生的，在他的理论中，似乎电磁场来自无穷远处，一种不需要源的场，（事实上）

电荷的运动才是产生一切电磁场的根源。场不会产生场。他第一个预言到电磁波存在性，为

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类比出来的电磁波之物理概念和数学模型错了，这在当时物理学

研究的历史局限下，在没有发现电子和以太风盛行的环境下，错误是难免的。 
本章对麦克斯韦旋度方程指出 8 大致命问题，那是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因为麦克斯韦

的两个非对称旋度方程组是彻底错误的。仔细想来，麦克斯韦是一半数学问题，一半物理问

题。他使用数学公式，却不关注公式的使用条件，使用物理方程，却不关注物理概念，只管

把方程代进去实施旋度运算。也如洛仑兹所指出的那样：“麦克斯韦从不相信电荷实体，总是

以他的电位移代替电荷体，人们也很难理解他指的电荷是什么，他也从不问及电磁场是怎么

产生的，在他的理论中，似乎电磁场来自无穷远处，一种不需要源的场，(事实上)电荷的运

动才是产生一切电磁场的根源”。场不会产生场。麦克斯韦的想象力很丰富，从流体运动类比

到分子运动、从机械波类比到电磁波。他第一个预言到电磁波存在性，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

献，但他类比出来的电磁波之物理概念和数学模型错了，这在当时物理学研究的历史局限下，

在没有发现电子和以太风盛行的环境下，麦克斯韦的错误是难免的。 
我必须强调，如果没有麦克斯韦先辈的预言和波速的计算，我们这个世界文明将推迟几

十年，因此说，麦克斯韦先辈为人类进步而贡献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的理论错误是第二位

的，这是人类的因错得福。 

这里，或许有的人士因 0
0 0

1c
ε μ

= 而把 0(ε ， 0 )μ 定义为互生电磁场的传播媒质(以太)。但

是，提醒注意的是 0 0( )ε μ， 不是物质也不是媒质，它与引力常数、普朗克常数一样，仅仅是常

数。宇宙大爆炸时，引力场也是变化的，时变引力场的传递速度可能还是极限速度 ，但0c

0 0( )ε μ， 却不是传递引力场的媒质，时变引力场也不是孪生电磁场。因此说，不可以把 0(ε ， 0 )μ

定义为以太。 

    麦克斯韦理论是我吃饭的工具，也是我端铁饭碗的平台，是我的学术老祖宗，理应遵循。

但是他的理论带来非对称空间，给爱因斯坦的极端错误提供了论据，所以我不得不深思，关

键问题是他的理论确实错了，我不得不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真理。 
本章结论是：在自由空间里，麦克斯韦的互生场理论—-磁生电与电生磁的两个旋度方程，

无论是物理概念上或是数学计算上都错了。他的互生场理论体系是彻头彻尾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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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克斯韦关 推

理逻辑就

样“电子

本章

场是独立辐射的，三角函数时变电场是独立辐射的，正余弦函数时变电场也是独立辐射的。

然后从线性时

弦函数时 逻辑中

路开始，逐步展开成半波振子天线，半波振子天线上的电流振荡，形成了时变电流和时变电

荷，其电场波

交换是通 半波 流的

电子的时

本章还论

磁场，接

第四章 
 

电场波与磁场波之独立辐射 

的看法是，伟大的赫兹实验是对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的证明，其实不然，因该说麦

于电磁波存在性的预言促使了伟大赫兹实验早日进行。仔细研究伟大赫兹实验的

会发现，它恰恰是电场波与磁场波的独立辐射之实验证明，这正如洛仑兹所讲的那

的运动是一切电磁场的根源”，也就是说，场不能产生场。 

先是从球面对称分布电场出发，并借助于平板电容的时变电场，论证了线性时变电

变电流辐射线性时变磁场入手，论证了三角函数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正余

变磁场也是独立辐射的。更重要的是，从伟大赫兹实验 得益，从 LC 振荡电

是振子上时变电荷产生的，其磁场波是振子上时变电流产生，电场与磁场发生

过 振子上时变电 流动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是金属

变运动产生的。 

述了在通信雷达的工程实践中，接收天线既接收到了时变电场也接收到了时变

收天线在洛仑兹电力 ( )q tE 和广义洛仑兹磁力 0( )e − ×c B 的作用下形成信号电流，其

信号强度反比于距离平方。 

此外本章还论证了自由空间中的波速等于半波振子上电信号的传输速度，由于良导体内

的 μ ε、 与真空中的 0 0μ ε、 相同，所 内电信号传输速

度，即电波的辐射速度等于导体内的电信号传输速度 。 

本章

波是各自

 

 

4.1 时变电场的独立辐射 

 

    本章从麦克斯韦叙述的球面对称分布电场出发，并借助于极板电容的时变电场，论证了

线性时变电场是独立辐射的，三角函数时变电场是独立辐射的，正余弦函数时变电场也是独

立辐射的。 

以电波的辐射速度等于麦克斯韦在导体

0c

结论是：时变电场是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时变电流产生的，电场波和磁场

独立辐射的，辐射场强与距离平方成反比、接收机的信号强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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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线性电场的产生与辐射 

大家知道，牛顿万有引力公式的距离平方反比律在电学中也得到了证实，这就是库仑扭

秤。两个电荷之间的作用力 1 2
2

04
Q Q

F
rπε

= ，由于此力的作用是通过电场力来完成的，因此电场

的定义是 

2
04

QE
rπε

=                                       (4-1) 

这是静电荷辐射静电场的“万有公式”。 

 

 

 

 

 

 

 

 

 

 

 

 

 

 

 

 

 

 

    那么 ，情况如何呢？ 

我们仍然借用麦克斯韦的论述图4-1来论述电场的独立辐射，见图4-1。导管(电荷传输

管)是屏蔽的，对外不辐射任何场，电荷枪等速率地向金属球a

恒定的直流，则球a中的正电荷

图 4-1  球面对称分布电力线 

a 
S

I  

P

+ 

+ 

+ 

+ 

+ 

+ 

电荷枪  

，辐射时变电场

中发送正电荷，或即电流I是

( )Q t k t= ⋅ ，这里 是常数，也即在球a中存在球面分布的线性

时变电荷 意 斯 和

为球a中的电荷积累了，而且电力线向自由空间辐射。那么在其电力线分布满足球面对称

时，有近似解 

k
。注 ，虽然我们引用了麦克 韦的理想实验图，但观点 结论是不同的。我们认

0 0
2 2

0 0

( ) ( )
( , )

4 4r r

r rQ t k t
c c

r t
r rπε πε

− ⋅ −
= =E e e                            (4-2) 

式中 是电场线的辐射速度，0c
0

r
c

的距离为 r是电场辐射到自由空间 P (球心到点 P )点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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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这里需要注意：我们说辐射了矢量场，并不是辐射标量位。标量位是人为定义的，标量

位不是物理本 75年库仑（C

荷之间的作用力与电量成正比，与距离平方成反比”，即

质。18 oulomb）用实验方法确定了电荷间相互作用的定律，两电

1 2
2

04 rπε

。 

Q Q
F = ，这与牛顿万有引力公

式相同。这里的物理本质是力，于是当时对电的研究称为电动力学。而人为定义的标量位是

无法辐射的

我们说，时变电场可以独立辐射，主要依据两点： 

1)因为 2
0

( )
4

E t k
t r

∂
= 是定常的，它与时间无关，退一万步讲，即使您 麦克斯韦的

程

πε∂
使用

磁动势方
t

∂
∇× = +

∂
DB J ，但所产生的磁场 B 也只是定常的 0B (与时间无关),不能产生新的

( )tE 仅仅是时变电荷产生的，没有交替产生的过程。这种情况，或者说图中的'E

( )tE 独自辐射到自由空间。 下，

2) 退一万步 产生了磁场E(t) (t)B讲，即使认为时变的正余弦电场 ，但每一条“位移电

流线”产 圈(逆时 是球

分布的，“位移电流”垂直 且 力

消后为零。这种情况下，正余弦电场 仍然是独自辐射到自由空间的。 

    此外 出，时变电场

生的磁场环线相当于在球面上画圆 针方向)，又由于该时变电场 面对称

于球面 对称，那么相邻磁 环线大下相等而方向相反，相互抵

，从图4-1可看

E(t)

( )tE 是纵向辐射的，也就是说它是纵向辐射的。 

4.1.2 三角函数电场的产生与辐射 

    在图4-1中，金属球中的电荷 是线性时变的，空间某一点 处的电场强度是1( )Q t k t= ⋅ P(r)

0
1 2

0

( )
( , )

4
k t r c

E r t
rπε

−
= ，式中

0

r
c

是电场辐射到点 处的时延。这是线性增加的时变电场，如

图4-2所示。 

 

 

 

 

 

 

 

 

 

 

 

P(r)

图 4-4  带有初值的时变电场

3 ( )tE

t

图 4-2 线性增加的电场 

1E ( )t  

t
0/ c  

图 4-3  线性减少的电场 

2 ( )tE

t  
0/r c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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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如果在图 (假定初值为零)，那

，即有空间某一点 处的电场强度是

4-1中电荷枪匀速地射入负电荷于球中 么

2 ( )Q t k t= − ⋅ P(r) 0
1 2

04 rπε
( )

( , )
k t r c

E r t
−

= − ，式中
0c
r
是电场辐射

到点

    同样 中电荷初值不

P(r)处的时延。这是线性减少的电场，如图4-3所示。 

道理，如果电荷枪匀速地射入负电荷于球中(并假定球 为零)，那么

− 00 cQ ⎝ ⎠− ，式中3 2 2
0 0

( , )
4 4

rk t
E r t

r rπε πε

⎛ ⎞
−⎜ ⎟

=3 0( )Q t Q=  度是k t⋅ ，即有空间某一点 P(r)处的电场强
0

r

射到点 P(r) 的时延。这是线性减少的电场，如图4-4所示。 

所述，无论是线性增加的时变电场，或是线性减少的时变电场，均可以独立地辐射

间。之所以这么认定，主要 据两点：1)因为

c

是电场辐 处

    综上

到自由空 依 2
0

( )
4

E t k
t rπε

∂
=

∂
是定常的，它与时间

使您使用麦克斯韦的磁动势方程无关，即
t

∂
∇× = +

∂
DB J (退一万步讲)，但所产生的磁场 B ,

也是定常的 0B ，或者说图中的 ( )tE(与时间无关),不能产生新的 'E 仅仅是时变电荷产

生的，没有交替产生的过程。这种情况下， ( )tE 独自辐射到自由空间。2)

万步讲，即使认为时变电场

 再退十

( )tE 产生了磁场 B ，每一条“位移电流”产生的磁场线相当

球面上画 ”

面且对称，那么相临磁力线大下相等而方向相反，相互抵消后为零。这种情况下，时变电场

于在

圆圈(逆时针方向)，但由于该时变电场是球面对称分布的，“位移电流 垂直于球

( )tE 仍然是独自辐射到自由空间的。 

    现在，我们把上述两种情况合并起来考虑，即当正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时刻 )，电

荷枪匀速射入负电荷，那么 成为三角函数，如图4-5所示。相应地，在自由空间 处

的电场强度也是分段线性的，如图4-6所示。图中

0t

( )Q t P(r)

0

r
c

表示电场波传播到 处的时延。 

 

 

 

 

 

 

 

    既然三角函数的 所产生的电场是三角函数的

P(r)

( )Q t ( )tE ，那么把三角函数平滑之后，就是

正余弦函数了。 

同样的，如果电荷枪射入球中的电荷量是一个正余弦函数 ( ) sinmQ t Q tω= 形式，那么空

图 4-5  时变电荷 

0t

Q  

t  

(t)E

图 4-6  时变电场 

0 0/t r c+
t  

0/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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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处的电场强度相应地也是正余弦函数了，如图4-7(b)图所示。这里的( )P r
0

r
c

是电场辐射

到 处的时延。这是正余弦电荷流产生的正余弦电场： ( )P r

0
2

0

sin( )
( , )

4m r

rt c
r t Q

r

ωω

πε

−
=E e                           (4-3) 

 

 

 

 

 

 

 

 

 

 

    这里我们对(4-3)式求取散度和旋度运算，就得到 ( , ) 0r t∇ ≠E 且 ( , ) 0r t∇× =E ，这表明

辐射的时变电场是发散场和无旋场。(4-3)式表明辐射场强与距离平方成反比。 

4.1.3 正余弦时变电场的产生 

    设平板电容跨接正余弦电压源 sins mU U tω=

了计算方便)，那么极板上的电荷是

，如图4-8所示，在忽略传导线压降和滞后

相位的情况下(仅仅是为 Q CV= (这里 是电容量)，即 C

0( ) sinm
SQ t U t
d

ε ω= ⋅                                 (4-4) 

式中 是真空电介常数， 和 是平板电容的面积和距离。在忽略边沿影响的情况下，两极

板间的电场是

0ε S d

0

E σ
ε

= (σ 是面电荷密度)，即 

 

 

 

 

 

 

0 0

sin( )( ) mU tQ tt C
S S

ω
ε ε

= =E                                (4-5) 

这里已假定 的稳态情形。换言之，电容中时变电场是极板上时变电荷产生的。这一结

论显然是对的。 

0 0Q =

  图 4-8 时变电荷产生时变电场 

( )Q t

sinmU tsU ω= ∼ ( )E t

图 4-7 由正余弦电荷枪产生的正余弦电场

(b)

t  
r c0/

( , )r tE

t  

( )Q t

t

( )Q t

( , )r tE

t

(a)
0/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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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正余弦时变电场的独立辐射过程 

    前面得出的结论是，时变电场是时变电荷产生的，线性时变电场是独立辐射的。对于正

余弦时变电场的辐射过程，我们可以用图4-9来描述，所有传导线被屏蔽,对外不辐射任何

场。图中 tsins mU U ω= 跨接在极板电容上，于是：在图(a)中自由空间P点的时变电场是时变 

 

 

 

 

 

 

 

电荷产生的；同 ；同样的，在

图(c)中自由空间

样的，在图(b)中自由空间P点的时变电场也是时变电荷产生的

P 点的时变电场还是时变电荷产生的。换言之，在自由空间中，正余弦的

时变电场 由辐射源 时

    仔细考察伟大的赫兹实验，不难发现，图(c)等效于赫兹的两个放电球。换句话说，我

们可以这样认定：赫兹实验所测得的电波正是由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电场。 

特别地，当今发现正电子或正粒子之后，可以保证图4-1中球a中的电荷满足

t

是 的正余弦 变电荷产生的，而且是独立辐射的。 

( )Q t =  

0 sinQ ω ，由于它是球面对称分布的，所以自由空间的时变电场是 ( , )r t =E 0 0
2

sin ( )
4

Q t r c
rεπ

 
ω −

而 ，式中( , ) 0r t =H
0

r
c

是电场传播至空间 P 点的时延。显然， 电场是独立辐射

的。 

4.1.5  辐射电场强度描述 

根据(4-3)式，我们已经得到了时变点电荷或时变球面电荷的辐射场强计算式

正余弦函数

0
0

2
0

sin ( )
( , )

4 r

rQ t
c

r t
r

ω

πε

−
= ⋅E e

电偶极子，如图4-10

。但是对于偶极子天线而言，它不是一个点电荷，而是近似为一对

所示。现在利用球面坐标来计算自由空间某一点 ( , , )P r θ φ 的电场强度

。 

 

 

 

 

 

 

( , )r tE

图 4-9 正余弦时变电场辐射过程 

P

(a)

∼ sU  ∼sU  P

(b) 

P∼sU

(c)

z 

-

+

( , , )P r θ φ

r  

图 4-10  时变电偶极子 

1r

2r

Q+
θ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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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辐射的物理本质是辐射场，不是辐射位。本来应该是从两电荷矢量场强叠加

来计算空间的时变电场的，但为了矢量场的计算方便，让我们先从人为定义的时变电位来计

算场强。暂且不书写辐射延迟时间
0

r
c

， 后补上矢量场的延时时间。于是 

2 1

0 1 2 0 2 2

( ) 1 1 ( )
4 4

r rQ t Q tΦ
r r r rπε πε

⎛ ⎞ ⎛ −
= − =⎜ ⎟ ⎜

⎝ ⎠ ⎝
 
⎞
⎟
⎠

                    (4-6) 

式中 

    

1
2 2

2
1 con

2
lr r rl θ

⎡ ⎤⎛ ⎞= + − ⋅⎢ ⎥⎜ ⎟
⎝ ⎠⎢ ⎥⎣ ⎦

 

1
2 2

2
2 con

2
lr r rl θ

⎡ ⎤⎛ ⎞= + + ⋅⎢ ⎥⎜ ⎟
⎝ ⎠⎢ ⎥⎣ ⎦

 

r l ，故将 、 用二项式定理展开，并略去高阶小项，得 1r 2r因为在实际工程中

1 con
2
lr r θ≈ −  

2r r con
2
l θ≈ +  

2 1r r lconθ− ≈  

2
1 2r r r≈  

于是 

2
0

( ) con
4

Q t lΦ
r

θ
πε
⋅

≈                                (4-7) 

对上式取梯度运算，便得到时变电场 

3 3

( ) con ( ) sinQ t l Q t l

0 02 4r rr θ
θ θ⋅ ⋅ ⋅ ⋅

+= −∇Φ =
πε πε

E e e               ( 4-8) 

然后把场的滞后时间
0

r
c

计入上式，就是电偶极子天线独立辐射的正余弦电场： 

0 0
3 3

0 0

sin( ) on sin( ) sin

2 4

m m

r

r rQ t l Q t lc c
r r

c
( )r,t θ

ω ω θ ω ω θ

πε πε

− ⋅ − ⋅
E = +e e            (4-9) 

这就是自由空间某一点 ( , , )P r θ φ 处接收到的电场，这里辐射电场没有 ze 分量。 

细心的读者将会反问：“上式与距离三次方成反比，工程实践早已证实接收天线上的电

流幅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如何解释接收信号电流的形成机理”。问的好！关于这个问题将

在4.4节论述。此外，在第五章我们将说到，辐射矢量场守恒，即：以辐射源为球面中心，

则流出 球面的场量等于流出 球面的场量。(4-9)式好像不对劲，出现了三次方。但注意

(4-9)式是从(4-3)式近似而来的，它是近似计算。辐射矢量场守恒应由(4-3)式去计算。 

1S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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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正负时变电场的子午线 

    图4 球面电荷辐射的电力线是向外发散的，用文学语言来比喻就是“光芒四射”，

这并非位移电流，而是电力线。如果球面分布的是负电荷，则电力线相反。如果两个球面分

布是正负电荷构成的电偶极子，则电力线的分布就是子午线，如图4-11所示。我认为，伟大

的赫兹实验用一对放电球，在教室里测得的时变电场正是图中的子午线电场。 

 

 

 

 

 

 

 

这里注意的是：电力线本是纵向辐射，但由于正负电力线(电场线)的矢量迭加，使得其

合成后的电力线为曲线。距离越远，合成后的电力线十分近似横向电力线，即所谓的横波。

但究其电场线本身而言，它是纵向辐射的，因为正负电荷所产生的正负电场线迭加成子午线

之后，在远区看起来是横波而已。 

既然电场是独立辐射的，或者说自由空间的电场是可以独立辐射的，那么人们

电场就不是麦克斯韦的旋度场，而是独立辐射场。 

 

 

 

    上节我们推出时变电场是由时变电荷产生的并独立地向自由空间辐射。同样的，现在让

我们来讨论时变磁场之情形。 

4.2.1 线性时变磁场的产生与辐射 

    设

-1的

图 4-11  子午线时变电场 

观测到的

4.2 时变磁场的独立辐射 

Idl I k t= ⋅  的时变电流元， ，如图4-12所示，图(a)是电流源分布，其持续时间超过 

1 秒钟；图(b)是线性时变电流所产生的线性时变磁场，这里 P 点到电流源的距离小于3× 

 

 

 

 

 

 

10
8
米 ，也就是说在讨论点

图 4-12  线性时变磁场的独立辐射 

i kt= · P  •

(b)

×
×
×
×
×
×• •

• ••
Kt=B   1

秒 

t

(a)

i kt=

P 处的线性时变磁场时，电流源仍然是线性增长的。图中细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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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对外不辐射任何场，只讨论 Idl 之作用。这种情况下，由于 Kt=B  , 或
t
=

∂
常数。 

∂

即使您使用麦克斯韦的电动势
t

∂
∇× = −

∂
BE E方程 (退一万步讲 产生的电场)，但所 也是

定常的 0E (与时间无关),不能产生新的 B' ，或者说图中的 ( )tB 仅仅是时变电流产生的，没有

相互产生 这的过程。 种情况下， ( )tB 独自辐射到自由空间，因此说，线性时变磁场是独立辐

射的，而且仅仅是时变电流产生的。 

    既然 奥-萨伐尔实验是独立辐射的，那么，线性时变磁场强度可用毕 定律来表示为 

0
0

( )d sink t l
c

2d ( )
4

r

r,t e
r ϕ

μ θ⋅ − ⋅

π
=B                       （4-10） 

式中是把 Idl 当作一个辐射元来考虑的，式中
0

r
c

射的时延， k 代表电流元是辐 的强度。 

    注意到上式的 0
2

( )
4

Idlkt μ∂B
时变磁场是线性增加的函数，

t rπ
=

∂
是常数，它与时间无关，(退

一万步讲
t

∂
)即使您使用麦克斯韦的电动势方程∇× = −

∂
BE ，但所产生的电场 E 也是定常的

0E (与时 新的 ，间无关的常数),不能产生 或者说图中的 ( )tB 仅仅是时变电流产生的，没有'B

( )tB“相互产生”过程。这种情况下，所以 独自辐射到自由空间。 

    因此说，线性时变磁场仅仅是线 流 立地

外，显而易见，线性时变磁场是横波。 

4.2.2 三角

    在图4-12中，电流

性时变电 产生的，而且独 辐射到自由空间。此

函数磁场的产生与辐射 

1( )i t k t= ⋅ 是线性时变的，自由空间某一点 处的磁场强度是P(r)

0
0

1 2

) sin

4

r dl

r

(
( , )

k t
cB r t

μ θ

π

⋅ −
=

⋅
，式中

0

r
c

是磁场辐射到点 P(r)处的时延。这是线性增加的时

变磁场，如图

同样的，如果电流从零开始，是反方向增加的(或者说是线性减少的)，那么

，便有空间某一点 处的磁场强度是

4-13所示。 

2 ( )i t k t= − ⋅ P(r)
0

0
2

( ) sin
( , )

4

rk t dl
cB r t

r

μ θ

π

⋅ − ⋅
= − ，式中

0

r
c

是磁场辐射到点 处的时延。这是线性减少的磁场，如图4-14所示。 

同样道理，如果图中电流是在具有初值电流的基础上线性减少的，那么 ，

便有空间某一点 处的磁场强度是

P(r)

3 0( )i t I kt= −

P(r)
0

0 0 0
2 2

( ) sin
sin( , )

4 4

rk t dl
I dl cB r t

r r

μ θ
μ θ

π π

⋅ − ⋅
= − ，式中r/c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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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辐射到点 处的时延。这也是线性减少的磁场，如图4-15所示。 

综上所述，无论是线性增加的时变磁场，或是线性减少的时变磁场，均可以独立辐射到

自由空间。 认定，主要依据：因为

P(r)

之所以这么 0
2

sin( )
4
kdlt

t r
μ θ

π
⋅ ⋅∂

=
∂
B

是定常的，它与时间无

关，(退一万步讲)即使您使用麦克斯韦的电动势方程
t

∂
∇× = −

∂
BE ，但所产生的电场 E 也是 

 

 

 

 

 

 

 

 

 

 

 

 

定常的 0E (与时间无关),不能产生新的 ，或者说图中的'B ( )tB 仅仅是时变电流产生的，没有

“相互产生” 下过程。这种情况 ， ( )tB 独自辐射到自由空间。

，我们把上述两种

 

    现在 情况合并起来考虑，即当正向电流流到一定程度后(时刻 )，电

流开始线 16所示。相 的

磁场强度也是分段线性 图4-17所示。图中

0t

性地减少，那么 ( )i t 成为三角函数，如图4- 应地，在自由空间 P(r)处

的，如
0

r
c

表示磁场波传播到自由空间 点的时

延。 

既然三角函数的 所产生的磁场是三角函数的

P(r)

( )i t ( )tB ，那么把三角函数平滑之后，就是

正余弦函数了。 

    也就是说，如果电流是一个正余弦函数 ( ) sinmi t i tω= 形式，那么相应地空间 处的磁 

 

 

 

 

 

 

 

 

P(r)

图 4-16  时变电流 

0t

( )i t  

t  

图 4-17  时变磁场 

0 0/t r c+  

( , )B t r

t  

图 4-13 线性增加磁场 

1( ,B )t r  

t

0/r c  

图 4-14  线性减少磁场 

2 ( , )t rB

t  
0/r c

3 ( , )t rB  

图 4-15  带有初值的时变磁场

t
0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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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强度也是正余弦函数： 

0
0

2

sin ( ) sin
( , )

4

m
rI t dlc

r t
r ϕ

μ ω θ

π

⋅ − ⋅
=B e                      (4-11) 

式中 是电流元的电流幅值，如图4-18所示。这里的
0

r
cmI 是电场辐射到 处的辐射延迟时

间，即传播时间。这是正余弦电荷流产生的正余弦磁场。 

 

 

 

 

 

 

 

 

 

这里我们对(4-11)式求旋度和散度运算，就得到

P(r)

( , ) 0r t∇× ≠B 且 ( , ) 0r t∇ =B ，这表明辐

射的时变磁场是有旋场、非发散场。 

 

 

 

 

 

 

 

 

 

 

 

 

 

4.2.3 正余弦时变磁场的产生 

    设线圈电感并接正余弦电流源 tsins mi I ω=

那么流过线

，如图4-19所示，在忽略传导线压降和滞后

相位的情况下(只是为了计算方便)， 圈的电流是 sinmi I tω=   ，在忽略边沿影响

的情况下，螺线管中间的磁场是 0 ( )n i tμ= ⋅B ，这里 0μ是真空磁导率， 是直螺线管的匝n

图 4-18 由正余弦电流产生的正余弦磁场

(b)(a) 

( , )t rB

t  
0/r c

t t

( )i t

t  

( )i t

t  

0/r c

( , )t rB

si ∼ 

( )i t

     图 4-19 时变电流产生时变磁场 

L 

(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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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即 

0( ) sinmt nI tμ ω=B                            (4-12) 

定了 0 0I = 的稳 ，电感中时变磁场是线圈中时变电流产生的。这一

是对的。 

得出的结论是，时变磁场是时变电流产生的，线性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对于正

这里已假 态情形。换言之

结论显然

4.2.4 正余弦时变磁场的独立辐射 

    前面

余弦时变磁场的辐射过程，我们可以用图4-20来描述，所有传导线(细线)被屏蔽，对外不辐

射任何场 图中 tsins mi i ω= 串接在线圈电感上。于是，在图(a)中 P。 点的时变磁场是独立

辐射的；同样的，在图(b)中 P 点的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同样的，在图(c)中P点的时变

磁场是独立辐射的；同样的，在图(d)中 P 点的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换言之，自由空间

上正余弦时变磁场是由辐射源处的正余弦时变电流产生独立辐射的。只要在(a)中承认点 P

是自由空间上的一点并且承认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那么，必然承认图(d)中 P 点的正余

弦时变磁场也是独立辐射的。 

 

 

 

 

 

 

 

 

 

 

 

 

 

 

 

 

 

 

 

 

 

 

图 4-20 时变电流产生时变磁场 

(c)

P · 

× ×

×

××
×

· ·
· 

·

· 

·

·

· · 
· 

sin( )tω  
sin( )tω P · •

(d)

×
×
×
×
×
× • •

• ••

si  ∼ 

( )i t

    (a) (b)

P ·

L 

sin( )tω
( )tB  

L 

( )tB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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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用分段线性时变电流所产生的分段线性时变磁场来描述它的独立辐 

射。见图4-21，图(a)中电流元 Idl 施加锯齿波电流，锯齿波电流(b)所示，图(c)是自由空间

P 点的锯齿波磁场，其中
0

r
c 是辐射中的滞后时间。当电流线性地增加，则空间 P 点的磁场

线性地增加；当电流线性地减少，则空间 P 点的磁场线性地减少。前面我们业已证明线性时

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由此可见锯齿波(三角波)时变磁场也是独立辐射的。既然如此，我们

把三角波拦腰分成上下两等份，并用曲线作光滑地拟合，即为正余弦波。这就是说，正余弦

电流产生的正余弦磁场，与线性磁场、三角波磁场一样，也是独立辐射到自由空间的。 

 

4.2.5  辐射磁场强度描述 

根据(4-11)式，我们已经得到了时变电流元的辐射场强计算式是

 

 

 

 

 

 

 

 

 

 

0
0

2

sin ( )
( , )

4

m
rI dl t c

r t
r ϕ

μ ω

π

−
=B e 。但是对于偶极子天线而言，它不是一个理想的电流元，而是

一段磁偶极子，如图4-22所示。利用圆柱坐标来计算自由空间某一点 ( , , )P r θ φ 的磁场强度 

 

 

 

 

 

 

 

 

 

 

 

(b)

0/r c

( )i t  

t

×

(c)

( , )t rB  

t(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r 
idl  

× 

·

·

图 4-21 正余弦电流独立辐射正余弦磁场 

t  

( )i t

(d) 
× 

t  

0/r c  

( , )t rB  

(e) 

图 4-22  时变磁偶极子 

z  

r  
'z  

'dz

2α

1α2
l

2
l

( ,0, )P r zr α

R

o  

Re

 121 
 



第四章  电场波与磁场波之独立辐射 

0

r
c

强度 。因为矢量场是独立辐射的，所以延迟时间( , )r tB 不参与微积分运算。为了书写方

便，暂且不考书写辐射场的延迟时间
0

r
c

。由图可得 

' tgz z r α= −  

' 2d sec dz r α α=  
2d sec d zr α α= ⋅l e  

secR α=  

con sinR r zα α= ⋅ + ⋅e e  e
2d sec con dR r ϕα α α× = − ⋅l e e  

于是，根据毕奥-萨伐尔-拉普拉斯定律可得 

220
2 21

sec con d
4 sec

I r
r

α

ϕα

μ α α α
π α

−
= ⋅∫B e  

20

1
con d

4
I
r

α

ϕα

μ
α α

π
⎛ ⎞−⎜ ⎟
⎝ ⎠∫ e＝  

0
1 2(sin sin )

4
I
r ϕ

μ
α α

π
−＝ e                        (4-13) 

式中 

   

1
2

lz +
2 2)r

sin
( 2

lz
α =

+ +
 

2
2 2

2sin
( )2

lz

lr z
α

−
=

+ −
 

当 时，即 Pz r sin 0α →点远离磁偶极子中心线(或即在偶极子的两头)时， ，从而

这说明磁偶极子两头几乎没有磁场。这也说明磁偶极子具有很强的方向性。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因

0B →

r z ，即 点在磁偶极子的正前方的远处，有 ( ,0, )P r z

1 r
2sin

lz
α

+
≈  

2
2sin

lz

r
α

−
≈  

于是 

0
24

I
r ϕ

μ
π

≈B e                                (4-14) 

然后把滞后时间
0

r
c

计入上式，就是磁偶极子天线独立辐射的正余弦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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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

sin ( )
( , )

4

m
rI l t c

r t
r ϕ

μ ω

π

−
=B e                      (4-15) 

这就是磁偶极子正面空间某一点 ( , , )P r θ φ 处接收到的磁场强度。(4-15)式表明辐射矢量场与

距离平方成反比。 

既然磁波是独立辐射的，或者说自由空间的磁波是可以独立辐射的，那么人们观测到的

磁波就不是麦克斯韦的旋度场，而是独立辐射场。 

 

 

4.3 完全辐射与偶极子天线的形成 

 

    伟大

的确如此

场。本节 的形

场、磁场之独立辐射这一事实。 

4.3.1 伟大赫兹实验的辐射原理 

    参见图4-23,对于普通的 电路(子图(a))，因为时变电场储存在电容中、时变磁场储

存在电感中，所以外围自由空间的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几乎为零，即时变电场没有辐射、时

变磁场没有辐射。为了克服这 题，我们逐步将 电路张开，见图(b)、(c)和(d)， 终

形成了图(e)的电路----偶极子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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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

的确如此

场。本节 的形

场、磁场之独立辐射这一事实。 

4.3.1 伟大赫兹实验的辐射原理 

    参见图4-23,对于普通的 LC 电路(子图(a))，因为时变电场储存在电容中、时变磁场储

存在电感中，所以外围自由空间的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几乎为零，即时变电场没有辐射、时

变磁场没有辐射。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逐步将 LC 电路张开，见图(b)、(c)和(d)， 终

形成了图(e)的电路----偶极子天线。 

 

 

 

 

 

 

 

 

 

 

 

 

 

 

 

 图 4-23   偶极子天线形成过程 

的赫兹实验，用两个放电球证明了“整个教室乃至整个空间充满了电波”。不错，

！因为开放的电容板或放电球对空间辐射了电场、开放的电感线对空间辐射了磁

就从开放的电容电感出发，根据赫兹偶极子天线 成过程，从而进一步证明电

的赫兹实验，用两个放电球证明了“整个教室乃至整个空间充满了电波”。不错，

！因为开放的电容板或放电球对空间辐射了电场、开放的电感线对空间辐射了磁

就从开放的电容电感出发，根据赫兹偶极子天线 成过程，从而进一步证明电

LC

个问 LC

图 4-23   偶极子天线形成过程 

对于半波振子，当一端

为最大正电荷且另一端

恰为最大负电荷时，辐

射效率最好。所以某时

刻“拍摄”下来的电场

线就是子午线；磁场线

是环绕振子天线的闭合

线。   (f)    子午线时变电场 

×

• 
•

•

•
• 

•
• 

• 
• 

××× 
×

×

×
×
×

(e) 

∼ 

Q−  

Q+

C L

(c) 

LC  

(d) 

C

(a) 

L L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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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时变磁场

波”的根

4.3.2 

    在图 电场是由极板上的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由线圈中时变电流产

生的；在 变 时变磁场是由线圈中时变电流

产生的；在图(c)中，时变电场是由极板上的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由线圈中时变电

流产生的

电流产生

时变电流

自由空间

4.3.3 电场

    我们

的流动得

放电电流

此循环，即所谓的电能与磁能不断地交换。但要注意的是，这种交换是在电路上进行的，并

非电场与磁场

同样 之

电感L， 电容充电。如此循环，即电场与磁场不

断地交换。唯一的差别是，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已被展开在整个自由空间。这里，谐振非常

重要。而半波振子恰是谐振中的电感与电容，这就是半波振子天线辐射 强的缘故。特别注

意，这种

还有

时，电场 。 磁

的相位差。这些都被

4.3.4 偶极子天线的形成 

    由于极板张开以后成了“两翼”电容，电容量减小了许多；线圈拉直了以后成了直导线

电感，电感

场、磁场的独立辐射是由 电路展开而得，所以其谐振频率由 电路参数来确定，即

两电容板张开了，所以时变电场被展开在整个自由空间；由于电感线张开了，所以

被展开在整个自由空间。这就是赫兹所讲到的“整个教室乃至整个空间、充满电

本原因所在。这就是伟大赫兹实验的实验逻辑，并非本章独创，仅仅是总结。 

时变场是独立产生的 

(a)中，时变

图(b)中，时变电场是由极板上的时 电荷产生的、

；在图(d)中，时变电场是由极板上的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由线圈中时变

的。图(d)与图(a)相比，相同点是：时变电场都是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都是

产生的；不同点是：在图(d)中，电力线展布在整个自由空间、磁力线展布在整个

。 

与磁场的交换是通过 LC 来实现的 

还可以注意到，在图(a)中电场与磁场发生交换是通过电路中(半波阵子上)的电流

以实现的，而且这种交换是需要时间的。当电场到达 大之后，电容开始放电，其

流过线圈L，产生磁场；当磁场到达 大之后，又开始给电容充电，产生电场。如

直接交换。 

地，在图(d)中，当电场到达 大 后，分布电容C开始放电，其放电电流流过分布

产生磁场；当磁场到达 大之后，又开始给

交换是在电路上进行的，并非电场与磁场直接交换。 

一个重要事实，在子图(a)中，电场到达极大值时，磁场为零；磁场到达极大值

为零。两者存在相位差 90 同样的，在子图(e)中，辐射的电场和 场也相差 090
无线电工程师所证实。 

0

量减小了许多。所以造成图(d)的谐振频率升高，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电

LC LC

0
1

2
f

LCπ
=

解释为什么

是振子天线设计准则，这已被工程实践证实。然而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却无能

0
1

2
f

LCπ
= 。 

    由于图(a)∼(d)的谐振是衰减的，所以需不断地补充电源能量，而且要求所补充的电源



第四章  电场波与磁场波之独立辐射 

 125 
 

频率与振

为 大正

图(f)是 磁

线。从图中可看出：电力线几乎平行于振子天线，特别是远区；磁力线环绕天线并与电力线

正交。这就是所谓的横波之缘故。

值得注意的是，时变磁场是天线上的时变电流产生的，它是真正的横波；而时

天线上的

波，特别 ， 横波，然而

如果半波振子

子谐振频率一致，方可共振。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这就是图(e)。谐振时，一端

值电荷时，另一端为 大负值电荷。 

电场线分布和 场线分布，电场线是子午线；磁场线是环绕天线振子的闭合

 
变电场是

时变电荷产生的，它本是纵波，但因正负电力线迭加成子午线之后，看起来像是横

是天线正面的远区 几乎就是 实际上是由纵波叠加而成的。 
λ
2
足够短，短到可与原子的尺寸或电子的尺寸相比拟时，此时已经从“量

变”发生 振

范畴。如

时，它不

长再短一

了“质变”，比方说木材燃烧发出火光，他已经不是电子 荡所为，属于化学反应

伦琴射线的波长在 0.001埃～500埃之间，已经小于原子半径或者与原子半径相比拟

是由电子振荡产生的，而是电子在加速场中碰撞“对阴极”而产生的射线。如果波

些，比如 γ 射

而是放射

此外 们的

不同。比 辐 都

过地球时

但内容不

也不会超

出的磷光

到泊松方

线波长 51 10λ −= × 埃 ，比电子尺寸还短，它已经不是电子振荡所为，

，产生的机理已经变更，虽有波动性，但其本质不是电磁波。 
，我不赞同一切辐射都是电磁波的说法，虽然它 辐射速度相同，但辐射的内容

如放射物质和力场，虽然 射速度 是极限速度 0c ，但辐射的内容不同。当彗星路

，二体间的引力场发生变化，这个引力变化的力场传到地球上来的传递速度是 0c ，

是电磁波。也就是说行星运动，广阔自由空间里的力场是时变的，力场的传递速度

过 0c ，但它不是电磁波。如前面提到的木材等有机物燃烧发出的火光以及无机物发

，特别是萤火虫发出的萤光，即使您使用麦克斯韦理论，从改造安培环路定律开始

程的推广应用，也无法根据麦克斯韦的 DI dl “旋”出萤光的电波来，更何况麦克斯

理论就不成立。韦旋度场 X 射线和 γ 射线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用于金属探伤，是因为

质运动，其速度已经达到了宇宙极限速度 0c 。假如它是电磁波，那么根据电磁波的

理由，单从辐射速度 ，就认 辐 的本质内容相同，这未免太粗浅化了。辐射

他作为物

“趋肤效应”，如此高的频率，它不可能进入金属内部。因此说，一切辐射都是电磁波的说

法，没有 相等 定 射

速度之所以相同，这是宇宙极限速度问题。对于场(电场、磁场、光场和力场等)之运动或传

递，由于 据绝 以其辐射的极限速度均是

之下，对于物体之运动，物质(电子、质子、中子及核)具有质量，具有惯性，而且占据据对

空间，因此物体运动极限速度理所当然的小于等于 。这个极限速度是相对速度，而不是绝

对速度，比如两个对撞 的高速粒子，粒 于各自对撞机的速度均为 ，但两

粒子的相对速度却是 。场与

0c 。相比场没有质量，没有惯性，也不占 对空间，所

oc

00.7c机出来 子相对

01.4c 0μ 0ε及 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们不是物质。 

4.3.5  自由空间中的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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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

号的传播 度

中我们已经阐述了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只适合于导体内部，因此导体内部电信

仍然是麦克斯韦旋 场理论所推导出来的传播速度 8 1
0 3 10c ms−= × 。整个麦克斯韦旋

度理论是把以太等效为导体来论述的，而导体中的常数是 0ε μ0（ ， ），所以他推导出来的电磁

波传播速度 0
0 0

1c
ε μ

= 实际上就是导体内部的电信

电磁波出发，

1．对于自由空间的电场波或者磁场波而言，设波峰的传播速度为 。因为从峰值到峰

值所需时间是周期 ，波

号传输速度。这里，我们从半波振子辐射

证明电场或者磁场在自由空间的辐射速度等于导体内部电信号的传播速度 0c 。 

峰到波峰之间的距离是波长

u

T λ，那么波峰在自由空间的传播速度就

是 

u
T
λ

=                                       (4-16) 

2．对于半波振子
λ
2
这个导体而言，上端正电荷 大又回到上端正电荷 大所“走过”

的路程是 2
2
λ λ= (即，从极大值到极大值，在半波振

播速度是

子上走了个来回)。由于导体内电信号传

0c (麦克斯韦的贡献)，故所用时间恰是周期
0

T
c
λ

= ，即 

0c
T
λ

=                                  (4-17) 

式可得 

0u c=                                (4-18) 

0

   

比较(4-16)和(4-17)两

     

即，自由空间中的波速 等于导体内电信号传输速度 。 

    也许有人说，如果发射天线不是半波振子，比如长一些或者段一些，如何得到

呢？说得好！不过，一列波束总是由 半波振子产生，辐射天线长了，多出来的产生另外

一列列波束，辐射天线短于半波长 它尚未形成一列波数。比方说发射天线只有

cu

0u c=

LC

，说明
λ
4
，辐

射的电磁波不是一个完整的波，只有辐射了半波，它所占时间是恰好是 0.5T ，相应的在
4
λ
的

号走过的路程也减半，所用时间也减半， 0u c辐射天线上电信 仍然有 = 成立。这也是辐射波

由 振荡电路所致的原因。 

此外，由(4-17)式看出

LC

0c
f

λ
= 是一个恒等式， 是辐射源半波振子固有的。或者说，任

何波都满足

f

u f
λ
= 这个恒等式。光波或电磁波是辐射，辐射两个相邻波峰出现在物质空间

u
f

λ =( )ε μ， 0 0( )ε μ，里的间隔是 。真空与导体恰好都是 这样的电磁常数。所以真空的光辐

射速度恰好是 。麦克斯韦认为传导电流等于位移电流并向着以太空间流逝，从而计算出波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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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来，我 这里计

是相对于阵子这个辐射源的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度。但是，这里还不是直接论证波速是

，我很想考察他速度的原始推导过程，但找不到资料，只能间接论证。但无论如何，我们

不可以把真空与导体等效起来论述电流。要区分它们的异同点。这里，或许有的人士把

们 算出电波的辐射速度等于阵子上的电信号传输速度，正说明这个辐射速度

0

0c

(ε ， 

0 )μ 定义为绝对空间。单就空间定义而言，我不仅不反对，反而认为值得研究，因为光速为

什么受 0 0( )ε μ，

0 0( )

的限制？物体为什么具有惯性？或许就是它们在起作用。但是，提醒注意的

是 ε μ， 不是物质也不是媒质，这 ，也不占据物体

的位置。它仅仅决定光辐射的极限速度 和施加物体的惯性罢了。雷达波束在

样的空间或真空并不影响光辐射的刚性

0 0 0c ( )ε μ， 中转

动不被 0 0( )ε μ， 拖曳，正说明 0 0( )ε μ， 不是波的传播煤质。宇宙大爆炸时，力场也是变化的

时变力场，传递速度可能还是极限速度 ，但0c 0 0( )ε μ， 不是媒质，时变力场也不是互生场。 

 

收信号形成机理 

 

接收天线上的信号电流 的？是波子撞击偶极子天线？是能流密度

4.4  接

是如何形成 ×E H 流进

偶极子天 不是。更不是麦克 证明接收

信号的幅度与辐射源的距离满足

线？都 斯韦旋度理论所为(参见第2章)。工程实践早已

2

1
r

关系，本节描述从

4.4.1 

参见4.3节，我们仍然以 振荡电路开始，先考察图4-23中的子图(a)。设LC电路中的

电流是

辐射方程到接收信号的形成机理。 

 辐射方程 

LC

1( ) sin( )mi t I tω ϕ= + ，则电容两端的电压就是 2
1( ) ( ) sin( )C C mU t i t Z I t
C

ω ϕ
ω

= ⋅ = + ，电容

中的电荷是 2
1( ) ( ) sin( )C C mQ t C U t I tω ϕ
ω

= ⋅ = + 。然后考察图4-23中的子图(b)～(e),显然在图

(e)中的偶极子发射天线上的电流和电荷分别是 

2( ) sin( )mi t I tω ϕ= +                             (4-19) 

1
1( ) sin(C mQ t I t )ω ϕ  
ω

= +           

令    

                 (4-20) 

                       
1Q Im m ω

≡                              (4-21) 

则 

       

1( ) sin( )C mQ t Q tω ϕ= +                              (4-22) 

见图4-24，当 端呈现 大正电荷时，下端呈现 大负电荷，此时金属电子开始向 端漂

移而形成向下的电流(电荷是负值)，因此 与 之间存在 相位差。从而使得各自辐

射的磁场与电场之间也存在 相位差。 

Q+ Q+

( )i t 090( )CQ t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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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4-9)式，并考虑到辐射时延因素和初相位因素，立即得到偶极子天线所辐射的电

场 

       子午线时变电场 

×

•

1 1
0 0

3 3( )
2 4rr,t

r r0 0

sin( ) con sin( ) sinm m
r rQ t l Q t lc c

θ

ω ωω ϕ θ ω ϕ θ− + ⋅ − + ⋅

πε πε
= +E e      (4-23) 

21)式代入(4-15)，并考 延因素和初相位因素，立即得

e     

将(4- 虑到辐射时 到偶极子天线所

辐射的磁场 

0 2
0

2( , )
4

r t
r

sin( )mQ l t c
r

ϕ

ωμ ω ω ϕ− +

π
=B e                                     (4-24) 

称(4-23)和(4-24)为偶极子天线辐射方程。式中因此，我们
02 2

fl λ
= = 阵子的长度，

阵子的电容量， mQ C V

c
是半波

是半波C = ⋅（ ）t 是半波阵子上的时变电荷。 

上述辐射方程可知，接收天线既接收

4.4.2．接收天线信号形成原理 

    根据 了时变电场又接收了时变磁场。在4.2.5小节

曾经指出，辐射场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在发射天线正前方，接收 佳。如图4-25所示，接收

天线上的金属电子在洛仑兹电力 eE 和广义洛仑兹磁力 0( )e − ×c B 的作用下(磁场

右运动，相当于金属电子向左运动)，沿着导线漂移而形成信号电流。由于

以速度 0c 向

E 和 B 是时变

的，则信号电流也是时变的。这里涉及到两个力的作用，其合力是 0F eE ec Bθ= + ，注意因为

垂直于接收天线，不能形成信号电流。只有reE e θE 和 0e ×c B 平行

电流，因此，合力的完全表达式为： 

于接收天线才能形成信号

1
0

3
0

sin( ) sin

4

m
rQ t lc

F e
r

ωω ϕ θ

πε

− + ⋅
= +合

0 2
0

0 2

sin( )

4

m
rQ l t c

ec
r

ωμ ω ω ϕ

π

− +
            (4-25) 

再根据三角函数诱导公式，得到 

2 2
2 12 ( ) sin(E B E BF F F F F con t )φ φ ω= + + − ⋅ +合 φ                                                     (4-26) 

• 
• 
• 

•

•
•

•
•

××

×

×
×

×
∼

×
×

 

Q−

Q+

图 4-24  振子上的电流、电荷及其辐射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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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电压

放大
幅度 

显示 

接收发射 

图4-25  接收机理 

zR× 

E

B  
0c  

1 2

1 2

sin sin
con con

E M

E M

k k
arct

k k
φ φ

φ
φ φ
+

=
+

                                                 (4-27) 

3
04EF e
r

sinmQ l θ
πε

=                                                                     (4-28) 
⋅

0
0 24B

Q l
F ec

r
μ ω
π

=                             m                                       (4-29) 

1 1
0

rω
cφ ϕ− +＝                                                                 (4-30)    

2 2
0

r
c

ωφ ϕ− +＝                                                                   (4-31) 

式(4-29)就是接收天线受到的广义洛仑兹力，金属电子在广义洛仑兹力的作用下而形成

信号电流。注意(4-28)式第一项是由于两个时变电荷源不在球面中心所致（正负电

部份，所以才出现了 因子），见(4-9)式的说明。 

    现在

场抵消一

31/ r

我们来研究“距离平方反比律”。参见(4-28)式和(4-29)式， EF 是洛仑兹电场力

的幅值， BF 是 磁力的洛仑兹 幅值，即 

3
0

sin
4
m

E
Q l

F e
r
θ

πε
⋅

=                               (4-32)  

0
0 24

m
B

Q l
F ec

r
μ ω
π

=         

式中

                       (4-33) 

0ε 0μ 是真空中的 介 和磁导率，电 率 θ 是球面坐标中的θ和 角 24

而言

(参见图4-10)，对于图4-

，在 82 (10 )Hzω π= × (米波范畴)情况下，得 sin 1θ →

9
39 10

4
m

E
eQ l

F
rπ

= × ⋅ （牛顿）                       (4-34) 

9
218.8 10

4
m

B
eQ l

F
rπ

= × （牛顿）                      (4-35) 

这里已经看出 BF 是 EF 的2倍。再考虑距理1公里( 米)的雷达或通信，那么= 31 10× BF EF是 的

倍。也就是说，雷达和短波通信中的接收天线主要是在广义洛仑兹磁力 ( )Be= − ×F V B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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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 )e − ×c B 的作 下而形成了信号电流，其信号强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而 BF 正满足距离平

，与工程实践一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自由空间主要是充满磁波，磁波辐方反比律

射远距离，电波衰减快(因为正负时变电荷产生的正负时变电场被抵消了一部分)。所以整个

自由空间

频率的一

当然，低频发射天线的附近，电场力也在起作用，但仍然服从距离平方反比律，只不过

附加了

充满了磁波。注意到，我们从式(4-33)可以看出，磁波作用到物质上产生的效应与

次方成正比，这与黑体辐射实验的普朗克量子假设 hf 之频率关系是一致的。 

EF 之作用力，它是近似的服从距离平方反比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空间充

场。这里需注 辐射矢量场守恒是由式（4-2）式决定的，而式（4-31）是

电场与辐射的负电场抵消 的近似解。 

电波是独立辐射的，或者说自由空间的电波是可以独立辐射的，那么人们观测到的

是麦克斯韦的“互 4-26)式的独立辐射场的广义洛仑兹力作用结

论述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任意一个矢量函数 w ，他的旋度不等于零而等于

满时变磁 意的是“

辐射的正 后

    既然

电波就不 生场”了，而是(

果。 

    以上 A，我

们没有理由说 A就是 w 的源，例如（2-8）式，等。同样的，任意一个矢量函数 w ，他的散

，但我们不能说 w 是无源的，例如静电场中的拉普拉斯方程，等等。换句话说场经

后，我们不可以用零值与非零值来判断它是否有源。简单地讲，例如：你可以任意

矢量函数 2
0

度等于零

过运算以

假设一个 xyz x z xy= + +w i j k ，对它进行散度运算或旋度运算，但我们不可以把标

作是散度场 0w 的源，也不可以把矢量 2 ) ( 1)量 当yz x x y x xz− + − +（ i j k 当作是 的源。

过去不少人士

目前

场说成远区传

距离平方反比律，也论述了接收天线收到这种独立矢量场在广义洛仑兹磁力的作用下形成信

号电流强度也

旋度场就

本章结论是：时变电场是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时变电流产生的，电场波和磁场

波是各自独立辐射的，辐射场强与距离平方成反比、接收机的信号强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 

再次强调，式(2-4-26)使得接收的信号强度服从距离平方反比率，与无线电工程十分吻

合，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的正确性。 

本章结论是：时变电场是时变电荷产生的，时变磁场是时变电流产生的，电场波和磁场

波是各自独立辐射的，辐射场强与距离平方成反比、接收天线之金属电子在广义洛仑兹磁力

的作用下形成的信号强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 

 

 

 

 

w旋度场 0

把矢量场经过一系列运算之后的结果与源一一对应起来，那是不对的。 

物理书籍在介绍赫兹实验时，把独立辐射的场说成近区感应场，把麦克斯韦的旋度

播场。本章论述了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是独立辐射的，其独立辐射的场强服从

服从距离平方反比律，这与工程实践一致。既然如此，那么麦克斯韦的非对称

没有立足之地了，因为它违背了距离平方反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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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波本性不是能量 

 

 

如果电磁波的物理行为是 ×E H 之能量行为，则我们不能说电场与磁场是独立辐射的。

反之亦然。这就是本章研究电波物理行为的出发点。在大学物理书籍里，讲授有关光的干涉

与衍射时，物理老师首先引入光强 (I 2I E∝ )的概念，似乎告诉我们：光波的干涉是能量的

干涉、明暗条纹是能量的强弱，在物理概念上与麦克斯韦的波能量及玻印廷能流密度

吻合，也与机械波的波能量概念相吻合。对此，我们首先指出，机械波服从牛

顿力学定律，传播的波能量守恒。麦克斯韦从机械波类比到电磁波，这种基于波能量的概

念，但却它既不是传播波能量守恒也不是辐射矢量场守恒(见第2、3章的论述)。本章论证表

明：对于机械波而言，它借助于煤质的振荡而传播，所以它遵循牛顿力学定律，因此机械波

传播的波能量

2( E× ∝E H ）

2 2
K

1W ( V)A
2
ρ ω= Δ 守恒， ρ 是单位体积中的质量；但是对于真空中的电场波或

磁场波来说，单位体积内的质量等于零，没有振荡传播的煤质，也没有振荡传播的动力，所

以它是一种辐射。本书的第四章得出的结论是，电波是独立辐射的矢量场，其场强与距离平

方成反比，如果以辐射源为中心，取球面 和 ,那么流出 面的的场量等于流出 面的

场量，即辐射矢量场守恒，服从距离平方反比律。本章进一步回答电波的一切物理行为是独

立矢量场行为，却不是波能流

1S 2S 1S 2S

×E H 之行为。本章目的是在物理概念上进一步否定玻印廷能

流密度 ×E H 传播之结论，也是在物理概念上进一步证明了电波是独立辐射的矢量场。 

本章从电波的干涉、电波的传输等物理行为入手, 分析得出了“电波的辐射不是波能量

的传播，而是矢量场的辐射”之结论。主要结论包括：1)电波的干涉和衍射是独立矢量场的

干涉和衍射，不是波能流 ×E H 的干涉和衍射，特别指出T.Yang实验正是矢量场的干涉却不

是能量的干涉，明暗条纹是矢量场幅值的大小却不是标量能量的大小；2)电波的反射折射是

独立矢量场的反射折射，不是波能流 ×E H 的反射折射；3)电波的辐射是独立矢量场的辐

射，不是波能流 ×E H 的辐射；4)电波的接收是对独立矢量场的接收，不是对波能流 ×E H

的接收；5)电波辐射矢量场守恒，而麦克斯韦旋度场既不是传播波能量守恒也不是辐射矢量

场守恒；6)正余弦电场、磁场是虚功率，正余弦电场、磁场不是能量。电场波和磁场波是虚

功率，其本性不是能量。微波作用于物质将转化为热能，不是“能量对能量的直接传递”，

而是矢量场作用于物质在洛仑兹力的作用下产生了热能，如同植物的光合作用一样，存在一

个转化过程，也如同力作用于物体产生动能一样，存在一个转化过程。作用力 ( )F ma t= 和电

波力(电场力 、磁场力 )都不是能量。 ( )qE t ( )qvB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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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结论是：电波的一切物理行为都不是波能量( w∝ ×E H )之行为，而是独立矢

量场行为；电场波和磁场波的本性不是能量而是虚功率，它作为波动性，辐射矢量场守恒；

而波长接近原子尺寸的光波在量化处理的计算上仍可按普朗克量子假设来计算。 

 
 

5.1 电波干涉和衍射不是波能量行为 

 

如果电波的辐射是场矢量辐射，那么用场矢量来分析与计算干涉、衍射过程时，所得结

论应该与实验一致。如果认为电波的辐射是波能量辐射，那么用波能流 或EH 20.5 Eε 来分析

与计算干涉、衍射时，所得结论应该与实验吻合。否则就不是波能量行为。 

5.1.1 光的干涉和衍射均是独立矢量场行为 

    在本小节中，我们认定电波(电场波和磁场波)的行为是场矢量行为，并基于场矢量迭加

原理，来分析电波的干涉和衍射。电波的干涉实验没有明显记载，我们以光波来代替电波进

行讨论，虽然两者本质上有差别，但作为波动性是一样的。本章不是讨论它们之间的差别，

而是讨论它们的行为是波能量行为或是矢量场行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影响讨论。 

    1. 光波的干涉是独立矢量场的干涉。光波干涉有许多种，以双缝实验为例,如图5-1所

示，其干涉条纹是该物理行为发生的物理现象。考察该物理现象即条纹的计算，可以基于场 

1S   2( )E r

2S  

1( )E r

o  

 图 5-1 矢量场干涉 

 x 

 D 

 d 

θ

 

 

 

 

 

 

 

 

矢量之观点，还可基于波能量之观点。如果两种观点得到相同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它同时具

有这两种属性。否则，却不然。 

    在该物理行为中，如果基于场矢量观点来分析时，则两束电波的电场矢量到达屏幕上被

表示为 

1
1 0

2
2 0

2
cos( )

2
cos( )

r
E E t

r
E E t

π
ω

λ
π

ω
λ

⎧ = −⎪⎪
⎨
⎪ = −
⎪⎩

                                   (5-1) 

式中 和 是各自的波程。迭加后合成的电波的场矢量是1r 2r 1 2= +E E E  。如果电波矢量是同方

向的，则在屏幕上 点的合成场强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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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2 2
cos( ) cos( )

r r
E E t E t

π π
ω ω 2

λ λ
= − + −                           

0 2 1 1

0 1 2

2 cos[ ( )] cos[ ( )]

2 cos cos[ ( )]

E r r t r

E t r r

π πω
λ λ

πϕ ω
λ

= − ⋅ −

= Δ ⋅ − +

2r+
                   (5-2) 

这里 2 1(r rπϕ
λ

Δ = − )

k k

，对于式(5-2),便有: 

    当 r r1 0 1,2,32 λ− = ± =， ， 时， [02 cosE E t πω
λ

= −  ( 1 2 )]r r+  ，屏幕上为亮条纹。 

当 2 (2 1) 1,2,3
21r r 时，k kλ

− = ± − =， 0E = ，屏幕上为暗条纹。 

注意到 sin tg2 1
xdr - ，因此 r d d
D

θ θ≈ ⋅ ≈ ⋅ =

当 0 1,2,3xd k k
D

λ= ± =， ， 时， [02 cosE E t πω
λ

= −  1 2(r r )]+  ，屏幕上为亮条纹。 

当 (2 1) 1,2,3
2

xd k k
D

λ
= ± − =， 时， ，屏幕上为暗条纹。条纹之间的间隔为0E = d

D
λ 。 

以上基于独立矢量场之分析与实验一致。则说明T.Yang的实验是独立矢量场的实验。换言

之，T.Yang的干涉实验证明了光的干涉是矢量场的干涉，即证明了(5-2)式的正确性。因此

双缝干涉服从 E 矢量迭加原理，它是矢量场的干涉，属于场矢量行为。事实上，容易验证，

所有干涉(包括等倾干涉、劈尖干涉、薄膜干涉、迈克孙干涉，以及牛顿环、双棱镜、洛埃

镜及劳厄斑点等等)都服从独立场的矢量迭加原理，是场矢量的行为。 

以上分析中是用独立电场 E 来表述的，用独立磁场 矢量来分析，道理是一样的。 H

    2．光波的衍射是独立场矢量的衍射。单缝衍射可用菲涅尔波带法加以说明，如图5-2所

示。设单缝的窄边宽度为 AB ，在平行单色电波的垂直照射下，位于单缝所在处的波振面 

 

(a) (b)

图 5-2 矢量场的衍射 

B  

L

sinBC AB θ=

1P  

0P

P

A  
θ

sin 3
2

AB λθ = ×

θ

放大图

 C

B

1A

= sin( t+ )1 mE E ω ϕ  

= sin( t+ )2 mE E ω ϕ

= sin( t+ )3 mE E ω ϕ  

= sin( t+ )4 mE E ω ϕ  
2A

A

 

'G

 G

3
2
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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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上的子波沿着各个方向传播。其中衍射角为θ 的一束平行光经过透镜后，聚焦在屏幕上

的 点。这束单缝光线的两边边缘光线之间的光程差为 1P

sinBC AB θ=                                 (5-3) 

则在 点条纹的明暗完全取决于光程差1P BC 的量值。假定波振面 AB 可分成 1AA 、 1 2A A 、 2A B

等整数个波带，如上图(b)所示。由于各个波带的面积相等，所以各个波带在 P 点所引起的

光振幅 相等，两相邻的波带上，任何两个对应点(如：mE 1 2A A 带上的 点与G 2A B 带上的

点)所发出的光线的光程差总是

'G

2
λ
，亦即相位差总是π 。结果是任何两个相邻波带所发出的

光线在 点将完全抵消。也就是说： 1P

    ①当θ 满足 

sin 2 1, 2, 3,
2

AB k kλθ = ± ⋅ = ⋅⋅ ⋅                   (5-4) 

时，在 点出现暗条纹。 1P

    ②当θ满足 

sin (2 1) 1, 2, 3,
2

AB k kλθ = ± + ⋅ = ⋅⋅ ⋅                    (5-5) 

时，在 点出现明条纹。 1P

这是基于矢量场 sin( )mE E tω φ= + 的分析结果。它早被大量实验所证实。事实上，可以

证明，所有衍射(缝衍射、孔衍射以及绕射等)都是场矢量迭加的结果，均属于场矢量行为。   

以上分析中是用独立电场 E 来表述的，用独立磁场 矢量来分析，道理是一样的。 H

5.1.2 光的干涉和衍射不是波能量行为 

在大学物理书籍里，在讲授有关光的干涉与衍射时，物理老师首先引入光强（光能量）

的概念，视乎告诉我们：光的干涉是能量的干涉。目前大学物理书上在介绍T.Yang实验之前

用光能量作为引言。教科书叙述如下： 

由于光强 2I E∝ ，两束相干光的合成光强(光能量)是 1 2 1 2 2 12 cos(I I I I I )ϕ ϕ= + + − ，当

1 2I I= 时有 

[ ] 2
2 1 12 1 cos( ) 4 cos

2
I I I ϕϕ ϕ Δ
= + − =                                             （#） 

当 ϕΔ 为偶数倍π 时出现明条纹，等于单个光源强度 1I 的4倍；当 ϕΔ 为奇数倍π 时出现暗条

纹,光强 =0。 I

然后，大学物理书籍接着介绍T.Yang实验。似乎告诉人们“T.Yang的双缝干涉是能量的

干涉”，明暗条纹是能量的大小。物理老师也这么说。但是，读者不妨自行验证以下：把

ϕΔ 为偶数倍π 带入式(5-2)中，得不到T.Yang的明条纹；将 ϕΔ 为奇数倍π 带入式(5-2)中，

得不到T.Yang的暗条纹，即，公式（#）与T.Yang实验结果不符。因此说，光的干涉不是波

能量的干涉。当且仅当按照独立矢量场的(5-2)式来计算，才能获得T.Yang的实验结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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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条纹是矢量场幅值的大小，却不是标量能量的大小。 

    1．光的干涉不是波能量干涉。假如，两束光的能流密度用坡印亭矢量 = ×P E H 或用 

来表示，(注： 是能流方向)见图5-3。即为 ( ) kEH=w e ke

2 2 1
1 0

2 2 2
2 0

2
cos ( )

2
cos ( )

r
w E t

r
w E t

πε ω
μ λ

πε ω
μ λ

⎧
= −⎪

⎪
⎨
⎪ = −⎪
⎩

                        (5-6) 

式中 ε μ和 是自由空间中的电介常数和磁导率。两能流到达屏幕上 点的合成密度为 o

1 2

2 2 21 2
0

0 2 1

2 2
cos ( ) cos ( )

21 cos ( ) cos(2 )

w w w

r r
E t t

w r r t

π πε ω ω
μ λ

π ω φ
λ

= +

⎡ ⎤= − + −⎢ ⎥⎣ ⎦

⎧ ⎫⎡ ⎤= + − ⋅ −⎨ ⎬⎢ ⎥⎣ ⎦⎩ ⎭

λ
                (5-7) 

这里 1 2
2 (r rπφ
λ

= + )  ，式中的 2ω表示能流密度按 2ω的角频率变化。由(5-7)式可看出： 

当 r r1 1,2,32 k kλ− = ± =， 时, w = 0w [1+ cos (2 )]tω φ− ,其模值是2 ； 0w

当 2 (2 1) 1,2,31r r k kλ− = ± − =， 时, [1w = 0w cos(2 )]tω φ− − ，其模值仍然是2 。两种情

况下的能密相等，没有干涉条纹。但事实上是：当

0w

1 1,2,32r r k kλ− = ± =， 时出现亮点，而当

2 (2 1) 1,2,3
21r r k kλ

− = ± − =， 时出现暗点,存在干涉条纹。由此可见，双缝干涉这个物理行

为不是波能量行为。 

1S   2( )w r

2S  

1( )w r  
o

 图 5-3 波能量干涉 

 

 

 

 

 

 

 

 

    诚然，当麦克斯韦的“孪生能流 ”被否定之后，能否用能流 来描述光

微波的干涉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w EH= 2w Eε= c

    不妨试一下，设到达屏幕的两束电场能量密度分别是 

2 2 1
1 0

2 2 2
2 0

2
cos ( )

2
cos ( )

r
w E t

r
w E t

π
ε ω

λ
π

ε ω
λ

⎧ = −⎪⎪
⎨
⎪ = −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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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是真空中的光速。两能流到达屏幕上o点的合成能密为 0c

1 2

2 2 21
0

2
cos ( ) cos ( )

w w w
r

E t t
π

ε ω ω
λ λ

22 rπ
= +

⎡ ⎤= − + −⎢ ⎥⎣ ⎦

                       

0 2 1
21 cos ( ) cos(2 )w r r tπ ω φ
λ

⎧ ⎫⎡ ⎤= + − ⋅ −⎨ ⎬⎢ ⎥⎣ ⎦⎩ ⎭
                  (5-9) 

这里 1 2
2 (r rπφ
λ

= + )  ，式中的 2ω 表示能流密度的模值按 2ω 的角频率变化。由上式可看出：

1 1,2,32r r k kλ− = ± =， 时 ， w = 0w [1+ cos(2 )]tω φ− , 其 模 值 是 2 ；0w

2 (2 1) 1,2,31r r k kλ− = ± − =， 时, w = 0w [1- cos(2 )]tω φ− ，其模值仍然是2 。两种情况下的

能密相等，没有干涉条纹。但事实上，上述两种情况存在干涉条纹，可见双缝干涉这个物理

行为不是波能量行为，或者说，波的本性不是能量而是场。事实上，容易验证，所有干涉

(包括等倾干涉、劈尖干涉、薄膜干涉、迈克孙干涉，以及牛顿环、双棱镜、洛埃镜及劳厄

斑点等等)都不是波能量行为。 

0w

2．光波衍射不是波能量行为。波能量衍射图如图5-4所示。由于所谓的波能量 

 

 
[ ]1 1 sin(2 2 )mW W tω φ= ⋅ − +

图 5-4 波能量衍射 

θ  

3
2
λ

×  

放大图

 C  

B  

1A

2A  

A  

'G

 G

[ ]2 1 sin(2 2 )mW W tω φ= ⋅ − +

[ ]3 1 sin(2 2 )mW W tω φ= ⋅ − +

[ ]4 1 sin(2 2 )mW W tω φ= ⋅ − +

 

 

 

 

 

 

 

 

 

 

2W Eε∝
2

(1 sin 2 2 )
2

mE
t

ε
ω φ= − + ，所以定义光微波能量永远是正值。一方面，两个正值能量相

加不可能是零，即没有暗条纹；另一方面，即使您认为存在负能量，但因频率已变成 2ω ,波

能量的波长减半，那么衍射条纹也与实验不符。既然如此，我们不可以说衍射属于波能量的

衍射。也就是说，衍射不是波能量行为。事实上，可以证明，所有衍射(缝衍射、孔衍射以

及绕射等)都不是波能量迭加的结果，都不是波能量行为。 

5.1.3 光波的其它行为都不是波能量行为 

    1．对于全息照相，参见图5-5，物光和参考光在底片平面上的振动方程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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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incos( )O mO O
yE E t π θω φ
λ

= + −                    (5-10) 

cos( )R mR RE E tω φ= +                              (5-11) 

两场矢量迭加 = +O RE E E 的结果是 

      
2 sincos( ) cos( )mO O mR R

yE E t E tπ θω φ ω
λ

= + − + φ+                    

        2 2
02 cos cos(mO mR mO mRE E E E t ')ϕ ω ϕ= + + ⋅ +                (5-12) 

式中 ' arctg mR

mO

E
E

ϕ = ， 0
2 sin

O R
yπ θϕ φ φ
λ

= − − 。当 0cos 1ϕ = 时,有极大值 max ( )mO mRE E E= + ⋅  

cos( ')tω ϕ⋅ + ；当 cos 0 1ϕ = − 时,有极小值 min ( )mO mRE E E= − ⋅  cos( ')tω ϕ+ 。特别当

时，有 。条纹的强度反映了物光的振幅，条纹的疏密反映了物光倾角

mO mRE E=

min 0E = θ 的大小。这

完全基于场矢量迭加原理，属于矢量场行为。 

    同样可以证明，全息照相不是波能量行为。 

    2．光的偏振显然是独立场矢量行为，或者说检偏器业已证明了光的辐射是矢量场的辐

射。否则，如果您认为光传播是波能量行为，那么检偏器无法检偏，因为波能量无偏振方

向。此外，玛吕斯定律的准确表达式为 cosout inE E α= ，α 表示检偏器与光偏振间的夹角。 

    3．双折射现象是场矢量行为，如图5-6所示。同样，尼科尔棱镜和电气石二色性，都是

场矢量行为。此外，磁致旋光效应和液晶显示也都是场矢量行为。 

    4．非线性光学现象是场矢量行为。当电波电场强度 E 较大时，电极化强度除了正比于

E 的一次方外,还正比于 E 的二次方、三次方….这些都是场矢量行为的有力论据。 

 

图 5-5 矢量场迭加全息照相 

参考光 R

物

光 
o  

z

y  

o e  

D
C

B
θA

晶体

图 5-6 矢量场双折射 

 

 

 

 

 

 

本节论述了电波的干涉、衍射和其它宏观物理现象都是场矢量行为，不是波能量行为，更不

是玻印廷能流密度 ×E H 之行为。我们可以说，电波辐射本性是场矢量，而不是波能量。这

与微观世界里的普朗克量子假说并无矛盾，因为 是场矢量作用于物质过程中转换为能量

时，在转换过程中的 小转换单元，参见5.4节。 

hf

以上的独立矢量场是使用 来表述的，用E H 来表述，其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机械波服从经典波动方程，第四章的独立辐射场不服从波动方程，所以用本章来说

明其道理。本章的思路是，从行为看属性，从属性看守恒。既然行为不是波能量，则属性不

是波能量，从而它不属于波动方程的范畴；既然行为是独立矢量场行为，则属性是独立矢量

 137



第五章  电波本性不是能量 

场，辐射矢量场守恒，即，流出 球面的场量等于流出 球面的场量。也就是电磁波独立辐

射矢量场守恒。 

1S 2S

 

 

5.2 电波反射折射及传输不是波能量行为 

 

    如果认为电波(电场波或磁场波)是场矢量辐射守恒，那么用场矢量 E (或 )来分析与

计算反射折射及传输过程时，所得结论应该与客观事实吻合。如果认为电波是辐射波能量守

恒，那么用波能量 或

H

EH 20.5 Eε 来分析与计算反射折射及传输过程时，所得结论应该与客观

事实吻合。否则却不然。 

5.2.1 电波反射与折射是独立矢量场行为 

    基于场矢量迭加原理，如图5-7所示。在入射点上有法向电场 niE , nLE , nrE 和有切向

电场 t iE , tLE , trE 。考虑边界条件的连续性，于是有 

1 1 2ni nL nr

ti tL tr

ε ε ε+ =
− =

E E E
E E E

                         （5-13） 

即 

ϕ

θ

ϕ  

rE  

LE  iE

1ε  

2ε  

图 5-7  场矢量行为 

 

 

 

 

 

 

 

 

1 1 2sin sin sin
cos cos cos

i L r

i L r

E E E
E E E

ε ϕ ε ϕ ε θ
ϕ ϕ θ
+ =⎧

⎨ − =⎩
                     （5-14） 

上式的第一式也指面电荷密度连续，第二式也指切向电场连续。式中 1ε 和 2ε 分别是介质1和2

的电介常数，下标 分别表示入射、反射、折射。 i L r、 、

    求解方程组（5-14），得到 

2 1

2 1

cos sin sin cos
cos sin sin cosL iE E

ε ϕ θ ε ϕ θ
ε ϕ θ ε ϕ θ

−
=

+
                      (5-15) 

1

2 1

2 sin cos
cos sin sin cosrE

ε ϕ ϕ
iE

ε ϕ θ ε ϕ θ
=

+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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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斯耐尔定理 2

1

sin sin
c
c

θ ϕ= 代入式（5-15）和式（5-16），得到 

2 2 1 1

2 2 1 1

cos cos
cos cosL i

c c
E

c c
E

ε ϕ ε θ
ε ϕ ε θ

−
=

+
                        (5-17) 

1 1

2 2 1 1

2 cos
cos cosr

c
E

c c
ε ϕ

iE
ε ϕ ε θ

=
+

                         (5-18) 

式中 和 是电磁场在各自媒质中的传播速度。 1c 2c

    现在，再把 2
2cos 1 ( sin / )c cθ ϕ= − 1 代入以上两式，得到 

2 2
2 2 1 1 2 1

2 2
2 2 1 1 2 1

cos 1 ( ) sin

cos 1 ( ) sin
L i

c c c c
E E

c c c c

ε ϕ ε ϕ

ε ϕ ε ϕ

− −
=

+ −
                 (5-19) 

1 1

2 2
2 2 1 1 2 1

2 cos

cos 1 ( ) sin
r i

c
E E

c c c c

ε ϕ

ε ϕ ε ϕ
=

+ −
                 (5-20) 

将折射率 1 2

2 1

c
n

c
2

1

μ ε
μ ε

= = 代入，并作简单的运算，便是著名的Fresnel公式。这里，场矢量迭

加原理式(5-13)是该物理行为的关键，因此说，反射折射这个物理行为服从独立矢量场迭加

原理，属于场矢量行为。 

    对于电场波入射到金属板上，参见图5-8，金属电子在洛伦滋电力 e=F E 的作用下也将

形成时变壁电荷。而时变壁电荷必将产生时变电场 'E ，其中右图表示相位和幅度均相等的点 

 

图 5-8  壁电荷产生的 'E  

反射 'E
⊕

⊖

⊕

⊖

⊕

⊖

+ Q

Q−

时变壁电荷

时变子午线电场 

E  

时变壁电流与时变壁电荷 

⊕

'E
i

⊖

⊕

⊖

⊕

⊖ 
Q

 

 

 

 

 

 

 

 

集，即波振面。反射原理是：一方面形成壁电流 ，另一方面聚集形成壁电荷Q t 。而壁

电流 将产生新的磁场 、壁电荷 又将产生新的 ，即为反射的磁波和电波。这完全

属于场矢量行为，绝不是能流密度行为。 

( )i t ( )

( )i t 'B ( )Q t 'E

    以上分析中是用独立电场 E 来表述的，用独立磁场 矢量来分析，道理是一样的，详

见1.7节。 

H

5.2.2 电波传输是独立场矢量行为 

    现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传输系统，即电波从一种媒质 1ε 传输到另一种媒质 2ε ，让我们研

 139



第五章  电波本性不是能量 

究它的场矢量属性与客观事实的吻合与否。见图5-9。 

    不妨，我们把 2 2 2 1 1 2

2 1 2 1 2 1

[ ( ) ]
sin

( )( )
ε ε μ μ ε ε

ϕ
ε ε ε ε ε ε

−
= =

+ − +
代入上式(5-20)，得到 且0LE =

1 1 2 2( / )r iE c c Eε ε= ，即：对于平行极化波，电波从一种媒质传输到另一种媒质，满足此角时 

 

θ

ϕ

rE  

iE

光密媒质 2ε

图 5-9  潜水员通信和布儒斯特角已证明无反射 

光疏媒质 1ε

 

 

 

 

 

 

 

 

没有反射，只有折射。潜水员与地面通讯正是利用此角才得以实现。 

   以上完全基于矢量电场分析，光纤通信和潜水员通信中，都是基于矢量场传输的分析方

法。换句话说，电波在介质间的传输是场矢量的传输，属于场矢量行为，并服从场矢量迭加

原理。不可能是能流密度 ×E H 行为。 

让我们再来研究波导中的微波传输行为。这里，我们基于矢量分析方法，设波导如图5-

10所示，波导的宽边尺寸是a ，窄边尺寸是b 。基于反射传输原理，不难看出：第一，为了 

 

b  
a

图 5-10  基于场矢量分析的传输 

Y 

X 

E

H

E  

E

H

H  

H

E

 

 

 

 

 

 

 

 

 

 

 

 

 

 

得到高效率的传输，波导内壁必须是光洁的良导体，特别是b边更应如此；第二，如果电波

或磁波在自由空间的传播速度是 ，那么电波沿着波导的传播速度必然小于 c0c 0  ，因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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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运动；第三，因为反射实为二次辐射，而二次辐射时，半波振子的辐射效率 好，据此

推得b边尺寸 佳是半个波长(可窄但不可宽，过宽将使得上端与下端产生的场强在波导中相

互抵消)；第四，由于波导左右对称，为了避免散射波相互干扰， 好是使得左壁电流与右

壁电流同时同相变化，为此，电波或磁波在波导中传输的斜距离应当为波长 λ，而且入射角

为45度为佳，于是， 边的尺寸应为a
2
λ

=0.707 λ，才是 佳传输。在实际工程中,已经证实

了 0.707a λ= 的 佳传输状态。这里，我们完全基于场矢量分析，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传输

过程是场矢量行为。换句话说，微波工程师在实践中得出了经验 0.5b λ= 和
2
λa = =0.707 λ

是 佳传输，并没有使用麦克斯韦旋度理论的金属波导传输模型。 

无论是光纤通信，或是潜水员的通讯体验，或是微波在波导中的传输，事实业已证明，

电波的传输是矢量场的传输，属于场矢量行为，不是波能量行为。 

以上分析中是用独立电场 E 来表述的，用独立磁场 矢量来分析，道理是一样的。 H

5.2.3 电波反射折射不是波能量行为 

    现在我们来研究电波反射折射是否是波能量行为。如果它是波能量行为，那么它应当满

足能量守恒定律而且应当与电波实验不冲突。反之，如果它不满足波能量守恒定律或者得不

到与电波实验一致的结论，则说明它不是能量的传输。 

假如认为电波的反射折射是波能量的反射折射，那么用能流密度来获取反射折射方程，

结果怎样呢？计算如下：由于能流密度是矢量，能流在分界面上连续，参见图5-11。 

 

2ε

ϕ  

1ε

niw

tiw

iw tLw
LwnLw

rw
nrw

trw
θ

图 5-11 假如反射折射是波能量行为

ϕ

 

 

 

 

 

 

 

 

 

法向能流连续： ni nL nr− =w w w                       （5-21） 

切向能流连续： ti tL tr+ =w w w                        （5-22） 

即 

cos cos cos
sin sin sin

i L r

i L r

w w w
w w w

ϕ ϕ θ
ϕ ϕ θ
− =⎧

⎨ + =⎩
                         （5-23） 

解此方程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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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sin sin cos
sin cos cos sin

2sin cos
sin cos cos sin

L i

r i

w w

w w

ϕ θ ϕ θ
ϕ θ ϕ θ

ϕ ϕ
ϕ θ ϕ θ

−⎧ =⎪ +⎪
⎨
⎪ =
⎪ +⎩

                     （5-24） 

将 2 1sin ( )sinc cθ ϕ= 和 2
2cos 1 ( sin / )c cθ ϕ= − 1 代入上式，得到 

2
2 1 2 1

2
2 1 2 1

1

2
2 1 2 1

cos 1 ( sin / )

cos 1 ( sin / )
2 cos

cos 1 ( sin / )

L i

r i

c c c c
w w

c c c c
c

w w
c c c c

ϕ ϕ

ϕ ϕ
ϕ

ϕ ϕ

⎧ − −
⎪ =
⎪ + −
⎨
⎪ =⎪ + −⎩

                 (5-25) 

检验(5-25)式，我们不难看出：①它与菲涅尔公式冲突；②除了 0ϕ = 以外， L rw w+ > ，即

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因此，我们说,我们有理由认为电波的反射折射不是波能量行为。 

iw

5.2.4 电波传输不是波能量行为 

    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传输系统，即电波从一种媒质( 1ε )传输到另一种媒质( 2ε )，让我

们研究它的波能量传输与客观事实是否吻合。见图5-12，设微波能量从光疏媒质发出并入射

到光密媒质，如果电波的传输是波能量的传输，那么能流在分界面上连续，满足式(5-25)，

现在以 2 2 2 1 1 2

2 1 2 1 2 1

[ ( ) ]
arcsin

( )( )
ε ε μ μ ε ε

ϕ
ε ε ε ε ε ε

−
= =

+ − +
的入射角传输到光密媒质( 2ε )上， 

 

nrw  

trw  

rw  

tiw
iw

niw

θ

ϕ

光密媒质ε2

图 5-12  假如电波传输是波能量传输 

光疏媒质ε1

 

 

 

 

 

 

 

 

于是有 

2
1 2 2

2 2
1 2 1 1 2

2
1 2

2 1 2
1 2 1 1 2

0
1

L

2

ε c εc - c 1-
ε + ε c (ε + ε )

w
ε c εc +c 1-

ε + ε c (ε + ε )

iw= ≥                          (5-26) 

这就是波能量传输的结果。可以检验，除了 1c c2= 以外，恒有 ，没有反射的布儒斯特

角。然而，大量事实业已证明了，当

0Lw >

2 2 2 1 1

2 1 2 1

[ ( ) ]
arcsin

( )( )
ε ε μ μ ε

ϕ
ε ε ε ε

−
= =

+ −
2

2 1

ε
ε ε+

时，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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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 =0。由此可见，电波从一种媒质传输到另一种媒质时，不是波能量行为。 

    本节基于场矢量辐射观点，所得反射折射及传输方程均与客观事实一致；但当基于波能

量辐射观点来分析时，所得反射折射及传输方程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电

波的辐射不是波能量的辐射。 

    当入射光强给定后，反射与折射光强的计算，将有两种途径。一是基于“场矢量传

输”，二是基于“波能量传输”。我们已经得知，用两种途径来分析同一物理行为时，所得

结果截然不同。结论是：电波的反射是独立矢量场行为，却不是波能量行为；电波的折射是

独立矢量场行为，却不是波能量行为；电波的传输是独立矢量场行为，却不是波能量行为。

从而表明电波非能量属性。 

因为机械波服从经典波动方程，第四章的独立辐射场不服从波动方程，所以用本章来说

明其道理。本章的思路是，从行为看属性，从属性看守恒。既然行为不是波能量，则属性不

是波能量，从而它不属于波动方程的范畴；既然行为是独立矢量场行为，则属性是独立矢量

场，从而说明它服从矢量场守恒，即说明流出 球面的场量等于流出 球面的场量。也就是

辐射独立矢量场守恒。 

1S 2S

 

 

5.3  电波辐射不是波能量行为 

 

    如果认为电波(电场波或磁场波)辐射是波能量传播，那么接收装置应该满足能量迭加原

理；如果认为电波辐射是独立场矢量的辐射，那么接收装置应该满足场矢量迭加原理。因此

用接收装置上的实验可以证明电波辐射到底是波能量传播或是独立矢量场的辐射。 

    对于本文构思的“理想实验”----如何计算屏幕上的光强，将有两种选择：一是基于

“光辐射是场矢量的辐射”之观点来计算光强；二是基于“光辐射是波能量传播”之观点来

计算光强。我们将发现，两种观点考察同一事物，所得结论截然不同。虽然光波与电波在物

理本质上有区别，但作为波动性，两者是同等地位的，因此本小节讨论“波是能量传播或是

场量辐射”，于是可以借用光学原理来讨论，到底是场量辐射或是能量传播？ 

5.3.1 光波辐射是独立矢量场的辐射 

    如果只考虑一束光波的辐射问题，既不能证实波能量传播，也不能证伪波能量传播。因

此本节考虑这样一个光传输系统：见图5-13，左边是光波发射装置，右边是光波接收装置，

而中间则是光辐射的物理空间。在这个辐射空间中有 束光波,它们来自发射装置的透镜, 

并到达接收装置的屏幕。由于 束光波来自同一个发射源，因此它们具有相同的偏振和相同

的初相位，并且在聚焦点 o上具有相等的光程差。 

n
n

    如果光波辐射的正是矢量场，则 束光波辐射到屏幕上 o点时，其矢量场的强度为 n

1 2sum nE E E E= + + ⋅⋅ ⋅ +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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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波

发

射

装

置 

光

波

接

收

装

置

屏幕 
透镜 

   辐射

图 5-13 光波的辐射 

o

 

 

 

 

 

 

 

 

 

 

如何检验这一物理属性(场矢量迭加原理)是否吻合这一物理行为(屏幕 点上光强)呢？这在

透镜干涉的大量实验中，早被人们所证实。因此说，光波辐射是矢量场的辐射。成立！ 

o

    以上分析中是用独立电场 E 来表述的，用独立磁场 矢量来分析，道理是一样的。 H

5.3.2 光波辐射不是波能量的传播 

    如果光波辐射的是波能量,见图5-14,则 束光能量传播到屏幕上 o点时，其能量大小(或

能流密度)为 

n

( )

1 2

2 2
1 2

2
2 2 2

1 2

' 2( )

sum n

n

n

sum

w w w w

E E

E E E

E

ε ε ε
μ μ μ

ε
μ

ε
μ

= + + ⋅⋅ ⋅ +

= + + ⋅⋅ ⋅ +

= + + ⋅⋅ ⋅ +

=

2E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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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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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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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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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镜 

   传播

图 5-14 假设光运动是能量传播 

o

 

 

 

 

 

 

 

 

 

 

这是 束光能量到达屏幕 点上时的总能量n o sumw  ,相应的总电场 sumE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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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2
sun nE E E E= + + ⋅⋅⋅+                                (5-29) 

显然式(5-29)不等于式(5-27)。如果认为光的辐射是能量的传播，那么屏幕 o 点上的光能量

强度应该由式(5-28)的 sumw 描述，折算后的场矢量应该由式(5-29)的 '
sumE 来描述。然而我们

认为式(5-28)或(5-29)的光波能量 并不反映屏幕 点上的光强。这是因为：既然式(5-

27)得到了检验，那么式(5-29)就不可能正确，因为式(5-29)与式(5-27)不相等，即

总w o

'
sun sumE E≠ 。由于图5-14这种光辐射系统实际上是透镜干涉装置，在波能量辐射观点指导

下，式(5-28)或式(5-29)在屏幕上不可能出现明暗条纹，所以它客观事实不符。亦即，波能

量辐射观点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接收屏幕上能够出现明暗条纹。见干涉实验。 

以上分析中是用独立电场 E 来表述的，用独立磁场 矢量来分析，道理是一样的。 H

5.3.3 电波辐射是独立矢量场的行为 

    设有一个发射振子和一个接收振子，如图5-15所示。收发天线相距很远， r ，因

此，到达接收天线上的电波可视为横波。注意到，到达接收天线上有三个参量： 、

dl

θE Hϕ 、

。对于电波的辐射，到底是直接辐射了 和 呢？或者是直接传播了能流密度 呢？ rw θE ϕH rw

 

电压

放大

幅度

显示

接收
发射 

×

距离 r

图 5-15  电波发、收简图---场矢量辐射 

si su

( )E t

×

×

× 

×

×

×

×( )B t 

 

 

 

 

 

 

 

辐射场矢量与传播波能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基于场矢量辐射之观点论述如下。 

正如第4章所述，辐射的时变电场 2
1)(
r

tE ∝ 、辐射的时变磁场 2
1)(
r

tB ∝ ，接收天线上的

金属电子在 和 之作用下，受洛仑兹电力)(tE )(tB ( )e tE 和洛仑兹磁力 e 0( ) ( )t− ×c B 而做上下移

动，从而形成信号电流。因此信号电流的大小 2
1)(
r

ti ，电流乘以阻抗就是电压，加到磁式

示波器上的幅度值

∝

2
1
r

U ；经电压放大之后，加到电压偏转板示波器上的幅度值m ∝

2
1
r

Um ∝ ；即为大家熟知的距离平方反比律.这里，我们的观点结论是，辐射是场矢量的辐

射，接收是场矢量的接收。为了进一步说明，信号接收是矢量场的接收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请参见图5-16的(a)和(b)，在各自的图中，左右两个信号源同频同相而且电路也完全一样。

导线 ab 在两个发射天线的中间并平行于发射天线，导线 ab 可视作接收天线。可以检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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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ab 上的电流为零，这是正负场矢量迭加(对消)的结果。 

( )i ω~

b  

a  

( )i ω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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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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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a)  矢量场的对消 

发射 发射 

 

 

 

 

 

 

 

 

发射 

图 16(b)  对称辐射中场矢量对消 

∼sU

a  

∼ sU

b  

发射 

 

 

 

 

 

 

 

 

 

如果认为辐射了能量，那么图中接收天线 ab 上形成的信号强度多大？显然错！更不是

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使得 ab 导线的质量或重量增加。 

以上分析中是用独立电场 E 来表述的，用独立磁场 矢量来分析，道理是一样的 H

5.3.4 电波的辐射不是波能量的行为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无线电通信中的微波辐射或辐射过程。 

    设有一个发射振子和一个接收振子，收发天线相距很远， r dl ，即在通信应用中，如

果认为电波的辐射是波能量的辐射,如图5-17所示，那么能流密度 作用于接收天线(一根

细导线)时，它不能形成信号电流，因为 垂直于接受天线。况且，如果认为接收天线是接

收了电磁能量 ，那么接收天线是否与发射天线平行就显得无关紧要。然而，事实上相当 

rw

rw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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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发射 
5w

图 5-17  假若是能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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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其实，图中接收天线不是“口袋”，它也无法接收波能量。 

    既然接收天线不是接收波能量，那么，何以见得电波辐射了波能量呢？显然不是！ 

    为了进一步说明，信号接收非能量接收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请参见图5-18的(a)和(b)，

在各自的图中，左右两个信号源同频同相而且电路也完全一样。导线 ab 在两个发射天线的

中间并平行于发射天线，导线 ab 可视作接收天线。 

    如果，如果认为电波的辐射是能量W 的传播，那么接收天线既接收了来自左边的W ,又 

 

图 5-18  同频同幅同相之等距的对称传播 

i(ω)~

b

a

i(ω) ~ 

(a) 

发射 发射 

rw rw

发射 

(b) 

∼sU  

a  

∼ sU

b  

发射 

rw rw

 

 

 

 

 

 

 

 

 

 

 

 

 

 

 

 

 

 

接收了来自右边的W 。由于能量W 是标量，所以接收天线 ab 共接收到了2W ，即接收信号

电流比单部发射机时增强了一倍。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上图的能量对撞是无法形成信号

电流。即，导线 ab 上不可能接收到两倍的电波能量。因此，我们坚定地认为：信号的接收

不是对波能量的接收。 

    这里顺便指出，光波或者图5-18的电场波对着导线(或物体)辐射几千年几万年，也不会

使得物体 ab 导线的质量增加
[1]P92

成 。经常日光浴的美女不可能增加质量，植物的光合作

用作用使得植物生长，这不是地球(水土石头等物质)的质量长期被太阳“能”吸收的缘故。 

2
0mc

    既然电波作为波动性的所有行为都是独立矢量场行为，却不是同生共死的 ×E H 能量行

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定，电波辐射不是波能量的传播，而是各自辐射矢量场。只有所有物理

行为均是同生共死的 ×E H 能量行为，才能说传播了波能量。实际上由麦克斯韦旋度理论而得到

的 ×E H 是距离 的多项式，也并不是传播波能量守恒，而且是一个负能量值，显然他与客观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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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符。虽然 ×E H 是矢量，但能量是标量。谁推动了标量的前进？无人！ 

    因为机械波服从经典波动方程，第四章的独立辐射场不服从波动方程，所以用本章来说

明其道理。本章的思路是，从行为看属性，从属性看守恒。既然行为不是波能量，则属性不

是波能量，从而它不属于机械波波动方程的范畴；既然行为是独立矢量场行为，则属性是独

立矢量场，从而说明它服从矢量场守恒，即说明流出 球面的场量等于流出 球面的场量。

也就是辐射独立矢量场守恒。 

1S 2S

 

 

5.4 电波的本性不是能量 

 

    自从麦克斯韦理论、波动方程和坡印亭矢量诞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微波辐射了波能

量。即认为： w EH= 2c Eε= 2c Hμ= 具有能流密度的量纲，在时间 内流过截面积 的波能

量的平均值是 

t s

W = 21
2 mc E stε                               (5-30) 

照此说来，似乎微波暗箱可以储存波能量、微波加热是能量交换。我们也常常听到“微波能

量”之说，而且有微波能量交换成热能等术语。这似乎微波本身就是能量、似乎这种微波作

用于物质时是把能量直接传递给了物质。更有荒唐者把物质与能量等同起来
[1]P92

。 

    通过本节的阐述，我们将认识到，时变电磁场是虚功率，微波本身不具有波能量属性，

它与物质作用的过程是矢量场激发物质后转化成热能，并非波能量的直接传递。这里，我们

需注意到“场矢量激发成热能”与“波能量交换成热能”，是两个不同的物理变化过程和两

个不同的物理概念。 

5.4.1 辐射的时变电磁场是虚功率 

    对于集中参数元件(电路尺寸远小于波长)，含有电抗元件的电路，其解是：全响应等于

暂态响应＋稳态响应。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正余弦稳态响应所带来的正余弦微波之物理属

性。 

    大家知道，在含有电抗元件的端口电路中，在正余弦稳态情况下，端口电压为

( ) ( )mv t = V cos ωt +ϕ 、端口电流为 (i t )ω= + I( ) cosmt I ∠ ，则相应的复功率是 

1 1cos( ) sin( )
2 2m m m mV I V I= ∠ −∠ + ∠ −∠V I V IP j  

式中, 是电压角、V∠ I∠ 是电流角。右边第一项是实功率，第二项是虚功率。实功率消耗

能量，虚功率不消耗能量。 

    据此，让我们来研究电容中的时变电场和电感中的时变磁场的属性。 

    1. 正余弦电场是虚功率。见图5-19，在 电路中施加的电压源是RC ( ) coss mv t V tω= ，图

中的电阻 R 包括电源内阻和传导线的电阻率所带来的阻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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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R R= +源                                   (5-31) 

求解该电路得到，端口1-2的复功率是： 

sP =
2 2 2

2 2 2

1
2 1

mV R C
R C
ω
ω

⋅
+

2

2 2 2

1
2 1

mV C
R C
ω
ω

− ⋅
+

j                   (5-32) 

 

图5-19 正余弦电场是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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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电压源提供的复功率。式中1 2 是平均功率的定义。 

    对于电阻端口，其复功率是： 

2 2 2

2 2 2

1 0
2 1

m
R

V R C
R C
ω
ω

= ⋅ +
+

P j                             (5-33) 

    对于电容端口，其复功率是： 

0C = −P j
2

2 2 2

1
2 1

mV C
R C
ω
ω

⋅
+

                           (5-34) 

通过以上计算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稳态情况下，电压源提供的能量全部用于电阻上。在

电容中，虽然不断地产生了(正余弦)时变电场，但它并不消耗能量，因为它是虚功率。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电容中放置媒质水，水在时变电场的作用下，由洛仑兹电力使

得水分子做热运动，于是水发热，这是一种转化过程，但时变电场的本性不是能量，而是需

功率。此外，电容中置入水之后，电容量和电路阻值也变了。所以需功率本性不是能量。 

    2. 正余弦磁场是虚功率。见图5-20，在 电路中施加的电压源是RL ( ) coss mv t V tω= ，图

中的电阻 R 包括电源内阻和传导线的电阻率所带来的阻值，即 

lR R R= +源                               （5-35） 

求解该电路得到，端口1-2的复功率是 

s =P
2

2 2 2

1
2

mV R
R Lω
⋅

+

2

2 2

1
2

mV L
R L

ω
ω

− ⋅
+

j 2                      (5-36) 

 

图5-20 正余弦磁场是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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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电压源提供的复功率。 

    对于电阻端口，其复功率是： 

RP =
2

2 2 2

1 0
2

mV R
R Lω
⋅

+
j+                             (5-37) 

    对于电感端口，其复功率是： 

2

2 2

10
2

m
L

V L
R L

ω
ω

= + ⋅
+

P j                           (5-38) 

    通过以上计算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电压源提供的能量全部用于电阻上。在电感中，虽然

不断地产生了(正余弦)时变磁场，但它并不消耗能量，因为它是虚功率。 

    3. 正余弦电磁场不是能量。见图5-21,在 电路中施加的电压源是RLC ( ) coss mv t V tω= ,

图中的电阻 包括电源内阻 和传导线的电阻率所带来的阻值 ，即R R源 lR lR R R=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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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正余弦电磁场是虚功率 

 

 

 

 

 

 

求解该电路得到，电源端口提供的平均复功率是： 

2 2 2

2 2 2

1
2 ( ) (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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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LC

ω
ω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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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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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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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    (5-39) 

其中电阻端口的平均复功率是： 

2 2 2

2 2 2

1 0
2 ( ) ( 1)

m
R

V R C
RC LC

ω
ω ω

=
+ −

P + j                        (5-40) 

电感端口的平均复功率是(呈阳性)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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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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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电容端口的平均复功率是(呈阴性) 

2

2 2

10
2 ( ) (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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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ω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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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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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特别是在谐振中，因 ，则 2 1LCω =

2）电容端口的平均复功率是(呈阳性) 
2

2

1
2

m
C

V
R Cω

=P j                                       (5-43) 

1）电感端口的平均复功率是(呈阴性) 
2

2

1
2

m
L

V
R Cω

= −P j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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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计算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正弦稳态情况下，电压源提供的能量全部用于电阻

上，而在 端口中虽然不断地产生了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但它们并不消耗能量，是虚功

率。如果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换，那就是电感中阳性虚功率与电容中阴性虚功率之间

的交换。这就是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之间的虚功率交换。 

LC

    4．辐射的电波是虚功率。把图5-21中的电感和电容逐步展开(参见图4-23),那么自由空

间必有时变电磁场,即电波,如图5-22所示。此图中的时变电磁场是虚功率，则4-23图中的时

变电磁场也必然是虚功率。从左图到右图,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电源提供的能源消耗在内阻

和传导电阻上，虚功率的电波不消耗能源。 

这里，把电感电容中的时变场向着自由空间辐射，就是伟大赫兹实验逻辑(参见图4-

23)。既然时变电磁场是虚功率，辐射到自由空间显然也是虚功率。从而说明电波是虚功

率，其本性不是能量。 

 

图5-22 电波是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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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需要注意，当电容或电感中填充非完纯介质(例如水)时，相当于电感或电容中增加

了电阻值，则电源提供的功率增加了，(5-39)式中的实功率增加了，即消耗的电能增加了。

这属于物质在广义洛仑兹力的作用下转化成热能。但作用在物质上的时变场本身不是能量。 

5.4.2 微波暗箱没有波能量储存 

    设微波暗箱是由多面体组成的，内壁镀有良导体银(或者假设内壁是由超导体组成的)，

如图5-23所示。我们可以这样假定：①暗箱内壁的电阻率为零，不产生焦耳热损耗；②辐射

到暗箱里的微波在暗箱中作无限次反射而不泄漏。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储存能量了吗？ 

微波束

微波暗箱

图 5-23    微波暗箱无能量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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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做两个理想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 

    实验一。用一个自带干电池的收音机，在暗箱外边将收音机调准到某一广播电台上，设

收到的电场强度是 

sin( )mE E tω ϕ= +       

ϕ入

反

1

                            (5-45) 

记录下收音机的音量指示值；再把收音机放入屏蔽室内，记录下收音机的音量指示值。您将

会发现两个现象：收音机在屏蔽室内，其音量十分微弱；收音机在室外时，其音量比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收音机放入屏蔽室内并把屏蔽门虚掩，这种情况下的音量比室外音量更大。 

 

E1 

E 

E2 

图 5-24 场矢量迭加 

 

 

 

 

 

    收音机音量之所以增强了，是因为场矢量迭加的结果----入射的电场矢量在屏蔽室内来

回反射的电场矢量迭加在一起，致使作用在收音机天线上的电场增强，收音机上的电平指示

增大(以前的收音机有这个电平指示器)从而使得信号电流增强，这是场矢量迭加，如图5-24

所示。 

    如果说它是电波能量的相加，那么根据三角函数公式，则能流密度表达式成为 
2 20.5 [1 cos(2 )]mw c E c E tε ε ω= = ⋅ + +入 入                        (5-46) 

2 20.5 [1 cos(2 )]mw c E c E tε ε ω ϕ= = ⋅ + +反 反                        (5-47) 

2
1 [1 cos(2 )]mw w w c E tε ω ϕ= + = ⋅ + +合 入 反                         (5-48) 

相加结果是：在屏蔽室内收音机收到的频率是 2ω，而调谐在ω 处时，就无信号。这显然与

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在 2ω 处或许根本就没有电台，只在ω 处及其附近才有电台。由此看

来，音量增强不是微波能量相加。这是因为，微波是虚功率,在时间周期内的积分等于零；

虚功率直接乘以时间也不是真实的能量。 

    暗室中收音机的音量的有与无，随着屏蔽室门的开启与关闭而“立竿见影”，可见暗室

并无微波能量储存。假如，如果说暗室储存了波能量，那么当暗室门关闭之后所储存的波能

量足以使收音机继续响亮一段时间。可是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就说明电波属性是一个瞬时

功率，而不是波能量。 

    实验二。设有1000瓦的微波炉“干烧”1小时的时间之后。然后关掉微波炉电源，立即

向微波炉内注入1公升的自来水，并停留3分钟。您将发现，水温不会升高。尽管微波炉事先

“接受”了一个“千瓦⋅小时”的虚能量，但它并没有微波能量的储存。 

    但是，如果您先将自来水注入微波炉中，然后将虚功率为1000瓦的微波向暗箱内辐射3

分钟，您将发现水很热。究其原因，应该是，需功率的时变场作用于水，使水产生分子电流

和传导电流，由于水的电阻率不为零，从而产生焦耳热，所以水的温度升高。这是电场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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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结果。其焦耳热可用下式来计算： 

dd UI
R

=Q                                     
d
d

lR
S

ρ=  

1ρ
σ

=                                      
d
d
U E
l
=  

2P I R= Δ功率  

2

0
( ) d

t

JW E t Vσ∴ = Δ∫ t                              (5-49) 

式中 JW 是焦耳热能，σ 是电导率， 是被作用物质的体积。注意到VΔ sin( )mE E tω ϕ= + ，假

定 在 内均匀分布的话，再运用三角函数公式，那么上式的积分结果是： ( )E t VΔ

21
2J mW E Vσ= Δ t⋅                                (5-50) 

这个能量就是时变电场作用于非完纯介质时所产生的焦耳热能。除此之外，根据广义洛仑兹

磁力，时变磁场作用于自由电子(或离子)也会形成电流，同样产生焦耳热能。也就是说，这

里存在一个从时变场到热能的转换过程，不是能量对能量的直接传递。 

5.4.3 进一步说明 

    电流通过辐射装置转化为矢量场，矢量场作用于特定的物质将转化为焦耳热能或其它

能。这里，矢量场与物质的作用过程并不是能量直接传递过程，而是一种场与能之转化过

程，从而影响提供场之源的提供电能多少。就像我们击球一样，给球施加力，球将有动能，

但施加的力本身不是能量。忽视转化就等于失去了物理过程的本质属性。犹如时变力踩动自

行车，可以转化为机械能和热能一样，但时变力与物体的作用过程并不是能量直接传递过

程，而是作用之后的转化过程，虽然提供力消耗了人的体能，但踩车力的本性不是能量。 

    我们说辐射矢量场守恒，矢量场本身不是能量，因此我们不可以说辐射波能量守恒。犹

如时变力作用于物体一样，物体将产生动能。但时变力本身不是动能，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些

组合起来的“量纲”所迷惑！即分清物理概念。 

    例如， 0
( )F t c
s

具有能流密度之量纲---单位时间内流过单位面积的能量，虽然 0( )F t c 具

有能流的量纲，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把时变力 ( )F t 说成是能量。力就是力，力场矢量不是

能量。尽管时变力作用于物体可以“转化”出动能来。但是， ( )F t 与物体的作用过程不是能

量交换过程，我们不可以说力场能量 0( ) /F t c s 作用于物体交换成了动能。 

    同样的，对于电场力或电波 ，尽管( )E t 2
0c Eε s t⋅ 具有能量之量纲，而 是焦耳热

能，但所发生的物理过程不是能量传递；或者尽管 具有能量之量纲，而 是焦耳

热能，但所发生的物理过程不是能量传递。我们不可以说波能量 (或 )被交换成

了热能。其道理再也清楚不过了：第一，时变电场、时变磁场、时变电磁场都是虚功率，虚

功率在周期内的积分值是零，虚功率乘以时间 也不是真实能量；第二，事实上

2
mE V tσ ⋅

2E Vε 2
mE V tσ ⋅

2
0c E stε EHst

t 0c sε 和 V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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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属性(尽管量纲相同，但各自表达的物理意义是不同的)。因此本章认

为，其物理过程决不可能是能量交换过程，而是转化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所得结论是：电波本性不是能量而是虚功率。 

 

 

5.5 电波辐射矢量场守恒 

 

5.5.1 概念与本质 

    在整个物理学中，有许许多多的假设、模型和定律，这些模型或定律界定了物理行为的

属性，也为物理现象提供了定量或定性的解释与描述。在这诸多物理定律与诸多物理现象之

间必然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即现象与本质的联系。在现象与本质之间，或者说在行为与定律

之间，某个物理行为可能服从一个或多个物理定律；同样的，某个物理定律可能属于一个或

多个物理行为。究竟那些行为服从那些定律，或者，究竟那些现象具有那些本质的东西，这

取决于给定的物理定律是否能够检验该物理行为。具体地讲，就是用给定的物理模型及其概

念，去计算、分析、考察某物理行为及其现象时，看两者是否吻合，是否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与描述。 

    本章围绕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行为与定律之间的必然联系，考察了电波本身的

自然属性。我们说干涉非能量波属性，指的是，电波的干涉非能量所为，也即，该物理行为

不能用波能量的观点来计算、分析和描述。否则，若用能量或能流密度来描述干涉现象时，

将与客观事实不符。我们说电波的传输不服从波能量守恒，指的是，电波的传输不是对能量

的传输而是矢量场的传输，也即该物理行为不能用能量的观点来计算、分析与描述。否则，

若用能量或能流密度来描述反射折射现象时，将得不到反射折射方程，甚至出现“能量增

生”。我们说，电波的传播不是波能量的传播，指的是，电波传播的实体是矢量场而不是波

能量。或者说，如果认为传播的实体是波能量，那么用能量观点来考察所接收到的光强时，

将与事实不符。也许，假如认为光传播既是场的传播又是能量的传播，那么用这两种观点来

描述光强时，答案应该一致，然而，事与愿违。基于以上诸多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电波

的辐射不是波能量的辐射。 

值得注意的是，电波在一定条件下并作用于特定物质，可转化为能量，这是从量变到质

变的飞跃。本章不是讨论质变过程，而是讨论电波在那个飞跃之前的自然属性。电场也好，

磁场也好，力场也罢，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并作用于特定物质，必将转化为一定的能量，这是

无可非议的。一旦转换成能量后，能量守恒，也是必然的。力(恒力或时变力)作用于物体，

可转换为动能，但力(恒力或时变力)的本性不是能量。这似乎与电场、磁场有相仿之处。过

去，人们对物体受力之作用的研究，尽善尽美，可告终结。现在，人们对物质受场之作用的

研究，刚刚起步，任重道远。由于场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机理尚未完全揭示开来，致使有人把

个别现象当作普遍真理而误认为“电波就是能量”，我不得不说那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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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上得出的结论是，简单地说，电波不是直接辐射了波能量，而是辐射了矢量场。

这一结论与波粒二象性及量子假说，并无冲突。 我们说，电波本身是连续的，但也不反对

把这个连续的东西进行量化处理---比方说波子、光子。因为，无论是量化或是数字化，对

于计算处理是方便的。特别是频率很高的光波、紫外线、 x射线和γ 射线，频率越高，更显

粒子本性。或许，到了 x射线这个频率界限，由于波长短至可与电子尺寸相比拟的地步，它

完全表现为粒子性，或者说它主要表现为粒子性。 

    1900年，普郎克根据他提出的量子假设 hfε = ，并应用古典统计理论算出了振子的平均

能量，普郎克推得了黑体辐射的公式。从目前看来，似乎用得非常之广，比如光电效应、康

普顿效应以及整个量子力学，等等。这属于光波的另一属性，粒子性。 

    尽管光波以及频率更高的射线具有“粒子性”，已被众人所接受，而且已家喻户晓，但

这些并不影响“电波的辐射是场矢量的辐射，并服从辐射矢量场守恒”这一结论。因为那些

“粒子性”属于“二象性”的研究范畴。比方说，从阴极发射出来的电子流的衍射呈同心环

状，虽然是衍射波动性，但我们不能说电子流的运动就是传播了波能量。中国有一种鸟枪，

枪膛里灌装的是小颗粒金属球，发射之后打在靶上呈同心环状斑点，虽然具有相同的波动

性，但我们不能说金属球的运动就是传播了波能量。同样的，例如，功率为一千瓦、频率为

1兆赫兹的偶极子发射天线，向自由空间辐射的矢量场分别是 2

1
4 rπ

∝E 和 2

1
4 rπ

∝B ，我们

只能说它辐射了矢量场，不能说它辐射了粒子。我们说“电波辐射非能量属性”，主要指辐

射过程中，它是以矢量场的本性在真空中辐射的，但它在与物质相互作用时，在某些场合可

能表现为粒子性并转化成能量，但这是转化，不是能量直接传递。本节要否定的正是电波里

的 ，而不是光波里的“量子假设 ”。波动性与粒子性，属于两个概念中的

两种属性，因此对于电波不可用光波领域里的“粒子性”来考察电波的辐射结论。 

S
W E H= ×∫∫ ds

图5-25电波是虚功率 

hf

事实上可以验证，所有的电波行为都不可用波能量的观点来分析。大量物理实验事实表

明，对电波的一切行为都是独立场矢量作用的结果，却不是波能量直接的作用结果。当然光

波作用于黑体可产生热辐射、光波作用于氧化钾二极管可产生电流、光波作用于皮肤可使人

感到发烫、光波作用于植物可产生光合作用、光波作用于电子可产生衍射，等等这些属于光

波与物质之间发生的质变过程，质变过程中产生了热能或其它能量，其转化的 小单元可按

能量子 hf 来计算，也就是说，光波作为粒子性，服从普朗克量子假说；但电波作为波动

性，服从矢量场辐射守恒。 

5.5.2 辐射矢量场守恒 

    把图5-25中的电感和电容逐步展开,那么自由空间必有时变电场和事变磁场,即电波。 

 

∼
-

+ 
sV  

∼
-

+
sV

 L

C

( )B t

( )E t

 

 

 

 155



第五章  电波本性不是能量 

 

 

 

左图中的时变电磁场是虚功率，则右图中的时变电磁场也必然是虚功率。从左图到右图,这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伟大的赫兹实验就是这种 振荡器，电源提供的能源消耗在内阻和传导

电阻上，虚功率的电波不消耗能量。对于广阔自由空间也是这样，电波本性不是能量，而是

虚功率。 

LC

在前三节内容和本节上述内容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1)电波的干涉是独立矢量场的干

涉，不是波能流 ×E H 的干涉；2)电波的传输是独立矢量场的传输，不是波能流 ×E H 的传

输；3)电波的辐射是独立矢量场的辐射，不是波能流 ×E H 的传播；4)电波的接收是对独立

矢量场的接收，不是对波能流 ×E H 的接收；5)正余弦电场磁场是虚功率，正余弦电场磁场

不是能量；6)电波磁波是虚功率，其本性不是能量。那么，围绕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内在联

系、行为与定律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说明电场与磁场是独立辐射的，这就意味着，以辐射

源为球面中心，取 和 球面，则流出 面的场强等于流出 面的场强，即辐射矢量场守

恒，即辐射虚功率守恒。对于声波、水波借助于振荡媒质而传播，因此机械波属于传播动能

守恒；而电波(电场波或磁场波)因它没有振荡传播的媒质，只能是直接辐射矢量场，因此电

波属于辐射矢量场守恒。我们在第四章中介绍的电场与磁场独立辐射，其场强与距离平方成

反比，恰恰满足辐射矢量场守恒原则。因此我们认定：电波是辐射矢量场守恒。因此，本章

认为，电波的辐射服从场矢量守恒。如图5-26所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独立矢量场的上述

一切行为。否则就是波能量

1S 2S 1S 2S

×E H 行为，即传播波能量守恒。然而事实上，上述一切行为却

不是波能量行为，那么显而易见，不是传播波能量守恒。 

    其实，即使认为麦克斯韦的传播波能量守恒，但由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得到的 ×E H 是距

离 的多项式，也无法满足守恒。因为旋度理论的结论是（2-1）、（2-2）和（2-3）式，

显然流出 面的波能量不等于流出 面的波能量，流出 面的磁场量也不等于流出 面的

磁场量。从这个角度讲，也可证明麦克斯韦旋度理论是错误的。 

r

1S 2S 1S 2S

参见第四章的(4-3)式，对于时变电荷元所辐射的时变电场是 

0
2

0

sin( )
( , )

4m

rt c
r t Q

r

ωω

πε

−
= rE e                            (5-55) 

再参见第四章的时变电流元所辐射的时变磁场是 

0
0

2

( )d sin
d ( )

4

rk t l
c

r,t
r ϕ

μ θ

π

⋅ − ⋅
=B e                            (5-56) 

由于独立辐射的电场强度与独立辐射的磁场强度都满足距离平方反比律，因此结合图 5-26

立即得到电场波和磁场波都是辐射矢量场守恒之结论。而麦克斯韦旋度理论的结论既不是辐 

射矢量场守恒也不是传播波能量守恒。这就进一步说明了第四章的正确性，或者说本章是对

第四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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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势能、动能和功的定义之后，麦克斯韦从机械波的动能出发，他认为以太媒质

在电动力的扭拉下也具有动能，从而他提出波能量的概念，沿用至今。人们也认可了波能量

之说，特别是关于 T.Yang 实验的物理本质问题，所有人都认为：干涉中的明暗条纹是能量

的强弱。不仅物理老师这么说，而且书中也这么写。但是，当您真正用波能量去计算干涉 

 

图 5-26  辐射矢量场守恒

2S  
1S

Idl

 

 

 

 

 

 

 

 

时，却得不到 T.Yang 实验的干涉条纹。这就是人们囫囵吞枣，未仔细研究的结果。总之，

物理概念与数学计算应该一致，既然用光能量概念的计算结果与实验不符，那么说明光的行

为不是能量行为，而是矢量场的行为。T.Yang 实验证明了本章结论。 

    遗憾的是，人们不仅把场波当作能量去看待，而且把物质也当作能量去计算，核物理学

者总是用 2
0E mc= 去做文章（注：这里 是光子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也是爱因斯坦所用

的光速），说什么一公斤铀矿之能量等于一公斤木材之能量、一公斤氢气之能量等于一公斤

锂之能量，显得很有学问。难道

0c

2
0E mc= 指导了核物理的实验步骤和实验过程吗？没有！也

不可能有，仅仅是文字斌斌而已。我认为爱因斯坦的 2E mc= 抹杀了材料物理学，也抹杀了

物质与物质之间的本质差别，更是阻碍了材料物理学的发展。可以清楚的看到，卢瑟福实验

和居里夫人夫人实验的物理本质不是 2
0E mc= ，我国的两弹一星也不是 2

0E mc= 的物理过

程。事实上，铀 235、钚 239、炸药、汽油、木材等各自的爆炸力不同，是由材料的物理性

质决定了的，只有了解各种元素的各自物理性质才能了解其物理本质。这一点至关重要，我

希望核物理专家进一步深究核力之作用，发展和利用核力，解决能源问题。 

    埃！谈起相对论质能关系来，过去似乎很时髦，一些人戴上相对论的头衔似乎显得学术

水平高。可结果呢？很糟糕！例如德布罗意等人，他们使用相对论质能关系去定义物质波：

一个质量为 的物体已经以速度 运动着，它具有的总能量是 0m v
2
0E mc hf= =总                                   (5-57) 

它具有的总动量是 

0

hfP mv
c

= =总                                   (5-58) 

于是上式由恒等式 0c fλ= 得到：已经运动着的物体具有的单色波的波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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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v

λ =                                       (5-59) 

式中 0

21

m
m

β
=

−
是相对论的质量， 是相对论的总动量，以上是目前物理书籍上的结论。 mv

请注意，德布罗意所所定义的“已经运动着的物体具有总能量是 ，已经运动着的物

体具有的总动量是 ”，由此可见德布罗意在定义中确实是运用了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式。 

2
0mc

mv

这里要指出的是，按照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式定义，那么月球以速度v绕地球运动的总能

量是 、总动量是 ，现在我们用(5-57)式除以(5-58)式，立即得到 2
0mc mv

2
0

0

E mc hf
hfP mv

c

= =总

总

                                (5-60) 

即有 

2
0

1
c c
v
= 0                                   (5-61) 

或即 

0v c=                                                                                    (5-62) 

这表明，已经绕地球运动着的月球速度是 。这就是使用相对论质能关系所带来的笑柄。 0c

再如，对获奖波粒二相性的光子使用相对论的质量 ，则根据式（5-59）就得到 m

2

0

1h
m v

λ β= −                                    (5-63) 

因光辐射 ，上式0v c= 1β = ，即为 0λ = 。这意味着所有的光波之波长等于零。这种光速假设

的相对论运用质能关系式得到光的波长等于零，实为滑稽。这意味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他

获奖的波粒二像性矛盾。我宁可相信波粒二像性，也不相信我身体具有 之大能量，更不

相信体重增加是在长能量。 

2
0mc

当然，德布罗意、戴维逊和革末等人在他们的“电子在晶体上的反射电流与加速电位

差”实验中实际上并没有使用相对论质量 而是使用了牛顿质量 ，更没有使用爱因斯坦

的质能关系式，这就是“口是心非”。确切地讲，是“口是行动非”。写文章时戴上相对论

这个头衔显得很有学问，而实际实验操作却是牛顿定律。像这类学者较多，目前不少学者，

不深究其物理本质，引用名人的公式，文字彬彬，显得很有学问。可悲可怕！更可怕的是，

科学界许多文人喜欢使用 ，显得很有学问。如此下去，自然科学的研究将停滞不前。 

m 0m

2
0mc

因此本章结论是：电波的一切物理行为都不是波能量( w∝ ×E H )之行为，而是独立矢

量场行为；电场波和磁场波的本性不是能量而是虚功率，它作为波动性，辐射矢量场守恒；

而波长接近原子尺寸的光波在量化处理上仍可按普朗克量子假设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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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错误的狭义相对论 
 

前五章已对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个论据(麦克斯韦非对称方程组)进行了否定，我们还将在

第八章中看到狭义相对论的第二个论据(光速不变假设)被否定，本章是对狭义相对论的论点

进行否定。 

相对论用微观领域里的粒子速度计算值而宣称：牛顿定律与相对论只相差高阶无穷小量，

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什么当速度比较小时可用牛顿定律来近似计算。这句倒打一耙的近似计

算之语言像一管麻醉剂，麻醉了我你他，从而打消了人们深究相对论破绽的念头。本章就来

看看那种倒打一耙的“近似计算”之谎言，看看到底谁是真理，谁是荒谬。 

错误的相对论动力学。本章通过力学方程的求解得到，相对论动力学求解简谐运动、降

落运动、抛物运动等基本运动方程的结果是轨迹畸变，而且它不满足能量守恒定律，不是微

弱差别而是天壤之别，甚至造成机毁人亡。相对论动力学求解卫星运动方程的结果是轨道畸

变，而且违背开谱勒定律，违背角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甚至连自己的质能关系也

满足不了。这不是错误，还是什么？！如果相对论上天，则卫星必然坠地。有的人说，力学

上的事情用广义相对论来解决，那么我倒要问问相对论动力学能解决什么问题？既然称之为

相对论动力学却不能联系动力学事件，那么这种理论体系就是一种虚幻的伪学。我敢断言，

即使爱因斯坦使用所谓广义相对论的“引力理论”也无法将卫星送上天，也只能是从所谓的

“Riemann空间”坠下地来。而牛顿定律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圆满的证实与检验。总之，假如

相对论动力学用于现实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将发生类似于“机毁人亡、卫星坠地”这样

的灾难和恶果。为什么相对论如此变异呢？因为，虽然
2

1 1
1 β

≈
−

，但当 β 中的 v参与微积分

运算后，运动方程就成为天壤之别的变异函数，一种希奇鬼怪的变异函数。 

错误的相对论运动学。一辆匀速 v的列车( 'S 系)上有一运动员在打台球，台球质量 0m 相

对于列车的运动速度是 '
xu ，这类运动很多。很显然，像这类基本运动在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变

换下，动量是守恒的 0= −'P P P ，牛顿定律是协变的 ' =F F ，质量是恒定的 0m m= 。但是，

如果按照相对论运动学来计算，由于m m≠ ' 及 '
x x≠ +u v u ， 'S 系上的动量 'P 是 0c 和 '

xu 的高阶函

数，S 系上的动量 P是 0c 和 '
xu 及 v的高阶函数，造成动量不守恒 '

0≠ +P P P ，两个惯性系测得

的作用力不相等 ' ≠F F 之错误。由于爱因斯坦没有定义静止动量，出现问题后就想从“静止

能量”中找答案。可是，台球静止能量是那个参照系上的静止能量，是车上的或是地上的？

是太阳系的或是银河系的？是相对的或是绝对的？既然相对论不承认绝对静止空间，也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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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参照，何来静止能量。动系人认为台球的总能量是 ' 2
0m c ，静系人认为台球的总能量是 2

0mc ，

由于 m m≠ ' 及 '
x x≠ +u v u ，从而 2

0mc ≠ 2
0m c' 。如此一来，总能量不相等 'W W≠ ，动量不守恒

'
0≠ +P P P ，质量不恒定 m m≠ ' ，作用力不确定 ' ≠F F 。两个惯性系观测到的所有运动参数

都是不确定的，对于这样一个 基本的运动被相对论运动学变换之后，既不是伽利略变换下

的牛顿定律协变，也不是洛仑兹变换下的相对论形式不变。两个惯性系的匀速直线运动就被

相对论弄的一塌糊涂，哪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那“倒打一耙”。 

错误的相对论电磁学。相对论电磁学不是时变磁场产生了电场，而是“作相对运动的观

察者看见了电场和磁场两种场”，这种依据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而认为“空间本不该对称”的

相对论，却在电磁学问题上又与它的依据格格不入了。我们可以计算，相对论电磁学在速度

选择器、粒子加速器等高速粒子运动中，与现代粒子实验这些客观事实不符，甚至相差二倍

值，去掉二倍误差等于不相信洛仑兹磁力是真的，违背了人类100多年来的工程实践结论。即

使不相信洛仑兹磁力是真的，则相对论电磁学在电子靶实验中存在70%的偏差，与客观事实不

符。如果使用相对论电磁学来设计电子感应加速器，则出现稀奇古怪的变态方程式，即，相

对论无法设计电子感应加速器。注意到：在相对论字典里没有绝对静系只有所选的参照系，

也没有绝对速度只有相对速度，即 β 中的 v是两者之间的相对速度。然而两个高速电子的相

对速度早已超过了 0c ，即 1β > ，这是事实，那么按照相对论电磁学计算两电子之间的排斥力

就成为虚数了。线性电场或线性磁场的辐射速度都是 0c ，电场辐射到金属电子上，辐射场与

金属电子之间的相对速度等于 0c ，即 1β = ，也是客观事实，那么按照相对论电磁学计算，其

作用力 eE 成为无穷大。有的人曾经赞叹道相对论对电磁学的洛仑兹变换是成功的，但是，当

测量者携带磁铁靠近(或离开)线圈时，所谓“运动磁场产生电场”，其 ' 1 ( )
1 β⊥ ⊥= ×
−

E V B 确

定的电场方向与实验结果相反，添加一个负号等于承认了谁在运动谁在静止的绝对时空观；

当平板电容运动时，所谓“运动电场产生磁场”，其 ' 1 ( )
1 β⊥ ⊥= ×
−

B V E 是一个无头无尾的直

线。以上例证都说明相对论电磁学是错误论。 

错误的相对论时空观。本章根据惯性离心力论证了赤道线上的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

然，时钟快慢不是匀速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速度所致，时钟是人为的度量属性，取决于度量

工具和环境，时间则是自然属性。本章列举了一些相对论造成时空佯谬的例证，也驳斥了相

对论关于孪生兄弟单飞(另一个留守家)造成佯谬之辩解。本章特别指出，两名孪生兄弟携带

相同时钟和相同刻度尺各奔东西都运动，由于相对论没有绝对的动系只有所选的参照系，而

在 ' 21l l β= − 和
'

21

tt
β

Δ
Δ =

−
的计算中不分靠近与离开，两者转弯加速场也相同，因此其结果

是：当两位孪生兄弟返回见面时，各自答案相互对立，争吵不休。这既是长度收缩佯谬又是

时间膨胀佯谬，其实就是相对论的时空观错误。即使爱因斯坦本人也无法辩解此错误。 

大家都知道月球绕地球运动，在正月十六（Calendar in China）晚上我们看见月亮是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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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在相对论的眼里是椭圆，因为相对论认为长轴在运动方向，因运动才被压缩成正圆了。

天文学家拍摄到的行星是圆的，但在相对论的眼里都是椭圆被压缩而成的。行星有公转和自

转，因此在相对论眼里是：行星的长轴和短轴是变化的---运动方向的直径变短、垂直方向的

直径不变。在太空的宇航员经常被相对论变形，一会儿变矮、一会变长，一会儿变胖、一会

儿变瘦。转盘上的相对论者认为越转越紧，定盘上的相对论者认为越转越松。如此一来，基

于欧几里德空间而计算出来的圆周率将被相对论者重新计算。大家还记得，《数学手册》里的

三角几何和（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都是基于欧式空间和绝对时空观而得出来的结论，也

被500年工程实践所证实。假如工程实践中承认爱因斯坦的“Riemann几何”和相对时空观，

那么现在的《数学手册》将被相对论者推倒重写。这意味着相对论者不相信人类千年工程实

践是真的。可见相对论的性质正如爱因斯坦同年代的Michelson和Morley等科学家们指出的那

样：怪物。 

错误的光速不变原理。光运动是相对论的敏感问题，相对论从不回答光速是绝对速度或

是相对速度这个基本问题，如果他回答光速是相对速度，则光速遵循伽利略相对性变换原理，

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那么运动者测得的相对光速就该是 0= +c c v，这与光速不变假设自

我矛盾；如果相对论回答光速是绝对的，则一切相对于光的运动都是绝对运动，这与相对论

时空观还是自我矛盾，所以相对论干脆不回答，只信奉“光速不变假设”。相对论从不回答光

是怎么运动的这个本质问题，如果他回答光运动是辐射(发射)，那么这个光速就应该像射线

流一样，是相对于光源的发射速度 0c ，当光源运动时，那么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就是

0= +c c v，这与光速不变假设还是自我矛盾；如果他回答光运动是传播，那么它与机械波一

样必有振荡传播的媒质，可这种媒质难以证明，所以相对论干脆不回答，只信奉“光速不变

假设”。相对论从不回答光速是矢量或是标量这个基本问题，事实上例如激光弹和激光束显然

是矢量。既然 0c 和 v都是矢量，那么必然服从矢量叠加原理。当一激光枪在飞行舱的侧面窗

口向窗外发射激光时，虽然舱内人只看见纵向的发射速度 0yu = c ，但舱外人(静系人)既看见

了纵向速度 0yu = c 又看见了横向速度 xu = v，显然窗外人根据矢量叠加原理就得到 0= +c c v，

所以相对论大势宣传封闭的舱内人观察光速之现象，而对舱外人观察光速之现象避而不谈。

无论相对论怎样回避上述本质问题，我们仍然能够戳穿他的错误。现在我们借用“爱因斯坦-

洛仑兹变换”中的球面波来考察一运动光源的光速问题：在 S' 系上显然有 ' ' '
0x y zu u u c= = = ，

当光源沿 x 正方向运动时，由“相对论速度之和”公式计算得到 S 系上 0 0
1
1y zu u c cβ

β
−

= = <
+

，

与他自己的光速不变假设自相矛盾；但当光源沿 x 负方向( v− )运动时，由其“速度之和”公

式计算得到 0 0
1
1y zu u c cβ

β
+

= = >
−

，与他自己的光速不变假设更是自相矛盾。可见相对论是错

误的，就连自圆其说也做不到。更为可笑的是，相对论用文字语言说光速不变假设解释了

Michelson-Morley实验的零性结果。但是，当我们用他自己的数学工具来具体计算光程差时，

它却违背了实验的零性结果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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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狭义相对论的错误不属于修改、完善与发展的范畴，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

犹如历史上的地心说那样的错误，谁也挽救不了它。在此我强烈呼吁，希望科学界重视拨乱

反正之大事。 

弄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1,2,5]

，我们清楚地看到：当时以太说占据统治地位，旋度场理

论是用以太媒质来论述电位移的，洛仑兹变换则是为了解释“以太媒质中运动不可测”的干

涉实验也默许以太说，爱因斯坦则更是根据以太媒质中的这些结论，并以这些结论为依据去

论述相对论。这在当时以太风流行的环境下，促使了爱因斯坦一根筋的咬住“以太”这个托

词、狭窄的研究“运动可测与运动不可测”这个窄缝，它不是丢弃了以太，反而正是利用了

以太中的观点去阐述相对论，既麻醉了人们也麻醉了自己。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基于以太的

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做他的论据，没有默许以太说的洛仑兹变换做他的工具，从而也就没有以

太媒质中的相对论。因此说，这是以太促成了相对论，也是以太坑害了爱因斯坦半辈子。既

然侠义相对论是错误，还谈什么广义相对论。本书主要否定狭义相对论，从它的依据、演算

及其结论进行全面否定。这一点我敢自豪的说，全书无误，论证充分，其实验就是人类千多

年来的物理实验和人类工程实践。至于广义相对论问题，我没有深入，因为我不是懂天懂地

的神人，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全面否定广义相对论。例如水星近日点推前这个天文问题，需

要天文学家深入研究、找到真实原因。当两个大尺寸的天体之距离很短时，运用牛顿定律和

开普勒定律时，由于二体已经不是理想质点了，这就导致了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值与两个理想

质点的进动值不一致。哈工大的肖军先生运用牛顿力学定律在他的书中推算出来了水星近日

点的进动值，与天文观察也吻合（有待斟酌），他指出相对论不是唯一解释者，等等。也就是

说，对广义相对论需要有关领域专家去否定。在“二战”时期，人们普遍感到空虚，一些学

者写文章，对未解之谜戴上“相对论”的头衔，试图用相对论去解释，于是在上世纪中页出

现了“相对论高潮”。虽然在主观上找到了自我安慰，但在客观上却迷惑了科学界，使我们麻

木不仁，阻碍我们对真实原因的探索。再如“黑洞”问题，其真实原因到底是爱因斯坦黑洞

或是牛顿黑洞，或是拉普拉斯黑洞？或者是那个天体物质对电磁波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其

实，对电磁波具有弱反射和强吸收能力的材料就是“吸波材料”或“黑洞材料”。我的实验（第

1.9节）介绍了这个想法的合理性。当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超过90%时，它就是一个“黑洞”。

如果不深入研究，将严重地阻碍材料物理学的发展！也将迷惑天体物理学的探索方向。 

本章结论是：狭义相对论是荒谬，牛顿定律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才是真理。 

 

6.1 错误的相对论动力学 

 

相对论动力学方程如下
[1]
： 

    相对论的质量随速度而变，运动质量将参与微分运算，即 

0

2

d
d 1

m
t β

⎛ ⎞
⎜ ⎟ =
⎜ ⎟−⎝ ⎠

v
F                                     (6-1)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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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dt m mc

⋅
= −

v F F v v                                    (6-2) 

此处m 是 

0

21

m
m

β
=

−
                                       (6-3) 

因此相对论说：牛顿(Newton)运动方程式
0

d
dt m

=
v F

必须以(6-1)式或者(6-2)式之相对论修正

式( 2β 次)代替，其常数质量 0m 则应以(6-3)式之m 代替。特别地在直线运动中，有 

0

2 3

d
d(1 )

m
tβ
=

−

v F                                    (6-4) 

此 0

2 3(1 )

m

β−
称为纵向质量(longitudinal mass)。 

以上就是相对论叙述的相对论动力学。 

相对论动力学能否赋予物理内涵？如果相对论动力学没有物理内涵，那么相对论就是一

种儿戏。相对论动力学能否解决现实力学问题？如果相对论动力学不能解决现实力学问题，

那么相对论就是一种聊斋故事。如果说相对论具有物理内涵，那么它与牛顿理论的差别在哪

里？理论与客观是否吻合？是否具有普遍规律和守恒性？ 

按照相对论动力学原理，变质量必须参与微积分运算并以此修改牛顿力学方程。的确，

由于低速运动中相对论与牛顿理论的差别极小，这就增加了我们鉴别真伪的高难度，特别是

简单的匀速直线运动，更难看出相对论的破绽。因此本节从基本的力学方程来鉴别其真伪。 

6.1.1 关于简谐运动的相对论问题 

    1．弹簧振子问题 

根据胡克定律，弹簧振子受力 F kx= − 。据此，我们不妨分别使用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动

力学来计算各自的结果。 

    1）使用牛顿定律 

    按照牛顿第二定律 0F m a= (为了区别爱因斯坦的变质量m ，这里把我们的质量附加了下

标 o ，下同)，于是弹簧振子受力 0m a kx= − ，根据初始条件：当 x A= 时， 0v = ，解方程得到 

2 2v A xω= ± −                                    (6-5) 

cosx A tω=                                        (6-6) 

sinv A tω ω= −                                      (6-7) 

其
0

k
m

ω = ，动能是 2 2 2
0

1 1 ( )
2 2kW m v k A x= = − ，弹性能是 21

2pW kx= ，系统的总能量是 21
2

kA ，

在振荡过程中的任何时刻，始终保持 21
2k pE E kA+ = ，所以能量是连续的、守恒的且等于常数。 

    2）使用相对论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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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相对论的(6-4)式，则弹簧振子的力学方程被相对论修改为 

0
3

2 2

d
d

(1 )

m v kx
t

β
= −

−
                               (6-8) 

即有 

3
2 2 2

3
0

d ( )
d
v kxc v
t m c
= − −                               (6-9) 

根据初始条件：当 x A= 时， 0=v ，解此方程得到 

2 2 2 2 2 4
0 0

2 2 2
0

(2 ) 4
2

m c kA kx m c
v c

m c kA kx
+ − −

= ±
+ −

                     (6-10) 

显然，这是一个希奇古怪的变异方程，谁能证明此式就是弹簧振子的运动方程，我想谁也不

可能做到这一点。此式与式(6-7)比较，可见相对论的结论不是简谐运动，而且相差太远。 

问题：相对论所描述的弹簧运动规律(速度与位移的关系)却严重畸变，即使将上式作近

似处理，也难得式(6-7)之形状。当你使用相对论动力学求解其它力学问题时也会发现：一个

简单的简谐运动变成了复杂的畸变运动。谁相信呢？不能！相对论用微观领域里的粒子速

度计算值而宣称：牛顿定律与相对论只相差高阶无穷小量，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什么当速

度比较小时可用牛顿定律来近似计算。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谁是近似计算？谁是精确计算？

爱因斯坦把“近似计算”这个污水洒在牛顿身上，是在是滑稽可笑。 

2．深井落体问题 

如果说上述批判不彻底，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简谐运动。为了了解此问题，首先回顾引

力势场结论：井中落体所受引力与地壳无关，只与落体所在半径所包围的质量有关。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假设，从地球的一端，挖一口深井，穿过地心，直达地

球的另一端，然后将一小球放在井口并释放，让其自由落下。如图6-1所示。 

 

 

 

 

 

 

 

 

    按照能量守恒定律，势能与动能交换，小球的运动是一简谐振动。在忽略气体阻力的情

况下，小球受力如下： 

0 0
0 2

d( )
d 4
m v m M

G
t rπ

= − 0
0 3

m y
G

ρ
= −                           (6-11) 

34
3
yM πρ=                                          (6-12) 

r

图 6-1 

深井中的落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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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是万有引力常数， 0m 是小球的质量， ρ 是地球的密度(为了计算方便，可假定其均匀

分布)， y 是井中小球至地心的距离， M 是由半径 r 所包围的质量。初始条件是，当 0t = 时，

有
d 0
d
y
t
= 和 y R= 。 

    1）使用牛顿定律 

使用牛顿定律，那么(6-11)式就是 

2
0

0 02 2

d
d 4

m Mym G
t rπ

= − 0
0 3

m y
G

ρ
= −                        (6-13) 

2
0

2

d
3d
G yy

t
ρ

= −                                    (6-14) 

于是求解方程(6-14)得到 

2 2( )v R yω= ± −                                (6-15) 

( )cosy R tω=                                   (6-16) 

d sin
d
y R t
t

ω ω= −                                  (6-17) 

式中
3
Gρω = 。这就是小球在深井中的运动，是一种简谐运动。 

    当 0t o= + 时， y R= 表示小球在地表面，
d 0
d
y
t
= 表示初速是零，

2
2

2

d
d
y R
t

ω= − 9.8= − ,表示

小球在地表面时的重力加速度(指向地心)。 

当
2

t oπ
ω

= − 时， 0y = 表示小球到达地心，且
d
d
y R
t

ω= − 是小球到达地心时的速度(指向地

心)，
2

2

d 0
d
y
t

= 说明其加速度为零。 

当
2

t oπ
ω

= + 时， 0y = 表示小球到达地心，且
d
d
y R
t

ω= 是小球到达地心时的速度(仍指向

地心)，
2

2

d 0
d
y
t

= 说明其加速度为零。 

    当 t oπ
ω

= − 时， y R= − 表示小球到达地球的另一端，
d 0
d
y
t
= 表示小球在另一端地表面的

速度是零，
2

2
2

d 9.8
d
y R
t

ω= = 表示小球到达另一端的地表面时的重力加速度(仍指向地心)。 

    在地表面，小球与地球这种二体的总势能是 0

4
Gm M

Rπ
，小球具有的 大势能是 

01
2 4s

Gm M
W

Rπ
= ⋅                                   (6-18) 

在任何时刻，小球具有的动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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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0 0

1 1 sin
2 2 4k

GME m v m t
R

ω
π

= =                        (6-19) 

由位移 y 可解得小球在运动中任何时刻的势能是 2
0

1 cos
2 4p

GME m t
R

ω
π

= ，因此 

0

4k p
Gm M

W W
Rπ

+ =                                      (6-20) 

即势能与动能之间相互转换，而且能量守恒、连续，等于常数。 

    2）使用相对论动力学 

    虽然爱因斯坦抛出了他的“Riemann几何引力方程式”，但本节仅仅是讨论相对论动力学

而借用的一个例子，原则上并不影响对相对论动力学问题的分析，您完全可以把地球想象成

其它的反比于距离平方的静态场。其实，在我看来，即使你使用“Riemann几何引力方程式”，

也无法解决此问题。 

我们的计算与上一样，仍然基于同一个坐标系，并忽略其它行星的影响，并且注意到在

相对论动力学中没有坐标变换问题。那么(6-11)式使用相对论动力学就成为 

( )

2
0

3 2
2 2

d
d1

m y
tβ−

0
0 23 1

m y
G

ρ

β
= −

−
                         (6-21) 

22
0

0 2 2
0

d( )d d1
3d

y
m Gyy tm

t c
ρ

⎛ ⎞
⎜ ⎟= − −⎜ ⎟⎜ ⎟
⎝ ⎠

                        (6-22) 

这里 0m 是小球的静止质量，等式两边约掉 0m 之后，即有 

2
2 2
02 2

0

d d( )
dd 3

y y Gyc
tt c

ρ⎛ ⎞= − −⎜ ⎟
⎝ ⎠

                            (6-23) 

相对论的此式与牛顿定律的式(6-14)比较，多了相对论因子
2

2
0

(1 )yv
c

− ，这是两家理论在同一个

运动上的唯一差别所在。也正如相对论常说的那样，相对论与牛顿定律仅仅相差高阶无穷小

量 2β 因子。实际上正因为这个小小的 2β 因子使其结果天壤之别。 

令
d
d
y p
t
= ，则

2

2

d d
dd

y pp
yt

= 代入上式，并考虑初始条件，当 0t = 时，有
d 0
d
y
t
= 和 y R= ，于

是求解(6-23)式得到 

2 2
0

2
0

( )
32 2

0 0
d
d

G y R
cy c c e

t

ρ −

= ± −                            (6-24) 

2 2 2 2
2 0
0 2

0

( ) ( )32
32 2

2

d
3d

G y R G y Rc
cy Gy e c c e

t

ρ
ρ

ρ
− −

⋅
= − ⋅ −                 (6-25) 

这是使用相对论动力学的结果。一种稀奇古怪的变异方程。 

    问题1：比较式(6-17)与(6-25)，可见相对论的结论不是简谐运动了，倒有点象是变形的

正态分布曲线再开方。我想，谁也不会相信这个相对论动力学计算出来的畸变轨迹。而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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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R= 时，
2

2

d 0
d

y
t

= 意味着地表面的重力加速度是零。这显然是荒唐的。 

    问题2：  由(6-24)式得

2 2

2
0

( )
32 1

G y R
ce

ρ

β
−

= − ，

2 2

2
0

( )
6

2

1

1

G R y
ce

ρ

β

−

=
−

，则相对论的动能是

2 2
0 0 0kW mc m c= −  

2 2

2
0

( )
62

0 0 ( 1)
G R y

cm c e
ρ −

= − 。然而，小球运动中的势能是
2

6p
GMyW ρ

= ，而总势能仍

然是 0

4
Gm M

Rπ
，然而 k pW W W+ ≠ ，既违背了势能与动能的交换原则，也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

注意，这里，不是测量中的近似程度问题，而是一个是否守恒之大问题。相对论动力学就连

自己的质能关系也满足不了。可见相对论动力学是错误。 

6.1.2 关于降落运动问题 

1．跳伞运动问题 

再看一看降落伞设计问题。设物体质量为 0m ，初速为零，距地面高度 0y ，空气阻力系数

为 k ，假设没有吹风，于是在 t 时刻物体受力情况是 
2

0f m g kv= −                                        (6-26) 

这是降落伞受力方程，目前求解理论有两个，一是牛顿力学，二是相对论动力学。 

    1）按照牛顿定律可得 

2
0 0

d
d
vm m g kv
t
= −                                   (6-27) 

解此方程得到 

0

0

2

0

2

( 1)

( 1)

kg t
m

kg t
m

m g e
v

k e

−
=

+

                                (6-28) 

人们正是按照此式，来设计降落伞的，确保跳伞者的生命安全。已被工程实践所检验。 

2）使用相对论动力学 

如果按照相对论动力学的(6-4)式来建立力学方程，则是 

20 0
3 122 22

d
d (1 )(1 )

m mv g kv
t ββ
= −

−−
                        (6-29) 

令
d
d
yv p
t

= = ，则
2

2

d d d
d dd
v y pp
t yt
= =  

3
20 0

03 12 22 2 22
00

d
d ( )( )

m c m cpp g k p
y c pc p
= −

−−
                     (6-30) 

又令 2 2
0c p u− = ， 2 2 2

0p c u= − ， d dp p u u= − ，则 
3

2 20 0 0 0
0 03

d ( )
d

m c m cuu g k c u
y uu

−
= − −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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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2
0 0 0 0 0 0

d ( )
d
um c m c gu k c u u
y

− = − −                        (6-32) 

2 2 3
0 0 0 0 0 0

d 1 d
( ( ) )

u y
u m c g k c u u m c

= −
− −

                       (6-33) 

2 3 3
0 0 0 0 0 0 0

d 1 d
( )

u y
u m c g k c u k u m c

= −
− +

                       (6-34) 

0
3

2 30 0

0

d d
( )

ku y
m c m cu g c u u
k

= −
− +

                          (6-35) 

0
3

1 2 3 0 0

d d
( )( )( )

ku y
u u x u x u x m c

= −
− − −

                       (6-36) 

此方程有解但很复杂，不妨我们来讨论此式的解的形式。 

按照数学手册里的卡尔丹公式。对于 3x lx q+ + 进行因式分解，有 

2 3 2 3

3 3
1 2 2 3 2 2 3

q q l q q l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7) 

2 3 2 3
23 3

2 2 2 3 2 2 3
q q l q q lx ω 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8) 

2 3 2 3
2 3 3

1 2 2 3 2 2 3
q q l q q lx ω 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9) 

式中
1 3

2
iω − +

， 2 1 3
2
iω − −

。由此可见(6-36)式是一个振荡函数，即 1( )u f y= 是振荡的，则

2 2p c u= − 是振荡的，从而降落速度 v 是振荡的。如此设计降落伞必将发生人生安全事故。

如果相对论动力学设计飞机，那将是机毁人亡的严重灾难。我咨询过飞机设计者们，它们都

说是运用牛顿力学和空气动力学，从未使用相对论动力学。而且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分理论

和实验两个方面。理论和实验研究两者彼此密切结合，相辅相成。理论研究所依据的一般原

理有：运动学方面，遵循质量守恒定律；动力学方面，遵循牛顿第二定律；能量转换和传递

方面，遵循能量守恒定律；热力学方面，遵循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介质属性方面，遵循

相应的气体状态方程和粘性、导热性的变化规律，等等。既然相对论动力学与上述经典力学

相差如此遥远，我想，如果有人赶下赌注而使用相对论动力学来设计飞机，那么，必将机毁

人亡。因为，尽管
2

1 1
1 β

≈
−

，但当式中的 v参与微积分运算之后，其结果是一种稀奇鬼怪的

变异函数，与牛顿力学相比，相对论动力学相差遥远，而且十分怪异。 
        2．自由落体运动问题 

以上是定性分析，为了计算上的方便，我们考虑方程(6-26)式的简单情况，即假设空气

阻力忽略，研究自由落体问题。从自由落体问题可看出飞机着陆问题，如果相对论动力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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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由落体运动的解是怪怪的、稀奇古怪的，那么又怎能说飞机着陆问题不是稀奇古怪呢？！   

大家知道，落体在 0t = 时刻的势能是 0 0m gh 。于是相对论动力学方程的(6-29)式将变成为 

0 0
3 122 22

d
d (1 )(1 )

m mv g
t ββ
=

−−
                          (6-40) 

即 

2
0

1 d
d(1 )

g
t c
β

β
=

−
                                     (6-41) 

0
0

1ln 2
1

g t
c

β λ
β

+
= +

−
                                   (6-42) 

0λ 是待定常数，当 0t = 时， 0v = ，因此 0 0λ = ，于是 

0

0

2

2

1

1

g t
c

g t
c

ev c
e

−
=

+

                                     (6-43) 

0

0

2

2

0 0

0 0

2(1 )d
1

1 1ln( 1) ln 2
2 2

g t
c

g t
c

y c t
e

h c t t e
g g
c c

= −

+

= − + − + +
                  (6-44) 

0

0

2

2
2

d 4
d

1

g t
c

g t
c

v ge
t

e

=
⎛ ⎞

+⎜ ⎟⎜ ⎟
⎝ ⎠

                                 (6-45) 

天啦！自由落体的重力加速度经过相对论的手之后变成如此鬼怪。前面我们说：如果按照相

对论动力学来设计降落伞和飞机，那将是机毁人望亡的严重灾难，(6-45)式就是一个例子。

简单运动就如此鬼怪，复杂运动岂不更鬼怪。就连重力加速度也变得如此鬼怪，谁敢使用它

来设计飞机着陆的力学方程。如果有人敢这么做，则一定是机毁人亡。 
    既然使用相对论的(6-4)式它就击毁人亡，读者可自行计算，使用相对论(6-1)式，它更

是击毁人亡，当然其计算比较复杂，篇幅很长。 

    3．抛物运动问题 

为了计算上的简便，我们考虑垂直上抛物体运动。 

根据牛顿力学立即得到
2

0 02

d
d

ym m g
t

= − ，解此方程是 0
d
d
y gt v
t
= − + ，以及 21

2 oy gt v t= − + 。

当
g
vt 0= 时，

d 0
d
y
t
= 物体到达 大高度

2
0

max 2
v

y
g

= ，动能 2
0 0

1
2

m v 转换成势能 0 maxm gy ，能量是守

恒的。 

但是，如果按照相对论动力学，事情就变得很鬼怪。相对论动力学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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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d
mv mg
t

= −                                           (6-46) 

即                  0 0
3 122 22

d
d (1 )(1 )

m mv g
t ββ
= −

−−
                              (6-47) 

2

2
0

d 1
d
v v g
t c

⎛ ⎞
= − − ⋅⎜ ⎟

⎝ ⎠
                                       (6-48) 

0 0

d d
1 1

v g t
v v
c c

= −
⎛ ⎞⎛ ⎞
+ −⎜ ⎟⎜ ⎟

⎝ ⎠⎝ ⎠

                                  (6-49) 

0 0

d d 2
1 1

v v gt
v v
c c

+ = −
+ −

                                    (6-50) 

0 0

d d 2
1 1

v v gt
v v
c c

+ = −
+ −

                                    (6-51) 

0
0

0

1
ln 2

1

v
c

gt k
v
c

+
= − +

−
                                     (6-52) 

当 t o= 时， 0v v= ，于是 

0 0
0

0 0

ln
c v

k
c v
+

=
−

                                           (6-53) 

0 0 0

0 0 0

ln 2 ln
c v c v

gt
c v c v
+ +

= − +
− −

                                 (6-54) 

0

0

2
0 0

0 0
0

2
0 0

0 0

1

1

g t
c

g t
c

c v e
c v

v c
c v e
c v

−

−

+
⋅ −

−
=

+
⋅ +

−

                                    (6-55) 

0

2 2
0 0 0

0 1
0 0

ln( 1)
2

g t
cc c v

y c t e k
g c v

−+
= − − ⋅ + +

−
                         (6-56) 

当 t o= 时， 0y = ，于是 
2
0 0

1
0 0

2
ln

2
c c

k
g c v

=
−

                                   (6-57) 

2 220 0 0 0 0
0

0 0 0 0

2
ln( 1) ln

2 2

g t
cc c v c c

y c t e
g c v g c v

−+
= − − ⋅ + +

− −
               (6-58) 

当 0v = ，物体到达 大高度，此时 0 0 0

0 0

ln
2
c c v

t
g c v

+
=

−
，于是物体的 大高度是 

2 2 2
0 0 0 0 0 0

max
0 0 0 0

2
ln ln 2 ln

2 2 2
c c v c c c

y
g c v g g c v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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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0 0

ln
2
c c
g c v+

 

<0                                             (6-59) 
相对论动力学计算的结果式(6-59)，出现了负值，显然它是错误的。 

同时，读者可自行检验，使用质能关系式 2 2
0 0 0mc m c− 来计算抛物运动不满足能量守恒定律。 

6.1.3 关于行星运动中的相对论问题 

    在忽略其它行星的影响的情况下，卫星或月球绕地运行实为二体问题。见图6-2，设卫星

进入轨道的初速 0v ( 0 0v ≠ )，初角 0α ( 0 2
πα ≠ )。这里需注意，如果初速 0 0v = ，它就是自由落

体，如果初角 0 2
πα = ，它就是在 y 轴上运动。 

 

 

 

 

 

 

 

 

 

 

    由万有引力 0
2

m GM
rr

= − ⋅
rF ( M 是地球质量， 0m 是卫星质量， 0 4G G π= 是引力常数)，

得到直角坐标上的表达式为 

0
3

2 2 2( )
x

m GMx
F

x y
= −

+
                            (6-60) 

0
3

2 2 2( )
y

m GMy
F

x y
= −

+
                             (6-61) 

    现在我们用两种理论来分析它的运动规律。如果使用牛顿理论，式中 0m m= ；如果使用

爱因斯坦理论，上式中 0

2

2
0

1

m
m

v
c

=

−

，因 v是时间的函数，故m也是时间的函数。 

    1.使用牛顿力学 

    由牛顿第二定律得到， 

图 6-2 发射卫星示意图 

y

x

0v

0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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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2 32 2 2

2
0

0 2 32 2 2

d
d ( )
d
d ( )

m GMxxm
t x y

m GMyym
t x y

⎧
= −⎪

+⎪
⎨
⎪ = −⎪ +⎩

                              (6-62) 

因
d
d x
x v
t
= ，

d
d y
y v
t
= ，于是 

32 2 2

32 2 2

d
d ( )

d
d ( )

x

y

v GMxyy
t x y

v GMyxx
t x y

⎧ = −⎪
+⎪

⎨
⎪ = −⎪ +⎩

                              (6-63) 

d d
0

d d
y xv v

x y
t t
− =                                  (6-64) 

( )d 0
d y xxv yv
t

− =                                  (6-65) 

即 

1y xxv yv k− =                                   (6-66) 

这就得到了第一个积分式。其次还有 

32 2 2

dd d d( )
d d d d( )

yx
x y

vv GM x yv v x y
t t t tx y
+ = − +

+
              (6-67) 

即 

( ) ( )2 2 2 2
32 2 2

2 2

d d
d d( )

d 2
d

x y
GMv v x y

t tx y

GM
t x y

+ = − ⋅ +
+

⎛ ⎞
⎜ ⎟=
⎜ ⎟+⎝ ⎠

                  (6-68) 

积分后得到 

2 2
22 2

2
x y

GMv v k
x y

+ = +
+

                               (6-69) 

这就得到了第二个积分式。将所得到的两个积分式重写于下 

1

2 2

22 2

d d
d d

d d 2
d d

y xx y k
t t

x y GM k
t t x y

⎧ − =⎪
⎪
⎨⎛ ⎞ ⎛ ⎞⎪ + = +⎜ ⎟ ⎜ ⎟⎪⎝ ⎠ ⎝ ⎠ +⎩

                        (6-70) 

令极坐标 cos sinx r y rθ θ= =， ，有 cos sindx dr r dθ θ θ= − 和 sindy drθ= +  cosr dθ θ ，代入上式，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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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2
2

2

d
d

d d 2
d d

r k
t

r GMr k
t t r

θ

θ

⎧ =⎪⎪
⎨
⎛ ⎞ ⎛ ⎞⎪ + = +⎜ ⎟ ⎜ ⎟⎪⎝ ⎠ ⎝ ⎠⎩

                           (6-71) 

第一式代入第二式，得到 

2
1

2 2

d 2
d

kr GMk
t r r
= + −                                   (6-72) 

为了求得轨道，用式(6-71)中的第一式来除上式，得 

22
1

2 2
1

d 2
d

kr r GMk
k r rθ

= + −                                 (6-73) 

令
1r
u

= ，则 2

dd ur
u

= − ，于是上式成为 

2 2
2 12 2

1

1 d 1 2
d

u k GMu k u
u u kθ

− = + −                          (6-74) 

分离变量法求解，得 

2 2

2
2 2 2

1 1 1

dd u

k GM GMu
k k k

θ −
=

⎛ ⎞ ⎛ ⎞
+ − −⎜ ⎟ ⎜ ⎟
⎝ ⎠ ⎝ ⎠

                         (6-75) 

2
1

02

2
2 2

1 1

arccos

GMu
k

k GM
k k

θ θ

⎡ ⎤⎛ ⎞⎢ ⎥−⎜ ⎟⎢ ⎥⎝ ⎠= +⎢ ⎥
⎛ ⎞⎢ ⎥+ ⎜ ⎟⎢ ⎥
⎝ ⎠⎣ ⎦

                    6-76) 

2

2
02 2 2

1 1 1

cos( )
kGM GMu

k k k
θ θ

⎛ ⎞
− = + ⋅ −⎜ ⎟

⎝ ⎠
                       (6-77) 

2

2
02 2 2

1 1 1

1

cos( )

r
kGM GM

k k k
θ θ

=
⎛ ⎞

+ + ⋅ −⎜ ⎟
⎝ ⎠

                       (6-78) 

令 

2
1

0
k

r
GM

=                                   (6-79) 

2
2 1

21
( )

k k
e

GM
= +                              (6-80) 

于是有轨道方程的极坐标表示式，为 

0

01 cos( )
r

r
e θ θ

=
+ ⋅ −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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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是离心率， 0r 是轨道参数。当1> 0e ≥ 时，它是椭圆或圆；当 e ≤ 1− 时，它是双曲线或

抛物线。 

    运用牛顿定律，得到的结论如下： 

    (1).从式(6-70)第一式容易看出，令参数方程 cosx a tω= ， siny b tω= ，那么该式表明

1ab kω = ，这就是行星运行中的开谱勒定律。 

    (2). 由(6-70)第二式得， 2
2

2GMv k
r

= + ，两边乘以 0
1
2

m 之后，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

行星运行的动能等于势能加初动能。特别是当初速度 2k 0= 时，它就是自由落体运动中的势

能与动能之交换守恒定律。 

    (3).从式(6-71)的第一式容易看出，它正是角动量守恒定律。 

    (4).从式(6-79)～(6-81)容易看出，由 1 2 0k k θ、 、 确定的初始条件，决定了卫星的轨道(当

然，实际应用中需考虑地球的自转、空气阻力和其它行星的影响，那是另一回事)。 

    以上四条结论，无论是地球物理学或是天体物理学，都早已得到了许多学科领域的无数

次精确检验。我们的卫星上天，宇宙飞船都是运用牛顿理论。由此看来，要想修改牛顿定律，

除非你活在另一个宇宙里。 

    2．使用相对论动力学
[1] 

    虽然爱因斯坦抛出了他的“Riemann几何引力方程式”，但本节的目的是鉴别爱因斯坦力

学与牛顿力学之间，那一个是真理？那一个是错误？原则上并不影响我们对相对论动力学破

绽的分析，您完全可以把地球想象成其它的反比于距离平方的静态场。我们这里的讨论目的

就是看一看相对论动力学能否用到我们这个太阳系里来，如果不能，那么它就是一个没用的

力学，是一种束之高阁的游戏或伪科学。既然声称力学却与力学实验（人类力学工程）相违

背，那么这个相对论动力学就是荒唐的巫术。一些好友同事劝我措辞温柔一点，但我实在是

无法克制心中的怒气。因为狭义相对论的确错得无边无际了。 

    大家知道，对动量的时间微分是力，于是根据相对论的变质量m = 0

2

2
0

1

m

v
c

−

得到他的相对

论动力学方程： 

0

2

2
0

vd F
d

1

m
t v

c

⎛ ⎞
⎜ ⎟
⎜ ⎟ =⎜ ⎟
⎜ ⎟−⎜ ⎟
⎝ ⎠

                             (6-82) 

式中 v v vx y= + 、 2 2 2
x yv v v= + ，即 

2
0

d ( )
dt m mc

⋅
= −

v F F v v                             (6-83) 

这就是相对论动力学方程。在直角坐标中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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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 )d
d

d ( )
d

x x y yx x
x

y y y y x x
y

F v F vv F
v

t m mc
v F F v F v

v
t m mc

+⎧
= −⎪

⎪
⎨ +⎪ = −⎪⎩

                        (6-84) 

将万有引力 

32 2 2

32 2 2

( )

( )

x

y

mGMxF
x y
mGMyF

x y

⎧ = −⎪
+⎪

⎨
⎪ = −
⎪ +⎩

                                (6-85) 

式中m是卫星的相对论的变质量。代入上式(6-84)，得到 

3 3 32 2 2 2 2 2 2 22 2 2
0 0

3 3 32 2 2 2 2 2 2 22 2 2
0 0

d
d ( ) ( ) ( )

d

( ) ( ) ( )

yx x
x

y yx
y

GMyvv GMxvGMx v
t x y c x y c x y

v GMyvGMxvGMy v
dt x y c x y c x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6) 

3 2 2 22 2 2 0

3 2 2 22 2 2 0

d d 1
d d( )

d d 1
d d( )

x
x

y
y

v GMx GM v
t tc x yx y

v GMy GM v
t tc x yx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7) 

上式的第一式乘以 y 、第二式乘以 x ，然后相减得到 

2 2 2

d d d 1( )
d d d

y x
y x

v v GMx y xv yv
t t tc x y

⎛ ⎞
⎜ ⎟⋅ − ⋅ = − ⋅ ⋅
⎜ ⎟+⎝ ⎠

               (6-88) 

2 2 2
0

d( ) d 1( )
d d

y x
y x

xv yv GMxv yv
t tc x y

⎛ ⎞−
⎜ ⎟= − ⋅ ⋅
⎜ ⎟+⎝ ⎠

                 (6-89) 

( ) 2 2 2
0

d d 1ln( )
d dy x

GMxv yv
t tc x y

⎛ ⎞
⎜ ⎟− = ⋅
⎜ ⎟+⎝ ⎠

                     (6-90) 

积分后，得到 

( ) '
12 2 2

0

1ln( )y x
GMxv yv k
c x y

⎛ ⎞
⎜ ⎟− = ⋅ +
⎜ ⎟+⎝ ⎠

                      (6-91) 

即 

2 2 2
0

1

1

GM
c x y

y xxv yv k e
⋅

+− =                                    (6-92) 

这就是行星运动第一个积分式的相对论描述。其 0c 是光速。 

    此外，对于式(6-87)，我们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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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2 2 2 22 2

2 2
2 2 2
0

dd
d d ( ) ( )

d 1( )
d

y yx x
x y

x y

v GMyvv GMxv
v v

t t x y x y

GMv v
tc x y

⎡ ⎤
⎢ ⎥+ = − +
⎢ ⎥+ +⎣ ⎦

⎛ ⎞
⎜ ⎟+ +
⎜ ⎟+⎝ ⎠

                      (6-93) 

即 

2 2
2 2

22 2 2 2
0

d( )1 d 1 d 1( )
2 d 1 d d

x y
x y

v v GM GMv v
t t tcx y x y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02 2 2

0

d 1( )
dx y

GM c v v
tc x y

⎛ ⎞
⎜ ⎟⎡ ⎤= − − + ⋅⎣ ⎦ ⎜ ⎟+⎝ ⎠

                  (6-94) 

( )2 2 2
0 2 2 2

02 2 2
0

d ( ) 2 d 1( )
d d

x y
x y

c v v GM c v v
t tc x y

⎛ ⎞− +
⎜ ⎟⎡ ⎤= ⋅ − + ⋅⎣ ⎦ ⎜ ⎟+⎝ ⎠

                  (6-95) 

( )
( )

2 2

2 2 2
0

2 2 22
00

d ( )1 2 d 1
d d( )

x y

x y

c v v GM
t tc x yc v v

⎛ ⎞− +
⎜ ⎟= ⋅
⎜ ⎟+− + ⎝ ⎠

                  (6-96) 

( )2 2 2
0

2 2 2
0

d ln ( ) 2 d 1
d d

x yc v v GM
t tc x y

⎡ ⎤ ⎛ ⎞− +⎣ ⎦ ⎜ ⎟= ⋅
⎜ ⎟+⎝ ⎠

                            (6-97) 

( )2 2 2 '
0 22 2 2

0

2 1ln ( )x y
GMc v v k
c x y

− + = +
+

                                (6-98) 

2 2 2
0

2 1

2 2 2
0 2( )

GM
c x y

x yc v v k e +− + =                                       (6-99) 

2 2 2
0

2 1

2 2 2
0 2

GM
c x y

x yv v c k e ++ = −                                    (6-100) 

这就是行星运动第二个积分式的相对论描述。其 0c 是爱因斯坦的光速。 

    现将相对论动力学的第一式和第二式重写于下： 

2 2 2
0

2 2 2
0

1

1

2 12 2
2
0 2

d d
d d

d d
d d

GM
c x y

GM
c x y

y xx y k e
t t

x y c k e
t t

+

+

⎧
⎪ − =
⎪
⎨
⎪⎛ ⎞ ⎛ ⎞+ = −⎪⎜ ⎟ ⎜ ⎟
⎝ ⎠ ⎝ ⎠⎩

                              (6-101) 

令极坐标 cos sinx r y rθ θ= =， ，有 d cos d sin dx r rθ θ θ= − 和 d sin dy rθ= + cos dr θ θ ，代入上式，

得到 

2
0

2
0

2 1
2

1

2 12 2
2 2

0 2

d
d

d d
d d

GM
rc

GM
rc

r k e
t

r r c k e
t t

θ

θ

⎧
⎪ =
⎪
⎨
⎪⎛ ⎞ ⎛ ⎞+ = −⎜ ⎟ ⎜ ⎟⎪⎝ ⎠ ⎝ ⎠⎩

                               (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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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2 1
2

1 1

2 12 2
2 2

0 2 2

d (1 )
d

d d 2 2(1 )
d d

GM
ec

GM
rc

r k e k
t

r GM GMr c k e k
t t r r

θ

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03) 

此式(6-103)与牛顿的式(6-71)对照，两种理论结果的右边虽然一样，但此式(6-103)的左边

却多出了指数函数和光速平方等项。可见相对论的此式(6-103)不是行星或卫星的轨道方程。 

从相对论动力学的卫星方程式容易看出： 

    (1).从式(6-101)容易看出，令参数方程 cosx a tω= ， siny b tω= ，由于行星运动中 a b≠ ，

那么该式表明 1ab kω ≠ (常量)，这就是说。相对论动力学违背了行星运行中的开谱勒定律。 

    (2). 从式(6-101)容易看出，因 2 2 2
x yv v v= + ，即使使用相对论的质能关系，但 

2 2
0kE mc m c= − =

2 2 2
0

22
2 0

0 0
2

1
GM

c x yc
m c e

k

−
+

⎡ ⎤
⎢ ⎥⋅ ⋅ −
⎢ ⎥
⎣ ⎦

0p kE E≠ +                    (6-104) 

式中 pE 是势能、 0kE 是初动能。显然，相对论违背能量守恒定律及其势能与动能的交换律。 

    (3).从相对论的式(6-102)第一式容易看出，相对论动力学违背了角动量守恒定律。由此

带来的后果是，一切行星胡乱运动，岂不是地球被碰撞了无数次，哪有我们活着的可能。 

    (4).从相对论的式(6-103)容易看出，由相对论解出的二体轨道方程，已经不是我们现实

看见的行星和卫星的轨道方程了。我实在不晓得哪个宇宙适合于相对论动力学的方程(6-103)

式。按照稳定性理论，我们可以预料，相对论的方程(6-103)式是不稳定。这真是“相对论上

天，卫星坠地”。既然相对论动力学求解基本的力学问题就存在严重的破绽，还谈什么束之高

阁的“Riemann几何引力方程式”呢。我敢断言，即使爱因斯坦使用所谓的“引力理论”也无

法将卫星送上天，也只能是从所谓的“Riemann空间”坠下地来。而牛顿定律在各个领域都得

到了圆满的证实与检验。总之，假如相对论动力学用于现实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将发生

类似于“机毁人亡、卫星坠地”这样的灾难和恶果。为什么相对论如此变异呢？因为，虽然

2

1 1
1 β

≈
−

，但当 β 中的 v参与微积分运算后，运动方程就成为天壤之别的变异函数，一种希

奇鬼怪的变异函数。 

概括起来说，相对论动力学计算简谐运动的结果是畸变，而且不满足能量守恒定律，相

对论动力学计算降落伞或飞机着陆运动将出现机毁人亡，相对论动力学求解卫星轨道运动的

结果是畸变，而且违背开谱勒定律，违背角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说是相对论

上天，卫星坠地。其实大家稍微想一想就可立即晓得相对论是荒唐。按照相对论的定义，月

球的总能量是 2
0E m c= 月月总 ，月球的总动量是 P m v= 月月总 ，因此

2
0E c

P v
=月总

月总

；然而乒乓球的总能

量是 2
0E m c= 乒乒总 ，乒乓球球的总动量是 P m v= 乒乒总 ，因此

2
0E c

P v
=月总

月总

，总能量与总动量之比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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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质量无关，而与光速有关，这种
2
0c P

E
v

= 总

总 的物理概念何在？没有！ 

遗憾的是我对天体物理学很陌生，也没有如此多精力去研究天体物理学。不过，我认为，

既然相对论动力学在我们现实生活工作中是如此极端的错误，那么就没有理由去炒作什么引

力红移和水星近日点推前等未解之谜。我坚信，我们的天体物理学家通过深入研究，一定能

运用牛顿自然观来揭示其谜底。即使“黑洞”问题，按照牛顿定律也照样有“黑洞”。除此之

外，从隐身材料来看，对宽频段具有弱反射和强吸收的物质构成的天体，它也是黑洞。因此

我们不可以从相对论“预言了”什么，“猜着了”什么，就把相对论吹上天。我们不可以把巫

术当作科学。正如第七章所言：鉴别相对论的真伪，不可简单的从微观领域里计算值上的近

似程度去鉴别，也不可盲目的从相对论(包括 w 相对论)猜着了宇宙极限速度 0c 去鉴别，而应

该从物理概念和物理原理上去鉴别，特别是从相对论参与微积分运算后的结果去鉴别，也就

是说，第六章才是试金石。 

    总之，本章通过微积分运算得到，相对论动力学求解简谐运动、降落运动、抛物运动等

基本运动方程的结果是轨迹畸变，而且它不满足能量守恒定律，不是微弱差别而是天壤之别，

甚至造成机毁人亡。相对论动力学求解卫星运动方程的结果是轨道畸变，而且违背开谱勒定

律，违背角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可谓相对论上天，卫星坠地。我敢断言，即使爱

因斯坦使用所谓的“引力理论”也无法将卫星送上天，也只能是从所谓的“Riemann”空间坠

下地来。而牛顿定律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圆满成功应用。总之，假如相对论动力学用于现实

生活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将发生类似于“机毁人亡、卫星坠地”这样的灾难。为什么相对论

如此变异呢？因为，虽然
2

1 1
1 β

≈
−

，但当式中的 v参与微积分运算后，就成为天壤之别的变

异函数，一种希奇古怪的变异函数。 

    这样评价相对论动力学，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以上的直线加速运动中，还是根据纵向质

量（6-4）式粗略计算的，如果详细计算，则相对论动力学更是稀奇古怪的变异。请看下面的

匀加速运动情况就知道它确实变异了。 

    设一个物体在 x 方向的轨道上被常力 0F 加速，这是一个匀加速直线运动，按照牛顿力学

定律和工作体验，显然这是一个匀加速直线运动，即加速度 0

0

d
d

Fva
t m

= = 。但是，如果按照

相对论动力学来详细计算，那就是 

0
0 2

d
d 1

m
t β

⎛ ⎞
⎜ ⎟
⎜ ⎟−⎝ ⎠

v
F = ，考虑到匀加速直线运动，并设到其初速 0 0v = ，因此积分后就是 

0
0 21

m v
F t

β
=

−
，再平方之后，得

2 2
2 2 0

0 2

2
0

1

m v
F t

v
c

=
−

或
2

2 2 2 2 2 2
0 0 02

0

vF t F t m v
c

− = 或 2 2 2 2 2 2 2 2
0 0 0 0 0c m F t v c F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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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0 0

2 2 2 2
0 0 0

c F t
v

c m F t
=

+（ ）
。对速度 v 求时间倒数，立即得到匀加速直线运动的爱因斯坦加速度

v
t

Δ
Δ

，

即 3 2 2 2 2 20 0
0 0 0 0 02 2 2 2

0 0 0

c Fdv c F t c m F t
dt c m F t

= − +
+

3
-
2( ）

（ ）
。这个是常力作用下的匀加速直线运动吗？显然不

是。看来，在爱因斯坦眼里，恒力作用于物体上，将变成“兔子与乌龟赛跑”那样的兔子运

动，时而加速、时而减速。所以本书认为相对论动力学是一种希奇古怪的变异函数。这样的

评价一点也不过分。 
 
 

6.2 错误的相对论运动学 

 

6.2.1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回顾 

在惯性系 S 中，假设作用在质点上的力 0=F ，于是，由
2

0 2

d 0
d

rm
t

= 经过积分得出不随时

间变化的恒量 0
d
d
rm
t
以 P 表示之，则 

0
d
d
rP m
t

≡ =常向量                            (6-105) 

P 就是质点的动量，故上式表明，在惯性系中，质点不受力而运动时，它的动量应为守恒量。 
 
 
 
 
 
 
 
 
 
 
 
 

现在设静系 S 的原点为o ，另一参考系 's 原点为 'o ，它相对于 S 系以速度 v 沿 x 方向作

直线运动，如图 6-3 所示。我们认为这两个参考系的时间流逝是相同的，用 t 和 't 表示。质点

0m 相对于 S 和 's 的位置分别为 r 和 'r ，于是得伽利略变换： 

'

- t
t t

⎧ =
⎨

=⎩

'r r v                                   (6-106) 

图 6-3  伽利略变换 

'r
r

Y

'o

0m

'y  

'x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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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立即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d d
d dt t

= −
'r r v                                  (6-107) 

第二，                     0- m='P P v                                  (6-108) 

假设
's 中 'P 为恒量，则(6-108)式表明也为恒量，或者说 0m= +'P P v是动量守恒，其中 0m v是

初动量。从而进一步得到： 

第三，如果参考系
's 与惯性系 S 是用伽利略变换联系的，那么

's 也为惯性系。 

因为
2

0 2

d d
d d

m
t t
= =

P r F ，故对(6-108)求导数，有 

第四，                      
'd d

d dt t
=

P P
或 ' =F F                           (6-109) 

由此得出
' 2

'
0 2

d d
d d

m
t t

= =
P rF ，也就是说：牛顿的基本方程对伽利略变换是形式不变的或协变的。 

我们知道，物理空间的均匀性和各向同性分别与参考系中的坐标系平移变换和坐标系旋

转变换相对应，任何物理规律对这类变换都应该不变。经典动力学基本定律对包含时间的伽

利略变换群也具有不变性，使我们意思到物理规律具有与包含时间和坐标的线性变换相对应

的某种对称性，描述运动时所有由(6-106)是联系的惯性系都是等价的，这就是伽利略相对性

原理。也就是说，牛顿定律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告诉我们：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的；

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 
力学相对原理告诉我们，牛顿第二定律对所有的惯性系都成立，如果在惯性系 S 中，牛

顿第二定律写成 0F m a= ，则在另一个惯性系
's 中，则有 0F m a′ ′ ′= 。所有的量都加撇号，表示

这些量都是相对于
's 测量的。由于 S 和

's 都是惯性系，它们之间相对作匀速直线平移运动，

所以质点对这两个惯性系 S 、
's 的加速度 a 、a′是相同的，即 a a′= 。物体相互作用力的大小

与方向，就力学中常遇到的万有引力、重力、弹性力、摩擦力等而言，是取决于物体间的相

对位置、物体的形变、接触面之间的相对运动，而这些我们知道都是与所选择的参考系无关

的。所以一个物体所受的合外力，其在大小和方向无论从哪个惯性系中测量都是一样的。即

同一个作用力，在不同的惯性系 S 、
's 中都是一样的：F F ′= 。代入 0F m a= 和 0F m a′ ′ ′= 就得

到，同一个物体的质量，在不同的惯性系 S 、
's 中都是一样的，即 

0 0m m′=                                  (6-110) 

由于从不同惯性系 S 、
's 观察同一个质点的速度 v 和 'v 是不等的，所以上式 0 0m m′= 正说

明：一个质点的质量m是与质点运动速度 v无关的常量。这是自然观的重要结论。 
大家知道，从牛顿三大定律、开普勒定律到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是一整套的科学的自然观，

把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这个宇宙之存在规律，包括空间的时间的以及质量的内涵，都描述

得淋漓至尽，可以说是自然地而融洽的，假如爱因斯坦果真要否定牛顿自然观，其结果是大

错而特错。几十年来我国投资大量经费去资助相对论研究，除了文字彬彬以外，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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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相对论运动学的错误 

按照相对论，长度因运动而缩短，时间因运动而膨胀。因此相对论有了自己的空间和时

间，并用参照系
's 上的量尺 'l 和时钟 't 定义了质点 0m 的速度：

'
'

'

d
dx
xu
t

= ，
'

'
'

d
dy
yu
t

= ，
'

'
'

d
y

zu
dt

= ，

与此同时，相对论还推导了动系速度与静系速度之间的变换关系(速度之和)[1]P38： 
' 2 ' 2'

' ' '

00 0

1 1

11 1

y zx
x y z

x y z

u uu v
u u u

u u u
cc c

β β

ββ β

− −+
= = =

++ +

               (6-111) 

虽然 2 0β ≈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相差高阶无穷小量。但在物理概念上存在本质上的区

别，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代表“空间各向同性，时间一维流逝”，而爱因斯坦相对论代表“空间

不是各项同性，时间不是一维流逝”。这涉及到时空观的大是大非问题。 

一列车设为动系 's 以速度 v 沿 x方向运动，列车上放置一台球桌，而且有一运动员在训练，

台球的质量为 0m ，对这样的基本运动，很显然，按照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我们立即有台球的

初动量是 0 0P m v= ，运动员击球时提供的动量是 ' '
0 xP m u= ，台球被击之后的速度是 '

x xu u v= + ，

显然动量守恒 0= −'P P P ，而且立即可得 ' =F F ，牛顿的基本方程对伽利略变换是形式不变

的或协变的。这在物理学定律里和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检验。 
    假如我们选择相对论的运动变换，即假如选择相对论的(6-111)式，那么在求解质点 0m 的

动量时，就会发现 0- m≠'p p v和 'F F≠ ，这意指：牛顿的基本定律对伽利略变换是形式可变

的。也就是说，空间不是各向同性的而是随意变化的，时间不是一维流逝的而是相对可变的。

这是相对论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相对论是怎么计算的。有两位相对论者，相对论者①在列车上，相对

论者②在地面上，请两位相对论者测量击球前后的台球动量。于是： 
1.车上相对论者①说：台球与我都在列车上，台球被击之前，我测得其动量等于零；台

球被击之后，我测得其动量是 0
x' 2

2
0

( )1 x

m

u
c

=
−

' 'P u ，式中 '
xu 是台球相对于列车的速度， 'P 是运

动员击球时提供的动量。 

2.地上相对论者②说：台球被击之前跟随列车一起运动，其初动量 0
0 2

2
0

1

m

v
c

=
−

P v；台球

被击之后，其总动量是 0

2

2
0

1
x

x

m

u
c

=
−

P u ，式中
2 '
0

2 '
0

( )x
x

x

c u v
u

c vu
+

=
+

是根据速度变换公式
'

'

0

1

x
x

x

u v
u

u
c

β

+
=

+
，

而得到的，是台球相对于地面的速度。因此台球被击之后的总动量就是 P。 
3.相对论老师综合来考评上述两人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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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老师说：这是一个匀速运动问题，使用侠义相对论。 
2 ' 2 ' 2 2

0 0 0 0'
0 2 2 2 ' 2

0 0

( ( ) )

( )( ( ) )
x x

x

m c v c u u c v
P P

c v c u

− + −
+ =

− −
                       (6-112) 

2 '
0 0

4 ' 2 2 2 ' 2 2 2
0 0 0

( )

( ) ( )
x

x x

m c u v
P

c u v c u c v

+
=

+ − −
                             (6-113) 

式中 0P 是台球的初动量， 'P 是运动员击球时提供的， P 是静系人看见的总动量。 '
0P P P≠ + ，

'F F≠ ，对牛顿定律不是协变的。 

现在出了问题， '
0P P P≠ + 和 'F F≠ 作何解释，无法解释。于是相对论者只好从静止能量

中找答案。可是，台球静止能量是那个参照系上的静止能量，车上的或是地上的？是太阳系

的或是银河系的？既然相对论不承认绝对静止空间的存在，也就没有参照，何来静止能量。

也就是说在 2 2
0 0mc m c− ' 的计算中，其速度是使用 '

xu 或是使用 xu 或是使用 v？或者把地球运动速

度也包含在内？既无定义也无参照。动系人认为台球的总能量是
3

' 2 0 0
0 2 ' 2

0 ( )x

m c
m c

c u
=

−
，而静系人

认为台球的总能量是
3 '

2 0 0
0 4 ' 2 2 2 ' 2 2 2

0 0 0

( )

( ) ( )
x

x x

m c u v
mc

c u v c u c v

+
=

+ − −
，出现 'W W≠ 。按照相对论，一公斤木

材 2
0mc 做成的原子弹，因月球公转速度不同，将导致能量增减。实在是令人滑稽可笑。 

如果按照相对论老师说来，能量不相等 'W W≠ ，动量不相等 '
0≠ +P P P ，质量不相等

m m≠ ' ，作用力不相等 ' ≠F F 。两个惯性系观测到的所有运动参数都不相等、都是不确定的，

那么什么是可以确定的呢？我们只能说：“错误的相对论”这个结论是确定的。 
对于这样一个 基本的运动被相对论运动学变换之后，既不是伽利略变换下的牛顿定律

协变，也不是洛仑兹变换下的相对论形式不变。哪么相对论运动学是什么呢？我们只能把相

对论运动学定义为巫术。 

    总之，如果按照相对论运动学来计算，由于m m≠ ' 及 '
x x≠ +u v u ， 'S 系上的动量 'P 是 0c 和

'
xu 的高阶函数， S 系上的动量 P是 0c 和 '

xu 及 v 的高阶函数，造成动量不守恒 '
0≠ +P P P ，

' ≠F F 两个惯性系测得的作用力不相等之错误。由于爱因斯坦没有定义静止动量，出现问题

后就想从“静止能量”中找答案。可是，台球静止能量是那个参照系上的静止能量，是车上

的或是地上的？是太阳系的或是银河系的？是相对的或是绝对的？既然相对论不承认绝对静

止空间的存在，也就没有参照，何来静止能量。动系人认为台球的总能量是 ' 2
0m c ，静系人认

为台球的总能量是 2
0mc ，由于 m m≠ ' 及 '

x x≠ +u v u ，从而 2
0mc ≠ 2

0m c' 。如此一来，总能量不相

等 'W W≠ ，动量不守恒 '
0≠ +P P P ，质量不恒定 m m≠ ' ，作用力不确定 ' ≠F F 。两个惯性系

观测到的所有运动参数都是不确定的，那么什么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错误的相对论”是

确定的。对于这样一个 基本的运动被相对论运动学变换之后，既不是伽利略变换下的牛顿

定律协变，也不是洛仑兹变换下的相对论形式不变。哪么相对论运动学是什么呢？我们只能

说它是一种是糊弄人的魔术。这样评论它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对于 简单的匀速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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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是该运动在四维空间里[1P94]，
00 0 z

z 2 2 2
, ,

1 1 1
yx

x y

m vm v im viEp p p
β β β− − −

（ ）=（ ， ， ）
0

,
c

。说得

好听一点，相对论运动学是诡辩，说的难听一点，相对论运动学是胡说八道。 
 
 

6.3 错误的相对论电磁学 
 

    关于相对论电磁学问题，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论述过了，其问题不少，为了读者阅读上

的连贯性，本章简单重述相对论电磁学问题：相对论电磁学等于零和相对论电磁学等于无穷

大。本节主要讨论相对论电磁学在速度选择器、电子感应加速器等实验中所暴露出来的明显

破绽。 

6.3.1 相对电磁学在工程中的错误 

    1．相对运动电磁学与实验不符 

在相对论中，动系与静系是所设的两个有相对运动的参考系，没有绝对的静系。坐标系 S

认为坐标系 'S 在运动，反过来，坐标系 
'S  则认为坐标系 S 在运动。即运动是相对而言的。 

    见图 6-4，设导体上的金属电子(这个观察者)为静系 S ，并设磁场 B为动系 'S (即坐标 'S

架设在磁力线上)并以速度 υ相对于坐标 S 作运动，即磁力线与金属电子的横向相对速度是 υ。

根据相对论：动磁场产生了电场。 v是动磁场磁场的相对速度，有右手定则得到。 

①在空间产生的电场是： 

2

1 ( )
1 β

=
−

'
yE υ× B    【方向向下】                   (6-114) 

②金属电子看见的磁场是： 

2

1

1 β
=

−
'B B                                      (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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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磁力线切割金属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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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空间产生了电场 '
yE ，是否受洛仑兹电力 e '

yE ；看见了磁场 'B ，是否受洛

仑兹磁力 e × 'υ B  。 v是动磁场的相对速度。 

    如果金属电子这个观察者不受洛仑滋电力 e '
yE ，何以见得空间产生了电场 '

yE 呢。如果金

属电子这个观察者不受洛仑滋磁力 e × 'υ B ，何以见得它“看见了”磁场 'B 呢。回答是简单的，

既产生了 '
yE ，子又看见了 'B , 也即: 金属电子既受洛仑滋电力 e '

yE 又受洛伦滋磁力 e × 'υ B 。

这才是相对论的本来面目。 

    那么，按照相对论计算，静系 S 上的电子(它)受到的洛仑滋电力和洛仑滋磁力分别是： 

2

1 ( )
1

e e
β

= ×
−

'
yE υ B                               (6-116) 

'

2

1 ( )
1

e e
β

× = ×
−

υ B υ B                             (6-117) 

注意到 yeE 与 zeυ× B 是同方向同大小，这是两倍值。要想与实验吻合，恐怕是困难的。 

特别是，当磁力线静止不动(设为静系 S )，而导体从左向右运动(设为动系 'S )时，计算

方法与上相同，结果是，金属电子受洛仑兹力约为 2evB 。这是实验结果的两倍值。要想与实

验吻合,恐怕是困难的。 

如果想为了去掉二倍关系中的系数 2，相对论辩解为“产生了 '
yE ，但未测着 '

yE ”，那么

这种“产生了、未测着”实难理喻。 

更为严重的就是方向问题。按照相对论电磁学“运动的磁场在空间产生电场”，其空间的
'
yE 指向下方，使得金属电子向着 a 移动，从而 b 端出现了过剩的正电荷。这与实验矛盾。再

对照图 1-5 和图 1-6，相对论的（6-116）式只能解释其中一个图，另一个与实验矛盾。 

相对论电磁学还有一个奇怪结论是“动电场产生磁场”。有的人士用一个运动电荷的高斯

电场来忽悠动磁场产生电场。也谈到平板电容之电场问题。但仔细一想，立即就发现相对论

电磁学的错误性。由于平板电容之电场线是均匀直线， ×v E 是直线矢量，无法得到闭合磁力

线。特别是平板电容之电场跟随地球一起作高速运动时，动电场产生的直线磁场
×v E

21-β
在哪

里呢？可见相对论电磁学错误至极，简直就是巫术。 

    2．相对论电磁学违背了楞茨定律 

结合图 6-4，我们来看看相对论错误至极。当磁铁靠近线圈运动时，楞茨通过实验得出了楞

茨定律。但是按照相对论的“运动的磁场产生了电场”的之结论，有如下描述：设线圈为静

止的 S 系、设磁铁和测量者为 'S 系，于是磁铁相对于线圈而运动，磁铁及其磁场的运动方向

是从右向左。如果按照相对论电磁学，那么运动的磁场使得线圈所在空间产生了电场，见图

6-5。这样，现在就来考察运动的磁场在线圈 L所在空间产生了什么场？于是按照相对论电磁

学的式（6-114），运用矢量运算的右手定则，得到的“产生电场”如下图的左图所示。其相

对论产生的电场方向如图 6-5 左图所示。这就是相对论所说的“运动的磁场（在线圈 L 所在

空间）产生的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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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由相对论电磁学得到的电场（电流）方向违背了楞茨定律。也参见 1.3

节。也许有的人士认为
[1]
，从

'S 到 S 之反变换可改变 v 之负号。但是，仅仅靠改变负号来迎

合，等于承认了谁是运动，谁是静止的根本问题。即，承认了绝对时空观，违背了自己观点。

如果你是相对论，就该用洛仑兹反变换式来计算“动磁场产生的电场”，可是目前没有这样的

计算。而且相对论电磁学来自从度方程的洛仑兹变换，无法得到改变负号的拼凑式子。 

3．相对论电磁学与速度选择器不符 

速度选择器如图6-5所示，恒定磁场 zB 与恒定电场 yF 相互正交且均匀分布在两极板间。

根据大家公认的洛仑兹力，电荷在正交电磁场中运动，受洛仑兹力是 

q q= × +F v B E                              (6-118) 

当 

0q q= × +F v B E =                           (6-119) 

时，电荷粒子作直线运动，因此射出窄缝的粒子速度大小就是 

y

z

E
v

B
=                                   (6-120) 

这就是电粒子速度选择器，也就是电粒子测速器。或者调整 yF 的大小可保证 =F  

0q q× +v B E = ，使得 q⊕ 在窄缝中作匀速直线运动，这一经典的实验事实谁也无法改变。 

现在我们来分析相对论问题。设动坐标系 ' ' 'x o y 以速度 v沿 X 轴正方向作匀速直线运动且

粒子 q⊕ (或观察者)在动系原点 'o 上。静系坐标仍然是 XOY 。 

由于所选粒子 q⊕ 被架在动坐标上(或即在动系原点)并在正交电磁场中作匀速直线运动(惯性

系)，按照相对论，观察者 q⊕ 既看见了电场又看见了磁场，即： 

 

 

图 6-5  电磁感应之相对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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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磁场中运动看见的电场和磁场是 

2

1 ( )
1 β

=
−

'
1E υ× B                              (6-121) 

2

1

1 β
=

−
'
1B B                                   (6-122) 

②在电场中运动看见的电场和磁场是 

2

1
1 β

=
−

'
2E E                                  (6-123) 

2

1 ( )
1 β

=
−

'
2B υ× E                              (6-124) 

注意到他们的方向性，则 q⊕ 受到的合力就是 

 

' ' ' ' '
1 2 1 2

' '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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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 ( )
1 1

(1 ) 2
1

y
y z z

y z

q q q q

vEq vE vB q B
c

q E vB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E E v B v B

j j

j

             (6-125) 

式中 'j 是 y 轴上的单位矢量。当 ' 0=F 时， q⊕ 作直线运动，于是直线运动的条件是 

2(1 ) 2y zE vBβ+ =                           (6-126) 

或 

2(1 )
2 y

z

v E
B
β+

=                             (6-127) 

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xE  zB · 

Y

X

'x

图 6-6  速度选择器 

静系 'y
动系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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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0 02 0y z yE v c B v c E− + =                      (6-128) 

或 

2 2 2
0 0

0
z z y

y

c B c B E
v c

E

± −
= ⋅                       (6-129) 

这是使用了相对论的结果----当且仅当 v与 yE 、 zB 满足上式关系时，电荷才能与动系一起作

直线运动。或者说，按照相对论，从窄缝出来的电荷速度是由式(6-129)所确定的。 

    下面分析相对论在速度选择器图6-6中所存在的问题。 

问题1：按照相对论的式(6-129)，当外加的电场与磁场满足 0y zE c B= 时(即外加电场很强

而磁场很弱)，则从窄缝出来的电荷速度是 0v c= ，但是既然 0v c= ，那么以上各式中的相对论

因子却成了无穷大。自相矛盾。 

问题2：按照相对论的式(6-129)，当外加的电场与磁场满足 00.8y zE c B= 时，从窄缝出来

的电荷速度是 1 02v c= (不和题意，可舍去)、 2 00.5v c= (符合题意，保留)。然而，按照牛顿理

论的(6-120)式，当外加的电场与磁场满足 00.8E c B= 时，从窄缝出来的电荷速度是：

00.8y

z

E
v c

B
= = 。事实上，实验结果应当是 00.8c 。这是多年来对(6-120)式应用的证明。其偏差

接近两倍。可见相对论电磁学与客观事实不符。 

问题3：当 y zE B= 时，按照相对论的(6-129) 式，那么从窄缝里射出的粒子速度是 v =  

2 2
0 02 2

0 0

1 1(1 1 ) 1 (1 ) 0.5
2

c c
c c

⎛ ⎞
⋅ ± − ≈ ± − ≈⎜ ⎟

⎝ ⎠
 [注意 yE 和 zB 各自的量纲]，这是相对论计算出来的速

度。然而实际上，按照牛顿理论的(6-120)式，当 y zE B= 时，是 1v = 。可见相对论与实验不

符。这不是微弱差别，而是相差很大，两倍偏差，显然与实验不符。 

相对论没有否定洛仑兹磁力，我想试图发展相对论，即不承认洛仑兹磁力、只承认爱因

斯坦看见的电场 'E ，即在上面的计算中，只使爱因斯坦的（121）式和（123）式，不使用洛

仑兹磁力的（122）式和（124）式，这样一来可假设设 '
1 0q × =v B 和 '

2 0q × =v B ，于是合力为

零的条件就被我变成 ' '
1 2 0+ =E E ，即

2 2

1 1( ) 0
1 1β β

+ =
− −

υ× B E ，两边乘以 21 β− 后就是经

典理论的（6-119）式完全一致。但是这样的假设不符合罗辑，既然看见了
2

1

1 β−
E 就应该

受电场力的作用，既然看见了
2

1 ( )
1 β−

υ×B 就应该受磁力作用。否则，何以见得“看见了”？

岂不是幻术。况且，否掉洛仑兹磁力将违背电子感应加速器这个客观事实。因此我认为，“电

子在磁场中运动，不受洛仑兹磁力，只受爱因斯坦的电场力 '
1qE ”的观点是一种颠倒黑白、混

淆是非的幻术，作为唯物主义者不应该相信相对论这样的幻术。下面就来避开他的幻术看看

相对论还能做出什么样的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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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以速度 00.8c 的横向速度进入均匀电场 E 中，如果相对论看见的电场力 '
1qE ，即 

' '
1 1.7

1 0.64
qEF qE qE= = ≈
−

[见式(6-121)]，这已经不是微弱差别了，70%的偏差，我相信工程

实践中无人按照相对论电磁学来计算。曾经有人在亲手创建的研究所里研制相对论谐振腔，

虽然当时很时髦，但30年的努力却以无果而告结束。 

4．电子感应加速器问题 

现重述教科书上的内容，第一章已经介绍过了，不妨重写于下。即有：法拉第电磁感应

所获得的电场E用作切向力 ϕF e= E (洛伦滋电力)，洛仑兹磁力 n e= ×F v B用作法向力。为了

保证电子在真空环上运行，需满足一定的设计条件。见图6-7，在半径为 R 的圆面上通过的磁

感应通量为 2R BπΦ = ,平均磁场 B (平均磁感应强度 B )是时变的。 

 

 

 

 

 

 

 

 

    1）按照洛仑兹磁力和法拉第定律来设计电子感应加速器 

电场的定义是：单位长度上的电压(或电动势)，并考虑到圆对称分布，即有 

2
U U

E
L R
ε ε

ϕ π
= − = −                            (6-130) 

法拉第定律是： 

2d d
d d

BU R
t tε πΦ

= − = −                          (6-131) 

将式(6-131)代入式(6-130)，得到： 

d
2 d
R BE

tϕ =                                    (6-132) 

式中 Eϕ 是真空环上的电场， R 是圆面的半径， B 是圆面上的磁场平均值(注意到真空环上的

磁场 B小于环内磁场 inB )。电子受到的洛仑兹电场力 e ϕE 恰是切向力，电子受到的洛仑兹磁

场力 ze ϕ ×v B 恰是向心力( e是负值)，于是根据牛顿第二定律，便有 

切向力 Fϕ 是 

d
d
v

eE m
t
ϕ

ϕ =                                   (6-133) 

法向力 nF 是   

图 6-7 电子感应加速器剖面图

R

inB  B  e

ϕ



第六章  错误的狭义相对论 

 189

2v
ev B m

R
ϕ

ϕ =                                  (6-134) 

即 

eBRv
mϕ =                                   (6-135) 

对(6-135)式求导数，有 

d d
d d
v eR B
t m t
ϕ =                                 (6-136) 

式中 ϕv 是电子被加速后在真空环中的切向运动速度。式(6-136)代入(6-133)式，有 

d
d
BE R
tϕ =                                  (6-137) 

此式带入(6-132)式，即有 

d 1 d
d 2 d
B B
t t
=                                  (6-138) 

即电子感应加速器的设计条件是：真空环上的磁场强度应为整个圆面上平均磁场强度的一半。

这是法拉第定律＋牛顿定律的结果。也是《大学物理》书中介绍的。 

2）按照相对论和法拉第定律来设计加速器 

但是，如果运用相对论，结果怎样呢？ 

电场的定义是：单位长度上的电压(或电动势)，并考虑到圆对称分布，即有 

2
U U

E
L R
ε ε

ϕ π
= − = −                         (6-130)’ 

法拉第定律是： 

2d d
d d

BU R
t tε πΦ

= − = −                       (6-131)’ 

将式(6-131)代入式(6-130)，得到： 

d
2 d
R BE

tϕ =                               (6-132)’ 

按照相对论，质量是速度的函数 0

2

2
0

1

m
m

v
c
ϕ

=

−

，于是从(6-133)式开始，成为： 

切向力 Fϕ 是 

0

2

2
0

d
d

1

vm
eE

tv
c

ϕ
ϕ

ϕ

=

−

                          (6-133)’ 

法向力 nF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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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2
0

1

vm
ev B

Rv
c

ϕ
ϕ

ϕ

=

−

                              (6-134)’ 

即                         

2

2
0

0

1
v

eBR
c

v
m

ϕ

ϕ

−
=                               (6-135)’ 

对(6-135)’式求导数，有 

2

2
0

22
0 0

0 2
0

1
d d
d d

1

v
eR

v v vc dB eRB
t m dt tcv

m
c

ϕ

ϕ ϕ ϕ

ϕ

−
= −

−

                    (6-136)’ 

2

2
0

22
00

0 2
0

1
d d(1 )
d d

1

v
eR

v v ceRB B
t m tcv

m
c

ϕ

ϕ ϕ

ϕ

−
+ =

−

                                

2

2
0

22
00

0 2
0

1
d d(1 )
d d

1

v
eR

v v ceRB B
t m tcv

m
c

ϕ

ϕ ϕ

ϕ

−
+ =

−

                               

即 

2 2
0

2 2
0 0

d (1 ) d
d d1

v eRc B
t tm c eRBv
ϕ

ϕ

β

β

−
= ⋅

− +
                          (6-136)’ 

式中 ϕv 是电子被加速后在真空环中的切向运动速度。式(6-136)’代入(6-133)’式，有 

2 2
0

2 2
0

1 d
d1

Rc BE
tc eRBv

ϕ

ϕ

β

β

−
= ⋅

− +
                         (6-137)’ 

此式再带入（6-132）式，即有 

2 2
0

2 2
0

1 d 1 d
d 2 d1

c B B
t tc eRBvϕ

β

β

−
⋅ =

− +
                     (6-138)’ 

爱因斯坦的(6-138)’式与经典的（6-138）式进行比较，显而易见：爱因斯坦的条件方程式

是一个十分古怪的方程式。 

此式可称得上是相对论为电子感应加速器设计的条件方程式。按此方程式能加速吗？不

能！由于 β 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那么(6-138)’的设计条件是不定确的，也就是 β 是时变的，

则设计条件是不确定的，或者说，相对论无法设计电子感应加速器。也就是说相对论电磁学

根本不可用。也许相对论辩解说：侠义相对论是直线运动范畴，电子感应加速器属于圆周运

动。那好，就请相对论用广义相对论来设计电子感应加速器吧，一定更糟、更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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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按另一种相对论和法拉第定律来设计电子感应加速器 

所谓另一种相对论指：质量是可变的，在法向上不承认洛仑兹磁力 e= ×F v B，却相信爱

因斯坦的电力 '
1 21

e
β

×
=

−

v BeE 。于是便有 

电场的定义是：单位长度上的电压(或电动势)，并考虑到圆对称分布，即有 

2
U U

E
L R
ε ε

ϕ π
= − = −                             (6-130)” 

法拉第定律是： 

2d d
d d

BU R
t tε πΦ

= − = −                          (6-131)” 

将式(6-131)代入式(6-130)，得到： 

d
2 d
R BE

tϕ =                                   (6-132)” 

式中 Eϕ 是真空环上的电场， R 是圆面的半径， B 是圆面上的磁场平均值(注意到真空环上的

磁场 B小于环内磁场 inB )。电子受到的洛仑兹电场力 e ϕE 恰是切向力，电子受到的洛仑兹磁

场力 ze ϕ ×v B 恰是向心力( e是负值)，于是根据牛顿第二定律，便有 

切向力 Fϕ 是 

                 0

2

d d
d d1

v vm
eE m

t t
ϕ ϕ

ϕ
β

= =
−

                        (6-133)” 

法向力 nF 是 
2

0

2 21 1

v B vm
e

R
ϕ ϕ

β β
=

− −
  即  

2

0

v
ev B m

R
ϕ

ϕ =                    (6-134)” 

即 

0

eBRv
mϕ =                                     (6-135)” 

对(6-135)”式求导数，有 

                       
0

d d
d d
v eR B
t m t
ϕ =                                   (6-136)” 

式中 ϕv 是电子被加速后在真空环中的切向运动速度。式(6-136)”代入(6-133)”式，有 

2

d
d1

R BE
tϕ

β
=

−
                                 (6-137)” 

此式带入(6-132)”式，即有 

21d d
d 2 d
B B
t t

β−
=                                  (6-138)” 

此式可称得上是相对论的另一种电子感应加速器设计的条件方程式。按此方程式能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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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不能！例如：被加速的电荷速度 00.6v c= 时，由(6-138)”式决定的设计条件就变成

d 0.8 d
d 2 d
B B
t t
= ；当被加速的电荷速度 00.8v c= 时，由(6-138)”式决定的设计条件变成

d 0.6 d
d 2 d
B B
t t
= 。也就是说相对论电磁学根本不可用。也许相对论辩解说：侠义相对论是直线运

动范畴，电子感应加速器属于圆周运动。那好，就请相对论用广义相对论来设计电子感应加

速器吧，一定更糟、更荒唐。 

4）本书的电子感应加速器的设计条件研究 

本书主要推翻狭义相对论及其论据的麦克斯韦旋度理论，而麦克斯韦的旋度电场又是从

法拉第的感生电场而来，这是一个连贯错误问题。作为电子感应加速器，本书认为：法向力

是洛仑兹磁力 e= ×F v B，而切向力是广义洛仑兹磁力 ( )e= − ×0F c B。由此推导出来的结论是 

0
0

c
t

RmV
B e

eR
=                                      （6-139） 

详见第1.8.3节。式中 B 是真空轨道环上所需磁场强度，m是电子的质量(不存在所谓的动质

量)， 0V 是电子进入真空环的初速， R 是轨道距离圆面中心的半径， 0c 是磁场向圆心运动的

辐射速度，这是运用广义洛仑兹磁力而设计出来的电子感应加速器。式(6-139)表明：所加磁

场强度按指数函数增加；被加速电荷的质量越大，则所需场强越大；被加速电荷的初速越大，

要想进一步加速，则所需场强越大；被加速电荷的电量越小，则所需场强越大；加速器轨道

半径越小，则所需场强越大。 

检验式(6-139)正确与否的关键是初始磁场 0
0

mV
B

eR
= 值，因为使用的“法拉第感生场 + 洛

仑兹磁力”的设计中没有初始值。如果按照式(6-139)给出的磁场，使电子得以加速而且效率

高，则说明该式是正确的，即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进一步得到检验。式（6-139）很重

要：第一，证明了广义洛仑兹磁力；第二，否定了法拉第的感生电场；第三，推翻了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电磁学。我在这里哀求电子感应加速器的科学家们检验式（6-139）的合理性。 

6.3.2 相对论电磁学的计算出现无穷大 

    1．线性磁场对着导体辐射问题 

既然相对论喜欢讨论“极限”问题，我们也照此办理。在相对因子 γ 中，当相对速度为

光速 0c 时，γ =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以及理论根结未解开的原因，现实物理学中不能使物体

运动至光速，难以对它进行真伪判别。但在相对论电磁学中，因子 γ 的大小取决于相对速度，

即磁场与电子的相对速度，我们可以让磁场速度等于光速 0c ，而电子在静系中。这样，相对

论电磁学因子 γ = ∞而导致相对论电磁学等于无穷大。 

见图6-8，设导体及其金属电子 e和电流源 I 同为静系 ( )S XOY ，并设磁场 0 ( )B k z t= ⋅ 为动

系 ' ' ' '( )s x o y (即座标架在某条磁力线上，并以速度 0v c= 相对于金属电子而运动)。因为 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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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辐射速度是 0c ，即座标 ' ' ' '( )s x o y 上的磁力线与静座标 ( )S XOY 上的电子之相对速度等于

光速 0c 。这里 S e、 和电流源是“静止”的， 's 和 0B 是“运动”的。磁场 0 0 ( )B k z t= ⋅ 是由电流

源 I k t= ⋅ 产生的。 

     注意到 0 0 ( )B k z t= ⋅  有 0
0 ( )

B
k z

t
∂

=
∂

(与时间无关的常数)，即磁力线的方向不变，而且以

光速 0c 相对于电子 e作相对运动。按照相对论电磁学，“动磁场产生电场”是： 

' 0
02 2

0

0 0

1

1 1

y

B cv
c c

×
= × = = ∞

⎛ ⎞ ⎛ ⎞
− −⎜ ⎟ ⎜ ⎟
⎝ ⎠ ⎝ ⎠

v B
E v B                    （6-140） 

静坐标系观察着看见的磁场是： 

0
02 2

0

0 0

1

1 1B cv
c c

= = = ∞
⎛ ⎞ ⎛ ⎞

− −⎜ ⎟ ⎜ ⎟
⎝ ⎠ ⎝ ⎠

'
z

B
B B                     （6-141） 

此结论表明，静系上的电子 e将受到∞之力，显然这与客观事实不符。然而，磁力线的运动(即

辐射)速度确实是光速 0c 。尽管这里的 0c 是辐射速度，但它确实也是磁力线 0B 的运动速度，

尤其是相对于 e而运动的相对速度。虽然 0 0 ( )B k z t= ⋅  是时变的，但矢量方向没变。即使您使

用麦克斯韦 0

t
∂

∇× = −
∂
B

E 而认为它产生了旋涡电场，但因 0
0 ( )

B
k z

t
∂

=
∂

定常的，与时间无关，那

么此 E 与时间无关，即没有“交替传播过程”，所以金属电子与磁力线的相对速度是光速 0c ，

的确如此。微波辐射到金属电子上，微波与电子的相对速度就是 0c 。按照相对论电磁学，则

金属电子受到的电力和磁力技都是无穷大。 

    其实在相对论的字典里没有绝对的静系只有相对的参考系，也就是说计算式
0

v
c

中的 v是

两者的相对速度，无论时变线性电场或者时变正弦电场，辐射到金属电子上的相对速度都是

0i k t=

图 6-8 磁力线以光速 0c 辐射并切割金属电子

Y

X

v  

a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y

'x  

S 

's



第六章  错误的狭义相对论 

 194

0c ，这是客观事实，那么由相对论电磁学必然得出无穷大之错误结论。 

2．两运动电荷的作用力等于无穷大 

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它认为没有绝对空间，没有绝对速度，没有绝对静止，即动系与

静系是相对的，是观察者所选取的参照系而已，没有绝对的静系。如图6-9所示。 

现有两粒钢珠 a 和 b ，钢珠 a 对地球的相对速度是 au ，钢珠 b 对地的相对速度是 bu ，钢

珠 a 上架有坐标系 S ，钢珠 b 架有坐标系 'S 。在相对论看来，哪个坐标系是静系？哪个是动 

系，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站在哪个坐标系而定。现在我们可以设两名相对论者分别站在 S 系和 'S
是静系。如图6-9所示，钢珠均在各自坐标的原点。 

现在地球人测得 00.5au c= 和 00.5bu c= ，那么两者的相对速度是 01.0a bu u u c= + = ，相对论者

就是坐标系上的观察者。牛顿理论者问相对论者：看见了什么？相对论者说他看见了许多奇

妙的事情发生，比如，通过测量而得到钢珠的尺寸是
2

' '
2
0

1 0 0ul l l
c

= − = ⋅ ＝ ，即钢珠被收缩成

没有厚度的薄饼。然而牛顿理论者也无法通过测量来反驳。是非难分，令人头疼。怎么办呢？

幸好现在有检验真伪的带电粒子。见图6-10。 

    让我们讨论两粒匀速运动的点电荷之作用力。相对论电磁学描述如下： 

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它认为没有绝对空间，没有绝对速度，没有绝对静止，没有绝对的动

系，即动系与静系是相对的，是观察者所选取的参照系而已。如图6-10所示。 

 

 

 

 

 

 

 

 

相对论论述如下：由于运动电荷的作用力不能直接用库仑定律求得，但当选择一个相对

于源电荷 q 的参照系 'S 作为参考静系，也即观察者 'S 系上，如图6-10所示。两粒电荷 q 和 0q ，

电荷 0q 固定在坐标系 S 的点 ( , , )x y z 处，电荷 q 固定在坐标系 'S 的原点上。虽然对地球而言， 

 

 

 

 

 

 

 

au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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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z

bu'S

图 6-9 两坐标系相对速度 a bv u u= +  

x  'x

au  y

z

S
'y

'z

bu'S

'rr

q

0q

图 6-10  两坐标系相对速度 a bv u u= +  



第六章  错误的狭义相对论 

 195

坐标系 S 以速度 au 向左运动、坐标系 'S 以速度 bu 向右运动，但在相对论看来，没有绝对的静

系也没有绝对的动系，只有相对的参照系。又由于观察者和电荷 q 在坐标系 'S 上，所以 0q 的

库伦定律是： 

' ' ' ' ' '0 0 0
'3 '3 '3

0 0 04 4 4x y z
qq qq qq

F x F y F z
r r rπε πε πε

= = =              （6-142） 

根据相对论变换式，那么在 t 时刻 ' ' '( )x x vt y y z zγ= − = = 。
2

22

1 ,
1

v
c

γ β
β

= =
−

。 

1 1' '2 '2 '2 2 2 2 22 2( ) ( ( ) )r x y z x vt y zγ= + + = − + +                 （6-143） 

对 'S 系而言， 0q 的速度是 ' ' ', 0 , 0x y zu v u u= − = = 。 v 两坐标系的相对速度。（见有关大学物

理教材）由力的变换式可得 

' 2 '
'

2

( )
1
x x

x x
F F

F F
β
β

−
= =

−
                           （6-144） 

'
'

21
y

y y

F
F Fγ

β
= =

−
                            （6-145） 

'
'

21
z

z z
F

F Fγ
β

= =
−

                             （6-146） 

因此力矢量为 

'3 2
(( ) )

1

x y z

0

0

F F F

qq
= x vt y z

4 rπε β

= + +

− + +
−

F i j k

i j k                  (6-147) 

此式表明，当源电荷 q 与检验电荷 0q 存在相对速度 v 时其作用力不遵循库仑定律，只是力的

方向仍在两电荷的连线上。 

    上述内容是相对论电磁学的原本描述，我在这里只是抄写下来吧了。 

请读者注意：第一，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它认为没有绝对空间，没有绝对速度，没有

绝对静止，即动系与静系是相对的，是观察者所选取的参照系而已，没有绝对的静系。第二，

以上各式中的相对速度 v是两坐标系之间的相对速度，也是两电荷之间的相对速度，即 

a bv u u= +                                   (6-148)  

现在我们来考虑这样两粒电荷，它们来自相同的两台电子感应加速器，两台电子感应加

速器背靠着背，使得 0q 向左边运动， q 向右边运动，而且两电荷上都架设了各自的坐标系，

如图6-10所示一样。并假定 00.5au c≥ ， 00.5bu c≥ ，这个速度可以得到。则两电荷的相对速度

是 

1.0v c≥                                     (6-149) 

将此式代入(6-147)式中的 β ，便有 F = ∞或者是虚数。可见相对论电磁学的破绽十分明显。 

无论如何，单个电子的速度虽然现实加速器无法加速到大于 0c ，但两个电子的相对速度 v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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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大于 0c ，也就是说 1β > ，是客观事实，则由相对论电磁学计算的两电子间的排斥力等于无

穷大或虚数。这足以判断相对论电磁学是错误的。特别是，两台粒子加速器分别加速正负电

荷是，让两个粒子碰撞，那么根据相对论电磁学，正负电荷的吸引力成为无穷大。显然不是

事实。 

总之，相对论电磁学在速度选择器和电子感应加速器等高速离子设备中存在的破绽是明

显的。为了醒目，本节把相对论电磁学存在的破绽总结为：相对论电磁学等于零(或相差两倍

值)，相对论电磁学等于无穷大。由于宇宙极限速度的限制，单个电荷体的运动难以到达光速

0c ，但是相对论 β 中的 v 不是绝对速度而是相对速度，那么两粒电子的相对速度已经超过了

0c ，这就使得相对论电磁学成为无穷大或虚数。时变电场的辐射速度与电子的相对速度等于 0c

这也是事实。那么时变电场与金属电子的作用力 eE 就是无穷大。可见相对论电磁学是错误的。 

相对论电磁学不是时变磁场产生了电场，而是“相对于磁场的运动者看见了电场和磁场

两种场”，这种依据麦克斯韦旋度场理论而认为“空间本不该对称”的相对论，却在电磁学问

题上又与它的依据背道而驰了。我们已经计算出，相对论电磁学在速度选择器、粒子加速器

等高速离子运动中，与现代粒子实验这些客观事实不符，甚至相差二倍值。注意到：在相对

论字典里没有绝对静系只有所选的参照系，也没有绝对速度只有相对速度，即 β 中的 v 是两

者之间的相对速度。然而两个高速电子的相对速度早已超过了 0c ，即 1β > ，这是事实，那么

按照相对论电磁学计算两电荷间的作用力就成为虚数了。线性电场或线性磁场的辐射速度都

是 0c ，电场或磁场辐射到金属上，辐射场与金属电子的相对速度等于 0c ，也是客观事实，那

么按照相对论电磁学计算，其作用力就是无穷大。侠义相对论号称“电磁定律在洛仑兹变换

下形式不变”，仅仅是表达式的结构形式不变而已，但问题很大，无穷大。 

相对论电磁学在电磁感应中也是错误的，在第一章也做了部分论述。 

    相对论就像巫术一样，猜着了宇宙极限速度问题，但这个极限速度应该从物理的角度去

解释、去理解。光的运动是一种辐射，由于“光子”的质量等于零、没有惯性，而且光不占

据绝对空间，所以对于有质量、有惯性，而且占据绝对空间的粒子速度来说，它不会超过 0c ，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是相对论决定的。 

 

 

6.4 错误的光速不变原理 

 

6.4.1. Michelson-morle 实验的回顾 

迈克逊-莫雷(Michelson-morle)实验企图测定地球在绝对静止的以太中运动的相对速度。

如图 6-11 所示，光源和干涉仪随地球一起，光波在绝对静止的以太中以速度 u 运动，为计算

方便，假定光传播方向与地球运动反方向，则光束 1b 的路线是 1M M M e→ → → ，光束 2b 的

路线是 2M M M→ →  e→ 。由于光波是在以太媒质中振荡而传播的，光波在静止以太媒质

中的传播速度等于 0c ，即光速是相对于以太的传播速度,与光源运动无关，与观察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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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球及干涉仪在以太媒质中运动，所以在计算时需考虑观察者相对于以太的运动速度。则 

    1）光束 1b ：在 1M M→ 路程上的速度是 0c u− ，在 1M M→ 路程上的速度是 0c u+ ，来回

所需时间为 

1 2
0 0 0

2 1
1

d d dt
c u c u c β

= + =
− + −

                        (6-150) 

 

 

 

 

 

 

 

 

 

 

 

 

2）光束 2b ：在 2M M→ 路程上的速度是 2 2
0c u− ，在 2M M→ 路程上的速度也是 2 2

0c u− ，

来回所需时间为 

2 2 2 2
00

2 2 1

1

d dt
cc u β

= =
− −

                        (6-151) 

两光速进入人眼的时间差 1 2t t tΔ = − ，相应的光程差是 2dδ β≈ ，这里 0u cβ = 。实验结果是“零”

性，即，没有看见因光程差而引起的干涉条条纹。 

正因为该实验得到零性结果，于是导致了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假设。 

光速不变假设认为：不管光波是在以太媒质中传播或是在真空中辐射，反正光速是一个

绝对恒量 0c ，无论谁运动，反正光速与光源运动无关、与观测者运动也无关。因此用光速不

变假设可以解释该实验的零性结果。在第9.1节里我们已经解释了该实验之零性结果的原因。

本节来看看光速不变假设的错误性。 

6.4.2  相对论违背了 Michelson-Morley 实验结论 

大家知道，迈克逊-莫雷实验是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假设的依据。爱因斯坦试图用光速不变

假设来解释其零性结果。我们注意到，他的解释仅仅局限于文字语言的措辞，从来没有用数

学语言来具体地计算。现在本节就来用他自己的数学工具计算他的假设是否成立。用他的速

 

静止的

以太 

地球仪器速度 u  

图 6-11  迈克逊-莫雷实验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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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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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换公式
'

'

0

1

x
x

x

u v
u

u
c
β
+

=
+

，
' 2

'

0

1

1

y
y

x

u
u

u
c

β
β
−

=
+

，
' 2

'

0

1

1

z
z

x

u
u

u
c

β
β
−

=
+

来计算光程，却与实验结论不符。 

现在仍设地球(迈克逊、莫雷)为动系，仍设以太空间为静系。我们按照相对论来分别计

算水平光束与垂直光束的的光程问题。这里动系的速度用 v表示。 

1)对于水平波束 1b 。因动系人(迈克逊的莫雷)测得 '
0xu c= ， ' 0yu = ， ' 0zu = ，于是以太空

间的静系人得到：
'

0
0

'
0

0 0

1 1

x
x

x

u v c v
u c

u c
c c
β β
+ +

= = =
+ +

， ' 0yu = ， ' 0zu = 。这也是文[1]的计算结果。于

是 1
0

dt
c

Δ = ，无论 v是 x+ 方向或是 x− 方向均有 0 1d c t= Δ ，来回的时间差是 1
0

2dt
c

= 。似乎光速

不变假设得到了证明。但是相对论就是不愿意计算垂直波束的光程问题。 

2)对于垂直波束 2b 。因动系人(迈克逊、莫雷)测得 ' 0xu = ， '
0yu c= ， ' 0zu = ，于是以太空

间的静系人得到：得到：
' 2 2

20
0

'

0 0

1 1
1

1 1 0

y
y

x

u c
u c

u
c c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0xu = ， ' 0zu = 。天啦！问题

暴露出来了。相对论的结论是“与运动方向垂直的物理属性不改变”，可是现在出现问题了，

与运动方向垂直的光速改变了，成为 2
0 1yu c β= − 。于是 2 2

0 1

dt
c β

Δ =
−

，来回所需时间是

2 2
0

2

1

dt
c β

=
−

。[为了避免混淆，这里地球的运动速度用 v表示] 

    3）相对论与实验不符。按照相对论，两光速进入人眼的时间差 1 2T t tΔ = −  

2

2 2
0 0 00

2 2 2 11
1 1

d d d d
c c cc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应的光程差是 2dδ β≈ 。这里 0v cβ = 。天

啦！相对论用文字语言讲“任何惯性系看见的光速都是 0c ”，表面上看起来相对论解释了迈克

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但用它的两坐标之速度变换公式来计算时，发现它不能解释其零性

结果。天啦！尊敬的爱因斯坦先生阁下，在以太风流行的氛围中，无法搞清楚光速的性质，

想用有趣的数学游戏去解释物理实验，给出错误的光速不变假设，却不能自圆其说。 

6.4.3 相对论回避光运动的本质问题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 关键的错误是以太问题，他们认为光波在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

是一个绝对速度。现代人认为光波没有传播的媒质，而是在真空中辐射，光波完全不同于水

波和声波，水波和声波借助于媒质的振荡才得以传播，而光波是一种辐射，却不是振荡传播。

我们强调，光运动是辐射！既然以太不存在，那么光速就是一个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而

不是绝对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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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迈克逊-莫雷实验存在概念错误。他们是基于以太背景下的绝对光速之错误概

念做了一个“水中捞月”的徒劳实验。既不能说明光速可变，更不能说明光速不变。如果说

该实验之收获，那就是证明了以太不存在，证明了光速不是绝对速度。既然光束 2b“打中” 2M

的中心，则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说明光运动不是在以太媒质中传播，而是具有刚性的辐射。 

既然光速不变假设依据了迈克逊-莫雷实验，爱因斯坦就应该说明光是怎么运动的这个本

质问题。可是爱因斯坦从不回答，对他来说，太棘手了。爱因斯坦从不回答光速是绝对速度

或是相对速度这个基本问题，如果他回答光速是相对速度，那么根据伽利略相对性变换原理，

则光速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运动者测得的相对光速就该是 0= +c c v，这与光速不变假设

自我矛盾；如果他回答光速是绝对的，则一切相对于光的运动都是绝对运动，这与相对论还

是自我矛盾，所以爱因斯坦干脆不回答，只作“光速不变假设”。爱因斯坦从不回答光是怎么

运动的这个本质问题，如果他回答光运动是辐射(发射)，那么这个光速就应该像射线流一样，

是相对于光源的发射速度 0c ，当光源运动时，那么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就是 0= +c c v，这

与光速不变假设还是自我矛盾；如果他回答光运动是传播，那么它与机械波一样必有振荡传

播的媒质，可这种媒质难以证明，所以爱因斯坦干脆不回答，只作“光速不变假设”。当一激

光枪在飞行舱的侧面窗口向窗外发射激光时，虽然舱内人只看见纵向的发射速度 0yu = c ，但

舱外人(静系人)既看见了纵向速度 0yu = c 又看见了横向速度 xu = v，显然根据矢量叠加原理就

得到 0= +c c v，所以爱因斯坦大势宣讲封闭舱内人观察光速之现象，而对舱外人观察光速之

现象避而不谈。无论爱因斯坦怎样回避上述本质问题，我们仍然能够戳穿他的错误。 

6.4.3. 光速不变假设与多普勒效应不符 

当波长为λ 的光源在静系，测量者以速度 v离开或靠近光源运动时，按照光速不变假设，

测量者测得的光速还是 0c ，那么根据恒等式 0ccf
λ λ

= = ，则无频移可言。对于声波、水波等机

械波是力(或动能)作用于振荡媒质而传播的，所以当机械波波源运动时，其波峰存在被挤压

的媒质和动力，于是波长可变。但电波和光波没有振荡的媒质，它是一种直接辐射，其波峰

没有被挤压的媒质，也没有受挤压的动力，因此真空中的电波之波长不变。例如机载半波振

子天线辐射的微波波长 λ 是固有的，其波长 λ 不会因运动而改变；无线电天线随地球一起运

动，天线两边的波长是相等的。特别是雷达在地面，波长更不会变，它是雷达辐射源固有的，

因此这种情况下，在恒等式
cf
λ

= 中，唯有侦察机测得的相对速度是 0= +c c v，才有频移。

大量军事侦察接收机业已证实 

0c v
f

λ
±

=  0
0 d

c v f f
λ λ

= ± = ±                     （6-152） 

式中 0f 是雷达频率， df 是多普勒频率。见图 6-12。 

虽然相对论后来通过数学变换方式而编造出“周期＝光源运动时间＋光波传输时间”得到了

所谓的“相对论多普勒效应”，但这种“效应”不仅物理概念错乱，而且计算上自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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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其“相对论多普勒效应”推导出来的波长
'λ 却与它自己的长度(波长)收缩公式

出现矛盾冲突。当波长为λ 的光源在静系 o 点辐射时，测量者以速度 v离开光源运动，如果说

测量者测得的光波速度还是 0c ，那么按它的“相对论多普勒效应” 

' 1
1

f fβ
β

−
=

+
                              (6-153) 

则上式代入 ' 0
'

c
f

λ = 中之后，立即得到 ' 1
1

βλ λ
β

+
=

−
。可是，相对论自己的长度(波长)收缩公式

是 ' 21λ λ β= − ，这里出现了矛盾，如图 6-12 所示。辐射源所在的静系已经用刚尺测量出 1λ =

米(例如它是米波雷达)，而且刻度尺与每一个波长完全对应整齐，从长度收缩公式来讲

' 21λ λ β= − ，但从“相对论多普勒效应公式”推导出 ' 0
'

1
1

c
f

βλ λ
β

+
= =

−
，这就发生冲突了。

即，对于相对论的频率 'f 、相对论的波长 'λ 、相对论光速 '
0c c= ，将导致 ' 0

'

c
f

λ
≠ 之严重错误。 

第二，由其“相对论多普勒效应”推导出来的周期T 却与他自己的时间膨胀公式自相矛

盾。在“相对论多普勒相应”的公式 '1
1

T Tβ
β

+
=

−
中， 'T 是动系 'S 上的周期，也是动系 'S 上测

得的时间间隔 'tΔ ，即第一个波峰出现时刻到第二个波峰出现时刻的时间间隔；T 是动系 S 上

的周期，也是动系 S 上测得的时间间隔 tΔ ，即第一个波峰出现时刻到第二个波峰出现时刻的

时间间隔。于是出现了 '1
1

t tβ
β

+
Δ = Δ

−
。这显然与相对论自己的时间膨胀公式

'

21

tt
β

Δ
Δ =

−
自相

矛盾。 
虽然相对论编造出来的式(6-153)近似于客观真理式(6-152)，但这它拼凑出来的“相对

论多普勒效应”却自相矛盾，实在是不敢苟同。仔细想来，错误根源是：爱因斯坦囫囵吞枣，

没有搞清楚光的性质、没有仔细分析 Michelson-Morley 实验的真实原因，一根筋的钻在以太

里，炮制了光速不变假设。 

6.4.4. 光速不变假设自相矛盾 

'x

v  

X  

图 6-12  波长已被刻度尺测量 0 1λ = 米 

0λ

刻度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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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的“速度之和”公式是
[1]P38

：
'

'

0

1

x
y

x

u v
u

u
c
β
+

=
+

，
2

'

'

0

1

1
y y

x

u u
u

c

β
β
−

=
+

，
2

'

'

0

1

1
z z

x

u u
u

c

β
β
−

=
+

。相

对论还特别沾沾自喜地说道：一光源沿 x 方向运动，并考虑光束与 x 轴平行，则在动系上测得
'

0xu c= ， ' 0yu = ， ' 0zu = ，于是代入“速度之和”公式，那么静系人计算得到 0xu c= ， 0yu = ，

0zu = ，与光速不变假设一致
[1]
。似乎相对论证明了光速不变假设而津津乐道，这就是相对论

的杰作。 

现在我们仍然借用爱因斯坦－洛仑兹变换中的坐标变换图，看看它的错误之处，见图

6-13。设空间一点 P ，在参考系 S 中的位置是 ( , , )P x y z ，观察的时间为 t ，如图 6-13 所示。

另一参考系 'S 的三个坐标轴与 S 的三个坐标轴平行，并相对于 S 以速度 v沿 x 方向运动。在 'S

中 P 点在时间 't 的坐标为 ' ' '( , , )P x y z 。让我们来观察两个系统中光波前的运动。爱因斯坦－洛

仑兹变换取 'y y= ， 'z z= ，即认为垂直于相对运动方向的坐标位置不受运动的影响，建立的

波动方程是 '2 '2 '2 ' 2
0( )x y z c t+ + = 和 2 2 2 2

0( )x y z c t+ + = 。这是相对论的原话。 

    下图6-13既是爱因斯坦利用洛仑兹变换而阐述相对论的原图，也是光速不变假设的原图，

相对论还特别强调：“垂直于相对运动方向的坐标位置不受运动的影响”。 

 

 

 

 

 

 

 

 

 

 

 

现在我们就用他的“矛”攻他的“盾”，便可知道它是矛盾的。即，请相对论计算 ?yu = ?zu =  

    相对论的论证是从球面波开始的，现设一个点光源辐射球面波，由于 ' ' '
0x y zu u u c= = = ，当

光源沿 x 正方向运动时，由“相对论速度之和”公式计算将得到 0 0
1
1y zu u c cβ

β
−

= = <
+

，与他

自己的光速不变假设矛盾，但当光源沿 x 负方向运动( v− )时，由“相对论速度之和”公式计

算将得到 0 0
1
1y zu u c cβ

β
+

= = >
−

，与他自己的光速不变假设更加矛盾，而且超过了光速。这就

是相对论的结果，它不能自圆其说。 

有的人士认为爱因斯坦丢弃了以太说，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相对论正是用以太为托词而

o

z  

y

x

图 6-13  相对速度是 v 的两个参考系 

'o

'z

'y

'x  

ㆍ ( , , )P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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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的，说什么“有的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可测，有的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不

可测”。如果他要真的丢弃以太说，那么他大可以像本书第九章那样直接抛弃以太说去解释历

史重大物理实验，而不是用光速不变假设去调和“运动可测”与 “运动不可测”。从逻辑上

讲，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爱因斯坦的那句话，即他告诉了人们：“以太是存在的，只不过是那些

实验中对光速的理解有问题，用光速不变假设既可以解释 Michelson-Morley 和 Trouton-Noble 
实验中的运动不可测也可解释 Fizean 和 James 实验中运动可测”。因此本章认为爱因斯坦并不

是丢弃了以太说。事实上相对论的论据就是以太说，比如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造成的非对称

空间就是他的主要依据。如果他丢弃以太说，等于抛弃了他的论据，那么相对论就没有立足

之本了。 

弄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1,2,5]

，我们清楚地看到：当时以太说占据统治地位，旋度场理

论是用以太媒质来论述电位移，洛仑兹变换则是为了解释以太媒质中的“运动不可测”干涉

实验也是吹奏以太风，爱因斯坦则更是根据以太媒质中的这些结论，并以这些结论为依据去

论述相对论。这在当时以太风流行的环境下，促使了爱因斯坦一根筋的咬住“以太”这个托

词、一根筋的咬住“运动可测与运动不可测”这条苦瓜腾，它不是丢弃了以太，反而正是利

用了以太中的观点去阐述相对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基于以太的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做他的

论据，没有吹奏以太风的洛仑兹变换做他的工具，从而也就没有以太媒质中的相对论。因此

说，这是以太促成了相对论，也是以太坑害了爱因斯坦一生。 

 

 

6.5  错误的尺度收缩 

 

    按照相对论的说法，运动方向上的尺寸会收缩变短，宇航员因工作需要转身，所以地面

测控中心测量到宇航员的肚皮随着转身而变大变小。你信吗？ 

6.5.1 两把相同刻度尺作相对运动情形 

现有两把很长的、相同的刻度钢尺 l ，如图6-14所示。每一把刻度尺上有一位相对论者，

他们以速度 v作相对运动。 

1）相对论a认为钢尺b以相对速度 v 向西边运动，因此a人测量得到b尺的长度是

21bl l β= − 。 

    2）相对论b认为钢尺a以相对速度 v 向东边运动，因此b人测量得到a尺的长度是

21al l β= − 。于是两位相对论者争吵不熄，是a尺缩短了？是b尺缩短了？这就是佯谬。 

 

 

 

 

图 6-14  尺度收缩佯谬 

v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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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定盘与转盘高速运转情形 

    定盘与转盘在机械设备中常常可见，如图6-15所示，转盘的半径是 r ，定盘的内半径是 R 。

现有两位相对论者，分别站在转盘和定盘上，两位都测量转盘与定盘之间的间隙。于是两位

相对论者的争论开始了。 

    1）定盘上的相对论者说：由于转盘作顺时针方向转动，转盘边沿的线速度是 sv rω= ，

其边沿尺寸缩短，导致 r 缩短，因此转盘与定盘之间的间隙变大，速度越高，间隙越大，会

导致转盘脱落。 

 

 

 

 

 

 

 

 

 

 

2）转盘(内盘)上的相对论者说：由于定盘(外盘)作逆时针方向转动，定盘(外盘)的线速

度是 nv Rω= ，其内边沿尺寸缩短，导致 R 缩短，因此定盘与转盘之间的间隙变小，速度越高，

间隙越小，会导致外盘卡死。 

两位相对论者争吵不熄，是间隙变大了？是间隙变小了？这就是佯谬。 

    对于相对论的鉴别，说得好听一点，它是佯谬，说得直率一点，它是荒谬。 

3）我们居住在高速运动的地球上，按照相对论的长度收缩，那么对于定盘而言，定盘在

东西方向的直径要短一些，是一个椭园；而转盘静止时也是一个椭圆，但当转盘转动时，直

径是变化的，转在南北方向成为长轴、转在东西方向成为短轴。于是相对论认为定盘与转盘

无法工作。同样的，按照相对论，如果你长期东西方向睡觉，你将受到随地球运动的长期压

缩，所以你的个头长不高，是因运动而长期受到压缩的相对论原因。同样地，当你南北方向

睡觉时，你将显得苗条些；当你东西方向睡觉时，你将粗短些。宇航员经常被相对论变形，

一会儿变矮、一会变长，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瘦。这些都是相对论制造出来的奇迹。 

大家都知道月球绕地球运动，在正月十六(Calendar in China)晚上我们看见月亮是圆的，

但在相对论的眼里是椭圆，因为相对论认为长轴在运动方向，因运动才被压缩成正圆了。天

文学家拍摄到的行星是圆的，但在相对论的眼里都是椭圆被压缩而成的。行星有公转和自转，

因此在相对论眼里是：行星的长轴和短轴是变化的---运动方向的直径变短、垂直方向的直径

不变。在太空的宇航员经常被相对论变形，一会儿变矮、一会变长，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

瘦。转盘上的相对论者认为越转越紧，定盘上的相对论者认为越转越松。如此一来，基于欧

几里德空间而计算出来的圆周率将被相对论者重新计算。大家还记得，《数学手册》里的三角

图 6-15 转盘与定盘的间隙问题 

转盘 

定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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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和（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都是基于欧式空间和绝对时空观而得出来的结论，也被千

年工程实践所证实。假如工程实践中承认爱因斯坦的“Riemann几何”和相对时空观，那么现

在的《数学手册》将被相对论者推倒重写。这意味着相对论者不相信人类千年工程实践是真

的。可见相对论的性质正如爱因斯坦同年代的Michelson-Morley等科学家们指出的那样：怪物。 

 

6.6  错误的时间膨胀 

 

    相对论者从瑞士买回两只相同的金表，一只自己佩戴，一只夫人佩戴，过了一段时间后

相对论者对夫人说：我常常乘坐飞机出差，运动量大，因此我的金表比你的金表走的慢一些。

这就是时间膨胀。可万万每想到，其夫人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相对论者，夫人说：没有绝对的

静系也没有绝对的动系，只有相对的参照系，取老公您为静系、夫人我为动系，因此我的金

表走的慢一些。果真如此吗？ 

6.6.1 孪生兄弟问题 

    孪生兄弟问题早已提出，其相对论破绽十分明显。但是，相对论者用加速场的微弱差别

来忽悠。因此我这里不得不重提孪生兄弟问题，看看相对论在忽悠中的问题所在。 

    1.相对论的辩解如下
[1]
： 

为了确定起见，设 S 系一惯性系，而 S ′为一火箭(或出外施行的变生兄弟之一)。由 S 的

观点， S ′作下述的来回旅行。 

 

 

 

 

 

 

 

A—B： S ′发动引警，以正 x 方向的加速度 a 出发，到 B 时 S ′的速度为 v。 

B—C： S ′已关掉引警，因此以均速υ相对 S 运动。 

C—D： S ′发动引警并减速，减少其相对 S 之速度到零。 

D—E： S ′保持发动并加速向 S，到 E 获得一 v− 之速度。 

E—F： S ′关掉警，并向 S以均速 v− 运动。 

F—A： S ′发动(刹车)引警，以减速度- a ，向 A 进行抵 A 后即静止不动。 

兹以τ 表示 S ′的一个时钟所记录的原时。设 S ′按规律的送光信号回 S ，两个信号间之时间距

为τ 。设 S 的时钟所记录的整个旅程的时间为 T。按照 S ′，其全部施行所需的时间共为。 

FAEFDECDBCAB τττττττ +++++=  

A  

F  E  

B  C

D  
v

v

'S

图 6-16  孪生兄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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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BCAB τττ 222 ++=               (6-154) 

上式是由于对称性的考虑，故约 DECDEFBCFAAB ，， ττττττ === 。 S 所记录的总时间则为 

FAEFDECDBCAB TTTTTTT +++++=          (6-155) 

今引用本册甲部之 Doppler 效应公式，即得 

⎟
⎟
⎠

⎞
⎜
⎜
⎝

⎛

+
−

+
−
+

=+ EFBCEFBC TT τ
β
βτ

β
β

1
1

1
1

 

2
0

2
,

1
BC

c
τ υβ
β

= =
−

                                (6-156) 

设使 FAAB ττ = 及 DECD ττ = 的间距，远短于 EFBC ττ = ，即 

DECDFAAB ，T，T，TT ≪ EFBC TT +               (6-157) 

则 S ′所量之τ 与 S 所量得之 T间的关系，按(6-154)及(6-155)，有下关系。 

τ
β 21

1

−
≅T                                       (6-158) 

即，出外旅行的时钟 S ′比 S 要落后了一些时间，换言之，当出外旅行的孪生子回家时，比留

在家里的变生兄弟要年轻些。 

上述的结果，是按 S 的观点而言，且用了 BC 及 EF 两段均速运动的 Doppler 效应。但因

系均速相对运动， S ′同样可以说他本身是静止，而 S 系运动的，从 S ′的观点，(6-158)式的

关系应倒过来， S ′以为 S 的时钟落后了，因之当他旅行回来时，将发现留在 S 的兄弟较自己

年轻了。但这纯从狭义相的对称特性的讨论，在此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 

从自认为静止的 S ′的观点来看， S 作了下列各种运动 

 

 

 

 

 

 

BA ′′ — ：S 开始在一个普遍的引力场 g− (负 x 方向)中下降，到 B′点时，其速度 v− (相对

于 S ′)。 

CB ′′— ：引力场消失， S 以 v− 之速度均匀运行至C′。 

DC ′′ — ：一个正 x 方向的普遍的上力场 g ，开始作用， S 逆此场而行，到 D′点停止。 

ED ′′ — ：上述的引力场继续用作， S 乃从 D′“下降”到 E′，其速度 v。 

FE ′′ — ：引力消失， S 以等速 v运行至 'F 。 

AF ′′— ：一个向 x− 的普遍引力场 g− 又开始作用，使 S 从 'F 减速而静止于 A′。 

在 BA ′′ — DC ′′ — 、 ED ′′— 及 AF ′′— 中，S ′本身也在上述的各普遍的引力场中，但 S ′系

被一外力平衡而保持不动。 

'D

'C  'B  

'E  'F  

'A  
v

v
S

图 6-17  孪生兄弟问题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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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B ′′— 、 FE ′′ — 等均速相对运动部份， S 以为 S ′的钟走得慢了，因此 

CBFCCB T ′′′′′′
−

=+ 2
1

1
2β

ττ                             (6-159) 

τ 系 S ′中时钟所记录的时间，而 T 则为 S 的原时，爱恩斯坦指出，在 DC ′′— ， ED ′′ — 等转

回的部份，S 的引力场势，高于 S ′的，故 S 的钟，较 S ′的为快。因此 S 的钟，在 DC ′′— 及 ED ′′ —

部分，要越前一些时间，这越前的比落后的为多，如 DC ′′— 及 ED ′′— 二段所占去的时间，

远较均速运动二段为小，则在 DC ′′— 及 ED ′′— 部份， S 的钟所变得的时间，将使得 S 所记

录的全部时间，( CB ′′— 、 DC ′′ — 、 ED ′′— 、 FE ′′ — )比 S ′所记录的时间τ 为长，按(6-154)

式，即 

( ) τ
β 21

1

−
=中在ST (在 S ′中)                         (6-160) 

上述的解析，强调 S 在 EDC ′′′ 部份所得的时间，在整个流程中的基本重要性。这“获得”的

时间，Tolman 于 1934 年会作近似的计算。各若 CB ′′ 及 FE ′′ 均速相对运动部份，由本册甲部

时间伸展
2

'

12
1 β

τ

−

Δ
=− tt 式，可得 

CBFECB Ttt ′′′′′′
−

==
21

1

β
                             (6-161) 

此处的 FECB TT ′′′′ = ，系 S 中的原时距，而 FECB tt ′′′′ = 则是 'S 系各位置的同步钟所测得的时间距。

在 EDC ′′′ 部份，设 S 及 S ′ 间的平均距离为(近似值) ( ) CBDCCB tgttx ′′′′′′ ==υ 。则如引用

2
0

2
0

1

1
p

ah
c

T
ah

c

+
=

−
，可得 

2
0

1C D E C D E
gxT t
c′ ′ ′ ′ ′ ′

⎛ ⎞
≈ +⎜ ⎟
⎝ ⎠

CBEDC tt ′′′′′ +≈ 22β                   (6-162) 

则由(6-161)及(6-162)， S 的全部时间为 

AFEDCCBBA TTTTT ′′′′′′′′′ +++= 2  

BAEDCCB Ttt ′′′′′′′ ++⎟
⎠
⎞⎜

⎝
⎛ +−= 212 22 ββ  

  BAEDCCB Ttt ′′′′′′′ ++⎟
⎠
⎞

⎜
⎝
⎛ ++−≈ 2

2
112 22 ββ LL                        (6-163) 

如 EDCt ′′′ 及 BAT ′ 较 CBt ′′ 为短，则上式可近似为 

ST ′×
−

≈
21

1

β
所测之来回时间                              (6-164) 

此与 S 所测得者(6-164)相符至 2β 次项。要注意的是：如(6-162)式所示， S 钟在 EDC ′′′ 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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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之时间，系求得(6-164)式结果的一 重要点。 

上述的计算，虽正确的证明了爱恩斯坦的理论，但不幸的是由于均速运动部份所产生的

21

1

β−
因数明显的出现于(6-158)及(6-164)式，常常的给人以错误的印象和了解。在许多讨

论到此时钟问题的论文及书中，对于 S ′在回转部分 C-D-E 的加速运动，减慢 S ′的钟的影响，

不是忽略了就是忘记了。许多作者总是假设，加速部分的时间 <<FACDEAB ，t，tt  EFBC，tt ，且

总是轻描淡写的说：因 S ′总受到加速度作用， S ′已失去了和 S 居完全同等的地位。在这里，

我们要强调一点：任何忽视道段重要的加速部分 C-D，D-E 的论证，基本上是错误的！  

Mφller，及李荣章与作者等，对(6-154)及(6-155)，(6-162)及(6-163)等式中的各段时

间，会作了正确的计算。李氏及作者是以广义相对论结论的运动来代表该加速度的部份。这

加速运动，是在一平度时空中的。所有计算，都不用任何近似的方法。下文只总结其结果： 

无论从 S 或从 S ′的立场，可得的结果均相同：即在前图中，由 S 及 S ′的钟所记录下来的

全程时间，分别为 

c
，

a
T BC

υβτυ

β
=⎟

⎠
⎞

⎜
⎝
⎛ +

−
=

2

1

2
2

                              (6-165) 

及 

1

0

4 tanh 2 BC
c

a c
υτ τ−= +                                 (6-166) 

υ是 大速度，亦即在 BC 及 EF 等均速运动的一段的速度，a 则为广义相对论各式中所出现

的加速度参数。 BCτ 乃 S ′的钟所记录在均匀运动一段的时间。由(6-165)及(6-166)式可见 

τ>T                                           (6-167) 

Tolman 的近似解法，相当于 ∞→a 的极限情形。在此情形下，(6-161)及(6-162)式变为 

BCT τ
β

2
1

1
2−

=                                     (6-168) 

其他的计算，忽视了重要的回转部分所产生的时钟变慢情形， 少可以说是使人易生错觉的。

事实上，他们把这问题的 重要部分忽略去了。 

今再近一部的证明，在时钟问题的解答上，我们并不需要把加速的 CDE 部分，弄得很短。

兹让我们干脆把均速部分 BC 及 EF 去掉，即令 0=BCτ 在此情况下， S 及 S ′双方均可同意 

2
1

1

4tanh4

β

υυτ
−

== −

a
，T

ca
c

                               (6-169) 

则由(6-169)，永远可得下结果 

τ>T                                             (6-170) 

以上是相对论书籍上的辩解，请参见文献[1]的论述。 

    2.对相对论辩解词的驳斥如下： 

    首先，我不得不佩服相对论的辩论技巧，一会儿使用时间膨胀公式，一会儿使用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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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普勒效应公式，一会儿使用加速场，一会儿使用引力场，抬出来一大堆广义相对论结论，

其目的就是想避开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回答。 

第一．从(6-154)式～(6-158)式，画蛇添足地说什么“ S ′按规律的送光信号回 S ，两个

信号间之时间距为τ 。设 S 的时钟所记录的整个旅程的时间为T …”。这个时间膨胀与旅行者

是否发送光讯号毫无关系，既然旅行者经历 CB → 和 FE → 两路程这个事件所经历的事件间

隔为τ ，那么就可以直接运用时间膨胀公式 τ
β 21

1

−
≅T 而得到(6-158)式，不过这里的τ 应

该是旅行者 S ′的时间间隔却不是 S 的时间。换句话说，搬出多普勒效应所得到的(6-158)式与

时间膨胀公式 '
21

1 τ
β

τ
−

不相容。况且 S ′中的光讯号传至 S 系需要时间，而各段光讯号的延

迟时间又不相等。因此，相对论的这种辩解很难立足。 

第二．(6-152)式中的 ⎟
⎟
⎠

⎞
⎜
⎜
⎝

⎛

+
−

+
−
+

EFBC τ
β
βτ

β
β

1
1

1
1

是不是想说明“离开运动的时间膨胀小一

些而靠近运动的时间变化大一些”呢，如果回答是，则与相对论自己的时间膨胀公式冲突，

因为时间变换公式中的 2β 与运动方向无关；如果回答不是，那么(6-158)式就是错的，因为

题意是衡量时钟而不是衡量频率。 

第三．关键问题是相对论的辩解者夸大了加速部分，反而强词夺理的指责读者，说什么

“许多作者总是假设，加速部分的时间 , ,AB CDE FAt t t <<  EFBC，tt ，且总是轻描淡写的…。在这

里，我们要强调一点：任何忽视道段重要的加速部分C D− ，D E− 的论证，基本上是错误的！”。

本章认为，对于这个辩解，不攻自破。因为大家都知道加速太空旅行者只需要 10 分钟，而旅

行者可直线飞行 10 年以上。大家都知道谁是主要问题？谁是次要问题？大家都知道那一段是

主要时间？那一段是次要时间？可见相对论的辩解者属于颠倒主次，混淆黑白。 

第四．辩解者说什么“爱恩斯坦指出，在 —C D′ ′， ED ′′— 等转回的部份， S 的引力场

势，高于 S ′的，故 S 的钟较 S ′的为快” … “ 其他的计算，忽视了重要的回转部分所产生

的时钟变慢情形， 少可以说是使人易生错觉的。他们把这问题的 重要部分忽略去了”。本

章认为这段辩解词是不成立的，因为既然运动是相对的，那么虽然 S 有引力场，但 S ′有加速

场，这也是对等的。 

第五．其实，明白人一想就清楚，时间佯谬永远抹不掉。现在让孪生兄弟俩携带同样的

时钟，分别乘坐两艘太空旅行船，同时出发，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若干年之后返回地球，

如图 6-18 所示，相对论能计算出那一个年轻？那一只钟慢一些吗？不能！因为相对论本身就

是佯谬。 

注意，由于相对论没有绝对的静系也没有绝对的动系，只有相对的参照系，所以任何一

个旅行者都可以设为静系，任何一个旅行者都可以设为动系。同时注意到在 
'

21
tt
β

Δ
Δ =

−
中

与速度方向无关。因此，孪生甲说孪生乙年轻了，而孪生乙却说孪生甲年轻了。对于这种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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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无论相对论怎样辩解，其佯谬总是存在，因为相对论本身就是佯谬的。详见 6.7 节。 

 

 

 

 

 

 

正如 M.F.Maqie(前美国科学协会主席)所说：“我相信，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活人真的会断

言，他能够想象出时间是速度的函数；也没有一个活人愿意下这样的赌注：他坚持自己的“现

在”是另一个人的将来，或是其他人的过去”。 

6.6.2 时钟绕地球飞行问题 

    相对论总是把引力场作为幌子，前面已经指出引力场的幌子不能作为他进行诡辩的理由，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引力场相同的情况。 

设地球自转的地面转速是 0u ，现在有两位孪生兄弟①和②携带两只相同的时钟①和②，

起初在同一地点 A ,然后同时以相对于地面的速度 u 出发,时钟①向西方飞行，时钟②向东方

飞行， 后回到原点。为了避免因地球自传而引起的惯性力效应差别(见10.3节)，或者说为

了避免有人把引力场作为幌子，就让两只时钟都作来回飞行。如图6-18所示。在相对论看来，  

 

 

 

 

 

 

 

 

 

 

 

 

没有绝对的静系，两个作相对运动的坐标系均可选其中之一为静系，也可选为动系。现在出

现了第三者，在第三者看来，两个坐标系的运动路线如下： 

    时钟①的路线是： ABCDA ADCBA→ 即到了 A 点后原路返回。 

时钟②的路线是： ADCBA ABCDA→ 即到了 A 点后原路返回。 

当两只时钟回到原点对照时间时，争吵发生了。 

1)孪生兄弟①认为：我是静系，他是动系，时钟②总是在运动，扣除 B 及 D 两处的同方

时钟①的运动路线 时钟②的运动路线 

A  

B  

C  

D

A

B  

C

D

图 6-19 时间膨胀佯谬 

图 6-18  孪生兄弟同时作太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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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余都在运动，因此其运动过程所经历的时间是
'

2
2 21

T
T

β
=

−
，所以时钟②肯定变慢了。 

2)孪生兄弟②认为：我是静系，他是动系，时钟①总是在运动，扣除 D 及 B 两处的同方

向，其余都在运动，因此其运动过程所经历的时间是
'

1
1 21

T
T

β
=

−
，所以时钟①肯定变慢了。 

    两位孪生兄弟争吵不熄。到底哪一位错了呢？其实，两位之观点都错了。这就是佯谬。 

    本章举例中强调孪生兄弟所经历的地球自转历程相同，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地球在

绝对空间中自转将带来的惯性力，惯性力将引起时钟变慢，现在两只钟都围绕地球作来回运

动，受到惯性力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即使相对论把引力场作为幌子，但受到引力场的作用

也是相同的，而且各自相对于地面的速度都是u ，路程也相同，所以当你们两位相对论者同

时出发而回到原点时，两时钟完全对齐，没有差别。上述的孪生兄弟各叙起见，其实都错了，

这种错是爱因斯坦相对论造成的。 

    下面我们就来论述赤道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详见10.3节。当钟摆置于赤道线上，

摆球跟随地球一起在绝对空间中自转，由于惯性带来的离心力之作用，使得摆球周期增加，

从而时钟变慢。也就是说，根据牛顿力学定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期第一级近似解是
lT
g

= ，

地球赤道线上的钟摆周期第一级近似解是
lT

g a
=

− 离

，使得时钟变慢。同样的，钟摆置于电

梯内，在电梯加速的下降过程中，钟摆变慢；在电梯加速的上升过程中，时钟变快。一切由

物体运动(包括电子运动)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附加加速度的影响，钟摆置于月球，其周期

也会明显变慢。时钟的快慢不是匀速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速度所致。但是时间不等于时钟，

时间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伽利略变换原理早已证明了时间是绝对的

且是一维流逝的。而时钟则是度量属性，度量是人为的，取决于度量工具和环境。 

 

 

6.7 错误的相对论时空观 

 

6.7.1 计算问题 

设列车启动和激光弹发射在始发站同时发生，即所选发生时刻是零时刻、零距离。则经

过一段时间之后(例如列车员看见激光弹达到车厢前壁)，如图 6-20 所示。已知条件是：列车

员已经用车上的量尺测量出车厢长度是 ' 15l m= ，已经用车上的时钟测量出激光弹到达车厢前

壁所需时间是 ' 25 10t sμ−Δ = × 。请相对论回答下述问题。 

那么按照相对论原理，则列车员和地面人各自建立的激光弹运动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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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员用动系上的时钟和动系上的量尺，建立的激光弹运动方程是 
' '

0l c t= Δ                                 (6-171) 

即 8 215 (3 10 / ) (5 10 )m m s sμ−= × × × 。 

地面人用静系上的时钟和静系上的量具，建立的激光弹运动方程是 

0l c t= Δ                                 (6-172) 

现在我们把(6-167)式除以(6-168)式，得到 
' 'l t
l t

Δ
=
Δ

                                       

即 
215 2 10m s

l t
μ−×

=
Δ

                           (6-173) 

我们要问相对论： 
2? 2 10 ( )t sμ−Δ = × ×                             (6-174) 

? 15( )l m= ×                                (6-175) 

才能满足(6-173)式的等式？也就是如何把列车员已经用量具测出来的时间 ' 25 10t sμ−Δ = × 和

已经测出来的长度 ' 15l m= 用地面人的时间 tΔ 和长度 l 来描述以满足(6-173)式呢？ 
于是站在地面上的两位相对论者分别对列车员说： 
①地面上相对论甲说：“列车员，你的手表在运动，你的时间因运动而膨胀，你测得光波

行进过程所经历的时间 ' 25 10t sμ−Δ = × ，对地面人来说就是： 

激光枪

静系 x

动系 u  

始发站，发光起始零时刻 

o

' '
0l c t= Δ

图 6-20  激光弹到达何处了？L 或 M？ 

静系 x  

动系 u  

经过一定时间之后

o

0l c t= Δ

地面上的刻度尺 

'l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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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5 10

1 1

t st μ

β β

Δ ×
Δ = =

− −
                               (6-176) 

而且，你实际测量出来的车厢长度 ' 15l m= ，对地面人来说就是： 
' 2 21 15 1l l mβ β= − = ⋅ −                            (6-177) 

于是，将(6-176)式和(6-177)式代入(6-173)得到 
21 1 β= −                                         (6-178) 

由于此式显然不成立，于是出现了另一位相对论者。 
②地面上相对论乙说：“列车员，你的手表在运动，你的时间因运动而膨胀，你测得激光

弹行进过程所经历的时间 ' 25 10t sμ−Δ = × ，对地面人来说就是： 
' 2

2 2

5 10

1 1

t st μ

β β

Δ ×
Δ = =

− −
                         (6-179) 

而且,你实际测量出来的车厢长度 ' 15l m= ，虽然车厢在运动，但你的量具也在一起运动，也就

是说车厢和量具一起在收缩，所以你测量出来的车厢长度 ' 15l m= ，对地面人来说仍然是15m

长。即 
' 15l l m= =                                 (6-180) 

于是，将(6-179)式和(6-180)式代入(6-173)得到 
21 1 β= −                                 (6-181) 

此式仍然不成立。可见相对论错误之极。 

注意到列车员已经用量具实际测出了 ' 25 10t sμ−Δ = × 和 ' 15l m= ，这是已知条件，不要本末

倒置，而且起始时间和地点同一。这到底是时间上出了问题或者是空间上出了问题呢？答案

只有一个，那就是相对论的时空错乱。 
其实，用牛顿时空观和光速叠加原理，概念十分清晰：激光弹已经到达图中 M 点了。这

里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列车长度为 L，车头在 1t 时刻发射一光波、车尾在 2t 时刻发射一光波，

由于光速不是无穷大，因此摄像机在计算列车长度时，存在误差，我们不可以将拍摄误差当

作长度压缩的理论。同样的，所谓的“光束走曲线”就是基于错误的以太媒质所致。我们再

考虑这样的问题。 

6.7.2  两位相对论者的答案相互对立问题 

    在相对论里面没有绝对空间也没有绝对时间，也就没有绝对的静止系和绝对地运动系，

只有相对的参照系。现在我们来考察两位相对论者的各自答案。如图 6-21 所示。并注意到相

对论的原创变换式 ' 21l l β= − 和
'

21

tt
β

Δ
Δ =

−
与运动方向无关，只与运动大小有关。因此设孪

生兄弟是造诣很深的相对论者，他们携带相同的时钟和相同的刻度尺并以相同速度 v 各奔东

西，在规定的时刻沿路以同样速度 v作直线返回。其运动轨迹如图 6-22 所示。出发时两把刻

度尺重叠，返回见面时两把刻度尺重叠。转弯时两者的加速场是相等的。但是当两位孪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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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返回停下来见面是，各自观点对立了： 
 
 
 
 
 
 
 
 
 
 
 
 
    孪生甲说：哥们儿乙，你是动系，我是静系，你以 2v 速度离我而去，又以 v2 速度跑回来，

两把刻度尺相遇的时候，我看见你刚尺上的刻度特别密，我的 1 格几乎包含你的 2 格；虽然

这么多年了，由于你高速运动在外，你的时钟肯定滞后许多，你应该还很年轻。 
孪生乙说：哥们儿甲，你是动系，我是静系，你以 v2 速度离我而去，又以 v2 速度跑回来，

两把刻度尺相遇的时候，我看见你刚尺上的刻度特别密，我的 1 格几乎包含你的 2 格；虽然

这么多年了，由于你高速运动在外，你的时钟肯定滞后许多，你应该还很年轻。 
以上是两位相对论者的争吵，谁对谁错，其实错错，都是相对论惹的祸！ 
如果相对论者对这个问题还能辩解的话，那么相对论就是一个辩论高手了。 
总之，赤道线上的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时钟快慢不是匀速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

速度所致，时钟是人为的度量属性，取决于度量工具和环境，时间则是自然属性。大量事实

说明相对论造成时空佯谬，而相对论关于孪生兄弟单飞(另一个守家)造成佯谬的辩解毫无道

理。尤其是，两名孪生兄弟携带相同时钟和相同刻度尺各奔东西都运动，由于相对论没有绝

对的动系只有所选的参照系，而在 ' 21l l β= − 和
'

21

tt
β

Δ
Δ =

−
的计算中不分靠近与离开，而所

经历的加速场都相同。因此其结果是：当两位孪生兄弟返回见面时，各自答案相互对立，争

吵不休。 
孪生兄弟甲说：小弟弟，你相对于我外出旅行若干年，你一定是越来越年轻；你携带的

刚尺一定变短了许多。 
孪生兄弟乙说：小弟弟，你相对于我外出旅行若干年，你一定是越来越年轻；你携带的

刚尺一定变短了许多。 
两位孪生兄弟争吵不休。 
这既是长度收缩佯谬又是时间膨胀佯谬，其实就是相对论的时空观错误。即使爱因斯坦

本人也无能辩解此错误。 
相对论者从瑞士买回两只相同的金表，一只自己佩戴，一只夫人佩戴，过了一段时间后

相对论者对夫人说：我常常乘坐飞机出差，运动量大，因此我的金表比你的金表走的慢一些。

图 6-21  两位相对论者的争吵 

v  

v  

图 6-22  孪生兄弟同时作太空旅行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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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时间膨胀。可万万每想到，其夫人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相对论者，夫人说：没有绝对的

静系也没有绝对的动系，只有相对的参照系，取老公您为静系、夫人我为动系，因此我的金

表走的慢一些。果真如此吗？于是网上有人说：钟表在运动的时候变慢了，回到家里的时候

因没有运动了，所以与挂钟对齐了，如此说来钟表在回到家里的那一瞬间，表的指针突然加

快后与挂钟对齐。我倒要问：这是物理学？或是魔术？或是邪教！ 

空间弯曲是以太说的继续。参见图 6-23。 

    相对论基于以太说的解释是：光束在静止的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光波被以太媒质拖曳，

从而光速与光源运动无关、C 处发射的光波应该打在 A 处、D 处发射的光应该打在 B 处。现

在的测量中发现激光弹打在了 B 处，如图 6-23 所示。 
 

 

 

 

 

 

 

 

 

 

 

 

 

 

 

 

 

 

 

 

 

于是相对论错误的认为：B 处的光是 D 处光源发射的，由于 BD 垂线上被球 O 遮挡了，所以

相对论认为光波绕着中心球 O 走弯路而到达了 B 处。这就是相对论者创造的奇迹----一个基于

以太媒质震荡传播的错误。但实际上是：打在 B 处的光是 C 处光源发射的。正确的答案是：

由于光速跟随光源运动，见图 6-24。图中 AB 是垂线，BD 也是垂线。在 0t = 时刻激光抢在 C

处发射一枚激光束，由于光源在运动，所以光源在 t t= Δ 时刻到达了 D 处，此时此刻的激光

弹落在 B 处。其计算是CD t v= Δ ⋅ ，CB t c= Δ ⋅ ， 0= +c c v这是光速叠加原理的结果，见第

图 6-23  由于光束在以太媒质中震荡传播，光速与光源运动无关，B 处看见的激光弹 

是 D 处辐射的光，所以光线到达 B 处是弯曲的，从而认为空间也是弯曲的。 

光束垂直发射 

以太媒质传播光束 

A 

光源横向运动 

0c  

C D 

B 

球 O

图 6-24  光束不被以太拖曳，叠加后的光速是 0= +c c v，所以 C 处发射的激光弹能到达 B处 

v  

c  

光束垂直发射 

没有以太 

A 

光源横向运动

0c

C D 

B 



第六章  错误的狭义相对论 

 215

八章。显然，由于 0= +c c v，故在 t t= Δ 时刻光源处在 D 处，激光弹也处在 B 处。D、B 是垂

直线。对照图 6-23 与图 6-24，值得注意的是，第一、B 处看见的光不是 D 处辐射的，而是在

tΔ 之前 C 处辐射的；第二，以太并不拖曳光束，事实上光波跟随光源一起作运动，服从伽利

略相对性原理(或矢量叠加法则)；第三，所谓的光线弯曲和空间弯曲都是爱因斯坦基于光速

不变带来的错误结论，所谓的证明可可靠，参见 前面“引言”部分的图 20 至图 24 的解释。 

    大家知道，相对论有两个论据，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旋度场和基于干涉实验的光速不变假

设。本书前五章否定了他的第一个论据，第八章和9.1节否定了他的第二个论据，本章就是否

定他的论点（或结论）。通过上述论证，我们清楚的看到：相对论动力学、相对论运动学、相

对论电磁学、相对论时空观都是错误的，就连他的光速不变假设也是自相矛盾的。总的来讲，

爱因斯坦因提出波粒二象性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值得我们恭贺与敬仰。但是他在解释干

涉实验时却不去紧扣物理概念和内涵，反而用数学假设去认识物理性质。相对论离不开洛仑

兹变换这个数学假设，从它的开始到它的结束全是从数学游戏到数学游戏，似乎他要用数学

游戏去指导物理实验，似乎他要用数学游戏去改造空间和另造宇宙。爱因斯坦超负荷的冥思

苦想，很神奇，但爱因斯坦是人不是神，我们不可以因“波粒二象性”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

奖的声誉而把相对论当作神灵。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个论据是基于以太说的麦克斯韦非对称旋

度方程，第二个论据是基于以太说的迈克逊-莫雷实验，它的数学工具是基于以太说的洛仑兹

变换。如果以太不存在，那么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是幻觉。或者，它的论据被否定，则表明狭

义相对论被否定。作为科学研究者，要像哥白尼那样，追求科学真理，具有不怕上绞刑台的

精神。尤其是中青年物理教师，不负钱学深科学家的厚望，积极进取，勇当科教界大师，展

现中国人的大智慧。 

本章结论是：相对论运动学是错误的，相对论动力学是错误的，相对论电磁学是错误的，

光速不变假设是错误的，尺寸收缩是错误的，时间膨胀是错误的，相对论的时空观是错误的。

总之，爱因斯坦相对论是荒谬，牛顿定律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才是反映自然科学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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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充分表明：狭义相对论的理论体系彻底错了。但对于广义相对论，本书尚未详细批

判，只给出粗略地评价如下： 
    关于广义相对论，请参加文[1]的第95页至229页。它首先不相信欧几里德三位空间，于是

它改造空间而把宇宙定义成四维空间，其不变量是
' ' ' '
1 2 3 4 1 2 3 4( , , , ) ( , , , )x x x x x x x xΦ = Φ ，于是

空间二点之间的距离变成
2ds g dx dxμ ν

μν= ，其中
D

g
g
μνμν = 是张量，张量的密度是

klmnt ，

进一步它分为纯量密度 1 2 3 4
' ' ' ' '

1 2 3 4

( , , , )
( , , , )

k

j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和向量密度 g Aμ μ= −A 。爱因斯坦为了改造

空间，于是他找到了没有物理概念的Riemannian空间，从而空间是弯曲的，弯曲空间的曲度

定义为

1
4

R dS dS
R

g g
dS dS

g g

λρ νρ
λρνσ

λρνσ
λν λσ λρ

ρν

νσ
ρσ

= ，当 0Rλρνσ = ，曲度为零。似乎爱因斯坦证明了：在

欧几里德空间里的曲线是爱因斯坦空间里曲度为零的直线。反过来说，地球人看见的直线，

但爱因斯却认为是曲线，所以信奉者也相信“光线是弯曲的”。但实际上是把光速错误地当作

了绝对速度而带来的错误计算。参见《自然科学原理总结》引言及第八章和9.1节。 
对于广义相对论，我确实没有看懂它的物理含义。有的人士自称他懂相对论，我倒要问

问他，在广义相对论的推导过程中，每一个变量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每个函数的物理意义是

什么？有谁懂广义相对论呢？我看，除了爱因斯坦本人之外，无人真正理解各变量的物理意

义。除了说“人体以超光速运动时可以长寿不老、空间是弯曲的、一公斤木材的能量
2
0mc 等

于一公斤铀矿的能量
2
0mc ”之外，无人理解广义相对论各个变量的物理含义。我曾经期盼天

文学家去对广义相对论进行拨乱反正，但现在看来我的期盼渺茫，难就难在广义相对论成了

神仙，有位高能物理学专家说“技术先进之后可以将木材的
2
0mc 做成原子弹”。这使我想起了

小时候生病时，母亲请来巫师为我治病的情形，巫师的手舞足蹈和唠唠叨叨，啪的一声，居

然把我的病治愈了。奇迹呀。更神奇的是，当我母亲问及“孩子得的什么病”时，巫师说：

孩子昨日被一个女鬼打了。回忆起来，昨日我们几个小朋友的确去古墓玩耍了，从此母亲十

分崇拜那位巫师，十分相信巫师的唠唠叨叨，并教我远离坟墓。直到现在，我也不懂巫师的

神机妙算，也不懂广义相对论的神机妙算。比较而言，广义相对论比巫术更神奇，因为广义

相对论能够未卜先知，预料若干年后的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值推前。所以爱因斯坦比巫师更神

奇，可称得上具有高级职务的物理学巫师。 
作为自然科学研究者，特别是理论物理研究者，实事求是才是我们的品格。物理学是反

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却不是猜想、狂想、冥思苦想和变异的创新。我们也要学习邓小平的实

事求是精神，对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祝福我国科学的春天更加阳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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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是一种数学游戏 
 

 

本章首先指出，相对论对于长度收缩的计算是从“逆变换式”中求出 x来计算的，然而

对于时间膨胀的计算却是直接使用“正变换式”中的 来计算的，从数学角度讲，没有推理逻

辑，从物理角度讲，没有确定的物理内涵。如果这种计算方法反过来，就该是时间收缩而长

度膨胀；如果两者都使用“逆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收缩；如果两者都是用“正变

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膨胀。这个问题属于相对论的根基问题，也就是说相对论的根

基既无数学上的推理逻辑，也无物理上的确定内涵。既然不同的计算方法有不同的时空伸缩，

这正说明爱因斯坦相对论可以任意取舍，同时也说明了洛仑兹变换式的本身不具有确切的物

理内涵，而是一种纯数学假设而已。正如相对论书籍里介绍的那样

t

[1]
“洛仑兹对于 及变换式

的物理意义并不很清楚”，其实作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洛仑兹本人特意强调

't
[5]
：“地方时只

不过是一个数学假设，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因此，本章把它称为“数学游戏”，或者叫

做有趣的数学游戏。作为数学研究者，可以讨论洛仑兹的有趣数学游戏。 

仔细分析洛仑兹变换不难发现，洛仑兹变换的本性是：把两个一次函数代入一个平方函

数中再与另一个形式相同的平方函数进行比较，并令其变量 ' 'x t 的参数项等于零，计算结果得

到一个纯数学变换式，就变换式本身而言，与物理概念没有什么联系。如果说它与物理概念

有什么瓜葛的话，那就是它是为了解释以太媒质中干涉实验的零性结果而进行的一种数学假

设。为了进一步说明洛仑兹变换是一种数学游戏，本章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来说明它

是数学游戏。正如洛仑兹本人强调的那样“时间 只是一种假设，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 't
设观察者测得的光速是 ，套用爱因斯坦变换手法，得到了本章命名的“ 相对论”。

“ 相对论”的长度收缩公式与爱因斯坦公式完全一摸一样，“ 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与

爱因斯坦公式差别仅仅是高阶无穷小量，而且其形式不变；运用本章的“ 相对论多普勒效

应”和“ 相对论速度之和”不仅能“解释”历史物理实验，而且能“解释”现代高能

0w c≠ w

w w

w

w π 介

子的半生期实验，也预料到了极限速度 (本章认为电磁波相对于源的辐射速度不超过 )。

如果套用爱因斯坦的“高招”，可以创造“ 相对论动力学”和“ 相对论电磁学”，还可以

诞生“ 广义相对论”，甚至可以预料到引力红移和水星近日点推前等等“奇迹”。可见本章

的“ 相对论”不仅能包治百病而且还能未卜先知。真的很神奇吗？不是的！这种“神奇”

只能说明洛仑兹变换是一种形式不变的数学游戏，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 

0c 0c

w w

w

w

注意到本章的“ 相对论”在推导过程中的 值是一个任意值， 取值无穷，将有无穷

多个相对论诞生，而且表达式的结构形式不变。这就是相对论者所说的“电磁定律在洛仑兹

w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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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下形式不变”。之所以“形式不变”，并不是自然客观存在“洛仑兹变换下形式不变”这

样的性质，而是洛仑兹变换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式结构形状不变的数学游戏，而爱因斯坦正是

利用了这种数学游戏去推演相对论之数学游戏。这才是问题根结所在。 

从本章的“ 相对论”对微观领域的解释情况来看，我们领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来，这就

是：鉴别狭义相对论的真伪，不可简单的从微观领域里计算值上的近似程度去鉴别，也不可

盲目的从相对论(包括 相对论)猜着了什么“奇迹”去鉴别，而应该从物理概念和物理原理

上去鉴别，特别是从狭义相对论参与微积分运算后的结果去鉴别，也就是说，第六章才是试

金石。 

w

w

本章结论是：洛仑兹变换是基于以太媒质的数学游戏，而爱因斯坦则是利用了这种数学

游戏，推演了以太空间收缩和相对时间膨胀的狭义相对论。本章的“ 相对论”也是如此。 w

 

 

7.1  相对论的洛仑兹变换问题 

 

    洛仑兹他本人强调，他的变换式仅仅是一种数学假设，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然而爱

因斯坦硬要把其变换式添加成他的物理意义。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爱因斯坦的“高招”吧。 

7.1.1 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 

我们之所以称之为相对论洛仑兹变换，是因为洛仑兹本人并没有指出他的这个变换式对

时空有什么改变。正如相对论书籍
[1]
中所说的“洛仑兹他对这个变换式的物理意义并不很清

楚”，把这个数学变换式子膨胀化正是爱因斯坦所为。下面看一看爱因斯坦是怎么变换的。 

设空间一点 P ，在参考系 S 中的位置是 ，观察的时间为 t ，如图 7-1 所示。另一

参考系 的三个坐标轴与 的三个坐标轴平行，并相对于 以速度 沿

( , , )P x y z
'S S S v x 方向运动。在 中'S P

点在时间 的坐标为 。现在相对论来求此点的两个参考系坐标之间的关系't ' ' ' )( , ,P x y z [4]P273
。 

o

z  

y

x

图 7-1  相对速度是 v 的两个参考系 

'o

'z

'y

'x

' ' '( , , )x y z

( , , )x y z
P

 

 

 

 

 

 

 

 

 

爱因斯坦的变换是在不同参考系测得光速相同的前提下，推导出来的。现在相对论设想有下

面的实验：当两个参考系重合的瞬间，在我们的公共原点发一闪光，然后在两个系统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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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闪光波前的运动。显然在两个参考系中，光脉冲都应是以各自的原点为中心向外扩散的

球面波，一闪光的波前运动不应对其中任何一个参考系产生与另一参考系不同的影响。因此，

在 系统中，波前的方程式应为 'S
'2 '2 '2 ' 2

0( )x y z c t+ + =                                (7-1) 

为了保持光速不变，在系统 中波前的方程式应为 S
2 2 2

0( )2x y z c t+ + =                                  (7-2) 

因此相对论的洛仑兹变换中，一方面仍取 'y y= ， 'z z= ，即认为垂直于相对运动方向的坐标

位置不受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把 x 和 看作是t 'x 和 t 的线性函数，即取 '

'y y= ， ' ，z z= ' 'x ax bt= + ， 't e 'x ft= +

0 0 0( ) ( ) (2 2 )a c e x y z c f b t c ef ab x t− + + = − + −

                      (7-3) 

现在我们把(7-3)式代入(7-2)式，有 
2 2 2 '2 '2 '2 2 2 2 '2 2 ' '                  (7-4) 

把(7-4)与(7-1)式相比较，得到 
2 2 2

0 1a c e− = ， c f ，2 2 2 2
0 0b c− = 2

0 0c ef ab− =                     (7-5) 

因为已知 的原点S ( 0x )= 在 系统中为 ''S 'x vt= −

0 0c f a v

，所以把它代入(7-3)式中的第三式子，得 

b av=                                         (7-6) 

再把(7-6)式代入(7-5)，即得 
2 2 2

0 1a c e− =           

2 2 2 2 2c                                      (7-7) − =
2 2
0 0c ef a v− =           

联立求解此方程组得到 

2

1

1
a f

β
= = ±

−
， 0

21

c
e

β

β
= ±

−
，

21

vb
β

= ±
−

                   (7-8) 

于是将(7-8)式代入(7-3)式得到新的变换式子 
'y y=  

'z z=  
' '

21

x vtx
β

± ±
=

−
                                      (7-9) 

' '
0

2

( )

1

t c
t

β

β

± ±
=

−

x
 

这里出现了正负符号±问题，怎样确定呢，相对论说：考虑当 时，0v c 0β ≈ ，上式应还原

为伽利略变换，因此正负符号±问题得到解决，故最后可得 
'y y=  

'z z=  
' '( )x x vtγ= +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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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xt t
c
βγ

⎛ ⎞
= +⎜ ⎟

⎝ ⎠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洛仑兹正变换式。式中
0

v
c

β = ，
2

1

1
γ

β
=

−
。 

联立求解(7-10)式中的 'x 和 ，就得到洛仑兹的逆变换式。 't
'y y=  

'z z=  
' ( )x x vtγ= −                                     (7-11) 

'

0

xt t
c
βγ

⎛ ⎞
= −⎜ ⎟

⎝ ⎠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洛仑兹逆变换式。 

7.1.2  爱氏相对论的时空计算 

爱因斯坦说，利用洛仑兹变换(7-10)式可得到时间膨胀之结论，再利用洛仑兹逆变换

(7-11)式可得到长度收缩之结论。 

    ①如果把一个光源放在 参考系的 点，并在时间 和 各闪一次，则 参考系上测得

的闪光时间间隔为 ' 。于是 

'S 'z '
1t

'
2t

'S
' '

2 1t t tΔ = −

相对论直接使用洛仑兹正变换(7-10)式中的 '

0

xt t
c
βγ

⎛ ⎞
= +⎜

⎝ ⎠
⎟ ，于是 '

2 2
0

xt t
c
βγ

⎛ ⎞
= +⎜ ⎟

⎝ ⎠
， 

'
1 1

0

xt t
c
βγ

⎛ ⎞
= +⎜

⎝ ⎠
⎟，所以静系人看见的时间差是 

'
' ' ' '

2 1 2 1 2 1 2
0 0

( )
1

x xt t t t t t t
c c
β βγ γ γ t

β

⎛ ⎞ ⎛ ⎞ Δ
Δ = − = + − + = − =⎜ ⎟ ⎜ ⎟

−⎝ ⎠ ⎝ ⎠
               (7-12) 

这就是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的来历。 

②如果在 参考系有一根棒沿'S x 轴放置，它的两端左边为 '
1x 和 '

2x ，则棒长为 ' ，

现在 参考系有一个观察者也在测量这根棒的长度。当这根棒沿轴线方向以速度 经过观察

者的面前时，如果观察者用它的时钟读出这根棒的手段和它的末端到达的时间为 和 t ，那么

由此确定棒的长度应为

' '
2 1l x xΔ = −

1

S v

1t 2

2 1 2l vt vt x xΔ = − = − 。于是 

相对论使用洛仑兹逆变换(7-11)式，从其逆变换式中求出
'xx vt
γ

= + 后再进行计算，于是

'
2

2
x

x vt
γ

= + ，
'
1

1
x

x vt
γ

= + ，所以静系人看见的长度差是 

' ' ' '
'2 1 2 1

2 1 ( ) ( ) 1
x x x x

l x x vt vt l 2β
γ γ γ

−
Δ = − = + − + = = Δ −                   (7-13) 

这就是相对论的长度收缩公式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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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相对论的洛仑兹变换指出几点问题。 

第一，相对论对于长度收缩的计算是从“逆变换式”中求出 x来计算的，而对于时间膨

胀的计算却是直接使用“正变换式”中的 直接计算的，从数学角度讲，没有推理逻辑；从物

理角度讲，没有概念内涵。如果这种戏法反过来，就该是时间收缩而长度膨胀。如果两者都

从“逆变换式”中求出

t

x 和 来计算，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收缩。如果两者都是用正变换式

直接计算

t

x 和 t ，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膨胀。这个问题属于相对论的根基问题。也就是说相

对论的根基既无数学上的推理逻辑，也无物理上的概念内涵。既然不同的求解方法有不同的

时空观，这正说明爱因斯坦相对论是随意不定的、任意取舍的，也说明了洛仑兹变换式的本

身没有确切的物理内涵，仅仅是纯数学变换而已。 

第二，光波是在动系发出的或是在静系发出的，爱因斯坦交待的概念不清。如果是在动

系发出的，则光源在运动，如果是在静系发出的，则光源静止。如果因坐标原点相互碰撞而

发生的火花，则有两个光源同时发生，一个在静系而另一个在动系。这三种情况，分别在两

个坐标系建立的波动方程是不同。如图 7-2 至 7-4 所示，图中实线表示真实的球面波，虚线

表示另一观测者看见的球面波。 

 
y  

x  

图 7-2  动系中的球面波 

'y

'x  

y

x  

图 7-3  静系中的球面波 

'y

'x

 

 

 

 

 

 

 

 

现在的问题是，爱因斯坦要把这两个球面波揉合在一起，例如见图 7-4，两个坐标原点

因碰撞或摩擦而产生了火花，实际上两个坐标原点都是光源，频率和相位也都相同。爱因斯

坦是怎样把这两个球面波揉合在一起的呢？即所谓的“闪光的波前运动不应对其中任何一个 

 y  

x

图 7-4  两光源同时发生 

'y

'x

 

 

 

 

 

 

 

参考系产生与另一参考系不同的影响”。这种揉合在一起实际上是把波前的空间位置揉合在一

起，与他的长度收缩相呼应，与光速可变与不变没有关系。虽然他套上去一句话：在 系统'S

 221



第七章  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是一种数学游戏 

中，波前的方程式应为 '2 '2 '2 ' 2
0( )x y z c t+ + = ；为了保持光速不变，在系统 中波前的方程式应

为

S
2 2 2

0( )2x y z c t+ + = ，但这句话与假设提条件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这样来

叙述：“光波的波前运动之空间位置不应对其中任何一个参考系产生与另一参考系不同的影

响”。“ 系统中，波前的方程式应为'S '2 '2 '2 ' 2
0( )x y z c t+ + = ；为了保持光速可变，在系统 中波

前的方程式应为

S
2 2 2 ( )2x y z wt+ + = ”。这样，照样可以推导洛仑兹变换结果。也就是说，单究

洛仑兹变换的数学推导而言，与光速是否可变毫无关系。归根到底，洛仑兹变换就是对下述

方程组求解。当出现 ' 'x t 函数时，就令其参数项等于零。 

'2 ' 2
1

2 2
2

' ' '

( )
( )

x c t
x c t

x ax bt t ex ft
b av

⎧ =
⎪ =⎪
⎨

= + = +⎪
⎪ =⎩

 

这个所谓的“变换”，就是一个线性函数代入一个平方函数中，进行数学运算。您可以把参数

冠以 进行运算，你也可以把参数冠以1c c= 2 21c c≠ 进行运算，当出现 ' 'x t 函数时，就令其参数

项等于零。推导的结果仅仅是数字不同，而形式完全相同，即所谓的“洛仑兹变换下形式不

变”。因为方程组已给定，求解方程之结果的结构形式当然是“形式不变”，要变的仅仅是数

字随参数 或 不同。你还可以在一维变换的基础上增加1c 2c ' 'y gy ht= + 及 和

及 ' ，这种三维变换，解的结构形式仍然不变，这是数学运算上的必然。

作为数学家的洛仑兹，他知道这是数学运算之必然结果，所以他本人没有赋予什么物理内涵，

仅仅是数学变换式而已，正如他自己说得那样

' 't ex ft= +
' 'z iz jt= + 't ex ft= +

[5]
“地方时只不过是一个数学假设，不具有真

实的物理意义”。把洛仑兹变换式“扩大化”、“升涨化”、“抬上天”甚至“借来利用”的倒是

爱因斯坦，正如相对论书籍所介绍的那样
[1]
“洛仑兹对于 及变换式的物理意义并不清楚”。

其实，在我看来，并非洛仑兹“不清楚”，作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洛仑兹心里清楚得很，他

深知变换式仅仅是数学游戏，不能与任何物理内涵有什么联系。所以他本人没有赋予什么物

理内涵。因此洛仑兹本人强调：“地方时 仅仅是一种数学假设，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 

't

't

提醒注意：相对论对于长度收缩的计算是从“逆变换式”中求出 x来计算的，然而对于

时间膨胀的计算却是直接使用“正变换式”中的 t 来计算的，从数学角度讲，没有推理逻辑，

从物理角度讲，没有确定的物理内涵。如果套用爱因斯坦的上述戏法，对①、②的计算方法

反过来就该是时间收缩而长度膨胀；如果两者都使用“逆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收

缩；如果两者都是用“正变换式”，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膨胀。举例如下： 

①’如果把一个光源放在 参考系的 点，并在时间 和 各闪一次，则 参考系上测

得的闪光时间间隔为 '

'S 'z '
1t

'
2t

'S
' '

2 1t t tΔ = − 。 

【模仿他的戏法 1】我们仿照相对论求解长度的方法，从洛仑兹逆变换(7-11)式中求出

'

0

t xt
c
β

γ
= − 来，于是有

'
2

2
0

t xt
c
β

γ
= − ，

'
1

1
0

t xt
c
β

γ
= − ，所以静系人看见的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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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2 1 2 1

2 1
0 0

1
t t t tx xt t t t

c c
β β β

γ γ γ
⎛ ⎞ ⎛ ⎞ − 'Δ = − = − − − = = − Δ⎜ ⎟ ⎜ ⎟
⎝ ⎠ ⎝ ⎠

            (7-12)’ 

这就是时间压缩公式的来历。 

②’如果在 参考系有一根棒沿'S x 轴放置，它的两端左边为 '
1x 和 '

2x ，则棒长为 ' ，

现在 参考系有一个观察者也在测量这根棒的长度。当这根棒沿轴线方向以速度 经过观察

者的面前时，如果观察者用它的时钟读出这根棒的手段和它的末端到达的时间为 和 ，那么

由此确定棒的长度应为

' '
2 1l x xΔ = −

1

S v

1t 2t

2 1 2l vt vt x xΔ = − = − 。 

【模仿他的戏法 2】我们仿照相对论求解时间变换的戏法，直接从正变换(7-10)式中求

出 ' '( )x x vtγ= + ，于是 ' '
2 2( )x x vtγ= + ， ' '

1 1( )x x vtγ= + ，所以静系人看见的长度是 

'
' ' ' ' '

2 1 2 1 2
( ) ( )

1

xx x x x vt x vt xγ γ γ
β

Δ
Δ = − = + − + = Δ =

−
               (7-13)’ 

这就是长度膨胀公式的来历。 

从以上计算得到：相对论对于长度收缩的计算是从“逆变换式”中求出 x来计算的，然

而对于时间膨胀的计算却是直接使用“正变换式”中的 t 来计算的，从数学角度讲，没有推理

逻辑，从物理角度讲，没有确定的物理内涵。如果这种计算方法反过来，则伸缩问题反过来。

如果两者都从“逆变换式”中求出 x 和 t 来计算，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收缩。如果两者都是

用正变换式直接计算 x 和 ，那就该是时间和长度都膨胀。 t

 

 

7.2 本章的 洛仑兹变换 w
 

为了进一步说明洛仑兹变换是一种数学游戏，我们可以套用爱因斯坦的变换戏法，看其

结果是什么。上述洛仑兹变换式是爱因斯坦塞进去的物理意义，称为：“相对论洛仑兹变换式”，

下述变换式是本章套用爱因斯坦的手法而得到的，简称“ 洛仑兹变换式”。以免阅读混淆。 w
爱意斯坦的洛仑兹变化是在光速不变假设下进行的，本章的洛仑兹变换是在光速任意值

假设下进行的，看看两者有什么差别。其目的是用“以毒攻毒”的方式来支持洛仑兹本人

的观点：变换式仅仅是一种数学假设，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 

w

7.2.1  洛仑兹变换 w

套用爱因斯坦的变戏手法，本章的“ 洛仑兹变换”是在不同参考系测得光速不同的前

提下，推导出来的。设光源在动系 上， 之观察者测得光波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常量 ，

系观测者测量到的光速是数值 。现在让我们设想有下面的实验：当两个参考系重合的瞬

间，在我们的公共原点发射光波，然后在两个系统中观察这个光波波前的运动。显然，在两

个参考系中，光波都应是以各自的原点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球面波，光波的波前运动不应对其

中任何一个参考系产生与另一参考系不同的影响。因此，在 系统中，波前的方程式应为 

w
'S 'S 0c

S 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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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 2
0( )x y z c t+ + =                             (7-1g) 

为了保持光速可变，在系统 中波前的方程式应为 S
2 2 2 ( )2x y z wt+ + =                              (7-2g) 

现在我们假设光速可变，一方面仍取 ，'y y= 'z z= ，即认为垂直于相对运动方向的坐标位置

不受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把 x 和 看作是t 'x 和 t 的线性函数，于是有 '

'y y= ， 'z z= ， ' 'x ax bt= + ， ''t ex ft= +

)

                   (7-3g) 

现在我们把(7-3g)式代入(7-2g)式，有 
2 2 2 2 2 2 2 2 2 2 2( ) ( ) (2 2a w e x y z w f b t w ef ab xt− + + = − + −                (7-4g) 

把(7-4g)与(7-1g)式相比较，得到 

2 2 2 1a w e− = ， ，2 2 2 2
0w f b c− = 2 0w ef ab− =                      (7-5g) 

因为已知 的原点S ( 0x )= 在 系统中为 ''S 'x vt= − ，所以把它代入(7-3g)式中的第三式子，得 

b av=                                   (7-6g) 

再把(7-6g)式代入(7-5g)，即得 

2 2 2 1a w e− =  
2 2 2 2 2

0w f a v c− =                                       (7-7g) 

2 2 0w ef a v− =  

联立求解此方程组得到 

0

2 2
0

c
a

c v
= ±

−
， 0

2 2
0

c v
b

c v
= ±

−
，

2 2
0

1ve
w c v

=
−

， 
2
0

2 2
0

1c
f

w c v
=

−
          (7-8g) 

于是将(7-8g)式代入(7-3g)式得到新的变换式子 
'y y=  

'z z=  

'0 0

2 2 2 2
0 0

c c v 'x x
c v c v

= ± ±
− −

t                               (7-9g)  

2
' '0

2 2 2 2
0 0

1 1cvt x
w wc v c v

= ± ±
− −

t  

这里出现了正负符号±问题，怎样确定呢，我们仍然考虑当 时，0v c 0β ≈ ，上式应还原为

伽利略变换，因此正负符号±问题得到解决，故最后可得 
'y y=  

'z z=  
' '

21

x vtx
β

+
=

−
                                             (7-10g) 

' '
0

21

c t x
t

w

β

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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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本章的“ 洛仑兹正变换”式，其w v
c

β = 。与“爱因斯坦洛仑兹变换”比较，

' '
'0 0

2
01

c t x c
t x

w cw

β βγ
β

⎛ ⎞+
= ⋅ ⋅ +⎜

− ⎝ ⎠
'
⎟只是在时间变换上相差高阶无穷小量，即 0 0

0

1
c c
w c v
= ≈

+
，而且结构

形式不变。而长度变换公式与爱因斯坦的公式完全相等。 

联立求解(7-10g)式，就得到本章的“ 洛仑兹逆变换”式： w
'y y=  

'z z=  

' 0

2
0 1

c x vwt
x

c β

−
=

−
                                          (7-11g) 

'

2
0 1

wt xt
c

β

β

−
=

−
 

这就是仿照相对论的戏法而推导出来的“ 洛仑兹逆变换”式。 w

7.2.2  相对论的时空计算 w

w 相对论没有什么本事，只是套用爱因斯坦的变换戏法，再利用 洛仑兹变换的(7-10g)

式可得到时间膨胀之结论，再利用 洛仑兹逆变换(7-11g)式可得到长度收缩之结论。 

w
w

    ①如果把一个光源放在 参考系的 点，并在时间 和 各闪一次，则 参考系上测得的

闪光时间间隔为 'Δ = 。于是 

'S 'z '
1t

'
2t

'S
' '

2 1t t t−

套用相对论的手法，从正变换(7-10g)式中直接计算时间，立即得到时差 

' ' ' ' '
0 2 0 2 0

2 1 2 21 1 1

c t x c t x c t
t t t

w w w

β β
2β β β

+ + Δ
Δ = − = − =

− − −
                  (7-12g) 

这是套用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之来历。此式与爱因斯坦的比较仅仅相差高阶无穷小量 0c
w

。 

②如果在 参考系有一根棒沿'S x 轴放置，它的两端左边为 '
1x 和 '

2x ，则棒长为 ' ，

现在在 参考系有一个观察者也在测量这根棒的长度。当这根棒沿轴线方向以速度 v 经过观

察者的面前时，如果观察者用它的时钟读出这根棒的手段和它的末端到达的时间为 t 和 ，那

么由此确定棒的长度应为

' '
2 1l x xΔ = −

1

S

1 2t

2 1 2l vt vt x xΔ = − = − 。 

套用爱因斯坦的手法，从逆变换(7-11g)式中求出 2 '
21x x w tβ β= − + ，立即得到 

2 ' 2 ' ' 2
2 1 2 1( 1 ) ( 1 ) 1l x x x w t x w t lβ β β βΔ = − = − + − − + = Δ − β              (7-13g) 

这就是套用相对论变换手法而得到的 相对论的长度收缩公式。居然与爱因斯坦的结论一摸

一样，完全相等。你还可以令 任意值，将得到

w

c w= =
'

21

tt
β

Δ
Δ =

−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

味着这种变换式具有任意性，并不代表特定的物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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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爱因斯坦从光速不变假设下的洛仑兹变换中运用他的戏法得到了长度收缩

' 1l l 2β= − ，可是本章在光速可变假设下得到的长度收缩 ' 1l l 2β= − ，两者完全一样。可见

洛仑兹变换本身没有物理概念，而是一种纯数学变换式子，或者叫做有趣的数学游戏。作为

数学研究者，可以讨论不具有物理意义的洛仑兹变换之有趣数学游戏。 

 

 

7.3 数学游戏带来无穷多个相对论 

 

爱因斯坦通过洛仑兹变换这个数学游戏，从变换到变换，犹如魔术一般，得出了许多“惊

人”之结论。其实只要您的时间充足，套用爱因斯坦的变换手法，也可以得出无穷多个“惊

人”之结论。下面我们就在光速可变假设下的 相对论中套用爱因斯坦的戏法，推导出 相

对论的有关结论公式。 

w w

7.3.1 相对论的速度之和 w

    令 中所测得的速度 u 的分量为S d
dx
xu
t

= ，
d
dx
yu
t

= ，
d
dx
zu
t

=  

而 中所测得的速度 的分量为'S 'u
'

'
'

d
dx
xu
t

= ，
'

'
'

d
dx
yu
t

= ，
'

'
'

d
dx
zu
t

=  

套用爱因斯坦的变换手法，对于正变换(7-10g)中的 x 和逆变换(7-11g)中的 都求时间 t 的导

数，于是得到 

't

' ' ' ' '

'2 2

d d 1 d d d
d d d dd1 1

x x vt x t tv
t t t ttβ β

⎛ ⎞ ⎛ ⎞+⎜ ⎟= = +⎜⎜ ⎟− − ⎝ ⎠⎝ ⎠
⎟                    (7-14) 

( )
'

'

2

1 d
d1

x x
tu u
tβ

= +
−

v                                     (7-14) 

                   
'

2 2
0 0

d d 1 d(
d d d1 1

t wt x w
t t tc c

β β
β β

⎛ ⎞−⎜ ⎟= =
⎜ ⎟− −⎝ ⎠

)x
−                     (7-15) 

'

2

d 1 (
d 1

)x
t w u
t c

β
β

= −
−

                                  (7-16) 

'

'0

0

1

x
x

x

u vwu
c u

c
β
+

=
+

                                       (7-17) 

同样的，因 ，故'y y=
' ' '

'
'

d d d d d
d d d ddy y
y y y t tu u
t t tt

= = = ⋅ =
'

t
 

同样地，因 ' ，故z z=
' ' '

'
'

d d d d d
d d d ddz z

'z z z t tu u
t t tt

= =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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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到 相对论的速度之和（ 相对论的运动学），即 w w

'

'0

0

1

x
x

x

u vwu
c u

c
β
+

=
+

，
' 2

'0

0

1

1

y
y

x

uwu
c u

c

β
β
−

=
+

，
' 2

'0

0

1

1

z
z

x

uwu
c u

c

β
β
−

=
+

                (7-18) 

可以检验，当动系 人测的光速是 时，则静系 人测得的光速是 ，这与我们最

初在(7-2g)式中的假设完全一致，这就“证明了”光速可变假设成立。这是证明吗？否！这

与爱因斯坦相对论戏法一样，完全是数学游戏中的“假设

'S '
0xu c= S xu w=

x a= ，求解方程 ( ) ( )f x f a= 之结果

是 x a= ”罢了。我们还可以从“ 相对论速度之和”的(7-18)式可知坐标(或物体)运动极限

速度小于 。神奇般的预料到了宇宙极限速度 。（请对照文[1]的 37、38 页）。 

w

0c 0c

7.3.2  用 相对论的速度之和来解释 Fizeau 实验 w

我们还可以用“ 相对论速度之和”解释 Fizeau 实验。由于光在水中的速度为w c
n
，而水

与实验室相对速度为 v± ，故在实验室系统中量得光之速度为 

0

0 0
2 2

0 0

0

1 1(1 (1
1

x

c v c cw wnu v k
cc c n nn n

c n
β

± ⎛ ⎞ ⎛= = ± − = ± −⎜ ⎟ ⎜
⎝ ⎠ ⎝±

v ⎞
⎟
⎠
 

式中 是在真空中静系人测得的运动光源之光速，而w xu 是在实验系统中测得水中光速的相对

速度。由于 ，即 Fizeau 实验中的 ，所以本章相对论的速度之和能够完全“解释”

Fizeau 实验。这是解释吗？否！这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是一种胡弄人的数学游戏。（请对

照文[1]的 38 页）。 

0w c≈ 1k ≈

7.3.3 用 相对论来解释多普勒相应 w

套用相对论的变换手法，我们作如下推导。假设一具频率 'f ，周期 '
'

1T
f

= 之周期现象，

发生在 中的原点(光源在此)。令 以速度 v 离开 运行(光源运动)。光源在一周期 时，静

系 人看到 原点(光源)从

'S 'S S 'T

S 'S 1x 点运动到 2x 点。 
'

0
2 1 2 1 2

( )
1

c vT
x x v t t

w β
− = − =

−
                                (7-19) 

按照时间变换式 '0

21

c
t t

w β
Δ = Δ

−
，在 2x 及 1x 的钟，时间为 ， 。如一光讯号在 时从2t 1t 2t 2x 辐

射到 1x ，那么在 1x 点之钟所记录得的一个周期 内的时间距是 'T
'

0 2

2
01

c T 1x x
T

cw β

−
= +

−
                               (7-20) 

再把(7-19)式代入上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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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1

c v
T

w β

+
=

−
T                                     (7-21) 

因此 中的频率'S 'f ，在 中成为S f  

'

0

1
1

wf f
c

β
β

−
=

+
                                     (7-22) 

同样的，当 与 相互靠近运动时，有 S 'S

'

0

1
1

wf f
c

β
β

+
=

−
                                      (7-23) 

这就是本章套用爱因斯坦的变换戏法所得到的“ 相对论多普勒效应”。可以检验，式(7-23)

与文[1]的式（Ⅱ-27）只相差无法测量的高阶无穷小量

w

0

w
c

。当光源作离开运动时，频率降低，

当光源作靠近运动时，频率增加。这与客观事实吻合。这就是所谓的相对论多普勒效应。（请

对照文[1]第 35 页）。 

7.3.4  用 相对论来解释 James 实验 w

不仅如此，“ 相对论多普勒效应”套用爱因斯坦的戏法，还能解释 James 做的星光偏差

测量实验： 

w

设在 ，S 及 的原点 及 重叠，从重叠的原点，发出一光波，在 及 系中光

波可表示为 

' 0t t= = 'S o 'o S 'S

{

{
0

'
' '

'
0

: exp 2 (

: exp 2 (

A rS if
r c

'

)

)

t

A rS if
cr

ψ π

ψ π t

⎧ ⎫
= −⎨ ⎬

⎩ ⎭
⎧ ⎫

= −⎨ ⎬
⎩ ⎭

                               (7-24) 

上式的指数是相位。此处
0

2 ( ) (rif t i t
c

π ω− = − ⋅k r)， 2k π
λ

= ， 2 fω π= 。 

今取一点 P ，其在 及 的坐标 ，则 S 'S ' ' '( , , ) ( , , )P x y z P x y z=

cos sinr x yθ θ= + ， ' ' ' 'cos sinr x y 'θ θ= +                       (7-25) 

由新的相对论，有下式的关系 

' 0

2
0 1

c x vwt
x

c β

−
=

−
， '

2
0 1

wt xt
c

β

β

−
=

−
， 'y y=                           (7-26) 

将这些式代入(7-24)中，则有 

0 0

' ' '

2 2
0 0 0 00

cos sin

1 1 1( ) ( )cos sin
1 1

x yf t
c c

wt wf x x vt
c c c cc

θ θ

β yθ θ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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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令两边的 t ， x ， 的系数相等，即得 y
'

2 2
0 0

1 c1
1 1

w w
c c

osβ θ

β β
= +

− −
，     

'

2
0

1 cos1
1

w
c

β θ

β

+
= ⋅

−
                (7-28) 

即          (2

0

1 1 cow
c

)'sβ β θ− = +                                          (7-29) 

'

2

coscos
1

β θθ
β

+
=

−
                                                 (7-30) 

考虑到(7-29)之关系，则(7-30)即为 

 

( )

'

'

0

coscos
1 cosw

c

β θθ
β θ

+
=

+
                                         (7-30) 

从(7-28)可得频率关系 

'
'

2
0

1 cos

1

wf f
c

β θ

β

+
= ⋅

−
                                          (7-31) 

在(7-31)式中如令 0θ = 及 'θ π= ，即可得到 

'

0

1
1

wf f
c

β
β

+
=

−
                                            (7-32) 

在(7-30)中如令
2
πθ = ，则有 'cosθ β= − ，将此代入(7-31)式中，则有 

2 '

0

1wf f
c

β= ⋅ −                                        (7-33) 

此式即为 相对论的第二级横向多普勒效应，此式与文[1]的(Ⅲ-53)比较只相差无法测量的

高阶无穷小量

w

0

w
c

。套用文[1]的口气：“此式以得到实验证实，参阅：H.E.Ives and 

C.R.Stilwell,Jour.Opt>Soc.Am.28,215(1938)；31，369 (1941)”。如果你相信爱因斯坦相对论还

不如相信本章的 相对论。（请对照文[1]的 35~37 页） w

    以上的陈述手法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陈述手法，即，相对论对“James 的星光偏差测量

实验”的 与本章的 相对论多普勒效应”对“James 的星光偏差测量实验”的陈述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光速任意下的“ 相对论多普勒效应”与爱因斯坦相对论解释一样，其差别是高

阶无穷小量

w

w

0

w
c

。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以上几个式子的推演实际上实是在玩戏法，这就是爱因

斯坦相对论的戏法。 

7.3.5  神奇的 相对论 w

本章的 相对论照样用于微观领域。兹取一放射性质点(如w μ 或π 介子)，其半生周期为

τΔ 。在实验室中，速度快的 μ 介子具有较强的半生期，本章 相对论的(7-12g)已由高能w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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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的实验，得到证实。可参阅 R.Durbin,H.H.Roar and W.W.Havens, Phys, Rev. 88, 
179(1952)(套用文[1]的叙述）。 

光速可变假设下的 相对论真是很“神奇”，是“万物通”，“包治百病”。真的很神奇吗？

不是的！只能说明洛仑兹变换是一种形式不变的数学游戏，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从数学

游戏到数学游戏罢了。这个未卜先知的“奇迹”如同麻醉剂，将丧失你探索事物内在本质的

勇气和决心。 

w

如果不是篇幅有限，可以根据(7-10g)或(7-11g)的 相对论之结论，套用爱因斯坦的戏

法，完全可以“解释”历史上其他 Trouton-Noble 实验、Compton 实验和 Michelson-Morley 实

验。所谓的解释，实际上是 相对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是一种数学计算上的拼凑法。 

w

w

尤其是相对论对 James 实验解释中的数字拼凑(7-27)～(7-30)，东拼西凑，既没有物理

概念也没有数学逻辑。 

如果读者时间充足，还可以根据(7-10g)或(7-11g)的这个 相对论，套用爱因斯坦的戏

法，完全可以创造 相对论动力学和 相对论电磁学。你也可以炮制出你自己的相对论。 

w
w w

如果读者时间充足而且像爱因斯坦那样奇思怪想，完全可以创造出 广义相对论来，还

可以“预料到”引力红移和水星近日点推前等等“奇迹”。不仅能包治百病而且还能未卜先知。

这就是相对论说的“从一个惯性系到另一个惯性系在洛仑兹变换下形式不变”。实际上，之所

以“形式不变”，不是自然客观存在这样的性质，而是洛仑兹变换本性就是一种结构形式不变

数学游戏，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全部都是从数学游戏到数学游戏，这才是根结所在。似乎他

要用数学游戏去指导物理实验，用数学游戏去认识自然，用数学游戏去改造世界。 

w

由于 是一个任意值，将导致无穷多个相对论。你还可以模仿式(7-12)’与式(7-13)’

那样的方法创造出反爱氏相对论的张氏相对论、王氏相对论、李氏相对论、赵氏相对论┉。 

w

本章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方式，在光速可变假设下，利用洛仑兹变换方法，套用爱因斯坦

变换手法，得到了一种新的 相对论，它可以解释历史物理实验，可以诞生新的广义相对论。

注意到本章的“ 相对论”在推导过程中的 是 系人测量到的 系之运动光速， 取值无

穷，将有无穷多个相对论诞生，而且表达式的结构形式不变。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从一

个惯性系到另一个惯性系在洛仑兹变换下形式不变”。之所以“形式不变”，并不是自然客观

存在这样的性质，而是洛仑兹变换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形式不变的数学游戏，而爱因斯坦相对

论正是利用这种数学游戏推演相对论之数学游戏，这才是问题根结所在。 

w

w w S 'S w

从本章的“ 相对论”对微观领域的解释情况来看，广义相对论也是一种数学游戏，不

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我们领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来，鉴别相对论的真伪，不可简单的从微观

领域里计算值上的近似程度去鉴别，也不可盲目的从相对论(包括 相对论)猜着了宇宙极限

速度 去鉴别，而应该从物理概念和物理原理上去鉴别，特别是从相对论参与微积分运算后

的结果去鉴别，也就是说，第六章才是试金石。 

w

w

0c

本章结论是：洛仑兹变换是基于以太媒质的数学游戏，不具有真实的物理意义，而爱因

斯坦则是利用了这种数学游戏，推演了以太空间收缩和相对时间膨胀的狭义相对论。本章的

“ 相对论”也是如此。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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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光速叠加原理论证 
 

本章先是从电波入手，论证了真空中的光波具有纵向刚性和横向刚性之属性，论述了纵

向刚性(光源运动波长不变)是由于光波没有振荡传波的媒质而带来的必然属性，横向刚性(随

光源一起作横向运动)是由于光波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惯性而带来的必然属性。也就是说，在真

空中，因为光波没有振荡传播的媒质，它是一种辐射，所以具有纵向刚性特点，其波长不会

因光源运动而改变；因为光波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惯性，所以它具有横向刚性特点，可随光

源一起作横向运动，同样可随光源一起作纵向运动。据此，再根据光波的纵向辐射速度和随

光源一起运动的横向速度，分析了光速的叠加性。最后用测速雷达和侦察机这个最真实的工

程实践证明了光速叠加原理：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光场的质量等于零，

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因此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它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一个矢

量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

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0c

v 0= +c c v ，其多普勒效应的物理

概念十分清晰。此外，在9.1节论证指出：相对论文字语言说光速不变，但用相对论自己的数

学语言去计算Michelson-Morley实验，它仍然存在光程差 2dδ β= 。 

本章还指出光速不变假设的破绽累累，最典型的就是，当波长为 λ的光源在静系，测量

者以速度 离开或靠近光源运动时，按照光速不变假设，测量者测得的光速还是 的话，那

么根据恒等式

v 0c
'

' 0ccf
λ λ

= = ，则无频移可言。虽然相对论后来通过数学变换方式而编造出“周

期＝光源运动时间＋光波传输时间”得到了所谓的“相对论多普勒效应”，不仅物理概念错

乱，而且计算上自我矛盾。由其“相对论效应”推导出来的波长却与它自己的长度(波长)收

缩公式中的 'λ 出现矛盾冲突；由其“相对论效应”推导出来的周期却与它自己的时间膨胀公

式 自相矛盾。这种拼凑出来的“效应”，自相矛盾，实在是不敢苟同。重要的关键问题还

是，其“效应”与恒等式

'T

cf
λ

= 不符，即，相对论的频率 'f 、相对论的波峰长度 'λ 、相对论

光速 导致'
0c c= ' '

0c f λ≠ ，可见相对论无法自圆其说。本章认为对于声波、水波等机械波是力(或

动能)作用于振荡媒质而传播的，所以当机械波波源运动时，其波峰存在被挤压的媒质和动力，

于是波长可变。但电波和光波没有振荡的媒质，它是一种直接辐射，其波峰没有被挤压的媒

质，也没有受挤压的动力，因此真空中的电波之波长不变。例如机载半波振子天线辐射的微

波波长 λ是固有的，其波长λ 不会因运动而改变。特别是雷达在地面，波长更不会变，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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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辐射源固有的，因此这种情况下，在恒等式
cf
λ

= 中，唯有侦察机测得的相对速度是

，才有频移。大量军事侦察接收机业已证实了0= +c c v 0 0
0 d

c v c vf f f
λ λ λ
±

= = ± = ± 。 

本章结论是：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

需要作用力的作用，因此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其辐射速度是一个矢量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

射源的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变换原理，遵循速度矢量叠加法则，

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0c

v 0= +c c v 。其实验证明是：全

世界的侦察机、PD雷达、MTI及MTD系统，包括Michelson-Morley实验和Fizean实验，等等都是

光速叠加原理的实验证明。 

 
 

8.1  电波和光波的刚性特点 
 
    本章把光波和电波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的质量等于零而且在运动中不需要传播媒质，可统

成为场波。本节就从电波开始，通过例证分析，论证光波具有刚性这一特点。 

8.1.1 电磁场运动的刚性特点 

先看一看磁铁运动时，磁力线的刚性，如图 8-1 所示。当磁铁停留在火车站时，磁铁所

在空间布满了磁力线，当把磁铁带上火车并跟随火车一起运动时，磁力线是否因运动而停留 

 

图 8-1 磁铁运动 

 

 

 

 

 

 

 

在火车站呢？是否被以太媒质压缩成磁饼呢？显然不是，而是磁力线跟随火车一起运动，不

仅如此，而且磁力线围绕磁铁的分布也不会因运动而变形。也就是说磁力线不会因其源(磁铁)

运动而变形。这就是磁场的刚性特点。事实上，地球本身就是运动的，磁力线的分布与东西

南北方向无关。其实，地磁场的分布不会因地球的运动而造成纷乱，地球运动方向的磁场分

布不会因运动而压缩成磁饼，运动后方的磁场不会拖曳成“尾巴”。 

磁力线具有横向刚性特点，也如图 8-2 所示，安培实验中的环线磁场分布，不会因载流

体的运动而改变环线分布，其实安培做实验时，载流体本身就是跟随地球在运动，地球运动

的前方的磁力线不会被压缩。这就是磁力线的横向刚性特点。无论在流体怎么运动，磁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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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围绕载流体成圆环状。我们把磁场(或磁感应强度) B 称为场，把电流 称为源，那么场

的分布状态总是围绕源的，即使源在运动，那么场围绕源的分布状态（环状）总是固定的。

不会因源在空间里运动（比如向右边运动）而改变它的环形状。这就是磁力线的刚性特点。 

I

 

图 32 安培实验的磁力线

I  

r B

 

 

 

 

 

 

 

 

再看时变磁场的刚性特点，如图 8-3 所示，在地面上做实验，有 。现在在火车

上重新开机做试验，仍然有 ，这里 是

( )B r Kt=

( )B r Kt= r P 点到辐射源的距离，而不是到火车站的距

离。 P 点的磁场强度，不会因辐射源 Idl 的左右运动而压缩，例如：在地面上辐射磁波时，

经过 1 秒钟， ；将辐射源( )B r k= Idl 放在运动的列车上重新做实验，经过 1 秒钟，仍然是

。这里 是( )B r k= r P 点到辐射源的距离，也就是说，地面上的磁场是怎样辐射的，当辐射

源运动时，它仍然是那样辐射的。这就是时变磁场的刚性特点。因为磁力线的质量等于零，

所以它具有刚性特点。 

 

图 8-3  磁场的刚性辐射 

1秒
t

(a) 

i kt=  

i kt= · ( )P r•

(b)

×
×
×
×
×
×• •

• •• Kt=B  r
 
 
 
 
 
 

进一步看一看磁波的刚性特点，如图 8-4 所示，其波形来历可参见 4.2 节。图中
0

r
cτ =

是磁场辐射到 点的延时。 ( )P r

 
 

(a) 

0t  

( )i t  

t  

(b) 

0 0/t r c+

( , )t rB

t  

图 8-4  磁波的刚性辐射 

0

r
c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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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地面上做试验，当电流元 Idl 施加三角函数的电流时，在 点也得到三角函数

的磁场波，

( )P r

0t τ+ 时刻 点得到最大值，( )P r
0

r
c

τ = ，这里 是测量点到辐射源的距离，不是到

到其他观察着的距离。 

r

再把这个辐射源放在运动的列车上重新开机进行实验，当电流元 Idl 施加三角函数的电

流元时，在 点也得到三角函数的磁场波，( )P r 0t τ+ 时刻 点得到最大值，r 是测量点到辐

射源的距离，注意 不是测量点到火车站的距离。场的分布始终围绕源的。三角波如此，正

弦波也是如此，如图 8-5 所示，波峰出现的位置(距离辐射源的位置)不会因辐射源的运动而

改变，磁波的分布总是围绕源的。这就是说，波峰与波峰之间的距离(即波长)不会因辐射源

的运动而改变，也就是说波长具有刚性，无论辐射源如何运动，只要辐射源的频率不变，那

么两个波峰之间的间隔(波长)

( )P r

r

λ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在地面上做实验，测得波长是λ，那

么在火车上做实验，实验者测得的波长还是λ。换句话说，波峰与波谷的分布是围绕源而展

开的，与源的运动无关。事实上，我们的辐射源(比如说日光灯)跟随地球本身在一起运动，

绝不会出现动西方向的波长不一致的现象。这就是纵向上的刚性。 

大家知道，水波的传播将随着波源在媒质中的运动而使得波长发生改变，而场波的波长

为什么具有刚性呢，究其原因是，场波没有传播的媒质，从本质上讲它是在真空中的一种辐

射波，而不是借助于震动媒质的传播。也正因为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力的

作用，其传播是一种辐射，因此场的辐射具有刚性，这与物体振荡传播具有本质的差别。对

于声波、水波等机械波是力(或动能)作用于振荡媒质而传播的，所以当机械波波源运动时，

其波峰存在被挤压的媒质和动力，于是波长可变。但电波和光波没有振荡的媒质，它是一种

直接辐射，其波峰没有被挤压的媒质，也没有挤压的动力，因此真空中的电波之波长不变。 

 

t 

( )i t  

t 
0/r c

( , )t rB

图 8-5  波长的刚性

λ

 
 
 
 
 
 
 
这是因为波峰与波谷的分布始终围绕源而展开的，与源的运动无关。见图 8-5。 

磁场波如此，电场波也如此，显然光波也是如此：在真空中，波长不会因光源的运动而

改变，这是光波在真空中没有传播媒质所决定的必然属性。这里需注意的是，波峰与波峰之

间的距离是恒定的，波峰与波谷的分布始终围绕辐射源而展开，不是围绕以太中心展开的。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理解光波波长不随光源的运动而改变呢？例如，日光灯与地面是静

止不动的，我们测出日光灯上下左右的波长都是 λ，这一点豪不怀疑。虽然地球本身是运动

的，也就是说日光灯本身是在运动，既然运动前方波长与运动后方波长相等，所以波长具有

刚性，是随地球运动的，实际测出天线左右两边的波长是相等的，没有被以太压缩。这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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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和光波在真空中没有传播媒质所决定的必然属性：频率确定之后，波长不变。例如：在地

面上做实验，第一个波峰距离辐射源的距离是 1 4
r λ
= 、第二个波峰距离辐射源的距离是

2 4
r λλ= + ；当你把同样的实验搬迁到列车上进行时，第一个波峰距离辐射源的距离仍然是

1 4
r λ
= 、第二个波峰距离辐射源的距离仍然是 2 4

r λλ= + ；当你在列车上把辐射方向转 180 度

时，实验结果还是一样的。这就是纵向刚性特点，波长不因源的运动而变。在雷达上有一种

波导传输系统的器件设计，其距离必须按波长来计算，否则打火。地面雷达是这样，机载雷

达也是这样。假如说波长因运动而被以太伸缩了，那么机载雷达就无法实现。这就证明了电

波具有纵向刚性特点，波长不因运动而变。一旦频率确定，则 0c
f

λ = 。磁场波如此，电场波

也是这样，其波长由恒等式 0c
f

λ = 决定，不会因辐射源的运动而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声波、水波等机械波是力(或动能)作用于振荡媒质而传播的，所以

当机械波波源运动时，其波峰存在被挤压的媒质和动力，于是波长可变。但电磁波没有振荡

的媒质，它是一种直接辐射，其波峰没有受挤压的媒质，也没有被挤压的动力，因此真空中

的电磁波之波长不变。例如机载半波振子天线辐射的微波波长 0λ 是固有的，其波长 0λ 不会因

运动而改变。我们的日光灯和地面雷达随地球一起运动，但东面和西面的波长是相等的，没

有被以太媒质压缩。纵向刚性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这里我们要强调纵向刚性特点，一枚激

光弹，不会因为激光枪朝着前方运动而发射不出去。不会停留在枪膛里面。不会的。汽车前

灯也是如此，不会被以太拖曳而停留在光源里。这个特点告诉我们，当光源以速度 运动时，

静系人测量到的光速是

u

0 +c v 。即，两个速度矢量服从矢量叠加原理。 

特别注意的是，地面上做实验与高速列车上做实验，波峰与波谷的分布是围绕辐射源而

展开的，场是源的“附加物”，场的分布状态跟随其辐射源一起运动，这就是电磁波的刚性

特点，它不会被以太拖曳。 

前面讨论了磁场辐射的运动刚性特点，对于电场辐射的刚性特点，道理是一样的。参见

电场线分布，实验电荷跟随地球一起运动时，电场线的分布仍然是“光芒四射”，不会被以

太拖曳成饼子。 

8.1.2  场波横向运动时的刚性 

大家知道电容中的电场、电感中的磁场，无论它的源怎么运动，其场的大小和方向总是

跟随他的源作相同的运动，始终保持与源同步，例如安培环流定律的实验，在地面上做实验

时磁粉是环状，在高速列车上做实验时磁粉还是环状。其实地球在作高速运动，已经表明其

场跟随它的源做同步运动。静态场如此，对于时变场也是如此。既然纵向运动具有刚性，显

然横向运动也具有刚性，即光辐射随光源一起作横向运动，它不会停留在原发光方向上。手

电筒辐射的光柱随着手电筒一起作横向运动，舞台上的激光束也是跟随光源一起作刚性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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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质量等于零而带来的必然特性，最关键的还是以太不存在，场波没有被以太拖曳。具

体举例讲，在高速列车上对着窗外辐射一激光束，发光人只看见纵向的发射速度 ，但地面

人既看见了纵向的发射速度 ，又看见了光束跟随列车一起运动的横向速度 ，因此其叠加

速度是 。即，激光束没有被以太风吹向列车后方。也就是说，在真空中，因为光波没

有振荡传播的媒质，也没有被挤压的动力，它是一种辐射，所以具有纵向刚性特点，其波长

不会因光源运动而改变；正因为光波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惯性，所以它也具有横向刚性特点，

可随光源一起作横向运动。激光束和雷达波束跟随发射源一起作横向运动，这就是横向刚性。 

0c

0c v

0 +c v

归纳起来说：在真空中，因为光波没有振荡传播的媒质，它是一种辐射，所以具有纵向

刚性特点，其波长不会随光源运动而改变，随光源一起作纵向运动；正因为光场没有质量，

也就没有惯性，所以它也具横向刚性特点，可随光源一起作横向运动。 

我们把声波和水波称为机械波，把电波和光波称为场波。场波与机械波的本质差别就体

现在是否具有刚性特点上面。机械波的传播速度因传播媒质而异，场波的辐射速度都是极限

速度 。这个特点也是由于是否具有质量和惯性，是否占据绝对空间而带来的必然属性。这

个问题，过去一直无人回答，应该说本章回答了场与机械波的特性差别。 

0c

上述表明，真空中的电场波和光场波具有纵向刚性特点和横向刚性特点，这两个特点决

定了场的辐射速度服从矢量叠加原理。见图如图 8-6(a)，发光人看见垂直的纵向光束。我们

说光束具有横向刚性，是因为光束不被以太拖曳，发光人看见光束与运动 方向是构成垂线，

它像“一根刚棍”一样被列车带着跑。如果这个光束是红色激光束，那么地上人（静系人）

即看见了纵向的发射速度 又看见了横向的运动速度 ，这就是静系人看见的光速 ，

即，速度矢量遵循叠加原理。 

v

0c v 0= +c c v

假如光束在以太煤质中震荡传播，而列车是运动的，那么光束必然受到以太的拖曳，见

图 8-6(b)。由于以太的拖曳，使得垂直发射波反射到运动后方去了。这显然不是客观事实。 

 

垂直发射 
反射

图 8-6(b)  假如光束被以太拖曳 

v  

静止以太 

图 8-6(a)  光束不被以太拖曳 

v
反射

垂直发射

静止真空 

图 8-6 横向光速问题

 

 

 

 

 

 

 

 

 

因此本章认为光的横向刚性说明了以太不存在。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场的运动与物体的运动都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最重要一点就是，

场的运动是一种辐射，没有震荡传播的煤质。假如有煤质存在，情况就不一样了，比方说在

潜艇里对着窗外辐射一激光，那么激光束的横向刚性将受到海水的拖曳，这样光束与运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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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就不是垂线了。纵向刚性也不会被媒质拖曳，即 Fizean 实验。反过来说，道理相通，既然

真空中的光束具有横向刚性，则说明以太不存在。事实上，Trouton-Noble 实验证明了以太不

存在。这里，或许有的人士因 0
0 0

1c
ε μ

= 而把 0 0( )ε μ， 定义为以太。但是，提醒注意的是

0 0( )ε μ， 不是物质也不是媒质，这样的“以太”或真空并不影响光辐射的刚性，也不占据绝

对空间。它仅仅决定光辐射的极限速度 和施加物体的惯性罢了。光束和雷达波束在0c 0 0( )ε μ，

中转动不被 0 0( )ε μ， 拖曳，正说明 0 0( )ε μ， 不是电波的传播煤质，也不是光波的传播媒质。 

 
 

8.2  光速具有叠加性 

 
    对于上世纪初的球面波来说，讨论光矢量的叠加性，难以直观的描述，幸好现在有了激

光束，可以方便的描述光矢量的叠加性。 

8.2.1 光速的叠加性 

设有一激光光束在匀速 列车上向着窗外辐射，已知激光光束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

，现在让激光光束对着窗外辐射，如图 8-7 所示，由于光束的刚性，列车上的观察者只看

见纵向速度 。 

v

0c

0c

 

列车轨道 

长靶 

o  

'a  'b

图 8-7  光束横向运动 
激光枪

L

y  

x  

 
 
 
 
 
 
 

现在的问题是，假定在 0t = 的时刻激光枪发射一激光弹,试问激光弹(或者光束的第一个

波峰)的弹着点在何处？显然，地面人对激光弹的计算速度具有两个分量，一个是 ，一

个是 。如果地面人认为激光弹只有

0yc c=

xc = v xc 分量，这意味着光速等于零，与事实不符；如果

地面人认为激光弹只有 分量，这意味着激光束没有跟随列车运动，仍然停留在“原发光处”

或火车站，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图 8-7 中的光子确实跟随列车作横向运动了，光子的轨迹

如图 8-7 中的斜线

yc

'0b 。因此，激光弹的计算速度就是 

0c v= +c j i                                        (8-1) 

或写成 

0= +c c v                                  (8-2) 

 237



第八章  光速叠加原理论证 

它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如图 8-8 所示。 

 

 

列车轨道 

长靶 
'a  'b

激光枪

d

图 8-8  地面人描绘的光束轨迹 c  

y  

x  

o  

c

v

0c  
 

 
 
 
 
 
 
 

因此，光速叠加之后，其速度模值大小是 2 2
0c c v= + ，方向是偏离铁轨轨道垂线θ 角，θ =  

2 2
0

arcsin v

c v+
。因速度叠加了，激光弹的运动轨迹是沿着速度方向运动，即弹着点在 b’点。

所需时间
0

dt
c

= （纵向刚性），长度 ' '

0

da b vt v
c

= = （横向刚性），斜踞
2

2 ' ''ob d a b= + =  

2 2
0v t c v+ = +2（ ）（ ）0c t t 2 ，即，地面人测得光子的实际速度是 2 2

0c c v= + ，光子走过的实际

路程是
2

2 ' ''ob 。因此图 8-8 的中的合成速度是d a b= + 2 2
0V c v= +合

v=

。通俗的讲，发光者(列

车员)看见激光束只有纵向速度，而地面观察者看见激光束既有纵向速度 又有横向速

度 c 。即，光速具有矢量叠加性。 

0yc c=

x

 
'b'a  

列车轨道 

长靶

0  

L

v

0c

 
 y  
 c
 x  
 
 

激光枪 图 8-9 地面人描绘的光束轨迹 c
 

现在我们来考虑激光束方向光源运动方向有一定夹角α = ∠ 0c ov之情况，如图 8-9 所示。

这种情况使用矢量平行四边形法则(余弦定理)，则光子的实际速度大小是 

2 2 2 2
0 0 0 02 con - 2 conc c v c v c v c vπ α= + − ⋅ = + + ⋅（ ） α               (8-3) 

特别的，当夹角 0α = 时， c c0 v+ 。α π= 时， c c0 v− 。
2
πα = 时， 2 2

0c c v= + 。 = =

这里，我们坚信，由于光束具有刚性，图 8-8 中的光束具有横向速度，叠加之后的实际

的相对光速 c 大于 c ，既然图 8-8 中的光束叠加原理成立，那么图 8-9 中的光束叠加原理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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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成立。也就是写成矢量形式的(8-2)式成立。这里的关键在于：光波是光源辐射的“附加

物”，波长的分布是围绕光源而展开的，却不是围绕以太展开的。这是物理本质问题。 

8.2.2 对光速不变假设的批判 

    爱因斯坦从不回答光是怎么运动的，如果回答光运动是辐射(发射)，那么这个光速就应

该像射线流一样，是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 ，是一个相对速度，那么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

速就是 ，这与他的光速不变假设自我矛盾；如果回答光运动是传播，那么它与机械

波一样必有振荡传播的媒质，可这种媒质无法证明，所以爱因斯坦干脆不回答。爱因斯坦也

从来不否认以太(aether)媒质存在性，因为相对论的所有依据都是基于以太媒质的结论，如

果否认以太媒质的存在性，则相对论失去基于以太的论据，那么就没有立足之本。所以爱因

斯坦避开光的本质问题，只作光速不变的假设。 

0c

0= +c c v

爱因斯坦从不回答光速是矢量或是标量这个基本问题。我们认为光速是矢量，比如激光

弹的运动速度是矢量，激光束的辐射速度是矢量。既然 和 v 都是矢量，那么必然服从矢量

叠加原理。 

0c

在第六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光速不变假设的破绽，主要是从相对论关于光速计算上指出

了它的自相矛盾，本节主要是从物理概念上对它进行批判。 

现在我们试图从几种概念去理解“光速不变假设”。如图 8-10 所示。 

    光速不变假设之问题 1。假如相对论者认为：由于激光束的刚性，它可以跟随列车作横

向运动，但其合成速度的大小仍然等于 ，如图(a)所示，此时光束的纵向速度 减小了，

而横向速度 。显然，这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因为：爱因斯坦的洛仑兹变换声称，

与光源运动垂直方向上的物理属性不变。 方向垂直与运动方向，怎么物理属性变了呢？而

且是光速小于 ，岂不是自己违背自己的观点了。 

0c '
0yc c<

'
xc = v

y

0c

    光速不变假设之问题 2。假如相对论者认为：由于激光束的刚性，当它跟随列车作横向

运动时，其合成速度的大小仍然等于 ，如图(b)所示，于是，他认为：光速矢量叠加不服

从欧几里德空间里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而服从扭曲空间里的曲线法则。显然，它是荒谬的。

既然承认速度可叠加，那么它必然服从矢量叠加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如果爱因斯坦连矢量叠

加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就不相信，那么他还能相信什么呢？难道要人们相信他的奇思怪想吗。 

0c

(a) 激光枪

图 8-10 地面人看见光速不变假设下的扭曲现象 

0c  

v  

0c  

'
xc

(b)激光枪

0c

v

0c

'
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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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不变假设之问题 3。假如相对论者认为：由于激光束没有刚性，激光束不会跟随列

车作横向运动，它将停留在原发光处(始发站)，地面上的人只看不见激光束的横向运动，舞

台上的旋转激光束仅仅是人们的幻觉而已。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即使舞台上的服务员

也看见了激光束跟随激光球作横向旋转。 

光速不变假设之问题 4。相对论的论证是从球面波开始的，而且在洛仑兹变换中已经认

定“与运动垂直方向上的物理属性不改变”，这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主要观点之一。现设一

列高速运动的火车以速度 v 沿 x 正方向运动，车上有一点光源辐射球面波(见图 7-1)，显然，

球面波对发光者（乘客）而言是 '
0xu c= ， '

0yu c= ， '
0yu c= 。现在请地面上的相对论者回答

和 于是相对论者回答：按照相对论的“速度之和”公式：?xu = ?yu = ?zu =
'

'

0

1

x
x

x

u v
u

u
c
β
+

=
+

，

' 2

'

0

1

1

y
y

x

u
u

u
c

β
β
−

=
+

，
' 2

'1

z
z

0

1u

u
c

u
β

x
β
−

=
+

，于是得到 0xu c= ，
2

0 1
1y

c
u

β
β
−

=
+

，
2

0 1
1z

c
u

β
β
−

=
+

。怪事！

与运动方向垂直的 坐标属性怎么也变了，而且y z、 0y zu y c= < 。这就是相对论荒谬之处。自

己违背自己的假设。 

进一步考虑，火车以速度 沿v x 负方向运动，这将用 ( )v− 代入 β 中进行计算，于是按照

相对论的“速度之和”公式：
'

'

0

1

x
x

x

u v
u

u
c
β
+

=
+

，
' 2

'

0

1

1

y
y

x

u
u

u
c

β
β
−

=
+

，
' 2

'

0

1

1

z
z

x

u
u

u
c

β
β
−

=
+

，于是得到 ，0xu c=

2
0

0

1

1
y

c
u

v
c

β−
=

−
，

2
0

0

1

1
z

c
u

v
c

β−
=

−
。怪事！与运动方向垂直的 坐标属性怎么也变了，而且

。超过了光速。这就是相对论更荒谬之处。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假设。 

y z、

0y zu y c= >

更可笑的是，迈克逊-莫雷实验是他的光速不变假设的依据，但是用他的速度变换公式

却与实验结论矛盾。详见 9.1 节。 

光速不变假设之问题 5。光运动是相对论的敏感问题，但是爱因斯坦从不回答光是怎么

运动的，如果回答光运动是辐射(发射)，那么这个光速就应该像射线流一样，是相对于光源

的辐射速度 ，是一个相对速度，那么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就是0c 0= +c c v ，这与他的光速

不变假设自我矛盾；如果他回答光运动是传播，那么它与机械波一样必有振荡传播的媒质，

可这种媒质难以证明，所以爱因斯坦干脆不回答。爱因斯坦并不否认以太(aether)媒质存在

性，因为相对论的所有依据都是基于以太媒质的结论，最典型的就是麦克斯韦旋度理论造成

的非对称空间是基于以太媒质，相对论首文开场白就是这个论据。如果他否认以太媒质的存

在性，则相对论失去基于以太的论据，那么它就没有立足之本。所以爱因斯坦避开光的本质

问题，只作假设。 

总之如果爱因斯坦回答光速没有刚性，但与与客观事实不符，如果他回答光束具有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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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他与“运动垂直方向上的物理属性不改变”矛盾，而且与“相对论速度之和”矛盾。由以

上分析得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讨论，光束不变假设是荒谬的。这种光速不变假设毕竟是假

设，确切的讲，它是假的，是荒谬的。 

事实上由于光束具有纵向刚性和横向刚性，因此光速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也就是说：

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媒质，而且光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所

以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它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一个常量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射源的相

对速度，而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时，

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应该是 。这是光束具有刚性和光速具有叠加性的必然结果。

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称为光速叠加原理，或即场波运动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0c

v

0= +c c v

 

 

8.3  光速叠加原理的实验证明 

 
光速问题一直困扰着科学界，这个光速到底是“绝对速度”或是“相对速度”？到底是

“不可叠加的标量速度”或是“可叠加的矢量速度”？。迈克逊-莫雷认为：光波在静止的以

太媒质中振荡传播，光速是一个绝对速度 。相对论认为：不管光波是否在绝对静止的以太

媒质中传播，它是一个绝对恒量 ，无论怎么运动，反正光速与光源运动无关。然而光运动

是相对论的敏感问题，爱因斯坦从不回答光速是绝对速度或是相对速度，如果回答光速是相

对的，则光速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那么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就是

0c

0c

0= +c c v ，这与他的

光速不变假设自我矛盾；如果回答光速是绝对的，则一切相对于光速的运动都是绝对运动，

这与他的相对论还是自我矛盾，所以爱因斯坦干脆不回答。爱因斯坦从不回答光是怎么运动

的，如果回答光运动是辐射(发射)，那么这个光速就应该像射线流一样，是相对于光源的发

射速度 ，是一个相对速度，那么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就是0c 0= +c c v ，这与他的光速不变

假设自我矛盾；如果回答光运动是传播，那么它与机械波一样必有振荡传播的媒质，可这种

媒质难以证明，所以爱因斯坦干脆不回答。本章的光速叠加原理认为：在真空中，光波没有

传播媒质，而且光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所以光运动是一种辐射，

它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一个常量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服从速度矢量

叠加原理，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用此原

理能完备的解释所有光速实验。 

0c

v 0= +c c v

8.3.1  多普勒效应回顾 

很早很早以前，多普勒揭示了在媒质中传播的声波具有频移特性，这被称之为多普勒效

应。 

    1．在媒质中传播的波源静止，如图 8-11 所示。声波相对于媒质的传播速度是 ，①当0u

 241



第八章  光速叠加原理论证 

观测者相对于媒质静止时，则观测者与声波的相对速度是 ，根据恒等式0u 0uuf
λ λ

= = ，即没 

有频移。②当观测者正对着声源运动时，则观测者相对与声波的相对速度是 0 pu u v= + ，则根

据恒等式
0 pu vuf

λ λ
+

= = ，则有
pv

f
λ

Δ = 。 

2．在媒质中传播的波源以速度 su 运动时，如图 8-12 所示。声波相对于媒质的传播速度

仍然是 (对媒质而言是绝对速度)，①当观测者相对于媒质静止时，虽然观测者与声波的相 0u

 

 

图 8-11  相对速度造成多普勒响应 

up  s

 

图 8-12  波长压缩造成多普勒响应 

up s····

 

 

 

 

 

 

 

 

 

 

对速度还是 ，但由于声波的传播是借助于媒质而震动传播的，当下一个波峰发出时，

波源已经跑了一段距离 ，因此这种情况的波长被压缩为

0u

0u T 0 0( )su T u u Tλ = λ − = − (T 是波源

的周期)，因此根据恒等式 0

0 0( ) ( )
0

s s

u fuf
u u T u uλ

= = =
− −

。同样的，由于运动方向有左有右，

于是上述各式有±。当观测者和波源同时运动时，测量得到的频率是 

0
0

0

p

s

u v
f f

u u
±

=
m

                               (8-4) 

归纳起来说：频移量就是测量者在单位时间里测得的波数增加量。上述多普勒效应的物

理概念十分清晰。 

问题的关键在于光辐射与机械波的振动传播有着本质差别。第一，机械波的媒质质点

，质点震荡需要作用力的作用，但是场的0m ≠ F 0m = ，它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是一种直

接辐射。第二，机械波存在被挤压的媒质，即波峰被挤压或被稀疏，但是场的波峰不被伸缩。

第三，机械波借助于煤质才得以震荡传播，但是光辐射没有震荡的煤质（光束的横向刚性足

以否定以太），光是一种直接辐射。我也曾经构想“绝对空间是由 0 0ε μ和 构成的”，但是即

便这样假设，那么由于 0 0ε μ和 的质量等于零，光波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则光的辐射仍然具

有横向刚性和纵向刚性的特点，与机械波的传播有着本质的差别。 

8.3.2  实验 1：测量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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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直线公路上，迎着光源开来一辆小车，车上载有测频仪，其运动速度为 ，在公路的

另一端有一光源，其波长是

v

c
f

λ = ，图 8-13 中 是自由空间中光波的辐射速度。这里光源 0c

 

静系 

v  

图 8-13 测量者相对于光源运动 

测量仪 
光速 0c   

 

 

 

 

对地是静止的，汽车对地是以速度 v 而运动的。下面分析如下。 

Ⅰ：光速不变假设(相对论多普勒效应的批判见下节)认为：在真空中，光的传播速度

是一个恒量，与光源和观测者的运动都无关，因此测量仪测得的光速是 ，又因为发光

源的固有频率 和固有波长

0c
'

0c c≡

0f 0λ 没有改变，所以根据恒等式 f
λ

＝
c
可得到，测量仪(测量者)测

得的频率仍然是 

0
0

0

ccf
λ λ

= = = f                                 (8-5) 

可见图 8-13 中的测量者没有看见光波蓝移，这是相对论的计算结果。一个错误结果。 

Ⅱ：光速叠加原理认为：根据上述分析：光波之波峰与波谷的分布状态是围绕光源而展

开的，场是源的“附加物”，光场的分布状态跟随光源一起运动，这就是光场的刚性特点，

它不会被以太拖曳。这特点请读者留意。在真空中，光的辐射相对于光源的速度是一个恒量

， 是一个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根据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则观察者看到的光速与光源

及观测者的运动都有关，而且服矢量叠加原理。因此，测量仪测得光波的相对速度是 ，

又因为发光源的固有频率 和波长

0c 0c

0= +c c v

f λ没有改变，所以根据恒等式 f
λ

＝
c
可知，静系人测得的

频率(单位时间里收到的波数)因相对速度 0c c v= + 之缘故，那么单位时间里收到的波数是 

0c v
f

λ
+

=                                  (8-6) 

静系人看见了光波蓝移量
vf
λ

Δ = ；当光源离开反射镜而运动时，上式 取负号，看见了光波

红移。作为实验，当电波源是

v

1λ = 米 的米波雷达正对着飞机照射时，假设飞机正对着雷达的

径向速度是 ，那么飞机测得雷达的辐射频率是如式(8-6)所示，其频移量是

。即，当侦察机测得频率为

300 /v = 米 秒

300fΔ = Hz ' 300 300f M= +（ Hz） 时，可断定雷达的工作频率是

300MHz 。从物理概念上讲，这个频移量就是测量者在单位时间里测得的波数增加量，其物

理概念十分清晰。这里的关键在于：光波是光源辐射的“附加物”，波峰与波谷的分布是围

绕光源而展开的，却不是围绕以太展开。这是其物理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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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雷达架设在地面上，辐射电波的频率是 ，其波长f λ显然是雷达固有的，相

对于雷达的辐射源是不变的。空中侦察机正在侦察该雷达的一些参数。为了计算简便，可假

设侦察机与雷达作径向运动，即靠近或离开。由于电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电波运动是一

种辐射，它相对于辐射源(雷达)的辐射速度是一个常量 ，这是一个相对于雷达的相对速度，

而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观测者与辐射源(雷达)存在相对速度 时，

观测者测得的相对波速是

0c

v

0= +c c v ，大量军事侦察机业已证实 0 0
0 d

c v c vf f f
λ λ λ
±

= = ± = ± 。

即上述论证结果成立。正负符号取决侦察机是靠近或离开。 

8.3.3  实验 2：光源运动 

在直线公路上，迎面开来一辆小车，车的运动速度为 ，车的前灯照射前方的静系观测

者。车灯固有频率是 ，对于某个点频而言其波长是

v

f
f

λ =
c
，这里的波速是光波在自由空间

中相对于源的辐射速度。如下图 8-14 所示。 

Ⅰ：光速不变假设认为：在真空中，光的传播速度 是一个恒量，与光源和观测者的运

动都无关，因此，不仅动系人(驾驶员)测得的光速是

0c
'

0c c≡ ，而且静系人测得的光速还是

，又因为发光源的固有频率 和固有波长'
0c c≡ f λ没有改变(即使波长因运动而收缩，也只有 

 

静系 

v  

图 8-14 光源运动 

光源 
光速 0c  

测量仪

 

 

 

 

 

百万分之一)，所以根据恒等式 f
λ

＝
c
可得到，静系测量者测得的频率仍然是 

' 0ccf f
λ λ

= = =                                 (8-7) 

即，在图 8-14 中的相对论测量者没有看见光波蓝移。这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 

Ⅱ：光速叠加原理认为：光场的分布状态跟随光源一起运动，这就是光场的刚性特点，

它不会被以太拖曳。在真空中，光的传播相对于光源的速度是一个恒量 ，它的相对速度与

光源和观测者的运动都有关，而且服从矢量叠加原理。因此，静系人测得光波的相对速度是

，又因为发光源的固有频率 和波长

0c

0= +c c v f λ没有改变，所以根据恒等式 f
λ

＝
c
可知，静

系人测得的频率(单位时间里收到的波数)因相对速度是 0= +c c v ，所以，单位时间里收到的

波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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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 v
f

λ
+

=                                      (8-8) 

静系人看见了光波蓝移量
vf
λ

Δ = 。作为实验，侦察机载雷达时，机载雷达波长 1λ = 米 ，假设

机载雷达正对着测量者飞行。径向速度是 300 /v = 米 秒 ，那么测量者测得的空中的辐射频率

如式(8-8)所示，其频移量是 300f HzΔ = 。光速叠加原理下的物理概念十分清晰。(8-8)式已

被雷达系统证实是正确的。 

8.3.4  实验 3：反射光运动 

一辆在直线轨道上的高速轿车，其速度为 ，轿车前端装有一反光镜，轿车的前方地面

上有一激光正照射着轿车上的反射镜，发光处还有一台测量光频率的接收器，如图 8-15 所示。

这个实验 3实际上就是把实验 1 和实验 2 结合起来考虑。唯一差别就是用反射镜作为左边的

二次辐射源。 

v

    Ⅰ：光速不变假设认为：在真空中，光的传播速度 是一个恒量，它与光源和观测者的

运动都无关。因此，动系人(反射镜)测得的光速是

0c
'

0c c≡ ，由于发光源的固有波长 λ没有改

变，所以根据恒等式 0c
f

λ λ
=＝

c
可知，动系人(反射镜)收到的频率仍然是 。此 作为反射

光(即二次辐射源)；同样地，由于光速与光源的运动无关，静系测量者测得反射光（二次辐

射光）的光速还是

f f

'
0c c≡ ，所以根据恒等式 f

λ
＝

c
可知，静系人测得的频率仍然是 

'
0ccf

λ λ
= =                                      (8-9) 

所以相对论测量者没有看见光波蓝移。这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 

 

静系 

图 8-15  运动的反射镜的二次辐射 

动系 

反射镜 

v 光速 0c 测频仪
测量者 

 
 
 
 
 
 

 

Ⅱ：光速叠加原理认为：在恒等式 c f λ= 中， 是光波相对于测量者的相对速度， 是

光源辐射的固有频率，

c f

λ是光源辐射的固有波长。在真空中，光波相对于静止光源的辐射速

度是一个恒量 ，它是一个相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光源静止

而观察者以速度 v 运动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0c

0= +c c v 。当观察者静止而光源也以速

度 u运动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就是 0= +c c u。 

为了讨论方便，对于图 8-14 来说，在恒等式 c f λ= 中，我们可设：初始光源辐射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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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是 λ、辐射频率是 、辐射速度是 。那么光波存在来回两次辐射，于是： f 0c

1)动系人(反射镜)收到的频率(单位时间里的波数)是 

01
1

0

c vc
f

λ λ
+

= =                                 (8-10) 

这个频率 也是激发反射镜而引起的二次辐射源的频率（详见 1.7 节，反射就是二次辐

射，雷达界都认为反射就是二次辐射），相应的在二次辐射中的 仍然是相对于二次辐射源

（反射镜）的相对速度，这是相对于反射镜的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度，因此（反射镜相当

于光源，）二次辐射的频率变了，则二次辐射的波长是

1f

0c

0 0
1

1 0

c c
f c v

λ
λ = =

+
。这个 1λ 就是反射镜被

被激发以后发射二次辐射的波长(注意 1λ 变了是因为二次辐射源的频率变了)。又由于光速与

光源的运动也有关，所以静系人测得反射光波的相对速度是 2 0c c u= + 。再根据恒等式 f
λ

＝
c
可

知，那么静系测量者测得的反射频率是 0 0 02
2

1 1 0

( ) ( )( )c u c v c uc
f

cλ λ λ
+ + +

= = = 。考虑到 ，所以 u v=

2 2
0

2
0 0

( ) 2c v v vf f
c cλ λ λ
+

= = + +                            (8-11) 

这个 就是静系发光者测量到的反射频率，他看见的光波蓝移量是2f
2v
λ

，而且还看见了一项

高阶无穷小量
2

0

v
c λ

。如果有高精密测量仪器，这个高阶无穷小量是可以测量的。 

作为实验，例如飞机靠近雷达飞行，已知雷达本身的频率是 、波长是f λ，飞机金属壳

在单位时间里收到的波数增加到 01
1

c vc
f

λ λ
+

= = ，这也是尽速金属二次辐射的频率，即(8-10)

式。由于这个飞机发射的二次辐射源是运动的，正如图 8-15 所示的那样，所以 PD 雷达接收

机收到回波信号的频率是
2

2
0

2v vf f
cλ λ

= + + ，正是(8-11)式。所以 PD 雷达根据此式可以计算

出飞机的径向速度来。例如已知雷达自己频率 83 10f Hz= × ， 1λ = 米 的米波雷达，如果雷达

测得目标回波的频移量 2
2

d
vf
λ

≈ = 600Hz ，其高阶无穷小量是
2

0

v
c λ

＝ 43 10 Hz−× （目前无法测

量），那么飞机的径向速度就是 300 米/秒。这是最真实的实验，而且物理概念十分清晰。 

    无论如何，单就光速不变而言，在什么角度去分析，也不管用什么方法去分析，但在光

速不变假设下，得不到(8-11) 式，然而(8-11)式已被大量雷达证明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在恒

等式 f
λ

＝
c
中，λ是辐射源辐射的波长， 是辐射源辐射的频率。 f

以上讨论讨论中也许有人提到所谓的“相对论多普勒效应”，本书对此单独批判，所谓

的“相对论多普勒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数字拼凑而已。第七章的 相对论多普勒效应就是采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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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以毒攻毒的方式，对“相对论多普勒相应”进行了否定。对于相对论多普勒效应我们将在

下一节中单独批判，详见 8.4。 

总之，我坚定的认为：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光场的质量等于零，

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所以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它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一个常

量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

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0c

v 0= +c c v 。其多普勒效应的物理

概念也十分清晰。如果有人问我实验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全世界的侦察机、PD 雷达、MTI

及 MTD 系统、Michelson-Morley 实验和 Fizean 实验都是光速叠加原理的实验证明。 

    特此注明：本章在我的博客里和曾经提交给基金委的申报书里曾经起名为“光速可变原

理”，目的是与“光速不变假设”针锋相对。实际内涵就是：光速和其他运动速度一样，都

是矢量，服从矢量叠加原理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8.4  对相对论多普勒效的批判 
 

    按照物理概念上讲，在恒等式
cf
λ

= 中，λ是辐射源固有的，如果测得光速 不变、恒等

于 的话，那么 显然不变。即使按照相对论的时间变换和尺度变换，充其量存在周期膨胀

和波长收缩两个高阶无穷小量，怎么又冒出了一个相对论多普勒效应呢？原来，它是人为编

造出来的子虚乌有，没有任何频移的物理内涵。 

c

0c f

 

8.4.1  相对论多普勒效应的原始推导[1] 

假设一个频率 'f ，周期 '
'

1T
f

= 之周期现象，发生在 中的原点(光源在此)。令 以速

度 v 离开 运行(光源运动)。光源在一周期 'T 时，静系 人看到 原点(光源)从

'S 'S

S S 'S 1x 点运动到

2x 点。于是 

'

2 1 2 1 2
( )

1

vTx x v t t
β

− = − =
−

                       (8-12) 

按照时间变换式
' '
2 1

2 1 21

t t
t t

β

−
− =

−
，在 2x 及 1x 的钟，时间为 ， 。如一光讯号在 时从2t 1t 2t 2x 辐

射到 1x ，那么在 1x 点之钟所记录得到一个周期 内的时间距是 'T
'

2 1

2
01

x xTT
cβ

−
= +

−
                             (8-13) 

再把(8-12)式代入上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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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T Tβ
β

+
=

−
                                   (8-14) 

因此 中的频率'S 'f ，在 中成为  S f

'1
1

f fβ
β

−
=

+
                                   (8-15) 

同样的，当 与 相互靠近运动时，有 S 'S

'1
1

f fβ
β

+
=

−
                                   (8-16) 

这就是相对论多普勒效应的全部推导
[1]P35

。 

 

8.4.2 相对论多普勒效应的破绽 

第一．相对论多普勒效应就像梦幻般的数学游戏，它的(8-13)式右边第一项
'

21

T

β−
实际

上是光源运动 距离所花掉的时间，即第一项是相对论的时间变换；第二项2L x xΔ = − 1
2 1

0

x x
c
−

实

际上是光波传输 LΔ 距离所花掉的时间，这种“周期＝光源运动时间＋光波辐射时间”的物理

概念，我实在是不敢苟同。仔细想一想，他实际上是在想办法拼凑，试图拼凑出所谓的相对

论多普勒效应来，以免与客观事实相差太原。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说，就当着它是一种魔术

罢了。单就他拼凑出来的计算式也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当波长为 λ的光源在静系 点辐射，测量者以速度 离开光源运动，按照相对论

测量者测得的光波速度还是 ，再按它的“效应”

o v

0c ' 1
1

f fβ
β

−
=

+
，可是在恒等式

'
' 0ccf

λ λ
= = 中，

既然爱因斯坦说光速不变，那就是波长变了，照此说来，假如相对论认为“光速不变，而是

波长变了的话，那么相对论的波长就由（8-16）式决定，即 '' 0 0
'

1 1
1 1

c c
ff

β βλ λ
β β

+ +
= = =

− −
，但

是，此结果与相对论自己的长度(波长)收缩公式 ' 1 2λ λ β= − 不一致。 

参见图 8-16 所示。辐射源所在的静系已经用刚尺测量出 1λ = 米，而且刻度尺与每一个

波长完全对应整齐，从长度收缩公式来讲，动系人看见的波长 ' 1 2λ λ β= − ，但从“相对论

多普勒效应公式”推导出来的波长
'

'' 0
' '

1
1

cc
f f

βλ λ
β

+
= = =

−
，即 ' "λ λ≠ ，这就发生冲突了。可以

验算，无论怎样挖空心思，对于相对论的频率 'f 、相对论的波长压缩 ' 1 2λ λ β= − 、相对论

光速 ，将导致'
0c c= ' '

0c f λ≠ 。即相对论不能自圆其说。在图 8-16 中，实例是：米波雷达在

地面，其波长与地面刻度尺一一对应，运动者（侦察机）紧贴地面飞行，相对论看见的波长

 248



第八章  光速叠加原理论证 

是 ' 1 2λ λ β= − ，相对论看见的频率是
1
1

f fβ
β

−
=

+
‘ ，相对论看见的波速是 ，于是出现

了矛盾

'
0c c=

' 'c 'fλ≠ 。这是一个违背客观真理的致命错误。 

 

 

 

 

 

 

 

 

 

'x

v

X  

图 8-16  波长已被刻度尺测量 1λ = 米 

刻度尺

o  

λ

 

第三．我们再来考察他的(8-14)式， '1
1

T Tβ
β

+
=

−
中的 'T 是动系 上的周期，也是动系

上测得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间隔 ，即动系上第一个波峰出现时刻到第二个波峰出现时刻的

时间间隔。式中的T 是静系 上的周期，也是静系 S 上测得的时间间隔

'S 'S

'tΔ

S t TΔ = ，即静系上第

一个波峰出现时刻到第二个波峰出现时刻的时间间隔。于是出现了 

'1
1

t β
β

+ tΔ =
−

Δ                                  (8-17) 

这显然与相对论自己的时间膨胀公式自相矛盾。 

    我们可以这样评价相对论多普勒效应，它是一个数字拼凑的子虚乌有，不仅物理概念错

乱，而且计算上也是自相矛盾。 

此外，我们将在 9.1 节中看到，相对论用文字语言演讲“任何惯性系看见的光速都是 ”，

表面上看起来相对论解释了迈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但是用它的数学语言(两坐标之速

度变换公式)来计算时，却发现它不能解释其零性结果，仍然存在

0c

2dδ β= 的光程差。 

总之，光速不变假设的破绽累累，最典型的就是，当波长为 λ的光源在静系，测量者以

速度 离开或靠近光源运动时，按照光速不变假设，测量者测得的光速还是 ，那么根据

恒等式

v '
0c c=

0ccf
λ λ

= = ，则无频移可言。虽然相对论后来通过数学变换方式而编造出“周期＝光

源运动时间＋光波传输时间”得到了所谓的“相对论多普勒效应”，不仅物理概念错乱，而

且计算上自我矛盾。由其“效应”推导出来的波长 'λ 却与它自己的长度(波长)收缩公式 'λ 出

现矛盾冲突，而且其概念浑浊；由其“效应”推导出来的周期 却与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

自相矛盾，而且其概念混乱。这种拼凑出来的子虚乌有，自相矛盾，我实在是不敢苟同。重

要的关键问题还是，其“效应”违背了恒等式

T

cf
λ

= 。对于声波、水波等机械波是力(或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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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振荡媒质而传播的，所以当机械波波源运动时，其波峰存在被挤压的媒质和动力，于

是波长随波源运动而变。但电波和光波没有振荡的媒质，它是一种直接辐射，其波峰没有被

挤压的媒质，也没有受挤压的动力，因此真空中的电波之波长不随波源变动，而是辐射源固

有的。例如机载半波振子天线辐射的微波波长λ是固有的，其波长λ不会因运动而改变。特

别是雷达在地面，波长更不会变，它是雷达辐射源固有的，因此这种情况下，在恒等式
cf
λ

=

中，唯有侦察机测得的相对速度是 ，才有频移。大量军事侦察接收机业已证实0= +c c v

0 0
0 d

c v c vf f f
λ λ λ
±

= = ± = ± 。在这里的关键是： f 和λ是辐射源固有的， 是相对于辐射源的

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度。在这里我再次提醒读者注意：光场是光源的“附加物”或辐射物，

光场的强弱分布图是围绕光源而分布的，却不是围绕以太媒质中心而分布的，之所以发现光

波的多普勒效应是因为“单位时间里收到的波数增减了”，这是物理概念和物理本质问题。

过去，爱因斯坦在没有搞清楚 Michelson-Morley 实验的物理概念之前，就用洛仑兹变换去做

数学游戏，轰动全球，惊讶科学界，把正确的时空观弄得乌烟瘴气。 

0c

我坚定本书的正确性，而且向全世界所有人拍胸脯的说，光速叠加原理和伽利略相对性

原理是绝对正确的。也许许多人士认为爱因斯坦解释了 Michelson-Morley 实验的零性结果，

从而在他的威望下信奉爱氏相对论。但是，Michelson-Morley 实验是基于光波在静止以太媒

质中振荡并以绝对速度 传播的概念下进行的干涉实验。其零性结果恰恰是说明了以太媒质

不存在，也说明光速 不是绝对速度。9.1 节首先指出：相对论用文字语言演讲“任何惯性

系看见的光速都是 ”，表面上看起来相对论解释了迈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但是用

相对论自己的数学语言去论证时，却发现相对论不能解释其零性结果，仍然存在光程差

0c

0c

0c

2dδ β= 。然而 9.1.4 节用光速叠加原理来分析该实验，其零性结果是 Michelson-Morley 实验

的必然，因为光速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绝对速度，又由于光源(反射镜)与观测者

没有相对运动，所以也就没有光程差，从而说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也适用于光运动。只要我

们抛弃爱因斯坦的以太托词，用光速叠加原理，一解即明。换句话说，该实验证明了光辐射

具有刚性，也证明了光速叠加原理，光束的横向刚性使得光束“击中”反射镜 2M 的中心则说

明光束不被以太拖曳，即该实验也证明了以太不存在。 

本章结论是：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

需要作用力的作用，因此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其辐射速度是一个矢量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

射源的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度，它遵循速度矢量叠加法则，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变换原理，

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v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0c

0= +c c v 。其实验证明是：全

世界的侦察机、PD 雷达、MTI 及 MTD 系统，包括 Michelson-Morley 实验和 Fizean 实验，等等

都是光速叠加原理的实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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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历史重大物理实验的本质 
 

 

历史重大物理实验的共同点是基于当时的以太说，相对论的论据则更是如此。问题本来

就很复杂，再加上相对论在历史重大实验问题上咬住以太不放，说什么“有的光速实验表明

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可测，有的光速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不可测”，似乎光速不变假设

平息了那些实验纠纷，这就使我们失去了对真理追求的信心，也扰乱了我们的思路，增加了

我们梳理问题的难度。但是，只要我们抛弃以太说，全面分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总能拨

开乌云见晴天。因此，本章通过分析与计算所得结论是： 
Michelson-Morley实验是基于光波在静止以太媒质中振荡并以绝对速度 传播的概念下

进行的干涉实验。其零性结果恰恰是说明了以太媒质不存在，也说明光速 不是绝对速度。

第一节首先指出：相对论用文字语言演讲“任何惯性系看见的光速都是 ”，表面上看起来

相对论解释了迈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但是用相对论自己的数学语言来论证时，却发

现相对论不能解释其零性结果，仍然存在光程差

0c

0c

0c

2dδ β= 。本章用光速叠加原理来分析该实

验，其零性结果是它的必然，因为光速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绝对速度，又由于光

源(反射镜)与观测者没有相对运动，所以也就没有光程差，从而说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也适

用于光运动。只要我们抛弃爱因斯坦的以太托词，用光速叠加原理，一解即明。换句话说，

该实验证明了光辐射具有刚性，也证明了光速叠加原理，光束的横向刚性使得光束“击中”

反射镜 2M 的中心则说明光束不被以太拖曳，即该实验也证明了以太不存在。 

Fizean实验测得流水光速是 0c
v±

n
，正说明光速是相对的、可叠加的。光波在介质水中

的速度是 0

n
c  (其 是介质水的折射率)，它是一个相对速度，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流水

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正是

n

v 0

n
±

c
v ，分析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

一致，这是光速叠加原理的历史实验证明。其物理概念十分清晰。 

Trouton-Noble实验是基于以太媒质传播磁场的观点，企图测量电荷随地球一起运动所产

生的磁力，但由于以太不存在，而且磁力线具有刚性，运动电荷所产生的磁力线同其电荷一

起跟随地球运动，因此电荷并没有切割磁力线，所以该实验是徒劳的。只要我们抛弃以太

说，抛弃爱因斯坦的“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有的运动可测，有的运动不可测”这个迷魂药，

稍微看一下其实验报告就知道该实验是徒劳的。如果说该实验有什么收获，那就是该实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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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证明了以太不存在、证明了磁力线跟随电荷一起随地球运动，也否定了爱因斯坦的“动

电场产生磁场”的推断。 
James恒星光偏差观测实验证明了绝对静止空间的存在。James实验原本是证了明绝对静

止的以太空间获得成功，但只要我们把“以太”一词去掉，完全符合他的计算和推理逻辑。

这就是说：假设绝对静止空间不被地球拖曳，光速是可叠加的，与观测者的运动有关，那么

半年后地球绕日运行的方向恰相反，应有一偏转角
'

0
1 '

0

cos ( )
cos

1 ( ) cos
v c

v c
θ

θ
θ

−
≈

−
，则James实验正是

证明了这个假设，即证明了绝对静止空间，也证明了光速的叠加性。 

Compton伦琴射线散射实验，1923年康普顿用爱因斯坦质能关系+普朗克量子理论解释

了该实验的结果，当时轰动全球，认为相对论在微观领域得到了检验。但是9.5节却用牛顿

定律+普朗克量子理论完备地解释了康普顿效应，解析式分析表明，牛顿定律具有全面性和

权威性。这正说明牛顿定律不仅在宏观领域和现实工作生活中得到了完备的唯一检验，而且

在微观领域里也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从而也动摇了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 
本章结论是：抛弃爱因斯坦的以太托词，一切历史问题迎刃而解。爱因斯坦相对论和

相对论只是一种计算上的数字拼凑。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 相对论对James实验解释中

的数字拼凑，东拼西凑，既没有物理概念也没有数学逻辑。 

w

w

 
 

9.1  迈克逊-莫雷实验的本质 

 

9.1.1  迈克逊-莫雷实验的介绍 

    迈克逊-莫雷(Michelson-morle)实验的科学背景是：Fizeau 的光速实验测得了光速与传

播媒质(水)的运动有关。于是 Michelson-morle 认为：干涉仪随地球一起在以太媒质中以速

度 v 运动，相当于干涉仪不动而以太媒质以 −v 速度流过干涉仪。如图 9-1 所示。干涉仪向右

边运动相当于干涉仪不动(等效为静系)，以太媒质向左边运动(等效为动系)。于是计算如下: 

 

以太 

图 9-1  以太以 −v 速度流过干涉仪 

M 

M2

e

M1 s

u  

0c  

干涉仪向右边运动相

当于以太向左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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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 的路线是1b 1M M M→ → → e ，光束 的路线是2b 2M M M→ → e→ 。由于光波是

在以太媒质中振荡而传播的，而以太是以 速度运动的，光波在运动以太媒质中的传播速

度等于 ，所以当光束指向左边时，有光速

−v

0c 0c v− ，当光束指向右边时，有光速 。从而

得到： 

0c v+

    1）对于光束 ：在1b 1M M→ 路程上的速度是 0c v− (因为光束指向左边)，在 1M M→ 路

程上的速度是 (因为光束指向右边)，来回所需时间为 0c v+

1 2
0 0 0

2 1
1

d d dt
c v c v c β

= + =
− + −

                            (9-1) 

2）对于光束 ：在2b 2M M→ 路程上的速度分量是 2 2
0c v− ，在 2M M→ 路程上的速度分

量也是 2 2
0c v− ，来回所需时间为 

2 2 2 2
00

2 2 1

1

d dt
cc v β

= =
− −

                              (9-2) 

两光速进入人眼的时间差 1 2T t tΔ = − ，相应的光程差是 2dδ β≈ 。但是实验结果是“零”性，

即，没有看见因光程差而引起的干涉条条纹，即，零性结果。 

9.1.2  相对论与该实验的零性结果不符 

大家知道，光速不变假设的依据是迈克逊-莫雷实验，但当我们用相对论的数学语言

'

'

0

1

x
x

x

u v
u

u
c
β
+

=
+

，
' 2

'

0

1

1

y
y

x

u
u

u
c

β
β
−

=
+

，
' 2

'

0

1

1

z
z

x

u
u

u
c

β
β
−

=
+

来计算光程时，却却发现它与实验结果不符。 

大家还知道，相对论的动系与静系是任意假定的。考虑到当时使用了“以太以 速度

流过干涉仪”的计算方法，用相对论观点便顺理成章地假设：静止的干涉仪坐标系看见的光

速是 ，以 速度运动的以太煤质坐标系看见的光速也是 。既然如此，我们仍然沿用：

以 速度运动的以太坐标系作为动系

−v

0c −v 0c

−v 'xoy ，以干涉仪作为静系 XOY 。这样，与原来的计算

方法一致，这便于使用相对论的数学语言来计算该实验，也适合爱因斯坦的“任何惯性系看

见的光速都是 ”之论点。 0c

于是，现在我们按照相对论的数学语言来分别计算水平光束与垂直光束的的光程问题。 

【Fizeau实验是一个光媒质(水)运动的实验，所以迈克逊-莫雷选取以太媒质向左边运

动，也是光媒质运动的实验，因此按照相对论，必有，在 −v 速度运动的以太煤质坐标系上

看见的光速是 。这样，两种实验的坐标选取完全一致，也适合于相对论的胃口】。故: '
0c c=

1）对于水平波束 。动系（以 速度运动的以太坐标系）看见的光速是 ，

， ，再由爱因斯坦的速度变换得到静系的光速是

1b −v '
0xu c=

' 0yu = ' 0zu =
'

0
0

'
0

0 0

1 1

x
x

x

u v c v
u c

u c
c c
β β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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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yu = ， 。这也是文[1]的计算结果，“与Einstein的假定相符”' 0zu = [1]p38
。好神啦！光速不

变假设在干涉实验的计算中得到了数学证明，我们为它欢呼过!于是 1 0d t c= Δ ，无论 v 是 x+

方向或是 x− 方向均有 0 1d c t= Δ ，来回的时间差都是 1 1 1
0

2dt t t
c

= Δ + Δ = 。 

但是，相对论就是不愿意计算干涉仪中垂直波束的光程问题，本节计算如下。 

2）对于垂直波束 。动系(2b −v 速度运动的以太坐标系)测得光速 ， ，

，再由爱因斯坦的速度变换式得到静系(干涉仪所在的坐标系)看见的光速是

' 0xu = '
0yu c=

' 0zu =

' 2 2
20

0
'

0 0

1 1
1

1 1 0

y
y

x

u c
u c

u
c c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0x =， u ， ' 0zu = 。天啦！问题暴露出来了。相对论的格

言是“与运动方向垂直的物理属性不改变”，可是现在出现问题了，与运动方向垂直的光速

改变了，成为 2
0 1yu c β= − 。于是 2 2

0 1

dt
c β

Δ =
−

，来回所需时间是 2 2
0

2

1

dt
c β

=
−

。 

    3）相对论与实验的零性结果不符。按照相对论，两光速在干涉仪上的时间差是

2 1t t tΔ = − 2

2 2
0 0 00

2 2 2 1 1
1 1

d d d d
c c cc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于是干涉仪看见的光程差就是

2dδ β= ，必有干涉条纹出现。上帝呀！相对论用文字语言演讲“任何惯性系看见的光速都

是 ”，表面上看起来相对论解释了迈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但用它自己的数学语言

(两坐标之速度变换公式)来计算时，却发现它不能解释该实验的零性结果。尊敬的爱因斯坦

先生阁下，你说任意两个惯性系看见的光速都是 ，你还说没有绝对的静系，据此我们按照

当时的原意：设 速度运动的以太坐标系看见的光速是

0c

0c

−v '
0xu c= ，来计算平行光速得到了

而让我们兴奋过、高兴过。但是，我们用你的同一个思想和理论来计算垂直光束时，

却发现你的思想和理论不能解释干涉仪实验的零性结果。对此我们真心希望您从时间隧道里

跨越过来给予重新解释。 

0xu c=

    或许相对论初学者会说：“明明是干涉仪随地球向右方运动，是动系，为什么要设向左

边运动的以太是动系呢”这就对了！你承认了绝对时空观。而且上述设 速度运动的以太

为动系是相对论的一贯做法，也是Michelson-morle计算干涉实验的原意。 

−v

9.1.3  错在以太 

请大家注意迈克逊-莫雷实验观点：其一，他们认为光波在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当时

认为以太是绝对静止的，光速 是在以太煤质中振荡传播的速度，它是一个绝对速度了，这

个 与光源的运动无关。其二，光束 随光源(反射镜)作横向运动时，光束 的速度减小了

而路程却未变。他们是基于以上两个观点进行计算的，所得零性结论就成了光速不变假设的

依据。 

0c

0c 2b 2b

既然认为光在媒质中振荡传播，光速与光源的运动无关（犹如水波一样），那么光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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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横向速度可言了；又因为 2M 相对于以太媒质在作横向运动，那么光束 就不可能“打

中”

2b

2M 的中心，就该出现拖曳现象，类似于图8-6(b)的拖曳现象，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 

反过来说，既然光束 之所以能够“打中”2b 2M 的中心、没有拖曳现象，这正说明以太

不存在，同时也说明光辐射具有横向刚性。参见图8-6(a)。注意到反射镜也在跟随地球一起

运动，所以垂直反射光因横向刚性就了“击中” 2M 的中心。 

由此可见，迈克逊-莫雷实验是基于以太背景下的绝对光速之错误概念做了一个“水中

捞月”的徒劳实验。既不能说明光速可变，更不能说明光速不变。如果说该实验之收获，那

就是它证明了以太不存在，证明了光速不是绝对速度。既然光束 “打中”了2b 2M 的中心，

则用本章的观点来看，说明光运动不是在以太媒质中传播，而是在真空中具有纵向刚性和横

向刚性的辐射。 

爱因斯坦口说光速不变却不能使用自己的数学公式去完备地解释干涉实验的零性结果。 

最关键的问题是以太问题，过去认为光波在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静止的以太代表绝对

空间，于是把光速当作了绝对速度。本书认为光波没有传播的媒质，而是在真空中辐射，光

速是一个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光波完全不同于水波和声波，水波和声波借助于媒质的振

荡才得以传播，而光波是一种辐射，却不是在以太中振荡传播。本书强调，光运动是辐射！ 

9.1.4  迈克逊-莫雷实验的物理本质 

    在第八章中，我们论证了光速叠加原理：在真空中，光波没有传播的振荡媒质，而且光

场的质量等于零，场的运动不需要作用力的作用，因此光运动是一种辐射，它相对于光源的

辐射速度是一个常量 ，这是一个相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绝对速度，它服从速度

矢量叠加原理，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是 。 

0c

v 0= +c c v

据此我们重新解释迈克逊-莫雷实验的零性结果。 

为了概念清除，我们把图9-1进行分解，重画于图9-2~图9-5中。刻度尺是绝对静止空间里

的。因绝对空间是静止的，所以把站在绝对空间里的观察着称为静系人(“以太人”)；因地

球是运动的，所以把地球上的观察者和干涉仪定义为动系人。分析如下： 

    1、对于光束 的平行运动情况见图9-2和图9-3 1b

1）先见图9-2。静系人看见地球和测量仪器在绝对空间中以速度 运动。 u

在 时刻光源M发射一光子（或第一个波），光子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是 ，因光

源在运动，所以静系人测量光的速度是（注意 与 反方向）： 

0t = 0c

u 0c

1 0c c u= −  

在 t 时刻第一个波峰击中反射镜Mt

)v

= Δ 1，此时反射镜M1和光源M在静系里已经走过的路程

是 ，则第一个波峰在 时间里走过的绝对路程是L u t= Δ tΔ 0(OL t c= Δ − 。由图9-2可知

，即 Od L L= +

d u t= Δ Δ + Δ Δ（ ） =0 0c t - u t c t  

这个 就是静系人的计算结果也是动系人的测量结果。注意 是第一波峰在 时d Δ= 0c t OL t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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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走过的绝对路程。岸上人的计算方法与船头的击中船尾一样(忽略空气阻力)。 

 

静止的 

真空 

u是地球和仪器在绝对

空间中的运动速度 

X 

M
d 

M  

0t =  

t t= Δ  

图 9-2   光辐射与光源 M 运动反方向，静系人计算光速 

Y 

LO L

M1

M1

 

 

 

 

 

 

 

 

 

 

 

 

2）再看图 9-3。静系人看见地球和测量仪器在绝对空间中以速度 u 运动。 

在 时刻，反射光的光源M0t = 1发射一光子（或第一个波），光子相对于光源的辐射速度

是 ，因光源在运动，所以静系人测量光的速度是（注意 与 同方向）： 0c u 0c

2 0c c u= +  

在 t 时刻第一个波峰击中反射镜Mt= Δ 1 ，此时反射镜M1和光源M在静系里已经走过的路程

是 ，则第一波峰在L u t= Δ tΔ 时间里走过的绝对路程是 0(OL t c v)= Δ + 。由图 9-3 可知

，即 Od L L= −
d u t= Δ Δ Δ Δ（ ）- =0 0+c t u t c t  

这个 t 就是静系人的计算结果也是动系人的测量结果。注意 是第一波峰在 时

间里走过的绝对路程。岸上人的计算方法与船尾的子弹击中船头一样（忽略空气阻力）。 

d Δ= 0c OL tΔ

    对照图9-3与图9-2，我们清楚的明白：由于光速 c 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以

太媒质中的绝对速度，所以在计算时，它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比方说，在船头发射一子 

0

 

M

静止的 

真空 

u是地球和仪器在绝对

空间中的运动速度 

X 

Y 

1M  d

0t =

t t= Δ

图 9-3  反射镜(反射光的光源 1M )与反射光同方向运动，静系人计算光速 

M  

L

LO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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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击中船尾靶子所需时间与在船尾发射一子弹击中船头靶子所需时间，两者时间是相等的，

即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2、对于光束与运动方向垂直的情况见图9-4和图9-5 

     1）当光源向X方向运动，而光波向（+Y）方向辐射时。在 0t = 时刻光源M向+Y方向辐射

一光波，如图9-4所示，站在绝对静止空间的人或静系人看见的光速矢量是 ，参见

8.2.1节。由矢量叠加原理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可得此光速的幅值是 

0= +c c v

2 2
0c c v= +  

t在 t 时刻光波击中反射镜M= Δ 2，此时光源M和反射镜M2在绝对空间里走过的路程是 u tρ = Δ ，

光波在绝对空间里走过的路程是 

2 2 2
2 0 0OM c t c u t c t u t= Δ = + ⋅Δ = Δ + Δ（ ）（ ）2  

注意这个 2OM 是第一波峰在 tΔ 时间里走过的绝对路程，由勾股定理得 2
2OM d 2ρ= + ，得 

0d c t= Δ 和 u tρ = Δ  

 

Y 

静止的 

真空 

u是地球和仪器在绝对

空间中的运动速度 

X 

Y 

c t t= Δ0辐射光 经过  

图 9-4 垂直辐射光波沿着+Y 方向辐射，静系人计算光速 

v  

0c  

M  

c  

M2 

d 

ρ  

0t =  t t= Δ 
 
 
 
 
 
 
 
 
 
 
 
 
 
 

静止的 

真空 

u是地球和仪器在绝对

空间中的运动速度 

X 

c t t= Δ0反射光 经过  

v

0c

2M 

图 9-5  反射镜辐射的反射光沿着-Y 方向辐射，静系人计算光速 

c

M 

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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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是静系人的计算结果也是动系人(地球人)的测量结果。在0d c t= Δ 0t = 时刻的光源M和在

时刻的Mt = Δt 2各自位置如图9-4所示。 

2）当反射镜这个光源M2向X方向运动，而反射波向（-Y）方向辐射时。如图9-5所示，

在 时刻反射镜M0t = 2相当于新光源M，它向-Y方向辐射一光波，站在绝对静止空间的人或静

系人看见的光速矢量是 0= +c c v ，参见第8.2.1节。由矢量叠加原理可得光速的幅值是 

2 2
0c c v= +  

t在 t 时刻光波击中接收器M，此时接收器M已经走过的平行路程是= Δ u tρ = Δ ，在这 时间里

第一波峰在绝对空间里走过的路程是 

tΔ

2 2 2
2 0 0

2M M c t c u t c t u t= Δ = + ⋅Δ = Δ + Δ（ ） （ ） 

由勾股定理可知 2
2M M d 2ρ= + ，所以 

0d c t= Δ 和 u tρ = Δ  

这个 是静系人的计算结果也是动系人（地球人）的测量结果。在 时刻新光源M0d c t= Δ 0t = 2

和接收器M的各自位置如图9-5所示。以上的图9-2至图9-5就是图9-1的分解图。 

3、对Michelson-morle实验的正确解释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到，无论光波辐射方向与光源运动方向是垂直或是平行，只要反

射镜与光源没有相对运动，那么光程均为 0d c t= Δ ， 是光源至反射镜的距离， 是光辐射

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

d 0c

tΔ 是光源辐射光波到达反射镜时所用的时间。 

    注意：以上分解图9-2~图9-5就是Michelson-morle的实验图。现在来看看两束光的时间

差，即，分析Michelson-morle实验的物理本质。这里，两束光 都要经过共同路程

和 ，所以不必计算共同的路程。另外提醒读者注意到，所谓反射就是光源激

发反射镜而发射的二次辐射，因此反射光的光源就是反射镜，于是根据图9-2~图9-5的分

析，有： 

1b b和 2

S M→ eM →

    1）光束 ：虽然光源运动方向与光辐射方向平行，虽然静系人看见的光速是 ，但

是由于 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度，所以动系人（地球人）测得的单向光程

仍然是 ，见图9-2和图9-3。来回所需总时间为 

1b 0c u±

0c

0d c t= Δ

1
0 0 0

2d d dt
c c c

= + =                                 (9-3) 

2）光束 ：光束做横向上运动，光波轨迹在绝对空间里是斜向，虽然静系人看见的光

速是

2b

2 2
0c c v= + ，但由于光源 和反射镜Mo 2跟随地球一起作横向运动，而光源 o 与测量者 2M

的相对速度 ，所以动系人(地球人)测得的单向光程仍然是0v = 0d c t= Δ ，见图9-4和图9-5。

来回所需总时间为 

2
0 0 0

2d d dt
c c c

= +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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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式(9-3)与式(9-4)可知，两光束进入人眼的时间差 1 2 0t t tΔ = − = ，地球人测得的光

程差是 0δ = ，所以无论地球的春夏秋冬，也无论干涉仪怎样转动，由于 0δ ≡ ，则永无光程

差，永无干涉条条纹。 

注意，这里 是一个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却不是在以太媒质中振荡传播的绝对速

度。这是关键所在。只要测量者与光源没有相对运动，则必有

0c

0d c t= Δ ，这是光速服从伽利

略相对性原理的必然结果。 

    从这个解释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来理解该实验：Michelson-morle实验证明了光速叠加

原理。详见第八章。此外光束 之所以能够“打中”2b 2M 的中心，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光辐射

具有横向刚性。从另一角度讲，垂直光束能打中 2M 的中心，则说明光波没有被以太拖曳，

即说明以太不存在。 

    总之，Michelson-Morley实验是基于光波在静止以太媒质中振荡并以绝对速度 传播的

概念下进行的干涉实验，并未表明光速不变。其零性结果恰恰是证明了以太媒质不存在，也

证明了光速 不是绝对速度。本章用光速叠加原理来分析该实验，其零性结果是它的必然，

因为光速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而不是绝对速度，又由于光源(反射镜)与观测者没有相对

运动，所以也就没有光程差，从而也就没有干涉条纹。用光速叠加原理来解释其零性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Michelson-Morley实验证明了静止的绝对空间的存在。只要我们抛弃爱因

斯坦的以太托词，用光速叠加原理，一解即明。换句话说，该实验证明了光辐射具有刚性，

也证明了光速叠加原理。 

0c

0c

    注意：静系人(或绝对空间人)测量到的光速是 0= +c c v ，走过的光程仍然是  (这

犹如岸上人认为“船头的子弹击中船尾靶子时，子弹速度是

0d c t= Δ

u u u= +
船 弹

，所需时间是 ，而

子弹的路程仍然船长 )；动系人(或地球人)测量得到的光速是 ，光程也是  (这犹船

上上人认为“船头的子弹击中船尾靶子时，子弹的相对速度是u

tΔ

d 0c 0d c t= Δ

u= 弹
，所需时间是 ，而子弹

的路程仍然船长d )。如果不注意物理概念上的差别，将错误的认为光速不变。由于光源与反

射镜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之缘故，所以动系人(地球人)测量到的相对光速是 ，但静系人测量

到的相对光速是 ，再由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而计算出地球人存在 。同样的，

把光源和测量仪放在运动的船上，设船上人为动系、地上人为静系，则静系人测得光速是

，静系人运用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来计算出船上人的

tΔ

0c

0= +c c v 0d c t= Δ

0= +c c v 0d c t= Δ ，而与光源同步运动的

动系人测得光速是 ，也测得 。但物理概念不同，静系人测得相对光速是

，动系人测得相对光速是 ，虽然两者在计算中都使用了

0c 0d c t= Δ

0= +c c v 0c 0d c t= Δ ，这正说明光速

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也说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适合于光运动。 

    看来，上述比较啰嗦。其实，只要我们阅读第八章:光场的波峰与波谷的分布是围绕光

源而分布的，却不是围绕以太媒质分布的，因此光速是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却不是绝对速

度，那么运用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则关于Michelson-Morley实验就一解即明；既然光速是矢

量，则必然服从矢量叠加原理，则Michelson-Morley实验就一解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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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Troutong-Noble实验的物理本质 
 

1. Trouton-Noble实验介绍
[1] 

FitGerald 的学生 F.T.Trouton，于 1902 年及 Trouton 与 H.R.Noble 于 1903 年，完成了下

述实验，一垂直置放之二行板 A 及 B，两板上分别的携有 及e e− 之电荷。如 v 为地球在其绕

日轨道方向的速度，则 A 上电流 ev 在 B所产生之磁场 ，按 Biot-Savart(Gaussian 制)，得 BH

[ ]
3

0
B

e v r
H

c r
×

= 2
0

sinev
c r

θ= (向下)                           (9-5) 

由于此磁场，使 B 板感受到的 Lorentz 力为 

[ ]
22

2
0 0

sinB B
e e υF υ H
c cr

θ
⎛ ⎞

= − × = ⎜ ⎟
⎝ ⎠

(水平方向)                  (9-6) 

[ ]
22

2
0 0

sinB B
e e υF υ H
c cr

θ
⎛ ⎞

= − × = ⎜ ⎟
⎝ ⎠

(水平方向)                     (9-6) 

 

 

图 9-6  Trouton 实验 

e−
e

AH  

v

BH  

 

 

 

 

 

 

此力与 v 及 BH 均垂直，同理，A 板亦分感受到由于 B 运动所产生的磁场 及 Lorentz

力

AH

AF ，这两力所形成之力偶矩为 

2 22 2

2
0 0

cos2 sin sin
2 2

e v r e v
c r cr

θ 2θ θ
⎛ ⎞ ⎛ ⎞

=⎜ ⎟ ⎜ ⎟
⎝ ⎠ ⎝ ⎠

                          (9-7) 

实验观测结果，没有这种力矩。 

2.相对论的解说
[1] 

按照(8-7)式，则畜电器的板应有被转至和 v 垂直的趋向。但实验结果并未得此力矩。

由此负性结果，这可结论为：与以太相对的运动，是无法观测得到的。 

3.本章的解释 

    我们注意到，相对论总喜欢“以太”这个词，总喜欢用在“以太”背景下的历史实验

(如前面的迈克逊-莫雷实验和后面几个实验)来作为它的依据和辩论理由。如果抛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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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这个词，那么相对论就无话可说了。 

    其实解释此实验并不难，前面章节已有相关结论。 

    1)首先我们必须坚信，以太不存在，真空一无所有。 

    2)电荷 在自由空间中随地球一起运动，其电流e ev 确实产生了磁场 或 ，但是由

于磁场具有刚性，它与极板一起跟随地球运动，这个与地球南北磁极一样，南北磁场跟随地

球运动，没有停留在自由空间。又由于 (或 )与B板上的电荷同步运动，即，磁场线与

电荷间没有“切割”事件发生，也就是说在

AH BH

BH AH

BVF ×= e 中， 0=V ，所以 。 0=F

    此实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以太不存在。 

    第二，磁场具有刚性，它随其源一起运动。没有切割事件就没有洛仑兹磁力。 

第三，洛仑兹磁力 BVF ×= e 中的V 是指磁力线与电荷体之间的相对速度(即切割磁力

线的速度)，而不是自由空间中的绝对速度。电荷虽然随地球一起运动，但磁力线具有刚性

也跟着一起运动，就如同磁铁与线圈都在客车的茶几上一样，没有“切割现象”发生。

Trouton-Noble两人错误地认为“运动前方的电荷产生了磁力线留在以太中，而运动后方的电

荷切割了前方的磁力线”，这就是相对论说的“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是无法观测得到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以太不存在，只有真空的绝对空间，第二，磁力线具有刚性，随地

球运动之电荷产生的磁场跟随地球一起运动，电荷与磁力线之间没有发生“切割”。显然，

该实验是徒劳的。相对论别想在这个实验中找借口。 

总之，Trouton-Noble实验是基于以太媒质传播磁场的观点，企图测量电荷随地球一起运

动所产生的磁力，但由于以太不存在，而且磁力线具有刚性，运动电荷所产生的磁力线同其

电荷一起跟随地球运动，因此电荷并没有切割磁力线，所以该实验是徒劳的。只要我们抛弃

以太说，抛弃爱因斯坦的“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有的运动可测，有的运动不可测”这个迷魂

药，稍微看一下其实验报告就知道该实验是徒劳的。 

    如果说该实验有什么收获，那就是该实验进一步证明了以太不存在，进一步证明了由运

动电荷产生的磁力线具有刚性特点，即磁力线跟随电荷一起运动，也否定了爱因斯坦的“动

电场产生磁场”的推断。 

4. 对“动电场产生磁场”的否定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不难想到爱因斯坦的“运动电场产生磁场”的推论。大家知道，平

板电容施加直流电压后，其正负电荷分布在两金属板的内侧面上，外侧面的电场几乎等于

零，即两金属板的外侧没有电场。爱因斯坦试图否定“运动电荷产生磁场”，抛出了“动电

场产生磁场”。现在有一电场以 的速度在运动，如图9-6所示，重画于图9-7中，

请问相对论：“运动电场产生磁场”，那么两板中间的磁场方向是什么？由于

43 10× 米/秒

= ×v EB
21-β
是

直线，而且两金属板外侧没有电场，这样以来，爱因斯坦的 B 就成为无头无尾的直线了。可

见相对论电磁学十分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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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图 9-7  均匀电场在运动 

 

 

 

 

 

 

 

 
 

9.3  Fizeau实验的物理本质 

 

1. Fizeau 实验介绍
 

1851 年 Fizeau 设计了一个实验来观测流水对光速的影响。如图 9-8 所示，从光源 所

发出之光，被一半涂银之平面镜分成二束而射入两个有相反方向流动之流水管中，此二光束

最后再合成一束，而射进一望远镜中成像。如果以太并不随水流动（即绝对静止），则在每 

S

 
水 

水 

光源 S 成像 T 

图 9-8  Fizeau 的流水实验 

 

 

 

 

 

 

一水管中（设水的拆射率为 ）的水速均为n 0c
n
，故二光束以相同时间射至望远镜。但如果

以太是随流水而流动。则此二光束至 T 时间差为 

0 0

L Lt
c cv v
n n

= −
− +

                                  (9-8) 

因此当水流动时，使二光束产生的相位差的改变，即可由望远镜中干涉第纹的改变观测出

来。 

2.相对论的说词
[1] 

早在 1817 年，J.A Fresnel 即发表了一个理论，认为以太是静止的，然而光波会被拆射

介质“部分拖带”，故光速在流水中应为 2

11c v
n n
′ ⎛± −⎜

⎝ ⎠
⎞
⎟ 。Fizean 实验的结果，完全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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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nel 的这种预测。相对论的解释是：由于光在水中的速度为 0c
n
，而水与实验室相对速度为

，根据相对论的速度之和（速度变换公式），故在实验室系统中量得光之速度为 v±

0

0 0
2 2

00 0

0

1 1(1 (1
1

x

c v c cw wnu v k
cc c n nn n

c n
β

± ⎛ ⎞ ⎛= = ± − = ± −⎜ ⎟ ⎜
⎝ ⎠ ⎝±

v ⎞
⎟
⎠
 

因此用“相对论速度之和”解释了 Fizeau 实验。 

这似乎爱因斯坦很神奇。但是注意两点：第一，第六章的“ 相对论速度之和”也照

样解说了本实验，这种所谓的解释仅仅是，为了解释而炮制出来的“速度之和”没有物理概

念，正如第六章的“ 相对论速度之和”解释该实验一样，是一种计算上的数字拼凑；第

二，相对论为了解释 Fizeau 实验而变换出来的“速度之和”与它的光速假设却自相又矛盾

(参见第六章)。第七章的“ 相对论速度之和”也能忽悠出上式来。可见相对论也是忽悠。 

w

w

w

我们注意到，相对论者解释为：“以太是静止的…，光速在流水中应为 2

11c v
n n
′ ⎛ ⎞± −⎜ ⎟

⎝ ⎠
，

Fizean实验证实了…。”相对论总喜欢加进“以太”这个概念，似乎相对论离不开“以太”

背景下而诞生的。好像是的。光速不变假设是用迈克逊-莫雷实验的以太作背景的，如果以

太不存在，那么相对论的论据也就消失了。注意到Fizean实验结论不是Fresnel的推测结

论，而光速不变又是相对论的根基，即使相对论使用速度变换式，也不能去变换它的根基—

光速。 

3.本章的物理解释 

现在我们来解释Fizean实验： 

1)首先坚信，自由空间没有以太，真空一无所有。 

    2)根据光速叠加原理，则在这个实验中，就描述为：在介质中，光波相对于光源的辐射

速度是一个常量
n
c0 ，其 是介质水的折射率。它是一个相对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服从速

度矢量叠加原理，当光源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u 时，观测者测得的光速是 。这

里，流水速度

n

0= +c c v

v 正是光源相对于观察者的运动速度， 是光相对于光源的相对速度，在水中

恰是

0c

0
0

c
n

≡c ，所以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恰恰是 0c
n

v± 。因此说，Fizean实验是光速叠加原

理的证明。 

3)去掉以太这个托词，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如图9-8所示，从光源S所发出之光，被一

半涂银之平面镜分成二束而射入两个有相反方向流动之流水管中，此二光束最后再合成一

束，而射进一望远镜中成像，以便观测条纹的数目，经计算结果表明，条纹的多少取决于二

光束的时间差。按照光速叠加原理计算，那么就有：上光束的到达时间是 1
0

Lt
c v
n

=
+

，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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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到达时间是 2
0

Lt
c v
n

=
−

，所以两光速的时间差就是 2 1
0 0

L Lt t t
c cv v
n n

Δ = − = −
− +

。在Fizean实

验中得到了完全证实。 

4)总之，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讲，我认为Fizean实验证实了光速是相对的、而且可叠加

的。也就是说，Fizean实验证明了光速叠加原理。 

Fizean实验测得流水光速是 0c
v

n
± ，正说明光速是相对的、可叠加的。光波在介质水中

的速度是 0c
n
(其 是介质水的折射率)，它是一个相对速度，服从速度矢量叠加原理，当流水

与观测者存在相对速度

n

v 时，观测者测得的相对光速正是 0c
v

n
± ，分析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

一致，这是光速叠加原理的历史实验证明。其物理概念十分清晰。 

 
 

9.4  James 实验的物理本质 
 

1. James 实验介绍 

1727 年，James Bradley 对恒星所发生的光，射至地球的可见方向做了下述的观测。以

一长 L 的望远镜对准一恒星。设地球绕日的速度为 v ，如果以太不被地球拖带而是静止不动

的，则如图所示，从恒星发出之光，其真实方向将与我们所见到的方向间，有一偏差，如图 

0

0 0

cos cos
cos

cos 1 cos

v vL L
c c

k
v vL L
c c

θ θ
θ 0

θ θ

′ ′ ′ ′+ +
= =

′ ′ ′+ +
                        (9-9) 

9-9 所示。图中的θ ′及θ 角可约略以下式(9-10)来表示。对于在垂直上方的星，
2
πθ ′ = ，且

如 θπα −=
2

，那么(7-10)式即得
0

tan v
c

α = 。六个月后，地球绕日的运行方向是相反，望远

镜的角度θ 应改为 1θ ， 1k ≈ 为常数，则(9-9)式即为 

0
1

0

cos
cos

1 cos

v
c

v
c

θ
θ

θ

′ −
≅

′−
                                (9-10) 

观察结果与上面理论相符。这表示以太是静止的，不随地球运行。 

2. 相对论的说词
[1] 

观测结果与(9-10)式相符，这表示以太是静止的，不随地球运行的。但这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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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son-Morley 和 Trouton-Noble 等实验矛盾，因后二实验结果，显示了电磁的方法，是不

能测到“相对以太的运动”的。 

但以太静止说，似乎仍有另外的支持者。Fresnel，在他的“拖带系数” ⎟
⎠
⎞

⎜
⎝
⎛ − 2

11
n

的理论

中（在上述 Fizeau 实验中提过），会预测假若以水灌满测星光偏差的望远镜，偏差角度将仍

不变。1971 年，Sir G·Airy 用水灌满望远镜，虽然在望远镜里的速度减少为 0c
n
，但(9-10)式

中的θ ， 1θ 在此情形下，仍然相同，证明了 Fresnel 的预测。 

总而言之，Michelson-Morley以及Trouton-Noble 的实验似乎证明不可能观测到“相对以

太的运动”。然Fizeau及星光偏差等实验则似与以太静止说相符(以Fresnel理论作基础)这种

以太既似静止又像被拖带的情形，实令人完全无法满意
[1]P17

。 

3.本章的物理解释 

首先指出，相对论对该实验的解释见第七章的(7-24)式～(7-31)式的 相对论，细心的

读者将会发现其推演实际上实是在玩戏法，这就是相对论的戏法，一种计算上凑数戏法。 

w

奇怪，相对论解说中总是拿以太来当挡箭牌，好像没有以太，相对论就没有生存的空

间。上述几个实验也是如此，相对论者反复用以太来引开人们的视线，用以太来遮盖事实的

真相，一会儿说什么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可测，一会儿说什么相对于以太的运动不可测。它总

是用以太来搅乱人们的思维。现在，请读者抛开那个不存在的“以太”词。 

    1)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这个实验实际上是证明了绝对空间是静止的，绝对空间不被地

球的运动所拖曳，因为1727年James Bradley假定的“以太不被地球拖曳而是静止不动的”，

获得的实验成功，那么现在的表述就该是“假定绝对空间不被地球拖曳而是静止不动的”， 
James Bradley实验获得成功。 

    2)现在我们不妨把James Bradley实验用新的解释重新叙述一遍： 

1727 年，James Bradley 对恒星所发生的光，射至地球的可见方向做了下述的观测。以

一长 L 的望远镜对准一恒星。设地球绕日的速度为 v ，如果绝对空间不被地球拖带而是静止

不动的，则如图 9-9 所示，从恒星发出之光，其真实方向将与我们所见到的方向间，有一偏

差，图中的θ ′及θ 角可约略以下式表示 

0

0 0

cos cos
cos

cos 1 cos

v vL L
c c

v vL L
c c

θ θ
θ 0

θ θ

′ ′ ′ ′+ +
= ≅

′ ′ ′+ +
                              (9-9a) 

对于在垂直上方的星，
2
πθ =′ ，且如 θπα −=

2
，(9-10)式即得

0

tan v
c

α = 。六个月后，

地球绕日的运行方向是相反，望远镜的角度θ 应改为 1θ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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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

cos
cos

1 cos

v
c

v
c

θ
θ

θ

′ −
≅

′−
                               (9-10a) 

观察结果与上面理论相符。这个实验说明绝对空间是存在的，而且是静止不动的。 

 

L

L
'L

θ'θ v
'

0

v L
c

图 9-9  恒星光的偏差 

 

 

 

 

 

 

 

 

3)本章首页我们说过相对论总是用以太来搅拌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它的总结词里

([1]P17)总是使用“以太”一词来搅浑人们的思考。现在我们拨开乌云见晴天，模仿相对论

的总结格式，重新总结如下： 

James Bradley 恒星光观测实验的测结果与(9-10a)式相符，这表示绝对空间是静止

的，不随地球运行的，这进一步证明了牛顿时空观的正确性。Michelson-Morley 实验基于

以太背景下的绝对光速之错误概念，做了一个水中捞月的徒劳实验，其零性结果已被光速叠

加原理解释得一清二楚。Trouton-Noble 实验企图看见力矩，但由于磁力线具有刚性，磁力

线跟随地球一起运动，因此在磁力线与电荷之间没有“切割”发生，所以该实验也是徒劳

的，但该实验的收获就是证明了磁力线具有刚性，也证明了以太不存在。 

光速叠加原理还有支持者，这就是 Fresnel 和 Fizeau。按照光速叠加原理，所谓光速

是相对于光源的一个相对速度，服从速度叠加原理，测量得到的光速与光源运动和观测者运

动都有关。因此 Fizeau 所做的流水实验证明了光速叠加原理的正确性。假若以水灌满观测

星光偏差的望远镜，那么望远镜里的水与观测者是相对静止的，而在观察的那一时刻，遥远

星光与水也是相对静止的，所以不影响(9-10a)式中的观察角θ 和 1θ ，其观察结果仍然相

同。 

总而言之， Trouton-Noble 是在错误的概念指导下做了水中捞月的徒劳实验。但是

Fizeau实验和Michelson-Morley实验证明了光速叠加原理的正确性以及星光偏差实验则证明

了静止的绝对空间的存在。实在是令人完全满意。 

不少人士认为爱因斯坦丢弃了以太说，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相对论正是用以太为托词而

论述的，说什么“有的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可测，有的实验表明相对于以太的运动不

可测”。如果他要真的丢弃以太说，那么他大可以像本章这样直接抛弃以太说去解释历史重

大物理实验，而不是用光速不变假设去调和“运动可测”与“运动不可测”。从逻辑上看爱

因斯坦的那句话之含义：“以太是存在的，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是无法测量的，用光速不变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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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是可以解释的”。因此本章认为爱因斯坦并不是丢弃了以太说。事实上相对论的论据就是

以太说，比如麦克斯韦的旋度理论造成的非对称空间就是他的主要依据。如果他丢弃以太

说，等于抛弃了他的论据，那么相对论就没有立足之本了。他的解释实际上是一种数字拼凑

的忽悠。 

弄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1,2,5]

，我们清楚地看到：当时以太说占据统治地位，旋度场理

论是用以太媒质来论述电位移，洛仑兹变换则是为了解释以太媒质中的“运动不可测”干涉

实验也是吹奏以太风，爱因斯坦则更是根据以太媒质中的这些结论，并以这些结论为依据去

论述相对论。这在当时以太风流行的环境下，促使了爱因斯坦“一根筋”的咬住“运动可测

与不可测”这条苦瓜腾，它不是丢弃了以太，反而正是利用以太中的观点去阐述相对论，既

麻醉了人们也麻醉了自己。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基于以太的麦克斯韦旋度理论做他的论据，

没有吹奏以太风的洛仑兹变换做他的工具，从而也就没有以太媒质中的相对论。因此说，这

是以太促成了相对论，也是以太坑害了爱因斯坦一身。 

    总之，James恒星光偏差观测实验证明了绝对空间的存在。James实验原本是证明绝对静

止的以太空间获得成功，但只要我们把“以太”一词去掉，完全符合他的计算和推理逻辑。

这就是说：假设绝对空间不被地球拖带，而是静止不动的，半年后地球绕日运行的方向适相

反，应有一偏转角
'

0
1 '

0

cos ( )
cos

1 ( ) cos
v c

v c
θ

θ
θ

−
≈

−
，则James实验正是证明了这个假设，即证明了绝对

空间。 

 
 

9.5  Compton 效应的物理本质 

 

1923 年，康普顿效应的计算方法是普朗克量子假说 ＋爱因斯坦质能关系式得到了hf

2

0

2 sin
2

h
m c

ϕλΔ ＝ 之结论，与实验吻合。这使得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式轰动全球。[避免阅读混

淆，我们仍把 称为牛顿质量，把 称为爱因斯坦质量。但光速必须写成 ] 0m m 0c

中国人吴有训教授于 1926 年也做过同样的实验，其结论是：①对原子量较小的物质，

康普顿散射较强，对原子量较大的物质，康普顿散射较弱；②波长的偏移 0λ λ λΔ ＝ － 随散射

角ϕ (散射线与入射线之延长线的夹角)而异；当散射角增加时，波长的偏移也随之增加；在

同一散射角下，对于所有散射物质，波长的偏移 λΔ 都相同。对照两位教授的结论，可见吴

有训教授的实验结论更全面，描述更清楚。 

本节运用牛顿理论＋普朗克量子假说 也得出了同样结论hf 2

0 0

2 sin
2

h
m c

ϕλΔ ＝ 。而且十分吻

合中国人吴有训教授于 1926 年做过的实验结论。 

    在热辐射研究中，1900 年普朗克提出了普朗克能量子假设：对于频率位 f 的谐振子来

说，最小能量子为 hfε = ，其 被人们称为普朗克常数。在这个量子假说346.626 10h −= × ⋅J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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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推导出来的公式与实验相符合。 

现在我们在量子论的前提下来计算一个最小能量子 (起名为光子)与一个自由电子碰

撞时，波长的改变情况。如图 9-9 所示，设电子原来是静止的(即散射体上的电子相对于光

源的速度为零)，频率为

hf

0f 的光波沿 x 轴前进。于是，具有能量 和动量0hf 0

0
x

hf
c

n ( xn 是单位方

向矢量， 是光波相对于光源的传播速度，也是散射体看见光波的相对速度)的一个能量子

与电子碰撞后将被散射，并与原来的入射方向成

0c

ϕ 角，这时，质量为 的电子被碰撞后, 0m

 

0m v

θ

ϕ
x

0

0
x

hf
c

n

0

hf
c

n

图 9-10  康普顿效应的模型分析 

 

 

 

 

 

 

其能量变为 2
0

1
2

m v 、动量变为 。与此同时，散射能量子(或称光子)的能量就变为 ,动

量变为

0m v hf

0

hf
c

n ( n是碰撞后能量子的单位方向矢量)。[本章考虑到历史错误习惯性，仍把 表

示牛顿质量， 表示爱因斯坦质量。而实际上质量就是不变的质量，除非物质毁灭]。 

0m

m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不难得出下列恒等式。 

(1)静止的电子被光子撞击后，获得了动能，能量关系是 

2
0 0

1
2

m v hf hf= −                                (9-11) 

两边乘以 2，得 
2

0 02 2m v hf hf= −  

0

                             (9-12) 

再取平方，得 
2 4 2 2 2
0 04( ) 4( ) 8m v hf hf h f f= + −                         (9-13) 

(2)静止的电子被光子撞击后，获得了动量，动量关系是 

0
0 0

0 0

hf hfm
c c

= −v e 1e                                  (9-14) 

运用矢量叠加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有 

2 2 20 0
0

0 0 0 0

( ) ( ) ( ) 2 cos
hf hfhf hfm v
c c c c

ϕ= + −                           (9-15) 

两边乘以 ，得 2
04c

2 2 2 2 2 2
0 0 0 04 4( ) 4( ) 8 cm v c hf hf h f f osϕ= + −                          (9-16) 

两(9-16)式减去(9-13)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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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2
0 0 0(4 ) 8 (1 cos )m v c v h f f ϕ− = −                            (9-17) 

将(9-12)式代入(9-17)式，得 
2 2 2

0 0 0 0(4 )(2 2 ) 8 (1 cos )m c v hf hf h f f ϕ− − = −                        (9-18) 

即 
2 2

0 0 0 0(4 )( ) 4 (1 cos )m c v f f hf f ϕ− − = −                            (9-19) 

2
2

0 0 0 02
0

(4 )( ) 4 (1 cos )vm c f f hf f
c

ϕ− − = −                            (9-20) 

0
0 0 0 2

0 0 2
0

4 (1 cos

(4 )

hf f
c f c f

vm c
c

)ϕ−
− =

−
                                (9-21) 

把(9-21)式两边除以 0f f ，得 

0 0
2

0
0 2

0

4 (1 cos )

(4 )

c c h
f f vm c

c

ϕ−
− =

−
                                  (9-22) 

再由恒等式 0c
f

λ
= 可得 

0 2

0 0 2
0

4 (1 cos )

(4 )

h
vm c
c

ϕλ λ −
− =

−
                             (9-23) 

0 2

0 0 2
0

(1 cos )

(1 )
4

h
vm c
c

ϕλ λ −
− =

−
                            (9-24) 

2
2

0 0 2
0

2 sin
2(1 )

4

h
vm c
c

ϕλΔ
−

＝                           (9-25) 

这是基于牛顿的动能和动量之推导结果。由于静止电子被一个光子碰撞而获得的动量非常

小，即
2

2
04

v
c
≪1，所以(9-25)式近似为 

2

0 0

2 sin
2

h
m c

ϕλΔ ＝                                  (9-26) 

也就是说(9-25)式是牛顿定律的完备解，(9-26)式是牛顿定律的近似解，准确解应该是(9-

25)式。 

    康普顿运用质能关系＋普朗克量子理论进行推导，得到了(9-26)式。对于实验中的测量

而言，两者都有足够高的准确度。单究这一点来说，正如相对论者常说的那样，相对论与牛

顿论只相差高阶无穷小量。注意：牛顿的(9-25)式是准确解，康普顿的(9-26)式是近似解。 

从全面的物理概念上来讲，本章认为，(9-25)式是精确解，(9-26)式才是近似解。这是

因为：既然是碰撞中的能量交换，交换关系式中应该体现能量获得者(电子)的速度，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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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λΔ 偏移量应该是含有电子速度的某种函数才对，虽然这种函数关系是微小的，但函数

中应该体现这一微小变化，(9-25)式正描述了这个微小变化。从物理角度讲，如果光子与原

子中束缚很紧的电子碰撞，光子将与整个原子之间交换能量，但原子的质量要比光子大很

多，按照碰撞理论，这时光子不会有显著的能量失去，也就是说散射光的频率不会有显著的

改变。原子量较大，即原子核较大，原子核的束缚力较强，电子能够获得的速度较小，则散

射较弱。这就是说电子获得的速度与散射强度必有联系，(9-25)式正描述了这种联系。速度

小、分母大，则散射弱。因此说(9-25)式更具有全面性和权威性。确切的讲，应该是：牛顿

论＋普朗克量子理论更具有权威性和全面性。 

    埃！谈起相对论质能关系来，过去似乎很时髦，一些人戴上相对论的头衔似乎显得学术

水平高。可结果呢？很糟糕！例如德布罗意等人，他们使用相对论质能关系来定义物质波：

一个质量为 的物体已经以速度 运动着，它具有的总能量是 0m v
2
0E mc hf= =总                               (9-27) 

它具有的总动量是 

0

hfP mv
c

= =总                                 (9-28) 

于是上式由恒等式 0c fλ= 得到：已经运动着的物体具有的单色波的波长是 

h
mv

λ =                                       (9-29) 

式中 0

21

m
m

β
=

−
是相对论的质量。 

请注意，德布罗意所所定义的“已经运动着的物体具有总能量是 ，已经运动着的物

体具有的总动量是 ”，由此可见德布罗意在定义中确实是运用了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式。 

2
0mc

mv

这里要指出的是，按照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式定义，那么氢原子的电子绕核运动的总能量

是 、总动量是 ，现在我们用(9-27)式除以(9-28)式，立即得到 2
0mc mv

2
0

0

E mc hf
hfP mv

c

= =总

总

                            (9-30) 

即 

2
0

1
c c
v
= 0                                      (9-31) 

或即 

0v c=                                     (9-32) 

换句话说，这个已经绕核运动着的电子速度是 。这显然不反映客观事实。如果换成月球

呢，岂不是说月球速度等于光速 。这就是使用相对论质能关系所带来的笑柄。 

0c

0c

再比如，如果对式（9-29）使用相对论的质量，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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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h
m v

λ β= −                                (9-33) 

但对于光子来说，因光子的 ，0v c= 1β = ，则 0λ = 。这意味着所有的光波之波长等于零。这

种基于光理论的理论却出现所有波长等于零的笑柄。这还意味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他获奖

的波粒二像性矛盾。我宁可相信波粒二像性，也不相信“木材制成原子弹的能量是 ”。 2
0mc

当然，德布罗意、戴维逊和革末等人在他们的“电子在晶体上的反射电流与加速电位

差”实验中实际上并没有使用相对论质量 而是使用了牛顿质量 ，更没有使用爱因斯坦

的质能关系，这就是“口是心非”。确切地讲，是“口是行动非”。写文章时戴上相对论这

个头衔显得很有学问，而实际实验操作却实牛顿定律。[像这类例子较多]。 

m 0m

仔细从物理原理上来讲，爱因斯坦定义定义了总能量 之后，发现与现实相差遥远，

于是又定义了所谓的“静止能量” ，以便相减之后与经典的动能近似。可是所谓的静止

能量是那个参照系上的静止能量，既然相对论不承认绝对静止的空间，何来静止能量。我们

说牛顿定律是完美的，动能对速度求导数是动量，简洁而美妙。而相对论总是怪怪的。相对

论把物质固有的属性－质量改写后，所谓的动质量，造成的后果正如 6.1 节所指出的那样

“机毁人亡、卫星坠地”。也正如第七章所指出的那样，考察相对论不可简单的从微观领域

里计算值上的近似程度去考察，而应该从物理概念和物理原理上去考察，特别是从相对论参

与微积分运算之结果去考察，也就是说第六章这才是试金石。而在微观领域里，只涉及到计

算，不涉及到微积分运算，所以难以发现相对论的荒谬之处。即便如此，但微观领域我们通

过式(9-27)~(9-32)的推导发现相对论与他获奖的波粒二像性矛盾。此外第七章出现了无穷

多个“形式不变”的 相对论，在微观领域的计算中使用其中任何一个相对论，其计算结果

都是形式不变的相差高阶无穷小量。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是在宏观领域或者是在

微观领域，牛顿定律才是真理。 

2
0mc

2
0 0m c

w

    总之，对于 Compton 伦琴射线散射实验，解析式(9-25)分析表明，牛顿论具有全面性和

权威性。这正说明牛顿定律不仅在宏观领域和现实工作生活中得到了完备的唯一检验，而且

在微观领域里也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从而也动摇了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 

本章是对历史重大物理实验进行了重新解释，其物理概念十分清楚，没有胡搅蛮缠的数

字拼凑，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本章仅仅解释了狭义相对论列举的几个重大实验，对于广

义相对论的物理事件包括天文观测，有的人士写文章戴上相对论这个头衔显得学问高深，而

实际上操作却不是那会事。我的时间不能膨胀，也不能停止，更无法倒流，因此我没有时间

和能力去解释广义相对论书籍中列举的天文学事件。所以我在此呼吁有关的领域专家探索科

学真理，仔细研究广义相对论迷信者的说辞，给物理现象赋予正确的物理解释，把被扭曲的

物理事件作出正确的裁决，达到拨乱反正之目的。 

本章结论：Michelson-Morley实验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Compton伦琴射线散射实验服

从牛顿定律。抛弃爱因斯坦的以太托词，一切历史问题迎刃而解，爱因斯坦相对论和 相对

论只是一种计算上的数字拼凑。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 相对论对James实验解释中的数

字拼凑，东拼西凑，既没有物理概念也没有数学逻辑。其实，在恒星光观测的实验中，只要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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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James的解释词中去掉以太一词，那么他的实验就是证明了静止空间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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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自然时空观 
 

 

爱因斯坦很神奇，在相对论首文中强调“L，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

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非对称旋度方程组），L，空间本不该对称”。他之所以对照起来强

调这句话，依我看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地球自转中的惯性就是绝对空间的象征。所以他要人

们忽视这个象征着绝对空间的物体惯性，而要让人们注意到麦克斯韦非对称方程造成的非对

称空间。本书前五章已经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个论据--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方程组，第八章

推翻了相对论的第二个论据--光速不变假设，第七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第六章否

定了狭义相对论的论点，第九章否定了侠义相对论对历史重大实验的辩解，并用光速叠加原

理和牛顿定律重新解释了历史重大物理实验，包括Michelson-Morley实验。本章进一步根据牛

顿力学原理把时空观恢复到本来面目的自然属性上来。之所以选择力学来讨论而不选择电磁

学和光学，这是因为电场磁场和光场的质量等于零，没有惯性，关键是场不占据绝对空间，

因此电磁学和光学难以用纸上谈兵的方法鉴别绝对空间的存在性。 

本章内容有： 

正确的质量观。质量不变性：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一切物体都有阻止其速度改变的

特性，任何物体都具有惯性，惯性表明了物质运动的不灭性是物体固有的属性。“质量是惯性

的度量”是从惯性大小上来定义的，质量越大，惯性越大，质量与加速度成反比，与速度大

小无关。惯性质量表明，惯性质量与速度大小无关，更不能说速度大小决定了惯性质量。质

量的可加性表明，质量是标量，它是由物质组成的，质量的大小取决于物质的组成结构。伽

利略相对性原理早已证明质量是一个与运动无关的常量。现在有种说法，引力质量等于惯性

质量，在我看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恰恰是航天工程师在设计卫星轨道时所用的卫星引

力质量等于牛顿的惯性质量，许多力学工程师包括航天工程师都没有看过爱因斯坦相对论，

无论是现实工作生活中或者是航天领域里，都是按照牛顿定律而设计的。无论引力质量或是

惯性质量都是牛顿质量 ，这就是质量，尽管人们在书写过程中没有书写下标“ ”，这是因

为人们在工作中从来就不使用爱因斯坦的变质量。换句话说，大量工程实践包括微观领域的

康普顿实验也都证明了质量不变性。 

0m 0

正确的时间观。时间的绝对性：如果从参考系 测得某一些事件所经过的时间为 ，而

从参考系 测得在同一事件所经过的时间为

S tΔ
'S t′Δ ，则存在关系： t t ′Δ = Δ 。即任一事件所经过

的时间的长短是一个与所选择的参考系无关的绝对量。这个结论称为时间的绝对性。根据时

间的绝对性，如果我们以某一事件开始发生的那一时刻作为参考系 和 的计时原点，那么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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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系 的时刻 t 和参考系 的时刻 就应当是一样的，即S 'S t′ t t ′= 。这是物理学的基础，被日常

经验和物理实验所证实。至于赤道时钟变慢问题，根据牛顿力学定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期

是 2 lT
g

π= ，再根据牛顿惯性定律，地球赤道线上的钟摆周期是 2 lT
g a

π=
− 离

。钟摆置于

电梯内，在电梯加速地上升过程中，钟摆变快；在电梯加速地下降过程中，钟摆变慢。一切

由物体运动(包括粒子运动)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附加加速度的影响。时钟的快慢不是匀速

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速度所致。时钟是人为的度量属性，取决于度量工具和环境。但是时

间不等于时钟，时间则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伽利略变换原理早已证

明了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 

正确的空间观。长度的绝对性：对于同一个物体，如果从参考系 测得的长度为 ，从参

考系 测得的长度为 l

S l
'S ′，则存在的关系： l l ′= 。即同一个物体的长度是一个与所选择的参考

系无关的绝对量。这个结论称为长度的绝对性。根据时间和长度的绝对性，就可以解决任意

两个参考系 、 之间的变换关系，亦即可以解决一切相对运动问题。建立在时间和长度的

绝对性这两个基本假设上的时空观称为绝对时空观。它是物理学的基础。此外，让绳索上的

小球作圆周运动后，当绳索断开时，小球沿着惯性作切线运动并不仍作圆周运动，原本是圆

周运动，当失去控制之后，无论小球质量大小，都作切线运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惯性是

通过欧几里德空间的“直线型”反映出来，说明通过空间表现出来的惯性不因运动状态而变，

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也说明空间本身就不因运动状态而变，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即，

物体在绝对空间中运动，不会改变空间的性质，只会表现出绝对空间的某些属性来。同时我

们不难发现，惯性在各个方向上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左手边的惯性大而右手边的惯性小之情

形。这正说明，物体在空间里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惯性是各向同性的，从而说明空间本身也是

各向同性的。这正如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所证明的那样，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的，也如

James恒星光偏差观测所证明的那样，空间是绝对静止的。 

S 'S

绝对空间带来物体惯性。物体为何具有“直线型”惯性，这是绝对空间的性质决定的。

我们说“直线型”惯性，因为惯性总是带来直线运动，而且我们证明了柯氏加速度是许多直

线惯性在转动的运动中叠加而成的曲线，但其本性是直线形惯性。牵连力和柯氏力都是惯性

力，惯性力带来了许多地球物理现象，傅科摆的曲线轨迹，自由落体东偏，列车西轨磨损厉

害，河流西岸冲刷厉害，大气中气旋流，下水道口漩涡等等地球物理现象，都是地球在绝对

空间中自转带来的惯性力所致，惯性力是真实的，可测的，惯性力通过绝对空间反映出来，

是绝对空间的表征。正因为惯性力通过绝对空间表现出来，而不是直接来源于物体间的相互

作用，所以它没有反作用力。正因惯性力仅仅是表征，所以物体在绝对空间中运动，不会改

变空间的性质，只会表现出绝对空间的某些属性来。空间就是空间，相对论炮制出来的“物

理空间”是从数学游戏中变出来的，它不是自然界的空间。自然界的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

同性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证明了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的，James恒星光偏差观测实验

也证明了绝对空间。 

本章结论是：根据牛顿定律、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和惯性力的表征以及James恒星光偏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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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实验，本章进一步。论证了牛顿-伽利略时空观的正确性，质量是恒定的，时间是绝对的且

是一维流逝的，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的。 
 
 

10.1  牛顿定律的伟大贡献 

 
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状态千差万别，并且不断地变化。为什么在物体运动中是一个物体

作用于另一个物体呢？亦即物体的运动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物体为什么静止，而又为

什么运动呢？这个问题在16世纪以前一直被权威人士统治为“自然而然的哲学观”。直到哥白

尼冒着绞刑台的危险推翻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伽利略否定了大名鼎鼎的亚里

士多德的权威说法开始，牛顿全面总结了自然科学原理，才有当今的力学原理。 

10.1.1 物体的惯性 

初人们只是看到一些物体运动的表面现象。根据古代权威的感性经验，人们曾以认为

静止与运动是“自然状态”，譬如古人发现许多星体都保持着一定的运动状态，既不加快、也

不减慢，找不到维持它们运动的明显的外来作用。于是权威人士认为“是静止或是运动都是

上帝规定的”，没有物体惯性的概念。虽然近代科学家爱因斯坦定义了“惯性系”，但他的“惯

性”之含义是“相对静止的坐标系”和“相对运动的坐标系”，他似乎不承认物体的惯性，正

如他在1905年的首文中叙述的那样“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从来不讨论物

体的惯性，暗指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方程组带来的非对称空间是明显的。他还用数学抽象的

Riemannian几何替代欧几里德几何，把人们居住的三维空间改造成弯曲的四维空间，他从概

念上抛弃了物体的惯性。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即使对于物体 简单的

机械运动，人们也是通过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科学实验才逐步认识的。回顾科学史，约四百年

前，从伽利略等人开始才摒弃了古代权威观念。伽利略抓住了水平地面上抛出的物体能够在

水平面上滑行一段距离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索。伽利略发现木块在水平面上滑行的距离与

木块及水平面的光滑程度大有关系。实验发现，如果木块在水平地面上抛出的初速度相同，

则较光滑的木块在较光滑的水平面上滑行距离比粗糙木块在粗糙水平地面上滑行距离大。如

果再继续用更光滑的木块、水平地面来作多次实验，发现愈光滑则滑行的距离就愈大，木块

速度的减少就愈慢。这样伽利略就得出结论：如果木块与水平面非常光滑，在极限的情况下，

木块就在水平地面上沿直线以恒定的速度运动，直到受其它物体对它的作用才能改变速度。 
这个结论对一切运动的物体都是成立的。一辆行驶的汽车在关闭发动机后还能向前滑行

一段距离，路面愈光滑向前冲的距离就愈大。在冰地上行驶的汽车就很不容易刹住车。大量

事实的分析中，人们认识到，外界对物体的作用不是维护物体运动速度不变的原因，而是使

物体运动速度发生变化的原因。若是物体不受到其他物体的作用的话，静止的物体将永远保

持其静止状态，运动着的物体将永远保持它的运动速度不变。亦就是说，物体具有保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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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状态(指运动速度)不变的特性，这个特性叫做物体的惯性。 
惯性正表明了物质运动的不灭性是物体固有的属性。与此同时，当我们观察转盘运动时

将会发现，从转盘掉下来的物体，它作切线运动而不是仍作圆周运动。让绳索上的小球作圆

周运动，当绳索断开时，小球作切线运动而不是仍作圆周运动，这说明什么呢？正说明惯性

不仅是物体固有的属性，而且也反映空间的固有属性。欧几里得空间表明这种空间不是圆形，

而是各向同性的直线型。不难发现，惯性在各个方向上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左边惯性不等于

右边惯性之情形。也就是说，惯性的各向同性反映了我们这个宇宙里的空间是各向同性的。 

10.1.2  力的概念 

孤立的物体是不存在的，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和相互影响着。

周围其他物体将怎样影响物体的运动呢？要使停着的小车运动起来，必须要有人去推动，大

家知道是人用了力才使小车运动起来。力使小车由静止状态变为运动状态。汽车也可以把停

着的小车拉动，可见汽车对小车的作用也是力。抛过来的球我们把它接住使它停下来，我们

就要用力，力使球由运动状态变为静止状态。石块在地面上滑行，速度不断减小以至停止，

那么，地面对石块的作用必定也是一种力——摩擦力，它使石块的运动速度不断变小， 后

成为静止状态。可见，不仅是人对物体有力作用，而物体与物体之间的作用也是力。力是使

物体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物体之所以下落，并且在空中下落时速度不断增大，也正是

由于地球对物体有引力(重力)作用的结果。 
人们通过对大量事物的观察和体验，逐步地对力形成了一个更完整的概念：力是物体间

的相互作用。由于这种作用使物体机械运动状态了生变化，亦即使物体获得加速度。 
我们常常把物体受到周围其他物体的作用力称为外力，而把物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

作用力称这内力。 

10.1.3  牛顿第一定律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力是使物体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而不是维

持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维护运动状态的原因是物体的内部——惯性，至此，我们可以把物

体惯性这一性质说得更完整一些：“任何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度直线运动状态，直到外力迫使

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这就是牛顿第一定律，也称惯性定律。 
由于从不同参考系看来，同一物体的运动轨道、速度、加速度是不同的，亦即参考系 作

均速运动的物体从参考系 看不可能是作非匀速的。因此，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在某些

参考系看来也会作非匀速运动，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牛顿第一定律是相对于什么参考系而

言的呢？我们把牛顿第一定律成立的参考系称为惯性参考系或惯性系。牛顿第一定律的意义

就在于断言，对于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一定存在一个参考系 ，从参考系 看来，它

是作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的，而且其他所有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从参考系 看来，也都是

作匀速直线运动的或静止的，换言之，一定存在着这样的参考系，在其中所有不受外力作用

的物体都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不变。这样的参考系就是惯性系。所以牛顿第一定律的意义也在

S
'S

S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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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断言存在着惯性系。 

10.1.4  质量的量度和质量的可加性 

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任何物体都具有惯性，即从惯性系看来，任何物体具有保持自

己运动速度不变的固有属性。大量的事实都就明：不同物体的惯性是有大小之分的。为了表

征物体惯性的大小，人们引入一个物理量——惯性质量。物体的惯性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

量度。惯性大的物体惯性质量大，惯性小的物体惯性质量小。惯性质量简称质量。 
“质量是惯性的度量”这是从惯性大小上来定义的。比如说，电场磁场和光场的质量等

于零，它们就没有惯性。为了精确研究力、质量、加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必须解决如

何用实验方法来量度物体的质量。 
用标定好的弹簧秤分别以相同大小的力 F 去拉放在光滑水平面上的物体甲和物体乙，测

定物体甲物体乙所获得的相对于惯性系的加速度 和 ，然后改变力的大小即以大小为 的

的力去拉物体甲和物体乙，再测定物体甲和物体乙所获得的相对于惯性系的加速度 和 。

实验发现，在相同拉力作用下，物体甲和物体乙所获得加速度之比和拉力的大小无关。也就

是说这个比值仅反映这两个物体惯性的大小。所以我们可以定义物体甲和物体乙的惯性质量

比等于它们在相同的大小的拉力作用下所获得的相对于惯性系的加速度的反比，即 

1a 2a 'F
'
1a '

2a

2

1 2

m a
m a

= 1                                      (10-1) 

为什么定义成反比呢？这是因为质量大的物体惯性也大。如果我们约定物体甲是标准物

体，取它的质量作为质量的单位，即令 个质量单位，则如果在相同大小的外力作用下，

标准物体和欲测物体所获得的相对于惯性系的加速度为 和 ，则欲测物体的质量等于

1 1m =

1a 2a 2

1

a
a

个

质量单位。 
惯性质量表明，质量越大，惯性越大，同样作用力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加速度越小。惯

性质量与速度大小无关，反过来更不能说速度大小决定了惯性质量。 
这样定义的惯性质量具有下列重要性质：如果用上述实验方法测定物体1和物体2的质量

分别为 和 。当把两个物体结合在一起，再用上述实验方法测定这个结合体的质量 。

结果发现这个结合体的质量 就等于原来各块物体的质量之和，即 

1m 2m 0m

0m

0 1m m m= + 2                                  (10-2) 

即实验证明惯性质量是可加的。这个重要结论叫做质量的可加性。它说明质量是一个标

量，遵守着普通实数的运算法测。 
质量的可加性表明，质量是标量，它是由物质组成的，物质是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

组成。质量的大小取决于物质的组成结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业已证明质量是一个于运动无

关的常量。现在有种说法，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航天工程师在设计

卫星轨道时所用的引力质量就是牛顿的惯性质量 ，许多力学工程师包括航天工程师就没有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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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爱因斯坦相对论，无论是现实生活工作或者是航天领域，都是按照牛顿定律而设计的。

所使用的质量是牛顿质量 ，尽管在书写过程中没有书写下标“ 0 ”，因为人们根本就不承认

爱因斯坦的变质量。光子 以 的速度撞击光电管，他的

0m

0m 0c 0
21

mm
β

= = ∞
−

。显然错。 

10.1.5  牛顿第二定律 

解决了力和质量的量度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力、质量、加速度之间

的定量关系。 
首先来看物体的质量 和加速度 之间的关系。在前面关于物体质量的讨论中，我们已

经用实验方法得知，在惯性系中不同的物体在相同外力作用下，质量大的物体获得的加速度

小，而质量小的物体获得的加速度大。亦即实验证明了，在惯性系中，在同样大小的外力作

用下，物体所获得的加速度和它的质量成反比，即 

0m a

0

1a
m

∝                                        (10-3) 

这里提醒读者注意，加速度大小与质量有关，却不是速度大小与质量有关，更不是质量

与速度大小有关。这是被几千年来的人类实践证明它是真理。其次，我们再看外力 F 和加速

度 a 之间的关系。实验证明：在惯性系中，物体所获得的加速度 a 的大小是与作用在此物体上

的合外力 F 的大小成正比，方向与合外力 F 的方向一致，即 
F a∝                                         (10-4) 

把上述两个由大量实验得出的结果归纳在一起，就得出结论：“在惯性系中，当物体受到

一个或许多个外力作用不时，它所获得的加速度 的大小与合外力a F 的大小成正比，与物体

的惯性质量 成反比，方向是沿着合外力0m F 的方向”。这个结论就称作为牛顿第二定律。它

是一个实验定律。用数学式来表示，就可表述成 

0F km a=                                        (10-5) 

其中 是一个决定于力、质量、加速度的单位的比例常数。如选用适当的单位，可令 ，

于是牛顿第二定律就可简化为 
k 1k =

0F m a=                                         (10-6) 

应该指出，牛顿第二定律中所说的物体必须是质点。在这种情况下，物体的运动，用位

移矢量、速度、加速度就可以描述清楚的。但是当两个天体之间的距离较近时，我认为不能

简单地用两个理想质点来计算，而应该用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来详细计算。 
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在惯性参考系中，质点运动状态的变化是由于受到其它物体的

作用力(即外力)的结果。那么这个物体对于其他物体(作用于它的物体)有没有力作用呢？实验

发现，当我们推车时，人对车的作用力使车前进，同时也感到车对人也有力作用。当我们接

住投掷过来的篮球时，我们需要用力，使篮球由运动状态变为静止，同时也感到我们的手被

篮球撞了一下，亦即篮球对手有力的作用。如果两个篮球相碰，那么它们的运动状态都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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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也就是说，两个篮球都要受到力的作用，篮球甲受到篮球乙的用作力，同时篮球乙也受

到篮球甲的作用力。 
通过对大量实验事实上的观察，发现物体间的力作用总是相互的。即一个物体对另一个

物体有力作用，则另一个物体亦必有力用于该物体，总是成对存在的。我们通常把一个物体

对另一个物体用用的力叫做作用力，而把另一个物体对这个物体作用的力叫做反作用力。牛

顿把这个普遍现象归纳成牛顿第三定律：“任何两物体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并且在一条直线上”。设以 F 表示作用力， F ′表示反作作力，则牛顿第三定律可

表示成： 
F F ′= −                                       (10-7) 

为了使我们正确理解牛顿第三定律，强调三点： 
1、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相互作用的界面上是同时存在的，其大小永远相等。也就是说，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出现，同时消失的。所以决不能理解成作用力引起了反作用力。把

这一对相互作用力中那个叫做作用力都可以。 
2、作用力 F 和反作用力 F ′是分别作用在不同物体上的，因此它们不可抵消。譬如篮球

甲作用于篮球乙的作用力 F 是作用在篮球乙上，而它的反作用力 F ′则作用在篮球甲上。所以

篮球乙的运动状态的变化决定于 F ，而与 F ′是没有关系的，因为 F ′是作用在篮球甲上的，

它只能对篮球甲的运动状态的变化起作用。 
3、作用力 F 和反作用力 F ′是性质相同的力。如果 F 是弹性力，则 F ′亦必须是弹性力。

如果 F 是摩擦力，则 F ′亦必须是摩擦力。决不会出现作用力 F 是弹性力而反作用 F ′是摩擦

力的情形。 
总之，作用力 F 和反作用力 F ′是对称的，也可以把 F ′叫做作用力而把 F 叫做反作用力。 
牛顿第三定律有许多重要的应用。许多动力学问题只有应用了牛顿第三定律才能求解。 
除了作用力之外还有一种力，这就是惯性力或惯性离心力，这种力是客观存在的，可测

的，也是真实的，由于这种力不是来自物体间的相互作用，而是通过绝对空间表现出来的，

所以它没有反作用力。地球在绝对空间中转动带来了惯性力，惯性力引起了大量地球物理现

象，如傅科摆的曲线轨迹，自由落体东偏，列车西轨磨损厉害，河流西岸冲刷厉害，大气中

气旋流，下水道口漩涡，等等地球物理现象，都是地球在绝对空间中自转带来的惯性力所致，

因此我们说，惯性力是真实的，可测的，是因为惯性力 初来自非惯性系的原始动力(详见10.2

节)，它通过绝对空间表现出来的，是绝对空间的表征。我们之所以说它是绝对空间的表征，

原因在于：让绳索上的小球作圆周运动，当绳索断开时，小球作切线运动而不是仍作圆周运

动，这说明什么呢？正说明惯性不仅是物体固有的属性，而且也是空间的固有属性。欧几里

得空间表明这种空间不是圆形，而是各向同性的直线型。不难发现，惯性在各个方向上是相

同的，不会出现左边惯性不等于右边惯性之情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里的空间是各向

同性的。 

10.1.6  惯性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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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在动力学中，惯性参考系占有特殊的地位。只有当我们选用惯性参考系，动力

学基本规律才取牛顿第二定律 0F m a= 这样简单的形式。 

下面我们来证明：凡是对上述惯性系匀速直线运动的平移参考系都是惯性系，而对上述

惯性系作变速运动或转动的参考系则不是惯性系。设有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质点 P ，则根据

牛顿第一定律得知，质点 P 相对于太阳参考系 是作匀速直线运动的，亦即从太阳参考系(惯

性系)看来，这个不受外力作用的质点

S

P 的加速度等于零 0 0pa =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参考系

来观察质点

'S

P 的运动。设参考系 K ′相对于参考系 K 是平移参考系，则质点 P 相对于参考系

的加速度 由公式

'S
'

0 'pa '
0 0 'p pa a a ′o= + 得出为 0 ' 0 0 '0 0 '0p pa a a a′ = = − = − 。这个结果说明，只要平移参

考系 的加速度 是作匀速直线运动，即'S S 0 '0 0a = ，则从平移参考系 看来，一个不受外力作

用的质点

'S

P 亦必是作匀速直线运动的 ，即牛顿第一定律在参考系 中是成立的。所以

相对于参考系作匀速直线运动的平移参考系列亦必是一个惯性系。所之，如果平移参考系 相

对于参考系亦必是一个惯性系。反之，如果平移参考系 相对于参考系 不是作匀速直线运

动，即 ，则从平称参考系 看来，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质点

0 ' 0pa′ = 'S
'S

'S S

0 '0 0a ≠ 'S P 亦必具有不为零的加速

度 0 'pa 。所以这个平移参考系 必定是非惯性系。如果参考系 相对于参考系 是一个定轴

转动参考系，则有 

'S 'S S

' ' 2 '2p p p p pω p′ ′= + × + ⋅ − + ×a a v r r rω ω ω β                          (10-8) 

得知，从定轴转动参考系 看来，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质点'S ( )0pa = 必具有不恒为零的加速度

pa′ 。所以相对于于参考系 作定轴转动的参考系 必定是非惯性系。 S 'S

这样我们就得出结论，只要我们用观察或实验方法找到了一个惯性系，然后选择任何相

对这个惯性系 作匀速直线运动的平移刚体作为新的参考系，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惯性系。

所以惯性系不是唯一的，而有许许多多。这些不同惯性系之间的相对运动都是作匀速直线平

移运动。这样我们不难得出这些不同的惯性系之间的变换关系为： 

S

x x ut y y z z t t′ ′ ′ ′= − = =， ， ， =                           (10-9) 

这里选取了两个惯性系 与 的 与 、 与S 'S y y′ z z′平行，而 x 与 x′相重和，而且选 点与 重

合为计时原点。这个变换关系称为伽利略变换。 

o′ o

10.1.7  相对性原理 

应该着重指出，说所有的惯性系都是等价的，只是指“所有的惯性系中物体运动的动力

规律都是一样的”，而绝不能理解成：从不同的惯性系观察同一个物体运动会得到一样的结论。

譬如，在相对地面匀速直线行驶的列车上的自由落体运动，从地面上看是作抛物运动，显然

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是否与“所有的惯性系都是等价的”这一结论相矛盾吗？不矛

盾。因为地面人观测地面上的落体是垂线轨迹，同样的，列车人看见列车上的垂体也是垂线

轨迹；列车人看见地面上的垂体轨迹是抛物线，同样的，地面人看见列车上的垂体轨迹也是

抛物线。所以他们的观测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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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惯性系都是等价的，这个结论就叫做力学相对性原理，或称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力学相对原理告诉我们，牛顿第二定律对所有的惯性系都成立，如果在惯性系 中，牛顿第

二定律写成

S

0F m a= ，则在另一个惯性系 中，则有 。所有的量都加撇号，表示这些

量都是相对于 测量的。由于 和 都是惯性系，它们之间相对作匀速直线平移运动，所以

质点对这两个惯性系 、 的加速度 、a 是相同的，即

'S ' '
0F m a′ =

'S S 'S

S 'S a ′ a a′= 。物体相互作用力的大小与方

向，就力学中常遇到的万有引力、重力、弹性力、摩擦力等而言，是取决于物体间的相对位

置、物体的形变、接触面之间的相对运动，而这些我们知道都是与所选择的参考系无关的。

所以一个物体所受的合外力，其在大小和方向不论从哪个惯性系中测量都是一样的。即同一

个作用力，在不同的惯性系 、 中都是一样的：S 'S F F ′= 。代入 0F m a= 和 就得到，

同一个物体的质量，在不同的惯性系 、 中都是一样的，即 

' '
0F m a′ =

S 'S

0m m′=                                        (10-10) 

由于从不同惯性系 、 观察同一个质点的速度 和 是不等的，所以上式就说明：一个

质点的质量 是与质点运动速度 无关的常量。这是自然观的重要结论。 
S 'S v 'v

0m v

10.1.8  惯性力、平移参考系 

在上一节中我们指出了：相对于惯性系作变速运动或转动的参考系一定不是惯性系。这

种参考系我们称之为非惯性参考系或简称非惯性系。在非惯性系中，表面上看起来，牛顿第

一定律不再成立了，正因为这种计算上的“不成立”，恰恰证明了惯性定律的真实性，也说明

了绝对空间的存在。例如坐在公共汽车中的乘客虽然没有人推他，但在汽车开动时、突然刹

车、转弯时会不由自主的向后、向前、向一旁倾倒。即在汽车相对于地作加速度。这个加速

度是怎样来的呢？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既然乘客没有受到外力作用，那么相对于他必须保持

静止或作匀速直线运动，即他相对于地加速度 0a =人地 。但是汽车相对于地是以加速度 运

动的。这样乘客相对汽车必具有加速度 

ache地

a a a a= − = −人che 人地 che地 che地                            (10-11) 

我们有时说，惯性力来自绝对空间，并不是说绝对空间可以产生力。从本节的讨论中可

以清楚的认识到，惯性力 初或 终来自非惯性系提供的原始动力。也就是说，原始动力通

过绝对空间反映出惯性力来。本章在10.2节的柯氏力讨论中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采用非惯性系作为参考系时，会出现不与物体间相互作用力相联系的加速度。亦

即动力学规律不再采取牛顿第二定律这样简单的形式了。这似乎说明，在讨论动力学问题时，

采用非惯性系是不合适的。但是在许多实际问题中，经常要选用非惯性系。譬如地球严格说

来是一个非惯性系。因此，研究一下在非惯性系中如何处理动力学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 
设有一质点 P ，所受的合外力为 F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这个质点 P 相对于惯性系 的

加速度 a 应满足关系 
S

0F m a=                                     (10-12) 

非惯性系 中的观察者看来，质点'S P 的加速度为 a′，一般 a a′ ≠ 。写成等式即 ，ia a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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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是与所选用的非惯性系 有关的。代入ia a a′= − 'S 0F m a= 即得 0 0 iF m a m a′= − ，移项即得 

0 0iF m a m a′+ =                                 (10-13) 

这外加项清楚地说明：在非惯性系 中，牛顿第二定律需要补进惯性力，这是牛顿未来

得及补进的内容。即在非惯性系 中，质点的加速度

'S
'S a′与质量 的乘积 不再等于作用在

质点上合外力

0m 0m a′

F 了。差额 反映了所选用的这个非惯性系的惯性力。即 0 im a

0i iF m a=                                      (10-14) 

于是我们得到，在非惯性系 中 'S

0iF F m a′+ =                                  (10-15) 

这就是说，在非惯性系 中，如果认为作用在质点上的合外力除了真实的物体间的相互

作用力的矢量和

'S

F 之外，还要加上一项由于所用的参考系 的非惯性性质而引入的来自绝对

空间的惯性力

'S

iF ，则“合”外力 iF F+ 仍等于质点的质量 与加速度 a0m ′和乘积 。(10-15)

式就是非惯性系中质点动力学的基本方程，它在形式上与惯性系中的牛顿第二定律是一样的。

至于这个方程(10-14)中的惯性力

0m a′

0i iF m a= 的具体表达式是与你所选用的具体的非惯性系的

性质有关的。 
总之，在非惯性系中，引入由于参考系的非惯性性质而引起的惯性力，那么质点动力学

的基本方程仍然采用牛顿第二定律的惯性力。应该着重指出，惯性力 0i iF m a= 它起源于参考

系的非惯性性质，并不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没有反作用力。惯性力 0i iF m a= 的大小方

向取决于参考系的非惯性性质。例如转动中的柯氏力 02c m= ×F rω 是来自绝对空间的惯性力。

下一节将证明这一结论。 
 
 

10.2  惯性力是通过绝对空间反映出来的真实力 

 

一些动力学书籍把惯性力说成是虚构的、不真实的，本章节就来论述惯性力是真实的，

可测量的，是绝对空间的表征。 

10.2.1 Coriolis力来源推导 

运用欧勒-达郎泊定理可推出匀速转动刚体内一定点的加速度 0 ( )ba a rω ω= + × × ， 是某

点到定点的距离，

r

ω 是角速度。科里奥利Coriolis在一个狭窄的转动直槽中推出了刚体直槽中

一动点的加速度 0 2ba a u ar rω= + × + 。由于 常称为牵连加速度， 是相对加速度(刚体的径

向加速度)，2
ba ra

ruω× 称为科氏加速度。本节指出科氏加速度是惯性在转动运动中的表现，科氏

力是来自惯性，是惯性力。 

    让我们首先从正碰开始，假设连心线在 轴上，有公式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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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2 2 1 2
1

1 2 1 2

( )y y y
y

m u m u m u u
V k

m m m m
+ −

= −
+ +

y

2 y

                     (10-16) 

式中 是两刚体球的质量， 是碰撞前的速度， 是碰撞后 的速度， 是恢复

系数。 

1m m、 1 2yu u、 1yV 1m k

对于两刚体以θ 夹角作斜碰撞，如图10-1所示。 的绝对速度是 ， 的绝对速度是 ，

于是将动量转化为对心碰撞时，其对心速度为 

1m 1u 2m 2u

1 1

2 2

siny

y

u u
u u

θ=⎧⎪
⎨ =⎪⎩

                               (10-17) 

将此两式代入(10-16)式，有 

1 1 2 2 2 1 2
1

1 2 1 2

sin ( sin )
y

m u m u m u u
V k

m m m m
θ θ+ −

= −
+ +

                (10-18) 

再来看一看科氏力的来历。 

 

r  

1m

t  

ω
图 10-2 转动中的碰撞 

1u

 

θ

2m

1u

x  

2u  

1m

y  

图 10-1  斜碰撞 

 

 

 

 

 

 

 

 

 

现设转动刚体盘 上开有一光滑直槽，并匀角速2m ω 作逆时针转动，见图10-2。考虑动点

再转轴中心以绝对速度是 向外作匀速运动，经过时间 t 与光滑直槽壁发生碰撞，则在 时

刻 所走过的绝对距离为 

1m 1u t

1m

1R u t=                                  (10-19) 

那么在碰撞 t 时刻对应的槽壁长度是 

1con conr R u tθ θ= =（ ）                          (10-20) 

相应地，在碰撞点处的槽壁切向速度是 

2 0 conu r u tω ω θ= = （ ）                            (10-21) 

比较图10-1可知图10-2也是斜碰撞。于是将式(10-21)代入(10-18)式，得 

1 1 2 1 2 1 2 1
1

1 2 1 2

sin con sin con )
y

m u m u t m u m u t
V k

m m m m
θ ω θ θ ω+ −

= −
+ +
（ ） （ ） θ

          (10-22) 

这就是m 在碰撞时刻获得的横向速度V 。 1 1y

    考虑到刚体球与光滑直槽属于弹性碰撞，则 k 1= ，于是上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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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1 2 1
1

1 2

sin sin 2 con
y

m u m u m u t
V

m m
θ θ ω+ +

=
+

（ ） θ
                   (10-23) 

进一步，当直槽很狭窄时，有 0θ → ，将 0θ＝ 代入(10-23)式，得到 

2 1
1

1 2

2
y

m u t
V

m m
ω

=
+
（ ）

                             (10-24) 

再进一步考虑到转盘 远远大于动点 ，即 ，于是上式成为 2m 1m 2m m1

1u t1 2yV ω= （ ）                               (10-25) 

于是有加速度 

1
1

d
2

d
y

y

V
a

t 1uω= =                             (10-26) 

考虑到径向速度 1conru u θ= ，而在狭窄直槽中 0θ → ，则 1ru u= ，这个 正是转盘上观察者看

见的径向速度 ，所以把(10-26)式写成矢量形式就是 

1u

ru

1 2y = ×a ω ur

r

                               (10-27) 

这就是科氏加速度的来历。其科氏力就是大家熟悉的 02c m= ×F ω u 。从以上的计算过程中，

不难看出：科氏力来自牛顿第一定律中的惯性力，科氏力的计算遵循牛顿第二定律。 

10.2.2  Coriolis力的物理内涵 

为了读者看清运动过程，我们在宽直槽中分解运动过程。其运动轨迹如图10-3所示。当

斜碰角 0θ → 时，它就是一个连续碰撞，其运动轨迹就是一个连续的曲线。 

那么，沿着直槽径向运动的动点 为什么会与槽壁发生碰撞呢？究其原因是惯性所致。

直槽中的动点(比如站在转轴中心沿着直槽方向发射以弹丸)，由于惯性，动点将沿着直线运

动，然而槽壁在转动过程中给动点施加了

1m

12 rm ×ω u 的作用力，这个力的大小方向之所以与 和

的大小方向有关，是因为 沿着 方向的惯性所致。 

1m

ru 1m ru

    在运动方程 rcba FFFF ++= 中，牵连力 是平动中的惯性力，科氏力 是转动中的惯

性力，他们来自惯性；相对力 是外加的，来自物体间的相互作用。惯性力是贯穿在运动方

程中，可以感受到，也可测量到，它来自于绝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表征。我们说惯性力来

自绝对空间，并不是说绝对空间可以产生力，而是说，惯性力 初或 终来自非惯性系提供

的原始动力，原始动力(平动或转动)通过绝对空间反映出惯性力来。牵连力和柯氏力都是如此。

落体东偏也是如此，因为落体的初始切向速度是

bF cF

rF

(R h)ω + Δ ，而地表面的切向速度是 Rω ，惯

性力是由动量 0m hωΔ 提供的。所以我们说它是真实的。 

    在10.1节我们曾指出，当绳索断开时，小球沿着惯性作切线运动并不仍作圆周运动，原

本是圆周运动，当失去控制之后，无论小球质量大小，都作切线运动，这说明惯性是通过欧

几里得空间的“直线型”反映出来。在上述系列图中清楚的发现，惯性确实是通过欧几里得

空间的“直线型”反映出来，出现的曲线轨迹是许多个微小直线叠加而成。这就进一步表明

了，通过空间表现出来的惯性不因运动状态而变，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也说明空间本身

不因运动状态而变，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即，物体在绝对空间中运动，不会改变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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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只会表现出绝对空间的某些属性来。同时我们不难发现，惯性在各个方向上是相同的，

不会出现左手边的惯性大而右手边的惯性小之情形。这正说明，物体在空间里运动所表现出

来的惯性是各向同性的，从而说明空间本身也是各向同性的。 

 

 

 

 

 

 

 

 

 

 

 

 

 

 

 

 

 

 
图 10-3   斜碰撞运动过程分解图 

1m

2m

多次碰撞的运动轨迹

第一次碰撞 
第三次碰撞 第二次碰撞

1m  

静系人描绘的轨迹 

2m  

ω
转盘上的人观察的运动

1m

2m

 

 

10.3  赤道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 

 

可以说上个世纪初的时钟都是机械钟，而且主要以摆钟为著名。现在我们来讨论摆钟的

周期问题。 

如图10-4所示，质点受重力作用并保持在铅直圆周上运动时，便称为单摆。作用于摆球 P

的力有重力 和约束力 。因自由度为1，故去偏角0m g N θ 为参数。在OC 右侧为正，并命悬线

长为 ，便得自然坐标系的运动方程 l

0 0

2

0 0

d sin
d

sin

vm m g
t

vm m g
l

N

θ

θ

⎧ = −⎪⎪
⎨
⎪ = − +⎪⎩

                           (10-28) 

因弧长 s lθ= ，故 v s lθ= = ，代入上，则得 

sing
l

θ θ= −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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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上式即得运动规律 ( )tθ ，再由(10-28)式决定约束力 。 N

    由于 不做功(N N v⊥ )应有能量积分。的确，用 dt dθ θ= 乘上式两边后，积分之，便得 

21 cos
2

g h
l

θ θ= +                                (10-30) 

现在假设初始条件为 0θ θ= 时， 0θ = (即初速度为零)，由此求得能量常数 0 /h gcon lθ= − 。于

是，上式应为 

2
0

1 (cos cos )
2

g
l

θ θ θ= −                             (10-31) 

积分此式即得运动规律。 

 

 o  

θ  0θ

s
τ

P  

0m g  

θ  

图 10-4  摆钟 

C  

N  

 

 

 

 

 

 

 

 

 

    利用能量积分可得约束力 。为此，自上式先求出 v lN 2 2 2θ ，再代入(10-28)式，便得 =

0 (3cos 2cos )N m g 0θ θ= −                            (10-32) 

上式表明：当 1
0cos (2cos / 3) Mθ θ−= θ 0N≡ 时， = ，当 Mθ θ> 时， 将变为负。由此可见：若

单摆系用轻杆悬挂或系套入铅直圆圈的质点，则

N

Mθ θ> 时，张力已变为压力；若单摆系用柔

绳悬挂，由于柔绳不能产生压力，则 Mθ θ> 时，已成为自由运动。为了积分能量方程，先按

2cos 1 2sin
2
θθ = − 将(10-31)右边变换后，再开方并分离变数，便得 

2 20

d( / 2) d
sin sin

2 2

g t
l

θ
θ θ

=
−

                             (10-33) 

    为了积分上式，我们先按下列关系引入新变量ϕ ： 

0sin sin sin sin
2 2

k
θθ ϕ ϕ= =                            (10-34) 

式中 0sin
2

k
θ

≡ ，再由 1/ 2 sin ( sin )kθ ϕ−= ，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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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cos
2 1 sin

k dd
k

θ ϕ ϕ

ϕ

⋅
=

−
                                 (10-35) 

于是经变数变换后，(10-34)式变为 

2 2

d d
1 sin

g t
lk

ϕ

ϕ
=

−
                                (10-36) 

积分之，便得到 

0 2 2

d

1 sin

lt
g k

ϕ ϕ

ϕ
=

−
∫                                (10-37) 

由于此积分很复杂，我们只求近似解。于是有 

2 1( sin 2 )
4 2

l kt
g

ϕ ϕ ϕ
⎡ ⎤

= + − +⎢ ⎥
⎣ ⎦

L                        (10-38) 

从变换式(10-34)看出：θ 由 0θ θ→ ，相当于ϕ 由 0 / 2π→ 。但是，θ 由 00 θ→ 所需时间为 ，

故在上式中，若命

/ 4T

/ 2ϕ π= ， 0 / 2k θ= ，即得 。于是我们得到下列两种近似解： / 4T

一级近似： 

2 lT
g

π=                                   (10-39) 

二级近似： 

2
02 1

16
lT
g

θ
π

⎛ ⎞
= +⎜

⎝ ⎠
⎟                               (10-40)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上式的计算没有考虑其它外力作用，或者说没有考虑其它加速度造

成的影响。但是，如果某种原因改变重力加速度 g 时，周期将发生改变。 

    如图10-5所示，钟摆在赤道线上，钟摆摆球跟随地球转动，具有惯性离心力

，因此具有惯性离心加速度 a2
03.39 10 (f m−= × 牛顿) 23.39 10−×离＝ ，这个惯性离心加速度的方

向正好与重力加速度方向相反，因此将 a 代入(10-39)式，即得 离

2 lT
g a

π=
− 离

                              (10-41) 

 

地极 ω

摆球 

图 10-5 赤道线上的钟摆

赤道线

 

 

 

 

 

 

 

所以赤道线上的时钟周期增长，从而时钟变慢。而(10-39)式是地极上的时钟。所以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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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极上的时钟要快一些。 

归纳起来说，就是，当钟摆置于赤道线上，摆球跟随地球一起在绝对空间中自转，由于

惯性带来的离心力之作用，使得摆球周期增加，从而时钟变慢。也就是说，根据牛顿力学定

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期第一级近似解是 2 lT
g

π= ，地球赤道线上的钟摆周期第一级近似解

是 2 lT
g a

π=
− 离

。钟摆置于电梯内，在电梯加速的上升过程中，时钟变快；在电梯加速的下

降过程中，钟摆变慢。一切由物体运动(包括粒子运动)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附加加速度的

影响。钟摆置于月球，其周期也会明显变慢。时钟的快慢与匀速直线运动无关，而是加速度

所致。时钟是度量属性，度量是人为的，取决于度量工具和环境。但是时间不等于时钟，时

间则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伽利略变换原理早已证明了时间是绝对的

且是一维流逝的。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在加速飞行过程中的加速度造成时钟变慢而误认为是运

动使时间变慢。如果那样，将是特错而大错。 

也就是说，两个同样的钟摆，或者两个同样的金表，或者两个同样的电子表，在地球上

与在月球上，其快慢程度是不同的，这是牛顿三大定律的必然结论。我在这里呼吁，千万不

要迷信错误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否则，将阻碍我们探索真理的信心。 

 

 

10.4  惯性是绝对空间的表征 

 

    爱因斯坦为了抹杀惯性力的存在，试图否定绝对空间，于是他在相对论首文中就忽悠读

者，说什么“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本节就来证明地球自转带来力学上的

差别是显著的。按照牛顿定律，惯性与绝对空间联系在一起，惯性是绝对空间的表征，那么

物体的惯性力就应该可测，这就是惯性力实验。其中 早的就是傅科摆的惯性力实验。 

10.4.1 傅科摆现象 

    既然空间是绝对的、各向同性的，那么地球在绝对空间中转动，就应该是非惯性系统，

就应该有可能通过力学实验来测量地球本身的转动。1851年，傅科首先做到了这一点。 

    1)运动方程。如图10-6所示，假设悬点坐标为 ，则摆球 受到张力 和重力

，其运动方程就是 

),0,0( lA 0m N

0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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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0

2

2
0

2

2
0

d d2 sin
d d

d d2 sin 2 cos
d d

d d2 cos
d d

x N x y
t m l t

y N y x z
t m l t t

z l z yN g
t m l t

ω θ

d
d

ω λ ω

ω θ

= − +

= − − −

−
= − − +

θ                       (10-42) 

式中ω 是地球的角速度，θ 是地球的纬度。解此方程组得到 

)sinsin(cos
)sincos(cos

0

0

θω
θω

tptxy
tptxx

⋅−=
⋅=

                            (10-43) 

式中 是摆球的初始位置，0x
l
gp = ，其周期

p
T π2

0 = 。式(10-43)的轨迹如图10-7所示。 

上述结论是在理论力学由于惯性系与非惯性系处于“不平等”地位时得到的。也就是说，

是在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前提下得到的。如果我们放弃惯性系的“优越性”，那么就该得出错

误的结论。话句话说，傅科摆证明了惯性系的优越性，证明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也就证明

了这个用惯性表现出来的绝对空间。根据物体的惯性和牛顿的惯性定律，本章认为惯性系就

是象征绝对空间的系，却不是爱因斯坦定义的匀速直线运动坐标系。 

图 10-6 傅科摆受力图 

z (天) 

y 东 

x 南 
mg

p摆球 
N

p
t π2
=

y

p
t π
=

图 10-7  北半球傅科摆轨迹 

x  

 

 

 

 

 

 

 

 

 

 

10.4.2 自由落体东偏现象 

    根据牛顿定律不难得出自由落体的运动方程是 

3 21 10, cos ,
3 2

x y gt z gtω λ= = = −                   (10-44)    

其中 后一项与通常的自由落体公式一致，第二项表明，除在两极( / 2λ π= ± )外，恒有 。

换言之，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自由落体恒离铅直线而向东偏。 

0y >

    请读者参见有关经典力学书籍，解得的轨迹如图10-8所示。这里要阐述的是从物理概念

上讲清落体东偏的原因。设自由落体初始位置距离地面的高度为 hΔ ，当我们站在地极上面来

测量时，显然落体的初始切向速度是 (tv R )hω= + Δ ，而地面的切向速度是 tv Rω=地 ，动量差 

 
y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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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0P m hωΔ = Δ 使得落体东偏，从这个意义上将，惯性力造成落体东偏，那么这个惯性力是动

量差值 0P m hωΔ = Δ 提供的，通过绝对空间表现出来的，所以说惯性力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 

    除此之外，还有伯尔河岸冲刷原理及列车西轨磨损，贸易风的定常方向以及旋风的形成，

均可根据这个结论来解释。 

10.4.3  气漩流现象 

    当气体微粒团在压力梯度 而沿水平方向运动时，柯氏力对它有显著的影响，我们

用

0p∇ ≠

ρ 表示流体密度， 表示立体静压强，则气体微粒的运动方程是 p

d 12
d

p
t ρ
= × − ∇

v v ω                                 (10-45) 

解算此方程得到的气漩流轨迹如图10-9所示。 

 

图 10-9 气漩流 

 

 

 

 

 

 

 

 

 

 

    粗略计算，对于下水道道口的漩涡，其形成原理也是(10-45)式。本章节的目的不是详细

讨论力学计算问题，因为在有关力学书籍中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这里主要是讨论惯性力带

来的地球物理现象与绝对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说惯性是绝对空间的表征，其实，在我看来，爱因斯坦是 清楚的。爱因斯坦在相

对论首文中首先强调“讨论绝对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

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L可见，空间本不该对称”。他为什么这样对照起来说这句话，因为

爱因斯坦很聪明，他已经意识到地球自转中的惯性就是绝对空间的象征。所以他要让人们忽

略这个象征着绝对空间的惯性，而要让人们注意到麦克斯韦非对称方程引起的非对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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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爱因斯坦的这些“联想”事件，我不得不佩服爱因斯坦的聪敏才智。看来爱因斯坦因波

粒二相性获奖之后，在人的吹捧下，他 终是要改造空间，另造宇宙，让我们稀里糊涂地钻

进他那个梦幻世界里，从事他那种稀奇古怪的游戏变换——广义相对论。 

本章讨论绝对空间是依据牛顿力学原理来讨论的，之所以选择力学来讨论而不选择电磁

学和光学，这是因为电场磁场和光场的质量等于零，没有惯性，而且不占据绝对空间，因此

电磁学和光学不能鉴别绝对空间的存在性(除非观测遥远恒星光的偏差)，这也是爱因斯坦在

时空问题上纸上谈兵而使用方法不当的原因之一。他讨论空间是依据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旋度

场和光速不变假设。我们说他的这种选择是不对的，因为电场磁场和光场的质量等于零，没

有惯性，而且不占据绝对空间，因此电磁学和光学无法鉴别绝对空间的存在性，更何况非对

称旋度方程组带来的是数学空间，并非物理空间。 

说来也奇怪，物体质量大于零而且占据空间，所以物体具有惯性，电磁场质量等于零而

且不占据空间，所以电磁场没有惯性，这是物质与场的重大区别。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属性

差别呢？是速度吗？可能。既然物质占据空间而且有惯性，那么物质的 大速度就该小于光

速才合乎自然属性的逻辑。这里我们说的光子极限速度 是相当于源而言的，不是两个运动

者之间的相对速度。比方说光速是相当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其极限是 ，高速电子的速度 u

是相当于对撞机的相对速度，不可能超过 ，但两个高速粒子的相对速度 已经超过了 c 。 

0c

0c

0c 2u 0

本章定义的极限速度 是相对于发射源的相对速度，不是绝对速度，不可以戴上“宇宙

速度”这个帽子，我们只能说任何场的运动，它相对于源的相对速度不会超过 。既然这种

不占据绝对空间的场辐射速度是常数 ，那么占据绝对空间的物体运动显然不可能超过这个

数字。 

0c

0c

0c

在真空中存在 0 0( )ε μ， ，而在物质中存在 0 0( r )ε ε μ μ，r ，能否定义定义 0 0( )ε μ， 为以太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的大脑，左右着我的思想。因为，如果定义为以太，但是它却不拖曳

光速；如果不定义以太，但是真空中的光速又是 0
0 0

1c
ε μ

= ，而且，辐射的电场速度又与 0μ 有

关、辐射的磁场速度又与 0ε 有关。但是，关键问题还是：非均匀的地磁场和磁铁之磁力线跟

随地球以
43 10 m

s
× 的速度相对于 0 0( )ε μ， 运动，所有的磁力线不被 0 0( )ε μ， 拖曳，也不被

0 0( )ε μ， 压缩，所有的光速和电波速度也不被 0 0( )ε μ， 拖曳及压缩。而且，如果变化的磁场产

生变化的电场、新生的电场又产生新的时变磁场，犹如电容板之间的时变场，整个地球被时

变电场和时变磁场笼罩着，那么根本就无法测量与发现地磁场(因为地球是被 0 0ε μ， 笼罩着

的)。就目前的实验与工程实践来看， 0 0( )ε μ， 的作用只有三个：一是限制辐射运动的极限速

度，二是导致物体具有惯性，三是代表了绝对静止空间的存在。无论怎么定义 0 0( )ε μ， ，但是

有些关键内容还得定性：其一，分布在整个自由空间的静电场与静磁场随地球一起在自由空

间里作刚性运动、不会被 0 0( )ε μ， 拖曳而改变电磁场的分布状态；其二，电磁波和光波的辐射

具有刚性，不会因辐射源的运动而被 0 0( )ε μ， 拖曳，舞台上的激光束和雷达波束都是刚性的随

源而转动。并不因 0 0( )ε μ， 的存在而拖曳场。激光束和平行反射镜随地球一起运动将准确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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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在激光源上， 0 0( )ε μ， 不会拖曳光场。否则，如果两边都有反射镜，那么其光束(轨迹)将是

一个锯齿状路径，从而迈克逊-莫雷的干涉实验就不是零性结果了。；其三，时变电场与时变

磁场是独立辐射的。电容板上通过良导体(或超导体)施加高频电压源，则电容板间的电场辐

射速度是 ，如果该时变电场与传导电流一样的产生时变磁场的话，那么由于麦克斯韦定义

的

0c

0D c
EI s I
t

ε ∂
≡ =

∂
，这意味着电容短路、电荷无积累，即，电压源提供了近似无穷大的电流。

这显然不是事实。 

第四章曾经提到过，或许有的人士把 0 0( )ε μ， 定义为绝对空间。单就定义而言，我没什么

可指责的，反而认为值得研究，因为光速为什么受 0 0( )ε μ， 的限制？物体为什么具有惯性？或

许就是它们在起作用。但是，提醒注意的是 0 0( )ε μ， 不是物质也不是媒质，这样的空间或真空

并不影响光辐射的刚性，即，它不拖曳光速，也不占据物体的位置。它仅仅决定光辐射的极

限速度 和施加物体的惯性罢了。前面还提到过，电场、磁场和光场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们

不是物质也不占据绝对空间。所以

0c

0 0( )ε μ， 与场一样，不是物质也不是媒质，它不拖曳光速的

刚性运动，比如雷达波束在光场中运动一样，不受光场的拖曳。同样的，激光束在电场和磁

场中运动，也不被电磁场的拖曳。其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在第8章和第9章中论证而指出以太

不存在。即使您把 0 0( )ε μ， 定义成以太空间，但是光速实验证明 0 0( )ε μ， 没有拖曳光速。所以

光辐射仍然具有刚性。无论静态场随地球运动或是时变场随辐射源运动，至今无法测量到场

的运动被 0 0( )ε μ， 拖曳的现象；无论读者怎样定义空间，只要不拖曳电磁场和光场的空间都是

绝对的静止空间。在我们这个宇宙里至今还没有发现拖曳电磁场和光场的空间，所以我认为

目前我们这个宇宙里的空间是绝对的静止的空间，除非您飞到其他宇宙里改造空间或另造宇

宙。假如按照麦克斯韦理论，当磁铁运动时在自由空间产生了漩涡电场，即产生了漩涡位移

电流，那么这漩涡位移电流又产生了感生磁场，则由于感生磁场与原磁场方向相反、大小相

等，那么根本测量不到运动磁铁的磁场--这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实呀，如果按照麦克斯韦的

互生场理论，那么在充满 0 0( )ε μ， 的空间里是无法形成雷达波束的，更无法形成激光束。实际

上是，微波专家在实践中总结出独立矢量场的几何光学法、斯耐尔定理、惠更斯原理、菲涅

耳原理、洛仑兹磁力、契比雪夫多项式等等实现方法。另外，有一位同步辐射源专家问我：

光子是否是电磁波？我的回答是：NO！因为单就速度相同就认为物理本质相同，似乎太草率

了。光子的尺寸不可能比电子大，而形成电磁波需要电荷的震荡才能完成物理过程，因此从

尺寸上来看，两者不是一回事。火柴被点燃的火焰不可能是电磁波。萤火虫辐射的荧光，它

不能形成电磁波的物理过程，显然它不是电磁波。 X 射线或γ 射线应该是粒子流才对，辐射

过程中的疏密程度(几率)表现为波长λ。电磁波的波长满足 0c fλ= ，而粒子的辐射速度不

一定满足这个关系，我在这里仅仅是预料，需要高能物理研究所给出精确测量。无论 0 0( )ε μ，

是什么，但绝对静止空间是存在的。 

    本章主要是支持牛顿的自然时空观，并用牛顿定律解释了赤道线上的时钟变慢之原因。

可以说牛顿是我们这个宇宙里 伟大的科学家，他十分严谨的揭示了宇宙奥秘，为我们人类

 292



第十章  自然时空观 

奉献了毕生精力。遗憾的是，他的生命有限，他的时间无法膨胀，更无法倒流，所以未能揭

示第一推动力，也没想到光速将受到限制。可贵的是伟大牛顿面对未解之谜，没有假想、猜

想和狂想，更没有玩耍数学游戏。否则，将把我们这些后人对科学的研究引入歧途。 

   目前世界两大难题仍然是牛顿遗留下来的。宇宙第一推动的物理原因是什么？光辐射的速

度受到限制的物理原因是什么？虽然我可以用佛教语言来回答：万物自有定数，但这种回答

不是物理学语言。宇宙奥秘很深，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人们去揭示，但不是去创造奇迹。 
    物理学是反映客观的定律集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士也要学习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

神，对错误的东西拨乱反正。我们不可想当然，不可以用数学游戏去“创新”，更不可以像爱

因斯坦那样去创造奇迹、改造时空、另造宇宙。我们应该学习牛顿、伽利略和洛仑兹的实事

求是的科学精神，通过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归纳总结，揭示客观规律。因此我把本书起名为

“总结”，副标题起名为“解读”。希望有志人士进一步对广义相对论这个数学游戏进行拨乱

反正，祝愿天体物理学研究少走弯路，沿着正确的时空观去揭示更深层次的宇宙奥秘。迎接

科学的春天。 
本章结论是：本章证明了赤道线上的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证明了惯性力是绝对

空间的表征，也证明了科氏加速度是惯性力的作用结果，同时论述了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

的差别是显著的。换言之，本章进一步论证了牛顿-伽利略时空观是绝对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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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原来书名是“自然科学原理总结与拨乱反正”，副标题是“裁决两派顶级科学家之

间的三大纠纷”，经专家审稿后改成现在的书名。作者我也意识到原来的书名措辞欠妥，而且

书中形容词难听，现在已经进行了修改。但是由于我的词汇缺乏，加之性格原因，不知道用

什么修饰词比较好，可能还存在个别难听的措辞，不像牛顿巨著那样，和风细雨，娓娓动听。

因此，当读者您看见难听之词的时候，一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另一方面还请您多多谅解。 
我反复在想，本书论述是否有误？本书推导是否有错？翻来覆去地寻找，总是找不到错

在何处。本书出于对牛顿巨著的崇拜，起名为“自然科学原理”，之所以后缀“总结”，是因

为：第一，没有自己的猜想，更没有自己的狂想，而是在分析众多物理实验和人类工程实践

的基础上进行的归纳总结。特别是电场波和磁场波的独立辐射是伟大赫兹实验逻辑，物理书

籍上也有此类介绍，其差别是分析结论不同，从而导致物理观念上和数学模型上的纠正，这

也是来自赫兹和洛仑兹的贡献，并非我凭空臆造；电磁波的辐射速度(或光速)具有叠加性也被

大量工程实践所应用，真实可靠，而且服从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并非我的光速假设；在否定

麦克斯韦旋度方程的过程中涉及到电磁波(和光波)本性不是能量的观点，也是归纳众多物理实

验而得出来的必然结论，并非我在哗众取宠。第二，就本书内容而言，是关于自然科学若干

历史问题的纠正，涉及到重大历史物理实验的看法和习惯性观念，比方说 T.Yang 的干涉被习

惯性说成是能量的干涉等等，本书就是全面考察相关实验，梳理问题，理清思路，归纳总结，

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假设和另造模型去惊讶科学界，因此本书的成就归功于前辈物理学家们，

是他们的辛勤实验奠定了本书的基础。第三，书中的数学公式是当今《数学手册》里的内容，

并非我编造的数学游戏，而且书中推导无误。第四，就本书出发点而言，此书是对两派顶级

科学家之间的三大纠纷进行关注和研究，研究中才发现旋度场理论和狭义相对论是在错误的

根基上建立起来的错误理论，其论点、论据、推导过程都错了。特别是狭义相对论的错误，

它错得无边无际，谁也无法挽救，即使把天体物理现象的观测戴上广义相对论的头衔，也无

济于事。因为，本书对狭义相对论的论点、论据及其数学工具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用牛顿

定律和光速叠加原理重新解释了历史上重大异议的物理实验(包括 Michelson-Morley 实验和

Compton 伦琴射线散射实验)。此外也用广义洛仑兹磁力解释了所有电磁感应现象，结合广义

洛仑兹磁力和伟大赫兹实验逻辑解释了无线电工程应用和电磁产品。总之，本书认为麦克斯

韦旋度场理论和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是在错误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错误理论。 
   两位著名科学家如此失误，什么原因造成的，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就这事儿，我还琢磨了

多日。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问题，当时是以太说占据统治地位，麦克斯韦旋度理

论诞生于以太，并把以太与导体等效起来论述电位移，而且当时人们不认识电荷更不认识电

流的本质。迈克逊-莫雷实验诞生于以太，洛仑兹变换是为了解释以太说的干涉实验也默许以

太，从而促使了爱因斯坦一根筋地去钻研“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可测与不可测”这个表面现象。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以太说的旋度理论和以太说的干涉实验作为狭义相对论的依据，或许如

果没有以太说的洛仑兹假设作为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从而也就没有试图解释“相对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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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运动可测与不可测”的狭义相对论。因此说，这是以太促成了相对论，也是以太坑害了爱

因斯坦半辈子。除此之外，也有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原因。 
我还记得中国四川省岳池县第一中学和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的老师们都说过这样三句话：

搞数学，推理逻辑是关键；搞物理，概念内涵是关键；搞化学，方程平衡是关键。 
专利局工作特长的爱因斯坦先生研究物理却不去紧扣物理概念和内涵，反而用纯数学假

设去认识物理性质。相对论离不开洛仑兹变换这个有趣的数学游戏，从它的开始到它的结束

全是从数学游戏到数学游戏，似乎他要用数学游戏去指导物理实验，似乎他要用数学游戏去

改造空间和另造宇宙。诚然，作为 25 岁的爱因斯坦很有才华，他在光电效应的研究中把光电

二极管与黑体辐射联想到一起，年轻有为，很不简单；他在光波干涉研究中就把惯性中的

Coriolis 力与电磁感应及麦克斯韦电动力学问题联想到一起，我真心佩服他的联想智慧！他的

思想有多远，他创造的奇迹就有多远。但爱因斯坦是人不是神，我们不可以因“波粒二象性”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声誉就把错误的相对论当作神灵。他对物理现象缺乏广泛而深入的

物理概念研究，所以他创造的相对论确实是错了，错得无边无际，而且把物理学的发展方向

带进了一个死胡同。但是，正是因为他把物理学史上的个别错误推向到极端时，才使得我们

萌发了对物理学定律的总结与纠正，也正是因为他在相对论首文中的联想事件，才使得我们

在考察相对论真伪性之过程中看到了物理学史上还存在遗留问题，也正是因为他的那些联想

事件，才使得我们找到了推翻相对论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得感谢爱因斯坦先生，

是他的极端性错误才激怒我们奋发图强去推翻他的结论及其连带结论。 
哲学博士麦克斯韦前辈的互生场理论是一半数学问题，一半物理问题。麦克斯韦使用数

学公式，却不关注公式的使用条件，使用物理方程，却不关注物理概念，只管把方程代进去

实施旋度运算。也如洛仑兹所指出的那样：“赫兹铲除麦克斯韦方程中的势是正确的，……麦

克斯韦从不相信电荷实体，总是以他的电位移代替电荷体，人们也很难理解他指的电荷是什

么，他也从不问及电磁场是怎么产生的，在他的理论中，似乎电磁场来自无穷远处，一种不

需要源的场；……电荷的运动才是产生一切电磁场的根源”。麦克斯韦的想象力很丰富，他认

为电既不是点也不是面或体，而是以太在电动力扭拉下形成的电位移，于是传导电流等于以

太位移电流并向以太空间传播，从而他第一个预言到电磁波的存在，促使了赫兹实验早日进

行。但他给出来的物理概念和数学模型错了，这在当时科学研究的历史局限下，在没有诞生

金属电子理论的认知环境下和以太风流行的环境下，麦克斯韦先辈的错误是难免的。而且，

如果没有麦克斯韦先辈对电波的预言及相对波速的确定，我们这个世界文明将推迟几十年，

因此说，麦克斯韦先辈为人类进步而贡献的功劳是首位的，他的理论错误是科学历史局限性

和科学研究曲折性的必然。 
本书总结了相关的物理学定律，推翻了狭义相对论的理论体系，进一步论证了牛顿-伽利

略时空观的正确性；否定了麦克斯韦互生场的理论体系，揭示了广义洛仑兹磁力的普适性，

并给出了电波的产生机理和辐射场模型；解决了物理学遗留的三大疑难问题及其连带问题。

唉！但愿云开雾散，也祝愿天体物理学研究少走弯路，沿着正确的时空观去揭示更深层次的

宇宙奥秘，迎接科学的春天！ 

 295



后 语 

 

Epilogue 
The former name of this book is Natural science principle summary and set things right, the 
subhead is Judging the three great refutes between two schools of top scientists, it changes to the 
present name（Natural science principle summary，the subhead is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important 
difficult problems of physics law） after being read by the press, as the author I also realized that the 
former name is not good, and the wording of the article was unpleasant, it is modified now, but 
because my vocabulary is short, and also the reason of my character, I don’t know it is better to use 
which modification words, there still probably exists individual unpleasant words, not like Newton’s 
great work, which is pleasing, gentle and mild. So if you see any unpleasant word, please bring 
forward your precious ideas and understand. 

 
I have been repeatedly thinking- is there any mistake in the book? Is there any mistake in the 
deduction? However, I can not find any mistake after searching over and over. The reason why this 
book is named as “Natural science principle”, it is because I worship Newton’s  mathematics 
Principle of Natural and philosophy. The reason why this book is suffixed as “summary”, it is 
because: First, no self-conjecture and even more no self-fantasy, and it is the summariza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massive physics experiments and human project practice. Particularly, the 
independent radiation of electric field wave and magnetic field wave is the great Hertz experiment 
logic, there is certain introduction in physical book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analytic results are 
different, which leads to the correctness on physical concept and mathematic model, which is also 
from the contribution of Hertz and Lorentz, which is not fabricated by myself without any reason; 
the superposition character of the radiation speed of electromagnetic wave(or light velocity) has 
also been used by many project practices, which is truthful and reliable, and obeys Galileo relativity 
principle, which is not my light velocity hypothesis; the opinion that the essence of electromagnetic 
wave(and light wave)is not energy is referred during negating Maxwell Curl Equation, which is the 
necessary conclusion from concluding massive physics experiments, and I am not claptrap. 
Secondly, as for the content of this book, it is about the correctness of 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of 
natural science, which refers to the opinions and chronic idea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physical 
experiments, for example, T.Yang’s interference is chronically thought as the interference of energy 
and so on, this book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s relative experiments, integrates issues, clarifies 
thought, make conclusions, and never bring forward self hypothesis and construct model in addition 
to surprise the scientific circle, so the success of this book attributes to the senior physicists, it is 
their sweat experiments which settle the basis of this book. Thirdly, the mathematic formulas in the 
book is the content in current math manual, not the mathematical games that I fabricated, and the 
deduction in the book is correct. Fourthly, as for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book, this book is th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to the three great refutes between two schools of top scientists, during the 
research it was discovered that Curl Theory and Special Relativity are error theories based on error 
root, its issue, argument, deduction are all wrong. Especially the error of special relativity, which is 
horribly wrong, no one can save, even put the observation of astrophysics phenomenon on general 
relativity’s rank, it is also useless. Because this book totally negates the issue, argument of special 
relativity and its mathematical tools, and uses Newton law and light velocity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to re-explain the important dissent physical experiments in history(including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and Compton experiment). Furthermore it also uses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to 
explain all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phenomenon, associates general Lorentz magnetic force and 
great Hertz experiment logic to explain the application of radio engineering. In total, this book 
thinks that Maxwell Curl Field theory and Einstein special relativity are error theories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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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root. 
 

What’s the reason for the two great scientists to make such a mistake? I am very confused about it. 
As for this, I pondered about it for many days. The main reason is because of the science 
development level at that time, ether theory was dominant then, Maxwell curl theory was born 
based on ether, made ether and conductor equivalent to discuss electric displacement, and people 
had no knowledge of charges and even more no knowledge of the essence of electric current.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was born based on ether, Lorentz transformation was to explain the 
interference experiment of ether theory and also consent ether theory, which impelled Einstein to 
devote himself to research “measurable and immeasurable relative to the motion of ether” such 
superficial phenomenon. In other words, if there had been no Curl Theory of Ether Theory and the 
interference experiment of Ether theory as the basis of special relativity, or if there had been no 
Lorentz hypothesis of Ether Theory as the mathematical tool of special relativity,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attempt to explain the special relativity of measurable and immeasurable relative to the 
motion of ether. So it is ether which causes relativity, it is also ether which trapped Einstein half of 
his life. Besides this reason, there are also other reasons on the research means and mode. 

 
I still remember the teachers of Sichuan province Yue Chi County NO1 Middle School and China 
Electronic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 said such three words , logical deduction is 
essential to math,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are essential to physics, and equation equilibrium is 
essential to chemistry’. 

 
Mr Einstein researched physics but didn’t stick closely to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physics, 
but used pure mathematical hypothesis to realize physics character. Relativity can’t leave Lorentz 
transformation such interesting mathematical game, from its beginning to its end is from 
mathematical game to mathematical game, it seems that he wants to use mathematical game to 
direct physics experiment, it seems that he wants to use mathematical game to change space and 
construct another universe. To be true, as a twenty-five-year old Einstein, he is very talented, he 
associated photoelectric diode and black body radiation in the research of photoelectric effect, 
young and capable, very talented; he associated Coriolis force in the inertia with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issue and curl field issue in light wave interference research, I really admired his 
association talent from my heart! How far his thought is, how far the miracle that he created is. But 
Einstein is a man not god, We can’t take error relativity as god because “ Wave-particle Dualism” 
was obtained the reputation of Nobel Physics Prize. He lacks broad and deep physical concept 
research on physical phenomenon, so the special relativity that he created is really wrong, horribly 
wrong, and brough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hysics into a blind alley. But it is just because he 
pushed individual errors of physical history to climax, which makes us burgeon the conclusion and 
correctness to nature science principle, also it is just because of his association event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relativity article, which makes us see that there still exists bequeathed issues in 
physical history during investigating the truth of relativity, also it is just because of his those 
association events, which makes us find the way to negate relativity, as far as this concerned, we 
have to appreciate Mr Einstein, it is him who inspired us to work hard to negate his conclusion and 
its derivative conclusions. 
 
Maxwell Curl Theory is a half math issue and a half physical issue; he used mathematical formulas 
but paid no attention to the condition of using the formula; used physics equations but pai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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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to physical definition, just applying the equations to calculate the curl. As it is pointed out 
by Lorentz：“It is right for Hertz to eradicate the power of Maxwell equation, but Maxwell never 
believed charges entity, always used his electric displacement to replace charges, it is also very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what the charges that he referred to is, he also never cared about 
how electromagnetic field was produced, in his theory it seems that electromagnetic field is from 
infinite distance, a field that does not need source, only the motion of charges is the root to produce 
all electromagnetic fields”, field does not produce field. Maxwell’s imagination is powerful, he 
thought that electricity is not point nor face or solid, but the electric displacement formed when 
ether is pulled by electrodynamic force, so conductive current equals displacement current and 
spreads to ether space, thereby he is the first one to predict the existence of electromagnetic wave, 
which caused Hertz experiment to process soon. But the physics concept and mathematical model 
that he gave out are wrong, and Maxwell senior’s errors are inevitable under the historical limit of 
physics research at that time, the cognitive environment that metal electronics theory was not born 
and the environment that ether was popular. Furthermore, if there had been no the prediction of 
electric wave and limit of wave speed from Maxwell senior, our world civilization will be delayed 
dozens of years, so the contribution that Maxwell senior contributed to human progression is 
primary, his theory error is historical limit and the necessity of science sinuation. 
 
For the publicizing science truth, welcom you to press this book in English. 

 
Zengqingping  OCT. 2008 

288#, Huangpu Street,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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