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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理学源于哲学，物理学不该与哲学发生冲突 

    物理学源于哲学。哲学是物理学的基础；物理学是哲学
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和量化。物理学研究必须坚持唯物主
义、反对唯心主义和神创论。将人们能够通过各种观测和感
知确认的物理现象和规律，纳入科学的范畴。将人们在已有
的物理现象和规律的基础上外延而得到的、但没有被验证的
预测和设想，纳入假说的范畴。科学是确定的、正确的；假
说不一定是正确的。只要物理学与哲学发生冲突，二者必有
一个存在问题。 



2 意识是物质的一种高级有序组织形式 

    传统哲学认为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
种观点是片面的和局部的。没有真正全面认识物质与意识的
关系问题。意识是物质在动物体内的反映, 是物质的一种高
级有序的组织形式。意识可以反作用于物质, 改造物质世界

和意识本身。 



3 物质命名方法 

    当前人们称由“反质子”和“反电子”等“反粒子”构
成的物质为“反物质”。然而，这些“反”字开头的东西，
不是逻辑错误，就是不存在。在对物质进行分类和命名时，
应遵循在大类名词之前加特征词的命名方法。应将“反物质”
更名为“异构物质”。 



4 唯物主义时空质能观 

（1）时间是单向的、均匀流逝的、无始无终的，不会倒流。 

（2）空间是三维的、无边无际的、各向同性的；空间没有物质属性、
不会弯曲；在数学中，多维变量可以称作多维空间；在物理学中，不存
在大于三维的物理空间；数学中的多维空间，不能直接移植到物理学中；
只有在维数小于等于3（不包含时间）时，可以对应。 

（3）时间和空间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是描述物质世界的基本量，是
定义之后就不再变化的。 

（4）没有质量为零的物质，只要是物质，其质量就大于零；物质不灭、
质量守恒。 

（5）物质内的能量在不同形式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但总能量不变。 

（6）质量与能量不能相互转化。 



（7）原子能源于原子内的能量；原子能的释放是粒子带着其质量和能
量一起转移了；放出能量的物体的质量减少了，能量也减少了；接收能
量的物体能量增加了，质量也增加了；物体放出原子能的过程就像用枪
发射子弹一样，子弹带着质量和能量一起转移了。 

（8）运动不会产生长度变化、时间变化和质量变化，不存在光障。 

（9）宇宙只有一个，不存在反宇宙；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不存在反
物质。 

（10）不存在只吸收物质而不放出物质的黑洞，也不存在只放出物质而
不吸收物质的白洞。 

（11）不存在以太。 

（12）光和电磁波是具有波动特性的粒子流。 

（13）不存在超距作用。 

（14）不存在二维生物和物质。 

（15）不存在“上帝”粒子。 

（16）场是由微小的粒子组成的。 



5 光的本性、光的传播规律和超光速现象 

（1）光的本质是一种粒子，群体行为具有类波特性。 

（2）光子相对于光源的速度就是光子的逃逸速度。 

（3）目前尚没有精确的测量光速的方法。 

（4）光的反射、散射、折射和透射都是物质对光的吸引、吸收和再发
射现象。 

（5）星光相对于地球的速度，越接近地球，越接近于地球上光源发出
的光相对于地球的速度。 

（6）两个物体之间的相对速度超过光速是正常的。 

（7）中微子相对于发射源的速度大于光速是可能的。 

（8）如果站在固定参照系观测到的是正常影像，那么乘超光速运载工
具观测到的就是回放的影像，回放速度随运载工具的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9）速度不会影响时间流逝速率；超光速不会导致时间倒流；不存在
时空隧道。 



6 狭义相对论的错误以及狭义相对论不容易
否定的原因 

    狭义相对论源于对光速测量结果的错误解释：将光子相对于光源的
速度硬性规定为是相对于任意参系的速度。狭义相对论的本质为： 

    （1）“同时性的相对性”是个伪命题，它是通过偷换概念、转移
前提，并混淆了感觉与存在、映象与实在而炮制出的产物。 

    （2)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即洛仑兹变换，是一组人为拼凑出的自
悖的数学式，毫无科学价值。 

    （3）狭义相对论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实践验证。所谓的“实验验
证”有些是炮制出来的，有些是强硬贴上狭义相对论的标签。 

    （4）狭义相对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和错误的数学推导的基础上
的一种荒谬的理论体系，是科学体系中的一颗毒瘤，是限制科学发展的
紧箍咒，是穿着科学外衣的一种宗教。 

http://www.n63.com/


    狭义相对论不容易否定的原因主要是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盲目崇拜
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主要表现为： 

   （1）挥舞政治大棒； 

   （2）把尽可能多的科技成果贴上相对论的标签； 

   （3）进行人身攻击； 

   （4）理论问题不许理论否决； 

   （5）把检验的难题推给对方； 

   （6）错误必须称为佯谬； 

   （7）回避致命点； 

   （8）充分利用现有制度维护本派利益； 

   （9）坚持厚脸皮永不认错。 



7 运动物体观测论 

    为了解决运动物体的观测问题, 先论述了光速是光子相
对于光源的速度, 介绍了光在纯粹的空间中和介质中的传播
特性; 提出了运动参考系时空、视时空和静止参考系时空的
概念; 分别导出了物体在纯粹的空间中和移动的介质中运动
时,运动参考系时空、视时空与静止参考系时空的相互关系。
运动物体观测论解决了运动物体的观测问题, 运动不会产生
长度变化、时间变化和质量变化, 不存在光障。 



8 用物体与微粒子的动量交换假说解释万有
引力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但两个物体之间是如何吸引
的, 一直是物理学界的一个迷。引力子、万有斥力、亚光子海洋等假说, 
都存在缺陷, 都没有圆满地解释引力的来源。假设: (1)空间中分布着
以一定速度做类似分子热运动的微粒子; (2)物体在微观结构上是不连
续的, 组成物体的粒子之间有空隙, 可以让部分微粒子穿过; (3)微粒
子传给物体的动量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用物体与微粒子的动量交换说
比较好地解释了"万有引力"的来源和计算公式; "万有引力"是物体与微
粒子的动量交换在两物体连心线上产生相互靠近的力的一种等效表达; 
"万有引力"系数G仅对地球附近天体精确; 两物体间的"万有引力"与它
们之间的中介物质有关; 不存在引力子。 



9 用电质子假说解释电荷的本质、电荷相互
作用原理与库仑定律 

    电荷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电荷有两种？为什么同种电荷相斥、异种
电荷相吸？为什么符合库仑定律？这些都是物理学的最基本问题。假设
宇宙中存在一种物质微粒，暂称电质子，如果某个物体中含有的电质子
多于其期望值，呈过剩状态，就呈正电性；如果某个物体中含有的电质
子少于其期望值，呈缺乏状态，就呈负电性；如果某个物体中含有的电
质子等于其期望值，呈饱和状态，就呈中电性。带电物体有向空间交换
带电和不带电的微粒子以达到其中性状态的性质。两个带电物体之间的
作用力，是通过交换带电和不带电的微粒子实现的。同种电荷相互排斥，
异种电荷相互吸引。 



10 评“自然评出的2012年五大挑战性科学实
验” 

    逐条分析了《自然》评出的五项前沿实验:(1)寻找外星
生命的"蛛丝马迹",(2)看穿手性分子的"镜像",(3)寻找额外
的空间维度,(4)捕捉引力波,(5)对千克进行重新定义。得出
了前两个实验是近期不可能实现的伟大理想,后三个是将物
理学拉向泥潭的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