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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顿第三定律已经被证明是错的, 有实验的视频的佐证, 也有严谨的有 

力的论文的证明. 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得到的, 就是对牛顿第二定律的新的证明. 

新的牛顿三定律, 将成为更准确, 更有效的力学原则, 指导新的力学体系的 

推导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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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文将以无可辩驳的理论论证, 证明新的牛顿力学, 新的运动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 新的牛 

顿力学和运动定律, 将是基础物理学和力学的新的指导. 基础物理学和力学, 将呈现一个崭新的 

面貌. 几项基础物理学和动力学的实验 [1,2] , 对新理论的证明给予了支持. 和先期的几篇关于牛顿 

第三定律的论文 [3,4] , 是此项研究的初始. 

1  第一运动定律 

第一运动定律就是惯性定律 [5,6] . 它保持不变, 即: 任何物体都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 

态, 直到其它物体所作用的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2  新第二运动定律 

古典力学的第二定律 [5,6] 是错的, 因为按照:＂物体所获得的加速度的大小与合外力的大小成 

正比, 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 [5,6] 第二定律的数学表达式是: 

(2.0.1) F ma = 

和 (2.0.2) 

2 

2 

d l F m 
dt 

= 

不难看出, 当 F 确定时, 式中 m 和  a 以反比例变化. 那么假如 m 变化 x倍或 1/x倍, 则: 

(2.0.3) 

2 2 

2 2 

d l d l x F xm xm 
xdt dt 

= ⋅ = ⋅ 

(2.0.4) 

2 2 

2 2 

m xd l m d xl F 
x dt x dt 

= ⋅ = ⋅ 

都是意味着, 代表物体位移量的 l 要以反比例变化. 这就是古典力学的第二定律的错误之所在. 

力所表征的是使物体发生运动改变的能力, 而对这种运动改变的测量, 必须具有标称的测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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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导数的性质, 这时标称单位显然就是时间 t . 而作为测量的另一个元素(即位移量)l , 则是可 

变的. 位移量 l 与时间 t , 对于物体的运动变化, 显然前者是直接与力F 的大小相关的. 而它既可 

能大也可能小, 则如何确定在位移量 l  大的时候和小的时候, 不同的条件对力 F 的确定和测量是 

公正的呢? 

事实上, 这时对力的测量和计算不可能正确. 因此古典力学的第二定律是错的. 

2.1  新第二运动定律的偏微分公式 

新第二运动定律表征, 物体受到外力作用, 其所获得的加速度, 与外力的大小密切相关. 而 

此时的关键是, 在测量和计算中, 关于物体运动的改变, 是以位移量 l 为标称单位. 所以这时要用 

到偏导数 [7,8] . 设: 

(2.1.1) 
( )  2 ,  l F m f l t m 

t 
= ⋅ = ⋅ 

使力 F 对位移量 l 求偏导数: 

(2.1.2) 

( ) ( ) 
0 0 

, , 
lim lim 
l l 

f l l t f l t F F  m 
l l l ∆ → ∆ → 

+ ∆ − ∂ ∆ 
= = ⋅ 

∂ ∆ ∆ 

这说明, 在每一次计算中, 力 F  是以位移量 l  为标称计算单位. 每一次标准的计算或测量, 

位移量 l 既是计算的单位, 又要取确定的同一的计算数值. 

所以, 新的运动第二定律, 力的偏微分是: 

(2.1.3) 
l 

F d F dl 
l 

∂ 
= 

∂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 

(2.1.4) 
2 2 0 0 

lim lim l  l l 

l d F F m 
t ∆ → ∆ → 

∆ 
= ∆ = ⋅ 

∆ 

若将公式记为: 

(2.1.5) 
2 2 0 0 

lim lim 
l l 

l F F m 
t ∆ → ∆ → 

∆ 
= ∆ = ⋅ 

∆ 

则更直观. 为了计算的方便, 新的计算方法即产生出来: 

(2.1.6) 
2 2 2 2 0 0 

lim lim 
l l 

l ql F F m m 
t q t ∆ → ∆ → 

∆ 
= ∆ = ⋅ = ⋅ 

∆ 

这叫做＂逆导数＂或＂反导数＂. 是在分子的变量趋近于零时的分数的极限. 

2.2  新的计算方法 

因此新的计算方法产生出来了. 即函数: 

(2.2.1) ( ) x f y = 

逆导数(反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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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 ) ( ) 0 0 

lim lim 
y y 

qy y y y y 
qx x f y x f y ∆ → ∆ → 

  ∆ ∆ 
= = + −     ∆ ∆   

qy 和 qx 当然即是变量 y 和 x 的逆微分(反微分). 

逆导数与导数有着本质的区别, 导数的微商与因变量 y  是正比关系; 而逆导数的逆微商与因 

变量 x 是反比关系. 

逆导数也有二阶三阶等…, 二阶逆导数是将因变量 x 乘方: 

(2.2.3) 
2 2 

1 qy qy 
qx qx q x 

  
=   

  

因为导数的微商与逆导数的逆微商, 是各自以分母和分子为自变量. 因此在逆导数中计算速 

度与加速度, 与导数中也是不一样的. 

当以分子为自变量计算速度时, 假设: 

(2.2.4) 
0 

0 

l U 
t 

= 

是最初的平均速度. 而之后速度发生变化: 

(2.2.5) 
1 

0 

l U 
t t 

= 
− 

这是对平均速度的计算. 而这时对于加速度: 

(2.2.6) 
( ) ( ) 

( ) 0  2 
0 0 0  0 

l l l l a t t 
t t t t  t t 

    
= + − − =       − −     

式中(t - t 0)是实际经历的时间, 所以它可以以一个确定的时间 t 来表示. 

那么逆导数对速度的表示: 

(2.2.7) 

ql u 
qt 

= 

而逆导数的加速度则是二阶的: 

(2.2.8) 
2 2 

ql a 
q t 

= 

逆导数计算速度和加速度, 所不同的只是其分子取固定数值. 即移动的距离取固定数值, 而 

经历的时间则可能不同. 至于其速度和加速度的实际概念, 则基本上是相同的. 

此外, 因为逆导数的因变量 x 与逆微商是反比, 而二阶逆导数的因变量 x 与逆微商则是反比 

平方, 即因变量 x 若变化  β 倍, 二阶逆微商即反比变化  β 2  倍. 此种情况即导致了新第二运动定 

律的产生. 与古典力学第二运动定律有了本质的不同. 

似这样逆导数和逆微分的原理, 对物理学和工程学的计算, 必会大有裨益. 

2.3  新第二运动定律的特征 

以反导数计算作用于物体的力, 将产生奇异的效果. 

偏微分公式(2.1.3)和反导数公式(2.1.6), 即是关于物体的力的计算的新的正确的公式. 而 

公式(2.2.1)_(2.2.3), 又说明了反导数的逆微商与因变量 x  , 是反比或反比平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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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体的运动中, 力 F 与物体的质量 m 和位移量 l  成正比, 与时间 t 成反比. 因为在逆导数 

计算中, 是取△ l  趋近于零时的极限. 所以在此种计算中, 对应于力 F 的变化的, 只应有变量 m 
和 t  , 即物体的质量和时间. 

根据物质运动的原理, 力 F 与物体的质量 m  成正比, 而与时间 t 成反比. 因此当质量 m  或 

时间 t  以反比变化相同的倍数时(例如  β 倍). 即: 

(2.3.1) 
2 2 

ql F m m a 
q t 

β β β = ⋅ = ⋅ 

(2.3.2) ( ) 2 2 

ql F m 
q t 

β 
β 

= ⋅ 

力 F 也变化  β  倍. 但是这时在式(2.3.2)中的, 等号右边的绝对值却不一样了. 

(2.3.3) ( ) 
2 

2 
2  2 2 2 2 2 2 

ql ql ql m m m m a 
q t q t q t 

β β 
β β 

⋅ = ⋅ = ⋅ = ⋅ ⋅ 

即这时等于是加速度  a 被乘以了  β 2  倍. 因此这是非常奇异的, 两种情况力的变化是一样的, 

但其等式右边(质量与加速度的积)的绝对值却不一样.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变量m和 t 分别是一次和二次函数. 所以导致变量 t 在变化时, 其变化的 

倍数被乘方. 在以上计算中, 因为函数的次数是不同的, 所以两部分的倍数的计算是不能相混淆 

的. 例如在以上式中, 是加速度  a 被乘以了  β 2  倍, 而绝不是质量 m  的倍数变化. 

变量的次数是一次还是二次, 是决定此种差异的原因. 根据此理, 所有的一次函数的变量之 

间, 都是正比或反比的关系. 这时在计算中, 这些变量的变化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转换之后函数 

的值不变. 例如式(2.3.1)和(2.3.2), 以及: 

(2.3.4) 

( ) 
( ) ( ) 2 2 

ql ql ql F t m t m m m u 
q t qt q t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力 F 的冲量. 可见力 F 变化  β 倍, 逆导数的变量 t 变化 1/β  倍, 其冲量也变化  β 倍. 这时 

逆导数的微商即速度 u  , 也是一次函数. 因此在力的运算中的, 变量 F,m ,t 以及 u  之间, 都是 

可以相互换算的. 只有加速度  a 作为二阶逆导数的微商, 是二次函数因此即不能与其它变量, 直 

接以正比或反比来换算. 

2.4  定义新第二运动定律 

那么现在就可以对新第二运动定律, 做一个总结. 

新第二运动定律的表达式是: 

(2.4.1) 
2 2 2 2 0 

lim 
l 

l ql F m m ma 
t q t ∆ → 

∆ 
= ⋅ = ⋅ = 

∆ 

它也是物体的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 但是因为其中的加速度  a 是逆导数, 所以虽然力 F 与质 

量 m  是正比关系, 而力 F 与加速度  a 却是正比平方的关系. 两者不是简单的同比例的关系. 因 

此在等值换算时, 加速度  a 必须每变化  β 2  倍, 才与力 F 或质量 m  变化  β 倍相当. 

这说明古典力学的第二运动定律中, 力 F 与质量 m  和加速度  a 成正比的观念是错的. 这一 

点可以通过精密的传感器测定来证实. 

例如一个转动体上的物体, 它的惯性离心力(是可测定的)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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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2 u F ma m 
R 

= = ⋅ 

当物体转动的线速度 u 变化  β 倍时: 

(2.4.3) 

( ) 2  2 2 
2 u  u F m m m a 

R R 
β β β β = ⋅ = ⋅ = 

它的向心加速度变化  β 2  倍, 而它的力 F 变化  β  倍. 这一点必然是可以通过压力传感器来精 

确测定的. 测定结果力 F 究竟是变化  β 倍还是  β 2  倍, 即决定是新第二定律对, 还是古典力学第 

二定律对. 

因此新运动第二定律确定, 力是物体的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 但其中的质量 m  与力 F 是正比, 

而加速度  a 与力 F 是正比的平方. 因为这一原因, 同样压力强度的力, 当物体的质量 m  不同时, 

其加速度  a 也不同. 所以其质量 m  与加速度  a 的乘积的值也不同. 即一个标定压力强度的力, 

它会有多个不同的, 质量 m  与加速度  a 的乘积的值的组合. 而因为在力 F 中, 质量 m  与加速度 
a 不是同比例的, 所以在计算时两者变化的倍数, 是不能简单地直接地来加以转换的. 在方程中 

两者的值, 一般也应该单独表示, 而不能加以混淆. 

此外, 新第二运动定律的逆导数计算, 与古典力学第二运动定律的导数计算, 概念上也有着 

显著的区别. 例如古典力学第二运动定律中的导数是求瞬时的作用力 [5,6] , 而新第二运动定律中的 

逆导数却是求力在极小位移量时的强度. 两者的物理性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 

2.5  单位力的作用周率 

因为新第二运动定律的方程, 是使位移量 l 趋近于零而求极限. 所以这时方程曲线的斜率, 将 

由时间变量 t  决定. 因此这时的计算, 显然是以位移量 l 为反复计算的单位. 

新第二运动定律: 

(2.5.1) 
2 2 

ql F m ma 
q t 

= ⋅ = 

当力 F 保持不变, 质量 m  变化  β  倍: 

(2.5.2) 
2 2 2 2 

ql a F m m 
q t 

β β 
β β 

= ⋅ = ⋅ 

时间变量 t  也要变化  β 倍, 而且还要乘方. 

在逆导数和二阶逆导数中: 

和 (2.5.3) 

ql u 
qt 

=  2 2 

ql a 
q t 

= 

逆微分 ql 是不变的, 可视为常量, 也可视为一个计算的单位, 因此称其为周. 而逆微分 qt 是 

可变的变量, 它的变化决定逆微商和二阶逆微商的变化率, 因此称其为率. 逆导数和二阶逆导数 

是周与率的结合, 周率即代表逆导数 u 和二阶逆导数 a 的值或其变化. 

由公式(2.5.2)可见, 当力 F 保持不变, 质量 m  变化  β 倍时, 二阶逆导数的率也要变化  β 2 

倍. 说明当力 F 相同时, 不同质量 m  对应的二阶逆导数的率 qt, 也不同. 实际上在此种情况, 质 

量 m  与逆导数的率 qt 是等比的. 

所以, 在单位确定的逆微分 ql 的周中, 通过逆微分 qt 率的变化, 导致逆微商的值的变化. 此 

种情况很重要, 在以下的新第三运动定律的推导中, 将直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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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单位作用力的特征 

根据新第二运动定律, 确定强度的力, 作用相同距离, 对不同质量的物体, 产生等值的冲量, 

即同等大小的动量. 例如: 

(2.6.1) 
2 2 2 j 
ql ql ql J F t m qt m m 
q t qt qt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式中当质量m  变化  β 倍, 逆微分 qt  (即率)也等比变化  β 倍. 力的冲量是等于, 将逆微分 qt 
的二次约去一次. 因此方程最后的结果, 与质量m  和 qt 没发生变化时一样. 说明同样的力, 作用 

相同距离, 对不同质量的物体, 形成同样的冲量. 

此外, 当力的强度是确定的, 其作用的距离与其产生的冲量成正比. 例如: 

(2.6.2) 
2 2 j 
ql ql J F t m qt m 

q t qt 
β β β β 

  
= ⋅ = ⋅ ⋅ = ⋅   

  

式中冲量变化的倍数  β  , 即逆微分 ql 的等比例变化倍数. 此种原理在宏观计算中也适用, 例 

如: 

(2.6.3) 
2 j 
l l J F t m t m 

t t 
β β β β 

⋅ 
= ⋅ = ⋅ ⋅ = 

很多宏观事物中的物理量, 都适合典型的逆导数计算. 例如, 使螺旋弹簧释放确定长度时的 

力; 火药在导管中爆燃时的力; 体育比赛中的规定距离的赛跑等…… 

因此, 逆导数计算与新第二运动定律, 对力与物体的运动, 具有普遍的和广泛的意义, 并且 

产生重要的和很奇异的影响. 

2.7  新第二运动定律的动力方程 

如前所述的, 当力的强度是确定的, 其作用的距离与其产生的冲量成正比. 因此这时可认为 

是力的大小发生了变化. 因此, 新的具有动态作用力属性的, 力的表达式即形成了: 

(2.7.1) 
2 2 2 q 
Dql D F m 
q t D 

⋅ 
= ⋅ 

⋅ 

这实际是由以下方法转换而得: 

(2.7.2) 

2 

2 2 2 q 
ql D F m 
q t D 

= ⋅ ⋅ 

显然这是对新第二运动定律公式的一种等值转换. 它等于力的压强虽然没变, 但力的作用距 

离和作用时间都改变了 D 倍. 

在此种改变之前, 力的冲量是: 

(2.7.3) 
2 2 

ql ql J F qt m qt m 
q t qt 

= ⋅ = ⋅ ⋅ = ⋅ 

而改变之后力的冲量是: 

(2.7.4) 
2 2 2 q q 
Dql D Dql D Dql J F qtD m qtD m m 
q t D qt D qt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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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量加大了 D 倍. 

因此保持力的压强不变, 而改变力的作用距离, 即可改变力的作用的大小. 

在以上的改变中, 力的作用距离和作用时间, 以同样的比例变化. 即实现了如式(2.7.1)所示 

的, 新第二运动定律公式的等值转换. 其力的压强是不变的, 但力所作用的距离和时间和冲量, 

都发生了 D 倍的变化. 

公式(2.7.1)叫做新第二运动定律的动力方程. 它表明在保持力的压强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改 

变力的作用距离等, 能够实现对力的作用的强度的改变. 因此, 为了改变力的作用的强度, 所采 

用的方法, 并不仅限于改变力的压强这一种. 

所以, 关于力的新的概念, 即产生出来了. 即: 1. 动态作用力, 是力作用于物体使物体发生 

运动的能力的属性; 2. 静态力的压强, 是力在静止状态所具有的压强, 它可以通过传感器进行测 

定. 

新第二运动定律的动力方程(2.7.1), 是对动态作用力和静态力压强的精准表述. 当其中的系 

数 D  大于 1 时, 其动态作用力加大; 而当其采用趋近于零的极小值时, 它就是没有动态作用力, 

但却具有静态力压强的, 静态压强力. 

3  新第三运动定律 

第三运动定律 [5,6] , 是表征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定律. 

假设有两个物体, 一个物体的质量是 m , 另一物体的质量是 m /β , 那么作用于第一个物体上 

的力是: (3.0.1) 
1  2 2 

ql F m ma 
q t 

= ⋅ = 

而作用于第二个物体上的力是: 

(3.0.2) ( )( ) 
2 

2  2 2 2 2 2 

m ql m ql ql F m m a 
q t t q t q t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两种情况力的压强, 实际上是一样的. 但随着两个物体质量的不同, 对应于两物体的时间的 

逆微分 qt 也不同了. 逆微分 qt 与物体质量等比例变化. 可是, 在两个物体相作用时, 毫无疑问地 

力对两个物体作用的时间, 应该是相同的. 因此这时: 

(3.0.3) 
( )( ) ( ) 

( )  2 
2  2 2 2 2 

ql m ql m ql m m F a 
q t t q t t q t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在第三个等号后可以看出, 物体真实的质量是 m /β , 作用力的位移量是βql  , 而真实作用时 

间是 qt  , 与式(3.0.1)的力 F 1  相同, 而加速度却是β 2 a  . 
这时显然, 虽然力 F 1  与力 F 2  的压强(静力压强)是相同的, 但力 F 2  的移动距离是力 F 1  移动 

距离的β倍. 当力的强度是确定的, 其作用的距离与其产生的冲量成正比. 这就是第二定律的动力 

方程, 式中的系数β 就是动力方程中的系数 D  . 
以上的情况, 表明逆导数的周 ql  与率 qt 的定义, 在应对物体的力相同而质量不同的情况时, 

具有变化. 而不同质量物体的率 qt 的不同, 在物体相互作用时间相同的情况下, 使率 qt 小的物体 

实时是拥有了更多的周 ql  . 而若是定义单位的周 ql  , 代表单位的大小和强度的动态作用力. 那么 

在两物体相作用时, 实时拥有更多周 ql 的物体, 当然就等于是受到了更大的力的作用. 

须得注意的是, 在以上过程中, 式(3.0.1)和(3.0.2)的力的压强, 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是一 

种类似静力的压强, 用压力传感器能够进行测量.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这在静 

力学的层面应该仍然是对的. 而对于在两物体相作用时, 两物体间的力的压强也是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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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以上的分析, 两个物体相作用, 作用于两物体的力的静压强是相同的. 但当两个物 

体的质量不同时, 作用于两物体的动态作用力, 却是不同的. 

所以, 物体与物体相作用的动力方程是: 

(3.0.4) 1  2 2 2 2 

1 ql F m ql m 
q t q t 

= ⋅ = ⋅ ⋅ 

和 (3.0.5) 
( ) 

2  2 2 2 2 

ql m m F ql 
q t q t 

β β β β 
β β 

= ⋅ = ⋅ ⋅ 

说明质量小β倍的物体, 受到大β倍的动态作用力. 并且大β倍的动态作用力, 还将导致大β倍 

的冲量. 

这就是新第三运动定律. 即两物体相作用, 质量小的物体受到大的动态作用力作用, 质量大 

的物体受到小的动态作用力作用. 即作用于两物体的动态作用力的大小, 与该两物体的质量的大 

小成反比. 

新第三运动定律还表明, 质量不同的物体相作用, 两物体形成不同的冲量. 因此作用以后, 

两物体的动量的和不为零. 即会发生动量改变. 因此在古典力学的运动定律中的, 动量守恒定律, 

显然也是错的. 根据新第三运动定律, 动量是不守恒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物体之间相作用的作用力不相等. 此种现象, 将普遍存在于, 物质世界 

的各种物质运动之中. 

例如宇宙中的天体, 相互的吸引力是不同的. 行星对卫星的吸引力是大的, 而卫星对行星的 

反向吸引力是小的. 此种原理对拥有大量天体的复合作用的宇宙中星系的计算, 可能会有显著而 

重要的影响. 

新的运动定律, 新的力学和物理学的认知, 必然对人类科学的进步, 发挥巨大作用. 

3.1  对应于逆导数的积分算法 

对于逆导数的积分计算(就叫逆积分吧), 只是将被积式中的微分符号, 改成逆微分符号即可. 

其计算的原理, 或与普通导数的积分, 没有区别. 

那么计算力所做的功: 

(3.1.1) 

2 2 
1 1 0 2 2 

1 1 
2 2 

ql W Fqx m qx mu mu 
q t 

  
= = ⋅ = −   

  
∫ ∫ 

这与经典力学中功的计算是相同的. 经典力学中的直线运动方程, 在逆导数计算中也是同样 

适用的. 

在前面提到, 确定强度的力, 作用相同距离, 对不同质量的物体, 产生等值的冲量. 此种情 

况使人疑惑, 是否代表物体的动能的能量, 实际就是物体的动量. 因为以同样的动态作用力, 作 

用于质量不同的物体, 形成同样的动量. 例如用同一螺旋弹簧, 推动质量不同的物体, 所产生的 

物体的动量是相同的 [1,2] . 因此, 同样的弹性势能释放, 产生相同的物体的动量, 这不就是表示动 

量似乎就是动能吗? 

实际不是的, 例如物体的质量若变化 m /β 倍, 那么: 

(3.1.2) 
( )( ) 

2 2 2 
2 2 0 2 

1 1 
2 2 

m ql m W F qx qx u u 
q t t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这时的力作用的时间, 比前一种情况力的作用时间, 也要减小 1/β 倍. 其作用的时间短了,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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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物体的运动性更强, 因此表明物体的运动的能量更高. 即表现为物体的质量与速度的平方的 

乘积更大. 因此虽然两种情况的静态力压强是相同的, 但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却并不是相同的. 

但是此时, 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即以上的弹簧释放等值的弹性势能, 但却产生了不同的物 

体的运动动能? 这岂不与能量守恒定律相违背? 新的物理现象, 对不同属性的物质能量之间, 是 

否能保持守恒, 提出了质疑. 

因此逆积分的计算, 对于力的做功和动能, 是与古典力学中一样的. 力所做的功, 等于力与 

其所作用的距离的积. 物体的动能, 也是物体的质量与其速度的平方的乘积. 

不过公式(3.1.1)和(3.1.2)还表明, 当力的压强相同, 而其中的物体的质量不同时, 作用同 

样的距离, 其动能是不同的. 这与古典力学又不同了, 在古典力学中同样大小的力, 作用同样距 

离, 其动能是一样的. 

关于物体的冲量的计算: 

(3.1.3) 
1 1  2 2 

ql J Fqt m qt mu 
q t 

  
= = ⋅ =   

  
∫ ∫ 

如果物体的质量变化 m /β 倍: 

(3.1.4) 
( )( ) 2 2  2 

m ql m J F qt qt u 
q t t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说明确定强度的力, 作用相同距离, 对不同质量的物体, 产生等值的冲量. 但这时的情况, 

与古典力学的情况是不同的. 在古典力学中, 同样大小的力, 作用于不同的物体, 作用同样的时 

间, 其冲量是相同. 但在以上方程(3.1.3)和(3.1.4)中, 同样大小的力, 作用于不同的物体, 其 

作用的冲量虽然相同, 但作用的时间却是不同的. 

所以逆积分计算力的冲量, 也是力与力的作用时间的积. 

4  结论 

新的第二和第三运动定律表明, 力并不只是物体质量与加速度的简单的乘积. 实际上以质量 

与加速度的乘积, 来认定力的大小不一定准确. 力的大小是可测定的, 而且其大小还与质量和加 

速度, 有着肯定的关系. 但力的大小, 与物体的质量和加速度, 有着不同的比值. 因此两者不能 

简单直接地进行换算. 

牛顿运动定律, 对人类科学的进步,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科学要发展, 须得不断地更新知 

识, 纠正错误. 本文的新第二和第三运动定律, 对物质的运动和物理学和力学的原理提出新的认 

知, 是对牛顿力学的发展. 因此说是新牛顿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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