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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证明，光速在局域内具有绝对不变的一面，但在局域间又具有相对变化的另一面，

随空间相对变化的光速是产生重力加速度 g 的物理原因， g = −(𝑑𝑑𝑑𝑑^2)/𝑑𝑑𝑑𝑑  ，在 10m 空间范

围内，光速仅相对变化了△C = -0.000000166782 (m/s) ，就可产生g =  10  m/s²的重力加

速度，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光速变化的原因，是物体质量对真空物理性质μ0ε0的

影响，物体的质量使μ0ε0随空间发生变化，尽管也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变化量，同样使空间中

的物体具有了高低能量状态之分，物体就会自发地朝低能态方向运动，在这样的空间中，物

体等效于受到了一个重力𝐹𝐹𝑚𝑚的作用，𝐹𝐹𝑚𝑚 = −𝑚𝑚0
𝑑𝑑𝑐𝑐2

𝑑𝑑𝑑𝑑
。本文解释了空间如何传导引力的物理机

制问题，同时也解释了时空弯曲的物理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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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hysical Mechanism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and Space-time Curv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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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proven in studies that the speed of light remains absolutely constant within a 
local area, but relative changes in the speed of light can occur between different local areas. The 
speed of light that changes with space is the physical factor responsible for the generation of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g (  g = −(𝑑𝑑𝑑𝑑^2)/𝑑𝑑𝑑𝑑  ). Within a range of 10 m, it is possible to 
generate a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g =  10  m/s² with only a relative change in the speed of 
light at △ C=-0.000000166782 (m/s), which is a remarkable feat. The change in the speed of ligh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mass of an object o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vacuum 
μ0ε0, which changes it with space. Although it is a minor change to the object in space, it result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 and low energy states, and consequently, the object will 
spontaneously move towards the low energy state. In such a space, an object is equivalent to being 

subjected to the action of gravity 𝐹𝐹𝑚𝑚, and 𝐹𝐹𝑚𝑚 = −𝑚𝑚0
𝑑𝑑𝑐𝑐2

𝑑𝑑𝑑𝑑
. In this article, the physical mechanism 

of the conduction of gravity in space and the physical mechanism of space-time curvature are 
explained. 
Keywords: gravitational field; curved space-time;𝜇𝜇0𝜀𝜀0; energy; mass; space; time 

 

引言：引力场产生的物理机制问题，以及产生时空弯曲的物理机制问题，一直困扰了我

们许多年。爱因斯坦以及许多科学家为建立电磁相互作用与引力相互作用的统一场论，付出

了巨大的努力，但至今未获成功。经研究表明，将真空物理性质μ0ε0始终认为是一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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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1

是上述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μ0ε0在惯性参考系中是常数，但在非惯性参考系中

却是变数，正是随空间变化的μ0ε0，产生了引力，以及时空弯曲。在物理常数背后，往往隐

含着更深层次的物理意义，过去当我们认识到质量、时间、空间为可变数的时候，就大大地

拓展了我们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深度与广度，现在通过对μ0ε0的深入研究，其收获也是同样如

此。 

 
1.一个重要实验的启发 

我们知道，经典力学和狭义相对论都是建立在惯性参考系基础上的，在惯性参考系的空

间中，物体沿直线匀速运动，光线也是沿直线匀速传播的，光线的直线传播说明此时空间中

的𝜇𝜇0𝜀𝜀0的值是均匀分布的常数，但这仅适合于惯性参考系，在引力存在的非惯性参考系中，

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众所周知，在太阳质量的作用下，光的传播方向会朝太阳侧发生偏转
[1][2][3][4][5][6][7]

，如

图 1所示，在太阳“引力”的作用下，这时的光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

降低了，根据太阳雷达回波测试，发现回波有延迟现象
[8][9][10][11][12]

，就很

好的证明了，离太阳越近，光速越慢，这样的事实，说明光的传播方向

朝太阳侧偏转，实际是光速变化引起的光的折射现象
[13]

，这时的光表现

出的是波的特征。 

   𝑑𝑑 =
1

�𝜇𝜇0𝜀𝜀0
                               (1 − 1) 

ε0 −真空介电常数              μ0 −真空磁导率            

由式(1− 1) 可知，影响电磁波传播速度的只有空间的物理性质𝜇𝜇0𝜀𝜀0，没有其他任何物

理因素可直接改变光的传播速度。也就是说，这个折射现象虽然是     

由太阳质量引起的，但太阳质量不可能直接影响光速，太阳质量只

可能通过影响空间的μ0ε0，使其空间中的 𝜇𝜇0𝜀𝜀0由远至近的增加，见 

示意图 2，才能使光线产生向太阳侧折射的现象，这是质量影响光速

并产生折射的唯一途径。以上讨论证明了 𝜇𝜇0𝜀𝜀0也可以是变数这一重

要事实。既然太阳侧光的折射的现象与𝜇𝜇0𝜀𝜀0相关，那么，空间变化的𝜇𝜇0𝜀𝜀0与引力现象是否也

有相关性呢，现在我们假定空间变化的𝜇𝜇0𝜀𝜀0与引力现象也是相关的，以下就此问题展开进一

步的讨论。 

 

2.产生引力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 

2.1 万有引力与𝜇𝜇0𝜀𝜀0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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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一质量
[14]

为 𝑚𝑚的物体，处在一个由太阳质量引起的𝜇𝜇0𝜀𝜀0连续单调变化的空间中，

如图 3所示，我们知道质能公式
[15]

为： 

  

                         𝐸𝐸0 = 𝑚𝑚0𝑑𝑑2                                        (2− 1)      

将(1− 1) 式代入上式得： 

              𝐸𝐸0 =
𝑚𝑚0

𝜇𝜇0𝜀𝜀0
              (2− 2)  

由上式(2 − 2) 所示，物体在𝜇𝜇0𝜀𝜀0变化的空间中，物体的内能𝐸𝐸0随空间位置的不同而不

同，𝜇𝜇0𝜀𝜀0的值越大，其内能就越低。根据能量最低原理
[16][17][18]

，物体就会自发地朝𝜇𝜇0𝜀𝜀0增加

的方向运动，因为在那里物体的内能会更低，物体这种自发的运动状态的变化，可等效于受

到了一个力的作用。 

能量最低原理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它指出，在平衡状态下，物体或系统的

能量趋向于最小值。这一原理在经典力学、量子力学
[19][20][21][22]、热力学、电磁学等领域

都有广泛应用，同样，能量最低原理为我们理解万有引力现象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现在，就来推导这个等效的作用力与𝜇𝜇0𝜀𝜀0的相关性，设该物体的总能量 E 等于其内能Ei 

与动能𝐸𝐸𝑣𝑣之和: 

                                                  E = Ei + Ev                                  （2 − 3） 

   物体在自发地运动一段距离后，由于没有外力做功，故物体的总能量的变化量∆E为零， 

        物体总能量的变化量：                          ∆E = ∆Ei + ∆Ev                      （2 − 4） 

                                       因为：                            ∆E = 0                                      （2 − 5） 

               所以：                           ∆Ev + ∆Ei = 0                          （2 − 6）     

                               ∆Ev = −∆Ei                               （2 − 7）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可得式（2 − 7），物体增加的动能∆Ev 等于物体所减少的内能−∆Ei，

如果将该物体动能的增量∆Ev ，等效于一个力𝐹𝐹𝑚𝑚作用了一段距离∆s后所做的功A: 

                             A = 𝐹𝐹𝑚𝑚 ∙ ∆s = ∆Ev          (2 − 8) 

其等效作用力𝐹𝐹𝑚𝑚为:            𝐹𝐹𝑚𝑚  =
𝐴𝐴
∆s

=
∆Ev
∆s

            (2− 9)                         

因为动能的增量等于内能的减量，将式（2 − 7）代入上式有：                   

                     𝐹𝐹𝑚𝑚  = −
∆Ei
∆s

               (2 − 10)                             

       𝐹𝐹𝑚𝑚  = −
dEi
ds

               (2 − 11)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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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由(2 − 11)可见，在太阳质量引起𝜇𝜇0𝜀𝜀0变化的空间中，物体产生了一个朝太阳方向运动的力𝐹𝐹𝑚𝑚，

其大小等于物体内能随空间的变化率，但这个力𝐹𝐹𝑚𝑚不

是太阳直接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也不是太阳引力场作

用在物体上的力，太阳只改变了其周边的𝜇𝜇0𝜀𝜀0的空间

分布，引力𝐹𝐹𝑚𝑚实际是物体朝低能态方向运动的自发力。

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万有引力现象：任何物体

都会以自身质量来改变各自空间的𝜇𝜇0𝜀𝜀0分布状态，如图4所示，物体根据自身所处空间的𝜇𝜇0𝜀𝜀0

变化情况，物体会朝能量状态更低的方向自发地运动。物体间并没有相互吸引的物理性质，

物体之间具有“引力”或“斥力”其实是一种误解。物体间表现出相互聚集的趋向，是因为

物体聚集的方向也是物体能量状态更低的方向。如果说物体间具有相互作用，那就是由物体

质量形成的𝜇𝜇0𝜀𝜀0随空间变化的标量场。如果𝜇𝜇0𝜀𝜀0空间分布为一常数，物体在空间中的任何位

置其能量状态都保持不变，这样物体就会保持相对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 

2.2 重力加速度与𝜇𝜇0𝜀𝜀0的关系 

众所周知，任何质量的物体在引力场中，都将获得相同的加速度，那么，由空间变化的

𝜇𝜇0𝜀𝜀0所形成的标量场能具有这一物理特征吗？ 

设一物体m在这个变化的标量场中处于静止状态 

故： Ei =  𝐸𝐸0  

代入上式(2 − 11)得： 

                                                         𝐹𝐹𝑚𝑚  = −
d𝐸𝐸0 

ds
                            (2 − 12)     

 

根据质能公式：                            𝐸𝐸0 = 𝑚𝑚0c2                                                  

代入上式(2 − 12)得： 

                                                            𝐹𝐹𝑚𝑚  = −
𝑑𝑑(m0𝑑𝑑2)

𝑑𝑑𝑑𝑑
                           (2 − 13)  

因为物体静止，故质量为常数： 

                                                                𝐹𝐹𝑚𝑚 = −𝑚𝑚0
𝑑𝑑𝑑𝑑2

𝑑𝑑𝑑𝑑
                                    （2 − 14）   

设物体在𝐹𝐹𝑚𝑚力的作用下获得的加速度为 g 

                                 因为：                             g =  
𝐹𝐹𝑚𝑚
𝑚𝑚0

                                       （2 − 15） 

将式(2− 13)代入式(2− 15)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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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
𝑑𝑑𝑑𝑑2

𝑑𝑑𝑑𝑑
                   （2 − 16） 

将式(1− 1)代入上式得： 

                                                               g = −
𝑑𝑑
𝑑𝑑𝑑𝑑
�

1
𝜇𝜇0𝜀𝜀0

�                      （2 − 17）  

                                                                      

由上式（2 − 16）可见，重力加速度由光速平方随空间的变化率决定，现设重力加速度

为 g =  10  m/s²，在∆s等于 10米时， 𝑑𝑑1 =  299792458(m/s)，求光速𝑑𝑑2。 

g  = −
𝑑𝑑𝑑𝑑2

𝑑𝑑𝑑𝑑
= −

Δc2

Δs
= −

c22 − c12

∆s
=

c12 − c22

∆s
 

𝑑𝑑2 = �𝑑𝑑12 − g ∙ ∆s  = 299,792,457.999999833218   (m/s) 

光速的相对变化量△C： 

△C = C2 - C1 = −0.000000166782     (m/s) 

光速的相对变化率： 

               
∆𝑑𝑑
𝑑𝑑1

× 100% = −0.0000000000000556325 %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见，重力加速度g =  10  m/s²时，在 10 米范围内，光速仅相对变化

了- 0.000000166782(m/s)，这个光速的变化量，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个我们永远也测

不出来的变化量，在宏观中产生了可观的重力加速度和“引力”。 

由上式（2 − 17）可见，物体所获得的加速度仅与𝜇𝜇0𝜀𝜀0的倒数随空间的变化率相关，而与

物体的质量无关。或者说，不论物体质量大小物体都将获得同样的加速度，这个结果与引力

场的特征相吻合。 

设1/𝜇𝜇0𝜀𝜀0为三维空间f(x, y, z)  的函数,则空间中引力场强度𝐸𝐸𝑔𝑔的分布就为f(x, y, z) 的负

梯度，如式（2 − 18）所示： 

            𝐸𝐸𝑔𝑔 = −∇f(x, y, z)                       （2 − 18） 

现在，我们姑且将𝐹𝐹𝑚𝑚视为物体受到的“引力”，公式 (2−19)就是“引力”与电磁性质

统一的表达式。 

𝐹𝐹𝑚𝑚 = −𝑚𝑚0
𝑑𝑑
𝑑𝑑𝑑𝑑
�

1
𝜇𝜇0𝜀𝜀0

�                      （2 − 19） 

3. 空间和时间与 𝝁𝝁𝟎𝟎𝜺𝜺𝟎𝟎的关系 

3.1 𝝁𝝁𝟎𝟎𝜺𝜺𝟎𝟎控制着空间与时间 

随空间变化的𝜇𝜇0𝜀𝜀0替代了引力场，那么，随空间变化的𝜇𝜇0𝜀𝜀0与时间、空间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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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讨论，现在假设有两个真空空间，一个称为 A 空间，另一个称为 B空间。 A、

B空间唯一不同的是 B空间的𝜇𝜇0𝜀𝜀0值大于 A空间。A、B空间中𝜇𝜇0𝜀𝜀0的值都是均匀分布的，都

是惯性空间，在 A、B空间内的观察者分别测得的光速都相等，即 30万千米/秒，这符合光

速不变原理
[23][24][25][26][27][28][29]

。但 A 空间的观察者测得 B 空间的光速相对 A 空间慢，这符合

B 空间的𝜇𝜇0𝜀𝜀0值大于 A 空间的设定，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在 A、B 空间内测得的光速都是 30

万千米/秒，那为什么又出现B空间的光速又比A空间慢的现象呢？这两个实验结果都没错，

那怎么解释这个似乎相互矛盾的实验现象呢？ 

我们知道，速度 v联系着两个基本的物理量：空间与时间， 

                  c =
∆𝑑𝑑
∆𝑡𝑡

                       （3 − 1） 

如果将上式的分子分母同时乘一个比例系数 k， 

    c =
𝑘𝑘 ∙ ∆𝑑𝑑
𝑘𝑘 ∙ ∆𝑡𝑡

                （3 − 2） 

显然，不论 k为何值，其速度 c都保持不变。比如，A空间 1秒钟的时间，B空间的光

相对 A空间只传播了 15万千米。说明 B空间相对 A空间相对收缩了，此时空间的伸缩系数 

∆𝑑𝑑𝑏𝑏 = 𝑘𝑘 ∙ ∆𝑑𝑑𝑎𝑎 

𝑘𝑘 =
∆𝑑𝑑𝑏𝑏
∆𝑑𝑑𝑎𝑎

=
15
 30 

= 0.5 

k=0.5，由上式（3 − 2）知，要保持光速不变，那么，空间的伸缩系数与时间的伸缩系

数必须相等，即此时的时间伸缩系数 k也为 0.5。 

∆𝑡𝑡𝑏𝑏 = 𝑘𝑘 ∙ ∆𝑡𝑡𝑎𝑎 = 0.5 × 1 = 0.5 

也就是说 A空间 1秒钟的时间，B空间时钟相对 A空间只有 0.5秒，这样虽然 B空间的

光速相对 A 空间只有 15 万千米/秒，但 B 空间内的光速仍为 30 万千米／秒(c=15(万千

米)/0.5(秒))。空间与时间同比例的伸缩，是局域间光速相对不同，而局域内又能保持光速

不变的物理原因。因此，我们就不应说太阳侧的光速变慢了，而应是太阳侧的空间与时间相

对地球发生了收缩所致，也就是太阳侧的时钟变慢了。时空的伸缩现象涉及到其局域内所有

的物质运动，因此，光速相对快慢只是表面现象，时空的伸缩变化才是物理本质。 

那么，空间、时间的膨胀收缩与𝜇𝜇0𝜀𝜀0之间是什么关系，这触及到了空间、时间的物理性

质问题，以下我们从比例系数 k与𝜇𝜇0𝜀𝜀0的关系入手，来研究𝜇𝜇0𝜀𝜀0与空间与时间的关系问题。 

设：𝑑𝑑𝑎𝑎为 A空间的光速，𝑑𝑑𝑏𝑏为 A空间中测得 B空间的光速，这两个值的差异，反映了这

两个空间相对伸缩的情况，因此，空间的比例系数 k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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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k =
𝑑𝑑𝑏𝑏
𝑑𝑑𝑎𝑎

                           (3 − 3) 

c =
1

�𝜇𝜇0𝜀𝜀0
                     （3 − 4） 

设： 𝜇𝜇0𝑎𝑎𝜀𝜀0𝑎𝑎为 A空间的𝜇𝜇0𝜀𝜀0，𝜇𝜇0𝑏𝑏𝜀𝜀0𝑏𝑏为 B空间相对 A空间的𝜇𝜇0𝜀𝜀0。 

k =
𝑑𝑑𝑏𝑏
𝑑𝑑𝑎𝑎

=

1
�𝜇𝜇0𝑏𝑏𝜀𝜀0𝑏𝑏

1
�𝜇𝜇0𝑎𝑎𝜀𝜀0𝑎𝑎

=
�𝜇𝜇0𝑎𝑎𝜀𝜀0𝑎𝑎
�𝜇𝜇0𝑏𝑏𝜀𝜀0𝑏𝑏

= �
𝜇𝜇0𝑎𝑎𝜀𝜀0𝑎𝑎
𝜇𝜇0𝑏𝑏𝜀𝜀0𝑏𝑏

                    （3 − 5） 

k = �
𝜇𝜇0𝑎𝑎𝜀𝜀0𝑎𝑎
𝜇𝜇0𝑏𝑏𝜀𝜀0𝑏𝑏

                    （3 − 6）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𝜇𝜇0𝜀𝜀0与比例系数 k 的关系式。由此，我们就可得到 A、B 两空间相对

的空间、时间膨胀与收缩关系式： 

∆𝑑𝑑𝑏𝑏 = 𝑘𝑘 ∙ ∆𝑑𝑑𝑎𝑎              （3 − 7） 

∆𝑡𝑡𝑏𝑏 = 𝑘𝑘 ∙ ∆𝑡𝑡𝑎𝑎              （3 − 8） 

∆𝑑𝑑𝑏𝑏 = ∆𝑑𝑑𝑎𝑎   �
𝜇𝜇0𝑎𝑎𝜀𝜀0𝑎𝑎
𝜇𝜇0𝑏𝑏𝜀𝜀0𝑏𝑏

           （3 − 9） 

   ∆𝑡𝑡𝑏𝑏 = ∆𝑡𝑡𝑎𝑎   �
𝜇𝜇0𝑎𝑎𝜀𝜀0𝑎𝑎
𝜇𝜇0𝑏𝑏𝜀𝜀0𝑏𝑏

           （3 − 10） 

上式（3 − 9）（3 − 10）表明，以真空为物理背景的空间与时间，势必受到真空物理状态

变化的影响，在真空物理状态变化的情况下，空间的空间间隔与时间流失的速率就不再是常

数。由上式知，𝜇𝜇0𝜀𝜀0同时决定着空间间隔的大小与时间流失的

速率，只有在两局域间𝜇𝜇0𝜀𝜀0不同的情况下，才能体现𝜇𝜇0𝜀𝜀0对时

间与空间的影响。宇宙中的𝜇𝜇0𝜀𝜀0总是随空间变化的，因此，宇

宙中就没有统一的空间和时间，更不存在绝对的空间与时间，

弯曲时空实际就是空间连续变化的𝜇𝜇0𝜀𝜀0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

真空具有物理性质，所以真空是物质的，真空虽然不具有实体性，但从以上分析可知，正是

真空物理性质与物体间的相互作用才演绎了我们多彩的物质世界。 

（3− 10）式为我们揭示了𝜇𝜇0𝜀𝜀0就是控制着时间流失速率的物理量，由于𝜇𝜇0𝜀𝜀0始终为正

值，故时间只能单向流逝，可快可慢但不可逆。时间对物质运动的影响无所不在，实际是因

为𝜇𝜇0𝜀𝜀0的无所不在。从本质意义上讲，时间概念只是人们对物质运动速率的一种反映， 𝜇𝜇0𝜀𝜀0

实际控制的不是时间，而是局域内所有物质运动的速率，时间只是对物质运动速率的一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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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度。 

讨论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对𝜇𝜇0𝜀𝜀0的实际作用产生疑问，其实从麦克斯韦方程组开始，到

光速不变原理、洛仑兹变换、狭义相对论，一直到广义相对论
[30][31]

，任何一个相对论公式，

都离不开光速 c这个物理量。我们又知道，𝜇𝜇0𝜀𝜀0是光速的决定量，相对论的成功，充分印证

了真空物理性质𝜇𝜇0𝜀𝜀0对物质存在与物质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作用。相对论讨论的是𝜇𝜇0𝜀𝜀0

为常量的情况，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𝜇𝜇0𝜀𝜀0既是绝对不变量又是相对变化量的情况，以上基于

𝜇𝜇0𝜀𝜀0相对变化的研究，也是相对论研究的一种拓展和继续。 

4. 由𝝁𝝁𝟎𝟎𝜺𝜺𝟎𝟎的相对变化产生的一些启示 

4.1. 反引力的理论基础 

反引力推进装置，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重大课题，其重大的意义毋容置疑。但在引力产

生的物理机制方面，始终未获得突破，这也是反引力推进装置迟迟

不能研发成功的关键原因。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也只表述了：“物质

告诉时空怎么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么运动” ，时空弯曲的物理机

制是什么，并没有得到解释，于是产生了空间几何动力学。理论上说，

反引力技术是建立在电磁场与引力场（时空弯曲）统一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认识了引力场的

物理本质，以及与电磁性质的相关性，实现反重力技术才有了理论基础。 

所谓反引力技术，就是利用电磁场的一些特殊运动规律，产生我们需要的弯曲时空，由

此原理产生一种类似“引力”的推力，现在我们清楚了产生时空弯曲和产生引力的物理机制，

建立了引力与空间电磁性质的关系式（2− 19），这为反引力技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支持，既然𝜇𝜇0𝜀𝜀0是可变量，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通过电磁技术来改变𝜇𝜇0𝜀𝜀0空间分布的方法，

反引力装置就会得到这样一个推动力： 

𝐹𝐹𝑚𝑚 = −𝑚𝑚0
𝑑𝑑
𝑑𝑑𝑑𝑑
�

1
𝜇𝜇0𝜀𝜀0

�                      （2− 19） 

这是一个只需要电能，不需要其它任何推进剂并支持在真空中飞行的引擎技术。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反引力推进装置的研究一定会获得成功。 

4.2. 空间膨胀与超光速运动 

由式（3 − 9）可见，B空间相对 A空间可以相对收缩为无穷小，也可相对膨胀为无穷大。

空间的膨胀与收缩，可以拉近或增加两物体间的实际距离。 

∆𝑑𝑑𝑏𝑏 = ∆𝑑𝑑𝑎𝑎   �
𝜇𝜇0𝑎𝑎𝜀𝜀0𝑎𝑎
𝜇𝜇0𝑏𝑏𝜀𝜀0𝑏𝑏

           （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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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比如，我们测得某星球与地球的距离为 1000 万千米，如果地球到该星球的空间相对地

球膨胀了 1000 倍，那么，地球到该星球的实际距离就为 1万千米，从地球出发到达该星球

的时间，实为在地球上事先预算时间的 0.1%。 

那么，在宇宙空间中实际存在这种情况吗，只要有低于地球上𝜇𝜇0𝜀𝜀0的空间，其空间就会

相对地球膨胀，要跨越这些空间，就用不着我们在地球上预测的那么多时间。比如，一个星

系中的物体，都有向星系中心聚集的趋向，说明𝜇𝜇0𝜀𝜀0从

星系边沿到星系中心是单调递增的，也就是说星系中心

𝜇𝜇0𝜀𝜀0的值在星系中最高，星系边沿的𝜇𝜇0𝜀𝜀0的值就相对最

低，如果是在两星系间巨大的空间 s中，其𝜇𝜇0𝜀𝜀0就会更低，

如图 8所示，此 s空间就会相对地球有巨大的膨胀，因此，要穿越这个星际空间，一定会比

我们在地球上预想的时间要短很多。 

不超光速，又能以超光速的速度运行。B空间相对 A空间膨胀了 1000 倍，B空间中光一

秒钟传播的距离，相对 A空间就是 30000 万千米，在 A空间看来，B空间的光严重超光速了，

但在 B空间内，其光速仍是 30万千米/秒。所谓超光速的计算结果，是因为用了 A空间的慢

时钟所致，B空间的时钟相对 A空间快了 1000倍。如果将膨胀了 1000倍的时间代进去计算，

B空间的光速仍是 30 万千米/秒。因此，用当地时间去计算速度，才能评价速度是否正常。 

 

4.3. 时间红移与核聚变 

由式（3 − 10）可见，A、B空间的𝜇𝜇0𝜀𝜀0的相对变化，将改变两局域间的时间进程的差异。

如果我们可以控制某局域内的𝜇𝜇0𝜀𝜀0，这将具有非常有意义的应用前景。 

  ∆𝑡𝑡𝑏𝑏 = ∆𝑡𝑡𝑎𝑎  �
𝜇𝜇0𝑎𝑎𝜀𝜀0𝑎𝑎
𝜇𝜇0𝑏𝑏𝜀𝜀0𝑏𝑏

           （3 − 10） 

我们知道，物体的质量会使其周边的𝜇𝜇0𝜀𝜀0相对增加，根据式（3− 10）知，时间的进程

就会相对变慢，太阳回波延迟现象以及太阳侧光的折射现象，

也可理解为是太阳侧的时间进程相对变慢所致。现在假设从太

阳侧辐射了一个光子到地球，在地球上会发现该光子的频率降

低了，通常解释为“引力”红移现象
[32][33][34][35]

，但引力实际并不存在，故光子频率降低的

原因应是地球上的时钟𝑡𝑡𝑒𝑒比太阳上的时钟𝑡𝑡𝑑𝑑𝑠𝑠𝑠𝑠快所致。我们将这种频率降低的现象称之为时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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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间红移。如图 8所示。 

如果使太阳的质量增大，时间红移现象就越发显著，当太阳辐射的最短波长的 200nm 的紫外

光，辐射到地球上其波长时间红移为 750nm 红外光时，这时在地球上看太阳就变为一个肉眼

不可见的黑体--黑洞。 

 

此时 k值为： 

k =
  𝜆𝜆𝑑𝑑𝑠𝑠𝑠𝑠
𝜆𝜆𝑒𝑒

=
200(nm)
750(nm)

=
1

 3.75 
            （4 − 1） 

因此，由时间红移产生的黑洞只需要满足下式之一即可： 

∆𝑡𝑡𝑑𝑑𝑠𝑠𝑠𝑠 =
1

 3.75 
∙ ∆𝑡𝑡𝑒𝑒               （4 − 2） 

                         𝜆𝜆𝑑𝑑𝑠𝑠𝑠𝑠 =
1

 3.75 
∙ 𝜆𝜆𝑒𝑒                       (4 − 3)                           

满足 k=1/3.75 就可以形成黑洞，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物理条件。此时地球上一年的时

间，太阳上为 3.2个月。当 k=1/3.75时还形成能了反射太阳辐射 83%以上的全反射视界面(本

文仅限讨论时间红移问题)。 

持续稳定的核聚变反应，可大大缓解当前的能源危机，造福人类，但控制核聚变反应的

条件和控制释放能量的速度是一个难题，如果我们可以使核聚变反应的局域内的𝜇𝜇0𝜀𝜀0增加，

使其内部的时钟变慢，就可大大降低核聚变反应所需的温度，并延缓核聚变反应能量释放的

时间，将一个爆炸的过程变成一个缓慢释放能量的过程，这样将大大降低受控核聚变反应的

难度。 

5. 𝝁𝝁𝟎𝟎𝜺𝜺𝟎𝟎与暗物质和暗能量 

上文谈到，星系中的物体，都有向星系中心聚集的趋向，说明𝜇𝜇0𝜀𝜀0从星系边沿到星系中

心是单调递增的，也就是说星系中心𝜇𝜇0𝜀𝜀0的值在星系中最高，如图

9所示，时间进程也就相对最慢，星系边沿的𝜇𝜇0𝜀𝜀0的值就相对最低，

时间进程也相对最快。如果只看到了星系边沿膨胀了的空间，而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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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虑星系边沿加快了的时间，均以同一时钟去衡量星系中各物体间的相对运动速度，忽

略时间进程快慢的差别，一定会得出星系臂运动速度过快的错误结论
[36]

，因为，太阳与地球

间时间进程都有不同，更何况比太阳系大千亿倍的星系，时间进程的差异更是不可忽视。如

果是以同一时钟计算出星系中星体间的速度数据，不能作为支持暗物质
[37][38]

存在的理论依

据。  

前文谈到，物体间具有“引力”或“斥力”的认识其实是一种误解，“引力”和“斥力”

都产生于𝜇𝜇0𝜀𝜀0不同的空间分布。空间中𝜇𝜇0𝜀𝜀0怎么变化，物体就怎么运动，物体运动的目的是

降低自身的能量状态，这种运动的能量来自物体的内能，而物体内存有巨大的能量，因此，

暗能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𝜇𝜇0𝜀𝜀0空间的变化规律方面。 

6. 结语 

本文讨论了真空的物理性质𝜇𝜇0𝜀𝜀0是一个既可变又不变的物理量，𝜇𝜇0𝜀𝜀0与物体间具有诸多

重要的内在联系，首先𝜇𝜇0𝜀𝜀0控制着物体的能量，𝜇𝜇0𝜀𝜀0随空间的变化，使物体产生了向低能态

方向运动的“引力”，𝜇𝜇0𝜀𝜀0随空间的变化，使空间与时间产生了相对的膨胀与收缩，从而认

识了时空弯曲的物理本质。𝜇𝜇0𝜀𝜀0控制着时间的进程，时间不再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本文只是

提出了一个新的物理思路，愿与各位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的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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