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粒子力学科研论文集

摘要：《基本粒子力学》（简称粒子力学）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客观事实研究发现，热是物质和能

量中呈现热能运动形态的一种基本粒子，它是构成分子热力场和物体热力场的基本粒子，又是热传递

交换的能量粒子。这种基本粒子被作者命名为热粒子，简称热粒。热粒是构成物质和能量的4种终极

基本粒子之一。热能就是热粒的动能，是一种微观机械能。微观机械能的发现是热力学的最重大发现

之一。一切物体的内能都是由分子的微观机械能所组成，它包括分子热力场热粒的动能、分子热力场

的体积势能和弹性势能。热量是系统微观机械的变化量。

分子热力场或者物体热力场之间会不断地传递交换热粒而产生热传递交换效应作用力，作者把这

个作用力称为热力作用，简称为热力。物体的结构力、张力、吸附力和粘滞力都是属于热力作用。热

力是强核力、弱核力、磁电力和万有引力这四种相互作用之外的新发现的一种相互作用。热力作用的

发现，终于可以搞清楚由分子组成的宇宙万物都是热力所制造，一切物质结构都是热力场结构。

热传递的物理真相终于被揭开，热传导是不同温度的物体之间通过双向传递交换不同频率的热粒

而实现热粒动能的转移，即是微观机械能的转移，也就是热量转移，但双方传递交换的热粒数量和质

量相等，因而热粒传递交换的热传导结果只是系统的温度变化，质量不变。

根据大量的实验观测结果和数学演算结果发现太阳不能形成热核聚变反应堆，太阳能不是来源于

核能，而是来自宇宙背景辐射所提供的能量。是太阳内部的磁电系统和热力系统将宇宙背景辐射能转

换成热能，压强制造了太阳内部的炽热高温。微观机械能守恒定律证明了太阳吸收的一个宇宙背景辐

射的能量与释放一个可见光的能量相等。因此太阳吸收的能量与辐射的能量完全相等，从而使太阳可

以永久保持内能不变。

地球同太阳内部的炽热高温形成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压强的作用制造了地球内部的炽热高温。

地下的热源既不是来自放射性元素的衰变，也不是来自地球的固体和液体内核不断的相对运动而摩擦

生热所产生。因为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太阳能转换器，也是一个自身会制造热能的机器，它可以

将太阳光辐射转换成磁电能通过贯穿地球内外的磁电系统给予地球内部每个分子核的原子或原子团源

源不断地输送磁电能，再通过分子热力场的热电转换和内部压力作用使磁电能转变为地下的高温热

源。这就是地下永久保持炽热高温的物理真相。

通过原始“钻木取火”和现代热机的大量物理事实证明，机械能做功转化为热能的物理本质就是

宏观机械能转化为大量微观粒子的微观机械能。反过来，热机系统消耗内能做功就是将微观机械能转

换成宏观机械能。本文通过美国50层楼高的万年钟大型机器和Atmos时钟小型机器的实验证明，做机

械功的热量可以自发地无限循环使用，热量从哪里来会自动回到哪里去，热力学过程是可逆的。这就

是证明第二类永动机可以实现。同时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成立。大自然中到处都是永动机：电子、

原子、分子都是永动机；大楼、桥梁、铁轨都是热胀冷缩运动的永动机；地球、月球、恒星、星系都

是永动机。

热力学研究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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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全世界都在争先恐后地投入材料科

学、纳米科技、石墨烯材料、超导材料等领域的

研究，但是还是没看到有突破性的进展，主要原

因就是人们连分子和原子的的真实结构都没有搞

清楚，再加上现代热力学普遍存在的错误理论主

导，从而导致人们像盲人摸象那样找不到方向，

因此材料科学走入了死胡同。

粒子力学证明，热是物质和能量中呈现热能

运动形态的一种基本粒子，它是构成分子热力场

和物质结构热力场的基本粒子，又是热传递交换

的能量粒子。这种基本粒子被本文作者命名为热

粒子，简称热粒。热粒是构成物质和能量的4种

基本粒子之一。热能就是热粒的动能，是一种微

观机械能。

分子有一个由原子或原子团构成的内核，我

们把它称为分子核。分子核的周围纠缠束缚着一

个热粒子群围绕着分子核为中心运转，热粒子群

在分子核的周围形成一个囊泡状的分子外壳，分

子这个外壳称为分子热力场或分子热粒场，是分

子热力场把原子或原子团束缚在分子的中央核心

里运转。如果没有分子热力场则原子不能成为分

子，包括金属单质分子和非金属单质分子都必须

具有分子热力场外壳结构才能成为建造宏观物体

的材料，原子是不能建造任何宏观物体的，更不

可能建造恒星星系天体。

2  热力作用与物质结构热力场

2.1  热力作用

由于分子拥有热粒构成的热力场外壳，热粒

就是具有热能性质的基本粒子，因而凡是有分子

的地方就有热粒，也就具有热能和热量，其温度

就不会降低到绝对零度（0K，-273.15°C）。任

何物体只要其温度在绝对零度以上，就向周围发

射并吸收热辐射，这称为温度辐射。实际上，绝

对零度以上的分子和物体除了会发射并吸收热辐

射以外，还会不停地释放并吸收热粒，而且贴近

的分子及物体之间的主要传递交换是热粒。由于

分子与分子热力场之间、物体与物体热力场之间

或物体热力场内部结构之间会不断传递交换热粒

而产生热传递交换效应作用力，粒子力学把这个

力命名为热力作用。

热力作用是粒子力学新发现的一种相互作

用，所以它不是人们以前已经归纳的强核力、弱

核力、磁电力和万有引力这四种相互作用范围内

的力。事实上自然界中并非仅仅存在现代物理学

所指的四种相互作用，粒子力学发现之前的四种

相互作用只是大自然中的部分相互作用，现在本

文将强核力、弱核力、磁电力归纳为磁电作用，

即之前的三种相互作用合并为一种相互作用，还

有辐射作用（辐射引力、辐射斥力、辐射推力、

万有引力）、质能作用（惯性力）、热力作用

（结构力、弹力、张力、吸附力和粘滞力）和信

息作用（粒子纠缠的超距作用，支配一切相互作

用的上层作用）等五种相互作用，这就是宇宙中

的微观、宏观和宇观的所有相互作用。

2.2  物质结构热力场

由于任何一个分子和分子组成的物体、物质

结构或质能系统都必须与外界进行热传递交换，

从而使自身机体内的分子热力场得到新陈代谢汰

旧纳新，才能保持系统内分子和各个物质组织的

有序运行，否则该物质结构系统将会坏死解体。

因此由分子组成的物体及其内部的组织结构都会

形成物体热力场和物质结构热力场，一切物体无

论大小或者碎片都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热力场结

构。

比如，一个碗、一个筷子、一个杯、一架飞

机、一颗卫星都会形成一个热力场，你的躯体会

关键词：热能、热量、热粒、热辐射、终极基本粒子、微观机械能、微观机械能守恒定律、分子

热力场、热粒动能、体积势能、弹性势能、热力作用、热传递、热传导、超流体、常温超导材料、永

续发电系统、永动机、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原理、热机循环、卡诺循环、卡诺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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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个人体热力场，你的一个牙齿就会形成一

个器官热力场。还有太阳会形成一个天体热力

场，地球也会形成一个热力场，地球上的大气层

又会形成一个大气热力场结构，还有海洋热力

场、地壳板块热力场、总之每一个大小物质结构

都会形成一个热力场系统。而且在物质结构内部

的各部分组织结构热力场之间又会不停发生热粒

传递交换而产生热力作用，我们把物质结构热力

场内部的热力作用称为内热力。这就是说，物体

内部的物质结构中的分子、颗粒、团、块、网

格、层片和板块等物质结构之间传递交换热粒所

产生的结构力、张力和弹力等热力作用就是内热

力。是内热力使物体内部会形成的一个个、一级

级、一层层、一块块的物质结构热力场。比如颗

粒热力场、管线热力场、网格热力场、薄膜热力

场、层片热力场、团块热力场等等，所以说一切

物质结构都是内热力的制造；而分子热力场之间

或物体热力场之间相互传递交换热粒而产生的吸

附力或者粘滞力，我们把它称为热引力，又称为

外热力。因此热力作用包括有外热力和内热力。

由此可知，物体的结构力、张力和弹力属于内热

力；物体的吸附力和粘滞力属于外热力。客观物

理事实表明，搞清楚热力作用是开启物质材料科

学的钥匙。

2.3  小钢丝绳吊起百吨重物的热力作用

热力作用证明，一根半径只有1cm的钢丝绳

之所以能够承受起百吨重物的拉力，因为钢丝绳

的分子之间是紧贴在一起的，除非在制造过程中

存在一些微气泡留下的间隙以外，其他分子之间

都是一个接一个地紧紧的贴附在一起的，分子热

力场之间会传递交换热粒而产生热引力（吸附

力），再加上钢丝绳结构热力场的内热力作用而

产生的结构力、张力和弹力就可以抵抗百吨重物

的拉力。除此之外不可能在物质结构中找到如此

巨大的作用力，更没有任何理由说它是电磁力。

客观事实证明，小钢丝绳吊起百吨重物的结构

力、张力和弹力是来自热力作用。

2.4  地球大气层热力场的表面热张力

航天飞机（或飞船）返回大气层时，返回的

再入角度小了的话就会被弹射出去，跟打水漂一

样的原理。由于大气层边缘的大气压几乎接近

零，大气分子就像我们吹泡泡一样轻飘飘的。按

常理来说，航天飞机与大气分子碰撞就像火车撞

蚊子那样，根本不可能会对火车的速度和方向产

生任何影响。可是实验和实践证明，航天飞机偏

小角度与大气层边缘碰撞时就像小球碰墙壁一样

被弹射回太空。因此航天飞机要调整好合适的角

度，像子弹一样射穿那道墙才能进入大气层。当

然角度和速度也不能太大，大了就会加大摩擦

力，途中就会被烧掉。由此可见，之前人们对大

气层的结构并未了解。实际上，大气分子热力场

之间会不停传递交换热粒，从而使大气层中充满

热粒形成大气热力场。因此除了大气分子之间产

生热粒传递交换以外，每个分子都会与大气热力

场发生热粒传递交换，使用大气热力场产生一个

强大的内热力。就是在大气热力场的热力作用下

使大气层的边缘形成一个表面热张力。大气热力

场的表面热张力就像一道无形的墙壁将返回大气

层的航天飞机弹射出去。客观事实证明，气体也

会形成热力场结构。

2.5  液体表面热张力

液体热力场的实验观察证据，在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找到。例如，往湖面上投掷瓦片打水漂

时，瓦片往往会在湖面上连续多次弹跳后才掉进

水里。瓦片在水面弹跳很明显不是与水面的水分

子碰撞的结果，本来水是柔软的，但打水漂的瓦

片像是撞到钢板那样弹跳起来，证明水面不仅是

有柔软的水分子，还有一个由湖水热力场构成的

表面热张力和弹力。

小水滴的表面同样会形成热张力，其实所有

物体无论是固体、液体或气体都会形成各种不同

的表面张力。例如滴在干燥玻璃片上的小水滴会

呈现球形，好像小水滴的表面有如气球那样收缩

的弹性薄膜紧紧地包裹着小水滴。现代物理学的

基本粒子力学科研论文集

039



解释是“凡作用于液体表面，使液体表面积缩小

的力，称为液体表面张力。它产生的原因是液体

跟气体接触的表面存在一个薄层，叫做表面层，

表面层里的分子比液体内部稀疏，分子间的距离

比液体内部大一些，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引

力。就象你要把弹簧拉开些，弹簧反而表现具有

收缩的趋势。”这个解释就是现代热力学的分子

论的观点。因为分子论认为：“分子之间有相互

作 用 力 。 当 两 个 分 子 之 间 的 距 离 小 于 几 埃
-10（1Å=10 m=0.1nm）的时候，它们之间的作用

是相互排斥；当两个分子之间的距离大于几埃而

小于几百埃的时候，它们之间的作用是相互吸

引。”这样解释根本不符合逻辑，没有任何物理

机理支持这样的观点。事实上，不是分子间的距

离大一些就会表现为引力，更不可能是距离小一

些就会表现为斥力。分子热力场之间传递交换的

是热粒和光粒，因此分子之间只有产生热引力和

辐射引力，不存在斥力。所谓分子之间的“斥

力”，是分子热力场外壳的体积受到挤压压缩发

生形变时所产生的弹力。说分子之间的距离在什

么尺度表现上为斥力，又在什么尺度上表现为引

力，斥力变成引力怎么会与尺度距离有关？只要

有一点物理常识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幼稚的错

误。

小水滴会呈现球形的原因，是水滴内水分子

热力场之间相互传递交换热粒而产生热引力（吸

附力），并且由于大量分子的热粒传递交换使水

滴内充满有序运动的热粒而形成水滴热力场，是

热力场的内热力作用使水滴产生表面热张力，所

以小水滴会呈现球形。

2.6  固体物质结构热力场的热力作用

由于液体和气体都没有复杂的一层层内部热

力结构，所以液体和气体的热力场构造就很简

单，而且热力场内部粒子之间的热引力和热力场

的内热力都很微弱，因此，像水滴热力场和气泡

热力场那样很容易变形或破裂解散。但固体热力

场的内部构造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固态分子

会根据各自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及其所处环境的温

度和压强的高低而组合成千差万异的各种不同形

式的热力结构，所以固态宏观物体的内部会出现

颗粒、线、棒、柱、管、筒、网格、薄膜、层

片、团块等各式各样的物质结构热力场，从而构

成坚固的物体。

例如，用一块黏土泥放到陶轮上做成一个泥

碗胚，开始时泥碗胚很柔软，风干后泥碗胚就会

坚硬一些，再把它放进陶瓷窑里高温烧制成陶瓷

碗后会变得非常坚硬。从黏土泥到陶瓷碗的结构

力学变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热力作用的变化过程。

刚做成的泥碗胚是由黏土颗粒和水混合而成的湿

泥结构，黏土颗粒几乎是被水分子或微小水珠分

隔开来，所以黏土颗粒之间要通过水分子或微小

水珠来进行热粒传递交换，由于液体分子之间的

热引力很小，因而固体颗粒之间的热引力作用受

到软弱液体热力场的隔离而减弱，而且由黏土颗

粒与水混合所形成的泥碗胚热力场的内热力也变

得较微弱，所以湿泥碗胚很柔软；然而，经过风

干后的泥碗胚，由于很多水分子和微小水珠被蒸

发掉，泥碗胚发生收缩，颗粒之间的接触面积增

大，则热粒传递交换量增加，因而颗粒热力场之

间的热引力（吸附力）增强，同时干泥碗胚热力

场的内热力也会增强，所以干泥碗胚比湿泥碗胚

坚硬得多；再把干泥碗胚放到陶瓷窑里经过高温

烧制（即热处理过程），泥碗胚内部的水分子和

微小水珠全部被蒸发掉，黏土颗粒之间在高温热

传递交换运动中发生热力场结构重组，一定数量

的黏土小颗粒热力场会融合组建起中颗粒热力场

结构，中颗粒热力场又会融合组建起大颗粒热力

场结构，大颗粒热力场结构又会融合组建起陶瓷

片状热力场结构，从而形成了陶瓷碗个体热力场

结构，由于陶瓷碗是由小颗粒、中颗粒、大颗

粒、片状体等一级级的强热力作用紧密构筑起来

的整体，使陶瓷碗热力场形成强大的内热力，所

以泥碗胚经过高温烧制后会转变成非常坚硬的陶

瓷碗，即是通过热力作用的变化将柔软的泥巴铸

造成坚硬的陶瓷碗。这就是人工热力作用制造固

体物质结构热力场的过程，然而大自然的热力作

用更是鬼斧神工，创造了千姿百态的物质结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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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场，从而形成宇宙万物。

2.7  纳米结构热力场的热力作用

我们知道各种分子都有自己独特的物理特性

和化学性质，这是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原子

或原子团构成的分子核和独特的分了热力场结

构。现在人们又发现一些微小的固体颗粒也表现

出类似分子那样具有自己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

质，因此人们就给这类颗粒起了一个叫做纳米的

称 号 。 纳 米 本 来 是 一 个 长 度 计 量 单 位 ， 即
-9

1nm=10 m，但由于一些固体物质结构的尺度小

到1~100nm时，其物理和化学性质会呈现出许

多既不同于宏观物体，又不同于单个孤立分子的

奇特现象，所以人们就把它作为一个纳米物理化

学学科来研究。

由于之前人们尚未认识物质结构热力场的存

在，因此人们就将这些纳米物体所呈现出来的奇

特现象描述为：表（界）面效应、量子尺寸效

应、小尺寸效应、介电限域效应、库仑阻塞与单

电子隧穿效应、宏观量子隧道效应等各种效应。

总之人们遇到弄不明白的物理化学问题又会拿电

子量子出来说事。本来这些都是纳米物质结构热

力场的作用，根本与电子量子无关。例如，铁

（Fe）单质分子和Fe O 分子及其它们组成常规3 4

材料都不会自动磁化，然而由Fe分子构成的

12nm颗粒和Fe O 分子构成的40nm颗粒却会自3 4

发磁化为永久磁铁。12nm的Fe颗粒和40nm的

Fe O 颗粒会自然成为一个单磁畴磁电体，利用3 4

这些纳米粒子作为原材料就可以制成永久磁铁

（磁电体）。因为这些纳米粒子会像一个大分子

那样形成独特物理性质的颗粒热力场结构，其内

热力整合了颗粒內部分子的热力作用成为一个颗

粒热电装置，使颗粒内部分子核的原子发生原子

外磁电粒传递交换而形成单磁畴磁电场，纳米粒

子则成为一个永久磁电体。如果要让该磁铁去磁

（即消除磁电功能），我们可以用加热的方法使

它消磁，当温度超过居里温度（磁铁的居里温度

为600~700℃）时，铁磁质的磁电性能会消失。

事实告诉我们，仅仅是将铁磁物质加热到一定温

度时就会失去磁电性能，证明铁磁物质的磁电性

能与温度有关，与热力作用有关，与电子量子无

关。因为我们用加热的方法使纳米颗粒热力场的

结构改变，其内热力就会发生变化，则颗粒内部

分子核的原子就会停止原子外磁电粒传递交换，

所以加热会使铁磁质的磁电性能消失。

其 实 有 许 许 多 多 的 固 体 物 质 颗 粒 小 到

1~100nm时会呈现出特殊的热学、光学、力学

和 磁 电 学 性 质 。 例 如 ： 铅 的 常 规 熔 点 是

327.4℃，而20nm的球形铅颗粒的熔点降低至

39℃；金的常规熔点为1064℃，当颗粒尺寸减

小到2nm尺寸时，则降低至327℃；银的常规熔

点为670℃，而超微纳米级银颗粒的熔点可低于

100℃；普通的铂（白金）是银白色，当其尺寸

减小到纳米级时，则变成了黑色。其实各种光泽

明亮的金属制造成纳米尺度时几乎都呈黑色；陶

瓷材料在通常情况下呈脆性，然而由纳米超微颗

粒压制成的纳米陶瓷材料却具有良好的韧性。这

些纳米材料之所以会呈现出奇异性质的原因是物

质纳米结构热力场呈现岀来的热力作用，与之前

人们所说的那些效应无任何关系。必须认识纳米

材料结构热力场的物理本质，才能真正掌握纳米

技术。

纳米颗粒热力场的物理事实告诉我们，同一

种分子以不同的组合形式能够构成不同物理化学

性质的物质材料。比如，如果将常规金属导体的

晶体颗粒结构改造成超微纳米颗粒，导电的金属

可以变成绝缘体，仅仅是改变金属颗粒的结构，

并未改变金属分子的结构，也没有发生化学变

化，可是金属材料的却由导体变成绝缘体；又比

如，石墨、钻石、富勒烯、石墨烯等多种不同物

体的原材料都是由非金属单质碳分子组成，不用

改变分子的内部结构，也没有发生化学变化，只

是它们的微观结构热力场存在差异就会呈现出不

同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前人们认为分子是保持着

物质的组成和化学性质，把分子的化学变化定义

为质变。可是事实证明，所谓的“质变”并不需

要分子发生化学变化，只是分子的组合形式不同

就改变了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由此可见，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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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化学变化和核变化都只不过是构成物质的

微观粒子的空间位置、运动形态和组合形式发生

变化而已，系统变化前后的总质量、总能量和基

本粒子的总数量保持不变。即是说一切物理化学

变化都不会导致质变，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

定律是宇宙的终极真理。科学事实证明从量变到

质变的哲学观念是错误的，这是人们以前的认知

缺失所导致的错误观念。

2.8  超导体的物理本质

关于物质结构热力场的存在和作用可以说是

无处不在的，现在我们又来用一个超导体的物理

事实给予验证。1911年，荷兰的理学家海克·

卡 莫 林 · 翁 内 斯 （ H e i k e  K a m e r l i n g h 

Onnes）在研究测试低温下汞（Hg）丝的电阻随

温度的变化关系时，偶然发现在T=4.15K附近汞
-5

丝的电阻突然消失（即电阻降到10 Ω以下），

他把这种零电阻物质状态定名为超导态，而把电

阻突然消失的温度称为超导转变温度或超导临界

温度。随后他又发现了许多其他金属也都具有超

导现象，接下来很多科学家又发现有更多的物质

也拥有此特性。这就是超导体的发现过程。

对于超导材料为什么在极低温度状态时其电

阻会突然消失？1957年，巴登（Bardeen）和他

的 研 究 助 理 库 珀 （ C o o p e r ） 和 施 雷 弗

（Schreiffer）提出了一个对于超导性质微观解

释的理论，这个理论以他们三人的名字命名为

BCS理论。这个理论解释后来使这三人获得了诺

贝尔物理学奖。

BCS理论中作出了一个假设：电子之间存在

吸引力。在典型的I型超导体中，这种力是由于

电子和晶格之间的库仑吸引力。晶格中的电子将

导致其周围的正电荷轻微增加。正电荷的增加又

会吸引另一个电子。这两个电子被称为库珀

对。如果将这些电子结合在一起所需的能量大于

试图将它们分开的晶格的热振动的能量，则这个

库珀对将保持互相约束的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超导要求低温，低温使晶格的热振动必须足够

小以允许库珀对的形成。在超导体中，电流由这

些库珀对而不是单独的电子形成。所以库珀对是

通过与晶格间的库仑力相互作用形成的。也正是

这个作用克服了导体中的阻力。晶格内部的电子

会由于库仑吸引力而导致正电荷轻微增加，所以

当库珀对流动时，前导电子会引起电荷的增加，

同时后面的电子会被它吸引。电子在晶格中移动

时会吸引邻近格点上的正电荷，导致格点的局部

畸变，形成一个局域的高正电荷区。这个局域的

高正电荷区会吸引自旋相反的电子，和原来的电

子以一定的结合能相结合配对。在很低的温度

下，这个结合能可能高于晶格原子振动的能量，

这样的电子对将不会和晶格发生能量交换，也就

没有电阻，形成所谓“超导”。就是这样的

BCS理论竟然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整个理论

除了假设就是虚构。从来没有实验观察发现库珀

电子对的存在，也没有观测到超导体出现晶格局

部畸变的证据，而且不可能存在两个库仑排斥力

的电子通过晶格局部畸变产生相互变换声子而束

缚成电子对，更没有任何物理机理可以解释库珀

电子对能够不受阻力地在导体中流动。可见之前

的超导假说是那么的儿戏！目前科学实验观察数

据显示，自由电子在导体中定向移动速度大约为

0.74毫米/秒，比蚂蚁的速度还慢，证明没有任

何力量可以推动库珀电子对在超导体中以光速运

动。因此证明超导体中传递磁电能的粒子绝不可

能是库珀电子对。

粒子力学证明，导体或超导体中传递磁电能

的粒子是沿着两个相反方向运动的磁粒和电粒，

不是电子。导体之所以会有电阻，是因为磁电流

粒子在传递过程中会不断的有部分磁粒和电粒被

导体分子热力场和晶格热力场转变为热粒，从而

导致磁电能损耗。这也就是通电导体会有电阻并

且会发热的原因。当温度降至超导临界温度时，

导体分子热力场和晶格热力场的热力作用被削弱

到几乎失去了热电转换能力，则磁电粒子在超导

体中传递时就不会被转变成热粒而损失，所以磁

电流粒子在超导体中就畅通无阻地传递。因此超

导临界温度时导体就变成了超导体，这就是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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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物理本质。

比如实验发现，如果用超导材料做成线圈，

让它处于超导态，用磁电感应（或电源）让超导

线圈中产生磁电流后再撤销磁电感应（或电

源），线圈中的磁电流会长时间存在。之前人们

的解释是，“由于正常导体组成的回路是有电阻

的，回路中有电源则回路中有电流，回路中电源

撤销则电流瞬间消失，因为超导态线圈是零电阻

的，所以线圈中的电流会长时间存在。”由此可

见，之前人们尚未认识电阻的物理本质，不知道

电阻就是导体分子热力场和晶格热力场将磁电流

粒子转变为热粒而导致磁电能损失的结果形成了

电阻。超导态线圈之所以出现零电阻的原因就是

它不会将磁电流粒子转变为热粒，这就是超导体

零电阻的物理真相。

本文作者设想在未来的材料科学研究中应该

将磁电材料作为常温超导材料的研究对象，因为

磁电材料导体内的原子本身就形成了磁电粒传递

交换，通过外加电压增强其磁电粒传递交换而传

递磁电能，则有可能避免导体中的分子和晶格热

力场的热电转换对磁电粒子的损耗，从而成为常

温超导体。

3  热量与热传递交换

3.1  温度

3.1.1  现代物理学关于温度的概念

（1）温度是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

（2）温度的本质就是物质内部大量实物粒

子如分子、原子、电子等的杂乱无规则运动的剧

烈程度。

（3）温度是物体分子运动平均动能的标

志。

（4）在原子尺度下温度的本质就是粒子的

运动速度。

（5）温度是大量分子热运动的集体表现，

含有统计意义。对于个别分子来说，温度是没有

意义的。

（6）温度只能通过物体随温度变化的某个

可观察现象，如水银柱的膨胀等这些特性来间接

测量，而用来量度物体温度数值的标尺叫温标。

它规定了温度的读数起点（零点）和测量温度的

基本单位。国际单位为热力学温标（K）。国际

上用得较多的其他温标有华氏温标（°F）、摄氏

温标（°C）和国际实用温标。

3.1.2  粒子力学的温度定义

把温度定义为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

这应该算是哲学范畴的概念。但把温度的本质定

义为物质内部大量分子、原子、电子等实物粒子

的杂乱无规则运动的剧烈程度。这就搞错了。当

然，如果尚未发现热能性质的基本粒子（热粒）

之前，是不可能找得到温度的正确定义的。现在

我们发现热能就是热粒的微观动能，因此可以给

温度作出正确的定义：温度是物体热力场中热粒

平均动能（或频率）大小的量度。

3.1.3  物体温度、热粒动能和热辐射频率三

者的关系

根据维恩位移定律在一定温度下，黑体的绝

对温度与辐射本领最大值相对应的峰值波长λ的

乘积为一常数为，即 T=b，因为 =c/ ，所以λ λ ν

Tc=b ，T=b /c，式中T为绝对温度；c为光速；ν ν

ν
-3

为峰值辐射频率；常数b=2.897×10 mK。维恩

位移定律表明，黑体的绝对温度T与峰值辐射频

率 成正比关系。由于物体的热辐射是物体热力ν

场中的热粒转化而来，则可以认为物体热力场中

最大比例热粒的频率等同于峰值辐射频率，因此

物体的温度与其热力场中热粒的平均频率成正比

关系。根据普朗克方程E=h ，物体热力场中热ν
-

粒的动能等于普朗克常数h乘频率 ，h=6.626×10ν
34

Js。那么物体的温度越高其热力场中热粒的平

均动能越大，它发射的峰值热辐射的频率越高。

所以最后得出结论：温度是物体热力场中热粒平

均动能（或频率）大小的量度。或者说：温度是

物体热力场中热粒平均动能（或频率）大小的标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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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通常就是使用维恩位移定律对高温

物体进行测温，特别是测量遥远的恒星、星系、

星云的温度更是普遍使用。例如，人们探测到太
14

阳光的峰值辐射频率大约为6.38×10 Hz，便可估

算出太阳表面温度近似为6170K。测得地球的表

面温度为300K，则可算出地表峰值辐射的频率
13为3×10 Hz。现在，我们可以计算出，太阳热力

-场 的 热 粒 的 平 均 动 能 ： E = 6 . 6 2 6 × 1 0
34 14 -19×6.38×10 =4.23×10 J。而地球热力场的热粒的

-34 13 -20
平均动能：E=6.626×10 ×3×10 =1.99×10 J。

3.1.4  非分子粒子没有温度

实验证明，质子和中子的运动剧烈程度与温

度无关。大型强子对撞机把反向运动的两束质子

分别加速，再让它们对撞。加速环长度为27千

米。在大型强子对撞机加速器环内，质子被加

速，最终达到每秒转11000圈的速度。每圈是

27千米，11000圈就是297000千米。就是说质

子的速度，达到了光速的99％。在强子对撞机加

速器环内通过制冷分配系统使其保持在零下

271.3摄氏度。那么质子束被加速到接近光速

时，按现代热力学理论计算其温度应该升高到数

亿K以上，但事实上并没有升高。证明温度与质

子的运动速度无关。

3.1.5  电子运动剧烈程度与温度无关

科学家曾经在国际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将

电子加速到了每秒299792457.9964米，只是差

了 这 么 0 . 0 0 3 6 米 而 到 不 了 光 速 。 将 质 量 为
-319.10956×10 kg的电子加速到达了这个速度，

可说是物质运动的极限速度了，那么按现代热力

学理论计算电子束的温度就要升高到万亿K以上

的最高极限温度，但事实上它的温度并没有升

高，证明电子的运动速度与温度无关。

无数的实验结果证明，原子、质子、中子、

电子、磁粒、电粒和光粒无论以什么速度运动都

不会引起温度变化，因为它们都不是热运动形式

的基本粒子（热粒），没有分子热力场和物质结

构热力场，就没有热量和温度。因此现代热力学

理论把温度定义为“原子、质子、电子等微粒子

杂乱无规则运动的剧烈程度”是错误的。必须具

有分子热力场和分子组成的物质结构热力场才会

拥有热量和温度。

3.1.6  托卡马克加热装置实验

托卡马克的中央是一个环形的真空室，外面

缠绕着线圈。在通电的时候托卡马克的内部会产

生巨大的螺旋型磁电场，将其中的氘、氚离子

（粒子力学证明离子不是原子，而是带电的分

子，即是带有磁粒或带电粒的分子）加热到很高

的温度，以达到核聚变的目的。为什么氘、氚离

子可以加速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因为它们是分

子，具有分子热力场，有热粒结构。通过欧姆加

热、磁电脉冲加热、中性高能粒子束加热等多种

加热方式可以将能量传递给分子热力场和离子束

热力场，使其热力场的热粒动能增大，则温度升

高，因此托卡马克加热装置内的离子束就可以加

热到千万K以上的高温。

3.1.7  超流体的物理本质

大量的实验结果表明，当物质分子冷却到接

近绝对零度（0K，-273.15°C）时会呈现出的一

种气态的、超流性的物态，也即是处于玻色—爱

因斯坦凝聚态（BEC）。热运动性能就消失了。

1938年，彼得·卡皮查、约翰·艾伦和冬·麦

色纳发现氦-4在降温到2.2K时会成为一种叫做

超流体的新的液体状态。超流的氦有许多非常不

寻常的特征，比如它的黏度为零。在容器中注入

温度低于2.2K的液氦时，超流的液氦会沿着容器

壁向上爬，流到容器外面。如图1所示。

人们测得液氦的密度在大约2.2K时突然达到

最高，那么分子体积缩到最小，也可以说是分子

热力场的体积缩到最小，其热粒的动能降到最

低，几乎就是剩下分子核和微弱的热粒子层了。

这时分子热力场之间就几乎停止热粒传递交换，

分子之间的热引力就消失了，所以液氦分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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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失去吸附力和粘滞力成为超流体。由于超流体

失去了分子热力场的热力作用，就会被容器壁等

其他物质分子热力场的吸附力吸引而爬出容器流

到容器外面。超流体往往会形成玻色—爱因斯坦

凝聚态，因为失去热力作用的超流体分子核之间

会发生微弱的磁电粒传递交换而产生磁电作用相

互吸引，所以会呈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事

实证明，温度是分子热力场和物体热力场的热粒

动能大小的物理量。

3.2  热量与内能

3.2.1  现代热力学关于热量和内能的概念

大概有如下几种说法：

（1）热量是系统与外界之间由于存在温度

差而传递的能量。热量的传递是分子无规则热运

动的能量的转移，是一种无序的能量。

（2）热量是在热传递的过程中传递内能的

多少。内能是物体所具有的分子动能与分子势能

的总和。

（3）热量是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并非一

种物质，我们认为在机械功和热量之间必存在

着——如因与果一般的等量关系。外力对系统做

功时系统的内能增加，系统对外做功时则系统内

能减少。

（4）热量是由于温度差而转移的能量，系

统与外界间存在热学相互作用，作用的结果有能

量从高温物体传递给低温物体，这时所传递的能

量就称为热量。

现代热力学关于热量和内能概念存在明显的

缺陷，比如1大气压、1公斤100摄氏度的气态水

转变为100摄氏度液态水会释放出539千卡的热

量，那么这些热量并不是系统与外界之间由于存

在温度差而传递的能量。它们仅仅是发生物态变

化，温度保持不变，但却释出那么大量的热量，

之前还没有人知道这些热量存在什么地方，也未

知道它的存在形式，证明现代热力学对热量和内

能还是很无知。

3.2.2  现代物理学的机械能概念

现代物理学的机械能定义是动能与势能的总

和。这里的势能分为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所以

动能、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统称为机械能。决定

动能的是质量与速度；决定重力势能的是质量和

高度；决定弹性势能统的是劲度系数与形变量。

物体的动能和势能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在只有动

能和势能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机械能的总量保持

不变，即机械能是守恒的。

3.2.3  物理系统的体积势能

本文研究发现还有一部分机械能之前未被人

们发现，它就是物理系统占据空间体积的势能，

这是物理系统中实在的机械能，也就是物理系统

内能的一部分，它不属于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

我把它称为体积势能。系统占据空间体积越大势

能越大，反之，则越小。

旋转系统的机械能守恒实验证明，物理系统

占据空间体积势能的实在存在。在冰上旋转的溜

冰者，他的双臂原先是水平张开的。溜冰者的手

臂放下来或者把手臂举到头顶双掌合并，手臂离

转轴更近时，旋转系统为保持角动量守恒，动量

必然会增加，角动量等于动量与物体离转动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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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乘积。如图2所示。当旋转系统的半径缩小

时，则系统的旋转速度会相应增大，系统的角动

量始终保持不变。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角动量守恒

定律。

事实上旋转系统不仅是角动量守恒，而且机

械能也是守恒的。溜冰者把手臂放下或者把手臂

举到头顶双掌合并时，就能转得更快的物理因素

是机械能守恒，因为溜冰者肢体占据空间的势力

范围缩小，也就是旋转系统占据空间体积的势能

减少了，那么系统的体积势能就会转变为动能，

因此溜冰者必然会转得更快。之前人们已经认识

机械能是动能与势能的总和，但是认为势能只是

分为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并未认识到到系统的

体积势能，因而导致对系统内能的认知缺失。现

在我们通过旋转系统的实验观察证明，系统的机

械能含有动能、重力势能、弹性势能和体积势

能。体积势能是内能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转

换为动能、弹性势能或者热量。因此，尚未认识

物理系统的体积势能，只是认识部分机械能，并

未认识机械能的全部。实际上角动量守恒是机械

能守恒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前竞然无人弄明白这

样的一个物理事实，的确令人费解！

3.2.4  微观机械能与热量

一切运动物体都具有机械能，同理可知一切

运动粒子都具有机械能，我把微观粒子的所具有

的机械能称为微观机械能。由于分子、原子、电

子和磁粒、电粒、热粒、光粒等这些微观粒子都

是具有质量和能量的运动粒子，因此这些微观粒

子必然具有微观机械能。现代热力学也曾认为内

能是物体所具有的分子动能与分子势能的总和。

但是分子的动能和势能是什么却无人知晓，根本

的原因就是尚未认识微观机械能。现在本文研究

发现一切物理系统的内能都是由微观机械能构

成，微观机械能同宏观机械能一样具有动能、弹

性势能和体积势能三种能量形态。因此，微粒子

的动能、弹性势能和体积势能都可以转换成热

量。本文对热量的定义：热量是系统微观机械能

的变化量。

3.2.5  绝热装置的温度变化实验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实验来验证分子热力

场的体积势能和微观机械能的物理本质。将空气

装在一支试管里，在管口的一端安上可移动的活

塞，将试管做成一个绝热装置，如图3所示。

先固定活塞，用酒精灯的微火给试管加热，

我们会测量到空气的温度升高。现代热力学的解

释是绝热装置吸收的热量转变为系统的内能，所

以温度升高。但如果用微火给试管缓慢加热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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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轻轻向外移动活塞，使空气的体积增大以保

持试管内部空气的温度不变。明明是绝热装置吸

收了热量转变为系统的内能，但是内能增加为什

么温度不会升高？为什么系统的体积相应增大其

温度就不会升高？证明热量并非仅仅是与温度有

关的能量。根本的原因就是系统吸收的热量并没

有转成系统热力场和气体分子热力场热粒的动

能，而是转换成系统分子热力场的体积势能了，

所以温度不会升高。实验证明，给系统传输的热

量可以转换成系统的体积势能。系统的体积势能

就是系统内能的组成部分。系统对外做功使内能

减少就是系统的微观机械能转换成宏观机械能，

系统对放热就是系统的微观机械能转换成热量转

移到外界。

如果我们将酒精灯的微火移开，再向内推移

活塞，则试管内的空气被压缩时我们会测量到其

温度随之升高。实验证明，系统的体积被压缩缩

小时则系统的体积势能会转变成热能，使系统的

温度升高。这是因为气体分子热力场的体积被压

缩时分子热力场的体积势能会转化为其热粒的动

能而使温度升高。这就是压缩气体会温度升高的

物理真相。而且在向内推移活塞时系统内气体的

压强增大，这是因为被压缩气体分子热力场的体

积发生形变而使其弹性势能增大，所以系统内气

体的压强增大。由此可见，外力对系统做功可转

换成系统内分子热力场热粒的动能，也可转换成

分子热力场的弹性势能。

当酒精灯的微火移开后，向外移动活塞时我

们会测量到其温度随之降低，明明是外力对系统

做功，则系统的内能增加，但系统的温度为什么

不升高反而下降呢？外力做功使系统增加的能量

去哪了呢？现代热力学理论是解释不了的。本实

验结果证明，外力对系统做功所增加的能量转换

成系统的体积势能了。

3.2.6  物态变化引起的微观机械能转移

尚未认识微观机械能之前是不可能弄明白水

蒸气液化为水所释放出来的热量从何而来的，也

不会明白水气化为水蒸气所吸收的热量到哪去

了。因此微观机械能的发现是热力学的最重要发

现之一。比如1标准大气压100℃时，1公斤气态

水的体积约为1.7立方米。而1公斤液态水的体积

是0.001立方米。由此可知，1公斤100℃的液态

水吸收539大卡的热量而发生发生物态变化相变

为100℃的气态水时体积增大了1700倍。可计算
-29

得每个水分子的体积为2.99×10 立方米，吸收
-23 -

1.6×10 大卡的热量后相变为体积5.08×10
26

立方米的水蒸气分子。它的质量和温度都没有

变化，体积却增长了1700倍，那么一个水蒸气
-23分子吸入的1.6×10 大卡热量则完全转化为该

分子热力场的体积势能。反过来当一个水蒸气分

子 发 生 物 态 变 化 相 变 水 分 子 时 则 会 释 放 出
- 2 3

1.6×10 大卡的热量，体积会缩小为原来的

1700分之一。这是水蒸气分子的体积势能转化

为热量的过程。

由此可以计得：1标准大气压1公斤100℃液

态水相变为100℃水蒸气而增加的体积势能
6U=539大卡=2.255×10 J。也可以计得每一个液

态水分子相变为水蒸气而增加的体积势能为
-20

U=6.69×10 J。微观机械能的发现终于揭开了

物态变化的热量本质。从而揭示了微观粒子体积

势能的物理本质。

3.2.7  微观机械能的演算解释电冰箱的原理

现在通常使用的气体压缩式电冰箱是依靠低

沸点液态制冷剂汽化时吸热达到制冷目的。液态

制冷剂现在较常用的有氨气、二氧化硫和甲烷

等，这些制冷剂常温常压下是气体。比如用压缩

的液化氨气作为制冷剂，当液体氨在冰箱的蒸发

器中汽化时会由液氨分子相变为气态氨气分子，
-29其每个液氨分子的体积为3.44×10 立方米会相

-26变为体积5.08×10 立方米的氨气分子，分子体

积增大了1477倍，在分子体积增大的同时每个氨
-23

气分子会吸收大约3.97×10 大卡的热量。这就

是液氨分子热力场会吸收汽化热的热量直接转化

为氨气分子热力场的体积势能，从而使冰箱里的

温度降低以达到制冷的目的。汽化后的氨气分子

再以压缩机将其蒸发压缩，继而使之放热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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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抽风机将热风抽出，所以电冰箱吹出来的

风是热的，从而完成制冷循环。

由于之前人们尚未认识制冷剂的分子热力场

会将热量转化为体积势能，就不能弄清楚制冷剂

吸收的汽化热藏在什么地方，所以无法真正了解

电冰箱制冷的工作原理。

3.3  热传递

3.3.1  现代热力学理论的热传递学说

（1）热传递概念

热传递是物理学上的一个物理现象，是指由

于温度差引起的热能传递现象。热传递中用热量

量度物体内能的改变。热传递主要存在三种基本

形式：热传导、热辐射和热对流。只要在物体内

部或物体间有温度差存在，热能就必然以以上三

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从高温到低温处传递。

（2）热传导的传递方式

当不同物体之间或同一物体内部存在温度差

时，就会通过物体内部分子、原子和电子的微观

振动、位移和相互碰撞而发生能量传递现象。

（3）热辐射的传递方式

能把热能以光速穿过真空，从一个物体传给

另一个物体。任何物体只要温度高于绝对零度，

就能辐射电磁波，被物体吸收而变成热能，称为

热射线。电磁波的传播不需要任何媒质，热辐射

是真空中唯一的热传递方式。太阳传递给地球的

热能就是以热辐射的方式经过宇宙空间而来。

（4）热对流的传递方式

是指流体内部质点发生相对位移的热量传递

过程。由于流体间各部分是相互接触的，除了流

体的整体运动所带来的热对流之外，还伴生有由

于流体的微观粒子运动造成的热传导。

事实上由于之前人们尚未认识热能是热运动

形式的基本粒子（热粒）所构成，所以无法搞清

楚热传递的物理本质，因而导致现代热力学出现

这些错误的热传递学说。

3.3.2  热传导的物理真相

热传导的实质是导热，就同导电必须有导体

一样，导热必须有导热介质，没有物质分子热力

场作为介质的真空地带是不能导热的。大家都熟

悉的保温瓶，其原理是保温瓶的内壁和外壁之间

被抽成真空,内壁的热量不能够通过传导方式与

外界交换，以达到保温的作用。这是因为不管是

固体、液体或气体必须有导热的物质结构热力场

和分子热力场作为介质接力传递，热粒才能有路

通行，由于保温瓶内壁和外壁之间抽成真空没有

物质热力场结构，就阻断了热粒的通道，又因为

热能热粒不是波，也不存在波粒二象性，则热量

就传不岀去了，所以达到保温的作用。

保温瓶的物理事实证明，热传导的导热方式

是通过物质结构热力场传递交换热粒的方式实现

热量传递的。当两个不同温度的物体处于热接触

时，热量总是自发地由温度高的物体流向温度低

的物体，导致温度高的物体减少热量同时温度降

低，而温度低的物体增加热量同时温度升高。这

是因为任何物质系统热力场都必须不断与外界进

行热粒传递交换才能保持系统内部粒子的有序运

行，所以两个处于接触的物体之间必然会发生最

大量的热粒传递交换。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是

热粒双向传递交换，不是单向传输。大家都知

道，任何物体在发射热辐射的同时吸收等量的热

辐射。同样的物理机理，任何物体在释出热粒的

同时会吸收等量的热粒。因此，热传导是两个不

同温度的物体之间是双向相互传递交换热粒，不

是单向传输。

3.3.3  热传导是微观机械能的转移

由于高温物体热力场中热粒的平均动能大，

低温物体热力场中热粒的平均动能小，他们之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传递交换之后，高温物体会释放

出大量高动能热粒，并且同时从低温物体中吸收

了大量的低动能热粒，从而使高温物体热力场中

热粒的平均动能降低，则物体的温度降低；而低

温物体会释放出大量的低动能热粒，并且同时从

Natural Science
Theoretical Research 自然科学理论研究

048



高温物体中吸收了大量的高动能热粒，从而使低

温物体热力场中热粒的平均动能升高，则物体的

温度升高，直至双方温度一致后就会长久保持热

平衡，热平衡是热粒传递交换的结果。然而双方

达到热平衡之后并不会停止热粒传递交换，它们

之间与不同温度时一样，它们之间的传递交换量

一点都没有减少，只不过是它们之间传递交换的

热粒的平均动能相同，所以双方处于热平衡状态

则温度保持不变。以前人们误认为热传导是热量

像流水那样由高处向低处流动，但事实并非如

此。热传导的双方都给对方传递携带着动能的热

粒，只是高温物体给低温物体传递的热粒的动能

（或频率）大一些，而低温物体给高温物体传递

的热粒的动能（或频率）小一些，结果导致高温

物体热力场内粒子的总动能亏损，热量减少，而

低温物体热力场内粒子总动能增值，热量增加，

所以不同温度的物体之间热传导的结果是热粒动

能的转移，是微观机械能的转移，也只是热量的

转移，而双方传递交换的热粒数量和质量是等价

交换，因此双方各自的质量保持不变。由此可

知，系统与外界的热粒传递交换实现热量的转

移，质量则是等价（等量）交换，所以热传导交

换的结果是系统的温度变化，质量不变。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弄清楚历史上曾经提出过

的并且争论了几百年的一个问题：“一杯热水重

还是一杯冷水重。”虽然有很多实验证明两者重

量相等，但始终不知道为什么两者重量相等，所

以人们还会怀疑实验测试不准确。当我们认识热

粒、热量和热传递交换的物理本质后，这些谜团

都被揭开了。假如我们将1000公斤水装在密封

的容器中加热到100摄氏度后，用现代可以测试

一个分子重量的最精确测量仪器检测它的重量，

然后将容器中的水冷却到0摄氏度再检测它的重

量，我们会发现它的重量始终保持不变。这是因

为100摄氏度水在冷却降温过程中只是释放出高

动能热粒的同时会吸收等量的低动能热粒，使容

器中水分子热力场热粒的平均动能降低，则温度

随之下降，因而在冷却过程只是容器中水分子热

力场热粒的总动能减少，即是系统的内能转移，

热量减少，但质量保持不变。这就是一杯热水与

一杯冷水同样重的物理真相。

3.3.4  热辐射传热的物理真相

之前人们由于没有搞清楚物体的辐射从何而

来的问题，所以不能将热辐射与磁电辐射区分开

来。现在我们已经证明物体的热辐射由分子热力

场和物质结构热力场中的热粒转变而来，因此热

辐射也叫温度辐射。由于一切温度高于绝对零度

的物体都具有完整的分子热力场，所以都能产生

热辐射，热辐射的光谱是连续谱，峰值辐射频率

与物体的温度成正比关系；磁电辐射则是由原子

磁电场中的磁粒和电粒转变而来，它的辐射频率

与物体的温度无关。而磁电辐射（也叫特征辐

射）的光谱是不连续的元素特征光谱，辐射频率

与元素的种类有关与温度无关。

本来热辐射没有温度的，接近绝对零度

（0K，-273.15℃），为什么太阳会把光和热传

递给地球，而且辐射传递是真空中唯一的热传递

方式？因为太阳光辐射携带的热量（微观机械

能）是不显温度的。太阳的光辐射要经过约

1.5亿公里才能到达地球，除了太阳大气层热力

场和地球大气层热力场有温度之外，其余1亿多

公里的太空除了星际物质有一点热量和温度之

外，科学家探测到几乎所有太空环境都是接近绝

对零度。太阳光照射会使地面物体升温的原因，

是太阳光辐射将它自己的部分动能（微观机械

能）传递给地球大气分子热力场和地面物质分子

热力场，使被照射的分子热力场中热粒的动能增

大则温度升高，这就是地球昼夜会出现温差的缘

故。

因 为 太 阳 光 的 峰 值 辐 射 频 率 大 约 为
14

6.38×10 Hz，而地球辐射的红外线峰值辐射的
13

频率为3×10 Hz，根据普朗克方程E=hv可计算

出太阳光辐射的频率或动能比地面物质分子热力

场的红外线辐射的平均动能大20多倍，因此不管

太阳光辐射被地面物质分子热力场吸收或者反

射、折射、透射都会有部分微观动能转移给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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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分子热力场的热粒，使其平均动能增大温度

升高。由此可知，太阳光粒的微观动能只有传递

转换为热粒的动能时才会使物体的温度升高。温

度仅仅是与热粒的微观机械能的大小有关，与光

粒、磁粒和电粒的微观机械能的大小无关。我们

晒太阳的时候之所以会感觉到热辣辣，这是因为

太阳光粒照射到我们皮肤细胞热力场和组成细胞

的分子热力场的时候，不管太阳光粒是反射、散

射、折射还是被吸收，光粒的部分动能会转变为

细胞热力场内热粒的动能，使细胞热力场热粒的

平均动能（或频率）增大，则温度升高，所以我

们晒太阳时就会感觉到热辣辣。事实上是太阳光

粒带着不显温度的热量（微观机械能）传递到我

们的身体上，所以使我们觉得热辣辣。

3.3.5  布朗运动的物理真相

现代分子运动论所指的布朗运动现象是悬浮

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所做的永不停息的无规则

运动。认为产生布朗运动的原因是液体或气体分

子永不停息的随机涨落的无规则运动，大量液体

分子或气体分子对悬浮微粒撞击的不平衡造成

的。事实上之前人们并没有搞清楚液体或气体分

子运动的原因。

现在本文证明，所谓布朗运动并不是液体或

气体分子随机涨落的无规则运动，而是分子之间

发生热粒或光粒传递交换的热力作用和辐射作用

所推动的分子运动。根本不存在无规则的随机涨

落的布朗运动。当液体或气体某个分子热力场吸

入频率高动能大同时交换释放出频率低动能小的

热粒或光粒时则会温度升高体积增大，比重变小

就会往上浮起。反之则会下沉。从而导致液体或

气体分子出现浮浮沉沉上下前后左右的位移运

动，那么液体或气体分子中的悬浮颗粒就会随之

运动。这就是布朗运动的物理真相。

3.4  微观机械能做功的实验验证

3.4.1  激光的热效应

激光切割是利用经聚焦的高功率密度激光束

照射工件，如不锈钢、钛、铝及其合金等工件，

使被照射的材料迅速加热熔化、气化、烧蚀或达

到燃点，同时借助与光束同轴的高速气流吹除熔

融物质，从而实现将工件割开。激光是没有温度

的，即0K，为什么可以瞬间加热工件？因为高

功率密度激光束照射工件时，密集的光粒以光速

撞击工件的分子热力场，也就是光粒子流的外力

对分子热力场微系统做功，光粒的部分微观机械

能转移给分子热力场的热粒，使热粒的动能瞬即

增大，温度瞬间升高，因而被照射的材料迅速加

热熔化、气化，得以实现将工件割开。这就是激

光热效应的物理真相。

3.4.2  激光的冷却作用

人们在实验中用多个方向的激光同时照射到

由分子组成的微小气团上时，仅在10秒钟左右就

可以把气体从室温迅速冷却到0.000001K以下。

因为微小气团分子热力场中的热粒在多个方向激

光束的轰击下被打飞了，即是激光束把热粒激发

为热粒脉冲或辐射脉冲散射出去，那么微小气团

的分子热力场所剩下的热粒极其稀薄，相互作用

非常微弱，则热粒的动能会降到极低，所以气团

的温度会迅速下降到接近绝对零度。这种情况属

于激光束对微小气团分子热力场微系统做负功，

光粒的外力将分子热力场微系统的微观机械能转

移到系统外，使分子热力场微系统的内能减少温

度降低。这就是激光冷却的物理真相。

3.4.3  磁电脉冲的热效应

电磁炉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家用电器，但至今

人们都还未真正认识电磁炉的工作原理，包括电

器的发明者。之前认为电磁炉是利用高频变化的

磁场使金属材质的锅产生涡流生热来加热食物。

现在本文研究发现，涡流生热和振动水分子生热

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是电磁炉产生特

定频率的磁电粒脉冲以光速撞击食物分子热力

场，磁电粒脉冲对分子热力场微系统做功使部分

微观机械能转移给食物分子热力场中的热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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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分子热力场热粒的动能增大温度升高，从而

加热食物。现在利用磁电粒脉冲加热在工业生产

上已经广泛应用，就连托卡马克装置里的高温高

速运动离子也会用到磁电粒脉冲加热。只是因为

之前人们尚未认识微观机械能做功的物理事实，

所以未能弄明白磁电粒脉冲加热的物理真相。

4  太阳和地球的热源

4.1  太阳不存在热核反应的自然条件

4.1.1  现代物理学的太阳模型

根据科学探测结果表明，太阳质量大约是
272×10 吨（地球的33万倍），太阳光峰值辐射

14
频率约6.38×10 Hz，根据维恩位移定律计算出

太阳光球表面温度约6170K，推测出太阳中心温

度高达1500万K，并测出太阳每秒释放的能量达
263.9×10 J。太阳时时刻刻都在释放能量，那么

如此巨大的能量从何而来呢？现代科学家给出的

答案是，太阳的能量主要来自它内部的热核聚变

反应。科学家认为在高温高压下，太阳内部会产

生热核聚变反应，每秒钟可将6亿吨的氢核聚变
26为氦核，因而可释放出3.9×10 J的巨大能量。

关于热核聚变反应的原因是这样描述的：太

阳的物质在高温下变成“等离子态”，即物质的

所谓第四态，固态、液态、气态为物质的三态。

“等离子态”就是物质原子内的电子在脱离原子

核的吸引而形成带负电的自由电子和带正电的原

子核共存的状态，此时，电子和原子核离子带的

电荷相反，但数量相等，这种状态称作“等离子

态”。当四个氢原子在高温下靠得很近时，四个

质子会撞到一起时，其中两个会发生衰变，释放

出两个反中微子和正电子，变成中子。这两个正

电子会与原子核外电子相互湮灭，形成两个光量

子；剩下的中子、质子和电子各有两个，恰好形

成一个氦原子。绝大多数恒星都是通过质子的衰

变而发出光芒。这就是当前科学家认同的太阳热

核聚变观点。

本文已经证明温度和热量与原子、中子、质

子和电子的运动无关，太阳内部的高温绝不可能

把电子从原子中剥离出来成自由电子，更没有任

何实验结果证明太阳内部的高温可以使氢原子丢

掉电子成为光头质子。太阳物质成为等离子态之

说是纯粹虚构。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很难想

象这些科学家的思想还是那么的幼稚。

4.1.2  太阳没有形成核反应堆的条件

假如氢原子内的电子脱离原子核的吸引而形

成带负电的自由电子，剩下的氢原子核成为带正

电的质子共存的“等离子态”的话，那么我们探

测到太阳的光谱线就是质子的标准7条光谱线，

就没有氢原子光谱的14条谱线了。可是我们探测

到太阳的氢原子光谱与地球上的氢原子光谱一

样，在可见光和近紫外光谱区的光谱是14条特征

谱线。证明太阳物质的物态与地球普通物质分子

的物态相同，都只有3态，不存在第四态的“等

离子态”。实际上，必须是放射性元素在β衰变

的时候才会出现电子与原子核分离，当电子与原

子核分离的同时原子核也就衰变破碎了，所以原

子核与电子分离形成“等离子态”之说是不成立

的。

任何恒星、行星、星云天体都是由分子物质

构成，原子、原子核、中子、质子和电子是不可

能直接组成宏观物体和星球天体的。之前人们对

离子的定义是：“离子是指原子或原子基团失去

或得到一个或几个电子而形成的带电荷的粒

子。”现在本文研究发现离子是带磁粒或电粒的

磁电性分子，并不是带什么电荷的原子或原子

团。因为原子或原子团没有热力场外壳则没有热

能、热量和温度，而离子有热力场外壳，所以是

有热能、热量和温度的粒子。因此离子是分子不

是带“电荷”的原子或原子团。通常情况下分子

是不带磁电性能的，因为分子核的原子或原子团

所释放出来的磁电粒会在分子热力场的热电转换

平台中全部转换为热粒，所以通常分子不带电不

会成为磁电性离子。但在高温或某些特定的情况

下分子核里的原子或原子团释放出来的磁粒或电

粒未能被分子热力场全部转换成热粒，因而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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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磁粒和电粒会溢出分子外并吸附在分子的表

层，使分子成为磁电性粒子，即是之前人们所说

的离子。所以说离子是分子不是原子。如果把磁

电性分子称为离子的话，那么正离子就是带磁粒

的磁离子，也叫磁分子；负离子就是带电粒的电

离子，也叫电分子。

事实证明，所谓的“等离子态”，实质上就

是磁分子和电分子的混合物，并非物质的第四

态。这就是说，太阳物质不是“等离子态”，而

是炽热的磁分子和电分子混合在一起的物质。宇

宙中根本不存在失去电子而带正电的离子或者得

到多余电子而带负电的离子。更不可能存电子与

质子分离后又混合在一起的“等离子态”混合

物。这就是说，太阳不存在热核反应的自然条

件，不可能形成热核反应堆。

4.1.3  太阳的中心区域不存在氢燃料

物理常识判断和逻辑推理表明，氢物质不可

能源源不断地进入太阳的核心，所以不可能保持

持续的核聚变反应。本文根据太阳的周围都是岩

质行星的物理事实证明太阳有一个岩质内核（粒

子力学第八章有详细论证），但太阳也像气态行

星那样，岩质内核外物质由很厚的气体构成，因

此太阳被称为气态恒星。由于太阳是从气体和尘

埃云中诞生，比重大的尘埃物质必然会沉降到太

阳的中心形成岩质星核，比重小的气体物质必然

会上浮到太阳的上层和外表层，然而氢物质是比

重最小的物质，必然会上升到太阳的最外层，因

此可达到核反应的高纯度的氢物质不可能大量进

入太阳的核心，更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每秒6亿吨

流入太阳的核心位置形成热核反应堆。客观事实

证明，氢核聚变反应产生太阳热能和光能的观点

是凭空想象而虚构的假说，没有可信的依据。

4.1.4  恒星的元素丰度与核聚变演化理论不

相符

宇宙探测的物理事实证明，恒星的光能不是

来自氢核聚变反应。因为通过对大量的新老恒星

的光谱分析表明，“燃烧”了100多亿年的古老

恒星上的氢元素与氦元素丰度的比例与刚形成不

到几万年的幼年恒星上的氢元素与氦元素丰度的

比例几乎相同，无论是白矮星、主序星还是巨

星、超巨星等等恒星表面元素光谱几乎都是这

样。假如恒星是在不断燃烧氢元素而聚变成氦元

素的话，那么古老恒星上的氢元素丰度会明显降

低，而氦元素丰度会明显升高，则古老恒星同幼

年恒星上的氢元素与氦元素丰度的比例必然差异

极大，但探测结果却完全相反，因此证明，恒星

（太阳）的光能不是燃烧氢物质所产生的能量，

恒星并不存在热核聚变的演化过程。

4.2  太阳的光和热从何而来

4.2.1  压强制造了太阳内部的炽热高温

现 在 探 测 到 太 阳 光 球 表 面 温 度 大 约 为

6170K，并测算出太阳的中心部分温度高达

1500万K。那么高的温度是怎样形成的呢？本文

通过实验证明，在绝热装置内将气体压缩时其温

度会升高，就像空气能热水器那样，气态的工质

被压缩机压缩成为高温高压的液态，然后进入冷

凝器放热而把水箱的水加热。气体的压强越大温

度越高，即是绝热系统的压强与温度成正比例关

系。

现在的科学探测结果表明，太阳质量大约是
272×10 吨，太阳的半径大约70万公里，估算得

16到太阳中心的压强是1.7×10 Pa。由此可知，太

阳 的 中 心 部 分 1 5 0 0 万 K 的 炽 热 高 温 是 来 自
16

1.7×10 Pa的巨大压强起的作用，是压强的作用

制造了太阳内部的炽热高温。虽然太阳不是绝热

系统，它会由内到外不断地传递热量，但热传递

的速度很缓慢，当它内部压强所制造的热量与对

外传递的热量达到平衡时就会永久保持内部的温

度不变。因此太阳可以看作是开放式“绝热系

统”。那么越靠近中心的压强就越大则温度越

高，越往外的压强越小则温度越低，从里到外温

度递减，所以太阳内部会形成梯度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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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太阳的热运动和磁电运动系统

热对流是气体和液体的热运动特式，由于太

阳除了岩质核以外的上层都是气体，所以太阳可

以看作是一个高温气态星球，因此热对流是推动

太阳物质运动的主要动力。在热运动的推动下太

阳物质会形成一层层一级级的上下对流，漩涡气

流，气团翻滚，磁电性物质板块和极向移动等热

运动形态。

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是压强制造了太阳内部

的炽热高温，但我们还要搞清楚压强制造炽热高

温的热能从何而来的问题，才能揭开太阳质能运

动系统的物理本质。粒子力学证明每一个宇宙背

景辐射粒子（光粒）都具有可测算的质量和能

量，而且宇宙背景辐射占据了99%的宇宙空间和

96%的质量和能量。太阳只是悬浮在宇宙背景辐

射海洋中的一颗小星星，推动太阳在银河系的旋

臂上自转和公转的推动力是宇宙背景辐射。由此

可知，太阳的物质和能量都是来自宇宙背景辐

射，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压强制造高温热能的能量

是来自宇宙背景辐射。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搞

清楚太阳吸收的宇宙背景辐射怎么转变成太阳内

部的高温热能。

热传导的热运动是很缓慢的，对于半径为

70万公里的巨大星球来说，热量从里到外传递一

次按热粒脉冲的传递速度（声速）计算都需要

23天以上。磁电运动则是以光速的传递速度，能

够在2秒时间将新能量的基本粒子从外面空间传

递到核心区域进行传递交换。因此只有磁电运动

才能迅速把宇宙背景辐射的能量，输送到太阳内

部的每一分子原子。

太阳磁电运动系统的形成是因为高温的太阳

物质分子绝大部份是带有磁电性质的磁分子（之

前叫正离子）和电分子（之前叫负离子），高温

分子核的原子或原子团会发生分子核外磁电粒传

递交换，使太阳物质构成一个大型磁电体，所以

太阳球体的周围空间就会形成一个整体磁电场，

太阳球体的内部会形成无数的磁电流，而且在漩

涡气团的局部区域又会形成一个个的区域磁电

场。比如耀斑磁电场、黑子磁电场、日珥磁电场

等等。由于太阳的各种磁电场都是高温分子核磁

电场的核外磁电粒传递交换所形成，因此太阳的

各种磁电场的方向和强弱会随着太阳物质系统的

运动变化而出现周期性变化。

如果我们要弄明白太阳磁电系统是如何将宇

宙背景辐射能量传递给内部高温区域，我们可以

透过一些物理实验和生产生活中的大量物理事实

就可以弄明白磁电系统是如何将能量传递到高温

区域的。比如，电磁炉发射的磁电粒脉冲是无温

度的冷能，则能够快速加热食物；电炉炼钢在电

弧作用区，磁电粒脉冲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电

炉的温度加热到4000℃高温。这都是无温度的

磁电粒脉冲对被加热物体的分子热力场微系统做

功，磁电粒脉冲的部分微观机械能转换成分子热

力场热粒的微观动能，则电炉的温度迅速升高。

证明磁电系统可以将微观机械能（无温度的热

量）从低温的地方传递到高温的地方。同样的物

理机理，太阳的磁电运动系统是可以将宇宙背景

辐射的微观机械能传递给内部高温区域的。

本书作者研究表明，还有一种贯穿太阳质能

运动系统内外的能量传递方式就是通过中微子的

传递。因为太阳高温物质分子核释放出来的部分

磁粒和电粒会组合成中微子（磁电粒子对）以光

速向各个方向传递，所以中微子也会将微观机械

能（无温度的热量）传递给太阳内部高温区域。

因为太阳上的物质分子和原子会将吸收的宇

宙背景辐射转化为分子热力场的热粒和原子磁电

场的磁电粒，这就是辐射光能转换为热能和磁电

能的过程。由于分子热力场与原子磁电场会通过

它们构成的热电转换平台不停地相互转换，所以

太阳吸收的宇宙背景辐射光能就成了太阳热力系

统和磁电系统共用的新能量。然而，太阳拥有一

个巨大的整体磁电场，又有强大的内部磁电流网

络，而且又有无数的区域磁电场，那么太阳的磁

电运动系统贯穿整个太阳物质运动系统的内外，

证明太阳的磁电粒传递交换系统是极尽完美的。

因此太阳的磁电系统可以给予其内部的每个分子

核中的原子或原子团以光速输送新的磁粒和电粒

进行传递交换，以确保每个分子核中的原子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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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团都能够获得更新换代的新粒子。而分子核中

的原子或原子团又会通过分子热电传递交换平台

源源不断地给分子热力场输送新的热粒，使太阳

内部的每个分子热力场都不断获得新能量，从而

保持了太阳内部的恒久炽热高温。

4.2.3  微观机械能守恒定律

科学探测表明，太阳每秒以可见光辐射的形
26

式释放出大约3.9×10 J的能量，那么太阳必须

同时从宇宙背景辐射中吸收等量的能量才能够使

太阳不会出现能量亏损。现在我们就是要搞清楚

太阳是如何做到能量吸收和释出保持平衡的。根

据实验探测结果表明，人们测得宇宙背景辐射的
8

峰值频率为1.60×10 Hz，又测得太阳光的峰值
14

辐射频率大约为6.38×10 Hz。

-34根据普朗克方程E=hν，h=6.626×10 Js，可

计算出宇宙背景辐射峰值辐射粒子的能量：E辐

-34 8 -25
=6.626×10 ×1.60×10 =1.06×10 J；又计算出太

- 3 4
阳光的峰值辐射粒子的能量：E =6.626×10  光

14 -19
×6.38×10 =4.23×10 J。

-19 -25 6E /E =4.23×10 /1.06×10 =3.99×10光 辐

计算结果发现，每个太阳光的峰值辐射粒子

的能量比宇宙背景辐射峰值辐射粒子的能量大

399万倍。如果根据普朗克方程E=hν的计算值，

太阳吸收一个宇宙背景辐射粒子同时释放出一个

可见光辐射粒子，就会出现能量亏损。事实上并

不会岀现能量亏损，因为普朗克方程E=hν的计

算值只是光粒的微观动能，并未包括光粒的微观

势能。由于光粒是具有质量实体的作螺旋轨道运

动的刚体粒子，所以光粒同宏观物体一样，既有

机械运动的动能又有占据空间位置的势能。本文

研究结果表明，光粒的微观机械能等于它的微观

动能和微观势能的总和。微观动能和微观势能之

间是可以转换的。在只有微观动能和微观势能相

互转换的过程中，微观机械能的总量保持不变，

即微观机械能是守恒的。我们把它称为微观机械

能守恒定律。微观机械能守恒定律将会成为未来

最重要的物理学定律之一。

4.2.4  太阳恒久保持吸收与释出的能量相等

事实上普朗克方程E=hν只是一个实验数据

统计计算岀来的经验公式，并未能够反映微观粒

子的物理本质。粒子力学根据光粒螺旋运动的物

理事实（粒子力学第七章有详细论证），推导出

来的大统一方程： ，就会2 2E=½m(2πrv) +½m(λv)

把微观动能和微观势能同时呈现出来。我们从压

缩气体分子热力场的体积势能可以转换为分子热

力场热粒的动能，使分子热力场的热量增加温度

升高的微观实验结果，又从溜冰者把手臂缩回时

就能转得更快的宏观实验结果证明，微观粒子同

宏观物体一样，既有机械运动的动能又有占据空

间位置的势能。

由于光粒的频率 与螺旋运动轨道半径 （或v r

螺距，之前叫“波长”）成反比。那么光粒频率

越大，则运动轨道半径越小。反之，光粒频率越

小，则运动轨道半径越大。因为光粒的运动轨道

半径越大其运动轨迹与轴心线的距离越大，则占

据空间体积的势力范围越大，势能就越大。由此

可知，虽然太阳光的峰值辐射的微观动能比宇宙

背景辐射的微观动能大399万倍，但宇宙背景辐

射的螺旋轨道半径比太阳峰值辐射光粒大399万

倍，因此宇宙背景辐射的微观势能则比太阳光的

峰值辐射大399万倍，所以它们的微观机械能相

等。因此，微观机械能守恒定律证明，太阳吸收

一个宇宙背景辐射粒子同时释放一个可见光粒子

其能量保持不变。微观机械能守恒的物理事实证

明了太阳的光和热是来自宇宙背景辐射，是太阳

的巨大压强将背景辐射制造成高频率的热粒和光

粒，太阳的光和热不是来自核聚变所产生。

实际上，太阳本身就是一个会自动制热的机

器，它的作用就是通过其内部的巨大压强将分子

吸收的频率低势能大的宇宙背景辐射粒子制造成

高频率高动能的热粒，因此太阳的内部就会产生

炽热高温并且从太阳光球上释放出高频率的可见

光热辐射。由此可见，太阳就是一个粒子“加工

厂”，进入来的原材料是宇宙背景辐射粒子，生

产出来的产品是可见光辐射粒子，而且吸收进来

与释放出去的辐射粒子数完全相等，每个辐射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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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微观机械都相同，所以太阳吸收与释出的能

量恒久保持平衡，则太阳质能系统的总能量恒久

保持不变。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太阳就是一个

完美的绝热系统，它在太空中传递交换的是等量

的辐射粒子，系统的内能保持不变，因此太阳内

部永久保持炽热高温。

太阳上的物质分子和原子将吸收的宇宙背景

辐射转化为分子热力场的热粒和原子磁电场的磁

电粒，这就是辐射光能转换为热能和磁电能的过

程；分子热力场与分子核磁电场会不断地进行热

电转换，因此质能运动系统的热能和磁电能会形

成有规律有序的相互转换机制；太阳的磁电场与

热力场会形成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

能量运动系统；太阳上的分子和原子会不断地发

射热辐射和磁电辐射，从而形成太阳光球的可见

光辐射，这是热能和磁电能转换成光能的过程。

由此可知，太阳从吸收宇宙背景辐射到转换成热

能和磁电能，又将热能和磁电能再转换成可见光

辐射便完成一次能量运动转换循环。这就是太阳

能量运动转换的无限循环方式和机制。

4.3  地下的热源从何而来

4.3.1  现代地球物理学的观点

（1）在45亿年前，太阳刚刚从原始星云中

形成之后其内部就具备了高温的条件，温度约为

5500~6600摄氏度，几乎与太阳表面温度相当；

（2）在地心引力、地球自转以及太阳和月

球引力的等共同作用下，地球的固体和液体内核

不断的产生相对运动，这种摩擦生热所产生的热

量抵消了一部分热量散失；

（3）由于引力的存在，使得地球内部物质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物质在高压下产生高温使

物质熔融；

（4）地球的绝大部分能量来自于太阳辐

射，在地球大气的温室作用下，使得地表的温度

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

（5）地球内部储存了大量的放射性元素，

而这些放射性元素在衰变的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

热量，这也成为地球内部热量来源之一；

（6）与地球的结构性保温有关，地球由地

壳、地幔、地核（内核、外核）组成，这种特殊

的结构既不利于内部温度向外传递，同时地壳就

像一个厚厚的锅盖具有保温作用，使地球内核保

持高温。

对于炽热的地下热源从何而来？自古以来都

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人类生存

栖息的地球的前途命运问题，也是直接影响人类

生存环境的大问题。通过一代代人的不懈探索可

算是取得一些进展，但始终没有搞清楚地下热源

从何而来的问题。说实话地球人此前并未认识地

球的物理本质。

4.3.2  地球内部恒久保持炽热高温物理真相

地球内部的高温其实同太阳内部的高温形成

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压强的作用制造了地球内

部的炽热高温。由于越靠近中心区域的压强越大

则温度越高，越往外的压强越小则温度越低，从

里到外温度递减，所以地球内部会形成梯度温

差。只不过是由于地壳运动地下热岩浆的流动会

使局部梯度温差有所不同而已。压强的作用能够

制造高温的原理就是因为压强越大则分子热力场

的体积会被挤压得越小，那么分子热力场的缩小

的体积势能就会转化热粒的动能增大则温度升

高，所以说是压强的作用制造了地球内部的炽热

高温。但是内部的炽高温热源会通过热传递交换

向外释放热量而降低温度，那么地球要恒久保持

地下的炽热高温必须有源源不断的能量来源。

大家都知道太阳会源源不断的给地球传输太

阳能，但是太阳能只能使地球表面形成平均气温

为20℃的温暖热能，之前人们根据热力学第二定

律规定“热量不能自发地从低温物体转移到高温

物体。”的观点认为地表吸收的太阳能无法通过

热传递的方式将热量传递给地下高温的区域。所

以地下热源从何而来的问题也就成了谜。事实

上，由于我们的地球有一个磁电场和地下磁电流

网络系统，因此地球大气层的气体分子和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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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分子原子吸收太阳光辐射和宇宙背景辐射

后会转换成分子热力场的热粒和原子磁电场中的

磁电粒，这就是光能转换为热能和磁电能的过

程。实际上这是同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光伏发

电的原理是一样的，地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完美

的太阳能转换装置。因为由分子原子组成的地球

物质实质上就是由热粒和磁电粒组成，所以地球

内外便形成了完美的热运动和磁电运动系统，地

球的半径只有6370公里，而磁电粒的运动速度

是 光 速 ， 那 么 地 球 磁 电 系 统 可 以 在

0.00000212秒内给予其内部的每个分子核中的

原子或原子团输送磁粒和电粒进行传递交换，使

地球上的每个原子都能够获得更新换旧的基本粒

子。然而原子更换出来的磁电粒又会通过分子热

电转换平台转变为分子热力场的热粒，使地下每

个分子热力场都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热能。地下

深处的分子热力场获得的热粒在内部巨大压强的

作用下会转变成动能大温度高的热粒，从而恒久

保持地球内部的炽热高温。由此可见，地球磁电

场和地下磁电流网络系统就像电炉炼钢的原理一

样把地下物质加热，这就是地球能够恒久保持地

下炽热高温的能量来源。实际上地下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热能是来自太阳能。

4.3.3  行星天体系统的内能恒久保持不变

例 如 ， 地 球 吸 收 一 个 辐 射 频 率 为
14

6.38×10 Hz的太阳光粒同时释放出一个辐射频
13

率为3×10 Hz的红外线光粒，根据普朗克方程

E=hv可计算出一个太阳光辐射的微观动能比地

球红外线光粒的微观动能大20多倍。但由于光粒

的频率v与螺旋运动轨道半径r（或螺距，之前叫

“波长”）成反比。则太阳光粒的轨道半径r比

地球红外线光粒小了20多倍，因为光粒的运动轨

道半径越大其运动轨迹与轴心线的距离越大，则

占据空间体积的势力范围越大，势能就越大。根
2 2据大统一方程：E= m(2πrν) + m(λv) ，可计算½ ½

出地球红外线光粒的微观势能比太阳光粒大20多
14

倍。因此一个频率为6.38×10 Hz的太阳光粒与

13一个辐射频率为3×10 Hz的地球红外线光粒的

微观机械能是一样的。所以地球每秒吸收多少太

阳光粒的同时会释放出等量的红外线光粒，则地

球可以永久保持系统的内能不变。

其他行星天体同地球都一样，都是一个恒久

保持能量的吸收与释出平衡的天体，它们吸收的

太阳光辐射粒子和宇宙背景辐射粒子最终都会转

变为红外线辐射粒子和射电辐射粒子发射出去，

那么行星天体的系统内能恒久保持不变。既不会

积聚能量继续升温，也不会亏损能量使自身冷

却，从而恒久保持内部的炽热高温。比如土星，

1969年，一架飞机在地球大气高层对土星的热

辐射作了红外观测，后来“先驱者”11号卫星又

进行了红外探测，测得土星的核心温度达到

11700摄氏度。但是之前却无人知道土星核心炽

热高温的热量从何而来。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根

据探测数据计得土星辐射到太空的能量比从太阳

上吸收的多2.5倍，而且科学家又确认了土星内

部既没有核聚变又没有核裂变，土星怎么会存在

内在能源？这就难倒了全世界科学家。事实上这

是认知的缺失，是对辐射本质的无知而导致计算

值出现辐射比吸收多2.5倍的错误结果。因为之

前人们是根据普朗克方程E=hv和辐射密度来计

算的，也就是根据土星的峰值辐射频率和辐射量

来计算土星辐射到太空的能量的。但实际上土星

辐射到太空的能量多少与其辐射粒子的数量有

关，与其峰值辐射频率无关。现在本文根据微观

机械能等于微观动能和微观势能的总和的物理事

实，计得土星辐射到太空的能量与其从太阳辐射

和背景辐射中吸收的能量完全相等，使其恒久保

持内能不变。又从天体内部压强会制造热能的物

理事实证明，土星内部的炽热高温是自己利用吸

收的辐射能制造的。我们从土星、木星这类气态

行星内部炽热高温的物理事实又验证了太阳及其

所有恒星内部的炽热高温是自身压强所制造。由

此可见，恒星或者行星天体的内外温度与其质量

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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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热能与机械能

5.1  机械能与热能的物理关系

5.1.1  宏观机械能转化为微观机械能

“钻木取火”是古代人最原始的取火方法。

人们知道这种方法是运用摩擦生热的物理学原

理，但是摩擦为何能够生热在此之前的几千年来

就没有人弄明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弄清楚摩擦

生热的物理真相。因为钻头与木材摩擦双方的表

面分子热力场会不断地受到挤压和撞击，使表面

分子热力场热粒的动能不断增大则温度随之升

高，当温度升高到木材的燃点时就会着火燃烧。

钻木取火的过程就是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的过程，

而热能则是热粒的动能，即是微观粒子的微观机

械能的一种能量形式，因此机械能做功转化为热

能的物理本质就是宏观机械能转化为大量微观粒

子的微观机械能。

5.1.2  热机的物理本质

热机是与钻木取火工作方向相反的机器。热

机是指各种利用内能做功的机械。热机通常以气

体作为工质（传递能量的媒介物质叫工质），利

用气体受热膨胀产生高温高压的压力对外做机械

功。热机是将燃料的化学能、核能、太阳能和地

热能等能量转化成工质的内能再转化成机械能对

外做功的机器，如蒸汽机、内燃机、汽轮机、喷

气发动机等。

实际上，热机的本质就是将微观机械能转换

为宏观机械能的机器。虽然人们早已会制造蒸汽

机、内燃机和汽轮机等热机，但由于之前人们尚

未认知热能和机械能的物理本质，因而未能弄清

楚热机的真实工作原理。

5.1.3  热量与机械功等价

虽然之前人们知道热机是利用工质内能做功

的机械，但并不知道内能的本质是什么。粒子力

学证明，热机工质的内能就是工质气体分子热力

场热粒的动能、分子热力场的体积势能和弹性势

能的总和，换言之，热机工质的内能就是大量工

质分子微观机械能的总和。热机的工作原理就是

通过工质从高温热源中获得的微观机械能（热

量）转化为工质气体分子的微观机械能，当热机

对外做机械功时，就是将工质分子的部分微观机

械能（热量）转换成宏观机械能。因此，宏观机

械能实质上就是微观机械能的集中表现，这就是

热能与机械能的内在关系，所以说热能与机械能

是等价的。热机工质分子施出多少微观机械能是

以热量单位来计算，转换输出多少宏观机械能就

以功的量值来计算，因而热功当量的物理意义表

明，热量与机械功是等价的，它们的本质上完全

等同的。这就是1千卡热量与427千克米功的物

理量相等的物理真相。如果功用焦耳作单位，热

量用卡作单位，则热功当量1卡=4.18焦耳。

5.1.4  热机循环的真实工作原理

如图4所示，在热机的每一次循环中，工质

从高温热源吸收热量Q 转化为工质气体分子热力1

场的微观机械能而产生高温高压的压力推动活塞

做机械功（净功）A=Q -Q ，然后再通过向低温1 2

热源放热而传给外界Q ，工质气体分子又回到原2

始状态。

客观事实表明，现代的人造热机都是不可逆

的热机，它不能将已经转化为热的机械能再完全

转化为功，不能够将做功的热量循环转换使用，

它只是一个上通下漏的低级单向做功机器，并非

卡诺循环机器。实际上热机做功A就是将工质分

子的部分微观机械能转换成宏观机械能，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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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低温热源放热而将部分微观机械能Q 传给外2

界，使工质气体分子热力场热粒的动能减少，温

度降低，工质气体分子的微观动能、体积势能和

弹性势能又回到原始状态。现代热力学认为传给

外界Q 这部分热量成了无序报废的耗散能量。因2

此人们就是根据这个错误的观点推理出热力学第

二定律和令人匪夷所思的熵增原理。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之所以会这样错误的定

律和观点的原因就是人们把热能定义为无序的能

量。事实上，热机每一次循环中都会出现向低温

热源放热而传给外界的Q ，这部分热量实际就是2

一部分微观机械能转移到低温热源之中，这些热

量（微观机械能）无论转变为低温热源中分子的

微观动能、体积势能或弹性势能，总之Q 这部分2

热量都会完整无损地储存在低温热源之中，最终

进入地球的大气循环、热循环、磁电循环和辐射

循环的地球能量场的循环系统。因为地球是一个

完美的卡诺循环机器，它不遵守卡诺定律，它可

以将热机循环变成可逆循环，所以将热机循环系

统与地球能量场的循环系统连起来的话，热机就

成了不遵守卡诺定律的第二类永动机。实际上，

热机的作用就是利用工质分子的微观机械能按机

械功能设计的程序方式转变成宏观机械能，利用

这种转换过程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而己，热

机并没有损坏、报废或毁灭能量。能量不管你用

不用它，它都会自动地运动变化或转换，能量是

毁不掉灭不了的，能量守恒是宇宙的终极真理。

5.2  论证热力学第二定律

5.2.1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本概念

现代物理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三种表述。

德国人克劳修斯（Clausius）表述为：热量不能

自发地从低温物体转移到高温物体。英国人开尔

文（Kelvins）表述为：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取热

使之完全转换为有用的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熵

增原理：不可逆热力过程中熵的微增量总是大于

零。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

（即“熵”）不会减小。

开尔文表述还可以表述成：第二类永动机不

可能实现。所谓第二类永动机，是当时有人提出

的例如制造一种从海水吸取热量，利用这些热量

做功的机器。这种想法，并不违背能量守恒定

律，因为它消耗海水的内能。大海是如此广阔，

整个海水的温度只要降低一点点，释放出的热量

就是天文数字，对于人类来说，海水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源泉，因此这类设想中的机

器被称为第二类永动机。而从海水吸收热量做

功，就是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使之完全变成有用

功并且不产生其他影响，开尔文的说法指出这是

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可能实

现的。

5.2.2  克劳修斯的表述是错的

根据太阳能热水器的工作原理，太阳辐射透

过真空管的外管，被集热镀膜吸收后转换成热量

沿内管壁传递到管内的水。水吸收热量后温度升

高，比重减小而上浮，形成热虹吸现象，从而实

现热水的循环。然后将加热后的水储存到保温储

水桶或其他绝热容器中，以便随时使用。

由 于 太 阳 辐 射 粒 子 是 从 接 近 绝 对 零 度

（0k，-273.15摄氏度）的太空极低温处将其微

观机械能（即热量）自发传递到集热器几十摄氏

度的高温热水管内把水加热的。因此证明，热量

可以从温度低的地方自动传递到温度高的地方。

从而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成立。

实际上，太阳能热水器是吸收频率高动能大

的太阳光粒后，将其部分动能转移给水分子热力

场的热粒，使热粒的动能增大温度升高，然后水

分子会辐射出比太阳光粒频率更低动能更小的红

外线辐射粒子，因而辐射粒子是自发的的一进一

出，从太阳光粒进入热水器到红外线粒子辐射出

去的过程中辐射粒子的微观动能减少，则水分子

的微观动能增加温度升高，这就是太阳光粒将热

量从温度低的地方自发传递到温度高的地方的实

验验证。太阳能热水器的客观物理事实证明，热

量既可以从温度高的地方自发传递到温度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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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可以从温度低的地方自发传递到温度高的

地方。只不过是之前人们尚未认识热量的物理本

质而已。太阳光辐射本是低温物体，但却可以自

发地把热量传递到高温物体。证明热力学第二定

律的克劳修斯表述“热量不能自发地从低温物体

转移到高温物体”是错的。

5.2.3  万年钟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山中建造的万年钟

（The 10000 Year Clock）高150多米，全机

械，热循环驱动。这台巨型机器由美国发明家丹

尼·希利斯（Danny Hillis）于1995年提出设计

构想，亚马逊（Amazon）公司创始人杰夫·贝

佐斯（Jeff Bezos）捐赠4200万美元以及土地，

The Long Now Foundation负责建造。

首台原型钟高两米多，1999年12月31日开

始启动。2000年1月1日0时，千禧年跨年时刻，

日期指示器从01999更改为02000，钟声敲响两

次。首台原型钟一直在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展

览，如图5所示，它既被看成是一项超长科学实

验，旨在测试时钟内部机械零件耐力和可靠性，

未来它又可能被当作一件20世纪的古董，如果没

有其它特殊的原因，千百年后将继续存在。

万年时钟使用一种能够膨胀或收缩的气密

箱，它能利用每日温度变化和大气压力变化来提

供永久动力，只需要昼夜温差变化超过6摄氏

度，那么就可以创建足够压力，产生出相当于

0.113焦耳能量，足够每天运行所需能量，所以

万年时钟能获得源源不断动力，被物理学家认为

能使用10000年。这台50层楼高的巨型机器的永

久动力来源是气密箱的膨胀或收缩。因为气密箱

的膨胀或收缩是温度的自然变化所引起，它是自

发的，所以它恒久地做功并没有任何动力的消耗

或引起其他变化，它是一种循环动作的热机，从

单一热源吸取热量使之完全变为功而不引起其它

变化，所以说第二类永动机已经实现了。

5.2.4  Atmos空气钟

瑞士工程师尚·路特（Jean Reutter）

1928年发明，在积家（Jaeger-LeCoultre）表

厂制作中不断臻于完美，如图6所示。空气钟能

够恒久计算光阴的流逝，稳定的运转丝毫不受年

基本粒子力学科研论文集

图5    万年钟首台原型钟 图6    永动Atmos空气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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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日久的影响。

Atmos是一个没有外部电源的时钟，不需要

用手缠绕，也不需要悬挂钟摆提供动力，它的工

作原理是：Atmos时钟内配备一个气密箱，里面

充满特殊混合气体，当气温上升时，气体会膨

胀；反之，则会收缩。用短链将气密箱壁与空气

钟的上链弹簧相连接，只要稍有收缩或膨胀，短

链就会来回移动，这种往复运动连接的主发条就

能够让时钟的机芯永不间断地上链。它所需动力

的来源是温度的变化，室温上升或下降一摄氏

度，机芯内发条盒的弹簧就能蓄积足以自主运行

48小时的动力。只要周围的温度有变化，时钟将

无限地恒久运行。事实证明，它就是第二类永动

机。

空气机械钟的实验和实践证明，孤立封闭的

气密箱系统对外界吸热做功且放热也做功，做功

并不会损耗能量，也不产生其他影响，热量从哪

里来又自动回到哪里去。它是利用气密箱内的工

质气体分子的体积势能和弹性势能转化为宏观机

械能做功。实验证明孤立封闭的气密箱系统可以

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使之完全变成有用功并且不

产生其他影响，能量只是从机器中经过，机器不

会使有序能量增加更多的无序，能量可以无限循

环并且始终保持有序和守恒。实验和客观事实证

明，热力学第二定律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5.2.5  大自然中到处都是永动机

行星、恒星、星系都是永动机，电子、原

子、分子都是永动机，它们就是自发地吸收和放

出辐射光粒、磁电粒或热粒，从而推动自身永不

停息地作机械运动。然而它们从来就是吸收多少

能量就会放出多少能量，绝不会损耗或者毁灭能

量，始终遵守能量守恒定律；每个宏观物体都是

永动机，比如每幢大楼、每座桥梁、每条铁轨都

是永动机，它们吸热就会升高或者伸长一些，放

热就会降低或者缩短一些，随着温度变化而永不

停地做机械运动。

比如大桥桥墩在温度升高时会将万吨重的挢

梁抬高一些，温度降低时又会将桥梁放低一些，

总之桥墩会永不停息地吸热或放热而自发地做机

械功。客观事实证明桥墩恒久地做功并没有任何

动力的消耗或其他变化，它是一种永久循环动作

的热机，从单一热源取热使之完全变为功而不引

起其它变化。这又是验证了第二类永动机可以实

现，从而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成立。

5.2.6  论证熵增定律和热寂说

热力学第二定律可能是物理学最糟糕的定律

之一，因为这个定律被解释为熵增定律。熵增定

律认为，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

度（即“熵”）总会自发地增加，也就是系统会

从比较有规则有秩序的状态向更无规则，更无秩

序的状态演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熵增也代表

着时间的箭头。如果宇宙是一个孤立系统，随着

时间的推移，熵将会不断增加，宇宙的混乱度会

越来越大，有用的能量逐渐消耗掉。人类以及其

他生命都是负熵体，为了维持机能，我们要不断

消耗有用的能量，之后消耗完所有的自由能，整

个宇宙处于热平衡，达到热寂的状态。到了那

时，宇宙停止运行，任何生命都不复存在。这就

是著名的让人恐惧的宇宙热寂说。

之所以会出现“熵增定律”的原因，是之前

人们把热错误说成是分子原子等微粒子的无序运

动所产生，温度则代表分子原子等微粒子无序运

动的剧烈程度，因此把热与无序等价，把热量当

成传递中的无序能量，把热量从高温物体传向低

温物体说成是增加无序，所以无序就成了热的代

名词。因此认为在孤立系统中已经转化为热的机

械能不可能完全再转化为功。由此推理出系统中

能够做功的能量将会越来越少，即是系统中的所

有有序能量将会不可逆转地向着无序变化。

事实上宇宙中根本不存在无序的能量。因为

本文已经证明占据99%以上空间和96%以上物质

和能量的宇宙背景辐射是在宇宙背景信息的支配

下有规律有序运行，在宇宙背景辐射的推动下一

切行星恒星天体及其构成天体的分子原子和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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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粒子都是有规则有序运转的。宇宙中构成分子

原子的热能和磁电能占的比例不到4%，特别是

热能更少，可能还不到1%，由此可见，主宰宇

宙运动的能量是光能不是热能，而且我们现在已

经证明，热能是热粒的微观机械能，是有序的能

量，它的一切运动变化都是有规则有序的，不可

能变成无序的能量。因此证明，任何孤立系统都

不会出现熵增，熵概念的提出是荒唐的。熵增定

律和热寂说是违背能量守恒定律及其一切客观规

律的错误假说。

6  结束语

现代热力学最糟糕的问题就是，将热能定义

为分子原子等微粒子的无序运动所产生的能量；

又将温度定义为分子原子等微粒子无序运动的剧

烈程度。这是导致现代热力学误入歧途的罪魁祸

首。

基本粒子力学科研论文集

疯子经常会说正常人是疯子。自从热力学第

二定律被主流科学家认同之后，再无人敢提出第

二类永动机的制造了，谁提到这个问题都会被贴

上伪科学的标签，因此全世界都拒绝了第二类永

动机发明专利的申请。可见科学权威的观点是何

等的霸道！本文作者研究发现的这些实验数据和

客观物理事实必然会改变人们的观念。

本文作者带领的科研团队已经设计出多款永

动机，并且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专利，这是世界第

一台永动机发明专利。顺便说明一下，永续发电

系统实质上就是永动机，只是换一个称呼而已。

世界第一代永动机的发明成功，将会发展成为世

界普遍使用的永续发电模式，也将会成为解决全

球能源危机和大气污染的最终解决方案。

7  附录：中国国家专利证书

详见本论文集前插彩页《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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