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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爱因斯坦在 1905 年发表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也就是被后世称之为“狭义相对论”[1]的论

文。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是两条基本假设：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理论的核心方程式是洛伦兹

变换。狭义相对论预言了牛顿经典物理学所没有的一些新效应(相对论效应)，如时间膨胀、长度收缩、质

速关系、质能关系等。狭义相对论已经成为现代物理理论的基础之一。 

2. 关于光速不变原理 

2.1. 光速不变的物理机制 

狭义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原理即“无论在何种惯性系中观察，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都是一个常数，

不随光源和观察者所在参考系的相对运动而改变”。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原理呢？下面是根据新的以太

论[2]给出的物理解释：由于以太充斥宇宙空间，而光波相对以太媒质的运动速度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光

相对以太的运动速度与光源的运动无关。又因为所有场(如引力场、静电场、电磁场和强相互作用场等)

都会吸引压缩以太，所以任何物体或粒子都会拖拽着一以太层一起运动。被拖拽着一起运动的以太层的

厚度与粒子或物体的总能量大小有关，在某物体或粒子的以太层中该物体或粒子的影响力最大，其它物

体或粒子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比如在地球表面几百公里高度的范围内地球(引力场)的影响力最大，太

阳(引力场)及其它行星(引力场)的影响力可忽略不计，所以在这个范围内研究物体(比如汽车、飞机、人造

卫星)的运动就以地球以太层为绝对参照系即可。一般以太层的厚度与物体的尺度同量级。所以当光子接

近一粒子或物体时会进入该粒子或物体的以太层中并调整速度以保持相对新进入的以太层的速度恒为光

速 c。所以，无论粒子或物体以什么速度运动，当光子在与它碰撞或接近时相对它运动的速度都恒定为光

速 c。这就是光速不变的奥秘所在。 

我们可以下面的列子来更好地理解光速不变的物理机制：一艘潜水艇如果拖着一个装满水的容器一

起运动，假如在该容器内安装了一声速探测器，那么无论潜水艇相对水下的声源(如海豚、鲸鱼或其它潜

艇)如何运动也不管水下的声源如何运动探测器测到的声速都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把水比为以太，海比为

宇宙，容器比为物体粒子，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理解所谓“光速不变原理”了。 

由此可见，光速不变其实是由光子、物体及以太所共同产生的一种宇宙中普遍存在的物理现象而已。光

速不变这一物理现象也可视为以太存在以及所有粒子和物体都拖拽着一以太层一起运动的一个证据。所谓光

速不变只是光子相对以太运动的速度保持恒定不变，其相对任何一个确定的惯性系的速度是可变的(例如在

一个选定的惯性系中观测，光子从以太系 A 进入相对以太系 A 运动的以太系 B 的过程中光速是变化的。比

如当我们选择太阳以太系为参照系，那么光子从太阳发出后，首先是在太阳的以太系中以光速 c 运动，接着

进入地球的以太系中以光速 c 运动，由于地球相对太阳有相对运动，所以光子在从太阳以太系进入到地球以

太系时相对太阳以太系的速度会发生改变)。所以光速不变这一物理现象并不是说在真空中光相对任何惯性

系的速度都始终保持匀速不变的恒定速度 c，而是说光子在接近任何物体或粒子时都会调整其速度使得相对

该物体或粒子的以太层的速度恒为光速 c；或者说任何对光子的测量都会改变光速使得光子在接近测量体时

相对测量体以太层的速度总是调整为光速 c。由此可知，狭义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原理是不正确的，需要修正。 

2.2. 光速不变原理的修正 

“如果我们定义被不同粒子或物体拖拽着并随粒子或物体一起运动的包围着粒子或物体的以太层为

不同的以太系(比如电子以太系、原子核以太系、晶体以太系、地球以太系、太阳以太系、星系以太系等)

并定义宇宙空间为宇宙以太系，那么光在所有以太系中的传播速度是保持不变的，恒为 C (299,79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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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与光源以及以太系的运动无关”这就是修正后的光速不变原理或取名为“以太光速不变原理”。 

3. 关于狭义相对性原理 

3.1. 狭义相对性原理存在的问题 

狭义相对性原理可以表述为：物理定律在任何惯性系中具有相同的数学形式。由于狭义相对论的光

速不变原理不成立，所以，麦克斯韦方程组不可能在所有惯性系中都保持数学形式不变，由此可知狭义

相对论的相对性原理也不成立，也需要修正。 

由于各种以太系(比如地球以太系与银河系以太系)所包含的能量大小差别极大，所以各种以太系的地

位是不平等的(比如我们可以以太阳为参照系来研究地球的运动，但不能够以地球为参照系来研究太阳的

运动。可以以地球为参照系来研究汽车的运动，但决不可以汽车为参照系来研究地球的运动)。所以，狭

义相对论中各地位平等的惯性系在真实的物理世界是不存在的。另外，狭义相对论的相对性原理由于忽

略了空间背景能量(以太)的存在和影响(比如以太对相对其运动的物体在时间、长度和惯性质量方面的影

响，以及对相对其运动的带电体在产生磁场、有旋电场以及电磁波方面的影响)所以在真实的物理世界是

不成立的。从新的以太论[2]的观点来看，所有关于运动物体的时间延长、长度收缩和惯性质量增加的效

应都不是狭义相对论中所述的相对观测效应，而是以太效应，是物体相对以太运动时以太作用于物体所

产生的绝对的物理效应(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无关)。 

3.2. 狭义相对性原理的修正 

如果我们定义被不同粒子或物体拖拽着并随粒子或物体一起运动的包围着粒子或物体的以太层为不

同的以太系(比如电子以太系、原子核以太系、晶体以太系、地球以太系、太阳以太系、星系以太系和宇

宙以太系)并定义宇宙空间为宇宙以太系，那么麦克斯韦方程组在不同的以太系中可以保持其数学形式不

变。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物理定律在各种以太系中的数学形式是相同的”这一结论，这就是修正后的狭

义相对性原理，或者称为“以太系相对性原理”。 

3.3. 以太系的正确选用 

由于不同以太系的空间尺度非常的不同(从微观到宇观)，所包含的能量大小(以太的多少)也是极不相

同的，所以各以太系是不平权的(比如地球以太系与汽车以太系就不可能平权，因为地球不可能在汽车的

以太系中运动，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物理规律不可能存在于汽车的以太系中，但可以存在于太阳的以太系

中。所以在处理汽车相对地球运动的运动学问题时只能以地球以太系为参照系而不能以汽车以太系为参

照系，否则就会出现能量守恒方面或其它方面的悖论)。 

以上各种以太系都是绝对参照系，是物理研究人员的工作框架。在做物理研究时选择合适的以太参

照系十分重要。 

物理世界与人类社会在某些方面是极为相似的。人类社会通过法律来维持秩序，物理世界通过物理

定律来维持秩序。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拥有的权势越大则影响力越大。对于物理世界来说拥有的能量(以太)

越多则影响力越大。人类社会由国家，省，市，县，乡，村，一级级的管理。宇宙是由宇宙以太系，星

系团以太系，星系以太系，恒星以太系，行星以太系，晶体以太系，原子核以太系一级级控制着物质的

运动。以太相当于权势，以太分布的范围及密度相当于权势范围及影响力。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一个老百

姓个人是左右不了国家机器的运转的。对于物理世界来说地球上的一辆汽车是影响不了地球的运转的，

更影响不了太阳及银河系的运转的。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村民直接被村长而不是国家主席管，村长对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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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控力远远大于国家主席的。对于物理世界来说原子中的电子直接受原子核而不是宇宙或太阳或地球

的约束，原子核对电子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宇宙或太阳或地球的。由此可知，所谓狭义相对性原理即所有

惯性系都是等价(平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所谓广义相对性原理即所有非惯性系都是等价(平权)的说法也

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在选取参照系时必须遵循以下规则： 

在研究星系团在宇宙中的运动或远离所有星系的孤立天体的运动时就必须采用宇宙以太系为绝对参

照系； 

在研究星系在星系团中的运动时就必须采用星系团以太系为绝对参照系； 

在研究恒星在星系中的运动时就必须采用星系以太系为绝对参照系； 

在研究行星绕恒星的运动时就必须采用恒星以太系为绝对参照系； 

在研究卫星绕行星的运动时就必须采用行星以太系为绝对参照系； 

在研究地球表面上的一切宏观物体的运动时就必须采用地球以太系为绝对参照系； 

在研究地球表面上的自由微观粒子(比如进入地球大气层的宇宙射线)的运动时也必须采用地球以太

系为绝对参照系； 

在研究被晶体束缚的原子或电子的运动时就必须采用晶体以太系为绝对参照系(比如在研究导线内

电子的运动时就必须采用导线以太系为绝对参照系)； 

在研究被原子核束缚的电子的运动时就必须采用原子核以太系为绝对参照系。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位于边界两边的模糊地带的居民往往受两地的影响和约束，对于物理世界来说在

两个以太系影响力都不可忽视的空间就必须将两个以太系的影响力都考虑进去。比如，在研究光在水管

中相对水流的传播问题时必须考虑地球以太和水流以太的综合影响。 

由于存在背景以太系的影响，一般被旋转粒子或旋转物体拖拽的以太层相对粒子或物体的运动速度

会随着以太层离粒子或物体的距离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在选用以太系后做计算时必须做适当的修正。比

如在研究人造卫星的运动时就必须考虑离地球越远的人造卫星所处的以太层相对地球的运动速度越大这

一因素的影响并且对计算结果做适当的修正。 

另外，以上所有以太系中只有宇宙以太系才是孤立系统，所以各种守恒定律(如能量守恒、动量守恒、

及角动量守恒等)只在宇宙以太系中才严格成立。 

4. 关于洛伦兹变换 

4.1. 由修正后的狭义相对性原理(以太系相对性原理)及修正后的光速不变原理 
(以太光速不变原理)推导洛伦兹变换 

根据“以太光速不变原理”(光相对以太媒质的运动速度恒为 c)以及“以太系相对性原理”(物理定律

在任何以太系中的数学形式都是相同的)，我们可推导出洛伦兹坐标及时间变换。 

4.1.1. 时空坐标间的变换关系 
我们假设时间和空间在小以太空间范围内都是均匀的，因此时空坐标间的变换可近似为线性的。设

S 系和 S'系为两个以太系，其中一个大，一个小，小的以太系 S' (比如地球以太系)处在大的以太系 S(比如

太阳以太系)中，并相对大以太系(近似)做匀速直线运动如图 1 所示。对于任意事件 P 在 S 系和 S'系中的

时空坐标分别为(x, y, z, t)、(x', y', z', t')，因 S'相对于 S 以平行于 x 轴的速度 v 作匀速运动，显然有 y y  ，

z z  。在 S 系中观察 S 系的原点其坐标为： 0x  ；在 S'系中观察该点其坐标为：x vt   ，即 0x vt   。

因此 x x vt   。在任意的一个空间点上，可以设： 



HANS Pre

汉斯预印本 
 

HANS 

 

上式

根

式就应

4.1.2.
设

设另一

想这二

若

eprints    

          

PrePrints | https

中 k 是—比例

根据“以太系

应该相同(除正

. 由光相对以

设一光信号在

一光信号在 S
二个光信号是

xx

由上式可得：

由此得到： 

由上面二式消

若消去 x 则得

         

           

s://doi.org/10.12

F
图

例常数。同样

系相对性原理

正、负号外)，

以太媒质的运

在 S'系从原点沿

S 系从原点沿

是在 S 系和 S'系

2 2x c tt k  

 

消去 x'得到：

得到： 

         

          

677/hans.preprin

Figure 1. Trans
图 1. 时空坐标

x

样地可得到：

x k 

理”，物理定律

，所以 k k 

动速度恒为 c

沿 x'轴前进，

x 轴前进，那

系的原点重合

 x vt x vt 

2
k

c


x

x

 

t 

t 

         

          

5 
nts.41021. | CC-B

 

sformation of s
标间的变换关系

 x k x vt  

 x vt k x 

律在 S 系和

。 

c 可求出常数

那么在任一瞬

那么在任一瞬时

合的瞬时在各

 2t k ct v  

2 2
1

c

v


 

2

1

x vt

v
c

 
   
 

 2
1

x vt

v c

 




2

2

1

vxt
c
v
c


 

   
 

 

2

2
1

t vx c

v c

 




        

           

BY 4.0 Open Acce

pace - time coo
系 

          

  x v t     

S'系的数学形

数 k 

瞬时 t'，光信号

时 t，光信号到

自的以太系中

 vt ct vt  

 2

1

v c
     

          

          

          

          

     NOT

           

ss | rec: 12 July 2

 

ordinates 

           

           

形式应相同，

号到达点在 S'
到达点在 S 系

中从重合点分别

 2 2 2k tt c v 

          

           

           

           

           

T PEER-RE

         未

2019, publ: 15 Ju

          

          

所以(4.1)式与

'系中的坐标是

系中的坐标是

别沿 x 或 x'轴

           

          

          

          

          

          

EVIEWED

未经同行评审

ly 2019 

       (4.1)

       (4.2)

与(4.2)式的形

是：x ct  。

： x ct 。假

轴前进，则：

       (4.3)

       (4.4)

       (4.5)

       (4.6)

       (4.7)

       (4.8)

 

审 

) 

) 

形

假

) 

) 

) 

) 

) 

) 



HANS Preprints                                             NOT PEER-REVIEWED 

汉斯预印本                                                                          未经同行评审 
 

6 
HANS PrePrints | https://doi.org/10.12677/hans.preprints.41021. | CC-BY 4.0 Open Access | rec: 12 July 2019, publ: 15 July 2019 

 

综合以上结果，就得到洛仑兹变换： 

 

 

2

2

2

1

1

x vtx
v c

y y
z z

t vx ct
v c

  


  
  
  
 

                                      (4.9) 

和洛仑兹反变换： 

 

 

2

2

2

1

1

x vtx
v c

y y
z z

t vx ct
v c

  


 
 
  


 

                                     (4.10) 

可见洛仑兹变换是以太光速不变原理(既光相对以太媒质的运动速度恒为 c)以及以太系相对性原理

(即物理定律在各种以太系中的数学形式是相同的)的直接结果。 

4.1.3. 讨论 
 可以证明，在洛仑兹变换下，麦克斯韦方程组是不变的，而牛顿力学定律则要改变。故麦克斯韦方

程组能够用来描述高速运动的电磁现象，而牛顿力学不适用描述高速现象，故它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当 1v c � 时，洛仑兹变换就成为伽利略变换，亦即后者是前者在低速下的极限情形。故牛顿力学

仅是以太论力学的低速近似情形。 

4.2. 洛伦兹速度变换 

4.2.1. 洛伦兹速度变换的推导 
洛仑兹变换是事件的时空坐标在不同以太系之间的关系，根据洛仑兹坐标和时间变换式可以得到洛

伦兹速度变换公式。 

设物体在 S、S'系中的的速度分别为  , ,x y zu u u ，  , ,x y zu u u   。 

根据洛仑兹坐标和时间变换式可得： 

 
 

 
 

 2 2 2

dd d dd d
d

1 1 1

xu v tx t v tx v tx
v c v c v c

   
  

 

 
 

 

22

2 2

d 1d d
d

1 1

xt vu ct v x ct
v c v c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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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d 1dd

d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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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vu cu v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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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1
x

x
x

u v
u

vu c
 


                                     (4.11) 

因 y y  ， z z  ，有 d dy y  ， d dz z  ，则： 

 
 

2

2

d 1d
d

d 1

xt vu cy y
t v c




 
 

即： 

 2

2

1

1
y

y
x

u v c
u

vu c


 


                                    (4.12) 

同理： 

 2

2

1

1
z

z
x

u v c
u

vu c


 


                                    (4.13) 

因此得洛伦茨兹的速度变换公式：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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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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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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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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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vu
c

u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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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其逆变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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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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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讨论 
 当速度 u、v 远小于光速 c 时，即在非以太论极限下，洛伦兹的速度变换公式即转化为伽利略速度变

换式： 

x xu u v    

 利用速度变换公式，可证明光速在任何以太系中都是 c。 

证明：设 S'系中观察者测得沿 x'方向传播的一光信号的光速为 c，在 S 系中的观察者测得该光信号的

速度为： 

21x
c vu c
vc c


 


 

即光信号在 S 系和 S'系中都相同。 

4.3. 洛伦兹变换的物理意义及洛伦兹变换的正确使用 

从以太论的观点来看以太绝对参照系与其它惯性系或非惯性系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为任何处在以

太中并在以太中运动的物体都会产生相关的物理效应(如时间、长度和惯性质量的改变)。因为只有处在以

太中并在以太中运动的物体才会产生相关的物理效应，所以物体只有在以太中的运动才是有物理意义的

运动。由于物体从一个以太系进入到另一个相对原以太系有相对运动的以太系后，其相对以太的速度会

发生改变，而物体相对以太的速度发生改变会导致物体所处的局域空间的能量(以太)密度发生改变，从而

导致局域空间和时间发生改变。所以，任何处在以太系中并相对该以太系做匀速直线运动(由于宇宙中不

存在真正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所以只能近似)的其它以太系与该以太系之间的坐标和时间变换都必须

采用洛伦兹变换。比如银河系以外的遥远恒星的光线到达地球表面就必须先脱离该恒星的以太系进入该

恒星所处的星系以太系；然后再从该恒星所处的星系以太系进入宇宙以太系，再从宇宙以太系进入银河

系以太系，再从银河系以太系进入太阳以太系；再从太阳以太系进入地球以太系。如果我们要精确计算

该恒星所发光线相对地球的速度从而得到精确的光行差角的话，就必须利用洛伦兹速度变换式首先计算

该光子脱离该恒星的以太系进入该恒星所处的星系以太系后的速度；然后再计算该光子从该恒星所处的

星系以太系进入宇宙以太系后的速度，再计算该光子从宇宙以太系进入银河系以太系后的速度，再计算

该光子从银河系以太系进入太阳以太系后的速度；最后再计算该光子从太阳以太系进入地球以太系后的

速度。我们无法直接由发出光子的恒星的以太系与地球以太系之间的洛伦兹变换来计算该光子相对地球

以太系的速度。所以洛伦兹变换不适合用于两个不直接相关的以太系。 

洛伦兹变换也不适合用于不包含以太系在内的其它任何二个惯性系之间的变换。不包含以太系在内

(即不考虑以太的影响)的其它任何二个惯性系之间的变换，只适合采用伽利略变换。比如，假设 A 粒子

和 B 粒子相对宇宙以太系的速度根据洛伦兹变换式计算分别为 va和 vb，那么 A 粒子相对 B 粒子的速度

在二个粒子相距较远时就应当根据伽利略变换来计算即等于 va与 vb 的向量叠加。如果 A 粒子和 B 粒子

都是光子，那么当二光子相距遥远时，根据上面的正确计算方式得出的 A 光子相对 B 光子的速度应当是

c + c (向量叠加)。如果二个光子相碰撞(此时要么认为 A 光子进入 B 光子的以太层中，要么认为 B 光子

进入 A 光子的以太层中)那么计算二个光子的碰撞速度时就必须用洛伦兹变换，得出的碰撞速度恒为光速

c。 

从狭义相对论的观点来看以太是不存在的，所有惯性系的地位是相等的，洛伦兹变换式适合任何惯

性系之间的变换。由此可知，洛伦兹变换式有上面两种不同的解释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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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狭义相对论主要结论的以太论解释 

根据新的以太观，作者认为由洛伦兹变换式推导出的质量、时间和长度效应(与速度的关系)都不是不

同惯性系之间的相对观测效应，而是物体相对以太运动时由以太作用于物体所产生的绝对的真实的物理

效应。 

5.1. 质量与速度关系的以太论解释 

由洛伦兹变换式(4.8)及(4.11)我们可用推导出公式(5.1)(推导省略)。 

0

2

2
1

I
I

m
m

v
c





                                       (5.1) 

式中 v 是物体在以太系中运动时相对以太的速度， 0Im 是物体相对以太系静止时的惯性质量， Im 是物体

相对以太以速度 v 运动时的惯性质量。根据本以太论，惯性质量的速度效应并不是两个惯性系相对运动

时的相对观测效应，而是物体相对以太系运动时由以太作用于物体所产生的绝对的真实的物理效应(与观

察者无关)。所以，当物体相对以太运动的速度定下来以后，无论从什么参照系中观测(当然对于微观粒子

的观测必须考虑测量对粒子相对速度的影响正如测量光速时对光速的影响一样)物体的惯性质量都是一

样的。例如在太阳以太系中，地球的惯性质量(动能部分)是由地球相对太阳以太系(被太阳拖拽着一起运

动的以太层)的速度决定的，无论观察者在地球上观测还是在月球上观测或在火星上观测，结果都一样。

在银河系以太系中，地球的惯性质量(动能部分)是由地球相对银河系以太系的速度决定的，无论观察者在

地球上观测还是在月球上观测或在火星上观测，结果都一样。在宇宙以太系中，地球的惯性质量(动能部

分)是由地球相对宇宙以太系的速度决定的，无论观察者在地球上观测还是在月球上观测或在火星上观测，

结果都一样。 

因为一切处在以太中并相对以太运动的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接触的以太微粒(假设以太是由非常微

小的粒子构成的)的数量比相对以太静止的物体多，而且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则单位时间内接触的以太微

粒越多，物体所吸引的以太微粒也就越多，物体内的以太密度也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物体在以太中运

动时其惯性质量会增加而且速度越快惯性质量越大的原因。又因为空间以太密度的增加会导致时间的变

慢，所以(5.1)式才成立。 

5.2. 时间与速度关系的以太论解释 

因为一切处在以太中相对以太运动的物体其内部空间的以太密度都会增加，而且速度越快物体内部

空间的以太密度越大，而空间以太密度的增加会导致时间的变慢。所以时间效应也不是两个惯性系相对

运动的相对观测效应，而是物体相对以太运动时，由以太作用于物体所产生的绝对的真实的物理效应(与

观察者无关)。由洛伦兹变换式得出的时间与速度的关系式 

0

2

2
1

t
t

v
c





                                        (5.2) 

式中，v 为物体相对以太系的速度，t0是物体相对以太系静止时的时间，t 是物体相对以太系以速度 v 运

动时的时间。由(5.2)式可知，随着宇宙的减速膨胀既物体相对宇宙以太系的速度的不断减小或物体惯性

质量的不断减小，物体上的时间 t 会不断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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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引力场越强引力场空间的以太密度就越高，又因为物体相对以太运动的速度越快则物体内部空

间的以太密度就越高。所以，从时间随引力场增强而变慢以及随物体在以太中的运动速度的增加而变慢

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归纳得出如下结论：“时间是与空间的以太密度有关的一个物理量，即在宇宙膨胀期

(在此期间以太从物体或粒子流向宇宙空间)宇宙空间某点的时间随该点的以太密度的增加(减小)而变慢

(快)”或者说宇宙空间每一点的时间与该点的以太密度的乘积都是相同的并都保持不变： 

t h                                            (5.3) 

上式中  为空间某点的以太(能量)密度、t 为该空间点的时间、h 为一常量(单位为焦耳秒/立方米)。由式

(5.3)可知，在以太密度为零的地方由于时间的流速为无限大所以没有意义。 

在宇宙收缩期(当以太从宇宙空间流向物体或粒子时)，宇宙空间某点的时间则随该点的以太(能量)密

度的增加(减小)而变快(慢)或者说“宇宙空间每一点的时间流逝速度与该点的以太(能量)密度倒数的乘积

都是相同的并都保持不变。 

由此可知物理上的时间是反应以太(能量)从物体流向宇宙空间或从宇宙空间流入物体快慢的一个物

理量。 

5.3. 长度与速度关系的以太论解释 

长度效应也并不是两个惯性系相对运动的相对观测效应，而是当物体相对以太运动时，由以太作用

于物体所产生的绝对的真实的物理效应(与观察者无关)。由洛伦兹变换式得出的长度与速度的关系式 

2

0 2
1

vl l
c

                                          (5.4) 

式中，v 是物体相对以太系运动的速度，l0 是物体相对以太系静止时的长度，l 是物体相对以太系以速度

v 运动时的长度。 

因为物体的尺度是由物体的原子核与原子核之间的距离决定的，而原子核与原子核之间的距离

是由原子的大小决定的。原子的大小又由电子的惯性质量以及原子核与及电子之间库仑力的大小来

决定的。 

由电子与原子核之间的库伦力公式： 

2

2
0

1

4πe
a

neF
r

                                        (5.5) 

式中 eF 是电子与原子核之间的库仑力，e 是电子的电量，n 是原子核的质子数， ar 是电子与原子核之间的

距离； 电子的惯性离心力公式： 
2

I e
I

a

m v
F

r
                                         (5.6) 

式中 IF 为电子绕原子核运行时受到的惯性离心力， Im 是电子的惯性质量； ev 是电子绕原子核运行的速

度； 

电子绕原子核运行时遵循的角动量守恒公式： 

, 1, 2,3,I e am v r b nh n                                    (5.7) 

式中 b 为不变量；以及如下等式： 

e IF F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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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得到电子绕原子核运行的旋转半径： 

2
0

2

4π
a

I

b
r

ne m


                                         (5.9) 

及电子绕原子核运行的速度： 

2

04πe
nev

b
                                        (5.10) 

由(5.1)和(5.9)可得： 

2 2 2
0

02 2 2
0

4π
 1 1
 a a

I

b v vr r
ne m c c


                                   (5.11) 

式中 0ar 是物体相对以太静止时构成物体的原子的半径，v 是物体相对以太运动的速度。 

(5.11)式说明物体相对以太运动的速度越快则构成物体的原子收缩得也就越厉害，因此物体的尺度收

缩得也就越厉害。也可以这么说：物体相对以太运动的速度越快则物体内部空间的以太密度越高(因为物

体的动能越大)，而物体内部空间的以太密度越高则物体收缩得越厉害。 

由(5.11)式可知随着宇宙的减速膨胀既物体沿宇宙膨胀方向速度的不断减慢也就是物体在宇宙以太

系中的速度的不断变慢(物体聚集的以太密度的不断降低既动能不断减低)，物体的尺度应不断变大。 

由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归纳得出如下结论：“空间的以太(能量)密度越高，则处在空间的物体收缩得越

厉害” 

推论 1：由于宇宙空间的以太(能量)密度随宇宙的减速膨胀而减小，所以宇宙中所有的物体都随着宇

宙的减速膨胀而膨胀。 

推论 2：由于电场或磁场越强则空间以太(能量)密度越高，所以电场或磁场越强则处在电场或磁场中

的物体收缩得越厉害。 

5.4. 质能关系式的以太论推导及解释 

由动能定理及公式(5.1)我们可以推导出： 

2
2 0

2

2
1

I
I

m c
E m c

v
c

 



                                   (5.12) 

式中 v 是物体相对以太的速度。 2
Im c 为物体相对以太以速度 v 运动时的能量(以太含量)。 2

0Im c 为物体相

对以太静止时的能量(以太含量)。 

(5.12)式的物理意义：物体在以太中的运动速度越快，则物体从以太空间聚集的以太就越多(物体所

含的以太密度越高)，物体的动能就越大。 

6. 相关实验验证 

由于到目前为止所有验证了狭义相对论正确的那些实验(如光速不变实验、时间与速度关系的实验，

长度与速度关系的实验、质量与速度关系的实验，质能公式的实验既原子弹的爆炸等)也都可由本以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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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解释。所以，现在就出现了这些实验同时证明了两个理论都是正确的局面。二者到底哪个才是正确

的就必须加做新的实验来甄别。以下为设计的几个追加实验： 

6.1. 实验一：验证粒子的动能只与粒子相对以太的运动速度有关，与观测者的运动无关 

在回旋加速器上做下列粒子碰撞实验： 

碰撞实验 1、二个相同粒子甲和乙分别以相对实验室参照系为 1/2C 的速度相向运动并对撞，测量碰

撞时产生的碰撞能量。 

碰撞实验 2、二个相同粒子甲和乙其中乙粒子相对实验室参照系静止，甲粒子相对实验室参照系以

4/5C 的速度运动，测量甲乙二粒子碰撞时产生的碰撞能量。 

对比上述二个实验，验证二个碰撞事件产生的碰撞能量是不同的。但如果都以乙粒子为参照系，那

么根据相对论计算得出的二个碰撞事件的碰撞能量是相同的。 

以一个粒子为参照系计算实验 1 的碰撞能量为 2
0

5

3
m c ，并对比实验数据，验证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

不符。 

以实验室为参照系计算实验 2 的碰撞能量为 2
0

5

3
m c ，并对比实验数据，验证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是

吻合的。 

在这种情况下回旋加速器的磁场中的以太以及地球引力场中的以太构成了绝对坐标系，粒子的动能

必须以此绝对参照系来计算才对。 

6.2. 实验二：验证带电金属棒相对地球静止而指南针相对带电金属棒运动与指南针相对地球静

止而带电金属棒相对指南针运动产生的物理效应是不同的 

根据本文的以太理论，地球拖拽着以太一起运动(以太相对地球表面静止)，带电金属棒相对“以太”

运动产生磁场是绝对的真实的物理效应。带电金属棒相对“以太”静止但指南针相对带电金属棒运动与

指南针相对“以太”静止而带电金属棒相对指南针运动是两个不同的物理运动，产生的物理效应是不同

的。前者不会在空间产生磁场(指南针不转动)，而后者则会在空间产生磁场(指南针会转动)。 

预计实验结果： 

当带电金属棒相对实验室(地球以太系)静止时无论指南针相对带电金属棒怎么运动，指南针都不会转

动。 

当带电金属棒相对实验室(地球以太系)从静止开始运动时无论指南针相对带电金属棒是静止还是运

动，指南针都会转动。 

可以考虑把一个静电棒或一个范氏静电球和一个指南针放在高铁的桌子上。指南针指向高铁运动方

向。当高铁运动时看看指南针转不转。高铁静止时转动指南针，看看它会不会往回转。 

也可以考虑把一个范氏静电球置于高铁铁路旁，将指南针置于高铁桌子上，当高铁列车快速经过范

氏静电球时看看指南针转不转动。然后把一指南针置于高铁铁路旁，将范氏静电球置于高铁列车桌子上，

当高铁列车快速经过指南针时看看指南针转不转动。 

本实验将证明磁场是电荷相对以太运动产生的，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无关。 

6.3. 实验三：在空间站上重做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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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所有的测量“以太风”的实验如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都是在地面上进行的。根据本以太论[2]

地球会拖拽着以太一起运动，地球表面相对以太是静止的，所以在地球表面进行的测量“以太风”的实

验是测不到“以太风”的。空间站之所以能在太空中不掉下来是因为空间站相对地球以太运动产生的离

心力所致。所以，空间站上应当存在“以太风”。另外，由于空间站壁和实验台拖拽的以太层很薄，实

验时光线可不经过这些以太层。所以建议在空间站上重做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若有先进的近代实验手段，

则设计现代版的迈克耳逊－莫雷实验)。设计实验时让光路 1 沿着空间站绕地球运动的方向，光路 2 沿着

与空间站绕地球运动方向相垂直的方向。 

预言：在空间站中重做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将会出现干涉条纹的移动(测到以太风)。 

6.4. 实验四：模拟地球磁场的产生及反转从而证明磁场是电荷相对以太运动产生的 

将两个半径大小接近的一大一小的球壳(球壳材料采用金属或非金属的都实验一下)同心地套起来，并

分别带上相反的静电荷。让外球壳静止，内球壳旋转，从旋转轴方向将发出强磁场。去掉外球壳，以同

样的速度转动内球壳，则产生的磁场要弱得多。此实验说明带电内球壳产生的静电场聚集了以太，带电

外球壳在带电内球壳产生的以太中旋转，从而产生强磁场。由此证明磁场是电荷相对以太运动产生的。 

让带电外球壳也旋转起来并让内球壳的旋转轴相对外球壳的旋转轴做周期性地 180 度的瞬间相对旋

转运动。预计内球壳的旋转轴相对外球壳的旋转轴每转过 180 度，则磁极相对外球壳产生一次反转。 

本实验将揭示地球磁场的产生及反转的物理机制。 

6.5. 实验五：模拟自然界铁陨石的形成，证明原子随空间以太密度的增加而变小 

将铁水在强磁场下冷却结晶并将这样结晶的铁放置在容易氧化的环境中进行抗氧化实验。预言：这

样结晶的铁与铁陨石一样都不容易生锈。因为强磁场或强电场中以太密度非常高，而原子随空间以太密

度的增加而变小。所以，在强磁场或强电场下冷凝结晶的铁其密度大于一般的铁，这种铁也不易与氧分

子产生化学反应。 

6.6. 实验六：光行差对比实验 

在高楼顶离高楼一定距离(比如 1.5米和 1 米)的位置分别安装一个光源和悬吊一重物，重物接近地面，

在光源的垂直下方安装一观测仪测量光源的光行差。如有光行差则在观测仪中看到的光源位置产生的光

行差角(观测仪与悬吊重物的垂线之间的夹角)与星星的光行差角相同。如没有光行差则在观测仪中看到的

光源位置没有光行差角(观测仪与悬吊重物的垂线平行)。 

根据相对论，由于真空中的光速与光源的运动无关，所以在地球上观测高楼顶上的光源与观测星星

应会产生相同的光行差效应(都是由地球相对太阳的公转以及地球自转运动所引起的)。 

根据本以太论，光行差的本质是光从一个以太系进入另一个相对其运动的以太系中时产生的偏转效

应。光行差角可由洛伦兹速度变换计算出来。 

由于高楼顶部的光源与观测者都处在地球以太系(层)中，光源发出的光子相对地球以太系(层)的速度

保持恒定不变，而观察者相对地球以太系(层)是静止的，所以不会产生光行差效应。 

由于星星发出的光线要先进入太阳以太系(层)然后才能进入地球以太系(层)，而地球以太系(层)相对

太阳以太系(层)有相对运动(由地球相对太阳的公转以及地球自转运动所引起的)，所以会有光行差效应产

生。光行差角可由太阳以太系与地球以太系之间的速度变换可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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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yu和 xu分别是光子在地球以太系的垂直分速度和水平分速度， yu 和 xu 分别是光子在太阳以太系

的垂直分速度和水平分速度；v 是地球以太系相对太阳以太系的速度。由于 v 的方向不断变化，所以光行

差角是不断旋转和变化的立体角。 

由于地球上的观测者与天体之间的相对运动可以分解为多种成分，分别对应下面几种相应的光行差： 

周年光行差——地球以太系在太阳以太系中绕太阳公转造成的光行差； 

周日光行差——地球以太系在太阳以太系中自转造成的光行差； 

太阳以太系在银河系以太系中绕银河系运动造成的光行差； 

银河系以太系在宇宙以太系中的运动造成的光行差； 

发光恒星所处的星系以太系在宇宙以太系中的运动造成的光行差； 

发光恒星以太系在发光恒星所处的星系以太系中绕星系运动造成的光行差。 

所以，地球上的观测者观察到的银河系外恒星的光行差是由以上多种光行差合成的总光行差。 

综上所述：根据本以太论星星有光行差，高楼顶部的光源没有光行差。根据相对论都有光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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