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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论统一一直是科学家的追求，牛顿用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统一了天上和地下；麦克斯韦用

麦克斯韦方程统一了电和磁，爱因斯坦用相对论统一了物质和能量，近代科学家用场论统一了电磁力、强力

和弱力，三力统一理论叫大统一理论。本文从统一量纲开始，统一时间和空间，进而建立时空、能量、质量、

奇点四者的关系，解释了真空量子涨落和宇宙空间膨胀。发现了时间、空间、能量、质量、力、场、电、磁

等基础物理概念的本质，建立了光子、电子、质子、中子、原子核模型，最后统一了基本作用力，并引入第

五种力解决星系稳定性问题，修正和拓展了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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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suit of unifying theories has always been a goal for scientists. Newton unified the laws of 
motion in the universe through his three laws of motion and the 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Maxwell unified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through Maxwell's equations. Einstein unified matter and energy through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In modern times, scientists have used field theory to unify the electromagnetic force, strong force, and 
weak force, ultimately forming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unification of dimensions, 
standardizing time and space, and then establish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pacetime, energy, mass, and singularities. 
It explains vacuum quantum fluctuations and the expansion of cosmic space. The study reveals the essence of 
fundamental physical concepts such as time, space, energy, mass, force, and fields. It constructs models for photons, 
electrons, protons, neutrons, and atomic nuclei. Finally, it unifies the fundamental forces and introduces a fifth forc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galactic stability, refining and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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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间运动与空间运动 
时间运动为周期性运动，时间运动总围绕着一

个中心做反复运动，如自转、公转。把周期性运动中

心称为运动质心，物体做时间运动只产生周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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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质心不产生位移。相应的，我们把质心发心位移

的运动叫作物体的空间运动。 
月球自转的同时围绕地球公转，地球围绕太阳

公转，太阳围绕银河中心公转，星系群也在围绕某

个中心旋转，可见宇宙万物是大轮套小轮的周期性

运动。在一个不完整周期里，物体的质心也会发生

了位移，时间运动转换成空间运动，比如观察地球

半年时间内的运动，地球从太阳一侧运动到另一侧，

地球的质心发生了位移，地球产生了空间运动。观

察地球一年时间内的运动，地球又回到了原点，此

时产生的是周期运动，空间运动变成了时间运动，

可见时间运动和空间运动可以相互转换。 
我们定义时间维度是物体时间运动的自由度，

空间维度是物体空间运动的自由度，那么时间维度

与空间维度可以相互转换，如果以地球为观察对象，

月球围绕地球的公转是时间运动，地球围绕太阳公

转，在不完整周期内的运动可视为空间运动，此时

月球的运动为一个时间运动与空间运动的复合运动，

具有一个时间维度和一个空间维度，运动轨迹是条

螺旋线。 
如果我们以太阳做为观察对象，地球围绕太阳

公转也是时间运动，太阳围绕银心公转，在不完整

周期内的运动可视为空间运动，此时地球的运动为

一个时间运动和一个空间运动的复合运动，具有一

个时间维度和一个空间维度，运动轨迹是条螺旋线，

此时月球则具有两个时间维度和一个空间维度，运

动轨迹是复合螺旋线。以此类推，时间维度与空间

维度便可不断转换和叠加。 
2 量纲统一 
王帅先生用时间和空间两个基本量纲统一了部

分基础量纲和衍生量纲，制定了Time-Space units，
如表1所示。Time-Space units是在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的基础上，经过四次化简而推导出来的，具

体步骤如下。 
2.1 初步化简 
先以电压的单位作为基本单位，分析计算得到

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t为时间，d为距离，a为加速

度，m为质量，v为速度，S为面积。 
由Φ＝BS，可推出B=Φ/S=ΦL-2= M LT-3V-1，由

于磁场强度H= MLT-3V-1，可知：磁感应强度B与磁

场强度H的量纲相同，根据H＝B/μ可推知，磁导率μ
无量纲[4]。再由真空介电常数ε0与真空磁导率μ0之

间的核心关系公式ε0μ0=1/c2，可以推知真空介电常

数ε0的量纲为L-2T2。此步化简明确了磁导率μ无量

纲。 

2.2 二次化简 
由磁导率的单位无量纲推知B与H的单位量纲

相同，应有ΦL-2=AL-1 (Φ：韦伯；A：安培)，等价于

TL-2V＝MLT-3V-1，推得V＝M1/2L3/2T-2 ，或者，由

B=Φ/S=ΦL-2=TL-2V及Φ=ML3T-3V-1，也可以得出TL-

2V= MLT-3V-1[5]。将伏特推导单位代入表2的推导单

位一栏中，得到表3。 
表 1  时空单位 

物理量 符号 旧单位 相关公式 Time-Space units 

电压 U V U=IR 1 

电场强度 E VL-1 E＝U/d  L-1 

电量 Q C Q＝F/E T2L-1  

磁场强度 H AL-1 H＝B/μ TL-2  

电流 I A I＝Q/t  TL-1  

电阻 R Ω R=U/I  LT-1  

磁感应强度 B T（特斯拉） B＝E/v TL-2  

力 F N F＝ma T2L-2 

磁导率 μ H/L μ0μr=μ 1 

磁通量 Φ Wb Φ＝BS  T  

自感系数 L H Φ＝LI L 

能量 J（W） J W＝FL   T2L-1 

质量 m M qU=mc2 T4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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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含电压单位的量纲化简结果 

物理量 符号 旧单位 相关公式 Time-Space units 

电压 U V U=IR V 

电场强度 E VL-1 E＝U/d V L-1 

电量 Q C Q＝F/E M L2 T-2 V-1 

磁场强度 H AL-1 H＝B/μ M L T-3 V-1 

电流 I A I＝Q/t M L2 T-3 V-1 

电阻 R Ω R=U/I M-1 L-2 T3 V2 

磁感应强度 B T B＝E/v T L-2 V 

力 F N F＝ma M L T-2 

磁导率 μ H（亨）/L μ0μr=μ 待定 

磁通量 Φ Wb Φ＝BS M L3 T-3 V-1 

自感系数 L H Φ＝LI 待定 

能量 J（W） J W＝FL M L2 T-2 

表 3  量纲二次化简 

物理量 单位名称 符号 单位 相关公式 推导单位 

电压 伏特 U V U=IR M1/2L3/2T-2 

电场强度 电场强度 E VL-1 E＝U/d M1/2L1/2T-2 

电量 库仑 Q C Q＝F/E M1/2L1/2 

磁感应强度 特斯拉 B T B＝E/v M1/2L-1/2T-1 

电流 安培 I A I＝Q/t M1/2L1/2T-1 

电阻 欧姆 R Ω R=U/I LT-1 

磁场强度 磁场强度 H AL-1 H＝B/μ M1/2L-1/2T-1 

力 牛顿 F N F＝ma M LT-2 

磁通量 韦伯 Φ Φ Φ＝BS M1/2L3/2T-1 

自感系数 亨利 L H Φ＝LI L 

磁导率 磁导率 μ H（亨）/L μ0μr=μ 无量纲 

能量 焦耳 J（W） J W＝FL ML2T-2 

 
2.3 三次化简 
电子光学中，在电场和磁场中控制电子路线的

规律与在折射率变化的媒质中控制光线的规律在形

式上完全一样。这两方面的规律都可以从费马定律

导出。对于电子来说，其在电场和磁场中的折射率n
如下式所示： 

𝑛𝑛 =  �𝜙𝜙 +
2𝑒𝑒𝜙𝜙2

𝑚𝑚𝑐𝑐2
− �

𝑒𝑒
2𝑚𝑚

𝐴𝐴𝑐𝑐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这里 𝑒𝑒/𝑚𝑚 是电子的荷质比，c为光速，φ是电子的

加速电压(单位：伏特、V)，A是磁矢势（单位：韦伯

每米），x是电子路线与磁矢势方向所成的角。上面

这个公式出自199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技术

百科全书》，王帅对书中这个公式进行量纲分析后

发现，如果等式成立，则必然有如下等式成立（“[]” 

内代表量纲运算，输出结果为量纲。）： 

[𝑛𝑛] =

⎩
⎪⎪
⎨

⎪⎪
⎧

��𝜙𝜙 +
2𝑒𝑒𝜙𝜙2

𝑚𝑚𝑐𝑐2 � = ��𝜙𝜙 � 

��
𝑒𝑒

2𝑚𝑚𝐴𝐴𝑐𝑐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 ��
𝑒𝑒𝐴𝐴2

𝑚𝑚 � 

 

当[𝑛𝑛] = ��𝜙𝜙 �成立时，折射率n的量纲等于电势

φ的平方根，同时折射率n是无量纲量，即可推导出

电势φ(单位伏特：V)无量纲，现代物理学中用“1”
代表无量纲单位的符号标识，如果将V无量纲代入

到表2中得表4。 
2.4 四次化简 
由表3和表4可以联合推出各物理量的Time-

Space units，如表1所示在表1中我们会发现磁通量Φ
的量纲为T，即磁通量就是时间量或者为量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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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步的第三次化简中通过电子光学中折射

率n的公式推导出了两个量纲等式，由第一个等式推

导出电势φ无量纲，进而推导出磁通量Φ的量纲为T。
第二个量纲等式，分析结果如下： 

[𝑛𝑛] = ��
𝑒𝑒𝐴𝐴2

𝑚𝑚 � = ��
𝑃𝑃𝐴𝐴
𝑚𝑚 � = �√𝑣𝑣𝐴𝐴� = ��

𝐿𝐿
𝑇𝑇 𝑥𝑥

Φ
L � = ��

Φ
T� 

上述推导过程中P为动量，即由电子的正则动量

公式推知：eA的量纲与动量的量纲一致。分析上面

这个量纲等式，当折射率n为无量纲时，磁通量Φ的

量纲必然也等于时间的量纲T。如果说电子光学的折

射率公式仅是一个经验公式，公式中折射率n的量纲

等于伏特开平方只是一个巧合，那么当由后面的量

纲等式直接推导出磁通量Φ的量纲为T时，磁通量的

量纲为T就是大自然的真相。 
根据相对论，物体的四维时空速度为光速，即

物体的空间运动速度变快，相应的时间运动速度就

会变慢，反之亦然,两者此消彼长。同时，在Time-
Space units中电量的量纲是T2/L，而磁感应强度（本

质是磁能量）的量纲是T/L2，根据相对论，磁是电的

相对论效应，要使两者可以相互转换，需假设时间

量纲[T]与空间量纲[L]存在TL=1关系。(为方便书写，

之后我们都将量纲中的[] 去掉)，在Time-Space units
基础上朱成明先生做了进一步拓展，如下表5所示。 

表 4  量纲三次化简 

物理量 新单位名称 符号 单位 相关公式 推导单位 

电压 伏特率 U V U=IR 1 

电场强度 每米 E VL-1 E＝U/d  L-1 

电量 焦耳 Q C Q＝F/E ML2T-2  

磁场强度 牛每秒 H AL-1 H＝B/μ MLT-3  

电流 焦每秒 I A I＝Q/t ML2T-3  

电阻 秒每焦 R Ω R=U/I M-1L-2T3  

磁感应强度 秒每平方米 B T B＝E/v TL-2  

力 牛 F N F＝ma MLT-2 

磁导率 磁导率 μ H（亨）/L μ0μr=μ 1 

磁通量 焦米每秒 Φ Wb Φ＝BS ML3T-3  

自感系数 亨利 L H Φ＝LI L 

能量 焦耳 J（W） J W＝FL ML2T-2 

表 5  时间量纲与空间量纲关系 

物理量 符号 Time-Space units 

电压 U 1        

磁导率 μ 1        

自感系数 L T-1 L       

磁通量 Φ T L-1       

电场强度 E T L-1       

电流 I T2 TL-1  L-2      

电阻 R T-2 LT-1 L2      

加速度 a T-3 LT-2 L2T-1 L3     

电量 Q T3 T2L-1  T1L-2 L-3     

磁场强度 H T3 T2L-1 T1L-2 L-3     

磁感应强度 B T3 T2L-1 T1L-2 L-3     

能量 J（W） T3 T2L-1 T1L-2 L-3     

力 F T4 T3L-1 T2L-2 TL-3 L-4    

介电常数  ε T4 T3L-1 T2L-2 TL-3  L-4    

动量 P T5 T4L-1 T3L-2 T2L-3  TL-4  L-5   

质量 m T7 T6L-1 T5L-2 T4L-3 T3L-4 T2L-5 TL-6 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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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量纲与空间量纲关系TL=1，时间量纲与空

间量纲可以随意换算，但量纲换算不等于数据换算。 
下面用能量量纲演示量纲换算时数据如何换算。 
将能量的原始量纲是T2/L转换成T3，需要将分

子、分母同时乘T，则得到T2/L=T3/TL,由于时间量纲

与空间量纲之积=1，将时空量纲T2/L转换成了时间

量纲T3，虽然分母的量纲变成了1，但在数字计算中，

分母的时间和空间数量是要参与计算的。 
当使用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长度计算能量时，

将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空间代入量纲关系式T2/L计
算得到结果如下[11]： 

普朗克时间Tp=5.39116*10-44秒 
普朗克长度Lp=1.616229*10-35米 
普朗克能量Ep=Tp2/Lp=1.798298*10-52焦耳 
换成 T3 计算 Ep=Tp3/TpLp=1.798298*10-52 焦耳 
3 时空、能量、物质、奇点统一 
根据相对论的质能方程E=mC2，我们知道物质

与能量可以相互转换，物质的发散即是能量，能量

的汇聚即是物质，物质转换成能量是需要消耗质量

的。我们可以通过量纲分析直接得到空间与能量关

系L=EC2，说明能量的发散即是空间，空间的汇聚即

是能量，能量转换成空间同样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进而我们还可以得到物质与奇点之间的关系m=QC2，

（Q为待定奇点数），说明物质是奇点的发散，奇点

是物质的汇聚，根据质量与奇点关系式可知奇点有

11个时空维度。 
空间是能量的发散，高于绝对零度(-273.15度)

的物体就会向外辐射能量，能量发散创造空间，导

致空间膨胀产生斥力，物体相互远离[3]。宇宙能量的

主要来源是恒星燃烧将物质转换而来，能量发散导

致空间膨胀，这便是宇宙膨胀的原因，所以NASA才

会发现星系越密集的地方宇宙空间膨胀越快，可见

暗能量并不存在。 
由于空间是物体自己创造的，是物体的附属产

物，所以空间随着物体运动，空间与物体总是保持

相对的“静止”。光（电磁波）是空间振动传播的能

量，而空间又与物体保持相对的“静止”，所以光速

只与空间的介电常数和磁导率有关，与物体的运动

状态和发光者的运动状态无关，这便是光速不变原

理的根本原因。 
空间是物体发散出来的能量，当物体运动时，

它前面的空间会被压缩，后方的空间会被拉长，即

运动前方的能量波长会被压缩，产生蓝移，运动后

方的能量波长会被拉长，产生红移，这便是光产生

红移和蓝移的原因。物体运动前方的空间压缩，电

磁波波长变短，而光速不变，所以电磁波频率增加，

即能量增加，而物体运动后方的空间膨胀，电磁波

波长变长，所以频率减小，即能量减弱，这也证明了

空间是能量的耗散。 
每个物质都是向外发散能量，创造空间，这些

空间相互交融，形成各种场，场是对空间活动的描

述。当若干个空间汇聚于一点，便会激发空间相变

以能量的形态出现，这便是真空量子涨落现象。 

 
图 1  真空量子涨落 

能量转换成空间的计算方法。 
立方体体积公式V=L3，如果要把一条一维的线

折叠成一个三维的立方体，此过程是维度展开的逆

运算，根据分形原理，此时需要将数量开3次方，将

量纲3次方，即将一条长n米的线折叠成立方体的体

积V=n1/3米3。所以得到能量与体积关系式： 
V=n1/3 米 3=|EC2|1/3米 3 

其中||表示模运算。 
根据空间与能量转换关系得到： 
一焦耳能量转换成空间体积是4.4814*105米3。 
一立体米空间转换成能量是2.2314*10-6焦耳。 
说明真空能量（暗能量）密度是2.2314*10-6焦耳

/米3 

通过理论数据与观测数据对比也可以来证明暗

能量并不存在。宇宙体积3.57*1080立方米，根据真空

能量密度可算出真空韵含能量（暗能量）总质量约

为8*1057千克，假设暗能量占69%，算出宇宙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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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16*1058千克，天文学估算宇宙总质量在3.5*1054

千克到5.3*1061千克之间。 
根据时间量纲与空间量纲TL=1，时间T=1/L，空

间是能量的发散，说明时间是能量的汇聚，而能量

的汇聚是物质。可见物质与时间是等效的，质量增

加则时间膨胀，时间和空间只是对能量聚散的描述。 
综上所述：时间和空间可以互相转换，空间与

能量可以互相转换，能量与物质可以互换转换，物

质与奇点可以互相转换，时空——能量——物质—

—奇点是空间从低维向高维折叠，奇点——物质—

—能量——时空是空间从高维向低维展开。时空不

守恒、质量不守恒、能量不守恒、只有时空、质量、

能量、奇点联合守恒。 
4 物质起源 
4.1 时空量子化：元子模型 
时空既然是能量，我们即可将时空量子化，我

们将时空量子化后得到的时空单元命名为元子。我

们将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长度代入能量量纲公式即

可得到[10]： 
元子能量Ep=1.798298*10-52焦耳 
元子波长λp=1.1*1027米，约为1168亿光年 
元子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自旋向上的正元子，

一种是自旋向下的反元子。空间是由正、反元子架

构而成。从空间与能量公式L=EC²，也可以看出能量

是空间的汇聚，空间是能量的发散，也证明了空间

是由正、反元子架构而成。 
元子是利用普朗克时间长普朗克长度计算出来

的基本能量单元，所以元子也可叫普朗克能量。通

过观测宇宙膨胀的速度来估计，引力子质量约为10-

32 eV/c2，与我们计算出来的元子质量基本相同，所

以我们猜想元子就是引力子，这点将放在本节65引
力子中描述。 

4.2 光子模型 
电磁波是电场和磁场相互转换传播的能量，我

们将时空量子化后得到了时空能量单元：元子，即

可用元子来给电磁波建模，如下图2所示。 
我们用电磁波模型来解释光的折射，用电磁波

模型解释光的其它属性[2]，如光的反射，干涉将另外

开篇论述。 
当电磁波从一种介质以非垂直角度进入另一种

介质时，正、反元子不能同时到达界面，由于电磁波

在不同介质中波长不同，波速不同，先进入另一种

介质的元子速度发生变化，另一个元子则还是以原

来的速度运动，如下图所示，当元子a到达a’时，元

子b到达b’，两者运动的空间距离差造成电磁波发生

折射。见图3。 
折射率n=bb’/aa’=sinθ1/sinθ2 

 

 

图 2  双螺旋结构 

 

图 3  折射原理 

4.3 电子模型 
根据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理论，行波是传播中的

能量，当行波首尾相连后，能量只能在固定范围内

循环流动，行波变成了驻波，能量态转换成粒子态，

生成初级基本粒子，如电子，中微子，电磁波转换成

粒子过程如下图4所示。 
从费米子模型可以看出，费米子同时具有两个

相互垂直的旋转维度，这种复合性旋转即是粒子的

自旋，由于粒子是驻波，两个维度的旋转度数只能

是整数比，如自旋为1/2，则是一个维度旋转一圈，

另一个维度旋转了两圈[7]。 
能量转换成的费米子对自旋方向相反。而且自

旋的磁极方向一直在变化。伽玛射线在原子核附近



朱成明，王帅，黄东睿，黄骏，钱承悦                                                      基于量纲分析的统一理论 

- 18 - 

会转找成正负电子对，左旋生成电子，右旋生成正

电子[8]。驻波比行波多了一个时间运动，能量（行波）

具有三个维度，所以电子具有四个维度（一个时间

维度和三个空间维度），四个自由度，四个量子数，

分别是主量子数、磁量子数、角量子数、自旋量子

数。见图5。 
 

 
图 4  粒子转换过程 

 
图 5  电子质子模型 

4.4 质子模型 
正电子在中微子作用下，三维空间向内折叠生

成质子，正电子原来有四个时空维度，再次发生三

维空间折叠，所以质子具有一个时间维度和六个折

叠的空间维度。一共有七个维度，七个自由度，七个

量子数，可见，除主量子数、磁量子数、角量子数、

自旋量子数、色、味六个量子数外还有一个量子数

没有发现。 
由于质子是正电子折叠而来，电子是莫比乌斯

环结构，所以猜想质子为三叶扭结时空结构，如上

图所示。 
以此类推，理论上还存在四叶扭结，五叶扭结

等粒子，由此可见，基本粒子是时空扭结的整体结

构，夸克并非真实存在的粒子，只是时空扭结模型，

电子和质子都是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 
从质子模型可以看出，质子是一个整体，破环

其中任何一处，结构都会解体，这才产生“夸克禁

闭”现象，我们试图拉开三叶扭结中的任何一叶，都

会导致“弹簧”越拉越紧，这才产生渐近自由现象。 
4.5 原子核模型、中子模型 
电子与中微子结合生成核内电子，正电子与中

微子结合生成质子，原子核内只有质子和核内电子。

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每个能级最多只能容纳一对

自旋相反的核内电子，每个核内电子周围最多只能

容纳一对自旋相反的质子。核内电子排布规律与核

外电子排布规律相同。在原子核中只有单个质子和

核内电子组成的不饱和结构及两个质子共用一个核

内电子的饱和结构，可见：核子数是4n且为饱和结

构的原子最稳定。 
在原子核中两个质子共用一个核内电子，当它

们被轰出原子核时两个质子其中一个带着核内电子，

带着核内电子的那个便是中子，中子不是基本粒子，

十五分钟后会释放一个中微子，衰变成质子和电子
[2]。 

以下是氢、氘、氚、氦、锂、铍的原子核模型[7]： 

 

图 6  原子核模型 

综上所述：行波是传播中的能量，当行波首尾

相连后，能量只能在固定范围内循环流动，行波变

成了驻波，能量态转换成粒子态，生成初级基本粒



朱成明，王帅，黄东睿，黄骏，钱承悦                                                      基于量纲分析的统一理论 

- 19 - 

子，如电子，中微子。能量旋转方向不同生成不同电

性的基本粒子，如左旋生成电子，右旋生成正电子，

中微子只有左旋结构，正电子在中微子作用下再一

次发生空间折叠，生成质子，质子是二级基本粒子，

电子与中微子结合生成核内电子，质子与核内电子

生成原子核，原子核与电子生成原子，原子组合成

宇宙万物[2]。 

 

图 7  原子核模型 

5 基本作用力统一 
5.1 从能量角度统一基本作用力 
根据能量公式： 

E=nћν                   ① 

光速公式： 

c=λν                     ② 

根据德布罗意驻波理论，波长公式： 

λ=2πr                    ③ 

将公式②，③代入公式①可得能量公式： 

E=nhν=nћc/r                 ④ 

根据力与功关系式： 

E=FS                     ⑤ 

物体所获得的能量等于力所做的功，运动距离

等于物体离质心的高度，即圆周运动半径。 

r=S                      ⑥ 

联合公式④,⑤,⑥代可得到公式： 

F=nћc/r2 

可根据n的不同取值推导出基本作用力，如下表

6所示： 
表 6  基本作用力的关系式 

万有引力 F=GMm/r2 n=Mm/m02 G=ћc/m02 m0 普朗克质量 

库仑力 F=KQ1Q2/r2 n=Q1Q2/e02 K=ћc/e02 e0 普朗克电量 

强相互作用力  n=ee/e2  e 基本电荷电量 

 
5.2 从运动角度统一基本作用力 
统一公式相对论形式。根据测不准原理，电子

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确定的，即电子不可能完

全静止，既然电子不可能完全静止，即可求出电子

的最低运动速度。将电子的最低运动速度命名为普

朗克速度Vp，假设位置不确定值ΔX达到最大值，即

为元子波长1.1*1027 米，将元子波长与电子质量代

入 不 确 定 性 原 理 公 式 ΔXΔP≥ћ/2 中 求 极 值 ，

ΔXΔP=ћ/2，得到物体电子最低运动速度是9.587*10-

31 米/秒，即普朗克速度Vp=9.587*10-31米/秒。 
电子的核外运动速度约为光速的1/137，即ac（其

中a是宇宙精细结构常数，c是光速），而电子的合速

度是c,求得电子的剩余速度V=C√(1-a2)。 
原子最外层电子运动速度/电子剩余速度≈1/137 
普朗克速度/电子剩余速度≈1/1039 
根据以上的速度关系，可将统一公式写成以下

形式， 
F=F’v/c 
F’= ћc/r2 
F = ћv/r2 

其中F’为强相互作用力，v粒子空间运动速度，

空间速度v=√（c2-u2)，u为时间运动速度，ћ为约化普

朗克党数，c为光速。由此可见：引力，电磁力，强

力只是同一种力在不同时间速度下的相对论效应[6]。 
6 力的产生机制 
6.1 静电力 
空间是由正、反元子架构而成，电子是由反元

子架构而成，电子会吸引周围空间的正元子，排斥

周围空间的反元子，同理，质子是由正元子架构而

成，质子会吸引周围空间的反元子，排斥周围空间

的正元子，表现出电子带负电，质子带正电。当带相

同电荷的粒子相互靠近时，由于两者都排斥周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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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的同种元子，导致两者相互远离。当带异种电

荷的粒子相互靠近时，由于两者排斥周围空间不同

元子，而排斥的元子刚好是对方吸引的元子，导致

两者相互靠近，这便是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

荷相互吸引的原因。 
6.2 磁力 
根据相对论，电运动产生磁，磁运动产生电，电

和磁可以相互转换，磁是电的相对论效应。这点从

量纲上也可以看出来，电的量纲是T²/L，而磁的量

纲是T/L²，两者仅仅是交换了时空维度，电磁转换

本质是时空转换。 
6.3 万有引力 
原子是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的核外电子组

成，核内带正电的质子会吸引周围空间的反元子，

同时排斥周围空间的正元子。核外带负电的电子会

吸引周围空间的正元子，排斥周围空间的反元子。 
根据原子模型和原子核模型，质子全部在原子

核内，原子核外只有电子，整个原子并不能完全抵

消对周围空间的影响。在对周围空间的影响中电子

占了微弱的优势，核外电子的运动产生的磁力抵消

了核内的质子磁力后还有残余，这残余的一点磁力

便是万有引力，可见万有引力是电磁力的破缺。 
可以看出，物质产生的万有引力的大小只和其

带电粒子数量有关，即和质子数、电子数有关，和物

质的质量并没有关系，只是物质的带电粒子数和质

量是相关的，质量越大的原子带电数越多，表现出

物质的质量越大万有引力越大。如果原子解体成等

离子态，万有引力产生机制就消失了，只表现出来

电磁力，所以在量子之间不存在万有引力，万有引

力只存在于宏观物质之间。 
6.4 核力 
根据原子核模型得知，原子核是由质子和核内

电子组成，在原子核内，质子与核内电子发生相互

作用力即为核力，核内单个质子和核内电子可组成

一组，或两个自旋相反的质子共用一个核内电子组

成一组。强互相作用力是发生在本组质子与核内电

子之间相互作用力；弱互相作用力是非本组质子之

间的斥力、非本组核内电子之间的斥力、非本组质

子与核内电子之间的引力三力之和，可见，弱相互

作用力并非基本作用力，基本作用力为万有引力、

电力、磁力、强相互作用力、涡旋力（第8节）。 

根据元子论的统一时空表，磁通量的量纲是时

间量纲T，又根据时间量纲T与空间量纲L存在TL=1
关系，磁通量增强则T变大，时间膨胀，T变大则L缩
小，空间收缩，空间收缩则物体相互靠近，反之亦

然。从力的量纲TL-3也可以看出力与时间成正比，与

空间成反比，物体受力会产生时间膨胀和空间收缩。 
当磁铁不同磁极相对时磁力线同向，磁通量增

强，时间膨胀，空间收缩，磁铁相互靠近。反之，当

磁铁相同磁极相对时磁力线反向，磁通量抵消，时

间收缩，空间膨胀，磁体相互远离，根据力的产生机

制，所有基本作用力都属于磁力，可见，力是空间收

缩和膨胀现象。万有引力和电磁力本质上是一种力，

所以引力质量即是惯性质量。 
6.5 引力子 
根据上面的分析得知，万有引力是由时空传播，

时空单元是元子，即万有引力由元子传播，所以元

子就是引力子。 
引力子的能量Ep=1.798298*10-52焦耳 
引力子波长λp=1.1*1027米，约为1168亿光年 
引力和电磁力都是通过时空传播，即通过元子

传播，元子的波长约为1168亿光年，所以引力和电

磁力传播最远距离为1168亿光年，相隔距离超过

1168亿光年两个物体之间不存在引力和电磁力作用。 
6.6 电磁波与引力波统一 
基本作用力统一后，说明力只有一种，证明引

力波也属于电磁波。 

 

图 8  波谱 

7 《相对论》拓展 
光在水或玻璃中传播时速度变慢，频率不变。

我们假设频率不变即可推导出物体在加速状态下的

体积变化。 
下面给出体缩公式的推导过程。 
根据德布罗意物质波理论，粒子是首尾相连的

驻波， 
则有λ=2π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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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ν₀ =C/λ₀  
频率ν=√(C²-V²)/λ 
根据频率不变，所以有ν=ν₀  

λ=λ₀ √(1-V²/C²) 

r=r₀ √(1-V²/C²) 

根据体缩公式可以推导出钟慢公式和质增公式

（推导过程略） 

t=t₀ /√(1-v²/c²) 

m=m₀ /√(1-v²/c²) 

综合空间的本质，我们可知：当物体运动时，它

前方（运动方向）的空间收缩，后方的空间膨胀，自

身的体积缩小，时间膨胀，质量增加。可见《狭义相

对论》的尺缩钟慢只是元子论的部分效应。另外，物

体自身是体积缩小，而不是变扁。 
元子论统一了万有引力和电磁力，证明万有引

力本质也是磁力，而磁通量的量纲是时间量纲T，物

体质量越大，引力越大，磁通量越大，时间过的越

慢，所以元子论也兼容了《广义相对论》，同时指出

万有引力是空间的收缩导致的空间弯曲。 
8 用第五种力解释星系移定性 
科学家发现星系可探测物质无法提供足够的引

力来维持星系的运动，比如银河系缺少90%的引力，

科学家认为银河系存在90%未知物质，取名为暗物

质。 
根据力的量纲具有五种表达方式，分别是T4，

T3L-1，T2L-2，TL-3，L-4，已知力具有五种形态，除

了已经发现的四种基本作用力外还存在一种基本作

用力。 
因为不同形态的力只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变换，也就是在时间运动和空间运动之间相互转换。

所以根据向心力公式F=mVUsinθ/R，我们将其中的

一个空间运动速度V换成时间运动速度U（U为旋转

的线速度），就能得到新的一种基本作用力表达式。

本人命名为涡旋力。即涡旋力公式： 

F=mVUsinθ/R 

其中m为质量，V为空间运动速度，U为时间运

动速度，R为两者之间的距离。θ为引力势井面与空

间运动方向夹角。 

 

图 9  涡旋力 

从万有引力产生机制来看，原子一旦分解成等

离子体，万有引力产生机制就会消失，而恒星大部

分物质是等离子体，通过涡旋力的计算，太阳的质

量要比利用万有引力计算出来的结果大8倍左右，刚

好对应了银河系不见了的暗物质数量。可见，暗物

质并不存在，原因是万有引力只适用于行星类的物

质，在星系引力计算上必须加上涡旋力。星系稳定

性是第五种力在发挥作用。 
小结：本文围绕基于量纲分析的统一理论展开，

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建立新理论体系并对现有理论

修正拓展，主要内容如下： 
（1）时间与空间运动：时间运动是周期性运动，

质心无位移；空间运动质心有位移。两者可相互转

换，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也能转换叠加，物体运动

轨迹常为时空运动叠加的螺旋线 。 
（2）量纲统一：在国际单位制基础上，经初步、

二次、三次、四次化简，用时间（T）和空间（L）
量纲统一部分物理量纲，得到Time - Space units。且

T与L满足TL = 1，量纲换算时数据换算规则明确。 
（3）时空、能量、物质、奇点统一：依据质能

方程及量纲分析，明确物质与能量、空间与能量、物

质与奇点可相互转换。空间因能量发散而膨胀，这

解释了宇宙膨胀、光速不变、光的红移蓝移、真空量

子涨落等现象，且时空、质量、能量、奇点联合守恒。 
（4）物质起源：将时空量子化得到元子，以此

建立光子、电子、质子、原子核和中子模型。行波转

变为驻波产生基本粒子，粒子因能量旋转方向不同

而电性不同，这些粒子构成宇宙万物。 
（5）基本作用力统一：从能量角度，依据相关

公式推导得出不同取值n可对应万有引力、库仑力、

强相互作用力；从运动角度，根据电子运动速度关

系得出统一公式，表明引力、电磁力、强力是同一种

力的相对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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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力的产生机制：静电力源于费米子对周围

空间元子的吸引和排斥；磁力是电的相对论效应；

万有引力是电磁力的破缺；核力存在于原子核内粒

子间。力本质是空间收缩和膨胀现象，元子是引力

子，引力波属于电磁波。 
（7）相对论拓展：假设光在介质中传播频率不

变，推导出体缩公式，并由此得出钟慢公式和质增

公式。元子论统一了万有引力和电磁力，兼容广义

相对论。 
（8）第五种力解释星系稳定性：星系运动所需

引力无法由可探测物质提供，引入涡旋力这一第五

种力，计算表明太阳质量比万有引力计算结果大 8
倍左右，可解释暗物质问题，维持星系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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