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宇宙真相图破解之(3) 

基本物理量 

李海深 

这里先不考虑物理学已经定义过的基本物理量，只从本源上讲的基本物理量，是最基

本的存在。从本源上讲，物质、能量、时间是基本物理量。基本物理量非同小可，它们之

间的关系更加扑朔。基本物理量一直困扰着物理学，令人费解，始终无法定论。宇宙真相

图让基本物理量真相大白。 

7 能量 

7.1 物理学的能量认知 

关于物理认知中的能量，在《证明》中已有详细解释，这里仅简单复制几句。 

什么是能量。能量是物理系统具备做功能力或做功事实的表征，或表述为，能量是对

物理系统做功能力或做功事实的表征，单位是焦耳。 

系统释放能量而做功，是既成事实的做功；还没释放能量但具备做功能力，可理解为

做功未遂。 

7.2 炁元与量子比较 

1. 炁元是最小的能量单位 

炁元是由物真空压缩而来的，炁元能够表征这种压缩能量或物真空具有的能量。显然

炁元也属于能量，是最小的能量单位。炁元及其公转轨迹叫波粒子，波粒子就是令物理学

一直困惑的波粒二象性，也是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 

2. 普朗克能量子 

普朗克是通过黑体试验发现能量子的，任何试验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试验过程中

丢掉了什么根本无法知晓。因此普朗克想说的能量子不可能仅是一个炁元，尤其是作为具

体数据的普朗克常量（h=6.62606896(33)×10^(-34)J·s）更能说明这一点，毕竟人类有

限的测试实践要达到极限是不可想象的。 

3.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设，是说光和原子电子一样也具有粒子性，光就是以光速 C运动

着的粒子流，把这种粒子叫光量子。同普朗克的能量子一样，每个光量子的能量也是 E=h

ν，根据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式，每个光子的动量为 p=E/c=h/λ。显然光量子更不是一个

炁元。 

7.3 炁元与能量子的关系 

任何量子都是由炁元的多少构成的。炁元组成量子的形式很多，根据人类对能量子和

光量子的实践活动，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组成方式。 

1. 炁元全部环行于一个绝对物质上 

当一个绝对物质上波粒子的数量达到一定时就是普朗克能量子，继续增加到一定量时

就是爱因斯坦光量子。即 N个波粒子组成能量子，达到 M个波粒子时组成光量子。由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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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和电磁波的速度一样都是极限速度，实践中，若 M=N，则普朗克量子包含光量子。参考

图 7.1。 

 

(a)一个波粒子 (b)N 个波粒子 (c)M 个波粒子 

图 7.1 波粒子环绕在一个绝对物质上 

图中所有波粒子环绕在一个绝对物质上。(a)只有一个波粒子；(b)N 个波粒子组成的

单元；(c)M 个波粒子组成的单元。 

2. 炁元环行于多个绝对物质上 

N个波粒子环绕于多个绝对物质上组成单体，再由 M个单体组合成能量子和光量子。

这种组合方式很像原子核结构。参考图 7.2。 

 

(a)N个波粒子环绕在多个绝对物质上 (b)每个球都相当于一个“(a)” 

 (c) 每个球都相当于一个“(b)” 

图 7.2 波粒子环绕在多个绝对物质上 

图中波粒子环绕在多个绝对物质上。(a)每个绝对物质上环绕 N个波粒子；(b)每个球

都相当于一个“(a)”；(c) 每个球都相当于一个“(b)”。另外每个球上也可以增加波粒子

的数量成为混合单元，以呈现不同的性质。 

3. 混合方式 

混合方式就是以上两种组成方式的混合体。即组成单体的绝对物质上继续增加波粒子

的数量。 

人类当前已知的微小粒子，如电子、原子核等，都与这几种组合方式雷同，物体和大

的天体也都是这几种方式的扩展。 

无论波粒子环绕在一个绝对物质上，或是环绕在多个绝对物质上，从能量的角度看，

能量的大小只与波粒子的多少有关，结合现实情况和算法需要，都可以等效为环绕在一个

绝对物质上。这样的先决条件对结果没有影响，但运算处理上极为简化，也使那些无从下

手的运算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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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质 

波粒子以不同的数量和组合方式，形成最小的物质粒子到最大的物质天体。即所有的

物质都是由波粒子构成的，无论物质大小。 

8.1 物质的质量 

1. 经典物理对质量的认知 

牛顿提出的“物质之量”概念可以理解为，质量是物体中所含物质的多少，也就是物

质的量，是对物质的一种度量，单位为千克（kg）。 

2. 质量充满宇宙 

在对宇宙真相图的《证明》中已经确认，质量全部集中在绝对物质上，绝对物质表征

质量，每个绝对物质表征的质量一模一样。由于真相图中绝对物质充满宇宙，因此质量充

满宇宙，且静止不动。 

3. 基本质量 

一个绝对物质代表一个最小的质量单位，我们就称之为基本质量（kg）。波粒子是表

征物真空的，物真空与绝对物质的比例为 53.5%，也就是一个波粒子可以表征基本质量的

53.5%。由于波粒子和绝对物质都是极端状态，根据人类的习惯可以约定为，一个波粒子

表征一个基本质量，这样一个波粒子的质量就默认为一个基本质量了。注意，这种表述只

限于波粒子和绝对物质一对一的情况。 

4. 质量与能量的关系 

“物质之量”的本义终于明晰了：质量是组成物质体的波粒子包含绝对物质的多少，

波粒子是最小的能量单位，可称之为基本能量（J）。物质和能量不可分割。举例如下。 

1) 把图 7.1 中的(a)、(b)、(c)看成 3个物质体，它们有不同数量的波粒子，波粒子

的数量越多能量越大。(a)的能量为 1 个基本能量，(b)的能量为 3 个基本能量，(c)的能

量为 11个基本能量。由于他们都绕行在一个绝对物质上，故(a)、(b)、(c)的质量相等，

均为一个基本质量。 

2) 把图 7.2 的(a)、(b)、(c)看成 3 个物质体，显然(a)的绝对物质数目<(b)<(c)。

假如绕行于 3个物质体的波粒子数目相等，则它们的能量相等，但质量(a)<(b)<(c)。 

8.2 物质的运动 

物质的运动就是波粒子的运动。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仅用一个波粒子代表物质体，如图 8.1的 1号球和 5号球。 

 

图 8.1 炁元的存在方式及移动 

图中用 5 个绝对物质说明问题，编号从 1～5，把绝对物质拉开距离，只是为了清晰

表述。 



 4 

物质静止时，炁元绕 1号球（绝对物质）做圆周运动，炁元+运动轨迹=波粒子，这也

是波粒子的存在方式。 

物质从 1号球向 5 号球移动时，经过 2、3、4 号球，每个球上绕半个圆（红色曲线），

炁元的圆周运动性质没有改变，只是轨迹不在一个球上了，这就是基本粒子的运动；到达

5 号球后炁元绕 5号球继续做圆周运动，物质静止。圆周运动和正弦波的关系参看《破解

之(1)》中的图 2.7：圆周运动与正弦波。 

物质移动到哪个球上，哪个球（绝对物质）提供质量。电子、原子核、地球、太阳等

的所有物质也一样，移动到哪个位置，哪个位置的绝对物质提供质量。 

由于真相图的结构特点，波粒子可以从一个点直接到达宇宙中的任何一点。 

9 时间 

时间的概念我们并不陌生，但时间的本质却莫衷一是。 

9.1 时间是运动的必然 

炁元的运动是存在的必然，也是物质存在的必然，时间是一切运动的必然。 

1. 宇宙的平衡 

由于绝对物质总量和绝对真空总量可等效为两个体积相等的球体，平均到每个宇宙单

元里仍然可等效为两个体积相等的球体。这种等量从物理上看就是平衡，是静止平衡，不

需要运动。但真相图的结构造成绝对物质挤压绝对真空，使两者的体积不再相等。 

1) 被挤压的物真空暂存在假想空间里，真相图只剩下绝对物质和静真空，此时的状

态可视为静止平衡，没有任何运动。静真空只与 46.5%的绝对物质实现了静止平衡，剩下

的 53.5%绝对物质要与假想空间里的物真空进行平衡。 

2) 把假想空间里的物真空挤回到真相图里，显然物真空和绝对物质不能实现静止平

衡了，这就产生了被挤压而成的炁元及其运动——波粒子。波粒子表征物真空的性质，并

与绝对物质实现运动平衡。 

由于炁元太小，对静止平衡影响极微，我们仍然把宇宙空间视作静止平衡。宇宙的平

衡就由两部分组成了：宇宙空间的静止平衡和所有物质的运动平衡。 

2. 时间的由来 

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时间成了无奈的瞎猜。不过确有一人说对了，尽管他是无意识

的。大文豪鲁迅说过，时间是挤出来的。 

无论是波粒子，还是由波粒子组成的所有物质体，都处在不停的运动中。我们已经知

道波粒子是由绝对物质挤压绝对真空而来的，波粒子要表征物真空的能量、力等性质。根

据动能定理 Ek=(1/2)mv²和圆周运动 F= mV²/r，表征动作快慢的速度与时间不能分割，即

能量和力都关联时间（Ek&t，F&t），这就是时间的本质和由来。 

时间是运动的必然要素，不可或缺。人类已经规定了自己的时间标度。 

9.2 时间的形象说明 

时间貌似很抽象，但作一形象说明也能帮助理解。 

1. 静止平衡 

《证明》中的静止平衡：相对于给定参考，物体静止不动的状态。如空间一个静止的

点，相对于坐标原点不作任何移动。举例：平衡的杠杆，没起振的单摆等。静止平衡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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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化的平衡状态，现实中并不存在。 

由于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是等量的理想化概念，故可以看作等体积的两个球。图 9.1

是它们构成的静止平衡，(a)为等量的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b)为用球心代表的两个球。

从杠杆平衡的原理上讲，两个球心到平衡点 0的力矩相等。这是一个典型的静止平衡物理

系统，没有任何运动成分，因为时间 t&运动，所以这种平衡系统不存在时间。构成宇宙

空间的绝对物质和静真空之间就属于这种静止平衡，没有时间概念。 

 

(a)等量的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 (b)等效为球心 

图 9.1 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的静止平衡 

很显然，要想打破静止平衡，必须使两个力矩不相等。 

2. 运动平衡 

《证明》中的运动平衡：相对于给定参考，物体周而复始的运动状态。如圆周运动、

椭圆运动、简谐运动、单摆运动等。除椭圆运动外，其他属于理想化运动。 

波粒子是最接近理想圆周运动的椭圆运动，为了简化，一般近似看作圆周运动。 

既然静止平衡与时间无关，那么运动平衡就与时间密切相关了。根据上面提到的

Ek=(1/2)mv²和 F=mV²/r，时间就显而易见了。没有时间就不存在运动。 

设图 9.1(b)中的 0 点无摩擦，拿掉 m1，m2 就成单摆运动了，运动&时间。其实改变

m1 的体积也能使 m2形成摆动（物理摆），有了这个“动”就有了时间。波粒子的运动就

是因为绝对真空被绝对物质改变了体积，无法实现图 9.1 的静止平衡。把单摆运动关联到

圆周运动上，就是波粒子的运动。 

通过时间的形象说明，应能体会到时间的本质，在后续文章中仍然会穿插一些关于时

间的内容。希望从此避开对时间本质的猜测，如有不同意见就理直气壮地拿出铁证，无论

“官科”“民科”，都彻底改变只会自以为是地瞎猜还信誓旦旦的形象。科学是全人类的，

更是子孙后代的，记住责任足矣。猜出来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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