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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真相图破解之(6) 

万有引力错误与天体运行真相 

李海深 

第一次说万有引力错误的时候有人竟暴跳如雷，面对万有引力错误的铁证时不知道还

跳不跳了。万有引力的提出至今已近 400年，与其最密切的当属天文学了。万有引力“解

决”了很多问题有目共睹，但别忘了它只是个假说，总不能把假说当真理。这么多年过去

了，天文上很多显而易见的现象依然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这一讲不仅能看到万有引力错误

的严格证明，还能看到椭圆是怎样形成的，天体为什么会自转，自转轴为什么东倒西歪的，

第一推动力从何而来„„若天文学要改写，不知道心情会有多沉重，我相信是共同的。 

15 万有引力错误 

万有引力错误本来并不严重，但它造成的后果真不敢想象。如果说牛顿时代受各种制

约没有发现这个低级错误，但牛顿之后尤其是当今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也没发现，委实

不应该，令人费解。我不是天文专业，只是研究微观的需要才发现这个错误的。 

15.1 天平坐标系简述 

天平坐标系在上一讲已经提到过，它是所有物质、天体都必须遵循的存在规则或参照

系，一切存在都能等效到这个坐标系上，成为理想状态。天平坐标系的形式就是三维（笛

卡尔）坐标系。 

1. 绝对天平坐标系 

绝对天平坐标系只有一个，把宇宙中的全部物质集中到一个假想点上，放在标准三维

坐标系的中心，这个三维坐标系就是绝对天平坐标系。如图 15.1 所示，图中原点有点夸

张，只为说明问题。 

 

图 15.1 绝对天平坐标系 

原点 0 取名天心，X 轴和 Z 轴共同决定的平面叫天平面，Y 为通天轴，经过通天轴且

垂直于天平面的平面叫天轴面。绝对天平坐标系和相对天平坐标系的各项参数命名是一致

的，因此重点放在相对天平坐标系里来说明。 

2. 相对天平坐标系 

相对天平坐标系和绝对天平坐标系是一样的，只是针对的系统不同。宇宙真相图是存

在的必然，你可以想象为是由绝对天心那个假想点解体而来的，而且每个绝对物质都可以

画成天平坐标，这就是相对天平坐标，是无限多的。具体到实际中去，每个物理系统都可



 2 

以表述到相对天平坐标系里，无论系统大小。在理想静止平衡系统中，系统中心和系统原

点与相对天心重合，独立使用时都可以叫做天心；在运动平衡系统中，系统中心和系统原

点分离，系统原点就是相对天心，也可直接叫天心。 

3. 日地天平坐标系 

日地天平坐标系就是相对天平坐标系。太阳系是人类的摇篮，各种参数的命名耳熟能

详。借用日地运行的各种参数命名的天平坐标系，适用于任何天平坐标系，包括绝对天平

坐标系。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命名上的麻烦，使用起来也方便易记。 

1) 涵义 

把地球放在太阳中心，地球赤道和太阳赤道重合，两者的自转轴重合，中心重合。地

球和太阳默认为理想球体。如图 15.2 所示。 

 

图 15.2 地球和太阳重合一起 

图示为了简化，省去了 Z 轴。N、S 就是北极和南极。中心 0 就是天心，自转轴 Y 是

通天轴，赤道面是天平面，天平面经过 X轴和 Z轴。 

2) 把地球公转轨道投影到天平面上 

投影到天平面上就成为理想圆周运动了。太阳近天心，日地自转轴都垂直于天平面。 

 

(a)地球公转椭圆轨道 (b)天平坐标系里的圆周轨道 

图 15.3 地球公转轨道投影到天平面上 

图 15.3是投影前后的情况，季节名称不变，位置一一对应。 

3) 天平坐标系的有关命名 

(1)天平面里的名称 

天平面是最常用的一个面，几乎所有的分析都要用到。根据图 15.3(b)中的四季名称，

Z 轴就叫做春秋轴，X轴叫冬夏轴。这样的取名很符合人们的习惯。 

(2)另外两个面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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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15.3(b)中， Y 轴和 Z 轴共同决定的平面叫春秋轴面，简称春秋面； X 轴和 Y

轴共同决定的平面叫冬夏轴面，简称冬夏面。 

(3)三平面的关系图示 

三平面的关系图示如图 15.4，显然天平面、春秋面、冬夏面互相垂直。 

 

图 15.4 三平面的关系 

图中红色面就是天平面，绿色面是春秋面，蓝色面是冬夏面。 

顺便说一下。天平坐标是由真相图证明而来，不要误解为是我发明的或定义的。三维

坐标系是笛卡尔发明的，正好吻合天平坐标系。惊叹数学家的伟大创造力！ 

15.2 万有引力错误的有力证明 

通过《破解之(5)》对物理系统的分析和本文对天平坐标系的了解，应能隐约感知到

物理分析中丢掉了哪些极不应该丢掉的东西，尤其在证明结束后油然有所触动。 

1. 确定共识 

坐在一艘透明的轮船上游弋于平静的水面，可以看见螺旋桨的旋转，螺旋桨被视为输

出动力的总成，可以理解为电驱动，并与船体构成一个物理系统。 

1) 螺旋桨正转时输出动力使轮船前进。 

2) 螺旋桨停转时不输出动力，轮船停止前进。 

3) 螺旋桨反转时输出动力使轮船后退，只是输出动力的方向与前进时相反。 

4) 默认观察者在系统中心。 

5) 结论。 

(1)从正转到反转，或从反转到正转，螺旋桨必须经过停转，不输出动力，即过零时

没有动力。 

(2)从正转到反转，或从反转到正转，轮船运动的方向相反。 

你也可以把轮船比喻为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得到结论。 

2. 日地运行的实际情况 

日地运行的实际情况，要比现行的天文理论简单得多。 

1) 由于地轴与轨道面（黄道面）有一个倾角，故投影到天平面上可以得到水平和垂

直两个分量。如图 15.5 所示，(a)为垂直分量，自转轴与天平面垂直；(b)为水平分量，

自转轴与天平面重合。地球中心在天平面上。 

注意，为了表述清楚，图 15.5(a)没有完全按天平坐标规则处理，但最终结果都是正

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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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极上空看，地球逆时针自转，图 15.5(b)的水平分量，相当于图 15.5(a)中的地

球（垂直分量）搬动地轴顺时针旋转了 90°，此时的自转方向是连续的，注意对应地球

的南北极（S、N）。在赤道上标记一个小岛，即图中的 A小岛，注意观察它的变化情况。 

 

(a)垂直分量 (b)水平分量 

图 15.5 地球在天平面上的分量 

2) 坐在天心，即图 15.5(b)的中心 0，看看地球公转一周的情况。这个相当于坐在那

艘轮船上。从北极上空看，地球是逆时针公转的，且地轴方向始终不变。 

(1)春分时节，看不到两极，A小岛自上而下运动。 

(2)到了秋分，看不到两极，A小岛自下而上运动，刚好与春分时节相反。 

(3)夏至时，只看到北极 N，地球逆时针旋转。 

(4)冬至时，只看到南极 S，地球顺时针旋转，刚好与夏至时相反。 

相信自己的眼睛吧！一年当中，相对于日地质量中心，地球沿赤道方向正转和反转各

半年，夏至和冬至为过零点；地球沿地轴方向也是正转和反转各半年，春分和秋分为过零

点。沿赤道方向的旋转容易理解，沿地轴方向的旋转作一解释。把图 15.5(a)中的地球，

搬动地轴顺时针旋转一周，就是一年中的地轴变化，地心始终保持在天平面上。我们身处

地球上，只能靠理论来等效理解。 

3. 万有引力铁定错误 

铁证如山，没必要再有疑虑了，勇敢地面对几百年来的遗憾，化作创造新天地的动力，

共同完成科学前辈们的未竟之业！ 

结合上面的结论(1)，从正转到反转，或从反转到正转，地球的旋转过零，这就意味

着过零时地球相对于系统中心没有任何作用力。 

根据万有引力的定义，万有引力不可能为零的，尤其是日地之间。因此，万有引力的

错误已成定局。 

其他天体的运行都是一样的，以此类推。 

对物理系统的分析都是以系统中心为参考的，比如上一讲的静止平衡和运动平衡。令

人不解的是，对太阳系的研究总是跑到北天极，也许天文学家有他们的特殊考虑。试想一

下，如果跑得太远连太阳系甚至银河系都看不见了，怎么研究啊。所以还是回到系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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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好，至少我这样做了。 

万有引力的错误，上面只针对了天体之间，那只掉在牛顿头上的苹果是怎么回事呢？

这与天体自转的成因有关。天体自转成因也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继续阅读下面的内

容就有答案。 

16 天体运行真相 

当宏观在手，微观在握之时，一切都真相大白，天体运行真相也就没必要写成天体运

行规律了。这就相当于一经成为定理，没必要再用定律绕来绕去了。 

16.1 天体的形成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看见了太阳和月亮，也看见了星罗云布。那么这些天体是怎样形

成的？真相图给出的答案直接是证明，不需要绞尽脑汁猜来猜去了。 

1. 天体是挤压所致 

在《破解之(1)》中已经知道了炁元是挤压而来的，并成为波粒子。其实天体也是同

样的道理挤压而来的，只是大小不同罢了。 

1) 分析机理 

大家在分析宇宙真相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对存在的认知。因为是存在，它必须是这样，

或者说它只有这样才能存在。所有的解释，只是帮助人们去理解，或是指明存在的必由之

路，没有之一。比如波粒子平均每个绝对物质上环行一个，但宇宙是不会给你按平均分配

的，这只是为了讲道理的需要，它只有被继续挤压形成物质、天体，然后以一定的方式存

在。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与π是无理数相关，而且严谨的数学证明是不会去过多理会任何

怀疑的。我们要证明的，正是这种存在的原因或唯一解释。 

图 16.1 是考虑挤压效果的真相图，我们只用一个宇宙单元证明了炁元和波粒子，图

中被挤压的对象可以用波粒子取代了。 

 

图 16.1 带挤压效果的真相图 

2) 挤压过程 

绝对物质对绝对真空的挤压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变成了波粒子的形式也不会消失，我

们把这种挤压就叫做空间挤压。若干波粒子被挤压后形成诸如人类目前已知的微观粒子，

请参考《破解之(3)》，之后微观粒子继续被挤压形成物质到天体。 

由于π是无理数，在物质层面不会有绝对圆的球体，这就给物质的形成创造了随机条

件，也使得所有波粒子不会集中到一个球体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大大小小的天体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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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成的，但它们的趋圆质性不会改变，这又是物质相似性的原因。把一个装满蒸汽的容

器放到太空里，加压后就会产生这种效果，蒸汽变成水珠后大小不一。 

波粒子被挤压成大大小小的天体后，继续在挤压的作用下出现两种情况。 

(1)独立天体上，如地球，诞生了苹果砸中牛顿的故事——人类知道了地球引力，实

际上还是那个挤压作用。 

(2)天体之间以运动（椭圆）系统的方式共存，如太阳系、地球和月亮、银河系等等。

尽管万有引力是错误的，但维持系统运行的因素不能简单去硬套那个挤压作用，而是另有

原因。请继续关注。 

2. 天体的自转 

上面谈到的“趋圆质性不会改变”，只是说物体趋于球形的性质而非本质，有两层意

思：一是天体自身趋圆（引力与之有关），二是天体之间的趋圆（椭圆运动），但这都不

是自转的原因。 

1) 天体的趋圆质性 

对于一个独立天体来说，空间挤压可视为均匀的，但源源不断的外来物质是随机的，

这就造成天体被撞击的位置不可能均匀分布。若天体是静止的，有可能某个方向堆积如山，

然后塌方，不停的塌缩使整体趋于球形，这就是趋圆质性及原因。趋圆质性形成的球体显

然是大起大落的，急风暴雨式的，无法想象怎样诞生脆弱的生命。 

趋圆质性不是天体自转的原因，但与天体的引力描述异曲同工。科学家们对地球引力

的描述，可以表征趋圆质性。 

2) 天体自转的原因 

通过对趋圆质性的分析和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很容易想象到天体只有自转才是合理

的。 

(1)本质原因 

由于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份量相等，以真相图的形式存在是必然的，为了解释这种必

然性，势必加进人类的思维模式，图 16.2是《证明》中的解释之一。 

 

图 16.2 等量的绝对物质(蓝色)和绝对真空(粉色) 

组成宇宙的基本材料只有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相当于人们常说的硬件，图 16.2 代

表两种基本材料的总量。因为不存在宇宙外面，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必须紧贴在一起；因

为不存在宇宙外面，所以必须解决谁包裹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两个球体全方位高速互

绕，让球的表面积任何时刻都不外露。这就要求互绕的速度必须达到绝对大 V，但绝对大

不存在，因此这种宇宙形式不存在。面对真实的宇宙，真相图是唯一的存在方式。你可以

这样想象，绝对大的速度能量也绝对大，把图 16.2 撕裂成了真相图，使不存在的绝对大

V 变成了现实中存在的速度，但全方位互绕运动的形式没有改变，只是速度降下来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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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绝对物质不能运动，故互绕运动实质上是绝对真空绕绝对物质的全方位运动。当物真空

被挤压成炁元后，炁元又独立存在于宇宙空间，这种“全方位运动”就变成炁元的“胎里

带”。炁元继续被挤压变成物质、天体，全方位运动的质性不会改变，这就是天体不停旋

转的本质原因。但要提醒的是，这种旋转与天体的自转还有视觉上的区别。 

(2)相对原因 

到了真相图这一级，一切都变成相对性了。天体形成的随机性，使周围天体互相受影

响。这种影响的本质又关联到了绝对真空上，但却改变了空间挤压的均匀性。 

① 一个任意形状的天体，处在一个空间挤压不均衡的环境里，要想受到均匀的对待，

只有自身全方位的旋转。这个旋转又配合趋圆质性，使天体得以柔缓成长，这也是孕育生

命的前提。根据角动量守恒和其他物理原理，天体表面的速度保持了相对稳定。从微观本

质上看，旋转是要表征周围环境的作用效果（空间挤压），也是存在的必然。 

② 从真相图上看，绝对物质挤压物真空形成炁元，炁元绕绝对物质公转要遭遇不同

大小的空间挤压力度，再加上炁元的公转是椭圆轨道，椭圆轨道中行星或炁元必须自转，

否则将变成没有质量的假想点，成为理想圆周运动。因为炁元相对于绝对物质就有质量，

因此炁元被迫成为自转体，这样的均匀受力使炁元保持着球体形状。 

(3)系统原因 

系统是一切存在的根本，小到波粒子，大到天体乃至整个宇宙，没有独立于系统之外

的任何存在。把真相图理解为，不存在的整体化整为零后变为存在。上面所说的全方位运

动就交给系统来完成了。 

① 全方位运动就是没有死角的运动，在真相图中是指任何物质无论大小，都必须相

对于绝对物质全方位转动，相当于对球体表面做不间断扫描。绝对物质充满宇宙，质量包

含于绝对物质，任何物质都有质量，由此可以想象绝对物质是所有物质的公共参考，类似

于地面作为参考点或电路上的公共地。在物理平衡研究中，总要对应到物体的质心或重心，

一个任意形状的物体要让绝对物质对应它的质心，必须全方位旋转，相当于悬挂法找重心。 

② 具体到一个系统里，以太阳系为例，一年当中，天平中心（天心）应能直线“扫

描”一遍地球的表面，这就要求地球必须自转。静止平衡中的杠杆原理就能说明这一点。

天心从南极扫描到北极，恰恰对应住太阳直射南北回归线的区域。如图 16.3 所示。 

 

图 16.3 天心与地球自转的关系 

图中黄线表示太阳直射线，在地球上就是直射点。0为天心，Y轴为通天轴，X轴和 Z

轴决定天平面。蓝线与地轴垂直，表示扫描到南北极的情况。另外春分和秋分，天心、地

心、日心都在天平面上，太阳直射赤道。其他行星都是这样。 

太阳的自转与银河系中心组成系统进行分析，道理也一样。很显然，系统内的天体自

转，与相对于绝对物质的全方位旋转存在视觉上的差别，要注意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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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自转原因只能放在下一节与天体的椭圆运动一块讲。 

3. 全方位旋转实证 

全方位旋转的有力证明，就是天体相对于绝对物质的均匀性，质量是显著特点。 

就拿地球来说吧，趋圆质性被科学家描述成了地球引力，重力加速度在地球各个角落

是基本一致的，只因地球半径会有微小差异。把向心力 F=mV²/r 关联到地球引力上，再用

《破解之(2)》中的单位算法关联到速度上，通过分析力与速度的关系就能定性这一事实

了。在后续文章中，或根据需要再定量分析。 

16.2 天体的运行 

当我们知道了天体的形成机理，天体的运行就好理解了。本来我是不想写这个的，毕

竟宏观与微观一模一样，直接照搬就可以了。只因微观用词量太大，不得已才借助现成的

天文术语，确实省了好多事。这样也有好处，只要知道宏观就可以直接对应微观，一点都

不用瞎猜了。 

1. 第一推动力 

自从牛顿把第一推动力归因于上帝之手以后，此案便悬而不决。上面谈到的天体自转

本质貌似也是第一推动力的成因，从能量上说确实如此，但从表征的意义来讲却是两码事。 

1) 微观第一推动力 

这里就直指炁元的第一推动力。炁元环绕绝对物质的运动在《证明》和《破解之(1)》

中已有详解，这里结合天体的需要再做进一步说明。把绝对物质比作钢球，绝对真空比作

气球，得到图 16.1 的真相图样子。摘出其中一个宇宙单元如图 16.4(a)所示。 

 

(a)宇宙单元 (b)物真空的量(粉色) (c)炁元理想轨道 (d) 理想轨道对比挤压效果 

图 16.4 微观第一推动力解释图 

图 16.4(b)是物真空(粉色部分)在自由状态下与绝对物质的比例，是受真相图的结构

挤压而成的。为了描述这种性质，模仿科学家们的常用手法无非是一个质点加上运动状态

来表征物真空的能量，如图 16.4(c)所示。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物真空确实被挤压成了

一个点（炁元），与质点的描述高度相似，再围绕绝对物质做圆周运动来反映物真空的能

量，这与科学家们的描述法不谋而合，为了顾及这种描述习惯，说成描述也行得通，但要

注意本质是不同的。相对于绝对物质的中心，炁元做理想圆周运动的动能等于物真空的能

量。由此可知，炁元的圆周运动是必须的，是存在的必然，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改变它，也

无所谓开始和结束。因此第一推动力完全是想象的，如果必须满足这种想象，也只能是“空

间挤压”为源头。没有空间挤压，什么都不存在。炁元的自转方向和公转方向请参考天体

自转的本质原因。 

图 16.4(c)的圆周运动是由(b)而来的，炁元处在一个向内向外都不受力的轨道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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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转。用力推动炁元向绝对物质靠近，就像挤压气球一样会产生反向推力；反之用力拉

动炁元远离绝对物质，就会产生向内的拉力。能感觉到绝对物质既不让炁元靠近又不让它

远离，炁元只能乖乖地绕绝对物质运行。将(c)中的炁元及其轨道放到(a)上就变成(d)了，

在(d)这种环境下物真空距离绝对物质有远有近，炁元的运动也必须体现有远有近的实情。

综合其他因素，椭圆运动是不二选择。请参考《破解之(5)》14.2 节 1条。另外炁元的椭

圆运动成因受真相图结构的影响很大，与宏观有些差别。 

2) 天体的第一推动力 

看完微观第一推动力的内幕后基本可以直接否定天体的第一推动力了，不过还是看看

证明吧，毕竟科学是严谨的。 

地球和太阳都是波粒子组成的，这种组成仍然以空间挤压为动因。在天体的演化过程

中，小天体要么与大天体组成一个独立天体，要么绕大天体做椭圆运动，这种形式和微观

一样，都是必须的，是存在的必然。把太阳比作微观的绝对物质，地球比作炁元，日地之

间的“物真空”能量要用地球的公转来表述。通过 F=mV²/r就知道公转线速度、动能、半

径之间的关系了。这个仍然说明第一推动力只是个想象，它不能作为独立问题存在，但允

许理解为与生俱来的，是地球绕太阳运行这种存在方式必须的。 

通过对公转成因的分析，现在再来看看地球的自转。地球自转是面对自身周围空间的，

把地球当作眼睛，能看多远就是多远，地球能看到的，都是它自转的原因。 

2. 天体运行详解 

知道了天体的自转、公转、第一推动，下面就该知道天体运行的详细情况了。直接以

日地运行来说明，其他天体系统都是一个道理。 

该解释方法有点笨，但容易理解。坐标也尽量用简化形式。 

1) 把地球和太阳合在一起，如图 15.2 所示，并参考 15.1节 3条 1)款的内容。 

2) 把地球和太阳沿春秋轴 Z分开，如图 16.5 所示。分开后按杠杆平衡原理使地心到

天心 0的力矩，等于日心到天心 0的力矩，日地处于静止平衡状态。注意绝对物质已经取

代地球作为参考。 

 

图 16.5 地球和太阳在春秋轴上 

3) 地球到天心之间的物真空能量由地球的公转动能表征，二者相等。在图 16.5 的天

平坐标里，地球和太阳表现为相对于天心 0在天平面里同步匀速圆周运动，地心、天心、

日心始终在一条直线上，没有四季之分。日地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互作用力。“地轴”、“日

轴”、通天轴相互平行，均垂直于天平面。 

4) 日地自转在宇宙空间形成“场”，这种场可按流体力学描述，也可按“电磁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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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因进动原因，日、地场均呈簸动状态。地球受“太阳场”的影响产生以下动作，请

自行按叠加原理或左右手定则进行分析。 

(1)图 16.5 所示的天平坐标里，保持日地的逆时针自转方向不变，地球沿 Z轴逆时针

旋转 90°，看到 N极，如图 16.6所示。 

 

图 16.6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之一 

① 地球保持逆时针旋转，地球向上移动。 

② 地球反向顺时针旋转，地球向下移动。 

(2)图 16.5 所示的天平坐标里，保持日地的逆时针自转方向不变，顺时针搬动地轴旋

转 90°，如图 16.7 所示。 

 

图 16.7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之二 

① 地球保持逆时针旋转，地球向左移动远离太阳，太阳对地球形成拉力。 

② 地球反向顺时针旋转，地球向右移动靠近太阳，太阳对地球形成斥力。 

5) 结合图 15.5(b)所示的水平分量，说说地球的实际情况，分析以通天轴和冬夏轴

上的投影为主。注意地球相对太阳的旋转方向和位置，天心 0为参考点，结果参考图 16.8。 

(1)春分时，赤道 A 小岛自上而下移动，地球从天平面向下移动，夏至为最低点。 

 

图 16.8 地球四季的位置变化 

(2)春分～夏至阶段，地球逆时针旋转，地球远离太阳，到夏至为最远点。天平面上，

夏至日地球受“太阳场”的影响达到最大。F∝cosθ，θ=180°。 

(3)秋分时，赤道 A 小岛自下而上移动，地球从天平面向上移动，冬至为最高点。 

(4)秋分～冬至阶段，地球顺时针旋转，地球靠近太阳，到冬至为最近点。天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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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日地球受“太阳场”的影响达到最大。F∝cosθ，θ=0°(360°)，方向与夏至相反。 

(5)按半年划分进行分析，让问题更加清晰。图 16.9 是θ角的变化情况，因查不到天

文上是怎样规定的，这里就在天平面上按数学通用习惯了，注意坐标轴的标识。0°是冬

至位置，90°春分，180°夏至，270°秋分。仍然要结合图 15.5(b)。 

 

图 16.9 天平面上的θ角 

① 冬春夏半年里，地球从冬至的最高位置连续下降到夏至的最低位置（图 16.8），

在 Y轴上的投影位移∝cosθ。结合图 16.9，冬至最高，春分在天平面，夏至最低。 

② 夏秋冬半年里，地球从夏至的最低位置连续上升到冬至的最高位置，在 Y 轴上的

位移∝cosθ。夏至最低，秋分在天平面，冬至最高。 

③ 春夏秋半年里，夏至时地球受“太阳场”的影响致最远距离，在 X 轴上的投影位

移∝cosθ。春分和秋分是天平面里理想圆周运动的半径，离天心等距。 

④ 秋冬春半年里，冬至时地球受“太阳场”的影响致最近距离，在 X 轴上的投影位

移∝cosθ。 

这一系列的调整使“场”作用时时刻刻保持平衡，在人们的视觉上可认为：春分、秋

分，日地间没有任何相互任用；春夏秋半年里地球总想逃离太阳，太阳吸引地球不让脱离；

秋冬春半年里地球总想靠近太阳，但太阳排斥地球不让靠近。这是一个稳如泰山、坚不可

摧的自动化系统，但一直被误认为是万有引力的作用。远近调整可关联到 F=mV²/r。 

6) 本条目 2)款的图 16.5 只涉及到日地的静止平衡，加进日地“场”的作用后就变

成运动平衡了。 

(1)静止平衡是根本，保证了地球公转的动能守恒，线速度是春分或秋分时的线速度。 

 

图 16.10 日地自转轴的倾斜 

在图 16.5的天平坐标中，地球和太阳自转轴平行，“日地场”的作用量最大，“场”

致力和地球公转的平衡力不一定相等，解决的办法只有像磁场理论中改变与磁力线的夹

角，日地是改变自转轴的倾角实现的，如图 16.10所示。地轴改变以后，日轴也要相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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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犹如保持力矩平衡。据网络资料，地轴与垂线的夹角约 23.5°，日轴与垂线的夹角

约 6.8°，这样的匹配保证了两种力的平衡。但是，倾斜使日地上下移动，理想情况下的

位置如图 16.11所示。大圆是地球相对于天心 0的动能守恒范围，小圆是太阳相对于天心

0 的动能守恒范围。注意图 16.11是冬夏面。 

 

图 16.11 倾斜后的理想位置 

实际情况是，因太阳质量远大于地球，不能与地球同步动作，只能借助“场”的力量

拉伸和压缩，来完成运动平衡。如图 16.12 所示，图中贯穿地心、日心的斜线代表轨道平

面（黄道面）。这一天作之合完全符合人类已知的动能守恒、角动量守恒和向心力 F=mV²

/r 定律，这就是椭圆运动的神圣使命。 

 

图 16.12倾斜后的实际位置 

(2)自转轴的倾斜程度，决定着“日地场”的作用强度。在天平坐标系的冬夏面上，

地球和太阳相对于通天轴的倾斜程度，可以规定为倾斜角。为了简化只针对“场”的计算，

可以把地轴直接相对于日轴的倾斜角度，大小如图 16.13所示。地轴、日轴夹角约 60°。 

 

图 16.13 地轴相对倾角 

通过对轨道面的平移、旋转等操作，使天心和日心重合，这样图 16.13 就等效到图

16.9所示的天平面上，让Φ=θ。用统一的角度标识方便很多后续的计算，结果一致。 

结合图 16.12 就能知道一年四季日地之间的倾角变化情况，而日地之间的“场”作用

效果∝cosθ，即冬至、夏至最大且方向相反，春分、秋分为 0。注意这是相对于天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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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球绕太阳的椭圆运动，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综合前面的分析，地球在天平

面上的公转是存在的必然，这保障了沿春秋轴上的前后运动；地球在通天轴上的上下运动

和在冬夏轴上的左右运动靠“日地场”来完成；地球的自转和轴向相对于绝对物质不能突

变的稳定姿态，解决了沿赤道的正转反转和沿轴向的前翻后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实实在

在的鬼斧神工，面对这天衣无缝的自动化工程，作为资深的高级电子工程师无比汗颜，因

为我做不到！ 

太阳不能陪地球同步运动，运动随时间不能突变，周期运动的对称性，日地之间的有

远有近，椭圆是唯一选择！下面是椭圆方程的建立依据，供有兴趣者参考。 

椭圆 x²/a²+y²/b²+z²/c²=1的参数方程： 

x=asinφcosθ；y=bsinφsinθ；z=bcosφ。 

φ折合到天平面上和θ相等，都等于ωt，初相设为 0。 

动能定理（1/2）mv²；圆周运动 F=mV²/r。 

特别提醒：在椭圆轨道上，地球相对于系统中心，正转转，倒转转；前滚翻，后滚翻；

以春秋轴为界，一半引力一半斥力，春分秋分引力为 0。很多“怪”现象可据此解决。 

17 天平坐标系 

天平坐标系前面已经用了，现在才给出证明，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17.1 天平坐标系的由来 

天平坐标系既然已经用了，这里就把《证明》中的主要部分抽取过来，以便节省篇幅。 

1. 过程说明 

图 17.1是从真相图上获取天平坐标的过程。(a)为真相图；(b)为视角之一；(c)轨道

面；(d)圆环轨道面。(b)中球 13579 在一个平面上，2468 在一个平面上，下面还有一层

被 2468遮挡。真相图中的任一球都能找到(b)的样子。由于太抽象，大家最好找几个实物

球摆放察看，以免理解错误。 

 

(a)真相图 (b)视角之一 (c)轨道面 (d)圆环轨道面 

图 17.1 天平坐标系提取过程 

为方便起见，用绝对物质组合的面来说明，之后旋转角度到空隙位置就可以了。(b)

中组合的面数对应到(c)和(d)中。球 13579 对应黑色面，即天平面。其他组合面为 14589、

12569、23457、35678。 

2. 提取并命名 

图 17.1(b)中，以 5 号球的球心为坐标原点，作水平线为 X轴，垂线为 Z轴，同时垂

直于 X、Z的线就是 Y轴，如图 17.1(d)的黑色坐标系。坐标原点就是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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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坐标系各轴、面的命名前面已经给出并应用，这里不再赘述。 

天平坐标系不仅意义重大，更有使用上的方便之处，在以后的应用中尤其在揭示天文

现象方面会大显身手，不可或缺，请予以重视！ 

17.2 公转轨道的数量 

真相图的结构限制着公转轨道的数量，在《证明》中已经给出，这里仍然抽丝剥茧、

去粗取精。其实这样更容易快速理解。 

结合图 17.2 进行分析。 

 

(a)真相图上的轨道层面 (b)平面分析图 

图 17.2 公转轨道数量分析 

(a)中小红球和小绿球代表上下层的绝对物质，黑直线代表绝对物质之间有接触的圆

环，不能成为轨道，称作禁行线；红直线是环行于夹缝里的理想轨道。(b)为平面分析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一个系统最多有 6 个轨道空间，间隔 30°。考虑禁行线的居中作用和

椭圆轨道的上下摆幅，轨道之间的间隔不能小于 15°，否则很容易撞车。 

图 17.1的(c)、(d)是相对于天平坐标系空间自由度最大的四个轨道面，称为四主面。

稳定的天体轨道都在四主面上，星系也在四主面上，星系平面之间的夹角与四主面的夹角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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