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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6世纪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以来，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在内的无数仁
人志士，以矢志不渝的科学精神，勇于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
经过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建立起了如今宏伟的科学殿堂。
虽然历史上许多人的工作或观点是错误的，然而，正是做过这些工作之后，我们才找到了正确的前进
方向；也正是这些观点的存在，使得正确的观点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因此，我们要向所有怀着科学精神探索奋斗的先人们致敬。
　　在19世纪末，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加上统计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
柱，它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构筑起了一座华丽而雄伟的物理殿堂。
在我们当时已知的宏观世界中，经典物理学是如此地行之有效，以致物理学家们开始相信，这个世界
所有的基本定律都已经发现了，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它走到了自己的极限和尽头，再也不可能有任
何突破性进展了。
　　然而，“在物理学阳光灿烂的天空中”还“漂浮着两朵小乌云”。
这两朵乌云分别指的是经典物理在光以太和麦克斯韦-玻尔兹曼能量均分学说上遇到的难题。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两朵乌云，最终分别导致了相对论革命和量子论革命的爆发。
　　到20世纪30年代前，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先后创立。
然而，这两套理论适用的领域却泾渭分明，爱因斯坦相对论掌管着宇观高速领域，量子理论掌管着微
观领域。
虽然原来的“两朵乌云”已经被驱散，但取而代之的是，原来统一的一个物理世界被分割为不相兼容
的两个物理世界。
这个新问题似乎比“两朵乌云”更加难以解决。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相对论>>

内容概要

　　《系统相对论》以物质量子化假设为前提，提出了系统相对论的一元二态物质观。
对于当前各物理理论分支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作者从系统相对论的视角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尝试将
各物理理论分支纳入到系统相对论的理论框架内。
尤其对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作者在探讨二者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二者统一的
思想和方法。
　　《系统相对论》是对物质原理的一种全新的探索，可以作为哲学和基础物理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也可供物理爱好者和相关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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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泰祥，籍贯山东莱芜。
199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电气自动化工程技术工作，2002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2005年开始自主创业至今。
由于酷爱物理，业余时间经常钻研和思考理论物理方面的知识和问题，遂于2010年11月撰写完成《系
统相对论》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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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于小行星带的起源问题，现代天文学认为，小行星带由原始太阳星云中的一群星
子（比行星微小的行星前身）形成。
但是，因为木星的重力影响，阻碍了这些星子形成行星，造成许多星子相互碰撞，并形成许多残骸和
碎片。
 但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小行星带中的所谓星子，它们具有相近的轨道速度，故发生剧烈碰撞而形成碎
片是不可能发生的。
根据本章1.2节行星的形成原理，小行星带所处的轨道位置应形成过一颗类似火星大小的行星，这颗行
星的形成过程虽然受到木星的影响，但不会影响到它的形成进程。
因此，上述解释是值得商榷的。
 系统相对论认为，由于外来天体的撞击，小行星轨道上的行星与外来天体碰撞碎裂成无数大小不等的
各种碎块。
这些碎块一部分留在该轨道上继续运行，一部分坠人太阳或在太阳系内的某椭圆轨道上运行，还有一
部分在海王星的外侧形成柯伊伯带，少量的碎块飞出了太阳系。
 关于柯伊伯带的成因，目前天文学界众说纷纭，在此不再一一叙述。
系统相对论认为，小行星带和柯伊伯带存在共同的起源——行星与天体的撞击。
幸运的是，当时那颗外来天体没有撞到我们的地球，否则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也就不存在了
。
 第三节 天体的演化 在前两节我们介绍了天体和星系的产生和形成两个阶段，本节主要介绍行星的熔
壳原理、恒星的成壳原理、中子星的有核模型。
 3.1 行星的熔壳原理 如前两节所述，在天体形成之后，对于质量较小的天体（一般为小行星），从内
到外均为固态，而不再进一步演化，称作死亡小天体；对质量很大的天体（一般为恒星），从内到外
均为流体态，而不断继续演化，称作恒星的成壳过程；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天体（一般为较大的行星
），它具有固态的表面和流体态的内核，而能够不断继续生长，称作行星的熔壳过程。
 对于能够生长的行星，它具有一个最小的半径Rpg，小于这个半径的行星将无法生长，因此这个半
径Rpg又称行星的生长半径。
下面我们以地球为例，讨论行星的生长过程——行星的熔壳原理。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地球是由太阳系原始星云物质吸积而成，吸积物质（尤其大量星子的陨击）
的引力势能转化为热能（吸积能）、以及放射性元素的衰变能（放射能）共同构成地球最初的地热能
。
据此推理，由于地震、火山喷发以及数不清的海底黑烟囱（又称海底热泉）等持续不断地释放着地热
能，地热能应不断减少，地壳层应不断增厚，进而地震、火山喷发和大陆漂移等应不断减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地球活动似乎显示出增强的趋势。
那么，地热能的产生机理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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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相对论》是对物质原理的一种全新的探索，可以作为哲学和基础物理研究人员的参考书，也可
供物理爱好者和相关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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