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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take account of JpPfl1a] re1ativity effect in the gravitational fie1d, the ∞nc1usion 

is obtained, which states that there lli a new kind of force一-a repu1sion force. The force will 

p1ayan important ro1e on1y when the disL1.llce between any two bodies lS very short.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重力场线元为

ds2 =州2(1-韦乒)-汽sin2 8drp2 + d82) 

dρ 

-(1-哩;
(1) 

但上式仅适用于弱引力场，对强引力场就会失效p 譬

如由上式可推出物体可无限制地向黑洞中心集中，

但实际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克服广义相对论

的这一根本弱点，必须考虑运动体的狭义相对论效

应。 狭义相对论表明:在两个五作匀速运动的物体

上时空会发生"尺缩"、"钟慢n等一系列深刻的时空

变化。虽然在军力场作用之下的物体是加速运动，但

它的每一瞬间都可看作是匀速运动。这必然会导敖

重力场中运动体的时间改变，。由此可推得重力场中

精确的线元函数应为

...1. GM \2 
d52=C2.dt2( 1一节.; ) -ρ(sin28d伊2+d82)

dr 2 

-(14)2 。 (2) 

由上式经过一系列的运算可推得重力场内物体的能

孟方程为

E=旦Id扩 γβMm (PM 
l :~ ) -羊工二二+ζ正毛手工 (3)2\ d'r;/ ,.' 20平 -

土式中?她为运动体质量 M 为产注重力场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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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 G 为万有引力常数 r 为两物体间的距离:

τ 为运动体原时。

(3)式中右端第三项是重力场内运动体的狭义

相对论效应伴生的附加能p 它表示物体之间的排斥

能p 用 Er 表示，即为

E铲=G2M2m/202ρ。 (4)

把上式对 T 微商p 就会得到质量为 M 的物体对质量

为俐的物体的排斥力，此力是普遍存在着的，石rH巴

此规律称为万有斥力定律。

任何两物体间都存在相互排斥的力，若两物体

的质量分别为刑1 与刑2，物体 l 对物体 2 的斥力为

F1 _.2 =G2呐?刑2/o2r8j (5) 

物体 2 对物体 1 的斥力为

F 2->1 = G2，例:刑1/02扩a
0 (6) 

为了让读者对斥力有明确的数值概念p 现举几

个数值例子:已知太阳质量为 2 X 1088 g，地球质量为

6x 1027 g，日地距离为 1.5x 1018 cm，按(5)或 (6)计

算太阳对地球的;斥力为 3.6x1019 达因， 地球对太阳

的斥力为 1. 1x10H 达因p 作为对比计算出太阳与地

球的万有引力为 3.6x1027 达因，由此即可看出，一

般情况下引力远大于斥力，所以斥力不容易被察觉。

但当距离缩小J 例如两个质量等于太阳的物体当它
们的距离为 1. 5x 105 cm 时2 斥力就与引力相等，同
为1.2x1049 达因，当其距离小于 1. 5x 105 cm 时，



斤力就大于引力。

由以上例子以及〈町、 (6) 两式可以看出:当例1

中m2 时， Fl->2手 F241' 如果令系数 b 表示下式:

b=G2刑lm2/c2r3， (7) 

则可将 (5)、 (6)两式表示为

F142=切向， ι ,ö) 

F241 =b刑20 (9) 

对于确定的两物体， b 为一常数，因此(8)、(的两式

表明两物体间的斥力与产生引力场的物体的质量成

正比。ÉlP质量不等的两物体间的斥力p 大质量物体

对小质量物体的斥力大于小质量物体对大质量物体

的斥为。为了理解这一规律的物理机理，现可试作

如下说明:

斥力是在引力之上产生的二次效应，就是说斥

力产生于物体引力场空间的弯曲程度，质量越大的

物体使得它周围的空间变得更加弯曲，因此，外界单

位质量的物体在这空间里所受斥力就更大;反之小

质量的物体对它周围的空间没有什么显著影响，它

周围的空间仍可保持比较平草的状态，所以外界单

位质量的物体在此空间中所受斥力就很小。由于以

上两方面所述原因就导致了(5)、 (6)两式斥力不等

的结果p 即导致大质量物体对小质量物体的斥力将

大于小质量物体对大质量物体的斥力。

斥力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引力的性质.人们已经

熟知:两物体间的万有引力 Fo 为

(Fa)l→2=(Fa)241=G刑1刑2/ρ(10)

由〈町、 (6)、 (10)式可知3 斥力与距离的立方成反比，

引力与距离的二次方成反比，所以当距离较大时斥

力变得很小，只有引力起到明显作用P 仅当铲减小

后p 斥力才会逐渐增大， 'f' <Gm/c2 以后p 斥力将大于

引力。所以万有引力是一种长程力，万有斥力是一

种短程力。 对于万有引力，两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是

保持空间对称的p 即是甲物体作用到乙物体上的引

力等于乙物体作用到甲物体上的引力p 对于万有斥

力p 两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则呈现出空间的不对称效

应，即是甲物体作用到乙物体上的斥力不等于乙物

体作用到甲物体上的斥力。这一效应也许具有更为

重要的意义，就是从微观来讲(相当于前述的短程

性〉空间是不对称的，当然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只

有放到以后更适合的场合去了。

美国科学家希望测定万有引力 常数 G 随距离

的改变来证实第五种力的存在。其实问题不在于 G

的改变p 而是应该考虑万有斥力的存在2 如果要得到

与实验完全符合的结果，必须把万有引力与万有斥

力同时加以考虑。下面简单叙述一些考虑了万有斥

力后的新结果:

(1) 按 (1)式计算， 7](星近日点每百年的进动是

43飞 按(2)式计算是 36";

(II) 按(1)式计算p 物体滑向黑洞的速度是超

光速的。按(2)式计算，物体向黑洞的运动速度不可

能简立光速;

(III) 按(1)式计算3 黑洞是一个几何点， 按(2)

式计算p 黑洞的半径是扩=GM/2c2;

(IV) 按(1)式计算p 黑洞外物体向黑洞运动是

单词的直线滑行。按(2)式计算p 黑洞外的物体存在

着一些不连续的稳定轨道，这很类似于普通的物质

结构，例如原子内的电子轨道与太阳系里的行星轨

道p 这表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与说合性， 黑洞也并非

离奇的怪物;

(V) 还可把 (2)式应用于宇宙学问题p 如果把

宇宙看作一个普通的物质实体， 就可把世)式应用子

宇宙，由此得到宇宙的线元函数为

ds2 =c2d古2 (1- '1' 2c‘jG2M2)2_ρ(sin2 edtp2 

十d()2) _d'1' 2/(1_ '1' 2r;4/G2M2)2 (11) 

式中 M 为宇宙的总质量。由 (11) 式可进一步推导

出如下结论:宇宙是一个不断作周期振荡的物质实

体。这与大爆炸理论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因为宇宙

振荡的最小半径可看作是大爆炸的初始半径p 振荡

过程中半径增大就是宇宙膨胀，但振荡到半径的极

大值后就将收缩，这就在本质上不同于普通的大爆

炸模型了，因为按照大爆炸模型，宇窗的膨胀是无限

的p 永远不会收缩p 所以p 本文(11)式是包含了目前

大爆炸理论的合理部分，同时也蕴含了许多新的内

容。例如，在爱因斯坦理论体系中，宇宙常数是一个

争论几十年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宇宙中

同时存在万有引力与万有斥力， 使得宇宙作周期振

荡。ÉlP在爱氏理论体系中所加入的宇宙常数可以是

正值，也可以是负值，甚至也可以是零p 它是随着时

间推移而改变的。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宇宙常放

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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