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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光与电磁波虽然具有相同的传播速度，但它们的传播媒质不同，故一种类波动，而光与热的媒质相同，同一种波动。光、热与电磁波

是都机械波。本文是对《暗物质寻踪》系列论文中对光、热与电磁波论述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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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 

光是什么？对于这么一个问题，经历了几百年，经历了多少物理学家的呕心沥血的研究，今天，终于有了一个最明确的答案——光是一种机

械波，是一种传播媒质为暗物质中性子的机械波，是电子在中性子媒质中振动而激发的机械波！它不是电磁波也不是粒子，光根本就不具有所谓

的“波粒二象性”。 

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光，都是原子外层电子绕原子核高速运动时激发中性子而产生的，原子核外层电子绕核运动的频率就是光波的振动频率。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常温的物体不发光只反光。常温下，原子外层电子中与能够中性子密切接触的只有最外层电子，由于受到最外层电子的阻碍

屏蔽作用，使中性子难于进入原子较内层的空间，较内层电子很难有机会与中性子有亲密的接触，内层即使有中性子，其密度相对于电性子而

言，那是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这个原因，常温下的物体原子只有最外层电子才能激发中性子而使中性子媒质产生机械波动，然而，这

最外层电子的频率是相当低的，它激发的中性子波动的频率很低，人们把这种中性子波动称为红外线，它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热

效应。由于红外线的频率根本就不在我们眼睛视觉观察的频率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常温下的物体不发光。实际上，我们这里所指的光，是可以

通常我们视觉神经细胞感觉得到的中性子波动，是狭义的光；当我们所有的中性子波动都称之为光时，那么，这是广义的光。 

2  热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把光和热分开，所以我们平常所说的光是指狭义的光——可见光，而热则是指频率比可见光频率低的红外线的热效应。 

热是什么？实际上，“热”的实质上原子核外同一轨道上的电子绕核运动的速率变快。由于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环境是——原子核阳性子形

成密度梯度的环境，电子在这种环境中的某一位置受到一定的环境属性力的作用从而作速率大小一定的属性圆周运动。如果某一时刻电子的运动

 



速率增大——即受“热”，则电子将作远离原子核的属性运动，直到电子重新达到一个新的位置上，使该位置的环境属性力正好与电子的属性圆

周运动相吻合为止。于是，整个原子的有效体积就发生了增大。 

那么，红外线为什么具有很强的热效应呢？红外线是由于原子最外层电子绕核运动激发中性子而产生的中性子波动，红外线的频率与原子最

外层电子运动的频率相同。正因为红外线频率与原子最外层电子运动的频率相同，所以，一旦有红外线射向原子，就很容易与原子最外层电子达

成共振，红外线振动的能量也容易转化为电子绕核运动的动能。如果物体的温度保持不变，其原因并不是原子不向外界激发红外线，而是原子向

外线的同时也不断吸收了外界传播而来的红外线能量，即原子实际上是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如果物体（非生物体）向外界激发的红外线强

度多于外界向物体传播的红外线强度，那么，组成物体的原子的最外层电子的运动速率将下降，其温度随之下降。反之，如果物体（非生物体）

向外界激发的红外线强度少于外界向物体传播的红外线强度，原子最外层电子从外界吸收的红外线能量将多于其向外发射的能量，电子运动速率

将增大，温度上升。 

所以，温度是原子核外层电子在同一轨道上运动速率大小的反映，在同一轨道上，电子运动速率越大，温度越高，反之，温度越低。温度不

是大量分子作无规则热运动的表现，即使没有很多的分子，而只有一个原子，也同样具有温度。 

物体原子最外层电子一方面在不断地激发中性子向外“辐射”红外线能量，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外界“辐射”而来的红外线能量，物体的温

度决定于物体原子吸收与发射红外线能量的之差。如果从各个方向向着物体传播的红外线能量大于由物体原子发射的红外线能量，则物体温度上

升，反之物体温度下降，如果从各个方向向着物体传播的红外线能量等于由物体原子发射的红外线能量，则物体温度保持不变。当物体保持不变

时，相当于物体既不吸收红外线能量也不放出红外线能量，于是物体所在的空间区域的红外线能量密度保持恒定。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空间区域

的温度，应该反映该空间区域的红外线能量密度的大小；对于某物体温度则应该反映物体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速率大小。 

对于某一没有原子分子的空间区域是否具有温度，我们可以在此空间引入某一测温物质，这一测温物质可以是一个单原子也可以是多原子物

体，但对该测温的引入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空间放入了测温物质不能改变空间的红外线能量密度的分布，所以，这就要求测温物体的原子数

不能太多，物体不能是释能能源。 

所以，温度与原子存在与否无关，它只决定于空间区域的红外线能量密度。即使在原子数量非常少的宇宙空间，同样地具有温度。比如，地

球表面附近，由于地表对阳光的有效反射，使地表的红外线密度大为上升，所以，地球表面温度较高；在地球以后的地球轨道空间，虽然受太阳

的直射量与地球相同，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反射，使这些空间的红外线能量密度大大减小，甚至接近于零，所以，地球以外的太空温度相当低，以

至太空深处的背景辐射温度为3K；虽然外太空没有反射的存在，使红外线能量密度大打折扣，但是如果越接近太阳，红外线能量密度将大为升

高，所以，温度也将大为升高。可见，温度不是大量原子（分子）做无规则运动的表现，而是空间红外线能量密度大小的表现。 

红外线能量密度之所以能够表现为温度，非常关键地，红外线是原子最外层电子激发中性子产生的波动，这种波动的能量也非常容易被原子

的最外层电子共振吸收，从而改变物体原子最外层电子运动速率，改变了物体的温度。这最外层电子运动速率的改变，又使电子产生了向着原子

核外的属性运动，使原子的有效体积增大。对于非自由原子的物体，原子有效体积的增大，使物体的有效体积也随之增大。这就是物体的热胀冷

缩效应。对于自由原子（分子）的物体（如理想气体），原子有效体积的增大，实际上使温度较高部分的气体分子向着温度较低部分运动，于是

形成了物理学属性第零定律中的温度属性加速度。 

在实际过程中，除了可以由红外线能量改变物体的温度之外，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来改变物体的温度。注意到对于物体，温度就是物体原

子的最外层电子的运动速率的大小，也就是说，提高物体的温度，就是提高物体原子最外层电子的运动速率。还注意到物体均由原子组合而成，

物体运动时原子也随之运动，物体相互接触时实际上是物体原子间相互地靠近，两个相互靠近的原子一定会发生相互的影响，因为它们原子核的

阳性子的密度梯度在空间产生了叠加，它们原子外层电子绕核运动产生的电性子剪切形变空间（磁场）也因它们的靠近发生了相互作用，这些作

用的最后结果总是表现为两原子的相互吸引，当物体发生相对滑动时，物体就要克服这些原子间的相互吸收的属性力，其直接的结果是把物体相

对地面的运动转化为物体原子核最外层电子的运动，使电子的运动速率增大，因此，物体温度升高。这就是摩擦生热。 

实际上，物体间碰撞与摩擦具有相似的原理。两个相碰撞的物体，如果其碰撞只是两个接触点间发生，而后两物体分离，这种碰撞是弹性碰



撞，它不会使物体的温度发生改变。如果碰撞的物体不是两接触点间发生，而是碰撞时发生接触面间的相对滑动，那么，这时的滑动实际上就是

上述的摩擦，从而也可以使物体发生温度升高。 

3  光和热 

物体温度升高，其原子最外层电子运动速率的增大，电子也产生了远离原子核的属性运动，一方面，最外层电子的绕核运动的轨道半径逐渐

增大，运动频率逐渐减小，另一方面，原子外层电子对中性子的屏蔽作用逐渐减弱，使外界中性子进入了较内层的原子核空间，再一方面，中性

子波动（包含可见光与红外线）也传播进入了较内层的原子核空间。在进入较内层的中性子波动中，频率较低的红外线已被最外层电子共振吸收

同时又向外界激发发射，故所剩下的是频率较高的波动，然而，原子较内层电子的运动频率也较高，很容易与中性子波动发生共振而吸收这些波

动的能量，使这些较内层电子的运动速率提高。于是，又使得了这较内层电子产生了远离原子核的属性运动，再次减弱了这层电子对中性子的屏

蔽作用，使中性子一步一步地进入了更内层的原子核内部空间，使更内层的电子也有机会有绕原子核运动过程中激发中性子而产生中性子波动。 

温度越高，中性子进入原子内部空间越深，内部电子绕核运动越大，其激发的中性子波动频率越大，于是，我们从原子外界能观察到的发光

光谱越宽，反之，发光光谱则越狭。这一点，我们可以拿钢铁厂的炼钢过程进行检验。 

所以，光与热是同一类型的波动，都是中性子媒质的波动，只是可见光的频率较高，热则是频率较低的红外线中性子波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可以证明光和热是同一类波动的例子。如果我们把通有电流的电阻丝的电流缓慢地增大，我们会发现当电流

较小时，电阻丝只会发出热量；当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发现电阻丝会逐渐发红发光，电流越大，发光亮度越大，发光的同时当然也伴随

着发热。不，应该是发热的同时伴随着发光！又如，我们用剪割机切割金属，如果砂轮转速较低，我们会发现，被切割的金属切口也好，砂轮也

好，甚至是金属屑也好都是热的，这都说明动能转化为热能；当砂轮高速切割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金属切口、砂轮、金属屑都是非常热的之

外，我们还看到从砂轮飞出带火光的金属屑。除此之外，我们经常看到，当两物体发生碰撞时，如果碰撞不是非常剧烈的，碰撞除了使碰撞的两

物体发生破坏之外，通常也会使两物体发热；如果碰撞是非常剧烈的，我们还会看到碰撞时发出的强烈的火光……所有的一切例子均同样地说明

一个事实：热与光的实质是相同的，其区别只在于热和光分别是在不同功率下产生的，功率较小时，只产生热，功率大时，不但产生热，而且发

光。，光与热都是原子核外电子绕核运动时在中性子中产生了机械波动。然而光波与电磁波却不是同一类型的波动，无论光波的产生或电磁波的

产生都不可能伴随对方的产生就足于证明这一点。 

4  光与电磁波 

电磁波因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组为基础的电磁理论的建立而被预言，后被赫兹在实验室的发射与接收实验的成功而被证实，电磁波传播速率等

于光速这一巧合使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光是一种电磁波。光是电磁波吗？不！绝对不是！光波与电磁波的传播媒质不同，所以它们不是同一种波

动，但是可以肯定的，它们都同属于机械横波。 

光的传播媒质是暗物质的中性子，电磁波的传播媒质是暗物质的电性子，电性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微粒。我们不能因为光波与电磁波具

有相同的传播速率就轻率地判断它们是同一种波动，因为光波与电磁波具有根本不同的特征——电磁波具有金属屏蔽效应而光波没有！无论是频

率很低的无线电长波，还是频率接近红外线频率的特高频微波，还是比可见光频率更高的伦琴射线，金属屏蔽效应均是它们的而光波却不具有的

共性。光与电磁波的传播媒质中性子和电性子在自由空间的密度及剪切弹性模量均相同，于是造成了它们的传播速率相同，但是一旦进入了原子

物质粒子密度大的空间区域，中性子与电性子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在这些区域中，它们的传播速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光谱与电磁波谱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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