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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没有太阳能辐射作用的情况下，地球旋涡体气体包压层次的特征是，从地球到旋涡

体边缘，大气层的温度、密度、压强基本上都由高到低、由大到小按顺序排列递减。在太阳

能辐射的作用下，地球旋涡体气体包压层次发生了变化，太阳能的强烈辐射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包压地球的大气层次的物质特性，大气层局部地区的温度发生了一些反常的现象，但并

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地球大气的冷热气体对抗的基础，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强了这种冷热气

对抗的状态，使外层冷气体流旋进包压相对热气团的运动保持长期的稳定，从而保证了地球

旋涡体长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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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球旋涡体的气体包压层次的形成  

地球开始形成时，同太阳一样是一个温度很高的发热发光的星球，高热的地球处于寒冷

的宇宙空间中，被周围的冷空气包裹着，地球表面高热的物质流体与其外包裹它的气体

进行各种反应，生成各种热气体化合物分子气体，耗散热量，使地球本身及其表面的温

度逐渐降低；在高热状态下处于一种物质形态的粒子或离子，在温度降低时就会聚合或

复合成另一种物质形态，地球本身及其表面物质温度的降低，构成地球热流体的一些高

热粒子或离子就会发生聚合或复合，生成一些不知名的粒子、原子或分子气体物质，（如，

三个夸克结合构成一个质子或中子，一个原子核和一个电子结合成一个氢原子，两个氧

原子结合成一个氧气分子等）。被生成的这些不同形态的热气体物质把地球包围在中心，

其外也被冷空气包裹着，同时，地球高热的流体物质还不断地与周围包裹的气体发生反

应，生成更多的气体化合物，热流体中的高热粒子或离子也不断发生聚合，生成更多的

各种形态气体物质，不断增多的各种形态气体物质围在地球周围，形成不断增长的热气

团，地球高热能的推动和各种热气体形态的不断补充，使不断膨胀的热气团向外推动扩

张，推压外面包裹的冷气态，受推压的冷气态对不断膨胀的热气团进行反作用包压，就

形成了外面冷气流旋进包压里面热气团的旋涡气体流状态，把地球围在核心。外面旋进

冷气流推动里面热气团旋进，形成旋进热气流，热气流又推动地球旋转，造成地球自转，

经过长期的演化，外面包压的冷气流、热气流与地球三者逐渐形成一个旋转的整体，形

成稳定的地球旋涡体[1]。  

地球表面温度逐渐降低演变的过程中，大量的各种物质分子、原子、不知名小粒子气体

不断在各种反应中生成，不断充塞在地球周围，在外面冷气体流（主要由原子原始气体

组成）包裹下形成气体流环绕地球作旋进运动，气体流的有序运动，造成重者下沉，轻

者上浮，同性相近，异性相远，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气体粒子聚在一起，形成同一气体形

态层，使包裹地球的各种形态的气体形成不同的气体物质层次，从地球表面向外按气体

粒子质量从大到小、从重到轻排列，依次是分子气体层、原子气体层、不知名小粒子气

体层，外面包裹的是宇宙原始气体层。   

在没有太阳辐射作用的情况下，地球旋涡体气体包压层次的各个气体物质形态都是由相

对较稳定的粒子组成；在太阳辐射作用的情况下，地球旋涡体气体包压层次的个别气体

物质形态发生了变化，生成带电气体离子，这些气体离子不稳定，时常复合成中性粒子，

但是，由这些不稳定离子组成的带电离子层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太阳辐射对原子气体

层的电离，源源不断地生成大量新的气体离子，也就是说，大量旧离子相复合的同时，

也生成差不多相当数量的新气体离子，从而使离子数量达到长期的相对稳定，保证了不

稳定气体离子层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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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没有太阳辐射作用下的地球旋涡体的气体包压层次及其运动  

地球旋涡体的气体物质包压层次，从地表往上按顺序可分为：分子气体层----原子气体

层----不知名小粒子层----宇宙原始气体层。  

如图： 

 

没有太阳辐射作用下的地球旋涡体气体物质包压层次的特征是，从地球表面到旋涡体边缘，

气体粒子的体积由大到小、质量由重到轻按顺序排列递减，大气的温度由高到低、密度由浓

到稀、压强由大到小按顺序排列递减。  

在每一层的上面部分，气体基本上都是平流旋进的，每两个层次相交界的广大区域，都发生

气体对流运动的现象。对流的原因：  

第一、上层气体的密度比下层的气体密度稀薄，上层气体粒子相对小、温度相对低、密度相

对稀的旋进气体流打到下一层气体粒子相对大、温度相对高、密度相对浓的气体层顶层，而

发生反弹作用力，一部分气体顺着下层流动的气体顶层球面分散，充塞于两层次的交界区哉，

加大上层底部气体量和气压强，使气体体积膨胀升高，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即上浮力与旋进

气体流产生的向下气压力相等的地方）的气体，又随旋进的气流旋回，形成对流气体流；另

一部分气体在下层大气压强的推动下，向高空气压低的地方升腾，升到一定的高度，又随旋

进的气流旋回，形成对流气体流；  

第二、下一层气体温度较高、压强较大、密度较浓，下一层气体温度较冷、压强较小、密度

较稀，从而使下一层顶层的气体在热力的作用下，向气压小、密度稀的高空地方扩散，到一

定的高度，又随上一层旋进的气流旋回，形成对流气体流。  

  没有太阳辐射作用下的地球旋涡体的气体物质包压层次只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在实际中是

很难存在的。  

三、太阳辐射作用下的地球旋涡体的气体包压层次及其运动  

1、太阳辐射作用下的地球旋涡体的气体包压层次  

（1）地球旋涡体的气体包压层次的变化  

由于太阳热辐射、可见光、紫外线和各种射线等（把它们简称为太阳能辐射）的作用，使包



压地球的各气体物质层次发生了物质变化，并形成了不同的运动形式。  

如图：  

 

在太阳能辐射的作用下，分子气体层变成了三个较明显的层次，即分子气体层可分为对流层、

平流层和中间层三个层次；原子气体层的大部分原子被太阳能辐射电离成带电的离子，生成

原子核、质子、中子、电子等离子，变成有较强磁性的气体层次，形成电离层和磁层；其余

的不知名小粒子气体层和宇宙原始气体层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分子气体层和原子气体层发

生变化以后，它们中的气温和物质运动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2）地球旋涡体的气体包压层次的气温变化  



 

没有太阳辐射作用下的地球旋涡体，从地球表面向外太空，空气密度从浓变稀逐渐递减，气

体温度从地表向外也由高向低逐渐递减。  

在太阳能辐射的作用下，气体温度发生了变化：如图，从地表到对流层顶平均 10 公里左右

的地方，气温由高到低变化，由常温 17℃左右下降到-84℃左右；从对流层顶到平流层中间，

气温又从低到高变化，由-84℃左右上升到 17℃左右；从平流层中间到中间层顶，气温从高

到低变化，由 17℃左右下降到-113℃左右；从中间层顶到电离层中间，气温从低到高变化，

由-113℃左右上升到平均 1000℃左右，有的地方高达 2000℃左右；从电离层到磁层，气温

又逐渐下降，从磁层到不知名的小粒子层，气温陡然下降，一直到原始气体层的广大地区，

气温能降到-200℃以下。  

2、分子气体层的变化  

分子气体层主要由物质的分子组成，分子气体的气压和密度从内往外由高到低、由浓到稀逐

渐递减。在没有太阳辐射的作用下，分子气体层没有明显的层次特征，运动较单一，分子气

体层的底部在靠近地球的区域（平均 10 公里左右），气体发生对流现象，对流层往上到分子

气体层顶部，分子气体基本上都是平流旋进。而在太阳辐射的作用下，分子气体层发生了变

化，根据其气温和运动状况，大体可分为三层，即对流层、平流层和中间层。  

（1）对流层  

地球表面到近空平均 10 公里左右的低空，称为对流层。对流层的特征是，气体又旋进又对

流，空气的气压、密度、温度从下到上由高到低逐渐递减。  

气体对流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旋进的分子气体打在地球表面上，一部分气体顺着旋转的地

球球面分散，充塞于近地表空间，加大了近地面的气体量和气压强，使气体体积膨胀升高，

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即上浮力与旋进气体流产生的向下气压力相等的地方）的气体，又随旋

进的气流旋回近地面，形成对流气体流；另一部分质量较轻的气体，在底层强大气压的推动

下，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又随旋进的气流旋回近地面，形成对流气体流；第二，由于近地面

的空气密度高，射到地球的太阳光能量，基本上被近地面密度高的空气所吸收，余下的全被

地面所吸收，使近地面空气的温度比远地面空气的温度高，近地面的气体在热力的作用下，



向气压小、密度稀、温度低的高空地方扩散，到一定的高度，温度降低后又随上一层旋进的

气流旋回近地面，形成对流气体流。  

在对流层中，从地表往外太空，距离地面越远，空气越稀薄，空气吸收太阳的热量越少，空

气（分子气体）的气压、密度和温度都出现递减现象。  

（2）平流层  

从对流层顶到距地面 50 公里左右的高空，称为平流层。平流层的特征是，气体作平缓的旋

进运动，气体温度比较高，上热下冷。  

在平流层中，臭氧分子气体比较集中，臭氧密度最高的地方集中在距地面 30 公里左右的地

方，这地方的温度也最高。  

臭氧的产生。臭氧分子产生于电离层中，即在电离层（原子气体层）的等离子体高温下，太

阳的各种辐射对电离层中的氧原子进行电离加工、聚合，生成臭氧分子。重者下沉，轻者上

浮，质量较重的臭氧分子在旋进气流的推动下，慢慢旋进下沉到平流层中聚集起来，形成臭

氧层，臭氧分子质量和体积较大，容易吸收太阳紫外线等短波射线，厚厚的臭氧层吸收大量

的太阳热量而温度升高，大大超过对流层顶层的气体温度，臭氧分子气体的温度较高而使其

浮力增加，悬浮在平流层中而不致于旋进到地面上，使平流层成为温度和运动都较稳定的平

缓旋进气流层次。  

（3）中间层  

从平流层顶到距离地面 85 公里左右的高空，称为中间层。中间层的特征是，气体温度下热

上冷，下面空气对流，上面气体流平缓旋进。  

中间层空气对流的原因：平流层的空气很稀薄，气体分子吸收的太阳光热量很少，温度很低，

平流层下面是温度比较高的平流层，平流层温度比较高的分子气体向空气密度稀薄、气压低

的上层散发热量，形成较热的分子气流上升散热形式，热分子气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上升

的热气体温度因散了热而降低，并随着上层旋进的冷空气流向下旋进回平流层顶，不断循环，

形成对流气体流。  

3、原子气体层的变化  

原子气体层主要由物质原子组成，空气稀薄，在太阳的各种强烈辐射（热辐射、X 射线、Y

射线、电磁波等）作用下，发生光电效应，并发生稀薄气体导电现象，各种物质原子中的电

子被击射出来，生成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进一步被电离分裂，成生质子和中子，质子和

电子常常复合成中性粒子，因此，在太阳辐射的作用下，这一层的物质由主要由原子、原子

核、质子、中子和电子等粒子或组成，各种粒子或离子在运动中，同性物质聚在一起，异性

物质分离，重者下沉，轻者上浮，从而发生较重的粒子或离子在下面，较轻的粒子或离子在

上面的状态。 厚厚的原子气体层的大量原子被分裂成了大量的带电离子，原子气体层变成

了带电离子层，按性质不同，下层称为电离层，上层称为磁层。  

（1）电离层  

电离层主要由粒子较大的、相对较重的粒子或离子组成，主要由等离子体电热加工原子生成

的少量物质分子、没有被电离的原子、原子核、质子、中子和电子等粒子或离子混合组成，

大部分是带电离子，故称为电离层。  

电离层温度很高。电离层生成高温的原因：太阳的光和各种强烈辐射打在原子气体层的原子

上，发生光电效应，在原子气体层发生稀薄气体导电现象，生成电流，气体层也因电流而生

磁场，因电而生热，使温度升高；生电生热的电离子层向外产生热辐射，与不断射进来的太

阳强烈的各种辐射相煎、碰撞、振荡或激发而生热，使温度继续升高；正、负带电离子在地

球磁场的作用下，顺着地球磁场线运动，与其他作旋进运动的原子气体发生磁撞、摩擦生电

生热，使气体层温度升高，等等。磁、电、光、电磁波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气体热量

相煎、叠加，使这一层的气体温度很高，温度平均达 1000℃。  



电离层的物质运动。中性粒子基本上仍绕地球作旋进运动，正、负电离子沿地球磁力线运动，

相邻的正、负电离子时常发生复合，变成中性粒子，太阳辐射不断地电离、分裂原子，已电

离的离子也不断复合、回旋或激发。中性粒子与离子之间也发生碰撞、振荡、摩擦，地球磁

力场随地球的转动也在转动，电离层的物质离子在沿地球磁力线运动的同时也作旋进运动，

整个原子气体层大部分的粒子绕地球作旋进运动。  

有些物质元素如氧原子，在电离层高温和电离的作用下，发生聚合，生成臭氧分子气体，有

的生成质量较轻的质子，在气体层整体旋进的过程中，轻者上浮，得者下沉，较重的粒子或

离子被挤到下层，较轻的粒子或离子被挤到上层，使上层和下层的物质性质和运动变化都有

较大的不同。  

（2）磁层  

    磁层是电离层的外层，磁层主要由原子核、质子、电子和中子组成，由于原子气体层的外

面层是比质子和电子更小的粒子层，这一层的粒子小、粒子间隔大、粒子密度稀薄，对太阳

能的辐射阻挡力小，太阳能的各种辐射穿过这一层时受阻力小，太阳能的各种辐射没有受多

少阻挡就直接射到原子气体层，因此，原子气体层的上面部分受到的太阳能辐射最强，原子

发生分裂最多，最彻底，生成原子核和电子，大部分原子核进一步被分裂生成质子和中子；

电离层中生成的质量较轻的质子和电子也被往上挤到这一层，因此，质子、中子和电子一起

组成了这一层的主要物质，质子和电子分别顺着地球磁力线运动，中子则环绕地球作旋进运

动，质子和电子在进行有序运动中，产生电流，电流周围生成磁场，在磁、电、光、电磁波

等的相互作用下，使这一层气体的温度也很高。由于电子、质子数量比较多，流动比较快，

电流大，产生的磁场也较强，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也较大，被称为磁层。  

由于磁层的质子、电子气体的温度比较高，包压磁层的不知名的小粒子层，因粒子小，吸收

太阳的热能较少，温度低，磁层的高温质子、电子气体容易向外膨胀扩散热能，以质子气体

流或电子气体流的形式向外散发热量，向外膨胀散热的质子、电子气体流远远地深入到不知

名粒子层的深处，气体流升到一定的高度后温度降低，又被不知名粒子层环绕地球的旋进气

体流向内推动旋回磁层顶部，形成对流气体流，扩散的时候是高温的质子、电子气体流，回

来的时候却不一定是质子、电子气体流，质子、电子气体在散发温度降低的时候，已发生了

变化，变成了其他粒子。  

靠近太阳一面的磁层，在太阳能强辐射的作用下，磁层圈被压缩，而在背太阳的一面却形成

长长的磁尾，也就是说，在面向太阳的一面，磁层质子、电子气体流扩散对流运动受到太阳

辐射的一定程度的限制，而在背向太阳的一面，反而扩大了质子、电子气体流的膨胀扩散对

流运动，形成长长的磁尾，包压磁层的不知名粒子气体旋进流也把长长的质子、电子气体流

旋进压回到磁层表面，只不过被旋进压回的质子与电子已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别的物质粒子。

可以说，向外膨胀扩散形成磁尾的质子、电子气体，绝大部分并没有逃逸，而是变成其他粒

子后，随着包压旋进的不知名小粒子气体流旋回磁层表面，形成对流气体流。  

4、不知名小粒子层  

    这一层是由比质子更小的不知名的小粒子组成，粒子小、粒子间隔大、粒子密度低，太阳

能对之辐射影响小，温度很低。其下面却是温度很高的磁层，磁层温度高的质子、电子气体

流向粒子小、密度低、温度低的不知名小粒子层膨胀扩散并释放热量，以质子、电子气体流

的形式散热，质子电子气体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又被不知名小粒子层环绕地球的旋进气体

流向内推动旋回磁层顶，形成对流气体流。因此，这一层的气体对流比较远、比较广，特别

在地球背太阳的一面，这一层的下面部分发生气体对流，上面部分是平缓旋进的不知名小料

子气体流。  

    由于电离层与磁层的温度很高，并且温度比较稳定，从而与对之进行包压的外层形成较稳

定的温度差，温度相对冷得多的不知名小粒子层旋进包压温度相对热得多的磁层而形成比较



稳定的旋进包压气体流，这对于保持地球旋涡体外旋进气体流的稳定运行有很重要的作用。  

5、宇宙原始气体层  

    这一层主要由宇宙原始气体组成，原始气体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粒子最小、粒子之间

间隔大、粒子密度很低，太阳能对之辐射影响非常小，基本不吸收热量，温度异常寒冷。在

温度相对较热的不知名小粒子层的膨胀推压下，原始气体对之进行反作用推压，而形成原始

气体流旋进推压里面不知名小粒子层的状态。 

月亮就在这一层次之中，在原始气体旋进流的推动下，沿着其轨道环绕地球作公转运动。  

（1）气体层次包压论下的月亮运动  

第一、月亮自转的原因：  

月亮在形成时，向周围寒冷的外空间散发热量，形成以月亮为中心的热气团向外膨胀推压周

围相对较冷空气的状态，受推压的外面冷空气对之进行反作用包压，生成外周围相对较冷空

气旋进流包压里面相对较热空气团的包压旋进状态，把月亮围在核心，并推动其旋

转。                    

第二、月亮公转的原因：  

月亮旋涡体悬浮在地球旋涡体原始气体层的旋进气流中，受到旋进气流的推动，沿其轨道环

绕地球作圆周运动。  

月亮公转轨道的形成是，月亮在绕地球运动的过程中，受到几个力的共同作用：一方面，一

是月亮绕地球公转而具有向外的离心力，二是地球向外散热而形成的向外推动月亮的气体热

膨胀推力，这两种力的共同作用，推动月亮向远离地球的方向运动；另一方面，月亮周围气

体流作旋进运动而具有向内的压力，表现为大气压力，将月亮向地球方向压进。月亮的离心

力和地球大气向外推动月亮的膨胀推力的合力同月亮受到的大气压力的力量方向相反，两种

对抗力共同作用于月亮，推动其绕地球作公转运动，两种作用力作用于月球且力量相等的地

方，就是月亮悬浮的点，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就是月亮绕地球作圆周运动的轨道。月亮受到

的大气压力＝月亮公转具有的离心力+地球的气体热膨胀向外推动月亮的推力。  

第三、月亮的公转速度：  

月亮的公转速度＝月亮自转具有的前移速度+地球旋涡体旋进气体流对月亮的推动而得到

的速度  

第四、月亮在各种关系力作用下的运动图 



 

如图：在地球旋涡体中，太阳能的强烈辐射对月亮的公转轨道、公转速度和自转速度的影响

并不大，月亮基本上环绕地球作均速公转，公转轨道呈椭圆近圆形，并且，均速自转。原因

是，虽然月球受到太阳能的各种强烈辐射力推动，但是，由于受到地球旋涡体的原始气体层

旋进气流对太阳能辐射的影响，还有月亮本身气体层对太阳能辐射的缓冲作用，使太阳能的

各种辐射对月亮的推动作用力不大，对月亮的运动轨迹和运动速度造成的影响也不大，而推

动月亮运动的主要力量来自地球旋涡体内部冷热气体的力量对抗，即地球的热气体膨胀推力

向外推动月亮和地球旋涡体包压气体流旋进形成的大气压力向内推压月亮，（正如，在地球

上，强烈的太阳光照射不能使旗杆上的红旗飘动，而风能让红旗飘动），月亮基本上均速环

绕地球公转，在各个位置的运动速度基本不变，公转的轨道基本不变，自转速度也基本不变。  

以上是地球旋涡体气体层次包压论下的月亮运动情况，其运动形式基本符合月亮的实际运动

情况。  

（2）万有引力论下的月亮运动  

月亮自转的原因：月亮为什么自转，万有引力论无法解释。  

月亮公转的轨道：根据万有引力论，太阳对太阳系的一切物体都存在强大的引力，太阳对地

球和月亮也存在强大的引力，月亮应该脱离地球而飞向太阳；就算太阳与月球之间的引力没

有地球与月球之间的引力大，月球仍不能脱离地球的引力飞向太阳，在太阳、地球、月球三

者之间的万有引力的互相作用中，月亮绕地球的公转运动将如下图所示： 



 

如图，当月亮处于A点时，月亮受到太阳和地球的力向相同的吸引力，两个力的合力吸引月

亮，月亮受到的引力=太阳对月亮的引力+地球对月亮的引力，此时，月亮受到的吸引力最

强，其位置距离地球最近；当月亮处于B点时，月亮受到太阳与地球的力向相反的吸引力，

引力相消，月亮受到的引力=地球对月亮的引力-太阳对月亮的引力，此时，月亮受到地球的

吸引力最弱，其位置距离地球最远。月亮公转轨道应如图所示，顺太阳和地球一线，呈长扁

椭圆形。  

月亮公转的速度不是均速的。从月亮、地球、太阳三者之间的引力关系的情况看，月亮从A

点到B点运动过程中，太阳对月亮的引力是顺向牵引，月球的公转速度将从慢到快发生变化；

月亮从B点到A点运动过程中，太阳对月亮的引力是逆向牵引，公转速度将从快到慢发生变

化。  

月亮自转的速度也不是均速的。月亮从A点到B点运动过程中，太阳对月亮的引力是顺向牵

引，其自转速度将从慢到快发生变化；从B点到A点运动过程中，太阳对月亮的引力是逆向

牵引，其自转速度将从快到慢发生变化。  

以上是万有引力论下的月亮应该进行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与月亮的实际运动情况不相

符合，由此可以推出，万有引力论是错误的，星球之间根本不存在万有引力。  

四、电离层和磁层的作用  

电离层和磁层的产生，是太阳能辐射电离原子气体层的原子和原子核气体的结果。太阳能各

种辐射的作用，使包压地球的原子气体层的原子和原子核发生电离，形成厚厚的带电离子层

次，像是给地球与其外的气体包了一层厚厚的有高度弹性的热胶皮，这两个带电的离子层次

就像富于弹性的热胶皮一样保护着地球，使地球的各种物质运动和变化能够长期有序和稳定

地进行。  

电离层与磁层的具体作用：  

第一、对内部的作用：A、这两个厚厚的带电离子层温度很高，就像厚厚的富于弹性的热胶

皮，包裹着分子气体层，对分子气体层有保护的作用，温度很高的电离子层不仅向外层空间

散发热量，也向内层的分子气体层散发热量，它向内层的分子气体层散发热量，向内膨胀推

压，阻止了分子气体粒子向外宇宙空间逃逸，保持了地球分子大气数量的长期稳定，也保持



地球低层大气厚度的长期稳定；B、厚厚的电离层和磁层，阻止了太阳能对地球及其低层大

气的各种强烈的短波辐射，避免了地球低层大气受到太阳强烈辐射的破坏，保证了地球低层

大气稳定的、有规律的运动变化，保证了地球气候变化的稳定性、有序性和规律性；C、厚

厚的相对高热的电离层和磁层，也阻止了异常寒冷的外宇宙旋进气体流对地球低层大气层的

推进，大大减少了地球热能的耗散，保证了地球温度的长期稳定，对地球气候变化的稳定有

重要的作用。  

第二、对外部的作用：A、温度保持相对稳定高热的电离层和磁层，使这一层与对之进行包

压的外层（不知名小粒子气体层）的很高的和稳定的温度差，高温的电离层和磁层向低温的

对之包压的外层进行较激烈的膨胀散热（表现为的离子气体对流），外层受推压的气体也对

之进行较激烈的反作用包压，从而加强了外层旋进气体流的旋进包压状态，对保持地球旋涡

体的气体包压旋进流的稳定以致整个地球旋涡体的稳定；B、不知名小粒子气体层的气体粒

子小，温度低，磁层温度高得多的离子气体流能够远远深入到不知名小粒子层中进行膨胀散

热，形成很宽广的离了气体对流面。外层为包压这个气体对流面也形成了更为宽广的气体旋

进流面，产生宽广的原始气体旋进气流层，这对整个地球旋涡体的形成和稳定有很重要的作

用。  

五、地球旋涡体的气体包压层次的特征  

以下是地球旋涡体的气体包压层次的一些具体特征：  

大气物质密度：从地球表面到地球旋涡体边缘，基本上由大到小递减排列；  

大气物质粒子质量：从地球表面到地球旋涡体边缘，基本上由大到小递减排列；  

大气粒子体积：从地球表面到地球旋涡体边缘，基本上由大到小递减排列；  

大气温度：从总体上说，是近地球的大气温度高，旋涡体边缘大气温度最低。虽然在平流层

出现较高温度、在电离层和磁层出现高温等反常现象，也不能从整体上改变近地球大气温度

高，旋涡体边缘大气温度最低的总体趋势；  

大气流动方式：基本上是环绕地球作旋进运动。虽然在一些具体层次下面部分，气体作对流

运动，电离层和磁层的带电离子沿地球磁力线运动，也没有改变大气环绕地球作旋进运动的

整体状态；  

大气旋进情况：近地球的大气旋进速度较快，远地球的大气旋进的速度较慢，从地球表面到

地球旋涡体边缘，由快到慢呈递减状态；近地球的大气旋进斜度比较大，远地球的大气旋进

的斜度比较小，即近地球的大气旋进较陡急，而远地球的大气旋进较平缓，从地球表面到地

球旋涡体边缘，由陡急到平缓呈递减状态；  

大气压力：从地球表面到地球旋涡体边缘，基本上由大到小递减排列。大气压力是由大气旋

进流产生的，即外面较冷气体流旋进包压里面较热气流团并推动其旋转所具有的压力，就是

大气压力；  

大气浮力：从地球表面到地球旋涡体边缘，基本上由大到小递减排列。简单来说，大气浮力

就是包裹地球的较热气流团向外膨胀抵御外面较冷气体旋进流而具有的向外膨胀力，换句话

说，就是里面较热气流团受到外面较冷气体旋进流包压而产生的反包压作用力，形成大气浮

力（参考图 4）。  

大气压力与大气浮力的力量差：大气压力和大气浮力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它们没有

一个确定的相互作用界面，从地球表面到地球旋涡体边缘的任何一点都存在并可确定它们之

间的力量对抗。虽然它们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但是，除了旋涡体边缘圈，在地球包

压旋进气流体的任何一点，即从地球表面到旋涡体边缘（不包括边缘圈）的所有区域的任何

一个点，大气压力都大于大气浮力。在地球旋涡体边缘圈，大气压力等于大气浮力。距离地

球表面越近，大气压力与大气浮力的力量差越大，距离地球表面越远，大气压力与大气浮力

的力量差越小，即从地球表面到地球旋涡体边缘，大气压力与大气浮力之差呈递减状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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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面，大气压力远大于大气浮力，因此，相同的物体，在地球表面，其重力最大，在地

球旋涡体边缘，其重力最小，甚至没有重力。  

出现大气压力与大气浮力的力量差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在地球旋涡体包压旋进气流体的

任何一点，大气压力大于大气浮力，因为，大气压力在外面属聚拢包压，施力较集中（聚力），

而大气浮力在里面属扇面（拱面）膨胀，施力都较分散（散力）；另一方面，大气的整体旋

进形成巨大的旋进气流，气流的压力总是大于逆该气流的反作用力，气流的压力如同大气压

力，逆气流的反作用力如同大气浮力，因此，大气压力总是大于大气浮力。当然，在特殊情

况，在局部地区，产生大气对流的地方，大气浮力也有大于大气压力的时候，但是，不会改

变大气压力大于大气浮力的总体状况。  

六、结语   

地球旋涡体是由不同性质和质量的气体粒子从外到内由小到大、由轻到重的顺序层层旋进包

压，把地球包围在核心而形成的。地球旋涡体存在的基础就是冷热气体力量的对抗，表现为

外面冷气流旋进包压里面热气团的状态。太阳能的强烈辐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包压地球的

大气层次的物质特性，生成电离层与磁层，发生高空高温的反常现象，使地球大气层的局部

地区不再严格地遵循从内到外气温由高到低递减的特征，在电离层中，气体的温度高达平均

1000℃左右，并且长期较为稳定地保持这个温度状态，但这种反常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地球大气整体的冷热气对抗的基础，在一定的程度上反而加强了这种冷热气流对抗的状态，

使外层冷气流旋进包压内层相对热气团的运动更能稳定地进行。也就是说，电离层和磁层的

等离子体在高空的相对高温状态并没有改变这种总体趋势情况，即近地面大气压力、温度、

密度大，而远地面大气压力、温度、密度小的总体状态，没有破坏地球旋涡体气体包压旋进

流的运动，它们的存在，加大了这一层与外面气体包压层的温度差，加强了气体包压旋进流

的运动，从而也加强了地球旋涡体的稳定。因此，太阳的存在，保持了地球旋涡体的长期稳

定，延缓了地球的衰老，对延长地球的生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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