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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狭义相对论矛盾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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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介绍已成功的在非地面惯性系统中两个和狭义相对论矛盾的实验：一个是在

地球上任意的列车内部利用粉碎电磁波感知自身的速度，另一个是跟踪观察者也能测出和它

共同运动的带电体所产生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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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狭义相对论的实验基础是以地面为参照系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1]和以地面

为参照系的特鲁顿—诺伯尔实验[2]，说明地球的运动对光速和电磁场分布没有关

系，但是在非地面的惯性系中电磁场的分布是否受相对于地面的惯性运动所影响

呢？如果它对后者不成立那么它至少不是一个普遍原理。 

 

 

 

一．利用粉碎电磁波在列车内部测出速度 

 粉碎电磁波[3]是一种新的电磁波，是由无穷个源以无穷个相位在一个局部范

围有限空间内发射的波，它与普通电磁波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波动性几乎已消失，

而以粒子性为主。当粉碎电磁波谐振子能量小于导体内局部电子浓度起伏能量

时，导体就不会接受粉碎电磁波谐振子能量，这样它穿透导体的能力几乎大了一

百倍。同时它的传播是以粒子扩散方式进行的，因为粉碎电磁波是一团在空间自

我碰撞的电磁波谐振子，使它具有一种保持在地球原来位置的特性，因此它具有

与运动载体反方向运动的趋势。 

实验目的是直接证明一切匀速运动系统都不可能完全是等价的。 

 

1．粉碎电磁波正、反速度计的构造 

 粉碎电磁波正、反速度计的主体部分图如图 1所示。 

    这里有：①1.8G电磁波发射源；②线圈( 主线圈靠近铜网，次线圈在主线圈

里侧，通过 2AP10整流管把信号输出)；③铜网（通过许许多多 0.17mm*0.17mm

铜网口将 1.8G电磁波粉碎后发射粉碎电磁波）；④带有空腔的铜腔体。实验设计

是证明一切匀速系统运动时粉碎电磁波沿空腔正方向运动和反方向运动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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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情况。 

  

整个实铜体是 4个 2.5cm×2.5cm×9cm的铜体粘合起来，内部有空腔 1、2、

3，其中空腔 1可以按放手机振荡电路和 2A P10整流二极管，空腔 2的后端部有

一个线圈骨架Ф0.28cm×1.4cm，上面绕有主线圈、次线圈，在主线圈前有二层

100目的细铜网 3×3mm2。 

 

2．粉碎电磁波正、反速度计在的均速运动列车中的实验结果 

 实验时间是 2004年 8月 15号，地点是在 1346上海至长春的卧车车厢下铺

坐垫上面，它处在两边窗户的中间，开始时我们将空腔口朝着火车头，正、反速

度计电源由 8节可充电池刚充电后一天，工作电流约 300mA，刚开机启动，200mV

数字表上显示值从小逐渐增大到 180mV左右，然后下降到平衡值的 110mV它就

不动了，然后转动速度计 180°，使空腔口朝着火车尾、平衡值变为 130mV，再

 

 

图 1  粉碎电磁波被压缩在一个铜腔体内和正反速度计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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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180°又变为 110mV，再转 180°又变为 130mV⋯⋯这样它又好几次重复性，

在试验过程中火车始终处于均速直线运动状态，速度大约为 100km/h。 

 另外当火车在慢速时我们又做了一次，发现正、反值的差变小了，另外当火

车在站上停时我们又做了一次，发现正、反值的差为零。 

具体实验数据列表如下（设空腔口朝火车头速度为正，反之为负）： 

 
火车速度 km/h -100 -50 0 50 100 
速度计显示值 mV 130 125 120 115 110 

 

 

3．粉碎电磁波为什么不遵守狭义相对论 

 粉碎电磁波谐振子是一团自我碰撞的电磁波谐振子，它们方向随机，位相随

机，一个电磁波谐振子在两次碰撞之间是以光速 c进行，但是由于平均自由程极

小使它们在原地产生了逗留性，这样一团粉碎电磁波谐振子的存在赖以使光传播

的媒质以太，如果媒质以太在地球上是跟着地球一起运动，那么它和地球的运动

无关，但是在地球上任何运动系统如自行车、汽车、列车、飞机在运动时，这个

媒质以太相对于运动系统有一个相反的运动，这一个相反的运动就会带上这一团

自我碰撞的粉碎电磁波谐振子共同运动即保留它留在地球上原地的趋势，并造成

了以上的实验结果。 

 

二．带电体运动产生磁场的跟踪观察 

 实验目的是直接证明爱因斯坦在 1905 年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将和

本实验结果直接违背，并证明运动电荷产生磁场，这运动的具体速度不随观察者

变化，而仅仅由电荷相对于它所在地以太的速度来决定。 

至今以来观察带电体运动产生磁场，如带电球或带电盘在高速旋转时等效于

一个电流，这观察者总是静止的，这著名的实验是 A.A.Eichenwald实验[4]。在本

文中一个新实验将揭示一个很慢运动的观察系统和一个带电体在一起（速度

<1.0ms-1）来观察当一个观察系统和带电体具有同一个速度或加速度运动时是否

能观察到在该带电体周围存在磁场。 

 

1．实验装置的设计 

 如图 2是实验设备的截面图，它由一个电容器和一个感应器相互正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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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容和感应器的截面图、标示单位为 cm

1、铝（厚度 0.l5），2、木头， 

3、云母片或涤沦，4、围绕线圈 

 

 

 

图 3  电容和感应线圈正交场的联合体和实物照片 

一个狭长的木盒子，长度是 58cm，一对电容板附在它的内壁，然而在它的外壁

有 50个槽、槽宽 0.4cm和槽深 0.5cm，在每个槽口绕有 50圈漆包线（Ф0.2mm），

这样总匝数为 2500。每个槽内线圈必须紧密地围绕和扎紧使它对电容板的分布

电容成为极小值，并保证它和电容板之间的绝缘性良好。当电容板充电到+3kV

和-3kV，它们就成为一对带电体，当它们以 1.0ms-1速度运动时在静止观察者来

看在两个电容板之间将有一个微弱的磁场存在，然而现在的观察者是一个探测线

圈和电容板一起运动。这一个运动的观察者是否能观察到这一个弱磁场的存在？ 

 当电容板断开高压后，这电荷通过木箱子表面产生泄漏，使电容板上电荷消

失大约需要 1 分钟，为了使表面漏电极小

化，保持一个干燥的气氛这是必需的。如图 2所示这漏电电流 i-和 i-在两电容板

之间所产生的磁场是相互抵消的。在 3kV 高压下干燥空气每立方厘米的绝缘阻

抗为 1016Ω/cm
3
，所以在两个电容板之间由于空气电离而引起的离子电流将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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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6
A，无论如何它是可以忽略的。 

 经过计算发现单个线圈装置所探测到的信号没有大到足以被探测，为此 6个

同样的电容和感应线圈彼此正交的装置的联合体被采用了，如图 3所示按照电容

板的报性 1
#
、3

#
、5

#
电容板内部的弱磁场的方向是相互平行的，而 2

#
、4

#
、6

#
电容

板内部的弱磁场的方向都和 1
#
、3

#
、5

#
的相反，为此线圈的制作对于奇数是顺时

针绕制，对于偶数的是反时针绕制，这样它们所感应的信号从 6个线圈组的位相

是相加的，另一方面由于地球磁场不均匀性所导致的信号对于相邻线圈来说是反

位相并抵消的。 

 这积累信号（如图 3所示， 1a 、 2a 、 3a 、 4a 、 5a 、 6a 和 1b 、 2b 、 3b 、 4b 、

5b 、 6b ，进入到一个弱电流放大器和一个记录仪，这带有高灵敏度的放大电路

和记录仪如图 4， kL （1.2K）是每一组线圈所代表的固有阻抗。为了防止线圈集

合体之间耦合产生振荡，在每个线圈上还串联了一个电阻 2.2K，它们共同连接

起来的电阻为 550Ω，然后进入到一个弱电流放大器（放大倍数为 106倍）。 

 

 

 

 

 

 

 

 

 

 

 

 

2．实验灵敏度计算 

 每 一 对 电 容 板 的 电 容 028.024.058.01085.8/ 12
0 ÷×××== −dAC ε  

F11104.4 −×= ，考虑到计入电容器的边缘效应，圈间电容和扩散电容，这总的电

容 CC >1 ，近似认为 FC 111 100.5 −×= 。当充电达到 3kV，每个电容板的充电电

 

图 4  电流放大器和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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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CVCQ 73111 1050.1103100.5 −− ×=×××== 。当这电荷以 1.0ms-1速度运动时，

它等效电流 I=Q×1.0÷0.24=0.624×10-6A，这样等效电流密度 / 0.624I Aσ = =  

610 (0.58 0.24) 0.448−× ÷ × = 2510 −− ⋅× mA 。鉴于在电容器中央的磁场 2/0 σµ ⋅=+B  

7 5 12 84 10 0.448 10 / 2 2.812 10 2.812 10T Gπ − − − −= × × × = × = × ，实际上总的 B 来源于

两块电容板，它们是相邻场重叠，这样 82( ) 4 4 2.812 10B B B B G−
+ − += + = = × × =  

71.124 10 G−× 。每一个电容和感应器交叉体内部所产生的磁通量 SB×=Φ  

11 2 12 21.124 10 (0.58 0.24) 1.56 10T m Tm− −= × × × = × 。当电容和感应器交叉体的联合

体在 0.5s 内速度从 0ms-1或者从 1.0ms-1或者从 1.0ms-1到 0ms-1时，每一个电容

和感应器交叉体上 a 和 b 之间感应出的电动势 / 2500 1.56Nd dtε φ= = ×  

12 810 / 0.5 0.78 10Tm s V− −× = × 。这时放大器输出电动势 8 60.78 10 10E V−= × ×  

7.8mV= 。如果这输出信号输入到一个记录仪，这输出信号将被记录到。 

 

3．实验结果 

实验的时间是 2005年 4月 22日，地点在复旦大学物理楼 333房间。在实验

中为了避免地球磁场不均匀的影响，整个装置运动速度必须小于 1.0m/s，必须在

一个房间里找一个地磁场最均匀的区域、门和窗户必须紧闭，在这儿不存在任何

顺磁物质、所用工具都是木质、整个装置放在一个木箱、轮轴由铜轴制成，整个

装置运动方向必须沿在地球的经度线方向（因为实验揭示在一个被隔离的房间内

在纬度线方向地磁场起伏的程度是在经度线方向的 4 倍）。整个装置移动的距离

不超过 4.0m，在开始的 0.50m范围内速度从零开始加速到 1.0ms-1，然后做均速

运动持续了 4.0m，接着它开始减速，经过 0.5m后最后停止。整个过程为 4.0s。

高压系统、放大器和记录仪它们和联合体之间的联系靠两根充电电缆和一根信号

电缆。 

 当运动方向平行于电容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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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V                  2000V                  -2000V 

                           （a） 

 

 

        0V                      3000V                       -3000V 

                                 (b) 

图 5当装置运动方向平行于电容板方向：(a)在记录仪上的输出信号在一个运动内分别当电

容板充电电压为 0V、2000V、-2000V 的比较，(b)在记录仪上的输出信号在一个周期内分

别当电容板充电电压为 0V、3000V、-3000V的比较。 

设电容电压为零时的信号是装置移动时造成地磁场干扰而产生的信号，这信

号的大小仅仅和装置的运动速度成正比，但是当电容板充正电压时，弱磁场会加

强装置对地磁场的干扰信号，反之当电容板充负电压时，弱磁场会减弱装置对地

磁场的干扰信号。这一实验结果揭示了线圈当和电容板一起以同一均速运动或以

同一均加速运动时也能识别出在电容板中间的弱磁场，这仅仅是事情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实验曲线反映出相当大的磁滞反应，即在运动过程中在电容板中间会反

抗内部磁场的变化。 

 

 当运动方向垂直于电容板的方向 



 
 

8

 

          0V                      3000V                     -3000V 

图 6 当装置运动方向垂直于电容板方向：在记录仪上的输出信号在一个运动内分别当电容

板充电电压为 0V、3000V、-3000V的比较。  

  这一实验结果显示当装置的运动方向垂直于电容板的方向时，电容板上电

压不影响曲线的走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电容板之间不会存在弱磁场。 

4．实验结论 

 在地球上带电体运动产生磁场的“运动”不可能以任何的运动参考系统，它

必须以地球为参照系和不依赖观察系统的运动状态。 

 

三．结论 

 两个新实验表明：粉碎电磁波并不遵守相对性原理；和带电体共同运动的跟

踪观察者也观察到了磁场。综上所述狭义相对论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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