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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本建立了在罗仑兹变换下的一个新的不变量的基础上的时间一空间
-

质量的一个新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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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 题

时间
,

空间和质量是物理学的三个基本概念
.

关于这三个概念有三个发展着的思想
.

( 1 ) 伽里略的时间的绝对论

在古典物理学 中
,

伽里略不自觉地和隐含地假设 了时间是绝对的
,

即时间和惯性参考系

统无关
.

表达式是
:

伽里略假设

t (刃 .
)一 了(刃)= t (1

.

1 )

这个概念单独突出时间的重要性
,

是古典物理学的基础
.

它是爱 因斯坦所揭示并表示 如 (1
.

1)

( 2 ) 爱因斯坦的时间
一空间相对论

在近代物理中
,

将时间和空间联在一起
.

爱 因斯坦假设真空中的光速是绝对的
,

即它和

惯性参考系统无关
.

表达式是
:

爱因斯坦假设
:

C (刃
爷) = C (万 )= C (1

.

2 )

这个概念突 出光速的重要性
.

将 时间概念和空问概念联和成一个时间
一空间 整 体

.

这是相对

论的基础
.

它也可表达为最大速率是绝对的
.

(3) 将时间
,

空间和质量三个概念联在一起
.

发现一个 罗伦兹变换下的新的不变量
〔” :

最小总运动质量是绝对的
.

表达式是
:

新不变量
:

斌对
2

(S 扩万)一 N
Z

(s
; 万) = 材厕吸s , 万 ,

)一 N
Z

(S , 刃 ,
) 二M (S ) (1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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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可表达为最小总运动质量是绝对的
.

在这个新不变量的基础上
,

建立起了一 个以时间
一空间一

运动质量的相对论 性 的 绝 对论

(简称相对论性的绝对论 ) 命名的新理论
.

这个新理论的要点 见下节
.

二
、

相对论性的绝对论的简介

假设有一个由
。
个运动质点尸

, ,
尸

2 ,

⋯
,

尸
,

所组成的动力系统 5
.

其静止质量依次为 。 ; ,

m Z 一 ”
.

, 协
” 。 对于一个惯性参考系统万

,

其定常速度依次为V , (万 )
,

V
:

(万)
,
⋯

,

V
,

(万)

定义总运动质量和相对论性的总动量分别为
:

M (S , 刃) = E
了. 1

阴J

斌 1一 V , (万 )
·

V ,
(刃)

N 。:
:
二卜安—

: Y““工
_

_
胃 扩 1一 V ,

(刃 )
·

V ,
(万)

主要结果分为三类
:

(A ) 一个新不变量 M (S ) 及它的时间
一空间参考系统刃 (S )

.

(A , ) S的最小运动质量
:

M (S ) ~ 斌 万
2

(S
; 万 )一N 丈瓦玄)

·

N (S
; 刃 )

是罗伦兹变换下的一个不变量
.

它和惯性参考系统万无关
.

(A
Z

)由任何刃出发
,

经过下面的相对速度
:

V (S ; 刃) -
N (S , 万)

M (S ; 万)

可 以得到一个时间
一空间惯性参考系统万 (s)

,

对于S 它是唯一的
,

它和万 无关
,

它有两个特

征性质
:

M (S )= M (S ; 万 (S ) ) N (S ; 刃 (S )) ~ 0
.

(A
3

)刃对于万 (S) 的偏离度
,

以及两个参考系统万
1和万

2

的偏离度之 比较 由下面的两公式

去度量
:

.

~ 一
‘

M (S
:

万、一M (S )
八(S

:
刃) ~ 竺兰兰 几于笋乙一立全兰 二 和。 、。 。一 ,

一 M (S )

(B ) 以万 (S )为基础的基本关系
.

(B
;
)由 万 (S ) 经过一个相对速度V (万 (S ))

“

(
S ;

会
一

)
一 , 。9 1 。

卜会毖潞]

得到 另一个万 , ,

则有

M (S , 刃 ,
)=

N (S ; 刃 , )~

M (S )

斌 l一 V (刃 (S ))
·

V (万 (S ) )

一M (S )V (刃 (S ) )

斌、一 V (万 (S ))
·

V (刃 (S ) )

此两式表明
,

相对于刃 (S )
,
S是作为一个整体运动的

.

(B
:
)在无外界干扰的情况下

,

如果S 动力学地变为 S ; (例如一个原子自裂变 )
.

有两个守恒定律
: 总运动质量守恒定律和总相对论性的动量守恒定律

.

表达式如下 :

M (S
; 万 (S ))一M (S ) ~ M (S

: ; 刃 (S ))

和 V (S ; 刃 (S ))= 0 (刃 (S ))= V (S
: ; 刃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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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对于S 中的每个质点尸

,

有三个关系
:

d T (C )

矿 1一 V (刃 (S ))
·

V (万 (S ))
二 d T (刃 (S ))

,

M (V (刃 (S )))斌卜 V 归 (￡))万可玄口劝~ M (0 (刃 (S )))

以及用C乘上两式之积得到的下式
:

C x M (V (万 (S ) ))d T (C ) = C x M (0 (万 (S )) )d T (刃 )
.

其量纲为作用 (尔格
·

秒) 这个关系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自然联系
.

(c) 在刃 (S )的基础上统一解决下列三类争论问题
.

(Cl )托勒玫
,

哥白尼
,

爱因斯坦一
英费尔德关于太阳系之心的争论

〔2 ’.

‘C
l!

, 由 “
(
S ;

韶)
, 。,

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的等权观点应放弃
,

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是有意义的
.

‘C
1 2

, 由 “

(
S ;

韶)
* 7 ,

日心说比地心说优越约7 个数量级
.

(C
1 3

)由刃O 葬万 (S )

日心对万(S) 也在运动
.

新理论不是简单地回到 日心说
.

(C刀牛顿
,

马赫
,

爱因斯坦和坦盖里尼
【“,
关于绝对空间的争论

.

在万 (S )的基础上
,

统一解决得到的结论如下
:

(c
: ;
)未考虑质量的影响

,

爱因斯坦的相对性的观点不能解结牛顿的水桶 试 验
.

应当放

弃
.

(C
2 2

)牛顿强调
“

第三物体
”

是对的
.

但未指出
“

第三物体
”

为何物
.

(C
: 3
)马赫指出了牛顿水桶试验中的

“

第三物体
”

是地球
.

但是马赫将绝对空间依附于
“

遥远的恒星
” ,

这是不对的
.

坦盖里尼指出牛顿的水桶试验和
“

遥远的恒星
”

无关
.

“

马赫原理
”

应当放弃
,

从而坦盖里尼
“

困景
”

不再出现
.

(C
: ‘

)牛顿和马赫都想找到
“

普遍的第三物体
” ,

即
“

绝对空间
” .

这是不对的
.

(C
Z 。

)相对于一个基本上孤立的动力系统 S
,

万 (S) 即代表它的相对的
“

绝对时空
” .

(C
3
)
“

双生子佯谬
” .

对于最简单的
“

二体问题
” ,

由地球 及宇宙飞船两者所组成
.

两者所带的时钟对于共同的标谁参考系统都有
“

钟慢效应
” ,

但是减慢的程度不同
.

由于 M由》 tn a a ,

故 1犷田 (万 (S )) }《 }犷
a ,

(万 (S )) {

因此
,

罗伦兹因子有关系
: 斌 1 一 (犷。(万 (S )平> 刚 1 一 (厂

: ,

(万 (S) ))
2 .

结论是
:
宇宙飞船上的时钟比地

_

卜的时钟慢
.

因为宇宙飞船的质量比地球的 质 量 小 很

多
。

“

双生子佯谬
”

不考虑这一点
,

忽略 了这个很大的不对称性
,

错误地假设两者是对称的
,

从而不能解决这类
“

对称佯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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