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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地球背向太阳和月亮的一面也会涨潮和初一的潮汐并不比十五的大以及月亮公

转滞后于地球和潮汐的自然现象，质疑天体引起地球潮汐的理论，提出了地球系、太阳系旋

涡力形成地球旋臂的思想，用旋臂及其重合解释了各种潮汐的起因。[Academia Arena, 

2009;1(6):64-66]. (ISSN 1553-9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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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咏赞钱塘秋潮的千古名句。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日 13 点 23 分，钱塘江畔潮头直立，“雷声”隆隆，波浪翻滚，飞

雪溅玉，真是"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 这么壮观的自然景象不免使人

诗兴大发。然而，壮观景象的背后又蕴含了多少大自然的奥秘需要人们去探索呢？ 
潮汐是海洋周期性的涨落现象。“朝生为潮，夕生为汐”，既可以笼统称为潮汐，也可以

简称为潮。一般以一天（24 小时 50 分钟）为一个周期。每天涨落一次的叫全日潮。如：北

部湾、汕头和秦皇岛等海区的潮汐。每天涨落两次的叫半日潮。如：厦门、青岛和大沽等海

区的潮汐。每天涨落一次或两次、涨落间隔不固定的潮汐叫混合潮。南海的许多地方的潮汐

都是混合潮。除此之外，还有半月、一月和一年周期的潮汐。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潮汐就是地球的呼吸。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就有潮汐与月亮

有关的记载。汉代思想家王充发现“涛之起也，随月盛衰。” 潮汐的规律性使人们自然而然

地把它和地球附近的天体联系在一起。初一、十五涨大潮的独特现象更使人们对月亮引起潮

汐的观点坚信不疑。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之后，天体引起潮汐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牛顿及其以后的科

学家们都认为天体的引潮力与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天体和地球之间的距离的立方成反比。

月亮离地球 近，其引潮力也 大。太阳离地球较远，引潮力也较小。月亮的引潮力大概是

太阳的 2.2 倍。当太阳、地球和月亮运行到一条直线上时，太阳和月亮的引潮力就会引起大

潮。而此时正是农历初一和十五。 

太阳和月亮引起潮汐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潮汐现象。尤其是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潮汐更是

迷惑了许多人。但是，有一些潮汐现象是天体具有引潮力的理论难以解释的。 

一是背向太阳和月亮的一面为什么也会涨潮呢？按照天体具有引潮力的观点，这是不应

该的。没有天体，哪来的引力？  

二是初一的潮汐为什么并不比十五的大呢？按照天体具有引潮力的观点，初一，太阳和

月亮处于地球的同一侧，合力 大，引潮力 大，潮汐也应该 大。十五，太阳和月亮隔着

地球相望，合力 小，引潮力 小，潮汐也应该 小。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十五的潮汐反而

更大。 

看来，“潮汐是由太阳和月亮的引潮力引起的”的观点并不正确。让我们从月亮开始抽

丝剥茧，探寻一下真相吧！ 

首先，全日潮与月亮并不同步。地球的自转周期是 24 小时，全日潮的周期是 24 小时

50 分钟，而月亮的折算周期是 26 小时 40 分钟。这样，一再落后的月亮总有一天会处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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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的前面，就象 3000 米赛跑，跑在前面的第一名、第二名即将追上跑得慢的第三名。那时，

全日潮的周期就应该小于 24 小时了，可为什么全日潮的周期还是 24 小时 50 分钟？月亮的

引力哪里去了呢？  

其次，一月潮与月亮也不同步。满月时并不是月亮离地球 近的时候。为什么满月时潮

高呢？月亮的引力作用为什么会反复无常呢？ 

再次，半月潮怎样解释呢？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月亮吗？ 

众所周知，潮力并不是水之力，它来源于水之外。引潮力为什么就不能是月亮之外的力

呢？  

通过分析，我找到了这个外力，那就是地球行星系旋涡力。 

我认为：地球和月亮都处在地球行星系旋涡中，都会受到旋涡力的影响。在地球行星系

旋涡力的作用下，旋涡中心的物质聚集到中心形成地球，旋涡外围的物质在自己的圈层内向

一点或几点集中形成旋臂。月亮位于地球行星系的一个旋臂上，地球上的水则位于地球行星

系对称的两条旋臂上，海洋会形成两道横跨赤道的象弓一样弯曲的大潮。固体潮是地球行星

系的固体旋臂，潮汐是地球行星系的水旋臂。 

在地球行星系旋涡中，旋涡力带着地壳和月亮向东运动，所以，旋臂运动一般快于地壳

和月亮的运动。但是，旋臂上水的运动慢于地壳，潮流冲击西海岸，如赤道附近的低纬度地

区。当大陆有豁口并且有狭长的通道时，就会形成壮观的大潮。著名的钱塘江大潮就是天时、

地利的结果。 

月亮位于地球行星系旋涡的一条旋臂上。这条旋臂能够拖带月亮，肯定力量较大。所以，

月亮所在的地球一侧有较大的潮汐。在背向月亮的地球另一侧，也有一条旋臂。那里的水也

会向旋臂集中，形成潮汐。 

地球行星系处在太阳系旋涡的一条旋臂上。同理，在太阳系旋涡力的作用下，地球上的

水会自动向地球行星系所在的旋臂集中，海洋又会形成两道横跨赤道的的大潮。迎向太阳系

中心一侧的潮较高，背向太阳系中心一侧的潮较低。地球行星系的公转轨道呈椭圆形，距离

太阳时远时近。近则潮高，远则潮低。 

这样，地球上就有四条旋臂，每天会出现四次（ 多四次）潮汐，即四分之一日潮。当

地球行星系的旋臂和和太阳系的旋臂重合时，就会出现大潮汐。地球自转一圈，旋臂重合两

次，就会出现两次高潮，即半日潮。由于海流的影响或背向太阳系中心一侧的潮较低，某些

地方只出现一次高潮，即全日潮。为什么初一、十五涨大潮呢？并不是初一、十五月亮离地

球 近，而是初一、十五刚好四条旋臂两两重合，所以才会涨大潮。当月亮处于地球外侧时，

旋臂重合，地球迎向月亮的一面和背向月亮的一面就会出现大潮。此时正是农历十五之后太

阳、地球和月亮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月亮 亮、 圆、有时还会产生月食的时候。当月亮处

于地球内侧，旋臂重合时，地球迎向月亮的一面和背向月亮的一面也会出现大潮。此时正是

农历初一之后太阳、月亮和地球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月亮 不亮、 不圆、有时会发生日食

的时候。所以，一月之中，可能会出现一次高潮，也可能会出现两次高潮，还可能会出现多

次一般的潮汐。 

月亮和潮汐都处于地球行星系的一条旋臂上。看起来，月亮总和大潮牵连在一起。如果

月亮上有水，月亮也会有迎向地球和背向地球的潮。如果地球行星系旋涡力足够大，月亮近

在咫尺，地球上的潮汐会直达月亮。当然，做为地球行星系的一部分，月亮对已经进入地球

行星系旋涡中心的地球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就象群游的鱼有几条掉了队并不影

响其它的鱼一样。如果搬走月亮，地球行星系的旋臂依然存在；假设炸掉月亮，其物质还会

在地球行星系的旋臂上凝聚。无论如何，地球上的潮汐照样发生。只要测一测金星的潮汐，

就能证明这个问题。 

太阳本来不影响地球上的潮汐。但是，由于太阳和太阳系旋涡中心几乎重合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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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可以替代太阳系旋涡中心。但只是替代而已。太阳也有自己的潮汐。其潮汐也是太阳系

旋涡的旋臂。如果太阳影响地球的潮汐，那么，为什么钱塘江大潮不发生在近日的时段内，

反而发生在远日的时段内呢？ 

总之，能在地球上引起潮汐的是太阳系旋涡力和地球行星系旋涡力，不是月亮，更不是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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