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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要】 费马大定理历经三百多年历史和多人猜想辩证，1995年被怀尔斯证明成立。遗憾的是，

其只有不等式与等式的差别性，结论是不公正的。定义群代数闭链是无穷元素任意有限复维次的有序组合集

合与平衡，证明其单元性、互逆性、同构性、平行性、极限定理，以及兼顾扩展性、安全性、去中心化等优

越性，建立无量纲量圆函数为底的对数，实现在[0~1]之间的算术运算，称圆对数理论。圆对数发现不等式的

相容性，可以通过圆对数转换为任意整数展开，这样，相关联的不等式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等式展开，证

明了费马-怀尔斯定理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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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费马大定理由法国数学家费马断言：当整数

P>2时，关于 A, B, C的方程 AP + BP = CP 没有正

整数解。被提出后，经历多人猜想辩证，历经三百

多年的历史， 1995 年被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

斯证明成立。怀尔斯花了六年时间试图证明每个

（或至少大部分）椭圆曲线具有模性模式。最终他

证明了每个半稳定（一个椭圆曲线是半稳定的，可

以证明素数 p就是 E的判别式的素因子）的椭圆曲

线具有模性模式；由于 Frey曲线也是半稳定的，其

不相容性导致得到方程没有非零整数解，等式与不

等式得不到统一，这足以导出费马大定理。遗憾的

是，这个证明只有不等式与等式的差别性，没有发

现其内在的相容性可以实现整数展开。结论是不公

正的，合称费马-怀尔斯不等式定理。 

显然，费马-怀尔斯不等式定理的争议焦点：

相关联的等式与不等式有差别性,是否存在相容性？

利用相容性又如何转换为自洽性的整数全等式展

开？ 

本文在探索费马-怀尔斯定理的不等式与等式

关系中，发现不确定性的连乘可以转换为倒数平均

值连加，与正数平均值具有单元的反演性，具有相

容性，使得不确定性的不等式通过一定规则顺利地

转化为整数全等式展开。 

（1）、Wiles定理得到的结果：得到等式与不

等式的区别，结论是它们不能统一，实质是纠缠型

分析与离散型统计能不能统一 。有： 
 

 

AK (Z±S±N±P)+ BK (Z±S±N±P)≠CK (Z±S±N±P); （1.1） 

（2）、圆对数定理得到的结果：得到等式与不等式有区别性，又有相容性，结论是可以统一，实质是

纠缠型分析与离散型统计可以整合为一体。有： 

{A}K (Z±S±N±P)+{B}K (Z±S±N±P)=(1-η2){C}K (Z±S±N±P);   （1.2） 

0 ≤ (1-η2) ~ (η) ≤ 1；   （1.3） 

其中：{A}、{B}、{C}皆为不确定性的无穷整数或素数的展开。所说的： 

（1）、离散型：是指元素群内“元素之间没有相互作用联系”，群体内一个元素变化，不影响整体数

值的变化效果，满足集合论“自身除以自身等于 1的公理化假设”，都能满足完全性等式。区块链中称“分

支态”。 

（2）、纠缠型：是指元素群内“元素之间具有相应的相互作用，当任意一个元素变化，牵动群内其它

元素相应变化，影响群整体效果”，得到“自身除以自身不一定等于 1”的椭圆函数拓扑、概率结构，是建

立不等式的依据。区块链中称“叠加态”。 

本文对于费马大定理和怀尔斯定理不等式，通过圆对数(1-η2)保持了 C的整数全等式展开。(1-η2)是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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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方程，一种没有具体元素内容具有完全性、互反性的一种在[0~1]之间的四则运算规则。这样，任意整数或

素数组合集合的函数，都可以得到整数或素数展开，在数论中表为“无穷素数都可以转换为一个素数”。 
 
2、“倒数平均值和正数平均值”组成互反定律 

无穷整数或素数的连乘的不确定性存在其互反性，在朗兰兹纲领中是一个重要的猜想，要求具有与计算

模型无关性。国际上许多数学家们都在研究，迄今止没有满意的成果。  

本文证明其连乘的不确定性，存在倒数函数（平均值）与正数函数（平均值）成为一对互反性和一定的

规则性，以及建立了圆对数理论处理了无关性，成为证明费马-怀尔斯定理不成立的重要支柱（包含另有的

BSD猜想证明）。 

定义：平均函数值：群代数闭链内无穷元素任意有限维的不重复的各种组合除其相应组合形式的个数（称

系数） 
{X0}

K (Z±S±N±P)={C0}
K (Z±S±N±P)  

={∑(1/C (S±P)) [∏PXi
 K+…]} K (Z±S±N±P) 

如：P组合系数 C (S±P)正则化条件下，  
{X0}

K (Z±S±N-P)={C0}
K (Z±S±N+P)  

C (S+P)=C (S-P)= S (s-1) (s-2)…！/ P (p-1)…3,2,1！ 

2.1、互反定律的证明： 

有： {A}K (Z±S±N±P)+{B}K (Z±S±N±P)≠{C}K (Z±S±N±P) 

其中：{A}K (Z±S±N±P)，{B}K (Z±S±N±P)，{C}K (Z±S±N±P) 皆为整数（或素数）的连乘。 

设： {X}K (Z±S±N±P)=∏P {x1x2xpxq}∈{X}={A}K (Z±S±N±P)+{B}K (Z±S±N±P);. 

{XA}K (Z±S±N±P)=∏P {x1x2xpxq}A∈{XA}; 

{XS}K (Z±S±N±P)=∏P {x1x2xpxq}B∈{XS}; 

[引理一 ] 多元素连乘具互反性，是“倒数函数（平均值）与正数函数（平均值）”一一对应的连加组合 

有：未知函数{X}K (Z±S±N-P) 称(P=-P)倒数函数值； 

已知函数{C}K (Z±S±N+P) 称(P=+P)正数函数值； 

未知平均函数{X0}
K (Z±S±N-P) 称(P=-p)倒数函 

数平均值； 

已知平均函数{C0}
K (Z±S±N+P) 称(P=+p)正数函数平均值； 

组合函数{X±C}K (Z±S±N±P)称(P=±p)组合平衡方程式； 

组合平均函数{X0±C0}
K (Z±S±N±P)称(P=±p)组合平均方程式； 

（注：有时为省篇幅幂函数(±S±N) 或(±N) 或组合项序（(±p)）不一定写完整，都代表一般式，以下同） 

设： {X}K (Z±S-P) 

=∏(xa
-1·xb

-1·…·xp
-1·…·xq

-1)K (Z±S-P);  {C}K (Z±S+P)=∏(Ca
+1·Cb

+1·…·Cp
+1·…·Cq

+1)K (Z±S+P); 

{X0}
K ( Z±S-P)= [ (1/C (S-P))

-1Σ(∏P xa
-1  

+∏P xb
-1+…+∏P xp

-1+…+∏P xq
-1)S]K (Z±S-P)

； 

{C0}
K (Z±S+P)=[ (1/C (S+P))

+1Σ(∏PCa
+1 

+∏PCa
 Ca

+1 +PCb
+1+…+∏PCp

+1+… 

+∏PCq
+1)S]K (Z±S+P)

； 

(1-η2)K (Z±S±P) = {X0}
K (Z±S-P)·{C0}

K (Z±S+P)  

= {X0}
K (Z±S±P)/{C0}

K (Z±S±P)； 

求证： 各个组合（±P）层次的互反性。 

证： 取 p=±1的迭代法，依序除于 

[ (1/Cp+1) (xa+xb+…+xp+…+xq)]
K (Z±S+1)； 

{X}K (Z±S±1)=[∏(xa·xb·…·xp·…·xq) +…]K (Z±S±1)  

= [ (Cp+1) ∏(xa·xb·…·xp·…·xq)
 K (Z±S±1)  

/ (1/Cp+1) (xa+xb+…+xp+…+xq)
K (Z±S+1)] 

·(1/Cp+1) (xa+xb+…+xp+…+xq)
K (Z±S+1)） 

=[ (1/C (P-1))
-1Σ(xa

-1+xb
-1+… 

+xp
-1+…+xq

-1)]K (Z±S-1) 

·[ (1/C (S+P))
+1Σ(Ca

+1+Cb
+1+…+C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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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
+1)]K (Z±S+1) 

= {X0}
K (Z±S-1)· {C0}

K (Z±S+1)   （2.1） 
 

式中： {X0}
K (Z±S-1)={C0}

K (Z±S+1) 

=[ (1/C (S+P))
+1Σ(Ca

+1+Cb
+1+… 

+Cp
+1+…+Cq

+1)]K (Z±S+1) 

反之： {X}K (Z±S±1)  

=[ (Cp+0)∏p (xa·xb·…·xp·…·xq)]
K (Z±S±0)

  

/ [ (1/Cp-1)
-1(xa

-1+xb
-1+…+xp

-1+…+xq
-1)]K (Z±S-1)  

·[ (1/Cp-1)
-1(Ca

-1+Cb
-1+…+Cp

-1+…+Cq
-1)]K (Z±S-1)  

= {X0}
K (Z±S-1){D0}

K (Z±S+1)  （2.2） 
 

同理：可以依序类推(P=,2,3,4,…自然数)。 

有： {X}K (Z±S±p)  

=[ (1/CS±p)∏(xa·xb·…·xp·…·xq) +…]K (Z±S±p)
 

/ [ (1/CS+p)∑(∏xa
k+∏xb

k+…+∏xp
k+… 

+∏xq
k) K (Z±S+p)] 

·[ (1/CS-P)∑(∏Ca
k+∏Cb

k+… 

+ ∏Cp
k+…+∏C q

k) K (Z±S-p)] 

= {X0}
K (Z±S-p)· {C0}

K (Z±S+p)   （2.3） 

公式（2.1）~（2.3）证明任意多元素连乘，其实质是得到互反性的“正数函数（平均值）”与“倒数函

数（平均值）”的组合集合。 

其中：无穷整数（素数）中任意有限维幂次为 Z=K (Z±S±P)的集合, (Z) 表示代数闭链的完全性，(Z±S)

表示无穷完全性封闭集合群内任意有限复维次，(±P)所有元素不重复组合的代数簇{xP}K (Z±S±N±P).。 

2.2、互反定律与计算模型无关性证明： 

[引理二 ] 圆对数反映“倒数平均值与正数平均值”之间变化规则,反映其拓扑性、概率性、混沌性。 

证：不确定性连乘通过单元性互反性的拓扑、概率、混沌变化规则，与计算模型无关，成为圆对数方程。 

根据公式（2.3）进一步推导, 

有： {X}K (Z±S-P)  

= ∑[{X0i}
K (Z±S-P) /{C0i}

K (Z±S+P)·{C0i}
K (Z±S+P) +…] 

= (1-η2)K (Z±S±P){C0}
K (Z±S+P) 

= {0~1}{C0}
K (Z±S+P)；   （3.1）  

其中： 

(1-η2)K (Z±S±P)={X0}
K (Z±S-P)·{C0}

K (Z±S+P) 

=[{X0}/{C0}]K (Z±S±P)；   （3.2） 

0≤(1-η2)K (Z±S±P) =(1-η2)K (Z±S+P) 

·(1-η2)K (Z±S-P)≤{1}K (Z±S±P) （3.3） 

0≤(1-η2)K (Z±S±P) =(1-η2)K (Z±S+P) 

+(1-η2)K (Z±S-P)≤{1}K (Z±S±P)；  （3.4） 

式中：{X}K (Z±S-P) =(1+η){X0}
K (Z±S+P) 

及： (1-η2){X0}
K (Z±S-P);   （3.5）  

{C}K (Z±S+P)=(1-η){C0}
K (Z±S+P) 

及：(1-η2){C0}
K (Z±S-P)；   （3.6） 

合并写成： 

W=(1-η2)ZW0；   （3.7） 

0 ≤(1-η2) ~ (η) ≤1；   （3.8） 

式中：W,W0分别表示任意未知、已知群集合、代数闭链、几何空间、数值、概率、拓扑、事件。(1-η2)Z

表示群元素各个代数簇互反变化规则，称圆对数。 

任何维次不等式转换为平衡的整数全等式，得到单元性拓扑性的展开，得到自冾、统一的全等式描述。

产生如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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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符号替代了群理论“当且仅当”完全性。 

（2）、“算术四则运算符号”完整性计算替代了“逻辑运算符号” 

特别的，“倒数平均值”与“正数平均值”互逆的自然规则之前没有被人发现。它的出现避免了数学跛

脚现象，使得数学更具完整性、完全性、简洁性。 
 
3、代数闭链互反性（拓扑、概率、混沌）的同构性 

现在继续证明群代数闭链在动态平衡与不平衡条件下，具有同构的互反的动力学以及拓扑、概率、混沌，

其圆对数幂函数加上（/t）为动力学表达式。 

设：不等式与等式或不平衡与平衡的群代数闭链动力学方程{X±C} k (Z±S±P)/t； 

有： {X}K (Z±S-p)/t≠{C}K (Z±S+p)/t;  

或： { KS√C}K (Z±S+p)/t≠{C0}
K (Z±S+p)/t  

多项式第二项项序 

B=[ (1/CS+1) (Ca+Cb+…+CP+… 
+Cq)]

 k (Z±S±1)/t={C0}
k (Z±S±1)/t,  

多项式第 P项项序 

P=[ (1/CS+P)
 K (∏PCa

K+∏PCb
K+… 

+∏PCP
K+…+∏PCq

K)]k (Z±S±P)/t={C0}
k (Z±S±P)/t,  

多项式正则化中, (第二项)系数 B与(最末第二项)Q除以组合形式，即 C (±S-1)=C (±S+q)， 

{X}={KS√C}K (Z±S-p)/t ≠{C0}
 K (Z±S-p)/t， 

提取圆对数后{X0}
K (Z±S-p)/t={C0}

K (Z±S+p)/t； 

证： (1-η2) (Z/t)={X}K (Z±S+0)/t / {C}K (Z±S+0)/t, 

={KS√C}k (Z±S±1)/t / {C0}
k (Z±S±1)/t,… 

={KS√C}k (Z±S±p)/t / {C0}
k (Z±S±p)/t,… 

={KS√C}k (Z±S±q)/t / {C0}
k (Z±S±q)/t,  

{X±C}(Z/t) = AxK (Z±S-0)/t+BxK (Z±S-1)/t+… 

+PxK (Z±S-p)/t+…+ QxK (Z±S-q)/t+CK (Z±S+0)/t  

= C (S-0)x
K (Z±S-0)/t·C0

k (Z±S+0)/t  

+ C (S-1)x
K (Z±S-1)/t·C0

k (Z±S+1)/t +… 

+ C (S-p) x
K (Z±S-p)/t·C0

k (Z±S+p)/t +… 

+ C (S-p)x
K (Z±S-q)/t·C0

k (Z±S+p)/t ± C (S+0)D
K (Z±S+0)/t  

=x0
K (Z±S-0)/t C0

K (Z±S+0)/t  

+ x0
K (Z±S-1)/t C0

K (Z±S+1)/t +… 

+ x0
K (Z±S-p)/t C0

K (Z±S+p)/t +… 

+ x0
K (Z±S-q)/t C0

K (Z±S+q)/t±{KS√C}+(Z±S+p)/t  

等号二边各除于{X0±D0}
K (Z±S)/t得到群体 

(1-η2)K (Z±S)/t的级数展开 

得： [{X}±{C}]K (Z±S)/t  

=(1-η2)K (Z±S)/t [ { KS√C}±{C0}]K (Z±S)/t  

=(1-η2)K (Z±S)/t {0, 2}K (Z±S)/t {C0}
K (Z±S)/t；   （4.1）  

式中: 小平衡零点 
[{X}±{C}]K (Z±S)/t=(1-η2)K (Z±S)/t 

· {0}K (Z±S)/t {C0}
K (Z±S)/t；   （4.2） 

大平衡零点 

[{X}±{C}]K (Z±S)/t=(1-η2)K (Z±S)/t 

· {2}K (Z±S)/t {C0}
K (Z±S)/t；   （4.3） 

(1-η2) (Z/t)=(1-η2)K (Z-0)/t+(1-η2)K (Z-1)/t+… 

+(1-η2)K (Z-p)/t+…+(1-η2)K (Z-q)/t   （4.4）  

0≤(1-η2) (Z/t) ~ (η) (Z/t) ≤1；   （4.5）  

其中圆对数极限（或中心点/边界条件）； 

(1-η2) (Z/t)={0或 1}(Z/t) 属离散型统计， 



 Academia Arena 2019;11(3)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97 

0≤(1-η2) (Z/t) ~ (η) (Z/t)≤1 属纠缠型分析，即拓扑、概率、混沌条件。 

公式（4.1）~（4.5）证明了总元素维次不变，即使是不对称的组合，通过圆对数组成各个层次组成的相

对平衡，满足不等式成为等式，化解了不等式与等式矛盾危机，表明了不等式比等式更具基本型。 
 
4、圆对数的么不变性定理 

“正数函数（平均值）”与“倒数函数（平均值）”具有的互反性。满足群代数闭链的实现单元体的整

数，确保其幂函数的单元性的零误差展开。但是，单元性拓扑里，有圆对数三个规范、极限、平行/串行的么

不变性，是不等式转换为全等式的重要定理。 

【定理一】、单元圆对数——第一么规范不变性定理 

定义单元圆对数：“自身元素的集合分项除以除以自身元素的总集合，总和等于{1}(Z/t)”。有： 

(1-ηH
2) K (Z±S±P)=∑{xh}

(Z/t)/{xH}(Z/t) 

= {[Σ(∏xh1+∏xh2+…+∏xhp+…+∏xhq)] 
/ {xH}} K (Z±S±P) 

= {(1-ηh1
2)+(1-ηh2

2) +…+(1-ηp
2)+… 

+(1-ηq
2)} K (Z±S±P) 

= {1} K (Z±S±P)；   (5.1) 

或： (ηH) K (Z±S±P) = {(ηh1)+(ηh2) +…+(ηp)+…+(ηq)}
 K (Z±S±P)  

= {1} K (Z±S±P)；   (5.2) 

[ (1-ηH
2) ~ (ηH)] K (Z±S±P)=1称单元圆对数。表为 

（1）、单元体内各种组合元素在单元{1}的范围内具有相应的连续与不连续，稀疏与不稀疏、完整与不

完整条件下的空间、位置、数值、事件……，不会改变其位置、数值、空间、方向等。在数论上顺利解决素

数分布问题。以及多项式幂次在组合中以自然数正整数无限程序展开。 

（2）、各个同层次项序的群代数闭链，能够包容各个分支点在平行/串行的单元性。同时确保各个分支

点即使在纠缠、离散条件下互不干扰，确保其特征性、私密性 、共有性、安全性。 

（3）、基于群代数闭链组合集合，形成的代数簇幂函数与圆对数方程具有整数变化同步性，避免传统

数学“以固定某数值（或常数）为底的对数”无法消除“残数 ε”，实现整数零误差展开，确保圆对数方程

与极限值的光滑性及稳定性。 

【定理二】、互逆圆对数——第二么规范不变定理 

定义互逆圆对数：“自身元素平均项除以元素总项平均值”。 

有：(1-η2) K (Z±S±P)= {x0h}
 K (Z±S±P)/{C0H} K (Z±S±P) 

= x01
K (Z±S-0)/t C 01

K (Z±S+0)/t  

+ x02
K (Z±S-1)/t C 02

K (Z±S+1)/t +… 

+ x0p
K (Z±S-p)/t C 0p

K (Z±S+p)/t +… 

+ x0q
K (Z±S-q)/t C 0q

K (Z±S+q)/t；   (6.1) 

(1-η2) K (Z±S)=∑(1-η2)K (Z±S-p)/t  

+∑(1-η2)K (Z±S+p)/t+∑(1-η2) K (Z±S±p)/t  

={1}(Z/t);（奇函数）   (6.2) 

或： (1-η2)K (Z±S)/t=(1-η2)K (Z±S+p)/t+(1-η2)K (Z±S-p)/t 

={1}(Z/t);（偶函数）   (6.3) 

圆对数因子在算术四则运算：  

(η) K (Z±S±P)=∑[ (η1) +…+(ηp)]
 K (Z±S+P) 

+∑[ (η2)…+(ηq)]
 K (Z±S-P) 

+∑[ (η2)…+(ηq)]
 K (Z±S±P) 

=∑(η)K (Z±S+P)+∑(η)K (Z±S-P) +∑(η)K (Z±S±P) 

= {1} K (Z±S±P)；   (6.4) 

基于引理一的多元素连乘很容易得到：由圆对数因子逆向推导， 

有： (1-η2) (Z/t) =∏(1-η2) (Z/t)  

=∑(1-η2) (Z/t) ；   (6.5) 

公式（6.1）~（6.5）对于群体总元素除以平均值后，得到正反二类圆对数因子的平衡集合的过程，成为

最终的平衡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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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圆对数幂函数 K=(+1,0,-1)性质的互逆性，突破洛必达法则以及集合论的分母不为 0的禁区。如：

黎曼ζ函数是素数的倒数之和。倘若把黎曼ζ函数是素数的倒数之和“再倒数”，则黎曼ζ函数 K=-1；S=-1时

是收敛的，确保黎曼函数收敛的稳定性及展开。 

【定理三】、同构圆对数——第三么规范不变定理 

定义同构圆对数：“各个分项平均值除以总项平均值”一一对应比较，得到多项式或几何空间各种组合

同构一致性，反映同构圆对数与各种随机性变化或所在坐标位置等没有必然的联系。 

求证：代数闭链代数簇具有同构的互逆反演性 

设：(1-η2)K (Z/t)=∑[{X0h}/{C0h}] (Z/t)具有互逆反演性。 

有： AxK (Z±S±N-0)/t+BxK (Z±S±N-1)/t+… 

+PxK (Z±S±N-p)/t+…+ QxK (Z±S±N-q)/t+CK (Z±S±N+0)/t  

=[{C (s+0)x
K (Z±S±N-0)/t·C0

K (Z±S±N+0)/t} 

+ {C (s+1)x
K (Z±S±N-1)/t·C0

K (Z±S±N+1)/t}+… 

+ {C (s+p)x
K (Z±S±N-p)/t·C0

K (Z±S±N+p)/t}+… 

+ {C (s+q)x
K (Z±S±N-q)/t·C0

K (Z±S±N+q)/t} 

± {C (s+0)
KS√C }/{C0}]K (Z±S±N+0)/t 

=[ (1-η2)K (Z±S±N+0)/t+(1-η2)K (Z±S±N+1)/t+… 

+(1-η2)K (Z±S±N+p)/t+…+(1-η2)K (Z±S±N+q)/t]  
/ {X0±C0}] (Z/t) 
=(1-η2)K (Z±S±N)/t{X0±C0}]K (Z±S±N)/t 

=(1-η2)K (Z±S±N)/t{0,2} K (Z±S±N)/t {C0}]K (Z±S±N)/t； 

 （7.1）  

得：圆对数同构性（包含微积分方程）的同构性表现在， 

(1-η2)K (Z±S±N)/t=(1-η2)K (Z±S±N+0)/t~… 

~(1-η2)K (Z±S±N+1)/t~…~(1-η2)K (Z±S±N+p)/t；  （7.2） 

同构圆对数反映了在等式与不等式在平衡的正则化条件下，代数簇各种(±P)组合的多项式不等式转换等

式的时间算法一致性。使得任意非线性问题都可以转换为线性问题。得到多项式不等式转换等式时间算法具

有同构统一性。 

其中：Z/t=+1，正向同胚拓扑收敛过程函数，最终是圆点； 

Z/t = 0，中心点平衡函数； 

Z/t =-1，反向向边界同胚拓扑扩张函数，最终是圆； 

【定理四】、圆对数（相对论构造）极限定理 

多项式或几何空间 (1-η2)K (Z/t)满足各个层次的连乘转换为正数与倒数连加，可以归结为圆对数随机拓扑

的同构统一性及代数闭链的单元稳定性的极限， 

即： (1-η2) (Z/t) =∏(1-η2)-(Z/t)  

=∑(1-η2) (Z/t) ；  （8.1） 

有： (1-η2)+(Z/t) + (1-η2)-(Z/t) = 1； （8.2） 

(1-η2)+(Z/t)· (1-η2)-(Z/t)= 1；  （8.3） 

解（8.2），（8.3）联立方程， 

得到：稳定性的圆对数极限值、临界值、界变点。 
|(1-η2) ~ (η)|K (Z/t) =(0,1/2,1)K (Z/t)  

={0,1/2,1,2}K (Z/t)；  （8.4） 

当：|(1-η2
 (r,φ,θ,x,y,z))

 ~ (η(r,,φ,θ,x,y,z))|
K (Z/t) 时 

有：η(x,y,z) =[0,1/2,1,2]K (Z/t)  

（直角坐标系）；  （8.5） 

或：η(r,φ,θ) =[0, θ0±(π/4,π,2π)]K (Z/t)  

（圆坐标系） ；  （8.6） 

当极限：|(1-η2) ~(η)|K (Z/t) =(0,1/2,1)K (Z/t)  

={0,1/2,1,2}K (Z/t)；  

应用到黎曼猜想时，可以确保黎曼ζ函数的任意正反形式素数之和的非正常零点稳定性，在临界直线上

处处为{1/2} K (Z/t) ，满足黎曼猜想证明笫二个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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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五】、平行/串行圆对数定理 

复合层次动力方程往往以不同元素参数的多层次平行方程组成复合层次动力方程。理清多层次平行方程

是重要的计算方法。基于群代数闭链的单元状态随机分解成为平行/串行多项式方程，得到平行/串行圆对数

定理 

有：平行/串行多项式动力方程幂函数：(Z/t)=K (Z±S±(NA+NB+…NP+…Nq))/t；  

串行方程:{CH0}
(Z/t)={(KS√(Ci)}

(Z/t) 

= (1/C (S±H)){CA·CB·…·CP·…·Cq}
(Z/t)， 

平行方程:{CH0}
(Z/t) ={(∑(Ci)}

(Z/t)  

=∑(1/C (S±H)){CA + CB+…+ CP+…+ CQ}(Z/t), 

得到平行/串行动力方程： 

{x±C}(Z/t) = AxK (Z±S±N-0)/t+BxK (Z±S±N-1)/t+… 

+PxK (Z±S±N-p)/t+…+ QxK (Z±S±N-q)/t 
+CK (Z±S±N+0)/t  

= (1-ηA
2)K (Z±S±N±A)/t{x0A±C0A}K (Z±S±N±A)/t  

+ (1-ηB
2)K (Z±S±N±B)/t{x0B±C0B}K (Z±S±N±B)/t+… 

+ (1-ηP
2)K (Z±S±N±P)/t{x0P±C0p}

K (Z±S±N±P)/t+… 
+ (1-ηQ

2)K (Z±S±N±Q)/t{x0Q±C0Q}K (Z±S±N±Q)/t  

=[ (1-ηA
2)K (Z±S±N±A)/t{0,2}K (Z±S±N±A)/t 

·{C0A}K (Z±S±N±A)/t] 

+[ (1-ηB
2)K (Z±S±N±B)/t{0,2}K (Z±S±N±B)/t 

·{C0B}K (Z±S±N±B)/t]+… 
+[ (1-ηP

2)K (Z±S±N±P)/t{0,2}K (Z±S±N±P)/t 

·{C0P}K (Z±S±N±P)/t]+… 
+[ (1-ηQ

2)K (Z±S±N±Q)/t{0,2}K (Z±S±N±Q)/t 

·{C0Q}K (Z±S±N±Q)/t] 
= (1-η2) (Z/t) {0,2}(Z/t) {C0}

(Z/t) 

= (1-η2) (Z/t) [ {X0}
(Z/t) ±{C0}

(Z/t) ] 

= (1-η2)-(Z/t){X0}
(Z/t) ±(1-η2)+(Z/t){C0}

(Z/t) ； 

（9.1） 
(1-η2) (Z/t) =(1-η2)K (Z±S±N±[A+B+P+Q])/t  

=(1-ηA
2)K (Z±S±N±A)/t 

+(1-ηB
2)K (Z±S±N±B)/t+… 

+(1-ηP
2)K (Z±S±N±P)/t+… 

+(1-ηQ
2)K (Z±S±N±Q)/t；  （9.2） 

代数闭链总项、子项、分支项的平均值串 

行平行都有等式与不等式的同构相容性： 
(1-η2) (Z/t)  

=KS√{CA0·CB0·…·CP0·…·CQ0}
(Z/t) 

/ { KS√(∏CH0}
(Z/t)  

=∑{CA0+CB0+…+ CP0+…+ CQ0}
(Z/t)/{CH0}

(Z/t) 

= (1-ηA
2) (Z/t)+ (1-ηB

2) (Z/t)+…+(1-ηP
2) (Z/t)+… 

+ (1-ηq
2) (Z/t)  （9.3） 

或：(η) (Z/t) = (ηA) (Z/t)+ (ηB) (Z/t)+…+(ηP) (Z/t)+…+ (ηq) 
(Z/t)；  （9.4） 

每一个子项存在互动反演性： 

(1-η2)K (Z±S)/t=(1-η2) K (Z-S)/t±(1-η2 K (Z+S)/t；   

（9.5） 

每一个子项存在各自三维空间坐标： 
(1-η2)K (Z±S)/t=(1-η[x]

2)K (Z-S)/ti 
+(1-η[y]

2)K (Z+S)/tj 

+(1-η[z]
2)K (Z+S)/tk；  （9.6） 

每一个子项存在各自的三维球面（含张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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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 
(1-η2)K (Z±S)/t=(1-η[ZY]

2)K (Z-S)/ti 
+(1-η[xz]

2)K (Z+S)/tj 

+(1-η[xy]
2) K (Z+S)/tk；  （9.7） 

其中: (1-η2)K (Z±S±[A+B+P+Q]±N)/t有各自层次的多 

项式和微积分的无限展开。 

定理五的平行串行圆对数定理，反映它们都为圆对数因子算术叠加，是提高计算机系统性能的主要途径。 

（1）、具有在每个量子体系內的正中反的互逆与可转换的互动性。或解决量子计算与广义相对论结合

之谜。 

（2）、具有不确定性的平行/串行中纠缠型与离散型的统一性，转换为相对确定性的计算，并且可以解

释内部各个纠缠粒子在广域性的远距离传输的位置、能量、方向等各自的数值性、构造性、私密性、安全性。 

（3）、具有可以适应延伸到任意高维次的代数、几何、数值，以及拓扑、概率、混沌等广泛的科学领

域。 

目前几乎所有高个性能计算机系统，从 SMP 工作站和服务器、CC-NUMA大型服务器，到超级计算机

系统，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并行处理技术。但是传统并行处理技术的引入也带来了实际性能差，可编程性差

的缺陷。这里平行/串行圆对数定理把离散型平行与纠缠型串行计算整合为一体，使得时间复杂程度直接等价

于传统处理机的计算时间。将并行算法包容平行/串行一体化系统结构与软件优化技术紧密结合起来，为超级

计算机理论、信息传输、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创造优良的条件。 
 
5、证明费马-怀尔斯定理不成立  

从数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费马-怀尔斯不等式定理证明的实质，应当是解决不等式如何转化建立为

统一的平衡等式问题。如何实现平行/串行不等式统一？下面通过圆对数给出费马-怀尔斯不等式的不成立证

明。  

求证：整数或素数连乘形成多项式的幂函数不变，不等式与等式均为任意整数或素数保持完全性与完整

性的整数素数解。 

其中：{A}、{B}、{C}皆为整数或素数展开。（以下同） 

（一）、充份性证明   

设：{A}K (Z±S±P)，{B}K (Z±S±P)，{C}K (Z±S±P)分别为群代数闭链无穷(Z)元素任意复维(±S)下，代数簇（±P）

的组合层次与集合。 

{X}={A}K (Z±S±P)+{B}K (Z±S±P)； 

自变量整数群的平行组合； 
{C}K (Z±S±P)=C = CA+CB  

= [KS√C A + KS√C B] K (Z±S±P)； 

已知整数群平行组合 
{C0}

K (Z±S±P) ={CA0}
K (Z±S±P) +{C0B}K (Z±S±P) 

二个整数群整数群平均值函数集合； 
(1-η2) K (Z±S)=[{X}/{C}] K (Z±S) 

=[{X0}/{C0}] K (Z±S)中心数值函数拓扑变化。 
(1-ηA

2) K (Z±S)=[{X}/{CA}] K (Z±S) 

=[{X0}/{C0A}]K (Z±S){A}圆对数变化。 
(1-ηB

2) K (Z±S)=[{XB}/{CB}] K (Z±S) 

=[{X0B}/{C0B}]K (Z±S) {B}圆对数变化。 

提取圆对数后，使得各个层次： 
{X0}

K (Z±S)={D0}
K (Z±S) 

=(1/C (S+i)) (∑Xi)
 K (Z±S±i); 

正则化系数 C (S+i) =C (S-i)； 

保留中间拓扑过程证明：引入圆对数，选择它们完全性中间及最后结果的相对性比较，不等式成为等式。 

设： {A}K (Z±S±P)+{B}K (Z±S±P)={X}K (Z±S±P)； 

{CA}K (Z±S±P)+{CB}K (Z±S±P)={C}K (Z±S±P)； 

{CA}K (Z±S±P)={A}K (Z±S±P) /[{A}K (Z±S±P)+{B}K (Z±S±P)]； 



 Academia Arena 2019;11(3)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101 

{CB}K (Z±S±P)={B}K (Z±S±P) /[{A}K (Z±S±P)+{B}K (Z±S±P)]； 
(1-η2) K (Z±S±P)= {X}K (Z±S±P)/{C}K (Z±S±P); 
(1-ηA

2) K (Z±S±P)= {CA}K (Z±S±P)/{C}K (Z±S±P);  
(1-ηB

2) K (Z±S±P)= {CB}K (Z±S±P)/{C}K (Z±S±P); 

有：  

{X±D}K (Z±S)={AXK (Z±S±0)+BX K (Z±S±1)+… 

+PXK (Z±S±P)+…+QX K (Z±S±q) ±CA} 

+ {AXK (Z±S±0)+BX K (Z±S±1)+…+PXK (Z±S±P+… 
+QX K (Z±S±q)±CB] 
= {XA

K (Z±S±0)+C (S-1)XA
K (Z±S-1)C0A

K (Z±S±q+1) 

+C (S-p)XA
K (Z±S-P)C0A

K (Z±S+p)  
+ C (S-q)XA

K (Z±S-q)C0A
K (Z±S+q)±CA} 

+ {XB
K (Z±S±0)+C (S-1)XB

K (Z±S-1)C0B
K (Z±S±q+1) 

+C (S-p)XB
K (Z±S-P)C0B

K (Z±S+p)  
+ C (S-q)XB

K (Z±S-q)C0B
K (Z±S+q) ±CB} 

= {X0A
K (Z±S±0)+ X0A

 K (Z±S-1)C0A
K (Z±S±q+1) 

+X0A
K (Z±S-P)C0A

 K (Z±S+p)  
+ X0A

 K (Z±S-q)C0A
K (Z±S+q)±C0A

K (Z±S+0)} 
+{X0B

K (Z±S±0)+X0B
K (Z±S-1)C0B

K (Z±S±q+1) 

+X0B
K (Z±S-P)C0B

 K (Z±S+p)  
+ X0B

 K (Z±S-q)C0B
K (Z±S+q) ±C0B

K (Z±S+0)} 
={(1-ηA

2) K (Z±S){X0±C0A} K (Z±S)} 
+{(1-ηB

2) K (Z±S){X0±C0B} K (Z±S)} 

=(1-η2) K (Z±S) {X0±C0}
 K (Z±S) 

=(1-η2) K (Z±S) [{X0}
K (Z±S) ±{C0}

K (Z±S)] 
=(1-η2) K (Z±S) {2} K (Z±S±P){C0}

K (Z±S)]；  （10.1）   

其中：{2}/{2} K (Z±S±P)=[{A} K (Z±S±P)+{B}K (Z±S±P) ]  
/ {A+B}K (Z±S±P) 
得： {A}K (Z±S±P)+{B}K (Z±S±P) 

=(1-η2)K (Z±S) [2]· {C}K (Z±S±P) ；  （10.2） 
(1-η2) K (Z±S±P) 

=(1-ηA
2) K (Z±S-P)+(1-ηB

2) K (Z±S+P)；  （10.3） 

（二）、必要性证明：  

引入圆对数，直接选择它们最后结果的 

相对性比较，不等式成为等式。 
(1-η2) (Z/t)~(η) (Z/t)=[ (A+B)-C]/[ (A+B)+C] 
=[ (AK (Z±S±P)+BK (Z±S±P))-CK (Z±S±P)] 

/[ (AK (Z±S±P)+BK (Z±S±P))+CK (Z±S±P)]；  （10.4）  

有：{A}K (Z±S±P)+{B}K (Z±S±P) 

=(1-η2) K (Z±S±P) {C}K (Z±S±P) ；  （10.5） 

其中： 

{A} K (Z±S±P)=(1-ηA
2) K (Z±S±P){C}K (Z±S±P) ；  （10.6） 

{B}K (Z±S±P)=(1-ηB
2) K (Z±S±P){C}K (Z±S±P) ；  （10.7） 

(1-η2) K (Z±S±P)=(1-ηA
2) K (Z±S±P)+(1-ηB

2) K (Z±S±P)；  

（10.8）  

（三）、逆向性证明 

如果已知(1-η2) K (Z±S±P)及{C}K (Z±S±P) ，寻找{A}K (Z±S±P)与{B}K (Z±S±P)，成为逆向不等式问题。在互逆性定

理的条件下。 

如何确定性计算{A}与{B}的数值？ 

（1）、已知{C}K (Z±S±P)，不知{A}与{B}，己知组成规则。 

设：{C}K (Z±S±P) =(1-ηAB
2)K (Z±S±P) [{A}+{B}]K (Z±S±P), 

存在 (ηAB)K (Z±S+P)=(ηBA)K (Z±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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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ηAB)K (Z±S±P) =(ηBA)K (Z±S±P) 

= [ (C -{A}) / C]=[ ({B}- C) / C] 

得： {A}K (Z±S±P)=(1-η2)K (Z±S+P)C；  

或: (1-η)K (Z±S+P)C；   （11.1） 

{B}K (Z±S±P)=(1-η2)K (Z±S-P) C； 

或: (1+η)K (Z±S-P)C；   (11.2） 

（2）、已知{C}K (Z±S±P)，不知{A}与{B}，不知组成规则，存在 (ηAB)K (Z±S+P)=(ηBA)K (Z±S-P) 

有： (ηAB)K (Z±S±P) =(ηBA)K (Z±S±P) 

= [ (C0
 -{A})/C0]=[ ({B}- C0)/C0] 

得：{A}K (Z±S±P)=(1-η2)K (Z±S+P)C0；  

或： (1-η)K (Z±S+P)C0；   （11.3） 

{B}K (Z±S±P)=(1-η2)K (Z±S-P) C0；  

或： (1+η)K (Z±S-P)C0；   (11.4） 

这里，以“估计 C0”,使得 

(ηAB)K (Z±S+P)=(ηBA)K (Z±S-P)接近(η)K (Z±S+P)。 

从信息角度来看，属于暂时保密的安全措施。涉及安全性私密性的密码学。在超级计算机下，如果截住

多个信息，迟早一点都能够破解。 

圆对数反映了信息的共同规则，对于不同的未知量，只有依赖科学实验测定或多次推测险算。科学实验

是人类探索自然必不可缺少的手段。为此今后需要提升计算机功能的设计与改进。在圆对数目前世界没有什

么永远的秘密。 
 
 
6、结束语  

Hilbert 早在百余年前就把费马大定理喻为“一

只会下金蛋的天鹅”。如果要说为什么费马大定理

在数学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Wiles 的一句话即可

说明：“判断一个数学问题是否是好？其标准就看

它能否产生新的数学，而不是问题本身。 

通过对费马-怀尔斯定理探索，发现了倒整数

函数（平均值）与正整数函数（平均值）组成互反

定律，证明其单元性、互性、同构性，建立以无量

纲量椭圆函数为底的对数——圆对数。实现整数或

素数的“零误差”展开，没有具体元素内容的无量

纲量在[0到 1]之间的算术四则运算，把不等式与等

式，或者说纠缠型与离散型整合为一体。诞生了一

个新颖、可靠、简洁、普适的数学体系。 

不等式与等式通过圆对数得到统一，使得任何

整数、素数保持完全性与完整性展开。得到诸多物

理实验证明。又在量子计算机上可以顺利破解量子

比特纠缠难题。或令人信服地证伪了费马-怀尔斯不

等式定理。 

可以说，当今世界的所有科学难题瓶颈，好多

问题集中在费马大定理上，唯圆对数成为破解的突

破口。圆对数-区块链的完美结合，可以把任意随机

拓扑-概率-混沌等事件转化为数字化，数字化成为

圆对数-区块链的工作对象。今后除了量子计算机性

能的好坏。世界上再也没有永久的机密可言。世界

将走向公开、公平、公正。 

随着圆对数-区块链的推广应用，数学诸多公

式都将归纳为“四个拉丁字母”组成。惊奇地发现：

一个简单公式竟然自洽地包容数学大厦太多内涵，

体现了“大道至简”最高境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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