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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 要：我国自古就有冷聚热散认识的传承 ，我说的物质三大特性，除了对物质热和冷的具体说

明外，还创造性的加入了物质的温组合，它是现代物理化学发展认识的结晶，是物质热和冷的分水岭。由

于物质温组合的加入，能更好的说明白，热辐射和冷聚合特殊性。但是现代科学主流，流行的是物质的热

聚合（氢聚合成氦），这是我的这个认识，难以让大家接受关键。 摩擦生热的实质，是从小时候在夜晚，

经常做的砸火花的游戏入手，从微观粒子角度分析了摩擦现象，摩擦现象实际是，两个粒子间的碰撞，粒

子碰撞的实质，也可以认为是物体间的压力结果，这样摩擦生热的实质就是：强大的压强下物质可以产生

热量。对压力下粒子物质的特性分析，又发现了地磁场的形成原因，解释了地心，地热和太阳发光的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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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擦生热的实质 

小时候，我们在夜晚经常做砸火花的游戏，

也就是把手中的小石块，用力砸在大石块上，你会

发现，如果发生了滑动，火花就会很小，碰的正着

则火花就会很大。这和我们学习的摩擦生热的理论

有很大的矛盾，难道还有其它解释吗？要说 摩擦

生热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就得先说说摩擦的实质是

什么。两个物体的相对运动形成摩擦，从宏观看，

两个物体相对运动，是两个接触面的相对位移。从

微观粒子看，则是两个粒子团的相对位移，在粒子

团的接触面，是明现凸凹不平的，摩擦是接触面凸

起部的相互碰幢，而碰撞的实质，是接触部粒子相

互产生的压强。有此可以认为，摩擦的实质应该是

两个相对运动的接触面凸起部的相互碰幢粒子间产

生的压强。就像质子对撞机理，质子对撞产生分裂

的效果一样。所以摩擦所生的热量，是接触部相互

产生强大的压强而生成的，是粒子结构变化，发生

的质能释放。 从计算上看摩擦生热量 Q 正比于接

触面的压强 P 和速度 V.由此可以看出压强在摩擦

生热中的决定作用。强大压强下的物质为什么会产

生了高温呢？我们可以这样看，当两个物体在强大

的压力下接触时接触面的各物质原子相互挤压，打

破了原来的原子运动规律，从而发生了质能转换，

产生了大量的热量。这是运动物体碰撞的压强公

式，p=mv/st。m 是质量，V 是速度的递减量，s 是

接触面积，t 是作用时间。把数据代入可以计算碰

触时的压强。这个公式推广到小粒子间的碰撞，可

以变换成 p=mvv/dd。v是速度，d 是粒子直径，平

方打不出来，打成两个字母。我是把运动和压力联

系起来 ，并形成公式的 让大家鉴定的第一人。 

为什么，压力很大时会产生能量呢？我们知

道，每个原子核的周围都有大量高速运动的电子，

尽管两个相对静止的物体，从整体看，是静止不动

的，但接触面丛原子的层面看，它们仍然存在着高

速的相对运动。只要压力足够大，能让两个粒子近

距离接触，打破它们原子核外围电子各自的运动规

律，粒子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发生质能转换释

放能量。这就是摩擦生热的实质。我们知道原子核

周围，有很大的空间，存在电子运动产生的磁场，

物质受到的压力大于结合能时，常规感觉是物体开

始形态改变或四下扩散和滑动位移。但是如果没有

活动空间又会如何变化呢？我们大胆推想一下，物

质开始压缩空间，起初先压缩原子核外围的磁力线

循环空间，是单个原子的磁循环不能完成，强迫性

的完成物质磁场的大循环，集体向外释放磁能，对

外形成磁性。以前物质没有磁性，是因为单个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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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各自的磁循环，对外呈出无规则磁性，所以没

有磁性。在压力的做用下，磁性集中定向释放，所

以对外呈现磁性，这就是磁性形成的原理，地磁和

星体的磁性，就是这样形成的。 

压力继续加大，原子核外围的电子循环受

阻，原子为了实现循环，就把一部分能量子释放出

来，为保持自身完整。因热能释放，物体开始升

温，随着压力的继续加大，物质慢慢的液化，然后

再汽化，最后完成离子子化。再继续，离子子开始

分解，先有大离子分解成小离子，小离子继续分解

成质子中子夸克组成的汤，最后完全分解量子化，

完成一个恒星的能量产生过程。质子夸克的离子汤

里，质子的反应就是质子对撞机里的情景模式。离

子相互对撞分裂，形成更小的离子。  

摩擦生电是我们都知道的现象，石尖火花现

象表明，石尖有个超高温的能量释放过程。一个人

的力量 完成石尖的火花，地球板块的力量，产生

了火山爆发，地球的力量有了地心地热。木星的力

量，有了大红班，太阳的力量，有了光芒四射。从

自然现象看，我们做这样的推理。但是，我们的推

理是不是正确，只有经过压力实验验证才能确定，

压力下物质的变化状态，才是解开摩擦生热实质的

根本。有人说摩擦生热是物体相对运动的结果,没

有相对运动,只有压力不会生热.如果我们从粒子原

子模型的层面看,两个接触物体表面就没有绝对的

静止,两个粒子间就没有摩擦,只有碰撞和不碰撞两

种情况.所以摩擦生热的实质是,压力下粒子碰撞产

生的粒子质能转换. 

（注明：我的星球模型，没有气态星球，太

阳是液态的，木星是半液态的星球，就是地球崩裂

的哪个时期。这里对地磁场的描述，绝对是现在世

界上，对地磁现象，最强有力的解释）。  
 

（2）物质的三大特性  

我认为，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物质有三大特

性：(1)物质的热辐射性；(2)物质的冷聚合性，

（3）物质的温组合性。由于我对物质特性的认

识，起源于太阳和宇宙的思考，所以在说明这些问

题的时候，是和星系的演变联系在一起说明的。  

一， 物质的热辐射性 ；  

物质在极高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物质由原

子变成离子物质，再变成质子、中子等组成的基本

粒子汤，然后这些离子在高能状态下，相互碰撞产

生湮灭，成为量子以光速形式向空间发射，这个过

程就是在恒星内部发生的，太阳就是我们最亲近的

其中一个。恒星也正是以这种形式把物质抛射。

（离子在高能状态下相互碰撞，湮灭成量子，这在

欧洲质子质子对撞实验中是已经证明到的），没有

物质可以在恒星的恒心还以离子态存在的，离子能

不能在恒星内部完全量子化，是衡量恒星标准。物

质的热辐射性，是物质的质能转换。  

二， 物质的冷聚合性；  

恒星内部把物质湮灭，以光速形式开始了它

抛物线型的宇宙旅程，最后在星系边沿极冷的地方

聚集，形成了绕星系转动的分子云气，由于星系的

转动性，使得这些光速行驶物质的传播距离大大增

加，最终这些物质绝大部分不能垂直逃离恒星和星

系，最后在星系的边沿形成分子云气，也就是说，

由于转动的原因使得以星系为轮回单位的空间缩小

了。这些分子云气在星系的后期，冷却后就形成了

巨分子云。物质这种在星系边沿的低温状态下冷

却，把量子重新聚拢、组合，并在压力的配合下。

重新组合成基本粒子，大质量原子的过程，就是物

质的冷聚合性，这个过程也是物质湮灭的逆过程。 

三， 物质的温组合性 

就是以现在地球温度为基础，现代科学研究

的，人们生产生活利用的有基本粒子组成的原子，

分子间发生的多种物理和化学变化。全部都是物质

的温组合特性。例如；C燃烧生成 CO2，然后在冷

却成干冰；C、H、O 组成的无机态、有机态、植

物、动物等都是物质的温组合，像铁有固态变为液

态，再变为粒子气态，还是温组 1 合，直到在高

温、高压下成为质子、中子的离子汤和后来湮灭成

为量子的过程，才是物质的热发散。大质量原子的

衰变，也是物质的热辐射性。 

物质的三大特性、现代人们认识、研究、利

用生活中的物理，化学变化，只是它的温组合性，

而它的辐射散性人们已有接触，但没有认识；物质

的冷聚合性，人们既没有接触也没有认识，它就在

人们有着神秘认识的黑洞区里发生。过去有人研究

过物质的冷聚合性没有进展，我认为首先是条件有

限-----冷的力度太小；其次是没有认识分清物质的

冷聚合和温组合的特点。这里所说的正是冷聚合的

关键点。  

我思想的主要突破就是完成了冷聚合说关键

阶段的想象，并认识到物质从辐射到聚合是一个完

整的宇宙轮回，由于我思想的出发点是物质的冷聚

合，和现在科学届热聚合的主流有实质的差别。对

宇宙事物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别，如；我认为云气笼

罩的大麦哲轮系，是正在走向熄灭的星系，而清亮

的小麦哲轮系，才是诞生不久的星系。 

最后补充几个个人认识，供参考 

先说三个概念，不一定很准确但没有找到更

好的描述。 

辐射是粒子物质降温时向外散发能量的过

程。 

量子是粒子物质降温过程向外辐射的能量单

位。是一个具有波动性的线型小粒子集合体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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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粒子。粒子模型参考生物细胞的 DNN 螺旋模

型。它由辐射产生，具有偏振和自旋，不可观测性

和纠缠性。辐射特征参考雨伞脱水模型，自旋参考

DNN螺旋模型。  

温度是粒子物质对外辐射能力大小的测定。  

冷却定律; 

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物质，其中的每一个原

子，都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个里高外地的温度

场，不停的向外辐射能量，冷却自己，是自己的状

态更加稳定。同时又在不断吸收临近别的原子物质

传递过来的能量。每一个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物质，

都在这放热和吸热的动态中保持平衡，放热是主动

的，吸热是被动的。《冷却定律》和中学学习到的

《热交换定理》有实质性的区别。热交换是从分子

的层面认识的。而冷却定律，则是从量子的层面解

释的热交换。这里注重一点，主动冷却是物质的基

本特性。这个特点是以前人所没有认识到的。  

温度是什么? 

我们拿温度计测量温度，高高底底的，到底

测量的是什么呢？在空气中，测量的是气体的运动

速度吗。显然不是，在固体里测量的是晶振幅度

吗，在液体里测量的是压力吗，显然都不是。在太

阳光下，我们可以测量到太阳的辐射温度，在高温

物体边，我们可以测量出物体的辐射温度，在室内

我们测到的温度是什么呢，依然是辐射，是室内物

质辐射能量的测定。在固体和液体里，我们测定的

温度依然是它们辐射能力的。所以，温度是粒子物

质对外辐射能力大小的衡量。 
 

结 论 

通过对自然现象解释，总结推理出来了物质

的三大特性，很好的唔合古文化的结果。建立起来

了一个全新的物理学宇宙模型。 

通过对自然现象解释，认识了摩擦生热实质,

总结推理出来了物质的三大特性，很好的唔合古文

化的结果。建立起来了一个全新的物理学宇宙模

型。 

最后补充一下我的思维形成过程，供大家参

考资料。。 我叫李雪峰，河南三门峡渑池县农

民。高中时偏爱物理，对光电部分想入非非。83

年，我给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写了我的认识，

还得到了回复，说我说的是一本书，我听不懂是什

么。后来又学习了晶体管电路基础和电工电器。84

年看到一本书<量子力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才知道当时回信，说的书是量子力学。别人的量子

力学是学不会的，我的量子力学是想出来的。什么

概念。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否定了一个猜想，就

是宇宙中充满了物质。这个认识已经达到了现在的

科学尖端水平。98 年产生了一个想法，强光处可

以生成粒子。我把这个认识写信给了，广播电台的

奇思妙想栏目。人家还给我奖励了一本《科技大世

界》。这个认识绝对是当时物理学前沿认识。05

年看到太阳黑子爆发的视频觉得和主流认识描述的

现象不一样，再思考中子星，黑洞，热聚合，越想

越觉得不对。我大胆的运营了物极必反的原理，按

黑子现象，推理了液态太阳，结果豁然开朗，一通

百通。完美的解释了自然现象。就这样液态太阳说

初步形成。后来又根据自己的认识，联系实际的用

石尖火花现象，解释了太阳能源的来历。07 年看

到了<天文物理学前沿>，完成了我的演火宇宙模

型。13 年修改了我理论中的（太阳型恒星的演

化），15 年在牧夫天文论坛里，看到别人提供的

太阳高清图，认识总结了太阳黑子、耀斑、日珥的

规律。现在又独到的解释了，地磁场形成原因。在

和大家的讨论中，认识了我说的那些认识。这就是

我思维的形成过程。你说如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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