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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焦克芳猜想是指 2009年 7月 28日，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理毒理研究所研究员焦克芳教授，给北京

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长吴水清研究员的信中说：“我之所以没有把核素黑手点出来，是因为缺少足够证据。

希望有兴趣的网友揭露这 12个核素的生成秘密”。我们认为，焦克芳先生提出的是一个关于科学新时代的地

壳元素核素衰变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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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克芳猜想是指 2009年 7月 28日，中国军事

医学科学院药理毒理研究所研究员焦克芳教授，给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长吴水清研究员的信中说：

“我之所以没有把核素黑手点出来，是因为缺少足够

证据。希望有兴趣的网友揭露这 12个核素的生成秘

密”。我们认为，焦克芳先生提出的是一个关于科学

新时代的地壳元素核素衰变猜想，好在这篇发表在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网站首页的《捉住一只“黑

手”》的文章不长，现全文抄录如下： 

“笔者发现地壳元素中分布最多的前 12个元

素的形成规律。地壳中元素含量排序（前 12个）：

氧(45.2%），硅(27.2%)，铝(8%)，铁(5.8%)，钙(5.06%)，

镁(2.77%)，钠(2.32%)，钾(1.68%)，钛(0.68%)，氢

(0.14%)，锰(0.10%)，磷(0.10%)，其它所有元素

(0.95%)。为什么这些元素在地壳中含量最多？其中，

偶偶核素 8氧 16（8个质子，8个中子）含量最高，

其次是偶偶核 14硅 28、12镁 24、26铁 56、20钙

40和 22钛 46也是偶偶核素，可以理解。但是，奇

偶核素 13铝 27含量居第三位；11钠 23、15磷 31、

19钾 39、25锰 55都是奇偶核素，为什么？如果把

氢核素加上，偶偶核素与奇偶核素各占一半。但是

却没有一个是奇奇核素，例如，3锂 6、5硼 10、7

氮 14等。为什么大多数偶奇核素天然相对丰度较低，

例如，8氧 17（0.038%），括弧内为天然丰度、14

硅 29（4.67%）、12镁 25（10%）、20钙 43（0.135%）、

26铁 57（2.1%）。 

为什么天然相对丰度达到 100%的核素都是奇

偶核素？例如，11钠 23、13铝 27、15磷 31、25锰

55等。表面上看，毫无规律的地壳元素组成，其实

有着秘密的内在联系，就好像有一只黑手那样，一

直操纵着地壳元素的形成。” 

1、我们首先要说明，焦克芳教授说的那前 12

种元素排序中的核素规律现象，仍值得研究。但焦

克芳教授猜想的“黑手”规律不一定严格。理由是，

焦克芳教授说那前 12种元素的排序，在不同的资料

中，有一些出入。其次，焦教授提供的锰(0.10%)，

磷(0.10%)排序，丰度同为 0.10%，却有先后，说明

数据不准。接下来的元素的排序，也许存在更大的

出入，这说明所谓“偶偶核素与奇偶核素各占一半，

没有一个是奇奇核素”的规律，不一定能推理下去。 

（1）地球地壳中的化学元素丰度查对，我们

根据百度维科，搜索到包括 5 份不同资料来源得到

的结果，它们说明其中的数字估计值，会随着资料

来源及估计方式不同而改变，因此只能作大致上的

参考。与焦克芳教授提供的稍有不同排序的其中之

一是：1）氧(46.60%）；2)硅（27.72%）；3）铝(8.13%)；

4)铁(5.00%)；5）钙(3.63%)；6）钠(2.83%)；7）；

钾（2.59%）；8）镁(2.09%) ；9）钛（0.44%）；10）

氢(0.14%)：11）锰(0.12%)；12）磷(0.10%)。 

（2）这个排序，提供了锰和磷的丰度差别。

其次，虽然钠、钾、镁的排序与焦克芳的不同，但

前 12个元素都是相同的。地壳元素中分布最多的前

12个元素的形成规律，到底受哪些因素影响？众所

周知，英国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霍伊尔，解决了

化学元素的宇宙起源问题，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

1954年，他已证明从氦到碳这些轻元素能够在温度

为 1亿开的红巨星中产生；1957年，他和伯比奇夫

妇、福勒四人提出了著名的 B2FH元素合成理论；

1967年，霍伊尔、福勒和瓦戈纳合作，用大爆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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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释了所有其他轻元素的起源。但 1983年的诺贝

尔奖却只授予了福勒。 

（3）1996年我们发表的《物质族基本粒子质

量谱计算公式》等论文，部分支持霍伊尔的大爆炸

理论解释轻元素起源的假说。因为该组公式能把物

质族的 61种基本粒子--即 48种费米子、13种规范玻

色子的质量一一算出，这正是基于类似膜的撕裂的

宇宙大爆炸的时空大撕裂模型得出的。从霍伊尔到

基本粒子的质量谱公式能说明轻元素的起源，氢是

最简单的轻元素，也是元素周期表中所有元素原子

中最轻的元素，作为是宇宙大爆炸后最先的元素起

源，氢已成为地壳元素中分布最多的前 12个元素形

成的丰度背景，把氢和氢以后接下来的元素的排序，

列入地壳元素中分布最多的元素形成规律的寻找，

已没有意义。所以把焦克芳所说的那前 12种元素排

序，从氢开始删去，对剩下的氧、硅、铝、铁、钙、

镁、钠、钾、钛或氧、硅、铝、铁、钙、钠、钾、

镁、钛等 9元素排序规律的寻找，并不会受影响。 

2、在 2009年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上和在

这前后，我们发表的数篇关于大地震“拟大型强子对

撞机”假说原理的报告，并不否认地壳板块断裂带的

挤压、碰撞、错动、滑移等机制，这种宏观机制类

似火山爆发，机制是客观存在的，也是起决定性的，

但它又为什么不经常爆发？为什么它会固定在那一

些范围？这与它的微观机制及其概率是有联系的。

我们的“游戏”是，大地震和火山爆发是与微观的“量

子色动化学”机制及其概率是联系在一起。由于发现

小尺度结构的无标度性实在，部分子的真空卡西米

尔效应和能量量子隧道效应正是量子色动化学的增

长极。量子隧道效应借来的“能量”也类似虚粒子，

也是由不确定性原理和能量守恒原理产生的，而还

回去也类似“衰变”产生的正反虚粒子对的湮灭。由

此看来在量子色动化学中，我们把涉及部分子的卡

西米效应和能量隧道效应，是当作能量守恒原理和

不确定性原理的一种模型化在使用。最基本的实验

是真空卡西米尔效应，而真空卡西米尔效应最接近、

最简约的数是“8” 。 

即它类似正方形的 8个顶点，在局域和全域都

是最接近、最简约的一对或上下左右前后三对卡西

米尔效应平板的经验图像和先验图像。但对于所有

的自然数，甚至包括所有的实数、复数来说，是无

限的多，而由于“8”只有一个，所以 8的概率在自然

界是无限分之一，即没有奇迹能发生。 

（1）这就是引出量子色动几何“游戏”的起因。

而焦克芳地壳元素核素衰变猜想把这种“游戏”推向

了高潮。即地壳元素中分布最多的前 9个元素的形

成规律，是由于几十亿年以来地壳发生的无数次类

似大地震和火山爆发的量子色动化学“微调”排列的。

这可以通过前面介绍的量子色动几何层级图像的严

格计算与分析，其规律之明显，可定性与定量地表

达出来。 

（2）如果说量子真空的量子起伏，其“可分”

是物质、能量、信息，其“统一” 是物质、能量、信

息，那么它可以终结我国所有有关“新以太”问题的

创新。如果说量子真空的国际科学主流“游戏”，已

做到了弦/圈量子引力的份上，那么弦/圈量子引的绘

景可以终结我国所有有关量子引力“层子”问题的创

新。弦/圈量子的自旋“游戏”，从《易经》、《道德

经》揭示的五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国学自然的“环转出

入”、“原始返终”、“循环迭至”、“遂感而通”、“阴阳

五行”等“旋”认识，到新中国 1959年萌生的类圈体旋

束态的面旋、体旋、线旋编码“游戏”，已等待国际

科学主流的“量子色动力学”的出现多时了。谁在砍

我民族科学“游戏”之林，是说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

困的盲从，是对哲学决定论的数学贫困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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