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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能量与信息到“暗信息” 

 

王德奎 

 

摘要：今天人们所知的复杂性，最难的还是“暗物质”、“暗能量”、“暗信息”，而把观测的范围延伸到普

朗克长度。它们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膜世界中，一个在高维时空中的四维面或膜，而且邻近我们膜世界

还有第二张膜，或称“影子膜”，光被限制于膜上，不能通过它们之间的空间传播，所以我们不能看到影子

膜世界，但会感觉到影子膜上物质的引力影响，这是否就是“暗信息”. 

[王德奎. 从物质、能量与信息到“暗信息”. Academ Arena 2023;15(12):10-14]. ISSN 1553-992X (print); ISS

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03.doi:10.7537/marsaaj151223.03. 

 

关键词：暗物质、暗能量、暗信息、环量子、球量子、超全息 

 

【0、引言】 

物质、能量与信息三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但

现在有“暗物质”、“暗能量”，是否就有“暗信息”呢？

当然，“暗物质”、“暗能量”问题常与宇宙学、粒子物

理或量子场论相联系，带有很强的量子性，那么“暗

信息”是否类似量子“暗物质”、量子“暗能量”，也是

量子“暗信息”呢？目前大多数人对此还比较模糊的，

但有的人似乎在模糊地把“暗物质”、“暗能量”、“暗

信息”暗中统一在起。 

例如，时空“虚粒子”的虚质量、虚能量，如果不

是物质和能量，那么，这类似不是物质和能量的信息，

而且这类信息也带“虚”信息的性质；当然带虚信息

的不一定的“虚粒子”，所以“虚粒子”带的虚信息可称

“暗信息”。 

 

【1、量子信息与粒子物理】 

如果“环量子”要介入量子信息学，有一个比较

基本的问题，就是“环量子”三旋相干性是怎么不被

破坏的？ 

破坏就是坍塌的过程，也就是怎样进入“点内空

间”的。这个问题肯定是非线性的。如果量子信息是

朝一个方向走，让相干性变得更加的长，范围更大，

而坍塌恰好是它的反方向，是类似有干扰、有耗散等

现象，那么“环量子”能否像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那

样，去统一描述目前人类已知的最小“粒子”（夸克、

轻子、光子、胶子、中间玻色子、Higgs 粒子）的性

质和强、电、弱三种基本相互作用，以及沿此方向去

研究、探索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理论、新模型和新的物

理概念？众所周知，这种新的研究、探索有的已经公

诸于世，这里暂且不谈，然而如果反观球量子单曲率

诠释体系，存在拓扑分类、驻波图象、实验分析等硬

伤，也许更能增加一些鉴赏能力。 

例如，狄拉克认为，电子的波动方程允许的解的

数目是它应有的解的两倍。这些解的一半联系于动

能为负值的态。 

在经典相对论中，由于所有经典力学变量的变

化是连续的。如果动能原来是正的（它一定大于或等

于零），它后来就不能为负的（小于或等于零）。但

是在量子理论中，不连续的跃迁可能出现，所以，如

果开始时电子处于动能为正的态，可以作一跃迁而

跳到动能为负的态，因此，不能再像在经典理论中一

样，简单地忽视负能态。 

负能解联系于一种新的粒子的运动，这种粒子

的质量等于电子的质量，电荷符号与电子相反。所以

不是“暗信息”的虚粒子，这样的粒子已经在实验中

观察到，称为正电子。 

这里不能说，负能解代表正电子；说一个正电子

有负的动能，肯定是不对的。所以从上世纪到 21 世

纪有一些人在多少不同的立足点上建立类似正电子

的涉及“虚粒子”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理论。其中著名

的，如狄拉克把正电子之类的反粒子视为负能粒子

海洋中的“空穴”或“气泡”，负能粒子充满的海洋又视

为是真空，负能电子的无限分布对电场没有贡献。又

如费曼，他把负能解视为时间倒流宇宙中的表现为

不断打折、转换方向的一系列“反粒子”；这种解释与

复合时空理论对正电子的理解是在不同空间才是一

致的。复合时空理论把负能解直接与正电子对应，自

由正电子的填充可以自然地消除狄拉克海的起伏困

难，但在费曼图中，没有这种解释引入的多重时空，

只是在正实数时空和正虚数时空之间跃迁打折、转

换方向。 

而量子曲率解释认为，狄拉克方程的负能解作

为时间倒流宇宙的一种“粒子”，等价于时间顺流的

宇宙中低于真空零点能的负能粒子；同一种物质在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mailto:aarenaj@gmail.com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http://www.dx.doi.org/10.7537/marsaaj151223.03


Academia Arena 2023;15(12)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J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renaj@gmail.com 
 

11 

四重复合时空中的不同形态等价于同一时空中的四

类对称的物质，即空间左右对称，时间正负对称。 

这里量子曲率解释的时间正负对称，是漏掉了

时间的正负虚数对称说的，它只是把正负实数对称

的时间倒流宇宙的粒子，对应于普通时空中的负能

态粒子，反之亦然；这与狄拉克一致而与费曼图不完

全是一致的。正负实数对称的时间倒流只能类似正

放电影和反放电影，而且量子曲率解释把正能粒子

类比于真空海洋中具有正曲率的波峰，负能粒子类

比于真空海洋中具有负曲率的波谷，它们各自有对

称（电荷、宇称或自旋相反）的反粒子，这是把反粒

子的单个粒子和粒子场与波峰、波谷的波浪场混淆

的波粒二象性类比。 

这不如它的类比量子力学交易解释的图像有个

反粒子的单个粒子图像清晰。这个反粒子的单个粒

子图像，类似一段振动着的和飘荡着的“弦”，当然这

只能是局域性的，而不是非局域性的。 

例如，按量子曲率解释把“提供”波和“确认”波都

看成是有自身的几何形态，通过量子交易得到的量

子几率形成的相互作用后的“提供”波和“确认”波，也

看成是有自身的几何形态，从而进一步揭示物质波

几何形态像类似一段振动着的和飘荡着的“弦”的复

杂性和多层次性。如把“提供”波和“确认”波，分别视

为带有正能和负能的波包“弦”或者“自组织细胞”振

荡体系的“呼吸波”“弦”来看，迭加而成的对粒子的运

动状态起着“相位调谐”导波作用的薛定谔物质波，

实际是不带能量的“空波”的理由是，“提供”波相当于

呼出的像一段飘荡着的振动的“弦”的虚粒子气，“确

认”波相当于吸入的像一段飘荡着的振动的“弦”的虚

粒子气，两者的迭加所完成的量子交易使微观粒子

的总能量达到收支平衡；无论是“提供”波还是“确认”

波，其中要设像一段飘荡着的振动的“弦”的虚粒子

气团均以光速传播，从而使整个过程所完成的内在

时间为零。 

再对比费曼图中表现为不断打折、转换方向的

一系列类光世界线的总和，就如同而从始点到终点

的世界线，使得像一段飘荡着的振动的“弦”的电子

之类带质量的微观粒子的总体运动速度低于光速。

由于像一段飘荡着的振动的“弦”的“提供波”和“确认

波”之间的量子交易平衡，也就产生了物质波本身的

“周相谐振”。 

而 1927 年爱丁顿就主张量子系统，存在两个沿

相反时间方向传播的像一段飘荡着的振动的“弦”的

对称行波，它们共同形成了量子概率。薛定谔方程是

描述概率幅演化的波动方程；若取薛定谔方程的复

共轭，可视为向过去传播的波函数，当然这意味着两

个时间即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未来的像一段飘

荡着的振动的“弦”的相通，也意味着量子论的时间

箭头与电磁学时间箭头是不同的。 

 

【2、环量子、全息、超全息与“暗信息”】 

没有光子、没有电子也没有正电子的真空态按

照狄拉克对解的解释不是一个定态，因为电磁场与

真空中负能粒子海洋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负能电子海

中发散的、无穷大的密度起伏，而且不能通过简单的

修改方法（如重整化）来避开它们。狄拉克认为，量

子场论中发散困难的存在，以及重整化技术的被迫

引入，意味着相对论和量子论的结合面临着根本性

的困难，量子场论有必要发展为更新的理论，那么这

种新的理论是“球量子”还是“环量子”？ 

“球量子”和“环量子”的问题是，量子像一个“点”，

量子像一个“体”，量子像一个“能包”，量子像一段飘

荡着的振动的“弦”，最后都可以归结为“球量子”。作

为献给科学的礼物，球量子已经正统了两千多年；由

于量子力学诠释向信息学科的渗透和拓展，“球量子”

又稳妥地迈向量子信息技术的科学。“球量子”重新

热闹起来的有关诠释是“量子曲率”的讨论和研究，

因为无论什么曲面，其基本的数学特征就是“曲率”，

而且有正曲率曲面和负曲率曲面之分，这就增加了

解释问题的自由度，所以有人把解决“薛定锷猫佯谬”

和“EPR 佯谬”的希望寄托于“量子曲率”。但理论物理

学经过了 20 世纪蓬勃发展以后，现在已面临“球量

子”和“环量子”之争，例如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或者

量子场论这些 20 世纪最辉煌的最基本的理论，有迹

象表明涉及“球量子”和“环量子”之争是最终难免的。 

类似爱因斯坦学派提出本想否定玻尔学派的假

设实验而发展出量子信息学一样，上世纪我国的政

治家们和科学家们联手打造“物质无限可分”和“一分

为二”的层子图像，本来是想否定玻尔学派的量子力

学“点”模型而发展出了“环量子”模型。这对量子信息

学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理想的“球量子”

和“环量子”是最对称的“球量子”和“环量子”，其“量

子曲率”似乎仅是单曲率和双曲率的数量多少的差

别。其实不然，由于拓扑学的介入，“球量子”和“环

量子”有不同伦之分，对应曲面，“球量子”类似完整

的曲面，“环量子”类似破裂的曲面，这就联系到黎曼

切口和膜理论的轨形拓扑，即在 25 种卡--丘流形的

基本轨形拓扑规范中，类似不穿孔的“球量子”类似

有 4 种，类似穿孔破裂的“环量子”有 21 种之多；再

联系到类似宏观物质如刚体与流体缔结的模糊体的

自旋，“球量子”只有 8 种转动，“环量子”却有 62 种

转动，这又增加了“环量子”解释问题的自由度。如果

基本的“球量子”和“环量子”物理理论还需要继续发

展，而且有可能继续发展，当然其难度很大，需要数

学方面的准备，也还要有哲学方面的准备。 

我们发现球量子曲率解释的一些“疑难”问题，

在物理上进一步加强研究的时候需要考虑。例如 20

世纪初“量子论”一提出，就遇到点量子的发散困难，

海森堡提出，对“量子”，存在着一个长度的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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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叫普朗克长度，或普朗克常数，这是一个不确定

性的“点”，而不是决定论的“点”。这种的共识争论产

生的虽是基本粒子不是点粒子，但接下来到 21 世纪

初仍分为两派：一派类似球量子，我们称这是一种单

曲率解释；一派类似环量子，我们称这是一种双曲率

解释。因为单曲率对应的球面与双曲率对应的环面，

在拓扑学上，不但球面与环面不同伦，而且拓扑不变

量、亏格也不同；如拓扑不变量：球面为 2，环面为

0；亏格数：球面为 0，环面为 1。但球量子曲率解释

却说，球面曲率的大小，才是表明拓扑类型。球面与

环面拓扑类型不清，这是球量子曲率解释第一个“疑

难”。 

有人认为本来好好的四维空间，要考虑十几维

空间；本来是“球量子”的粒子，要考虑到“弦”、高维

的东西、膜什么的；这种方向，这种选择，是不是唯

一的？是不是对的？这些问题把我国所有的科学老

将和新兵，都困住了。这是否类似当年粒子和波动的

矛盾，时空是绝对还是相对的矛盾？也许还不够，他

们认为还有类似复杂性和简单性之间的矛盾；目前

是到了从夸克以后已经不像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可以

做到解释复杂性的阶段，像“弦”的场论就比粒子场

论更为复杂，在那么的小范围，能量那么大，激发的

自由度那么多，一开始就是一个复杂系统。但是人们

不知道，“环量子”正是把简单性和复杂性缔结在一

起的，这在粒子和波动、时空的绝和相对上也有所体

现，“环量子”面对复杂性的问题基本上有了解决的

方案。 

中华民族既然是一个整体，历史的分久必合、合

久必分现象不会是绝对的、也不是确定性的。全球必

然要走向多元共体的趋势和人类需要向宇宙其他星

球开拓，预示着不仅基本粒子中有复杂性问题，生物、

社会中更是有复杂性的问题，这些都是与统计天然

连在一起的问题，都能追寻找到本质上把简单性和

复杂性缔结在一起的“环量子”三旋现象上。除了基

本粒子，利用“环量子”能够解释的现象还有很多，并

且还是集中在宏观的量子态方面。 

然而今天人们所知的复杂性，最难的还是“暗物

质”、“暗能量”、“暗信息”，而把观测的范围延伸到

普朗克长度。它们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膜世界中，

一个在高维时空中的四维面或膜，而且邻近我们膜

世界还有第二张膜，或称“影子膜”，光被限制于膜上，

不能通过它们之间的空间传播，所以我们不能看到

影子膜世界，但会感觉到影子膜上物质的引力影响，

这是否就是“暗信息”。类似“暗物质”、“暗能量”的影

响强大一样，是否“暗信息”的影响也有强大的一面？

“暗信息”与全息是否也关联？或是“暗信息”就类似

一种“超全息”？当然，邻近我们膜世界的第二张膜

或许是“朗达尔--桑德鲁姆模型”的一片膜，它的额外

维延伸到无穷，但被弯曲得像一片马鞍面，它的曲率

行为和“影子膜”相似，即一个物体在膜上的引力影

响被局限在膜的小邻域中，而不会发散到额外维的

无穷去。 

然而在环量子三旋理论看来，不管邻近我们膜

世界的第二张膜是“影子膜”，还是无穷的“朗达尔--

桑德鲁姆模型”的马鞍面膜，都是属于模糊宇宙的模

糊面、模糊膜、模糊线、模糊带、模糊圈，它们是宇

宙与我们的四维面或膜世界一分为二的另一个世界，

人们把它称为零点能、真空、无、额外维、黒洞、黒

饼、虚时间、宇宙果壳、宇宙泡泡、宇宙液态水，等

等，它们可为零，可为正实、负实、正虚、负虚，反

正都是和宇宙我们四维时空物质不同的另一个模糊

世界，如果我们和它们之间，或和它们之分有一片膜，

并且还有极限相通，那么这片膜必定“环量子”膜；“环

量子”膜的线旋如果类似时光的顺流向极限相通，那

么流向另一个模糊世界膜后的一定是转化为“暗物

质”、“暗能量”、“暗信息”，也是负时间或虚时间；

反之，宇宙我们四维时空有“空出”的时空，那么“环

量子”膜的线旋流向“空出”的时空的“压力”或“吸引

力”，一定类似“暗物质”、“暗能量”、“暗信息”有巨大

影响。 

 

【3、球量子曲率能否解释“暗信息”】 

然而霍金对宇宙我们四维时空的无边界设想，

对膜世界的自发创生有一个在虚时间中的历史的边

界设想，仍是一个球面，是一个球量子曲率，或是一

个负曲率的马鞍面，它们在四维外也许还多出有额

外维。那么单说球量子曲率能否解释“暗信息”呢？

即如果有球量子负曲率，是否就能解释负时间或虚

时间、时光倒流？球量子曲率的拓扑学解释能否改

变为：球面曲率的大小不同可以作拓扑分类？继而，

再把球面与环面不同伦的拓扑学在球量子曲率解释

中变得统一起来，如说，电子可看作球体，球体的电

荷分布形成球面上任意方向上的环形电流，环形电

流半径即是康普顿物质波长，再把类似环面的环形

电流套在类似球面的原子或原子核上来图解。 

由于量子论与相对论被认为在互相协调方面有

困难，如在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时空是一种单纯

时空，其中一旦允许了右旋空间的存在，就不会再有

左旋空间，而时间也只有顺时一种，但这种单纯时空

框架不适用于量子理论。在晶体和分子结构中，有人

发现存在着分别为左旋或右旋的对映空间群，觉得

量子曲率跟复合时空理论在逻辑上将物理空间同数

学空间混为一谈，作“时间倒流”、“暗信息”之类修改

是可行的新解释。只是“复合”的“时空”数目应是 4 个，

两个表示“宇称”----空间反演，另两个表示“时间反

演”；而任何引用双分量旋量的理论，不论是经典的，

还是量子的，它们所用的时空背景实际上已是两重

的爱因斯坦时空。 

量子曲率解释试图通过假设粒子是具有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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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框架的场共振而成的相对稳定的存在物，其中一

个场的粒子有某种周期性变动，其周期等于能量在

不同场之间的转移的周期，这种能量转移过程是与

复摆的振动达到共振时，能量在二单摆间周期性转

移过程相似的；联系与双光子极化相关的理论，一个

粒子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时空框架，这种解释可以使

得玻尔和爱因斯坦都感到满意，一方面认为粒子是

客观的存在，它的行为符合扩充了的因果律，另一方

面认为波动性来源于复合宇宙中的不同宇宙之间的

跃迁。 

但这里量子曲率并没有像霍金那样设定邻近我

们四维膜世界有第二张“影子膜”或“朗达尔--桑德鲁

姆模型”的马鞍面膜，粒子行为类似膜上的波，所以

引入与滞后波的时间箭头相反的超前波，并用二者

的迭加、相互作用即量子交易来理解量子现象，其中

超前波和滞后波结合起来产生一个根本不需要时间

的有效的“超距作用”，从而出现非定域效应的这种

类似量子力学交易的解释，其非定域效应是不成立

的，因为引入的滞后波和超前波如果类似球面，像一

段飘荡着的振动的“弦”，就只能是定域的而不非定

域的。 

其次，能参与量子相互作用潜力的粒子发射出

“提供”波，像一段飘荡着的振动的“弦”在时间的两个

方向对称地运动，回到过去和走向未来。这列波可以

触发来自于许多其他粒子的许多作用，在每种情况

下，被触发的粒子发射出一列同样也回到过去和进

入未来的像一段飘荡着的振动的“弦”的“确认”波，表

示它参与作用的能力。所有确认波在时间上向回走，

在同一时刻到达产生最初的提供波的那个粒子处，

而且它按照熟悉的量子几率法则“选择”一列提供波

来参与交易。其他每个地方的波彼此相消，在两个粒

子间留下一个完成的交易。从波自身的“观点”看，整

个过程花的时间为零，如此解释 EPR 关联和薛定谔

猫思想实验也是不成立的，因为这是逻辑上将物理

空间同数学空间混为一谈的“时间倒流”和“暗信息”，

没有跳出我们四维膜世界进入第二张“影子膜”或“朗

达尔--桑德鲁姆模型”的马鞍面膜，不是真正的物理

空间的“时间倒流”和“暗信息”，而仅是数学空间的

“时间倒流”和“暗信息”。 

另外，类似环面的环形电流套在类似球面的原

子或原子核上来图解的驻波，其形成条件要满足：波

程除以波长等于整数。但球量子曲率解释中的数学

公式推导，往往变成不是整数而不能满足这个条件。

如球量子曲率解释说，量子力学单曲率解释引用驻

波概念，主要解决的是原子和基本粒子的稳定性问

题及基准曲率。但球量子曲率解释最关键的却是引

用了康普顿物质波长。这里，在球量子曲率解释说，

一个沿圆周运动的粒子----如电子所具有的角动量，

等于它的动量与该圆周运动的圆周轨道半径的乘积。

但该角动量不能取任意的数值，只能等于 h/2π 的整

数倍，即 nh/2π，设公式为（1)式。这里有两点值的

注意，一是 n 等于 1,2,3......,表示的是定态能级粒子

圆周运动的量子数，它是整数。我们可称它为能级 n；

二是这里提出的该圆周运动的圆周轨道半径，我们

称它为能级半径，它是球面的原子能级半径，也是球

量子曲率解释提出的第一曲率，也可称能级曲率。 

因该圆周运动的圆周轨道圆周长，为该圆周运

动的圆周轨道半径与 2π 的乘积。代入（1)式,一个沿

圆周运动的粒子的动量乘圆周轨道的周长等于 nh，

设公式为（2)式。球量子曲率解释又说，根据德布罗

意物质波假设，每一个定态能级对应于一种德布罗

意驻波。而众所周知，一个沿圆周运动的粒子的驻波，

如一个圆周长的振动，波节个数为一，波长就等于圆

周长；波节个数为二，波长就等于半个圆周长；波节

个数为三，波长就等于三分之一圆周长......，即波长

要能平分圆周长，才能形成圆周的驻波。即某一定态

能级的圆周轨道周长等于该定态能级轨道上的圆周

驻波的波长与波节个数的乘积，设为公式（3)式。但

这里又有两点值的注意，第一是，这里的 n 虽也等

于 1,2,3......,但表示的是波节个数，它只能是整数。我

们可称它为波节 n。 

球量子曲率解释的错误出在将（3)式代入（2)式

得的（4)式上，即某一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上的粒子

的动量乘该定态能级轨道上的圆周驻波的波长等于

h，即普朗克常数。原因是，只有当波节 n 等于能级

n 的情况，才能将（3)式代入（2)式得（4)式。即球

量子曲率解释混淆了驻波、波节与能级、量子数的概

念。 

接着，球量子曲率解释虽令某一定态能级的圆

周轨道上的圆周驻波的波长等于该定态能级的驻波

波包对映的球体半径与 2π 的乘积，即设为（5)式。

这里也有一点值的注意，就是定态能级的驻波波包

对映的球体半径，我们称它为波包半径，它是电子小

球半径，也是球量子曲率解释提出的第二曲率，或称

波包曲率。 

但球量子曲率解释把（5)式将涉及的波包曲率与

（1)式将涉及的能级曲率，却又不分开，即是把能级

的驻波波包对映的电子小球半径与该能级圆周运动

的圆周轨道半径，是混淆在一起的。因此，再加上沿

着混淆驻波、波节与能级、量子数概念的错误，它又

将（5)式代入（4)式得出设为的（6)式。而（6)式是

不能成立的。即某一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上的粒子

的动量乘该定态能级轨道上的圆周驻波的波长等于

普朗克常数 h，或某一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上的粒子

的动量乘该定态能级轨道上的圆周驻波波包对映的

电子小球半径等于 h/2π，是错误的。虽然球量子曲

率解释注明，在原子中，在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周长

上运动的电子的波程，除以该定态能级轨道上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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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驻波波包的波长，应是等于只有一个波节，才能解

释电子自身的稳定性，但这正等于是不打自招承认

（5)式、（6)式，是错误的。 

实际上，在原子中，在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周长

上运动的电子的波程，除以该定态能级轨道上的圆

周驻波波包的波长，应是等于只有一个波节的解释，

这只是少数的情况才存在。所以球量子曲率解释说

的基准曲率或特征曲率，只与能级 n 有关，与定态

能级的圆周轨道曲面的弯曲程度和弯曲方向有关，

在多数情况只是空话。因为球量子曲率诠释体系，只

适合于能级 n 和波节 n 都等于 1 的情况。 

说实话，球量子曲率诠释的驻波图象，类似“俄

罗斯套娃”，除少数粒子的外层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

周长等于该粒子的康普顿物质波长，即只有一个波

节的粒子外，球量子曲率诠释不会有什么意义。 

即在“球量子套球”内，描述微观客体“形”的球量

子曲率即使可变化，也无多少波动可言；而不像平面

上的水波或引力场的曲率波，可以通过所在的水面

或空间。球量子曲率解释沿着混淆驻波、波节与能级、

量子数概念的错误，做的实验分析也是错的。 

如根据质子、中子的康普顿物质波长，与质子、

中子的实验测定的半径数量级相同，提出了一公式：

某一粒子的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上的圆周驻波的波

长，等于该粒子的康普顿物质波长与 2π 的乘积。 

这个公式是不能成立的。原因是 2π 不是整数，

不能形成驻波。如果把粒子的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

上的圆周驻波的波长，看成是该定态能级的圆周轨

道上的圆周长，质子、中子的实验测定的半径理论上

可以通过康普顿物质波长来计算。本来球量子曲率

解释就设定粒子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上的圆周长，

只能等于该粒子的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上的圆周驻

波的波长的，再说这句话，只怕是避免循环推定之嫌

疑。 

球量子曲率解释的电子、质子、中子半径实验值

与康普顿物质波长理论值比较表，说它们符合得很

好或比较好，由此可以推出，以康普顿物质波的波长

为半径的圆周轨道周长，与粒子半径为球面的圆周

轨道周长有相关性；球量子曲率解释说这种相关性

是：一个稳定的微观粒子，既可以看成是以康普顿物

质波的波长为半径的球体，也可以看成是定态能级

的圆周轨道上的圆周长波程为一个波节的康普顿驻

波的波包。一边类似球体图像，一边又类似球体上的

波包图像，这是不通的；这个相关性推论，成立的情

况很少，也不是量子力学指的波粒二象性。 

 

【4、结束语】 

球量子曲率解释，指的这个相关性推论的电子、

质子、中子，它们外层定态能级的圆周轨道周长等于

只有一个波节的电子、质子、中子康普顿物质波长，

这只是少数情况，并不能推出大多数微观稳定粒子

也是这种情况的大球体或小波包。即一个为圆的圆

周长的波程，除以另个波长为圆的圆周长，并不一定

就等于 1,或 2,3......等整数。 

况且球量子曲率解释，设定的以康普顿物质波

的波长为半径的圆周轨道周长，与粒子半径为球面

的圆周轨道周长有相关性的公式中，含有 π的倍数，

即无限不循环小数，而和整数有区别。这种球量子曲

率公式诠释的物理信息，是类似全息术把一个空间

区域的信息编码到一个低一维面上的，它所缺少的

维上的信息，也能得知它描述的是正确或错误；也许

也类似一种“暗信息”，这球量子曲率解释从反面告

诉我们的信息，这种“暗信息”的影响力也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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