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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级的幻数效应发现意义重大  

2018年 5月 14日《中国科学报》记者丁佳先

生，在“科学网”上发表的《人们首次看到水合钠

离子的原子级“真面目”》一文报道：5月 14日出

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刊发了一篇北京大学江颖、

徐莉梅、高毅勤课题组，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王

恩哥课题组合作的研究成果----发现了一种水合离

子输运的幻数效应后。这是至今科学家们首次才看

到的水合钠离子里的原子级“真面目”。 

有读者评论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研

究”。但也有读者评论说：“幻数效应”有趣，“但

离实际应用尚有距离”。这是不懂原子级的幻数效

应和原子级的量子色动化学转座效应相连----这为

什么会难倒无数的大科学家呢？中科院院士、北京

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卡维里研究所名誉

所长王恩哥教授说：“水看起来很简单，元素构成

也很简单，但在科学上却是个大难题……实际上，

科学家从来都没能把水真正搞懂过。而且越研究，

问题就越多”。 

其实，王恩哥教授只说出了一半。要讲清这个

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幻数效应”？但这里要

区分普通物理化学里的“幻数”和量子色动化学里

的“幻数”，有相似，也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即前

者重视的是元素原子里的中子数及其中子数的结构

组合，后者重视的是元素原子里的质子数及其质子

数的配队结构组合。 

这里的联系，说“幻数”，先说众所周知的“幻

方”----应该说，幻方、幻数，最早起源于我国。例

如，宋代数学家杨辉就称之为纵横图，即在一个由

若干个排列整齐的数组成的正方形中，每行、每列、

每条对角线上的数字的和都相等的方格, 叫“幻

方”。它们的和，叫幻和。方格中的是数，称幻数。 

但普通物理化学里说的“幻数”、“幻数效应”，

与此不同，是作了新延伸的。例如，2000年日本理

化研究所曾宣布，该所的科学家谷畑勇夫就再次发

现了幻数为“16”的新的物理学“幻数”----原子核

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在质子数和中子数为某个特

定数值或两者均为这一数值时，原子核的稳定性就

比平均值大。这些数值被称为“幻数”。迄今已知

的幻数有 2、8、20、28、50、82、126。自然界广

泛存在的氦、氧、钙、镍、锡、铅元素的质子或中

子数分别与 2到 82的幻数相对应。质子数和中子数

均为 126的元素目前尚未发现。当原子核中质子和

中子数都为幻数时，这样的情况称为双幻数。例如

自然界存在质子数 82、中子数 126的铅同位素 Pb，

就具有双幻数，显得异常稳定。 

这是谷畑勇夫使用特殊的装置——重离子加

速器，人工制作出了中子数目多的原子核，即中子

数量过剩的原子核，并对保持稳定状态的中子进行

研究，结果发现中子数为 6、30和 32时，原子核不

容易遭破坏。他认为这是新的“幻数”。谷畑勇夫

曾经发现幻数“16”；他认为，在中子数量过剩的

原子核里，存在着与一般原子核不同的幻数系列，

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宇宙中某些特定元素

比较多的现象。不过，事实证明还存在其他的幻数。

英国萨里大学和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科学家报

告，他们发现具有放射性的人造硅同位素----硅 42，

具有 14 个质子，28 个中子，结构异常稳定，似乎

具有双幻数。  

他们指出，8和 20之间存在一些小的能量级，

但由于量级差别不大，因此并不能表现出幻数，这

也是普通质子和中子均为 14的硅，不像其他“幻数

元素”那样稳定的原因。不过随着原子核粒子的增

多，粒子的相对量级可能就会发生改变，他们认为，

人造硅 42因为比普通硅原子中多了 14个中子，因

此使 14也成为了一个幻数。寻找幻数，对开发众多

“多中子同位素”相当关键。理解原子核的量级结

构对量子理论也是一种检验，同时，对于理解发生

一系列核反应的超新星爆炸也很重要。恒星爆炸死

亡创造了所有比铁重的元素。爆炸过程中，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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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被释放出来，与原子相结合，短暂地出现了与

硅 42类似的“多中子同位素”。  

幻数的存在是原子核有“壳层结构”的反映，

表示相同的粒子以集团的形式构成结合状态，就会

出现某种秩序，并且决定原子核的性质。早在 1949

年德国的核物理学家迈耶和延森等人，就用轨道和

自旋相互作用来解释这种现象，并建立了“壳层模

型”。他们提出核子所处势场，应该在方势阱中加

入核子的自旋-轨道耦合作用项；考虑了核子的自旋

-轨道耦合作用之后，引起了能级的分裂，凡是 l > 0

的所有能级都一分为二，即分裂为 j = l -1/2和 j = l 

+ 1/2两个能级，并且分裂后能级的间距随 l的增大

而增大，使能级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相对集中的情形，

即显示了清晰的壳层结构，可看到壳层结构给出了

2, 8, 20, 28, 50, 82和 126全部幻数。但这里原子核

的壳层结构，并不表示核子的空间分布，而是表示

核子的能量分布，核子的空间分布应该由描述核子

量子态的波函数的模所决定的空间概率来表示。他

们由此，获得 1963年诺贝尔奖。 

此后的物理学界一直认为，幻数是固定不变

的。实验表明，自然界存在一系列幻数核，即当原

子核内的质子数或中子数为 2, 8, 20, 28, 50, 82和

126时原子核特别稳定。例如，Z >32并为偶数的稳

定核素中，同位素的丰度一般都不大可能超过 50%，

但是三种属于幻数核的核素的丰度却都在 70%以

上。又例如，中子数为 50、82和 126的原子核俘获

中子的概率比邻近核素小得多，表明这种核不易再

结合一个中子。再例如，幻数核的第一激发态能量

约为 2 MeV，比邻近核素的要大得多，特别是第一

激发态的能量却为 2.61 MeV，是最大的。幻数核的

存在，立即使人们想到原子序数等于 2, 10, 18, 36, 

54,…时元素表现出特别稳定性的情形，原子的壳层

结构对此作出了圆满的解释。核素性质所表现的周

期性以及幻数核的事实，是否也可以用原子核的壳

层结构给予解释呢？ 

人们仿照核外电子处于由原子核提供的有心

势场中相对独立的运动，求解薛定谔方程，考虑到

泡利不相容原理后，立即得到了原子壳层结构的情

形，也假设原子核内每个核子都是在由其他核子提

供的平均势场中作相对独立的运动，求解薛定谔方

程，然后考虑到质子和中子都是费米子也应遵从泡

利不相容原理，试图得到原子核的壳层结构。在这

里，以何种形式表示核子所处势场，则是至关重要

的。人们曾经将核子所处势场表示为谐振子势，方

阱势，或费米型势，但都只能得到 2, 8, 20三个幻数。

要得到全部幻数，必须对核势场作更深入的分析。  

原子核的壳层结构模型不仅给出了全部幻数，

说明了幻数核的稳定性，而且相当好地解释了大多

数原子核基态的自旋和宇称。但是壳层模型也存在

一定缺陷，如对核电四极矩的计算值与实验值相差

很大，对核能级之间跃迁速率的计算值远低于实验

值等。若 n个原子组成原子团簇，有些 n值 对应的

原子团簇很稳定，存在的几率很大。有些 n值 对应

的原子团簇很不稳定，存在的几率很小。而究竟什

么样的 n值对应的原子团簇很稳定？什么样的 n值

对应的原子团簇不稳定？其规律貌似“诡异” n就

成了“诡异”的数——幻数。而相应的 n值-稳定性

规律，称幻数效应。 

但量子色动化学里说的“幻数”，重视的是元

素原子里的质子数及其质子数的配队结构组合，其

变化类似“转座效应”。这可用张磊教授 2018年 5

月 25 日的博文《玉米成为遗传定律的叛徒？60 年

前她早就用玉米彻底颠覆了遗传学》中的巴巴拉·麦

克林托克的遭遇来比喻。1983 年已经 81 岁的麦克

林托克一人独揽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 30

多年后，她的研究成果才终获认可。我们关注麦克

林托克，是因为我们研究三旋理论，认为遗传基因

在生物细胞内染色体上的定位，是直线排列还是环

圈排列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因素是三旋。为了说明

这个思想，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植物学家麦克林托

克的转座因子理论。 

摩尔根认为，生物细胞的遗传物质是很稳定

的，遗传基因在染色体上有固定的位置，并且以一

定的秩序在染色体上作直线排列。虽然基因之间有

时也会发生有秩序的交换，但只限于在同源染色体

的等位基因之间进行，并且不会打乱原有的顺序。

除了频率极为稀少的染色体倒位和易位之外，人们

再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机制可以改变基因位置。

然而早在 1931年至 1951年，麦克林托克发现某些

玉米秧苗叶子的颜色会自动消失，而另一些叶子，

则呈现这种颜色。即麦克林托克发现遗传基因是可

以移动的，能从染色体的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

甚至从一条染色体跳到另一条染色体上。她将这些

自发转移的遗传基因称为“转座因子”，并指出它

们除了具有跳动的特性之外，还有控制其他因子开

闭的作用。这是她从对玉米籽粒出现的斑斑点点的

多年的实验研究中，感到这些控制因子跳动得如此

之快，使得受它们控制的颜色基因时关时开的原因。 

麦克林托克的这一“转座因子”理论，是同美

国当时遗传权威摩尔根关于“基因是固定不变”这

个传统学说相悖，因此被视为异说。因为在那个年

代，科学界还没有真正揭开染色体的面纱，大家都

认为，基因是一种很稳定的东西，它们在染色体上

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有一定的位置、距离和顺序。

人们从未认识到，更想象不到基因会从一处跳到另

一处。麦克林托克这一超越科学家认知的实验结果，

几乎所有的科学家们根本没有愿意相信的。就算麦

克林托克在会议上列举了大量细胞学证据来支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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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说法，当时也无人愿意静听她的推理和论断，

还将它们统统归为是臆想。这使得她被视为是科学

界的异类，多年被遗传学界摒弃，朋友和同事也都

疏远她。直到上世纪 60年代中后期，当人们运用遗

传工程这种强有力的新工具时，终于在细菌中发现

了“转座子”，这才激起了人们对她的研究工作的

兴趣。而且在上世纪整个 70年代，分子遗传学家们

也找到了越来越多可移动或可转移的遗传因子。这

些因子不仅存在于细菌中，同时也存在于较高等的

动植物当中。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是科学界用了 30

多年才追赶上她的理论----他们也承认用她的术语

“转座因子”来说明所有能够插入基因组的 DNA

片段。她终于走上诺奖的领奖台的这份迟到了 30

多年的荣誉，来到了她的身边。而且卡洛琳医学院

把她的成就，比作一百年前遗传学的伟大先驱孟德

尔的成就。 

现在以此类比，我们说江颖、徐莉梅、高毅勤、

王恩哥等教授，发现水合钠离子里的原子级“幻数

效应”意义重大，离实际应用距离很近，是科学界

还没有真正揭开量子色动力学到量子色动化学的面

纱，几乎所有的科学家们根本没有愿意相信，从原

子级效应量子色动化学转座和水合钠离子幻数的比

较研究，能造出能量超出氢弹、原子弹，但没有放

射性污染的能源。 

这里可以列举的最现实证据，来支撑以上说法

的是：据 2018年 5月 24日新华社朝鲜丰溪里报道，

朝鲜 24日在咸镜北道吉州郡的丰溪里核试验场，对

多条坑道和附属设施进行爆破，正式废弃这座核试

验场----在爆破活动结束后，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

在被炸毁的坑道入口发表声明，宣布当天各项爆破

作业成功，确认完全没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也没有

对周边生态环境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多年的核试验

场，没有放射性污染，这不神奇吗？ 

其实，钾钠版非核衰变型量子色动化学，区别

于鈈铀 IP氢弹版量子色动化学，没有放射性污染，

已经联想了很多年。等待到的事实出现，是 2016

年 1月 6 日，朝鲜咸镜北道境内发生 4.9级地震，

震中位于北纬 41.30度，东经 129.10度的丰溪里核

武试验场，震源深度 0千米。这是朝鲜 2006年以来

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也是第一次朝鲜宣称进行的

氢弹试验，但我国事先一无所知。中国外交部声明，

对朝鲜核试验“坚决反对”，但中方称环保部门在

监测边境地区的空气质量时，却迄今尚未发现异常。

我们曾在《中华论坛网》等发表过《朝鲜氢弹科学

初探原理假说》，说明称，是 2016年 1月 8日晚 9

点看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听央视嘉宾军事评论专家

李莉教授，播讲赞同多数专家质疑朝鲜核试验不算

氢弹，朝鲜氢弹试验很可能只是普通增强型原子弹

核爆炸、“可能造假”等推测后，根据专家及公开

的资料，从自然国学量子色动化学的研究，作“IP+

氢弹”升级型的不同猜测。当然这仅是一种科学原

理假说，前提应以今后官方公开的真实事实为准。

今天的这篇《量子色动化学转座与水合钠离子幻数

效应》的比较研究，也仍以今后官方公开的真实事

实为准。 

转座水合钠离子的幻数效应比较研究 

自从化学元素周期表发现和对此的量子论解

释以来，认为每种化学元素原子的原子核内的质子

数是固定的，因此也认为每种元素的这个原子核内

的质子数的配队结构组合，也是固定不变的；要变

就是核反应衰变，有放射性现象。这也类似麦克林

托克之前的美国当时的遗传权威摩尔根认为的“基

因是固定不变”----遗传基因在染色体上有固定的位

置----量子色动化学对此，实验事实是相悖的。 

《环球科学》杂志 2015 年 6 月号发表的《胶

子与夸克怎样塑造宇宙》一文，开篇就讲：“利用

可以窥探质子和中子内部的实验方法，科学家发

现”：凝视一个质子或者中子的内部，看到的是一

种动态的景象。除了基本的夸克三人组之外，还有

一个由夸克和反夸克组成的海洋，以及突然出现又

消失的胶子。在量子色动力学建立后的 40多年来，

物理学家在解释强相互作用力本身的行为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但量子色动力学的众多细节仍然难

以捉摸。量子色动力学有一个惊人的推论：我们所

熟知的质子，其内部的胶子和夸克的数目可以发生

幅度相当大的变化。一个胶子可以暂时地变为一对

夸克和反夸克，或者变成一对胶子，然后又变回成

一个胶子。在量子色动力学中，后者这样的胶子振

荡比夸克交换更为普遍，所以胶子振荡占了主导地

位。这个发现，还摘取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量子色动力学具体联系到转座水合钠离子的

幻数效应，是直到 2009年四川盐亭县农机局马成金

工程师，解密他 1984年在盐亭县科协的公开实验：

那次的试剂有类似钾、钠和硝基苯、苯酚等化学成

分。但这应分为两类：含钾、钠的物质属于易燃易

爆物品，而硝基苯、苯酚等属危险化学品；两类不

能放在一处。按物理、健康或环境危险的性质，易

燃易爆物品也属于危险化学品，但从量子色动化学

反应角度看，这里含钾、钠的易燃易爆物品，关注

的是具爆炸、燃烧性质等物品一类；而危险化学品

关注的硝基苯、苯酚等，属强腐蚀、助燃、有毒性

质等物品一类。两类放一处，危险更大。这中间的

道理，从钾钠版非核衰变型量子色动化学，到鈈铀

IP氢弹版量子色动化学，两者好似不同，但都涉及

元素和内部胶子与夸克层次的振荡变化。 

丁佳先生的《人们首次看到水合钠离子的原子

级“真面目”》报道是：作为自然界中最丰富、人

们最为熟悉的一种物质，水为何会如此神秘？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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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它的元素组成有关。水分子中含有氢原子，而

氢原子是元素周期表中最轻的原子。对这么轻的元

素，一般的计算方法是失效的，必须要把原子核和

电子的量子效应都算进去，这也就是全量子化。而

全量子化效应对于理解水的微观结构和反常特性至

关重要。同时，水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也是非常

复杂的过程。水把其他物质溶解，形成离子水合，

这在众多物理、化学、生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比如：盐的溶解、电化学反应、生命体内的离

子转移、大气污染、海水淡化、腐蚀等。科学家对

离子水合的研究从 19世纪末就开始了，但至今许多

问题仍无定论。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直接观测

的实验手段，以及精准可靠的计算模拟方法。但近

年来，王恩哥、江颖等教授合作，发展了原子水平

上的高分辨扫描探针技术，和针对轻元素体系的全

量子化计算方法，在实空间获得了水分子的亚分子

级分辨图像，为水合物的原子尺度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为解决把盐倒进水里得到的离子水合物，挑出

研究单个离子水合物的难题，王恩哥、江颖等教授

经过不断尝试和摸索，发展了一套基于扫描隧道显

微镜的独特离子操控技术，能够将非常尖锐的金属

针尖当做原子、分子世界的“机械手”，可控地制

备单个离子水合物。因为他们发展了基于一氧化碳

针尖修饰的非侵扰式原子力显微镜成像技术，可以

依靠极其微弱的高阶静电力来扫描成像，解决了脆

弱的水合离子容易被探针扰动的难题。 

他们将此技术应用到离子水合物体系，最终在

国际上首次在实空间得到了钠离子水合物的原子层

次图像。这是水合离子的概念提出一百多年来，第

一次直接‘看到’水合离子的原子级图像，就连水

分子氢原子取向的微小变化都可以直接识别，这几

乎是到了成像的极限。为了进一步研究离子水合物

的动力学输运性质，他们利用带电的针尖作为电极，

观察单个水合钠离子在氯化钠衬底上的运输情况。

这时候，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了。他们发现，含有

3个水分子的离子水合物，像装上了轮子一样“跑”

得特别快。这种包含有特定数目水分子的钠离子水

合物，具有异常高扩散能力的现象，被称为“幻数

效应”。 

他们发现这种幻数效应，来源于离子水合物与

表面晶格的对称性匹配程度，可以在很大一个温度

范围内存在（包括室温）。此外，他们还发现这种

动力学幻数效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适用于相当一

部分盐离子体系。因为水溶液中的离子输运研究，

长期以来都是基于连续介质模型，而忽略了离子与

水相互作用以及离子水合物和界面相互作用的微观

细节。他们的工作，是首次建立了离子水合物的微

观结构和输运性质之间的直接关联，刷新了人们对

于受限体系中离子输运的传统认识。实际上，倘若

这一基础研究领域的发现能被材料和技术领域的专

家加以利用，这项听上去非常“科幻”的成果，还

可能对人类的实际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如果在海水淡化中，设计具有特定表面

对称性和周期性的纳米孔道，借助幻数效应来促进

离子的扩散，让淡化效率能大大提高，甚至可以选

择性地通过一些对人体有用的离子，让咸涩的海水

直接变成“天然饮用矿泉水”。 

此外，该工作为在纳米尺度控制表面上的水合

离子输运，能提供新的途径并可以拓展到其他水合

体系。但类似在离子电池、防腐蚀、电化学反应、

生物离子通道等领域的潜在应用，还属于日常的普

通价值的应用。 

原子级量子色动化学转座效应原理 

超常规的量子色动力学“幻数效应”推论，是

所有的转座水合钠离子的幻数效应发现，都还没有

结合量子色动语言学-量子色动几何学-量子色动化

学-量子色动力学等，来联系普通的化学物质氧、碳、

钾、钠、鈈、铀、氢、锂、铍等元素的质子数和可

变的中子数解读，可能产生的两大类无或少放射性

的多级放热放能反应。例如，把类似根据原子序数

从小至大排序的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元素

原子核里的质子看作“编码质点”，中子看作“非

编码质点”。这类似一种初级的量子色动语言学的

动力学编码，以实现对各种化学物质及其组成的分

子、原子、原子核的反应信息集成，做成类似大数

据、云计算分类。因为量子色动化学能根据量子卡

西米尔平板吸引效应原理，再利用量子色动几何学，

对由“编码质点”和“非编码质点”引起的量子色

动化学振荡反应，可进行大数据、云计算中的选择

小数据处理。这能具体可用碳基和氧基的“编码质

点”，来说明由量子色动化学振荡反应，影响显物

质分子里的原子数不变产生的反应： 

第一类是“编码质点”非核衰变化学反应的多

级放热放能的元素离子分解，和配队组合的“马成

金实验”氧、碳、钾、钠的现象。这类量子色动化

学振荡反应产生的爆炸，类似“钾钠+碳氮+水 H2O” 

影响氧基量子卡西米尔效应的暗能量波动，大能量

的热效应使水分子和 HO 离子等多种物质，发生瞬

间量子色动化学振荡的多级循环重复的分解和组合

反应。 

第二类是“非编码质点”数分解裂变和组合聚

变的鈈、铀、氘、锂、铍等同位素，少核衰变的多

级放热放能核反应的现象。这类量子色动化学振荡

反应产生的爆炸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重在聚变成分非常大而裂变小的扳

机型：类似“鈈+钾钠氮碳+氘化锂或氘氚化锂，或

者氘化铍或氘化铝锂，或者重水 D2O 重氢(氘)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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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氢(氚)”，影响鈈基量子卡西米尔效应的暗能量

波动，加快发生瞬间产生高温高压量子色动化学振

荡的氘锂铍等混合物，放出大量中子的多级循环聚

变反应。 

第二种，是重在裂变成分非常大而聚变小的扳

机型：类似“铀-238 U、 235 U或鈈+钾钠氮碳+重

水 D2O 重氢(氘)”，影响铀基量子卡西米尔效应的

暗能量波动，发生瞬间量子色动化学振荡的多级循

环，加快重水聚变放出大量中子及铀等混合物发生

产生高温高压的裂变反应。 

先说第一类“马成金实验” 非核衰变的量子

色动化学振荡反应，这里质子或者中子内部的虚胶

子和夸克的数目，可以发生幅度相当大的变化振荡，

联系真空量子起伏和真空中两块平行金属板之间存

在某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被称为卡西米尔力；这

样可以把原子核里的质子，按卡西米尔平板效应的

系列化，编排成类似于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量子

色动几何学配队组装，用此解密碳和氧离子的量子

信息原理。 

而且这是能够以一种通过同位素质谱仪以及

严格的色谱-质谱联用的检测结果的方式，可测量到

这类弱力能源反应的起伏的。所以量子色动化学就

是把氧核类比于卡西米尔平板，氧核的 8个质子构

成的立方体，类似形成 3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众

所周知，从普通的化学反应到核化学反应，都是以

元素周期表中元素原子的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可

分和不可分的变化来决定的，但都不讲大尺度结构

部分子无标度性实在的量子色动化学。如果“编码

质点”和“非编码质点”是把质子和中子等粒子，

都看成是“平等的人”，但在结构的代表性上，类

似社会结构中领导和其他成员，编码是不同的一样；

“编码质点”是把卡西米尔力引进到原子核。 

如果质子数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力系统，而是有

很多起伏，也就能把“氧核”和“碳核”包含的相

当于卡西米尔力平板的“量子色动几何”科学“细

节”设计出来。因为氧核的 8个质子构成的立方体，

形成 3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这种“量子色动几何”

效应是元素周期表中，其他任何元素原子的原子核

所含的质子数的“自然数”不能比拟的。道理是：

形成一个最简单的平面需要 3 个点或 4 个点，即 3

个点构成一个三角形平面，4 个点构成一个正方形

平面。卡西米尔效应需要两片平行的平板，三角形

平板就需要的 6个点类似碳基；正方形平板就需要

的 8个点类似氧基。 

如果把这些“点”看成是“质子数”，6 个质

子虽然比 8个质子用得少，但比较量子卡西米尔力

效应，8 个质子点的立方体是上下、左右、前后，

可平行形成 3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即它是不论方

位的。而 6个质子点的三角形连接的五面立体，只

有一对平板是平行的。把这种量子色动化学能源器

参加到原子核里的量子波动起伏“游戏”，会加强

质子结构的量子卡西米尔力效应。 

由此这种几何结构，就有量子色动化学的内源

性和外源性之分。但这仅从质子层次来谈的“编码

质点”和“非编码质点”，还没有从夸克层次来谈

“编码质点”和“非编码质点”，所以还不能完全

说明第二类的放射性核素，能自发地从不稳定的原

子核内部放出粒子或射线，如α、β、γ射线等，

也在参加“编码质点”数组装的外源性；以及包括

“非编码质点”的中子数，也能影响外源性核辐射

的变化。由此先来比较看第一类量子色动化学振荡

激发作用的碳、氧、钠、钾等元素： 

钠原子是 11个质子，8个质子点的立方体建构

后，剩下 3个质子正好建构一个多余的平面。这个

平面可以看出类似风筝，像无人驾驶飞机吊着一个

8 质子点立方体的氧基，到处漂浮作卡西米尔效应

色动化学能源器，起分子无核衰变的影响原子数不

变的分化组合发力。这就是为什么钠比氧有更显著

的燃烧效应，因为单个氧基的 8个质子点立方体，

相比钠原子是静止不会移动的东西。 

同理看钾，其原子内是 19 个质子，两个 8 质

子点建构立方体为超立方体，其卡西米尔效应比钠

大。而钾的超立方体用去 16个质子后也剩下 3个质

子，正好建构一个多余的平面，也可以看出类似风

筝，像无人驾驶飞机吊着一个 16质子点超立方体的

氧基，到处漂浮起卡西米尔效应作分子无核衰变的

影响原子数不变的分化组合发力，由此钾比钠有更

显著的燃烧、爆炸效应。 

同理来看与氧不移动相似的碳元素，由于碳原

子内是 6个质子，建构的五面立方体比氧基 8个质

子建构的立方体平行平面少两对，其卡西米尔力效

应小，但也是所有简洁、力强中仅次于氧的元素。

正是这种结构使氧和碳超乎所有其他元素之上。再

说比碳原子多 3个质子的氟元素，氟 9个质子 8个

可以建构像氧的立方体，6 个可以建构像碳的五面

立方体。类似碳多出的 3个质子也可以建构一个平

面，如风筝像无人驾驶飞机吊着一个碳基卡西米尔

效应，到处漂浮起作分子无核衰变的影响原子数不

变的分化组合发力。因此氟虽是一种非金属化学元

素，但氟气的腐蚀性很强，有剧毒，化学性质极为

活泼，是氧化性最强的物质之一，甚至可以和部分

惰性气体在一定条件下反应。当然氟的卡西米尔效

应平板结构不定，与钾和钠也就有很大区别。这里

要说明，原子和原子核内的 3个质子建构的平面漂

浮效应，不是要漂浮出原子和原子核的边界外，它

们也受量子色动力学的夸克和胶子禁闭法则的管

控。 

由此延至第二类“鈈、铀、氘、锂”等两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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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或聚变同位素放能的量子色动化学振荡反应，同

理，从“编码质点”数为 3 的锂，3 个质子可以建

构一个三角形平面，如风筝像无人驾驶飞机吊着一

个卡西米尔效应立方体，到处漂浮起作分子无核衰

变的影响原子数不变的分化组合发力。到“编码质

点”数为 4 的铍，4 个质子也可以建构一个像风筝

到处漂浮的正方形平面。再“编码质点”数为 7的

氮，原子序数“7”可以分解一个“3”和一个“4”，

而可以建构一个三角形和一个正方形像风筝到处漂

浮的平面，起作分子无核衰变的影响原子数不变的

分化组合发力。所以在量子色动几何上，锂、铍、

氮等对爆炸一类现象也具有特定含义的元素。其次

是，不同于编码质点 16的硫这种超立方体结构，还

有新型的。 

这就是原子序数为 88 的镭。因为按它的质子

数编的码，88即为“编码质点”数，而不管它所包

含的中子数的“非编码质点”。镭含有 11个氧立方

体，这类似一个“超钠”的新型结构，具有很常见

的强放射性。由此看原子序数为 92的铀，含 11个

氧立方体，具有强放射性。铀剩下的 4个“编码质

点”，正好构成一个正方形平面“风筝”。原子序

数为 94的鈈，含 11个氧立方体，具有强放射性。

鈈剩下的 6个“编码质点”，正好构成一个碳基正

五面立体。正是鈈的这个正五面立体加大了量子卡

西米尔力效应，就比铀的那个正方形平面“风筝”，

能使鈈比铀的核反应强。问题是：原子序数大于 83

的铋以上的元素，都存在天然放射性。 

有人说根据普朗克公式, 原子的核外电子发生

能级跃迁会放射出一定波长的电磁波，由此原子序

数越大, 原子核对电子的束缚越弱，核外电子可扰

动性就越大，自发产生天然放射就主要是，电磁波

扰动产生的受激放射现象。但这不完整。量子色动

化学振荡反应说明贝克勒尔发现天然放射现象，揭

开原子序数在 83或以上都具特有的放射性现象，能

放出α、β、γ射线。但某些原子序数小于 83的元

素，如原子序数 43的锝也具有放射性。 

对所有的天然放射性衰变系核素，最后都会衰

变到原子序数为 82的铅的稳定同位素，于是原子序

数到 84 钋之后的元素，为什么就没有稳定同位素

呢？而且钾的编码质点数为 19，也具有常见的天然

放射性。甚至编码质点数为 1的氢，为 6的碳，为

15的磷，也有天然放射性和人工放射性之分。这都

说明，一是与元素原子核里所含的中子数，大于稳

定同位素“编码质点”所“领导”的中子数，就会

产生天然放射性和人工放射性的不稳定同位素。二

是与元素原子核里，夸克层次的“编码质点”结构

组装还有关。 

量子色动化学联系质子和中子是由 3个夸克组

成，而介子是由 2个夸克组成。其实 6是 3的倍数，

两个 3可以构成一个 5面体，有 1对卡西米尔效应

平板。4是 2的倍数，8是 4的倍数，两个 4可以构

成一个正立方体，有 3对卡西米尔效应平板。这仅

是部分子的主体，在它们的量子真空周围还有很多

的“0”量子起伏，构成夸克海、海夸克、和胶子海、

海胶子。由此同上面一样，对外源性的影响也太多。

量子色动化学是量子色动力学（QCD）和粒子物理

标准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QCD是一个描述夸克之

间强相互作用的标准动力学理论，它能够说明轻子

对强子深度非弹性散射的异常现象、喷注现象以及

夸克的色禁闭问题。 

在量子色动力学中，夸克由于带色荷而产生强

相互作用，夸克之间交换胶子。但 QCD 至今仍然

是一个没有被完全解决的问题，如果把弱力能源分

为两部分： 

一是众所周知的原子核衰变型的融合与分裂，

都能释放出能量的核聚变能与核裂变能。另外是原

子核子内的夸克海、海夸克、胶子海、海胶子云等，

引起的外源性量子卡西米尔效应。量子色动化学是

原子内的质子和中子不发生融合与分裂的核反应，

而使原子组成的分子结构发生的非核衰变型或少核

衰变型的化学分解与组合。这种“脑洞大开”来自

上世纪 40年代，荷兰科学家奥弗比克和卡西米尔给

予的实验，证明和解释了类似真空量子起伏产生的

吸引或排斥作用，启发解密原子核不是一个简单的

强力系统，而是有很多起伏。 

在原子核内部空间中，也许偶尔能够检测到类

似“风筝借气流上天”效应的“弱力能源”的起伏，60

多年来发展成为“量子色动化学元素周期表”，被

钾钠量子色动化学升级到鈈铀氢弹原理“IP+氢弹”

模型，引作基础：把正统的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原

理比作“飞机上天”，量子色动化学 IP+氢弹的“夸

克球”科学原理，虽然与类似“飞机上天”是不能相比

的，而且也不能看作是常态。但在类似危险化学品

的偶然组合相遇，如马成金工程师实验用极少量的

钾、硝基苯、苯酚等混合物，放入加了极少量盐巴

的一大碗水中产生的完全“燃烧”喷射，就属于这

类非核衰变型的化学分解与组合能隙的弱力能源反

映。 

马成金工程师用自己的所学，解释为化学联键

剂燃料反应，用来反对许驭先生在常态情况下水能

变成油的说法。“中国的贝克勒尔”马成金，揭示

原子核层次以下的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海衰变，可以

影响分子的分化组合性现象，和 1896年最早发现氧

化铀等有放射性现象的法国物理学贝克勒尔，揭示

在原子层次以下有核子衰变的相似之处，是都属偶

然性质的发现，并且到此为止，他们在理论上也没

有深入的探讨。当然马成金的局限性，是他只读到

中专，也不是专业从事科研的。贝克勒尔也许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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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放射性是初期，不知它的危害，长期接触放射物

质毫无防护，严重损害到健康，50多岁就逝世了。

科学界为了纪念他，已将放射性物质的射线定名为

“贝克勒尔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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