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1

 
说电子摩擦起电是伪科学的周江华简介 

----读彭罗斯书《新物理狂想曲》所需资料（1） 
 

周江华（河北秦皇岛市）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绵阳日报社, 绵阳, 四川 621000, 中国, y-tx@163.com 
 

摘要：据 2005年 7月由吉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物理学研究新视野》一书，以及《周江华：21世纪

电磁推进动力飞行器研制方案》一文等对作者周江华教授的简介是：周江华，1964 年在沈阳出生，现定居

河北秦皇岛市海碧台。大学学历。多年来从事物理研究，在全国学术会议、全国杂志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

有多项中国专利。《21世纪物理学研究新视野》一书，是从物质基本构成角度对物质世界的研究，揭示了诸

多现代理论解释不了的很多科学难题。周江华教授说他的《21 世纪物理学新理论体系》这篇文章，也是对

当今世界物理学流行观点的挑战。这将在 2021年第十届国际工程数学与物理会议（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于

2021年 7月 1--4日召开）上发表后，必将引起国际物理界的轩然大波！而这篇已经是在 2020年国际《物理

学杂志》上发表的《21世纪物理学新理论体系》论文，对当今世界物理学流行观点的挑战有：1）否定了宇

宙大爆炸的理论！2）否定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3）否定了引力波存在的认识论！4）否定了正负电子对

撞机科学研究方法！5）否定了反物质的存在论！6）提出了银河系的形成原因！7）提出了宇宙每个单元组

成的新认识论。由于读彭罗斯的书《新物理狂想曲》正需要这方面资料，为理解周江华教授的研究，本文是

摘要了 2019年 11月 14日新浪网“北相会员成就（15）”专栏发表的《周江华：相同物质摩擦产生同性电荷

实验现象的发现过程 》一文的报道：周江华教授介绍说，准确应是相同物质摩擦其摩擦面只产生同性电荷

实验！非摩擦面可以感应出相反的电荷，但那不是摩擦出现的起电现象，而是由摩擦起电面产生相同电荷后

对应感生电荷现象，这不影响相同物质摩擦产生同性电荷实验现象的结论。 

[周江华. 说电子摩擦起电是伪科学的周江华简介----读彭罗斯书《新物理狂想曲》所需资料（1）. Aca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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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江华教授说：摩擦起电新理论在国际物理学

杂志刚刚发表《21世纪物理学新理论体系》文章中

有完美的解释----电子得失理论也同样是砖家度传

出来的伪科学，一个原子的直径只有 1 百万分之一

毫米，因电子的得失而发生的摩擦起电理论，把一

个直径仅仅为 1 百万分之一毫米原子上的电子擦掉，

而让原子核安然无恙，这种微力摩擦技术现在人类

最精密仪器也做不到，更何况常规的用力摩擦，因

此因电子得失而引起的摩擦起电理论没有实验支持！ 

此想法产生的原因周江华介绍如下。1992秋季，我

怀着儿啼时代对科学家的崇拜将毕业后全部业余时

间用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对物理学进行执着的研究上。 

有一天，当我在秦皇岛市第三中学物理实验室

做静电起电机实验时（目的是研究静电动力能源的

应用），我偶然间突发奇想问自己，同一种物质之间

摩擦是否能够起电？带着这个问题的思考，我将手

中的一把塑料直尺从中间折成两截，将这两段塑料

直尺放在一起摩擦起来，开始摩擦力不太大时没有

发现起电现象，当用力摩擦后（两个摩擦表面发热

后）发现两个塑料板摩擦面能够吸引头发、香烟烟

灰、纸屑等，这说明带电了。进一步实验研究发现，

两个带电塑料板对另一带静电体发生的是同斥或者

同吸现象，我判定两个摩擦后的塑料板带电状态为

同性电荷。这个突发的奇想，现在看来并不是偶然

的，在 1991 年西安交通大学召开的全国电解质会

议上，我发表的一篇题为《以太本质及其电本质的

探讨》论文，其中曾对电荷本质认识论提出质疑，

不然我也不会摆脱权威电子得失理论的束缚，去用

同种物质进行摩擦。其后，在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召

开的第三届全国工程电解质学术会议上（1993 年 6

月 7日至 10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在我发表的

《万有引斥力本质原因的探讨》和《电与磁场转换

本质原因的探讨》两篇论文中，首次公开了这个实

验结果。 

在会议审阅论文期间，会议筹备组负责人王寿

太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和另外两名教授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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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小组，提出对我的论文中所描述的“相同物质摩

擦产生同性电荷”的实验结果进行复审，地点在上海

交通大学电介质物理教研室。复审是这样进行的：

当三位教授和我走进上海交通大学电介质教研室后，

教授问我能否重复证明一下你的实验结果，我非常

自信（因为我做了很多次这样的重复实验，真实的

再现非常容易）地顺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张普通白纸，

一分为二，放在手上相互摩擦，后将纸张两摩擦面

朝上分别放在试验台上。教授们用实验台上检测电

位的验电仪检测，这时仪表指针唰、唰都指向负电

位，检测结果为：两摩擦表面都带同强度同性负电

荷。三名教授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证实后，该论文才

得到顺利的发表。其后 2000年我在中国物理学会第

九届这届静电学术会议上专题发表了《相同物质间

摩擦产生同性电荷实验现象与解释》论文（中国物

理学会第九届静电学术会议论文集暨《军戒工程学

院学报》第 12卷增刊 2000，8，18出版）。 

在这届静电学术会议上有这样两个故事，会议

上我演讲后回到座位上，在我前排就座的北京理工

大学教授崔馨回过头来对我讲，看了今天你做的相

同物质间摩擦产生同性电荷实验，我恍然大悟一个

事：前几年一个日本学者在北京理工大学演讲时对

同学们说，同学们！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对吗？台

下同学们回答，对！日本学者接着说：不对，看我

给大家做个实验，他从兜里掏出两个塑料片，用线

吊起来，用双手摩擦这两个塑料片，摩擦后两个塑

料片相互排斥，他说，两个塑料片相互排斥说明起

电了吧，根据电子得失理论它既然起电我们不用测

一定是产生了异性电荷，因此你们看----“异性相斥！”

台下同学们一片哗然！崔馨教授也疑惑不解！崔馨

教授说：今天我终于明白了，那个日本学者实际上

做的是相同物质间摩擦产生了同性电荷实验结果，

是同性电荷间发生的相斥现象。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没有错，只是他当时没有

实际测定其摩擦表面带什么样的电荷，而只是根据

电子得失理论认为起电的前提一定是电子的得失必

产生异性电荷，从而得出了异性相斥的错误结论，

才让北京理工大学同学们疑惑不解！另一个故事，

在这次会议间，我到参会的中国石化青岛静电研究

所教授住处与他交谈，他说：我测定同一匹布摩擦

表面带电状态时，也发现表面带同性电荷，我还以

为实验那作错了，就把实验扔在了一边。今天你做

这个相同物质间摩擦产生同性电荷实验其实我早就

发现了，只是没在意。事实上，好多静电研究工作

者在实际工作中早就发现相同物质间摩擦产生同性

电荷的现象，只是没有人敢冒天下大不违提出对电

子得失理论的质疑。 

在静电起电理论和实验中，我们受权威电子得

失理论的束缚，以往都忽略了对相同物质间摩擦起

电的研究，因为电子得失理论限定了我们对相同物

质间摩擦能够起电的认识。在几个世纪教与学的殿

堂中，我们自然无意的都在维护着权威电子得失理

论的尊严，爱科学追求真理的我们始终都在重复着

对不同物质间摩擦起电的实验认识和研究，回想我

们都不陌生的初中物理课，教师总是拿出不同的物

质相互摩擦，因为这是学术权威告诉我们的，不同

物质间摩擦，电子得失才能起电，得到电子的物体

带负电荷，失去电子的物体带正电荷。没有那个老

师拿出相同物质做相同物质间摩擦起电实验，更不

用说起电后给我们讲解为什么会起电的原因。初中

物理课是这样描述的：“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物质互相

摩擦带电后，发现（并定义）绸子摩擦玻璃棒带的

电荷叫做正电荷，用毛皮摩擦过的橡胶带的电荷叫

做负电荷”。于是人们又总结出摩擦起电是电子从一

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上，失去电子带正电荷、

得到电子带负电荷的电子得失理论。 

电子得失理论成为物理学理论基础，成为人们

似乎不值得一提的最基本的完全正确的真理。但是

今天我们发现这个真理----电子得失理论仅仅适用

于对不同物质间摩擦起电现象的理论解释，当相同

物质间摩擦起电现象被我们意外的发现，以及进一

步发现摩擦后产生同性电荷的事实，电子得失理论

对于解释这种相同物质间两个摩擦表面既没有电子

得与失的关系又能起电的现象，将失去他解释不同

物质间摩擦起电现象原有理论的权威性。这种实验

事实向电子得失理论提出了诘难，使其不能自圆其

说。目前电子得失理论无法对全部静电效应进行理

论解释，因此本著依据相同物质间摩擦只产生同性

电荷的实验事实，对目前电子得失理论提出了质疑！ 

实验事实表明，相同物质之间摩擦，两摩擦面

只产生同性电荷，不存在得失电子就能起电，应用

电子得失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实验的结果完全违背

了电子得失理论，因为依据电子得失理论，摩擦起

电必然是得失电子的结果，摩擦表面的起电原因是

通过得到或者失去电子而发生，两个摩擦表面必须

带正、负相异电荷，得到电子的带负电荷，失去电

子的带正电荷，只有这样才能起电，这是电子得失

理论。 

但是相同物质间摩擦起电产生同性电荷的实验

事实，两摩擦表面既没有电子得与失的关系，又出

现起电现象，并且两摩擦表面只产生同性电荷。实

验事实清楚的告诉我们，用电子得失理论如何诡辩

解释这种现象都是不可取的，电子得失理论只适用

于对不同物质间摩擦起电现象的理论解释，不适用

解释相同物质之间摩擦起电现象，具有其局限性，

电子得失理论经不起全部静电实验结果的检验，它

将失去相对真理的科学地位。综上所述，作者对权

威的电子得失理论的科学完善性和正确性提出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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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我们今天要珍惜和正视相同物质间摩擦产生同

性电荷的事实，以及由电子得失理论只适用于解释

不同物质间摩擦起电现象的局限性给我们带来的反

思。 

因为这些现象不仅仅是对电子得失理论的否定，

更重要的是在否定的背后可能孕育着能够找到更深

刻的揭示自然科学真理的新理论。它可能带给我们

对物质世界的新思考、新启迪，成为我们进一步认

识自然科学真理的新契机。我们要珍惜这个契机，

因为由这个实验事实所衍生的本著新理论体系迟到

了近一个世纪，的确来之不易。静电理论的新观点

源于 1902 年曾被洛伦兹否定过的一位叫埃德隆科

学家对电荷本质的认识。当我们翻开《诺贝尔奖演

讲集》物理学第一卷，映入我们眼帘的是 1902年洛

伦兹对埃德隆电荷本质动态思想认识的否定，其否

定的结果确立了我们现有理论对正、负电荷定义形

式的思想认识和电子得失理论。当时埃德隆没有发

现相同物质间摩擦起电现象，更没有相同物质摩擦

后产生同性电荷的实验结果，没有实验的支持，埃

德隆无法反击否定它观点的权威，因此他的思想被

获诺贝尔奖的学术权威否定。所以他对电荷本质动

态认识的思想被人们遗忘了近一个世纪。当跨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提出埃德隆思想的科学意义

是基于：发现了相同物质间摩擦不但能够起电，而

且只产生同性电荷的实验事实。沿着埃德隆对电荷

本质动态思想的认识研究下去，我惊奇的发现，这

是一条能够揭示当今更多物理科学难题的思想体系，

找到了牛顿经典物理学发展的突破口，开拓了人类

认识物质世界更广阔的思维空间。这个理论体系有

可能提高我们认识自然的能力。 

静电现象深刻的揭示，将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

透视物质世界神奇奥秘的极佳窗口，对静电现象本

质深刻的揭示，将为我们透视物质世界基本构成的

认识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揭示物质世界“统一场论”

思想体系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我们应当对埃德隆

电荷本质动态思想认识予以高度重视。它将有助于

提高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 
 

“草根网”有网友评论是：无知到何种地步呢----

产生电是很容的事。只要有热运动，电子就会运动，

产生迁移。但记住，磨擦后能存电的----是绝缘体，

而不是导体，因为导体会迅速流走。一切良好的绝

缘体，与其它物体磨擦后都会带电。这一点，几百

年前的科学家就做了无数的实验，其中最有名的是

美国的富兰克林。但如果两种材料的电负性很接近，

那么磨擦后产生的电的性质是不确定的。同种绝缘

材料磨擦，就会出现某个局部带正电，另一个局部

带负电。绝缘材料与金属磨擦（不能接地，否则就

放电了），绝缘材料带正电。但也要注意，绝缘材料

还可以出现自身内部的磨擦，因此实验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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