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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科学里有许多难题困扰着科学家，爱因斯坦却把思维定制在寻找统一引力、电磁力、强作用力、

弱作用力的场。所以他也无法先创立出统一场的理论，再来分析论述是谁质量大，统一了这些力而转化出如

新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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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中，建立和解决物理问题通常涉及

观察、实验、建模、数学推理和预测。下面是一个具

体的例子，演示了如何利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物理问

题。 

假设我们要解决的是关于物体自由落体运动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经典的物理问题，可以通过自然科

学的方法来解决。 

步骤 1：观察与实验 

首先，我们观察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例如一个苹果

从树上落下。我们记录物体的运动轨迹，注意到它是

一个加速直线运动。然后，我们通过实验来测量物体

下落的时间和距离，并记录下来。 

步骤 2：建模 

接下来，我们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这个物理过

程。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使用牛顿第二定律

（F=ma）和万有引力定律（F=G(m1m2)/r^2）来建立

模型。 

对于自由落体运动，物体受到的重力是唯一的力，可

以表示为： 

F = mg 

其中，m 是物体的质量，g 是重力加速度。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我们可以写出物体的加速度： 

a = F/m = g 

因此，物体在自由落体运动中的加速度是恒定的，等

于重力加速度 g。 

步骤 3：数学推理 

有了模型后，我们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物体的

运动。在自由落体运动中，物体的位移 s 和时间 t 之

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s = 1/2 * g * t^2 

这个公式是通过积分加速度 a 得到的。 

步骤 4：预测 

最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公式来预测物体在给定时

间内的位移。例如，如果我们知道重力加速度 g 的

值和物体下落的时间 t，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公式来计

算物体下落的距离 s。 

这就是一个利用自然科学建立并解决物理问题的例

子。通过观察、实验、建模、数学推理和预测，我们

可以深入理解物理现象，并应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

际问题。 

因此, 本人通过发明偏心涡旋发动机时的发现，

创立建模设计出设题解题椭圆图.不等于数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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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m•a2•t The right +Z≠   

 

 
利用数学依次乘以当时貭量的大小、作用力、加速度、

时间、地利及使用是什么工具,复制出更多能量的.再灵活

运用己有物理定律方程式,汪一平老教援的圆对数进行计

算出，便于人们就像利用算盘演算得数一样，以简易

的形象与数理逻辑，推理演绎万物万变和谐统一规

律，便于请专家们去完成统一场的理论设题解题，造

福人类生活、工作。[关键词]: 统一场论、椭圆图图

解、公式、统一场论的应用、偏心涡旋发动机。 

统一场的理论是将事物形成和运动或规律发展

时的过程和形态，浓缩到椭圆图形和简单的公式中

去，其中包括正与反，以及正中反的统一与转化，教

会您灵活运用图中各种数据含计算机去设、解、论各

种问题，以及总结过去和顸测将来事件的发展与变

化趋势。什么是统一场？数学家们以杨振宁-米尔斯

规范场为数学模型进行提升改造，使其抽象化。笔者

提出如像图中不同力面场上的质量-能量与空间被统

一在同一个场所上，抽象地描述发生了谁的活体大，

谁就是在这种场上是主导的统一场。所以，质量与空

间交换出能量或力的场，如星球、原子、植物种子、

动物细胞,一个国家及一个人等活体结构事物，将它

用物理名[统一场]。就能理解在这场上加速运动复制

岀更多惯性力，统一了由推挤摩擦运动产生出如引

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及发生了自然律或

周期律,就不足奇怪。 

什么图解统一的场？通常将占有和消耗能量多

的物体, 如地球的自转极与太阳的公转极、原子的中

心振荡、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一个人的决策等事

物。定位它具备了统一的场功能。这样，就能对周围

各个位置上如星球质量大小、运动速度快慢、距离星

系中心远近等做出准确的数学解释。 

因此，一个事件运动、发展的时间就从这时开始，

也随着自旋与公转的消失，时间就从这时结束。它的

统一的场功能用来把周围的物体定位和在运动极限

中统一作用。并为周围物体提供或遗传智慧能量或

力作用。但空间物体并没从这时结束。 

什么是图解统一场理论？例如星球在星系中心

一边运动快, 另一边却运动得慢等问题论证时，就需

专门理论来论述万物形成，和发展上的微观难题，因

此取其事件发生在统一场上问题，和论证过程中所

采用的方法叫统一场理论。它是由统一场论、椭圆图

及设题解题公式所组成 

图大圆圈的大小,表示它演算时质量.如拥有向

心力离心力多少等条件。 

图中偏中心的小圆圈的空穴场是正反场的转折

点、突变点，表示它是质量与空间组合再生场。就像

人们使用的工具、兵器等夈件，是形象地被用来复制

能量或力或再生的新事物。（它只能被复制出一份份

更多原质量如文件的字不多不少，是不能改变原貭

量）。因它不是转化的系统。 

它有统一质量与时空标准，场的活力越大、或被

系统离心力运动场结构偏得越大，或大质量量与时

空的工具、兵器等让它复制出的能量或力就越多。 

反之,当场小或物体等每被移向重力面场向心力

面场及向中心运动时，复制出的力就越少等问题。 

图中匀速、加速、不规则速、降速四种运动速度。

也可表示转化出引力、电磁力、強作用力、弱作用力。

或转化出春夏秋冬气侯变化。 

图中空穴中的物质量与时空,也可认为是被系统

推挤摩擦力转化出的质量量与时空，它每被离心力

运动到某种场时，质量量与时空越大复制出的力就

越多；质量量与时空小或离心力小时，被复制出的力

就越少，或被合成后转化出物貭量与时空就少。因此，

它的运动既受周围如环境、工具、兵器等的影响，也

受本身质量的制约。并且它不能独立对自己复制力

去做功。 

图中那六种（相对数-相对性比较原理）不同质

量与时空力面场，表示场上的貭量或万物自旋系统

的时间是作一元复始有序环绕运动。而在空间是作

无序运动也就是会向正反两个方面发展。设、解、论

某一种场上质量时，必须结合质量再生场和统一的

场是大中小那一种质量，和另一张图的向心力和离

心力的推挤摩擦力大小，或如事件的好与坏，正与反，

原子还是质子等不同问题，就要像周易八卦的所谓

阴爻和阳爻等 64 卦技法结合起来运用一样，才能演

算时得到正确结果。而椭圆图甚至是 162 卦变化来

设题解题.。因统一场理论就是要完善周易的八卦。 

图大圆圈最上部, 表示一个质量与时空运动时

间的开始，或是在这样条件下运动的物体,它没有什

么力变化，称它为磁吸引力面场。它复制的力以数字

表示 1，匀速运动。 

图上部一面质量与时空发生了湍流，从上向下

加速运动，做出了推力 2。称它为扩张力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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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下部，加速惯性将质量复制出更多力, 如使

地球椭圆度大。称它强作用力面场，或称再生力面场，

它复制出的推力 3。 

总之,这边做出是离心力加速运动。 

图最下部为磁排斥力面场，表示一个质量与时

空运动到这种场、或时间时，系统自旋最慢时向心力

占上风，自旋最快时离心力占上风，复制出力不规则

已减少到 2。（在实际操作时应把它定位随着速度加

快，它在 2 以上递增力。如地球不匀速最快这一年

最明显，地下板块位移运动变化大、地磁场无规则性,

地下水被复制出也最多。地震机会多，震级强，破坏

力大，包括易使各种操作人员在同样情况、同样速度

下操作失控, 发生如车祸及在这个地区上空飞行的

飞机坠毁等。 

因此，涡旋的气体利用惯性力越过了磁排斥力

面场，向重力面场上向上冲击运动。 

由于作功者没有能量或力补充，被复制出的能

量为 1。称它重力面场。 

而在这种场上部，质量完全失去做功能力, 被摩

擦力、引力等消耗力，气体在惯性运动中作向中心收

缩弯曲，复制出的力 0。图这一边是做降速作椭圆运

动。 

这种椭圆运动在物理上称向心运动，因此，得到

了向心力。 

好比乒乓球从一米的高度往硬地面下落，每次

反弹损失后，高度还是超过了圆心半径。所以，气流

以缩小的环流越过中心高度作旋转，自绕成像宇宙

幅射形成的圆环大外圈一样。 

后来到大外圈顶面上的热气体也不沿消耗力多

的圆圈运动，自然从椭圆圈顶面上分成向两旁边下，

作 8字形锥度涡旋轨迹环绕运动，除了自身的貭量，

还利用锥度的地利条件获得了如惯性力、离心力就

向中心加速环绕运动。因惯性力、离心力都是系统的

力，不要自身提供力。 

因此，气流一次次地向两端头作镙旋式向小环

绕运动，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球壳体 

由于仼何物貭聚后，球壳体上都有物貭与物貭

之间的空穴，和壳体內部有空穴。有了空穴，就起到

了三种作用，一、球壳体上每一个小空穴，便使内外

温度和压力不统一。二、外部的热气流就源源不断向

空穴中心低压处环绕流，就像被滾雪球似地，被环绕

滾成了气旋团。在气旋团内部的小圆圈空穴中。实际

产生了两种场中心，一个以向心力涡旋构成的中心

称统一的场中心。（如同中央政府）当场上运动发生

能量问题，统一各作用力，并遗传智慧能量的作用。 

一个被系统离心力将貭量推出去作抛物线涡旋

运动构成的中心，称质量再生场的中心。来复制出更

多能量或力的作用。 

我在 2009 年《创立统一场论》(Establishment of 

the Unified Field Theory)。美 Marsland Press 学术竞

技场上发表英文论文中有这两个中心。而十多年后

今天,科学仪器终拍出黑洞空穴中心也有互绕运动。

一个作向心力小气旋团，另一个作离心力就大些的

气旋团情景。证明了我的椭圆图正确性。因为牛顿是

两点不运动或 0 运动，也有引力。里奇是一点运动

的圆周运动，有引力。我的向心和离心属于两点或多

点互绕运动，才能被复制出更多能量，使事物进化或

发展。而英语收敛和扩散用中文字来表达，容易误导

成像气球的同时收缩和膨胀来设题解题，就不能自

圆其说。因物体在圆球內向上向心和从上向下离心

是一点向前加速运动，实引力来自涡旋作出的吸力

或拉力。 

因此，形成了外壳、小內圈空穴、空穴中的小气

旋团三位一体的结构一一如称原子，再来解题。 

如果进行第二次运动计算或论述，应将进入中

心的质量，被系统离心力推出去做功的质量大小、距

离中心远近所得到复制的力后，再按这个新数字去

依次相乘惯性能，便使转速逐步加快不再沿消耗力

少的如椭圆运动，发展向消耗力多的圆圈运动时，如

椭圆图上六种力面场上的 1、2、3、2、1、0 数字能

量后，应每一次给如磁排斥力面场 2 加 025，重力面

场 1 加 05、向心力面场零加 075. 磁吸引力面场 1 加

05、扩张力面场 2 加 025. 再生力面场不加，如太阳

內一次次向上运动的黑子被复制出更多力，使太阳

表面黑子增多和大，使太阳从椭圓球转向貭量大的

圆球进化扩展膨胀了。或用中国汪一平的数学公式

描述，引自《点态规范场与相对论构造》（2017 第八

届国际计算方法会议论文集）： 

有       W = (1-η2)Z W0                                            

（1） 

其 中 ：   (1-η2)Z = (1-η2)+Z+(1-η2)-Z+(1-η2)0Z 

={1/2,1}{0~1}；               （2） 

        (1-η2)Z =(1-η2)+Z·(1-η2)-Z·(1-η2)0Z 

={1/2,1}{0~1}；            （3） 

(1-η2)0Z  = (1-η2)+Z+(1-η2)-Z = (1-η2)+Z·(1-

η2)-Z                    （4） 

有公式（1）联立方程可以得到： 

         (1-η2)Z= {(0,1/2,1)(0,1/2,1)} Z ；                                  

（5）  

根据宇祢不守恒原理(1-η2)+Z≠(1-η2)-Z，可是公式（1）

为什么会相等，这是能量的不可称性，在质量不变条

件下，经过突变点空间发生改变，能量产生不对称性。 

式中：W 最后、预测条件；W0 初始条件 ；(1-η2)Z

数据、事件变化规律；(1-η2)+Z 数据事件收敛变化；

(1-η2)0Z 数据事件突变点或中心点或极限点；(1-η2)--Z

数据事件扩散变化；
）  

【膨胀表叙不准确，是作抛物线扩张运动，不存

在像充了气的气球均衡膨胀大】 

公式与图解启发您去设题解题。“≠”告知设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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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人, 质量在系统内运动速度中，复制能量或力的极

限问题。有了这个极限，就可以知道事物生老病死和

不匀速周期快慢的时间。无论过去、现在及将来，无

论是星系还是原子,是动物还是植物,是宏观还是微

观。“≠”给出了它们都存有两种如快和慢的矛盾，构

成矛盾转化是速度的快慢，调和矛盾的是时间。 

因此,在一个结构中遵守如质量、作用力、加速

度和时间，以及在什么样地利环境条件下等利用什

么作用力或工具去设解论物理上的问题；“≠”也表示

出在自转极两边运动，所受到收敛或扩散力不同，如

光子、正负电离子合并与分裂、生物生长与消亡、宇

宙的黒洞与再生等不同问题。就要根据这些新数字，

理淸它各自以什么样的过程生条件，和受那一种作

用力进行合成去复制力。就要用不同的形式去论述, 

或用不同的公式去计算。或各事各论述才能解决问

题。 

所以说，有了自然科学理论和椭圆图以及公式

中那么多克星数据，研究者心境自明，就知构成原始

天体的物质基础是受那一种作用力的运动，天体与

天体之间也是相互作用关系、天体家族包括万物都

是相对统一的椭圆的收敛与双曲圆的扩散运动规律

（统一称椭圆）.，它的原理机制与转化是：厧量与

时空通过突变（物理称无质量的希格斯子）复制出能

量、天体是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級向高级一步步转化

演化的。宇宙间万物或天体是谁的质量大或是方法

得当, 谁在这个活体统一场上是统一的场. 不存在

一成不变。它们是：匀速与不匀速、规则与不规则、

对称与不对称、连续与不连续的椭圆运动的序、解构

宇宙天体物理应先从完善物理理论入手才能解决问

题。解决了物理学理论一切突破口问题解决了，就知

引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被统一，是发生

在一个活体场上被复制出惯性力多少的变化，不存

在还有一个外来的场去统一或发展它。 

这样理清了它们性质,或存在于什么样运动结构

中发生的问题。如是直线运动，还是在斜面上作加速

运动.还是任意作椭圆运动；就能对它们运动作全面、

系统、有联系、有发展的眼光来论证如星球在星系这

个统一场上运动, 所发散出的各种不同随机问题。也

能简单快捷地方法去论证它为什么会如在某一种场

上运动有快或慢的问题。同时，自然科学理论对牛顿、

爱因斯坦等质量转换能量观及量子论,超弦论等各种

理论，也作了归纳和科学灵活运用它去设题解题。 

自然科学理论是个万能理论，一旦得到人们的

认同和应用，将会去建立起更雄伟的如钢筋混凝土

连续连接的框架结构，新的哲学和物理学等科学大

厦去设题解题。并能发明出永动机，一个科学大发展

的道德化新时代去造福人类。 

例题一：原子如何进化咸结构及演化？ 

如弥漫气体在空中扩散时，发生了湍流如椭圆图所

示，磁吸引力面场上气体从上向下向扩张力面场、再生力

面场上运动。由于这两种场力面上有一股加速离心推力,

使物体不断地在加速惯性中将质量复制出了更多再生能

量或惯性力，使气体更加快地越过了磁排斥力面场，向重

力面场上向上冲击运动。 

反而受到相反的力，使气体当运动到如重力面场所

上,眚亍工逐步加大收缩弯曲作椭圆运动。这种椭圆运动

在物理上称向心运动，因此得到了向心旋力向中心加速

涡旋环绕。 

好比乒乓球从一米高度往下落，每次反弹约损失二 

三十厘米后，但这个高度还是超过了一米高的圆心半径

五十厘米。因此，气流涡旋不断加速环绕成如黑洞。 

加速进入黑洞空穴中的气体就被系统惯性力，就像

被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聚合复制成气旋球团存放在黑洞

中的偏心空穴场上。【形成了外壳、小內圈空穴、核状的

气旋球团糸统的结构】.也是形成了一个原子壳体的开始。 

当然,气流环绕运动时,受到地利好坏时间的长短,进

化成六种力面场的过程中.外侧的气流从上向下运动加速

快,首先被环绕成一个貭量大球状团.如后来演化出白矮

星。场面上另一边内侧气流从下向上运动速度慢,气流向

心环绕成一个能量少的球状团.如后来演化成暗星球。就

发生这六种力面场所上,演化出各种质量的星球,。就像树

杆周围长出枝枝杈杈及进化出一片片叶子一样。就发生

核聚变似地爆发力,每一个球状团周围也演化出不同貭量

如气体星球 液态星 固体的星球, 又一步步地发生了貭

量的进化,宇宙从不規则星系向椭圆星系 棒旋式星系演

化,使宇宙不断地作无穷发展。 

用地球来说，在外侧时速度为 250 公里每秒，在内侧

时速度是 190 公里每秒，站到银河系的坐标系内，观察地

球。导致内侧时显得太阳引力大，为近日点。结合这个分

析，其它行星的近日点，也在银河中心与太阳之间的连线

上，只是外侧行星的速度差比较小，更加接近于圆。 

所以,宇宙中弥漫热气流向原子内空穴中心低温处,

加速涡旋环绕成了小气旋团,就每被系统离心旋力推出去，

必然同从原子外壳上每一个小空穴中进入的向心旋来的

热气流，发生了推挤摩擦发热、就使冷热交界极限处转化

出水分子。继改变了进入空穴中心气体的质量，也被系统

涡旋力越滚越大，复制出更多像雨核或球状结构。一方面

雨核外部的水分子就向雨核空穴中心流。被雨核旋转复

制成水。 

由于球壳体外部的热气流不断进入空穴中，加強了

系统推挤摩擦发热出高温，就将水转化成新气体。有了新

气体就加強了系统作用力，推动小內圈的壳体旋动更加

快，就连续推挤摩擦发热出更加高温高压中，将新气体被

转化成化学键及一个个固体态小分子。又被旋转复制成

小球团，就进化成如同固体态原子的壳体。 

这时的弥漫气体从空间场进化到原子的实体场上运

动，就转化和复制能力增强了一步,不一定以涡旋形式展

示表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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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原子球壳体直径 10 纳米，原子中心半径应

是五纳米。外部的弥漫气体或小分子被向心旋力，从

壳体上的小空穴向低温中心加速环绕时，估计体积

不会超过一纳米的千分之一，就作百分之一来计算

展开周长，从原子壁上的小空穴到中心距离，至少长

度可以一次分成十段，每一段热气流向心环绕成一

个更小的亚原子。 

 由于原子自旋的系统作出离心力，将中心的物

体向外推或斥力，便使原子另一边外部的热气流,无

法进入原子空穴中。因此这一面不可能产生出小亚

原子。 

而原子另一边面上球壳体半边上,至少有三十个小

分子结合成的壳体。因此，每一次从原子之间的小分子

与小分子小空穴中进入的热气流，就向原子低温中心作

向心涡旋环绕,复制出共约几百个亚原子球。就像人体中

气流进入心脏时，仅瞬间一次就像滾雪球似地,被涡旋复

制出几百个白血球一样。 

这些亚原子球就被原子系统进化成原子核的群体。

就形成了原子的外壳、小內圈空穴、空穴中的原子核三位

一体的结构。 

外部的热气流更源源不断向原子空穴中心低温处流，

发生谁的貭量大，谁就是统一的场。首先过渡层中的亚原

子自旋时作出涡旋吸力，就像近水楼台先得月一样，将热

气流吸进亚原子的空穴中，这些热气流作向心涡旋环绕，

就同系統作出离心旋力的气流,推挤摩擦发热出更加高温

高压，就将新气体被转化成固体态小分子。又被涡旋复制

成更多亚原子，或微粒存放在亚原子壳体内，就增强了亚

原子从原子内高处向下冲到到原子核上。这时的原子核

己被系统自旋成结构紧密的小球团，确成为亚原子硬着

陆的跳板，就像擦边球一样一擦而过作切线运动冲过去，

撞击到对面的原子内壁上。由于原子貭量大仅发生被撞

震动,,就将亚原子弹回。不过弹回不到原高处了.就落在原

子核上。 

因亚原子壳体也是由若干个小分子圈围排列组合成。

向下冲的力便使亚原子空穴中若干个小分子,一个推一个

地加大了力推向球壳体的前端。就使前端貭量密度增大，

撞击到原子内壁上力就大。这个力可以计算出至少是亚

原子貭量的三倍力，而原子内部这一面上有几十甚至几

百个的亚原子，连续不断地向下冲，就给原子自旋施加了

一次次的推力。 

撞击被弹回时的亚原子空穴中的一个个小分子，自

身是来不及急转身再向前冲。因此成反作用消耗了作用

力，就一次比一次被弹回力更小，直至被抛物线落在原子

内壁中部上。亚原子就在原子內壁的孤度上作向下向低

处加速滾动。就又受到了系统免费离心力和偏心的作用，

将亚原子空穴中的一个个小分子，连续性地被推向壳体

一边的前端，也是如同偏心或杠杆的力臂上，将貭量不断

被偏心的一边和在加速中，将亚原子的盾量复制出更多

能量也是作用力，因此，它的运动速度就比一擦而过的切

线运动快，就又能返回到高处再向低处作出一次做功的

力。 

因切线是直线运动，仅获得一次性作用力。 

当然也有一些貭量小的亚原子被弹回后就落入原子

核中不走了。但这时原子和原子核至少受到了三次作用

力。如每一次加速向下冲撞击，都使原子和原子核发生弹

跳震动一次，就有三种能量多少的结果。一、被原子弹回

时落在原子核上，就使原子核中若干个亚原子或一个个

小分子,发生互相推挤摩擦发热。二、被弹回时亚原子空

穴中的小分子与小分子，亚原子与亚原子之间，发生了互

相撞击推挤摩擦发热、生电。一个个亚原子就转化成所渭

电子球。三、原子内被推挤摩擦就转化出的热气体,或一

个个亚原子就向低温低压处加速冲。实不存在有电子。但

为了适应物理学就顺着说生电】 

当电子从高温向低温或从上向下,加速冲到了原子中

心另一边的过程中，电子空穴中一个个小分子也被离心

力推向前，发生了小分子与小分子互相推挤摩擦发热，将

电子进化成能量多所渭的貭子。【实应表示原子内一边是

作出向心旋力，使小分子向低温处加速冲，而中心的小分

子被系统作出离心旋力推出去时，互相发生了推挤摩擦

发热，才使另一边进化出能量多的质子】 

这时，貭子空穴中一些铁元素被推挤摩擦生磁。或在

不同的高温高压中就转化出各种化学键。如将貭子中一

些小分子被高温粘合成多个小分子,或被推挤摩擦出的磁

性吸住。就结合成由多个小分子结合成的电子簇。有了大

质量的电子簇，当受到加速作用力更強大。如进入电子簇

内部的一些小分子，必然同系统作出的离心力推出去的

小分子夾道相逢，互相推挤摩擦就发热发光。虽然像地面

上形成的气旋风瞬间消失了一样。但原子外部的热气流

和小分子，每时每刻向原子低温中心加速环绕，因此，原

子中心不断地被复制出更多电子簇。也就一个个被离心

力推挤摩擦转化出瞬间的光和热。 

但它们转化过程并没有消耗掉原子內能量，反而使

电子获得了高温高压向低温低压区加速一流而过。而人

们确绐了它美丽的名称电荷电流作功了。就加强了原子

系统自旋能力，将原子核中一些小亚原子、椭圆球及不规

则体球，均被离心力作抛物线依次抛出去运动。 

所以，原子内这样有规律地一边作向心旋力复制出

电子, 另一边被离心旋力推挤摩擦进化成质子，并连续运

动于上下极磁场上，就拉断了中心物体旋转的磁感应线，

就从机械能转换成所谓的电流加快运动的能力。 

就造成原子內部发生自然律，如一些气体和高温不

但已充满原子内部空穴，还被高速离心力推挤到原子外

壳边上，气体和高温就从壳壁上的一个个小空穴中逃逸

出壳外, 使原子系统降温降压,提供出的遗传能量也在大

大降低。这时摩擦力、引力、重力等统一了四种作用力,

都作不出功了,自转降速。 

由干原子质量假设一斤重,,被加速一分钟转到 1000

转, 原子中心周围的小分子等和大壳体的重量,巳被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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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大的惯性力大,无法使原子一停就停,也就赢得了力

重新调整和运动结构重新调整的,做功过程空间中的时间。

向上运动亚原子等又向心收缩弯曲,做不匀速运动的周期

中，就出现元素不同周期性。 

而且,如原子核中若干个亚原子被推出去形成是群体

合力撞击。这时原子中的力从电子转化出电磁力，又进化

到核力。 

也就是由一个个亚原子等粒子，被＂向心旋力、＂离

心旋力＂推挤摩擦发热发光的高温高压能量多少，铺设

了一条所谓磁场高速公路的通道，转化出更多电荷。首先

将原子空穴中的一簇簇物貭和一个个亚原子，被连锁核

聚变反应氢燃烧发生塌缩和熔化。存放在宇宙空间。 

因此，使宇宙从无到有原子，又进化到更大貭量的暗

星球与红巨星液态球。 

例题二：为什么星系两边出现不同一运动速度

的旋臂？这要将研究的难题快和慢放在椭圆图结构

快和慢的位置上，就能找到解决快慢问题的原因来。

如一些质量小的星球，或已从扩张力面场、再生力面

场运动到重力面场、向心力面场上的一些星球，它们

是从星系斜面下作向上运动。由于这两种场力面上

均有一股向心拉力和消耗作用力多使转速降慢，星

球内星核被复制出的自转作用力就减少。因此，星系

这边向上运动的一颗颗星球被重力、摩擦力引力等

统一，使星球在惯性力中逐步向星系中心质量大收

缩弯曲运动,形成了密度波。转化光变暗,进化成冰河

世纪大冬天。 

而另一边星球是在星系斜面上作向下运动, 有

一股加速惯性离心推力。星球内做功的如地球的地

核在系统中，每被离心旋力向外推移运动一步, 就对

地幔再生力面场内壁岩石施力越多，也就加大了球

体域面上地壳小活动板块活动和运动的力。同时地

核里面有些小颗粒物质，被系统自旋就像被滚雪球

似的，被旋转复制成大大小小的火山蛋球体，它铁的

质量被离心旋力和向心旋力推挤摩擦加工，使它同

地核一样也产生了磁性铁球。不断受离心力推动，发

生了收缩呈空 8字形向南北极作螺旋式不匀速运动。

使南北极球体处不断受到磁体的光临积累，就产生

了南北极的磁场；也就是由如太极子电子等速度快

慢和分布的数量多少，铺设了一条所谓磁场高速公

路通道，产生出质量大小的电流等。 

而地壳、地幔那一块块板块结合处突出下垂时

空出的空间，却造成了天空磁层多个大空洞（可参看

解开八卦图那张涡旋发动机内部结构图）；而地壳周

围一块块活动板块，朝太阳一面白天也被加速进化

出离心旋力推挤摩擦转化出光子质子，夜间从下向

上做向心旋力做降速运动时,被复制出电子，这种球

体两边一块块小活动板块，有规律地左右依次运动

于南北极磁场上，就拉断了由地核旋转运动和地幔

板块所作椭圆运动的磁感应线。因此，就从机械能转

换成电流加大加快自转能力了。 

就是说，星系两边不同一运动速度的旋臂,一、

星系一边是作向心旋摩擦转化出的光是射向中心黑

暗处。不但使光变暗，还使光逃逸不出。另一边是从

上向下作离心旋推力, 使转速加快转化出光是向外

射就亮白 进化出大夏天热气侯。其次一方面星系两

边星球质量不同一边是暗星，它们处于质量转化的

早期，自转速度较慢。另一边白矮星是质量转化的后

期,它们合成转化复制，和再合成转化复制出的力就

多，自转速度必然要快，另一方面是由于星系中心周

围各种场力面的质量不同，迫使各种星球运动到这

个环境中，被复制出不同力，就发生运动速度的快慢。

另外，星球倾斜极的度数大小, 也决定星球质量在速

度中复制力极限的多少，同时还会出现星系中心两

边有不同的不匀速周期的快和慢现象，以及做出的

椭圆运动轨道,倾斜极的度数大小也不同等问题。而

这种系统中的难题，如果用现有物理理论和定律，就

不能解释清楚星系旋臂上的星快慢等问题了。 

例题三  通过以上内容说明了人类也可仿制它

们作出功的原理，发明出各种各样结构的不耗外能

源的机器，造福人类生活。 

如我发明偏心涡旋发动机，本偏心涡旋发动机

的目的就像机器由原动机、工作机构、传动三大部

份所组成一样。其特征是将套简状腔体內分成三大

部份：空腔空穴中心;设置一根中心轴,一根副中心

轴,本偏心涡旋发动机，其包括两个轴承座以及空心

转轴；空心转轴包括中空管状的大外壳 。以及分

别设置于外壳的两端端面的中空管状的轴头；轴头

的一端沿周向设置有环形盘面，并通过所述环形盘

面与外壳连接，且轴头与外壳的内部连通；转盘与

外壳位于同一轴线，且转盘的半径小于外壳的半

径；两个轴承座相对设置，且壳体的两端的轴头分

别与两个轴承座上的第一轴承转动配合；外壳的内

部设置有偏心旋转的各种组件。如做功盘中心空穴

中设置轴承,再在轴承孔中设置一个有双孔的轴, 一

根中心轴和一根副中心轴均穿过双孔轴,并中心轴和

一根副中心轴两端头轴,穿进工作台上设置的方铁上

的双孔中. 中心轴,一根副中心轴,是玻腾空设置在套

简状两端头的中空管状的轴头腔体中。 

因此,如做功盘是被设置成独立的做功糸统。首

先做功盘是被设置在偏中心轴一边. 做功盘边面偏

重向下压在,空心转轴机的大外壳内壁中段弧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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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电动机的转子做功盘上周围,再设置几组挂铁,

就圈围形成偏心空穴场. 再在偏中心的空穴场中,设

置做功球组合成了偏心涡旋系统。 

如做功盘上一边的挂铁,从高处轮翻向下作突出

下垂加速下压,施力在大外壳这一边。不但在中心轴

一边偏重和内部偏的空穴大，而做功盘上另一傍边

下的挂铁组件,从下向上运动时的重力作用,便使挂

铁等副件也随机地作向心收缩弯曲,因挂铁像人的手

臂有一节节关节一样的活动, 向上运动时的消耗作

用力少。而且弯曲后的重量推挤住做功球压向大外

壳一边上，使其将自身挂铁能量传递给外壳，从而

更有效地利用了能量，还不许做功球向后退，降低

发动机的能耗,使空心转轴的机加速转。体积大和笨

重的大外壳如 500 斤重 被加速转到每分钟 1000 转

时,大外壳被转化出更大的惯性力.机不可能一停就

停.而起动机转.仅要十分之一力机就被转动。 

本发明型偏心机它不同与燃油发动机仅是一组

转化系统，如将汽油转化成热能,不能再被复制而被

耗散掉，能量就守恒了。它也不同于电动机,通了电

后仅转子做功转，外壳定子不自转的机械功。本偏

心涡旋发动机做功原理虽像电动机，但它大轴盘和

套简状腔体及圆盘上的偏心系统组件，被纽合成系

统的合力相互合作,驱动时都是为机转动,被复制出

更多的力了。也就是说定子变为转子转动的 ,做出

功率更大了。 

   而设置在中心轴上各种零部件，是相对定

位不转动。转子变为定子不便转动。但两者的优点

都为自转在做功、在向同一方向使下压的力。 

需要开关机或加减力,仅拨动离合器或手刹、脚

刹器杆，就能使机快慢速或开机或停机。 

以下做功的图片仅供参考，不是真正机械式偏

心发动机实物。仅供参考. 

 

 
 

 

 

 

以上内容是按椭圆图作初叙自然科学设解论

万物物理上问题,请专家们共同创立中国以自然科学

设解论万物的理论而努力奋斗, 及搞偏心涡旋发动

机发明 25 年后，2007 年春节才看了香港人写的奇门

遁甲书，增添了我写作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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