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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星对应区假说缺乏自己的基础构造，这使得一些对灾变、异象观察的结论，只能放在“唯像科学”的

地位。但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诞生以来的数学、物理学并不已完善；人类一切哲贤的认识也并非完善，

难道他们不存在着遗漏吗？因为从拓扑学上证明圈面与球面不同伦，已经给点体论坐标的经典数学、物理学

以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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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前后出版的栾巨庆

著的《行星与长期天气预报》、《天体运动与长期

天气、地震预报》两书，运用行星对应区假说和方

法探讨行星运动对地震、洪涝干旱、厄尔尼诺现象

等的影响，这无疑拓宽了人们对灾变的认识。况且，

前苏联科学家也报道，地球气候受大小行星的影响。 

栾巨庆的行星对应区假说是什么？他认为：行

星影响地球除了引力之外可能还有一种力，他根据

法拉弟的场论琢磨，宇宙间充满电磁场，行星在这

个大磁场中都会被磁化；当金星或水星运行到日、

地之间时，这两颗星就有了比太阳还大的磁力来影

响地球，从而大大增强了对地球相应纬度的磁感应

力。这种磁感应力可能吸引大量云团，因为云团水

珠带有阴电和阳电，电能生磁；从而影响大气环流，

造成流域性的气候异常；行星集中对应的纬度就可

能大量降雨，而没有行星对应的纬度就可能长期干

旱。 

但事情并没有完。1988年 8月 3日新华社报道，

与栾巨庆对立观点的人认为，栾巨庆“磁感应”理论

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因为现代科学还搞不清各行

星对大气和地球有没有磁感应；直率地说，行星对

应区假说很粗糙、原始；把大气变化造成的天气变

化，全部归于行星是不行的，原因是复杂的。 

争论还联系到我国学术界关于月亮、太阳、大

地是否参与了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争论。认为月亮会

影响人正常情绪观点的人认为：人体内含有 80%的

水，月球引力会起海潮一般的作用影响人体内水分

变化，于是人会出现生物高潮与生物低潮，相应地

出现情绪的时而兴奋时而抑郁；其次，人的每个神

经冲动会有很小的辉光，每个细胞有其微弱的电磁

场，当太阳、月球、地球处于一直线时，人体因受

到引力和外界电磁场急剧变化的冲击而失去平衡，

即月球磁场对人类情绪也有影响。对此，持相反观

点的人认为这是痴人说梦。 

因为通过牛顿经典力学公式的计算，100 公斤体

重的人，来自月球对他的引潮力也不会超过 11达因；

而一只蚂蚁就能使出 100 达因的力。且这 11 达因的

力，分摊到 100公斤体重的人的每个细胞每根血管，

实在微乎其微。其次，月球磁场现在只及地球磁场

的二万分之一，又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其影响

比放在口袋里的一块磁铁小得多。这种否定，联系

行星对应区，例如问：根据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太

阳系所有行星的引力合到一起，还不抵月亮对地球

引力的万分之一，月亮尚且不能引起天气的异常，

只能引起潮汐，那么遥远的行星怎会反倒影响地球

的气候呢？又如，朔日，月亮在日、地之间；望日，

地球在日、月之间；每个月，朔、望日都有，按理

对地球磁场感应力应该增强，降雨也应该增多，但

实际大雨都不是每个月的朔、望都发生。 

是的，行星对应区假说缺乏自己的基础构造！

大家知道，现代有科学技术知识头脑的人都学过牛

顿经典力学；谁要想借用牛顿力学的框架，谁就摆

脱不了点体论坐标那套公理化数学基础的指导。这

使得一些对灾变、异象观察的结论，只能放在“唯像

科学”的地位。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他开初学造飞机，教师像

裁缝做衣服，小本子上记的是各式各样大小部位的

尺寸，教学生也是用这些死尺寸去造飞机；后来他

到国外学的理论力学、流体力学、材料力学……，

就不再记这些死的尺寸了，因为掌握了这些原理和

公式，不但能造出各种型号的飞机，而且还能够检

验、设计新飞机。 

但灾害学、异象学要这样谈何容易？科学是一

种复杂的劳动。当然我们不能说，经络学说、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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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观星测雨的行星对应区假说就不科学，但行

星对应区假说决不是破译了现代科学之谜的密码，

中医联系的易学也决不是现代尖端科学的指路明灯；

而只能说它们间接地指出了现代科学基础之漏！难

怪栾巨庆意识到“行星影响地球气候的现象用牛顿

力学解释不了”。 

原因何在呢？因为通观牛顿力学框架一类的近

代科学，它们的基础不外乎是用点体波粒坐标，从

微观到宏观，从宏观到微观建筑的科学大厦。而且

所谓的场论，也是用的这种点体波粒坐标建构的场

论；所谓的二值逻辑或多值逻辑，也是用的这种点

体波粒坐标判别的二值或多值。它们真的是搞得天

衣无缝吗？否！正当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们还在设法

搞清量子理论中一些费解的概念和似乎是矛盾的问

题的时候，目前西方脱颖而出的超弦理论，要求我

们从数学上把自然界的最基本粒子看成是一维的弦，

而不是零维的点！ 

这些弦的长度只有 10-33厘米，可排列 1020个质

子。它们可以是有端点的线段，也可以是无端点的

圆圈。弦的每一种振动模式对应着一种不同的亚原

子粒子，即至今所知道的基本粒子，是弦奏出的旋

律，是微宇宙中的音乐！这也不难理解。从拓扑学

的连续性可知，线段一样的棒体或点一样的球体，

都能连续缩成一点；但环面一样的圈与球面一样的

点是不同伦的，这里在微观领域，数学和物理学是

否已经发生矛盾了呢？有，但还没有充分暴露。 

例如奏出宇宙音乐的弦虽然是一维的，但超弦

理论却是 10 维的；即它认为在空间的每一点周围还

紧紧缠绕着一个微观球，所以比通常的 4 维时空多

出的 6 个类空间维还无法被检测出来，这意味着超

弦理论还保留着点体论的坐标，正如同现代数学的

多维，也是这种点体论坐标的推广；多维的收敛不

是一种自然的收敛，而是一种人为的重正化方法。

不管我们的想象力是如何地不能摆脱这种理论的困

扰，但物理学家们却总归在急急忙忙地学习和理解

这种已形成理论的关于自然的微观几何学。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1986 年《华东工学院学报》、《交叉

科学》杂志等，相继发表了我们早已写就的微观领

域物理学和数学存在矛盾的“宣言”。 

因为物质，应是现存世界一切物体的抽象和广

延中的一种客体，而数学仅是现存世界一切物体的

抽象和广延中的一种思维。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

诞生以来的数学、物理学并不已完善；人类一切哲

贤的认识也并非完善，难道他们不存在着遗漏吗？

例如数学虽是物理学的一种重要工具，并且自身能

够独立地发展，但自身并非就能够完善；因为数学

并不是人类认识物质的源，而是流----虽然两者是相

辅相成的。君不见池塘水面向下陷落的旋涡，锅中

沸水心液体向四周翻滚的对流，地球磁场南极出北

极进的磁力线转动，如将它们缩影成一点，点也具

有向自己内部作运动的性质。 

即数学是从物质本体具有向自己内部作运动的

唯象中，才引伸出点也具有向自己内部作运动的命

题或公理的。这就是揭示数学和物理学存在矛盾宣

言的公理，这就是今天数学和物理学存在补遗的公

理。有了这条公理，可以证明圈比点更基本；可以

证明粒子不是无限可分的；可以证明超旋并不需要

10 维，而只要 5 维就足够了。 

因为从拓扑学上证明圈面与球面不同伦，已经

给点体论坐标的经典数学、物理学以很大的冲击。

加上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学愈来愈注意对称问题，

使对称和自旋的联系也就显得更紧密。例如从语义

学将自旋、自转、转动作出分明的定义之后，对称

不仅在静止中出现，而且也包含在自旋之中。 

自旋：有固定的转轴或转点，能同时组织起旋

转面，并在旋转面内能同时找到对称动点且轨迹重

叠的旋转。 

自转：有固定的转轴或转点，可以有或没有同

时对称的动点，但不能同时组织旋转面；例如一条

直线，一端不动，另一头作圆周运动的旋转。 

转动：可以没有固定的转轴或转点，不能同时

组织旋转面，也可以不存在转轴两边同时有对称动

点，但轨迹要是封闭曲线的旋转。如一个球体在空

间作封闭的曲线运动。 

正是从严格的语义学出发，进一步补充证明了

拓扑学上圈面的整体是与部分不同伦的。因为按自

旋定义，类圈的整体可以存在三种旋： 

面旋：类圈体绕垂直于圈面的轴的旋转，如石

磨绕磨心的旋转。 

体旋：类圈体绕圈面内的轴的旋转。如拨浪鼓

绕手柄的旋转。 

线旋：类圈体绕体内中心圈线的旋转。线旋一

般不常见，因为固体的表面肉眼不能看见动。但从

类圈体的部分看，这三种旋虽存在，但部分不是在

作自旋，而仅是在作自转或转动。即使圈面上通过

转轴的那两点，似乎应该算自旋，但由于它们不能

组织起旋转面，最多也只能算半个自旋。正是从这

里，我们可以分析圈比点更基本的证明。 

①三旋虽然是从圈体的形象引入门的，但三旋

的概念建立之后，并不再需要圈体的形象就能独立

地存在。例如，地球不是一个圈体而是一个球体，

但它也存在三旋：地球的自转是面旋；前苏联地质

学家奥尔洛娃解释在北极考古发现二亿年前的热带

茂密森林化石，提出地球曾发生过乾坤颠倒的运动，

可称体旋；地球磁场南极出北极进的磁力线转动就

是线旋。 

②物质向自己内部作运动正是一种线旋；而线

旋运动一定能够分割，划出一个有界的球体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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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第一宇宙推动力。宇宙的诞生，是一个既

开放又封闭的耗散结构系统；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

构学说的局限性，是只解决了宇宙第二推动力的问

题。 

③三旋的本体性和普遍性，容易把场和粒子对

应到圈面的整体与部分不同伦问题上。这里，部分

仍然归于一点体状，从几何学上说，部分似乎比整

体基本，但正如超弦理论把所有基本粒子看成是由

弦振动生成的一样，这里也是把所有的部分，看成

是由整体生成的。部分的多，归一于整体的一。而

点体状的部分如果构不成原先的圈态，即使是占整

体 99%的点体也还是部分。所以量子力学中，粒子

不能穷尽场，场也不能代替粒子。 

现在看来太阳，地球和其它行星组成的太阳系，

从天文学上可知，它们是早期太阳系星云圈态旋涡

离散后的产物。如果学着点体论从微观到宏观，和

从宏观到微观推演物质进化的模式，三旋圈态论从

微观到宏观和从宏观到微观的物质进化，前者不必

说，后者从胀观、宇观往下向看，星云集团运动产

生的圈态（星云旋涡、星云行星类轨道圈光环），

经体旋、面旋、平凡线旋、非平凡线旋、节点线旋、

收敛线旋、孤立线旋，才演化成为星球等粒子物体

状态的。因此，我们称星球是第一级离散类圈体，

地球上的石头之类第二级离散类圈体……等等。这

是一种下向网络，它从另一个方向把自然界的离散

事物又串连了起来，拓展了“EPR 反论”，即不仅粒

子不可能从整体的三旋场效应上被真正地分割，而

且星球也不可能从整体的三旋场效应上被真正地分

割。 

诚然，太阳系中的慧星，在太阳系行星轨道圈

上运行的某些卫星，分别反映了初期太阳系星云圈

的线旋，星云轨道圈的线旋；说得明白些，即太阳

系初期星云圈破缺之后，它的面旋能量主要分给了

太阳系的行星，线旋能量主要分给了穿过行星运动

面运行的慧星，体旋能量主要分给了太阳；但这仅

仅是宏观量子现象的三旋反映之一。例如陈年提出

大陆起源，缘由原始地球表面存在的自北而南地流

动的现象，这也是一种宏观量子现象的线旋反应。

又如在低温下，超导体碎片悬浮在磁体之上，这种

宏观抵抗磁场引力的现象，也是由于超导体产生的

不平凡线旋能高于一般外磁场线旋能的宏观量子现

象的反映。 

但这都是离散类圈体各别身上的三旋现象的反

映。离散类圈体不能从整体上被分割会不会重演三

旋的现象呢？例如太阳系里的行星走到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反映再现整体的三旋信息呢？我们来看行星

对大气、对地球有没有磁感应的影响。在三旋力学

中，磁感应现象是属于线旋的反应；在离散类圈体

系统中，是属于多重线旋或多重线旋耦合，是一种

二级线旋影响力；在行星之间确实是太弱了，而且

也不具有统一密码信息的效应。 

我们说的统一密码信息效应，是指离散类圈体

的一级整体三旋效应，例如木星、火星等行星与地

球、太阳，走到了一定接近的位置，这种位置上的

三旋效应就表现了出来----因为这些离散类圈体原来

都是属于一个整体类圈体上的转座子，集聚使它们

反应出本体上的三旋力；这种力既不简单的是引力，

也不简单的是磁力，而是一种宏观量子现象的效应。

我们称为统一信息密码。 

例如，我们平常说的电场就对应面旋，磁场对

应线旋，温度对应体旋，这都是统一信息密码的宏

观量子现象的表现。而且从统一信息密码得出的波

场--流场自生电律，还认为在一定的范围内，微轻流

子流如果能自组织形成线旋和面旋，那么不管它单

个粒子显不显电性，群体都会产生电场效应或电磁

场效应。正是如此，日、月、地球的这种模式，与

地球、太阳和其它行星的这种模式是不相同的，这

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信息密码对应区。 

地球、太阳和木星、火星等运行转到一定的位

置上，能再现初期太阳系星云圈上某一部分的三旋

力学效应，地球也就获得了某种极其微弱的一级统

一密码信息。众所周知，极微弱的电磁波就能使电

视机屏幕上出现美妙无比的图像，因此即使这种统

一信息密码，比放在口袋里的一块磁铁的磁场强度

影响还要少，但是正如换上一块强度大得多的磁铁

也不能使电视机屏幕上出现美妙的图像一样，行星

对应区效应，并不在于行星有没有磁场，能不能做

磁介质，而在于行星的位置效应能不能再现初期太

阳系星云圈的三旋效应。 

当然这种三旋效应在行星离散很大时，是很容

易消失的，而不像引力和磁力始终有数字可计算。

所以当行星与地球、太阳聚集时，这种三旋效应是

造成地球微轻粒子场，或者就是云团或大气流能自

组织线旋和面旋的动力。而按波场--流场自生电律，

这又会使地球微轻粒子流，或者云团大气增强电场

效应或电磁效应。或者说，这种其它行星与地球、

太阳聚集或成对称分布再现的三旋效应，影响地球

簸场并波及大气环流或其它地球异常，由此各种因

素综合并落实到具体的地区，才发生的相应天气或

地理异变，如洪涝干旱、地震等。 

这里不准备介绍三旋理论的全部数学、物理学

基础，我们只是还想说栾巨庆的“二心天象图”----金

水火木土五大行星绕日公转，而太阳却绕地球公转，

用于观星测雨有它合理的一面。道理是：以三旋坐

标看太阳系中的地球和其它行星，只不过是像类圈

体上的转座子；站在类圈体外观察三旋着的类圈体

上一个转座子标记的运动，是成几率波的方式出现

的；而如果类圈体质心同时又作平动或转动，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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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大范围内作运动，那么它的几率波变化还比在

单位时间、单位空间里更明显----这是一种无条件概

率。 

条件概率指的是站在类圈体的一个转座子上，

对另一个转座子标记的观察。在这种情况下所观察

到的标记转座子出现的次数，即使也成一种几率波

变化，但也不是无条件概率，因为被观察的转座子

虽然在作三旋，可观察者所站的转座子也在同一个

类圈体上作三旋，因此两个三旋之间的同构性远比

站在类圈体之外的观察者大得多，即它们具有很大

的系统自组织选择性，观察到的次数并不是“随机地

分配”给观察者的，因而它属于条件概率的范畴。 

联系到行星对应区假说，地球和其它行星的运

动当然是日心说决定了的，这是初期太阳系星云圈

破缺之后的事实。但是人类却注定只能以条件概率

的方式来观察太阳系里其它的行星，因为人是居住

在地球这个转座子上的，并且只要人不脱离太阳系，

他就只能作为一个转座子的身份参加到太阳系星云

类圈的三旋运动中去，这就迫使人只能用类似地心

说的方式进行观察，再加上地球的自转----这是太阳

系里二级系统的三旋运动，使一级系统里的条件概

率观察也变得够复杂。 

因此栾巨庆创造的“二心天象图”，是以转座子

标记地心为主画出类圈体不动点质心太阳的运动，

再以日心为主画出其它离散类圈体行星的运动，这

可看作三旋转座子理论中条件概率联系实际的具体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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