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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时空几何 
◆王福元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戈布新村 101 地质队  辽宁抚顺  113015） 

摘要：自人类誕生之日起始终都在不断的认识宇宙和研宄宇宙。为了看

清宇宙的全貌就必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宇宙全息影像的数学模型。四维

时空几何或称宇宙几何就是认识宇宙和研宄宇宙最有效的数学与物理相

结合的科学方法，古语云：宇之表无极，三维（XYZ 轴）空间无限，其

大无外，其小无内。宙之端无穷，时间的起始与终止点无限，无穷无尽。

有了时空几何就不难得岀宇宙全息影像的动态数学模型。通过对中国易

学的深研宄我们惊奇的发现其中蕴藏着宇宙全息影像像的动态数学模

型，这是解开宇宙奥秘的金钥匙。在中国的干支历法纪时系统中我们获

得了宇宙更多奥密的真谛，这是人类认识吏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华民

族为人类步入宇宙文明所做的又一具大贡献。 

关健词：天干；地支；六十甲子；极坐标；旬；四维时空几何；“e”曲

线；“S”曲线；宇宙全息动态数学影像模型；背景宇宙；分异宇宙；宇

宙细胞；星系细胞 

一、天干 
十天干：1 甲 2 乙 3 丙 4 丁 5 戊 6 己 7 庚 8 辛 9 壬 10 癸分

别为十个不同的单位长度表 1 
1 2 3 4 5 6 7 8 9 10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天干坐标网 

图 1          图 2           图 3 
以 1 甲 2 乙 3 丙 4 丁 5 戊 6 己 7 庚 8 辛 9 壬 10 癸为 10 个单

位长度，建立 10×10 直角坐标（X 轴、Y 轴）网即天干坐标网
图 1。如配以方位（上北 N 下南 S 左西 W 右东 E）可得天干坐
标网图 2。如冉配 10 个单位长度的同心圆可得天干坐标网图 3。 

二、地支 
十二地支序数及方位：1 子（0°）2 丑（30°）3 寅（60°）

4 卯（90°）5 辰（120°）6 巳（150°）7 午（180°）8 未（210°）
9 申（240°）10 酉（270°）11 戌（300°）12 亥（330°）。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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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二地支建立坐标系统：图 4 图 5 

图 4：十二地支方位坐标系→1 北 N0°、2 北北东 NNE30°、
3 北东东 NEE60°、4 东 E90°、5 南东东 SEE120°、6 南南东
SSE150°、7 南 S180°、8 南南西 SSW210°、9 南西西 SWW240°、
10 西 W270°、11 北西西 NWW300°、12 北北西 NNW330°。 

图 5：干支坐标系统→以天干地支配合建立一个综合的坐标
系统。 

三、六十甲子表 
表 3 

1 甲
子 

2 乙
丑 

3 丙
寅 

4 丁
卯 

5 戊
辰 

6 己
巳 

7 庚
午 

8 辛
未 

9 壬
申 

10
癸
酉 

11
甲
戌 

12
乙
亥 

13
丙
子 

14
丁
丑 

15
戊
寅 

16
己
卯 

17
庚
辰 

18
辛
巳 

19
壬
午 

20
癸
未 

21
甲
申 

22
乙
酉 

23
丙
戌 

24
丁
亥 

25
戊
子 

26
己
丑 

27
庚
寅 

28
辛
卯 

29
壬
辰 

30
癸
巳 

31
甲
午 

32
乙
未 

33
丙
申 

34
丁
酉 

35
戊
戌 

36
己
亥 

37
庚
子 

38
辛
丑 

39
壬
寅 

40
癸
卯 

41
甲
辰 

42
乙
巳 

43
丙
午 

44
丁
未 

45
戊
申 

46
己
酉 

47
庚
戌 

48
辛
亥 

49
壬
子 

50
癸
丑 

51
甲
寅 

52
乙
卯 

53
丙
辰 

54
丁
巳 

55
戊
午 

56
己
未 

57
庚
申 

58
辛
酉 

59
壬
戌 

60
癸
亥 

六十甲子表共 6 行，每一行为一旬，以开头两个字为每一旬
的名称，第一旬为甲子旬、第二旬为甲戌旬、第三旬为甲申旬、
第四旬为甲午旬、第五旬为甲辰旬、第六旬为甲寅旬。 

根据六十甲子表，以十天干顺序数为长度单位，以十二地支
的不同角度可得下表 

表 4 

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岀这是一个极坐标(ρ，θ)点的集合，以
天干长度为极半径(ρ)，以十二地支为不同方位角度(θ)构成了六
十个不同的极坐标点的集合。 

四、六十甲子的“e 曲线” 
即然有了各点的坐标，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点落在干支坐

标系中，用圆滑的曲线将其依次連接就可以得到六旬中的六条圆
的渐开线，我们称之为六旬“e 曲线”。图 6→图 11 

图 6 甲子旬“e 曲线”  图 7 甲戌旬“e 曲线” 图 8 甲申旬“e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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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甲午旬“e 曲线” 图 10 甲辰旬“e 曲线” 图 11 甲寅旬“e 曲线” 

通过这六条“e 曲线”从第一甲子旬开始－第六甲寅旬结束，
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恰恰正是人类苦苦寻找的宇宙物质运动总
规律的四维动态几何数学模型，也是宇宙物质运动总规律的全息
影像模型。 

宇宙物质运动的总规律：在分异宇宙中，物质的立体涡旋运
动，水平方向上是按逆时针方向旋转运动，而顺时针方向上的时
间就是物质运动的留下轨迹，而物质运动的全息特征是随着时空
的变化而变化。在实观世界里，物质的存在和运动特征受时间与
空间控制明显；而在虚观世界里，物质的存在和运动特征不受时
间与空间控制。 

在大尺度宇宙背景中三维空间无边界→∞无穷大，即宇之表
无极其大无外（宏观）其小无内（微观）；在分异宇宙中，即宙
之端无穷，时间的端点确有无穷多个，就是在任意系统中时间的
开始和终止均有两个端点，系统无限端点无限，即为端无穷。 

五、六十甲子单“S 曲线” 
图 12、甲子甲午 S 曲线 图 13、甲戌甲辰 S 曲线 图 14、甲申甲寅 S 曲线 

过圆心用圆滑的曲线依次将甲子与甲午、甲戌甲辰、甲申甲
寅“e”曲线連接构成单“s”曲线。 

六、六十甲子双“S 曲线” 
图 15        图 16      图 17 

图 15 是将甲子旬与甲午旬“s”曲线旋转 90°后迭加构成下
图双“S 曲线”。 

图 16 为双“S 曲线”的变型为“ 型”。 

图 17 为甲子甲午旬与甲戌甲辰旬曲线迭加成的双“S 曲线”。 
七、四维时空几何模型  

图 18             图 19 

图 18 是六旬三“S 曲线”的迭加。 
图 19 是六十甲子“S 曲线”的综合图。将甲子甲午（1，4

旬）、甲戌甲辰（2，5 旬）、甲申甲寅（3，6 旬）三“s”曲线用

不同颜色（红黄兰）表示。 
我们通过对天干地支及六十甲子的研宄得到了宇宙全息影

像的四维时空动态数学模型。这就是我们人类苦苦寻找的宇宙全
息影像数学模型，这一宇宙模型具有普适性，可以根据研宄对像
的变化而变化。研宄结果表明宇宙星际物质的运动方向与时间的
运动方向相反。 

八、宇宙的演化 
背景宇宙→分异宇宙蛋→  e 型星系→ S 型星系→ 双 S 型星系→三 S 型星系 

图 20 图 21 图 22 图 23 图 24 图 25 

图 20 为背景宇宙：背景宇宙是指未分异的宇宙大部分，其
物质由宇宙尘埃及宇宙微波 

构成，特点是黑暗无光，浮力与压力相等→∞。 
图 21 为分异宇宙：分异宇宙是指分异的部分宇宙，其物质

由宇宙尘埃、宇宙微波及全 
部星系构成，即宇宙蛋。根据宇宙演化的程度推测分异宇宙

中的宇宙蛋至少要有两个。 
宇宙细胞：星系是分异宇宙中最基本的细胞单元。宇宙细胞

的演化过程：是从图 22“e 型星系”→图 23 单“S 型星系”→
图 24 双“S 型星系”→图 25 三“S 型星系”。三“S 型星系”是
宇宙细胞演化的最高形式。 

九、宇宙飞行 
超光速飞行：在大尺度宇宙中超光速飞行科技才是下一歩人

类首先急需突破的目标，只有掌握了超速飞行，才可能真正歩入
宇宙的文明时代。 

S=V.t 从式中可以看岀：当距离一定时，用最短的时间到达
目的地，只有在速度上做文章。如我们要飞岀银河系，银河系直
径为 10 万光年，如果用 1 小时飞岀银河系需要飞船要以多大的
速度飞？根据公式 S=V.t  V=S/t=10 万光年/1 小时,答案是飞船
飞行的速度为每小时 10 万光年。如果我们还以同样的速度去仙
女座星系做客，路程是 350 万光年需多长时间到达？同理可证需
35 小时可到达。没有超光速的飞行科技，那么宇宙飞行只能是
枉想。 

碟型飞行器 
碟型飞行器是超光速飞行的保障，特点是：耐高低温、耐高

压、耐磨损、易控制飞行。 

图 26 图 27 
十、结论 
人类进化的文明程度已到了飞跃期，要由地球文明跃迁至宇

宙文明的暂新高度，万事具备(各种科技并向发展，如生物科学、
电子科技、材料科技...)，只欠东风(欠超光速飞行器，如飞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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