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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力的起源是碰撞，中心力法则是所有星系、天体、物

质团运转的基本形式，引力和斥力是物质力的结构的基本作用方

式。宇宙的规律是物质的质量和速度通过碰撞产生变化形成的。

化学反应是物质结构不稳定相互碰撞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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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由物质、空间、时间组成。没有物质的空间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常用的空间是相对物质存在的，用来衡量物质的距离、体积、

形状，而人为制定的一个参考量，时间是用来衡量物质运动快慢

的相对量，时空的变化就是物质的变化。宇宙固有空间只有三维，

多维空间是参照物的空间不在同一坐标轴上而引发出的多维空间。

物质和相对运动本就存在，物质的最基本属性是质量变化和速度

变化，所有法则都是在质量和速度上发生变化产生的，变化的唯

一途径就是碰撞。碰撞是所有力产生的原因，并且只有碰撞才能

产生力。现在的宇宙经过了无数的天体碰撞才形成。

宇宙中有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物质发生着无数的碰撞，形

成了各式各样力的结构和力的作用。太阳系中心辐射出的主要

是光子，能量更大的银河系中心辐射出的是什么？黑洞中心辐

射出的又是什么？宇宙中心辐射出的又是什么？能量越大碰撞

的物质越容易分裂变得更小更快，以最小的单位携带最大的能

量存在。未从发现的物质是不是还有很多？听说黑洞中心连光

子都被吸进去，是不是辐射出的物质速度太快粒子太小，现有

技术根本探知不到，连进入的光子都给分解了或是没有反弹呢？

看上去就像什么都被吸进去了一样。宇宙中有密密麻麻大小不

一的粒子碰撞传递能量，形成物质力的结构和力的作用。电子

靠近原子核，有从原子核辐射出的物质碰撞形成的是斥力，有

了斥力物质之间才会有空隙，如果物质之间没有高能微粒碰撞，

那么物质累积在一起是没有空隙的。电子远离原子核会受到周

围微粒向原子核中心形成的压力，引力是物质向中心碰撞形成

的压力。各种大小不一的粒子会在各种物质中进进出出，相互

碰撞传递能量。原子核和电子受微粒碰撞形成的结构就是物质

力的结构，物质各种各样力的结构都是碰撞维护着状态。天体

的旋转和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太阳系是一团物

质，这些物质运动碰撞会形成一个层层累积指向太阳中心的压

力，越向中心压力就越大，压力就是引力。离中心越近太阳光

辐射越强，斥力也就越大。物质团都有自己的中心，原子核中

心、地球中心、太阳中心、银河系中心、黑洞中心、宇宙中心等，

在各自的范围内都会形成这种中心力法则。当压力与斥力相等

时，就围绕中心物质旋转。恒星时间过长会坍塌，是长时间的

辐射能量，质量慢慢减少，辐射的粒子慢慢减弱，斥力也就慢

慢降低，围绕它运行的物质因为斥力的减少会慢慢靠近，最后

碰撞在一起，恒星质量增加。星球中那么多的电子高速的做无

规则运动，速度一直这么快，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大数量的电

子能量从哪来的呢？是不是有着无数比电子更小更快的粒子碰

撞电子给它提供动能，同时也时刻改变它的运动方向，变得运

动无规则。这样解释正好符合总个宇宙的运转规律。

暗物质、光子等微能量粒子传递能量发生无数的碰撞的同

时，维护了大颗粒物质组合的力的结构和存在形式。比如电子

和原子的力组合，原子键，分子键等，物质的各种反应和变化

可以说是力的结构的断裂与组合。各类物质都有各自的组合方

式来维持力的结构的稳定，不同的物质组合的力的结构稳定程

度不一样，太阳上能量大原子核结构不稳定，发生核反应，而

地球上主要是分子结构不稳定，发生化学反应。力的结构稳定

程度不一样的物质混在一起就会发生碰撞产生力的做用，形成

化学反应，重新组合稳定的力的结构。分子种类太多，相互组

合发生的化学反应种类太多。吸热反应是重组后的物质扩散太

快，导致一定范围内物质碰撞次数下降、碰撞力度下降而降温。

放热反应是重组后的物质很难扩散，在一定范围内碰撞次数和

力度增加而升温。

同样的原子组合成分子是单质，不同的原子组合成分子是化

合物。固体物质流动性低，分子反应不频繁，组合比较简单。气

体物质分子距离太大，易分解，很难稳定。液体流动性高，反应

频繁，有一定的稳定性。水可以溶解大量的游离态物质，游离态

会有很频繁的化学反应。海水数量大，深度高，水压由高到低。

不同的压力下，分子间距不一样，组合的分子键力的结构不一样，

高水压会把各种各样溶于水的物质压在一起，形成高分子物质。

经过长久的反应，形成各式各样功能的有机物。多种多样的功能

和多种多样的反应结合可以形成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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