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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 发表的两篇文章
，

衬天体演化中宇宙是否膨胀
、

恒

星晚期演化的 图景如何等问题提 出 了一些看法
。

怎样认识这些 问题
，

在学术界里有较大的争论
。

希望 大家能 采取分析的态度
，
区别正确 与

错误
。

本刊发表这两篇文章的 目的
，
是 为 了引起进一步的 研 究 和 讨

论
，
欢迎 大家踊跃来信 来稿

。

基本粒子演化假说和河外星系红移解释

中国科学院 唐孝威

提 要

本文认为
，

宇宙是 无限的
，

宇宙并不膨胀
。

宇宙中一切事物
，

包括基本柱子

都在不断 发展 变化
。

本文 引进 了电子静质童随时间变化的假设
，
解释 了河外星

系的红移现 象
，
得 出 了哈勃定律

。

一
、

引 言

近年来关于基本物理常数是否随时间缓慢变化的间题
，

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

对这个

问题进一步研究的可能途径之一
，

是提出定量的唯象假说
，
由科学实验检验这些假说

。

这

里我们提出关于基本粒子演化的假说
，

然后讨论由基本粒子演化造成河外星系红移的可

能性
。

二
、

基本粒子演化假说

我们认为
，
宇宙中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

。

基本粒子也是不断演化

的
。

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说
�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
，

所谓
“

稳定
”
的基本粒子

，

例如电子
、

质

子
，
它们的性质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

而是在不断地
、

缓慢地变化着
。

这里我们讨论基本粒子的静质量 饥 随时间 ￡的变化
。

就是设
�

饥 二 仍���



根据质量能量守恒定律
，

基本粒子的静质量决不会凭空增大或减小
�静质量的变化必

须由其他运动形式的物质转化而来
。

这种转化的具体机制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从物理

理论来说
，

基本粒子静质量随时间变化是可以容许的
，

并不违反现在已知的基本物理定

律
。

因为基本粒子的静质量和相互作用常数有关
，
相互作用常数的缓慢变化就可以引起

基本粒子的静质量的变化
。

近年来
，

����� 等提出过一种引力场理论
，

认为电子质量可能

随环境而变化
。

从物理实验来说
，

初看起来
，

现有的基本粒子实验结果似乎表明基本粒子静质量固定

不变
。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知道
，

只是在 目前实验所达到的精确度范围内
，

才能够得出这

种近似的看法
。
以电子为例

。

目前对它们静质量直接进行测量的精确度约为 ��
一 “ 。

如果

它们的演化速率小于 ��
“ “
�年

，

则在 目前所达到的精确度范围 以内
，

直接实验还不足以发

现它们的演化过程
。

因此
，

根据现有的实验事实
，

并不能认为基本粒子静质量在很长的历

史时期中绝对固定不变
。

如果基本粒子静质量的变化非常缓慢
，

在地球上的实验室中用 目前的实验技术测不

出这种变化
。

然而由于天文过程和地质过程经历极漫长的历史时期
，

在天文现象或地质

现象中这种缓慢变化有可能显现出来
。

例如
，

基本粒子静质量的变化
，

将会导致遥远天体

光谱线波长有微小移动
、

太阳系行星轨道半径有缓慢变化等天文现象
，

以及地球半径有

缓慢变化等地质现象
。

我们可以考察这些天文
、

地质现象
，

来间接地检验基本粒子演化

假说
。

三
、

河外星系红移解释

利用基本粒子演化假说
，

可能对河外星系光谱线的红移作出如下的解释
�

因为光从远距离天体达到地球
，
需要很长的时间

，

所以地球上现在观测远距离星系
，

实际是观测到它们在很早以前所发出的光
。

同这么早的历史时期的天体中基本粒子的性

质比较起来
，
现在地球上的基本粒子性质已有变化

，

因而天体光谱线的特性同现在地球上

同一光谱线相比有些变化
。

基本粒子的演化
，

造成河外星系光谱线的红移
。

为了定量比较起见
，
下面具体假设

，
在我们观测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

，

在这一天体演

化的特定过程中
，
电子的静质量的时间变化

�

饥 � 饥
。 �一 夕� ���

式中 饥 是历史古老的电子静质量
，
饥

。
是现在地球上电子静质量

，
�是电子演化常数

。

从

地球上现在观测时间算起
，
回推到天体发光时刻的时间间隔为 ‘ 。

这个时间间隔 ‘ 也就是

光从天体到达地球所需的光行时间
。

时间间隔 ‘ 的数值愈大
，

表示观测的天体所处的历

史时期愈古老
。

这个关系式表示电子静质量随时间增长
，

历史古老的电子
，

静质量比现在

地球上电子的静质量要小
。

地球上现在观测的天体和地球的距离 �就等于

�二 �� ���

式中 。 是光速
。

原子光谱线的波长
，
反比于电子静质量

。
以氢原子 巴尔麦系的 �

。
线为例

�

�一饥
一一入



注是原 �常数
。

忽略原 户核质叹不同所引起的微小改正后
，

不同的原子光请线都有类似

处系
。

如果历史
一

占老的电
一

�峥质
一

狱 、 小 �
�

现在地球
�

���的电
一

户静质虽 ， 。 ，

那么古老天体的

光谱中某一光潜线的波 长 入
，，
就比现在地球 川司一光�件线的波长 入。

为大
。

因为
�

入
�

斤之

用式���幸��到
�

入
， 之〕乙。 � �

� 二�
一

� �
口 ’

人。 ，，‘
���

此式给出 万�入
。 ，

这就是基本粒子演化造成的红移现象
。

而且有
�

� �

弃卜一
� 。 。 一 �

人。
���

在 娜 值不很大的情况下
，

近似有关系式
�

公 � �才

由式���得到
�

� � ��
���

这个结果符合河外星系红移随距离正比增加的哈勃关系
。

同天文观测的哈勃关系作

定量比较
，

得到
�

�二 �全 �� ��
一 ” �年 ���

式中�是哈勃常数
。

因此
，

用基本粒子演化假说
，
可以解释河外星系的红移

，

而且还给哈勃常数以新的物

理意义
，
它就等于电子演化常数 ��

可 以看出
，

我们是把河外星系的红移解释为历史效应
。

用这种解释也必然得出下面

二个推论
�

第一
，

根本不会出现光谱线的紫移现象 ，第二
，
红移是各向同性的

。

这些都是同

天文观测事实相符合的
。

实际上观测到的河外星系的红移
，

是基本粒子演化造成的红移和河外星系无规运动

的多普勒效应红移的迭加
。

通常河外星系的无规运动速度约为光速的 ��
‘

一
�。 一 ，，

相应

的多普勒红移比演化造成的红移为小
� 同时河外星系无规运动可取各个方向

，

因而多普

勒红移可以是正值或负值
。

这种多普勒红移迭加到演化造成的红移上面
，
可以引起关系

式���给出的线性关系外加无规则的小偏离
。

四
、

实 验 检 验

基本粒子演化假说是否符合实际
，
必须通过其他科学实验和更多天文观测的检验来

作出结论
。

其中
，
对河外星系的进一步观测也是一种检验方法

。

基本粒子演化假说对河外星系红移作出的解释
，

和通常宇宙膨胀假说的解释不同
。

这

二种假说对总星系的观测范围和远距离河外星系的红移规律
，
也作出完全不同的推论

。

所



以对远距离河外星系的更多观测资料
，

将有助于判断这二种假说中哪一种符合实际
。

基本粒子演化假说推出的关系式 ���
，

在红移比较小的情况下
，

和宇宙膨胀假说的推

论相同
，

但是在红移很大的情况下就很不相同
。

按照宇宙膨胀假说
，
总星系存在着观测极限

，

观测范围不可能超过 �� ���
“
光年

。

在

这个观测极限距离上
，

星系退离速度 已达到光速
。

在这个观测极限距离之外就观测不到

任何天体
。

此外
，

宇宙膨胀假说认为河外星系退离速度正比于距离而增大
，

再用狭义相

对论的换算
，

推论红移和距离的关系是

对于远距离河外星系
，

距离稍有变化
，

红移就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

但是按照上面的关系���
，

推论河外星系的观测范围可以远远超过 �� ���� 光年
，

在

这个距离以外
，

仍然有无限天体可以被观测
。

观测距离没有极限
。

此外
，

远距离河外星系

的红移和距离关系是

州
公 二 � ‘ 一 �

这和宇宙膨胀假说的推论不同
。

目前得到的哈勃关系
，

因为观测距离不够远
，

还不能对这二种不同的推论加以鉴别
。

所以对远距离河外星系的进一步观测将是有意义的
。

五
、

讨 论

近年来发现许多有巨大红移的类星体
。

类星体的巨大红移 目前还得不到解释
。

如果

类星体的巨大红移也由基本粒子演化所造成
，

就需要假设类星体是有不同于通常天体的

特殊物理条件的天体
，
例如有超高密度或极强引力场等

，

这种特殊物理条件使类星体中基

本粒子演化过程
，

从外界观测者看来变慢
，
这样

，

就显现出巨大红移
。

但是
，

类星体如何能

在很长时期中保持其特殊物理条件
，

这一点难以解释
。

所以类星体的巨大红移
，
可能还是

由其他原因所引起
。

从基本粒子演化假说得出的宇宙学的推论是
�

宇宙是无限的 � 宇宙并不膨胀
。

宇宙

是发展的
�
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

基本粒子也不例外
。

不但存在着天体

演化
、

生物进化等宏观客体的演化过程
，

而且微观客体也都在不断演化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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