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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首先简单介绍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以及狭义相对论，然后介绍哥白尼创立日

心说的科学方法。从古至今凡是站在地球上的人，都没有测量到地球的运动速度。

哥白尼日心说靠天空大背景运动，反推理出地球的运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的实质用地球的公转运动速度与实验室的光速叠加，产生光行程差。零结果表

明实验是失败的。换句话说，站在地球上实验室里，各类电磁波（光波）实验

也不能测量地球的公转速度。因为物理学的基本规律：描述（测量）一个物体

的运动，需要参照物。一个物体是否运动，不能靠自己来测量自己。如果紧靠

实验室光波试验，可以测量地球的速度的话。即等于地球运动不需要参照物，

地球测量地球的运动的试验。这超出物理运动需要参照物的基本范畴。爱因斯

坦靠一个失败的实验，创立狭义相对论，其真理性值得怀疑。该文企图用哥白尼、

伽利略的基本科学论点，以及用天文学上时间、空间定义对狭义相对论时空观

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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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狭义相对论（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是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 1905

年发表的题为 《论动体的电动力学》［1］而创立，创立依据是由（1）迈克尔逊—

莫雷实验的零结果；（2）法拉第电磁感应具有相对性；（3）麦克斯韦方程组

不符合伽利略变换。提出两个假设：（1）光速不变；（2）一切物理定律（除

引力外的力学定律、电磁学定律以及其他相互作用的动力学定律）在所有惯性

系中均有效。推论出洛伦兹变换，以及时间膨胀、长度缩短等结论。

相对论从创立至今，许多专家、学者质疑不断、争论不休。支持者列举许

多依据，如原子弹是由狭义相对论质能关系式理论指导而造出；高速运动的微

观粒子寿命长；物体运动低速符合伽利略变换，高速（接近光速）符合洛伦兹

变换。理论推导符合逻辑等。反对者认为：（1）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

可以解释，不需要新的理论；（2）原子能的开发利用与相对论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是原子核裂变释放核能。与相对论质能关系式没有逻辑关系。（3）大家常说“生

命在于运动”，高速运动离子存在时间更长，与相对论没有必然关系。（4）时间、

空间是有严格定义，爱因斯坦把时间与过程混淆，偷换感念之嫌疑。

哥白尼创立日心说［2］，否定了地球静止在宇宙中心的地心说，采用自己独

特的眼光，以大船匀速离开港口，乘客没有发现大船运动，反而看到岸上一切

物体都在后退，大背景的后退是大船运动的反映。同理，地球是否运动，站在

地球上，地球运动是观测不到，只能看到背景运动，推理出地球运动。所以，

月亮、太阳、行星、恒星都围绕地球运动，是地球运动的反映。用哥白尼的论

据解释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狭义相对论创立的客观事实失去依据。

从物理学［3-21］、天文学［22-26］、电磁学［27-35］、物理哲学［36-39］对狭义相对

论时空观提出几点质疑。

2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以及狭义相对论

2.1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迈克耳孙－莫雷实验是为了验证“以太”存在与否而做的一个实验，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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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阿尔伯特·迈克耳孙与爱德华·莫雷合作在美国的克利夫兰进行。

图 1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原理（拷贝网络资料）

Figure 1  Michelson-Morey experimental principle (copying network data)

从地球轨道运动速度约 30 千米 / 秒（注意 1：地球运动轨道速度，在地球

的实验室，该速度是否可测？），如果以太存在，且光速在以太中的传播服从

伽利略速度叠加原理：假设以太相对于太阳静止，仪器在实验坐标系中相对于

以太以公转轨道速度 V 向右运动。光源发光（如图 1）经分光镜分光成两束光，

光束 1 经反光镜 M1 反射再经分光镜投射到观测屏。光束 2 经反光镜 M2 反射再

经分光镜投射到观测屏，与光束 1 形成干涉。光在以太中传播速度为 c，地球相

对以太的速度为 v。光束 1 到达 M1 和从 M1 返回的传播速度为不同的，分别为

c+v 和 c-v，完成往返路程所需时间为：

	 tM1=
d
c+v + d

c-v （1）

光束 2 完成来回路程的时间为：

	 tM2=
c2-v2

2d  （2）

光束 2 和光束 1 到达观测屏的时间差（乘以 C 就是光程差）为：

 Δt=tM1-tM2=
d
c+v +

d
c-v -

c2-v2

2d  （3）

然后让实验仪器整体旋转 90 度，则光束 1 和光束 2 到达观测屏的时间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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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已经形成的干涉条纹产生移动。改变的量为：

 ΔL=
2dv2

c2  （4）

移动的条纹数为：ΔL
λ

地球的公转轨道运动速率为：30 千米 / 秒。

ν ≈ 1×10-4c

干涉仪光臂（分光镜到反光镜）d=11m，应该移动的条纹为：

 ΔN=2×11×（1×10-4）2÷（5.9×10-7）=0.37 （5）

迈克尔逊和莫雷将干涉仪装在十分平稳的大理石上，并让大理石漂浮在水

银槽上，可以平稳地转动。并当整个仪器缓慢转动时连续读数，这时该仪器的

精确度为 0.01%，即能测到 1/100 条条纹移动，用该仪器测条纹移动应该是很容

易的。迈克尔逊和莫雷设想：如果让仪器转动 90°，光通过 OM1、OM2 的时间

差应改变，干涉条纹要发生移动，从实验中测出条纹移动的距离，就可以求出

地球相对以太的运动速度，从而证实以太的存在。但实验结果是：未发现任何

条纹移动。在此之后的许多年，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又被重复了许多次实验，

所得都是零结果。

2.2  洛伦兹的解释

1904 年，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提出了著名的洛伦兹变换，用于解释迈克耳

孙—莫雷实验的零结果。他提出运动物体的长度会收缩，并且收缩只发生运动

方向上。如果物体静止时的长度为 L0，当它以速度 以平行于长度的方向运动时，

长度收缩为 L（6）式。

洛伦兹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零结果解释，如果在运动方向上，时间用的多，

但是没有测量到多。假定，运动方向时间单位变大啦，就是时间膨胀，长度单

位减小——长度缩短，可以解释该实验，表达式被爱因斯坦称为洛伦兹变换。

2.3  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

两个假设：（1）光速不变（注意 2：光速被绝对化，神圣化）；（2）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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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在一切惯性系平权。

推理出洛伦兹变换：

 

x' = x-υ t

1- υ 2

c2

y' =y
z' =z

t' =
t- υ

c2  x

1- υ 2

c2

 （6）

式中，x，y，z，t 时空坐标；C 是光速；V 是动系的速度。

然后得到时间膨胀：

	 t' =t 1

1- υ 2

c2

 （7）

长度缩短：

	 L=L0 1- υ 2

c2  （8）

质量增加：

	 m= m0

1- υ 2

c2

 （9）

质能关系：

	 E=mc2 （10）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中，地球的公转速度是否可测，成为实验的关键？哥

白尼论述地球运动第一人。

3  哥白尼论述地球运动

托勒密的天真时代：看到的天文现象没有虚假，都是天象的真实反映。

每天太阳都是早晨从东边升起，傍晚，从西边落山。站在地球上，没有观测

到地球运动，看到太阳围绕地球运动。总结出宇宙围绕地球运动的地心说。

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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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凡是生活在地球上的观察者，看到太阳都是早晨从东边升起，

傍晚，从西边落山，太阳绕地球运动。行星、恒星也是绕地球运动。基本天象

与托勒密时代没有变化，地球不动，太阳绕地球运动，如图 2 所示。

图 2  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

Figure 2  Ptolemy’s geocentric model

哥白尼的理性时代：运动具有相对性，两个物体之间有运动，可能是自身

所在物体运动，也可以是目标物体在运动，或者两者都在运动，如图 3 所示。

图 3  物体运动的相对性

Figure 3  Relativity of Object Motion

讨论：A 载体的观察者（哥白尼），看到 B 星体正在远离 A 载体。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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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情况，（1）A-- 不动，B-- 远离运动；（2）A-- 后退运动，B-- 不动；（3）A，

B 两者都在运动，即 A-- 后退，B 远离。但是，载体 A 的观察者观测到 B 远离运动，

无法区分是哪种状态。是 A 运动，还是 B 运动。或者 A，B 两者都在运动。

载体观察者（哥白尼），看到 B 星体正在接近 A 而运动。也可能有三种状

况，A 不动，B 接近 A 载体而运动。第二种情况，A-- 趋向 B 而运动，B 不动。

第三种情况，A 沿 B 的方向前进，B 沿 A 的方向后退。

进一步判断载体 A 的运动，大背景反映出载体 A 的运动。

实施例一：大船离开港口，船上观察者没有看到大船运动，却看到岸上一

切物体都在后退，这种大背景的后退反映出大船载体的运动，如图 4 所示。

图 4  大船正在离开港口，岸上大背景后退运动是大船运动的反映

Figure 4  The big ship is leaving the port. the large background retreating 

movement on the shore is a reflection of the big ship movement

实施案例 2：火车乘客，在快速前进的火车厢里，高铁时速 350 公里 / 小时，

乘客没有观察到载体——火车运动。通过车窗却看到路边树木、建筑物、远处

山河等一切物体都在后退。这种大背景后退运动是火车运动的反映。

实施案例 3：大型客机，快速飞行时，通过窗口看到地面物体都在后退，这

种大背景的后退是飞机运动的反映。

实施案例 4：站在地球上，不能看到地球运动，天空月亮、太阳、行星、恒

星一切物体都绕地球运动，是地球自转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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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日心说：天空大背景的运动，是地球自转的反映，通过地球季节变化、

行星、恒星的周年变化，推理出地球的公转运动。地球绕太阳运动模型如图 5 所示。

图 5  地球绕太阳运动模型

Figure 5  Model of earth’s motion around the sun

托勒密：站在地球上，地球的运动没有测量到。

哥白尼：站在地球上，地球运动不可能测量到。仅靠天空大背景运动，是

地球运动的反映。然后推理出地球的运动，得到日心说。

迈克尔逊—莫雷：想通过光运动与地球公转运动的速度叠加，产生光行程差，

通过牛顿色环来测量地球的公转运动速度。零结果说明该实验测量地球的公转

运动速度，是失败的。

哥白尼批评爱因斯坦：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测量地球公转速度，零结果表

明实验失败，地球的公转速度用这种实验测量不到。为什么？运动实验的三要

素：运动实验过程、运动本体（实验物品）、实验者（观察者）：运动实验过

程——运动距离、运动场所、运动的度量。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运动实验过程，

就是在该实验台进行，实验台在地球上的实验内，运动本体：光波沿径向、横

向两束光，与地球公转速度叠加，形成光行程差。试问：站在地球上，连地球

的自转、公转速度都不可能测量到，凭什么要与你演示台的光速叠加？为什么？

观测者也在地球上，凭什么观测到地球运动速度对光速的叠加结果。运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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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要素都在地球上，都具有地球的运动状态，这种公共状态仅靠内部实验是

不可感知的。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测量地球公转速度：实质上实验者、实验物、实验场

所都在地球的实验室内。等于地球测量地球的速度，或者 A 物体测量 A 物体运动。

违反物理学运动的基本原理。物理运动的描述、测量需要参照物，本实验没有

参考物。有人说，该实验选用太阳为参照物。太阳管得了你地球上这么微小的

实验。

靠一个失败的实验，创立狭义相对论。其真理性值得怀疑。光属于电磁波

范畴，讨论光速，先回顾电磁学的发展历史。

4  从电磁学发展历史角度对狭义相对论提出质疑

1831 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变化的磁场可以激发出电场。

 ε i=- dφ
dt  （11）

麦克斯韦（Maxwell，1931~1879）提出位移电流的概念：变化的电场也产生

磁场。

	 JD= ∂D
∂t  （12）

麦克斯韦（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 经典电磁理论的奠基人、气体动

理论创始人之一。他提出了有旋场和位移电流的概念，建立了经典电磁理论， 

并预言了以光速传播的电磁波的存在。

	 c=
μ0ε0

1  （13）

并建立麦克斯韦方程组。

全电流定律：

 ×H=J+ ∂D
∂t

 （14）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E=- ∂B
∂t

 （15）

磁通连续性原理：

 ·B=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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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定理：

 ·D=ρ （17）

赫兹通过实验验证电磁波的存在。

物理科学把光看作电磁波范畴，光波有自己独特规律，但是更要符合电磁场、

电磁波的一般规律。

光是电磁波频谱中一小段，有折射、散射、反射过程，传播方向（即速度方向）

改变。物理学对速度的定义：速度是矢量，是空间位移随时间的变化率，有方向，

有大小。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显然不成立。如光的反射、折射定律，尽管反射、

折射前后速率一样，但是方向相反或改变。速度作为矢量，已经改变。

光速（速率）：

	 c= με
1  （18）

式中，C-- 光速；μ-- 磁导率；ε-- 介电常数。

磁导率与介质、空间、环境有关，是一个多因素制约的参数，并非一成不

变的常数。介电常数与媒质材料、空间、环境有关、多因素制约的参数。在不

同介质传播速率是不一样。有些磁性材料，具有磁滞效应，磁导率成为闭环曲线，

如图 6 所示。

图 6  磁导率变化曲线：磁滞现象

Figure 6  Permeability curve: hysteresis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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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介电常数、磁导率都不是绝对常数。两个参数决定光速也不是绝对的

常数。因此，说光速不变只是一种假设，并非真实。

5  伽利略理想乘船舱实验对狭义相对论的质疑

法拉第电磁感应实验、赫兹的实验、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都同时在伽利略

大船舱进行，如图 7 所示。

图 7  电学、光学、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在伽利略船舱里进行实验

Figure 7  Electricity, optics, Michelson-Morey experiment conducted in Galileo 

cabin

伽利略的乘船运动，在大船舱：空中苍蝇飞舞、鱼缸里金鱼的游动、水滴

的下落、球的运动、人的走动都不能区分，大船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该实验

被称为惯性定律的依据。

当下 21 世纪，科学已有很大发展，大型游轮速度比伽利略时代快的多，舱

容积也大的很多。各种电信号布满大船个个部落，电磁场充满大船舱每一个空间。

在大船舱里进行各种电磁学、光学，声学、迈克尔逊—莫雷等实验，都可以进行。

大船速度可以实施，数学分析如同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逻辑推导，可以想

象各种实验结果与伽利略一样，不能区分大船匀速运动与静止。

伽利略乘船运动回答：托勒密主义“地球运动，我们为什么测量不到、感

觉不到，跳起来还能落回原地？”。在大船里都不能测量大船运动，感觉不到

大船运动。更何况巨大的地球上，也测量不到、感觉不到地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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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扩展实验可以回答：爱因斯坦主义“狭义相对论”，在大船舱里，电学实验、

声学实验、光学实验、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各种实验都无法确定大船是匀速

运动还是静止。在更大的地球上，各种实验也不能确定地球的运动状态。

地球是载体，其运动具有公共特征，该特征仅靠内部实验无法区分。因

此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零结果，仅说明该道理。并不是狭义相对论创立的

依据。

6  多普勒效应对光速不变的质疑

1842 年，多普勒发现，火车经过时，喇叭声音发生改变，接近时，音调升高，

远离时，音调降低。如图 8 所示。

图 8  多普勒发现波源移动对波长或频率的改变示意图

Figure 8  Changes of wavelength or frequency in the wave source moving 

observed by doppler

	 Z=
λ o-λ s

λ s
±

V
C

 （19）

式中，Z-- 波长相对变化量，λ o-- 观测者收到信号波长。λ s-- 波源

发射的波长；V-- 波源的移动速度，远离为正号，接近时为负。C-- 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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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速度。

电磁波也是波，符合多普勒效应，那么光波的速度就不是恒定，因人而异。

波源不移动，波向四周传播的速度一样。如果波源移动，在移动方向上，波源

上的观察者，该方向上波速度：C-V，反方向上，波源上的观察者：波速度使 

C+V。如图 9 所示。

图 9  波源移动，不同方位的观察者测到的光波速

Figure 9  Light wave velocity measured by observer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when 

wave source moves

A 方位：波速 --C-V；

B 观察者测到的波速：

	 VB= （
2
c -v）2+ c2

2
 （20）

C 点观察者测到的波速：

	 Vc= c2+v2  （21）



·118·
基于哥白尼地球运动论对狭义相对论提出质疑 2021 年 8 月

第 3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go.030301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go

其它点的分析雷同。

波源携带者对不同方位点实测速度是不一样的。光速不变仅是一种假设，

没有科学依据。

7  由天文学时间定义对狭义相对论质疑

时间的定义：用公共时标（时钟：摆钟、机械表、电子表、原子钟、铯钟、

光钟等）来计量物理、化学、工作、生活或天体运动等过程长短，过程持续性

的度量。时标是度量时间的度量衡器。

时间系统：时标、计时单位。地方时、国家法定计时标，世界计时标。地

球绕太阳一周为地球人的公共大时标——一年，月亮绕地球一周为一个月，地

球自转一周为一天，但是中国自己的农历，也遵守世界公历。一年 365 天，一

天 24 小时，一小时 60 分，一分 60 秒。如果地球转慢啦，需要调整时钟。

中国的时间的精确发布是由国家天文台来完成。

而狭义相对论讨论光速与速度往返叠加问题，实际上，讨论光波传播问题，

它与一个公共速度叠加，光速与公共速度一致时，用时间少，相反时，用时间多。

来回均衡时间，还是多余没有公共速度的光速来回时间。

如果该公共速度是真实的、可测量的，对光速度有真实影响的。该过程一

定是可测量的，该过程持续性必然大于没有公共速度的持续性。但这里过程长（用

时间多）不能称为时间膨胀。因为该过程不会影响公共天文计时系统，光过程

长短不影响各种钟表的计时过程，更不可能影响天地的运行步伐，更不可能影

响空间的长短？

相对论时空观缺乏科学依据，更缺乏客观事实依据。

更关键问题：依据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零结果，然后，依据两条假设，推

理出的狭义相对论。在天文学上，没有任何依据；在当今科学，尊重各种实验，

相对论缺乏实验依据。

本文的结论：狭义相对论在两条假设下，推理出洛伦兹变换，时间膨胀、

长度缩短等观点。实际上，缺乏依据。仅用数学推导的狭义相对论，缺乏实验

验证，仍然处于科学假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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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束语

托勒密时代，地球不动，静止在宇宙中心，宇宙围绕地球转动。哥白尼创

立日心说，推翻地心说。地球运动靠大背景的运动，反推理出地球的运动。迈

克尔逊—莫雷实验说明，用地面实验室里的光学实验也无法测量地球的运动速

度。爱因斯坦依据一个失败的实验，建立狭义相对论。它失去客观事实的依托，

仅有数学推导是不够的。绝大部分内容应该处于假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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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rnicus’ Earth Movement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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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Michelson-Morey experiment 

and special relativity, and then introduces Copernicus’s scientific method of 

establishing heliocentric theory. Since ancient times, no one standing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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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has measured the speed of the earth’s movement. Copernicus’ heliocentric 

theory relies on the large background movement of the sky to deduce the 

movement of the earth. The essence of Michelson-Morey experiment uses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revolution speed of the earth and the speed of light to 

generate light travel difference. The zero result shows that the experiment failed. 

In other words, all kinds of electromagnetic wave (light wave) experiments 

cannot measure the revolution speed of the earth when standing in the 

laboratory on the earth. Because the basic law of physics: to describe (measure) 

the motion of an object requires a reference object. Whether an object moves or 

not cannot be measured by itself. If the speed of the earth can be measured by 

light wave test close to the laboratory. That is to say, it is equal to an experiment 

in which the earth measures the movement of the earth without reference. 

This is beyond the basic category of references needed for physical movement. 

Einstein founded his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through a failed experiment. Its 

truth is questionab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Copernicus and Galileo’s basic 

scientific arguments, as well as astronomical definitions of time and space, to 

put forward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the space-time view of special relativity.

Key words: Copernicus;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Galileo; Geocentrism; 

Heliocentric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