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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ful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most basic role law basis,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re-

lation of material solves the unified relation between the gravitation and electromagnetic force law 

problem. Gravitation and electromagnetic effects are subject to physical relationship change law of 

the unity between the two point l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le consistency, abide by the 

unified equation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le change equation. Gravity, electromagnetic force 

and weak force and strength are not the interaction force between the two, is the basic function of 

natural phenomenon, but the relationship is used to measure changes in a physical quantit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 phenomenon. The basic function represents only 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the two, such as contact, not involving the third person. Four natural functions are involved 

in third parties, so four natural functions are not essential. 

Keywords 

gravity; electromagnetic force; unity; the basic role; relationship changes  

Subject Areas Math & Physics 

 

论万有引力与电磁力间的统一 

王昌益1，苏炜2
 

1. 中国山东省蓬莱市国土资源局，山东 蓬莱 

2.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山东 蓬莱 

Email: wyc59528@126.com 

收稿日期：2017年9月18日；发布日期：2017年9月19日 

 
摘  要 

本文在充分认识自然界中存在的最基本作用规律基础上，从物质关系变化角度审视解决了万

有引力与电磁力之间的统一关系规律问题。万有引力作用和电磁作用都遵守物质关系变化规

律，两者之间的统一点在于质点关系变化的一致性，所遵守的统一方程是质点关系变化方程。

万有引力、电磁力以及弱力和强力都不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都不是自然界中的基本作

用现象，而是用于度量关系变化的一种物理量，是关系变化现象。基本作用仅代表两者之间

的相互作用现象，如接触作用，不涉及第三者。四种自然作用都涉及第三者的作用，所以，

四种自然作用都不属于基本作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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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引力；电磁力；统一；基本作用；关系变化

 
1.序言 

万有引力作用与电磁作用之间统一规律研究属于物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课题。目

前，在物理学界，关于电磁力作用、弱力作用和强力作用三者之间的统一问题被认为已经解

决了，但万有引力与这三种作用之间的的统一问题仍然构成世界科学难题，一直没有得到解

决。 

最近 30 年来，笔者创立了作用学。根据作用学研究，笔者认为，万有引力与其它作用

力之间的统一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关键在于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得当。由于基本观念脱离

客观，人们看不到万有引力与其它作用力之间的统一规律，找不到研究四种自然作用统一的

基本方法。 

四种自然作用的统一理论被叫做大统一理论。大统一理论研究始于电磁研究，麦克斯韦

研究证明电与磁是电磁现象的同一种基本作用的两个方面，可以用同一组方程式加以描述，

建立了电磁统一理论。爱因斯坦生前长期从事大统一理论研究，但最终失败了。20 世纪 30

年代直到 1955 年逝世，爱因斯坦一直致力于引力与电磁力的统一研究，企图建立大统一理论，

但最终没有完成。20 世纪 60 年代格拉肖、温柏格、萨拉姆三位科学家把弱相互作用和电磁

相互作用统一起来，建立了弱电统一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物理学家们进一步建立了

强、弱、电磁三种作用的统一理论。 

在自然作用统一规律研究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受粒子物理学限定的科学研

究思维模式，人们研究四种自然作用统一始终不能从认识最基本作用的本质规律开始，不能

抓住四种自然作用在本质上的最基本统一点。这是目前国内外不能建立引力与其它自然力大

统一理论的关键原因。 

http://baike.baidu.com/view/45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93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3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0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73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6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32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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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自然作用的统一，源于基本作用现象的统一。要正确认识四种自然作用的统一，建

立四种自然作用统一理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基本作用现象，然后，在认识基本作用现象基

础上，逐渐认识各种由基本作用现象合成的各种组合作用现象。一个从描述基本作用现象开

始的、最终说明各种复合作用现象机理的理论，那才是真正的作用统一理论。 

本文根据作用学研究，在充分认识自然界中存在的最基本作用规律基础上，从物质关系

变化角度审视解决了万有引力与电磁力之间的统一关系规律问题。研究证明：万有引力和电

磁力的本质都是关系变化，并不是基本作用力，而是由基本作用合成的一种度量关系变化的

物理量。 

2.基本作用与万有引力和电磁力的区别 

要解决自然作用统一问题，首先需要做的是将自然界中的基本作用搞清楚，首先必须正

确回答如下一些基本问题：什么叫作用？作用现象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是什么？最基本的作用

现象是什么？作用的本质分类应该样进行？基本作用有哪些种类？什么是力？什么实作用

量？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些基本的科学问题，才能进一步正确研究解决各种科学理论研究、科

学应用研究、科学预测研究问题。目前国内外科学界没有正确回答这些基本的科学问题，所

以，人们无法解决自然作用统一问题。 

当前，物理学教程和力学教程仍然引用来自西方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一些观点。在自然作

用认识上，西方科学研究者提出：万有引力、电磁力、弱力和强力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四

种最基本的自然作用。至于什么叫作用、什么叫最基本的自然作用？教材中没有正确定义。

事实上，建立在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物理教材和力学教材，就力学的最核心概念而言都没

有正确定义。力是力学的最核心概念。但是，在任何专著、教材、文献中也查找不到力的正

确定义。力学教材给力确定了一个定义：“力是一物体对另一物体的作用”或“力是物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这种定义其实是错误的。力是用于度量作用现象的一种量的概念，它并是作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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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代名词，也不等于作用量，不能将它定义为作用。作用代表一种最基本的自然现象。最

基本的自然现象有三个：运动、作用和变化。这三个基本现象是针对个体而言的：物体在它

自身动量控制下改变它的空间位置的现象叫运动，仅仅是教科书中的惯性运动或无外力控制

下的匀速直线运动。作用是指物体在它的动量控制下排除它运行中所遇到的它物体或它物质

或障碍物的现象，主要指接触作用。从根本上来看，作用包括两种基本现象：占有受作用物

的空间现象和传递动量、排开障碍物质的现象，这两种现象分别叫虚作用和实作用。变化则

指物体在作用控制下改变运动、变形或改变物质关系的现象。针对两者或两者以上的研究对

象而言，运动、作用概念仍然仅指其中的每个个体成员对它物质作用或接受它物质作用的现

象，但变化的内容增加了：除了涉及每个成员的变化问题，还涉及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变

化问题。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化涉及到每个成员各自的运动、各自接受的作用包括相互作用、

各自的变化现象。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化是在两者各自的运动、各自接受的作用和

各自的变化三个基本现象共同控制下实现的。力是用于度量基本作用现象的物理量，仅指单

位时间或瞬间作用量。而作用量则指在某个基本作用现象发生的一段时间内，作用物体对受

作用物体作用的总量，是度量整个作用现象的量。力仅仅是作用的单位量。牛顿根据碰撞现

象研究，为力确定了一种基本的取值方法：作用物体在单位时间用于作用的动量叫力。即，

将作用量表示为 A，将力表示为 F，作用时间为 t，则有三者之间的关系式为 

t

A
F  。 

自然科学研究，自然而言涉及这些基本概念问题，不搞清楚这些基本概念无法深入研究自然

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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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科学历史的局限性，牛顿没有给作用、作用量和力三者全部确定完整正确的科学定

义，但他为力的取值确定了基本方法，为自然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问题是后人没有在

牛顿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本的科学概念与理论体系。 

万有引力、电磁力、弱力和强力与上述基本作用概念是不同的。产生四种自然力或四种

自然作用概念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将这四种自然现象误认为是自然界的基本作用现象。在自然

界中，最简单、最基本的接触作用现象属于基本作用，四种自然作用现象并不是基本作用，

而是涉及多物质相互关系问题的关系变化现象。其中，万引作用现象涉及到空间的两个质点

之间的距离变化，还涉及到空间中存在的其它作用物质。其它控制两质点关系变化的物质是

在空间存在运行的微观运动物质，主要是来自各种天体的辐射或反射物质。电磁作用则涉及

两个电磁体、电流和电磁场四者之间的作用和变化关系问题，不是简单的、两者间的接触作

用现象。强作用和弱作用也是关系变化现象，也不是两者间的基本作用现象。因此，它们都

不能被看做是自然界的基本作用。 

自然界中的基本作用与四种自然作用的区别： 

基本作用现象是：作用物质与受作用物质之间的接触作用，不涉及第三者，如冲击碰撞、

推、拉、压等现象是基本作用现象； 

四种自然作用现象是：第三者甚至更多者控制的两者关系变化现象，涉及第三者甚至更

多者参与的作用，还涉及屏护等现象，如万有引力作用和电磁作用。 

3.万有引力作用与电磁作用之间统一的基本方程 

从关系变化规律出发，可以给出一种描述任意两个物体关系变化的基本方程，这种方程

实际上就是描述四种自然作用的统一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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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自然作用现象都涉及空间环境中存在的微观或超微观运动物质的作用，其关系变化

主要受它物质作用的控制，并非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作用，任何质点自身都不

存在吸引或排斥作用本领。 

在自然界中，任意两个质点之间的关系变化即距离变化的量，用距离增量来描述，记为

r ，其大小主要决定于两者之间的初始距离即初始关系量 0r 和它们各自接受的实作用力合 1F

和 2F 的大小，即 

  


















t t

dtdt
m

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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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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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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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式中， 1m 和 2m 分别表示两个质点的质量。通过二次微分、并整理，得 

122121 FmFmamm  。 

式中，  被称为两点之间的关系变化率； 1F 和 2F 分别表示两个相关质点各自接受的实作用合

力； a叫做两个质点之间的关系变化加速度。该方程被叫做两者关系变化统一的基本方程，

也就是万有引力与电磁力统一的基本方程。 

4.万有引力作用与基本作用间的统一 

万有引力源于“苹果落地”现象的“地心引力”研究。地心存在超距吸引本领吗？“地心引

力”存在吗？目前，这些问题仍然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科学谜题，人们不能肯定引力说是正确

的。 

地球作为一个小天体的一员，存在运行于宇宙空间，从基本作用现象理论角度来看，地

球与其它天体之间不存在接触作用，与其它天体不发生接触作用关系，不存在基本的相互作

用关系。但是，由于天体都存在、运行于充满微观运动物质的宇宙空间之中，所以，它们都

接受来自周围空间的各种微观运动物质的接触作用或基本作用，如电磁辐射物质的冲击作用。

各种微观运动物质，来自四面八方，它们以粒子流的形式，在没有天体存在的宇宙空间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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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自身动量控制下作匀速直线运动。当它们在运动中遇到天体时，便对天体形成冲击作

用。这种冲击作用的结果就是将微观运动物质的动量传递给受作用的天体。由于在宇宙空间、

向着各个方向运行的微观运动物质粒子流的动量密度近似相等，所以，如果没有它天体的存

在和屏护，天体的运行也就基本上是在自身动量控制下运行，天体的运行路线也基本上会是

匀速直线运动。但是，天体周围都存在其它天体，所以，它们除了接受空间中存在的微观运

动物质的冲击作用以外，还都接受周围天体的屏护，从而导致看似两个天体之间存在相互吸

引作用的假象生成。 

那么，为什么“万有引力”与“相互吸引作用”质点的质量成正比？原因也很简单：天体质

量越大，它体积就越大，它与宇宙空间之间的接触面积越大，其表面所接受的微观运动物质

作用强度即作用应力越大；密度越大，接受微观运动物质作用的百分数越大：如果密度很小，

微观运动物质中会有相当大的比例通过空隙穿梭而过，不对其产生实际性的冲击作用；如果

密度很大，微观运动物质没有空隙可钻，只能对之形成冲击作用。因此，天体越大，天体的

密度越大，质量越大，它在单位时间接受微观运动物质的作用量越大；反之，亦反。“万有引

力”都是多微观运动物质的动量合成的、指向天体或物体质心方向的“作用力”，都以质心为核

心，从外向里，随着与质心的距离增大而减小，从而产生了反平方比关系规律。 

牛顿认为，万有引力遵守一种空间几何关系。其实，这种关系就是受作用质点之间的空

间关系。如图 1 所示，相距一定远距离的两个质点，它们都以它们之间的距离为半径，构成

由外界物质作用构成的相互吸引假象关系体系。这种关系规律可用与牛顿不同的定量推导方

法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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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点1 质点2

相互间距

D
共存空间

内聚作用应力
内聚作用环境

等效应空间

σ

图1 两个质点之间相互吸引作用关系分析示意图  

如图 1 所示，质量分别为M 和m 的两个天体分别位于宇宙太空的点 1O 和 2O ，两者间的

距离是 D，它们各自运动的初速度分别为U 和 v ，它们的半径分别为 R 和 r 。在它们存在的

宇宙空间中，到处都存在着来来往往穿梭运行的微观运动物质，这些微观运动物质来自不同

天体，由天体辐射或反射产生，它们都以粒子流的形式，从不同方向而来，以极高的速度向

不同方向而去，它们在各个方向上都存在。当它们遇到天体时，便对天体形成围冲作用。由

于天体的存在，便对这些在天空以高速度运行的微观物质构成了阻挡与拦截，使天体之间产

生了相互屏蔽的屏护空间。如图 1 所示，天体M 和m ，两者各自以各自的质心为中心，构成

了接受微观运动物质围冲的受作用体系，两个天体都以两者之间的距离为半径的球体空间形

成了相互的关联统一体系。 

假设以天体M 的质心为球心、以天体M 与m 之间的距离为半径的球体空间表面上单位

面积接受的微观运动物质的作用强度即冲击作用应力为 ，那么，空间微观运动物质对这个

大球体整个表面形成的围冲作用力是 

 24 DP  。 

同样，以天体m 的质心为球心、以天体m 与M 之间的距离为半径的大球体接受的作用情况与

前叙大球体大小相等，所以，该球体表面接受的围冲作用力的总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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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DP  。 

但是，由于两个天体的体积、密度、质量之间存在差别，所以，M 接受的、指向m 的

作用力与m 接受的、指向M 的作用力大小并不相等。由于微观物质对大球体表面形成的围冲

作用力等于对与大球体同质心的天体M 的表面形成的围冲作用力，所以，根据这个事实可以

推导出m 接受的、指向M 的作用力与微观物质作用强度之间的关系式。 

将天体m 看作是质点，假设它在以 1O 为质心、以D为半径的大球体表面占据了一个单

位面积，那么，m 接受的、指向M 的作用力 1F 就相当于作用强度 ，所以有 

1

24 FDP  。 

由于天体M 构成了大球体的中心、与大球体构成一体， M 表面接受微观运动物质的冲压作

用应该看作是从大球体表面传递过来的，所以，假设天体M 表面实际接受微观运动物质围压

的强度为 1 ，则有 

1

2

1

2 44  RFDP  。 

由此推得m 接受的、指向M 的微观物质冲压作用力 

12

2

1 
D

R
F  。 

式中， R 为天体M 的物质半径。 

同理，M 接受的、指向m的微观物质冲击作用力是 

22

2

2 
D

r
F  。 

式中，r 为天体m 的物质半径； 2 表示天体m 表面实际接受微观运动物质冲压的作用强度即

应力。 

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化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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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二次微分，可得两质点各自接受的作用力 1F 和 2F 与两者之间的距离变化加速度 a之间的

关系式 

a
M

F

m

F
r  12  

通过整理，可得描述两者之间关系变化量的二次微分量 

mMamFMF  12 。 

将 12

2

1 
D

R
F  和 22

2

2 
D

r
F  代入该方程，则有 

mMa
D

mrMR

D

R
m

D

r
M 




2

1

2

2

2

12

2

22

2 
 。

 

如果将这种度量关系变化的量  看作是吸引力，即，认为  就是引力 F ，那么，就有万有

引力公式的作用学形式： 

mMa
D

mrMR
F 




2

1

2

2

2 
。 

该式与万有引力定律式之间的最大差别是没有引力常数，其中的物理量都是可以现场测量的

实际数字： 

假设M 和m 分别是地球质量和月亮质量，那么， 1 和 2 就分别代表单位质量在地表接

受的地心引力和单位质量在月表接受的月心引力，R 和 r 就分别代表地球半径和月球半径，D

就代表地月质心间距。 

总之，万有引力作用现象的本质是关系变化现象，万有引力等于两质点之间关系变化量

的二次微分，它与力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事实上，并不是所有质点之间都存在这种相互作用

关系。当距离超出一定范围时，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根据关系式 

2

1

2

2

2

D

mrMR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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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距离D趋向无限大时， F 趋向于 0.即 

0
2

1

2

2

2

lim





 D

mrMR
F
D


. 

此时，万有引力趋向不存在了。从客观角度来认识，当距离 D趋向无限大一定数值时，相互

屏护空间变得不复存在，冲击聚合作用环境变得不复存在了，“万有引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5. 电磁作用与基本作用现象的统一 

电磁作用的当前定义：电磁作用是指带电粒子与电磁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带电粒子之间通

过电磁场传递的相互作用。不像万有引力只表现为吸引，电磁作用表现为两种形式：吸引和

排斥。从作用与变化关系角度来看，电磁作用主要指一电荷、电磁场、另一电荷三者之间的

作用。库伦从这个角度定义了电磁作用的基本含义： 

真空中两个静止的点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与它们的电荷电量成正比，与它们间的距

离平方成反比，作用力的方向在它们的连线上，同性电荷相斥，异性电荷相吸。库伦定律的

数学表达式为 

2

21

r

qkq
F  。 

式中，F 为两点电荷间的相互作用力； 1q 和 2q 分别表示两个点电荷的带电量；r 为 1q 与 2q 之

间的距离； k 为库伦系数，采用国际制单位时， 229 /100.9 CNmk  。 

一般认为，库仑定律描述的仅仅是真空中两个静止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认为库仑定

律是普遍适用的基本定律。事实上，宇宙中不存在真空，也不存在静止的点电荷，电荷都是

运动的，因此，库仑定律描述的实际上是运动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规律，属于电磁作用

基本规律的定量描述。 

与万有引力一样，电磁作用也不是简单的接触作用，也是涉及第三者或更多者参与作用

导致的两者关系变化现象。电磁作用一般涉及四者关系问题：一电磁体、电流、另一电磁体、

电磁场。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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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仑定律描述的两个点电荷，两者之间没有接触关系，它们之间不发生接触作用，它们

两个之间的距离关系或运动关系变化是由第三者即电磁场对它们各自产生作用导致发生的现

象。没有相互接触关系的电磁体与电磁体之间也不存在接触作用关系，它们之间的远距离相

互作用依赖于电磁场对它们各自的作用。 

所谓电荷，如电子、质子、离子，都是微小的物质粒子，它们都不是简单的物质粒子，

它们与更微观的物质如光子之间也存在天然的联系：它们能够反射微观运行物质，甚至拥有

自己的物质组分或物质场，能够吸收和辐射微观运动物质。电荷之间可以在它们各自辐射、

反射物质的作用控制下产生距离增量，也可以在周围空间存在的微观运动物质控制下产生距

离增量。 

从关系变化角度来认识，电磁作用与万引作用大同小异，都是微观物质参与作用导致产

生的关系变化现象，差别只是参与相互作用的物质有所不同：控制电磁体关系变化的微观物

质主要是电流和电磁场物质，而控制万引质点关系变化的微观运动物质由在空间运行的各种

微观运动物质构成；电磁体主要受在其体内定向运行的电流和在其内外定向运行的电磁场物

质的作用控制，而万引作用是由各种微观运动物质的共同作用生成；电磁场属于定向辐射物

质流体，对电磁体的作用具有定向性，而生成万引的微观运动物质弥漫于整个空间，产生的

作用方向仅指向屏蔽空间。 

根据作用学，在电磁场中存在的电磁体或电荷，它个体接受电磁场的作用力与电磁体或

电荷自身携带电量或电流、它的可变化性质、电磁场的强度之间的关系式为 

KEqF  。 

式中，F 表示任意电磁体或电荷在电磁场中接受的作用力；q表示电磁体或电荷携带电量；E

表示电磁场强度；K 表示电磁体或电荷的可变化性质，即可改变位置产生位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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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电磁场中同时存在两个电磁体，它们携带的电量分别为 1q 和 2q ，它们各自所在位

置的电磁场强度分别为 1E 和 2E ，它们的可动性质分别为 1K 和 2K ,那么，电磁场对它们各自产

生的作用力分别为 

1111 qEKF   

和 

2222 qEKF  。 

如果电磁场的发射源分别与两个电磁体之间的距离为 1r 和 2r ，那么，两个电磁体所在位

置的电磁场强度分别为 

2

1

1
r

E
E   

和 

2

2

2
r

E
E  。 

式中， E 表示距电磁场发射源 1 单位距离远处的磁场强度。因此，电磁场对两个电磁体产生

的作用力分别为 

2

1

11
1

r

EqK
F   

和 

2

2

22
2

r

EqK
F  。 

根据关系变化统一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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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则有两电磁体或两个电荷之间的关系变

化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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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m 和 2m 分别表示两个受作用电磁体或电荷的质量。如果认为度量两者之间关系变化的

物理量 就是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电磁力 F ，即，如果认为电磁力就是 F ，那么，就有 

“两个电磁体或两个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ammE
r

qK
m

r

qK
m

r

EqK
m

r

EqK
mF 212

1

11
22

2

22
12

1

11
22

2

22
1 








 。 

事实上，电磁作用往往是由电磁体携带的电磁场产生的，例如，磁铁和载流导体都携带

电磁场。这种携带电磁场的物体都被视为电磁体。电磁体携带的电磁场能够直接对外界存在

的其它携带电磁物质的电磁体形成作用，不过，这种相互作用的本质也属于关系变化，并不

属于两个电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电磁场一般由在电磁体中运动的电流生成。 

电磁体携带电流和电磁场的性质，属于电磁体的一种天然属性。这种属性需要根据物质

关系理论来认识：物体与物质一旦建立了某种关系，那么，在没有作用予以改变的前提下，

这种关系将维持不变。电磁场与电磁体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由原始物质关系与作用形成的，可

以维持很长时间。 

甲电磁体 乙电磁体

相互间距
R

共存空间

图2 两个携带电磁场的电磁体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分析示意图  

如图 2 所示，两个电磁体都携带电磁场，它们在相隔一定距离远的条件下，也会在它们

各自携带的电磁场作用控制下形成关系变化。根据以上讨论，假设两个携带电磁场的电磁体

之间的距离为 R ，那么，它们之间就形成了与万有引力作用相同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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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电磁场的甲电磁体对外界产生作用主要依赖于它携带的电磁场，它对外界电磁物质

产生作用的强度决定于它的电磁场强度。一般来说，电磁体携带的电磁场运行于电磁体内外

空间，在电磁体周围空间点处的电磁场强度与该点至电磁体质心之间的距离有关，即，假设

由甲电磁体产生的、距甲电磁体单位距离远处空间点的电磁场强度为 1E ，那么，在与甲电磁

体相距 R 远处空间点、由甲电磁体生成的电磁场强度为 

2

1
1

R

E
E R  。 

甲电磁体携带的电磁场对乙电磁体产生的作用力与磁场强度 RE1 有关，与乙电磁体本身携带

的电磁量 2q 有关，与乙电磁体的可变化性质参数 2K 有关，即，电磁体甲携带的电磁场对电磁

体乙产生的电磁作用力为 

2

212
12

R

qEK
F  。 

同理，电磁体乙的电磁场对电磁体甲产生的电磁作用力为 

2

121
21

R

qEK
F  。 

式中， 1K 为电磁体甲的可位移性质参数； 2E 表示电磁体乙的电磁场对电磁体甲产生作用的

电磁场强度； 1q 表示电磁体甲携带的电磁量。 

根据两者关系变化规律   


















t t

dtdt
m

F

m

F
rr

0 0
1

1

2

2
0 ，甲乙两个电磁体之间关系变化与

它们各自携带电磁场产生的作用之间的关系式为 

2

121
22

212
1

R

qEK
m

R

qEK
m  。 

式中， 1m 和 2m 分别表示甲乙两个电磁体的质量。认为度量两者距离变化的量 就是两个电

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将  改写为 F ，即 

2

121
22

212
1

R

qEK
m

R

qEK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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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无论电磁作用来自空间弥漫的电磁场物质形成的第三者作用，还是来自电磁体自

身携带的电磁场物质构成的第三者作用，由电磁场导致形成的变化现象都遵守物质关系变化

规律。电磁力与万有引力都是度量关系变化的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具有相同性质。万有

引力与电磁力的统一，主要在于作用与变化的基本性质与规律的统一，关键在于定量关系基

本规律的统一。 

在电磁作用现象中，除了以上讨论的关系规律外，还存在一种重要的基本规律：电磁辐

射物质构成了电磁体的组成部分。电磁体与它的电磁场共同接受来自它们以外空间的微观物

质作用，从而使电磁辐射物质在空间形成曲线运动，并波动。同时，电磁辐射物质又构成了

在空间运行的微观运动物质，它们在运行中对所遇到的电磁体也要产生作用，也参与万有引

力作用。 

6. 小结 

综上所述，万有引力作用和电磁作用都遵守物质关系变化规律，两者之间的统一点在于

质点关系变化的一致性，所遵守的统一方程是质点关系变化方程。万有引力、电磁力以及弱

力和强力都不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都不是自然界中的基本作用现象，而是用于度量关

系变化的一种物理量，是关系变化现象。基本作用仅代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现象，如接触

作用，不涉及第三者。四种自然作用都涉及第三者的作用，所以，四种自然作用都不属于基

本作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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