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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UPHY第二定律统一求解宇宙 

                     作者：张志强 

完备时空理论（UPHY）创建者 

【简介】完备时空理论（UPHY）由米秒单位制（MS制）和宇宙的完备时空模

型（CST 模型）两部分组成。MS 制是一种新的物理单位制，是对物理学逻辑

基础的完备化建设。CST 模型则是一个关于宇宙起源和演化的新学说。UPHY

第二定律是 CST 模型的宇宙基本方程，用于统一计算宇宙诸物理量量值。本文

使用 UPHY 第二定律统一求解宇宙部分物理量，包括▲宇宙总质量和引力子质

量的一般解和今天解；▲宇宙半径和引力子半径的一般解和今天解；▲宇宙年

龄和引力子时间的一般解和今天解；▲宇宙总能量和引力子能量的一般解和今

天解；▲宇宙平均质量密度和引力子质量密度的一般解和今天解；▲宇宙总动

量范数和引力子动量的一般解和今天解；▲宇宙总角动量范数和引力子角动量

的一般解和今天解；▲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的一般解和今天解；▲宇宙运行

频率/振动频率和引力子频率的一般解和今天解、；▲宇宙膨胀常数的一般解和

今天解；▲宇宙背景辐射的一般解和今天解。 

以上诸解属于 CST 模型关于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部分分项解。宇宙诸物

理量统一解具有如下特点： 

▲该统一解诸分项解出自相同方程，所有分项解一致兼容且相互印证。 

▲诸分项解一般解的正确性可由今天解具有的实证性保障，因为一般解和

今天解均出自同一方程，唯一不同的是宇宙量子数。今天解为真，其对应的一

般解必真。 

http://www.ultra-phys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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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统一解诸分项解的今天解具有与CMB温度（2.7250𝐾）相同精度，因

今天宇宙常数是镜像宇宙方程和该温度的联立解。因而诸今天解的精度与CMB

温度的精度一致，且消除了对今天宇宙相应观测数据的不确定性。 

需指出，该统一解是关于全宇宙的诸解而不是关于可观测宇宙的相应解。 

一，UPHY第二定律 

宇宙基本方程（UPHY 第二定律）是一个方程组，用于统一计算宇宙诸物

理量量值。该方程组由宇宙总体方程、镜像宇宙方程、虚无作用方程组成。 

{
 
 
 
 
 
 
 

 
 
 
 
 
 
 

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镜像宇宙方程：𝐴𝑈𝑃(𝑖) = 𝛽𝐴𝑖
𝑑−1𝑆𝑇𝑉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𝐴𝐺

虚无作用方程：𝐴𝑈(𝑖) = ( 1.0083̇ × 10
93)𝐴𝑈𝑃(𝑖)

其中，𝐴𝑈(𝑖) −总体物理量；𝐴𝑈𝑃(𝑖) −镜像物理量，𝐴𝐺 −恒量物理量。

𝑑为整数且取值规则为：在物理单位时空组态 S𝑇𝐶(𝐷𝑖𝑚𝐴) = 𝐵𝑚𝑎𝑠−𝑏下，

𝑑按照待求物理量的维空间维数与维时间维数之差值取值𝑑 = 𝑎 − 𝑏。

当𝑎 − 𝑏 = 0， ± 1 时，均可分别取值 0，1， − 1。

𝛽𝐴 –数值系数，取值 1 或特定数值。∑|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镜像宇宙。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8 − 17 式 

第二定律的基本含义： 

▲宇宙具有的诸总体物理量𝐴𝑈(𝑖) 、镜像物理量𝐴𝑈𝑃(𝑖) 、均为量量，可取取们 

的统一解。该统一解与观察者在宇宙中位置无关，与观察者所处物理参照系及

其运动状态无关，不依赖于任何数学坐标系； 

▲在给定宇宙量子数下，宇宙具有唯一一组确定的总体物理量镜像物理量； 

▲宇宙诸物理量量值均是以宇宙量子数为单一自量量的函数； 

▲镜像物理量放大1.0083̇ × 1093倍等于相应的总体物理量。  

二，使用UPHY第二定律统一求解宇宙 

8.8.1 宇宙总质量和𝑮𝒊
■质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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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𝑆𝑇𝐶(𝑘𝑔) = |𝐺|𝑚3𝑠−2 ，有𝑎 − 𝑏 = 3 − 2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可取𝑑 =

1 或− 1 ，且取𝛽𝐴 = 1 。据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

宙总质量和𝐺𝑖
■质量的解： 

{
 
 

 
 
𝑀𝑈(𝑖) = (1.0083̇ × 10

93)𝑀𝑈𝑃(𝑖) = 𝑖𝑀𝐺 = 𝑖2𝑀𝑔(𝑖)，且𝑀𝑈(𝑛) = 4.2145 × 1053𝑘𝑔

𝑀𝑔(𝑖) =
𝑀𝐺

𝑖
，且𝑀𝑔(𝑛) = 0.7059 × 10−68𝑘𝑔

其中，𝑀𝑈(𝑖) −宇宙总质量，𝑀𝑈𝑃(𝑖) −镜像质量，𝑀𝑔(𝑖) − 𝐺𝑖
■质量，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8-18-1 式 

▲𝑀𝑈(𝑛) = 𝑛𝑀𝐺 = (7.7266 × 1060)(0.5454 × 10−7𝑘𝑔) = 4.2145 × 1053𝑘𝑔； 

▲𝑀𝑔(𝑛) =
0.54545454×10−7𝑘𝑔

7.7266×1060
= 0.7059 × 10−68𝑘𝑔。 

从该解可知，宇宙总质量等于镜像镜像只狼的1.0083̇ × 1093 倍， 等于宇

宙量子数与恒量质量之积， 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质量之积。引力子质

量等于恒量质量与宇宙量子数之比；今天宇宙物质总质量等于4.2145 × 1053𝑘𝑔 ，

引力子质量的今天值等于0.7059 × 10−68𝑘𝑔  ；宇宙物质总质量随宇宙演化进行

在线性增加，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常数是恒量质量。

引力子质量等于恒量质量与宇宙量子数之比，随宇宙演化进行而趋向更小。 

8.8.2 宇宙半径和𝑮𝒊
■半径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𝑚) = 𝑚1𝑠0 ，有𝑎 − 𝑏 = 1 − 0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可取𝑑 = 1 或−

1 ，取𝛽𝐴 = 1 。据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半径和

𝐺𝑖
■半径的解： 

{

𝑅𝑈(𝑖) = (1.0083̇ × 1093)𝑅𝑈𝑃(𝑖) = 𝑖𝐿𝐺 = 𝑖2𝑅𝑔(𝑖)，且𝑅𝑈(𝑛) = 3.1254 × 10
26𝑚

𝑅𝑔(𝑖) =
𝐿𝐺

𝑖
，且𝑅𝑔(𝑛) = 0.5235 × 10−95𝑚

其中，𝑅𝑈(𝑖) −宇宙半径，𝑅𝑈𝑃(𝑖) −镜像半径，𝑅𝑔(𝑖) − 𝐺𝑖
■半径，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2 式 

▲𝑅𝑈(𝑛) = 𝑛𝐿𝐺 = (7.7266 × 1060)(0.4045 × 10−34𝑚) = 3.1254 × 1026𝑚； 

▲𝑅𝑔(𝑛) =
0.40451991×10−34𝑚

7.7266×1060
= 0.5235 × 10−95𝑚。 

该一般解表明一维空间是量子化的，基本份额是𝐿𝐺。 

从该解可知，宇宙半径等于镜像半径的1.0083̇ × 1093 倍， 等于宇宙量子

数与恒量长度之积， 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半径之积。引力子半径等于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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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量长度与宇宙量子数之比；今天宇宙半径等于3.1254 × 1026𝑚（约合 330 亿

光年），引力子半径的今天值等于0.5235 × 10−95𝑚  ；宇宙半径随宇宙演化进行

在线性增大，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常数是恒量长度。

引力子半径等于恒量长度与宇宙量子数之比，随宇宙演化进行而趋向更小。 

8.8.3 宇宙年龄和𝑮𝒊
■时间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𝑠) = 𝑚0𝑠1 ，有𝑎 − 𝑏 = 0 − (−1)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可取𝑑 = 1 或

− 1，,且取𝛽𝐴 = 1。据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得宇宙

年龄和𝐺𝑖
■时间的解： 

{

𝑡𝑈(𝑖) = (1.0083̇ × 10
93)𝑡𝑈𝑃(𝑖) = 𝑖𝑡𝐺 = 𝑖

2𝑡𝑔(𝑖)，且𝑡𝑈(𝑛) = 3.3036 × 10
10年

𝑡𝑔(𝑖) =
𝑡𝐺

𝑖
，且𝑡𝑔(𝑛) = 0.1745 × 10

−103𝑠

其中，𝑡𝑈(𝑖) −宇宙年龄，𝑡𝑈𝑃(𝑖) −镜像时间，𝑡𝑔(𝑖) − 𝐺𝑖
■时间，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3 式 

▲ 𝑡𝑈(𝑛) = 𝛽𝐴𝑛
𝑑𝑡𝐺 = 𝑛𝑡𝐺 = (7.7266 × 10

60)(1.34839972 × 10−43𝑠) =

10.4186 × 1017𝑠 = 3.3036 × 1010年（约 330 亿年）； 

▲𝑡𝑔(𝑛) =
1.34839972×1043𝑠

7.7266×1060
= 0.1745 × 10−103𝑠。 

从该解可知，宇宙年龄等于镜像时间的1.0083̇ × 1093 倍， 等于宇宙量子

数与恒量时间之积， 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时间之积。引力子时间等于

恒量时间与宇宙量子数之比；今天宇宙年龄等于1.04186 × 1018𝑠 = 3.3036 ×

1010年 （约合三百三十亿零三千六百挖年），引力子时间的今天值等于0.1745 ×

10−103𝑠  ；宇宙年龄随宇宙演化进行在线性增大，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

方正比函数，比例常数是恒量时间。引力子时间等于恒量时间与宇宙量子数之

比，随宇宙演化进行而趋向更小。 

8.8.5 宇宙总能量和𝑮𝒊
■能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𝐽) = |𝐺|𝑚5𝑠−4 ，有𝑎 − 𝑏 = 5 − 4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1 或−

1 ，且取𝛽𝐴 = 1 。据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总能

量和𝐺𝑖
■能量的解：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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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𝐸𝑈(𝑖) = (1.0083̇ × 10
93)𝐸𝑈𝑃(𝑖) = 𝑖𝐽𝐺 = 𝑖2𝑒𝑔(𝑖)，且𝐸𝑈(𝑛) = 3.7929 × 1070𝐽

𝑒𝑔(𝑖) =
𝐽𝐺

𝑖
，且𝑒𝑔(𝑛) = 0.6353 × 10

−51𝐽

其中，𝐸𝑈(𝑖) −宇宙总能量，𝐸𝑈𝑃(𝑖) −镜像能量，𝑒𝑔(𝑖) − 𝐺𝑖
■能量，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5 式 

▲𝐸𝑈(𝑛) = 𝑛𝐽𝐺 = (7.7266 × 1060)(0.49090 × 1010𝐽) = 3.7929 × 1070𝐽； 

▲𝑒𝑔(𝑛) =
0.49090×1010𝐽

7.7266×1060
= 0.6353 × 10−51𝐽。 

从该解可知，宇宙总能量等于镜像能量的1.0083̇ × 1093倍， 等于宇宙量

子数与恒量能量之积， 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能量之积。引力子能量等

于恒量能量与宇宙量子数之比；今天宇宙总能量等于3.7929 × 1070𝐽 ，引力子

能量的今天值等于0.6353 × 10−51𝐽 ；宇宙总能量随宇宙演化进行在线性增大，

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常数是恒量能量。引力子能量等

于恒量能量与宇宙量子数之比，随宇宙演化进行而趋向更小。 

8.8.6 宇宙平均质量密度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𝑘𝑔𝑚−3) = |𝐺|𝑚0𝑠−2 ，有𝑎 − 𝑏 = 0 − 2 = −2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2 。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的何何状状高精精度等于于体体且体体半径等于宇

宙半径，故取𝛽𝐴 =
3

4𝜋
 。据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

宙平均质量密度的解： 

{

𝜌𝑈(𝑖) = (1.0083̇ × 10
93)𝜌𝑈𝑃(𝑖) =

3

4𝜋
𝑖−2𝜌𝐺 =

3

4𝜋
𝑖−1𝜌𝑔(𝑖)，

且𝜌𝑈(𝑛) = 3.2951 × 10−27𝑘𝑔𝑚−3

其中，𝜌𝑈(𝑖) −宇宙平均质量密度，𝜌𝑈𝑃(𝑖) −镜像质量密度，𝜌𝑔(𝑖) − 𝐺𝑖
■质量密度，。

}

8-18-6 式 

▲ 𝜌𝑈(𝑛) =
3

4𝜋
𝑛−2𝜌𝐺 = (

3

4𝜋
) (7.7266 × 1060)−2(8.2402205 × 1095𝑘𝑔𝑚−3) =

3.2951 × 10−27𝑘𝑔𝑚−3 

▲𝜌𝑔(𝑛) =
8.24022054×1095𝑘𝑔𝑚−3

7.7266×1060
= 1.0664 × 1035𝑘𝑔𝑚−3。 

从该解可知，宇宙平均质量密度等于镜像质量密度的1.0083̇ × 1093倍， 

等于宇宙量子数的负二次方与恒量质量密度之积的
3

4𝜋
倍， 等于宇宙量子数的

负一次方宇引力子质量密度之积的
3

4𝜋
倍。引力子质量密度等于恒量质量密度与

宇宙量子数之比；今天宇宙平均质量密度等于3.2951 × 10−27𝑘𝑔𝑚−3，引力子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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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密度的今天值等于1.0664 × 1035𝑘𝑔𝑚−3；宇宙平均质量密度随宇宙演化进

行在非线性减小，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二次方反比函数，比例常数是恒量质

量密度。引力子质量密度等于恒量质量密度与宇宙量子数之比，随宇宙演化进

行而趋向减小。 

8.8.7 宇宙总动量范数和𝑮𝒊
■动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𝑝) = |𝐺|𝑚4𝑠−3 ，有𝑎 − 𝑏 = 4 − 3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1 或

− 1 ，取𝛽𝐴 = 1 。据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总动

量范数和𝐺𝑖
■动量解： 

{
  
 

  
 

||𝜌𝑈(𝑖)|| = (1.0083̇ × 1093)𝑝𝑈𝑃(𝑖) = 𝑖𝑝𝐺 = 𝑖2||𝑝𝑔(𝑖)||，

且||𝑝𝑈(𝑛)|| = 1.2643 × 10
62𝑘𝑔𝑚𝑠−1

||𝑝𝑔(𝑖)|| =
𝑝𝐺

𝑖
，且||𝑝𝑈(𝑛)|| = 2.1178 × 10

−60𝑘𝑔𝑚𝑠−1

其中，||𝑝𝑈(𝑖)|| −宇宙总动量范数，||𝑝𝑈(𝑖)|| −镜像动量，

||𝑝𝑔(𝑖)|| − 𝐺𝑖
■动量，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7 式 

▲||𝑝𝑈(𝑛)|| = 𝑛𝑝𝐺 = (7.7266 × 10
60)(16. 3̇6̇𝑘𝑔𝑚𝑠−1) = 1.2643 × 1062𝑘𝑔𝑚𝑠−1 

▲𝑝𝑔(𝑛) =
16.3636𝑘𝑔𝑚𝑠−1

7.7266×1060
= 2.1178 × 10−60𝑘𝑔𝑚𝑠−1。 

宇宙总动量范数系指宇宙所有物体和粒子动量绝对值之总和。从该解可知，

宇宙总动量范数等于镜像动量的1.0083̇ × 1093倍， 等于宇宙量子数与恒量动

量之积， 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动量之积。引力子动量等于恒量动量与

宇宙量子数之比；今天宇宙总动量范数等于1.2643 × 1062𝑘𝑔𝑚𝑠−1，引力子动量

的今天值等于2.1178 × 10−60𝑘𝑔𝑚𝑠−1；宇宙总动量范数随宇宙演化进行在线性

增大，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常数是恒量动量。引力子

动量等于恒量动量与宇宙量子数之比，随宇宙演化进行而趋向更小。 

8.8.8 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𝐿) = |𝐺|𝑚5𝑠−3 ，有𝑎 − 𝑏 = 5 − 3 = 2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2 ,且取

𝛽𝐴 = 1 。据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总轨道角动

量范数的解：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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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𝐿𝑈𝑅(𝑖)|| = (1.0083̇ × 10
93)||𝐿𝑈𝑃(𝑖)|| = 𝑖

2ℎ，且||𝐿𝑈𝑅(𝑛)|| = 3.9518 × 1088𝐽𝑠

其中，||𝐿𝑈𝑅(𝑖)|| −宇宙总轨道角动量，||𝐿𝑈𝑃(𝑖)|| −镜像角动量，

ℎ −普朗克常数，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8 式 

▲ ||𝐿𝑈𝑅(𝑛)|| = 𝑛
2ℎ = (7.7266 × 1060)2(6.61941683 × 10−34𝐽𝑠) = 3.9518 ×

1088𝐽𝑠。▲ ||𝐿𝑔𝑅(𝑖)|| = 𝑀𝑔(𝑖)𝑣𝐺𝑅𝑈(𝑖) ≡ ℎ（普朗克常数） 。 

据据宇宙背景运动，宇宙总角动量范数||𝐿𝑈(𝑖)||系指宇宙所有物体和粒子角

动量绝对值之总和。宇宙总角动量范数包括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宇宙总自

旋角动量范数、宇宙总自转角动量范数，且有||𝐿𝑈(𝑖)|| = (𝑖
2 + 𝑖 + 1)ℎ 。从该解

可知，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等于镜像角动量的1.0083̇ × 1093 倍， 等于宇宙

量子数的平方与恒量角动量（普朗克常数）之积， 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

子轨道角动量之积。引力子轨道角动量恒等于普朗克常数；今天宇宙总轨道角

动量范数等于3.9518 × 1088𝐽𝑠 。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随宇宙演化进行在非线

性增大，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二次方的正比函数，比例常数是普朗克常数。引

力子轨道角动量保持恒定且恒等于普朗克常数。 

8.8.10 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𝑚3) = |𝐺|𝑚3𝑠0 ，有𝑎 − 𝑏 = 3 − 0 = 3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3 。

因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的何何状状高精精度等于于体体且体体半径等于宇宙

半径，故取𝛽𝐴 =
4𝜋

3
 。据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

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的解： 

{
𝑉𝑈(𝑖) = (1.0083̇ × 1093)𝑉𝑈𝑃(𝑖) =

4𝜋

3
𝑖3𝑉𝐺，且𝑉𝑈(𝑛) = 1.2789 × 10

80𝑚3

其中，𝑉𝑈(𝑖) −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𝑉𝑈𝑃(𝑖) −镜像体积，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10 式 

▲𝑉𝑈(𝑛) =
4𝜋

3
𝑛3𝑉𝐺 =

4𝜋

3
(7.7266 × 1060)3(0.661941683 × 10−103𝑚3) 

= 1.2789 × 1080𝑚3 

从该解可知，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等于镜像体积的1.0083̇ × 1093倍， 

等于宇宙量子数三次方与恒量体积之积的
4𝜋

3
倍，今天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等

于1.2789 × 1080𝑚3。据据空间量子化原理，宇宙的三维空间是量子化的，基本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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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等于恒量体积， 等于引力子体积，且等于0.661941683 × 10−103𝑚3。宇

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三次方正比函数，随宇宙演化进行而

快速增加。引力子体积恒定且等于恒量体积。 

8.8.11 宇宙运行频率、宇宙本体振动频率和𝑮𝒊
■频率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𝐻𝑧) = 𝑚0𝑠−1 ，有𝑎 − 𝑏 = 0 − 1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可分别取

𝑑 = −1，0，1 ，且取𝛽𝐴 = 1 。据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和虚无作用方

程解出宇宙本体振动频率𝑓𝑈(𝑖)（取𝑑 = 1）、宇宙运行频率𝑓𝑅(𝑖)（取𝑑 = 0）、𝐺𝑖
■

频率（取𝑑 = −1）的解： 

{
  
 

  
 
𝑓𝑈(𝑖) = (1.0083̇ × 1093)𝑓𝑈𝑃(𝑖) = 𝑖𝑓𝐺 = 𝑖

2𝑓𝑔(𝑖)，且𝑓𝑈(𝑛) = 5.7302 × 10103𝐻𝑧

𝑓𝑅(𝑖) ≡ 𝑓𝐺 = 7.4161984 × 1042𝐻𝑧

𝑓𝑔(𝑖) =
𝑓𝐺

𝑖
，且𝑓𝑔(𝑛) = 0.9598 × 10

−18𝐻𝑧

其中，𝑓𝑈(𝑖) −宇宙本体振动频率，𝑓𝑈𝑃(𝑖) −镜像频率，𝑓𝑅(𝑖) −宇宙运行频率，

𝑓𝑔(𝑖) − 𝐺𝑖
■频率，𝑓𝐺 −恒量频率，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11 式 

▲𝑓𝑈(𝑛) = 𝑛𝑓𝐺 = (7.7266 × 10
60)(0.74161984 × 1043𝐻𝑧) 

= 5.7302 × 10103𝐻𝑧。 

▲𝑓𝑔(𝑛) =
0.74161984×1043𝐻𝑧

7.7266×1060
=0. 9598 × 10−18𝐻𝑧。 

从该解可知，宇宙本体（物质世界）的振动频率等于等于镜像频率的

1.0083̇ × 1093倍， 等于宇宙量子数与恒量频率之积， 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

引力子频率之积。对于今天宇宙，宇宙本体振动频率等于5.7302 × 10103𝐻𝑧，

引力子频率等于0.9598 × 10−18𝐻𝑧。宇宙运行频率即是完备时空过程的发生频

率，该频率恒定且等于恒量频率𝑓𝐺 = 0.74161984 × 10
43𝐻𝑧。 即，CST 过程

每秒钟产生7.4161984 × 1042个完备时空。引力子频率等于恒量频率与宇宙量

子数之比，随宇宙演化进行而趋向更低。引力子频率的倒数等于宇宙年龄。 

12.5 宇宙膨胀常数一般解和今天解 

宇宙膨胀常数是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一个分项解，该一般解和今天解为：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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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𝑍𝐶(𝑖) =

2.2884 × 1062

𝑖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𝑡𝑈(𝑖) =
1

𝑍𝐶(𝑖)

𝑍𝐶(𝑛) =
2.2884 × 1062

𝑛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29.617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其中，𝑍𝐶(𝑖) −宇宙膨胀常数，𝑍𝐶(𝑛) −今天宇宙膨胀常数，𝑡𝑈(𝑖) −宇宙年龄。

宇宙量子数 𝑖 = 7.628 × 1056, …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 −今天宇宙常数。}
 
 
 
 

 
 
 
 

 

12 − 3 式 

证 明 ： 物 理 单 位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的 实 单 单 位 是 𝑠−1 ， 因 而

𝑆𝑇𝐶(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𝑚0𝑠−1 ，故有𝑎 − 𝑏 = 0 − 1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1, 且取𝛽𝐴 = 1。恒量物理量(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𝐺 

=
1

𝑆𝑇𝑉(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𝑆𝑇𝑉(𝑠)𝑆𝑇𝑉(𝑀𝑝𝑐)

𝑆𝑇𝑉(𝑘𝑚)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𝑆𝑇𝑉(0.74161984×1043)(106×3.08567758×1016)

103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2.2884 ×

1062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据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可求得宇宙膨胀常数一般解： 

𝑍𝐶(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𝐺 = 𝑖

−1(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𝐺 =

𝑖−1𝑆𝑇𝑉(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1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2.2884×1062

𝑖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因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𝐺 = (𝑠−1)𝐺 ，故𝑍𝐶(𝑖) =
1

𝑖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𝐺 =

1

𝑖
(𝑠−1)𝐺 =

1

𝑖

1

𝑡𝐺
=

1

𝑖𝑡𝐺
=

1

𝑡𝑈(𝑖)
。即𝑍𝐶(𝑖) =

1

𝑡𝑈(𝑖)
。将= 7.7266 × 1060代入一般解可得今天宇膨胀常数： 

𝑍𝐶(𝑛) =
2.2884×1062

7.7266×1060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29.617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证毕。 

宇宙膨胀常数的物理含义： 

▲相对于宇宙中任一位置，被观察天体的视向退行速度每百万秒差距

（3.0857 × 1022𝑚 ）增加
2.2884×1062

𝑖
𝑘𝑚𝑠−1 。对于今天宇宙，天体视向退行速度

每百万秒差距增加29.617𝑘𝑚𝑠−1。 

▲今天宇宙膨胀常数量化缓慢，年量化量约为−8.9 × 10−10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该结果计算如下：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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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𝑍𝐶(𝑛) =
−∆𝑛

𝑛(𝑛 + ∆𝑛)
 2.2884 × 1062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
2.33877232 × 1050

5.97 × 10121
2.2884 × 1062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8.9 × 10−10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个个量化量小小，前观观测术无无对对该量化量

进行有于测量。 

▲宇宙年龄等于宇宙膨胀常数的倒数，今天宇宙年龄等于今天宇宙膨胀常

数的倒数且等于 𝑡𝑈(𝑛) =
1

𝑍𝐶(𝑛)
=

1

29.617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3.0857×1022𝑚

29.617×103𝑚
s = 1.0418 ×

1018𝑠（约 330亿年）。 

13.1CBR生成机制和基本物理特性 

在现代宇宙学理论中，宇宙背景辐射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个两个名词的宇

宙学含义相同，并使用英文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缩写 CMB表

示。们 都表示在早期宇宙因大爆炸状成的一种具有黑体辐射性质的电磁辐

射，且黑体温度为2.725𝐾【15】；在 CST模型中，宇宙背景辐射和宇宙微波背

景辐射是两个既有关系又不相同的概念，们 的宇宙学含义并不同，必须加以

区分。宇宙背景辐射使用英文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缩写 CBR表

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则沿用 CMB.表示。个样区分的原因是 CBR随宇宙演

化进行在持续发生演量，而 CMB仅是 CBR演化到今天的状态。 即，CMB

是 CBR的今天演化态。 

CMB 属于黑体辐射，虽然据据普朗克黑体辐射定律可对 CMB物理特性给

出非常精准的物理学描述，但基于该定律并不能对CBR生成机制和演量规律进

行有于的物理学分析。CST模型基于CST过程、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镜像宇

宙、宇宙 10 维时空属性，对 CBR 基本物理特性、生成机制和演量规律给出如

下的统一描述。 

13.1CBR生成机制和基本物理特性 

13.1.1 CBR生成机制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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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宇宙规定了实体化宇宙的全部特性， 包括与黑体辐射相关的物理特

性。镜像宇宙以其全息性|𝑀𝐺| ∑ 𝑠𝑗,𝑗−1
−2𝑖−1

𝑗=0  和超空间速度𝑖 × 𝑣𝐺 历实实体化宇宙，

并通过全同性操作使得所有𝐺𝑖
■ 全同，同时将其具有的黑体辐射特性物质化且以

𝑖2

1.0083̇×1093
个𝐺𝑖

■的物理特性作为该辐射的基本物理特征，并由此状成宇宙背景辐

射（CBR）。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是CBR今天演化态。宇宙温度等于镜

像温度𝑇𝑈𝑃(𝑖) = 𝑆𝑇𝑉(∑ |𝑀𝐺|𝑠𝑗,𝑗−1
−2𝑛−1

𝑗=0 )𝑇𝐺 =
𝑖×𝑇𝐺

1.0083̇×1093
。随着 CST 过程不断发生

且在宇宙量子数𝑖 ≥ √1.0083̇ × 1093 = 3.1754 × 1046 况下下，镜像温度演量成

为CBR温度,即宇宙温度等于CBR温度。 

13.1.2  CBR初始态 

CBR 最初出现的时间可据据
𝑖2

1.0083̇×1093
≥ 1个一判据得到确定。据据该判据

可得𝑖 ≥ √1.0083̇ × 1093 = 3.1754 × 1046。该宇宙量子数是 CBR最初状成对应

的 宇 宙 量 子 数 ， 对 应 宇 宙 年 龄 等 于 𝑡𝑈(3.1754 × 10
46) = (3.1754 ×

1046)𝑡𝐺=4.2817 × 10
3𝑠。该结果表明，CBR 在宇宙演化过程极早期产生，对应

宇宙年龄约为 1小时 11分钟。 

据据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可计算CBR初始态具有的三项物理特性量值分

别为： 

温度𝑇𝐶𝐵𝑅(3.1754 × 10
46) =

(3.1754×1046)𝑇𝐺

1.0083̇×1093
= 1.12 × 10−14𝐾。 

光谱峰频𝑓𝐶𝐵𝑅(3.1754 × 10
46) = α

(3.1754×1046)𝑓𝐺

1.0083̇×1093
= 6.59 × 10−4𝐻𝑧。 

光子均能𝑒𝐶𝐵𝑅(3.1754 × 10
46) =

10

2

(3.1754×1046)𝐽𝐺

1.0083̇×1093
= 7.73 × 10−37𝐽。 

13.1.3 CBR基本物理特性的一般解和今天解 

CBR基本物理特性包括CBR温度、CBR光谱峰值频率、CBR光子均能、

CBR 光谱峰值波长、CBR 能量密度。个五个物理指标均属于宇宙诸物理量统

一解的分项解，并可据据镜像宇宙方程统一求解。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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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𝑇𝐶𝐵𝑅(𝑖) = 𝑇𝑈𝑃(𝑖) = 𝑆𝑇𝑉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𝑇𝐺 =
𝑖 × 𝑇𝐺
𝑁

=
𝑖2𝑇𝑔(𝑖)

𝑁

且𝑇𝐶𝐵𝑅(𝑛) = 2.7250𝐾；

▲ 𝑓𝐶𝐵𝑅(𝑖) = α𝑓𝑈𝑃(𝑖) = α𝑆𝑇𝑉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𝑓𝐺 = α
𝑖𝑓𝐺
𝑁
= α

𝑖2𝑓𝑔(𝑖)

𝑁
= α

𝑘𝐵𝑇𝐶𝐵𝑅(𝑖)

ℎ

且𝑓𝐶𝐵𝑅(𝑛) = 1.6034 × 10
11𝐻𝑧；

▲ 𝑒𝐶𝐵𝑅(𝑖) =
10

2
𝐸𝑈𝑃(𝑖) =

10

2
𝑆𝑇𝑉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𝐽𝐺 =
10

2

𝑖𝐽𝐺
𝑁
=
10

2

𝑖2𝑒𝑔(𝑖)

𝑁
=
10

2
𝑘𝐵𝑇𝐶𝐵𝑅(𝑖)

且𝑒𝐶𝐵𝑅(𝑛) = 1.8808 × 10−22𝐽(约 1.1739 × 10−3𝑒𝑉)；

▲  λ𝐶𝐵𝑅(𝑖) =
𝜆𝑈𝑃(𝑖)

5
=

𝑐

5𝑓𝑈𝑃(𝑖)
=

𝑐ℎ

5𝑘𝐵𝑇𝐶𝐵𝑅(𝑖)

且 λ𝐶𝐵𝑅(𝑛) = 1.0558 × 10−3𝑚；

▲  𝑈𝐶𝐵𝑅(𝑖) = 𝑁(𝑇)𝑒𝐶𝐵𝑅(𝑖) = 𝑁(𝑇)
10

2

𝑖𝐽𝐺
𝑁
= 𝑁(𝑇)

10

2

𝑖2𝑒𝑔(𝑖)

𝑁
= 96.16𝜋

{𝑘𝐵 𝑇𝐶𝐵𝑅(𝑖)}
4

(ℎ𝑐)3

且 𝑈𝐶𝐵𝑅(𝑛) = 7.72 × 10
−14𝐽𝑚−3。

其中，𝑇𝐶𝐵𝑅(𝑖) − CBR 温度，𝑇𝑈𝑃(𝑖) −镜像温度，𝑇𝐺 −恒量温度，𝑇𝑔(𝑖) − 𝐺𝑖
■温度，

𝑓𝐶𝐵𝑅(𝑖) − CBR 光谱峰值频率，𝑓𝑈𝑃(𝑖) −镜像频率，𝑓𝐺 −恒量频率，𝑓𝑔(𝑖) − 𝐺𝑖
■频率，

𝑒𝐶𝐵𝑅(𝑖) − CBR 光子均能，𝐸𝑈𝑃(𝑖) −镜像能量，𝐽𝐺 −恒量能量，𝑒𝑔(𝑖) − 𝐺𝑖
■能量，

 λ𝐶𝐵𝑅(𝑖) − CBR 光谱峰值波长，𝜆𝑈𝑃(𝑖) =
𝑐

𝑓𝑈𝑃(𝑖)
−镜像波长，𝑁(𝑇) − CBR 光子数密度，

𝑈(𝑇) − CBR 能量密度，∑|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镜像宇宙，α = 2.821489，𝑁 = 1.0083̇ × 1093

ℎ −普朗克常数，𝑘𝐵 −玻尔兹曼常数，𝑐 −光速常数，

宇宙量子数𝑖 = 3.1754 × 1046, …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13 − 1 式 

注：该式由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 CBR 分项解而得。参见 8.8.12 节8.8.16 节。 

             三，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统一性、实证性、精度 

以上诸解属于 CST 模型关于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部分分项解。宇宙诸物

理量统一解具有如下特点： 

▲该统一解诸分项解出自相同方程，所有分项解一致兼容且相互印证。 

▲诸分项解一般解的正确性可由今天解具有的实证性保障，因为一般解和

今天解均出自同一方程，唯一不同的是宇宙量子数。今天解为真，其对应的一

般解必真。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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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统一解诸分项解的今天解具有与CMB温度（2.7250𝐾）相同精度，因

今天宇宙常数是镜像宇宙方程和该温度的联立解。因而诸今天解的精度与CMB

温度的精度一致，且消除了对今天宇宙相应观测数据的不确定性。 

四，参考阅读 

No.01 时空组态法则 

No.02 时空数值法则 

No.03 完备物理常数定理 

No.09 宇宙基本方程 

No.26 宇宙背景运动 

No.11 引力子 16 个物理参数 

No.32 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 

No.48 宇宙膨胀常数一般解和今天解 

No.51 宇宙背景辐射形成和演变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