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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在原有量子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真空物质，并定义该物质为真空场。
在真空场的基础上，将点模型量子场的“点”引入了邻域，该邻域构成量子场的内禀空间，从而为建
立量子场的真空物理学图像搭建了一个平台。
有邻域的点并不会违反相对论，为描述粒子所有的内禀特性，该理论扩展了量子场的四维时空，引入
了多自由度粒子内禀空间及相应的算符，在扩充描述空间的同时，保持了数学形式和现代量子场的一
致性。
这使得经典理论进一步完善，其数学形式和现代经典量子场理论基本一致，但这些数学表达式有了更
基本的真空性质作为物理基础，使理论有了明晰的物理图像。
全书共有11章。
第1章讲述真空的结构，从真空的基本性质出发，引入基本假设建立真空场。
第2章和第3章讲述场的拉格朗日形式、对称性和场量子化，讨论真空背景场的性质。
第4章从真空场的角度讲述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引入测量协变原理，导出了光速不变原理；时
空弯曲被理解为大范围的真空场形变，广义相对论的空间不再是真空。
第5章和第6章讲述光子的结构和电磁场理论，由普朗克常数h的真空场性质建立了光子结构，解释了
光子各种奇妙的物理特性。
第7章讲述电子的内禀结构和自由电子理论，引入了球对称波的概念，解释了轻子质量和自旋，并算
出了电磁耦合常数。
第8章和第9章讲述规范不变性和弱作用场，提出了半向空间概念，解释了宇称不守恒；利用质量算符
特性使玻色子具有质量，不再采用对称破缺获得的质量。
第10章讲述强相互作用；真空场的塑性形变导致维度分裂，构成强子的弦结构，这使得真空场塑性形
变部分可以用弦理论来描述。
第1l章讲述电动力学，通过举例介绍量子电动力学的过程，给出了跑动耦合常数的真空场解释；量子
场的相互作用导致真空场泡沫化，出现量子场反常维度。
本书配有大量的清晰插图，尽可能地利用图像来说明量子场论的基本概念，以便读者阅读和理解。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所疏漏，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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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讨论了真空背景场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场理论，真空场理论是力图建立四种力场统一的理论，
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真空性质的四条基本假设之上。
四种力场统一的机理源自于四种力场都是真空场不同形式的形变所导致的，该书讲述了不同形式的真
空场形变。
书中讲述的一些新的物理概念对于理论物理学工作者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为物理学研究提供了
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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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时间的单向性实际的情况是物质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宇宙都处于
运动中。
对于某一区域而言，该区域总存在多个运动物体，多个运动物体构成一个运动体系，这个运动体系的
运动效应构成了该区域存在时间维度。
如果该区域的时间倒流，那么该区域的运动体系就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所有运动的独立体必须从原路
径返回，这种返回必须丝毫不差；体系之间返回时的相互关系必须保持不变。
这样苛刻的条件就是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都很难实现，更何况在一个大的区域。
因为不可能同时存在一种镜像力场，让整个体系的（至少是一个区域）所有物质按原路径返回，所以
不存在反向时间。
时间之箭的单向性是由体系运动的不可重复性所决定的。
时间反向要由该区域所有运动物质沿原来的路径返回，这样的运动形式不可能存在。
2.时间的快慢时间的快慢是由背景场决定的，某一区域物质构成的运动体系如果背景场变“硬”，那
么会导致该区域整个物质运动体系的运动（传播）速率变慢，于是该区域的时钟变慢，反之，则变快
。
如果该区域整个物质运动体系进入黑洞中心，运动（传播）速率趋近于零，那么时间将被冻结。
但是没有一种背景场能够让所有物质按原路径返回。
3.时间反演在现在的很多很严谨的科学论著中，常能看到时空中存在一种称为“虫洞”的时空结构，
能实现时间反演，如果能实现的话，就必须将一个大范围运动体系至少是一个城市放到虫洞中，然后
虫洞必须把构成整个城市的每一个基本粒子的运动轨迹都按原路精确返回。
且不说这是否会违反因果律，对虫洞而言，需要的不仅是巨大的能量，更重要的是虫洞必须具有使所
有运动物质按原路返回的这种精巧的加工手段，这显然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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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引力场及量子场的真空动力学图像》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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