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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单摆的运动中，人们经常用一种波形图，来对单摆运动的轨迹进行表示。而在

这个表达单摆运动轨迹波形图中的“波峰”和“波谷”，其实都是单摆运动的两个非平衡状

态的位置。当单摆处于这两个非平衡位置时，都是动能完全转换成势能的状态。而单摆摆动

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单摆回归平衡状态的过程。而单摆摆动是势能和动能之间的相互反复

转换的过程，其实这也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单摆在摆动的过程，就是一种三元平衡系统

运动的过程，三元平衡系统是能量在三元平衡定律作用下，普遍存在的一种事物常态。无论

是水波，还是电磁波，甚至是电子、基本粒子的形成，都离不开三元平衡定律对它们的作用，

所以说它们都是一种三元平衡系统。这篇论文是以对自然系统的全局视角，来解释自然界中

的一些常见现象，以及来解释微观世界中的事物是如何通过三元平衡定律，来作用于宏观世

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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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 世纪末，经典力学和经典电动力学在描述微观系统时的不足越来越明显，于是在 20

世纪初，由一大批科学家创立了量子力学。但是对量子的研究的中，差不多都是用宏观世界

发现的科学定律去理解微观世界，所以就难免变成像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三元平衡定律

为量子力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微观世界的三元平衡定律和宏观世界的其它科

学定律可以互为补充。一个是通过对宏观世界的全局哲学思考，而发现的适用于微观世界的

科学定律。一个是对宏观世界局部现象的科学研究，发现的科学定律。两者之间稍有差异，

就是说三元平衡定律，以系统全局的方式研究宏观世界，有时候会象是一种哲学研究。而宏

观世界局部现象得出的其它科学定律，在微观世界的运用中也同样像是一种哲学思考。例如

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掷骰子”、薛定谔的猫等等，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类似于哲学思考

的例子。

1 三元平衡定律与三元平衡状态概述

1.1 三元平衡定律

我们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在一间屋子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本书，这时书的

重力与桌子对它的反作用力，二者之间处于一种宏观上稳定的平衡状态。

我们假设，某一瞬间桌子突然凭空消失，这时原本放在桌子上的书，由于突然间失去了

桌子对它的重力形成的反作用力，原本的重力与桌子对它的反作用力之间的平衡状态一下子

就被打破，使得书本变成一种非平衡的状态。这时书本就会从高处落到地上，落到地上的书

这时便会重新获得新的稳定平衡状态。即重新获得书的重力与一个地面对它的反作用力，之

间新的稳定平衡状态。

从原来的平衡状态到新的平衡状态的整个过程中，书本获得了势能，然后势能转换成为

动能，最后撞击地面后动能消失。在这整个书本下落过程中，书本是由一个非平衡状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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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另一个新的宏观上的平衡状态，这个由非平衡状态变为平衡状态的过程中，发生了能量的

变化。

由非平衡状态变为平衡状态的过程中，发生的能量变化的过程，就是三元平衡的过程。

三元平衡的过程，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三元平衡状态。三元平衡状态，是宇宙万物之间形

成的系统必须遵循的三个最基本的状态，即非平衡、平衡、非平衡趋于平衡。

1.2 三元平衡状态

水的波动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宏观动态三元平衡状态，也是自然界中最基本的三元平

衡状态模型。

假如，水面上漂浮着一块木头，当水面平静的时候，木头的重力和水对木头的浮力是一

对平衡力。当水面形成水波时，木头的重力和水对木头的浮力，就会出现动态的平衡状态。

当木头位于波峰时，向下的重力大于向上的浮力，重力与浮力处于一种非平衡状态。当木头

位于波谷时，向下的重力小于向上的浮力，重力与浮力同样处于一种非平衡状态。木头和水

波在这两种非平衡状态之间来回往复的运动，就是水波的宏观动态三元平衡状态。

单摆的周期性摆动，也是一种常见的三元平衡状态。在传统的物理学中，人们经常将单

摆的周期性的摆动，用一种特殊的波形图来表示。而单摆的周期性摆动其实是一种宏观世界

的三元平衡的运动状态，这种波形图其实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种三元平衡关系图。



2 三元平衡系统与系统叠加

2.1 三元平衡系统

通过对水波和单摆三元平衡状态的阐释，其实可以知道一切以波的形式存在的事物，都

是一种动态三元平衡状态。动态三元平衡状态是三元平衡系统最基本的状态之一。三元平衡

系统则是，遵循三元平衡定律形成的系统。

电磁波作为一种波，也同样也遵循三元平衡定律。电磁波是由互相垂直的电场与磁场在

空间中，相互转换发射的震荡粒子波。电磁波类似于波动，但传递过程中，并无形态意义上

的波动，而是沿电场方向传递的，是电场和磁场以能量相互转换的形式，震荡形成的“类似

波动”。

电流会产生垂直于它的磁场，导体切割磁场也会形成电流。也就是说流动的电子，会产

生一个于它垂直的磁场。导体切割磁场，也就是变化的磁场，会使导体形成电流。而导体形

成的电流，则是在电场作用下形成的电子流动。也就是说，变化的磁场会形成与它垂直的电

场。同样，变化的电场也会形成与它垂直的磁场。这种相互影响与共存的关系，这就是电场

和磁场相互作用的关系。

由于变化的电场会形成与它垂直的磁场。同样，变化的磁场也会形成与它垂直的电场。

根据电磁场的这种关系，可以推出电磁波的波动形态模型。即电磁波在一个波动频率中，电

场由强变弱再由弱变强，呈周期性变化，变化电场周围形成一个围绕它的磁场。当电场强变

弱时，围绕它的磁场则由弱变强，当电场由弱变强时，围绕它的磁场则由强变弱。

在电磁波的三元平衡中，电场和磁场分别为两个非平衡因素。在电磁波中电场和磁场的

这两种能量，类似于水波中存在的势能。在水波中相当于波峰处，由于重力产生向下的势能，

以及波谷处由，于浮力产生向上的势能。而变化的电场和变化的磁场，在电磁波中的这种能

量，类似于水波中存在的动能。电场转化为磁场的过程和磁场转换为电场的过程，就是变化

的磁场和变化的电场（能量转移或转换的过程），类似于水波中变化的动能（能量转移或转

换的过程）。也就是说，相当于在水波中，由波峰到波谷的向下的动能，和波谷到波峰向上

的动能，动能大小与势能大小呈此消彼长的关系。

电磁波的这两个非平衡因素，也类似于掉进水中的木头形成的水波中，木头的重力和水

对木头产生的浮力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力在波峰或波谷大小的非平衡状态，形成了两种势能，

这两种势能就是两种非平衡因素。而两种非平衡因素的大小，通过动能相互转换就形成了水



波。

在电磁波中电场和磁场，实际上相当于两种不同形态的能量。而形成水波的木头，在处

于波峰位置时，重力大于浮力，相当于有一个重力带来的向下的势能。当处于波谷位置时，

浮力大于重力，相当于有一个浮力带来的向上的势能。而波动的过程中的运动和动能有关，

也就是非平衡状态趋向于平衡的过程。

水波其实就是两种势能在动能的作用下，的相互转换而形成的波。而电磁波则是由电场

和磁场，两种不同形态的能量之间，相互动态转换而形成的类似于波动传播状态。因为这种

波动传播状态类似于宏观世界的波动，所以将电场与磁场的这种相互动态转换而形成的，波

动传播状态称为电磁波。

电磁波其实并没有形态上的波动，而是一种电场与磁场呈周期性变化的粒子，所以电磁

波具有波粒二象性。电场和磁场交替增强或减弱，二者的波动关系是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

变化互为因果。电磁波以粒子的形态传播，但是这种粒子会呈现一种周期性的变化，就是磁

场和电场周期性转换，所以就使得电磁波呈现出波粒二象性。

在电磁波中的电场和磁场，就是一对以波动形式相互转换的非平衡状态。这种以波动形

式存在的状态，就是非平衡趋于平衡的状态。所以电磁波其实就是电场与磁场的三元平衡状

态。这是一种最基础的三元平衡状态，同样也是最基础的三元平衡系统。而一般意义上的波

（横波、纵波）也是一种三元平衡状态，所以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电磁波因为是宇宙中最基础的三元平衡系统，所以也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基础的系统。



这种最基础的三元平衡系统之间，其实也可以相互影响和叠加，不过这种由多个系统叠加的

系统，其特性则会显得更加的复杂。

2.2 三元平衡系统的叠加

通过三元平衡定律对电磁波的讲解，知道电磁波是电场和磁场相互转换的粒子。这种粒

子具有周期性变化的特点，所以电磁波具有波粒二象性。而电磁波的传播路径、方向、速度

等，都只和电场有关，和磁场无关。磁场是伴随电磁波中电场存在的一种类似于某种“势能”

的东西。

那么磁场在电磁波中，除了和电场相互转换之外。在电场波中的磁场还会形成磁场力，

这种磁场力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会改变电磁波的运动轨迹，使电磁波形成更加复杂的电子

波。

我们假设，当两个频率相同的两个电磁波（光子），两者间呈一定角度的夹角会合，当

在会合的某一点时，两个电磁波同时由电场完全转换为磁场的一瞬间，由于在磁场力的作用

下，两个电磁波的传播方向发生了改变。

方向改变后的两个电磁波，很快磁场急速衰减，而电场同时急剧增强，电场增强后的两

个电磁波随着改变后的方向传播。当传播到一定距离之后，两个电磁波中的电场再次衰减而

变成磁场，再次由于磁场力的作用下，两个电磁波的传播方向就会再次发生改变。如此往复

循环，就形成两个三元平衡系统的叠加状态。叠加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元平衡系统，这

个新的三元平衡系统就是电子波，电子波其实就是电子。

电子作为相对复杂的三元平衡系统，自然还可以通过进一步叠加，形成更加复杂的三元

平衡系统，这种复杂的三元平衡系统可能就是一些基本粒子。只不过这种多系统的多次系统

叠加之后，形成的新的系统就会呈现出混沌状态，混沌状态是一种很难描述规律和预测的状

态。就像两个单摆的三元平衡系统，通过叠加而成的混沌摆一样，混沌摆摆动的轨迹就很难

预测。



3 结语

三元平衡定律不但可以为量子力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还可以为其它科学

领域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尤其是在对量子力学、天文学等领域的现象的研究方面，一定会

得出一些全新的科学理论，而这些理论其实正好可以打通各个学科之间某些联系，将整个自

然科学的各个学科连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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