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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简析了牛顿三大定律存在的逻辑矛盾，提出了重做自由落体实验的理

由、目的和方法；实验验证了我们自主创新理论的预期结果；简单公开了在自创新

理论中所发现的自由落体运动的三分定律，即在自由落体过程中，物体在空间的每

一点所受到的惯性力是该点重力的三分之二，受到的重力与惯性力的差力是该点重

力的三分之一。用实验事实无情地判定了牛顿定律中存在的逻辑矛盾，瞬间动摇了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赖以存在的等效原理这个理论基础。我们掌握了失重技术，意

义是非同寻常的。它纠正了旧理论时代的失误，宣告了一代新理论的正式诞生，也

标志着完全具有中国人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应用技术将由此不断地迸发出来，人类

将再次享受科学新发现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文明与和谐！因此，让我们振臂

呼唤伟大的“和谐世界万岁！”同时，本文阐明了这个实验必须是纯粹的自由落体运

动实验，既不能用单摆实验，也不能用升降机实验的基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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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首先，简析牛顿三大定律存在的逻辑矛盾。 
众所周知，自由落体运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1]，现在说来的确也是老生常谈。但是，即

便如此，不同的领悟和不同的实验方法，其意义却是迥然不同的。 
按照牛顿第三定律“每一种作用都有一个相等的反作用；或者，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总是相等的，而且指向相反。”[2]那么一个受到重力[3]（注意：本文重力等价于引力，因为

地球的自旋速度很小，在实验中可以忽略其影响而视为近似相等，特此说明。） 作

用发生自由下落运动的物体 在下落中会产生一个惯性力

gF mg=

m aF ma= 反作用于物体m 上与重

力的作用相对抗，使得作用在物体 上的差力为 ，因此，物体在自由下落中受到的作用差

力为 
m hF

h g aF F F mg m= − = − a            (1.1) 

对此，我们简要分析如下： 
1． 当 时，0, 0h g aF F F mg ma= − = − = g a= ，物体受到的重力与惯性力作用大小相等方

向相反，满足牛顿第三定律。在这种情况下物体会进入失重状态。当我们用手拿住的一

个物体如果瞬间松开手，那么物体便会保持在原来松开手时的空间位置不动，应当处于

悬浮在空间中的状态，因为它受到的作用差力为零，不存在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外力与

内力（惯性力）的力差作用。此时物体受到的外力是重力，也是作用于物体 上的作用

力，而由于物体自身惯性力的反作用，使得作用于物体上的重力和惯性力的差力 为零。

因此，我们放手时由于并没有给物体以任何初速度，所以物体应当悬浮在我们松开手的

位置不动。这同宇航员在宇宙飞船的空间中的失重状态的情况应当是等价的情形。所以，

基于这个道理我们有理由说，在我们眼前的万物按照牛顿第三定律都应该是无重量的、

漂浮的状态，因为它们的重力均被惯性力反作用掉了，其差力为零，等于没有重量，即

所谓的失重状态。因为在下落方向没有推动物体下落的力量了，因此它怎么会被重力推

动下落呢？所以按照牛顿第三定律万物统统都应该是漂浮的状态。因此，在下落中说物

m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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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受到的重力与惯性力相等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悖论，因为这与物体在自由下落中不断地

加速下落的事实相悖。因此，物体在自由下落中 a g= 不成立。说落体受到的重力和惯性

力等效就理该成为天下 大的悖论。 
2． 当 时， ，物体受到的重力与惯性力作用虽然方向相

反，但大小不等。物体受到的重力大于物体受迫产生的惯性力，存在作用差力。因此，

物体在差力的作用下会产生状态的改变，迫使物体不断地加速下落。这完全满足牛顿第

二定律。因此，有理由说这才是物体自由下落的真实情况。物体在自由下落时，既然物

体受到的重力与物体受到的惯性力是不等的，重力大于惯性力，那么到底大多少呢？这

就是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和实验中解决的问题。 

0, 0h g aF F F mg ma> − = − > g a>

3． 当 时，0, 0h g aF F F mg ma< − = − < g a< ，物体受到的重力与惯性力作用虽然方向相

反，但大小不等，惯性力大于重力，物体会在惯性力的作用下产生物体的自由上升运动，

满足牛顿第二定律。如空气受热上升，热气球的升空，飞艇的升空，物体的热辐射等等，

就都是这种情况的运动。它们受到的是密度力或者温差力和重力的共同作用，表现出的

效果就是惯性力大于重力的情况，是一种离开重力中心的离心力排斥运动现象。这个问

题的详细内容不在本文的实验命题中，留待另文阐述。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用力（重力）与反作用力（惯性力）应当存在以

下三种情况： 
1)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2) 作用力大于反作用力； 
3) 作用力小于反作用力。 
牛顿把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第一种情况作为公理使用无疑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在理论

的表述上排斥和拒绝了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存在。因此，违背了公理的一般性原则，是片

面的，没有全面系统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导致了思辩上和事实上的逻辑混乱。如果我

们承认了第三定律，就等于直接否定了第二定律和第一定律；如果我们纠正和完善了牛顿第

三定律就肯定了第二定律和第一定律。因此，只有正确合理地修正了牛顿第三定律，我们才

能够正确的理解和解释牛顿第二定理和第一定律，才能够消除牛顿三大定律之间现在存在的

逻辑矛盾。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到新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规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虽然方向相反，但是两者之间的大小却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1) 当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时，受力物体将处于静止或者匀速运动状态不变

（遵循牛顿第一定律和第三定律）； 

2) 当作用力大于反作用力时，受力物体将沿着作用力的方向做加速运动（遵

循牛顿第二定律）； 

3) 当作用力小于反作用力时，受力物体将沿着反作用力的方向做加速运动

（遵循牛顿第二定律）。 
因此，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是不完整的，带有

极大的片面性和个别性而失真普遍的客观规律性。因此，我们发展和完善牛顿三大定律是自

然规律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和客观事件的本

原面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力不仅是物体状态改变的原因，也是物体状态保持的原因。我

们的确需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精神，不能以偏概全，

也不能一概而论。道理很简单，因为改变物体的状态固然需要力，但是要保持这种状态的改

变不变也同样需要保持力，如果没有这个保持力，物体已经获得的状态的改变就不能维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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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就会随着外力的撤除而跟随其撤除而消失。而这个保持状态不变的力就是自身在外力的

作用下而获得的运动惯性力，它是物体运动后存在的内力，是由物体在外力作用后产生的结

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物体就不能够获得保持运动状态不变的能力。反之依然，如果没有外

力作用于运动物体使物体做减速运动，并到达我们所期望的静止状态，那么物体就不可能获

得保持其现有的静止状态的能力，而这个获得静止状态不变的能力就是静止惯性力。因此，

物体的惯性力分为静止惯性力与运动惯性力两种，不是一种。所以，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与区

分惯性力的静止与运动的两大基本属性，分清它们的作用与转化关系，才能够正确理解物体

的惯性力，才能够正确的区分物体的静止与运动的两种惯性状态。在运动惯性状态，物体的

运动惯性力大于静止惯性力，因此，物体保持惯性运动状态；在静止惯性状态，物体的静止

惯性力大于运动惯性力，因此物体保持静止惯性状态。这就是惯性力存在的真实属性和内容。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惯性是力的惯性，没有力就没有惯性。 
因此，力不仅是物体状态改变的原因，也是物体状态保持的原因。因为改变物体状态的

原因是力，而保持这种状态改变不变的原因依然还是力。在重力场中是物体受到的重力，在

惯性力场中是物体受到的惯性力。 
因此，我们认为“力保持或者改变物体静止或者运动状态”才是完整而准确的

对力的作用的认识论断。我们以前的任何一位西方物理学家他们对力与物体运动

或者静止的关系的认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个别性、局部性，有着鲜明

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特征，缺乏全面完整的整体性、广泛的关联性和辨证性的

认识。这是因为他们事实上还不真正懂得哲学，尤其是不懂得中国古人的哲学思

想，特别是周易哲学思想。所以，他们不可能准确地做到真实、全面、完整而系

统地反映世界的客观规律性。 
在理论上我们已经得到很大的突破，这里可以简单地公开一点：用经典物理的术语表述

是，在重力（引力）场中存在着惯性力（斥力）场，不过惯性力场仅仅是重力场强度的三分

之二；与之相反，在惯性力（斥力）场中存在着重力场，不过重力场仅仅是惯性力场强度的

三分之二。这是今后在理论中将要公开的一个理论议题，这里不再深述。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后我们认为： 
1) 在守恒条件下，如果一个弹性物体下落到地面发生碰地弹跳，在忽略不计空气阻力的

情况下，物体会弹跳回原来下落时的高度，这就是说下落高度与反弹高度等位。否则

反弹高度如果小于下落高度，说明动能势能在自由下落过程中不遵循能量转化守恒定

律。因此，可以通过物体下落碰地的反弹高度来判断物体在自由下落过程中势能与动

能的转化是否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可以直接验证 
0, 0h g aF F F mg ma= − = − = ， g a=  

的情况是否成立，而且下落的高度越高与真实情况的一致性就越好。 
2) 在守恒条件下，物体在自由下落过程中应当失重，即物体在自由下落过程中重量应该

为零。因此，可以通过称量物体下落时的重量来判断物体下落时动能和势能的转化是

否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如果物体下落时的重量不为零，那么物体的势能就没有全部转

化为动能，说明物体在自由下落过程中势能与动能转化不守恒，物体的惯性力加速度

必然小于重力加速度。因此，应用称重法也能判断物体在自由下落中 
0, 0h g aF F F mg ma= − = − = ， g a=  

的情况是否成立。 
因此，重做自由落体实验对于验证牛顿三大定律的公理性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重要的，

是决定当前物理学科学发展的前进方向的关键性环节，是推动物理学与时俱进的急切需要，

是落实党的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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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得 
实验目的： 

证明物体在自由下落体运动中重力（以及重力加速度）与惯性力（以及惯性

力加速度）是否等价，重力势能与惯性力动能是否遵循能量转换的守恒原则，也

就是在物体的自由下落中牛顿三大定律是否成立或者如何成立。 

二、 实验设计与方法 
1 落体弹跳实验 
实验器材： 

乒乓球 3 个，不同厂家生产的（我们选用的有世纪曙光，双鱼，双燕牌等）；2 米卷尺 1
把；标杆 1 根。见图 1 所示。 

                                          

图 1、乒乓球自由下落示意图

地面

1h 反弹高度 

2h 反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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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下落乒乓弹跳的 h t→ 曲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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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h 下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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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条件： 
高度选择 2 米，1.5 米，1 米，0.8 米，0.6 米分别进行，在铺有光滑瓷砖的房间中做，防止

环境风对实验的影响。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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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高度始终小于下落高度的三分之二左右。反弹高度随着下落高度的增加而下降，随

着下落高度的下降而增加，平均为三分之二。乒乓球自由下落的弹跳的h 曲线见图 2 所t→



示。 
2 自由落体称重实验 
实验器材： 

 

 
 
 
 
 
 
 
 
 
 
 
 
 

图 3、自由落体称重实验原理示意图 

摄象头
电子称

悬索

木箱

重物 m  

气垫

悬臂

50～100 米高杆，也可以选择在高

楼，桥梁 高树，悬崖上进行实验

  

笔记本电脑或者电视机 

射频接收头

射频发射天线 

地面

 

电子称一台；无线摄像头一个（有效距离 200 米），无线射频接受器一个，笔记本电脑一

台(实际上也可以用两部可视手机代替，也可以自制专用的无线数据发射和接收机，发射和

接收电子称的数据，也可以用大型的数码管直接显示电子称的数据，供我们在远距离观察在

自由下落中的电子称上的数据变化)；三公斤物品一袋，适当大小的木箱一个，适当的气垫

或者海绵垫一个。见图 3 所示。 
用计算机的目的是将每次试验接收到的实验数据储存起来，以便日后进行对比分析。 

实验条件： 
选择 50～100 米高空一处，可以在这个高度的桥上或者大楼上进行落体试验，高度越高

可观察记录时间就越长，越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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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在实验的木箱中固定好电子称，摄像头及其射频发射天线，摄像头对准电子称的重量数

据显示屏，以可以观察到重量数据为准；之后在电子称的称盘中放好三公斤重物，调试系统

达到能够在笔记本上看到正常传输电子称上所显示的数据即可。当作好这些准备工作之后，

将木箱悬挂在 50～100 米的高空中，在计算机中看看电子称在静态时称得物体的重量。然后

剪断悬挂木箱的绳线，让物体自由下落，又看电子称在动态时称得物体的重量。反复几次看

数据有何变化，如果没有什么异常，再次减低或者升高高度实验，多选几个高度点实验之后，

就可以停止实验了。 
我们得到的称重结果与落体弹跳实验结果相同。实际下落的重量不是零，而是静止时的

三分之一重量，也就是说物体由静止时的三公斤在自由下落中由于惯性力的抵消作用变成了

一公斤。事实上，在理论上，物体在自由下落中的每一点的惯性力加速度始终是该点重力加

速度的三分之二。 
3 多地落体实验 

在不同地方得到的实验结果相同。 

三、 实验分析与意义 

在乒乓球落地弹跳中，如果下落的高度大于 2 米以上时，乒乓球的反弹高度略小于下落

高度的三分之二，当下落高度小于 0.6 米以下时反弹高度略大于三分之二，随着下落高度下

降到零时下落高度与弹回高度趣于近似相等。原因分析：随着实验高度的增加空气的阻力作

用也增加，因此反弹惯性动能略有减少造成反弹高度减少。在真空条件下就严格遵循三分之

二规律。在下落距离很小时，下落高度近似等于反弹高度。只有在静止时物体受到的支撑力

与重力相等。如果将这个支持力看着是静止惯性力，那么只有在静止时，物体的静止惯性力

才与重力相等，但物体绝对不会因此失重而产生悬浮态，因为支持力是外力，不是真实的惯

性力。每次下落的时间与反弹时间也按固定的三分之二比值不断减少，频率不断升高， 后

停止下来。 
通过各种方法实验证明，物体在自由下落中重力加速度大于惯性力加速度三分之一，惯

性力加速度是重力加速度的三分之二，不相等，即在自由落体中作用力与反作用虽然方向相

反，但大小并不是相等的。因此，牛顿第三定律在自由落体运动中被否定，爱因斯坦广义相

对论赖以存在的等效原理[4]也就必然被否定。由此推知，爱因斯坦在创立广义相对论之前自

己根本就没有做过纯粹的自由落体实验，仅仅是凭借对牛顿三大定律的理解而进行抽象思维

的假想结果而已。即使他做过升降机实验，也没有正确理解实验，被实验误导了。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但是惯性质量和重力质量的等价性并没有因此而被否定，仅

仅是重力加速度和惯性力加速度不相等而已，这是需要重点说明的。 
事实上，我们是在得到明确的理论结果之后才决定重做这个自由落体实验的，因此有着

明确的理论目标。理论得到的结果是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物体在重力空间的每一点上的惯性

力加速度是该点重力加速度的三分之二，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在自由落体过程中惯性力加速度

与重力加速度相等是相悖的。实验与理论得到结果完全吻合，实验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因此，

这是对经典理论的一次无情的否定（但也是一次肯定），非常残酷，痛人心扉，但我们必须面

对这个现实。 
结论是：在重力场中，物体的自由落体运动显然不是一种能量守恒运动，而是一种差能

运动，物体的重力势能大于物体的惯性力动能三分之一；只有圆周和椭圆轨道运动才是能量

守恒运动。在圆周运动中物体的重力势能始终等于物体的惯性力动能，任何时候都不变。而

椭圆轨道运动是这种圆周运动在关联作用下的变形，因此，椭圆运动中物体的重力势能与物



体的惯性力动能也是始终相等的，可以证明没有任何不等的变化。这一点以后将公布。 

四、 重复实验的注意事项 

本实验必须是纯粹的自由落体运动实验，只有这样才能够检测到物体在自由下落中的真

实的力学状态和意义。因此，这个实验既不能采用单摆实验
[5]
，也不能采用升降机实验。因

为这两个实验使物体在下落中受到了一个附加的绳索牵引拉力作用，使得自由落体运动的真

实面貌被绳索的牵引拉力作用掩盖和扭曲了，人们无法通过这两个实验看到自由落体运动的

真实的力学效应。 

事实上，这两个实验附加的绳索牵引拉力，使得物体在自由下落运动中受到绳牵引拉力

的束缚作用而发生了物理意义上的质的变化，扭曲了自由落体运动的力学真相，从而使得整

个实验的意义发生转向，他所出现的结果不再具备反映自由落体中的真实内容，而是在附加

拉力作用下进入能量守恒的一种转化现象。因此，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人正是被单摆

和升降机实验中的能量守恒转化现象误导了对自由落体运动真相的识别，从而使得我们全人

类都被这种单摆和升降机实验误导了，致使我们走了很大的历史弯路。 

不过，修改了的单摆和升降机实验依然是可以用于自由落体运动现象中的力学意义的观

测和分析的，但必须是在大家充分、完全理解和认识了自由落体运动的真相之后才可以推广

这个修改方法，现在不是时候。另外，用高速摄象机可以拍摄单摆实验中的称重实验，得到

物体在摆动过程中从重力与惯性力不等到等的变化过程，观测到物体在下落过程中存在的三

分定律。 

另外，由于我们实验的高度（0.5～100 米范围）较小，因此，在落体实验中可以将重力

加速度 视为常数。 g
另外，还可以采用浮力法、自由滑轮法进行自由落体实验，但这里不主张推广这些方法。

不过有兴趣的爱好者也可以试一试。 

五、 结束语 

由于一个物体在自由下落中受到的重力加速度与惯性力加速度之间相差三分之一，数值

很大，验证起来非常方便。因此，我们热烈欢迎并希望我国所有科研院所、大中小学的广大

科学家、学生和民间爱好者，也希望世界各国的广大科学家、学生和民间爱好者都来重复我

们这个实验，以便验证我们理论与实验发现的真实性。 
后，热切希望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我们的研究以实质性的支持，帮助我们做 1 公

里，10 公里，100 公里，1000 公里以上的超级高度的自由落体实验以及相关实验，相信带给

国家的回报将是无比空前的。 
参加实验人员：胡冬梅（负责西安区实验）  屈人望、屈人造和屈人上（负责四川广安

岳池区实验）  屈人雍（负责广州白云区实验）  屈强、屈宏和屈雪林（负责成都区实验）  屈
一丹等，谢谢大家参与、支持和无私地帮助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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