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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暖对治方式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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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为研究全球变暖的成因,测算了过去 50 年人类消耗的能源量,其值远低于同时期地球的累积热量值,可
推出全球变暖并不单纯是二氧化碳排放所致。 对地磁特点及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地球磁场的破坏,导致地球接

收了过量的太阳辐射极有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成因。 人类近二百年大量使用低频、低级能的电磁能所累积的能

量及其频率变化有可能没有逃逸出地磁层,造成地球磁层能量驻波构架和磁鞘的局部破坏,导致大量太阳风等离

子体进入地球磁层内部。 同时,地磁层能量密度的改变扰动了地球在太阳系张拉整体装置中的平衡,使地球向太

阳靠拢,从而接收到更多的太阳辐射。 只有找出“地球生存环境极限值冶,制定人类与地球和平相处的一系列生存

规则,才能系统解决全球变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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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面对当前全球气温升高与气候异常[1-2]、磁极漂

移[3-4]、地磁减弱[5]、磁鞘[6]破坏、地磁空洞[7]等,本文

从另一个思考角度,希望能找出导致地球生存环境危

机的主因。
地球在太阳系中本具有一套完美的自我平衡体

系,并以此产生出人类与地球和平相处的一系列生存

规则。 如地球生存环境极限值的熵增、热能平衡、磁能

均摄平衡、地球在太阳系中的动态平衡[8] 等。 目前,
“与地球和平相处生存规则体系冶同当前地球生存危

机最密切相关的部分是:第一,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9-10];第二,磁极漂移[3-4],地磁磁鞘破坏,地
磁场偶极矩持续而快速衰减,等等。

1摇 人类活动产生的能量排放远低于地
球累积的热量

摇 摇 一项最新的研究工作发现[11],由于人类活动引起

的气候变化,地球能量失衡继续加剧:1971-2020 年,
热量不断积累,使海洋、陆地、冰冻圈和大气层持续升

温。 地球能量失衡是指太阳辐射进入地球系统的能量

与离开地球大气层的能量之差。 如果进入地球系统的

能量大于离开地球大气层的能量,就意味着大量热量

累积在地球系统中。 这种地球能量失衡也叫地球能量

收支,本文称之为地球热能储存体系。 当务之急是找

寻主体态能[8](在本文指的是太阳辐射进入地球温度

循环体系)增加的原因。
众所周知,地球能量累积还有一种可能性,即人为

使用能源排放。 用 2021 年人类消耗能源的统计数据伊
50 年,粗略估算最近 50 年人类所消耗能源的上限。
根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12],2021 年全球煤炭、
石油、天然气和核能的消费总量分别是160. 10艾焦耳、
184. 21艾焦耳、145. 35艾焦耳和25. 31艾焦耳,上述 4
项合计 514. 97 艾焦耳。 但由全球 60 多个研究机构参

与的工作[11] 知道,1971-2020 年地球累积的热量约为

381 泽焦耳。 即使过去 50 年都按 2021 年的单年值估

算,人为使用的能源排放量仅约为 25. 75 泽焦耳,远远

低于同时期地球累积的 381 泽焦耳热量。 由此可知,
全球气温升高与气候异常并不单纯是人类排放二氧化

碳[13-14]直接造成的。

2摇 地球的冰原(南北极冰川)体系是地
球最后的热能平衡装置

摇 摇 地球本具有一个封闭的、自循环的热能储存体系,
即地球热能储存体系首先有地球能量获取热能主体

(太阳辐射进入地球温度循环体系),与通过地球在太

空中自身的热能与温度流失从体(离开地球温度循环

体系的热能),并有一个可推证的地球自身对能量的

吸取和释放过程,形成一个封闭的、自平衡的、自循环

的守恒热能体系为主从体的误差态。 即地球首个热能

储存体系由以上 3 部分组成。 本文定义,主体态能

(地球能量获取主体是太阳辐射进入地球温度循环体

系) -从体态能(地球在太空中自身的热能与温度流



失,并离开地球温度循环体系的热能)= 误差态能(地
球自身对能量的吸取和释放形成一个自平衡的守恒循

环热能体系)。
因这个误差态形成的自循环的守恒热能体系,才

形成地球范围内生命体能感知的温度圈。 也就是,地
球误差态形成的自循环的守恒热能体系又形成次一级

的热能储存体系。 地球次一级的热能储存体系,即由

误差态形成的地球范围内生命体能感知的温度圈又分

为海洋(水系)、陆地、冰原(南北极冰川),这三者形成

一个新的、次级自平衡的守恒循环热能体系(图 1)。
在这一级的热能储存体系中,动态主体是海洋 (水

系),而静态主体是陆地,误差态主体是冰原(南北极

冰川)。 这样就造成海洋会吸收整个体系中多余的

89%热量,而陆地吸收 6%热量,冰原(南北极冰川)吸
收 4%热量[11]。

图 1摇 地球的热能储存体系示意图第一部分

同理,地球上的冰原又是一个新的、再次一级的地

球的热能储存体系(图 2)。 这个体系由风、雨、局部气

温升降,冰川,以及大气的主体气温,三者共同形成一

个新的、再次一级自平衡的守恒循环热能体系。 而在

这个新的体系中,人为活动,如二氧化碳与汽车尾气排

放,石油化工产品燃烧与排放等,属于更次一级自平衡

的守恒循环热能体系,但受制于上一级的风、雨、局部

气温升降的管理体系中。

图 2摇 地球的热能储存体系示意图第二部分

这种对热能知识形成封闭的、自平衡的、自循环的
守恒热能体系的分类法,是想告诉大家,人类活动可能

带来的热能,会影响到极易被影响的空气,显现出全球

气温升高与气候异常变化。 这只是因为空气在整个地

球自平衡的守恒循环热能体系中是最次级的、最不储

存热量的,又是极易受到破坏与影响的,其自身对全球

热能平衡与气温影响本来就很弱。 同时,这种对热能

知识形成封闭的、自平衡的、自循环的守恒热能体系的

分类法,并产生地球热能储存体系的方式,属于自然科

学中物理学的两者参照系知识体系[8]。
这种地球热能储存体系的方式可以很简单地找到

整个体系中唯一的误差是什么。 即只要观测出这个误

差值,就能知道整个地球气候变化的方向,且不会被众

多数据扰乱主要判断。 故可以通过这种分析地球热能

储存体系方式明显得知:当误差态能大于 0 或小于 0
时,则误差态能整体就在增加或减少的态势中。 即只

需要监测这个体系中的冰原(南北极冰川)体系即可。
因地球的冰原(南北极冰川)体系是整个系统(地球热

能储存体系)中唯一的平衡误差,具有0 益冰可以变成

0 益水并吸收大量热量,并具有反向性。 即地球的冰

原(南北极冰川)体系是整个地球热能储存体系中末

端受力与平衡装置[8]。
也许有人会问,地球有庞大的海洋(水系)能够储

存更多热量,为什么只监测全球冰的存量消涨就可以

知道整个体系的整体性变化? 因地球的海洋(水系)
虽然能储存庞大的热量,但那也仅是拥有一个巨大储

存热能空间而已,在时间长短的变化面前,这个体系将

无法表示出地球热能的真实状况。 唯有作为整个自平

衡的守恒循环热能体系的末端受力装置———冰,才是

平衡新的守恒循环热能体系标准。 如全球冰的存量消

失,则地球再没有由0 益冰变成0 益水的热能平衡装

置。 而海洋(水系)只是一个热能储存装置,自身并不

消耗热能。 故当整个自平衡的守恒循环热能体系的末

端受力装置———冰的状态被迅速破坏时,证明这个守

恒循环热能体系的气温将迅速上升或下降。 这样,当
地球的冰原(南北极冰川)在某个时间范围内彻底融

化殆尽时,则地球自平衡的守恒循环热能体系将彻底

被破坏。

3摇 地球最后的热能平衡装置还能支撑
多长时间

摇 摇 在误差态主体冰原(南北极冰川)体系中,在相对

的永恒时间看———当前地球自平衡的守恒循环热能体

系什么时候崩溃? 即当前人类在地球地表生存环境最

佳期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南极大陆面积近1400 万 km2,其中超过 95%的面

积是冰川, 冰川的平均厚度约 2000 m, 最厚可达

947第 6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单摇 凯,等:全球气候变暖对治方式新可能



4800 m。 由此可知,南极冰川体量约为2660 万 km3,
占世界冰量的 90% 。 北极冰川由格林兰陆冰和北冰

洋上的海冰构成。 格林兰陆冰面积约180 万 km2,平
均厚度1500 m,最大厚度达3200 m,占世界冰量的

7% ~9% 。 北冰洋海冰面积十分巨大,在 2020 年 7 月

末是728 万 km2,达历史同期新低[15];1988-2008 年的

20 年间北冰洋海冰平均厚度从3 m减至1. 5 m。 由此

得到,格林兰陆冰体量270 万 km3,北冰洋海冰体量

1. 09 万 km3。 根据冰的密度917 kg / m3以及1 kg、0 益
的冰融化成1 kg、0 益的水需要335 kJ的热量可知,南
极冰川融化需要热量 8170 泽焦耳,北极陆冰融化需要

热量 829 泽焦耳,北极海冰融化需要热量 3. 35 泽焦

耳。 仅考虑融化南北极冰川而非全球范围内冰川[16],
则需要的总热量是 9002 泽焦耳。

假设北极冰川全部融化需要 N 年。 在未来 N 年

假设地球每年平均累积热量约有 34. 75 泽焦耳(数据

来自气候模型预估的海洋热含量)进入到海洋,并假

定其中一半热量被北极冰川吸收,则 N = 35. 60年[11],
这里假定地球因太阳辐射累积的热量进入到海洋、冰
层和大气后均影响到南北极冰川。 假设南极冰川全部

融化需要 M 年,并假定前面35. 60年中地球累积热量

的一半被南极冰川吸收,则 M=235. 52年。 (不考虑因

生态系统崩溃或超过地球热能储存体系临界点,可能

引发的地球每年平均累积热量和热能吸收率的几何倍

数增长。)
同时,2006-2020 年这 15 年里每平方米地球表面

吸收热量增至0. 75瓦———表明地球表面吸收的热量在

迅速增加[11],如果太阳辐射继续加大,还可能会出现

地球上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但陆地和海水表层温度

持续升高的现象,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人类在地表无法

生存的恶劣气候。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小组

(IPCC)的评估数据,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的地表温度

已经上升了0. 85 益 [17]。 人类的地表环境已发生显著

变化。
在充满惯性系运动的宇宙空间中,宇宙被反证是

理式的,故地球作为一个惯性系,经历长时间的演化各

方面已平衡得非常和谐。 那么,出现这种短期剧烈变

化,只能说明地球出现了重大问题。 这里有一个当前

主流学术界忽略的物理知识体系———力与能、热与力、
能与热之间在地球误差态形成的守恒循环热能体系的

闭循环转换问题。 但这不会影响造成全球气温升高的

热量来源很可能是太阳辐射判断的事实。
地球热能储存体系本是一个闭环的热能体系。 即

吸收太阳辐射形成热量与丢失太阳辐射的热量,和地

球热能储存体系本是一体。 因此,当人们无法找到近

50 年(1971-2020 年)地球多获取的 381 泽焦耳热能

来源时,就要把精力放到地球完美的自我平衡体系中

去寻找。 由此很简单地就能发现是地球磁能均摄平

衡[8]体系出现了问题,因地磁现在正在产生磁极漂移

与地磁减弱现象。 下面探讨地球磁能均摄平衡体系出

现错误时,是否会造成全球气温升高与气候异常的生

存环境危机可能。

4摇 地磁减弱、地磁空洞与磁极漂移的深
层次原因

摇 摇 地磁场是地球固有的磁场。 地磁场很微弱,在地面

上大约只有0. 03 ~ 0. 07毫特斯拉,却延伸到很远的地

方,甚至在远离地心约 10 个地球半径处尚能从行星际

磁场的背景中识别出来。 地磁场犹如一个幔帐,保护着

地球上的生物和人类,使其免受宇宙辐射的伤害[18]。
地球和其他行星相比,最大的不同点是有生命存在,这
主要由于地球有较强的内禀磁场,有效地阻止了太阳风

直接与大气层相互作用[19]。 如果没有磁层,地球上的

一切生命将会消失。 火星只有很小甚至几乎没有磁场,
其过去曾经存在的海洋与大气的消失被认为可能与受

到太阳风的直接作用相关。 金星大气层的消失,以及大

部分水的消融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太阳风的影响[20]。 以

下是地球的地磁场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

4. 1摇 地磁场偶极矩持续而快速衰减

20 世纪地磁场经历着剧烈变化[5],其主要特

征[21-22]是:地磁场偶极矩持续而快速衰减,地磁场非偶

极子的强度持续而快速增强,行星尺度磁异常的强度迅

速增强;地磁场整体快速减弱,地磁场的非偶极性和东

西半球的不对称性大大加强[23]。 这些变化与地磁场极

性倒转发生前的特征相类似[23-24]。 目前地球表面从津

巴布韦延伸到智利的区域磁场极弱,而经过该区域上空

的卫星需要保护[25],这是因为如果缺少正常磁场的防

护,卫星的电子装置就有被太阳风烧毁的危险。

4. 2摇 地磁空洞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的“西弥斯冶卫星系

统经 观 测 发 现 ( https: / / science. nasa. gov / science鄄
news / science鄄at鄄nasa / 2008 / 16dec _ giantbreach / [ 2008鄄
12鄄16]),在 2007 年夏天地球磁力线中间出现庞大的

空洞,持续 1 小时。 截至目前为止,关于地磁空洞的解

释有很多种,但都属于模棱两可的猜测,还没有一个统

一的结论。 但以上地磁现象说明地磁的磁鞘出问题

了———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
地磁外围的磁鞘是太阳风带电粒子吹到地磁空间

范围并与之发生相互作用生成的。 但磁鞘一个最大的

057 成摇 都摇 信摇 息摇 工摇 程摇 大摇 学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第 38 卷



作用是它在太阳风与地磁场之间形成一个类似人体皮

肤一样的隔离屏障,又因太阳风与地磁在空中相撞时

频率不相同,而造成磁鞘内部呈现出类似漩涡一样的

状态(图 3 中暗黄色圆圈)。

图 3摇 双或多重虚悬天体的能量驻波相撞时产生磁鞘[26]

地磁空洞产生的原因很可能是磁鞘及其范围内的

地磁能量驻波构架[26]被破坏了,或者因地磁减弱造成

地磁磁能源源不断的供给量减少。

4. 3摇 地磁磁极漂移

地磁极[19]位置不是固定的,在不同的地质年代处

于不同的地理位置。 从 20 世纪初开始,人们发现地球

磁场北极就一路向北移动(图 4)。 近 20 年,地磁北极

迁移突然加速,超出了预期。 本文不谈论磁极漂移的

原因,只说明一下磁极漂移对地球的影响以及未来可

能发生的时间节点。

图4摇 近 400 年地磁北极的位置变化曲线(图片来源:http:/ / commons. wiki鄄
media. org / wiki / File:Magnetic_North_Pole_Positions_2015. svg / [2016鄄02鄄11])

这里做一下粗略计算。 按 2005 年的数据[27] 知道

过去 150 年地球磁北极移动了1100 km;以及按照磁北

极近些年漂移的平均速度为每年40 km可知,从 2006-
2022 年的 17 年间磁北极共计漂移了680 km,则磁极

继续漂移,当达到磁北极与磁南极呈90毅夹角(地球周

长的 1 / 4)所需时间为10002. 47-1100-680
40 年。 即大约

再经过205. 56年磁北极与磁南极将迅速合并为一个磁

极。 由于目前磁北极漂移速度越来越快,这只是一个

大概的保守估算。
在对地球磁场的变化和破坏原因作出推测以前,

还需要了解一下地磁的特点。

4. 4摇 地磁场的部分特点

(1)地磁场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坚实,而是极易

被破坏的。
地磁场是指地磁主体能的空间能量范围[26],如同

一个拥有无限能量的(能量泡泡),经得起太阳风对地

磁的长时间消耗。 这是因为地球拥有一个中心质点的

高能粒子池,形成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发生源,为地磁提

供了一个相对永恒的无限能源[28]。 目前学术界和本

文相衔接的知识是地球内核种子磁场的观点[28],但这

个知识观点只研究了由地球种子磁场到地磁场发电机

模型生成的过程,还无法解释种子磁场的来源。
根据高能粒子池是地磁起源的观点[26] 可知,地磁

起源于地核,并需要从其在地核的发生处寻找到地幔、
地壳各层空间的误差切口[26] 才能到达地表。 图 5 说

明了地磁在由地核外核漂移到地表的时候是受到了很

多阻拦才到达地表并散发到地球上空的,而不是由地

核处直接散发到南北地磁极的。 因此,地磁本身没有

那么大力量,这也是地磁磁极非常容易受到地表电磁

能的影响而发生磁极漂移的原因之一。

图 5摇 地球磁场的产生[26]

(2)地磁空间范围绝对不是由一个随机的、不停散

发的磁能形成的磁场范围,而是由地球(能量)共振(主
要是舒曼共振)形成的、类似克拉尼图形(18 世纪德国

物理学家恩斯特·克拉尼做过的一个著名实验)的能量

驻波构架,当其与太阳风相撞时,才会形成不被太阳风

吹散的磁鞘,并因磁鞘才形成了地磁空间范围。
舒曼共振参与地磁能中,形成了能量驻波构架,同

时在抵抗太阳风时帮助地磁能形成磁鞘(图 6)。 在磁

鞘形成的地磁空间范围中的能量驻波空间构架属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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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的主体能,会受到地磁的从体能(如人为使用电磁,
以及人造卫星等等)的扰动和破坏。

图 6摇 地球(能量)共振(舒曼共振) [26]

舒曼共振不是只有一个发生源,而是有多个发生

源,交集之后,地磁能量频率有规律分布形成众多驻波

点(图 7)。 但这多个共振发生源输出的频率是固定的,
故造成地磁能量各个驻波点也应是相对固定的[26]。

图 7摇 层层的地磁能量驻波[26]

(3)双或多重虚悬天体的能量驻波与太阳风碰撞

时才能产生磁鞘,地磁磁鞘是地磁磁层与太阳风等离

子体彼此之间的隔离带[26]。
图 8 显示,地球被一个保护性的磁环境———磁层

包围,以蓝色显示。 它偏转来自太阳的超音速带电粒

子流(即太阳风)。 当粒子围绕地球磁层流动时,形成

了一个高度湍流的边界层,称为磁鞘,以黄色显示。

图 8摇 高度湍流的(地磁)边界层———磁鞘

(图片来源:https:/ / nasaviz. gsfc. nasa. gov / 12901/ [2018鄄05鄄09])

摇 摇 不同的能量频率的能量源会形成独立的能量场,
并形成独立的边界———鞘。 磁鞘使太阳风的某些等离

子体基本进不到地磁能量空间范围里面,除了一些高

能粒子,如中微子能自由地穿进来。
能挡住太阳风吹到地球的并不是地磁,而是地磁

形成的能量驻波和磁鞘。 也就是,当破坏了地磁空间

范围中的能量驻波构架,磁鞘也将受到破坏,从而有可

能阻挡不住太阳风的其他大的粒子对地球上空最外层

的地磁能量驻波侵袭。

4. 5摇 地球电磁能污染

地磁属于电子的一种波粒二象的表现形式,强于

地球的气体、液体、固体所产生的非提前发散(支出)
的能量并对其形成保护层。 但地磁受它保护范围内所

有的电子波粒二象的攻击和影响,因为它们同属一个

体系。 而二氧化碳属于气体的能量体系范围,而地磁

属于电子、等离子体的能量体系范围。 因此,二氧化碳

的多少并不一定真正影响到地磁,因为它们不属于同

一个能量介质与范围。 只有电子、等离子体的提前发

散(支出)才能真正影响到地磁。
根据主从体能的知识[26]可知,虽然人为产生的电

磁能等从体能的能量级别比主体能地磁小很多,频率

也不同,但依然对主体能地磁构成了威胁。 因地磁特

点之一———磁鞘具有把地磁主从体能封在地磁空间中

的作用,同时由于主从体能叠加,造成人类已使用的从

体能电磁能一直充斥在主体能地磁空间中,没有及时

散发出去。 当人们已使用的电磁能数量过大时,就会

造成地球电磁能污染(概念)出现。
(主体能)地磁因磁鞘的原因,磁能空间不是向外

扩张式的振动,而是受到(太阳从体能)太阳风后向内

收缩。 围绕地表形成大量低频、低级能的电磁能区

(形成地表电磁新从体能的共振区),地磁场磁能为了

平衡这个电磁新从体能区,会向这个新的从体能共振

区聚集,形成一个包围式的磁能压力(这是目前能合

理解释地磁空洞状态的猜想,相关内容见文献[26])。
根据这个原理,地球磁鞘内的磁能为防止北美洲、欧
洲、亚洲所产生的电磁从体能突破主体能地磁的磁场

范围,向这些新的从体能共振区聚集。 相应地,主体能

地磁在地球其他地方的地磁能就会减弱,这样就造成

南半球人烟稀少的地区出现地磁空洞。
同时,因地磁从体能(人类电磁活动)与地磁的频

率不同,无法合入地磁中,故而从体能分布的不均匀会

逼迫磁北极发生偏移———当磁北极与磁南极夹角达到

90毅时,磁北极与磁南极因异性相吸将迅速地合并为一

个磁极(图 9)。 原磁北极位置将会再生出一个新的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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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 当磁极合并,新的磁北极生成之后,地磁从体能

(人类电磁活动)则将合入到地磁中。 这是地磁的一

种自我保护与自我修正方式,这样地磁就承载住地磁

从体能(人类电磁活动)了。
如人类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大规模电磁能活动,磁

极逐渐返回原处,则证实本文的上述推理是合理的。

(a) 当北磁极漂移最终超过赤道线时(从 N 到 N义),可能造成南北磁极瞬

间合并。 同时将新的从体能吸收,并在原始的南极附近生成新的南磁极

(b) 地球新增长的从体能区因密度增加,造成磁极漂移

图 9摇 地球磁极漂移示意图[26]

5摇 全球变暖的主因

然而,以上这些只是人们在长时间大量使用低频、
低级能的电磁能时所引发的对地球来讲一个表面上的

危害。 如果站在太阳系一体性能量整体认知观的角

度,地球是太阳系能量一体性守恒力场的层层张拉整

体装置的一个能量驻波点,那么,当人们破坏了地球的

整体能量平衡时,地球将在太阳系能量一体性守恒力

场的层层张拉整体装置中发生移动。 地球(行星)磁

场能量增加,会造成地球(行星)公转轨道更靠近太

阳,反之则会远离。 因地球(行星)自身的空间能量密

度与其所在太阳系的位置的空间能量密度是1 颐 1的。
当地球地磁范围的能量密度变化时,就会引发其运动

公转轨迹越来越向太阳系中心靠近,从而达到更大空

间能量密度的行星轨道与之相平衡。 即:现在地球应

该是在有序地向太阳靠近[26] 而非人们认为的远

离[29]。 地球正在逐渐向太阳靠近,才是造成地球在最

近 50 年多接收 381 泽焦耳热能的主因。
造成地球生存环境危机的首因,很明显是地球的

人们最近一百多年以来大量使用的低频、低级能的电

磁能被地磁磁鞘封在地磁空间范围中,从而影响了地

球主体能———地磁,并引发地球运动状态轨道发生变

化。 其实想要证实虚悬天体地球[8,26]在太阳系中的位

置是否发生移动,只需要在金星和火星表面上分别安

装一个激光反射器并实时监测即可。

6摇 由现有知识认知错误可能引发的潜
在危机

摇 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2023 年“世界地球日冶
的讲话中表示[30],人类已掌握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工

具、知识和解决方案,各方必须加快步伐,包括加快落

实气候行动,更深入、更快速地减少碳排放[13],将全球

升温限制在1. 5 益。 如果人们对掌握全球气候变暖的

工具、知识和解决方案从开始就错了,那么人类将可能

走向再也没有改错机会的时间线上。 尤其是这种认知

上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对地球(虚悬天体)知识的了解

不全面。
现有对自然科学与物理的研究体系本身可能有致

命缺点,如对惯性系与非惯性系运动状态的错误理解,
造成无法理解地球很可能是一颗具有全新的运动状

态———虚悬的天体[26],故无法用已有的物理学知识来

理解地球在太阳系中的运动方式。 而这些知识来自惯

性系与非惯性系的确定。 但面对全球气温升高与气候

异常,如果人们并没有掌握全球气候变暖真正的知识

以及找到如何改正的方式,必然极有可能造成人类未

来命运发生不可预知的转折。
这里不是否认温室效应对全球气温升高的影响,

但由于温室效应导致地球获得太阳辐射增加很可能不

是主因。 本文认为,全球气温升高与气候异常的真正

原因是,由于人类长时间大量使用低频、低级能的电磁

能导致地球逐渐靠近太阳,太阳风大量侵入地磁范围,
地磁磁鞘遭受破坏。 故温室效应是一个问题,但不是

关键问题。 这是由于当前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结构太

小了,且已形成一个固有的知识习惯,造成在未完全理

解地球全部知识的情况下,就认为是温室效应引起全

球气温升高。 实质上这是高端知识跃迁现象。 在人类

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奋进、努力生存时,却可能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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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地学习、理解与宇宙时空、地球的相处方式所形成的

自然知识,反而使整体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于自

身的生存。
归根结底,是当前人们使用的自然科学知识集结

方式形成的知识体系,无法给人类自身提供一个与地

球和平相处的最佳模式而形成新的熵增。 即,地球经

历了几十亿年才演变成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平衡状

态,而现在人们却在近几百年以来以最快的速度把这

个自然平衡状态打破了。 如果拥有一点自然科学知

识,就变得越来越自我与傲慢,就会慢慢丧失对自然平

衡状态的敬畏心。 知识是无尽的,由知识引发的科技

也是无尽的。 那么,就造成生命体在追求自由的绝对

性时也一定是无尽的。 故作为生命体对于知识的概

念,尤其是科技知识与研究,如果不能彻头彻尾地理解

整个科技知识组建的体系,缺少一个宇宙模型的思维,
就无法做好平滑、不扰动主体地球所处的太阳系层层

张拉整体装置误差值平衡。
以上这些缺点也是由于缺少对知识与科技的宏

观、理性研究造成的。 虽然这个宏观、理性研究可能应

该是哲学型的,甚至可能应该是全科型、综合型、交叉

型、一体型的……或可能应该是每个时代都要有的、泛
地球的,再甚至很可能是极其耗费金钱与需要大量人

才的。 但不论怎么说,这个宏观、理性研究将给科学技

术发展添上一双导航的眼睛。 因而这个关于全面性知

识的宏观、理性研究是目前人类最有价值的科研活动。

7摇 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物理论证

地球在太阳系中本具有一套完美自我平衡生态体

系,并以此产生出人类与地球和平相处的一系列生存

规则。 如地球生存环境极限值的熵增、热能平衡、磁能

均摄平衡、地球在太阳系中的动态平衡。 这一系列生

存规则就是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的物理论证之一。 因

此,要真正地解开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危机,只有

系统地深入研究人类与地球和平相处的一系列生存规

则并广泛理解,以这套理念形成“顺应历史潮流、增进

人类福祉冶 [31]引领全球共同走向大同的智慧,达到真

正的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的事实。 这是一个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的理论观点。 人们需要一个整体的思考问题

的方式,将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理论体系用物理理论

方式找出来。
为了能真正地与地球和平相处,只能去谈论人类

命运到底是分裂的、彼此之间断灭的,还是一体的、共
同的问题。 因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主从体力学[8] 是一

体性的,还是分裂的冶理论物理的思考问题。

从力学角度与惯性系、非惯性系的知识,能推证出

当前地球生存危机———低频、低级能的电磁能长时间、
大量使用,扰动了地球在宇宙空间中的能量频率变化

与位置,破坏了地球原本的存在环境,受到太阳系层层

张拉整体装置的平衡[26]。 这个结论讲起来是极简单

的,但如何能让全人类短时间共同相信才是最难的。
故解开这个难上加难的难题,唯一的捷径是,首先

证明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在如何

改变地球生存环境危机难题面前,这不是哪个国家、不
是哪个民族、也不是哪个种族就能独立做成的。 同时,
如果不能立刻改变人们这种错误地使用低频、低级能

的电磁能习惯,当南北极冰川全部融化时,地球将再没

有能够控制温度的误差态存量值,下一步将可能引起

海水蒸发以抵抗不停升高的地球气温。
下面,从几个方面论述人类群体命运必然是一体

的,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是真实存在的。
(1)地球上人为活动本是一体,都属于主体地球

的从体能与从体力[8]。 故站在主体地球角度,人类命

运是一个整体,都受一个唯一惯性系作用与平衡。
人类与地球和平相处的方式,是人类要自己与自

己和平、平等,即自己能认定与自己相同的人类都是一

个从体组合,都受主体的均摄与平衡,才能与主体地球

和平相处。 也就是,首先承认从自然科学物理角度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绝对的事实,才可以谈论如何

与地球和平相处。
(2)宇宙是理式的,那么具有异常运动的误差态

主体———人类无论自己做什么都将是在这个理式宇宙

的被平衡中。 只是这种被平衡是受到太阳系层层张拉

整体装置与太阳系能量一体性守恒力场影响。
也就是,不论地球的人们做了什么,只要是熵增的

异常运动,即使不能立刻受到反噬,也会在理式宇宙面

前,受到太阳系层层张拉整体装置与太阳系能量一体

性守恒力场对这个异常运动形成的误差再平衡,这个

再平衡就类似今天所说的轮回一样。 也就是,地球上

的人们近一百多年以来无节制地使用低频、低级能的

电磁能形成地磁从体能,如果没有真正地飞出主体能

地磁及磁鞘范围,那么就会受到这个类似轮回的平衡。
如果不想受到这个平衡,人类在未来一段时间只能减

少使用电磁能。
故在理式宇宙的范围内,不论人类群体做了什么

异常运动,都需要在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的范围去承

受。 因生命群体任何过度异常运动在理式、优雅的宇

宙绝对静止面前最终都要以斧正与平衡方式反射到全

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中。 故人类命运是共同的、一体的。
(3)文明传承的使命,造成必须是人类与地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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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存。 否则,再好的知识、再好的文明,如果没有整

体的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的思维,那么在传承过程中

就会形成碎片化,而最终迷失。
也就是,人性自私与自由的偏执性会将知识与文

明失去真正的传承,那么这些知识与文明留给后人将

是一段一段的、偏执性的知识,并会随着时间推移与生

命群体思维变得狭隘后就支离破碎了,最终导致知识

一体性的缺失而造成人类群体认知混乱。
(4)知识早已存在[32],反证了知识的一体性。 也

就是,知识早已存在是超时空的,是永恒的。 也就是,
生命群体并没有发明知识,只是发现了知识。 同时反

证了学习知识的生命群体也本具一体性。 即拥有无数

个知识集结方式会形成极度野蛮与极度文明相辅相

成,合为一体,不存在野蛮能真正打败文明,也不存在

文明能永远在野蛮之上。 只存在对人类与地球和谐共

存的理解所形成的对“知识早已存在冶的进取心。 只

有那个理式、优雅的宇宙在承载并平衡着一切生命的

异动。
在这里,并不是哪些人类是多余的,哪些人类是愚

昧的,哪些人类是文明的。 只要是异常运动,就改变不

了太阳系能量一体性守恒力场对地球运动状态失衡的

平衡与斧正。 在研究与地球和平相处的生存规则体系

中可知,人类当前面临的种种地球生存环境危机与人

口数量无关。 只要不违反地球的自我平衡体系形成的

人类与地球和平相处生存规则体系,哪怕地球有 100
亿人,也可以与之和平相处。 反之,哪怕地球只有 5 亿

人,如按照某些错误方式,也将可能很快引起地球生存

环境危机的全面爆发。
因此,只剩下坚信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才可以渡过

目前为止地球生命群体面临的生存危机的问题。 因为

这种坚信力所生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符合太阳系

层层张拉整体装置中的能量驻波点———地球的全体利

益,而不是一个偏执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同时,只有全

体人类为了人类生存共同努力,为所处的时空带来一份

宁静、和谐力量的时候,才能解开这些生存危机问题。
面对这个当前地球生存环境现状,人类可以在地

表建立全球范围内的监测机构,来测评地球的整体变

化,找出所有地球误差态主从体力学的一体性与遍及

性形成的平衡误差区数值,并形成大家共同认可的

“地球生存环境极限值冶。

8摇 结束语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出发,利用地球的热能储存体

系模型一步步地推证出:当人类长时间大量使用低频、

低级能的电磁能,因为其无法逃逸出地磁层从而破坏

了地球的能量一体性守恒力场的整体能量平衡时,地
球将在太阳系能量一体性守恒力场的层层张拉整体装

置中发生移动;同时引起地球磁层能量驻波构架和磁

鞘的局部破坏,这些因素都将导致大量太阳风等离子

体进入地球磁层内部,地球因此累积了大量的太阳辐

射能量。 这可能才是全球变暖、气候异常的主因,而不

一定是二氧化碳排放。 本文也讲明了如果“对掌握全

球气候变暖的工具、知识和解决方案冶从开始就错了,
并且长时间没有人对这些错误提出真正疑问,也许有

一天,将没有再讨论这种可能性的机会了。 毕竟地球

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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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Way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SHAN Kai,摇 FENG Jiafeng,摇 ZHU Yubo,摇 JIA Zhonghui,摇 HUANG Jinfeng

(Wenrong laboratory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Gaomi 261550,China)

Abstract:Our work explores the most possible causes of global warming. The energy consumed by mankind over the past
50 years was measured, which was much lower than the value of the accumulated heat of the Earth over the same period,
an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global warming is not solely due to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tatus of geomagnetism suggests that the disruption of the geomagnetic field, which causes the Earth to re鄄
ceive an excessive amount of solar radiation, is the most likely cause of global warming. In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the energy and its frequency variations accumulated by human爷s massive use of low鄄frequency and low鄄level鄄energy elec鄄
tromagnetic energy may have not escaped from the Earth爷s magnetosphere, which further caused local destructions of the
energy standing wave framework of the magnetosphere and the magneto sheath, lead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solar wind
plasma entering the magnetosphere. At the same time, changes in the energy density of the magnetosphere disturbed the
balance of the Earth in the overall tension platform of the solar system, causing the Earth to move toward the sun and re鄄
ceive more solar radiation. The crisis of global warming can only be systematically resolved by identifying the “limit val鄄
ues of the Earth爷s living environment冶and formulating “a series of survival rules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between hu鄄
mans and the Earth冶.
Keywords:global warming;geomagnetic destruction;Earth爷 s thermal energy storage system;Harmonious co鄄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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