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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体的光环：天文学的新论点》详细阐述了土星光环产生的原因，并拓展出旋转星系亦存在光
环现象。
自转的行星及旋转的星系在各自偶极磁场及洛伦兹力的作用下，某一电极性的带电粒子会在行星及旋
转星系的赤道延展面上形成环形平面静电场，并与宇宙尘埃共同构成了具有静电释放意义的天体光环
。
在该光环平面中会表现出巨大的静电斥力，该斥力的方向正好与该天体的引力方向相反。
就此，该理论解释了天体的红移现象与静电斥力有关。
同时《天体的光环：天文学的新论点》还对旋转星系及太阳系的诞生，对星系中的涡旋能量，对行星
的公转、自转和磁场等现象，对所谓的宇宙大爆炸、黑洞和暗能量等理论亦进行了全新的探讨。
认为宇宙物质起码是在星系涡旋能量和万有引力以及静电斥力这三种能量或力的现象中构成的。
《天体的光环：天文学的新论点》可作为天文学领域研究者的参考读物，也可以作为广大天文爱好者
的知识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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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图3.3中，六个左手掌J，E、E，K和F、F的方向与图3.2的不同，这样就造成了在图3.3中按照洛
伦兹力作用而偏转的电荷分布方式不同于图3.2。
在图3.3中可以想象，太阳风带电粒子在整个磁赤道平面中，包括中程及远程空间平面，以直线平行的
流体运动方式相对的流过。
按照左手定则要求，在判断带电粒子受到洛伦兹力的影响做偏转时，要求磁力线垂直地从左手掌的手
心穿过，四指指向带电粒子的流动方向，则大拇指方向就是正电荷的水平偏转方向，而大拇指的反向
就是负电荷的水平偏转方向。
所以图3.3中的六个左手掌的指向相同，全部指向此平面中带电粒子的一致流向。
于是，在图3.3中，在该理想行星剖面的上部和下部平面空间以及在中程及远程平面空间中，所有正电
荷及正离子在洛伦兹力的作用下将均向图3.3的上方偏转，而所有负电荷及负离子将在洛伦兹力的作用
下均向图3.3的下方偏转。
可以发现，从图3.3上半部中程及远程平面空间中流过的太阳风带电粒子，其正电荷及正离子在两个左
手掌E、E及洛伦兹力的作用下偏转，向该行星磁赤道平面更上方及更遥远的外空间偏转运动，而负电
荷及负离子在洛伦兹力的作用下，向下偏转，向该理想行星的赤道表面偏转，并向图3.3的下部偏转。
同时，从图3.3下半部中程及远程平面空间中流过的太阳风带电粒子，其负电荷及负离子在两个左手
掌F、F及洛伦兹力的作用下偏转，向该行星磁赤道平面更下方及更遥远的外空间偏转运动，而正电荷
及正离子在洛伦兹力的作用下，向上偏转，向该理想行星的赤道表面偏转，并向图3.3的上部偏转。
于是在该理想行星的公转过程中，在其“迎风面”的左、右两侧始终会存在着正、负两个不同电极性
的平面静电场相互对峙。
　　由于宇间直线平行运动的带电粒子在该理想行星磁赤道平面环境中高速运动，并由于中程及远程
磁场强度递减等原因，宇间带电粒子在受到该理想行星磁赤道平面环境及洛伦兹力的作用下，其偏转
的半径应该较大，尤其是当这些带电粒子刚进入该理想行星磁赤道平面时，或已经运动于该理想行星
磁赤道平面中，或即将穿过该理想行星磁赤道平面的范围时，以及这些位于该理想行星磁赤道平面中
各个不同半径空间及各个不同磁场强度空间中的宇间带电粒子，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些宇间带电粒
子在该理想行星中程及远程磁赤道平面环境中即刻发生呈90。
急转弯似的偏转，其具体发生偏转的行为可能比较复杂，各带电粒子偏转的半径不尽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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