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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牛顿第三定律之错 
—— 新物体相互作用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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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力学实验表明,  牛顿第三定律是错的.  那么它是错在哪 

里? 需要深刻分析作用和反作用,  它的意义和它的原理.  答案是 

使人感到震惊, 那牛顿第三定律它的确是错的! 
关键字:  牛顿定律；作用；反作用；约束力；约束反力 
PACS：45.20.Dd, 45.40.àf, 45.50.àj, 45.50.Dd 

0 引言 

一项动力学实验,  引出的结果使人震惊.  那就是如图 1 所示: 

图 1 

弹簧T  的释放, 两边质量不同的物体W 1 和W 2 ,  产生的动量是不同的,  说明两个物体受 

到的作用力不同.  所以牛顿第三定律受到质疑! [ 1,2,3,4,5] 

如果不是真实的实验,  谁也想不到质疑牛顿第三定律. 

1  作用和反作用不相等的情况 

作用和反作用不相等现实中就有,  当以一个力压缩一个弹簧时,  作用力就大于反作用力. 
根据胡克定律: F = kx . 当力作用在弹簧,  如果力等于弹力,  弹簧即静止; 如果力大于弹力, 

弹簧即压缩(或拉长); 如果力小于弹力,  弹簧即弹开(或收缩). 
所以在力压缩(或拉长)一个弹簧的时候,  那作用力即是大于弹簧的弹力, 

即:  ( 1.1 )  或:  ( 1.2 ) 

和  ( 1.3 ) 

这时外力F action 即是作用力,  弹簧的弹力F spring 则是反作用力.  所以这时作用和反作用不 

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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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感器测试 

在两个物体的作用和反作用之间,  用压力传感器进行测试.  如图 2: 

图 2 
在图 2 的左侧,  力 F action 01将弹簧 Springs01压缩,  弹簧 Springs01的另一端,  隔开一个 

压力传感器 Pressures sensors 01 抵在墙壁 Walls 上.  假设: F action 01=1N,  那么压力传感器 
Pressures sensors 01通过压力表 Pressures meter 01,  即显示 1N 的力.  当然,  这时墙壁 Walls 
也有一个反作用力,  即 F * constraint 是一个约束反力 [ 6] . F * constraint 与 F action 01大小相等,  且方向相 

反.  但约束力是不做功的,  因此它对传感器 Pressures sensors 01, 只是起的阻挡作用,  而没 

有推力作用.  所以传感器 Pressures sensors 01,  只显示 F action 01 等于 1N. 
∴ 从静力学角度  F action 01 ＋  F * constraint  ＝  0  ( 2.1 ) 
而从传感器  Pressures sensors 01 受到的力的角度则是 
F action 01 ＋  F * constraint  ＝  F action 01 ＝  1N  ( 2.2 )  和  F * constraint  ＝  0  ( 2.3 ) 
在图 2的右侧,  传感器 Pressures sensors 02的两边,  由弹簧 Springs02和 Springs03,  将 

力 F action 02和 F action 03加到传感器 Pressures sensors 02 上.  假如 F action 02 ＝  F action 03 ＝  1N, 
那么传感器 Pressures sensors 02 显示为 2N. 

即:  F action 02 ＋  F action 03 ＝  2N  ( 2.4 ) 
但从静力学角度仍是:  F action 02 ＋  F action 03 ＝  0  ( 2.5 ) 
所以由图 2 的左侧显示,反作用力不做功.它在动力学的角度等于零.  即: F * constraint  ＝  0. 
图 3 是力使物体运动时 

的传感器测试.  其中作用力 
F action 01  隔 开 传 感 器 
Pressures sensors 01 作用在 

刚体物质 Objects 01 上.  在 

刚体物质 Objects 01 上,  产 

生一反作用力 F reaction ,  它是 

一种惯性力,  与物体加速度 

的方向相反. 
图 3 

因为以上力的作用过 

程  ,  先 是  F action 01  经 过 
Pressures sensors 01作用在 Objects 01上.  于是 Objects 01在 F action 01的方向形成加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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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某一瞬间时刻的运动即为:  ( 2.6 ) .  因为这种运动,  在 Objects 01 中即 

产生一惯性力, 就是 F reaction . F reaction 与 F action 01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以上过程用逻辑代数 [7,8,9] 表示即: 

( 2.7 ) 

以及  ( 2.8 )  和  ( 2.9 ) 

Objects 01 的运动—即位移和加速度,  完全是由于 F action 01 的作用.  而 F reaction 产生于物 

体 Objects 01 的内部,  它是 Objects 01 运动的产物,  因此并不会对 Objects 01 的运动,  有任 

何反作用. F reaction 显然并没有对Objects 01作功,  因此它更不可能对别的物体作功. 所以力F 

reaction 其实是物体在运动状态时的一种反向静力,  它的存在意义只是在于,  使 F action 01承受一 

个力的负荷,  显示出这力的负荷的大小. 

( 2.10 ) 

式( 2.10 )表明作用力 F action 01与反作用力 F reaction ,  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F action 01可以作功, 
F reaction 不能作功. 

由前面的式( 2.7 )还可得: 

( 2.11 ) 
可见,  反作用力不能等效作用力是一目了然的. 
因为 F reaction 不能作功,  所以它对 Pressures sensors 01 不会形成压力, Pressures sensors 

01 所显示的力的读数,  等于力 F action 01 的大小.  比如 Pressures sensors 01 若显示 1N,  那么 
F action 01 就也是 1N. 

根据以上的分析,  用传感器测试能够分出作用和反作用的不同,  也能测出在力学相互作 

用中, 的实际的作用力的大小. 

3  反作用力的虚数性质 

仍然以图 3为例,  反作用力F reaction 在物体Objects 01中产生.  如式( 2.9 )所示,  它与物体 

的位移和加速度的方向相反.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 F reaction 与物体加速度方向相反,  那么 F 

reaction 就好像,  是与物体 Objects 01 一起,  在向着反面的方向退行.  在式( 2.9 )中物体的位移 

是负的,  即表示 F reaction 的退行. 
F reaction 是退行的,  那么物体的运行径迹 d 2 l,  在从 F reaction 的角度看来,  就像是一个镜像. 

因此从 F reaction 看来,  运动径迹 d 2 l 好像是不真实的,  它好像是虚假的. 
所以关于反作用力,应该有一种虚数 [10,11] 的表达,  以下公式( 3.1 )和( 3.2 )即是这样的尝 

试: 

( 3.1 ) 

2 

reaction  2 

d l F m a m 
dt 

= − ⋅ = − ⋅ 
2 

action  2 01  d l F m a m 
d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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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2 

action reaction  2 2 

d l d l F F m a m a i m m i 
dt dt 

    
− = ⋅ − ⋅ ⋅ = ⋅ − ⋅ ⋅     

    

和: 
( 3.2 ) 

在式( 3.2 )中,  加速度 a和位移量 l是虚数性质的,  它与 F reaction 的方向相反.  因此在这里 
F reaction 似乎的确没有发生任何力的作用. 

图 4 

因此,  当一个物体受到力的作用时,  它的完整的运动方程应该是: 

( 3.3 ) 

显然,  在这力的作用过程中,  包括一个作用力和一个反作用力,  它是个复数,  它的实部 

即是作用力,  虚部即是反作用力.  其中虚部的反作用力不能做功,  它体现的是力的负荷,  它 

使得在力与物体之间,  用压力传感器能测出力的力度大小.  但它不是物体运动的原因. 
在图 4中,  外部的作用力 F action = ma作用于物体Objects m,  而在物体内部的反作用力 F 

reaction =(m a)i , 就像是 F action = ma的一个镜像,  因此它相当于一个虚拟的力,  不是吗? 
所以, F reaction =(ma)i  是个镜像,  它在动力学的意义上,  是虚数的物理量.  它不能作功. 

不能以反作用力作用于, 与该物体相作用的另一物体. 
所以,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是错的.  所谓两物体相互作用,  作用和反作用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  因此两物体受到同样大的力的作用的,  这种表述是错的.  事实上,  当两物体相互作用, 
在多数情况下, 两物体分别受到的力都是不同的! 

4  物体之间的真实作用力 

在两个物体之间为什么会有力的作用? 这是因为物体在空间中具有空间约束力. 

4.1  物体的空间约束力 

物体的空间约束力就是,  物体保持其空间位置和运动状态(速度)不变,  而抵制外力作用 

的能力,  就是物体的质量.  当物体在空间中,  受到力的作用,  它必然倾向于,  抵制这力的作 

用.  而物体抵制外力作用的能力,  就在于物体质量的大小.  当物体的质量越是大时,  在外力 

作用下它的运动(速度)改变就越小.  反之当物体的质量越是小,  它在外力作用下的运动(速度) 
改变就越大. 

所以,  物体的质量就是物体的空间约束力.  物体的空间约束力抵制外力的作用. 
假设有 A和 B两个物体, 它们的质量分别是:  ( 4.1.1 )  ( 4.1.2 ) 
那么这两个物体的空间约束力就是:  ( 4.1.3 )  (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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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总的空间约束力是: 
( 4.1.5 ) 

有一个概念很重要, 即物体的空间约束力比.  它等于一个物体的空间约束力与它和其它 

物体的总空间约束力之比: 
( 4.1.6 )  ( 4.1.7 ) 

因此,  藉由物体的空间约束力比,  可以实现在两个物体之间,  关于力的作用的计算. 

4.2  物体之间真实作用力的计算 

当两个物体相作用时,  它们所不同的就是质量,  即它们各自的空间约束力.  因此两物体 

对力的抵抗,  必然显示两物体质量的对比,  即两物体空间约束力的对比.  因而由这些即决定 

了,  两物体受到力和作用力的对比. 
例如,  假设物体A的作用力是F a  ,物体B的作用力是 F b  ,  则两物体之间的总作用力就是: 

( 4.2.1 ) 
显然作用力 F a 是由物体 A作用于物体 B的力,  因此:  ( 4.2.2 ) 
a b 是物体 B 在受到力的作用时的加速度. 
因为两物体相作用, 两物体对力的抵抗是显示质量的对比.  所以这时作用力应与物体的 

空间约束力比相对应,  即: 

( 4.2.3 ) 
以同样道理由物体 B 和作用力 F b 还可得: 

( 4.2.4 )  ( 4.2.5 ) 
因此通过公式( 4.2.3 )和( 4.2.5 ),  即可由总的作用力 F all  ,  而得出相应比例的作用力 F a 

和 F b  . 
由公式:  和 还可看出,  作用力F a 与质量m a 成正 

比, F b 与质量 m b 成正比.  即两物体相作用,  质量大的物体,  将产生更大的力,  作用在质量较 

小的物体上.  反之亦然,  质量小的物体,  产生小的力,  作用在质量大的物体. 
因此两个质量不同的物体在相互作用时,  它们之间的作用力是不同的.  这完全颠覆了牛 

顿第三定律的概念. 

4.3  作用力与质量等比 

那么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它们之间的质量对比是怎样的呢? 先看力 F a 与力 
F b 的比. 

( 4.3.1 ) 

∴  ( 4.3.2 ) 
所以力 F a 与力 F b 的比与质量 m a 和 m b 的比是等比例. 

由公式( 4.3.2)得:  ( 4.3.3 ) 
即在两个物体相作用时,  物体的作用力和质量的比,  在两个物体是一样的. 
由公式( 4.2.2 )和( 4.2.4 )和( 4.3.2 )得: 

( 4.3.4 ) 

于是: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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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 ,  和  ( 4.3.6 ) 

所以,  物体 A 和物体 B 的,  质量的平方与加速度的乘积相等. 并且,  物体 A 的质量和物 

体 B 的质量的比的平方,  等于物体 B 的加速度与物体 A 的加速度的比. 
因此,  这与牛顿第三定律的情况,  有了很大的不同. 

4.4  作用力不是反作用的惯性力 

我们一向认为,  物体受到力的作用时,  所产生的惯性力,  即是对另一物体的反作用力. 
而且依据这一概念,  即可得出牛顿第三定律的结论.  但是,  我们现在发现,  物体受到外力作 

用时的反作用惯性力,  其实是虚数的力.  因此,  它不能作为作用力,  对另一物体形成推力. 
这一点乍一看来,  似乎很难理解,  但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 

图 5 

如图 5 所示,  物体 A 和物体 B 相碰撞.A 对 B 的撞击力是: 

( 4.4.1 ) 

B 对 A 的撞击力是: 

( 4.4.2 ) 

因为 m a ＞m b  ,  所以 F a ＞F b  .  和  . 
显然 A 中的惯性力即: 

( 4.4.3 ) 

B 中的惯性力则是:  ( 4.4.4 ) 

所以这时 A 中的惯性力小于由它产生的撞击力,  而 B 中的惯性力大于由它所产生的撞 

击力. 因此说明作用力不是由反作用的惯性力产生. 
作用力不是反作用的惯性力的情况很多.  例如当一个物体,  撞击并压缩一个弹簧时,  弹 

簧的弹力使物体减速,  因而在物体中产生惯性力,  与弹簧的弹力相等.  而这时物体的作用力 

大于弹簧弹力, 所以它的作用力也不可能是惯性力. 
现在我们不难看出, 两物体相作用,  例如在碰撞时,  物体A和物体B,  都想撞开对方,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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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保持不变.  因此这时质量大的撞击力大,  质量小的撞击力小.  而这两个撞击力, F a 和 F b 
是由 A 和 B 的空间约束力即质量,  和两物体的相对速度和相互排斥性,  所产生.  它的形成, 
并不需要在物体受到力的作用之后,  才产生的反作用惯性力.  所以,  物体之间的作用力,  不 

是惯性力. 

5  新物体相互作用定律 

牛顿第三定律是错的,  新的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定律,  应该建立起来.  以下就是新物体 

相互作用定律: 
当两物体相作用,  两物体各自都产生作用力,  作用于对方.  这时两个物体所产生的作用 

力之比,  等于这两个物体的质量之比.  即质量大的物体产生大的作用力,  质量小的物体产生 

小的作用力.  其力的方向,  等于实际作用的方向. 
这就是关于物体相互作用的新的运动定律. 
关于物体的运动,  必须采用新的物体作用定律,  才能做出正确的计算. 

6  关于动量不守恒 

牛顿第三定律是错的,  那么因牛顿第三定律而提出的理论,  即存在疑问.  例如动量守恒 

定律, 这条重要的物理学定律,  即可被证明是错的. 
按照作用和反作用定律,  一个物质系统在所受和外力为零时,  其总动量保持不变. 
即:  ∑m i v i =恒量.  ( 6.1 ) 
而按照新的物体相互作用定律,  一个物质系统在所受和外力为零时,  其内部的任何物体 

相互作用,  都可能导致其总动量发生变化. 
例如,  当两个质量不同的物体,  相互发生作用,  两物体受到各自不同的力的作用. 

即:  ( 6.2 ) 
2 

2 
a b 

a all b b b 
a b 

m d l F F m a m 
m m dt 

  
= ⋅ = ⋅ = ⋅   +   

和  ( 6.3 ) 
2 

2 
b a 

b all a a a 
a b 

m d l F F m a m 
m m dt 

  
= ⋅ = ⋅ = ⋅   +   

请注意,  两物体相互作用力的不同,  是由总作用力对两物体空间约束力比的不同,  而体 

现出来的.  因此,  由两物体空间约束力比的不同,  即导致了两物体的相互作用力之不同. 
这时使两个力各自乘以 t,  即得力的冲量.  而力的冲量就是物体动量的改变.  所以,  求物 

体的冲量的矢量和,  其不等于零.  即表明系统的动量,  发生了改变. 

即:  ( 6.4 ) 
2 

2 
b 

a b b b b b 
d l F t m a t m t m v 
dt 

⋅ = ⋅ ⋅ = ⋅ ⋅ = ⋅ 

( 6.5 ) 
2 

2 
a 

b a a a a a 
d l F t m a t m t m v 
dt 

⋅ = ⋅ ⋅ = ⋅ ⋅ = ⋅ 

∵ 和 ∴ （6.6） a b m m ≠  a b F F ≠  ( ) ( ) b b a a m v m v ⋅ ≠ ⋅ 

∴  ( 6.7 ) ( ) ( ) ( ) ( ) 0 a b b b a a F t F t m v m v ⋅ − ⋅ = ⋅ − ⋅ ≠ 

所以,  动量守恒定律是错的.  在绝大多数的物体相互作用中,  动量都可能是不守恒的. 
根据这一原理,  当两个质量不同的物体,  发生碰撞时.  如果是质量大的物体,  碰撞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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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物体,  则两物体的总动量,  在碰撞后将变大.  反之,  如果是质量小的物体,  碰撞质量大 

的物体,  则两物体的总动量,  在碰撞后将变小. 
因此,  在一个物质系统中,  由于其内部物体的相互作用,  该物质系统的总动量,  既可能 

变大, 也可能变小. 

7  物体之间真实作用力的各种情况 

两物体相作用,  质量大的物体,  产生较大的作用力.  质量小的物体,  产生较小的作用力. 
这种情况并不绝对.  它其实只在两个物体都具有较高结构强度时才适用. 

如果两个物体相作用,  质量小的物体是刚体,  而质量大的物体,  结构强度较低.  则可能 

在作用过程中,  大的物体发生结构损坏,  而其发生损坏的部分,  质量密度较小.  因此这时实 

际上,  两个物体中质量小的物体,  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力.  而发生了损坏的大的物体,  却产生 

了小的作用力. 
因此,  物体相互作用,  两物体作用力的大小,  会因为两物体材料性质的不同,  而复杂化. 

质量小的小物体,  对质量大的大物体,  产生更大的作用力,  这是完全可能的.  例如,  地球是 

大的, 陨星是小的.  而一颗坠落的陨石,  会在地面击出, 一个大的陨星坑. 
根据作用和反作用定律,  人类制造和使用巨大的火箭推进器,  发射宇宙飞船.  但是即使 

是根据作用和反作用定律,  火箭推进器的效率也是非常低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反作用使 

质量小的物质一边,  获得更多的动能.  所以,  这时火箭燃料燃烧,  所产生的能量,  大部分都 

被喷出的燃料带走了.  而火箭本身,  获取的动能,  则要小很多.  只要看看火箭机身的总的质 

量,  与每一瞬间火箭喷射出的燃料的质量之比,  即可知道两者消耗能量的悬殊. 
现在,  根据新的物体作用定律,  两物体相作用时,  质量大的物体,  产生更大的作用力. 

所以在火箭运行时,  由燃料喷出所带走的力,  将更大.  因此这说明,  火箭推进器的燃料使用 

效率,  比之用作用和反作用定律计算时,  还要更低.  所以,  火箭推进器实在是一种高能耗, 
而效率却极低的设备. 

根据新的物体作用定律,  关于万有引力,  关于宇宙中天体运行的计算,  可能也要进行一 

些修改.  例如两个天体之间的引力,  质量大的天体对质量小的天体,  其引力应该是大的; 质 

量小的天体对质量大的天体,  其引力应该是小的.  因此,  这与牛顿第三定律是不同的.  从新 

对天体的运行进行计算, 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8  结 论 

本文证明牛顿第三定律是错的.  但本文仍遵循牛顿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  并据以完成了 

对牛顿第三定律的错误的证明.  谁也不能否认,  牛顿运动定律对于人类的科学,  具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  尤其是牛顿第三定律,  人类就是靠着它的指引,  实现了世界范围的工业革命, 
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但是科学追求的是真理,  科学需要不断的进步,  当我们发现已有的理论中存在着错误, 
纠正错误就是势在必然的.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科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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