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力学与自由能量 
彼得·A·林德曼著 

转载自《边疆》杂志，1994 年 5 月 8 日 

主流科学界否定“自由能量”或“超统一”机器的想法，因为他们说这种机器的行为违反了

“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从另一个科学的角度正视这个问题。许多在替代能源领

域工作的工程师和发明家仍然错误地认为“热力学定律”是普遍正确的。对他们来说，“自由能

量”机器只能是一个巧妙的科学上的疏忽，在这里机器变成了“不法之徒”，违反了一些基本的

宇宙法则。为了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必须揭露“热力学定律”固有的局限性和错误。只有到

那时，人们才会意识到科学实验是揭示物理现实行为的唯一可靠工具。 

为了实现这一点，快速回顾一些有助于塑造热力学现代科学时代的关键历史事件将会很有帮助。

在 1800 年之前，永动机被认为是可能的，热量不被认为是一种能量形式。这两个由来已久的假

设都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实际上被赫尔曼·赫尔姆霍茨在 1847 年提出的观点推翻了，当时他

假设，既然没有人能够制造出一台可以工作的永动机，那就很可能永动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

否认永动机的可能性，并把论点统一起来，他不得不假设系统中的能量是守恒的。人们早就观

察到机械装置不能完美地传递能量。工作部件总是有一些摩擦。众所周知，摩擦不仅会阻碍能

量在机器中的传递，还会产生热量。为了同时解释功的损失和热的增加，从而满足守恒，亥姆

霍兹假设热是一种能量形式，由物质分子的小的随机运动组成。他继续推测，作为大尺度运动

的机器中的功的损失仍然以热的形式存在于构成机器的材料中分子的小尺度运动中。他由此提

出，热和功都必须被认为是能量，守恒的是总量，而不是个别的热量或功。 

到 1850 年，鲁道夫·克劳修斯能够综合亥姆霍兹、詹姆斯·焦耳、萨迪·卡诺和其他人的工作

来表达一个被称为“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广义陈述。它指出“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

形式，但它既不会被创造，也不会被毁灭。”当这一思想被普遍接受时，它已经彻底改变了力学、

物理学和能量动力学的知识面貌。这与古代提出的一系列想法和假设完全不同。科学的新时代

已经开始。 

在理解这些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除了关于热的性质的新的理论解释之外，

导致新的理论概括的所有其他数据都是通过实验得出的。这可以通过萨迪·卡诺在他关于机器

热行为的大量工作中所做的观察来说明。他说“在所有由热的作用产生功的情况下，消耗的热

量与所做的功成正比；相反，通过消耗等量的功，产生等量的热。”卡诺的这一说法是基于数百

次实验测量。经过如此令人信服的实验，克劳修斯得出热量可以转化为机械功的结论并非没有

道理。然而，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逻辑飞跃，得出结论说，总的来说，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变成

另一种形式。 



在我们继续之前，为了我们的目的，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被表述为“热力学第一定律”

的新思想由许多重叠的思想和假设组成，可以表述如下: 

1)永动机是不可能的。 

2)热的本质被简化为分子物质的随机运动。 

3)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而无需解释在任何特定情况下这种转变是如何在实

际中完成的。 

4)能量不是通过某种机制产生或破坏的。 

5)所有形式的能量行为都是一样的。 

所有这些想法基本上都是“热力学第一定律”所固有的。从另一种科学的角度来看，卡诺和焦

耳的实验工作将永远存在。正是亥姆霍兹和克劳修斯的智慧叠加，在这项实验工作中，问题被

引入。转换理论和关于热的本质的观点将在本文的后面部分，在更多的基础工作已经奠定之后

将再次被讨论。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从对封闭系统中热行为的进一步研究中演变而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没

有一种说法被普遍认为是这种所谓“定律”的明确表述。反映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般理解

的较为流行的说法有:“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熵不会减少”，“封闭系统中的有序状态在不做功的

情况下不会自发增加”，“在给定能量值、粒子数和约束的系统的所有允许状态中，只有一个是

稳定的平衡状态”，并且“不可能建造一个在一个循环中运行的装置，并且除了产生功和与单个

容器进行热交换之外，不会产生其他效果。”对于那些能够理解这种语言的人来说，这些陈述显

然并不都表达同样的意思。有些具有广泛的影响，而另一些则被更狭义地定义。所有这些陈述

都源于这样一个想法，作为本系列的最后一个陈述表达得相当好，即当一个永动机的过程在开

始时被限制在已知量的热量范围内时，它不能根据功/热交换的原理运行。在这些热量转化为功，

并且容器的温度降低到外部环境温度之后，预计不会产生进一步的功。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

有成千上万个实验的支持。只要“定律”被明确而狭义地定义为反映封闭系统中热行为的陈述，

作者完全同意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对“定律”的一些更广义的解释却出现了问题，例如“封闭系统中的秩序状态不会在没

有做功的情况下自发增加。”为了理解为什么这个说法不是普遍正确的，清楚地定义我们的术语

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理解一个系统中“秩序状态”的含义，我们必须定义该系统“封闭”的

边界。在第一种情况下，系统中的“有序状态”通常被认为是温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可以

重新表述这一说法，即在热隔离的外壳中，除非向系统中增加功或能量，否则温度不会升高。

同样，通过明确定义我们的术语，并将讨论限制在热和功上，我们有了一个由堆积如山的实验

数据支持的普遍真实的陈述。然而，如果我们将“有序状态”定义为广义的“能量数量”，并将

“封闭系统”进一步定义为宇宙，我们就会相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创造一种条件，使能



量的浓度自发增加。这不是真的！ 

虽然应该理解，大多数已知的化学过程、标准电气设备和热量通常都是这样的，但地球的以太

能量场不是这样。以太能量场的行为与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更广义的理解直接相反，这一事

实得到了大量实验数据的支持。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之一是威廉·赖希博士在 1940 年发明的“生

命能累积器”中观察到的自发温度上升。在这里，一个由有机和无机材料交替层构成的简单外

壳，允许以太能量场的环境密度在局部区域变得更加集中，而无需做功。这种新的更高的能量

集中反映为温度的自发上升。这种情况并没有在狭义的情况下打破“第二定律”，因为我们承认

新能量正在进入系统。但在一般情况下，它确实打破了“第二定律”，因为这种能量是在没有施

加外部功的情况下进入的。赖希的累积器被设计成试图屏蔽和隔离这种能量，使其不存在于环

境中。然而，他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他无法隔离蓄能器内部的能量效应，因为以太能量场很容

易穿透外壳的壁。他最终意识到，关于以太能量场，不可能在局部意义上“封闭系统”。理解这

一点很重要，因为它直接驳斥了宇宙只由处于各种活动水平的封闭系统组成的假设。 

这就是科学界如何看待“热力学定律”的一个主要问题当讨论仅限于封闭系统中的热行为时，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对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经过良好测试和准确的描述。当错误地

假设所有形式的能量都以这种方式运行，并且系统的封闭在所有层面上都是可能的，那么从最

初的实验性观察中就可以得出非常错误的结论。广大科学界简单地通过否认以太能量场的存在

来消除这些问题，因为它不符合他们的智力模型。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

让这么做变得越来越难。 

当然，迄今为止以太能量场存在的最好证据，以及它在不做功的情况下被吸引到高浓度的能力，

被特雷弗·詹姆斯·康斯特布尔和他的大气工程小组开发的以太天气工程技术所证明。作为这

个团体的一员，我个人已经看到了简单的以太能量投射器是如何不以传统的方式工作，并导致

大气中的以太势上升到如此高的浓度，以至于数百万加仑的水会从空气中一次沉降几个小时。 

当这些以太能量投影仪被机动化时，它们会吸收几百瓦的电能。如果产生的雨水落在大坝后面，

然后通过水力发电涡轮机释放出来，系统中的电能增益可能非常大，大约为 10 万比 1。这种创

造“自由能量”的方法在今天已成为现实。虽然我知道没有一个社会使用这种方法来满足其能

源需求，但它非常可行。这个例子是理论上的，因为它从未被做成，但它是当今世界上正在开

发的其他“自由能源”系统的一个很好的模型。 

因为驱动以太能量投射器的输入是电的，而水力发电机的输出是电的，许多人可能会误认为这

是一个所谓的“超统一”系统。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所谓的“超统一”。该系统中使用的机器的每

个部件都有运行损耗和摩擦损耗。系统消耗的能量是大气中的以太，系统中所有的能量增益都

发生在设备外部。一个小的电输入产生一个大的电输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系统运行“超统一”。 



“超统一”概念的问题可以追溯到“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其关于将一种形式的能量转化到另一

种形式的能力的固有观点。这一假设包括这些不同的转换是在已知和公认的比率下完成的想法。

转换效率的概念要求各种比率是固定的，并将接近 1(100%)作为计算比率的上限，其中该分数的

分子是“输出”，分母是“输入”。既然人们普遍认为每台机器都会经历所谓的损失，那么这个

比率可能大于 1 的想法当然是荒谬的。这一点，加上“第二定律”中的假设，即所有的能源系统

都是封闭的（这意味着没有新能源可以在“输入”和“输出”之间进入系统），使得“超统一”

系统的想法比单纯的永动机更不可能实现。“热力学定律”所体现的逻辑是完美无缺的。问题不

存在于逻辑上，但它确实说明了仅靠逻辑是不足以揭示真相的。问题存在于对这些“定律”的

某些解释中。让我们根据我们“超统一”的讨论，回到“第一定律”再看一遍。“能量可以从一

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但它既不会被创造，也不会被毁灭。”这似乎很简单，很容易理解。然

而，在表面之下，有一个假设，这也意味着能量不会自发地从系统中出现或消失。这也是局部

和普遍满足能量守恒的必要条件。 

例如，在描述旋转磁铁发电机（即所谓的 N-机器或空间发电机 SPG）的操作时，此讨论变得很重

要。这一领域的大部分重要工作都是由布鲁斯·德帕尔马和帕拉马罕萨·特瓦里完成的。以下

是简要总结。磁铁的旋转建立了两个相互垂直的力场。这两个力场是径向分布的空间惯性坐标

系（离心力）和旋转磁体的交叉轴向分布磁场。磁化、极化、惯性空间的区域似乎打开了一个

区域，新能源可以通过这个区域进入系统。当仔细测量发电机内部和外部电路中的电流时，有

证据表明电荷出现在发电机的外围，而在发电机的中心消失，这些电荷实际上并没有通过发电

机。这一实验发现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发电机结构在产生每单位电力输出时比标准发电机设计

经受了更少的机械阻力。虽然能量可能不是在宇宙环境中被创造或毁灭的，但它显然是在局部

空间运行时从机器中出现和消失的。这些额外的能量可以用来在外部电路中产生有用的功。特

瓦里已经表明，用 SPG 的输出运行的电解槽中产生的氢气是直接运行电解槽的两倍。用“热力学

第一定律”中假定的简单转换和局部守恒的思想来合理化这种类型的发电机的行为是不可能的。 

在标准发电机中，如果暂时忽略所有损失，传统理论认为，如果在一秒钟内向输入轴施加 550 英

尺-磅的功，输出端将输出 746 瓦。如果我盲目地相信发电机简单地具有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

神秘能力，我不会问以下问题：这种转化的机制是什么？,扭矩去哪里了？，电能从哪里来？所

产生的电流产生与输入扭矩相反的电机效应的明显观察不应被解释为守恒定律的证明，而是承

认这是一种低效的发电方式。与标准发电机相比，空间发电机每单位电力输出受到的阻力要小

得多。 

这开启了一个更大的讨论，关于转换想法的有效性。各种形式的热、机械功和电之间有实际的

和普遍的等同物吗？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能确定的是从展示这些能量转换的设备上获得的各种

测量结果。例如，在 1845 年，詹姆斯·焦耳发现，如果他在一桶水中放置一个小桨轮，他必须



施加 772.5 英尺-磅的机械功来旋转桨轮，以将一磅水的温度升高 1 华氏度。这导致了非常仔细

的计算，现在将机械功和热量之间的“通用转换”设置为 778.26 英尺-磅= 1 英国热量单位。 

对于水中的桨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使用桨轮会怎么样呢？有没有另一种方法不使

用水中的桨轮将机械功转化为热量，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并且在获得相同热量的情况下消耗

更少的功？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有大量的专利记录可以实现这一点。一种是使用旋转的平

行圆盘，不像特斯拉涡轮的设计，用不到一半的机械能来加热水。 

我们又一次进入了一个新的科学时代，在这个时代，机械功如英尺-磅，电功如瓦特-小时，热

功如英国热量单位之间的精确等效性是未知的！各种各样的物理实验已经证明了各种不同的能

量转换效应。克劳修斯的转化思想的知识大厦正在崩塌，任何人都不应该再让自己的思想受到

它的约束。物理实验的结果几乎否定了它。“热力学第一定律”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一个过时的智

力模型，并没有得到所有实验数据的支持。同样，“超统一”的想法应该被那些致力于“自由能

量”系统的人所抛弃，因为它是基于对转换的信念和规避它的能力的思想上的矛盾。“超统一”

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应该从替代科学界的词汇中删除。 

这让我回到前面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即热本身的性质。正如赫尔曼·赫尔姆霍茨所说，热只是

分子物质的随机运动，还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的存在导致分子物质表现出随机运动？这是一

个漫长而复杂的探索，鲁道夫·斯坦纳已经在 1920 年 3 月熟练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并发表了他

的《热的历程》。我将简要总结其中一些想法 

古人认为所有的物质现实都由四个“元素”组成。这些是土、水、空气和火。用现代语言，我

们可以这样重申。所有物质都有四种“状态”。这些是固体、液体、气体和热量。从以太科学的

角度来看，热是物质的第四种状态，是物质和以太之间的过渡状态。原因如下。例如，冰、水

或蒸汽的外观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其温度或内热状态。在所有关于物质的考虑中，热是绝对基本

的，因为热量的变化是导致状态从固态变为液态或从液态变为气态的唯一要素。在固体物质中，

“原子”靠得很近，它们以一种不在容器中就能保持形状的方式相互结合。可以给固体加热，

相应地，它的温度会上升，直到达到熔点。在这一点上，增加更多的热量并不会提高它的温度，

而是会导致材料在固体熔化成液体时改变状态。一旦所有的材料都液化了，再一次增加热量会

导致温度上升。在液体物质中，“原子”之间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它们以一种方式相互结合，这

种方式允许液体呈现它被放入的任何顶部开口的容器的形状。随着更多的热量被添加到液体中，

“原子”移动得更远，直到达到沸点。在这一点上，再一次，增加更多的热量并没有提高它的

温度，而是导致材料在液体沸腾成气体时改变状态。一旦所有的物质都是气态的，再一次增加

热量会导致温度上升。在气态物质中，“原子”相距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们根本没有形状，只能

被一个完整的外壳所包含。随着更多的热量被添加到气体中，“原子”变得如此分散，以至于最

终，剩下的只有热量。热、温度、物质和状态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不容易简化为简单的解释。



斯坦纳对这些关系的探索深入细致，形成了一条无缝的逻辑线，并得到了大量实验数据的支持。

任何对热的性质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学习鲁道夫·斯坦纳的《热的历程》。 

虽然这对于受过机械思维过程训练的人来说可能没有意义，但与施泰纳完全熟悉的亥姆霍兹的

想法相比，它更接近于关于热的真相。亥姆霍兹认为热的本质可以完全用分子物质的随机运动

来描述，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化了。它忽略了许多众所周知的热和物质的行为，以及以太能量场

的存在。描述热量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有趣的”历史尝试，并没有得到所有实验数据的支持。 

对于那些不熟悉以太科学的人来说，此时回顾以太能量场的一些特征可能是有用的。以太能量

场由一种极其精细、无质量的流体组成。它的活动可以分为四个主要层次。以太的这些不同方

面被称为:温以太、光以太、音调(或化学)以太和生命以太。以太能量场作为一个整体，穿透所

有物质，以明确的方式在行星周围流动并穿过行星，表现出弹性特征，并在放电前自发地从低

浓度移动到高浓度。了解所有这些因素使今天的天气工程成为现实。当以太被完全理解时，许

多其他惊人的技术也成为可能。同样，当今科学中仍然令人困惑的许多方面最终会变得清晰。 

最大的困惑之一在于电科学领域。对所谓“静电”的整个研究只是对光以太在特定环境下的行

为的一次令人困惑的遭遇。当完全理解时，所谓的“静电”将被视为既不是静止也不是电。正

常的电流总是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通常需要金属导体才能流动。另一方面，“静电”不以同样

的方式放电，并且容易在导体和绝缘体上移动和聚集。因为“静电”的行为更像以太而不是电，

所以当这种形式的能量存在于电线和电路中时，我将为它创造一个术语。我称之为“以太子”，

把它和电区分开来。 

在某些方面，以太表现得像电，在某些方面表现得不同。这是混乱的根源。到目前为止，大多

数人都认为只有一种能量在电路中流动。这种情况现在可以改变了。电器被设计成依靠电势从

高到低的放电来运行，如消耗电池为负载供电。正确设计的采用以太子的电路可以在充电阶段

运行设备，因为能量自发地从低电位移动到高电位。一旦以太性的行为被清楚地理解，从这个

来源运行电机和灯就会像我们现在用电一样容易。在 20 世纪 40 年代，威廉·赖希博士展示了在

以太能量场中运行的照明和驱动效果，他使用他的“生命能累积器”和特殊电路来挖掘以太能

量场。但是已经发现了许多其他利用以太子的方法。专利局有许多所谓的“静电”电动机的设

计文件，运行相当好。它们都依靠以太子运行，包括由一些架设在地面和悬在空中的电线之间

的电路供电。在相对湿度较低的日子里，许多类型的电容器会自发充电。这也是以太子的经典

外观。我见过一个“静电”发生器是如何在一个潮湿的早晨怎么也运行不了，直到阳光照射到

金属表面的那一刻。然后它又活了过来。这是我见过的“静电”(以太子)与光(光以太)相关的

最有说服力的演示之一。以下是工程师和发明家应该了解的以太子的一些已知特征: 

1)以太子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从地面或空中积累 

2)可以从电线上“反射”下来(这不是传导) 



3)以太子的流动可以被二极管和场效应晶体管类型的器件中断 

4)在空心变压器中，以太子势可以升高或降低 

5)可以储存在电容器中 

6)当电位足够高时，它将运行霓虹式照明 

7)它可以在线圈和电机绕组中产生相反的力场 

“自由能量”在以太能量场中。以太能量可以在没有支出功的情况下被累积，然后在适当工程

化的系统中，以可控的方式被释放来完成工作。理解这一事实为工程师和发明家提供了最清晰、

最直接的道路。直接从以太中析出热量的系统已经在赖希博士的累积器中得到验证。将这些累

积器中的一个放在移动的水体上，会显著增加热量的析出。这是真理的一个富饶的风向标，等

待着向系统研究者揭示它的秘密。同样，依靠以太子运行的用于照明和动力的能量电路正在等

待完善。 

“自由能”领域的研究人员不应该关心所谓的“热力学定律”。“第一定律”及其转换和守恒的

思想本质上是不正确的。没有办法将机械能转化为以太能，实际上使一种机械能转化为另一种

机械能。这一个例子足以证明对转换概念的普遍解释是错误的。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某种机器

的作用转化的能量形式，显然是在广泛的活动范围内转化的，这取决于机器的几何构造。这就

对守恒的理念，尤其是守恒保持提出了质疑。这些实验结果使得“第一定律”没有任何事实依

据。真实的宇宙并不符合这些想法。 

在狭义的情况下，“第二定律”实际上只是描述热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的一种说法。这基本上是

正确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实验观察的基础上的。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第二定律”是一种智力

推断，不能准确描述所有情况下物理现实的行为。它体现了一个错误的概念，即机械宇宙神秘

地爆发(大爆炸)，成为一个完全缠绕的弹簧，从那时起一直在扩张(“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熵

不会减少”)。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空洞的愿景，它忽视了它开始时的能量之源，并关闭了其

追随者的思想，不考虑手头的解决方案。 

学习如何挖掘自然界的非热力是未来的希望。现代社会需要光、热和动力，所有这些都可以直

接从以太能量场中获得，而不消耗垄断利益所拥有的有限物理资源。 

在这个社会里，理论科学已经被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威望水平。在这种信仰体系下，人类的真

正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是时候仔细检查和抛弃这些不正确的理论了，这样实验科学才能

再次在定义物理现实的本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只有到那时，以太科学才能自由地向绝望和等

待的世界提供其慷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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