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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虫洞理论人工智能的一些知识点，和虫洞理论人工智能
是谁提出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
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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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率驱动和虫洞哪一个更容易实现？

应该是曲率驱动吧，因为曲率驱动实现起来感觉还有点可能，但是虫洞，从理论上
来说好像是可以，但是如果要想实现它，需要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可能整个银河
系的能量也传递不了多少物质

中国人工虫洞有什么用

虫洞是一种利用时空性质所搭建的星际快捷通道，理论上利用虫洞可以无视光速的
限制，从而让人类短时间内跨越数亿光年，但虫洞目前还只是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中国人工制造可以吸收周围电磁辐射的人工黑洞。目前这个装置可以吸收某些频率
的微波，未能吸收光波，但是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爱因斯坦提出的虫洞理论到底是什么，虫洞的里面会有什么？

虫洞是宇宙中相距遥远的两点间的一种假想捷径。

虫洞概念的数学表达最早源于1930年爱因斯坦与其同事罗森研究的黑洞内部结构
。它预示着黑洞内部或许链接着另一个世界，所以爱因斯坦以“桥”的概念来比喻
这个结构，被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

但爱因斯坦对这项研究成果并不上心，而其他的物理学家反而对它十分感兴趣。1
956年，美国物理学家惠勒首次在论文中以“虫洞”一词来描述这个概念。

而真正将虫洞理论发展至大成的应该是《星际穿越》的科学指导，美国加利福利亚
理工学院的基普·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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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罗森桥的演化

爱因斯坦之所以对“爱因斯坦-罗森桥”这一研究成果不重视，是因为他认为自然
界中不可能形成这样的时空结构。毕竟早期的史瓦西黑洞也仅仅是一种静态假设，
而真实的宇宙中可没有静止的天体。

直到1963年，新西兰数学家罗伊·克尔计算除了旋转的黑洞，黑洞的研究从而出现
了飞跃性的发展。

我们对黑洞形成的理解，源于恒星坍缩，而所有天体在坍缩之前都有自转，所以随
着体积的缩小，黑洞的自转速度肯定很快，旋转的黑洞才是宇宙中黑洞真实的模样
。

根据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计算，克尔预示一个大质量恒星最终会坍缩成为一个旋转的
环，这时离心作用会大幅加强，离心力与引力相互抵消，从而使旋转的环成为一种
稳定状态。

从理论上来看，这个环的引力会非常之大，但却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原则上来讲，
人可以直接穿过这个环，进入另一个宇宙，而这个环实际上就充当了“爱因斯坦–
罗森桥”的作用。

但也有人认为，一旦有人试图穿过这个环，那他所带来的时空扭曲可能迫使黑洞的
关闭，使他不可能穿过中心的环。

这种充当两个宇宙间门户的克尔黑洞概念虽然奇怪，但在物理学层面上人们却无法
抛弃，因为黑洞事实上确实是高速旋转的。

量子力学后的虫洞。

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我们如今知道任何一个黑洞的中心是不可能存在像类似虫洞
的连接通道的，因为黑洞不断受真空涨落以及少量辐射的攻击。

这些涨落和辐射一旦落进黑洞，将会被黑洞引力加速成为巨大的能量，暴风骤雨般
地袭向中心的环。不容置疑的是，任何想通过黑洞中心进行超空间旅行的飞船都将
在这“能量暴雨”中被摧毁。

这里所谓的超空间是指，高于我们目前所能感知的空间维度的时空。在超空间里，
我们的宇宙将如同纸片一样是平直的。我们会有无数种方式将宇宙平面褶皱成各种
形状，使得宇宙中的任何两点之间的距离，在超空间中如一纸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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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像爬虫一样生活在这张宇宙纸片上，有时仅仅只需要一个虫眼般微小的洞，
就可以从纸张这头瞬间出现在纸的另外一头。

这样的降维概念图，在物理学上称为嵌入图。

事实上，虫洞的洞口和史瓦西黑洞的球状视界相似，只不过黑洞的视界是单向的曲
面，任何事物只能进去不能出来，而虫洞是一个双向曲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穿
过它。

在基普·索恩的虫洞理论之前，基于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虫洞解，没有一个是稳定的
。即便虫洞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出现，也只会是瞬间打开，瞬间消失。

虫洞本质上是基于两个洞口奇点瞬间产生，然后融合而形成的。然而，大自然中虽
然大质量恒星不可避免地会坍缩为黑洞，但却没有类似虫洞的生成方式。即便存在
这样的奇点，也很难理解两个奇点能在广阔的超空间里相遇，而形成一个虫洞。这
里说的超空间可比我们所说的宇宙更大。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虫洞只可能是某个超文明的产物，而索恩似乎找到了实
现它的理论原理。

索恩的发现

以爱因斯坦的场方程为基础，结合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索恩至少发现了3件事：

第一，既然虫洞可以打开，但要维持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找到一种未知的新物质
贯穿虫洞，靠引力作用将其洞壁撑开。由于这种物质所需要具备的奇异性，因此在
物理学上被称为奇异物质。

第二，奇异物质不仅仅要把洞壁往外推，而且当光束通过时，它还能凭引力将光线
外推，使光线分离。也就是说，奇异物质会起一个“散焦镜”的作用。

第三，通过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就可以知道要靠引力将光束分离，靠引力将虫洞壁
撑开，贯穿虫洞的奇异物质在光束看来必须具有负能量密度。

这里要注意，根据相对论来说，能量密度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引力是由能量产
生的。

也就是说，以一个近光速穿越虫洞的观测者而言，沿光束轨迹计算出的虫洞内的平
均能量密度只有为负时，光束才能分散，虫洞也才可能张开，最后达到一个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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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这并不是说，在虫洞内静止的观测者来看，奇异物质也是具有负能量的。

这就是说，能量密度在一个参考系中可能是负的，在另一个参考系中也可能是正的
。即便如此这样的物质也是相当奇怪的，因为如今我们遇到的任何能量形式，在每
一个参考系中都是正的平均能量。

所以，物理学家一度并不认为自然界存在所谓负能量。然而，一种名为“卡西米尔
效应”的能量形式却证明了负能量的存在，也印证了量子力学的真空不空的描述，
虽然这种效应目前只能存在于量子微观领域。

总结

说到量子微观领域，无视空间距离的量子纠缠都能存在，负能量这种东西能存在也
就并没什么值得惊奇的了。值得令人期待的是，谁能将这些魔幻的微观世界，真正
带进宏观世界中来？这样薛定谔的猫也就能死而瞑目了。

而虫洞或许是目前最具有完整理论体系，且令物理学家们热血沸腾的研究对象。

随着对量子力学的研究，以及真空涨落的理解，如果把真空比喻成一笔恒定存款的
金库，负能量就是能向这个金库借款的能力，只有对这片真空有所亏欠，才能形成
虫洞。这片真空也无时不刻不再进行这样借还的金钱游戏。

实现虫洞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弥漫宇宙的借还游戏，集中到一点来。说实话，我
们不太能想象在这样奇异的环境中，会看见什么。

欢迎关注@想法捕手，读科学，聊宇宙。

虫洞真的有可能被制造出来吗？

虫洞是广义相对论中的一种时空结构：把空间比作一个苹果的表面，从苹果的一侧
走到另外一侧需要绕过半个苹果的周长。但假如有一只虫子在上面咬了一个洞，它
就可以通过更短的路径到达苹果另一侧。

虫洞最初是由物理学家惠勒提出的。真正定量计算这个设想的是惠勒的学生索恩。
80年代中期，卡尔·萨根正在酝酿他的科幻小说《接触》，便把其中通过黑洞进行星
际旅行的内容拿给索恩鉴定。索恩否定了萨根的设定，不过表示“虫洞”的概念或
许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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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萨根的启发，索恩详细计算了虫洞的性质。他发现，假如宇宙中存在一个虫洞，
那么维持虫洞存在的物质具有负能量。这并非唯一的坏消息。虫洞附近的引力场极
为强大，穿越虫洞的人可能会被引力潮汐撕成碎片。对于类似于史瓦西黑洞的虫洞
而言，为了不把旅行者撕碎，它的半径至少要达到几万千米以上，质量相当于太阳
质量的几万倍。同时，虫洞自身的张力也非常可怕（虫洞越大，张力越小），半径
为1光年的虫洞的张力相当于每平方米上压上500万吨的重物，这足以破坏任何原子
物质。所以，若想活着穿越虫洞，负能量物质组成的虫洞的质量都必须非常大才行
。

显然，地球附近没有虫洞。假如我们收集了足够多的负能量物质，又能保证它不会
破坏太阳系的运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制造一个虫洞了呢？杰罗奇和霍金等人证明
，具有良好性质的时空的拓扑性质是无法改变的。言外之意是说，假如宇宙中有虫
洞，你无法让它消失；假如宇宙中没有虫洞，你也无法造出一个来。

虫洞理论人工智能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虫
洞理论人工智能是谁提出、虫洞理论人工智能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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