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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第九边缘关于世界边缘的一个猜想 
Nine Sections about a real world 所有的内核与本质皆存在于理论计算中 

本文主要介绍了与量元、事件、特征、衍影等概念相关的物质世界的基本要素和特征，

以及它们与时间、空间、思维等方面的关系。 
 
 
 
PART1：Ten basic concepts. 第九边缘宇宙观下十个基本概念。 
 
 
 
PART2：Four basic characteristics.第九边缘宇宙观下世界的四大特征。 
 
 
 
PART3：Some construction models.第九边缘宇宙观下的一些分析模型。 
 
 
 
PART4：Some specific structures.第九边缘宇宙观下一些具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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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Ten basic concepts 
1.量元 

随机组成任何对象的基础单元。 
Relations- 

不同的事件间通过量元的活动延续。 
Structures- 

量能 
量元构建的对象所具有的能量。 

发生率 
量元构建的对象表达“存在性”的概率。 

 
2.事件 

对象结合时空及其逻辑共同表现出的一定的动态形式。 
Relations- 

维度为时空维度，事件沿着联系，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扩张。 
Functions- 

世界由事件构成。 
Features- 

事件在稳定的时空中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 
事件内部的信息是同步共享的，不存在思维介导。 
事件若可发展，则必然发展。 
 

3.物质/时空法则 
能在多空间稳定发生“超控映射”的特定量元组成。 
Functions- 

限制与其有关联的低维度对象。 
Features- 

事物是可知的。事物本身的特性依赖于时空稳定性而相对稳定，观测者能通过不断细化的方

式认识到事物间的联系特点，表现为事物特性的显化。事物本身的特性存在终点，而事物之间的

联系会因不断认识到的新特性而被认识或因虚拟逻辑的产生而暂时增加或减少。总体认知的发展

会给事物带来新的联系和变数，进而呈现为思维，并映射成物质投递到我们的意识之中。 
物质存在的前提是可与其他物质发生冲突。 
物质是一些列信息的稳定结合体，被观测方式不同，传递的信息不同。 
物质所结合的信息符合相似的规律，这些信息间相互联系。 
物质在向低维时空传导时，其在客体时空内仅具有客体所在的时空的思维范围内的特征。 
事物的存在有三种相对的形态，分别是:物质(稳定的信息结构)，意识(被局限的思维活动)，思

维(变化着的信息)。 
Examples- 

“物体”，“自然规律”，“社会规律” 
Relations- 

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超控。 
决定事件发展的规律和方式。 
决定意识。意识为被限制的思维活动特征，而这种限制依赖于稳定可循的物质。 
时空法则使量元有一定特征，当某种量元不存在时，对象无法对该量元组成的任何形式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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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s- 
  真理 

即映射客观实际的，绝对不可证的正确抽象。证实“真理”的逻辑高于“真理”存在本身，然

而支撑这种逻辑的抽象来自更本质的真理。 
  

 
 
4.思维 

所有状态正在改变的对象所正在呈现的信息。 
Examples- 

“语言”，“知识”，“外表”，“行为”，“记忆” 
Relations- 

干预事件发展的进程。 
Additions- 
        概念 
            物质性质是固有的，但概念是无法穷尽的。概念是思维体对客观现象的主动划分。 

思考 
思考即将现象中的相似部分连接到同一抽象概念，并构建出处理这一连接的回路的过程。

 回路建立后，需要一定量的资源去纠正并完善，并用新情况去验证。 
记忆 

能理解的概念越基层，回路越复杂，同一概念链接的具体事物种类越多，记忆能力越强

大。记忆塑造思想，而非思想读取记忆。 
 

 
5.意识 

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依赖于物质结构的局限思维。 
Features- 

对信息的处理关联事态的其他特征。 
综合的可能性引导行为的正常进行。 
二维信息可以与一维信息双向演绎。 
无法改变已有信息，只可记录，加工，储存，传递已有信息。 
个体意识是整体意识的表现之一。 

Examples- 
“个性”，“爱好”，“情绪” 

Relations- 
对事件发展有重要影响。 

 
6.衍影 

高维物质在低维思维中的投影。 
Functions- 

世界由事件构成。 
Features- 

具有相同衍影的思维体有以下特征： 
1.这些思维体遵守同一观测规律。 
2.这些思维体所能观测到的事件相同。 
3.这些思维体彼此可见，且处于同一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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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衍影的形成是被观测和发生交涉的基础，衍影的破裂意味着思维体不再发生有效映射。 
5.同一时空内思维体衍影时刻改变，但与其他可相互观测思维体衍影方式和解码方式相同。 

Examples- 
改变的主要方式有：增加衍影，修改衍影，破裂衍影。 
增加衍影可通过获取知识，培养兴趣等途径实现，结果为大幅度改变自身思维构建，明显影

响思维体的行为特征； 
修改衍影可通过自我辩驳，增加阅历等途径实现，结果为缓和地改变自身思维构建，逐渐改

变思维体的行为特征； 
破裂衍影可通过损毁意识，强制遗忘等途径实现，结果为突然地改变自身思维构建，大幅改

变思维体的行为特征。 
衍影破裂的同时，思维体并不会立刻消失（受低维反馈影响），而是继续以高维形式存在。 

Relations- 
能被思维体直接观测到的宏观物质的形态信息。 
只有衍影方式和解码方式完全相同的对象才可相互观测。 

 
Additions- 

交涉 
能够扩大衍影发生超控的程度，增加其发生映射的发生率与稳定性。 
交涉的前提在于直接观测，间接观测包含文字，影像等形式。 

联系 
多维组成，负责传递信息(即思维)，连接物质(即时间)，取代意识。  

 
7.思维体 

行为特征具有明显发生率性的物质组成。 
Features- 

思维体的行为在不同时间，空间下有较大差异。 
思维体时空的限度在于能被感知的限度。 
非思维体的物质在多空间超控，本身不产生时空。 

Examples- 
“人”，“蚁群”，“语言模型” 

Relations- 
思维体是衍影关于时间的积累。 

Additions- 
行为 

指与自然发展方向相冲突的物质活动。 
 

 
8.时间 

量能的定向流动。 
Functions- 

时间使物体在不同空间中能连续性地转接，进而保持物体不与物体自身发生冲突。 
Tips- 

转接并不是简单转移，而是将不同空间内具有近乎相同衍影的物体相连。即不同空间为

不同的“切片”，时间负责把有合理联系的切片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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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件具有某一确定属性时，这种由可能性到确定属性的转变，就是时间流动的定向过

程。这也意味着在属性确定前，存在多条指向不同属性的时间线，而非一簇将要同时包含不

同属性的时间环。 
Features- 

存在稳定时间的前提是一定区域内拥有稳定的维度差异，即能发生稳定的量能流动。 
Additions- 

类同取代 
多个对象在形态上相同，逻辑上承接，空间上互斥，时间上继起，是一种与时间取代高

度相似，但本质不同的取代方式。 
 
9.观测/超控 

观测特指某一时空内的对象可以被单思维体观测。 
超控即该对象的衍影可稳定映射在多个非主时空中。 

Features- 
观测是超控的前提。 
思维体与思维体的交涉本质在于超控衍影在不同思维体空间内表达。 

Examples- 
没有发生超控的对象仅在思维体空间内可见。 
如 1 2 2 3 的梦境服务器中的对象，在其他空间内不可见。 

 
10.1 基础维度 2025-3-17 

对量能的等级划分；按照不同的本质特征把思维及其关系划分成多个层次。 
Features- 

设想我们作为三维体存在于四维空间。 
Examples- 

1.空间维度 
零维：引力；以及不发生映射的维度，无法直接观测。 
一维：声音信息等间接观测的信息，量元直接组成的维度。 
二维：图像信息等可见的高等信息，组成衍影的最低维度。 
三维：思维体所能构建的最高时空维度。 
四维：能够产生超控映射的最低维度，即能产生物质的最低维度。 
Tips：该维度具有时间效应：即同时间点下一定空间内仅存在单个高相似的思维体。 
五维*：同时存在多个单向的相同时间点的最低维度。 
六维*：平行时空出现重合点的最低维度。 
七维*：重合时空具备平行线，且当前线可延长的最低维度。 
八维*：重合时空具备平行线，且当前线可缩短的最低维度。 
九维*：平行时空发生重合的最低维度。 
十维*：平行时空发生相交的最低维度。 
十一维*：平行时空发生弱纠缠的最低维度。 
十二维*：平行时空发生强纠缠的最低维度。 

 
2.生物维度 

二维：二维及以下不存在任何生物。 
    三维：外观形态能够因其行为而改变，是能产生意识的最低维度。 

四维：能观测自身已发生时间点的最低维。 
Tips：即意识能回顾过去发生的所有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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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维*：能观测自身平行时空状态的最低维。 
Tips：即意识能精准获得不同时间线下的发展。 

六维*：思维体能够以物质形态跳跃至当前时空的存在的未来时间点，并不与自身相

冲突的最低时空维度；同时是思维体意识能取代当前时空的存在的过去意识的最低

维度。（量能假说：时空无法捕获后者） 
七维*：能够以物质形态存在于当前时空的思维体存在时间点的最低维度。 
八维*：能够对平行时空的自身任意时间点进行意识交换的最低维度。 
九维*：能够对平行时空的自身任意时间点进行物质交换的最低维度。 
十维*：能够对平行时空的自身任意时间点进行意识交涉的最低维度。 
十一维*：能够对平行时空的自任意时间点身进行物质交涉的最低维度。 
注：如果线能组成面，则说明线本来就在二维之中，并且它本身就是跨越一维，接

近二维的。在种情况下，有限的面积，只能存放有限长度的线条：也即说明我们能

从自身的状态，判断出当前时空的维度。 
 

 
 
10.2 编码维度/影像维度/映射维度/时间维度 

编码维度是构成各类信息的基础维度，通常为一维。 
影像维度是能被思维体直接观测的维度。 
映射维度是物体本身的维度。 
时间维度为时空的最高维度。 
Features- 

映射维度到影像维度称为衍影。 
影像维度到映射维度称为解码。 
编码维度＜影像维度，影像维度≤映射维度，映射维度≤时间维度。 

Examples- 
三维对象 A 观测到三维对象 B： 
三维对象 B 产生的二维衍影被 A 观测到后，A 将该衍影解码为三维状态。 
投射到自身思维所参与构建的时空中。 

Additions- 
稳定指数 

能够扩大衍影发生超控的程度，增加其发生映射的发生率与稳定性。 
Features- 

稳定指数=编码维度+影像维度+映射维度-时间维度。 
Examples- 

①若影像维度小于映射维度，则最高维度＞＝映射维度；若影像维度＝映

射维度，则最高维度＞影像维度。 
Tips：物体映射维度＝时空最高维度时， 物体空间与时空空间为平行

空间关系，即相互观测。物质的影像维度比映射维度更易改变。 
 

②具二维衍影的三维生物在四维时空的数值分别为 1 2 3 4。四维空间的三

维生物的灵体数值为 1 3 3 4。灵体，即不能相互观测却能够相互交涉的独特思

维体。 
 
③1＜指数≤2 的对象可稳定存在，称为几何态，指数≤1 或＞2 的对象不能

稳定存在，称为电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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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如具二维衍影的三维生物在四维时空的总指数：6-4＝2，故其以

几何生命形式存在。具二维衍影的三维生物在五维空间指数为 1，即不能在

五维时空有几何形态。同时，由于超控下时间维度＞映射维度，所以具二

维衍影的三维生物不能在三维空间内被直接观测到。三维体的梦境对象指

数为 1 2 2 3。 
 
 
 
 
Part2：Four basic characteristics 

 
1.映射高维引发影像低维，影像高维形成映射低维。【规律性】 

Descriptions- 
高维物质能在低维时空引发意识，高维思维能在低维时空形成物质，思维和意识不

能产生同维度的物质。物质能引发不直接与外界交互的意识活动，意识活动可通过物质

活动即思维与外界交互。意识不能独立存在，意识依赖于物质但来源于高于物质本身的

特定思维组成，即构建时空的规则逻辑。物质在引发意识时充当筛选作用，使对象仅表

达出符合构建逻辑的活动。低维信息能以某种形式传达给更高的维度。维度越低的反馈

越易受到思维体意识的影响， 从而发生映射偏差。 
 

2.观测决定物质状态：所有发生率全部且同时发生，单一观测仅表达一种结果。【发展性】 

Descriptions- 
任何物质在被观测前，其属性是未确定的。观测者对物质进行的观测能够使得物质

的状态唯一。这种唯一不是物质的自身属性，因为本时空观点认为所有的发生率全部且

同时发生，即物质本身是均衡的，但是观测者对某一属性的特定接收决定了物质表现出

的唯一状态。观测者所有可观测的对象对该物质的观测结果相同。若有两个独立的时空，

一仅有两种可能性的对象分别对两个时空映射，若在一个时空观测到一种可能性，另一

时空必定为另一种可能性。若上述两个时空相互映射，其可能性无法观测。 扩展至若干

时空且对象的可能性无穷增加，则具有相同可能性的时空才可相互叠加与映射。所有可

能性同时发生，时空自身具有的逻辑发展性，对其选择。 
 

3.物质是否存在，与可交涉对象能否与物质交涉相关。【存在性】 

Descriptions- 
物质是否存在不依赖于观测者自身是否与其进行过交涉。只要观测者可交涉的对象

能够与物质发生交涉，物质便确实存在，否则不可确定其存在性。即只要有对象传递过

未违背原物质性质的相关信息且被观测者接收，该物质便确实存在。被观测对象是否为

思维体，依赖于观测者时空内该对象映射能力的强弱和其本身是否为思维体。 
Examples- 

梦境时空来自于思维体的思维构建，而思维体的思维来源于包含其的时空。即时空

中的物质映射到思维体时空后，通过意识的过滤进一步映射到梦境，因而梦境中的物质

只具有现实中的部分特质。但发生偏差映射的原因是思维体的意识对物质的表达形式造

成干扰，而非来自物质本身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因此梦境中与现实有相似之处的方面视

为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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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思维体的思维所组成的同维度空间相互叠加构成稳定空间体，使外界规律更难随个

人思维活动的变化而变化。【稳定性】 

Descriptions- 
不同思维体所在的总时空相对稳定的原因在于不同思维体的根本思维基本一致。同

时，不同思维体的思维是可“互补”的，并且总体来看是“均衡”的。大范围的思维改

变能够对外界环境有一定影响。思维体观测到的规律与思维体遵循的规律一致。 
 

 
 

 
Part3：Some construction models 

 
1.量能假说【量能与表观联系】 

Main idea- 
时间势能=第一空间能+表观思维能。 

Structures- 
时间势能：思维体不同状态间发生取代而需消耗的量能。 
第一空间能（位移取代）：宏观物体因物质冲突或在一段时间内因空间位置不

同而具备的量能。 
表观思维能（稳定性取代）：不同量元因冲突而具有的量能，与不同思维冲突

所具有的量能（包含对象的［稳定存在性］与时空相冲突而具有的量能）和。 
Descriptions- 

时间势能优先流向第一空间能。 
时间势能随时间流动逐渐增大，并优先流向更低量能的思维体。 
时间势能越大，相同外界时间内转移的量能越大，感知时间流速越快。 
当位移极小时，时间势能完全用于填补表观思维能，感知时间流速加快。 
稳定存在性，即个体能保持自身形态在短时间内不发生剧烈变化的能力。 
取代的本质为量能流动，对象的量能越近，越易发生取代。 
思维体量能低于构成其的思维的量能，但高于其产生意识量能。 
取代增能，冲突产能。冲突产能多于意识耗能。 

 
2.能维假说【量能与维度联系】 

Main idea- 
量能和维度能相互转化。 

Descriptions- 
物质的量能升高到某一限度时转化为维度，以防止量能过高而失去宏观稳定性。 
量能低于某一限度时降低维度，保持物质相对稳定。 
低维度高能体能在低维度存在，而高维度低能体不能在低维度存在。 

 
3.稳定时空广义准则【时空稳定性】 

Main idea- 
稳定的时空所具备的特性。 

Descriptions- 
所有可观测对象传递的信息随观测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所有可观测对象的自身性质不受观测顺序和次数影响。 
所有观测者观测自身的结果与他者观测自身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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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已存在事物都可以是可知的且存在对立面。 
对象的不同性质可单独出现也能同时出现。 
外界逻辑与观测者自身状态无关。 
对同一观测者而言唯一时间点对应唯一观测者。 
不同观测者之间的存在性互不影响。 
应当存在永恒不变的对象。 
任何可观测对象均可被观测。 
万物同源，变化连续，无中生有，有不归无。 
 
 

Tips- 
非稳定时空特征 

存在可观测对象传递的信息不随观测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存在可观测对象的自身性质受观测顺序和次数影响。 
观测者观测自身的结果与他者观测自身的结果未必一致。 
存在已知的是“未知”的事物或单独出现。 
存在对象的不同性质仅能同时出现。 
外界逻辑与观测者自身状态有关。 
不同观测者之间的存在性可互相影响。 
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对象。 
万物同源，变化跳跃，无中生有，有中归无。 

 
4.服务器理论【时空创生性】 

Main idea- 
服务器时空具备不同种类时空的部分特征。 

Descriptions- 
对特定时空进行信息处理，能避免时空发生映射的同时，使一类特定时空具备

高度相似的特征和紧密联系。特定时空的维度不高于服务器所存在的时空维度。 
Examples- 

假设思维体的物质组成是三维。 
若思维体作为“服务器”，那么其梦境时空可是三维： 
这种梦境时空中二维的“物质”能被观测（产生二维衍影），表现为仿现

实。 
若思维体不作为“服务器”，那么其梦境时空是二维： 
这种梦境时空中一维的对象无法被直接观测（未产生衍影），表现为无法

被思维体直观感受到的纯意识。 
前者梦境时空无法与其它时空相互映射，因而不具备稳定性。 
后者梦境时空能与其它时空发生映射，因而具备稳定性：其可被持续稳定

地包含在前者时空中，能在前者时空破裂时，将前者时空映射下来的一维信息

较稳定地映射到思维体主时空，并且这种信息能被“解码”为二维衍影。 
 
 
 
5.时空演替【时空发展性】 

Main idea- 
演替分为本原演替和初生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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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 
本原演替指思维体的意识对事态发展进行具有一定逻辑性的推演。 
初生演替指在外界诱导下，思维体进行的思维活动。 

Descriptions- 
本原演替会与被演替的对象相冲突，并受到时空法则的制约。 
初生演替是受到时空规律的限制，符合客观变化规律的演替。 
本原演替为时空的演替创造一定的基础，即影响思维体的可能行为。 
初生演替对其进行选择，即使其按照合理的方向发展。 

 
 

6.时间假说【时间相关】 

Main idea- 
时间是量能的流动。 

Descriptions- 
时间保证一定时间内同一空间中思维体唯一的同时，使得连续空间内同一思维

体间可以转接而不发生交涉。 
不同思维间发生强烈的冲突时，主时空会相应地引发量能导致个体时空时间流

速增快。时间流速越快，时空越不稳定，即时空逻辑性减弱。 
而时间流速达到一定程度时，时空会被破坏，从而不与其他时空发生映射。同

维度的物质能发生碰撞，正是为了避免强烈的冲突。 
对象拥有意识能力，正是由于其时空与所在主时空流速不一致。 
思维体思维能力越强，冲突获得的量能越高，总时空流向其他个体量能增多，

因而个体空间的时间间隔增加，表现为自身空间取代加快。 
个体运动速度越快，时间作用效果越弱，个体延续加快，自身空间取代减慢。 
 

7.起源假说【起源相关】 

Main idea- 
万物起源于发生率。 

Descriptions- 
发生率的差异引起一定区域内空间叠加次数不同，进而引发量能的不均。 
这种不均引起量能流动（时间），进而产生不发生超控的低级思维，加剧这种

量能不均。 
不同思维相互冲突，直到筛选出较强大的超控思维。这种思维与其他思维相冲

突但能保持自身稳定，即稳定时空产生。 
稳定时空的产生会形成一定的规则。 

Tips- 
时空各部分发生叠加的发生率相同（均衡性），但各部分的叠加结果

会因观测方式的独立性，而使得子时空内叠加发生率不同。 
量能的流动总体处于动态平衡当中，但观测方式的不同使得量能流动

情况分立。 
思维的本质是量能流动，世界的形成来自思维的冲突与积累。 

 
 

8.记忆驱动【意识相关】 

Main idea- 
外界因素融入记忆后对思维体行为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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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 
主要对象有信息，社会，自然，自身，集体，影像，梦境。 

Descriptions- 
1.记忆能使思维体在相似环境中的运动呈现相似状况。 
2.记忆能一定程度上预演出相似环境的运动结果。 
3.记忆能在相似环境下使思维体产生特定神经冲动。 
4.记忆能使不同集体的相似行为趋于一致。 
5.记忆能使思维体活动呈现一定的周期性。 
6.其它思维体的记忆能通过时空思维影响有相似认知的个体。 

 
9.事件拓补原则【事件相关】 

Main idea- 
事态发展遵循一定的原则。 

Descriptions- 
1.参与对象的思维分歧与外界规律约束使事件进行具有逻辑性的发展。 
2.外界规律起主导作用，参与对象的思维只能对其进行选择。 
3.主时空进行的本原演替作为时空法则约束其他演替，并诱导进行初生演替。 

 
10.定点融合方式【联系相关】 

Main idea- 
事件发展有一定的方式。 

Structures- 
1.升变：通过一定的量能使某种量元组合方式转变为另一种组合方式。 

改变一般性质的方式，体现为发展，回溯，融合，分离。 
2.交替：通过与自身交涉而引起可能性分歧但性质不变的方式。 

自然存在，是产生平行时空或等价变换的方式。 
3.转化：通过弱化某些不可直接利用特性而获取另一种不稳定的可利用特性。 

实现过程复杂且性质明显改变的方式。 
4.重组：通过剧烈量能使得部分量元重新组合。 

大幅度改变各种性质的方式。 
5.演替： 

本原演替：由思维推算出的变化过程。 
初生演替：由外界所导向的变化过程。 

6.输送：通过一定的外界控制，转移量能。 
7.协态:基于特定属性，按照一定的联系表达另一种属性。 

 
12.时空间的关系【时空相关】 

Main idea- 
时空间具有四种基本关系。 

Structures- 
1.平行 

不同的可能性产生相对应的不同主时空，这些主时空共同构成平行时空。 
单一时间轴上不同的时空之间也为平行关系。 

2.纠缠 
不同时空的部分组成高度相似时，该部分进行即将重合与不断排斥之间的

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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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强纠缠时空下的物体同时具有多个不同的衍影，能同时被不同的时空

的对象观测到。 
而处于弱纠缠时空下的物体，会受到其他时空部分信息的影响，其中思维

体的意识会受到影响。 
当某一衍影发生解码时，另一衍影也同时发生解码。纠缠时空因不断激化

矛盾导致时空量能增加快，最后导致平行关系转化为重合关系。 
*时空纠缠存在断裂点，断裂点能够阻隔特定事件的发生。 

3.重合 
不同思维体产生的时空，若可相互映射，则这些时空重合构成更为稳定的

主时空。 
重合是上述两种情况的基础。空间重合不可传递。 
Tips- 
事件 A 有五种可能性，事件 B 有两种可能性。相互映射时，共有十种平行

时空，即 A 的五种与 B 的两种分别重合，但不同重合方式为平行关系。若重合

时空受外界影响导致可能性分歧，则转化为平行空间。若上述平行关系受到外

界影响导致分歧无法产生，则转为重合关系。 
4.相交 

若多个时空中产生巨大量能并使双方衍影朝对方衍影改变，则为相交时空。

相交时空可能性发生替换，即同一时空相交前后所超控的对象特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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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Some specific structures 
1.时空类别 

Structures- 
R 时空束-平行时空 
产生方式：可能性分歧 
时空特征：同源而生，即部分事件的开端完全重合。 
 
A 时空-思维体思维构建的时空 
产生方式：有某种相似特征的思维结合。 
时空特征：思维体构建的时空先映射到主时空，再映射到其他思维体的时空。 
 
B 时空-主时空 
产生方式：相似的时空相互映射后，构成的能够体现出统一规律的集合。 
时空特征：有一定的规律。 

 
 

2.意识弧的形成与功能 

 
 
Descriptions- 

1.意识形成过程为： 
刺激，记录， 
处理，合成，再处理。 
2.应激反应包含： 
先天性行为， 
部分后天机械化行为。 
3.一级记忆： 
即衍影信息，解码前不

能被思维体识别。 
包含简单感受和心理。 
4.本态思维： 
无意识调节的思维， 
其可形成或强化应激反应。 
5.本态思维呈现给器官的信息不受意识干扰。 
6.行为思维受意识调节，依赖于外界环境和相似机体行为，由意识决定传递信息的方式。 
7.意识能分析一级记忆，从而获取复杂心理，经验，调控状态等。 
8.被分析的一级记忆和形成的本态思维构成二级记忆。 
9.二级记忆能被思维体直接分析，称为“回忆*”。 
10.回忆使思维体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即产生自我意识。认知塑造自我概念，而非自我拥有认知能力。 
11.二级记忆能模拟刺激，从而使思维体提前兴奋或远离危险。 
12.大量相似记忆的产生会导致新产生的部分差异模糊化，导致自我意识不包含新的特征。记忆可以加速处

理相似记忆时的记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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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之所以为第三视角，是因为感官强化自身状态这一信息后，录入了记忆中。这可由回忆现实和回忆梦

境时的视角的差异得出；同时，记忆决定自我概念，而不是思维活动决定自我概念的重要依据是“梦境溃散时观

测转换为第三视角”。若是思维活动决定自我意识，则梦境溃散时不会观测到和回忆现实相似的第三视角：这是

因为梦境即将结束时，感官被完整激活，自身状态的信息得到进一步强化。 

 
3.时空间关系表示 

Descriptions- 
A：该时空内不同思维体的

部分可能性交换，之后转化为平

行时空内的思维体。1，2 线上

外界观测为同一对象。 
B：平行时空内相近思维体

的部分可能性交换，之后融合为

同一思维体。1，2 线上外界观

测为同一对象。 
C：某思维体被外界观测时，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特征。且这多种状态能同时被 1 线同观测。 
D：思维体能在 1 线观测到 2 线所连接的时间点的状态，但不能被 2 线所连接的时间点观测。3 线观测

1 线时，2 线结束，思维体从 1 线连回主时空。3 线观测 2 线时，1 线结束，思维体从 2 线连回主时空。 
其中 1 线为纠缠态，不进行发生率分歧。 
E:X 思维体先为 1 可能性，Y 思维体先为 2 可能性。纠缠状态启动并且外界对纠缠态观测时，X（1）

转化为 Y（1）并在 2 时间点，Y（2）转化为 X（2）并在 1 时间点。由于 X（1）与 Y（1）冲突，所以 X
（1）线消失。此时 Y（1）与 X（2）为重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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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思维和意识活动 

总流程：获取（刺激），记载，编码，留存，检索，解码，映射，处理。思维体由生命、记忆、运算

三核心模块、内外物质构成所组成，并能够实现成像和传递功能。 

 
 
 
Descriptions1- 
【1】为信息转化元，处理外界和内部刺激并形成多线。思维体有多种信息转化方式。 
【2】为思维体可观测形态和活动。同一时空内，外在状态由多个有共性的局部状态构成。 
【3】为解码元，解析信息和指令，协助构成外在形态和进行思维活动并反馈信息。 
【4】为时间优先级处理元，判断并优先传递正在并首次接收的信息给解码元。 
【5】为意识核，形成解析信息的倾向并封装信息，能主动模拟活动信息，即思考能力。 
【6】为超控因子，实现思维体在重合的多时空内发生稳定映射。 
【7】为时空规则限制元，实现思维体的任意状态或活动遵守一定的规律。 
思维体有许多不同的形态单元，他们共同构成思维体的形态和协助整体进行思维活动。封装信息意味

着产生有相联关系的但不属于同一记载单元的多线。此外，三种单元均具有自我复制和销毁的能力，本质

上是量元表观能力的内在划分，而非实际存在的功能。 
 
Descriptions2- 
 
 
【1】为接收元，接收来自“记载单元”的信息。 
【2】为输送元，输送信息至“形态单元-接收”。 
【3】为效应激活，激活记忆输送这一过程。 
记忆单元构造基本稳定且相同。记忆单元的数量，

输送能力和敏锐程度即记忆/回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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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s3- 
 
【1】为原始线，记载形态等直接观测信息。 
【2】为补充线，记载心理等来自意识核的

信息。该线可不存在刻录信息。 
【3】为限制线，记载时间顺序及限制 4 的

释放。并能够激活“记忆单元-效应激活”一次。 
【4】为记录线，1，2，3 刻录信息到 4 后，

进一步传递信息至“记忆单元-接收元”。 
自然状态下四线不断重复结合，分离的过程。

1，2，3 发挥作用后自我销毁并恢复至原始状态，

4 线保留并不断传递信息。信息可被消耗和磨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