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切监测
危险近地小行星

在众多近地小天体（包
括小行星、流星、慧星等）中，
有一类被称为潜在威胁天
体。“成为潜在威胁天体需要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距离足
够近，要达到与地球的轨道
距离小于0.05个天文单位
（约750万公里）；二是体积
足够大，直径要大于140
米。”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近地天体探测和太阳系天体
研究团组首席科学家赵海斌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
一个近地小行星同时满足这
两个条件，它就是地球的潜
在威胁天体。

其实，潜在威胁天体的
隐含意是对地球整体构成威
胁。赵海斌进一步解释，一
些个头较小的近地小行星可
以非常接近地球但不会被列
入潜在威胁天体，因为它们
不足以对地球整体构成影
响。其中一些较小的目标可
能进入地月距离之内甚至是
同步卫星轨道以内，即便撞
向地球，由于地球大气能消
耗其部分物质，使它只留下
少量陨石，所以单个目标造
成的威胁并没有那么大，但
是由于数量众多，它们对地
球和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也
不容小觑。

防止近地天体的侵袭，
需要不断监测预警，这项任
务主要是靠大型天文望远镜
特别是大视场的天文望远镜
来实现。“对于近地天体监测
预警，发现是第一位的。”赵
海斌强调，我们只有发现它

并跟踪观测、获取精确轨道
之后，才能够评估其是否对
地球构成威胁，所以及时发
现是先决条件。

全球近地天体监测预警
的数据有很多来自美国，这
依赖于美国有一大批望远镜
在工作。在中国，紫金山天
文台一个通光口径为1.04米
的施密特光学望远镜能够开
展近地小行星的监测预警工
作，这台名叫“近地天体望远
镜”的天文设备也是目前国
际小行星监测网中唯一一架
常态化贡献中国数据的望
远镜。

“近地天体望远镜已经
发现了20多个近地小行星，
其中有5个近地小行星是潜
在威胁天体。”赵海斌告诉记
者，尽管国内设备数量少，站
址也比较单一，但是我们仍
在努力提供中国的贡献。

用不同方法
防范不同“天外来客”

如果近地小行星对地球
存亡构成实在威胁，人类该
怎么办？

其实，对小行星监测预
警不是终极目标，化解地球
所受到的威胁才是目的，这
就是所谓“小行星的防御”。

“最直接的防御方式就
是改变小行星的运行轨道。”
赵海斌给出的解决方案言简
意赅，原因在于小行星和地
球都属于太阳系中的运动天
体，必然受到太阳系引力规
律的影响。

要想让小行星变轨，不
向地球奔袭而来，需要考量

小行星的体积大小、运行速
度、构成材质以及力学特性
等相关要素。也正因为小行
星类型繁多，使得防御方法
需要仔细深入的考量。

2005年，美国对一个彗
星实施了一次空间撞击———

“深度撞击”号探测器释放的
撞击器“击中”距离地球4.31
亿公里的“坦普一号”彗星。
赵海斌用实例剖析，这是人
类对近地小行星防御的尝
试，它的意图之一就是了解
如果近地天体即将撞上地
球，改变它的运行轨道需要
怎样的操作。

赵海斌透露，未来几年
人类将对一个双星系统中的
小行星进行一次撞击试验，
届时双星中的小行星或将成
为第一个在太阳系中被人类
以可测量的方式改变轨道的
天体。而这个被称为“飞镖
计划”的撞击实验将为人类
实现近地天体防御提供重要
数据。

“针对不同的小行星，防
范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比如
可采取脉冲式的方式直接进
行撞击、爆破，或者利用引力
拖船、太阳帆、光压作用等渐
进式的方法，慢慢地改变小
行星轨道。”赵海斌介绍，目
前这两种方式都处于研究过
程中。

研究小行星的价值
不仅在于化解威胁

毋庸置疑，研究小行星
的首要价值在于化解现实威
胁，正如上文所述，天文学家
研究小行星的动力学轨道、

物理特性，可以为人类防范
近地小行星的撞击以及评估
撞击的危害提供关键数据。

除此之外，小行星的研
究还具有很重要的科学意
义。赵海斌表示，譬如关于
生命和水的来源，近地小行
星或者近地彗星是人类的重
点怀疑对象。有可能是它们
给地球带来了生命的种子和
水，这需要科学家去研究地
球的水与小天体之间的水在
成分上的相关性，这些研究
关系人类终极问题之一———
我们从哪里来。

小行星自身也有很多待
解之谜。“它本身就是太阳系
内在原行星盘演化到行星过
程的中间产物。”赵海斌进一
步解释，太阳系中有行星、矮
行星、小行星，当然还会有一
些气体尘埃。在此系统中，
小行星是太阳星云向行星演
化过程中，成为了一种星子
阶段的行星体“半成品”，这
为研究行星的演化历程甚至
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
非常好的线索，所以研究小
行星对于探索宇宙学的终极
科学问题之一——— 太阳系的
演化具有重要的支撑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类
最终走向太空、利用太空资
源的过程中，近地小行星的
资源很可能是人类最先得以
利用的。“特别是一些富含稀
有金属、矿物和水资源的小
行星，对于未来人类利用太
空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赵海斌说。

据《科技日报》

小小行行星星与与地地球球““擦擦身身而而过过””

面面对对近近地地天天体体威威胁胁
人人类类准准备备好好了了吗吗

33月月2222日日，，一一颗颗迪迪拜拜塔塔两两倍倍大大小小的的小小行行星星22000011 FFOO3322与与地地球球进进行行了了近近距距离离““会会
晤晤””————有有惊惊无无险险地地安安全全飞飞掠掠地地球球，，尽尽管管小小行行星星撞撞击击地地球球的的概概率率很很小小，，但但一一旦旦撞撞上上后后果果
却却不不堪堪设设想想。。

11999944年年““苏苏梅梅克克——列列维维99号号””彗彗星星就就曾曾与与太太阳阳系系中中最最大大的的行行星星————木木星星相相撞撞。。在在连连
续续55天天多多的的时时间间里里，，2200多多块块彗彗星星碎碎片片撞撞向向木木星星，，这这相相当当于于55天天多多时时间间里里，，木木星星上上空空爆爆炸炸了了
2200亿亿颗颗原原子子弹弹，，毁毁灭灭性性可可想想而而知知。。

有有了了前前车车之之鉴鉴，，我我们们的的科科学学家家已已经经对对近近地地小小行行星星展展开开严严密密监监测测。。而而此此次次与与地地球球
““擦擦身身而而过过””的的小小行行星星也也为为天天文文学学家家提提供供了了宝宝贵贵的的观观测测机机会会，，使使他他们们能能够够近近距距离离观观察察一一
个个形形成成于于太太阳阳系系诞诞生生之之初初的的小小行行星星。。

小行星“阿波菲斯”
百年内不会撞地球
曾认为它或于2068年撞击地球

3月29日，据英国媒体报道，
美国航天局基于最新观测分析认
为，“最危险的小行星”之一“阿波
菲斯”在未来100年内不会撞击
地球。

这颗小行星发现于2004年，
长约340米，以古埃及混乱和黑暗
之神“阿波菲斯”命名。科学家先
前依据它绕太阳轨道的测算，认
为它或于2068年撞击地球。

3月5日，“阿波菲斯”飞越地
球，距离地表大约1700万公里。
通过雷达观测，天文学家调整对

“阿波菲斯”轨道估计，进而排除
这颗小行星在2068年及其后较
长时间内撞击地球的风险。

美国航天局近地天体领域科
学家达维德·法尔诺基亚在3月26
日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说：“2068
年（发生）撞击的可能性已不复存
在，我们的计算并未显示在今后
至少100年内有任何撞击风险。”
不过，美国航天局预测“阿波菲
斯”将于2029年4月13日再次掠
过地球，届时可能距地表3.2万公
里。这一距离约为地球与月球之
间距离的十分之一。

“阿波菲斯”这般大小的小行
星以如此距离与地球“擦肩而过”
较为罕见。此前科学家发现的类
似距离飞越地球的小行星直径都
在5至10米级别。

据新华网

12-14
2021年4月1日 星期四 编辑 钱红 美编 王涛

■ 相关新闻

研究表明：

小行星撞击地球后
引起的气候变化
导致恐龙灭绝

据据美美国国《《新新闻闻周周刊刊》》网网站站去去年年
66月月2299日日报报道道，，一一项项科科学学研研究究发发
现现，，大大约约66660000万万年年前前，，一一颗颗巨巨大大的的
小小行行星星撞撞击击了了地地球球，，撞撞击击点点就就位位
于于现现今今墨墨西西哥哥的的海海岸岸附附近近，，这这一一
灾灾难难性性事事件件众众所所周周知知地地导导致致了了非非
鸟鸟类类恐恐龙龙的的灭灭绝绝。。根根据据属属同同类类研研
究究中中首首次次的的新新研研究究，，该该次次撞撞击击造造
成成的的气气候候条条件件几几乎乎毁毁灭灭了了所所有有适适
宜宜恐恐龙龙居居住住的的栖栖息息地地。。

伦伦敦敦大大学学学学院院地地球球科科学学系系助助
理理研研究究员员亚亚历历山山德德罗罗··基基亚亚伦伦扎扎
领领导导的的科科学学家家团团队队发发现现，，只只有有小小
行行星星撞撞击击才才能能创创造造出出可可以以令令恐恐龙龙
灭灭绝绝的的合合适适条条件件。。在在这这项项发发表表于于

《《国国家家科科学学院院学学报报》》月月刊刊上上的的研研究究
中中，，研研究究人人员员试试图图确确定定哪哪个个因因
素素————小小行行星星撞撞击击抑抑或或是是火火山山喷喷
发发————对对世世界界气气候候构构成成的的危危害害
更更大大。。

据据新新华华社社客客户户端端

能能观观测测小小
行行星星的的紫紫金金山山
天天文文台台近近地地天天
体体望望远远镜镜。。

■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