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生活 探索
2022年5月19日 星期四
主编：何军林 编辑：关莹洁 美编：况中银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13

什么是近地小行星

众所周知，在太阳系内，除了地
球、火星、木星等主要行星外，还活跃
着数量庞大的小行星。其中，尤以近
地小行星对地球的威胁较大。

所谓近地小行星，就是轨道和地
球轨道相交，或者将来经过行星引力
摄动后可能与地球轨道相交的小行
星。要知道，太阳系里既没有红绿灯
和交警，也没有扳道工，一旦这些小行
星和地球的轨道相交，就有一头撞上
地球的危险。

已知太阳系内的距离和长度单位
为天文单位，1天文单位= 149600000
千米。近地小行星被定义为能进入距
太阳 1.3 个天文单位范围内的小行
星。按照其运行轨道的不同，近地小
行星可大致分为四类，即阿莫尔型
（Amor）、阿波罗型（Apollo）、阿登型
（Aten）和阿提拉型（Atira，也称为地
内型小行星）。其中，阿波罗型和阿
登型的轨道与地球的轨道存在交叉，
如果两者同时运行到交叉点，那就有
可能发生碰撞。

当然，并非所有的近地小行星都
有能力对地球构成威胁。在近地小行
星之下，还有一类“对地球构成潜在威
胁的小行星”。简单来说，就是直径大
于140米、与地球轨道距离小于750万
公里的小行星。直径小于140米级别
的小行星在撞击地球后会产生一定程
度的次生灾害，造成当地一定程度的
人员与财产损失。而直径大于140米
级别的小行星在撞击地球后就会引起
区域性灾害。

探测和监视小行星

有部分人认为，小行星撞击地球
的概率微乎其微，但事实恰恰相反。

据估算，每天都有2500万颗大大
小小的流星体闯进地球大气层，只不
过因为大部分个头都很小，在穿过大
气层时就被燃烧殆尽或者只留下小块
陨石。这使得地球绕太阳运行时就像
下雨天行驶的汽车一样，雨点一直不
停打在车窗上“噼里啪啦”作响。因
此，尽管造成重大生态灾害的行星撞
击发生概率非常低，但一旦遇上，后果
将是整个地球生态乃至人类文明的

“不能承受之重”。
面对这些随时可能闯入的“不速

之客”，建立一套完善的近地小行星预
警与防御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其中
首要的方法是通过观测来发现并确定
这些“不速之客”的特征、运行轨迹和
可能的撞击时间，为持续监测和编目
工作提供依据。

目前人类探测和监视小行星的工

作，主要还是依靠地面大型光学望远
镜而开展的。早在1998年，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就专门成立了“近
地天体项目办公室”，并先后负责一批
近地小行星地面观测项目。截至目
前，98%以上的近地小行星都是美国
发现的。

上世纪 50 年代起，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开始进行近地小行星
的观测活动。进入 21 世纪以来，紫
金山天文台的近地天体望远镜已经
发现了 30 颗近地小行星。1995 年，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
小行星巡天计划”（SCAP）探测项
目，对已知的 4.3 万多颗小行星进行
深度观测，其中发现了5颗近地小行
星，并确认了2颗为具有潜在威胁的
小行星。

小行星的深空防御

但这个数量远远不够，时至今日，
人类只发现了直径在100米左右的近
地小行星20%~30%，大于100米的只
发现了不到50%。

鉴于近地小行星庞大的数量，科
学家认为，探测和监视只是被动的防
御措施，即使依靠建设地面人防工程
等方式，将小行星撞击时所产生的危
害降至最低，显然也无法完全杜绝次
生灾害的发生。有没有可能在撞击之
前就对小行星的运行施加影响，让地
球免于撞击呢？这就涉及在太空对近

地小行星实施主动防御。
利用动能撞击来改变小行星运行

轨道的方案有很多。比如利用太空拖
船或引力拖车改变小行星轨道，或“核
爆”方案，但这两者都超越了人类现有
的航天科技水平。目前真正实施的只
有美国的“深空撞击计划”和“双小行
星改道测试”计划（DART），前者已于
2005年成功撞击了一颗彗星的核心
（慧核），后者将于今年9月抵达一个双
小行星系统，并对其中较小的一颗进
行撞击实验。

中国作为一个航天科研能力快速
进步的国家，也在积极建设近地小行
星防御系统。去年 10月召开的第一
届全国行星防御大会上，来自北京理
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
的学者分享了专题报告。有数据科技
公司首席科技官介绍了《亿级太空碎
片实时监测系统底层技术》，中科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硕士生分享了《动
能撞击偏转小行星轨道在轨验证任务
设计初探》。

近期，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也
表示，我国将争取在“十四五”末期或
者 2025 年、2026 年实施一次对某一
颗有威胁的小行星的轨道改变技术
实验。既进行抵近观测，又实施就近
撞击，为未来人类真正应对小行星地
外天体对地球家园的威胁作出中国
贡献。

（本报综合）

6600万年前，一颗10千米级小
行星撞击了地球，造成了恐龙的大
灭绝。10千米级小行星大约有一座
城市大小，立起来比珠穆朗玛峰还
要高1千多米。在科学家的推测和
分析中，这么一座“巨山”高速砸到
地面上，会对地球带来什么影响呢？

■瞬间的撞击能量集中在撞
击点将小行星完全汽化，并当场

“崩”出一个100千米宽、30千米深
的巨坑。

■从巨坑瞬间扩散开来的，可
能有时速1000千米的狂风，也可能
有浪高1500米的海啸。此外，还可
能有 25 万亿吨的物质在瞬间被抛
向高空。其中一部分会溅射进太
空，再也不会归来，另一部分会重
新落回地球，在重入大气层时它们
再度炽燃，火风暴将席卷全球。

■撞击产生的大量灰尘和燃
烧造成的灰烬悬浮在大气中，在几
个月至几十年里长时间遮蔽阳光，
妨碍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全球气候
变冷，生态系统就此瓦解，生物次
第灭亡。

■撞击同时引发了野火焚烧
植被，并使地壳中的碳酸盐分解挥
发，导致大量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
中。在灰尘沉降之后，二氧化碳的
温室效应开始发挥作用，使地球气
候在短暂变冷之后又经历约 10 万
年的变暖。

■海水温度上升了约 5℃，并
且持续了约10万年才回落。

（本报综合）

保护地球家园保护地球家园

我国将建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我国将建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

国家航天局近日向外界披露，我国将着手组建
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以应对近地小行星撞击的威
胁，为保护地球和人类安全贡献中国力量。我国这
一全新的航天项目，立刻引起了学界和航天爱好者
的广泛关注。那么，近地小行星对人类会产生哪些
威胁？人类又该如何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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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小行星撞击后
地球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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