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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垃圾数量

在50万件左右

根据美国航天局提供的数字，
目前受到各国追踪的太空垃圾数量
在50万件左右，这些太空垃圾大小
相当于弹球或更大，其中2万多件

“比垒球个头大”，包括使用过的火
箭推进器(碎片)或被宇航员遗忘的
手套等东西。

在过去的5至7年里，全球又有
2000家太空探索公司成立。这些公
司的太空探索计划非常雄心勃勃，
他们打算在未来5-7年内发射10000-
20000颗卫星。这将使得太空中各类
物体进一步猛增。

在太空中，太空垃圾以6-7千
米/秒的速度运行，航天器同样也
在高速运动，它们之间相对速度可
能达到10千米/秒。因此，很小的
一块太空垃圾都足以给人造卫星
或者载人飞船造成巨大损伤。一
块质量10克的太空垃圾与人造卫
星相撞，卫星会在瞬间被打穿或击
毁。

1984年4月，“挑战者号”航天飞
机将圆柱形的“长期暴露装置”释放
到近地轨道，其用途之一是检测
微流星体和太空垃圾撞击的影
响。1990年1月，该装置被回收。
检查发现，其表面仅肉眼可见的
撞击凹痕就超过32000个，最大凹
痕直径达0 .5厘米，相当于每天被撞
击15次，每绕地球一周就被撞击一
次。

在航天史上，太空垃圾已经造
成了一些事故，虽然后果不严重，
但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1986
年，欧洲空间局的“阿丽亚娜”火箭
进入轨道之后不久便爆炸，形成了
564块约10厘米大小的残骸和2300块
小碎片。这些垃圾后来直接造成两
颗日本通信卫星失灵。

虽然太空垃圾目前主要危及人
造卫星、宇宙飞船和国际空间站，
但近年来，卫星重返地球也并非罕
见。2011年9月24日，美国已经报废
的“高层大气研究卫星”失控返回地
球，上演了“卫星撞地球”的惊险一
幕。失控报废卫星的未烧毁碎片坠
落在南半球的广袤海洋。随后，
美国宇航局确认这些碎片共有26
块。

专家警告说，未来来自太空的
人造碎片将会更频繁地坠落地球。
当然，地球上的人暂时还不用担心
被掉下的卫星砸中。据欧洲航天局
预测，人类被卫星残骸击中的几率

比中乐透大奖还要低25万倍。美国
航天局称，过去50多年平均每天都
有一枚轨道碎片坠入地球。迄今为
止，尚未证实有轨道碎片致人重伤
或致严重财产损失。

绘制太空垃圾地图

让卫星“躲”过去

这些飘浮在外太空的垃圾，是
各国航天机构的重点关注对象。美
国、欧洲的航天大国都建立了先进
的太空监视系统，对太空垃圾进行
严密跟踪，绘制太空垃圾的空间地
图，并及时发布预警，使航天器采
取有效技术手段“躲”过太空垃圾。

2015年，我国设立国家空间碎
片监测中心，依托国家天文台设在
全国多地的观测站以及目前已具备
的数据库，对近20000块在太空中
散落的空间碎片进行跟踪。

2017年4月，俄罗斯在巴西境
内架设了一架监测太空垃圾的望远
镜。

这架名为全景电光系统的望远
镜是专门用来追踪太空垃圾的，使
用了俄罗斯最先进的科技，可以观
测到120公里至5万公里高度间12至
50厘米直径的物体，在一晚上的时
间内可发现800个物体。此外，该
系统自动化程度高，几乎不需要手
动操作，获得的数据会发送到莫斯
科的同步设备上，由那里的科研人
员进行分析。在精确确定了垃圾和
碎屑的轨道后，俄航天局将绘制一
幅安全区域地图，保证发射新的卫
星时不会受到这些太空垃圾的影
响。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在冈山县，也设置有监视日

本近地轨道（高度为数百至2000公
里之间）太空垃圾的雷达。但雷
达目前只能对大小在1 . 6米以上的
太空垃圾进行监视，尚无法捕捉
到占很大比例的10厘米大小的太
空垃圾。

因此，JAXA在今年初提出制
造将于2023年投入使用的高性能雷
达，该雷达可监视10厘米大小的太
空垃圾，以避免人造卫星与太空垃
圾发生碰撞。如果发现垃圾有可能
碰撞卫星，JAXA就会在地面进行
远程操作，改变卫星轨道，以避免
发生碰撞。

用卫星捕捉废弃卫星

坠向大气层后烧毁

不过仅仅为这些空间垃圾绘制
地图还远远不够，一些国家的科学
家致力于设计防护装置，加强航天
器对空间碎片的防护。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科学家埃里克·克里斯帝
安森曾成立一个超高速撞击技术实
验室，用于研究和测试轨道物体遭
到高速撞击的结果，开发能让航天
器免遭撞击的保护装置。我国的哈
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碎片高速撞击中
心，也一直致力于航天器空间碎片
撞击防护技术的研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
们曾提出指导意见，建议采取有效
措施，将完成任务后的卫星推离地
球静止轨道，弃置于“坟墓轨道”，
以减少空间碎片对航天器的危害。
目前，设立“坟墓轨道”的方案已成
为大多数科学家的共识。

躲避、防御等手段，无法从根
本上清除太空垃圾。各国科学家也
在研究如何有效地清理已经存在的
大量太空垃圾。

以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
究人员正在研发“太空清洁一号”为
例。这颗卫星计划在升入海拔720
千米的高空后，追上自家发射的

“瑞士魔方”卫星，与它对接，并将
它推入大气层坠毁。

当然，这项工作并不容易，第
一个难题在于定位“瑞士魔方”。它
的确切方位存在5千米左右的误
差，而且这是一颗边长只有10厘米
的微型卫星。“太空清洁一号”将首
先运行到“误差区域”的边缘，随后
启动雷达和红外线摄像机进行探
索。

锁定目标后，清洁船将驶入垃
圾运行的轨道。然后全速靠近，使
用一种被命名为“吃豆人”的抓捕装
置把“瑞士魔方”兜住。它们一同返
回大气层，下降过程中，卫星与大
气层中的气体分子摩擦产生热量，
开始燃烧，最终完全烧毁。

12月，

和你一起去看流星雨

□李昕

天象剧场再次在年底迎来高潮，且不
说水星和金星如何在黎明时争芳斗艳，光
是双子座流星雨就大有看头。

每年下半年的流星雨活动都很频
繁，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初
的象限仪流星雨期间。今年的冬至是12月
22日，这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
天。漫长的黑夜虽然带来了更长的观星
时间，但寒冷的天气对我们也将是很大
的考验。

明亮金星似残月

全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金星都作为
“昏星”出现在日落后的西方天空中。进入
10月后它在日落时的高度迅速降低，很快
靠近太阳，并在11月就转为“晨星”在黎明
时分出现。12月，金星与太阳的角距离进一
步增大，月初就可达到40°以上。与此同
时，12月2日金星的视星等可达-4 . 9等，也
就是这次出现在太阳西侧的最大亮度。当
然，受到大气消光的影响，我们实际看到
的金星会稍暗一点。

此次金星最亮时，它到地球的距离只
有0 . 42个天文单位，在望远镜中它的样子
很像一弯残月。此后直至明年一月初，金
星的亮度虽然有所减弱，但与太阳的角距
离会进一步增大。

双子座上演天象收官大戏

双子座流星雨是全年天象的收官大
戏。它的流量较大而且很稳定，所以是最
适合公众观测的流星雨之一。

双子座流星雨的活跃期是12月4日至
17日，今年的极大预计出现在北京时间12
月14日20时，比较适合我国公众观测，峰值
每小时的天顶流量在120颗左右。14日晚至
15日凌晨都是很好的观测时机。稍有遗憾
的是，14日是农历初八，上弦月对前半夜的
观测会有一定影响。但15日凌晨辐射点会
升得非常高，而且那时月亮已经落下，届
时将是今年欣赏双子座流星雨的最佳时
机。双子座流星雨的流星体速度较慢，极
大持续时间长，火流星也不少，既适合目
视也很适合拍摄。

晨曦中寻找水星

今年水星共有7次大距，之前的6次可
谓“喜忧参半”，而最后这次还是很适合北
半球观测的。12月中旬，我们都有机会在晨
曦中找寻到它的踪迹。

本次西大距期间，水星与太阳的角距
离约为21°。由于赤纬高于太阳，如果是在
北纬40°地区观测，当天日出时它的地平
高度可达17°，观测条件非常不错。此外，
这次大距期间水星的亮度也有-0 . 4等，位
于天秤座和天蝎座天区附近，借助双筒望
远镜找到它应该不难。

小熊座下起流星雨

与双子座流星雨相比，小熊座流星雨
的流量就小得多了。每年它的活跃期是12
月的中下旬，在冬至前后迎来极大。根据
预报，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可能出现在北
京时间12月22日23时。

小熊座流星雨辐射点的赤纬可达76°，对
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都在拱极区内，常
年可见。因此大家不用担心看不到小熊
座流星雨的群内流星，但是要看到很多
也不太现实。小熊座流星雨曾在1945年和
1986年出现过两次“爆发”，当时极大的天
顶流量也只达到了50颗左右。而多数情况
下，我们每小时只能看到个位数的流
星。小熊座流星雨的母彗星为8P/Tuttle彗
星，下次将在2021年回归近日点。今年这
个流星雨预计不会出现爆发，而且极大
正好赶上满月，观测的条件也不太好。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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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垃圾越来越多

除了躲还有什么办法

自1957年第一颗人
造卫星升空以来，60多
年时间人类进行了4900
多次发射任务，已向太
空发射了6000多颗各类
卫星，但现役卫星数量
只有1000多颗，这意味
着其中很大一部分卫星
已成为太空垃圾在近地
轨道上飘荡。大量太空
垃圾环绕在地球周围，
成了探索宇宙空间的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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