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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2月4日0时15分左
右，一颗明亮的火流星如期而至，
在西伯利亚上空进入大气层。中国
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下简称紫
金山天文台）利用多台望远镜开展
预警观测，最终捕捉到撞击前42分
钟的图像。这是人类第11次成功预
警小行星撞击，也是2024年第4次
小行星撞击成功预警。

据了解，这颗来自太空的小
行星直径介于0 . 75米至1米之间，
最早由亚利桑那大学博克2.3米望
远镜于2024/12/03 05:55:16 UTC

（世界时）发现。撞击发生2小时后，
国际小行星中心共计收到全球64
个观测数据，发布正式公告给这颗
小行星编号为2024 XA1。

此次成功预警过程中，紫金
山天文台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
次事件中，我国处于监测的关键
地理位置。星历表显示，我国天黑
后就可以对这颗小行星进行后随
观测。紫金山天文台组织了位于
云南姚安观测站的0 . 8米口径姚
安高精度望远镜，位于青海冷湖
天文观测基地的2 . 5米口径墨子
巡天望远镜及0 . 7米口径多应用
巡天望远镜阵列开展组网跟踪观
测，从12月3日19时49分开始直至
23时33分，最终观测到撞击前42
分钟的图像。新疆星明天文台也
利用其口径0 . 5米HMT望远镜和
口径0 . 28米GY7望远镜开展了观
测。

根据国际小行星中心汇集的
全球观测数据，在小行星抵近过
程中，紫金山天文台预测其进入
大气层时间2024/12/03 16:15
UTC，位置60 . 80°N，118 . 98°
E，计算结果与国际小行星中心
公告结果相当。撞击发生2小时
后，国际小行星中心共计收到全
球64个观测数据，发布正式公告
给这颗小行星编号为2024 XA1，
并更新了小行星进入大气层的预
期位置60 . 5°N，119 . 0°E。

小行星撞击预警的成功案例
日益增加，得益于全球近地小行
星监测预警能力的不断提升。记
者了解到，紫金山天文台长期致
力于近地小行星的监测预警方法
研究和业务化运行能力提升，并
积极论证下一代近地天体监测预
警网建设，开展威胁预警、进入过
程监测以及陨落物分析等全链研
究，系统性提高我国近地小行星
监测预警能力。

小行星来袭！进入大气层前42分钟观测到
我国再次开展多站点组网观测，这是人类第11次成功预警小行星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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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系内，除了我们最熟知的行星、卫星等，太阳系还有一种天体——— 小行星。它是太阳系原始星
云在长成大行星过程中的中间产物，也被称为“太阳系建筑大厦的砖石”。小行星数量繁多，时不时还会
与地球“擦肩而过”。小行星如果撞击地球会造成哪些危害？我们能采取哪些预防措施？

小行星落到地面
会对人类构成威胁吗

据了解，目前已经发现的小行星
数量超过140万颗，它们通常在太阳系
中稳定运行，约90%已知小行星的轨道
位于小行星带。而有些小行星的运行
轨迹接近地球，被称为近地小行星，目
前已发现的近地小行星接近3万颗。大
约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千米的小
行星“撞击”了地球，引发了海啸、火山
爆发、地震，导致地球环境发生了巨变。
科学界认为，这次撞击很可能是恐龙
灭绝的原因之一。如今，人类依然对“天
外来客”保持警惕。

近年来，近地小行星频繁“造访”地
球，但大多有惊无险。2020年12月23日7
点23分，一颗“火流星”划过青海玉树和
西藏昌都交界的高空，后降落在地，此
次事件中无人伤亡。但是，由于小行星
进入大气层时可能与大气层发生剧烈
摩擦，有时会发生爆炸，爆炸产生的冲
击波对地面影响较大。2013年2月15日，
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发生小天体撞
击事件。天体在穿越大气层时摩擦燃烧
发生爆炸，产生大量碎片，导致当地建
筑窗户玻璃破裂，约1200人受伤。

专家介绍，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
的后果跟它的速度和质量有关。中国
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助理工程师徐
智坚表示，如果是一颗直径1千米的
小行星，可能就会引起全球性的灾
难；如果是一颗直径140米左右的小
行星，可能会对一个区域造成毁灭；
直径50米的话，可能是一个地方性的

影响。对于近地小行星，专家表示会
通过比较大口径、大视场的望远镜来
观察，在它靠近地球前几天或前几周
发现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

人类首次准确预测小行星撞地
球是在2008年，时年10月6日，美国哈
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和美国宇航
局宣布，格林尼治时间10月7日2时46
分，一颗编号为2008TC3的小行星由
苏丹北部上空进入地球大气层并发
生燃烧。事后观测表明，预计出的撞
击时间误差只有15秒。

然而，预警只是防御的第一步。
如何有效应对小行星威胁，减少或消
除撞击带来的灾难，成为航天领域的
新挑战。

中国防御任务计划选用
“伴飞+撞击+伴飞”模式

面对小行星威胁，无外乎以下几
种方法。炸：使用大量的炸药、导弹将
小行星炸碎；撞：通过主动撞击，就像
打桌球一样使其偏离轨道，消除对地
球的威胁；藏：如果对付不了飞驰而
来的小行星，那么只能在撞击到来前
尽快进入掩体躲藏起来，当然前提是
要有足够的预警时间。

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对地球构成
较大威胁，不妨尝试提前干预：不等它撞
我，我先将其撞出威胁范围。在这个背景
下，中国国家航天局提出了一项大胆的
计划——— 实施首次撞击小行星任务。

在2024年9月5日举办的第二届
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国
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嫦娥

七号任务副总设计师唐玉华提出了
中国首次小行星防御任务方案与国
际合作设想。“小行星撞击被列为威
胁人类生存的二十大灾难之首，未来
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事件极有可能发
生，我们必须构建起牢不可破的行星
防御安全网。”唐玉华说，中国正在用
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倡议，并
将于近期实施一次在轨的防御任务。

唐玉华介绍，中国计划采用“伴
飞+撞击+伴飞”的模式来执行这次任
务。这一策略包括三个阶段：

伴飞阶段：首先发射探测器，接
近目标小行星并进行伴飞，详细观测
和分析小行星的物理特性、轨道参数
和环境条件。

撞击阶段：在充分了解目标小行
星后，释放撞击器，利用其动能对小
行星进行撞击，改变其轨道或速度，
从而避免对地球构成威胁。

再伴飞阶段：撞击后，探测器将继
续伴飞在小行星周围，评估撞击效果，
收集撞击产生的数据，通过一次任务实
现“动能撞击+天基评估”，为未来的小
行星防御任务提供宝贵的科学依据。

根据设想，此次任务实施后，预
期可使目标小行星的速度增量大于
每秒一厘米，撞后一年内，小行星轨
道向偏离地球方向改变超900公里。
撞后将通过天地联合，开展小行星轨
道、形貌和溅射物变化的观测。

虽然小行星撞击已成为全人类
共同的潜在威胁，但随着观测预警能
力的提升，面对小行星的“造访”，公
众不必过于担忧。

本版稿件综合科技日报、央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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