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又一颗近地小行星

与 地 球 擦 肩 而 过 。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发布消息称，长约 70至 160米的小行星

SP1约在 10月 3日达到与地球最近距离，为 587

万公里，是地月距离的 15倍。尽管这个距离看

起来不算很近，但一旦小行星与地球相撞，可

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地球附近，直径大于 140 米的小天体约

有 8000个，超过 1公里的大约 800个，它们的轨

道比较复杂，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撞上地球。

近年来，如何应对“天外来客”的威胁，保卫地

球免受“飞来横祸”，早已成为公众关注的话

题。不过科学家发现，小行星撞击除了带来灾

难，也有福祉。

一批“小行星造”钻石
够全世界用300年

18.5 亿年前，一颗小行星落在如今的加拿

大境内，事后挖出的撞击坑直径达 100 多公

里。在近日举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星’征

程”论坛上，嫦娥工程第一任首席科学家、中科

院院士欧阳自远介绍，如今这个坑里有全世界

最大的铜矿和镍矿，对加拿大经济发展产生了

重要作用。

这并非个案。欧阳自远说，南非盛产黄金

和钻石，但这些资源几乎分布在一个 19亿年前

形成的撞击坑周围。此外，俄罗斯最近在西伯

利亚发现了一个 70万年前形成的撞击坑，由于

该处地层中碳含量很高，在撞击造成的高温高

压环境下，碳转变成了钻石。据俄罗斯科学家

估计，这些钻石可供全世界使用 300 年。“现在

这个地方已经开挖，我相信钻石大概要降价

了。”欧阳自远说。

我国计划2034年将一
颗小行星带回地球

钻石诚可贵，生命价更高。相信谁也不会

为了挖矿方便，而希望有小行星落在自家门

前。为了既避免灾难又获得资源，有科学家设

想“抓”一颗小行星，让它在地球附近运行，供

人类开采开发。

2013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曾提出“抓捕小

行星计划”，打算对近地小行星实施勘测、捕

捉、取样、研究，甚至将其作为深空探测的中

转站。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科院也发布了一项航

天研究工程，计划在太空中捕获一颗小行星并

且将其带回地球。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研究员李明涛向媒体透露，该工程计划将一颗

重达几百吨的小行星带回地球，一则利用它进

行各项太空实验，二则使威胁地球的小行星变

成可用资源。

根据该计划，我国将建造一艘携带巨型

“网兜”的飞船，靠近小行星后将其“罩住”，并

拉着它靠近月球轨道，最终使它安全落在内蒙

古四子王旗附近。

“可供开采的小行星很多，科学家已经物

色到合适的目标。”欧阳自远说。记者了解到，

我国科学家选中了一颗距地球约 1 亿公里、直

径约 32公里，重达数百吨的小行星，其富含金、

铂、铜、铁和镍等矿物资源。科研团队计划

2029年发射飞船，2034年把它带回来。

人类终需在其他星球
上继续繁衍

除了眼下对小行星的防范和利用，天文学家

考虑人类命运的时间跨度达到几十亿年量级。

中科院院士、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建生认

为，即使可以逃脱小行星撞击，地球上的所有物

种最后也必定要全部毁灭，因为再过几十亿年，

太阳将演化成红巨星，其表面会膨胀到把整个

地球都吞没。“天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保

卫地球上的人类免受灭顶之灾。”他说，唯一能

够挽救人类基因的是科学。

“科学技术大概不可能挽救地球上几十亿

人的生命，但是有可能挽救人类的基因。”陈建

生说，离地球毁灭还有很长时间。在这么长的

时间里，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可能通过星际航行

把极少数人迁移到别的星球，从而保留人类基

因，使人类在别的星球上继续繁衍。

他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也只有一个

共同的宇宙。探索、开发宇宙必须集全人类智

慧才能完成使命。这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真正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除了灾难除了灾难，，它们还可能带来钻石它们还可能带来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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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地天体进行普查搜巡，探测、发现出没

于地球轨道附近的小天体，对其进一步监测并精

确定轨，是预测撞击时间、地点和概率的基础。

1994 年彗木撞击后，美国、欧洲、日本、俄

罗斯先后成立国家近地天体监测预警中心；

2013 年联合国外空委为加强全球协调工作组

建国际小行星预警网和空间任务咨询小组。

目前对于近地天体的观测主要依靠地基光电

设备和地基雷达。

“根据太阳系小天体形成和演化模型推算

的近地天体数量，全世界现在已经完成了全部

直径超过 1公里近地天体的探测与编目。”李明

说。更大口径光电设备实现 90%以上直径超

过 300米近地天体的探测，然而，单纯依靠地基

系统无法系统性普查直径在 140米左右甚至更

小的目标。李明解释，“地基系统受大气、台址

位置、观测相位角的制约以及更大视场光电设

备建设成本的约束。”

“人们通过观测认识小行星是从其亮度开

始的，随后是形状，最后认识大小、密度、材

质。”从事了十几年小行星地基监测工作的中

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赵海斌表示，但

目前小行星的物理特性数据还相当匮乏，需要

建立近地天基系统实现更精确监测和对更小

目标的监测。

资料显示，在天基系统建设方面美国是先

行 者 ，其 部 署 的 近 地 天 体 红 外 探 测 望 远 镜

（NEOWISE）迄今已监测了多颗小行星及彗

星，是地基监测网的重要补充；2017 年 NASA

立项的最新一轮发现计划中，入选项目之一

NEOCam 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天基系统开展

近地天体巡天；美国 B612 基金资助的“哨兵红

外望远镜项目”则试图发现直径 50米以下的近

地天体。此外，加拿大 2013 年发射的“近地目

标监视微小卫星”（NEOSSat）50%的工作时间

用于探测、监视近地天体并确定其轨道。

全局监测：完成近地小天体编目

本报记者 付毅飞

今年 6 月，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发生火流星

事件，多个村寨成为陨石的坠落点。后经专业

机构研究发现，它来自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

星带，已经 45 亿岁了。幸运的是，这次火流星

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陨落的陨石非常

具有科学研究的意义。

直径较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一般会造成

严重的灾难。“一颗直径 25 米的小行星撞击地

表相当于 100万吨 TNT炸药爆炸的效果，而广

岛原子弹只相当于几万吨 TNT 炸药。”李明认

为，小行星撞击地球是小概率、高风险事件。

天文学上定义，轨道在距离太阳 1.3 天文

单位（1 天文单位为日地平均距离，约为 1.5 亿

千米）范围内，且与地球轨道距离小于 0.3天文

单位的天体为近地天体，是近

地 小 行 星 和 近 地 彗

星的集合。其中直径大于 140米且距离地球轨

道最小距离在 0.05 天文单位范围内的潜在撞

击威胁天体对地球构成直接威胁。

如果从地球的视角看，十几万颗小行星在

不远处高速穿梭，如同不远处的“枪林弹雨”，

偶尔会有“子弹”飞来击中自己。

“目前发现的潜在碰撞威胁小行星有1927颗。”

李明说，但这个数目还不到模型预估总数的1/3。

“虽然概率很小，但是威胁巨大。”李明说，

近地天体撞击地球会对全球环境、经济以及地

缘政治造成严重灾难，是可能毁灭人类的重大

潜在威胁。撞击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撞击天体

的大小、材质和撞击速度。当天体抵达地球

时，与地球的相对速度高达每秒十几甚至几十

公里，其携带的巨大动能在

短时间内急剧释放，

发生空中爆炸或

地面撞击。

例如，

地球危局：近2000颗小行星产生威胁

“离开这块该死的石头”是《苍穹浩

瀚》中小行星带居民们的口头禅。在因

同名美剧火爆的科幻书中，小行星带

已经成了人类可移居的殖民地。

如果说，移民小行星带还停留

在科学幻想阶段，但现在人们已经

开始对小行星的资源进行初步的了

解。而“到石头上去”是现今地球人

执着推进的深空探测任务之一。

李 明 等 在 其 评 述 报 告 中 写

道，近距离探测小行星包括“飞越

探测”“绕飞-附着-采样”“偏转-

操控-利用”等低中高级 3 个阶段。

目前，美、欧、日先后完成了小行星飞

越、近地小行星绕飞、近地小行星取样

返回、彗星撞击等标志性任务。

资料显示，我国首次的小行星飞越观

测由嫦娥 2 号月球探测器在 2012 年 12 月

13 日完成。嫦娥 2 号月球探测器在完成探

月既定任务的同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从

日地拉格朗日点飞越小行星的轨道转移，成

功飞越 4179 图塔蒂斯小行星并拍摄图像，最

近飞越距离为 770 米。这个高度低于已建成

的迪拜塔的高度，可谓贴地飞行。

如果说“拍照”和“采样”是回答有什么的问

题，那么资源开发技术将回答能做什么的问题。

小行星的探测工作发展到高级阶段后，

对资源的开发将需求更多的能源。在地球语

境下可以理解为：“挖矿需要电”。

如何利用小行星上的资源成为人类“一

日千里”地迈向小行星的关键。李明举了个

例子，太阳能电池的 3D 打印技术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如果 3D 打印硅基材料可在小行星

上得到应用，“探测器仅需要携带原材料和模

型电子文件，着陆后打印生成所需各种结构，

甚至也可从小行星就地取材。”李明说，这样

可以避免飞行时搭载构型复杂的设备，大大

简化探测器构型和力学设计。

开发利用：仅是拍照、采样还不够

光谱志近地小行星近地小行星：：
地球不得不防的地球不得不防的““近邻近邻””
本报记者 张佳星

10月 5日，日本“隼鸟2号”探测器团队公布了小行星龙宫的最新近照。照片来自刚刚

登陆龙宫表面的第三个探测器——移动小行星表面侦察登陆器（Mascot）。按照计划，

Mascot将分析小行星的表面特性，包括其矿物成分和磁场。

与人们熟知的八大行星和冥王星相比，对小行星的探测起步较晚。“1994年发生的‘彗

木撞击’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各国那时纷纷开展对近地天体的监测预警研

究。”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李明介绍，而目前研究较少的小行星则是太阳系中数量最

多的天体，这些天体中离地球较近的近地小行星存在与地球发生撞击的可能。

有石自深空来，会对人类产生多大影响？人类如何对小行星的轨迹进行追踪并最终实

现预测和开发利用？日前，香山科学会议召开第634次学术讨论会，探讨相关问题。

2013 年 2 月 15 日一颗直径约 20 米的小行星在

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上空发生爆炸，间接造成

3000 余间建筑物受损，1600 余人受伤，经济损

失约 2 亿元人民币。而 6500 万年前一颗直径

10 公里的天体撞击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

沿海的事件被认定是恐龙灭绝的直接原因。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就进入了 10月。在这如诗画般的美好季节，万

物尽显此生最美艳的色彩。但对于我们头顶的星空来说，会进入短暂的平静

期。入夜后，夏夜壮阔的银河在落日后匆匆西沉，而冬夜明亮的繁星也只会在后

半夜才升起。此刻主导秋季夜空的，是一群活跃在古代神话中的王族星座，有代

表国王的仙王座、代表王后的仙后座、代表勇士的英仙座和本篇文章的主角，被

称为“神仙姐姐”的公主星座——仙女座。

仙女座是全天 88 星座之一，位于大熊座的下方，在飞马座附近。仙女座是

希腊神话中的安多米达，仙女的头为壁宿二，是飞马座四边形的其中一只角；腰

带上为全天第 55 亮星的奎宿九。仙女座之所以声名在外，是因为在它的中心，

有个夜空中非常著名的星系——仙女星系 M31（又称仙女座星系）。

说仙女星系著名，是因为它非常容易被观察到。它直径约为 22 万光年，距

离地球约 254万光年，所以在秋季夜空的东北方向，在仙后座“W”开口方向的反

向不远处，就能基本确定它的位置。仙女星系的总星等为 4等，单位面积的亮度

平均为 6等，在晴朗无月的夜晚，用肉眼就能可见像一小片白色云雾的它。要是

通过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就能看出它那柔和的银白色椭圆形状。

仙女星系是一个典型的旋涡星系，但是由于它是侧面朝向我们，所以不容易

看出它一条条的旋臂。通过口径大一些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出它的一些结构，

比如它的核心特别明亮，并且越往中心部分越明亮，还可以看出一部分旋臂、黑

色的尘埃线等。另外还可以看到它的两个矮星系伴侣：在 M31核心南面的是呈

圆形的、很密集的椭圆星系 M32，在 M31 西北边的是略微暗弱一点儿但比 M32

更大且长的椭圆星系 M110。还有许多银河系内的比较暗弱的恒星充满了这一

天区，为仙女星系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在人类认识宇宙的过程中，仙女星系曾发挥了重要作用。18 世纪，人们在

天空中发现了模糊的延伸天体，将其称为星云。随着对银河系认识的深入，天文

学家们对银河系的大小、这些星云是否位于银河系内，以及星云的实质是什么展

开了讨论。有科学家认为，他们观测到的旋涡状星云是气体星云，还有一些科学

家认为它们是恒星系统。这引发了天文学史上著名的沙普利-柯蒂斯争论。争

论过程中，沙普利和柯蒂斯两位天文学家都用仙女星系 M31中的新星来确定距

离。很明显，如果其距离远远超出了银河系的范围，问题便迎刃而解。

1923 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将仙女星系的外

围部分分解为单个恒星，并在其中证认出造父变星，计算出其距离远远超过银河

系大小。沙普利-柯蒂斯争论如此才有了最终结论：那些被称作星云的延伸天

体位于银河系之外，实际上是和银河系一样的恒星系统，也即星系。仙女星系因

此成为人类确认的第一个河外星系。

仙女星系是少数光谱蓝移的星系之一，它以大约每秒 300 公里的速度靠近

太阳。如果考虑太阳系在银河内的速度，将会发现仙女星系以 100—140 公里/

秒的速度接近银河系。即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会和银河系发生碰撞。

2015 年的观测数据认为，银河系可能正在以每秒 200 公里的速度靠近 M31。即

使会发生碰撞，也是几十亿年后的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星系会合并成一

个更巨大的星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太过遥远的事情，不足为虑。

由于肉眼可见，目标明显，因此仙女星系也成为了众多天文爱好者观测和拍

摄的目标。与普通星野拍摄不同的是，拍摄 M31仙女星系需要长焦段的镜头或

者望远镜，同时为了消除地球自转的影响，需要配备赤道仪。拍摄完成后，一般

要采用多张叠加的方式，来获得更好的画质和图像效果。

秋夜如水，挑个晴朗的夜晚，在自家后院架起望远镜，去一睹“神仙姐姐”的

芳容吧。

仙女座：
它改变了人类对星系的认识

王俊峰

仙女座中的仙女星系M31 李鹏摄

（拍摄参数：佳能 6D，600mm，主镜锐星 CF90，赤道仪艾顿
CEM25P，ISO12800, 单张曝光59秒，13张叠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