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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过的小行星已无威胁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5项研究

结果，主要是在描述人类发射的一个仅

高尔夫球车大小的DART探测器，在撞

击了一颗与金字塔差不多大小的小行

星Dimorphos后，被推算检测出的各种

数据。大致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被探

测器撞过的小行星已确认“不会对地球

构成威胁”。

“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是指NASA

在2021年12月发射的一个航天探测器

要完成的一个主动行星防御技术测试

任务。在这个任务中，探测器去撞击

了一组双小行星中的一颗，并成功导

致小行星改变了原有的运行轨道——

使它围绕另一颗小行星运行的轨道缩

小，现在运行一周的时间比撞击前快

了33分钟。

研究者们将探测器的轨道数据与

小行星撞击前的表面照片结合起来，发

现探测器在与小行星相撞后，使预测重

达43亿公斤的小行星Dimorphos喷射

出至少100万公斤的岩石碎片。撞击

后，探测器已“尸骨无存”，但小行星上

那些碎片则令小行星形成了一条“尾

巴”，延伸了数万公里。在数周时间内，

人类的各种望远镜观察到这条尾巴在

太阳光线下的移动和变化，其中哈勃太

空望远镜甚至还发现了小行星的第二

条尾巴，但在撞击18天后便消失了。

这次任务算是顺利完成，而相关研

究结果表明，像这样的DART探测器可

能是保护地球免受小行星撞击的可行

方法。如果探测到一颗可能有危险运

行轨迹的小行星正朝着地球飞来，那么

人类也有办法撞击它，并可能使其轨道

偏离地球。

天文学家们还通过观测到的各种

数据证明，这组双小行星在改变了相应

运行轨道后，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应该

都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

据悉，欧洲航天局已计划于2024

年发射一颗“Hera”探测器，大概在2027

年抵达这组双小行星所在区域，以开展

更加深入的科学探测，包括撞击给小行

星所带来的动量和撞击陨坑的形态，以

全面评估此次撞击的“效率”，从而提高

人类对于如何最有效地改变小行星轨

迹的实践经验。同时，人们对这组双小

行星的观测还将持续，直到它们远离地

球无法被望远镜观测到为止。

“宇宙虫”2040年还会再来

但就在三个月前，一颗看起来像长

条虫一般造型的小行星2011 AG5掠过

了地球。

人们早已经预测到它并不会带来

撞击的危险，但它离地球的距离也会相

当近。2月3日，这颗被人们称为“宇宙

虫”的小行星在离地球约180万千米的

时候，又逐渐远离。

领导这次观测的科学家之一的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首

席科学家兰斯·本纳说：“在行星雷达观

测到的1040个近地天体中，2011 AG5

是我们见过的长宽比最大的天体之

一。”2011 AG5长得的确很怪异，它就像

一条虫，长约500米、宽约150米，虽然

实际大小其实与美国的帝国大厦相当，

但它已成为行星雷达迄今为止观测到

的最细长的小行星之一。

它早在2011年就被人类发现，这

次近距离接触，科学家又对它进行了密

切跟踪。戈德斯通太阳系雷达对2011

AG5的观测结果显示：这个小行星的两

个半球之一大而宽的凹面外，似乎还具

有隐约可见的暗区和亮区，这表明小行

星可能拥有几十米宽的小型表面特征；

如果用裸眼观察这颗小行星，它看起来

会像木炭一样黑；它的自转速度较慢，

需要9个小时才能完全旋转一周。

戈德斯通雷达的观测还提供了小

行星绕太阳轨道的关键测量值。这些

相当精确的距离测量，也可以帮助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近地天体研究中心的

科学家去研究如何改变小行星的轨道

路径。最近，他们又得出一个结论：

2011 AG5每 621周天会绕太阳公转一

次，到2040年会再次与地球发生非常

近距离的接触，届时它将在大约110万

千米之外，即地月距离的近三倍。按此

推算，届时它仍会“安全地掠过地球”。

它或许能通过“特殊通道”

但也有人提出问题：小行星在地球

附近有个“特殊通道”，一旦从中飞过，

就可能会与地球相撞，那这颗“宇宙虫”

届时是否会通过这个“特殊通道”呢？

这个“特殊通道”是指一个叫做“重

力锁眼”的特殊位置。它其实是小行星

与某个大天体之间形成的特殊引力区，

又被称为“引力眼”。当小行星靠近大

型天体时，都会产生一个属于它的特别

位置，小行星在引力牵引时，如果能够

到达这个位置，那么它的下一次靠近就

有可能会通过这个特殊的位置，从而改

变它的运行轨迹，撞向大型天体并成为

其一分子。

2011 AG5在2月3日靠近地球时，

人们预测到它与地球之间的“重力锁

眼”位置是在距离地球300万千米的位

置，区域直径大概为100千米。如果它

进入了这个区域，就可能在2040年2月

5日再次来到的时候，使它与地球相撞

的几率达到1/625——这个几率表明它

与地球相撞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只要几

率在万分之一以上，人类就必须要考虑

采取针对性行动了。

其实当小行星离地球的距离比这

个“重力锁眼”离地球的距离更近时，小

行星已经极有可能会被地球引力捕获，

从而开始围绕地球旋转了。好在，如今

2011AG5已飞离地球，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根据掌握到的各种数据声称：“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接近地球，所

以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它都不会对人类

构成真正的威胁。”这说明它这次虽然

离地球距离够近，却没有进入这个区

域，但很难保证它下一次靠近地球是否

会刚好进入这个区域。尤其是它的长

条形造型，令其运行模式可能会产生让

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文图均据羊城晚报

第122254次实验！不久前，中国有

“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

变实验装置（EAST）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成功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

403秒，对探索未来的聚变堆前沿物理

问题，提升核聚变能源经济性、可行性，

加快实现聚变发电具有重要意义。

“一团耀眼的白光从山脉尽头升

起……”在科幻小说《三体》中，太空飞

船核聚变发动机发出的光芒如同太

阳。利用核聚变等技术，人类走出地球

家园，成为真正的太空文明。

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之所以能

发光发热，是因为内部的核聚变反应。

核聚变能源的原材料在地球上极其丰

富，且排放无污染，如果能造一个“太

阳”来发电，人类有望实现能源自由。

但要造出能实用的“人造太阳”，需

要上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超过千秒的

连续运行时间和1兆安的等离子体电

流，挑战极大。为此，全球科学家们已

努力70多年。

形如“巨炉”，一腔“热火”胸中涌。

EAST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拥有

类似太阳的核聚变反应机制。

经过十几年聚力攻关，EAST成功实

现稳态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403

秒，刷新2017年的101秒世界纪录，实

验现场一片欢腾。

“Shot:122254。”EAST控制大厅屏

幕上的数字显示，这是历经十二万多次

实验取得的成功。

“这次突破的主要意义在于‘高约

束模式’。”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

涛说，高约束模式下粒子的温度、密度

都大幅度提升，“这为提升未来聚变电

站的发电效率，降低成本奠定了坚实物

理基础。”

据悉，EAST装置上有核心技术200

多项、专利2000余项，汇聚“超高温”

“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超大

电流”等尖端技术于一炉，共有上百万

个零部件协同工作。这次成功突破，离

不开等离子体控制、加热、壁处理、先进

诊断等技术提升和内真空室改善。

目前，下一代“人造太阳”中国聚变

工程实验堆已完成工程设计，未来瞄准

建设世界首个聚变示范堆。

据新华社

撞偏小行星，人类就能自救？
□克莉斯汀

403秒！中国“人造太阳”获重大突破

日前日前，，专业科学杂志专业科学杂志《《自然自然》》发表了五项研究发表了五项研究，，详尽描述了去年详尽描述了去年99
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NASA））完成的一次完成的一次““双小行星重定向测双小行星重定向测

试试”（”（DARTDART））的结果的结果，，称这次测试成功改变了小行星的飞行轨道称这次测试成功改变了小行星的飞行轨道，，或可对未或可对未
来被观测到可能撞上地球的小行星进行人为干涉来被观测到可能撞上地球的小行星进行人为干涉，，化解地球的灾难化解地球的灾难。。

而就在三个月前而就在三个月前，，有一颗长相奇特的小行星有一颗长相奇特的小行星““20112011 AGAG55””掠过地球掠过地球，，它它
离地球表面的飞越高度仅约为离地球表面的飞越高度仅约为180180万千米万千米，，略低于月球与地球之间距离的略低于月球与地球之间距离的
五倍五倍。。根据各种观察数据根据各种观察数据，，人们相信它还将于人们相信它还将于20402040年重返地球年重返地球，，因其长宽因其长宽
比超过比超过33的细长条造型的细长条造型，，有科学家认为它到时仍有可能穿过一条有科学家认为它到时仍有可能穿过一条““特殊通特殊通
道道””撞向地球撞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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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拼贴图展示了行星雷达对
2011 AG5的观测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