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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探测之所以在最近几年受到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重视，是因为随着科
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家们越来越认
识到探测小行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探测小行星能揭示生命起源，促进
基础科学发展。因为小行星是 46亿年前
太阳系形成时残留下来的初始行星体，
保存了太阳系形成时的大量珍贵信息。
探测小行星可认识太阳系的最初物质组
成，更好地研究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

探测小行星能促进太空工业发展。
据悉，每年有900多颗小行星与地球擦身
而过，其中不少蕴藏铂、钴、铑、铱、
锇等珍稀金属和铁、镍等矿产资源，它
们可以成为潜在的“地外矿藏”。

探测小行星能为保护地球安全，建
设行星防御体系奠定基础。探测近地小
行星，深入了解近地小行星的运动及属
性，有利于研究、开发出防止近地小行
星撞击地球的新方法和技术，包括验证
轨道偏转等小天体防御技术的可行性，
为地球自身的安全做好预测和防范，避
免人类重蹈当年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恐
龙灭绝的灾难性后果。

探测小行星还能成为深入探索太空
的基石。小行星可作为载人登火星的中
转站，因为小行星引力小，从那里出发
去深空其他星球比较容易。另外，其上
有丰富的水资源，它可直接用于航天员
生活或分解成氧和氢，供航天员呼吸或
作为星际飞船的燃料使用，帮助人类探
索更遥远的太空世界。

小行星探测是空间探索的前沿热
点，同时也是高门槛的深空探测任务。
小行星形状不规则，平均直径只有千米
量级，地貌复杂，引力微弱，表面温差
大。探测难点是“微弱引力、未知环境
不确定”等。近年来，全球掀起了小行
星探测的新热潮，由此促进了小行星探
测新技术的争奇斗艳。

行星探测为何受青睐行星探测为何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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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关于小行星的那些事
最近，欧洲航

天局正式宣布，将
与美国航空航天局
共同进行人类首个
全面的小行星防御
演示任务——“小
行星撞击和偏离评
估”项目。

近年来关于小
行星的各种探测项
目都十分活跃。据
介绍，中国小行星
探测任务也正在进
行论证工作，拟完
成近地小行星伴
飞、附着、取样返回
和主带彗星近距离
绕飞。

美欧共同实施的“小行星撞击和偏离评估”项目示意图。右上是欧洲的“赫拉”空间探测
器，左下是美国的“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空间探测器。

探测灶神星和谷神星的美国
“黎明”探测器示意图。

隼鸟2号登陆龙宫小行星想象图。

顾名思义，小行星是太阳系内类似行星环绕
太阳运动，但体积和质量比行星小得多的天体。

2006年，科学家们定义了行星、小行星、矮
行星。像地球就是行星，基本独居，围着太阳
转，外形比较圆等。比较典型的矮行星就是谷
神星，它们是‘群居’的，运行轨道里还有一堆天
体小伙伴。

至于小行星，比起前两者来，简直就是一群
怪模怪样的小家伙。小行星也围着太阳转，但形
状都不是圆形，而且外形奇形怪状，有大有小。

据统计，截至2019年8月，已知的潜在威胁
小行星数量超过2000颗，约占近地天体数量的
10%，其中有超过150颗小行星的直径大于1公
里。从1990年至今，经过全球天文学家调查，
潜在威胁小行星数量已经增长了10倍。

据《北京日报》、中新网

“小行星”到底是个啥

嫦娥2号拍摄的图塔蒂斯小行星。

从 20世纪 90年代至今，美国
和日本已先后研制和发射了多个专
用小行星探测器。它们采用绕、
落、回的方式对目标小行星进行了
较为细致的探测，获得了大量有价
值的科学数据。

早在 1996 年，美国就率先发
射了世界首个小行星探测器“尼
尔 ”（意 译 为 “ 近 地 小 行 星 交
会”） 探测器。它于 2000年进入
爱神星小行星轨道，这是人类航天
器首次成功地进入围绕小行星运行
的轨道。“尼尔”用相机、激光测
距仪和无线电科学实验设备等仪
器，确定了爱神星的尺寸、质量、
密度和磁场及岩石成分。在探测任
务结束之际，“尼尔”于2001年首
次以硬着陆的方式降落到爱神星的
表面，结束了长达 5 年的太空之
旅。在这 5年中，“尼尔”绕爱神
星飞行了1年，共拍摄了16万幅图
片，搜集了比科学家原先计划多
10倍的数据，大大超过了预期。

日本也不甘示弱，于 2003 年
发射了“隼鸟”小行星探测器。它
于 2005年飞抵离糸川小行星 20千
米的预定轨道，观测糸川小行星表
面情况，收集其成分和地形数据。
此后又两次成功在糸川小行星表面

短时间着陆，采集其表面的岩石样
本。其采样方式是通过着陆时产生
的撞击，吸入飞溅起来的碎石。最
终，“隼鸟”携带小行星样品于
2010年返回地球，使日本成为世
界上首个拥有在月球之外的原始小
天体上着陆、取样并携带其样品返
回地面技术的国家。

美国则在 2007 年发射了首个
用离子推进器完成实用型科学探测
任务的“黎明”小行星探测器，玩
儿了一个“一石二鸟”，即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5 年先后探测 2 颗小
行星——灶神星和谷神星。目前，

“黎明”仍在谷神星轨道运行。
日本在 2014 年 12 月 4 日又发

射了隼鸟2号小行星探测器。它是
更先进的小行星取样返回探测器，
探测目标是龙宫小行星，因为该小
行星上可能有含有机物质和水的岩
石。

隼鸟2号采用了别开生面的轰
击小行星表面的技术，来探测小行
星的内部，进一步确认龙宫上含矿
物质、水和有机物的情况。它于
2018 年 6 月进入龙宫小行星轨道
后，先对该小行星进行近距离详细
观测。接着，向小行星表面投放跳
跃式巡视器和小型着陆器。然后，
对小行星表面进行采样。“隼鸟”
只采集了10毫克样品，隼鸟2号拟
采集100毫克以上样品。后者在龙
宫附近运行 1年半，完成任务后，
已于 2019年 11月飞离龙宫；再用
约 1 年时间，即 2020 年末返回地
球。

2016年 9月 9日，美国首个小
行星采样返回探测器——“奥西里
斯-雷克斯”升空，目标是对贝努
小行星进行采样返回探测。它于
2018年8月抵达贝努，并在环绕贝
努的轨道上对其进行全球表面成像
观测，展开为期两年的科学研究。
美国已于 2019年 12月选定了贝努
小行星采样点，在2020年8月，该
探测器将使用机械臂末端的采样器
采集60克至2千克的贝努表面风化
层样品，2023年把样品带回地球
供科学家研究。贝努是富碳小行
星，科学家预测这颗小行星在
2169年-2199年间撞击地球的概率
为 0.071%，撞击地球的危险性目
前排在第二位。

美日已经先行一步美日已经先行一步

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事
件，向地球人敲响了警钟，要加速研究如何防
止近地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方法和技术，因为小
行星撞击地球是世界四大突发巨大灾难之一，
早晚有一天会猛烈撞击地球。为此，科学家很
早就开始研究如何防止小行星撞击地球。

今年11月，欧洲航天局正式签署协议，将
与美国联手实施人类首个全面的行星防御演示
任务——“小行星撞击和偏离评估”的项目。

其初步计划是，美国在 2021年 7月发射
“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空间探测器，它于
2022年 10月到达迪迪莫斯双小行星系统 （由
一颗直径775米的迪迪莫斯小行星和一颗直径
为 165米的天然小卫星组成），随后俯冲撞击
其中的天然小卫星。地球上的望远镜将观测这
次撞击如何影响天然小卫星及其迪迪莫斯小行
星的轨道，以评估“动能冲击器”偏转小行星
策略的有效性。

2023 年或 2024 年，欧洲航天局将发射
“赫拉”空间探测器，它于两年后进入迪迪莫
斯双小行星系统。“赫拉”上的两颗立方星将
收集有关迪迪莫斯小行星的各种数据，观察高
速撞击小行星后产生的影响，其中的“小行星
勘察器”立方星用于研究两颗小行星的内部结
构和表面成分，“禹文塔斯”立方星则用于研
究天然小卫星的结构和引力场。

美欧合作实施防撞击项目美欧合作实施防撞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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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3日，执行完探月任务的嫦

娥2号探测器通过变轨在深空与图塔蒂斯小行
星交会，并用星载监视相机对该小行星进行了
光学成像，这不仅是我国首次实现对小行星的
飞越探测，也是国际上首次实现对图塔蒂斯小
行星的近距离探测，使我国成为第4个探测小
行星的国家。

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小天体探
测项目技术负责人黄江川介绍，中国小行星探
测任务正在进行论证工作，拟完成近地小行星
伴飞、附着、取样返回和主带彗星近距离绕
飞 。 我 国 将 发 射 一 个 探 测 器 环 绕 小 行 星
2016HO3飞行，择机附着小行星表面、采集
小行星样品，返回地球附近释放返回舱，将样
品送回地球。随后，探测器将继续飞行，借助
地球和火星引力到达主小行星带，对主带彗星
133P开展原位探测。

黄江川说，据地面观测推测，小行星
2016HO3自转很快，大约半小时转一周。小
行星结构通常较为松散，要在快速转动的小天
体上着陆，难度很大。完成对这个近地小行星
探测后，探测器还要飞往主带彗星 133P，这
两个探测任务之间的衔接难度也不小，探测工
作颇具挑战性。

中国小行星探测任务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探测任务正在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