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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概率不到两个月
从1%上升至2.25%

一颗被命名为“2024 YR4”的行
星在近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据报道，这颗小行星在2024年12月
27日由位于智利的“小行星地面撞击最
后警报系统”望远镜首次发现。在发现
该小行星后，专家最初估计的撞击概
率为1%。后来在欧洲航天局（ESA）发
布一系列计算结果后，这一概率提升
至1 . 6%。2025年2月10日，据中国科学
报消息，目前概率已达2 .25%。

为何撞击概率会在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内，就提升了1 . 25%呢？

四川省天文科普学会副会长曾阳
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
时表示，从动力学角度来看，小行星的
运动受到如其他天体引力、辐射压力
等多种因素影响；随着获取更多观测
数据，轨道模型会更加准确；通过合作，
各国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小行星运行信
息，进而提升撞击概率评估的可靠性。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行星环境
与宜居性研究实验室教授李荐扬还特
别提到，2024 YR4的轨道周期约为4
年，意味着每4年它会经过地球附近一
次。2028年经过地球时，使用雷达可以
精确测量小行星的位置和速度，从而
大幅提高轨道预测的精度。

在公布概率的同时，ESA还发表
了潜在撞击的估算日期，即2032年12
月22日。

自2025年1月以来，天文学家使用
多台大型望远镜，对其进行持续观测，
以进一步确定其大小和轨道。ESA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将其列
入风险监测名单首位，并协调全球天
文台进行追踪观测。

阿布扎比国际天文学中心副主席
兼国际小行星预警网络成员肖卡特·
奥德介绍，这颗小行星直径在40米至
100米之间，相当于一座足球场。

小行星撞击地球
可能带来哪些后果

据统计，目前已经发现了140多万
颗小行星，约90%已知小行星的轨道位
于小行星带。而那些运行时可能离地
球轨道很近的小行星，也就是近地小
行星，其数量接近3万颗。因数量巨大，
时不时还会与地球“擦肩而过”，小行星
又被称为“太阳系建筑大厦的砖石”。

提到小行星撞地球，人们可能会
联想到科幻电影里出现过的末日场
景：一个大火球从天而降，城市瞬间变
成废墟，火山爆发、海啸横行……

实际上，小行星的撞击后果跟它
的速度和质量有关。此前据央视新闻
报道，如果是一颗直径1千米的小行星
撞击地球，可能会引起全球性的灾难；
如果是一颗直径140米左右的小行星，
可能会对地球的某个区域造成毁灭；
直径50米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可能带来
地方性影响。

曾阳表示，以2024 YR4为例，直
径约100米的小行星若撞击地球，小行
星在大气层中高速运动时，会因摩擦
产生高温并发生爆炸。这种爆炸释放
的能量相当于数百万吨TNT当量，可
能导致剧烈的冲击波，摧毁方圆几十
公里内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

如果小行星直接撞击陆地，可能
会在地表形成一个直径约1千米、深度
数十米的巨大陨石坑。这种规模的陨
石坑会对周围地形造成显著改变，破
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若撞击点位
于海洋中，巨大的水体扰动会导致海

啸波迅速向四周扩散。
此外，撞击事件可能会释放大量尘

埃、烟雾和有害气体进入大气层，短期内
遮蔽阳光，降低地表温度，撞击产生的碎
片还会引发次生灾害。

“目前来看，担忧小行星撞击地球还
为时过早。一方面是概率本身很小，另一
方面，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数据也可能帮
助排除这种可能性。”李荐扬分析，2024
YR4小行星引发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极
低，因此无需过度担忧。

据了解，迄今为止唯一获得更高撞
击风险评级的小行星是“阿波菲斯”。
2004年，“阿波菲斯”撞击地球的概率为
2 . 7%，不过现在已经降低。2029年，这颗
小行星据估计将在距地球3 . 2万公里的
范围内经过。

联合国首次启动
《行星安全协议》

据参考消息，为应对2024 YR4可能
撞击地球带来的威胁，联合国首次启动

《行星安全协议》。
据悉，《行星安全协议》包含一整套

机制和需要遵守的准则，目的是让地球为
可能发生的小行星撞击做好准备。曾阳介
绍，核心内容涵盖：建立统一的监测网络，
实时跟踪潜在危险天体；制定紧急响应计
划，协调各国在发现撞击威胁时采取一致
行动；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帮助发
展中国家提升应对能力。

首批措施之一包括NASA的国际专家
小组和ESA的天文学家和空间专家召开会
议。ESA的最新估计略微提高了2024 YR4
这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从而推动
联合国启动《行星安全协议》。

在李荐扬看来，近地行星防御本身
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亦是一项关乎全球
安全的重要任务。

目前，动能撞击技术是讨论最多且
相对成熟的防御手段。2022年，NASA成
功 实 施 了“ 双 小 行 星 重 定 向 测 试 ”

（DART）任务，通过把速度极快的探测
器撞击小行星，成功偏转了小行星轨道。
新型的行星防御系统可能会在下一个10
年亮相，以对抗2024 YR4或其他可能撞
击地球的小行星。

无论是动能撞击、核爆防御、激光烧
蚀或是其他手段，这些积极防御措施都需
要提前发现并干预潜在威胁。然而，如果
小行星被发现时距离撞击地球的时间过
短，积极防御手段无法及时生效。李荐扬
表示，这种情况下，民防措施如人员疏散、
基础设施保护等将成为最后防线。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中国近年
来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近地小行星防御
的研究。一些长期从事小行星防御的业内
人士，也幽默自称为“地球守门员”。

近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了招
聘“行星防御岗”的公告。曾阳介绍，行星
防御主要是指通过监测、预警、拦截或偏
转等技术手段，防止近地小行星或彗星等
天体撞击地球的系统性工程。行星防御在
业内不算新兴事物，研究领域早已存在，
这次招聘是把以前分设的职能合并成了
专岗。

我国也有“小行星防御计划”。2024
年，中国深空探测实验室发布了中国首
次近地小行星防御任务方案与国际合作
设想，计划在2030年前后实施首个近地
小行星防御任务。

这项任务计划选用“伴飞+撞击+伴
飞”模式，当撞击器对目标小行星实施动
能撞击时，探测器对撞击过程进行全程
观测，并在撞击后继续开展撞击效果评
估和科学探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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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颗约有足球场
大的小行星，在不到两个月
的时间内，预计在7年后与地
球相撞的概率从1%上升至
2 . 25%。联合国为此首次启
动《行星安全协议》。这份协
议包含哪些内容？小行星撞
地球会带来什么影响？有无
规避的途径？

2月9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对话天文领域专
家，探寻背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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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
曾发生过有伤害的天体撞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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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6月30日，俄罗
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发生天体撞击
事件，爆炸能量相当于1000万-1500万
吨TNT炸药，摧毁了约2000平方公里
的森林。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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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9月5日零时39分，一颗直径约
1.2米的小行星以20千米/秒左右的速度
闯入地球大气层，在菲律宾东北侧约25
公里高度处解体爆炸。我国监测网首次
对预警小行星开展了接力追踪观测。
2024年12月4日0时15分左右，一颗来自太
空的小行星如期而至，在西伯利亚上空
进入大气层，在夜空中化为一颗火流星。
全球科学家密切追踪，我国也展开多站
点组网观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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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小行星直径约
0.75至1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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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央视、中国科技报等

近地小行星频繁“造访”地球
大多有惊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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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公布的小行星“2024 YR4”图片。

小行星7年后或撞地球
还专设“地球守门员”？

有必要设防御岗，但无需过度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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