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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公映的好莱坞科幻片《2012》再次引发我们对天灾的忧虑。就在上月8日，一颗小行星在印度

尼西亚上空的地球大气层中爆炸，所幸离地面较高……这就是人类的最大威胁——小天体撞地球。 

 

灾难片大腕艾默里奇执导的好莱坞大片《2012》已全球公映。影片中，地核逐渐融化，地壳剧烈变

动，火山猛烈爆发，海啸扑面而来，喜马拉雅被淹到了山顶…… 

 

近日，由该片激起的“2012年是世界末日”的说法在互联网上谣传，从而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日

前，美国宇航局（NASA）的著名天文学家莫里森已对这一说法做了反驳，并认为它根本就没有事实依

据。 

 

然而，人类遭遇天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发现》杂志曾经评出威胁人类生存的21世纪20大危

险，其中小天体撞击地球位于首位。同时在联合国认定的世界四大突发灾难中，小天体撞击地球也居于

首位。 

 

记者特别联系了知名学者周海中，后者为中山大学教授、斯坦福预测研究所顾问，主要从事数学、

天文学及交叉科学方面的研究。 

 

南都周刊：什么是小天体？据说它们曾与地球相撞，并给地球造成过创伤？ 

 

周海中：小天体通常是指太阳系内围绕着太阳运转但不符合行星和矮行星条件的天体，主要包括小

行星、彗星、流星体和其他星际物质。 

 

地球从形成至今已有46亿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发生过无数次小天体撞击地球的事件。据统

计，近1亿年来，地球遭到小天体撞击造成直径大于1公里的陨石坑就有1万处之多。由于地球大气层的

保护，体积和质量小的小天体往往在坠落地面之前就已燃烧殆尽，但大的就给地球造成灭顶之灾。 

 

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质量为100亿吨的小行星撞到地球表面上，也就是现在墨西哥尤

卡坦半岛东北沿岸地区；据专家估算，这一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爆炸威力的50亿倍，造成

当时全球气候、环境、生态的灾变，使称霸世界的恐龙及其他生物种类灭绝。 

 

1490年4月4日中午，一颗直径约5米的流星体撞到我国甘肃庆阳地区；当时正逢清明时节，不少上

中山大学教授周海中解读小天体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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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的人被陨石碎块击中，据地方志记载“击死人以万数”。 

 

1908年6月30日凌晨，一颗直径约50米的彗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5公里处爆炸，其爆

炸威力相当于2000万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所产生的冲击波夷平了几百平方公里的森林。 

 

上月8日，一颗直径约10米，运行速度为每秒20公里的小行星在印度尼西亚苏拉西岛南部上空的地

球大气层中爆炸，释放出的能量有3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幸运的是，由于爆炸的高度在地面以上

20公里左右，因此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顺带一提，撞击释放的能量大小取决于小天体的体积、质量、密度、飞行速度、结构特征、撞击角

度等。 

 

南都周刊：科学界对小天体与地球相撞这一问题有什么新研究？ 

 

周海中：根据历史记录和科学预测，小天体与地球相撞只是时间问题。直径10公里的小天体平均每

隔1亿年会与地球相撞一次，直径1公里的小天体撞击地球的概率是10万年一次，直径100米的小天体撞

击地球的概率是每1万年一次。 

 

在接近地球轨道的地方，据NASA近地天体项目办公室的数据，有765颗直径大于1公里的近地小行

星，5886颗各种大小的近地小行星。当你算上近地彗星时，各种大小近地天体的总数就会达到5968颗。

这样的近地小天体无论是撞上陆地，还是击中海洋，都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浩劫。 

 

前不久，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数学家霍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由于近地小天体的威胁，

人类必须移民到其他适宜生存的行星以摆脱灭亡的命运。 

 

目前已知的对地球威胁最大的近地小天体是“阿波菲斯”小行星，其直径为400米；一旦它撞上地

球，将释放出比广岛原子弹高10万倍的能量。据专家测算，“阿波菲斯”小行星将于2029年和地球“擦

肩而过”；由于它的轨道被地球引力改变，它将于2036年重新“光临”地球，并很可能撞击地球，相撞

的概率高达三十七分之一，是有史以来发现的小天体中危险等级最高的。目前全球有100多个研究小组

在从事“阿波菲斯”的太空任务研究，希望在它接近地球时能降低或排除相撞的可能性。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科学家都举行各种有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共商应对办法。目前NASA、

欧洲宇航局和一些相关机构都在加强对那些最可能危及地球的小天体进行监控跟踪。大空“千里眼”—

—哈勃望远镜也在不间断地监视它们的“活动”情况。（2008年在苏丹上空爆炸的小行星只有几米大，

因此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有人看见它冲过来。） 

 

南都周刊：如何避免小天体撞地球？人类有何防御措施？ 

 

周海中：要避免“杀手”小天体撞地球，首先应该建立全球性的联测网和预警系统，操控世界各地

的望远镜以探测并跟踪可能给地球造成伤害的小天体；其次制定一个所谓应对它们的应急计划；再次应

该配备更先进的观测设备，培养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材，做好这方面的科普宣传工作。 

 

任何机构或个人一旦发现“杀手”小天体，应该及时向国际天文学联盟（IAU）报告；经核实后，

由IAU上报UN的有关机构；最后，由UN向各成员国通报，并组织全球的科技力量来采取防御措施。 

 

目前已知的对“杀手”小天体进行防御的方法有好多种。一种是摧毁，用核武器炸掉它或改变它的

运行轨道，但麻烦的是运载核武器的火箭必须在发生相撞前7年发射，而且爆炸可能把它变成许多更小

的“杀手”，把这些放射性物体抛入不可预测的轨道。或者，用超强红外激光将它摧毁成对地球无害的

小碎块。 

 

另一种办法是改变其飞行方向。比如用航空器给它施加压力；在它的表面插入一种像火箭那样的装

置，利用反作用力推动它改变飞行方向；用镜子、灯甚至油漆来影响它吸收太阳光和热量，通过热能的

变化改变其轨道（这种方法见效比较慢，需要20年左右）；还有用火箭把一面巨大的太阳帆发送到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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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上面，张开的太阳帆就吸收由太阳放射的光子，而光子产生的压力把它逐渐推离原来的轨道…… 

 

不过，所有的方法现都停留在理论设想阶段；是否可行，还要靠将来的实践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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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5 21:42:11 匿名 IP:122.66.115.*  

４６亿年了地球并没有撞坏！ 

［回复］

2009-11-25 17:51:20 匿名 IP:218.21.242.*  

只有死路一条。。 

躲在防核的地洞里也难逃一死 

如果是上千公里直径的 那就更不需要去防核地洞里了 

［回复］

2009-11-25 13:52:01 匿名 IP:121.33.190.*  

好文!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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