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地球宛如一叶扁舟，在星辰的海洋里孤

独前行。然而，近期一则消息让不少人心中泛起波澜：有一颗小行

星被监测到，其撞地球概率竟达 3.1% ！这一数据乍一听令人惊恐，

但深入探究便会发现，其实无需过度慌张，因为这仅仅是一个估

值，而且人类的防御系统早已在紧锣密鼓地部署之中。

神秘来客：小行星“ ”
这颗引发关注的小行星名为“2024 YR4”。它在 2024 年 12 月

才被人类敏锐的天文观测设备捕捉到踪迹，如同一位神秘的不速

之客，闯入了人类的视野。其直径范围大约在 40 - 100 米之间，虽

然在宇宙天体中，这个尺寸或许不算庞大，但对于地球而言，这样

的“小个头”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2024 YR4”有着独特的运行轨迹，它环绕太阳一周需要耗费

4年的时间，其轨道横跨了地球与木星之间广袤的空间区域，并且

每 4 年就会穿越一次地球轨道。这样频繁的“擦肩而过”，无疑增加

了它与地球发生碰撞的可能性，也使得天文学家们对它的一举一

动格外关注。

潜在威胁：难以承受的灾难
一旦这颗小行星真的撞击地球，所带来的破坏力将是毁灭性

的。科学研究表明，它撞击时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 500颗广岛原子

弹同时爆炸，或者等同于 770万吨 TNT炸药的威力。如此巨大的能

量释放，倘若在空中爆炸，极有可能重现通古斯大爆炸般的恐怖场

景。1908年的通古斯大爆炸，摧毁了西伯利亚大片的原始森林，其

爆炸产生的能量相当于 10 - 15 百万吨 TNT 炸药，而“2024 YR4”的

威力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是小行星直接撞击地面，以其能量推算，可能会形成一个直

径超过 1公里的巨大陨石坑。想象一下，这样规模的撞击足以瞬间

摧毁一座中型城市，无数生命将消逝，城市的基础设施、文化遗产

等都将化为乌有，其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等方面造

成的冲击将是难以估量的。

根据现有的观测和模拟计算，这颗小行星若撞击地球，其高风

险的着陆带横跨南美洲北部、非洲至南亚的赤道地带，这一区域涵

盖了墨西哥西海岸、印度孟买等众多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旦撞击发

生在这些地方，伤亡和损失将难以预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地球

表面大部分被海洋覆盖，从概率上来说，它坠入大海的可能性相对

更高。尽管如此，即便落入海洋，引发的巨大海啸也可能对沿海地

区造成严重的破坏。

数据迷雾：概率的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给出的 3.1%撞击概率看似是一个确定的数值，但实

际上，这个数据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一概率是天文学家们基于有限

的观测数据，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和算法推算出来的。由于对小行

星的观测时间较短，我们掌握的关于它的轨道参数、质量、形状等

信息还不够精确和全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 2028年新一轮观测窗口开启后，

天文学家们将有机会获取更多关于“2024 YR4”的数据。这些新的

数据将被纳入到计算模型中，从而对其撞击概率进行更准确的修

正。回顾历史，2004 年发现的“毁神星”阿波菲斯，在最初的观测

中，它撞击地球的概率曾高达 2.7% ，一时间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

注和担忧。但随着后续更多的观测数据积累，科学家们对其轨道有

了更精确的了解，最终排除了它在未来百年内撞击地球的威胁。由

此可见，目前“2024 YR4”的 3.1%撞击概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估值，

未来极有可能发生变化。

未雨绸缪：全球防御行动
面对小行星可能带来的威胁，全球各国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

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构建起防御小行星撞击的防线。

在国际合作方面，国际小行星预警网（IAWN）与空间任务规划

咨询组（SMPAG）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IAWN 就像一个庞

瞭大的宇宙 望塔，汇聚了全球各地的天文观测数据，通过对这些数

据的实时分析和共享，及时发现潜在威胁的小行星，并向全球发布

预警信息。而 SMPAG则专注于制定应对小行星撞击的任务规划和

策略，协调各国的资源和技术力量，共同商讨应对方案。

在技术手段上，人类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22 年，NASA的

DART任务堪称一次伟大的壮举。在这次任务中，NASA发射了一

艘航天器，成功撞击了一颗名为“迪莫弗斯”的小行星，通过精确控

制撞击的力度和角度，成功改变了这颗小行星的轨道。这一实验的

成功，不仅验证了通过航天器撞击来改变小行星轨道的可行性，也

为未来应对类似威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技术支持。

中国在这一领域同样不甘落后，计划于 2027年开展类似的小

行星撞击实验。此外，中国还部署了“复眼”雷达系统，这一系统犹

如一双双锐利的眼睛，时刻监测着天空中的小行星动态，为提前发

现潜在威胁提供了有力保障。除了撞击改变轨道这一方法外，引力

牵引、激光烧蚀等方案也在科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之中。引力牵引是

利用航天器与小行星之间微弱的引力作用，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逐

渐改变小行星的轨道；激光烧蚀则是通过发射高能激光束，使小行

星表面物质受热蒸发，产生反作用力来改变其轨道。

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完全消除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风险，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合作的日益紧密，我们有理由

相信，人类有能力应对这一潜在的威胁。当我们仰望星空时，不

再仅仅是对宇宙的敬畏和好奇，更增添了一份保护

地球家园的责任和信心。在未来的日子里，科学家们

将持续关注“2024 YR4”以及其他潜在威胁的小行

星，不断完善防御系统，为地球的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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