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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是宇宙中的小不点，但在
这个夏天成为地球人关注的大热
点。先是日本的隼鸟2号探测器在
27日飞抵小行星“龙宫”，随后美国
奥西里斯－REx探测器将于8月飞抵
小行星“贝努”。

早在年初，英国《自然》杂志就将
小行星探测列为2018年值得期待的
科学事件。人类为何要探测小行
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郑永春对新华社记者说，这主要有三
方面原因：了解太阳系起源和演化、
防止小行星撞地球以及潜在的经济
价值。

第一，探测小行星有助于理解太
阳系的起源与演化。郑永春说：“小行
星是太阳系中各大行星和卫星形成后
的残留物，其历史几乎与太阳系一样
长。但因为体积比较小，自身没有演
化，非常好地保留了太阳系形成早期
的信息，不像地球因岩浆、火山等地质
活动而丢失了很多早期的信息。”

第二，探测小行星有助于防御小
行星撞地球。小行星是对地球有潜
在威胁的一种天体，因为轨道不太稳
定，容易受到其他行星，如木星等引
力的干扰，可能撞击地球。科学界目
前认为，约65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

就是小行星撞地球导致
的。所以必须了解小行星
的轨道等特征，判断它们撞击
地球的可能性，以及如何规避撞击。

第三，小行星有潜在的经济价
值。一些小行星上蕴藏着地球稀缺的
金属，价值较高，如果有能力捕捉一颗
小行星，或在小行星上开采，就有很大
商业价值，可推动商业航天发展。郑
永春说：“这方面已经不是天方夜谭，
有一些企业，如美国的行星资源公司，
已经在研发小行星采矿的技术。”

“因此，多个国家都开展了小行
星探测项目，”郑永春说，“我去日本
国立科学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了隼鸟
号小行星探测器带回来的小行星颗
粒，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小行星
采样并带回地球。”

隼鸟号是隼鸟2号的“前辈”，它
在2003年升空，2005年在小行星“丝
川”上着陆，2010年成功将样本带回
地球。但是，隼鸟号由于故障，未能
按原计划采集岩石，只采集到一些物
质微粒。此次隼鸟2号在靠近小行
星“龙宫”后，预计可能在10月前后
着陆，尝试采集岩石样本，以弥补“前
辈”的遗憾。

美国在 2016 年发射了奥西里

斯－REx探测器，这是美国第一个小
行星采样任务，它预计将于8月飞抵
小行星“贝努”。但与隼鸟系列探测
器的着陆采样不同，奥西里斯－REx
计划在慢慢飞近小行星后，在距离小
行星3米左右时伸出一个名为“一触
即走样本获得装置”的机械臂采样。

郑永春说，地球上的许多陨石是
小行星坠落后的碎片，将小行星样本
与陨石进行对比，会特别有意义和价
值。

他介绍，中国在陨石研究方面有
很好的基础，国家天文台等机构也有
对小行星等近地天体进行监测的基
础，再加上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中
国对小行星探测其实也有了很多的
技术储备和准备。中国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发布的《2016中国的航天》白
皮书在展望未来时就提到了小行星
探测。 （新华社记者黄堃）

小行星为何成为大热点

新华社电（记者华义）经过约 3 年半

的长途飞行，日本隼鸟2号探测器27日飞

抵目标小行星“龙宫”。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宣布，当

地时间 27 日 9 时 35 分（北京时间 8 时 35

分），隼鸟2号顺利抵达“龙宫”上空20千

米处的预定观测点，此时它距离地球约3

亿千米。

按计划，隼鸟2号将在观测点上开展

一段时间的观测，今年10月前后将首次

尝试在“龙宫”上着陆并采集岩石样本，之

后还将反复开展飞离观测及着陆采样。

小行星“龙宫”直径约1千米，被认为

存在含有水和有机物的岩石，与约46亿

年前地球诞生时的状态相近。科学家希

望通过分析采集到的“龙宫”样本，解答太

阳系形成和生命起源的若干谜题。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小行星采样探测

器是 2003 年日本发射的隼鸟号，它于

2010年成功将“丝川”小行星的一些物质

微粒送回地球。重约600千克的隼鸟2号

是隼鸟号的后继探测器，它搭载了撞击设

备，可有目的地撞击小行星形成“人工陨

石坑”，以采集小行星的地下物质样本。

隼鸟2号于2014年12月从日本鹿儿

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预计将在

“龙宫”附近逗留约一年半，2020 年返回

地球。

除了隼鸟2号外，美国2016年发射的

奥西里斯－REx 探测器预计将于今年 8

月抵达小行星“贝努”，然后于2020 年飞

临小行星表面取样，2023 年将样本送回

地球。

新华社电（记者刘阳 徐剑梅）汤森路透基金

会26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美国被列为全

球十大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美国在榜单上位列第十，其中在“女性面临性

暴力、性侵、性胁迫的风险”指标中位列第三。今年

3月26日至5月4日，研究人员走访了全球548名

关注女性权益的学者、医疗人员、非政府组织工作

者，要求他们列出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受访者普

遍表示，自从美国去年曝出好莱坞制片人温斯坦性

侵丑闻后，大量女性受侵害案例曝光，凸显了美国

在妇女保护方面的不足。其他上榜的国家还有印

度、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刚果（金）、也门等。

美被列入十大对女性最危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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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6月24日，隼鸟2号探测
器拍摄的小行星“龙宫”的影像。

这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提供的隼鸟这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提供的隼鸟22号探测器飞临小行星号探测器飞临小行星““龙宫龙宫””的电脑合成效果图的电脑合成效果图。。

新华社电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最

近报告说，他们通过观测“引力透镜”效

应，确认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星系

尺度上也成立。这是迄今在太阳系外

对广义相对论进行的最精确检验。

广义相对论问世100多年以来，已

经在太阳系内部得到了精确验证，但更

大尺度上的检验比较困难。新研究由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

克天文学研究所等机构人员开展，论文

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作用会使光

线弯折，就像经过透镜一样。星系的巨

大引力使其成为强有力的透镜，地球观

测者透过它们观察遥远天体时，会看到

光源发散成环状，称为“爱因斯坦环”。

研究小组选取了离地球最近的一

个强“引力透镜”——星系 ESO325－

G004，它离地球近 5 亿光年，在美国航

天局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到的照片中，

其引力使一个遥远星系呈现为近乎完

整的“爱因斯坦环”。根据环的尺寸可

以计算出“引力透镜”弯折光线的能力，

进而推算透镜星系的质量。

同时，研究人员利用欧洲南方天

文台设在智利的甚大望远镜观察这个

透镜星系，根据其中恒星的运动特征

计算星系质量。两种方法算出的质量

相同，显示广义相对论在星系尺度上

也适用。

根据当前的标准宇宙模型，神秘莫

测的暗能量占据了宇宙的大部分质

量。此前一些学者提出了与广义相对

论有所不同的引力理论，试图抛开暗能

量来解释宇宙加速膨胀的现象，新研究

显示这些理论不成立。

广义相对论在星系尺度上获精确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