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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公布小行星“采石”方案
旨在为本世纪30年代载人登火星奠定基础

NASA 的ARM 计划将从一颗小行星表面攫取一块岩石，并将其带回地球轨道，供宇航员研究。图片来

源：NASA

本报讯 美国宇航局（NASA）负责小行星重定向任务（ARM）的官员于3月25日宣布，该局已经决定将

从一颗小行星上“扯下”一块岩石，并将其送回地球附近的轨道，而不是像之前说的那样，俘虏一整颗

小行星。

这项斥资12.5亿美元的项目计划于2020年12月发射升空，它将把一架机器人航天器在2022年送至与

一颗小行星“约会”的地点。当在这颗小行星的表面着陆后，航天器将攫取一块直径几米的岩石。

航天器随后将环绕这颗小行星运转约400天，此举旨在测试一个保卫地球免遭灾难性小行星撞击的方

法：利用航天器自身的引力场巧妙地改变小行星的轨道。

接下来，航天器将把这颗获得的岩石于2025年带回到地球附近的轨道。最后，作为为一个可能的火

星探测任务作准备的一部分，宇航员将在25天的时间里，使用计划用于火星之旅的“猎户座”太空船，

在这颗岩石附近逗留并展开考察。

在一次电话会议上，NASA副局长Robert Lightfoot解释说，与将小行星“打包”带回地球的想法相

比，挖掘一块岩石的做法预计将多花费1亿美元，但这对于开发今后用于火星探测的技术而言具有重要价

值。

此外，Lightfoot表示，“打包”任务可能只有一次机会捕捉它的目标，而攫取岩石的航天器在选择

一个目标之前，将有机会提前对小行星展开调查，并且在获取一块岩石的过程中还可以进行几次尝试。

“可以把这项任务归结为，当我到达那里时，有多个目标供我选择。”Lightfoot说，“在我看来，

对于我们想要完成的任务而言，这样更有价值。”

Lightfoot表示，ARM目前主要的目标是一颗直径450米的含碳C型小行星，名为2008 EV5。而其他两

颗候选小行星则是Bennu和Itokawa，而正在进行的搜索工作预计将在ARM发射之前每年找到一至两颗候选

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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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Lightfoot列出的任务时间表，NASA将于2019年决定选择哪颗小行星为目标，2020年12月发射无

人航天器。抵达目标后，航天器将在小行星所谓“晕轨道”上绕转一年左右，选择并利用机械臂采集一

块直径4米的岩石，然后将其推入到稳定的绕月轨道上。2025年，两名宇航员将乘坐“猎户座”太空船，

前往探索这块巨石。

NASA解释说，该任务将用来测试防止小行星撞地球的被称为“引力拖拉机”的防御技术，即利用无

人航天器牵引小行星偏离轨道。此外，宇航员将穿着专为深太空任务设计的新宇航服在飞船外采集巨石

样本，新宇航服的性能将受到检验。

天文学家表示，它们对于C型小行星具有内在的兴趣，因为从未有人类探测器接近过此类小行星。由

于全部由原始的含碳物质构成，因此这种小行星比其他的小行星更为黯淡。

图森市亚利桑那大学月球与行星实验室主任Tim Swindle指出，有些C型小行星可能含有水合矿物

质，甚至水冰。他说：“它们绝对有潜力成为一颗‘脏版’的彗星。”

Lightfoot说：“从小行星捕捉一块巨石这一方案将对美国未来的深太空载人任务有着直接影响，并

开启太空飞行的新时代。”

ARM从2013年开始实施。NASA认为，这一计划对美国实现本世纪30年代载人登火星的目标至关重要。

但也有科学家对该项任务表示质疑，他们主要是担心其成本可能最终威胁到科学任务本身，尽管ARM

的最初设计是为了证明NASA的载人航天计划的能力。

迄今为止，已有两个科学项目正在计划造访一颗C型小行星。2014年12月，日本航天局发射了隼鸟2

号探测器，打算在2020年将几克小行星物质带回地球。而在2016年，NASA计划发射OSIRIS-REx探测器，

其目标是在2023年至少将60克小行星物质带回地球。

而美国国会的立法者们同样对ARM持怀疑态度，正是这些人将作出是否资助ARM的最终决定。（赵熙

熙）

《中国科学报》 (2015-03-30 第2版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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