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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 6 月 30 日上午，在一个大

都是鄂温克族原住民和俄罗斯拓荒者

居住的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的偏远地

区，见到了一长条亮光划过天空。十

分钟后，出现一道闪电和轰隆声响，伴

随着强力的冲击波将数百英里外的窗

子都震碎。有一位名叫谢苗诺夫(Ser-

gei Semenov)的农夫正在离震中 40 英

里外吃早餐，是少数亲眼目睹整个事

件的人之一。他回想说：“突然在树林

之上的天空好像裂成两半，整个北方

的天空看起来完全覆盖在熊熊火焰

中。那时，我感觉到极大的热浪，好像

我的衬衫着了火似的。”之后传来巨大

的声响和“强烈的撞击”，谢苗诺夫发现自己从椅子

上弹落到数英尺外。

全球各地的地震仪都记录到这次的震动，有些

地方甚至测到里氏五级的强度。之后好几天，亚洲

和欧洲的夜空都发出亮光，而美国的史密松天文物

理台(Smithsonian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和威尔

逊山天文台(Mount Wilson Observatory)都连续好几

个月测到大气透明度骤速降低，因为爆炸后空气中

全是悬浮尘粒。

虽然媒体，特别是俄国的报纸都报导了的这个

惊人的爆炸，但第一次成功科学分析爆炸现场的勘

探却是十多年后的事。俄国矿物学家库利克(Leo-

nid Kulik)所领导的团队于 1921 年到通古斯河流

域，为苏联科学院做调查，听到许多当地人描述当

年的爆炸。他相信爆炸是由巨大的陨石所引起，也

许可以将陨石铁矿回收，他以此说服苏

联政府资助爆炸地区的勘测，然而西伯

利亚荒野恶劣的情况阻碍了他的团队

抵达事发地点。

1927年，库利克团队又艰苦地抵达

通古斯，还雇用当地的鄂温克族猎人带

领他们到撞击地点。抵达后，他非常惊

讶，因为看不到撞击陨石坑。不过，有

一 5英里长条区域的树木烧焦了，所有

的枝条被炸掉，但树仍笔直的立着。相

似的景象也发生于 1945年原子弹在日

本广岛市爆炸后，科学家估计通古斯大

爆炸所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大约185个

同样的核弹。更远处，树木从爆炸中

心呈辐射状式的倾倒。

在接下来连续三次的探测中，库利克注意到几

个小坑洞泥塘，以为是陨石坑洞，但当他终于把其

中一个泥塘坑洞(绰号“苏斯洛夫坑”Suslov crater)

的水排掉后，洞底的一株老干证明并非陨石坑。他

的团队还照了几张空拍照，虽然底片已于1975年被

销毁(是苏联倡议销毁有害的硝酸盐影片的一部

分)，照片却是小心地保存下来，以为将来研究用。

当地原住民将大爆炸归咎于雷神阿哥达(Ag-

da)要惩罚鄂温克族内部的争执，他们将爆炸地点视

为圣地，狂热地保护它，防止外人入侵，而这也是花

了将近 20 年才有第一次科学勘探抵达的一个原

因。科学家们在随后的数十年将发生爆炸的原因

缩减为两个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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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科学家下结论说，在大气中爆炸的物体是

一颗彗星(可能是恩克彗星，Comet Encke)。此概念

最先由英国天文学家卫波(F. J. W. Whipple)于1930

年提出，支持此假设的部分原因是爆炸后观察到的

明亮天空。引起亮光的尘土与粒子可能是分解的

彗尾残留。2010年勘探队使用透地雷达研究通古

斯现场，找到了形成苏斯洛夫坑巨大冰块的证据，

符合彗星的假设。批评此理论的人辩称，沿这么浅

层轨道运行通过大气的彗星在进入更低层大气前

就应已分解了。拥护慧星者反击说，它也可能是一

颗死彗星，有着坚硬的外层，使它直到抵达低层大

气时都能保持完整。

时至今日，大家有强烈的共识，认为引起通古

斯大爆炸最有可能的是一颗像小行星的天体，这个

理论因2001年的一份研究而加强，它说明此天体有

83%的几率(基于通古斯天体的大气轨迹的轨道模

型)来自小行星带，于类似小行星的轨道运行。一

份2013年从现场取得的碎片分析，以及事发地点的

树脂研究都出现许多常见于岩石小行星中的物质，

也都为此物体是一颗铁陨石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至于缺少坑洞，这小行星可能在穿过大气时因压力

和温度遽增而崩解，力量太大以致于天体没有显著

的残余留下来。

也许小行星理论最好的证据来自于 2013 年 2

月 15 日在俄罗斯乌拉地区(Ural district)一颗相类

似，但稍小行星的爆炸，冲击波很强也足以震碎窗

子。科学家确定它由一颗直径 17~20米，重量大约

11, 000吨的小行星所引起的。

(本文转载自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

“CASE 报科学”，网址 http://case.ntu.edu.tw/blog/?

cat=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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