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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造成人员伤害的有关问题(1) 
— — 化学武器与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情况介绍 

何跃忠 丁 日高 

近几年，我国居民不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伤害，使得化学武器危害问题 

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现将有关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造成人员伤害的有关问题作一系列报道。 

1 化学武器简述 

1．1 化学武器的意义：为杀伤对方有生 力量和牵制对方军事行动而使用的各种化学战 剂(或称军用毒剂)、 

弹药及其施放器材，统称为化学武器(chemical weapon)。可以分为化学战剂和化学弹药。 

1．1．1 化学战剂：化学战剂(chemical warfare agent)系指用于战争目的、具有剧烈毒性、能大规模毒害或杀 

伤敌方人、畜和植物的各种化学物质。目前所指的化学战剂主要是军用毒剂，简称毒剂(chemical agent)。现 

阶段全世界装备或贮存的重要化学战荆不过十多种。常见毒剂种类可分为神经性毒剂、糜烂性毒剂、窒息性 

毒剂、全身性毒剂、失能性毒剂5大类。旧称“刺激性毒剂”的刺激剂，又称“控爆剂”、“防爆剂”，现 已不列入军 

用战剂范畴 。 

1．1．2 化学弹药：化学战剂装填在各种武器弹药内就成为化学弹药(chemical ammunition)。早期使用的化 

学弹就是普通的炮弹 ，只是将弹体内装填的大部分炸药换 成化学战剂，品种也比较单纯。半个 多世 纪以来，随 

着武器制造工艺技术的发展，化学弹药的品种和型号显著增多。目前军队装备或拥有的化学弹药及其施放器 

材，按其构造、作用和用途可归纳为3大类，即毒剂弹、毒烟发生器和布洒器。其中毒剂弹有手榴弹、化学地 

雷、迫击炮弹、加农炮弹及榴弹炮弹、火箭弹、导弹弹头、航空炸弹、集束炸弹等多种类型。2O世纪7O年代，美 

国研制出能生成沙林、维埃克斯和中毒挥发性毒剂的二元化学武器(binary chemical weapon)，即装填于二 

元化学弹药弹体内的无毒或低毒的化学武器，在投射过程中迅速混合，反应生成毒剂。 

1．2 化学武器的特点：化学武器 不同于常规武器，具有以下特 点：①毒害作用大：化学武器的杀伤作用主要 

来源于毒剂的毒害作用。毒剂弹的弹片可造成创伤或复合伤。②中毒途径多：毒剂可通过呼吸道、眼睛、皮肤、 

消化道和伤口等各种途径直接使人中毒，也可以污染地面、粮食、水源和武器装备等，间接引起人中毒。⑧杀 

伤范围广：染毒空气可随风扩散到一定距离和空间范围，侵入防护不严的工事、坑道 、车辆、坦克和建筑物 内， 

伤害隐蔽的有生力量，但不破坏各种建筑和物资。④杀伤作用长：依照毒剂理化性质的不同，化学武器施放后 

至完全失去毒害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少则几分钟至几十分钟，多则几小时至几E1．甚至长达十几El或更长 

的时间。⑤ 受多种 因素影响：化学武器的使用及其杀伤作用受各种因素影响 和制约，有较大的局限性。例如 ： 

对有防护训练和防护准备的军民．化学武器的杀伤成力和牵制作用大为削弱 ；大风、大雨和大雪都 影响化 学 

武器的使用；各种地形、地物也直接影响化学武器 的杀伤作用范围和毒剂持久性 。 

1．3 化学武器的使用：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化学战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 4月 22 El。德军为 了突 

破英法联军在比利时伊珀尔的防御阵地，使用了预先布设的 6 000具装有氯气的吹放钢瓶，导致英法联军约 

15 000人中毒，近 5 000人死亡。随后，英、法等国也相继使用化学武器，化学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争期 

间，因化学毒物中毒而伤亡的人数约1O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使用了化学 

武器，其中包括植物杀伤剂，使农作物、丛林遭到破坏。在 1980～ 1988年进行的近 8年两伊战争中，伊拉克 

与伊朗的化学战足足打 了6年 ，伊拉克首先使 用了化学武器。据报道 ，两伊可能使 用的化学战 剂包括神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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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剂、糜烂性毒荆、全身性毒剂、窒息性毒剂和刺激性毒剂。目前，随着军事工业与技术的发展，各种精确制导 

武器等现代常规武器的相继出现，使传统的常规武器不可与之相提并论，但是，化学武器并没有失去其应有 

的价值。通过两伊战争化学战和海湾战争不难看出，化学武器仍未失去其独特的军事价值。 

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情况 

2．1 日军化学武器发展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军为了侵略和扩张的目的开始发展化学武器，主要 

侵略 目标是中国与苏联。1918年El本陆军省兵器局设立临时毒气调查委员会，聘请 32名委 员，开始研究化 

学战问题。1919年 日本陆军成立陆军技术本部，下设陆军技术研究所，其中第 2科 负责化学战研 究。1925年 

6月，日本陆军技术研究所研究出二苯基乙二酮、法国芥子气和光气，并进行野外试验。1927年日本开始生产 

化学武器，确定了化学战勤务编制。同年，日军装备防毒面具。1930年日本化学工业初具规模，开始进行毒剂 

弹空投试验 ，同年 1O月，日军镇压 台湾雾社地区高山族起义时，曾派飞机空投催泪剂炸弹。1932年，伪满洲 

国建立，日本陆军成立习志野学校，专门培养化学战军官、士官。1937年驻扎在齐齐哈尔的关东军技术部设 

立化学兵部。1939年 8月，关东军化学部第516部队(齐齐哈尔研究所)建立，负责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试 

验和训练。该部队建制 250人左右。1918— 1937年的2O年间，随着日本扩张计划的逐步展开，日本成功建 

立 了包括研究、生产、训练和作战等一整套化学战体 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将大量开发和研制的化学 

武器用于侵华战争，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中国军民使用毒剂2 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 

2．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种类：资料显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曾生产过 746万发毒气弹，除没能研制出 

神经性毒气外，几乎研制和装备了世界各国所装备的所有毒气。日军在华遗留的化学武器共有 4大类约 

1O种，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二苯氰砷、氢氰酸、二苯基乙酮、苯氯乙酮和三氰化砷等 8种标准毒气。 

截止目前，共发现日军230万件化学武器，120吨化学制剂。日军的毒气兵器种类繁多，除各种毒气航弹、炮 

弹外，主要还有毒气筒、布毒器、布毒车、毒气钢瓶等。为了与普通弹药区别，日军在化学弹剂上印制了红色、 

蓝色及其他几种颜色的标志带。日军在中国大陆使用最多的毒气就是被称为“红色”的砒霜类毒物联苯化砷。 

具体的毒剂种类见表 1。 

表1 日本遗弃化学毒剂种类 战后被 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对中国人 

民的危害和中国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迄今 为止，日军 

遗弃在中国土地上的化学武器已经造成了多起伤及无 

辜的事件。由于没有日方提供的资料，我国很难搜寻到 

所有日军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使得我国境内无辜 

者受威胁的几率大大提 高。为此 ，坚持以人为本，全 面 

普及防护知识，妥善处置发现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及 

时救治受毒剂伤害的患者，已成为当务之急。 

(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2005—08—01) 

(本文编辑 ：李银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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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学会2005年危重病医学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i 

i 北京医学会2005年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年会将于2005年12月17—18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将邀请国内 ； 
2外知名危重病医学专家作专题报告。届时，欧洲危重病协会将委派专家对与会代表进行“危重病人紧急事件处理培训课 

i程”的演示。为进一步推动危重病医学的发展，鼓励中青年医师积极开展基础及临床研究，本次年会将举办论文报告会，； 
：会议组委会将进行优秀论文评选。欢迎ICU界医师踊跃投稿，参加会议。 i 
i 征文内容包括严重全身感染、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ICU镇静、休克复苏、出凝血功能障碍、危重患者营养支持以及 ： 
：组织灌流与氧代谢的监测、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肺复张技术等。征文要求 ：2005年 12月前未在正式刊物发表 

j的论文。论文全文及中文摘要打印稿及电子版文件(Word格式)各1份。投稿请寄：北京东单三条甲7号，北京医学会周 ： 
捷收，邮编100005。征文截稿日期：2OO5年10月17日。 i 

-． (北京医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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