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06

国际

日本二战时
有个秘密武器研究所
制造炸弹企图袭击美国

一部名为《陆军登户研究所》
的纪录片近期在日本上映并引起
较大反响，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期一处秘密武器研究所重新置
于公众关注下。这处研究所不仅
制造过企图袭击美国的炸弹，还伪
造过中国货币配合对华“经济战”。

登户研究所的正式名称为“陆
军第九技术研究所”，1937年建于神
奈川县，主要任务是研发用于间谍
或偷袭行动的各式武器，包括生化
武器。研究所人员最多时超过1000
人，后因美军轰炸频繁而转移他处。

日本共同社报道，登户研究所
研制过的另类武器包括“气球炸
弹”，用没有任何推进或导航设备
的氢气球装载炸弹。这种气球炸
弹依靠太平洋上空的高空气流，从
日本将炸弹“飘送”到美国本土。

在走向战败的最后两年，日本
在福岛县、千叶县和茨城县等东部
地区将共计 9000 颗气球炸弹送入
空中。其中一些炸弹飞到美国本
土并造成一些伤亡。除了杀伤性
武器，登户研究所还研制过危害性
并不逊色的其他“武器”，其中就包
括假币。 据新华社电

世卫机构首次认定
大气污染致癌
污染危害与烟草、紫外线和石棉等相同
量化到每个人致癌概率不高 但危害难以避免

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在报告中说，有充足
证据显示，暴露于户外空气污
染中会致肺癌，而且患膀胱癌
的风险会相应增加。

报告说，接触颗粒物和大
气污染的程度越深，罹患肺癌
的风险越大。尽管大气污染物
成分以及人们与污染的接触程

度因地点不同而差异明显，报
告给出的结论仍适用于全球所
有地区。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对物质致
癌性的评估分为4大类，由轻到重
依次为第四类的“不大可能对人类
致癌”、第三类的“无法界定是否对
人类致癌”、第二类的“可能或很可
能对人类致癌”以及第一类的“对

人类致癌”。
这家机构先前已将大气污

染中的一些成分界定为第一类
致癌物，比如柴油尾气，但这是
第一次将大气污染作为整体列
为第一类致癌物。由此，大气污
染在致癌方面的危险程度已经
与烟草、紫外线和石棉等致癌物
处于同一等级。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17日发布报告，首
次指认大气污染
“对人类致癌”，并
视其为普遍和主
要 的 环 境 致 癌
物。有专家认为，
量化到每个人，大
气污染的致癌几率
不高，但危害在于
几乎难以完全避免
这种可能。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专家说，在人口密
集且工业化发展迅
速的经济体，人们
面临的大气污染威
胁显著加大。这份
报告向国际社会传
递一个强烈信号，
即迫切需要采取有
效措施，减少影响
人们工作和生活的
大气污染。

根据这一机构现有的最新
统计数据，全球 2010 年因肺癌
死亡的患者中，22.3万人因大气
污染患癌。报告还提及，人们

面临的大气污染威胁近年来
“显著加大”，这一问题在人口
密集且工业化发展迅速的经济
体尤其突出。

“ 将 大
气污染列为

‘ 对 人 类 致
癌 ’是 重 要

一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负
责人克里斯托弗·怀尔德说，

“有一些有效方法能减少大气
污染。鉴于全球范围内人们
普遍接触这种污染，这份报告
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强烈
信号，应立即采取行动。”
据新华社电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专家此
前召开了为期一周的工作会
议，就大气污染物致癌性审议
了来自全球五大洲研究机构的
1000 多篇最新论著，最终做出
上述认定。

作为世卫组织负责癌症研
究的权威机构，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专著大纲”的致癌评估被
视作“致癌物百科全书”。

按照专家斯特拉伊夫的说
法，大气污染是“最重要的环境
致癌物，甚于被动吸烟”。不
过，斯特拉伊夫强调，就个人而
言 ，大 气 污 染 构 成 的 风 险

“低”。但是，大气污染的主要

成因普遍存在，难以避免，包括
汽车尾气排放、发电站、工业和
农业排放等。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
授弗兰切丝卡·多米尼奇认为，
量化到每个人，大气污染的致
癌概率不高，但危害在于几乎
难以完全避免这种可能。

“难以避免”

中方召见日本驻华大使
严厉谴责日内阁成员拜鬼

继17日安倍晋三以“内阁总理
大臣”之名自费献上“真榊”供品
后，18日上午，“大家一起来参拜靖
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组织又有 159
名国会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大家一起来参拜靖国神社国
会议员会”是日本国会议员的一个
跨党派组织，组成人员多是日本政
坛重磅人物，包括现任首相安倍晋
三，三位前首相和若干前任、现任
内阁大臣等。该参拜组织的成员
几乎涵盖日本所有党派，包括执政
的自民党、5 个在野党及无党派所
属的议员。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内阁
成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当日
上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已
经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了严
正的交涉，向日方表示了强烈的不
满和严厉的谴责。 据《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