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久野島毒氣資料館 

 

大久野島毒氣資料館於 1988 年建立，主要展示於 1929 年成立，並於 1945 年二戰

結束後停止使用的化學武器工廠的相關內容。在 1984 年之前，日本國民幾乎無人知曉

日軍曾製造毒氣。 

這座小資料館的第一個展廳聚焦於日本帝國陸軍為了在大久野島開發化學武器而實

行的祕密項目。島上的工廠製造芥子氣和催淚瓦斯，此外還生產諸如將燃燒彈掛在氫氣

球下的「氣球爆彈」，這種被叫作「ふ号（Fugo）兵器」的廉價武器，其開發目的是借

助太平洋上空的氣流將炸彈投放到美國的城市。 

此處展廳還著重展示化學武器工廠危險的工作環境以及毒氣對人體的影響。橡膠衣

褲、防毒面罩、手套和靴子並不能完全隔絕空氣，毒氣仍可乘虛而入，對人體皮膚、眼

睛和喉嚨造成損傷，許多工人都因化學暴露而飽受痛苦。展品包括生產、儲存毒氣的裝

備，以及當時工人們的筆記本和培訓手冊等文件資料。 

第二個展廳被設計為教室，透過海報和照片展示毒氣對人體的傷害，特別是對肺部、

雙眼、皮膚和心臟部位造成的影響。伊拉克和伊朗毒氣受害者的照片則闡述近代化學戰

爭的恐怖和悲慘。 

島上零星散布著與戰爭有關的遺跡，包括分布在島嶼南部、中部、北部的炮台和早

已關閉的工廠。依照瀨戶內海的防禦規劃，這座小島在日俄戰爭（1904-1905）爆發前

就已經成為軍事要塞，三座炮台便是為監控敵情而建造。 

北炮台遺址是當年島上三處炮台之一的遺跡，在 1897 年到 1902 年間這裡陸續裝配

了 22台加農炮。二戰期間，北炮台被用於存放毒氣。 

彈藥倉庫在二戰期間也被用於存放毒氣，在韓戰（1950-1953）中則是美軍的軍火

庫。倉庫屋頂以輕型材料製成，以減少萬一發生爆炸時可能造成的破壞。 

發電站如今已是廢墟，二戰期間卻維持著島上的電力供給，並在韓戰中作為軍火存

放處。今天這裡還殘留著當年的歷史痕跡，其中一面牆上的「MAG2」字樣標記的是一

處彈匣存放區。 

長浦毒氣倉庫是島上最大的毒氣儲藏庫，最初被漆成迷彩色，儲藏庫內共有 6 個房

間，每間曾存放約 100噸毒氣。 

大久野島毒氣資料館由受害民眾、相關城鎮及廣島縣的多個團體合作建成，資料館

與大久野島居民共同期望透過該館及廣島市的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的展示，幫助訪客認

識到和平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