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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就美国政府再炒新冠肺炎疫情起源一
事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提到，公开资
料显示，德特里克堡居然与侵华日军 731
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美军和日本达成秘密交易

中国研究 731部队方面的专家表示，
事实确实如此，从 1945年 9月美国派德特
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调查日本
细菌战有关情况开始，直到1948年11月东
京审判结束，在此期间美军和日本之间达
成了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 731部队成员
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 731部队进行人
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
面的数据，并加以利用。

731部队对外称“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
部”，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人
体实验等研究的秘密军事部队，总部基地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在位于平房区的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人体实验展
区，一张张英文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连
成一面墙。这些报告详细地记载了 731部
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况，包括解剖数据、彩
色解剖图、器官感染路径和感染程度等记
录，是能够证明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
直接证据。

这些人体实验报告书的原始档案保存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包
括《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

《鼠疫菌实验报告》。
据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研究员杨彦君介绍，这三个报告封面标识
分别写有：“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
战实验室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此函归
还至战后总部档案部”，盖有“达格威实验
基地技术图书馆”的黑色墨印。

“这充分说明了 731部队的这些研究
成果成为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研究的
重要参考。”杨彦君说。

细菌战专家大量搜集信息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

长金成民指出，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德特
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于 1945
年 9 月至 10 月调查了日本细菌战有关情
况。在日本期间，桑德斯问讯了 731部队多
名重要成员，最后形成了《桑德斯报告》。

桑德斯返回美国后，德特里克堡基地
又派出精通细菌战研究的汤普森，前往日
本继续调查 731部队。汤普森先后问讯了
包括部队长石井四郎在内的 731部队重要
成员，撰写了调查报告书《汤普森报告》。杨
彦君说，从《汤普森报告》记载情况来看，石

井四郎的供述过程经历了从回避到配合，
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提供了大量有价值
的信息。

“短时期内，石井四郎的态度发生如此
巨大变化，除了美军施加的压力之外，石井
四郎应是得知调查不会作为战争罪行证据
来使用。”杨彦君说。1947年4月，美国又派
出德特里克堡基地植物实验部主任诺伯
特·费尔前往东京，继续调查日本细菌战情
况。1947年10月，基地再派出埃德温·希尔
博士等人前往日本调查细菌战。希尔曾担
任德特里克堡基地基础科主任。

花25万日元得到细菌战数据

《希尔报告》对桑德斯、汤普森、费尔等
人的报告进行补充调查，也记录了美日之
间的肮脏交易：美国为了得到 731部队细
菌战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

美国长期从事细菌战研究的专家谢尔
顿·H·哈里斯一直想证明，美国政府有意隐
瞒石井四郎指挥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他
在《死亡工厂》一书中披露了核心证据——

《希尔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收集到的
证据信息对我们开发细菌战十分珍贵……
为了拿到这些数据共花费了 25万日元，与
实际研究成本相比，只是花费了如此低廉的
价格就获得了珍贵的资料。”

“这段描述是美国庇护731部队免遭东
京审判的书面文件，从事件的过程和最后的
结果来看，美国确实达到了单独占有731部
队生物战和人体实验情报资料的目的。”杨
彦君说，美国获得这些数据资料后，加以利
用，进行了生物武器研究，德特里克堡基地
战后能快速发展壮大，乃至现在成为美国军
方的P4生物实验室。

金成民表示，美国一贯坚持双重标准，
同731部队进行的秘密交易，完全没有考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战这些违背伦理和
文明准则的犯罪行为。正如谢尔顿·H·哈里
斯在《死亡工厂》一书中记述：“实际上，（美
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
烦事（即给予战犯免责之事的暴露）留下文
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进行交
易。”

据新华社

豁免重要成员战争责任，得到人体实验等方面数据

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与731部队的肮脏交易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炭疽菌实验报
告封面图，上面有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字样。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人
体实验展区，一张张英文人体实验报告书
复印件，铺满一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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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放化疗专家会诊
沧州市二医院放化疗一科6月6日周日上午，特邀天津肿瘤医院放疗科

章文成主任来院会诊并授课。来院为恶性肿瘤的患者诊断与治疗。
会诊地点：本部内科楼A座8楼放化疗一科示教室 孙云川13932719095

拾金不昧好司机 良好品德伸援手
公交车1路车长姜茂松的故事

5月25日，我乘坐1路公交车，
下车时不慎将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遗
落在公交车上，手提包里有电脑、房
产证以及万元现金。我发现手提包
丢失时，心急如焚，方寸大乱，不知
道该如何是好。旁边有好心人提醒
是不是丢公交车上了，赶紧打公交
热线问问，不久后热线回复说有司
机捡到一个手提包，让我去火车站
认领看是不是遗落的那个手提包。
到达之后，经核实的确是我丢失的

手提包，里面东西分文不少，当时我
那个激动啊，太感谢司机师傅了。看
了一下司机师傅的工牌，叫姜茂松，
我借晚报这个平台向1路姜茂松车
长表示感谢，他用自己拾金不昧的
实际行动展现了优秀的个人品质，
传递了正能量。

公交车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是
街头的一道风景，尊老爱幼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姜茂松车长的做
法让人感动，堪称公交服务的标兵。

我们应倡导姜师傅的这种精神，并
让这种精神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
为全体公交司机的共识，希望全体
公交司机都能像姜师傅一样规范服
务，身体力行，拾金不昧。最后祝愿
公交公司蒸蒸日上，更上一层楼。

层出不穷的好人好事，每天都
在这支乐于奉献的公交队伍里演
绎，他们为市民便利出行贡献力量
的同时，也在不断传递着凡人善举
的正能量。一件件温馨感人的暖心

故事串成爱心链条，不断彰显着作
为一名公交人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行动与担当。

公交车驾驶员虽是一个平凡的
职业，但他们日常拾金不昧的行为，
却能体现出良好道德风尚，他们用
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文明的榜
样，诠释了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的精
神，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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