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子弹的投下

原子弹爆炸的受害

约3,000～4,000℃(地表)
(参考：铁的溶度为1,500℃)
秒速440m(爆炸中心附近)
(参考：大型台风秒速约30～40m)
分为初期放射线(爆炸后1分钟内的放
射量)和残留放射线(爆炸1分钟后一定
期间，残留在地面上的放射量)。初期
放射线从爆炸中心，至1km范围内为至
死量，也有人因残留放射线而间接受
害(爆炸后进入市内受放射线的辐
射)，导致发病和死亡。

热线

爆炸冲击波

放射线

　　　造成瞬间性的、无区别性的大规模破坏和大
量屠杀。因放射线辐射造成的后遗症长期以来至今
仍折磨着受害者。

◯特征

◯死亡人数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
原子弹在爆炸中心(原子弹爆炸遗址向东南
约160m的岛医院)上空约600m爆炸。
当时市内约有35万市民和军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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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4万人±1万人 (至1945年12月末)
(参考：长崎约7.4万人±1万人)

受害人数：全国约219,410人、其中广岛市内68,886人
平均年龄：全国77.44岁、广岛市76.96岁

“和平典礼”始于1947年。
2011年为66周年
在典礼上，广岛市长宣读和平宣言。
每年有4至5万人出席典礼大会

1952年8月6日揭幕
碑文
“请安息吧，错误不会再重演”
由广岛大学教授杂贺忠义起草和挥毫碑文(他在碑文的
古典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名单100册　共275,230人
(2011年8月6日现在)

由建筑家丹下健三设计
面积：12.2公顷
2007年2月被指定为名胜

和平纪念公园

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纪念碑 (正式名称：广岛和平城市纪念碑)

被炸受害者的现状 (2011年3月末现在)

和平纪念典礼 (正式名称: 广岛市悼念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及和平祈祷典礼)

根据捷克建筑家杨·雷茨（Jan Letzel）的设计建造，
1915年8月，作为“广岛县物产陈列馆”开馆。之后改
名为“广岛县立商品陈列所”，又改称为“广岛县产
业奖励馆”。战时，成了行政机关等的办事处。
      1966年度 通过广岛市议会保存决议  
      1967年度 进行第一次保存施工 
      1989年度 进行第二次保存施工 
      2002年度 进行第三次保存施工

登录名称 Hiroshima Peace Memoria1 (Genbaku Domu)
原子弹爆炸遗址是告诉人们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带来的惨祸的历史见证人，它作为发誓废除
核武器和要求人类和平的象征，于1996年12月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一览表中。

和平之门

原子弹爆炸遗址
1955年开馆
在改建旁边的纪念馆时，将两馆建成一体化。形成现
在的资料馆 (主馆和东馆)，于1994年6月开馆，
2006年，主馆(丹下健三设计)被指定为国家重点文物
参观人数  一年约120万人(2011年度)
开馆时间 3月～11月 8:30～18:00(8月到19:00)
 12月～2月 8:30～17:00
 ※闭馆30分前进馆 
入场费 成人(大学生以上)个人50日元、
 团体40日元(30人以上)
 小学、初中、高中学生个人30日元、
 团体免费(20人以上)

2002年8月开馆
参观人数 一年约19万人(2011年度)
开馆时间 与上述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相同 
免费入场

这是一条全长约4km、宽100m的马路，1951年通过向
市民征募，命名为“和平大街”

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 (电话：082-241-4004)

国立广岛追悼原子弹死难者和平祈念馆
 (电话：082-543-6271)

和平大街

被炸建筑物(距爆炸中心约5km) 90件
如：原子弹爆炸遗址、休息处、安徒生(面包店)、
　　原日本银行广岛分行、福屋百货店 

被炸树木(距爆炸中心约2km) 55件
如：垂柳(中区基町)、梧桐(和平纪念公园)、
　　垂柳(鹤见桥东侧)

被炸桥梁(距爆炸中心约5km) 6件
如：京桥(中区桥本町及其他)、
　　荣桥(中区上帜町及其他)、
　　比治山桥(南区鹤见町及其他)、
　　猿猴桥(南区的场町及其他)

1949年8月6日公布和实施
“第一条、本法律的宗旨是作为一个真诚地实现永久
和平的理想象征，将广岛市建设为和平纪念城市”。
根据此法律建设了和平纪念公园、和平大街、中央
公园、河岸绿地、平和大桥等。

被炸的建筑物和树木等 (在广岛市有登录的部分)

广岛和平纪念城市建设法 

1958年5月5日揭幕
被炸10年后，佐佐木祯子小姑娘患上白血病。她相
信叠一千只纸鹤，就一定会治好。日以继夜地叠纸
鹤，可是事与愿违她却离开了人世。为悼念佐佐木
祯子和因原子弹爆炸而遇难的更多的孩子，为祈祷
和平，得到全国3,200多所学校的孩子的捐资和来
自英国等9个国家的支援，建设了这座塑像。
成为建设塑像契机的祯子小姑娘在和病魔作斗争
时，叠了1,300只以上的纸鹤。祯子小姑娘的事实
把纸鹤与和平连结在一起，成了「Sadako和纸鹤的
故事」驰名世界

◯献给原子弹爆炸遇难之子塑像的纸鹤数量 
数量 约1千万只(约千鹤1万束)/年
重量 约10吨/年 

原子弹爆炸遇难之子塑像和折纸鹤该会议于1982年6月，在第二届联合国裁军特别大会上
以提倡“为全部放弃核武器促进城市团结计划”而成
立。近年来，核扩散和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与日俱增，包
括日本在内，联合世界更多的城市形成牢固的网络日趋
重要。现在向国内外城市呼吁加入和平市长会议。目前
有153个国家和地区，5,238座城市(截至2012年5月1日)
加入。会长为广岛市长，副会长为长崎市长和等10位市
长。就解决阻碍和平等各问题展开讨论，每4年召开一
次大会。2009年8月在长崎市召开第七届大会。

面向到2020年核武器的废除, 谋求和世界各城市、市民
NGO和市民团体等紧密合作的同时，在全球开展具体行
动。全世界的城市，向有核国家呼吁 “不允许以城市
为攻击目标”,除实施上述“不得以城市为攻击目标
(CANT)计划”的市民署名活动之外, 还发表了显示到
2020年实现核武器废除的详细进程的《广岛和长崎议定
书》,谋求到2020年实现核武器废除的明确协议的形成
和实现核武器废除的国际性氛围的形成。

平和市長会議 (电话：082-242-7821)

2020未来像(为废除核武器的紧急行动)宣传活动

核武器总数    约20,500枚(作战配备数量约5,000枚)

核武器的拥有状况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中国   
  印度   
  巴基斯坦  
  以色列   
　　

出典:《SIPRI YEARBOOK 2011》

  北朝鲜 2009年进行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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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核武器的状况 (2011年1月现在)

竣工于被炸60周年的2005年7月。有10道高9m的门，上
面刻着世界49种不同语言的“和平”一词。它表达超
越历史走向未来，唤醒的记忆和希望之“桥梁”。

“世界文化遗产－原子弹爆炸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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