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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与中国的交流自空海和尚和鉴真和尚时代就

已经开始，可谓历史悠久，即使在江户时代的闭关锁

国时期，长崎也曾是中国文化和宗教（黄檗宗）传入

日本的一处必经之所。明治维新后一直通航的长崎 -

上海航线直到中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才不得已中

断。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以面向未来为宗旨

长崎加强了区域间合作（与福州市以及福建省），源

于中国春节的“长崎灯笼节”也广受好评。

这期间发生的事情有：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大

气层核试验给全世界带来放射性沉淀物；在东西方冷

战格局下的中国也开始进行核试验，核开发竞争愈演

愈烈；1986 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继而

苏联于 1991 年 12 月解体。

我认识到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是源于接受了长泷

重信教授（1932-2016）的指导，长泷教授是长崎大

学第一内科的第四任主任，1980 年底从东京大学转

任。1987 年日本核医学会学术会议在长崎召开，大

会主题“切尔诺贝利与甲状腺癌”也由此成为我毕生

的事业。长泷教授非常重视推进日中、日韩甲状腺学

者之间的合作研究，1978 年亚洲大洋洲甲状腺协会

（AOTA）成立后，自 1985 年开始的 15 年间，他作为

AOTA 会长主导了日中韩之间的甲状腺方面的交流活

动。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长崎大学不定期地接收中日

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的研究人员。在长崎大学的留学

生中，来自中国的学生和研究员人数最多，尤其在传

染病研究和热带医学、全球健康研究方面，这种交流

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长崎是继广岛之后第二个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城

市，这一点早已广为人知。正因如此，放射线导致的

健康危害，尤其是致癌性研究在医学领域十分活跃，

有很多来自前苏联国家的留学生在长崎学习。中日交

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服用放射性碘治疗巴塞多氏病和

甲状腺癌的放射医学（核医学），其中也包括核事故

导致的射线辐射后的致癌风险方面的研究。我期待中

日笹川医学奨学金项目的研究员在这一领域也能发挥

重要的作用。AOTA 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甲状腺学

会（ITC）下属的一个区域性组织，与美国甲状腺学

会（ATA）、欧洲甲状腺学会（ETA）、拉丁美洲甲状腺

学会（LATS）等组织合作，每五年召开一次国际会

议，2020 年 9 月计划在中国西安召开第 16 届 ITC 会

议，期待届时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更加活跃。

目前，我担当着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的风评和风化

对策工作，基于明年夏天将在东京召开奥运会，我负

责向全世界发布有关福岛的准确信息，并承担着通过

国际合作推进有关应对射线风险的准备工作和对策等

职责。日本有着原子弹灾难、笹川切尔诺贝利医疗合

作项目、福岛核电站事故等经历，在今后的中日关系

上，除放射医学综合研究外，还有望在核灾害医疗的

人才培养和防护研究、综合性健康风险对应和治疗方

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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