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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们型战舰二号舰陆奥於 1943 年 6 月 8 日在瀬戸内海的柱岛泊地遭遇爆沈，真相成谜。1970 年由 Fukada 
Salvage & Marine Works 开始进行打捞、但因为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经营恶化中断打捞、现在仍有约
30% 舰体留在海底。使用水中无人机对约 120m×30m 大，水深 30 ～ 40m 处的陆奥进行摄影。
P08: 装在船底用以抑制船只横向摇晃的舵龙骨的一部分。
P09_10: 打捞战舰陆奥时将船体切断后的断面及船底。
P11: 保护船上引水用绳索的导索器。可能是第一或第二主炮附近的物品。
P12_13: 前桅 (ㄨㄟˊ) 楼 (pagoda mast) 的副炮用 4.5m 测距仪。四角窗跟镜胴清晰可见。
P14: 后桅楼的 4.5m 测距仪？
P15: 110cm 探照灯台座与前桅楼附属构造。
P16_17 从下面看 : 前桅楼附属构造。
P18_19: 某种无法特定的物件构造。
P20: 照片 ( 上 ) 为 12cm 广角望远镜台座。写真 ( 中 ) 当中写着「手轮？」的是 12cm 广角望远镜的椅子。写真
( 下 ) 是用来将主炮用的九四式 10m 二重测距仪 360 度回转用的滑轨。
P21: 照片 ( 中 ) 为升起信号旗用的信号桁、中间有断掉。舰队收藏的陆奥长门头上戴着有角的发箍的原型。
P22: 陆奥的残骸化为鱼礁、可看到多数的鱼跟海葵。
P23: 从陆奥纪念馆遥望 4.5km 外的陆奥沈没地点。
P24_25: 在周防大岛的陆奥记念馆展示着战舰陆奥的的打捞物品及乘员的遗物。
P26_27: 在陆奥沉没地点附近的柱岛，留有海军的听音探照所的残骸，也立有陆奥的慰灵碑。
P28_29: 在江田岛的第一术科学校保存着、陆奥改装时卸下的 45 口径 40cm 连装炮塔 ( 实际为 41cm) 的四号炮塔。
P30_31: 吴市海事历史科学馆前展示着从陆奥打捞上来的主炮 (4 号炮塔左炮 )。
P32: 过去陆奥出生的横须贺海军工厂第二船台、现在变成了购物中心。 
P33: 长门型戦舰及空母赤城等曾入渠过的横须贺海军工厂第 5 干式船坞现在由米海军及海上自卫队使用着。
P34: 横须贺 Verny 公园（ヴェルニー公园）展示着陆奥的第 4 炮塔右炮。
P35: 在周防大岛和佐地区，过去第 631 海军航空队进行晴岚训练的场所、虽然发现疑似水上机滑降道但是否为
当时所留下则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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