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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59 年日本正式开始对外贸易。当时是以通商条约指定的港口，长崎、函馆、横滨、神户、新泻等

为据点的。这些港口既成为了通商和物流的据点，同时也成了传染病从海外流入扩散开来的据点。当

时，在日本蔓延的传染病中，从国外被带入的有 1870 年到 80 年的亚洲霍乱（又称虎疫）和 1900 年

前后的腺鼠疫。  

港口的传染病对策中，为防止感染船舶上岸会实行海港检疫。该检疫作为岛国日本的防疫作战具有

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实施过于严格导致物流停滞的难题。另外，根据当时的条约规定，日本很难

对外国船籍的船舶实行日本行政规定的检疫法令。实际上，由于当时英国公使因担心日本医疗技术不

够成熟，且会阻碍到自由贸易曾反对检疫，因此也发生过检疫被中断的事。  

另一方面，港口市区的防疫为防止病毒扩散，预设了限制国内各地的移动、隔离、消毒等措施，但

日本的地方行政和外国人居留地的双重行政给防疫增加了难度。此外，通商最开始，能应对传染病的

只有那些在居住地领事馆工作的医生和军医。他们为居住地人群和社会的利害辩护，干涉了日本在内

的港口的防疫行政。  

可以说，具备以上特征的港口防疫，不仅为日本培养了应对传染病对策的人才，还从法律上于 1899

年实施新条约而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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