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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发表着重阐述朝鲜开港以后周期性流行，导致死亡人数众多的的代表性传染病—霍乱。对此我将探

讨：为防止传染病扩散，各个开港场都采取过哪些措施，制定检疫规则时朝鲜和各国是如何应对的。1879

年随着霍乱在朝鲜和日本各地大肆流行，死亡频发。为防止霍乱扩散，日方向朝鲜政府传达了含19项条款

的“虎列刺予防竝取扱法規則”（“ 霍乱预防及处理规则”）并要求给予协助。此规则以明治10年内务

省的“虎列刺病预防心得” （“ 霍乱预防注意事项”）和明治12年太政官的“虎列刺病预防仮规则” 

（“ 霍乱预防临时规则”）组合而成，并结合朝鲜情况增加补充条款。两国重新共享了有关霍乱预防和

感染者处理的管理规定，这一点值得关注。但是在隔离医院的设置和卫生的认识上, 朝日两国之间存在立

场差异。霍乱在1886年也曾在全国流行，以开港场釜山、元山、仁川为中心，朝日两国展开了防止霍乱扩

散的措施。朝鲜各开港场在应对霍乱流行时，各国的官员为防疫工作的顺畅开展互相协作，有时也因经济

利害关系，在检疫实行上发生过摩擦。当时出现了“谁、如何设定可以实施检疫的标准、如何设定可以适

用相关规则的对象”的问题。在检疫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各国的利害关系和保护本国侨民的问题错综复

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即便有良好的实行宗旨，且兼有紧迫性，开港场仍旧很难单方面主导并贯彻检疫

规则，必须事先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经确认，在研究朝鲜政府起草的检疫规则条款时，日本方面甚至想

参考清国的各国租界和意大利的运营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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