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日治時期的疫
病防治與公共衛生



大綱
一 「瘴癘之地」：清領時期的臺灣

二 都是傳染病惹的禍：瘧疾

三 都是傳染病惹的禍：霍亂

四 都是傳染病惹的禍：鼠疫

五 疾病防治與公共衛生



五、疾病防治與公共衛生

幾次的傳染病，總
督府引進西方疫病
防治處置，與今日
「新冠肺炎」的作
法頗類似

港口
檢疫

院所
隔離

交通
管制

衛教
宣導

船員登陸後，待在一定的場所接受檢疫。
若發現疑似的病人與死者，須盡速隔離。
專門治療與收容傳染病患者的傳染病院
及隔離病舍稱之為「避病院」

類似今日的居家隔離，強制患者、患家
等不得外出或與人來往

辦理講習會、播放電影、發放衛教傳單



日治時期傳染病的防治

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理

〈臺灣傳染病預防原則〉

認為要建立近代衛生制度，要運用西方科學進行疾
病的研究，還要配合臺灣社會慣習，才能有效防疫

八種法定傳染病，皆須按照檢疫、隔離、交通管制、
患者與死者處理等原則

設立醫院與公醫制度，1896年，創設公醫制度，
公醫配置於各地，執行醫療與公共衛生工作。。

殖民地近代醫療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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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公共衛生建立

後藤新平又來了

公共衛生始於水

臺灣近代公共衛生奠定者，除衛生法規之外，也選派日
本及外國優秀的專業人才來臺任事

建立衛生下水道，建立自然水系統，改善排水與飲水

運用傳統的保甲制度並結合日本警察系統，貫徹臺灣社
會基層。例如1905年公布「大清潔法」。在清潔法施行
的過程，保正帶領巡查、警吏，挨家挨戶檢查，貼上清
潔和不清潔的分類標籤，到查驗合格為止。

衛生行政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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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