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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環境、移居者與敏感身體： 
1980 年之前臺灣過敏研究與診療 

  許宏彬 

摘 要 

本文係探究「過敏」此一常見疾病在臺灣的歷史，透過分析概念的引介與轉

化、知識的生產與流通、醫師的投入與培育、診療的實作與轉變等面向，勾勒促

成過敏研究在臺快速發展的多元行動者及特殊時空脈絡。相較於西方過敏史所關

注的階級、都市化與現代文明之影響，臺灣的殖民經驗及頻繁人群移動讓過敏呈

現出獨特的風貌。在研究概念方面，本文認為殖民時期過敏在臺的引介，是在細

菌學與熱帶醫學的架構中開展，並與免疫和神經兩概念息息相關。在免疫部分，

日治時期強調過敏是一種整體、長程的免疫病理反應，與戰後將過敏視為一種免

疫反應異常的想法大不相同；至於神經部分，殖民醫者則認為過敏是熱帶環境導

致組織或神經病變所引起，但戰後過敏的神經論述慢慢衰退，以細胞免疫學為基

礎的過敏免疫則逐漸成為主流。在診療實作部分，殖民時期起由零星的研究者或

團隊透過手術、藥物及減敏療法等多元療法進行，並特別關注外來移居者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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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與過敏病徵。直到 1970 年代醫界才將過敏視為好發於一般民眾的疾病類型，

並出現以免疫學及減敏療法為主的過敏醫師培訓。此間，由過敏患者所發動，透

過非正式美援網絡促成的過敏基金與臺灣過敏病中心，是推廣過敏研究及診療的

意外推手。 

關鍵詞：過敏、免疫學、神經、殖民醫學、熱帶醫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