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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Ⅲ② 

 
 
地方自治体的检验与研究 
——论其对政策的贡献 

山本 敦史 

1．序言 

公立检验研究机构主要致于力研究与地域问题紧密相关的课题，该机构的

设立遍及全国，包括工业类，农林水产类，卫生保健与环境类等等。其中，农

林水产类的检验研究机构多数拥有上百年的悠久历史。另外，与健康相关的机

构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地方上就设有国立的检验机构，如内务省曾在大阪设有

从事医药品、食品检验的卫生试验所。随着工业化的急速发展，以及天花、霍

乱等传染病的流行，在大都市设立独自的检验研究机构这一社会需求日益增长。

为此，大阪市于 1906 年设立了市独自的检验研究机构，即市立卫生试验所。

卫生保健与环境类的公立检验研究机构多半是依据当时的厚生省于战后 1948

年公布的“地方卫生研究所设置要纲”而成立，由此可见大阪市在很早以前便已

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课题研究。成立起初，除传染病对策外，水道水质、流通

食品、医药品成分的检测，到大气污染调查，粪尿处理，再到去除鼠害等等，

市立卫生试验所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课题研究。其后，又对战时、战后的物资不

足和经济高度成长时期的环境公害问题，国际贡献课题等不同时代下的不同课

题做出积极应对，作为地方自治体独自的机构为地方行政政策施行提供了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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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保健卫生的新近课题 

1）食品问题 

   如今，威胁市民生活安全与安心的保健卫生与环境等相关问题较过去相比

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就食品问题而言，比如出现了从未使用过的新型农药等

化学物质，或随着食品加工的高度化，食品流通的广泛化，其问题发生的原因

也日显多样化。发生于 2013 年的冷冻食品加工工厂的农药混入事件仍然记忆

犹新。同时期，大阪市也对疑似混有农药马拉硫磷的冷冻食品进行了检验。检

验并确定是食品的哪一个部位残留有农药（比如是容器，或是食品的某个部位）

对于弄清农药的混入途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为此，对各样本所采用

的检验方法要求必须十分可靠。不仅是事件当时，大阪市每年都抽样检查 4000

以上的检验样本，国内对检验方法的可靠性问题也越加重视。究其原因，在确

保食品安全，以及在发现违规后，采取禁止或勒令停止营业，或勒令对食品进

行回收及处理的行政措施时，如果其检验方法没有达到一定水准，其产生的检

验结果便不能作为制定行政措施的参考依据。为此，国家公布了一套检验方法

的可靠性评估标准，规定必须对每个食品分类进行可靠性评估。但另一方面，

这一严格的确保可靠性的评估标准对于地方小规模的检验机构来说却造成了

一种负担，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2）违禁药品问题 

   被称为违禁药品的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新型药物被多次确认于

2010 年左右开始在国内流通。2014 年，因使用违禁药品被送往急救的人数超

过一千人。现有的麻醉药品指定药物的制造、贩卖、持有虽受到了相应的管制，

但在指定新型药物时需要对其危害性加以证明，且麻醉药品的指定一般需要花

费数年时间。因此，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很难对新型药物做出迅速的对策。地

方政府为弥补现有框架的这一缺陷，独自制定“知事指定药物”等新种类，以着

手实施对新型药物的管制。东京都于 2005 年制定了有关单独对药物的危险性

进行评估，并规定知事指定药物的相关条例。另外，在某些未设有能独自对药

物进行评估的检验机构的地方，其通过知事监视药物、知事监视店铺的指定，

对尚未指定的药物采取容许流通，但贩卖者及购入者需承担相应义务的相对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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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的管制政策，这一措施在违禁药品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2014 年

3 月被认定的 215 家店铺在此项举措下于 2015 年 7 月已被全部关闭。 

3．地方政府针对环境问题的举措 

1）长达百年的长期监测 

   大阪市从一百年前的市立卫生试验所时期开始便致力于环境调查，对不仅

因战争，还包括因地方行政举措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环境状况都有

所观测。大气监测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过去的调查数据显示，给当时造

成了严重困扰的煤尘总量约为现在的 10 倍。对此，大阪府单独采取地方政策，

于 1932 年制定煤尘防止规则。又在战后的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为应对日益严

重的大气污染，制定了煤烟排放管制的相关法律和大气污染防止法，大气环境

得以日益改善。另外如限制柴油发动机车的流入数量等，地方还单独采取了诸

多的相应举措。 

 2）通过新的分析手法尝试观测环境中的物质循环与蓄积 

   一般情况下，一种物质设定一种管制较为常见，检验机构对管制对象进行

分析，从其浓度或数量值中得出结果。将其数值与影响健康的危险值进行对比

以判断该物质是安全或是危险。但是，物质的种类庞大，对其一一进行个别检

验与评估的方法存在着极限。 

    被誉为“水都”的大阪拥有着丰富的水资源，大阪市内现今仍随处可见小型

河流与水渠。市内的一部分地区原先多是河川或海洋，除大阪城所在的上町台

附近地区外，其余地区的海拔都相对偏低。大阪市及周边的污水处理厂将水排

入除淀川以外的河流中，这些小型河流因潮位的变化导致其水质有时会深受排

放水水质的影响。因此，这些河流中存在着伴随人类活动经过污水处理厂而排

出的大量物质。迄今为止都是在选定对象的基础上进行检验分析，因而往往存

在着忽略许多未包含在分析对象中的物质的可能性。随着近年来分析仪器的革

新，使得无需限定对象便可以对所有测定可能的物质进行分析的方法逐渐成为

了可能。其中，高分辨质谱分析法成为最值得期待的分析手法，运用此方法调

查大阪市内的河流后发现，高血压治疗药与抗菌药，表面活性剂等多种物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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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这些几乎都是迄今为止未被列入分析对象的物质。期待今后在确立了

此种分析方法的地区中对该检验的物质进行优先选择时能将其加以活用。 

4．小结 

   中国现今仍有超过 10 亿的人口未能与污水处理厂连接，其卫生状况及污

水处理状况仍不够理想。在大阪市超过 100 年的环境监测的历史中，还保留了

当时的卫生研究所所做的为粪尿的海洋排放处理对策而进行的环境水质监测

记录。根据当年的这份与相关机构共同合作的监测显示，其对水质、鱼类造成

了明显的污染，因此粪尿的海洋排放被明令禁止。因此，地方保持一定的技术

水准，设立和培养致力解决卫生与环境问题的研究机构与人才，是确保市民生

活安全与安心的合理有效方法。 

（林礼钊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