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工作 

 

有关 2023京都马拉松大赛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2022年 6月 16日 

1 前言 

1.根据日本田径联合会（日本陆上竞技连盟）制定的“有关举办公路赛跑的指导方针”，我们将在大赛举办期间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2.下列疫情防控工作是依据当前形势而定的内容，今后将根据日本田径联合会指导方针的修订以及疫情状况等，随

时修改完善内容。内容如有变更，我们将迅速公开信息。 

3.为了让全体参赛人员放心安全地参与马拉松大赛，确保赛事得以持续性地开展，请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以

及相关人员自开赛前八天起至赛后两周的期间内，切实做好身体状况管理等防御措施，恳请各位对疫情防控工作给

予理解和支持。 

 

2 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相关人员的健康管理等 

1.利用“身体状况管理 APP”或“身体状况管理检查表”实施身体状况检查【拟定】 

自开赛前八天起，利用“身体状况管理 APP”或“身体状况管理检查表”实施身体状况检查，并向接待处等出示检

查结果。有关详细内容将在决定后随即公布。 

2.运动员的疫苗接种与检查等【拟定】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变化，我们计划实施下列之一措施。有关详细内容将在决定后随即公布。 

出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证明”或“PCR检测或抗原定量检测阴性证明” 

运动员全体成员的“PCR检测”或“抗原定性检测” 

*上述情况可能需要运动员另行承担费用。 

3.实施体温测量 

在各设施入口等处实施体温测量，体温在 37.5℃以上者即拒绝其入内。 

 

3 对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相关人员可否参赛/可否参与工作的判断标准 

有下列情况者即拒绝其参赛或参与工作。 

 

1.被判定为感染者时（自开赛前三周起） 

2.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时（自开赛前两周起） 

3.有疑似感染症状（呼吸困难、高烧等）时（自开赛前八天起） 

4.身体状况不佳时 

5.曾前往日本政府实施入境限制的或在入境后需要观察的国家或地区，并在开赛当日尚未解除日本政府规定的隔离

（观察）期限时 

6.自开赛前八天起的期间内，有符合身体状况管理应用程序或检查表中所述项目之一症状的，或至少有一天体温在

37.5℃以上时 

7.在 2（2）项检测中未出示证明或检测结果呈阳性时 

 

4 参赛费 

关于上述第 2条、第 3条，在未出示身体状况检查结果或证明等时；放弃参加时；或被拒绝参加时，参赛费概不返

还。 

 



5 举办赛事的判断标准 

根据日本田径联合会制定的“有关举办公路赛跑的指导方针”，符合下列标准时则商讨可否举办赛事。并且，在大赛

中止时如已支付参赛费，我们会研究对截至中止时所花费的赛事准备经费与汇款手续费进行清算之后，返还剩余金

额。另外，原则上不因赛事中止而赋予运动员下次比赛之后的开跑权。 

 

1.从开赛前一个月（1月 19日）至开赛当天，京都府根据《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或

者京都府周边根据该法采取防止疫情传播等重点措施时 

2.京都府（或京都市）发出自主停止举办活动等要求时，或者无法获取赛事举办同意时 

3.京都市因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诊疗系统不完善，判断可能无法确保接收运动员等人员的医疗机构时 

4.京都府周边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增加等而导致医疗提供系统紧张，判断可能无法确保京都府民的安全和安心

时 

5.因无法建立必要的医疗和救护系统（确保医生和护士），或者无法确保志愿者、赛事官员、赛事运营相关人员等赛

事运营有关人员等，判断可能会阻碍赛事的情况时 

6.除上述情况外，经主办方综合判断国内疫情情况及疫情传播风险等，判断有可能无法安全地举办活动时 

 

6 主办方的责任范围和保险适用范围 

除因主办方故意又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主办方对运动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主办方投保的意外伤害保险的范围内对赛事期间的伤害进行赔偿（不适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 

 

拟定的主要防控计划 

赛事整体  

・彻底执行佩戴口罩（比赛中的运动员除外） 

・彻底执行手部消毒（根据需要分发面罩、一次性手套等） 

・彻底执行赛前赛后的健康管理（赛前八天和赛后 2周内的身体状况管理） 

・确保充分的身体距离（根据不同场所设置标志等） 

・以尽可能避免接触的方式为运动员提供服务（完赛奖牌、毛巾、水和食物等的分发方法等） 

・彻底执行室内常时或定期通风换气 

・彻底执行将使用过的口罩等垃圾带回家 

・在各服务窗口和展位安装透明塑料窗帘等，以防飞沫传播 

・推荐使用新型冠状病毒接触确认应用程序（COCOA） 

・推荐新型冠状病毒预防接种 

 

接待处  

・实施入场时的体温测量和手部消毒 

・确认本人身份后，佩戴安全腕带（防止当天冒充身份） 

・通过签名贯宣各类防疫措施 

・以尽可能避免接触的方式分发参与纪念品等 

 

欢迎广场/终点休憩广场  

・今后将讨论是否实施以及实施内容 

・入场时测量体温、实施手部消毒、在会场内设置消毒液 

・呼吁不要长时间停留 



 

起点会场  

・入场时实施体温测量和手部消毒 

・讨论扩大开跑区域（确保开跑时的身体距离） 

・穿过起跑线前佩戴口罩 

・讨论简化开跑仪式 

・今后将讨论更衣室区域的设置及其运用方法等 

・今后将讨论行李寄存的实施及其运用方法等 

 

比赛时和在跑道上  

1.跑道沿途 

1 根据感染情况讨论呼吁普通市民避免在跑道两边声援呐喊（尤其是大声呐喊、击掌等） 

*今后将讨论沿途助威队的实施与否及其内容 

2.水和食物分发站 

・讨论以单独包装或纸杯的形式提供食物 

・讨论通过增加桌子、增加桌子间距以及根据路况将其分配在跑道两侧以使选手分散 

3.洗手间 

・使用前后彻底执行手部消毒（设置消毒液） 

・呼吁确保身体距离 等等 

 

终点会场  

・实施体温测量和手部消毒，并讨论后续行动路线 

・呼吁各自携带并佩戴口罩，并为丢失口罩者分发备用口罩 

・以尽量避免接触的方式提供完赛奖牌、毛巾等 

・更改为在网络上颁发完赛证书 

・避免喝彩和呐喊（以掌声代替） 

・尽可能避免工作上的直接攀谈，必要事项通过广播等进行通知 

・简化颁奖仪式 

*今后将讨论有关更衣室区域的设置和运用方法等 

*今后将讨论有关行李寄存的实施和运用方法等 

 

摆渡车/边卡巴士  

・彻底执行换气 

・呼吁在乘车时手部消毒、佩戴口罩、避免非必要的谈话 

・呼吁在乘车前保持排队间隔 

 

*关于防控措施的内容，我们将根据有关传染病的最新知识、见解等随时进行修改，努力采取最佳防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