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措施 

 

京都馬拉松 2023 的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措施 

2022 年 6 月 16 日目前資訊 

1 前言 

1.賽事的舉辦將遵循日本陸上競技聯盟所頒布的「路跑舉辦指導方針」實施防疫對策。 

2.下述防疫措施內容僅適用於現階段，今後將可能因日本陸上競技聯盟的指導方針修訂、疫情狀況等影響隨時變更。

內容如有變更，將盡速公開相關資訊。 

3.為確保所有馬拉松相關人員在安全且安心的前提下持續舉辦賽事，將請求各位跑者、工作人員、志工及相關人員

於賽事開始 8 日前至結束後的 2 週內確實做好健康管理等，敬請理解並配合防疫措施。 

 

2 跑者、工作人員、志工及相關人員的健康管理等 

1.以「健康管理 App」或「健康管理確認表」確認健康狀況【預定】 

將於賽事開始 8 日前，請求各位使用「健康管理 App」或「健康管理確認表」來確認健康狀況並在報到時提出。詳

情將於決議後陸續發布公告。 

2.跑者的疫苗接種及檢查等【預定】 

依據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狀況，可能實施以下任一措施，詳情將於決議後陸續發布公告。 

請求提交「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證明書」或「PCR 檢測或抗原定量檢測陰性證明書」 

請求所有跑者接受「PCR 檢測」或「抗原定性檢測」 

※如確定實施，將可能向跑者酌收額外費用。 

3.實施體溫測量 

將於各設施入口等實施體溫檢測，體溫達 37.5℃以上者將不予入場。 

 

3 跑者、工作人員、志工及相關人員的參加、出勤資格判定 

符合以下狀況者，恕不予參加或出勤本賽事。 

 

1.被判定為確診者（賽事開始前 3 週內） 

2.被判定為密切接觸者（賽事開始前 2 週內） 

3.出現疑似感染症狀（如呼吸困難、高燒等）者（賽事開始前 8 日內） 

4.健康狀況不佳者 

5.曾前往遭日本政府限制入境、入境後需觀察之國家或地區，賽事當日尚未滿足日本政府所訂定的觀察期間者 

6.賽事開始前 8 日內，出現符合健康管理 App 或健康管理表內所列項目的症狀，或體溫曾達 37.5℃以上者 

7.未提出 2（2）的檢測證明書或檢測結果為陽性者。 

 

4 參賽費用 

未能提出上述 2、3 之健康檢測結果、證明書等，或自行棄賽、遭謝絕參賽者，將不予退還參賽費用。 

 

5 賽事舉辦的判定基準 

遵循日本陸上競技聯盟所頒布的「路跑舉辦指導方針」等，當狀況符合以下基準時，將重新考慮舉辦與否。若完成

付款後決議終止賽事，將結算停辦為止的賽事準備經費及匯款手續費，研擬是否退款。另外，原則上參賽權無法因

停辦而延用至下期賽事。 

 



1.賽事開始 1 個月前（1 月 19 日）至賽事當日，京都府基於新型流行性感冒等對策特別措施法發表緊急事態宣言，

或京都府內基於該法實施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時 

2.因京都府（或京都市）政府請求自主限制或停辦活動等，賽事的舉辦無法獲得許可時 

3.京都市內的新型冠狀病毒相關醫療體制尚未完善，判斷可能無法確保接收跑者等的醫療機構時 

4.因京都府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增加等造成醫療體制緊迫，判斷可能無法確保府民的安全與安心時 

5.無法確保能構建必要醫療及救護體制（醫師、護士等)，或無法確保志工、競技幹部和大賽營運相關人員等，判斷

可能導致賽事無法正常營運時 

6.除上列以外，依據日本國內疫情狀況、感染擴散風險等綜合考量，主辦單位判斷可能無法在安全狀況下舉辦賽事

時 

 

6 主辦單位的責任範圍及保險適用 

如跑者確診新型冠狀病毒，除因主辦單位故意或重大過失等狀況外，主辦單位一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賽事舉辦期間的傷害賠償，將比照主辦單位所加入的傷害保險適用範圍（確診新型冠狀病毒不適用）。 

 

預計實行的主要措施 

賽事全程  

・確實佩戴口罩（跑者於競技中除外） 

・確實做好手部消毒（必要時將發放防護面罩、拋棄式手套等） 

・徹底執行賽事前後的健康管理（賽事開始前 8 日內及賽後 2 週內的健康管理） 

・確保足夠的物理距離（依場地設置記號等） 

・盡可能以避免接觸的方式為跑者提供服務（完賽獎牌、毛巾、水及食物的發放方法等） 

・徹底實施室內的持續或定期換氣通風 

・確實自行攜回使用後的口罩等垃圾 

・在各類窗口、攤位設置透明塑膠簾以阻隔飛沫 

・建議使用新型冠狀病毒接觸確認 App（COCOA） 

・建議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報到  

・實施入場處的體溫檢測及手部消毒 

・確認為本人後，佩戴安全識別手環（防止當日冒名頂替） 

・以簽名確認各類防疫措施的週知 

・盡可能以避免接觸的方式發放參賽紀念品等 

 

歡迎廣場／慰勞廣場  

・實施與否及詳細內容將於今後討論 

・實施入場時的體溫檢測及手部消毒，並於會場內擺放消毒液 

・呼籲避免長時間逗留 

 

起跑會場  

・入場時實施體溫測量及手部消毒 

・研擬擴大起跑區段的範圍（確保起跑時的物理距離） 

・須佩戴口罩至越過起跑線為止 



・研擬精簡開跑儀式 

・更衣室區域的設置及運用方法等將於今後討論 

・行李寄放服務的實施及運用方法等將於今後討論 

 

比賽中・賽道上  

1.賽道沿線 

1 可能因疫情狀況請一般民眾自主限制沿路聲援（尤其是大聲呼喊、擊掌等） 

※沿途啦啦隊的實施與否及詳細內容將於今後討論 

2.補水・補食站 

・研擬以個別包裝或紙杯提供 

・研擬增設桌面、拉大桌間間隔及依道路狀況分別配置於賽道兩側等，藉以疏散跑者。 

3.洗手間 

・徹底執行使用前、使用後的手部消毒（擺放消毒液） 

・呼籲確保物理距離 等 

 

終點會場  

・研擬實施體溫檢測及手部消毒，並規劃事後動線 

・呼籲自行攜帶並佩戴口罩，為遺失者發放備用口罩 

・盡可能以避免接觸的方式提供完賽獎牌、毛巾等 

・完賽證變更為網路發行 

・避免聲援、喊話（改以拍手方式互動） 

・盡可能避免於業務上出聲喊話，有必要事項時將以廣播等方式宣布 

・簡化頒獎典禮 

※更衣室區域的設置及運用方法等將於今後討論 

※行李寄放服務的實施及運用方法等將於今後討論 

 

接駁巴士／關卡巴士  

・徹底實施換氣通風 

・呼籲於乘車前消毒手部並佩戴口罩，避免不必要的交談 

・呼籲確保乘車前的排隊間隔 

 

※措施將以最新的疫情相關見解等為依據，隨時修正為最適用於現階段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