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感染蔓延的局面制定的
今后的应对措施

2022年７月15日
京都府



（１）推进疫苗的接种

１．加快疫苗接种的步伐

进一步加快第3次接种的步伐

①呼吁年轻人前去接种
现在即将迎来盂兰盆节以及暑假探亲回家的时期，（通过

SNS,网络视频宣传等）呼吁年轻人前去接种
②（继续）创建便于年轻人前去接种疫苗的环境

市町村：设置辉瑞疫苗接种会场 等
京都府：在京都塔会场进行武田社疫苗（诺巴回）接种，

向大学・企业等派遣接种专车 等

对于扩大第四次接种对象的应对准备

推进扩大第四次接种的对象范围（从事医疗工作者、从事医疗设施工作者）
的准备工作

（2）关于对老年设施迅速进行第四次接种的推进

对于第三次接种后过了5个月的入所人员，让他们尽快能进行第四次接种给
予体制上的支持

◆给老年人设施派遣接种团
〇概要
给老年人设施巡回派遣医生与护士，便于增加接种机会・加快接种速度
〇对象
府内的老年人设施
※有5人以上申请接种（根据设施的情况少量人数也可以）
※同一设施可多次派遣

■尽早前去注射疫苗
・60岁以上以及有基础病的人士，为了预防病情恶化请积极前去接种
第四次疫苗。

・接种第三次疫苗可以巩固疫苗效果。还没有接种的人希望尽快前去
接种。



◆在主要车站前扩充检查点
（京都站、京阪出町柳站、近鉄大久保站）

・应对检查人数增加而相应增加检查摊位（18摊位→30摊位）

1天的处理能力提高约１.７倍（707回/天→1,210回/天）

・提前开始时间（各提前1～2小时、上午8点开始）

・扩充期间8月5日（周五）～18日（周四）

(２)在老年人设施、幼儿园・保育所等实施检查

◆对老年人设施等工作人员、教职员等实施检查
・为了早期发现阳性患者，在防止感染扩大的基础上使日常工作得以开展，

对老年人设施、障害者设施、小学校・幼儿园・保育所等预先发放抗原定性
检查套装。今后也会根据需要随时追加发放。

老年人设施・障害者支援设施的入所系设施 17,000盒

小学、特別支援学校 13,000盒

幼儿园、保育所等 17,000盒

◆设施内由感染专家支援队实施研修
・对提出需要的老年人设施以及儿童设施，举办防感染对策研修、通过个

别走访对通风换气方面提出建议等
业绩：参加研修会620人 提出建议：168个设施

在设施里实施防止感染对策

(1)充实免费检查体制

针对盂兰盆节以及暑假的探亲高峰时期，在主要车站充实检查体制

２．进一步加强检查效果

■对自己是否感染而感到不安的无症状人士请前去检查

（特措法第24条第9项）

＜根据要求，对是否感染感到不安的府民（无症状者）再次开始免费检

查 （7月16日～目前阶段）＞



３．彻底贯彻通风换气措施

■ 为了预防室内气溶胶感染、请一定彻底贯彻通风换气措施

・即使在使用空调时也要「打开窗户」「使用电风扇与换气扇」等，频
繁通风换气。

＜有ＣＯ２探测设施时、要保持在1,000ppm以下＞

・在家里以及单位里开会时，在同一个场所长时间停留时感染风险会增
高，所以务必注意通风换气。

・特别是老年人设施、学校、保育所等地，请执行2022年７月14日新冠
病毒分科会倡导的有效的通风换气方法。

・在有大量儿童聚集的场所，周围的大人一定注意彻底贯彻通风换气，
注意防止感染。

（１）强化保健所的体制・机能

扩充保健所的体制，使之能更迅速地与阳性患者第一时间取得联系 → 
早期判定重症化的危险以及减轻本人・家人的不安

◆ 能迅速应对患者病情突变，迅速派遣支援的工作人员

■ 为了确保保健所工作顺利进行、继续对支援职员进行视频研修等
■ 为确保保健医师能集中观察健康情况、保健所业务集中到总部，以减轻保健所的负担

京都府新型新冠病毒疗养证明书等发行中心（5/23）、京都府新冠病毒阳性者登录中心（2/10）
京都府住宿疗养者搬送调整中心 (2/10)、京都府密切接触等咨询中心 (2/10)

扩充后（2022年７月下旬左右）现状

４．确保医疗体制

扩
大

保健所体制 约４９０人

保健所内职员 约２６０人

支援职员等 约２３０人

保健所体制 约１,１００人

保健所内职员 约３５０人

支援职员等 约７６０人



(２)强化对老年人设施的医疗提供体制

强化医疗提供体制，使老年人在设施里可以安心疗养

◆确保医生在老年人设施的诊疗体制

・除了设施医生・协力医疗机关以外增加地域医疗机关，强化诊疗体制

◆确保护士人数・派遣护士

・由京都府确保设施内医疗护士，向设施派遣

◆设置诊疗调整组
・对发生感染的设施进行医疗评估，调整前去诊疗的成员，为设施医生做

好后备工作。

（３）强化住院疗养体制

为了应对感染扩大，进一步扩充住院病床（重症～轻症）

确保病床（3月３１日）

医院数 ５３所医院

病床数 ８３０床

重症病床 １７１床

高度重症病床 ５１床

中等症病床 ４９０床

轻症・无症状病床 １６９床

合计 ９４０床

８５１床

１７５床

５１床

４９３床

１８３床

７月１９日

５６所医院

１１０床

９６１床

※其他需要照顾孕妇等情况的专用病床20床

２１床

４床

３床

１４床

扩充部分

３所医院

２１床

住院待机站
（临时的医疗设施）

１１０床



５．彻底贯彻执行基本的防止感染措施

■为了不在就餐时扩大感染

・就餐时摘下口罩，将增加感染风险。在交谈时请佩戴口罩。

■在防止中暑的同时采取防止感染措施

・夏季戴着口罩会增加中暑的危险。

戴口罩适用于以下场面，为了防止中暑请适当地注意戴上或摘下。

■自家疗养者以及密切接触者

・在家疗养中不外出，如果有一起生活的人请尽最大可能区分生活空间。

・密切接触者、共同生活的人是阳性患者时，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已被感

染的可能性极大，一定要避免不紧急不必要的外出。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症新的阳性患者数量的激剧增加，在室内设施以及家庭
内、在伴随交谈的饮食场所而引起的感染扩大令人担忧。
首先，再次提醒大家彻底贯彻一直在倡导的「在防止感染的同时渡过每天的日

常生活」的相关防感染对策。
目前正值夏季，希望大家在注意防止中暑的同时，立足目前的感染状况采取以

下的感染措施。

室内：与人交谈时、即使在无对话的情况下如不能保持充分
距离时
室外：与别人不能保持充分的距离的状态下、进行交谈时



Ⅰ 每个人注意采取感染措施

１ 基本的防止感染措施

为了自己不感染
・正确戴口罩，勤洗手，在外面使用提供的手指消毒设备，勤通风换气。
・避开「三密」，确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要大声交谈。
・旅行以及探亲等乘车移动时，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注意拥挤的状况，采取基本的防止感

染措施避免感染风险大的行为。

为了不让别人感染
・每天早上测量体温等进行健康管理，有发烧以及咳嗽等症状时向医疗机构咨询。

・对于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病患者，以及跟他们有日常接触的人，特别要注意不去感染危险
大的场面或场所。

・从业人员等与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病患者接触、或者同居者有此类人士时，由本人提出申
请，在工作上采取在家工作或者错时出勤等方式给予照顾。

为了不扩散感染
・事业所工作单位为了不扩散感染
・在家工作（网络办公）、错时出勤、骑自行车上班等，减少与人的接触。
・对从业人员等上班时测量体温等进行健康管理，自身包括家人出现发烧以及咳嗽等症状

时，不让其上班，同时联系医疗机构咨询得到具体指导。
・再次检查职场的防感染措施，特别是更换所在场所时（食堂、休息室、更衣室、吸烟处

等）特别引起注意。
・根据特措法第24条第９项规定、要求大家遵守根据行业类别制定的指导方针，请大家切

实执行。

・房间换气、勤洗手・手指消毒
・即使有一点感觉不舒服，给医疗机构打电话之后及时就诊。自己以及家人
避免通勤・通学・通园

・对身体状况感到不安的时候，自己以及家人避免外出
・确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避免大声交谈等感染危险的大的行为

为了在防止感染扩大的同时拥有日常的生活，希望大家有意识做到 以下要求：

｢自己不感染｣、｢不让别人感染｣、

｢不扩散感染｣。

（参考）为了在防止感染的同时渡过日常生活
(2022年５月２５日本部会议決定)



・为了不在学校・保育所等处扩散感染
・在学校、保育所等内或接送时，请遵守学校、保育所等规定的防感染规定。
・每天早上通过测量体温等，把握孩子们的健康状况，儿童以及家人如果出现发烧或咳嗽

等症状时请不要让孩子上学或去幼儿园。
・学校等放假期间提醒他们不要有感染危险大的行为

・为了在医疗机构・老年人设施不扩散感染
・为了在医疗机构・老年人设施不扩散感染，探视老人时一定遵守各设施规定的防止感染

措施。

・为了在老年人设施内防止感染，请对从业人员进行检查。

２ 正确戴口罩

・关于戴口罩的方针
（※2022年5月23日 基本的对策方针改定后）

即使在室外，不能确保身体之间保持距离而进行交谈时，请戴好口罩。
即使在室内，能够确保身体之间保持距离并几乎不交谈的情况下，不需要戴口罩。

能够确保身体之间保持距离

（２ｍ以上为基准）

不能够确保身体之间保持距离

室内（注） 室外 室内（注） 室外

交谈 建议戴着口罩 不必戴 建议戴着口罩
建议戴着口罩

几乎不交谈
不必戴 不必戴 建议戴着口罩 不必戴

（注）在外部空气不易流通入内的建筑物里、地下街、公共交通机构中等
※ 特别是夏天，从防止中暑的观点看，室外「不必戴」的情况下，建议摘下口罩。
※ 与老年人见面等探视时以及在医院里与有可能导致重症化危险的人接触时建议戴着口罩

３ 就餐时防止感染的措施

※认证店：设置了塑料隔板以及频繁通风换气等，基于京都府制定的防感染标准，实行妥

善的防感染措施的餐饮店。

就餐时
・前往采取了适当的防感染措施的店铺（认证店）
・交谈时戴着口罩
・在店里不要大声说话
・坐席要留有余地，注意用餐时间不要太长



Ⅱ 关于在会场内举办活动

2022年3月22日以后关于举办活动（大型活动等）要求

（特措法第24条第９项规定要求）

（注）需要制作防止感染检查表，通过ＨＰ・SNS等公开

※演奏会以及讲演会、演出等活动、有可能以最大收容人数举办。

(不需要隔开一个坐席)

所谓大声…观众等发出比通常情况更大的音量，反复・持续性地发出高声

＜大声的具体例＞观众间大声・长时间的交谈

关于体育活动、反复・持续性地进行应援歌曲的合唱

※ 得分时的一时欢呼声不算「有大声」。

Ⅲ 推进疫苗的接种

・有接种疫苗愿望的人士请积极前去接种。

・希望职场以及学校能提供宽松的环境，以利于有接种愿望的人士(包括儿童・学生等）、

能轻松地前去接种。

设施的
大声 规模
的规模 .

最大收容人数
5,000人以下

最大收容人数
超过5,000人～10,000人

最大收容人数
超过10,000人

不发出大声的活动
允许最大收容人
数入场（注）

5,000人为止
可入场（注）

允许最大收容
人数的一半入
场（注）

如制定「防止感染安全计划」，
允许最大收容人数入场

有发出大声的活动
允许最大收容人数的一半入场（注）

不管规模大小，请一定遵守根据行业类别的制定的指导方针，采取控制人数等方式，

彻底贯彻执行防感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