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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奧運防疫措施及因應作為  

                             
  

 中華奧會 
 

    11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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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舉辦的最大挑戰– COVID-19 
 
 
 

                    
          

上方圖片來源: IOC官網 



 賽會籌辦歷程 
2020年－ 
• 3月24日：宣布賽會延期 

• 4月：啟動新的賽會籌辦架構 

• 6月：發布賽會定位及籌辦方向 
以提供安全的比賽環境為首要之務 
將延期衍生之費用降至最低 
簡化辦理 

• 7月: 確認使用相同場館及相同星期之賽程 

• 9月: 同意簡化辦理之方向及檢視所提供服務之層級(預計可撙節3百億日圓) 

• 9 - 10月：召開防疫對策協調會議(5次) 

• 12月：公布防疫對策期中報告 

2021年－ 

• 2月：公布賽會防疫手冊(The Playbooks、依6種身分) 

• 3月25日：聖火傳遞開始 

• 4月、6月：公布第2、3版防疫手冊 

 



中華奧會與Tokyo 2020會議 – 2021年 

線上醫療防疫研討會(1/14) 
＊參與組團工作的相關單位及疾管署了解國際奧會及 
    2020東京奧運籌備會對於防疫的規劃及處理原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賽會防疫手冊簡報會議 (2/9) 
＊IOC及Tokyo 2020說明各國參賽選手及隊職員於出發前、 
    抵達時、賽會期間及賽後返國前等階段各項所須遵循的 
    防疫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OC運動員委員會選手防疫簡報會議 (3/1) 
＊IOC說明賽會期間針對運動員委員會選舉的防疫初步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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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原則:  
 
全程配戴口罩、減少接觸、實施檢測追蹤與隔離、保持個人衛生 
 
 
時序: 
 
從運動員抵達日本、前往賽前訓練營舉辦城鎮、參賽期間、離開日本返國。 
 
 
防疫手冊: 
 
2021年2、4、6月陸續公告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 

         



防疫組織建構 
 
各參賽 NOC 須事先指定防疫協調官（COVID-19 Liaison Officer）1 名： 
以作為與 IOC/IPC/Tokyo 2020 及日本主管機關之聯繫窗口，並確保
參賽人員了解並遵守各項防疫規定，以及負責團員行蹤管理、確診
/症狀通報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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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政豪  
助理防疫協調官  
*專責貴賓 *  

陳文修  
助理防疫協調官  

*專責代表團&工作團 *  

 

許怡文  
助理防疫協調官  

*專責代表團&工作團 *  

 

2020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  –  防疫小組 

CTOC20210716 

張煥禎  
防疫協調官  
 

7/14 
出發 
7/7 
之前 



防疫協調官提醒重點 

CTOC20210716 

張煥禎  
防疫協調官  
 

7/14 
出發 
7/7 
之前 

1 . 大家每天都要接受檢測  

2 . 比賽場地沒有觀眾  

3 . 除了比賽場地及其他經過報備核准地點，大家不能自由出入其他地點或
使用交通工具  
 
依據過去一年赴日提前訓練參賽隊伍所累積數據及模型測試，預測此次賽
會確診比例將會是 0 . 6 % - 1 %。因此在東京奧運的場域，得病率會是我們
在台灣的 1 0倍，所以大家請務必小心，勿掉以輕心。以下幾點請大家務必
確實做到：  

1 . 基本防疫要求：戴口罩、洗手、保持安全距離  

2 . 務必熟讀國際奧會 /籌備會公告的東京奧運防疫手冊（ P l a y b o o k）  

3 . 即日起至賽會結束止，防疫小組將會不定時發布防疫公報，即時通知所
有團員防疫相關提醒事項  

4 . 大會嚴格要求確診後要治療好，且要治療好才能離開日本。若被日方認
定違反防疫規則，隊職員會被停止職務，選手會被取消參賽權益。  

5 . 大家有任何防疫問題，可隨時與防疫助理或本人聯繫。  
 

最後請大家抱著嚴謹但輕鬆的防疫態度全力爭取好成績。希望大家健
康的從台灣出發，健康的從日本凱旋歸國。  

 
 
 



防疫裝備 

總計52個品項裝備: 登機箱、吹風機、行動電源、隨身電扇、
水壺、保溫瓶、紀念筆、網卡、毛巾、各項防疫用品…等。 



出發前１個月 

提交行前計畫 

出發前7天之前 

下載OCHA並啟用 

出發前９６小時內 

2次核酸檢測 

7/31出發 
7/30上午 
7/28下午 

7/31 
出發 
7/24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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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出發 
7/7 
之前 7/19 

出發 
7/12 
之前 7/25 

出發 
7/18 
之前 7/29 

出發 
7/22 
之前 

7/14出發 
7/13上午 
7/11下午 

7/19出發 
7/18上午 
7/16下午 

7/25出發 
7/24上午 
7/22下午 

7/29出發 
7/28上午 
7/26下午 

防疫執行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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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 

•詳閱Tokyo 2020防疫手冊 

•備好旅日期間接觸人員名單 

•手機下載COCOA、OCHA並

啟動OCHA 

•託運行李裝入額溫槍、口罩 

•登機隨身攜帶 

• 護照 

• 註冊卡 

• 搭機前96小時2次PCR檢測陰性報

告紙本（72小時內陰性報告另以PDF

檔案上傳到OCHA） 

• Covid-19相關紀錄（如有，建議攜

帶，例如：更早之前檢測報告、接種

疫苗狀況 ⇒ 可攜帶接種紀錄卡影本，

紀錄卡需有護照英文姓名及護照號碼） 

• 手機及（旅日）行動網卡 

入境時 

•入境時需遵循下列事項 

• 出示護照及註冊卡 

• 出示在機上或機場被要求填寫之任

何文件 

• 打開手機（充飽電）使用行動網卡

連網 

• 出示誓約書（無法使用OCHA者才

需出示紙本） 

• 從OCHA出示72小時內陰性檢測

報告（紙本亦可） 

• 從OCHA出示QR Code（App入

境資料填完後可生成QR Code） 

• 安裝好 COCOA開啟藍芽 

• 依入境規定打開手機GPS定位導航 

• 依指示接受機場Covid-19檢測並

等候結果  

比賽期間 

• 隨時都必須戴口罩並減少交談 

• 與運動員保持2公尺距離，與其他

人保持1公尺距離 

• 勤洗手或消毒 

• 只前往經提報通過的在日行程地點 

• 只用賽會核可之交通工具 

• 隨時更新旅日期間接觸人員名單 

• 每日監控健康情形並上傳OCHA 

• 依註冊卡別規定接受Covid-19檢

測（運動員/隊職員為每日檢測） 

• 手機隨時充有足夠電力  

• 如有Covid-19症狀 ⇒ 通知防疫協

調官 

• 如Covid-19確診 ⇒ 通知防疫協調

官 

離境 

• 預約離境前72小時檢

測 

• 下載檢測報告登機 

東奧代表團防疫工作檢查表 0 7 0 6 v  



出發前三件事  
代表團所有成員都需配合下列事項  

•奧會全數報送籌備會（旅日/在日代表團持卡人員免提報）。 

•除班機行程可在原出發日前修正，其餘資訊送出後不能更改。 

行程計畫 

•【出境前啟用】健康回報 App (OCHA)：出發日前7 天之前開始下載啟用至離境日本止。入境日本前

毋需上傳每日健康紀錄（測量體溫），入境後需每日上傳。 

•【抵日後啟用】社交距離App (COCOA)：出發前可下載（無法啟用），入境日本即須啟用。 

•旅日/在日代表團持卡人員請先下載兩Apps，於註冊卡開卡日前14天開始啟用並上傳每日健康紀錄。 

APPs  均有簡體中文 

•行前96小時核酸檢測2次，需持陰性檢測報告才可入境日本。 

•登機時，團員需出示72小時內陰性核酸檢測報告辦理登機。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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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HA –  前往東京奧運一定要用的軟體  

•  蘋果手機：iOS 13.5 以上 

•  安卓手機：Android 6.0 以上 

•  若手機系統在上述版本之下，將無法下載OCHA。建議出發前另找一隻可相容使用的手機，否則入境

日本後必須在機場付費租借使用至離境為止。 

開始前先確認手機系統相容性 

•  STEP 1：手機下載App 

•  STEP 2：手機開網頁到此網址 https://infection-control.tokyo2020.org/icon/UserApplication 

•  STEP 3：按「I agree」後，頁面從上到下依序輸入「註冊卡號（奧會近日提供）」、「護照號碼

（行程計畫所列護照號碼若有誤或為舊版務必立刻回報奧會）」、「電郵信箱」、「出生年月日」、

「語言」後，依頁面指示設定密碼。 

•  STEP 4：開啟App後，輸入註冊卡後及密碼即完成啟動。惟行程計畫未經日本政府通過前，仍無法

進到下一個畫面填寫後續入境資料。 

下載 ＆ 啟用 

•請及早測試，若因種種原因無法下載或啟用，奧會必須在團員出發日至少6天之前將情形回報籌備會，

採取替代方案提交入境文件。 

至少出發7天以前下載、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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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HA –  前往東京奧運一定要用的軟體  

•   

 STEP 2：手機開網頁到此網址 

https://infection-

control.tokyo2020.org/icon/UserApplication 

15 

STEP 3：按「I agree」後，頁面從上到
下依序輸入後，再依頁面指示設定密碼。 

https://infection-control.tokyo2020.org/icon/UserApplication
https://infection-control.tokyo2020.org/icon/UserApplication
https://infection-control.tokyo2020.org/icon/UserApplication


OCHA –  入境一定要用的軟體  

取代紙本入境「誓約書」 出發前上傳72h內PCR陰
性報告 

入境「證照查驗」、「檢疫」、
「海關」等關卡都需出示 

取代紙本「入境檢疫問卷」、 
「入境卡」、 「海關申報單」 16 



出發前額外事項：旅日期間接觸人員名單  

  籌備會要求：預列頻繁接觸人員名單 

• 預先思考列出在日本期間會頻繁接觸的對象：如室友、同隊選手教練、隊醫、防

護員，並至下表填寫以提供防疫協調官/助理 

• 出境前請先上網填寫「預列在日頻繁接觸人員名單」

https://tinyurl.com/tokyocontact 

• 入境時無須出示本名單 

• 抵日後建議在自己手機紀錄更新每日密切接觸人員名單（例如：相處時間超過15

分鐘、近距離不到1公尺、共處時未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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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下機後  

1. 所有人員都需出示註冊卡，依機場指示分流 

2. 註冊卡標示有TA（如下圖紅色圈起處）及未標示TA者流程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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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機 

註冊卡標有TA之機場進關流程 

檢測 查驗證照（開卡）、領行李、海關 

檢測結果等候區 

陰性報告 

陽性報告 

專車送往選手村發燒篩檢站 

乘載區 

TA巴士前往選手村 

射擊選手在機場等候檢測報告時可先為槍枝彈藥清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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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卡未標TA之機場進關流程 

下機 檢測 查驗證照（開卡）、領行李、海關 

檢測結果等候區 

陰性報告 

陽性報告 

送往隔離站或醫院 

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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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時及入境後之檢測 
提供檢體前30分鐘（含入境檢測），請不要飲食、吸煙、刷牙或用漱口水 

• 機場接受唾液快篩檢測 （抗原檢測antigen test） 

入境時 

• 每日於選手村/選手村接受唾液快篩檢測。 

入境後 

• 快篩（唾液快篩檢測）：若為陽性或高度懷疑 ➞  PCR檢測（同一唾液檢體）最慢

12小時內通知陽性反應 

• 二採（鼻咽PCR檢測）：（承上）唾液快篩若為陽性反應 ➞ 重新採集鼻咽拭子檢體

進行PCR檢測 約3-5小時內通知陽性確診 

檢測程序及時間：陰性不通知 

21 



入境後之檢測 –  接續上頁  
代表團所有成員都需配合  

• COVID-19症狀（發燒、呼吸道症狀）：1.通知代表團防疫協調官；2.（依協調官轉

達日方指示）前往COVID-19發燒篩檢站檢查（檢查程序同上項，需在篩檢站等候

檢查結果） 

 

• 檢測二採陽性：1.通知代表團防疫協調官；2.（依協調官轉達日方指示）依症狀輕中

重程度搭乘指定交通工具前往指定（輕）防疫隔離場所或（中重）醫院隔離 ➞ 隔離

時間需依日方規定為準。 

有COVID-19症狀 或 接獲通知檢測二採陽性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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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村發燒篩檢站（Covid-19 Clinic）每天24小時營運。 

 篩檢中心每日收取檢體時間為上午7-9點，下午4-6點。 

 檢測結果如為陽性，將於每日晚間9點（早上檢體）及次日早上6點（前晚檢體）通知國家奧會。 

 唾液快篩器材將於選手村內發送。宿村外者領取快篩器材及繳交檢體時間及地點將另行通知。 

 如出現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症狀，如：發燒、咳嗽、呼吸道症狀、嗅覺或是味覺喪失、腹瀉腹痛，需直接前往選手村

發燒篩檢站（Fever Clinic/Covid-19 Clinic） ，不要前往綜合醫療站 （Polyclinic） 。 

入境後 –  採樣及檢測  （選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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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Transport 

Sample Analysis NOC Sample Submission NOC Sample Collection Individual Sample Collection Bulk Distribution 

CLO CLO 

CLO 

入境後 –  每日檢體採樣流程 

籌備會發送篩檢器材 防疫人員或代表 
監看唾液檢體 
於房內採集 

防疫人員或代表 
收集所有檢體 

防疫人員或代表 
將檢體送交籌備會 

檢體運送 抗原檢測若非陰性 

進行PCR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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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Analysis NOC Sample Submission NOC Sample Collection 2nd Test Prescription 

Sample 

Transport 

Individual  

Transport 

If Negative Result If Positive Result 

入境後 –  抗原檢測陽性反應後續 

送當事人至 
二採檢測站 

籌備會醫師定二次採樣 醫事人員採集鼻咽拭子檢體並送出檢驗 

檢體運送 PCR檢測結果 

陰性，結案 陽性，送往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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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後 –  確診後隔離 & 相關疑問 

 如確診：確診者將被送至選手村不遠處的飯店式隔離中心隔離。 

 隔離時間：自送往隔離當日起算10天。 

 隔離站提供：三餐、WIFI上網、照護人員、所屬國家奧會代表隊可在指定時間協助遞交個人物品（個

人物品） 

 確診者必須隔離期滿才能離開，不因預定航班有所改變。 

 確診者即使已接種疫苗，仍需依規定隔離。 

 

 同隊中有一人確診不見得整隊需要隔離，需視是否為密切接觸者而定。大多狀況是無須整隊隔離的。 

 如果被認定為密切接觸者，符合下列狀況則可以參賽或是執行勤務： 

 結果判定專家顧問團（國際奧會及日本專家組成）指定期間採集之每日鼻咽拭子檢體均為陰性。 

 健康狀況評估良好 

 所屬國際單項運動總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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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後 –  不能去的地點  

 行程計畫未提報的地點、卡別不能前往的地點都屬於不能違反規定前往之處。 

 不能到戶外活動、不能在住處附近公園跑步等。 

 不能去當地餐廳或酒吧。 

 不能觀光。 

 不能使用大眾交通系統。 

 

 違反規定者，將可能無法出入比賽場館、參與賽事活動及工作（非選手）、不能參賽（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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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境前之檢測 

 離境檢測將安排在指定地點進行。 

 離境前，代表隊需提交離境人員名冊給籌備

會。 

 籌備會將核發每位離境人員之陰性檢測報告。 

 如所屬國家另有規定，國家奧會可與籌備會

聯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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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Dining Hall 
COVID-19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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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會期間防疫會議 日期 

東京奧運代表團總領隊召開「防疫應變小組會前會」 7月20 日 

東京奧運代表團總領隊召開「防疫應變小組東京端與國內端
第一次視訊會議」 

7月22 日 

東京奧運籌備會召開「國家奧會離境返國檢測說明會議」 7月24 日 

東京奧運籌備會召開「國家奧會離境返國檢測及陰性報告證
明說明會議」 

7月29 日 

東京奧運代表團總領隊召開「防疫應變小組東京端與國內端
第二次視訊會議」 

8月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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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境返國核酸檢測 

• 依團員卡別及離境時程預約核酸檢測 

※ 代表團所有成員之返國前72小時核酸檢測報告均為
陰性 

返國後續防疫規定 –  專案辦理 

• 入境桃園機場唾液核酸檢測：所有團員檢測報告均
為陰性 

• 完整接種2劑COVID-19疫苗之人員：返國後入住檢疫
旅館7天+7天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 接種1劑及未接種COVID-19疫苗之人員：返國後入住
檢疫旅館14天+7天自主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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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防疫成為參賽準備的重要一部分   
•    檢疫(賽前、賽中、賽後) 
•    運輸(國內、國外) 
•    住宿(村內、自行安排之住宿) 
•    觀賽(卡別限制、無觀眾) 
•    防疫配備 
•    志工人力(不足)  等等 
 
籌辦國入境檢疫措施為各方關切 

 
防疫準備以最嚴謹的心態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