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協會 

在二級疫情警戒及邊境管制下舉辦國際賽事防疫應變計畫自我檢

核表 

111年○月○日 

一、 主辦單位： 

二、 承辦單位： 

三、 活動名稱： 

四、 活動日期： 

五、 活動地點： 

六、 活動參加者：總人數○人(我國○人；外國○人)。 

七、 活動性質： 

□國際總會授權之奧亞運競賽種類正式錦標賽、積分賽、資格賽 

序

號 
檢核項目 自我檢核 

1.  

已獲主辦之國際總會授權承辦，且國際總會及外國活動參加者

均已充分瞭解我國最新防疫政策及相關措施，包括居家檢疫天

數（應依指揮中心最新公告天數辦理，倘評估後確有急迫性及

必要性，始得申請縮短）。 

□是  □否 

2.  已經內部程序確認如期辦理。 □是  □否 

3.  
已先行取得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意向書及場地管理單位同意舉辦

文件。 
□是  □否 

4.  
已研擬防疫應變計畫，經舉辦地之地方衛生單位檢視同意，並

配合地方政府要求修正，及提報相關會議審議。 
□是  □否 

5.  已於賽事辦理2個月前將防疫應變計畫函報體育署。 □是  □否 

6.  

已明確訂定依據為何(包括主辦之國際總會防疫政策與規範、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現行規定、參考其他

類似國際賽實務之作法等)。 

□是  □否 

7.  
已敘明計畫目的，並依計畫執行各階段防疫相關應變機制，於

賽事辦理期間，達到兼顧防疫與維護民眾健康安全之目的。 
□是  □否 



 
 

8.  已預估活動參加者人數，並製作活動參加者說明表。 □是  □否 

9.  

賽事辦理前已依指揮中心規定之6項風險評估指標確實進行風險

評估(包括能否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空間之通風換氣情況、活

動參加者之間的距離、活動期間參加者為固定或不固定位置、

活動持續時間及活動期間可否落實手部衛生及佩戴口罩)，並敘

明風險高低。 

□是  □否 

10.  
已依指揮中心最新公告相關規定安排外國活動參加者執行入境

居家檢疫方案事宜。 
□是  □否 

11.  已依檢疫天數規劃外國活動參加者 PCR檢測次數。 □是  □否 

12.  

外國活動參加者須於啟程地使用入境檢疫系統進行健康申報，

由系統開具14天「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且入

境前須備妥健康聲明書及符合指揮中心最新公告 PCR檢測陰性證

明規範之證明文件。 

□是  □否 

13.  
各參加國需指派至少1位專責人員，擔任防疫事項窗口及負責與

我國人員接洽。 
□是  □否 

14.  

外國活動參加者已依最低移動交通路線及最少人數接觸原則規

劃，已確認集中住宿之防疫旅館（○○○飯店），其中高風險國

家應與其他國家區隔、安排不同樓層；經由重點高風險國家入

境或轉機者，應入住集中檢疫場所(○○○檢疫場所)，以一人

一室、房內用餐、點對點、依國別分流團進團出、專人專車(司

機及接待人員)方式辦理，除飯店、練習場、比賽場地、PCR 檢

測處所外，不得前往其他地方。 

□是  □否 

15.  
外國活動參加者應於賽事(含賽程)結束後48小時內離境，並檢

附離境前2日 PCR檢測陰性證明。 
□是  □否 

16.  以閉門賽（無觀眾）方式辦理。 □是  □否 

17.  

已規劃賽事辦理場所之防疫措施，包括活動參加者應全程佩戴

口罩（除競賽時之參賽及執法人員）、量測體溫及設置酒精手部

清潔消毒節點、國內外之活動參加者動線應獨立規劃、分艙分

流執行勤務、其他除補充水分外禁止飲食等。 

□是  □否 

18.  我國活動參加者已規劃集中住宿大會指定飯店（○○○飯店）， □是  □否 



 
 

採一人一室、安排防疫專車，團進團出，統一接送至指定地點

方式移動，除飯店、練習場、比賽場地、PCR 檢測處所外，不得

前往其他地方。 

19.  
工作人員已符合指揮中心最新公告之 COVID-19疫苗接種規範及

措施。 
□是  □否 

20.  已規劃以視訊方式舉辦記者會，避免面對面訪問接觸。 □是  □否 

21.  
已規劃運用多元管道進行防疫宣導，並應將我國相關防疫規範

告知主辦之國際總會，並轉知活動參加者遵行。 
□是  □否 

22.  
已依賽事活動人數及辦理時間，準備足夠之防疫設施及防

護用品。  
□是  □否 

23.  
已規劃發生確診狀況之應變措施，並訂定停賽標準及配合

政府疫情調查及匡列接觸者相關事項。 
□是  □否 

24.  

外國活動參加者發生疑似病例者不可參賽，並訂定相關應

變通報機制，聯繫後送醫院(○○醫院 )，將疑似個案送

醫，同時配合地方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防治措

施。 

□是  □否 

25.  

已就各項防疫作為，邀請醫學公衛專家、○○醫療團隊籌

組防疫專家小組，依據疫情變化訂定標準作業流程，並確

認 PCR 檢測合作醫療機構：○○醫院（或○○檢疫所）。 

□是  □否 

26.  

已邀集主辦之國際總會代表、國內防疫專家、舉辦地之地方政

府體育(教育)、衛生、警政、觀光等相關單位人員等，組成緊

急應變小組，活動各環節工作應有專責人員，依據疫情變化訂

定標準作業流程，並列明勤務分工表，以因應活動期間可能發

生之突發狀況，即時反應危機管控處置。 

□是  □否 

填表人 

（簽章） 
 

秘書長 

（簽章） 
 

理事長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1. 承辦單位應將本檢核表內各項檢核項目納入防疫應變計畫擬定參考，並

依活動性質自行訂定細部標準作業流程。 

2. 活動結束後，應將防疫應變計畫執行情形，如確診案例發生之通報、送

醫、疫調匡列、停賽、或有違反規定致有經國際總會或地方政府處罰等，

做成書面紀錄並列入活動成果報告報本署備查。



 
 

中華民國○○協會舉辦 

「國際賽事名稱」 

防疫應變計畫 

(範例) 
此範例架構、項目為最低規範，可依需求自行增減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年○○月○○日至○○月○○日 

 



 
 

中華民國○○協會舉辦 
「國際賽事名稱」防疫應變計畫 

一、 計畫依據 

分點說明防疫應變計畫訂定之依據，包括主辦之國際總會

防疫政策與規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下稱指揮中心）二級警戒及邊境管制規範、體育署「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大型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之防護

措施處理原則」、參考其他類似國際賽實務之作法等。 

二、 計畫目的 

中華民國○○協會為於「國際賽事名稱」（以下簡稱本賽事）

期間達到兼顧防疫與維護民眾健康安全之目的，訂定防疫應變

計畫，依計畫執行各階段防疫相關應變機制。 

三、 適用範圍：本賽事之參加者，預估○○○人(詳如附表○)。 

四、 活動資訊： 

(一) 主辦單位： 

(二) 承辦單位： 

(三) 活動報名時間： 

(四) 活動日期:110年○月○日至○月○日。（外國活動參加者入

境期間：○月○日至○月○日） 

(五) 活動地點： 

(六) 活動辦理方式：閉門（無觀眾）方式辦理。 

五、 賽事風險評估： 

依指揮中心風險評估指標(能否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活動空間

之通風換氣情況、活動參加者之間的距離、活動期間參加者為

固定或不固定位置、活動持續時間及活動期間可否落實手部衛

生及佩戴口罩)，逐項自行評估，並敘明風險高低。 

六、 活動效益： 

請說明本賽事辦理必要性、急迫性、預期效益等。 

七、 活動防疫工作應變措施（依據活動實際辦理場域及內容建立，

並遵循指揮中心疫情警戒等級規範及邊境管制要求，滾動調整） 



 
 

(一) 活動參加者疫苗接種情形。 

(二) 主辦之國際總會防疫政策與規範(含罰則)。 

(三) 外國活動參加者入境規定及採檢規劃： 

1、 外國活動參加者須於啟程地使用入境檢疫系統進行健康

申報，由系統開具14日「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

通知書」(https://hdhq.mohw.gov.tw/)。 

2、 入境前須備妥健康聲明書及符合指揮中心最新公告 PCR

檢測陰性證明規範之證明文件。 

3、 檢疫日數規劃：依指揮中心最新公告相關規定之居家檢

疫方案，辦理外國活動參加者入境檢疫事宜。倘經評估

有辦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且防疫應變計畫經地方政府

衛生單位審查通過，始得向體育署提出申請，轉陳指揮

中心審議，專案縮短外國活動參加者入境居家檢疫日數

之可行性。 

□14+7方案居家檢疫（檢疫日數及後續檢測頻率依指揮

中心最新公告相關規定辦理） 

檢測頻率：入境當日（Day0）在機場 PCR 檢測、檢疫

期滿前檢測陰性後（ Day10-12家用快篩、 Day12-

14PCR檢測），開始活動。 

□專案申請縮短檢疫日數 

專案申請縮短檢疫日數至______日，已敘明理由並檢

附佐證資料(含主辦之國際總會相關文件、防疫應變

計畫經地方政府衛生單位審查通過之相關文件等)，

函體育署報教育部專案簽報指揮中心審議。 

檢測頻率：入境當日（Day0）在機場 PCR 檢測、入境

後每隔2日須取得 PCR 檢測陰性證明，其中如有經由

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或轉機者，應每日取得 PCR 檢測

陰性證明。 

4、 各參加國須指派至少1名專責人員，擔任防疫事項窗口

及負責與我國人員接洽。 



 
 

(四) 外國活動參加者住宿規劃與管理： 

1、 安排入住防疫旅館：○○○飯店 

(1) 高風險國家應與其他國家區隔、安排不同樓層；經

由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或轉機者，應入住集中檢疫

場所【○○○檢疫場所】。 

(2) 同一團隊人員集中住宿於同一樓層。 

(3) 入住之房間分配以「單人單間」為原則。 

(4) 預估所需房間數為○間。 

2、 外國活動參加者移動以「團進團出」為原則，禁止單獨

外出活動，另飯店須配合外國參加者外出練球需求，安

排獨立電梯通道，避免與其他非必要人士接觸。 

3、 外國活動參加者除訓練與比賽時間外，不得擅自離開房

間。 

4、 外國活動參加者限制於個人房內用餐，三餐餐點由特定

合作廠商提供並交由飯店人員分發至各房門口。 

5、 住宿期間飯店不提供客房收拾/整理服務，所有垃圾統

一由個人使用房間提供之垃圾袋綁緊後置於房門外由飯

店人員處理；使用過之毛巾、床單、被單等物件亦須以

垃圾袋綁緊置於房門外由飯店人員處理。 

6、 團隊衣物（球衣球褲、訓練衣等）統一由各隊管理人員

收集並以垃圾袋綁緊後交由飯店人員處理。 

7、 個人衣物統一由個人於房內洗滌，不得交由飯店人員處

理。 

8、 本賽事期間所有文件交流以電子方式傳輸，紙本文件須

自行掃描建檔。 

9、 各房間皆須備有體溫計與足量之口罩、肥皂、酒精等防

疫用品。 

10、 其餘住宿規定以指定防疫旅館與指揮中心訂定之防疫旅

館設置及管理因應指引為準。 



 
 

(五) 外國活動參加者自入境起，依國別分流團進團出，安排防

疫專車，統一接送機場-活動場地-防疫旅館-PCR 檢測處

所。防疫專車採固定駕駛，搭車期間，皆須全程佩戴口罩，

並於每趟接載後，進行全車清潔消毒。 

(六) 外國活動參加者於賽事（含賽程）結束後48小時內離境，

並檢附離境前2日之 PCR 檢測陰性證明文件；離境後14日

內，持續監測健康狀況並量測體溫，如有出現 COVID-19

症狀，應即通知專責人員，回報承辦單位(○○○)通知衛

生主管機關。 

(七) 我國活動參加者倘自境外入境，防疫原則及規劃比照外國

參加者辦理，或其他自訂作法。 

(八) 採閉門賽事，不開放觀眾入場。 

(九) 我國活動參加者： 

1、 工作人員應符合指揮中心最新公告之 COVID-19疫苗接種

規範及措施。 

2、 對於外國活動參加者及我國活動參加者動線應獨立規劃，

於活動現場提供服務之我國活動參加者(工作人員)，應

採分艙分流執行勤務，減少接觸。 

3、 進行我國活動參加者(工作人員)之衛教，預演活動期間

應變流程；工作人員應自行健康管理，身體若有不適應

暫停支援活動，並告知承辦單位(○○○)。 

4、 活動舉辦前，室內場地保持空氣流通、進行消毒、清潔

及供應足量的防護用品。 

5、 我國活動參加者於活動前完成量測體溫及手部清潔，如

發燒者則不要參與活動；入場前應填寫健康聲明書(如

附表○)。 

6、 活動舉辦後，我國活動參加者應進行14日自我健康監測，

期間如有發現異常症狀(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

應主動向活動當地衛生局之聯繫窗口通報，並採取適當

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場地再次消毒等。 



 
 

(十) 媒體人員管理：倘有媒體採訪需求，應規劃媒體人員進出

動線，實聯制進出，且未持大會核發證件者不行進入，並

採視訊連線方式，避免面對面訪問接觸。 

八、 防疫宣導規劃： 

(一) 活動資訊網站進行衛教宣導，活動手冊加註衛教宣導。另

應將我國相關防疫規範告知國際總會，並轉知活動參加者

遵行。 

(二) 宣導生病在家休息不參加活動，並提醒活動參加者應自備

並全程佩戴口罩。 

九、 防疫設施及防護用品準備 

十、 發生確診狀況之應變措施 

活動期間如發生確診個案，應配合指揮中心及活動舉辦地方政

府指示，需有停辦之相關準備，確診者進行隔離治療或其他安

置，且立刻展開疫情調查，相關人員如經疫調匡列為接觸者，

應配合後續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措施，將可能無法繼續出

席活動，且須事先釐清有確診個案產生相關費用支應來源，如

居家隔離期間食宿費，外國參加者後續返國流程、班機安排等。 

十一、 發生疑似病例者之應變措施：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

報病例者，應落實下列防治措施： 

(一) 指引其暫時留置預設之隔離或安置空間（或非人潮必經處

且空氣流通之空間），立即依應變標準作業流程通報衛生

單位，將個案送醫，同時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與相

關防治措施。 

(二) 疑似病例不可參賽。 

(三) 考量活動形式、參與人數與疫情狀況等，必要時，可與地

方衛生單位討論後研判活動是否需調整、延期或取消，以

防止群聚發生或疫情擴大。 

(四) 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之人員應進行隔離及採檢，其密切接

觸者至少應包含曾於確診者可傳染期內： 

1、 於同一球場內比賽之人員(無論是否有僱傭關係)。 



 
 

2、 居住之飯店及乘坐之交通車輛（無論是否有僱傭關係)。 

3、 其他經疫情調查後匡列之人員。 

(五) 加強非密切接觸者之造冊列管人員相關健康監測，且應至

少監測至最後一名確定病例離開活動場地後次日起14日止，

並鼓勵其若於監測期間內有出現相關疑似症狀，應主動向

活動當地衛生局之聯繫窗口進行通報。 

十二、 組成緊急應變小組，其成員應包含主辦之國際總會代表、國內

防疫專家、地方政府體育(教育)、衛生、警政、觀光等相關單

位人員等，活動各環節工作應有專責人員，依據疫情變化訂定

標準作業流程，並列明勤務分工表(如附表○)。 

十三、 本計畫各項防疫措施應配合指揮中心相關指引及體育署「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大型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之防

護措施處理原則」滾動修正，並同步函報活動舉辦地點之地方

衛生單位及體育署。 



 
 

附表○、活動參加者說明表 

分類 所屬單位 人員說明 預計人數 活動區域 證件別 

我

國 

工

作

人

員 

     

     

     

     

     

     

參賽人員     

外國 

參賽人員     

裁判團隊     

總計(人)   

 

 

 



 
 

附表○、健康聲明書 

 

健康聲明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賽」，確定於簽署

當日非屬「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之「居家隔離」

或「居家檢疫」或「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康管

理」實施對象，倘有不實，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中華民國○○協會 

 

 

 

 聲明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緊急應變小組勤務分工表 

職稱 任務 

醫療團 

總召集人 

○○○ 

1.負責緊急狀況處理協調連繫窗口。 

2.確認相關應變人員皆瞭解及熟悉應變流程。 

3.活動日現場人力調度。 

4.協助、指導防疫應變組員。 

執行長 

○○○ 

1.協助防疫緊急狀況處理。 

2.協助工作人員執行健康監測。 

執行秘書 

○○○ 

1.協助防疫緊急狀況處理。 

2.協助工作人員執行健康監測。 

場地組長 

○○○ 

1.協助防疫緊急狀況處理。 

2.協助現場個人衛生防護作業。 

醫護組長 

○○○ 

1.協助防疫緊急狀況處理。 

2.發現疑似個案時，通報防疫專線，引導醫護

人員到達現場。 

票務組長 

○○○ 

1.協助防疫緊急狀況處理。 

2.協助處理規劃票務相關事宜。 

場館組長 

○○○ 

1.協助防疫緊急狀況處理。 

2.確立個案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 

(以下請自行增

減) 
 



 
 

 

附表○、體溫紀錄表 

體溫紀錄表 

 
 

日期 溫度 進場時間 受測者姓名及聯絡資訊 

1 年   月   日 ____度   

2 年   月   日 ____度   

3 年   月   日 ____度   

4 年   月   日 ____度   

5 年   月   日 ____度   

6 年   月   日 ____度   

7 年   月   日 ____度   

8 年   月   日 ____度   

9 年   月   日 ____度   

10 年   月   日 ____度   

11 年   月   日 ____度   

12 年   月   日 ____度   

13 年   月   日 ____度   

14 年   月   日 ____度   

 



 
 

 

其他附表○(請依需求自行增加，如場地配置圖、隔離區、

動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