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縣對於疫情「第８波」的應對等

▽不僅確診數・病床使用率皆停留在高點，保健醫療的負擔狀況依然沉重，決定延長「宮城醫療逼緊危機宣言」

（延長期間：1月１７日～2月13日）
→為了減輕保健醫療的負擔，抑制疫情擴散，對縣民等的要求內容維持不變延長。

「宮城醫療逼緊危機宣言」
期間延長（至2/13為止）

採取的Omicron病毒對策

① 疫苗盡早接種

③ 高齢長者設施・殘障者設施
須抑止傳染・維持營業

② 教育・保育現場徹底落實防止感染對策

④ 加強推動遠距上班・分流上班等

與人的接觸機會・人流増加

① 旅行等（全國性旅行支援）
② 參加季節活動（含尾牙）

疫情擴大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

① 因感染・濃厚接觸造成多人無法上班
② 產生多數「非濃厚接觸的接觸者」

「宣言」中主要對縣民等的要求内容（11/30-2/13）※延續

✓ 利用快篩自己檢查（非確診通報對象）

✓ 急診・救護車妥善利用
醫療體制
機能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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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感染擴
大措施

✓ 再度落實基本的防疫對策
（特別是徹底落實包括旅行、聚餐等季節活動時）
✓ 盡早接種疫苗
✓ 旅行等活動時需接受檢査
✓ 身體不舒服時避免外出
✓ 學才藝、跟朋友聚會等時留意防疫對策

確保正常營
運體制

✓ 以多人無法上班為前提維持上班人員體制
✓ 「非濃厚接觸者的接觸者」適當處理
（不要求不可上班）

✓ 預備萬一業務無法正常運作情況



對縣民的要求内容 【縣内全區】

11月30日～2月13日(現行對策延續）

【醫療體制機能維持】

○ 非確診通報對象者，除了自己用快篩進行檢查之外，可利用確診支援中心

○ 為了減輕醫療機關的負擔，妥善利用急診跟救護車

【防止感染擴大措施】

○ 有效經常換氣，配戴不織布口罩，多洗手保持手指衛生等，縣民每個人皆須徹底落實基本的防疫對策
○ 近距離交談等時，應正確配戴口罩
○ 預備感染，須事先準備好市售藥和快篩、食品、日用品等

○ 平常應妥善做好個人健康管理，如身體狀況變差時，應避免外出・上班上學等
○ 盡量避免前往高感染風險的場所，並避免可能導致疫情擴大的行動

○ 學才藝・上補習班，或與朋友聚會等時要特別小心不被傳染

○ 盡早接種對Omicron病毒有效的新疫苗

○ ６個月～４歳的嬰幼兒及5～11歳的兒童家長，應考慮帶去接種兒童疫苗

○ 利用餐飲業時，需選擇認證店※等有採取適當防疫對策的店面，配合店家要求的防疫對策
○ 聚餐・飲食時，應避免時間過長・大聲喧嘩，落實交談時配戴口罩等，努力達到「不傳給人」 「不被傳染」的行動
○ 旅行等橫跨都道府縣移動・參加大型活動時，應徹底落實基本的防疫對策，

並遵守目的地都道府縣或活動主辦單位要求的防疫對策

○ 如有與確診者接觸過，應盡早做檢查。返鄉等時如果會接觸長輩或接觸有基礎疾患者，應事先做檢查

利用老人看護設施的人，於返家等時應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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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獲選!!宮城餐飲業防疫對策認證制度」下的認證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