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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  

・2019 年 12 月，在中国武汉流行了原因不明的肺炎，依据报告其原因是由新型冠状病毒而

引起的。 

・目前为止，已经约有 5 亿的感染者，及约有 620 万的因感染的死亡者。但仍然无法得到解

决的预计情况。 

●冠状病毒的特征 

・通过刺突糖蛋白入侵人体细胞。 

・发声／饮食时排出的“小飞沫（micro droplets）”导致感染（气溶胶感染）。避开“三密”减少

感染风险、使用无纺布口罩以及通风换气都很重要。 

●最近状况 

・充分理解预防感染对策，并且疫苗的接种率提高，因此现在已避免感染者人数急剧的增

加。 

●关于空气传染 

・在某些情况下，气溶胶感染的形式类似于空气感染。“保护空间（通风换气的重要性）”是

很重要的。 

 

要注意经由海外传进的感染病。 

・要特别注意：病毒（如登革热）、病原虫（如疟疾）和细菌（如伤寒、肺结核）。 

・登革热、埃博拉病毒感染和寨卡病毒感染在海外流行。 

・在这世界中的某个地区有小规模的传染流行病＝不知不觉中将会引起大规模的传染流行病

的危险。 

⇒通过了解病原体、思索感染途径、冷静应对，可以有效地控制感染。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正在黄金周期间得到了预防感染对策的一个有效的社会实证。 

 

结核 

・现在日本国内，在国外出生的结核患者的人数在增加。特别是年轻人较多。 

・大田区因为有很多外国人居民，所以必要进一步的充实体检制度以及改善医疗服务等，支

援政策。 



期望大田国际交流中心实现的事项 

・大田区内拥有羽田空港＝要注意感染病       ・在国外出生的人较多的大田区 

・预防感染对策能力高的大田区           ・对外国出生的人友善的大田区 

・促进国际交流更有活力的大田区 

⇓ 

进行国际交流活动，做好危机管理准备是很重要的。                  

＝了解感染症、采取正确地预防感染对策。 

・区民利用国际交流中心，共同促进国际交流是很重要的。 

 

Ｑ＆Ａ（问与答） 

Ｑ：通过新冠，感觉到世界文化的不同了吗？ 

  有什么特别注意到的事情，请介绍一下。 

Ａ：了解到带口罩的习惯于外国不同。虽然也有把戴口罩作为义务的国家，但是在日本几乎

所有的人都带口罩，大家共同协助抗疫情，这点是非常好。另一方面，对于不戴口罩的

人，也有人用像警察一样的态度，对其有过度的要求行动。看到了日本文化的优势和劣

势。 

最近，有人对带口罩又提出了新的建议。在外边无人之处摘下口罩是无妨的事情等等，

各自对新冠病毒感染病感染途径的理解，发挥想象力来避免感染风险，并且实行有效的

可以减轻自己负担的预防感染对策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Ｑ：从很多报道中，都看到外国有很多国家地区都可以不戴口罩了。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外国

人来日本，让人感到不安。您对这点有什么看法呢？ 

Ａ：在日本，大家有共同的经验和文化，容易制定各种措施。今后，随着更多的外国人入境

许可的增加，会有些人不了解日本对冠状病毒感染病对策的习惯，因此在做法上是必要

有些改进的。在机场做简单易懂的说明等，让外国人理解日本的文化和习惯而进行宣，

这样行政管理是很重要的。 

 

Ｑ：大田区作为日本的入国门关，非常担心今后还会有新的感染病传进。 

今后对这样新的感染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对应呢？ 

Ａ：这正是举办这次演讲之目的。通过了解病原体、寻找感染途径、冷静应对，可以有效地

控制传染。大田区定期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与区民们共同进行预防感染对策。我们也

想尽力的协助。 

 

Ｑ：世界上，有开发新冠的特效药吗？ 

Ａ：开发了预防重症化的口服药。日本企业，也在申请开发将会更有效果的药品。近期将得

到批准，如果投入使用后，新型冠状病毒的分类将从 2 类感染病变为 5 类感染病。变为

5 类传染病的话，就会采取类似对应流感的措施，如果到那样个地步，新冠就将会结束

了。 

 

 



Ｑ：对应感染对策与外国有所不同吗？ 

（戴口罩、勤洗手、注意“三密”、酒精消毒） 

Ａ：在外国，在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较多的情况时，都采取严厉措施而一下子就减少了人

数，但一旦看到效果，感染局势稍微平静下来，措施似乎就松懈了。之后，感染人数再

次增加时，虽然一时被控制下来，但是我认为最好不要采取严厉措施一下子把疫情控制

下来。需细心观察分析疫情，分阶段缓和管理措施才是重要的。在日本，并非马上就将

口罩给摘下，而是在感染风险高的地方带口罩，在感染风险低的地方可以摘下口罩，是

有弹性去判断的。这是日本的战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