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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测地图阅览方法

松山市防灾网站上登载有网页版防灾地图。可在此更详细地
了解到有关灾害的危险性。
①打开“松山市防灾网站”

②点击“松山市网页版防灾地图”
③选择 想了解的灾害风险

可以查看网页版防灾地图

基于水防法，根据河流管理部门公示的资料，当此地区遇到（千年一遇的）大规模
降雨时，与洪水浸水预想区域重合，估算出的浸水范围及最大浸水深度。

［凡例说明］造成房屋倒塌等泛滥预想区域
设想遭遇最大规模降雨，导致附近的堤坝决堤时，一般建筑物倒塌、被冲毁等危
险性较高地区。分因泛滥洪水，以及因河岸被侵蚀两种情况。
•造成房屋倒塌等事故的泛滥预想区域（泛滥洪水）⋯因洪水泛滥而导致木造建筑被冲毁、倒塌的可能性较高的地区范围。
•造成房屋倒塌等事故的泛滥预想区域（河岸侵蚀）⋯因洪水而导致河岸受到侵蚀，致使建筑被冲毁、倒塌的可能性较高的地区范围。
※各河流具体浸水深度及浸水持续时间，请参考《松山洪水预警地图》。

按灾害种类分类

风险预测地图共三种，分别为：【红色】⋯地质灾害·蓄
水池【蓝色】⋯洪水·内涝【绿色】⋯海啸·风暴潮。
预测不会发生洪水·城市内涝，或无海啸·风暴潮危险
的地区，则没有【蓝色】和【绿色】地图。

各种灾害可能发生的情况

地质灾害（地质灾害警戒区域／地质灾害特别警戒区域）
本地图按照地质灾害预防法的规定，按地质灾害的种类和范围标出了爱媛县圈定的警戒区域。
“地质灾害警戒区域（黄色预警区）”：若发生陡坡崩塌等灾害，此区域内的居民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地质灾害特别警戒区域（红色预警区）”：建筑物会出现损伤，此区域内的居民有极大的可能遇到生命危险。

蓄水池泛滥（防灾重点蓄水池／蓄水池浸水预想区域）
被列为防灾重点的蓄水池有299处。蓄水池超过最大蓄水量决堤的情况下，与浸水预想地区重合，估算的浸水范围和最大浸水深度。
※各蓄水池的浸水深度，请查看《蓄水池风险预测地图》。

河流洪水（洪水浸水预想区域／最大浸水深度）

风暴潮灾害（风暴潮浸水预想区域）
根据水防法，爱媛县公布的因最大规模风暴潮而导致的浸水预想区域范围。
※详细浸水深度·浸水持续时间请参考《松山风暴潮风险预测地图》。

●以历史最大台风估算
•中心气压 900hPa（相当于室户台风）
•半径、移动速度 最大旋衡风速半径75km※（相当于伊势湾台风）
 移动速度75km/h（相当于伊势湾台风）
※最大旋衡风速半径：从台风眼到台风外围风速最大地点的距离。

以上内容均以目前所知内容而设定，也有可能发生比此预想情况更严重的灾害。

海啸灾害（海啸灾害警戒区域／最大浸水深度（基准水位））
此地图根据海啸防灾地域构建相关法律，标识出了爱媛县指定的海啸灾害警戒
区域范围，以及基准水位。

城市内涝（内涝浸水预想区域／最大浸水深度）
地图标识了想定在遭遇总雨量299mm，1小时最大降雨量为83.5mm的大雨
时，估算的城市内涝浸水想定区域范围和最大浸水深度。
※具体浸水深度，请参考《松山内水风险预测地图》。

制作风险预测地图所用到的地图信息均参考日本国土地理院发行的数值地图（国土基本信息）的最新数据。数据会随着时间变化，因此不一定和目前一致，请悉知。地质
灾害等预警信息中的位置图仅供参考，并不能精准等同于警戒区域的境界线和范围等。另，避难所等防灾信息为2022年4月1日的信息，今后有可能会发生变动，敬请留
意。若无松山市许可，严禁复制、转载本宣传册的封面、启发报道，以及地图。

索 引 图

重信川

国

626mm

河流名称

河流管理者

24小时预计总
降雨量

石手川

国·爱媛县

705mm

小野川

爱媛县

754mm

立岩川

爱媛县

769mm

松山市防灾网站 搜索

地质灾害·蓄水池 津波·风暴潮洪水·内涝 

确认！

〔由良·泊·睦野·东中岛·西中岛·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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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良公园由良公园

由良公民馆门田分馆由良公民馆门田分馆

由良公民馆由良公民馆1

兴居岛分所兴居岛分所

泊公民馆泊公民馆
兴居岛分所泊办事处兴居岛分所泊办事处

兴居岛派出所

兴居岛初中兴居岛初中

鹫之巢公园鹫之巢公园

由良小学旧址由良小学旧址

泊小学旧址泊小学旧址

兴居岛小学钓岛分校兴居岛小学钓岛分校

桃之花幼儿园桃之花幼儿园

泊公民馆船越分馆泊公民馆船越分馆

兴居岛小学兴居岛小学

钓岛渔港码头钓岛渔港码头

门田町门田町

门田町门田町

泊町泊町

泊町泊町

由良町由良町

比例尺=1/160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20
岛屿部地区

地质·蓄水池

21
地质·蓄水池

岛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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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不适合
地质灾害发生时避难的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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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灾
害
·
蓄
水
池
泛
滥

紧急运输道路

主要避难路线

消防站前消防站前 十字路口名

11 国道

神社

农业合作社·
银行

19 县道

寺庙

邮局

公共电话（户外）

地下街·地下人行道　
地下通道

直升机
紧急降落点

医疗急救机构

警察局
岗亭·派出所

防灾行政无线
（警报通知）

市政府
分所·办事处
消防站
分队·办事处
消防队
消防水管设置处

指定紧急
避难处

指定避难处

福祉避难处

※
※

雨量计
特别警戒区域（泥石流）

特别警戒区域（陡坡）警戒区域（陡坡）

警戒区域（泥石流）

警戒区域（山体滑坡）
（无）

＜地质灾害警戒区域·特别警戒区域＞

重点防灾蓄水池

0.5m以下

0.5m以上

决堤后，有可能导致民家
进水的蓄水池

＜重点防灾蓄水池／蓄水池预估淹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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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第 22页插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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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1/160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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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风暴潮

岛屿部地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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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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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不适合
在海啸时逃生的地点。

※

22 23

＜风暴潮时预计淹没区域＞

关于风暴潮时的预计淹没

区域，敬请参考《松山风

暴潮警报地图》。

紧急运输道路

主要避难路线

消防站前消防站前 十字路口名

11 国道

神社

农业合作社·
银行

19 县道

寺庙

邮局

公共电话（户外）

地下街·地下人行道　
地下通道

直升机
紧急降落点

医疗急救机构

警察局
岗亭·派出所

防灾行政无线
（警报通知）

市政府
分所·办事处
消防站
分队·办事处
消防队
消防水管设置处

指定紧急
避难处

指定避难处

福祉避难处

※
※

0.3～1.0ｍ

1.0～2.0ｍ 0.3m以下

4.0～5.0ｍ

5.0ｍ～

2.0～3.0ｍ

3.0～4.0ｍ

＜海啸灾害警戒区域／最大淹没深度（基准水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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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睦月小学睦月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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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斋　滩

野忽那岛

野忽那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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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岛公民馆
野忽那分馆
中岛公民馆
野忽那分馆

爱媛县渔连水槽设施旁
停车场

爱媛县渔连水槽设施旁
停车场

14

野忽那野忽那

睦月渔港

13 中岛公民馆睦月分馆中岛公民馆睦月分馆

睦月（梅之子）渔港

12 野忽那小学野忽那小学

30

31

33

32

29中岛公民馆吉本分馆中岛公民馆吉本分馆

中岛公民馆饶分馆中岛公民馆饶分馆

畑里老年人健康增进实习馆畑里老年人健康增进实习馆

城山小学旧址城山小学旧址

中岛公民馆粟井分馆中岛公民馆粟井分馆

西中港多功能广场西中港多功能广场

中岛大浦中岛大浦

饶饶

中岛大浦中岛大浦

中岛粟井中岛粟井畑里畑里

比例尺=1/160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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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不适合
滑坡时逃生的地点。

※

紧急运输道路

主要避难路线

消防站前消防站前 十字路口名

11 国道

神社

农业合作社·
银行

19 县道

寺庙

邮局

公共电话（户外）

地下街·地下人行道　
地下通道

直升机
紧急降落点

医疗急救机构

警察局
岗亭·派出所

防灾行政无线
（警报通知）

市政府
分所·办事处
消防站
分队·办事处
消防队
消防水管设置处

指定紧急
避难处

指定避难处

福祉避难处

※
※

雨量计
特别警戒区域（泥石流）

特别警戒区域（陡坡）警戒区域（陡坡）

警戒区域（泥石流）

警戒区域（山体滑坡）

＜地质灾害警戒区域·特别警戒区域＞

重点防灾蓄水池

0.5m以下

0.5m以上

决堤后，有可能导致民家
进水的蓄水池

＜重点防灾蓄水池／蓄水池预估淹没区域＞

2524



100

50

50

50

50

小岛

泰之山

200

200

10
0

10
0

10
0

41

41

41

饶（吉木）渔港

饶（饶）渔港

饶（畑里）渔港

饶（大泊）渔港

饶（粟井）渔港

西中港

西中岛西中岛

东中岛东中岛

中岛大浦中岛大浦

睦 野睦 野

11睦月小学睦月小学

睦月地区多功能广场睦月地区多功能广场

睦月睦月

50

50

斋　滩

野忽那渔港

睦 野睦 野

野忽那野忽那

堂目池堂目池睦月岛

睦月填海造陆地区睦月填海造陆地区

野忽那岛

中岛公民馆
野忽那分馆
中岛公民馆
野忽那分馆

爱媛县渔连水槽设施旁
停车场

爱媛县渔连水槽设施旁
停车场

14

睦月渔港

斋　滩

睦月（梅之子）渔港

12 野忽那小学野忽那小学

13 中岛公民馆睦月分馆中岛公民馆睦月分馆

30

31

33

32

29中岛公民馆吉本分馆中岛公民馆吉本分馆

中岛公民馆饶分馆中岛公民馆饶分馆

畑里老年人健康增进实习馆畑里老年人健康增进实习馆

城山小学旧址城山小学旧址

中岛公民馆粟井分馆中岛公民馆粟井分馆

西中港多功能广场西中港多功能广场

中岛大浦中岛大浦

饶饶

中岛粟井中岛粟井畑里畑里

比例尺=1/160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睦
野·

东
中
岛·

西
中
岛

睦
野·

西
中
岛

26
海啸·风暴潮

岛屿部地区

27
海啸·风暴潮

岛屿部地区

3030 3131

海
啸
灾
害
·
风
暴
潮
灾
害

海
啸
灾
害
·
风
暴
潮
灾
害

  表示不适合
在海啸时避难的地点。

※

26 27

＜风暴潮时预计淹没区域＞

关于风暴潮时的预计淹没

区域，敬请参考《松山风

暴潮警报地图》。

紧急运输道路

主要避难路线

消防站前消防站前 十字路口名

11 国道

神社

农业合作社·
银行

19 县道

寺庙

邮局

公共电话（户外）

地下街·地下人行道　
地下通道

直升机
紧急降落点

医疗急救机构

警察局
岗亭·派出所

防灾行政无线
（警报通知）

市政府
分所·办事处
消防站
分队·办事处
消防队
消防水管设置处

指定紧急
避难处

指定避难处

福祉避难处

※
※

0.3～1.0ｍ

1.0～2.0ｍ 0.3m以下

4.0～5.0ｍ

5.0ｍ～

2.0～3.0ｍ

3.0～4.0ｍ

＜海啸灾害警戒区域／最大淹没深度（基准水位）＞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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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150

50

50

新池新池

大佐古池大佐古池

高岸池高岸池

大池大池

伊予滩

小岛

中岛

久兵卫小岛

高岛

殿岛

大里山

高山

200

200

10
0

100

10
0

41

41

41

饶 (宇和间·熊田 )渔港

饶（吉木）渔港

中岛港

长师渔港

神之浦渔港

长师（宫野）渔港

东中岛东中岛
西中岛西中岛

16

18

20

22

19

26

27

28

29

17

15

16

21

24

25

23

长师运动场长师运动场

中岛幼儿园中岛幼儿园

中岛公民馆大浦分馆中岛公民馆大浦分馆

中岛综合文化中心中岛综合文化中心

松山北高中
中岛分校

松山北高中
中岛分校

中岛Ｂ＆Ｇ海洋中心中岛Ｂ＆Ｇ海洋中心

中岛初中中岛初中

中岛小学中岛小学

长师农村开发研究中心长师农村开发研究中心

中岛公民馆小滨集会所中岛公民馆小滨集会所

中岛地区交流中心中岛地区交流中心

中岛分所中岛分所
中岛派出所

神浦地域综合设施神浦地域综合设施

中岛公民馆
宫野分馆
中岛公民馆
宫野分馆

宇和间农林渔业体验实习馆宇和间农林渔业体验实习馆

熊田地域综合设施熊田地域综合设施

中岛公民馆吉本分馆中岛公民馆吉本分馆

特别护理老人之家 姬之滨庄

中岛南小学旧址中岛南小学旧址

天谷小学旧址天谷小学旧址

中岛港湾绿地公园中岛港湾绿地公园

宇和间宇和间

熊田熊田

神浦神浦

长师长师

中岛大浦中岛大浦

宫野宫野

吉木吉木

小滨小滨

比例尺=1/160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东
中
岛

东
中
岛·

西
中
岛

28
地质·蓄水池

岛屿部地区

29
地质·蓄水池

岛屿部地区

2424 2525

28 29

地
质
灾
害
·
蓄
水
池
泛
滥

地
质
灾
害
·
蓄
水
池
泛
滥

   表示不适合
地质灾害发生时避难的地点。
※

紧急运输道路

主要避难路线

消防站前消防站前 十字路口名

11 国道

神社

农业合作社·
银行

19 县道

寺庙

邮局

公共电话（户外）

地下街·地下人行道　
地下通道

直升机
紧急降落点

医疗急救机构

警察局
岗亭·派出所

防灾行政无线
（警报通知）

市政府
分所·办事处
消防站
分队·办事处
消防队
消防水管设置处

指定紧急
避难处

指定避难处

福祉避难处

※
※

雨量计
特别警戒区域（泥石流）

特别警戒区域（陡坡）警戒区域（陡坡）

警戒区域（泥石流）

警戒区域（山体滑坡）

＜地质灾害警戒区域·特别警戒区域＞

重点防灾蓄水池

0.5m以下

0.5m以上

决堤后，有可能导致民家
进水的蓄水池

＜重点防灾蓄水池／蓄水池预估淹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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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150

50

50

伊予滩

小岛

久兵卫小岛

高岛

殿岛

大里山

高山

200

200

10
0

100

10
0

41

41

41

饶 (宇和间·熊田 )渔港

饶（吉木）渔港

中岛港

长师渔港

神之浦渔港

长师（宫野）渔港

东中岛东中岛
西中岛西中岛

中岛

新池新池

大佐古池大佐古池

高岸池高岸池

大池大池

16

18

20

22

19

26

27

28

29

17

15

16

21

24

25

23

长师运动场长师运动场

中岛幼儿园中岛幼儿园

中岛公民馆大浦分馆中岛公民馆大浦分馆中岛综合文化中心中岛综合文化中心

松山北高中
中岛分校

松山北高中
中岛分校

中岛Ｂ＆Ｇ海洋中心中岛Ｂ＆Ｇ海洋中心

中岛初中中岛初中

中岛小学中岛小学

长师农村开发研究中心长师农村开发研究中心

中岛公民馆小滨集会所中岛公民馆小滨集会所

中岛地区交流中心中岛地区交流中心

中岛分所中岛分所
中岛派出所

神浦地域综合设施神浦地域综合设施

中岛公民馆
宫野分馆
中岛公民馆
宫野分馆

宇和间农林渔业体验实习馆宇和间农林渔业体验实习馆

熊田地域综合设施熊田地域综合设施

中岛公民馆吉本分馆中岛公民馆吉本分馆

特别护理老人之家 姬之滨庄

中岛南小学旧址中岛南小学旧址

天谷小学旧址天谷小学旧址

中岛港湾绿地公园中岛港湾绿地公园

潮位观测所潮位观测所

宇和间宇和间

熊田熊田

神浦神浦

长师长师

中岛大浦中岛大浦

宫野宫野

吉木吉木

小滨小滨

比例尺=1/160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东
中
岛

东
中
岛·

西
中
岛

30
海啸·风暴潮

岛屿部地区

31
海啸·风暴潮

岛屿部地区

2626 2727

（无）

（无）

海
啸
灾
害
·
风
暴
潮
灾
害

海
啸
灾
害
·
风
暴
潮
灾
害

  表示不适合
在海啸时逃生的地点。

※

30 31

＜风暴潮时预计淹没区域＞

关于风暴潮时的预计淹没

区域，敬请参考《松山风

暴潮警报地图》。

紧急运输道路

主要避难路线

消防站前消防站前 十字路口名

11 国道

神社

农业合作社·
银行

19 县道

寺庙

邮局

公共电话（户外）

地下街·地下人行道　
地下通道

直升机
紧急降落点

医疗急救机构

警察局
岗亭·派出所

防灾行政无线
（警报通知）

市政府
分所·办事处
消防站
分队·办事处
消防队
消防水管设置处

指定紧急
避难处

指定避难处

福祉避难处

※
※

0.3～1.0ｍ

1.0～2.0ｍ 0.3m以下

4.0～5.0ｍ

5.0ｍ～

2.0～3.0ｍ

3.0～4.0ｍ

＜海啸灾害警戒区域／最大淹没深度（基准水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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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0

100

100

100

50

50

100

伊予滩

伊予滩

竹之子岛

Kudako 岛

小岛

津和地岛

怒和岛

二神岛

50

50

10
0

二神渔港

神 和神 和

神 和神 和

神 和神 和

津和地渔港

元怒和渔港

上怒和渔港

206

206

41

34

35

36

37

39

42

40

潮位观测所潮位观测所

中岛公民馆
上怒和分馆
中岛公民馆
上怒和分馆

怒和小学怒和小学

元怒和保育园元怒和保育园
中岛公民馆
元怒和分馆
中岛公民馆
元怒和分馆

津和地小学津和地小学

津和地多目的集会设施津和地多目的集会设施

二神小学二神小学

中岛公民馆二神分馆中岛公民馆二神分馆

上怒和运动场上怒和运动场

安养寺前空地安养寺前空地
二神诊疗所东空地二神诊疗所东空地

津和地渔港南空地津和地渔港南空地

38津和地保育园津和地保育园

上怒和上怒和

津和地津和地

二神二神

元怒和元怒和

比例尺=1/160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比例尺=1/160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比例尺=1/185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神
和

神
和

32
地质·蓄水池

岛屿部地区

33
地质·蓄水池

岛屿部地区

32 33

地
质
灾
害
·
蓄
水
池
泛
滥

地
质
灾
害
·
蓄
水
池
泛
滥

  表示不适合
滑坡时逃生的地点。

※

紧急运输道路

主要避难路线

消防站前消防站前 十字路口名

11 国道

神社

农业合作社·
银行

19 县道

寺庙

邮局

公共电话（户外）

地下街·地下人行道　
地下通道

直升机
紧急降落点

医疗急救机构

警察局
岗亭·派出所

防灾行政无线
（警报通知）

市政府
分所·办事处
消防站
分队·办事处
消防队
消防水管设置处

指定紧急
避难处

指定避难处

福祉避难处

※
※

雨量计
特别警戒区域（泥石流）

特别警戒区域（陡坡）警戒区域（陡坡）

警戒区域（泥石流）

警戒区域（山体滑坡） （无）

＜地质灾害警戒区域·特别警戒区域＞

重点防灾蓄水池

0.5m以下

0.5m以上

决堤后，有可能导致民家
进水的蓄水池

＜重点防灾蓄水池／蓄水池预估淹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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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0

100

100

100

50

50

100

伊予滩

伊予滩

竹之子岛

Kudako 岛

小岛

津和地岛

怒和岛

二神岛

50

50

10
0

二神渔港

神 和神 和

神 和神 和

神 和神 和

津和地渔港

元怒和渔港

上怒和渔港

206

206

34

35

36

37

39

40

中岛公民馆
上怒和分馆
中岛公民馆
上怒和分馆

怒和小学怒和小学

元怒和保育园元怒和保育园
中岛公民馆
元怒和分馆
中岛公民馆
元怒和分馆

津和地小学津和地小学

二神小学二神小学

上怒和运动场上怒和运动场

安养寺前空地安养寺前空地
二神诊疗所东空地二神诊疗所东空地

津和地渔港南空地津和地渔港南空地

38津和地保育园津和地保育园

41

潮位观测所潮位观测所

津和地多目的集会设施津和地多目的集会设施

42中岛公民馆二神分馆中岛公民馆二神分馆

上怒和上怒和

津和地津和地

二神二神

元怒和元怒和

比例尺=1/160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比例尺=1/160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比例尺=1/18500
500m1000

※每两条等高线之间的距离为 10m

神
和

神
和

34
海啸·风暴潮

岛屿部地区

35
海啸·风暴潮

岛屿部地区

海
啸
灾
害
·
风
暴
潮
灾
害

海
啸
灾
害
·
风
暴
潮
灾
害

  表示不适合
在海啸时逃生的地点。

※

34 35

（无）

＜风暴潮时预计淹没区域＞

关于风暴潮时的预计淹没

区域，敬请参考《松山风

暴潮警报地图》。

紧急运输道路

主要避难路线

消防站前消防站前 十字路口名

11 国道

神社

农业合作社·
银行

19 县道

寺庙

邮局

公共电话（户外）

地下街·地下人行道　
地下通道

直升机
紧急降落点

医疗急救机构

警察局
岗亭·派出所

防灾行政无线
（警报通知）

市政府
分所·办事处
消防站
分队·办事处
消防队
消防水管设置处

指定紧急
避难处

指定避难处

福祉避难处

※
※

0.3～1.0ｍ

1.0～2.0ｍ 0.3m以下

4.0～5.0ｍ

5.0ｍ～

2.0～3.0ｍ

3.0～4.0ｍ

＜海啸灾害警戒区域／最大淹没深度（基准水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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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41

41

206

小濑户

四
十
岛
濑
户

津和地濑户

二子濑户

伊 予 滩

斋 滩

部
屋
之
濑
户

芋
子
濑
户

濑
木
户
海
峡

钓岛水道

-20

-50

-20

-20

-50

-5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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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级的震源区
来自地震调查委员会资料

震 源 区 域

南海海沟

〈烈度等级〉

烈度6度弱 烈度5度强

指定紧急避难处※

指定避难处
南海海沟大地震预计烈度分布图（事例套用预想）

出自：2013年 爱媛县地震损失估计调查结果（第一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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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度6度弱】
●站立困难。
●未经固定的家具大都
发生位移，甚至倒下。门有
可能打不开。
●墙砖或窗玻璃开始破
损并掉落。
●抗震性差的木造建筑
都瓦片掉落，建筑可能倾
斜。物品倒下。

 【烈度5度强】
●即使抓住固定的物品
也难以行走。
●橱柜里的餐具和书架
上的数大都掉落。
●未经固定的家具倒下。
●未经加固的围墙几乎
完全倒塌。

 【烈度6度强】
●无法站立，只能靠爬
行来移动。有被甩出去的
可能。
●未经固定的家具大都
发生位移，甚至倒下。
●更多抗震性差的木造
建筑开始倾斜并倒塌。
●地面出现巨大裂缝，
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滑坡
或山体崩塌。

 【烈度5度弱】
●大多数人会感到恐惧，
想抓住固定的物品保持
平衡。
●橱柜里的餐具、书架上
的书有可能掉落。
●未经固定的家具会发生
偏移，重心不稳的物品大
都会倒下。

 【烈度7度】
●更多抗震性较差的木
造建筑开始倾斜或倒塌。
●少部分抗震性较好的
木造建筑开始倾斜。
●更多抗震性较差的钢
筋混凝土建筑开始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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