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灾害发生后，一般电话很难接通。灾害发生时专用留言板热线171，是一个通过录音
把安全情况传达出去的“声音留言板”。
可用普通电话、公共电话、手机等设备录制或播放留言。使用此项服务无需提前签约。

●灾害发生时专用留言板热线171

可以文字输入安全情况。输入事先决定好的手机号码后，便可以在手机或电脑上查询已上传的安全信息。

●灾害发生时专用留言板热线“Web171”　　
●手机版“灾害发生时专用留言板热线”

　我家的防灾小贴士

松山市 综合政策部 防灾·危机管理课
〒790‒8571 爱媛县松山市二番町四丁目7‒2　
电话 ：089‒948‒6793　传真 ：089‒934‒1813
https://www.city.matsuyama.ehime.jp/ 2022年3月发行

“我的逃生安排表” 即 ：当遇到大雨
或台风时，按时间先后顺序整理出的
自己和家人所采取的逃生行动计划。 
“我的逃生安排表”空表已上传于松
山市官网，敬请查看。
防患于未然，面对突如
其来的灾难，我们需要
事先知晓什么时候该
做什么，去哪里避难。

避难地点
姓名

（家人·亲戚·熟人）
紧急情况下的联系方式
（公司·学校·手机）

出生日期／
血型等

和家人的
集合地

紧急救生物品
放置处

□ 有
□ 无

拨打
自动语音导览

提示播放录音提示开始录音

1 7 1

城 市 区 号 受灾家庭的电话号码

想录制语音，请按 1 想听留言，请按 2

请务必事先填写以下内容

洪水

□ 有
□ 无

地质灾害

□ 有
□ 无

海啸

□ 有
□ 无

内涝

□ 有
□ 无

蓄水池

□ 有
□ 无

风暴潮

☎986‒7755／松山·北条
☎997‒1193／中岛

防灾行政无线热线电话
松山市的区号为“089”。

松山市防灾中心

防患于未然⋯制定“我的逃生安排表”

可确认市内的气象·地震信息、避
难·避难所信息。

友情协助 ：爱媛大学防灾情报研究中心

综合松 山

防灾
地图

我家遭遇灾害的概率

关于遇到灾害时的安全确认

□ 消防（火警·救护·求助） （不需城市区号）119
□ 警察（事件·事故） （不需城市区号）110
□ 松山市消防局 926‒9200
□ 松山市灾害对策本部（灾害发生时开设） 987‒7000

□ 火灾  925‒6622　　　□ 急救医院  925‒6633
关于火灾·急救医院，详情咨询（热线电话）

紧急情况下的联系方式 松山市的区号为“089”。

松 山 市
2022年3月发行

城 北
地区版

综合松 山

防灾
地图

防
患于
未然！

久枝·潮见·和气·堀江

城 北地区版

久枝·潮见·和气·堀江



灾难时的保护生命五要点
“防患于未然”从日常生活抓起显得越发重要。让我们牢记以下重中之重的五要点！

否

例外

否

是

发布了警戒级别3，则可以考虑
逃往安全的亲戚家或熟人家
避难。（平时请事先与亲戚朋友商量好。）

否

发布了警戒级别3，则可以考虑
逃往松山市开设的指定避难
所等地避难。

因大风或台风导致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增加时，相关部门会陆续公布气象信息和河流信息，松山市也会发出避难预警信息。
请确认并采取和警戒级别相对应的避难行动，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逃生时机。

1. 灾害危险度（警戒级别）和避难信息

2. 根据图表，确认自身的避难行动

确认自家遇害风险，掌握自身应采取的避难行动。

确认自家位置是否位于浸水或地质灾害预想区域内？

有发生灾害危险的可能，
建议离开自己家，前往安全的地方避难。

自己以及需要一起避难的人中，
是否有避难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的人？

身边是否有住在安全地区，
并可以投靠的亲戚或熟人？

是

发布了警戒级别4，则可以考虑
逃往安全的亲戚家或熟人家
避难。（平时请事先与亲戚朋友商量好。）

否

发布了警戒级别4，则可以考虑
逃往松山市开设的指定避难
所等地避难。

身边是否有住在安全地区，
并可以投靠的亲戚或熟人？

即使不在浸水预想区域或地质灾害警戒区域，只要住宅位于地
势较低的地方或山区，切忌掉以轻心。请参考松山市的避难信
息，根据需要，及时避难。

即使有浸水危险，如果满足以下①～③的全部条件，则可待在
自家避难。
①位于洪水侵袭可能会导致房屋倒塌·崩塌区域外（建筑不会
受大浪侵袭）。
②住宅高度高于预想浸水深度。
③家中备有足够的饮用水和食物等，即使浸水也可以撑到洪水
退去。

※即使遇到地质灾害，如果居住在非常坚固的公寓上层，则可以留在自家安全
避难。

请在防灾地图上确认自家位置，并做上标记。开始 注意

是

是

防灾地图仅标出了发生浸水及地质灾害可能性较高的区域。没有标
识出的区域也会有发生灾害的可能。

大雨特别警报
泛滥发生预警 等

土砂灾难警戒预警
泛滥危险预警

风暴潮特别警报 等

大雨·洪水警报
泛滥警戒预警 等

※1　仅在可能的范围内发出指令。并不能完全保证，请注意。
※2　警戒等级为3时，除了老年人等以外的人群，需要开始做好避难准备，根据情况必要准备自主避难行动。

〈警戒级别到4时请务必采取避难行动！〉

警戒等级 避难预警等 市民应该采取的行动 气象信息（气象厅）
河流信息（国土交通省）

在天黑前，
风雨变得更猛烈前
尽早避难。

SNS

采取紧急安全措施※1

（由松山市发出指令）

避难指示
（由松山市发出指令）

老年人等避难※2

（由松山市发出指令）

大雨·洪水预警
泛滥预警 等

早期预警

警戒等级5
有生命危险

全体人员立即避难！

警戒等级4
离开危险处，
全体人员避难

警戒等级3
离开危险处，

老年人等需采取避难措施

警戒等级2

警戒等级1

灾难发生·危急情况下，请先采取最妥善的保护生命安全措施。

迅速采取避难行动。
如果感觉在前往避难地点的途中会遭遇危险，则请前往附近的安全
地点或在家中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难。

老年人、残疾人、婴幼儿等逃生时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的人及其看护
人员需采取避难行动。

准备避难，请根据风险预测地图等确认符合自身情况的避难行动。

时刻留意气象信息，提高警惕，做好防御准备。

道后

桑原
素鹅

汤山

粟井

河野

正冈

难波

立岩

浅海

北条

北条

泊

由良

睦野神和

东中岛

西中岛

潮见

和気

久枝
三津滨 宫前

高滨

堀江

五明
日浦

伊台

东云

八坂
番町

味酒
味生 新玉

雄郡

清水

生石

垣生 石井 久米

小野

余土

坂本

荏原

浮穴

岛屿部地区

中心部地区

北条地区

城北地区

城西地区
城南地区

城东地区

道后

桑原
素鹅

汤山

粟井

河野

正冈

难波

立岩

浅海

北条

北条

泊

由良

睦野神和

东中岛

西中岛

潮见

和気

久枝
三津滨 宫前

高滨

堀江

五明
日浦

伊台

东云

八坂
番町

味酒
味生 新玉

雄郡

清水

生石

垣生 石井 久米

小野

余土

坂本

荏原

浮穴

岛屿部地区

中心部地区

北条地区

城北地区

城西地区
城南地区

城东地区

■ 项目
遇到灾害时的保护生命五要点�����������������1～3
关于大风、洪水等灾害的基础知识��������������4～5
防备洪水�����������������������������������6～7
防备地质灾害�������������������������������8～9
关于地震的基础知识���������������������� 10～11
防备地震�������������������������������� 12～13
防备海啸�������������������������������� 14～15
关于避难所的运转������������������������ 16～17
如何查看风险预测地图�������������������� 18～19
风险预测地图���������������������������� 20～33
遇到灾害时用得上的小知识���������������� 34～35
互帮互助，保护生命����������������������� 36～37
我家的防灾对策�������������������������� 38～39
建议准备好以下防灾物资������������������ 40～41

防灾对策知多少
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您对自己的准备有几分把握呢？一起来检查一下吧！

了解警报级别及其对应的

避难行动。

� 　➡第1页　

决定好遇到灾难时家人的

联系方法。

� 　➡第3页　

事先考虑好2处以上紧急

情况时的避难所。

� 　➡第1、3页　

掌握附近指定避难所的情

况。

� 　➡第17、20~33页　

了解自己所在地区和家周

围的遇害风险。

� 　➡第20~33页　

参加当地的防灾训练。

� 　➡第36页　

对自家住房进行抗震诊断，

并对其进行抗震整修。

� 　➡第38页　

不在玄关和出入口附近堆

积杂物，以确保逃生通

道。� 　➡第38、39页　

对家具和家电类物品进行

固定（以防倒下）。

� 　➡第39页　

储备有最少可以支撑三天

的水、食粮、生活用品。

� 　➡第40、41页　

外语版松山综合防灾地图已上传松山市官网。
可查看英语、中文（简体・繁体）、韩语版防灾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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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速报邮件
气象厅发布的紧急地震速报或
海啸信息、市发布的避难等信
息，会向目标地区的手机同时发
送信息（无需事先登录）

●爱媛县防灾邮件
　（需事先登录）
防灾信息及紧急
通知会以邮件的形
式发送至邮箱

登录用邮箱 ：
bousai.ehime-pref@ehime-pref.ktaiwork.jp

来自松山市的信息 从自家出发的避难路径、家·学校·工作
单位附近的避难地点及避难所、旅行
在外或出差遇到灾害时，和家人碰头
的地点等，都应该由家族全体成员一
起参与决定。

确认好避难路径、避难地点、碰头地点
请事先确认各托儿所及幼儿园、学校
关于接孩子的规则，以及无法去接孩
子时的对应方法。

确认接孩子的规定

若住在如：无浸水、地质灾害风险的地区，或
坚固的公寓上层等安全地区，则可考虑在家
避难。
确认家中的食粮和饮用水储备是否足够，即
使浸水也可以撑到洪水退去。

也可选择留在自家
前往避难所并不代表能够顺利完成避难。为
了避免在避难所太过于密集，所以请将前往
亲戚熟人家避难纳入考虑范畴。请列出多个
避难地点候选，并事先和避难地点的相关人
员打好招呼。

前往亲戚熟人家等地避难

考虑使用手机或社交软件等多种联系
方式。使用固定电话拨打的“灾害时用
留言热线171”，使用手机输入查看的
“灾害时用留言板”非常便捷。也可以通
过远离受灾地的亲戚或朋友，借助其
通讯手段和家人取得联系。

准备多个和家人取得联系的方式
提前考虑如 ：在工作中、外出游玩中，或
购物中遇到灾难时的应对方法。

提前考虑外出在外时该采取的行动

若在避难信息发出前就已感到危险，则切勿犹豫，尽早避难！

防灾的基本，即“保护自身生命”的自助精神。请作出适合自己的判断后再进行避难。

5. 保护自身生命

全家聚在一起商讨遇到灾害时该如何行动。尤其应当考虑当灾害发生时，家族成员不在一起时该如何行动。

4. 召开家族防灾会议
松山市会通过各种方式发布避难信息。发生灾害时，获取正确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请务必提前确认信息搜集方式。

３. 搜集信息，保护生命

走在积水路上时，带队者需注意路边的侧沟和游离的井
盖，建议拄着长棍确认脚下并带领队伍在马路中央行走。

把尽可能少且必须的紧急用品放入背包，
背在身后。保证空出双手可自由使用。

防患于未然！建
议随身携带口哨，
以防紧急时通知
周围人自己的所
在地。

请看好小孩，当出现积水时，用
绳子将自己和孩子拴在一起。

若积水已淹没膝盖，则切勿继续
行走。建议爬上高处，等候救援。

穿运动鞋
长靴进水后不便于行走
赤足危险

用头盔和防灾头巾保
护好头部，开启头灯。

穿着长袖上衣·
长裤

离家时请切断煤气总开
关，拉下总电闸，注意防火，
关闭门窗。

在天黑之前通知邻居，邻里间互帮互助，共同避难。

切勿靠近垂下的电线。

原则上请徒步避难。若车辆发
生故障，则很可能导致次生灾害
发生，或影响救急车辆的通行。

戴好作业用手套或
皮手套，保护手部

穿着容易活动的服装

有用的网站等

可在网上收看
NHK新闻。

ＮＨＫ ＮＥＷＳ ＷＥＢ
https://www3.nhk.or.jp/news
https://www3.nhk.or.jp/news/live

网络
电视

这是一款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NHK最新新闻及灾害信息的
官方手机软件

NHK新闻·防灾
https://www3.nhk.or.jp/news/news_bousai_app

APP

可获取气象信息、地震·海啸信
息、海上预报、天气预报等信息

气象厅官网
https://www.jma.go.jp/jma/index.html

网 页

可获取洪水预报及河流观测所
的水位·图像、水坝情况等信息

国土交通省《河流防灾信息》
https://www.river.go.jp/index

网 页

可通过LINE获取 ：避难·避难
所信息、气象·地震信息

可在网上收听NHK广播的第1·
第2、FM节目。

NHK广播　Rajiru★Rajiru
https://www.nhk.or.jp/radio

网络
收音机

爱媛的防灾·危机管理
https://ehime.secure.force.com

网 页

可获取爱媛县的气象·地震信
息、避难·避难所信息等

松山市官方LINE
（需事先关注）

社交
软件

避难信息，以及气象、火灾等信息会以
邮件的形式发送至邮箱

登录用邮箱 ：
regist.matsuyama@mail.e-bousai.net

松山防灾邮件
（需事先登录）

邮 箱

●通过电视信息播报获取避难信息及避难所开设信息
①按下电视遥控器的d按钮
②用遥控器上的箭头按钮，选择自己所需的信息，并按下
“决定”键选择

●台风靠近时及灾害发生等紧急
情况下，电视上会自动播放（L字
画面）。

信息播放电 视

市内的284处户外广播会播报灾
害·避难信息
若想再听一遍，可通过电话（电话
服务）确认广播内容

电话服务
●松山·北条
电话 089-986-7755
●中岛
电话 089-997-1193

防灾行政无线电语 音 紧急信息邮 箱

●松山市防灾信息Facebook
●松山市防灾信息Twitter
可以在Facebook和Twitter上
共享、转发松山市发布的信息，
实现信息扩散。

松山市防灾信息社交
软件

●Yahoo！防灾速报
●Hime避难所
可通过“Yahoo！防灾速报”软
件获取设置的地区自治体发布
的信息
“Hime避 难 所”
是一款爱媛县官
方手机软件，可
视觉获取多语言
的防灾信息和避
难路径。

智能手机软件APP

可获取紧急通知、气象·地震信
息、避难·避难所等信息
也可通过智能手机确认

松山市官网
“松山市防灾平台”

网 页
（例）电视遥控器

決定

データ

青 赤 緑 黄

電源

Facebook Twitter

液态奶

32



关于台风水灾等灾害的基础知识
近年来，日本各地台风水灾等灾害频发。专家推断诸如此类的气象在今后可能会愈发增加，
发生洪水和地质灾害的风险也会增高。

近年来日本的平均气温上升，每年发生强降雨的次数增多。造成这些近40℃的酷暑和前所未有的大雨等异常气候，温室气体排
放增多导致全球温暖化是一个原因。若平均气温上升，则从海面蒸发的水分便会增加，空气中的水蒸气含量增多。从而导致雨量
增加，形成强降雨。

异常气象发生原因

降雨强度预报用语及其参考（1小时降雨量）

雨滴哗哗落下，落到地面上
溅起水花，打湿脚部。雨声
大，导致难以听清周围人讲
话。路面开始有积水。

中雨
10mm以上
不到20mm

猛烈降雨，即使撑伞也会
被淋湿。调快雨刷速度也看
不清。

中到大雨
20mm以上
不到30mm

倾盆大雨，道路上已水流
成河。车辆高速行驶时，刹
车已不能起效。

大雨
30mm以上
不到50mm

如同瀑布从天上落下，撑伞
也完全不起效。四周呈现白
茫茫一片，视野极差。此时
驾车非常危险。

暴雨
50mm以上
不到80mm

令人窒息的降雨，给人压迫
感和恐惧感。

猛烈暴雨
80mm以上

风力预报用语及其参考（平均风速）

迎风行走感觉困难。无法打
伞。所有树木和电线开始摇
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过程
中会有被侧风吹走的感觉。

强风
每秒10m以上
不到15m

难以迎风前进，有跌倒的可
能。此情况下高空作业非常
危险。招牌和铁皮等开始脱
落。

大风
每秒15m以上
不到20m

若不抓住身边物品则无法站
立。有可能被横空飞来的物品
撞伤。车辆难以以正常速度
行驶。屋顶瓦片有可能飞散。

烈风
每秒20m以上
不到25m

户外活动非常危险。行驶中
的卡车会侧翻。较细的树枝
会折断，根基不够扎实的树
木则会倒下。

狂风
每秒25m以上
不到30m

大多数树木倒下。电线杆和
路灯、围墙有可能倒下。住宅
也有可能被吹倒。

飓风
每秒30m以上

日本附近每年6月会有梅雨前线，9月左右会
有秋雨前线停滞不前。当冷空气遇上暖空气
后，则会形成锋面，积雨云层叠，形成带状降
水地带。此降水地带可能在同一地点停留数
小时，给当地带来强降雨。

前线停滞
台风呈逆时针方向旋转，从中心至东侧一带
为强风地带，又称“危险半圆”。台风靠近时，
其东侧的风急而强，会卷起大浪，需尤其注
意。

台风
局部地区内在短时间内降下的大雨。一般为
小规模，且为突发，因此很难预测。集中性强
降雨一般发生在大气状态不稳定时，由积雨
云堆积而造成。积雨云靠近时一般有如下表
现 ：

集中性强降雨

若上空为冷空气，地面附近为暖湿空气，则会导致
该地区大气状况不稳定，生成积雨云。

前线停滞不前，或台风靠近时，会带来各
种灾害。我们需正确理解自家周围发生
灾害的风险，并在日常生活中牢记“防患
于未然”。

洪水（城市内涝）（请参考第6~7页）

台风

前线

请确认“浸水Kikikuru（大雨警报（浸水
灾害）危险度分布）”网页！※

洪水（河流泛滥）（请参考第6~7页）
请确认“浸水Kikikuru（洪水警报危险度分布）”网页！※

地质灾害（请参考第8~9页）

请确认“地质Kikikuru（大
雨警报（地质灾害）危险度
分布）”网页！※

※“Kikikuru”是一个灾害确认网页。我们把因降雨造成的地质灾害、浸水灾
害、洪涝灾害导致的危险程度按五个等级划分，并分别用不同的颜色在地
图上进行了标识。最新信息在气象厅官网也有公布，每十分钟更新一次。

①乌云靠近
②雷声响起

③突然刮起冷风

台风或强低气压靠近时，气压降低会“①把海面向上吸起”，通过
强风 “②往海岸方向吹“，从而导致潮位异常升高。海水甚至会
越过堤坝，涌入内陆地区，引发灾害。

风暴潮发生原理

风暴潮风险预测地图

蓄水池决堤
风暴潮

台风水灾等灾害的种类

请留意接下来发布的信息

注意

警戒

非常危险

危险至极高

低

危
险
度

暖湿空气

冷空气

低气压

普通潮位 堤坝

重叠波

风向 风向

台风路线

❷❷

❶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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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灾害时如何逃生
近年来，局部地区的集中性灾害级暴雨频频发生，各地多发生水灾。
在松山也有必要做好应对河水、城市内涝等水灾的准备。

河水泛滥
因大雨导致河水水量增多，堤坝决堤，或河水溢
出河床的现象。大量的水在短时间内大范围流
出，有可能导致住宅浸水·倒塌·冲走、田地被淹、
人身灾害等，甚至更严重的灾害发生。

城市内涝
短时间内出现的强降雨雨量已超过水路和下水道排水
能力，没来得及排出的雨水溢出到地面的现象。河流的
水位过高，无法正常排出，从而导致河水逆流，涌入水
路。此情况会导致路面雨水堆积，发生住宅浸水等灾害。

注意！

城市的排水系统一般设计为能应对
每小时40mm的降雨量。若超过此
标准，则排水系统有可能来不及排
水，从而导致城市内涝。

参考雨量 ：1小时40mm

松山市制作了“洪水风险预测地图”和“内涝风险预测地图”。
可以查看各地区洪水泛滥和城市内涝风险的详情。

确认风险预测地图！

•地板浸水
•成人膝盖下方
•水深高过膝盖的话，步行非常
危险 

不到0.5ｍ的浸水

洪水风险预测地图
此地图上标记了若发生预想
中最大规模的强降雨，并导致
河流泛滥时的
“洪水浸水设
想区域”范围、
浸水深度、持
续时间等信息

内涝风险预测地图
标记有大雨时有可能遭
受浸水灾害的区域及浸
水深度

〈松山市的各河流泛滥危险水位，及建议做好避难准备的判断水位〉

涨水的河流非常危险，请勿靠近。可在
“河流水位信息”网上确认最新水位信
息，并查看河流监视摄像头拍下的实
时画面。
http://k.river.go.jp/

在网上确认河流情况！

泛滥危险水位（相当于警戒等级4）

避难判断水位（相当于警戒等级3）

泛滥注意水位（相当于警戒等级2）

防洪人员待机水位

正常水位

堤防

河床

重信川 石手川 小野川 立岩川

5.1ｍ

4.6ｍ

3.0ｍ

2.0ｍ

6.1ｍ

5.5ｍ

4.9ｍ

4.0ｍ

2.8ｍ

2.5ｍ

2.3ｍ

1.4ｍ

2.4ｍ

2.1ｍ

1.8ｍ

1.5ｍ

铁路等下方交错的地下通道最容
易积水，下大雨时请绕道而行。

地下通道
水路

了解浸水深度规模

•淹没至2层地板的浸水
•1楼部分浸水
•在流速较快的水流中行走非常
危险

0.5～3.0ｍ的浸水
•浸水高度至2楼屋顶
•若水流较强，则有木造房屋倒
塌，或被冲走的危险

3.0～5.0ｍ的浸水

为了以防万一，请用绳
索将儿童和大人系在
一起。

请给儿童套上绳索

避难时请避开河流及
水路，以及积水的农
田边。尽量选择走事
先定下的避难路线。

远离河流及水路

泛滥时的水很浑浊，
看不见底。因此行走
时请用长棍一边敲打
地面确认路况，一边
前行，并尽可能走在
路中央。

留意脚下的沟壑等

远离悬崖，以及垂下的
电线。

远离悬崖等危险场所

•超过2楼屋顶的浸水
•若水流较强，有木造房屋倒塌，
或被冲走的危险

超过5.0m的浸水

河流泛滥
以水位等为基准，发布泛滥发生
预警（相当于警戒等级5）。

城市内涝
超出了水路和下水道正常处理能力。无法
向河流排水。

垂直避难
如果可以在高于预想浸水
高度的地方避难的话，则
请逃往自家最上层。

当即避难
一般为步行逃生。

避难时请勿只考虑前往避难
所，也可以试着将安全的亲戚
家或熟人家等地作为候选。

考虑好多个避难地
候选。

来不及逃生时，请先逃往家
中相对安全的地方。

紧急时先确保
房间内的安全！

只要水深超过30cm，则多
数汽车的引擎会熄灭。水会
使车门无法打开，导致无法
逃生。

切勿开车逃生，危险！

水倒灌地下后，会立即导致浸水。哪怕只是
少量的水也会导致门无法打开。因此下大
雨时请立即逃往地面上。

地下
积水的路上很难发现侧沟或
水路的井盖是否松动。

井盖

水流哪怕再弱，只要
道路积水，便存在危
险。若积水没过膝盖，
则会步行困难。
能够勉强行走的最深
水深为50cm。

水深只要淹没膝盖，便会行走困难

幼儿和腿脚不便的老
人最好由健壮的人背
着前往安全地方避
难。

保护儿童和老人的安全

牢记避难要点！

●重信川
●石手川
●小野川
●立岩川

切勿顾及农田

洪水发生的原因

确认水位信息

河流水位信息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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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背着泥石流冲下方向逃生，则会立即被泥石流吞没。

做好地质灾害时的逃生准备
因台风或大雨、地震导致的地质灾害很难预测。但只要发生，便会在一瞬间吞噬众多生命和财产。
因此我们需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防备。

地质灾害的种类及先兆现象

地质灾害分三种。发生前各会出现不同的先兆。记住这些先兆现象，若发现异常，请立即通知周围人避难。

地质灾害警戒是什么？

地质灾害警戒，即 ：在大雨警报发出后，出现随时都
有可能发生危及生命的地质灾害的情况时，爱媛县
和松山地方气象台共同发布的预警信息。可通过地
质Kikikuru确认关于地质灾害的危险度上升地区
的详情。

积在山腰和谷底的土砂和石块随大雨一起冲下
山的现象。泥石流会将斜面和河流底部的泥沙
冲走，并像滚雪球一般，规模越来越大。一般时
速会达到20~40km，把房屋、田地、道路冲毁。
破坏力巨大。

泥石流

•河水变浑浊，并夹带着木块、树枝
•虽然雨不停地下，但河流水位依然不见上涨

•山谷轰鸣
•开始出现树木裂开的声音，石头相互碰撞的声音

•空气中出现腐烂的泥土气味

先兆现象

因为雨水或地震，山体斜面及陡坡的接近
地表的部分松动，出现突然崩塌的现象。冲
毁房屋、道路，引发灾害，发生次数较多。突
发状况，如果逃生不及时会被夺走生命。

山体滑坡

•小石块不断落下
•悬崖上开始渗水
•斜面上出现裂缝，变形
•地下水和泉水干涸

•出现树根断裂的声音

先兆现象

滑坡，即 ：受地下水影响和重力作用，斜面
的一部分或全部缓慢下滑的现象。一般滑动
的土砂量大，受此影响，斜面上的房屋和树
木会倒塌，农田也会遭殃，因此滑坡造成的
灾害范围广大。

滑　坡

•地面出现裂缝
•斜坡开始喷水
•水塘或井里的水开始变得浑浊

•山谷轰鸣
•开始出现树木裂开的声音，石头相互碰
撞的声音

先兆现象

牢记避难时的要点！

泥石流流速非常快。逃生时切记 ：逃生方向
必需和泥石流冲下方向呈直角。若身处悬崖
一侧，则务必逃至悬崖高度两倍远的地方。

逃生方向和泥石流冲下方向呈直角

强降雨发生或是夜间看不清周围，外出有危
险时，建议逃往建筑物2楼以上，呆在背对悬
崖的一侧的安全地方，确保自身安全。

逃往背对悬崖侧的房屋上层避难，
确保安全

对　　象 以市町为单位发布

危 险 度 相当于警戒等级4

黄色警戒区
（地质灾害警戒区域）
居民有可能受灾的区域。

红色警戒区
（地质灾害特别警戒区域）
极有可能发生建筑倒塌，居民严
重受灾的区域。

若是山谷，则可能发生泥石流。若是斜
坡，则可能出现崩塌和滑坡。

立即避难
事先考虑多个避难地点候选。

垂直避难
若住在牢固的公寓建筑，
则请逃往上层。

亲戚·
熟人家等

指定避难所

黄色警戒区

红色警戒区

地质灾害发生时的避难要点，即 ：立即逃往
亲戚·熟人家，或指定避难所等安全地点。请
事先考虑多个避难地点候选。

“逃为上”是重中之重

山体滑坡

泥石流

土砂和石块一下子冲下山谷 斜面或陡坡开始崩塌 整个山坡慢慢滑落

地质Kikikuru（大雨警报（地质灾害）危险分布）

因大雨或地震导致蓄水池决堤，则下
流区域会遭受影响。我们对松山市内
的517处蓄水池进行了调查，并制作
了《蓄水池风险预测地图》，地图中标
出了决堤发生洪水时的浸水设想区
域。可在松山市官
网查阅此地图，确
认蓄水池的泛滥风
险详情。

确认蓄水池风险预测地图！

［下大雨时］
蓄水池的水位上升漫过堤坝顶部，导
致堤坝遭侵蚀·决堤。

［发生地震时］
地震的摇晃会导致堤坝发生龟裂，
地基砂土液化导致堤坝发生决堤。

若发现已来不及逃生，则逃往建
筑物2层以上，且为房屋背对悬
崖的一侧的房间，确保自身安全。

紧急情况下，
确保室内安全！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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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
接
下
图

※

紧
接
下
图

出自 ：2013年 爱媛县地震受灾预想调查结果（第一次报告）

烈度分布图

砂土液化危险度分布图

烈　　　度
（烈度等级）

烈度5度强

烈度6度弱

烈度6度强

烈度7度

砂土液化危险度
（砂土液化PL值）

非常高
（30＜PL）
很高
（15＜PL≦30）
较高
（5＜PL≦15）
低
（0＜PL≦5）
很低
（PL＝0）

关于地震的基础知识
近几年很有可能发生南海海沟大地震。因此提前掌握和地震相关的知识尤为重要。

S≒1/312,500

5km0

S≒1/312,500

5km0

S≒1/312,500

5km0

S≒1/312,500

5km0

地震大国—日本

日本处于四个板块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地震
多发地区。地震分为“海沟型地震”和“直下型地震”两种。
“海沟型地震”即：陆地板块的一侧嵌入海洋板块，发生翘
曲，当变形达到一定程度时，陆地板块受压力影响往上反
弹，从而导致地震发生。而“直下型地震”为板块内部互相
挤压碰撞，发生翘曲，当变形达到一定程度时，活动断层
发生位移，从而导致地震发生。

南海海沟大地震

南海海沟，即日本列岛所处的亚欧板块下方的菲律宾海板块
每年下沉数厘米的地点。下沉致使板块交界处发生翘曲，能
量堆积，堆积的能量每隔100~200年释放一次，从而导致巨
大地震。自1946年昭和南海地震至今已过去了70年以上，
因此我们需时刻提防下一次地震的发生。
经估计，此地震的破坏力会超过东日本大地震。

海沟（板块边界）型地震
此类地震规模较大。如 ：关东大地震、十胜冲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等。

内陆直下型地震
震源越浅，受灾越严重。如阪神淡路大地震、艺予地震等。

南海海沟大地震临时信息
南海海沟大地震临时信息，即 ：当预估南海海沟大地震发生的可能性相对
上升时，气象厅发布的临时信息。届时也会发布关键词（巨大地震警戒、巨大
地震注意等），请根据所在市的指令采取相应的防灾对策。 注意砂土液化

砂土液化现象，即 ：地下水位较高的砂地或旧河道的堆积物因
摇晃发生液化的情况。建筑物会因此倾斜或倒塌，埋在地下的输
水管道也会因此受影响，排水井浮升高出地面。海边的砂地或
填海造陆地区、重信川及石手川的旧河道地区需尤其注意。

（参考：政府·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官网）

里氏震级和烈度的区别

地震发生概率
30年以内  70～80％

最大级别　里氏9.0级
最大烈度　烈度7度

●死伤人数
死者人数 715人
受伤人数 5707人

●建筑受损
彻底损毁数量 35759幢
一半受损数量 25974幢

●逃难人数

灾难发生1天后 8万9002人
灾难发生1周后 8万5628人
灾难发生1个月后 6万518人

●生活基础设施管线受影响

上水道被害（断水人口） 28万8134人
下水道被害（受影响人口） 17万4982人
电力被害（停电户数） 19万8243幢
都市煤气受害（受影响家庭数） 4万9900户

里氏震级每增加1级，则地震释放的能量会增加约32倍。

里氏震级（M）表示“地震释放能量的规模（大小）”，而烈度表示的是“地面摇晃程度”。
里氏震级再小，只要距离震源越近，或震源深度越浅，则烈度越高。
里氏震级再大，只要距离震源远，或震源深度深，则烈度越低。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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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南海海沟大地震
发生了⋯

出自：《爱媛县地震被害预想调查》 2013年12月
［地震规模：里氏9.0级、预想情况 ：人身伤害发生于冬季深夜、其余为冬季晚6点，
风速：强风］

松山市预想受害情况

中型地震 里氏6.0级
1

大型地震 里氏7.0级
32倍

巨大地震 里氏8.0级
约1000倍

发布的信息 预警发布后对应

在注意地震发生的同时，

回归正常生活

巨大地震注意
1周预警

（1周内注意后发地震）

巨大地震警戒对应
1周预警

（1周内警戒后发地震）

巨大地震注意
1周预警

（1周内注意后发地震）

南海海沟大地震

临时信息

（巨大地震警戒）

南海海沟大地震

临时信息

（巨大地震注意）

日本处于四个板块交界处

亚欧板块

太平洋板块

美洲板块

中央构造线

菲律宾海板块

日
本
海
沟

南海海沟

预想震源区域日向滩

预想震源区域（内阁府）

南海
东南海

东海

爱媛

纵向错位的断层
正断层

纵向错位的断层
逆断层

向左错位的断层 向右错位的断层

压缩力 伸张力

南海海沟

（参考：政府·地震調査研究推進本部HP）

海洋板块陆地板块

歪曲力堆积

板块错位

板块下滑

砂土液化的发生原理

地震前
容易发生砂土液化的地基一般为含
水量较多的砂土。一般情况下，其中的
颗粒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地震时
强烈的摇晃导致平衡被打乱，粒子和
水混合，导致泥水化的现象。这就是
砂土液化。

地震后
变得粘稠的地基，受建筑物的重压被
压缩，水从地表喷出，导致地基下沉。

砂土液化发生

喷砂
喷砂

软砂层

水砂粒子

板块翘起

海啸发生

海洋板块陆地板块

1110



注意家具。

有被关在电梯里的可能。
按下所有的楼层按钮，并在电梯停下的那一层下去。
若被关在电梯里，则请按下紧急按钮。

小心破损的建
筑物及火灾。

小心围墙倒塌、瓦片或碎玻
璃等掉落。

避难时请拉下电闸，关闭
煤气总开关后，再离家。

～1分钟 ～10分钟 ～3天

小心余震

地基不结实的地方很可能会发生
砂土液化和地质灾害，需注意。

避难所木造房屋·公寓注意火灾！ 木造建筑 户  外公寓·高楼等

生活基础设施管线停滞

切勿触碰断
掉的电线。

小心自动贩卖机！

小心办公室内
机器倒下。

车辆请向左靠边，避难时
请勿拔出车钥匙。

为地震逃生做准备
地震往往突如其来。为了保护生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保护自身，以及安全避难的方法。

做到以下3点！
❶放低重心
（Drop）
❷保护头部和身体
（Cover）
❸摇晃停止前切勿移动
（Hold on）

●关闭火源
关闭炊具及取暖设备的
明火。若有火苗窜出，请冷
静灭火。

切忌开车！
地震发生时，道路可能损坏，信
号灯可能故障，从而导致汽车无
法正常行驶。若发生堵车，则会
给救援车辆的通行造成阻碍。
因此请步行避难。

●自家有倒塌的危险。
●周围有可能发生煤气泄漏或火灾的危险。
●可能发生海啸。
●所在的市已发出避难信息。 等

●确保出口畅通
打开门窗，打开大门，确保
逃生通道。

〈若身边没有桌子〉
保持低蹲的姿势，用书
本或枕头保护头部。

避难时切忌！

地震时的摇晃 ※此表参考气象厅发布的烈度等级关联解说表制作

切忌乘坐电梯！
即使电梯能正常使用，也有可能
因余震或停电导致电梯骤停。
因此即便摇晃停止，也请走楼
梯避难。

哪怕火苗再小，也要尽早扑灭。
若火苗尚未窜到天花板，则可
进行初期灭火。

拔出灭火器上部的安全栓，把喷管
的喷嘴对准火焰根部，按下压把，使
灭火剂喷出。一般灭火器的射程距
离为3~5米，喷射时间为10~15秒。
请一定要对准火苗再按下压把。

初期灭火很重要！ 切勿轻信谣言！

灾害发生时，社交网站上时常会流传
各种不实信息。有的纯属开玩笑，有
的则是为了制造恐惧，因此请注意带
有“好像⋯⋯”等虚假字眼的信息。不
实信息会导致受害人员心情不安，妨
碍救助工作的开展。同时也需要注意
看似善意的不实信息。查看信息时，
请事先认准值得信赖的账号。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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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度

人的体感·
行动

室内·
室外的情况

烈度5度弱 烈度5度强 烈度6度弱 烈度6度强

南海海沟
巨型地震
发生时的预
估摇晃程度

烈度7度

大多数人会感到恐
惧，想抓住固定的物
品保持平衡。

垂吊着的物品剧烈摇
晃，橱柜里的餐具、书
架上的书有可能掉
落。重心不稳的物品
多半会倒下。未经固
定的家具会发生偏
移。

大多数人若不抓住固
定的物品，则会难以
行走等，行动方面出
现问题。

更多橱柜里的餐具和
书架上的书会掉落。
电视从桌子上掉落，
未经固定的家具倒
下，窗玻璃有可能破
碎甚至掉落。

站立困难。

未经固定的家具多半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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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站立，只能靠爬行来移
动。受地震摇晃影响，人的身
体无法行动，甚至有被甩出去
的可能。

更多未经固定的家具发生位
移或倒下。更多建筑物的墙砖
或窗玻璃破损并掉落。未经
加固的围墙几乎完全倒塌。

没有固定的家具会倒下，甚至飞
出。大多建筑物的墙砖或窗玻璃
开始破损并掉落。经加固的围墙
也有可能破损。

楼上比1层更安全

居家避难

先蹲低（Drop））
保护头部（Cover）
保持不动（Hold on）

Shake Out

注意家具倾倒、玻璃片飞散、
餐具跌落等。打开大门，确保
逃生通道。

客厅&厨房

用购物篮或手中物品保护头
部。远离货架，靠墙，并听从店
员指示。

超市等地

用包等物品保护好头部，钻
到桌子下避难。注意办公室机
器倒下。

办公室

沿海地区会有海啸风险，请
立即逃往高处避难，并远离
河流。

沿海地区

保护好头部，确认紧急出口的
位置。紧急照明设备会开启，
请沉着应对。

地下街

土地松动会导致地质灾害发
生。因此请远离悬崖和斜坡，
切勿靠近水边和山谷。

山区

各种情况下的紧急行动 以下情况应立即避难

灾害发生时如何保命 摇晃结束后应采取的行动

在预测到即将有强烈地震摇
晃发生前的数十秒至数秒
前，电视和防灾行政无线、手
机等会播报通知，听到后请
立即保护自己。紧急地震速报

地震发生
地震来了！
保护好自己！

要在物品不会掉下，且家具等不会倒下的安全地
点避难。

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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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高度

大量海水向陆地涌来

海面

浪高 浪长
越过堤坝的水量很少

海面

（3层）

为海啸逃生做准备
在南海海沟巨型地震中，我们预估海啸有可能抵达松山市沿岸。
我们需提前知晓海啸的特性和逃生时的要点。

10ｍ　3层建筑完全被水淹没

1ｍ　若人被此高度的海啸吞没，几乎无生还可能

何为海啸？

海啸，即 ：海底发生地震后，海
底的隆起或沉降导致其上层
的海水产生的巨大波浪。
届时整个海面上升，像一面陡
峭的巨型水墙一样将以迅猛
的速度和威力涌向陆地。

要点一 在海边感受到强烈摇晃，或较弱但持续时间较长的摇晃，
则需立即逃离。

要点二 收到海啸警报时，即使没有感到摇晃，也请立即逃离。

要点三 海啸逃生时不是逃得越远越好，而是尽可能向高处逃。

要点四 逃生时尽量远离海岸和河流。

要点五 海啸会长时间持续发生，在海啸警报·注意警报解除前，切
勿离开避难地点。

发生海啸时的五要点海啸预警·注意警报及应采取的行动

气象厅将“发生诸如超过里氏8级以上的巨型地震后，最先发出的海啸警报中播报的预
想浪高用言简意赅的词语标记为“巨大”“高”，以此传达紧急事态。

住在海边或河边的居民
需立即逃往高处等安全
地区。

在海上的人需立即上岸，
并逃离海岸地区。

预想海啸高度
我们应采取的措施

表现

巨大大海啸
警报

海啸警报

海啸注意
警报

高

数值（发布基准） 

超过10m
（10ｍ＜浪高）

10ｍ
（5ｍ＜浪高≦10ｍ）

5ｍ
（3ｍ＜浪高≦5ｍ）

3ｍ
（1ｍ＜浪高≦3ｍ）

1ｍ
（20cm≦浪高≦1ｍ）

哪怕只有20~30cm的深度，在海啸的
冲击力下，也会让人站不稳脚。水深达
1m，便会造成大多数人丧生。

水深哪怕只有20cm，
也会造成生命危险 1~2m的水深会导致房屋被彻底损毁，

家内物品流出。瓦砾等卷进浪涛后，会
加大破坏力，甚至摧毁防波堤。

难以估量的威力
速度迅猛，在海上甚至可以达到相当于
喷气式飞机的速度。靠近陆地时的速度
也近似于普通汽车正常行驶的速度。
因此切勿先盯着海啸观察后再逃离。

迅猛的速度
海啸退去时的海浪慢慢变快，因此破坏
力比涌上岸的潮水更强。陆地的东西有
可能被退去海浪卷走冲到海上。

海啸退去时的巨大破坏力

抵达海岸的海啸会顺着河流或水路逆
流而上。逆流而上的洪水会致使河川堤
坝决堤，内陆地区也会遭受海啸冲击。

会顺着河流或水路逆流而上
海啸会反复来袭。最猛烈的并不一定
是第一波，也有可能是几小时后发生的
第二波、第三波。

反复来袭
海啸的高度会因海岸的地形而变化。V
字型的海湾或海角尖端容易使海啸能
量聚集，导致局部地区产生更高的海浪。

海啸会因海岸的地形而有所不同
海啸会长时间持续侵袭。因此在地震发
生后，有可能连续多日发生海啸。切勿掉
以轻心，等待海啸警报·注意警报的解除。

必需长时间保持警惕

了解海啸的特点，提高警惕

●海啸最高水位（由良町）

南海海沟巨型地震预估数据

●海啸抵达时间

海啸和波浪有什么不同？

海啸
来袭

海啸用语

浸水哪怕只有0.5m，人便有可能被漂浮物弄伤。另外，涌上陆地的
海啸会吞没残破的建筑或车、被冲上岸的船等各种物品，破坏力
超乎想象。

3.9m（T.P.）

浪高1m 1小时55分钟
浪高2m 3小时18分钟

●因地震发生
●波长较长，一般为数千米至数百千米
海啸发生时，因从海底至海面的大量海水形成一堵墙向
前推移，迅猛冲上岸，所以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巨大破坏力。

海 啸

●因风起浪
●波长一般为数米至数百米，较短。
海面附近一般表现为潮水翻涌，即使高度和海啸差不多
高，但分散到一个一个波浪的力度较弱，靠近海岸便成细
碎浪花。

波 浪

发生核灾难时

万一伊方核电站发生事故，则会释放出放射性物质。请务必事先
掌握逃生方法。

核灾难发生时应采取的行动
①获取可靠信息，以免被虚假信息欺骗
②收到室内避难指示时
•回家后先洗手、洗脸、更换衣服
•关闭所有的门窗
•关闭排风扇，防止外部空气进入室内
•给食品盖上保鲜膜
③收到避难指示时
请拉下电闸，关闭煤气总开关，紧锁门
窗，可以与近邻相互帮助一起避难。
逃生时请戴好帽子、口罩、手套、穿便
于行走的鞋子，穿长袖上衣长裤

※松山市距离伊方核电站30公里以上，不属于紧急
防护措施准备区域（UPZ）。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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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应该步行逃生。若开车逃生，则很
有可能遇上堵车，导致无法顺利逃离。

位于高处的紧急避难处 避难所等

前往高处避难
海啸会冲上陆地，因此请牢记 ：遇到
海啸，第一时间往高处逃

此标记表示海啸来袭时有危险
的地区。

海啸注意

•符合新抗震基准的建筑物
•钢筋铁骨构造建筑物
•3层以上建筑物

适合在海啸时避难的建筑物

浸水深度参考

请勿在木造建
筑里避难
请勿在木造建
筑里避难

若被30cm的海啸卷入，
则将无法正常行走。

如果逃晚了⋯
尽可能逃去高且牢固
的建筑物内、尽可能跑
去高处避难 

确认所在市发出的 避难信息·避难所开设信息。

5ｍ　2层建筑被水淹没

3ｍ　木造建筑几乎完全被摧毁
2ｍ　木造建筑半数被完全摧毁

0.3ｍ　难以采取避难行动

海啸高度（浪高）
　　 ⋯⋯和通常情况的潮位相比的海啸高度

※气象厅预测的高度

海啸水位⋯距离岸边约30m处的海啸水位
※以海拔计算

浸水深度⋯发生浸水时，从地面至水面的高度
基准水位⋯浸水深度加上海啸冲撞建筑物时达到

的上升水位

T.P. ⋯即东京湾海面平均高度，日本全国海
拔高度基准（0m）

发生地震

海啸涌向海岸

海水翻涌，
产生海啸

从海表至海底的水形成
一个整体，涌向陆地

地震导致海底活动

１

２

３

４
海啸发生原理

SNS

堤坝

海岸线

（通常情况的潮位）

东京湾平均海面（T.P.）
浸水深度（m）

基准水位

海啸高度

海啸水位（海拔）（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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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所的运作
避难所由避难人员进行自主运营。请各位避难人员互帮互助，遵守文明礼仪，给需要帮助的人员※多一点关怀。

※老人、残疾人、婴幼儿及其他需要特殊关照的人员。

避难所为自主运营

灾害发生后，自主防灾组织·设施管理
者·市政府职员会协助开设避难所。但
其后续运营则需以入住的避难人员为
中心，设立“避难所运营委员会”，自主
运营，制作避难人员名单，进行职务分
配，分发食物·物资、清扫等。

避难所种类及一览表

日常生活中请随时留意家附近的避难所种类及地
点，以防不时之需。

请尽可能自己准备好卫生用品及传
染病预防相关医药品（体温计·口罩·
消毒液·餐巾纸）、手电筒·毛毯·衣物
等日用品、避难所内用拖鞋、食品等，
以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

请带好各自的生活必需品

避难所生活注意事项

宠物也可同行避难，但需待在指定区
域，由宠物主人负责照看。请自行准备
好水、饲料、宠物用品、常备药，遵守避
难所的规定，文明养宠。
※避难所内可能会有对动物过敏的人员，请给他们
适度关照。

日常措施
•平时请训练宠物熟
悉养成可以待在专
用的箱子或笼子里
的习惯，以及在指
定地点排泄的习惯。
•请提前接种狂犬病疫苗，预防寄生虫
等疾病。

详情请见环境省官网
https://www.env.go.jp/natu
re/dobutsu/aigo/1_law/disa
ster.html

关于宠物同行避难
疫情防控
避难所内人员密集，流感病毒及引发食物中毒
的诺如病毒感染几率大幅上升，请提高警惕。

在避难所内请戴好口
罩，并定期保持室内通
风换气。

餐前、便后勤洗手、消毒。
接触门把手等公用部分
后请用酒精消毒。

如厕前后请擦拭便座
消毒。轮流担当值日生，
共同保持身边环境的
卫生整洁。

若出现发热、咳嗽、身体不
适等症状，请立即报告负
责人。避免交叉感染，负责
人会另行安排别的地方。

给需要帮助的人群多一点关怀  

请确保以上人群生活地点的便捷
性，请勿频繁找他们搭话增添其
不安情绪。若有需要，可考虑将以
上人群的避难地点搬迁至福祉避
难所。

老年人·残疾人等
注意性骚扰和性暴力案件的发
生。分发生理用品，提供更衣室及
哺乳室，时刻留意女性的健康状
况。

女性·孕产妇
确保儿童的玩耍空间，保持心情
愉悦，纾解精神压力。提前准备好
玩具、绘本等儿童用品，为他们打
造安稳健康的生活空间。

儿童
尽可能标记上外语，注意外国居
民可能无法摄取的食材。和外国
人用日语交谈时，请使用简单易
懂的表达方式，活用肢体语言，避
免让外国人有疏远感。

外国人

避难所内部布局样本 【体育馆】

健康管理
•避免过度疲劳和精神压力，保持充足的睡眠，合理
饮食。
•勤补水，预防脱水症。
•关注每天自身健康状况，若有不适，请在第一时间
告诉负责人。

卫生管理
•严禁将室外鞋穿入室内。严格区分地铺和走廊。
•设置定点垃圾回收站，垃圾请密封好，防止蟑螂等
害虫出现。
•请严格遵守洗手间使用守则，保持洗手间环境整洁。

防范管理
•请随身保管好贵重物品。
•建议随身带一些现金，但请务必做好防范。
•若发现可疑人员，请及时联系避难所负责人。

车内避难
•若没有条件入住避难所，则可选择车内避难。注意保
持适量运动，避免患上经济舱症候群。

英语
中文

哺乳室·
女性专用更衣室

男性专用
更衣室

居住区居住区
信息
收集区

商讨区 避难者
接待处

救急物资
分发处

救助物资
等放置处 男洗

手间
女洗
手间

厨房 垃圾回收站

居住区女性专用生活区

舞台

走廊

避难所入口

	 指定避难所
即因灾害导致自家受损，无法继续生活时，暂时可以进行避难生活的设施
（如：公民馆、学校等）。
根据灾害种类不同，我们用○△×来划分避难所的安全性。� ［截至2022年1月］

	 指定紧急避难地点
指公园、绿地等，发生灾害时临时避难的地方。（但并不适合发生洪水等水灾时避难。）

	 福祉避难所
对于在指定避难所生活不便，并需要接受特殊照顾的人群，市政府根据需求，开设的指定二次避难所设施。福祉避难
所一般根据特殊需要才开设，因此当灾害发生后并不一定会立即开设。� ［截至2022年1月］

地区名称 No. 设施名称 地址 地震 海啸 风暴潮 洪水 地质灾害

久枝

1 久枝公民馆 西长户町299 ○ ○ ○ △ ○
2 久枝小学 安城寺町586-1 ○ ○ ○ △ ○
3 绿色小学 西长户町493-2 ○ ○ ○ △ ○
4 久枝公民馆船之谷分馆 船之谷町237-1 ○ ○ ○ ○ ○
5 松山盲人学校（体育馆） 久万之台112 ○ ○ ○ × ○
6 松山西一贯制中学（体育馆） 久万之台1485-4 ○ ○ ○ ○ ○
7 松山圣陵高中（体育馆） 久万之台1112 ○ ○ ○ ○ ○

潮见

8 潮见公民馆 吉藤4-3-16 ○ ○ ○ ○ ○
9 潮见小学 吉藤4-7-13 ○ ○ ○ ○ ○
10 鸭川初级中学 鸭川2-7-19 ○ ○ ○ ○ ○
11 潮见公民馆平田分馆 平田町272-4 × ○ ○ ○ ○
12 潮见公民馆吉藤分馆 吉藤5-19-20 ○ ○ ○ ○ ○
13 潮见公民馆谷分馆 谷町甲260-3 ○ ○ ○ ○ ○

和气

14 和气公民馆 太山寺町1226-1 ○ × △ ○ ○
15 和气小学 太山寺町671-3 ○ × △ ○ ○
16 北初级中学 太山寺町491-1 ○ ○ ○ ○ ○
17 和气公民馆胜冈分馆 圣冈町112 ○ × × ○ ○
18 和气公民馆太山寺分馆 太山寺町1593-2 ○ ○ ○ ○ △
19 和气公民馆朝汐分馆 和气町2-925-2 ○ × × ○ ○
20 松山聋哑学校（体育馆） 马木町2325 ○ ○ × ○ ○

堀江

21 堀江公民馆 堀江町甲1400-1 ○ ○ △ ○ ○
22 堀江小学 福角町甲1409-2 ○ ○ ○ ○ ○
23 内宫初级中学 内宫町569-1 ○ ○ ○ ○ ○
24 堀江保育园 堀江町甲1654-9 ○ × × ○ ○
25 堀江公民馆东大栗分馆 东大栗町780-1 ○ ○ ○ ○ ○
26 堀江公民馆大西二分馆 堀江町甲863-5 × × × ○ ○

地区名称 设施名称 地址

久枝

医疗法人�Vihara藤原肠胃科�集体老人之家Lumbini 安城寺町530-1
社会福祉法人�安寿会�特别护理老人之家安寿庄 安城寺町1673-1
社会福祉法人�恩阳财团济生会�松山特别护理老人之家 久万之台1717
株式会社�四叶草�老年综合设施四叶草问屋 问屋町8-6

潮见
社会福祉法人�桔子会�地区紧密型小规模特别护理老人之家�桔子故里 志津川町200
社会福祉法人�松山共生会�Poppo苑 志津川町203-1
有限会社交流之家�具有护理服务的有偿老人之家Ohagi 平田町398

和气
社会福祉法人�濑户福慈会�综合福祉设施竹之乡 太山寺町1470
社会福祉法人�寿乐会�老年福祉设施�马木 马木町2158

堀江

社会福祉法人�寿乐会�福祉设施福寿 权现町甲10
社会福祉法人�安寿会�小规模多功能设施Fukuzumi 福角町甲616-1
社会福祉法人�福角会�Itsuki故里/With 福角町甲1829
株式会社�悠游社�具有护理服务的有偿老人之家Yorokobi 堀江町甲2082-1

■关于面对各种不同灾难时指定避难所的安全性
【地震】� ○：满足抗震标准的设施
【海啸】� ○：位于海啸灾害警戒区域外的设施
【风暴潮】� ○：位于风暴潮浸水预想区域外的设施
【洪水】� ○：位于洪水浸水风险区域外的设施
【泥石流】� ○：位于地质灾害（特别）警戒区域外的设施
【共通】� △：�虽位于浸水预想区域内，或地质灾害警戒区域内等地区，但

可以逃往2层以上高处的避难设施。
� ×：不适合避难的地点
※避难时，可以在电视（信息播报）及市政官网上查看避难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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