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 谓 关 西 广 域 联 合

通 过 广 域 联 合 开 展 防 灾 工 作 的 好 处

广 域 防 灾 局 的 作 用 (Ⅰ～Ⅳ )

构 成 团 体

作为全国首个由多个府县构成的广域联合，于平成22年(2010)12
月成立。其目标在于对于超出各府县界限的广域课题，由区域内
的各个府县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打开地方分权的突破口。

　我们的生活时常与灾害相伴。迅速采取行动不仅能够保护你及你的家人的安全，还能将受害程度控制在最小限
度。为了以防万一，请大家要从平时开始对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进行确认。

通过由广域联合担当指挥和调度的工作，可以使整个关西地区迅速地进行沟通，做出决定，并适时应对灾害。
通过共享各个构成团体所拥有的出色经验和技术，可以进行高质量的的灾害应对。
同以关西地区为活动区域的国家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经营者之间的合作会变得更加容易，可以顺利地应对灾害。
超越府县范围来共同开展广域性防灾、减灾事业会变得更加容易。

滋贺县、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奈良县(自平成27年(2015)12

日开始参加)、和歌山县、鸟取县、德岛县、京都市、大阪市、堺市、

神户市(2府6县4个政令市)　＊福井县、三重县为合作团体

◆正在全力拓展7个领域的事业(担当事务局)

●广域防灾(兵库县) ●广域观光、文化、体育振兴（京都府)

●广域产业振兴(大阪府) ●广域医疗(德岛县)

●广域环境保护(滋贺县) ●资格考试、执照(本部事务局)

●广域职员进修(和歌山县)

关西地区的防灾、

减灾计划概要

■关西地区防灾、减灾计划的各个领域制定状况(截至平成26年(2014)6月止已制定完4个领域的计划)

　针对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南海海沟剧烈地震及由强烈台风所
引起的风灾与水灾等一系列规模大且波及区域范围广的灾害，有系统地制
定关西广域联合与构成团体及合作团体等携手合作所进行的防灾、减灾对
策以及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方针。

□感到强烈的摇晃时及听到发布海
啸注意警报、海啸警报、大津波
警报时，要立刻离开海滨，如果
身处海边及低洼地带，要迅速跑
到高岗等安全的地方进行避难

□因为海啸会反复袭来，所以在警
报及注意警报解除前，不可放松
警惕

□要听从避难劝告及指示，到紧急
避难场所进行避难

何谓“受授(接受援助)”？
是一种接受并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外部支援的

做法。在东日本大地震震灾后，各方普遍认为，

不仅限于接受志愿者的帮助，还应当接受并有

效地利用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支援，自治体

等部门应当预先探讨“受授 ( 接受援助 )”所应

有的理想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

成 立 宗 旨

● 创建分权型社会！

● 成为担任整个关西地区的广域行政的责任主体！

● 设立专门负责承接国家派出机构事务的部门

1.
2.
3.
4.

全国首创的正式的广域防灾、减灾计划
深入到“受授(接受援助)”的理想状态中的计划
将应对灾害的一系列过程编成短剧的计划
显示由有关机构进行灾害应对的整体状态的计划
推进与各种主体携手合作、相互配合的计划
充分吸取了两次大地震震灾(阪神淡路地区、东日本地区
大地震)教训的计划

1.
2.
3.
4.
5.
6.

首先不要慌乱，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要将门和窗户打开，以确保出入口
要徒步进行避难，要将随身携带的
物品控制在最低限度
注意不要走在小胡同、围墙边处，
不要靠近川崖及河边
互相配合，进行应急救护和抢救活
动

1.
2.
3.

4.

5.

Ⅰ　防灾计划等的制定和运用

构　成

总则篇、地震和海啸灾害对策篇 南海海沟地震、近畿圈城市直下型地震

风灾与水灾对策篇

原子能灾害对策篇

感染症对策篇

新型流感等

禽流感、口蹄疫等 禽流感和口蹄疫等

平成24年(2012)3月3日

平成26年(2014)6月28日

平成24年(2012)3月3日
平成25年(2013)6月29日
(修改)

平成26年(2014)6月28日

制定日 所设想的灾害

淀川等主要水系的洪水泛滥
由于强烈台风的接近而引起的大阪湾港湾沿岸地区的高潮灾害
由从未有过的暴雨所引起的大规模砂土灾害

在被选定建在福井县县内的高滨、大饭、美滨、
敦贺地区的核电站，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研究开发
中心(MONZYU-文珠)，原子反应堆废止措施研究
开发中心(FUGEN-普贤)所发生的事故灾害

类　别

避难准备信息 催促大家做好避难的准备。

避 难 劝 告

解　说

在对象地区的土地、建筑物等上面有可能会发生灾害的
情况下进行发布。
规劝或者催促居住人员等马上离开。

避 难 指 示
在紧急度高于避难劝告的情况下进行发布。
命令居住人员等马上进行撤离。

新型流行性感冒等感染症 ( 新型流行性感冒、再现
型流行性感冒 )、新感染症

计 划 的 特 征

发 生 灾 害 时 的 注 意 事 项

　在刚发生完灾害之后，为了防止二次
灾害，企业等地方需要做好企业员工的
工作，劝阻大家不要随意开始行动。

回 家 有 困 难 时 的 注 意 事 项

计 划 的 定 位

防灾基本规划(国家)
《灾害对策基本法34 条》

受害情况假想

防灾准备工作

应对灾害工作

府县 区域防灾计划

安排调整 安排
调整

市町村 区域防灾计划

关西广域联合规约
关西广域联合广域计划

《地方自治法284条、291条中的7》

■为了能够迅速地应对
灾害，推进支援协定
的缔结等工作

■全面推进完善体制、
训练、人材培养、硬
件配备等工作

关西地区防灾、减灾计划
○总则篇
○各领域对策篇
・地震和海啸灾害对策篇
・原子能灾害对策篇
・感染症对策篇
・风灾水灾对策篇

灾害发生初期
(灾害发生后的约3天内)

运营图
整理相关机构的活动情况，明示广域联合的作用

应急对应期间
(避难所避难期间)

修复、重建期间
(临时住宅生活期间～中长期)

・收集信息 ・派遣紧急派遣小组
・设置灾害对策(支援)本部
・设置当地的支援本部

・受灾者的支援 ・救济物资的领取调整
・支援人员的派遣及接受调整
・广域避难的调整

・应急临时住宅的扩充支援
・受灾自治体的重建业务支援

•这是一项经常进行改善，不断融入最新意见的“充实、发展
型”计划。
•检查、评估“防灾准备工作”的实施情况，踏踏实实地进行
追踪调查。
•在“应对灾害工作”方面，将网络了相关机构在应对灾害的
各个阶段的活动情况的“运营图”进行了公示，以此明示了
广域联合、府县、市町村等相关机构的作用。

　该概要为在发生大规模广域灾害时，以广域联
合为中心所开展的灾害应对工作的指南(操作指
南)。
　为了能够与构成团体及其他相关机构及团体携
手合作，顺利地应对灾害，在生活物资的供给、
人员派遣、避难、临时住宅设置等应对灾害的各
个领域，明确表示出了支援、受援的实施体制和
活动顺序等。

○支援的种类

　①支援人员的派遣　②生活物资的供给

　③避难者、伤病者的接受等

○支援和受援的调整方法

•广域联合将支援内容和支援对象分摊给各支援的府

县市

•出现几个受灾府县时，原则上通过“对应支援方式”，

将特定的受灾府县分配给支援府县市来进行支援。

关注计划中的这些内容!!！

！

地震发生时的五条注意事项：

【避难信息】
•灾害发生时，市町村长有时会向居民发布“避难劝告”及“避难指示”等

信息。
•紧急性及避难的强制力，按照“避难准备信息<避难劝告<避难指示”

的顺序逐步提高。

【紧急地震速报】
•是指在地震刚发生之后，预测各地发生强烈晃动的到达时刻及震度，尽

可能迅速地发出通知的信息。从最初开始摇晃的几秒到十几数秒前，由
气象厅发布信息，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让列车降低速度，让工
厂停止运转机器，以这种形式来有效地利用紧急地震速报信息。

灾害发生时应该获取的信息

　关西广域联合正在推进一项“灾后回
家支援服务站事业”。发生灾害时，为
了帮助那些回家有
困难者，关西广域
联合与便利店及与
餐饮业企业等携手
为徒步回家者提供
“ 饮 用 水 ” “ 厕 所 ”
“道路信息等”的一
些回家支援服务。

灾后回家支援服务站

发生海啸时的避难要点

•发生灾害时，政府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手段对外发布信
息。为了能够顺利地利用多种渠道获得信息，提前做好准备这
一点非常重要。

◇宣传媒体报道：电视机、收音机
◇自治团体的宣传：防灾行政无线网络、官网、有线电视、宣传车
◇有效地利用手机的邮件功能所进行的紧急信息速报“区域邮件”

发生灾害时如何获取信息

◇避免随意地开始行动
•回家有困难的人如果同时开始徒步回家的话，将有可能会发生由于混

乱而引起集体跌倒的事件，也有可能出现因火灾及从沿途建筑物上落
下的东西等而造成死伤等情况。
•此外，由于还会妨碍救助和急救活动以及紧急运输活动等的应急对策

活动，因此，请大家不要慌乱，尽量错开时间分别回家。
◇提前做好徒步回家时所需必备品的准备，确认好与家人取得联络的

方法、徒步回家的路线。
•为了能够顺利地徒步回家，要在工作单位等地方，提前准备好饮用

水、应急食品、地图、手电筒、运动鞋等物品。
◇有效利用发生灾害时可以使用的留言专线、手机电话发生灾害时用

的留言板、Web 171 等，要提前确认好多种可以用来确认是否平
安的方法。

◇企业等也要提前制定好发生灾害时的行动计划
◇为了确认和检查这些对策的准备情况，需要进行实际演练。

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发生灾害时安全地回家关西广域支援、受援实施纲要概要

灾害发生时的基本原则“不要随意开始行动”

在服务站出示着
如上图所示的贴纸布告

广域防灾门户网站 http://www.kouiki-kansai.jp/kouikibousai/

关 西 广 域 联 合 广 域 防 灾 局

鸟取县

兵库县 滋贺县

奈良县

和歌山县
德岛県

大阪府

京都府

京都市

大阪市
堺市

神户市

！

！
支援和受援的体制(概况图)

有效地运用到各种各样的训练中，验证其内容，不断地进行改善。

受灾府县内

受灾市町村
公所内等

受灾府县厅内等

避难所和受灾者

灾害对策本部
受灾市町村

受灾府县
当地事务所

支援府县、政令市
当地联络所

受灾府县
灾害对策本部

广域联合
支援府县、政令市

当地支援本部

广域联合
灾害对策(支援)本部

支援府县、政令市
灾害对策支援本部

企业、团体 国家派出机构

中央省厅志愿者支援市町村
支援协定同盟
全国知事会

※ 加网格的部分表示受災团体或受灾者。
※ 画粗线的部分表示广域联合和构成团体和合作县的关系。

广域实际工作机构

关西广域联合 检索

广域防灾门户网站  http://www.kouiki-kansai.jp/kouikibousai/

广域防灾局
邮编:650-8567 神户市中央区下山手通5丁目10番1号

兵库县企画县民部防灾企画局防灾企画课内
电话 078-362-9815　传真 078-362-9839
E-mail bousai@kouiki-kansa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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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成立。其目标在于对于超出各府县界限的广域课题，由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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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府县范围来共同开展广域性防灾、减灾事业会变得更加容易。

滋贺县、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奈良县(自平成27年(2015)12

日开始参加)、和歌山县、鸟取县、德岛县、京都市、大阪市、堺市、

神户市(2府6县4个政令市)　＊福井县、三重县为合作团体

◆正在全力拓展7个领域的事业(担当事务局)

●广域防灾(兵库县) ●广域观光、文化、体育振兴（京都府)

●广域产业振兴(大阪府) ●广域医疗(德岛县)

●广域环境保护(滋贺县) ●资格考试、执照(本部事务局)

●广域职员进修(和歌山县)

关西地区的防灾、

减灾计划概要

■关西地区防灾、减灾计划的各个领域制定状况(截至平成26年(2014)6月止已制定完4个领域的计划)

　针对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南海海沟剧烈地震及由强烈台风所
引起的风灾与水灾等一系列规模大且波及区域范围广的灾害，有系统地制
定关西广域联合与构成团体及合作团体等携手合作所进行的防灾、减灾对
策以及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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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听从避难劝告及指示，到紧急
避难场所进行避难

何谓“受授(接受援助)”？
是一种接受并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外部支援的

做法。在东日本大地震震灾后，各方普遍认为，

不仅限于接受志愿者的帮助，还应当接受并有

效地利用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支援，自治体

等部门应当预先探讨“受授 ( 接受援助 )”所应

有的理想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

成 立 宗 旨

● 创建分权型社会！

● 成为担任整个关西地区的广域行政的责任主体！

● 设立专门负责承接国家派出机构事务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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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创的正式的广域防灾、减灾计划
深入到“受授(接受援助)”的理想状态中的计划
将应对灾害的一系列过程编成短剧的计划
显示由有关机构进行灾害应对的整体状态的计划
推进与各种主体携手合作、相互配合的计划
充分吸取了两次大地震震灾(阪神淡路地区、东日本地区
大地震)教训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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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要慌乱，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要将门和窗户打开，以确保出入口
要徒步进行避难，要将随身携带的
物品控制在最低限度
注意不要走在小胡同、围墙边处，
不要靠近川崖及河边
互相配合，进行应急救护和抢救活
动

1.
2.
3.

4.

5.

Ⅰ　防灾计划等的制定和运用

构　成

总则篇、地震和海啸灾害对策篇 南海海沟地震、近畿圈城市直下型地震

风灾与水灾对策篇

原子能灾害对策篇

感染症对策篇

新型流感等

禽流感、口蹄疫等 禽流感和口蹄疫等

平成24年(2012)3月3日

平成26年(2014)6月28日

平成24年(2012)3月3日
平成25年(2013)6月29日
(修改)

平成26年(2014)6月28日

制定日 所设想的灾害

淀川等主要水系的洪水泛滥
由于强烈台风的接近而引起的大阪湾港湾沿岸地区的高潮灾害
由从未有过的暴雨所引起的大规模砂土灾害

在被选定建在福井县县内的高滨、大饭、美滨、
敦贺地区的核电站，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研究开发
中心(MONZYU-文珠)，原子反应堆废止措施研究
开发中心(FUGEN-普贤)所发生的事故灾害

类　别

避难准备信息 催促大家做好避难的准备。

避 难 劝 告

解　说

在对象地区的土地、建筑物等上面有可能会发生灾害的
情况下进行发布。
规劝或者催促居住人员等马上离开。

避 难 指 示
在紧急度高于避难劝告的情况下进行发布。
命令居住人员等马上进行撤离。

新型流行性感冒等感染症 ( 新型流行性感冒、再现
型流行性感冒 )、新感染症

计 划 的 特 征

发 生 灾 害 时 的 注 意 事 项

　在刚发生完灾害之后，为了防止二次
灾害，企业等地方需要做好企业员工的
工作，劝阻大家不要随意开始行动。

回 家 有 困 难 时 的 注 意 事 项

计 划 的 定 位

防灾基本规划(国家)
《灾害对策基本法34 条》

受害情况假想

防灾准备工作

应对灾害工作

府县 区域防灾计划

安排调整 安排
调整

市町村 区域防灾计划

关西广域联合规约
关西广域联合广域计划

《地方自治法284条、291条中的7》

■为了能够迅速地应对
灾害，推进支援协定
的缔结等工作

■全面推进完善体制、
训练、人材培养、硬
件配备等工作

关西地区防灾、减灾计划
○总则篇
○各领域对策篇
・地震和海啸灾害对策篇
・原子能灾害对策篇
・感染症对策篇
・风灾水灾对策篇

灾害发生初期
(灾害发生后的约3天内)

运营图
整理相关机构的活动情况，明示广域联合的作用

应急对应期间
(避难所避难期间)

修复、重建期间
(临时住宅生活期间～中长期)

・收集信息 ・派遣紧急派遣小组
・设置灾害对策(支援)本部
・设置当地的支援本部

・受灾者的支援 ・救济物资的领取调整
・支援人员的派遣及接受调整
・广域避难的调整

・应急临时住宅的扩充支援
・受灾自治体的重建业务支援

•这是一项经常进行改善，不断融入最新意见的“充实、发展
型”计划。
•检查、评估“防灾准备工作”的实施情况，踏踏实实地进行
追踪调查。
•在“应对灾害工作”方面，将网络了相关机构在应对灾害的
各个阶段的活动情况的“运营图”进行了公示，以此明示了
广域联合、府县、市町村等相关机构的作用。

　该概要为在发生大规模广域灾害时，以广域联
合为中心所开展的灾害应对工作的指南(操作指
南)。
　为了能够与构成团体及其他相关机构及团体携
手合作，顺利地应对灾害，在生活物资的供给、
人员派遣、避难、临时住宅设置等应对灾害的各
个领域，明确表示出了支援、受援的实施体制和
活动顺序等。

○支援的种类

　①支援人员的派遣　②生活物资的供给

　③避难者、伤病者的接受等

○支援和受援的调整方法

•广域联合将支援内容和支援对象分摊给各支援的府

县市

•出现几个受灾府县时，原则上通过“对应支援方式”，

将特定的受灾府县分配给支援府县市来进行支援。

关注计划中的这些内容!!！

！

地震发生时的五条注意事项：

【避难信息】
•灾害发生时，市町村长有时会向居民发布“避难劝告”及“避难指示”等

信息。
•紧急性及避难的强制力，按照“避难准备信息<避难劝告<避难指示”

的顺序逐步提高。

【紧急地震速报】
•是指在地震刚发生之后，预测各地发生强烈晃动的到达时刻及震度，尽

可能迅速地发出通知的信息。从最初开始摇晃的几秒到十几数秒前，由
气象厅发布信息，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让列车降低速度，让工
厂停止运转机器，以这种形式来有效地利用紧急地震速报信息。

灾害发生时应该获取的信息

　关西广域联合正在推进一项“灾后回
家支援服务站事业”。发生灾害时，为
了帮助那些回家有
困难者，关西广域
联合与便利店及与
餐饮业企业等携手
为徒步回家者提供
“ 饮 用 水 ” “ 厕 所 ”
“道路信息等”的一
些回家支援服务。

灾后回家支援服务站

发生海啸时的避难要点

•发生灾害时，政府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手段对外发布信
息。为了能够顺利地利用多种渠道获得信息，提前做好准备这
一点非常重要。

◇宣传媒体报道：电视机、收音机
◇自治团体的宣传：防灾行政无线网络、官网、有线电视、宣传车
◇有效地利用手机的邮件功能所进行的紧急信息速报“区域邮件”

发生灾害时如何获取信息

◇避免随意地开始行动
•回家有困难的人如果同时开始徒步回家的话，将有可能会发生由于混

乱而引起集体跌倒的事件，也有可能出现因火灾及从沿途建筑物上落
下的东西等而造成死伤等情况。
•此外，由于还会妨碍救助和急救活动以及紧急运输活动等的应急对策

活动，因此，请大家不要慌乱，尽量错开时间分别回家。
◇提前做好徒步回家时所需必备品的准备，确认好与家人取得联络的

方法、徒步回家的路线。
•为了能够顺利地徒步回家，要在工作单位等地方，提前准备好饮用

水、应急食品、地图、手电筒、运动鞋等物品。
◇有效利用发生灾害时可以使用的留言专线、手机电话发生灾害时用

的留言板、Web 171 等，要提前确认好多种可以用来确认是否平
安的方法。

◇企业等也要提前制定好发生灾害时的行动计划
◇为了确认和检查这些对策的准备情况，需要进行实际演练。

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发生灾害时安全地回家关西广域支援、受援实施纲要概要

灾害发生时的基本原则“不要随意开始行动”

在服务站出示着
如上图所示的贴纸布告

广域防灾门户网站 http://www.kouiki-kansai.jp/kouikibousai/

关 西 广 域 联 合 广 域 防 灾 局

鸟取县

兵库县 滋贺县

奈良县

和歌山县
德岛県

大阪府

京都府

京都市

大阪市
堺市

神户市

！

！
支援和受援的体制(概况图)

有效地运用到各种各样的训练中，验证其内容，不断地进行改善。

受灾府县内

受灾市町村
公所内等

受灾府县厅内等

避难所和受灾者

灾害对策本部
受灾市町村

受灾府县
当地事务所

支援府县、政令市
当地联络所

受灾府县
灾害对策本部

广域联合
支援府县、政令市

当地支援本部

广域联合
灾害对策(支援)本部

支援府县、政令市
灾害对策支援本部

企业、团体 国家派出机构

中央省厅志愿者支援市町村
支援协定同盟
全国知事会

※ 加网格的部分表示受災团体或受灾者。
※ 画粗线的部分表示广域联合和构成团体和合作县的关系。

广域实际工作机构

关西广域联合 检索

广域防灾门户网站  http://www.kouiki-kansai.jp/kouikibousai/

广域防灾局
邮编:650-8567 神户市中央区下山手通5丁目10番1号

兵库县企画县民部防灾企画局防灾企画课内
电话 078-362-9815　传真 078-362-9839
E-mail bousai@kouiki-kansai.jp



何 谓 关 西 广 域 联 合

通 过 广 域 联 合 开 展 防 灾 工 作 的 好 处

广 域 防 灾 局 的 作 用 (Ⅰ～Ⅳ )

构 成 团 体

作为全国首个由多个府县构成的广域联合，于平成22年(2010)12
月成立。其目标在于对于超出各府县界限的广域课题，由区域内
的各个府县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打开地方分权的突破口。

　我们的生活时常与灾害相伴。迅速采取行动不仅能够保护你及你的家人的安全，还能将受害程度控制在最小限
度。为了以防万一，请大家要从平时开始对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进行确认。

通过由广域联合担当指挥和调度的工作，可以使整个关西地区迅速地进行沟通，做出决定，并适时应对灾害。
通过共享各个构成团体所拥有的出色经验和技术，可以进行高质量的的灾害应对。
同以关西地区为活动区域的国家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经营者之间的合作会变得更加容易，可以顺利地应对灾害。
超越府县范围来共同开展广域性防灾、减灾事业会变得更加容易。

滋贺县、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奈良县(自平成27年(2015)12

日开始参加)、和歌山县、鸟取县、德岛县、京都市、大阪市、堺市、

神户市(2府6县4个政令市)　＊福井县、三重县为合作团体

◆正在全力拓展7个领域的事业(担当事务局)

●广域防灾(兵库县) ●广域观光、文化、体育振兴（京都府)

●广域产业振兴(大阪府) ●广域医疗(德岛县)

●广域环境保护(滋贺县) ●资格考试、执照(本部事务局)

●广域职员进修(和歌山县)

关西地区的防灾、

减灾计划概要

■关西地区防灾、减灾计划的各个领域制定状况(截至平成26年(2014)6月止已制定完4个领域的计划)

　针对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南海海沟剧烈地震及由强烈台风所
引起的风灾与水灾等一系列规模大且波及区域范围广的灾害，有系统地制
定关西广域联合与构成团体及合作团体等携手合作所进行的防灾、减灾对
策以及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方针。

□感到强烈的摇晃时及听到发布海
啸注意警报、海啸警报、大津波
警报时，要立刻离开海滨，如果
身处海边及低洼地带，要迅速跑
到高岗等安全的地方进行避难

□因为海啸会反复袭来，所以在警
报及注意警报解除前，不可放松
警惕

□要听从避难劝告及指示，到紧急
避难场所进行避难

何谓“受授(接受援助)”？
是一种接受并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外部支援的

做法。在东日本大地震震灾后，各方普遍认为，

不仅限于接受志愿者的帮助，还应当接受并有

效地利用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支援，自治体

等部门应当预先探讨“受授 ( 接受援助 )”所应

有的理想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

成 立 宗 旨

● 创建分权型社会！

● 成为担任整个关西地区的广域行政的责任主体！

● 设立专门负责承接国家派出机构事务的部门

1.
2.
3.
4.

全国首创的正式的广域防灾、减灾计划
深入到“受授(接受援助)”的理想状态中的计划
将应对灾害的一系列过程编成短剧的计划
显示由有关机构进行灾害应对的整体状态的计划
推进与各种主体携手合作、相互配合的计划
充分吸取了两次大地震震灾(阪神淡路地区、东日本地区
大地震)教训的计划

1.
2.
3.
4.
5.
6.

首先不要慌乱，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要将门和窗户打开，以确保出入口
要徒步进行避难，要将随身携带的
物品控制在最低限度
注意不要走在小胡同、围墙边处，
不要靠近川崖及河边
互相配合，进行应急救护和抢救活
动

1.
2.
3.

4.

5.

Ⅰ　防灾计划等的制定和运用

构　成

总则篇、地震和海啸灾害对策篇 南海海沟地震、近畿圈城市直下型地震

风灾与水灾对策篇

原子能灾害对策篇

感染症对策篇

新型流感等

禽流感、口蹄疫等 禽流感和口蹄疫等

平成24年(2012)3月3日

平成26年(2014)6月28日

平成24年(2012)3月3日
平成25年(2013)6月29日
(修改)

平成26年(2014)6月28日

制定日 所设想的灾害

淀川等主要水系的洪水泛滥
由于强烈台风的接近而引起的大阪湾港湾沿岸地区的高潮灾害
由从未有过的暴雨所引起的大规模砂土灾害

在被选定建在福井县县内的高滨、大饭、美滨、
敦贺地区的核电站，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研究开发
中心(MONZYU-文珠)，原子反应堆废止措施研究
开发中心(FUGEN-普贤)所发生的事故灾害

类　别

避难准备信息 催促大家做好避难的准备。

避 难 劝 告

解　说

在对象地区的土地、建筑物等上面有可能会发生灾害的
情况下进行发布。
规劝或者催促居住人员等马上离开。

避 难 指 示
在紧急度高于避难劝告的情况下进行发布。
命令居住人员等马上进行撤离。

新型流行性感冒等感染症 ( 新型流行性感冒、再现
型流行性感冒 )、新感染症

何谓“受授(接受援助)”？
全国首创的正式的广域防灾、减灾计划1.1.1.1.1.

2.2.

计 划 的 特 征

发 生 灾 害 时 的 注 意 事 项

　在刚发生完灾害之后，为了防止二次
灾害，企业等地方需要做好企业员工的
工作，劝阻大家不要随意开始行动。

回 家 有 困 难 时 的 注 意 事 项

有的理想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充分吸取了两次大地震震灾(阪神淡路地区、东日本地区
大地震)教训的计划

6.6.6.6.

计 划 的 定 位

防灾基本规划(国家)
《灾害对策基本法34 条》

受害情况假想

防灾准备工作

应对灾害工作

府县 区域防灾计划

安排调整 安排
调整

市町村 区域防灾计划

关西广域联合规约
关西广域联合广域计划

《地方自治法284条、291条中的7》

■为了能够迅速地应对
灾害，推进支援协定
的缔结等工作

■全面推进完善体制、
训练、人材培养、硬
件配备等工作

关西地区防灾、减灾计划
○总则篇
○各领域对策篇
・地震和海啸灾害对策篇
・原子能灾害对策篇
・感染症对策篇
・风灾水灾对策篇

灾害发生初期
(灾害发生后的约3天内)

运营图
整理相关机构的活动情况，明示广域联合的作用

应急对应期间
(避难所避难期间)

修复、重建期间
(临时住宅生活期间～中长期)

・收集信息 ・派遣紧急派遣小组
・设置灾害对策(支援)本部
・设置当地的支援本部

・受灾者的支援 ・救济物资的领取调整
・支援人员的派遣及接受调整
・广域避难的调整

・应急临时住宅的扩充支援
・受灾自治体的重建业务支援

•这是一项经常进行改善，不断融入最新意见的“充实、发展
型”计划。
•检查、评估“防灾准备工作”的实施情况，踏踏实实地进行
追踪调查。
•在“应对灾害工作”方面，将网络了相关机构在应对灾害的
各个阶段的活动情况的“运营图”进行了公示，以此明示了
广域联合、府县、市町村等相关机构的作用。

　该概要为在发生大规模广域灾害时，以广域联
合为中心所开展的灾害应对工作的指南(操作指
南)。
　为了能够与构成团体及其他相关机构及团体携
手合作，顺利地应对灾害，在生活物资的供给、
人员派遣、避难、临时住宅设置等应对灾害的各
个领域，明确表示出了支援、受援的实施体制和
活动顺序等。

○支援的种类

　①支援人员的派遣　②生活物资的供给

　③避难者、伤病者的接受等

○支援和受援的调整方法

•广域联合将支援内容和支援对象分摊给各支援的府

县市

•出现几个受灾府县时，原则上通过“对应支援方式”，

将特定的受灾府县分配给支援府县市来进行支援。

关注计划中的这些内容!!！

！

地震发生时的五条注意事项：

【避难信息】
•灾害发生时，市町村长有时会向居民发布“避难劝告”及“避难指示”等

信息。
•紧急性及避难的强制力，按照“避难准备信息<避难劝告<避难指示”

的顺序逐步提高。

【紧急地震速报】
•是指在地震刚发生之后，预测各地发生强烈晃动的到达时刻及震度，尽

可能迅速地发出通知的信息。从最初开始摇晃的几秒到十几数秒前，由
气象厅发布信息，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让列车降低速度，让工
厂停止运转机器，以这种形式来有效地利用紧急地震速报信息。

灾害发生时应该获取的信息

　关西广域联合正在推进一项“灾后回
家支援服务站事业”。发生灾害时，为
了帮助那些回家有
困难者，关西广域
联合与便利店及与
餐饮业企业等携手
为徒步回家者提供
“ 饮 用 水 ” “ 厕 所 ”
“道路信息等”的一
些回家支援服务。

灾后回家支援服务站

发生海啸时的避难要点

•发生灾害时，政府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手段对外发布信
息。为了能够顺利地利用多种渠道获得信息，提前做好准备这
一点非常重要。

◇宣传媒体报道：电视机、收音机
◇自治团体的宣传：防灾行政无线网络、官网、有线电视、宣传车
◇有效地利用手机的邮件功能所进行的紧急信息速报“区域邮件”

发生灾害时如何获取信息

◇避免随意地开始行动
•回家有困难的人如果同时开始徒步回家的话，将有可能会发生由于混

乱而引起集体跌倒的事件，也有可能出现因火灾及从沿途建筑物上落
下的东西等而造成死伤等情况。
•此外，由于还会妨碍救助和急救活动以及紧急运输活动等的应急对策

活动，因此，请大家不要慌乱，尽量错开时间分别回家。
◇提前做好徒步回家时所需必备品的准备，确认好与家人取得联络的

方法、徒步回家的路线。
•为了能够顺利地徒步回家，要在工作单位等地方，提前准备好饮用

水、应急食品、地图、手电筒、运动鞋等物品。
◇有效利用发生灾害时可以使用的留言专线、手机电话发生灾害时用

的留言板、Web 171 等，要提前确认好多种可以用来确认是否平
安的方法。

◇企业等也要提前制定好发生灾害时的行动计划
◇为了确认和检查这些对策的准备情况，需要进行实际演练。

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发生灾害时安全地回家关西广域支援、受援实施纲要概要

灾害发生时的基本原则“不要随意开始行动”

在服务站出示着
如上图所示的贴纸布告

广域防灾门户网站 http://www.kouiki-kansai.jp/kouikibousai/

关 西 广 域 联 合 广 域 防 灾 局

鸟取县

兵库县 滋贺县

奈良县

和歌山县
德岛県

大阪府

京都府

京都市

大阪市
堺市

神户市

！

！
支援和受援的体制(概况图)

有效地运用到各种各样的训练中，验证其内容，不断地进行改善。

受灾府县内

受灾市町村
公所内等

受灾府县厅内等

避难所和受灾者

灾害对策本部
受灾市町村

受灾府县
当地事务所

支援府县、政令市
当地联络所

受灾府县
灾害对策本部

广域联合
支援府县、政令市

当地支援本部

广域联合
灾害对策(支援)本部

支援府县、政令市
灾害对策支援本部

企业、团体 国家派出机构

中央省厅志愿者支援市町村
支援协定同盟
全国知事会

※ 加网格的部分表示受災团体或受灾者。
※ 画粗线的部分表示广域联合和构成团体和合作县的关系。

广域实际工作机构

关西广域联合 检索

广域防灾门户网站  http://www.kouiki-kansai.jp/kouikibousai/

广域防灾局
邮编:650-8567 神户市中央区下山手通5丁目10番1号

兵库县企画县民部防灾企画局防灾企画课内
电话 078-362-9815　传真 078-362-9839
E-mail bousai@kouiki-kansai.jp



――― 通过“对应支援方式”提供支援―――

确立灾害刚发生时开始行动的体制、把握受害状况及支援需求、通过“对应支援方式”对受灾团体提供支援等，
进行广范围的支援和受援方面工作的调整。

■ 物资的发送
　 脱水快餐米饭(大约26万餐份)、饮用水(大约46万瓶)、毛毯(大约64千条)、简易厕所(大约21千个)等
■ 职员的派遣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29 日现在 )
　 累计：358400人、日214人/1日　※最高峰时387人/1日　　※不包括警察、消防队员、DMAT(灾害时医疗援助队)、市町村职员。

■ 避难者的接纳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29 日现在 )　 3364 人 ( 公营住宅等 )　※最高峰时4754人

Ⅱ　支援和受援的调整

对东日本大地震所进行的应对

对平成28年(2016)熊本地震所进行的应对

◇发表关于支援对策的紧急声明
　①受灾地区对策　②支援物资等的提供　③支援人员的派遣
　④明确表示将积极地参加有关接收避难生活等的活动等
◇通过“对应支援方式”对受灾地区提供支援
◇开设“现地联络所”，在受灾地区收集直接信息

对于关西广域防灾信息系统的完善、防灾人才培养事业、回家困难者支援对策、操作手册的制定等方面的防灾和
减灾事业，将制定相关计划并予以实施。

Ⅳ　防灾和减灾事业的开展情况

对体制进行整顿，除了与构成团体、广域联合其他领域局、合作县、广域集团、全国知事会、国家、广域实动机构联合以外，还
与民间企业进行了携手合作。

Ⅲ　与有关机构和团体的携手合作

■ 关于南海海沟地震

　南海海沟位于日本列岛所在的大陆板块之下，海洋板块中的菲
律宾海板块每年从南侧以几厘米的速度逐步沉入到该大陆板块下
面。随着这种板块的沉入，2 个板块的边界处，一直在不断地发生
变形活动。
　观察过去 1400 年间的变化，不难发现，南海海沟发生大地震的
频度大约为 100 ～ 200 年的时间间隔，通过地震可以将所积蓄的
变形能量释放出来。近些年来所发生的昭和东南海地震 (1944 年 )、
昭和南海地震 (1946 年 ) 均属于这种地震。
　自昭和东南海地震及昭和南海地震发生之后，大概已经过去 70 
年了，在南海海沟处发生下一次大地震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高。

南海海沟地震应急对应手册 ( 平成 28 年 (2016)3 月制定 )

■ 物资的发送
　 脱水快餐米饭(大约33万餐份)、毛毯(大约9万条)、简易厕所(大约3千个)、蓝色塑料布(大约9千张)等
■ 职员的派道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19 日现在 )
　 累计7423人、日1299人/1日(包括市町职员)　※不包括警察、消防队员、DMAT(灾害时医疗援助队)、DPAT(灾害时精神医疗援助队) 等。

迄今为止所开展的主要灾害支援工作

在平成 23 年 (2011) 遭受的第 12 号台风灾害、平成 25 年 (2013) 遭受的第 18 号台风灾害、平成 26 年 (2014)8 月遭受的暴
雨灾害、平成 27 年 (2015) 关东和东北地区遭受暴雨灾害中，向国家提出了紧急建议，并提供了人力支援 ( 派遣专家 ) 和物
质支援 ( 支援物资的发送 ) 等方面的援助

何谓“对应支援方式”

该方式是在通过广域联合进行综合调整的基础

上，决定各个构成团体所要提供支援的受灾府县。

在考虑受灾地区的需求等情况的基础上，实施迅

速而有效的并且可以持续提供的支援。

岩手县

宫城县

宫城组
(兵库县、鸟取县、德岛县)

福岛组
(京都府、滋贺县)

岩手组
(大阪府、和歌山县)

福岛县

京都府
滋贺县

大阪府

兵库县

和歌山县德岛県

鸟取县
〔平成23年(2011)3月13日召开的紧急广域联合委员会会议〕

※假想由摇晃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受害情况(陆地一侧的情况)地表震度 ※假想在“纪伊半岛海域～四国海域”发生大的板块移动的情况
根据内阁府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实验商讨会(第二次报告)(H24(2012年)8月)的追加资料 根据内阁府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实验商讨会(第二次报告)(H24(2012年)8月)的追加资料

地表震度
■ 7
■
■ 6弱

6强

■ 5强
■ 5弱
■ 4
■ 3以下

海啸高度
■ 20.1 ～
■ 10.1 ～ 20.0
■ 5.1 ～ 10.0
■ 2.1 ～ 5.0
■ 1.1 ～ 2.0
■ 0 ～ 1.0

南淡路市
9ｍ

高石市
5ｍ

发生概率

■指南手册的构成

在发生南海海沟地震最初的初震紧急对应期间，作为关西广域联合的行动指南，制订了“南海海沟地震应急
对应手册”。

基本的对应方针 ・制订关西广域
支援和受援实施纲要细则

整体图表(参照右图) ・以时间轴的形式俯瞰整个过程

状态票

推进与广域集团及民间企业的携手合作

■ 缔结协定单位

在防备大规模灾害上做到计出万全，通过缔结相互支援协定，进一步充实广域集团
间的支援计划。
此外，关西广域联合、构成团体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灾害，从平时开始着手，通过
与企业、团体等单位签订协定等方法来确保携手合作体制。

构筑紧急物资顺畅供给系统，促进广域防灾据点产业网络化

得到民间物流企业和流通企业等的参与，在紧急物资的运输配送及紧急物资的确保、筹备方面，构筑一个计划。
为了完善针对南海海沟巨大地震等的广域支援和受援体制，将通过关西广域防灾据点的产业网络化，为广范围
的、重要的物资储备、集积、配送打下基础。为此，例如，为了防备各府县的广域物资据点万一无法发挥作用的情
况，将推进依靠邻府邻县的据点来代替发挥作用的体制完善等工作。

为应对原子能灾害所开展的工作

◆对位于福井县县内的核电站（美滨发电站、高滨发电站、大饭发电站、敦贺发电站）的事故灾害进行各种假
想设定，整个关西地区将接收大约25万名居住在福井、滋贺、京都3个府县的UPZ内（准备紧急时防护措施
的区域。距离原子能设施半径大约为30公里的区域)的居民。

◆在对疏散源及避难场所的市町村进行匹配的同时，将广域避难的工作程序付诸于具体实施工作中。

关西广域支援训练

关西地区团结一致，为了加强应对大规模广范围灾害
的体制，对于大规模广范围灾害进行了各种假想，正
在实施由构成团体及相关机构等参加的广域支援训
练。

广域集团等

民间企业等 便利店、外食餐饮企业等 (26 家 )、原子能企业 ( 关西电力、日本原电、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
构 )、P&G( 株 )、直升飞机航行企业 6 家、近畿客船协会及神户客船协会、阪神和淡路城市建设
支援机构、关西高尔夫球联盟及德岛县高尔夫球协会、莱昂斯俱乐部国际协会 335 复合地区、
近畿 2 府 8 县放射线技师会及日本诊疗放射线技师会 (11 个团体 )、近畿 2 府 8 县宅建业协会、
全日本不动产协会近畿 2 府 8 县本部、全国赁贷 ( 出赁 ) 住宅经营者协会联合会及日本赁贷 ( 出
赁 ) 住宅管理协会 (22 个团体 )、近畿 2 府 8 县巴士协会 (10 个团体 )

九州地方知事会、全国知事会、近畿 2 府 7 县 ( 福井县、三重县、滋贺县、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
奈良县、和歌山县、德岛县 )，鸟取县、关东九都县市 ( 神奈川县、崎玉县、千叶县、东京都、横滨
市、川崎市、千叶市、崎玉市、相模原市 )

■ 由广域联合构成团体进行接收的疏散源地区和其地区人口

疏散源府县 避难对象人口 避难场所府县

福井县
岭南西部
岭南东部
（敦贺市）

滋贺县

京都府

约66900人

約78700人

約57600人

約128800人

兵库县

奈良县

大阪府、和歌山县
(根据需要，可以请求三重县、

奈良县给予配合)

兵库县、德岛县
(根据需要，

可以请求鸟取县给予配合)

企业
支援府县和广域联合

1 次物资据点

专业物流组织(受灾府县灾害对策本部内)
受灾市町村物资调整担当

筹备担当

[受灾府县] [受灾市町村]

车辆安排担当(卡车协会)
运输公司
(卡车协会
会员企业)

物资调整担当 请求接待担当

发货担当(仓库协会)

平成28年(2016)熊本地震灾害对策支援总部

现地支援总部(熊本县县厅内) 担当：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

担当：滋贺县、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德岛县、鸟取县

大津町现地联络所 担当：大阪府

菊阳町现地联络所 担当：奈良县

集聚所管理者
(仓库协会) 2 次物资据点 避难所

紧急物资顺畅
供给系统
(参考运营图)

实际操作训练 图上操作训练

■ 关于原子能灾害的广域避难方针的制定 ( 平成 26 年 (2014)3 月 27 日 )

在国家、福井县、岐阜县、滋贺县、京都府、关西广域联合(评论员)范围内，正在探讨研究建有核电站的地区
的避难计划等。

■ 对国家的“福井地区区域原子能防灾协议会”予以参与策划

由最大震级的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引起的震度分布图 最大震级的南海海沟巨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啸高度

・按受灾府县、支援府县市、广域联合
的 3 种分类写出指南内容

・按时间划分的各种状态 ( 局面 ) 下的
每项业务的确认一览表

[广域避难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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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L.O.

A B

益城町受害状况 益城町受害状况 熊本县现地支援总部

搬运支援物资 益城町现地联络所 益城町现地联络所 避难所管理支援(益城町)

搬出集聚所内的物资(大津町) 避难所管理支援(菊阳町) 在避难所进行健康调查 房屋受损认定调查

受灾者支援接待窗口 瓦砾处理对策支援保健师活动 受灾者支援接待窗口

※京都市、大阪市、堺市、神户市通过指定都市市长会的调整对熊本市提供了支援

70％程度
（平成28年1月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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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形、历史记录、地震活
动等情况来看，被评估为
有可能达到震源标准的领
域。

发生多种类型的地震

最大震级

规模

南海海沟
地震

M8～M9级 在70%左右
(截至平成28年(2016)1月现在)

30 年的概率

在整个南海海沟地区，评估其规模和发生概率
“南海海沟地震活动的长期评估(第二版)”(平成25年(2013)5月)

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地震调查委员会

美波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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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参见(SUSAMI)町
19ｍ



――― 通过“对应支援方式”提供支援―――

确立灾害刚发生时开始行动的体制、把握受害状况及支援需求、通过“对应支援方式”对受灾团体提供支援等，
进行广范围的支援和受援方面工作的调整。

■ 物资的发送
　 脱水快餐米饭(大约26万餐份)、饮用水(大约46万瓶)、毛毯(大约64千条)、简易厕所(大约21千个)等
■ 职员的派遣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29 日现在 )
　 累计：358400人、日214人/1日　※最高峰时387人/1日　　※不包括警察、消防队员、DMAT(灾害时医疗援助队)、市町村职员。

■ 避难者的接纳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29 日现在 )　 3364 人 ( 公营住宅等 )　※最高峰时4754人

Ⅱ　支援和受援的调整

对东日本大地震所进行的应对

对平成28年(2016)熊本地震所进行的应对

◇发表关于支援对策的紧急声明
　①受灾地区对策　②支援物资等的提供　③支援人员的派遣
　④明确表示将积极地参加有关接收避难生活等的活动等
◇通过“对应支援方式”对受灾地区提供支援
◇开设“现地联络所”，在受灾地区收集直接信息

对于关西广域防灾信息系统的完善、防灾人才培养事业、回家困难者支援对策、操作手册的制定等方面的防灾和
减灾事业，将制定相关计划并予以实施。

Ⅳ　防灾和减灾事业的开展情况

对体制进行整顿，除了与构成团体、广域联合其他领域局、合作县、广域集团、全国知事会、国家、广域实动机构联合以外，还
与民间企业进行了携手合作。

Ⅲ　与有关机构和团体的携手合作

■ 关于南海海沟地震

　南海海沟位于日本列岛所在的大陆板块之下，海洋板块中的菲
律宾海板块每年从南侧以几厘米的速度逐步沉入到该大陆板块下
面。随着这种板块的沉入，2 个板块的边界处，一直在不断地发生
变形活动。
　观察过去 1400 年间的变化，不难发现，南海海沟发生大地震的
频度大约为 100 ～ 200 年的时间间隔，通过地震可以将所积蓄的
变形能量释放出来。近些年来所发生的昭和东南海地震 (1944 年 )、
昭和南海地震 (1946 年 ) 均属于这种地震。
　自昭和东南海地震及昭和南海地震发生之后，大概已经过去 70 
年了，在南海海沟处发生下一次大地震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高。

南海海沟地震应急对应手册 ( 平成 28 年 (2016)3 月制定 )

■ 物资的发送
　 脱水快餐米饭(大约33万餐份)、毛毯(大约9万条)、简易厕所(大约3千个)、蓝色塑料布(大约9千张)等
■ 职员的派道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19 日现在 )
　 累计7423人、日1299人/1日(包括市町职员)　※不包括警察、消防队员、DMAT(灾害时医疗援助队)、DPAT(灾害时精神医疗援助队) 等。

迄今为止所开展的主要灾害支援工作

在平成 23 年 (2011) 遭受的第 12 号台风灾害、平成 25 年 (2013) 遭受的第 18 号台风灾害、平成 26 年 (2014)8 月遭受的暴
雨灾害、平成 27 年 (2015) 关东和东北地区遭受暴雨灾害中，向国家提出了紧急建议，并提供了人力支援 ( 派遣专家 ) 和物
质支援 ( 支援物资的发送 ) 等方面的援助

何谓“对应支援方式”

该方式是在通过广域联合进行综合调整的基础

上，决定各个构成团体所要提供支援的受灾府县。

在考虑受灾地区的需求等情况的基础上，实施迅

速而有效的并且可以持续提供的支援。

岩手县

宫城县

宫城组
(兵库县、鸟取县、德岛县)

福岛组
(京都府、滋贺县)

岩手组
(大阪府、和歌山县)

福岛县

京都府
滋贺县

大阪府

兵库县

和歌山县德岛県

鸟取县
〔平成23年(2011)3月13日召开的紧急广域联合委员会会议〕

※假想由摇晃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受害情况(陆地一侧的情况)地表震度 ※假想在“纪伊半岛海域～四国海域”发生大的板块移动的情况
根据内阁府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实验商讨会(第二次报告)(H24(2012年)8月)的追加资料 根据内阁府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实验商讨会(第二次报告)(H24(2012年)8月)的追加资料

地表震度
■ 7
■
■ 6弱

6强

■ 5强
■ 5弱
■ 4
■ 3以下

海啸高度
■ 20.1 ～
■ 10.1 ～ 20.0
■ 5.1 ～ 10.0
■ 2.1 ～ 5.0
■ 1.1 ～ 2.0
■ 0 ～ 1.0

南淡路市
9ｍ

高石市
5ｍ

发生概率

■指南手册的构成

在发生南海海沟地震最初的初震紧急对应期间，作为关西广域联合的行动指南，制订了“南海海沟地震应急
对应手册”。

基本的对应方针 ・制订关西广域
支援和受援实施纲要细则

整体图表(参照右图) ・以时间轴的形式俯瞰整个过程

状态票

推进与广域集团及民间企业的携手合作

■ 缔结协定单位

在防备大规模灾害上做到计出万全，通过缔结相互支援协定，进一步充实广域集团
间的支援计划。
此外，关西广域联合、构成团体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灾害，从平时开始着手，通过
与企业、团体等单位签订协定等方法来确保携手合作体制。

构筑紧急物资顺畅供给系统，促进广域防灾据点产业网络化

得到民间物流企业和流通企业等的参与，在紧急物资的运输配送及紧急物资的确保、筹备方面，构筑一个计划。
为了完善针对南海海沟巨大地震等的广域支援和受援体制，将通过关西广域防灾据点的产业网络化，为广范围
的、重要的物资储备、集积、配送打下基础。为此，例如，为了防备各府县的广域物资据点万一无法发挥作用的情
况，将推进依靠邻府邻县的据点来代替发挥作用的体制完善等工作。

为应对原子能灾害所开展的工作

◆对位于福井县县内的核电站（美滨发电站、高滨发电站、大饭发电站、敦贺发电站）的事故灾害进行各种假
想设定，整个关西地区将接收大约25万名居住在福井、滋贺、京都3个府县的UPZ内（准备紧急时防护措施
的区域。距离原子能设施半径大约为30公里的区域)的居民。

◆在对疏散源及避难场所的市町村进行匹配的同时，将广域避难的工作程序付诸于具体实施工作中。

关西广域支援训练

关西地区团结一致，为了加强应对大规模广范围灾害
的体制，对于大规模广范围灾害进行了各种假想，正
在实施由构成团体及相关机构等参加的广域支援训
练。

广域集团等

民间企业等 便利店、外食餐饮企业等 (26 家 )、原子能企业 ( 关西电力、日本原电、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
构 )、P&G( 株 )、直升飞机航行企业 6 家、近畿客船协会及神户客船协会、阪神和淡路城市建设
支援机构、关西高尔夫球联盟及德岛县高尔夫球协会、莱昂斯俱乐部国际协会 335 复合地区、
近畿 2 府 8 县放射线技师会及日本诊疗放射线技师会 (11 个团体 )、近畿 2 府 8 县宅建业协会、
全日本不动产协会近畿 2 府 8 县本部、全国赁贷 ( 出赁 ) 住宅经营者协会联合会及日本赁贷 ( 出
赁 ) 住宅管理协会 (22 个团体 )、近畿 2 府 8 县巴士协会 (10 个团体 )

九州地方知事会、全国知事会、近畿 2 府 7 县 ( 福井县、三重县、滋贺县、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
奈良县、和歌山县、德岛县 )，鸟取县、关东九都县市 ( 神奈川县、崎玉县、千叶县、东京都、横滨
市、川崎市、千叶市、崎玉市、相模原市 )

■ 由广域联合构成团体进行接收的疏散源地区和其地区人口

疏散源府县 避难对象人口 避难场所府县

福井县
岭南西部
岭南东部
（敦贺市）

滋贺县

京都府

约66900人

約78700人

約57600人

約128800人

兵库县

奈良县

大阪府、和歌山县
(根据需要，可以请求三重县、

奈良县给予配合)

兵库县、德岛县
(根据需要，

可以请求鸟取县给予配合)

企业
支援府县和广域联合

1 次物资据点

专业物流组织(受灾府县灾害对策本部内)
受灾市町村物资调整担当

筹备担当

[受灾府县] [受灾市町村]

车辆安排担当(卡车协会)
运输公司
(卡车协会
会员企业)

物资调整担当 请求接待担当

发货担当(仓库协会)

平成28年(2016)熊本地震灾害对策支援总部

现地支援总部(熊本县县厅内) 担当：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

担当：滋贺县、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德岛县、鸟取县

大津町现地联络所 担当：大阪府

菊阳町现地联络所 担当：奈良县

集聚所管理者
(仓库协会) 2 次物资据点 避难所

紧急物资顺畅
供给系统
(参考运营图)

实际操作训练 图上操作训练

■ 关于原子能灾害的广域避难方针的制定 ( 平成 26 年 (2014)3 月 27 日 )

在国家、福井县、岐阜县、滋贺县、京都府、关西广域联合(评论员)范围内，正在探讨研究建有核电站的地区
的避难计划等。

■ 对国家的“福井地区区域原子能防灾协议会”予以参与策划

由最大震级的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引起的震度分布图 最大震级的南海海沟巨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啸高度

・按受灾府县、支援府县市、广域联合
的 3 种分类写出指南内容

・按时间划分的各种状态 ( 局面 ) 下的
每项业务的确认一览表

[广域避难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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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城町受害状况 益城町受害状况 熊本县现地支援总部

搬运支援物资 益城町现地联络所 益城町现地联络所 避难所管理支援(益城町)

搬出集聚所内的物资(大津町) 避难所管理支援(菊阳町) 在避难所进行健康调查 房屋受损认定调查

受灾者支援接待窗口 瓦砾处理对策支援保健师活动 受灾者支援接待窗口

※京都市、大阪市、堺市、神户市通过指定都市市长会的调整对熊本市提供了支援

70％程度
（平成28年1月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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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形、历史记录、地震活
动等情况来看，被评估为
有可能达到震源标准的领
域。

发生多种类型的地震

最大震级

规模

南海海沟
地震

M8～M9级 在70%左右
(截至平成28年(2016)1月现在)

30 年的概率

在整个南海海沟地区，评估其规模和发生概率
“南海海沟地震活动的长期评估(第二版)”(平成25年(2013)5月)

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地震调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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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应支援方式”提供支援―――

确立灾害刚发生时开始行动的体制、把握受害状况及支援需求、通过“对应支援方式”对受灾团体提供支援等，
进行广范围的支援和受援方面工作的调整。

■ 物资的发送
　 脱水快餐米饭(大约26万餐份)、饮用水(大约46万瓶)、毛毯(大约64千条)、简易厕所(大约21千个)等
■ 职员的派遣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29 日现在 )
　 累计：358400人、日214人/1日　※最高峰时387人/1日　　※不包括警察、消防队员、DMAT(灾害时医疗援助队)、市町村职员。

■ 避难者的接纳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29 日现在 )　 3364 人 ( 公营住宅等 )　※最高峰时4754人

Ⅱ　支援和受援的调整

对东日本大地震所进行的应对

对平成28年(2016)熊本地震所进行的应对

◇发表关于支援对策的紧急声明
　①受灾地区对策　②支援物资等的提供　③支援人员的派遣
　④明确表示将积极地参加有关接收避难生活等的活动等
◇通过“对应支援方式”对受灾地区提供支援
◇开设“现地联络所”，在受灾地区收集直接信息

对于关西广域防灾信息系统的完善、防灾人才培养事业、回家困难者支援对策、操作手册的制定等方面的防灾和
减灾事业，将制定相关计划并予以实施。

Ⅳ　防灾和减灾事业的开展情况

对体制进行整顿，除了与构成团体、广域联合其他领域局、合作县、广域集团、全国知事会、国家、广域实动机构联合以外，还
与民间企业进行了携手合作。

Ⅲ　与有关机构和团体的携手合作

■ 关于南海海沟地震

　南海海沟位于日本列岛所在的大陆板块之下，海洋板块中的菲
律宾海板块每年从南侧以几厘米的速度逐步沉入到该大陆板块下
面。随着这种板块的沉入，2 个板块的边界处，一直在不断地发生
变形活动。
　观察过去 1400 年间的变化，不难发现，南海海沟发生大地震的
频度大约为 100 ～ 200 年的时间间隔，通过地震可以将所积蓄的
变形能量释放出来。近些年来所发生的昭和东南海地震 (1944 年 )、
昭和南海地震 (1946 年 ) 均属于这种地震。
　自昭和东南海地震及昭和南海地震发生之后，大概已经过去 70 
年了，在南海海沟处发生下一次大地震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高。

南海海沟地震应急对应手册 ( 平成 28 年 (2016)3 月制定 )

■ 物资的发送
　 脱水快餐米饭(大约33万餐份)、毛毯(大约9万条)、简易厕所(大约3千个)、蓝色塑料布(大约9千张)等
■ 职员的派道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19 日现在 )
　 累计7423人、日1299人/1日(包括市町职员)　※不包括警察、消防队员、DMAT(灾害时医疗援助队)、DPAT(灾害时精神医疗援助队) 等。

迄今为止所开展的主要灾害支援工作

在平成 23 年 (2011) 遭受的第 12 号台风灾害、平成 25 年 (2013) 遭受的第 18 号台风灾害、平成 26 年 (2014)8 月遭受的暴
雨灾害、平成 27 年 (2015) 关东和东北地区遭受暴雨灾害中，向国家提出了紧急建议，并提供了人力支援 ( 派遣专家 ) 和物
质支援 ( 支援物资的发送 ) 等方面的援助

何谓“对应支援方式”

该方式是在通过广域联合进行综合调整的基础

上，决定各个构成团体所要提供支援的受灾府县。

在考虑受灾地区的需求等情况的基础上，实施迅

速而有效的并且可以持续提供的支援。

岩手县

宫城县

宫城组
(兵库县、鸟取县、德岛县)

福岛组
(京都府、滋贺县)

岩手组
(大阪府、和歌山县)

福岛县

京都府
滋贺县

大阪府

兵库县

和歌山县德岛県

鸟取县
〔平成23年(2011)3月13日召开的紧急广域联合委员会会议〕

※假想由摇晃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受害情况(陆地一侧的情况)地表震度 ※假想在“纪伊半岛海域～四国海域”发生大的板块移动的情况
根据内阁府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实验商讨会(第二次报告)(H24(2012年)8月)的追加资料 根据内阁府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实验商讨会(第二次报告)(H24(2012年)8月)的追加资料

地表震度
■ 7
■
■ 6弱

6强

■ 5强
■ 5弱
■ 4
■ 3以下

海啸高度
■ 20.1 ～
■ 10.1 ～ 20.0
■ 5.1 ～ 10.0
■ 2.1 ～ 5.0
■ 1.1 ～ 2.0
■ 0 ～ 1.0

南淡路市
9ｍ

高石市
5ｍ

发生概率

■指南手册的构成

在发生南海海沟地震最初的初震紧急对应期间，作为关西广域联合的行动指南，制订了“南海海沟地震应急
对应手册”。

基本的对应方针 ・制订关西广域
支援和受援实施纲要细则

整体图表(参照右图) ・以时间轴的形式俯瞰整个过程

状态票

推进与广域集团及民间企业的携手合作

■ 缔结协定单位

在防备大规模灾害上做到计出万全，通过缔结相互支援协定，进一步充实广域集团
间的支援计划。
此外，关西广域联合、构成团体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灾害，从平时开始着手，通过
与企业、团体等单位签订协定等方法来确保携手合作体制。

构筑紧急物资顺畅供给系统，促进广域防灾据点产业网络化

得到民间物流企业和流通企业等的参与，在紧急物资的运输配送及紧急物资的确保、筹备方面，构筑一个计划。
为了完善针对南海海沟巨大地震等的广域支援和受援体制，将通过关西广域防灾据点的产业网络化，为广范围
的、重要的物资储备、集积、配送打下基础。为此，例如，为了防备各府县的广域物资据点万一无法发挥作用的情
况，将推进依靠邻府邻县的据点来代替发挥作用的体制完善等工作。

为应对原子能灾害所开展的工作

◆对位于福井县县内的核电站（美滨发电站、高滨发电站、大饭发电站、敦贺发电站）的事故灾害进行各种假
想设定，整个关西地区将接收大约25万名居住在福井、滋贺、京都3个府县的UPZ内（准备紧急时防护措施
的区域。距离原子能设施半径大约为30公里的区域)的居民。

◆在对疏散源及避难场所的市町村进行匹配的同时，将广域避难的工作程序付诸于具体实施工作中。

关西广域支援训练

关西地区团结一致，为了加强应对大规模广范围灾害
的体制，对于大规模广范围灾害进行了各种假想，正
在实施由构成团体及相关机构等参加的广域支援训
练。

广域集团等

民间企业等 便利店、外食餐饮企业等 (26 家 )、原子能企业 ( 关西电力、日本原电、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
构 )、P&G( 株 )、直升飞机航行企业 6 家、近畿客船协会及神户客船协会、阪神和淡路城市建设
支援机构、关西高尔夫球联盟及德岛县高尔夫球协会、莱昂斯俱乐部国际协会 335 复合地区、
近畿 2 府 8 县放射线技师会及日本诊疗放射线技师会 (11 个团体 )、近畿 2 府 8 县宅建业协会、
全日本不动产协会近畿 2 府 8 县本部、全国赁贷 ( 出赁 ) 住宅经营者协会联合会及日本赁贷 ( 出
赁 ) 住宅管理协会 (22 个团体 )、近畿 2 府 8 县巴士协会 (10 个团体 )

九州地方知事会、全国知事会、近畿 2 府 7 县 ( 福井县、三重县、滋贺县、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
奈良县、和歌山县、德岛县 )，鸟取县、关东九都县市 ( 神奈川县、崎玉县、千叶县、东京都、横滨
市、川崎市、千叶市、崎玉市、相模原市 )

■ 由广域联合构成团体进行接收的疏散源地区和其地区人口

疏散源府县 避难对象人口 避难场所府县

福井县
岭南西部
岭南东部
（敦贺市）

滋贺县

京都府

约66900人

約78700人

約57600人

約128800人

兵库县

奈良县

大阪府、和歌山县
(根据需要，可以请求三重县、

奈良县给予配合)

兵库县、德岛县
(根据需要，

可以请求鸟取县给予配合)

企业
支援府县和广域联合

1 次物资据点

专业物流组织(受灾府县灾害对策本部内)
受灾市町村物资调整担当

筹备担当

[受灾府县] [受灾市町村]

车辆安排担当(卡车协会)
运输公司
(卡车协会
会员企业)

物资调整担当 请求接待担当

发货担当(仓库协会)

平成28年(2016)熊本地震灾害对策支援总部

现地支援总部(熊本县县厅内) 担当：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

担当：滋贺县、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德岛县、鸟取县

大津町现地联络所 担当：大阪府

菊阳町现地联络所 担当：奈良县

集聚所管理者
(仓库协会) 2 次物资据点 避难所

紧急物资顺畅
供给系统
(参考运营图)

实际操作训练 图上操作训练

■ 关于原子能灾害的广域避难方针的制定 ( 平成 26 年 (2014)3 月 27 日 )

在国家、福井县、岐阜县、滋贺县、京都府、关西广域联合(评论员)范围内，正在探讨研究建有核电站的地区
的避难计划等。

■ 对国家的“福井地区区域原子能防灾协议会”予以参与策划

由最大震级的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引起的震度分布图 最大震级的南海海沟巨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啸高度

・按受灾府县、支援府县市、广域联合
的 3 种分类写出指南内容

・按时间划分的各种状态 ( 局面 ) 下的
每项业务的确认一览表

[广域避难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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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L.O.

A B

益城町受害状况 益城町受害状况 熊本县现地支援总部

搬运支援物资 益城町现地联络所 益城町现地联络所 避难所管理支援(益城町)

搬出集聚所内的物资(大津町) 避难所管理支援(菊阳町) 在避难所进行健康调查 房屋受损认定调查

受灾者支援接待窗口 瓦砾处理对策支援保健师活动 受灾者支援接待窗口

※京都市、大阪市、堺市、神户市通过指定都市市长会的调整对熊本市提供了支援

70％程度
（平成28年1月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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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滨发电站美滨发电站

敦贺发电站敦贺发电站

从地形、历史记录、地震活
动等情况来看，被评估为
有可能达到震源标准的领
域。

发生多种类型的地震

最大震级

规模

南海海沟
地震

M8～M9级 在70%左右
(截至平成28年(2016)1月现在)

30 年的概率

在整个南海海沟地区，评估其规模和发生概率
“南海海沟地震活动的长期评估(第二版)”(平成25年(2013)5月)

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地震调查委员会

美波町
24ｍ

周参见(SUSAMI)町
19ｍ



――― 通过“对应支援方式”提供支援―――

确立灾害刚发生时开始行动的体制、把握受害状况及支援需求、通过“对应支援方式”对受灾团体提供支援等，
进行广范围的支援和受援方面工作的调整。

■ 物资的发送
　 脱水快餐米饭(大约26万餐份)、饮用水(大约46万瓶)、毛毯(大约64千条)、简易厕所(大约21千个)等
■ 职员的派遣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29 日现在 )
　 累计：358400人、日214人/1日　※最高峰时387人/1日　　※不包括警察、消防队员、DMAT(灾害时医疗援助队)、市町村职员。

■ 避难者的接纳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29 日现在 )　 3364 人 ( 公营住宅等 )　※最高峰时4754人

Ⅱ　支援和受援的调整

对东日本大地震所进行的应对

对平成28年(2016)熊本地震所进行的应对

◇发表关于支援对策的紧急声明
　①受灾地区对策　②支援物资等的提供　③支援人员的派遣
　④明确表示将积极地参加有关接收避难生活等的活动等
◇通过“对应支援方式”对受灾地区提供支援
◇开设“现地联络所”，在受灾地区收集直接信息

对于关西广域防灾信息系统的完善、防灾人才培养事业、回家困难者支援对策、操作手册的制定等方面的防灾和
减灾事业，将制定相关计划并予以实施。

Ⅳ　防灾和减灾事业的开展情况

对体制进行整顿，除了与构成团体、广域联合其他领域局、合作县、广域集团、全国知事会、国家、广域实动机构联合以外，还
与民间企业进行了携手合作。

Ⅲ　与有关机构和团体的携手合作

■ 关于南海海沟地震

　南海海沟位于日本列岛所在的大陆板块之下，海洋板块中的菲
律宾海板块每年从南侧以几厘米的速度逐步沉入到该大陆板块下
面。随着这种板块的沉入，2 个板块的边界处，一直在不断地发生
变形活动。
　观察过去 1400 年间的变化，不难发现，南海海沟发生大地震的
频度大约为 100 ～ 200 年的时间间隔，通过地震可以将所积蓄的
变形能量释放出来。近些年来所发生的昭和东南海地震 (1944 年 )、
昭和南海地震 (1946 年 ) 均属于这种地震。
　自昭和东南海地震及昭和南海地震发生之后，大概已经过去 70 
年了，在南海海沟处发生下一次大地震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高。

南海海沟地震应急对应手册 ( 平成 28 年 (2016)3 月制定 )

■ 物资的发送
　 脱水快餐米饭(大约33万餐份)、毛毯(大约9万条)、简易厕所(大约3千个)、蓝色塑料布(大约9千张)等
■ 职员的派道 ( 截至平成 28 年 (2016)7 月 19 日现在 )
　 累计7423人、日1299人/1日(包括市町职员)　※不包括警察、消防队员、DMAT(灾害时医疗援助队)、DPAT(灾害时精神医疗援助队) 等。

迄今为止所开展的主要灾害支援工作

在平成 23 年 (2011) 遭受的第 12 号台风灾害、平成 25 年 (2013) 遭受的第 18 号台风灾害、平成 26 年 (2014)8 月遭受的暴
雨灾害、平成 27 年 (2015) 关东和东北地区遭受暴雨灾害中，向国家提出了紧急建议，并提供了人力支援 ( 派遣专家 ) 和物
质支援 ( 支援物资的发送 ) 等方面的援助

何谓“对应支援方式”

该方式是在通过广域联合进行综合调整的基础

上，决定各个构成团体所要提供支援的受灾府县。

在考虑受灾地区的需求等情况的基础上，实施迅

速而有效的并且可以持续提供的支援。

岩手县

宫城县

宫城组
(兵库县、鸟取县、德岛县)

福岛组
(京都府、滋贺县)

岩手组
(大阪府、和歌山县)

福岛县

京都府
滋贺县

大阪府

兵库县

和歌山县德岛県

鸟取县
〔平成23年(2011)3月13日召开的紧急广域联合委员会会议〕

※假想由摇晃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受害情况(陆地一侧的情况)地表震度 ※假想在“纪伊半岛海域～四国海域”发生大的板块移动的情况
根据内阁府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实验商讨会(第二次报告)(H24(2012年)8月)的追加资料 根据内阁府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实验商讨会(第二次报告)(H24(2012年)8月)的追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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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手册的构成

在发生南海海沟地震最初的初震紧急对应期间，作为关西广域联合的行动指南，制订了“南海海沟地震应急
对应手册”。

基本的对应方针 ・制订关西广域
支援和受援实施纲要细则

整体图表(参照右图) ・以时间轴的形式俯瞰整个过程

状态票

推进与广域集团及民间企业的携手合作

■ 缔结协定单位

在防备大规模灾害上做到计出万全，通过缔结相互支援协定，进一步充实广域集团
间的支援计划。
此外，关西广域联合、构成团体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灾害，从平时开始着手，通过
与企业、团体等单位签订协定等方法来确保携手合作体制。

构筑紧急物资顺畅供给系统，促进广域防灾据点产业网络化

得到民间物流企业和流通企业等的参与，在紧急物资的运输配送及紧急物资的确保、筹备方面，构筑一个计划。
为了完善针对南海海沟巨大地震等的广域支援和受援体制，将通过关西广域防灾据点的产业网络化，为广范围
的、重要的物资储备、集积、配送打下基础。为此，例如，为了防备各府县的广域物资据点万一无法发挥作用的情
况，将推进依靠邻府邻县的据点来代替发挥作用的体制完善等工作。

为应对原子能灾害所开展的工作

◆对位于福井县县内的核电站（美滨发电站、高滨发电站、大饭发电站、敦贺发电站）的事故灾害进行各种假
想设定，整个关西地区将接收大约25万名居住在福井、滋贺、京都3个府县的UPZ内（准备紧急时防护措施
的区域。距离原子能设施半径大约为30公里的区域)的居民。

◆在对疏散源及避难场所的市町村进行匹配的同时，将广域避难的工作程序付诸于具体实施工作中。

关西广域支援训练

关西地区团结一致，为了加强应对大规模广范围灾害
的体制，对于大规模广范围灾害进行了各种假想，正
在实施由构成团体及相关机构等参加的广域支援训
练。

广域集团等

民间企业等 便利店、外食餐饮企业等 (26 家 )、原子能企业 ( 关西电力、日本原电、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
构 )、P&G( 株 )、直升飞机航行企业 6 家、近畿客船协会及神户客船协会、阪神和淡路城市建设
支援机构、关西高尔夫球联盟及德岛县高尔夫球协会、莱昂斯俱乐部国际协会 335 复合地区、
近畿 2 府 8 县放射线技师会及日本诊疗放射线技师会 (11 个团体 )、近畿 2 府 8 县宅建业协会、
全日本不动产协会近畿 2 府 8 县本部、全国赁贷 ( 出赁 ) 住宅经营者协会联合会及日本赁贷 ( 出
赁 ) 住宅管理协会 (22 个团体 )、近畿 2 府 8 县巴士协会 (10 个团体 )

九州地方知事会、全国知事会、近畿 2 府 7 县 ( 福井县、三重县、滋贺县、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
奈良县、和歌山县、德岛县 )，鸟取县、关东九都县市 ( 神奈川县、崎玉县、千叶县、东京都、横滨
市、川崎市、千叶市、崎玉市、相模原市 )

■ 由广域联合构成团体进行接收的疏散源地区和其地区人口

疏散源府县 避难对象人口 避难场所府县

福井县
岭南西部
岭南东部
（敦贺市）

滋贺县

京都府

约66900人

約78700人

約57600人

約128800人

兵库县

奈良县

大阪府、和歌山县
(根据需要，可以请求三重县、

奈良县给予配合)

兵库县、德岛县
(根据需要，

可以请求鸟取县给予配合)

企业
支援府县和广域联合

1 次物资据点

专业物流组织(受灾府县灾害对策本部内)
受灾市町村物资调整担当

筹备担当

[受灾府县] [受灾市町村]

车辆安排担当(卡车协会)
运输公司
(卡车协会
会员企业)

物资调整担当 请求接待担当

发货担当(仓库协会)

平成28年(2016)熊本地震灾害对策支援总部

现地支援总部(熊本县县厅内) 担当：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

担当：滋贺县、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德岛县、鸟取县

大津町现地联络所 担当：大阪府

菊阳町现地联络所 担当：奈良县

集聚所管理者
(仓库协会) 2 次物资据点 避难所

紧急物资顺畅
供给系统
(参考运营图)

实际操作训练 图上操作训练

■ 关于原子能灾害的广域避难方针的制定 ( 平成 26 年 (2014)3 月 27 日 )

在国家、福井县、岐阜县、滋贺县、京都府、关西广域联合(评论员)范围内，正在探讨研究建有核电站的地区
的避难计划等。

■ 对国家的“福井地区区域原子能防灾协议会”予以参与策划

由最大震级的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引起的震度分布图 最大震级的南海海沟巨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啸高度

・按受灾府县、支援府县市、广域联合
的 3 种分类写出指南内容

・按时间划分的各种状态 ( 局面 ) 下的
每项业务的确认一览表

[广域避难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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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城町受害状况 益城町受害状况 熊本县现地支援总部

搬运支援物资 益城町现地联络所 益城町现地联络所 避难所管理支援(益城町)

搬出集聚所内的物资(大津町) 避难所管理支援(菊阳町) 在避难所进行健康调查 房屋受损认定调查

受灾者支援接待窗口 瓦砾处理对策支援保健师活动 受灾者支援接待窗口

※京都市、大阪市、堺市、神户市通过指定都市市长会的调整对熊本市提供了支援

70％程度
（平成28年1月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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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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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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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饭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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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滨发电站美滨发电站

敦贺发电站敦贺发电站

从地形、历史记录、地震活
动等情况来看，被评估为
有可能达到震源标准的领
域。

发生多种类型的地震

最大震级

规模

南海海沟
地震

M8～M9级 在70%左右
(截至平成28年(2016)1月现在)

30 年的概率

在整个南海海沟地区，评估其规模和发生概率
“南海海沟地震活动的长期评估(第二版)”(平成25年(2013)5月)

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地震调查委员会

美波町
24ｍ

周参见(SUSAMI)町
19ｍ



何 谓 关 西 广 域 联 合

通 过 广 域 联 合 开 展 防 灾 工 作 的 好 处

广 域 防 灾 局 的 作 用 (Ⅰ～Ⅳ )

构 成 团 体

作为全国首个由多个府县构成的广域联合，于平成22年(2010)12
月成立。其目标在于对于超出各府县界限的广域课题，由区域内
的各个府县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打开地方分权的突破口。

　我们的生活时常与灾害相伴。迅速采取行动不仅能够保护你及你的家人的安全，还能将受害程度控制在最小限
度。为了以防万一，请大家要从平时开始对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进行确认。

通过由广域联合担当指挥和调度的工作，可以使整个关西地区迅速地进行沟通，做出决定，并适时应对灾害。
通过共享各个构成团体所拥有的出色经验和技术，可以进行高质量的的灾害应对。
同以关西地区为活动区域的国家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经营者之间的合作会变得更加容易，可以顺利地应对灾害。
超越府县范围来共同开展广域性防灾、减灾事业会变得更加容易。

滋贺县、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奈良县(自平成27年(2015)12

日开始参加)、和歌山县、鸟取县、德岛县、京都市、大阪市、堺市、

神户市(2府6县4个政令市)　＊福井县、三重县为合作团体

◆正在全力拓展7个领域的事业(担当事务局)

●广域防灾(兵库县) ●广域观光、文化、体育振兴（京都府)

●广域产业振兴(大阪府) ●广域医疗(德岛县)

●广域环境保护(滋贺县) ●资格考试、执照(本部事务局)

●广域职员进修(和歌山县)

关西地区的防灾、

减灾计划概要

■关西地区防灾、减灾计划的各个领域制定状况(截至平成26年(2014)6月止已制定完4个领域的计划)

　针对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南海海沟剧烈地震及由强烈台风所
引起的风灾与水灾等一系列规模大且波及区域范围广的灾害，有系统地制
定关西广域联合与构成团体及合作团体等携手合作所进行的防灾、减灾对
策以及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方针。

□感到强烈的摇晃时及听到发布海
啸注意警报、海啸警报、大津波
警报时，要立刻离开海滨，如果
身处海边及低洼地带，要迅速跑
到高岗等安全的地方进行避难

□因为海啸会反复袭来，所以在警
报及注意警报解除前，不可放松
警惕

□要听从避难劝告及指示，到紧急
避难场所进行避难

何谓“受授(接受援助)”？
是一种接受并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外部支援的

做法。在东日本大地震震灾后，各方普遍认为，

不仅限于接受志愿者的帮助，还应当接受并有

效地利用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支援，自治体

等部门应当预先探讨“受授 ( 接受援助 )”所应

有的理想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

成 立 宗 旨

● 创建分权型社会！

● 成为担任整个关西地区的广域行政的责任主体！

● 设立专门负责承接国家派出机构事务的部门

1.
2.
3.
4.

全国首创的正式的广域防灾、减灾计划
深入到“受授(接受援助)”的理想状态中的计划
将应对灾害的一系列过程编成短剧的计划
显示由有关机构进行灾害应对的整体状态的计划
推进与各种主体携手合作、相互配合的计划
充分吸取了两次大地震震灾(阪神淡路地区、东日本地区
大地震)教训的计划

1.
2.
3.
4.
5.
6.

首先不要慌乱，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要将门和窗户打开，以确保出入口
要徒步进行避难，要将随身携带的
物品控制在最低限度
注意不要走在小胡同、围墙边处，
不要靠近川崖及河边
互相配合，进行应急救护和抢救活
动

1.
2.
3.

4.

5.

Ⅰ　防灾计划等的制定和运用

构　成

总则篇、地震和海啸灾害对策篇 南海海沟地震、近畿圈城市直下型地震

风灾与水灾对策篇

原子能灾害对策篇

感染症对策篇

新型流感等

禽流感、口蹄疫等 禽流感和口蹄疫等

平成24年(2012)3月3日

平成26年(2014)6月28日

平成24年(2012)3月3日
平成25年(2013)6月29日
(修改)

平成26年(2014)6月28日

制定日 所设想的灾害

淀川等主要水系的洪水泛滥
由于强烈台风的接近而引起的大阪湾港湾沿岸地区的高潮灾害
由从未有过的暴雨所引起的大规模砂土灾害

在被选定建在福井县县内的高滨、大饭、美滨、
敦贺地区的核电站，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研究开发
中心(MONZYU-文珠)，原子反应堆废止措施研究
开发中心(FUGEN-普贤)所发生的事故灾害

类　别

避难准备信息 催促大家做好避难的准备。

避 难 劝 告

解　说

在对象地区的土地、建筑物等上面有可能会发生灾害的
情况下进行发布。
规劝或者催促居住人员等马上离开。

避 难 指 示
在紧急度高于避难劝告的情况下进行发布。
命令居住人员等马上进行撤离。

新型流行性感冒等感染症 ( 新型流行性感冒、再现
型流行性感冒 )、新感染症

计 划 的 特 征 　我们的生活时常与灾害相伴。迅速采取行动不仅能够保护你及你的家人的安全，还能将受害程度控制在最小限
度。为了以防万一，请大家要从平时开始对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进行确认。

发 生 灾 害 时 的 注 意 事 项

　在刚发生完灾害之后，为了防止二次
灾害，企业等地方需要做好企业员工的
工作，劝阻大家不要随意开始行动。

避难场所进行避难

　在刚发生完灾害之后，为了防止二次
灾害，企业等地方需要做好企业员工的

回 家 有 困 难 时 的 注 意 事 项

计 划 的 定 位

防灾基本规划(国家)
《灾害对策基本法34 条》

受害情况假想

防灾准备工作

应对灾害工作

府县 区域防灾计划

安排调整 安排
调整

市町村 区域防灾计划

关西广域联合规约
关西广域联合广域计划

《地方自治法284条、291条中的7》

■为了能够迅速地应对
灾害，推进支援协定
的缔结等工作

■全面推进完善体制、
训练、人材培养、硬
件配备等工作

关西地区防灾、减灾计划
○总则篇
○各领域对策篇
・地震和海啸灾害对策篇
・原子能灾害对策篇
・感染症对策篇
・风灾水灾对策篇

灾害发生初期
(灾害发生后的约3天内)

运营图
整理相关机构的活动情况，明示广域联合的作用

应急对应期间
(避难所避难期间)

修复、重建期间
(临时住宅生活期间～中长期)

・收集信息 ・派遣紧急派遣小组
・设置灾害对策(支援)本部
・设置当地的支援本部

・受灾者的支援 ・救济物资的领取调整
・支援人员的派遣及接受调整
・广域避难的调整

・应急临时住宅的扩充支援
・受灾自治体的重建业务支援

•这是一项经常进行改善，不断融入最新意见的“充实、发展
型”计划。
•检查、评估“防灾准备工作”的实施情况，踏踏实实地进行
追踪调查。
•在“应对灾害工作”方面，将网络了相关机构在应对灾害的
各个阶段的活动情况的“运营图”进行了公示，以此明示了
广域联合、府县、市町村等相关机构的作用。

　该概要为在发生大规模广域灾害时，以广域联
合为中心所开展的灾害应对工作的指南(操作指
南)。
　为了能够与构成团体及其他相关机构及团体携
手合作，顺利地应对灾害，在生活物资的供给、
人员派遣、避难、临时住宅设置等应对灾害的各
个领域，明确表示出了支援、受援的实施体制和
活动顺序等。

○支援的种类

　①支援人员的派遣　②生活物资的供给

　③避难者、伤病者的接受等

○支援和受援的调整方法

•广域联合将支援内容和支援对象分摊给各支援的府

县市

•出现几个受灾府县时，原则上通过“对应支援方式”，

将特定的受灾府县分配给支援府县市来进行支援。

关注计划中的这些内容!!！

！

地震发生时的五条注意事项：

【避难信息】
•灾害发生时，市町村长有时会向居民发布“避难劝告”及“避难指示”等

信息。
•紧急性及避难的强制力，按照“避难准备信息<避难劝告<避难指示”

的顺序逐步提高。

【紧急地震速报】
•是指在地震刚发生之后，预测各地发生强烈晃动的到达时刻及震度，尽

可能迅速地发出通知的信息。从最初开始摇晃的几秒到十几数秒前，由
气象厅发布信息，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让列车降低速度，让工
厂停止运转机器，以这种形式来有效地利用紧急地震速报信息。

灾害发生时应该获取的信息

　关西广域联合正在推进一项“灾后回
家支援服务站事业”。发生灾害时，为
了帮助那些回家有
困难者，关西广域
联合与便利店及与
餐饮业企业等携手
为徒步回家者提供
“ 饮 用 水 ” “ 厕 所 ”
“道路信息等”的一
些回家支援服务。

灾后回家支援服务站

发生海啸时的避难要点

•发生灾害时，政府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手段对外发布信
息。为了能够顺利地利用多种渠道获得信息，提前做好准备这
一点非常重要。

◇宣传媒体报道：电视机、收音机
◇自治团体的宣传：防灾行政无线网络、官网、有线电视、宣传车
◇有效地利用手机的邮件功能所进行的紧急信息速报“区域邮件”

发生灾害时如何获取信息

◇避免随意地开始行动
•回家有困难的人如果同时开始徒步回家的话，将有可能会发生由于混

乱而引起集体跌倒的事件，也有可能出现因火灾及从沿途建筑物上落
下的东西等而造成死伤等情况。
•此外，由于还会妨碍救助和急救活动以及紧急运输活动等的应急对策

活动，因此，请大家不要慌乱，尽量错开时间分别回家。
◇提前做好徒步回家时所需必备品的准备，确认好与家人取得联络的

方法、徒步回家的路线。
•为了能够顺利地徒步回家，要在工作单位等地方，提前准备好饮用

水、应急食品、地图、手电筒、运动鞋等物品。
◇有效利用发生灾害时可以使用的留言专线、手机电话发生灾害时用

的留言板、Web 171 等，要提前确认好多种可以用来确认是否平
安的方法。

◇企业等也要提前制定好发生灾害时的行动计划
◇为了确认和检查这些对策的准备情况，需要进行实际演练。

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发生灾害时安全地回家关西广域支援、受援实施纲要概要

灾害发生时的基本原则“不要随意开始行动”

在服务站出示着
如上图所示的贴纸布告

广域防灾门户网站 http://www.kouiki-kansai.jp/kouikibousai/

关 西 广 域 联 合 广 域 防 灾 局

鸟取县

兵库县 滋贺县

奈良县

和歌山县
德岛県

大阪府

京都府

京都市

大阪市
堺市

神户市

！

！
支援和受援的体制(概况图)

有效地运用到各种各样的训练中，验证其内容，不断地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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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网格的部分表示受災团体或受灾者。
※ 画粗线的部分表示广域联合和构成团体和合作县的关系。

广域实际工作机构

关西广域联合 检索

广域防灾门户网站  http://www.kouiki-kansai.jp/kouikibousai/

广域防灾局
邮编:650-8567 神户市中央区下山手通5丁目10番1号

兵库县企画县民部防灾企画局防灾企画课内
电话 078-362-9815　传真 078-362-9839
E-mail bousai@kouiki-kansai.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