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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地震风险评估研究的历史
1975年 11月，东京都政府根据《东京都地震灾害对策条例》（当时的地震灾害预防条例）

发布了第一次（23 区）地区地震风险评估报告。此后，大约每五年开展一次研究，纳入新的
地震相关信息和知识，以及代表市区变化的建筑物等的最新数据和新知识。最近发布的第九
次评估报告的内容在这本小册子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了概述。第九次评估研究了东京都
城区的 5,192 个街道社区，各地区的地震风险用建筑物倒塌风险、火灾风险和受灾应急响应
难度系数、综合风险来表示。为了开展这项研究，成立了由防灾领域的专家组成的 “地区地
震风险评估研究部会，孜孜不倦地探讨如何以更高的精度改进新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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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每个街道社区的地震风险

日本是世界上地震频发的国家之一，经历了世界上大约 10% 的地震。据

专家推测，在未来 30 年内，关东南部地区有 70% 的概率发生 7 级左右的大

地震。如果发生大地震，您所在的城市将面临哪些风险呢？地震的震动会引

起建筑物倒塌以及火灾蔓延，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在这项研究中，将地震风

险衡量为地区风险，并通过相对评估对您的所在街道社区进行评级。

如何利用地区地震风险实现“安全安心的东京”

为了增强东京的抗灾能力，除了市政府采取的道路和公园的建设以外，

重要的是东京居民平时做好充分准备，采取建筑物的抗震性和防火性措施。

出于这个原因，鼓励与地区居民们一同确认本地区的地震风险。

东京都政府在“防灾城市建设推进规划”中指定建设地区时也会利用评

估结果，以期实现“安全安心的东京”。

与地震损失评估的差异

东京都政府于2022年 5月发布的“首都直下型地震造成的东京损失评估”

是基于某一特定地震的。因此，受影响的地区和受影响的程度都是有限的，

例如距离震中较远的地区会发生较小的震动。然而，这种地区地震风险属于

地震对东京都内街道社区造成破坏的相对评估，因此并非假设某一特定的地

震，而是评估所有街道社区正下方的地面上发生同样强度的震动时的风险，

在这一点上有很大不同。

您知道您所在城市的风险等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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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地区地震风险？

这项研究评估了每个街道社区的下列风险。

●  建筑物倒塌风险（建筑物倒塌的风险）

●  火灾风险（火灾发生后蔓延的风险）

●  综合风险（上述两项指标相加后，再乘以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进行综合评估）

这项研究评估了哪种类型的地震？

由于不知道地震将在何时何地发生，因此这项研究并不假定某一特定地震的发生，而是研

究假定所有街道社区的工程基岩（注）都发生了相同烈度地震时的风险。

如何评估地区地震风险？

这项研究针对东京 23区和多摩地区，以街道社区为单位科学地评估了地震带来的风险（见

地区风险的评估流程图）。

怎样划分等级？

地区地震风险是 5 个等级的相对评估。预先确定各等级的存在比率，街道社区将按照风险

量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名和评级。

※ 由于风险等级是一种相对评估，因此即使安全有所改观，如果其他街道社区的安全有了更大改观，等级可能已经朝着风险

方向改变。

2,344
街道社区
45.2%

1,653
街道社区
31.8%

822
街道社区
15.8%

288
街道社区
5.6%

85
街道社区
1.6%

低风险 高风险

（注）工程基岩： 在进行可以支持建筑物等的抗震设计时，用于设置斜入射地震动的地面，浅层的 N 值为 50 或更高（S 波速从

300m/s到 700m/s或更高）的良好地面。

等级

1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4
等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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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风险的评估流程图

建筑物的分类和统计
●　根据建筑物类别划分的建筑物数量
　　［结构、建造年份、层数等］

建筑物倒塌风险量
建筑物倒塌风险的评估项目
●　根据建筑物类别划分的建筑物数量
　　［建筑物数量、结构、建造年份、抗震改造等］
●　地面放大率（注）
●　液化造成的建筑物倒塌数量
●　大规模填土造地上的建筑物倒塌数量

火灾风险量
火灾发生后
蔓延风险的评估项目
●　起火风险
　　［明火器具等的使用情况、地面放大率等］
●　蔓延风险
［建筑物数量、结构、宽阔的道路 /公园等］

建筑物倒塌风险
●　评估每个街道社区单位面积上
　　因地震而倒塌的建筑物数量
●　根据相对排名进行分级
　　［详解见第 4-5页 /等级图见第 6-7页］

火灾风险
●　评估每个街道社区单位面积上
　　因地震火灾而完全烧毁的建筑物数量
●　根据相对排名进行分级
　　［详解见第 8-9页 /等级图见
　　第 10-11页］

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
●　道路、公园等受灾应急响应
　　可用空间的不足率
●　可用于疏散等的道路网的不足率
●　通过上述两个指标计算得出
　　［详解见第 12-13页 /图见第 14-15页］

综合风险
●　建筑物倒塌风险量和火灾风险量相加后，再乘以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进行评估
●　通过相对排名进行分级［详解见第 16页 /等级图见第 18-19页］

（注）地面放大率：地表震动幅度（最大速度）除以工程基岩震动幅度（最大速度）所得的值

地面分类
［根据地形和地质特征分为

1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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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的震动引起的建筑物倒塌：
建筑物倒塌风险

“建筑物倒塌风险”指的是评估建筑物受地震的震动而倒塌或倾斜的风险。这种风险是通过

街道社区的地面特征和建筑物特征来评估的。

地面特征
建筑物倒塌风险受地面特征的影响。东京的地面被归类为山地和丘陵地区、山手的台地、

下町的冲积低地和由侵蚀台地的山谷形成的谷底低地。冲积低地和谷底低地是发生破坏的可能

性相对较高的地区，在地震发生时震动容易被放大，因此是比较容易发生灾害的地区。

地面分类图

建筑物特征
建筑物倒塌风险受建筑物特征的影响。建筑物的抗震性越低，倒塌风险就会越高。

形成的年代久远，是以洪积层为主的地面。
由于地面坚固，即使在发生地震的情况下，
震动也很难被放大，所以是风险较低的地区。

这是一种软土，由侵蚀台地的山谷里的沉积
物构成。地震发生时震动容易被放大，因此
该地区的风险相对较高。

形成的年代较新，是以冲积层为主的地面。
主要是由海面下的沉积物构成，因此地面较
软。地震发生时震动容易被放大，因此该地
区的风险相对较高。

山地
丘陵
台地 1
台地 2

谷底低地 1
谷底低地 2
谷底低地 3

冲积低地 1
冲积低地 2
冲积低地 3
冲积低地 4
冲积低地 5

山地
主要是丘陵地
河流砾石层之上的关东壤土层
沉积粘土和砂层之上的关东壤土层

小于 3米
3米到小于 8米
8米或以上

软层厚度

主要是河流砾石层
小于 10米
10 米到小于 25 米
25 米到小于 40 米
40 米或以上

软层厚度 放大率

山地、丘陵、台地

谷底低地

冲积低地

出处：东京都土木技术研究所“东京都地面地质图（23区）”（1969年），东京都防灾会议“东京 23区的地面分类图”（1978年）

放大率

放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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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倒塌风险的评估方法
建筑物倒塌风险是先算出因地震被完全摧毁的单位面积上的建筑物数量，也就是“建筑物倒

塌风险量（栋 /公顷）”，然后通过给每个街道社区进行排序的相对评估法对该值进行评估。

算出建筑物倒塌风险量（栋 /公顷）

根据类别统计的建筑物数量乘以根据地面特征和建筑物特征划分的建筑物损坏率，便可评估

得出建筑物倒塌风险量。每个街道社区的建筑物数量是根据结构（木制或钢筋混凝土、钢材等）

和建造年份等建筑物特征来统计。根据左侧的“地面分类图”，将每个街道社区的地面特征分为 12
种类型。每个地面类型都设置了一个放大率，以示地面容易震动的程度。此外，还考虑了冲积低

地上的地面液化和大规模填土造地对丘陵地区的影响。建筑物损坏率是根据阪神大地震、熊本地

震等以往的地震损失调查事例进行设置，并考虑了抗震改造等业绩。

建筑物倒塌风险低的街道社区示例 建筑物倒塌风险高的街道社区示例

地面特征 不易震动
建筑物数量 建筑物并不密集
建筑物特征 建筑结构：高抗震性［钢筋混凝土结构等］
 建造年份：新

地面特征 建筑物数量 建筑物特征

高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低

低

高

高

地面
放大率

液化
风险

建筑物
密度低 高 高抗

震性
低抗
震性

新 旧

建筑
结构

建造
年份

地面特征 容易震动
建筑物数量 建筑物高度密集
建筑物特征 建筑结构：低抗震性［木制结构等］
 建造年份：旧



建筑物倒塌风险等级图
风险高的地区是一旦发生地震后容易放大震动的土地松软的冲积低地，是旧木制结构或

轻钢架结构建筑高度密集的地区。分布在荒川、隅田川沿岸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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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区界线

街道社区界线

凡例

5（1 - 85 位）

4（86 - 373 位）

3（374 - 1195 位）

2（1196 - 2848 位）

1（2849 - 5192 位）

[   19.52     -     9.59     ]

[     9.59     -     6.19     ]

[     6.19     -     2.94     ]

[     2.94     -     1.22     ]

[     1.22     -     0.00     ] 

第 9次建筑物倒塌风险等级 ［风险量（栋 /公顷）   ]

※　留白处表示非评估地区。



※由于小数点以下的四舍五入，合计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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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次
建筑物倒塌风险量
（栋 /公顷）

第 8次
建筑物倒塌风险量
（栋 /公顷）

变动量（栋 /公顷）
（第 9次 -第 8次）

东京都整体平均 2.16 2.79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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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的震动引起的火灾和蔓延：
火灾风险

当地震发生时，地震引起的火灾蔓延有造成大面积破坏的风险。评估这种风险程度称之为“火

灾风险”。火灾风险是基于起火风险和蔓延风险进行评估的。

起火风险
起火风险指的是地震引发火灾的风险，评估依据是按照住户或用途划分的企事业单位的分

布情况、明火器具的使用情况、起火率、地面容易震动等因素。明火用具保有率高、住户数增

加的地区火灾风险高，而地面容易震动的地区火灾风险更高。

蔓延风险
蔓延风险指的是火灾发生后蔓延的风险，假设蔓延时间为 12 小时，根据建筑结构、建筑物

间隔等因素进行评估。在阻止火势蔓延的宽阔道路和公园等空地少以及耐火性低的木制建筑密

集的地区，火灾蔓延风险较高。此外，当邻近的街道社区有相同的特征，而没有道路等可以阻

止火势蔓延时，风险变得更高，因为火灾从邻近的街道社区蔓延的可能性很大。

蔓延风险低的市区示例 蔓延风险高的市区示例

耐火建筑
半耐火建筑
防火建筑
木制建筑
道路

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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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风险的评估方法
火灾风险是先算出因地震而被完全烧毁的单位面积上的建筑物数量“火灾风险量（栋 / 公

顷）”，然后通过给每个街道社区进行排序的相对评估法进行评估。

算出火灾风险量［栋 /公顷］

火灾风险量是通过起火风险和蔓延风险相乘的方式进行评估。起火风险是基于东京消防厅

的“第 10 次东京都发生地震时不同地区起火风险评估”（2021 年 3 月）数据，对每个街道社

区统计了起火次数。蔓延风险是基于东京消防厅的“第 10 次东京都发生地震时不同地区蔓延

风险评估”（2020 年 3 月）手法，将蔓延时间设置为 12 小时，再加上来自周边街道社区的蔓

延风险，对每个街道社区统计了完全烧毁的建筑物数量。

火灾风险低的街道社区示例 火灾风险高的街道社区示例

    起火风险
    明火 / 电热器等的保有数量：少
    地面：不易震动
    蔓延风险
    建筑物数量：建筑物并不密集
    建筑结构：耐火性高［钢筋混凝土结构等］
    宽阔的道路和公园等较多

    起火风险
    明火 / 电热器等的保有数量：多
    地面：容易震动
    蔓延风险
    建筑物数量：建筑物高度密集
    建筑结构：耐火性低［木制等］
    宽阔的道路和公园等较少

少 明火 /电热器等的
保有数量 多

起火风险 蔓延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少 住户数 多

低 地面放大率 高 多 宽阔的道路和公园 少

低 建筑物密度 高

耐火性高 建筑结构 耐火性低

空地



火灾风险等级图
高风险地区是耐火性能低的木制建筑密集和防火隔离带还未形成的地区。以东京 23区的

7号环路内侧为中心呈甜甜圈状分布，另外还分布在 JR 中央线沿线（23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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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白处表示非评估地区。

[    22.37    -    4.48       ]

[      4.48    -    1.47       ]

[      1.47    -    0.40       ]

[      0.40    -    0.07       ]

[      0.07    -    0.00       ] 

各行政区界线

街道社区界线

凡例

5（1 - 85 位）

4（86 - 373 位）

3（374 - 1195 位）

2（1196 - 2848 位）

1（2849 - 5192 位）

第 9次火灾风险等级               [ 风险量（栋 /公顷）]



※由于小数点以下的四舍五入，合计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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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次
火灾风险量
（栋 /公顷）

第 8次
火灾风险量
（栋 /公顷）

变动量（栋 /公顷）
（第 9次 -第 8次）

东京都整体平均 0.45 0.97 -0.52



建筑物因地震而倒塌或发生火灾时，从风险地区疏散或进行灭火和救援活动的难易度（难度）

将影响后续损失的规模。“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指的是根据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例如受

灾时应急响应的可用空间量和道路网的高密度）来评估此类受灾应急响应的难易度（难度）指标。

建筑物倒塌风险和火灾风险相加后，再乘以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来评估综合风险，从而将受灾应

急响应的难易度（难度）当作地区风险性来评估。

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通过以下两个指数计算得出。

应急响应可用空间不足率

应急响应可用空间不足率指的是，表示街道社区内可用于疏散、灭火、救助、救援等受灾时应

急响应的空间相对于街道社区总面积的不足率的指标。受灾时应急响应可用空间越小，受灾应急响

应难度系数越大。

道路网密度不足率

道路网密度不足率指的是，为了疏散、灭火、救助、救援等受灾应急响应而连接宽阔的道路和

灾区时，表示地方道路网的不足率的指标。受灾时应急响应可用地方道路网越少，受灾应急响应难

度系数越大。

应急响应可用空间不足率
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大的街道社区示例

至少 4米宽的道路

道路等的建设状况引起的受灾应急响应难度：
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

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小的街道社区示例

小公园

至少 4米宽的道路

超过一定规模的大型

教育文化设施等

受灾应急响应可用空间

至
少
4
米
宽
的
道
路

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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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的计算方法

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是通过应急响应可用空间不足率和道路网密度不足率计算得出。

算出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

应急响应可用空间不足率是包括周边地区在内对街道社区内的至少 4 米宽的道路和小公园

等进行评估（建筑物除外），并根据除此以外的空间在街道社区面积中所占的比率计算得出。超

过一定规模的大型教育文化设施和小区住宅也被当作受灾应急响应可用空间进行评估。

道路网密度不足率是根据从街道社区内的各地点前往至少 6 米宽的道路（这条路与至少 12

米宽 /1 公里长的类似防火隔离带的外围道路相连，或者能进入应急疏散场所和大规模营救救助

据点候选地）的平均所需时间计算得出。

道路网密度不足率
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小的街道社区示例 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大的街道社区示例

灾
区

可
快
速
到
达

路

径

救
援
点

灾
区

到达需要些时间 救
援
点

至少 6米宽的道路

至少 6米宽的道路

至
少
6
米
宽
的
道
路

应急疏散场所等 应急疏散场所等

外
围
道
路
︵
至
少

米
宽
／
1
公
里
长
︶

外
围
道
路
︵
至
少

米
宽
／
1
公
里
长
︶

道路网密度
不足率

应急响应
可用空间
不足率

难度大难度大

多 至少 4米宽的道路 少

多 小公园等 少

多 连接外围道路的 
至少 6米宽的道路 少

多 进入应急疏散场所等的
至少 6米宽的道路 少

12 12

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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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图

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大的地区是地方道路基础设施较少的地区。分布在多摩地区和东京 23

区的西部。另一方面，地方道路基础设施完善的东京都中心和 23 区的东部属于受灾应急响应

难度系数小的地区。

※ 留白处表示非评估地区。

第 9次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街道社区数）

各行政区界线

街道社区界线

凡例

0.4   -                     

0.3   -    0.4                       

0.2   -    0.3                        

0.1   -    0.2                           

0      -    0.1                       

(129)

(418)

(1427)

(2392)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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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风险”是为了让居民们更容易了解所在城市面临的地震风险，把地震的震动引起的建筑

物倒塌风险和火灾风险相加后，再将疏散、灭火、救援等各种受灾应急响应难度作为系数相乘，汇

总为一个指标。从了解地震的震动引起的城市灾害和火灾损失规模的角度，以及从道路作为空间在

受灾时起到支援疏散、救助活动等重要作用的角度来看，“综合风险”将成为防灾城市建设和道路

建设的指标，考虑到东京都居民们应对地震灾害的难易度（难度），希望充分利用“综合风险”做

好应对地震的准备。

综合风险的评估方法

综合风险是把建筑物倒塌风险量以及火灾风险量相加后，再乘以根据地方道路建设状况进行评

估的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来评估。

城市的综合地震风险：综合风险

火灾风险量

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

综合风险等级

建筑物倒塌风险量

确保城市安全的有效举措

抗震改造事例

［加固墙体］ ［加固连接件］

建筑物共同化的事例

［建立前］ ［建立后］



在为防灾做准备时，公共当局的“公助”固然重要，但“自助”和“互助”也很重要，

要求居民们保持“保护好自己城市”的意识。本次调查的目的是提高东京都居民的防灾意识，

让居民了解居住地潜在的风险。

尤其在高风险地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居民们应当成立“城市建设协议会”，

独立考虑城市建设以及开展防灾演练等防灾活动，并通过建筑改建提高房屋的抗震性和耐

火性，这些都很重要。

为了实现“安全安心的东京”，东京都政府推出了各项支援和补贴制度，以促进“不会燃烧”

和“不会倒塌”的城市建设，包括慷慨支援建筑物的抗震诊断和抗震加固，以及大力推动

建筑物的防火改建等创建防火特区的举措。敬请联系地方市政当局了解更多信息并利用这

些制度。

致所有东京都居民

打造抗灾能力强的城市

高风险地区除了通过建筑改建提高抗震性和防火性以外，还必须在周边街道社区多层次、

全方位地推进各项必要的震灾措施，包括拓宽道路以阻止火势蔓延，修建地方道路和公园

以支持发生灾害时疏散、灭火和救援活动。此外，由于地震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开展城市

建设以及采取相关措施和准备是必不可少的。

东京都根据地区地震风险评估研究结果来选定开展防灾城市建设措施的地区（建设地

区），包括推动建筑物防火性的木制住宅密集地区建设项目和当作防火隔离带的路边一体化

建设项目。发生地震时还被用于指定应急疏散场所。此外，该研究结果还被定义为指定地

区的条件，由东京都知事指定一个地区作为新的防火管制地区，以促进建筑物的防火性。

17

建筑物防火改建事例

［改建前］ ［改建后］

防灾生活道路的建设事例

［建设前］ ［建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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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风险等级图

风险高的地区分布在荒川·隅田川沿岸地区以及品川区西南部、大田区中心部、中野区、

杉并区东部。

※ 留白处表示非评估地区。

第 9次综合风险等级

各行政区界线

街道社区界线

凡例

5（1 - 85 位）

4（86 - 373 位）

3（374 - 1195 位）

2（1196 - 2848 位）

1（2849 - 519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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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风险中乘了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

风险会如何改变呢？

怎么查阅地区地震风险的评估结果？

在评估方法上，本次（第９次）评估研究与

上次（第８次）评估研究相比有什么改变吗？

与上次研究（第８次）相比，在本次（第９次）

结果中有些地区的风险大幅下降，为什么会

这样呢？

虽然每个街道社区的等级变动的原因不尽相同，

但是

·通过市区再开发项目和道路开发项目建设抗灾能
力强的市区

·通过建筑改建提高抗震性和实施抗震改造
·减少使用煤油加热器等明火
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抗灾能力。

关于地区地震风险的问答（Q＆A）

耐火建筑
半耐火建筑
防火建筑
木制建筑
道路

防火性取得
进展的地区

本次研究上次研究

在建筑物倒塌风险方面，根据熊本地震的研

究案例设置了木制建筑物的全损率。在受灾

应急响应难度系数方面，关于应急响应可用空间不

足率，建筑物被排除在受灾应急响应的空间之外。

而关于道路网密度不足率，我们在目标对象中还添

加了能进入应急疏散场所等的道路，并且从包括居

民疏散和救援救助活动的角度进行了评估。

地方道路建设尚未取得进展时，很难做出受

灾应急响应（受灾应急响应难度系数大），

意味着风险等级会更高。中野区、杉并区东部的

广大地区和品川区西南部地区的受灾应急响应难

度系数大，因此综合风险高。此外，台东区和墨

田区的一部分地区，即使道路建设取得了进展，

建筑物倒塌风险和火灾风险也是偏高的，因此综

合风险居高不下。

例如，在下图所示的墨田区京岛 1～ 3 丁目
周边地区，通过再开发和建筑改建防火性得

到了提高，与上次（第 8次）的研究相比，火灾风
险量有所减少。

凡例

城市建设局的官网上刊登了研究大纲、每个街道社区的风险等级以及风险等级图。此外，每个街道

社区的风险等级和评估研究方法也可以在地区地震风险评估研究报告（第 9次）中查阅。除了在城
市建设局的官网上刊登研究报告以外，还将在东京都市民资讯室（东京都厅第一号大楼 3层）有偿出售，
今后居民可以在主要图书馆阅读。



21

与上次（第８次）研究相比，风险量是不是减少了？

研究表明东京都的总体趋势是建筑物倒塌风险量和火灾风险量分别在减少，并且提升了市区的防灾能

力。尤其在建筑物倒塌风险等级和火灾风险等级高的地区的各自风险量大幅减少，为打造防灾城市而

采取的措施有了成效。

建筑物倒塌风险量的变动

火灾风险量的变动

木制建筑物的全损率的变更，随着建筑改建提高抗震性以及再开发等城市建设的推进，多数地区的建筑物倒塌

风险量减少了。

 2.5　～
 1.5　～　 2.5
 0.5　～　 1.5
-0.5　～　 0.5
-1.5　～　-0.5
-2.5　～     -1.5
    　   ～     -2.5

风险量差分（栋 /公顷 )

各行政区界线

街道社区界线

凡例

 2.5　～
 1.5　～　 2.5
 0.5　～　 1.5
-0.5　～　 0.5
-1.5　～　-0.5
-2.5　～     -1.5
    　   ～     -2.5

风险量差分（栋 /公顷 )

各行政区界线

街道社区界线

凡例

随着明火使用状况的改变、建筑改建防火性得到提高，以及修建宽阔的道路和公园，多数地区的火灾风险量减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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