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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定的避难场所等

避难流程

　　东京都政府根据《东京都地震灾害对策条例》，为了防范地震引发火灾蔓延、安全地保护市民，大概每
隔5年，指定了市区广大范围的避难场所。

待机

临时集合场所：去避难场所避难前的临时集合、观察情况的场所。
避　难　所：因自家受灾无法继续生活时，可以在此临时渡过生活的场所。这不同于等待大火扑灭时用于
　　　　　　　待机的避难场所。

避难场所
　　直到扑灭大规模火灾蔓延而设的临时等待场所。为保护避难者生命安全,将使用
必要面积的开放空地,如公园、绿地、住宅区、学校等,但原则上不能使用建筑物内部。

地区内残留地区
　　正在不断推进不燃化措施之中，如果万一发生火灾的话，也不用担心地区内会发
生大规模的蔓延，更不需要大范围避难的地区。为此,该地区也不分配避难场所。

避难道路
　　指定为从不得不长距离撤离的地区和火灾蔓延高风险的地区安全地撤离
到避难场所的道路。

地区分配
　　考虑每人居住和工作的所在地区避难场所的规模、避难人口、避难距离
等情况，规定了每人应该撤离到哪个避难场所。一般原则以街道社区为一个
单位,同时也听取区政府的意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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