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災害に備えて（１）／防灾准备（１）／재해에 대비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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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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きな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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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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えて      （１） 

    做好防备重大灾害的准备      （１）   

  큰 재해를 대비해서           （１） 

 

  자연 재해가 일어난 현지에서 들리는 목소리 

         「설마 여기에서 일어날 줄은 몰랐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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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さかここで起
お

こるとは思
お も

わなかった」 

 

 

 

 发生自然灾害后常会听到受灾人员说： 

“做梦都没想到灾情会如此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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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に備えて（１）／防灾准备（１）／재해에 대비해（１） 
⼈常说“天灾总是在被⼈们遗忘的时候来临”。东⽇本⼤震灾再次证实了这个说法。 

那场悲剧发⽣已过去了 8 年。这期间⽇本在防灾⽅⾯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并且积极采取各项防灾措
施。 

2018 年，⽇本各地发⽣了地震、台风、暴⾬等多次⾃然灾害，还遭遇了灾害级酷暑天⽓，导致了很
多⼈遇难。另外，⾃来⽔和电⼒供给等基础设施受灾后瘫痪，给许多⼈的⽇常⽣活造成了困难。 
埼⽟市到⽬前为⽌还没有遭受过⽐较⼤的灾害，也许会不少⼈认为我市是“没有灾害的安全城市”，“我
觉得这⾥不会发⽣什么灾害”。 
 ⾃然灾害要发⽣是⽆法阻⽌的，但是，及时获取国家和地⽅政府等发布的防灾信息，把灾害造成的
损失控制在最⼩范围是有可能的，为了做到这⼀点，最重要的就是平实就要思考各种防灾措施。 

 

 

 

 

 

 

     

            ・通过和近邻的日常交流、交往，可以得到各种信息。 

            ・通过加入自治会（参加避难训练等），有助于提高避难所生活中的互帮互助意识。 

 

 

        

 

 

     “用日语搜索查阅 埼玉市防灾地图                       https://www.city.saitama.jp/001/011/015/002/003/index.html 

 

 

 

 

 

 

 

虽然⾃然灾害难以阻⽌，但是类似台风、暴⾬这样的灾害，可以事先预报等，采取让⼈转移到安全
地带避难等对策，但据统计 2018 年发⽣灾害时听取避难劝告、去避难所避难的⼈并不多。 

  
在堪称“灾害⼤国”的⽇本⽣活，⽇常⽣活中要做到以下⼏点： 
 ・营造有紧急情况时有商有量的社区环境。 
 ・事先准备好应对紧急情况的必需品。（由各家庭的⼈数构成⽽不同） 
 ・事先调查好逃⽣路线以及避难场所。 
 

不论是⽇本⼈还是外国⼈，各⾃做好应对灾害的思想准备、采取防灾对策⾮常重要。 

 ・防災
ぼ う さ い

カルテ（防灾手册） 汇总了市内各初级中学的问题，可用来制作当地的地域互助地图。 

 ・ハザードマップ（防灾地图）   

① 埼玉市淹水（内涝）防灾地图 
 （ 设有中英韩文版网页） 

② 埼玉市地质灾害防灾地图 

               ③ 埼玉市地震防灾地图   ②③只有日语版。 

 

通过官方网站确认市政机关提供的与当地灾害相关的各种信息 
                 了解当地的地势、河流以及预计可能会发⽣的地震 

・ “远亲不如近邻”，最能帮上忙的常常是邻居 

・ 有备无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