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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日本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随时发生震度为 7 的地震的国家。
那么甲府市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地震呢？

了解地震
｜　地  震　｜

地震的种类

甲府市也有可能发生震度 6 弱以
上的地震

地震，分为因活断层或者板块内部的破裂造
成的震源较浅的“直下型地震”，以及因海沟
附近的陆地板块回弹造成的“海沟型地震”
两种。

2011 年 3 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在宫城县
北部监测到的震度为 7，此外，宫城县、福岛
县、茨城县、栃木县等地监测到的震度为 6 强，
从北海道到九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均监测
到了震度由 6 弱到 1 的地震。另外，在主震
发生后，还发生了多次强烈的余震，带来非常
严重的破坏。

被认为有 70% ～ 80% 的可能将在今后 30 年
以内发生的南海海沟大地震中，预测甲府市
将会发生震度 6 弱以上的地震，超过东日本
大地震时所经历的 5 弱震度。部分地区砂土
液化的危险性较大，地震很可能会引起建筑
物倒塌、斜坡崩塌等，造成人员伤亡。

此外，重要基础设施的中断也将极大影响市
民生活，可预见大地震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
破坏。

活断层的错位引起地震

板块边界的活动引起地震

大洋板块

大陆板块 海沟

直下型（内陆型）地震

海沟型地震

02

01

东日本大地震的受灾状况
照片来源 ：NPO 法人 灾害防灾志愿者未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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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断层不止目前发现的这些。在未发现活断层的地区也曾有地震
发生。不论有没有活断层，最好认为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地震。
甲府市过去也发生过多次大地震。了解地震，并做出相应的应对
措施才是最重要的。

家附近没有活断层的话，是不是即使发生地震也不会造成很大的
损害？

受震动冲击，无法动弹，甚至
有可能被震离地面。没有固定
好的家具基本都会被震离其
原来的位置，甚至被震飞。

无法站立，只能 通 过 爬 行移
动。没有固定 好的家具 基 本
都会移动甚至倒下。

难以站立。墙壁的瓷砖和窗户
的玻璃可能会破裂掉落。

震度

�弱

震度

�

震度

�強

不扶着东西难以步行，感到行
动困难。没有固定好的家具会
倒下。

震度

�強

震度

�
东日本大地震时的最大震度

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害怕，会想
抓住 身旁的物品。橱柜里的
餐具、书架上的书本会掉落。

绝大部分人都会受到惊吓。 吊
灯等悬挂物会剧烈摇晃，重心
不稳的摆放物有可能会倒下。

震度

�弱

震级是用于表示地震释放能量（规模）大小的指标。震级每增加 1 级，能量将是上一级的约 32 倍。
而各地区的震感强烈度则使用“震度”来表示，日本共划分了 10 级震度（0、1、2、3、4、5 弱、
5 强、6 弱、6 强、7）。

震级较小的地震，可能因为震源较近而有较高震度 ；而即使地震震级较大，远离震源的地方震
度就会比较小。

确认一下重点吧

| 了解地震的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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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地震会造成什么样的灾害，思考应该采取的行动和信息收集，作出妥善的应对措施吧。

了解地震造成的灾害

地震造成的各种灾害
地震造成的灾害，分为由地震直接引起的原生灾害，以及由原生灾
害引发的次生灾害。

原生灾害主要包括建筑物的倒塌。强烈的震动和松软的地基是造成
建筑物倒塌的原因。此外，原生灾害还包括土石流和液化现象等灾
害。次生灾害则包括火灾，以及供电、供气、供水、电信、交通等
重要基础设施的停摆等。

01

注意地震引起的火灾
若地震引发次生火灾。很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受灾情况。为了防止地
震停电后恢复供电时发生，火灾，停电后应该关掉家里所有家电的
开关，并拔掉电源。另外离家避难时应该拉下家里的电源总闸。

02

地震发生前

发
生
地
震

地震时【发生液化】 地震发生后

松软砂层

水 沙粒

发
生
沉
降 

如何加强建筑物的抗震能力
大地震引发的建筑物倒塌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建筑物的抗
震措施在保护生命以及财产安全上起到重要作用。我市为了促进采
取建筑物的抗震措施，现已开通建筑物的抗震测试、抗震改造，以
及围墙防倒塌工程等相关咨询窗口。此外，针对木结构房屋的抗震
改造，我市设立了相关补助制度。

03

甲府市建筑物抗震改造支援
项目支援事業建筑指导课 Tel.055-237-5828

【原生灾害】

【次生灾害】

｜　地  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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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发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遇难者中约 8 成都是因为建筑物
倒塌而丧生。当时倒塌的建筑，大多是在《建筑基准法》修订前，
即 1981 年 5 月以前建成的。
主震时没事的建筑物，也有可能在后续的余震中倒塌。建筑物的
抗震措施可以说仍然做得不足。所以我强烈建议各家各户都进行
一次抗震测试。

老旧的房屋是不是越快进行抗震改造越好？

我市发布了地震风险图，该图估算了地震发生时的震
度强弱以及建筑物倒塌的风险程度。

液化是指因发生地震，地基在一段时间内变得像液体一样的现象。液化一旦发生，就会发
生地面沉降、结构物上浮、地基的侧向流动（即地基整体向低处流动）等灾害。这些灾害会
造成建筑物倾斜，地下水管和电线损毁、以及井盖上浮等问题。

甲府市
液化风险图

甲府市地震风险图

地震发生前

发
生
地
震

地震时【发生液化】 地震发生后

松软砂层

水 沙粒

发
生
沉
降 

| 什么是液化现象？ |

| 看一看地震风险图  |

【液化的原理】

确认一下重点吧

06



雪

　灾

火

　灾

应
对
准
备

避
难
点
Q
&
A

风
灾
︑
水
灾

地

　震

土
石
流
灾
害

雪

　灾

火

　灾

应
对
准
备

避
难
点
Q
&
A

风
灾
︑
水
灾

地

　震

土
石
流
灾
害

餐具柜
衣柜

玻璃窗
贴上防爆裂膜。

空调
使用专门的金属支架牢牢固定。

ピアノ钢琴
底轮套上防滑套

置物架

灯具

电视机

■ 电视机
■ 空调
■ 置物架

■ 书架
■ 衣柜
■ 灯具

■ 玻璃窗
■ 餐具柜
■ 冰箱

■ 微波炉
■ 桌椅
■ 吊柜

书架、冰箱等
对 于 有一 定 高 度 的 家
具 ，应该使 用L字支 架
固定。
在 天花 板 和 家 具 之 间
撑起杆式支架，固定家
具。

不要仅靠吊绳悬挂灯具，还
要多利用吊链等工具进行
加固。

固定在墙壁或电视柜上。垫
上防震粘性垫片可以提高抗
震能力。

用L字支架、杆式支
架 、防 倾 倒 橡 胶 垫
等固定。

不要摆放危险的东西，若
要摆放玻璃人偶盒等物
品，需牢牢固定。

用L字支架固定在墙壁上。
隔板上铺上防滑垫或者抹
布，防止餐具滑动。柜门装
上卡扣，防止餐具从橱柜中
飞出。

检查
一下！

地震中伤者的 30% ～ 50% 都是因为家具翻倒、坠落、移动造成的。
地震时，家具会变成凶器，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家具的固定和摆放，采取一定的措施。

家庭防震措施

| 家中安全措施 |

｜　地  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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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摆放的注意点

家具固定的要点！
L字支架

不要在日常的
生活空间摆放家具

留意家具倒下的方向 重物尽量放在低处　

杆式支架承重柱 支架

衣柜

确保逃生路径

●将重物放在低处，
降低重心

●安装在家具两端
的靠墙一侧。
●离天花板越近越
牢固。

●充分利用房子自带的收
纳空间。
●家具最好统一摆放在
储藏室。

●不要让家具倾倒到自己
身上。
●睡眠状态中时对危险没
有防备，故尽量避免在
寝室里放置物品。

●不要放在房间的出
入口和走廊。

●不要堵塞门口和逃
生路径。

●固定在承重柱等有基
材的地方。
●固定在石膏板或者较薄
的墙体上，会不够牢固。
●将L字支架向下安装，可
以提升固定的强度。

| 检查一下家具的固定状况吧 |

大地震时，家具和家电与其说是是倒下，不如说是被震飞的比较
多！橱柜门被晃开，从里面飞出的餐具摔碎后会非常危险。地震时，
普通的日常用品都会成为凶器。因此，固定好家具和家电，是最
基本的防震措施。现在就仔细检查，采取措施吧！

大地震发生时，即使建筑物没有倒塌，家里依然危机四伏呢！

确认一下重点吧

08



雪

　灾

火

　灾

应
对
准
备

避
难
点
Q
&
A

风
灾
︑
水
灾

地

　震

土
石
流
灾
害

雪

　灾

火

　灾

应
对
准
备

避
难
点
Q
&
A

风
灾
︑
水
灾

地

　震

土
石
流
灾
害

地震自救三步骤 

紧急地震速报

什么是ShakeOut

～�分钟

躲到桌子等家具底下，保护自身安全！

地震发生前
数秒至数十秒之间

即将发生大地震！即将发生大地震！
现向各位市民通报地震预警，
请警惕强烈的晃动！

我市正在开展促进牢记地震自救三步骤
“伏身低处、保护头部、保持不动”的ShakeOut演习。

●一旦发生火灾，先用灭火器、
　消防栓等工具做前期灭火

●打开门窗

●准备随身携带的避难包
●拉下供电总闸
●关闭燃气总阀门

●确认邻居的安危
●合作施救

●在家门上告知已前往避难
●关好门窗（防止入室盗窃）

●靠储备的食物和日用品度日
●定期巡视保障安全

※距离震源较近时，可能会来不及发布预警

▶若住家遭受损毁无法继续生活

▶若住家未遭受损毁

本市发布的信息，可通过甲府
市官方网站或者甲府市防灾
App等获取。无法使用手机时
请从避难点获取最新情报。

检查用火情况 确认邻居的安危

调查房屋的受害情况
➁继续在家里生活

前往避难点临时避难

确保出口

确认家人的安危

准备避难

视受害情况注意余震！

➀保护自身安全 ➁与邻居互相帮助 ➂避难

预测到市内将发生
� 弱以上的地震时，

防灾行政专用的
无线喇叭会播放“紧急地震速报”。

➀伏身低处

DROP!

➁保护头部

COVER!

➂保持不动

HOLD ON!

发生
地震

➀前往指定避难点避难

地震了！这时我们应该做什么？
想想什么样的行动能够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

在地震中保护自己①
｜　地  震　｜

｜ 需要注意的要点 ｜

地震发生时 地震发生后

首先保护身体！

地震发生时首先应该确保
自身安全。在安全的地方
保护头部和身体，等待摇
晃结束。

地震结束后

不用太着急检查
用火情况

如果地震时正在
用火，待地震停
止后再去确认情
况吧。还在震动
时着急去灭火是
很危险的行为，
容易导致受伤。

注意避免
在室内受伤
家具和家电有
可能会倾倒、
掉落。同时也
要注意玻璃碎
片等。

不要着急外出

窗户的玻璃、
房顶的瓦片、
招牌等都有可
能坠落。

获取正确的
信息

在获取正确的
受灾情况和避
难点等相关信
息后再冷静行
动。

| 需要注意的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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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自救三步骤 

紧急地震速报

什么是ShakeOut

～�分钟

躲到桌子等家具底下，保护自身安全！

地震发生前
数秒至数十秒之间

即将发生大地震！即将发生大地震！
现向各位市民通报地震预警，
请警惕强烈的晃动！

我市正在开展促进牢记地震自救三步骤
“伏身低处、保护头部、保持不动”的ShakeOut演习。

●一旦发生火灾，先用灭火器、
　消防栓等工具做前期灭火

●打开门窗

●准备随身携带的避难包
●拉下供电总闸
●关闭燃气总阀门

●确认邻居的安危
●合作施救

●在家门上告知已前往避难
●关好门窗（防止入室盗窃）

●靠储备的食物和日用品度日
●定期巡视保障安全

※距离震源较近时，可能会来不及发布预警

▶若住家遭受损毁无法继续生活

▶若住家未遭受损毁

本市发布的信息，可通过甲府
市官方网站或者甲府市防灾
App等获取。无法使用手机时
请从避难点获取最新情报。

检查用火情况 确认邻居的安危

调查房屋的受害情况
➁继续在家里生活

前往避难点临时避难

确保出口

确认家人的安危

准备避难

视受害情况注意余震！

➀保护自身安全 ➁与邻居互相帮助 ➂避难

预测到市内将发生
� 弱以上的地震时，

防灾行政专用的
无线喇叭会播放“紧急地震速报”。

➀伏身低处

DROP!

➁保护头部

COVER!

➂保持不动

HOLD ON!

发生
地震

➀前往指定避难点避难

大地震发生后预计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混乱。在混乱中自保，最重
要的是平日里即要有“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要靠自己保护”的意识。
当震源较近时，紧急地震速报可能会来不及发布，一旦感受到地震，
就应该马上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另外应该提前和家人商量好避难
目的地和物资储备。

要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才能在地震发生时不会慌乱呢？

确认一下重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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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预知地震什么时候发生。
日常我们就应该了解清楚在接收到紧急地震速报，或是感到晃动时应该如何行动。

在地震中保护自己②
｜　地  震　｜

｜ 在室内时 ｜ ｜ 在室外时 ｜

客 厅

钻到结实的桌子底下，
抓紧桌脚，保护好头部，
等到地震结束。
也可以使用座垫等来保
护头部。 

远离餐具柜和冰箱。用
火情况应等地震结束
后再检查。一旦起火，
使用灭火器灭火。
若火势蔓延至屋顶，应
马上逃生。

钻到寝具下或床底，确
保人身安全。床头应常
备手电筒、拖鞋、头盔、
哨子等应急用品。

浴室里容易受伤，而厕
所则容易被困，一旦感
受到震动应该马上转
移到安全的地方。

厨 房 路 上

小心建筑物的墙壁、招牌、碎裂
的玻璃等坠落，用提包保护头
部，并移动到空地公园等处避
难。若附近有稳固的建筑，也可
以进去避难。远离自动售货机、
围墙、电线杆，同时要注意断裂
下垂的电线。

尽量远离有落石、
山体塌方和滑坡危
险的地方。

山 地

列车、公交车

用 提 包 保 护 头 部，
抓 紧 扶 手 和吊 环。
务必 听从驾驶 员等
工作人员的指示行
动。

不要突然刹车。打开危
险报警灯，逐渐减速，
熄 火停靠 在 道 路左侧
或广场上。从车里出来
避难时不要锁门，应将
车钥匙留在车内。

驾驶中

寝室 浴室、厕所

在超市或便利店时应
用购物篮保护头部，并
远离玻璃窗和货架，尽
量靠近柱子或墙边。
室内人较多时不要急
着跑向出口。

在公寓等多户住宅中，
避难时切勿使用电梯。

商业设施 多户住宅

在高层大厦中，楼层越
高震感越强烈。应该远
离玻璃窗和灯具等容
易坠落的物品。
避难时切勿使用自动
扶梯、电梯。

按下所有按键，在电梯
停下的楼层离开电梯。
一旦受困，按下紧急按
键或拨打紧急电话求
助。

大厦 电梯

| 在室内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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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室内时 ｜ ｜ 在室外时 ｜

客 厅

钻到结实的桌子底下，
抓紧桌脚，保护好头部，
等到地震结束。
也可以使用座垫等来保
护头部。 

远离餐具柜和冰箱。用
火情况应等地震结束
后再检查。一旦起火，
使用灭火器灭火。
若火势蔓延至屋顶，应
马上逃生。

钻到寝具下或床底，确
保人身安全。床头应常
备手电筒、拖鞋、头盔、
哨子等应急用品。

浴室里容易受伤，而厕
所则容易被困，一旦感
受到震动应该马上转
移到安全的地方。

厨 房 路 上

小心建筑物的墙壁、招牌、碎裂
的玻璃等坠落，用提包保护头
部，并移动到空地公园等处避
难。若附近有稳固的建筑，也可
以进去避难。远离自动售货机、
围墙、电线杆，同时要注意断裂
下垂的电线。

尽量远离有落石、
山体塌方和滑坡危
险的地方。

山 地

列车、公交车

用 提 包 保 护 头 部，
抓 紧 扶 手 和吊 环。
务必 听从驾驶 员等
工作人员的指示行
动。

不要突然刹车。打开危
险报警灯，逐渐减速，
熄 火停靠 在 道 路左侧
或广场上。从车里出来
避难时不要锁门，应将
车钥匙留在车内。

驾驶中

寝室 浴室、厕所

在超市或便利店时应
用购物篮保护头部，并
远离玻璃窗和货架，尽
量靠近柱子或墙边。
室内人较多时不要急
着跑向出口。

在公寓等多户住宅中，
避难时切勿使用电梯。

商业设施 多户住宅

在高层大厦中，楼层越
高震感越强烈。应该远
离玻璃窗和灯具等容
易坠落的物品。
避难时切勿使用自动
扶梯、电梯。

按下所有按键，在电梯
停下的楼层离开电梯。
一旦受困，按下紧急按
键或拨打紧急电话求
助。

大厦 电梯

｜ 在室内时 ｜ ｜ 在室外时 ｜

客 厅

钻到结实的桌子底下，
抓紧桌脚，保护好头部，
等到地震结束。
也可以使用座垫等来保
护头部。 

远离餐具柜和冰箱。用
火情况应等地震结束
后再检查。一旦起火，
使用灭火器灭火。
若火势蔓延至屋顶，应
马上逃生。

钻到寝具下或床底，确
保人身安全。床头应常
备手电筒、拖鞋、头盔、
哨子等应急用品。

浴室里容易受伤，而厕
所则容易被困，一旦感
受到震动应该马上转
移到安全的地方。

厨 房 路 上

小心建筑物的墙壁、招牌、碎裂
的玻璃等坠落，用提包保护头
部，并移动到空地公园等处避
难。若附近有稳固的建筑，也可
以进去避难。远离自动售货机、
围墙、电线杆，同时要注意断裂
下垂的电线。

尽量远离有落石、
山体塌方和滑坡危
险的地方。

山 地

列车、公交车

用 提 包 保 护 头 部，
抓 紧 扶 手 和吊 环。
务必 听从驾驶 员等
工作人员的指示行
动。

不要突然刹车。打开危
险报警灯，逐渐减速，
熄 火停靠 在 道 路左侧
或广场上。从车里出来
避难时不要锁门，应将
车钥匙留在车内。

驾驶中

寝室 浴室、厕所

在超市或便利店时应
用购物篮保护头部，并
远离玻璃窗和货架，尽
量靠近柱子或墙边。
室内人较多时不要急
着跑向出口。

在公寓等多户住宅中，
避难时切勿使用电梯。

商业设施 多户住宅

在高层大厦中，楼层越
高震感越强烈。应该远
离玻璃窗和灯具等容
易坠落的物品。
避难时切勿使用自动
扶梯、电梯。

按下所有按键，在电梯
停下的楼层离开电梯。
一旦受困，按下紧急按
键或拨打紧急电话求
助。

大厦 电梯

| 在室外时 |

| 交通工具 |

不论是 LP 燃气还是都市燃气，仪表里都装有微机控制系统，当发
生震度 5 以上的地震时，就会自动切断燃气供应。若地震后燃气
可以正常供给，可自行以通过微机控制系统的恢复操作重新启用
燃气。记得提前了解如何进行恢复操作。
平时我们就应该了解清楚家里、单位，上班或上学路上可能遇到
的危险，并尽早准备应对措施。

大地震到来时，不用立刻去关掉煤气炉吗？
为了确保安全，有什么是日常可以做的呢？

确认一下重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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