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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海啸该怎么办？
　  发生地震后海啸很快就会到来。在海岸附近时如果感到强烈的地震或长时
间的摇动，无论有无海啸警报，都应该尽早离开那里，到高台等安全的地方避难。

海啸避难的4个要点

　  即使自己家地处安全位置也不能确保总在家中。有时会因工作或购物离开自己家到海岸
附近。因此应该牢记海啸避难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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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相信有关海啸的“传说”

避难时不要使用汽车

比起“远处”更应到“高处”去 

　　过去也常有摇动并不剧烈却引发海啸的情况。在明治

三陆地震（1896年（明治29年））中，沿岸地区的震度仅
3级左右，但却引发了大海啸。在海啸危险地区，即便是小
的摇动，或没有感到摇动时，首先应优先避难。

　  在日本海中部地震（1983年（昭和58年））中，到秋
田县海滨郊游的小学生们被海啸

吞噬。在这次地震发生前一直有

“日本海不会有海啸”的说法，

使得居民对海啸的警惕不足。不

要将生命寄托给毫无根据的说

法，应该时刻留意气象厅的海啸

信息。

　　原则上，应避免使用汽车避难。在北海道西南海岸地

震（1993年（平成5年））中，奥尻岛的很多人驾车避难，
狭窄的道路拥堵不堪，导

致海啸夺去了很多人的生

命。

　　当已经开始浸水等时，就可能已无法按自己的想法去

避难。此时，更应逃往高处而不是远处，比如躲进附近的

高楼中。但应该前往3层以上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3层以
上的地方避难。如果有海啸避难大楼，应到那里去避难。

1 不要擅自以地震摇动的程度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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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作为海啸・洪水避难对

策，吹田市指定了“海啸・洪

水避难大厦”。

海啸・洪水

避难大厦

津波・洪水避難ビル（海啸・洪水避难大厦）

公共施設（公共设施） 民間施設（民间设施）

吹田第一小学校 第三中学校
吹田第ニ小学校 第五中学校
吹田第三小学校 第六中学校
吹田東小学校 豊津中学校
吹田南小学校 豊津西中学校
吹田第六小学校 内本町コミュニティセンター
豊津第一小学校 勤労者会館
豊津第ニ小学校 文化会館（メイシアター）
江坂大池小学校

※关于公共设施及民间设施的地点，请参照防灾地图（p.31~）

ダスキンピア
ダスキン大阪中央工場
ダスキンスクール
NESCO総合ビル
ビケンテクノ本社ビル
向洋電機（株）
アドリーム江坂
リーサイド豊津
トップ産業ビル
寿町藤原ビルビル
江坂スクエアビル
シティハウス吹田穂波公園
GLA近畿会館
GLA近畿会館別館
明治東洋医学院専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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