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防灾

建设发生灾害时关怀需援助者的城市
　  在灾害突然降临时，容易遭受巨大灾害的是老人、儿童、残疾人、受伤者、外国人等需要某些援助的人（灾
害时需援助者）。吹田市为了帮助这些人，正在推进建立地区合作支援的共助体系。为了在地震及火灾中保护

这些灾害时需援助者，地区的人们一起协助共同提供支援吧。

注意：在使用前应对担架实施检查。

●抱起搬运

●多个人徒手搬运

　  一个人从背后抱起受伤者，另
一个人将受伤者的双腿交叉，同

时抬起后脚一侧朝前搬运。

　  将手插在身下，尽量水
平抱起

●简便担架的制作方法

●使用毛毯和棍棒

●使用上衣和棍棒

站在灾害时需援助者的立场，实施防灾
环境检查

正是在遇到困难时才更应该热情对待

避难时仔细引导

平时就积极开展交流

　　检查有无乱停放的自行车等障碍物，

确认是否为聋哑人、盲人及外国人建立了

警报或避难的传递方法等，完善对应灾害

时需援助者的环境。

　  正是紧急时，才更应当站在处于不安
境况下人们的立场，做好支援的思想准备。

热心地对待遭遇困难的人或灾害时需援助

者。

　  由多位居民为1名灾害时需援助者提
供支援等，应提前确定地区的具体救援体

制。邻里间应相互援助避难。

　　为了灾害时顺利开展支援活动，平时

就积极与灾害时需援助者开展交流非常重

要。

●老人和受伤者 ●外国人

●聋哑人

●乘坐轮椅的人

●盲人

●由多个人对应。

●紧急时背着避难

●用肢体语言或手势沟通，

不令其处于孤立境地。

●张大嘴发音，清晰说话。

●通过肢体语言或写字等

正确传递信息。

●在台阶处应由2个人以上提
供援助。上台阶时朝前，下

台阶时朝后搬运。

●救援者只有1个人时利用背
带，背着避难。

引导时的要点

受伤者的搬运方法、注意点

●轻轻扶着持拐杖手相反一侧的胳膊，或者让其扶着自己的

手臂或肩膀领先半步慢慢前行。

●一边说明台阶等障碍物，一边前行。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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