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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方向时要使用具体明确的语言。「那边」

「这边」之类的词尽量不要用，使用譬如“向

左走 10 步”“10 点钟方向”等更为具体的

表达方式。不要仅仅说“有台阶”，而要多

使用“现在开始要上台阶了”这样更为具

体的表达。动作结束之后，也要说出来。

●  半路分开时，一定要找好下一个能够提供

帮助的人，将引导进行下去。

●  导盲犬不是狗，而是视障人士的“眼睛”。

受过严格的训练，管教严格

●  套着挽具（白色线束）的时候说明正在工

作中。请不要冲着导盲犬喊叫或抚摸它。

也绝不要给它食物。

●  引导时，请站在导盲犬使用者的右侧，使用

你的左臂来引导他。或者走在后面，通过话

语来引导也可以。

遇到带着导盲犬的人

需要救护的人

本地域内的人

灾害时需要救护者的预备及支援

做好防震准备3

█▌何谓“灾害时需要救护者”……

█▌ 请注意以下几点

█▌ 日常的准备

　灾害发生时，无法采取适当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特别是卧床不起的老人、残疾人、病人、婴幼儿、

以及不太懂日语的外国人等。灾难发生时，为了保护好这些需要救护者，除了需要其本人及家

人的合作，同区域内人们的帮助也必不可少。对于需要救护的人，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帮助

方法，首先要跟他说话，确认他到底需要什么。

　另外，需要救护者及其家属平日里也要做好防灾准备，尽量多参加防灾训练，扩大所在区域

内的合作范围。

●  地震发生后，高空坠物及玻璃碎片会散落

到各处，周围的人要帮忙确认安全。平时

就要准备好厚底的拖鞋或比较容易穿上的

鞋子。

●  只要一发现火情，就大喊“起火啦！”寻

求周围人的帮助。

●  多跟视障的人说话，帮忙其确认周围的情

况。

●  在外面的时候，大声说话向身边的人打听

一下周围的情况。或者，请他们将你引导

至安全的地方。

●  引导的时候，要站在导盲犬或手杖的另一

侧，握着他们的手腕，走在大约半步之前。

请转告视障人士

地域内的合作与交流

拖鞋或鞋
子

着火啦！

左前方10米

现在要上台阶了。
请抓好扶手。

过了人行道了。
向前一步就是车道了。

拖鞋或鞋
子

着火啦！

左前方10米

现在要上台阶了。
请抓好扶手。

过了人行道了。
向前一步就是车道了。

拖鞋或鞋
子

着火啦！

左前方10米

现在要上台阶了。
请抓好扶手。

过了人行道了。
向前一步就是车道了。

帮忙的人

拖鞋或鞋
子

着火啦！

左前方10米

现在要上台阶了。
请抓好扶手。

过了人行道了。
向前一步就是车道了。

起火了。
我们一起避难吧！

平日里尽量多创造与本区域内人员交流的机会，让他们理解你所需要

的援助。

会有一些人，他们从外面上看出来是残障人士，或者不能理解紧急事

态因陷入慌乱。多理解不同的残障疾病，平日里也请多关心残障人士，

并给予他们帮助。

拖鞋或鞋
子

着火啦！

左前方10米

现在要上台阶了。
请抓好扶手。

过了人行道了。
向前一步就是车道了。

拖鞋或鞋
子

着火啦！

左前方10米

现在要上台阶了。
请抓好扶手。

过了人行道了。
向前一步就是车道了。

拖鞋或鞋
子

着火啦！

左前方10米

现在要上台阶了。
请抓好扶手。

过了人行道了。
向前一步就是车道了。

拖鞋或鞋
子

着火啦！

左前方10米

现在要上台阶了。
请抓好扶手。

过了人行道了。
向前一步就是车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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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轮椅停在远离家具的地方，避免受到着落物体的伤害。

●  感觉一个人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告诉他本人，不要客气向周围的人请求帮助吧。

●  台阶的话，至少需要 3个人合作，一起抬上去。

上的时候轮椅朝前，下的时候轮椅朝后。

① 刹住刹车。

②  3 名看护人员如右图将轮椅围起来。

③ 所有人按右图所示紧紧握住轮椅。

④ 抬住轮椅，一步一步，慢慢前进。

●  上台阶的时候，首先要告诉他

本人，然后将轮椅向前推，同

时抬起脚轮。

●  下台阶时，首先要告诉他本人，

然后将轮椅向后压，让大车轮

先着地。

帮助推轮椅的人

①抬起脚轮。 ②将脚轮放在台阶上，
　抬起后轮。

①压下后轮。 ②抬起脚轮，向后拉，
　再压下脚轮。

防灾卡

使用轮椅的人 失聪者

帮助有语言障碍的人

●  通过手语或者笔谈向附近的人打听信息。

　 平时要随身携带纸和笔。

　 携带防灾卡片（帮助卡片）或哨子也会很有

帮助。

●  一边重复对话的话一边来听。

●  如果，听起来有困难的话，那么打断对方以后，通过

笔谈的方式等与对方进行沟通。

●  因为听不到避难通知，所以对情况的掌握

会比较慢。通过笔谈，手势或者是手语还

传达信息吧。

●  如果拜托你帮忙打电话，就尽力帮慢吧。

●  正面面对失聪的人，张大嘴巴，清楚的说

话的话，也许会有人懂得你想要表达的内

容。

帮忙的人

我是○○○○。
我有听力障碍。
请告诉我现在的情况。
现在怎么办才好，到哪里避难比较好，
请写给我。

有病在身的患者、

正在使用人工呼吸机的人

帮助有智力障碍的人 有精神障碍的人以及帮忙他们的人

●  也许去不了正在就诊的医院。提前跟主治

医生确认好，不能前往医院时的应对措施。

●  发生地震后，在不能同经常就诊的医院取

得联系的情况下，如果有紧急状况发生，

请尽早与周围的人或者是防灾相关机构联

系。

●  为迷路时做准备，请随身携带“防灾卡片（帮

助卡片）”。

●  避难时，考虑到语言较为难理解的情况，

通过拉手等动作来引导吧。轻声说话，让

他们安静下来。

●  不要忘记服用每天服用的药物。本人或家

属需知道药品的名称。

●  保持与主治医生的联系。如果不能取得联

系，就尽早与周围的人或者防灾相关机构

联系。

●  家属，务必同时参与到与医生的讨论之中，

熟悉了解必要的措置以及相关的知识。

●  他人很难从外表了解到患者的病情，但是

受到委托的时候，请尽量帮忙联系家属或

者医院。

帮忙的人

防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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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部分人需要外部的帮助，包括，被认定需要看护的人、残疾人、灾害发生时无法保证自

身安全的人等等。

○  区政府除了预先制定了需看护老年人、残疾人等需要救助的人员名单以外，还与区域内的居

民、区职员、护理・福祉从业人员等合作，不断推进安全确认・避难支援等体系的建立。

○  在避难所内，会格外照顾老人・残疾人・孕妇等需要照顾的人。

○  地域避难所内确保有给需要照顾的人所使用的房间或区域。

○  使用住宅中心等候补避难所时，需要照顾的人有优先使用权。

○  发放粮食时，也会要先考虑老人 •残疾人 •孕妇等需要照顾的人。

避难所内的支援

灾难发生时的支援

○  地震发生后，需要护理的人或者残疾人可能无法如平日一样接受一直以来的看护服务，生活

会变得很困难。

○  在区里，区职员等会在灾害发生时组成看护者支援小组，在区内的避难所和社区巡回，确认

需要护理的老人和残疾人的情况，并且进行必要的支援上的安排。

○  另外，在自家或地域避难所 • 候补避难所内生活比较困难的老人 • 参加人等，可以调整至福

祉避难所生活。

针对需要看护的人员的支援

孕妇及幼儿

老人和帮助他们的人

帮助不懂日语的外国人

●  确保有人引导避难。

●  准备好奶粉、奶瓶和尿布。

●  在“防灾卡片（帮助卡片）”上记录好常用药的名字，并随身携带。

●  卧床不起的患者，需要得到邻里间的帮助。做好避难准备，记住担架的制作方法。

●  避难所在哪里，怎么到达那里，请事先确认好。

●  如果周围有这样的人，请帮忙向他们传达信息。

　 另外，有地域防灾训练的时候，请尽量让他们参加。

防灾卡

防灾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