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語 

广域避难场所・避难广场・避难所・自主避难所・临时住宿设施・紧急医疗救护所 

 

◆广域避难场所 （6 处） 

广域避难场所，是指具有必要面积的大型公园、绿地等。用于保护避难者生命免受大规模灾害发生时，引

起的火灾蔓延及其他危险。 ※洪水时所有广域避难场所全部不能使用。 

 

1 东京大学大学院农学生命科学研究科附属生态和谐农学机构 绿町一丁目 1 番 1 号 

2 东京大学大学院农业生命科学研究科附属田无试验林 绿町一丁目 1 番 8 号 

3 西东京休闲森林公园 绿町三丁目 2 番 

4 都立小金井公园 向台町六丁目 4 番 

5 文理台公园 东町一丁目 4 番 

6 都立东伏见公园 东伏见一丁目 

 

◆ 避难广场（43 处） 

避难广场，是指可以确保聚集人员安全的学校操场等场地。是前往广域避难场所避难之前，附近的避难者

临时集合了解情况，或者暂时形成的避难者集体避难的地方。标有△的设施在洪水期间不能使用。 

◆避难所（32 处） 

避难所，是指市立学校等建筑物，用于临时收容和保护因地震导致房屋倒塌或烧毁而受灾或有可能受到灾

害的人。 标有△的设施在洪水期间不能使用。 

 

 设施名 地址 避难广场 避难所 

1 田无小学 田无町四丁目 5 番 21 号 ○ ○ 
2 柳泽小学 南町二丁目 12 番 37 号 ○ ○ 
3 田无第一中学 南町六丁目 9 番 37 号 ○ ○ 
4 田无第三中学 西原町三丁目 4 番 1 号 ○ ○ 
5 西原自然公园 西原町四丁目 5 番 △  
6 日本文华学园 西原町四丁目 5 番 85 号 △ △ 
7 谷户小学 绿町三丁目 1 番 1 号 ○ ○ 
8 谷户第二小学 谷戸町一丁目17番27号 ○ ○ 
9 谷户 seseragi 公园 谷戸町一丁目 22 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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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谷户银杏公园 谷戸町二丁目 12 番 △  
11 田无第二中学 北原町二丁目 9 番 1 号 ○ ○ 
12 都立田无工业高中 向台町一丁目 9 番 1 号 ○ ○ 
13 向台小学 向台町二丁目 1 番 1 号 ○ ○ 
14 向台公园 向台町二丁目 5 番 △  
15 田无第四中学 向台町二丁目 14 番 9 号 ○ ○ 
16 向台调节池 向台町五丁目 4 番 △  
17 都立田无高中 向台町五丁目 4 番 34 号 ○ ○ 
18 上向台小学 向台町六丁目 7 番 28 号 ○ ○ 
19 芝久保调节池 芝久保町一丁目 18 番 △  
20 芝久保小学 芝久保町三丁目 7番 1号 ○ ○ 
21 Keyaki 小学 芝久保町五丁目 7番 1号 △ △ 
22 武藏野大学 新町一丁目 1 番 20 号 △ △ 
23 岩仓高中综合运动场 新町二丁目 3 番 27 号 △  
24 柳泽中学 柳泽三丁目 8 番 22 号 ○ ○ 
25 保谷第二小学 柳泽四丁目 2 番 11 号 ○ ○ 
26 MUFG PARK 柳泽四丁目 4 番 40 号 △  
27 早稲田大学东伏见校区东伏

见综合广场 

东伏见二丁目 7 番 △  

28 东伏见小学 东伏见六丁目 1 番 28 号 △ △ 
29 保谷小学 保谷町一丁目 3 番 35 号 ○ ○ 
30 本町小学  保谷町一丁目14番23号 ○ ○ 
31 保谷中学 保谷町一丁目 17 番 4 号 ○ ○ 
32 碧山小学 中町五丁目 11 番 4 号 △ △ 
33 明保中学   东町一丁目 1 番 24 号 ○ ○ 
34 东小学 东町六丁目 2 番 33 号 ○ ○ 
35 云雀丘中学 云雀丘三丁目 2 番 42 号 ○ ○ 
36 住吉小学 住吉町五丁目 2 番 1 号 ○ ○ 
37 都立保谷高中 住吉町五丁目 8 番 23 号 △ △ 
38 中原小学 云雀丘二丁目 6 番 25 号 ○ ○ 
39 云雀丘综合运动场 云雀丘三丁目 1 番 △  
40 荣小学 荣町二丁目 10 番 9 号 ○ ○ 
41 青岚中学 北町二丁目 13 番 17 号 ○ ○ 
42 保谷第一小学 下保谷一丁目 4 番 4 号 ○ ○ 
43 泉小 wakuwaku 公园 泉町三丁目 6 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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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避难所（7 处） 

自主避难所是指，给因预计将有大型台风临近或受长时间持续的风雨影响等而感到在家中不安全，又无

法到亲戚・熟人家中避难的人开设的临时设施。基本上不发放食品等生活物资。 

在风灾和水灾时，原则上从自主避难所开始设立。 如果降雨情况或河流泛滥・浸水的危险性增高的情况，

一部分作为避难所继续开放。 此外，台风来临时并不是必须开放。 

 

1 谷戸小学 绿町三丁目 1 番 1 号  

2 向台小学 向台町二丁目 1 番 1 号  

3 芝久保小学 芝久保町三丁目 7番 1号  

4 柳泽中学 柳泽三丁目 8 番 22 号  

5 保谷小学 保谷町一丁目 3 番 35 号  

6 保谷第一小学 下保谷一丁目 4 番 4 号  

7 环保广场西东京 泉町三丁目 12 番 35 号 仅限宠物同行的避难者 

 

◆临时住宿设施 （8 处） 

临时住宿设施，是指公民馆、图书馆等，用于临时安置外出者当中不隶属于企业或学校等无处可去难以

回家人员。 

 

1 call 田无 田无町三丁目 7 番 2 号 

2 南町体育・文化交流中心「Kirato」 南町五丁目 6 番 5 号 

3 谷戸公民馆・图书馆 谷戸町一丁目 17 番 2 号 

4 芝久保公民馆・图书馆 芝久保町五丁目 4 番 48 号 

5 柳泽公民馆・图书馆 柳泽一丁目 15 番 1 号 

6 保谷站前公民馆・图书馆 东町三丁目 14 番 30 号 Sutea5 楼 

7 云雀丘公民馆 云雀丘二丁目 3 番 4 号 

8 云雀丘图书馆 云雀丘一丁目 2 番 1 号 

 

◆紧急医疗救护所 

在大规模灾害时的超急性期，伤员会大量涌入灾害现场附近的医疗机构，因此市将在灾害据点医院等附

近的避难所建立紧急医疗救助所，紧急医疗急救所，旨在将初期医疗救护所活动的混乱减少到最低。 

此外，作为急性期以后巡回治疗的实施场所，避难所内设立避难所医疗救护所。 是否开设紧急医疗救护所

等，在哪个避难所（市内 6 处）开设等，市灾害对策本部视地区受灾情况、伤员发生状况、医生和护士等

医疗组状况作出决定。 如果开设紧急医疗救护所等，将通过防灾行政广播、西东京市安全・安心电子邮件、

宣传车等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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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医疗救护所・避难所医疗救护所的内容等 

类别 紧急医疗救护所 避难所医疗救护所 

内容 灾害发生后，市政府迅速地在灾害据点医院附

近等设立的医疗救护所。 

一般急性期之后市政府在避难所设立的医疗救

护所 

目的 灾后第一时间，需要对大量伤病患者优先救

治，因此要进行院前分诊，保证灾害据点医院

等对中度患者等的医疗功能。 

地区医疗恢复之前必须确保医疗功能，因避难生

活长期化所以要对受灾地区进行健康管理。 

功能 分诊，对轻症患者（包括慢性病）的治疗 避难医疗救助所可进行巡回医疗、伤病员治疗、

避难者健康咨询等。 

期间 原则上开设至超急性期（要根据附近医院等情

况判断是否关闭） 

原则上，从急性期到慢性期都要开设（根据地区

的医疗功能和避难所的情况判断是否关闭） 

紧急医疗救助所进行的医疗服务与普通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不同，设备和医疗物资并不十分充足。 因

此，主要进行分诊（*）和对轻伤者救治，重伤者和中度患者将送往指定的灾害医疗机构。 

所谓分诊是指…多人同时受伤的情况下为了尽可能更多地挽救生命，将治疗的必要性・紧急性高的和不急

需治疗的人进行分组，并决定治疗或送往更高级医疗机构的优先顺序。 

 

◆紧急医疗救护避难所・ 避难所医疗救护所的避难所 

 设施名 地址 医院 

1 田无小学 田无町四丁目 5 番 21 号 佐々综合医院 

2 田无第一中学 南町六丁目 9 番 37 号 西东京中央综合医院 

3 谷户小学 绿町三丁目 1 番 1 号 田无医院 

4 田无第四中学 向台町二丁目 14 番 9 号 武藏野德洲会医院 

5 保谷中学 保谷町一丁目 17 番 4 号  

6 保谷第一小学 下保谷一丁目 4 番 4 号 保谷厚生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