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避難
　　平成 �� 年（���� 年）� 月 �� 日（本震的次日）為避難所

數量及避難人數的高峰，避難所設置處所有 ��� 處，避難人

數超過 �� 萬名等，災害發生當時，熊本縣民有 � 成以上的民

眾前去避難（不含避難所以外的避難民眾）。之後，提供環境

較好的居所及為了生活重建而設立臨時住宅、自宅修復等，

隨著人數漸漸減少，在平成 �� 年（���� 年）�� 月 �� 日撤除

了縣內所有的避難所。

初步應變
　　縣廳在平成 �� 年（���� 年）� 月 �� 日晚間 � 點 �� 分，

熊本地震前震發生的同時，就設置了縣災害應變本部，同時

進行資訊收集及申請自衛隊等各機關的支援、活動調整等。

醫療救護
　　平成 �� 年（���� 年）� 月 �� 日的前震後，熊本縣災

害應變本部內設置了縣醫療救護應變室與縣 DMAT 調整

本部，於 � 月 �� 日起到 �� 日，DMAT（災害派遣醫療團

隊）��� 團隊，將 �,��� 名住院患者搬離有倒塌疑慮的醫

院，及支援受災地區的診療等。DMAT 活動結束後，日

本紅十字會救護班等持續進行醫療救護活動。

救出、救助活動
　　警察、消防、自衛隊、緊急消防救援隊、

海上保安廳等各機關徹夜的活動，從孤立的村

落及倒 塌 的房屋中救出人 員等，共計救 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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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的救出、救助實績狀況
機　關　名

消防：緊急消防救援隊（陸上）

消防：緊急消防救援隊（航空）

�� 人
�� 人

消防：縣內消防本部

警察

海上保安廳

自衛隊

��� 人
��� 人

� 人
�,��� 人

人    數

避 難
［未滿 � 天］

��.�%

避 難
［� 天～未滿 � 週］

��.�%
避 難

［� 週～未滿 � 個月］

��.�%

沒去避難
（覺得自家很安全，因此

沒有前去避難的需要）

無法前去避難

��.�%

避 難
［� 個月以上］

�.�%

未 回 答
�.�%

救出、救助合計人數

益城町役場中，縣內首次因自然災害投入 DMAT
（來源：熊本日日新聞社）

益城町內的搜索、救助活動的模樣
（熊本災害數位資料庫／來源：宮崎市消防局）

排隊等待供水的避難民眾
（熊本災害數位資料庫／來源：菊陽町）

避難狀況

來自平成 �� 年（���� 年）熊本地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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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縣的避難人數及避難所數量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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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戶的支援
　　短期間發生了�次震度�級的地震，造成多數的房屋倒塌等，

許多居民被迫前往避難所避難。加上頻發的餘震警戒等，許多

指定避難所之外的避難及車中避難，造成市町村難以掌握避難

者的實況。

避難所內的對應
　　為 確保 避 難民眾的 個人隱私，進行設 置隔 牆及

瓦楞紙箱床，以及性侵害防止對策等避難所的環境改

善。再 者，掌握 避 難 所的餐 點供 應 狀 況，提 供 營養

補助食品等來改善受災者的營養狀況。

避難所外避難者的對應
　　震度高達 � 級的強烈前震、本震及之後的餘震持

續發生，許多縣民到自己認為最安全的地方採取避難

行動。結果，有相當多的人選擇在避難所以外，包括

車宿或在屋簷下避 難。因此，透 過保健師等的巡視，

確認大家平安與否及教導預防經濟艙症候群等活動。

物資支援
　　中央在縣廳的要求之前，就將認為有必要的物資送往受災地

區的「PUSH 行支援（主動型支援）」活動，在本震當天就啟動，�

月 �� 日後，轉換成 PULL 型（被動型），到 � 月 � 日為止，共進行

了 ��� 萬份的飲食、�� 萬瓶水等的支援。在縣廳，因為物資集散

據點的熊本大展覽館受災的緣故，在得到縣外的民間倉庫及縣倉

庫協會的協助，確保了縣內民間倉庫的使用。

民間團體及志工
　　確立由縣廳，加上縣社會福祉協議會、JVOAD（全國災害

志工支援團體網）� 方的合作體制，以「火之國會議」之名，定

期進行受災地區的課題共享及團體間的調整等。各志工協助避

難所的營運及受災住宅中將災害廢棄物搬出等作業。

災害廢棄物的處理等
　　雖然有超過 ���,��� 棟受災住宅，加上約

��� 萬噸的災害廢棄物，但是熊本縣內 �� 勝一

般 廢 棄 物處 理 設 施，中有 �� 設 施 受 到災害，

因此進行了縣內外設施的勝大範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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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時的避難人數

設有隔牆的御船町避難所
（熊本災害數位資料庫／來源：御船町）

西原村的車宿避難模樣
（熊本災害數位資料庫／來源：西原村）

西原村的志工活動模樣
（熊本災害數位資料庫／來源：西原村）

自衛隊運送物資的模樣
（熊本災害數位資料庫／來源：防衛省）

受災的益城町的熊本大展覽館

避難人數

避難所數量

堆滿災害廢棄物的益城町災害廢棄物臨時放置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