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都北区国民保护计划的主要变更事项
　●伴随国家制定的「国民保护相关基本指示」及「东京都国民保护计划」的变更事项等进
　　行更改
　　○追加新式的作为传达报警手段的全国瞬时报警系统（J-ALERT）及紧急信息热线网
　　　路系统（Em-Net）。
　　○追加总务省(消防厅)对安全与否的收集、提供而进行运营使用的安全与否的信息系统。
　　○追加出席国家现地对应策略部长召开的武力攻击事态等合同对策协议会。
　　○伴随着相关法令的更改等进行修改
　●伴随区政府组织的变更进行修改及记载的修改
　　○在开设、运营避难场所时、要明确记述针对从女性、需要照顾者的角度进行运营的有
　　　关说明。
　　○伴随区政府的组织变更进行整理(「国民保护对策总部」的部署名称、分管事务的修
　　　正等)
　●伴随统计数值的修改等·统计资料的现时修改等进行数值的更改。

　北区于2007年2月、根据「国民保护法」第35条制定的在发生武

力攻击事态等情况时为保护国民的措施相关法律、制定了「东京都北

区国民保护计划」。

　此次、伴随2015年3月东京都国民保护计划的更改、东京都北区

国民保护计划也进行重新审核、于2017年2月修改了计划内容。

（ 2 0 1 7 年 2月更改）



　今后、为推进北区国民保护计划、通过完善对应说明书等、反复实施实际训练等方法、适应紧急事态、

达到有备无患。

传染病法
新型流行感冒特殊措施法等



　　为了把武力攻击所造成的灾害降低到最小限度、为了在事态发生时有必要采取恰当的行动、努力

活用登载有与国民保护法相关的信息、以及应采取的行动的相关小册子等，进行宣传达到广泛普及。







税租等的减免

生活相关联等设施

确保与生活相关联等的设施安全

为了维护避难居民的健康状态，在避难场所等、开展健康咨询、

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等活动。



对区民的号召

发现有恐怖活动等的征兆时及发现有可疑物品时的报警方法等、努力达到区民皆知。

最优先的复兴工作是、力图防止受灾扩大及确保受灾者的生活。



需要照顾者

生活相关联等设施

是指灾害前的准备、灾害发生时的避难活动、灾害后的生活等在各个时期的需要特殊照

顾者。具体定义为高龄老年人、残障者、疑难杂症患者、婴幼儿、孕妇、外国人等。

【安否信息系统】是指被规定在国民保护法里的安全与否的信息收集・提供等事务工作能有效地进行运作

的系统。系统的主要功能分4个、「输入」「整理」「报告」以及「提供」。

【J-ALEAT】此体制是指有关弹道导弹信息、海啸信息、紧急地震速报等、无法有充分时间应对紧急

事态的信息、将利用人造卫星由国家部门(由内阁官房、气象厅通过消防厅)进行播放传

达，通过设置在市区街村的同时发报防灾行政无限系统会自动发起警报，实现由国家向

所有居民瞬间传达紧急信息的体制。

【Em-Net】此系统是指为迅速地将紧急信息从官邸传达到有关机关部门的同时播放系统。

发放信息部门将通过报警装置等唤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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