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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WH/T78《演出安全》拟分成部分出版,各部分将按照舞台系统应用领域划分成安全技术通则和具

体领域的安全规范。目前计划发布如下十个部分:
———第1部分:演出安全技术通则;
———第2部分:舞台机械安全;
———第3部分:舞台灯光安全;
———第4部分:舞台音响安全;
———第5部分:舞台视频安全;
———第6部分:舞美装置安全;
———第7部分:舞台威亚安全;
———第8部分:舞台监督及通讯安全;
———第9部分:舞台幕布安全;
———第10部分:剧场工艺安全。
本部分为 WH/T78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GB/T20002.4—2015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部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剧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8)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本部分参与起草单位:北京工业大学、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闫贤良、李国棋、潘燕、周建辉、陈林、胡晓群、张素贤、祁艳、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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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05年7月7日我国颁布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对演出安全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化要求,并将

演出作为一种文化服务产品,也提出了明确的质量安全要求。然而,我国至今尚没有任何配套的相关标

准。随着我国现代化剧院建设日益增多,舞台系统日益复杂,演出活动日益频繁,演出事故日趋频繁发

生。2016年贵州省某市、北京市某高校等地频繁出现演出事故,在演出业引起不良的社会影响。为了

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提供技术支持,自2005年开始,编制组就一直跟踪调查演出事故及其起因,开
展了长期的安全标准体系研究。演出安全作为演出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保障,为了遏制演出业事故频

发的趋势进一步恶化,特研制本部分。

WH/T78的本部分作为演出安全标准体系的基础标准,对涉及演出安全的术语概念、行业分类、
场所分类、技术分类、风险分类、事故分类、安全分类和演出安全的标准化分类进行了综合性规定,为开

展各类安全标准研制提供基础,同时为建立我国演出安全标准体系框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WH/T78《演出安全》所有标准条款的起草,均以演出过程中国内外事故案例为依据。各编制组调

查分析了演出事故发生的机理,抽样分析了部分国内外演出事故案例,总结了实践经验,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部分。
根据有关安全的法规、规章规定,安全防范主要针对人身、财产、环境或它们集合的安全,国家关于

安全的标准体系颁布了生产安全、职业安全、质量安全、环境安全等。演出作为文化产业的一种类型,对
自然环境的安全影响并不是演出安全的主要内容,因此本部分主要针对人身、财产或它们集合的伤害。
人身安全包括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精神健康;财产安全主要针对舞台系统、剧场设施设备和演出器材

的损害。所以,演出安全按照保护对象不同,划分为生产安全、职业安全、质量安全、公共安全等安全标

准。其中,生产安全主要针对舞台系统、剧场设施设备安全;职业安全主要针对演职人员和专用演出器

材的安全;质量安全主要针对观众或消费者的安全,也包括演出内容质量引发的消费者健康安全。演出

不能正常进行或演出过程出现事故引起演出的质量问题,或者因为重要演员不到场,或因假唱、假演奏

等问题引发的演出事故,都作为演出质量安全事故。
就演出安全的全部内容而言,也包括公共安全。演出场所是公共场所的重要类型,也是公共安全事

故频发的地方,被重视为公共安全保护的重要对象。因为我国对公共安全的标准体系已经建立,本部分

将公共安全的标准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引入,不再单独列出,并仅对相关公共安全作出要求。
本部分从演出场所安全出发,将院团演出质量安全一并纳入“演出安全”标准规范范围,形成整个演

出业全面覆盖的“演出安全”概念,特别强调“演出安全”不仅仅是演出场所演出过程的安全,而是整个演

出行业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涉及的安全要求。本部分围绕演出场所的安全问题,将临时搭建演出场所

的舞台、看台和剧场建设过程的剧场工艺也作为“演出安全”标准规范的一部分,包括了演出场所的各种

类型和演出场所建设涉及的各行各业,形成了完整的演出安全标准体系。演出安全标准体系按照舞台

专业系统划分为舞台机械、舞台灯光、舞台音响、舞台视频、舞美装置、舞台威亚、舞台监督及通讯、舞台

幕布、剧场工艺共九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包括系统和设施设备两部分内容,划分为“系统安全”和“设备安

全”两个类别;就安全的引发因素而言,本部分针对不同的标准化对象,划分为演出安全技术标准、演出

安全管理标准、演出安全工作标准,其中,技术标准针对系统和设备进行要求,管理标准针对组织进行要

求,工作标准针对操作人员进行要求。
本部分研制的主要目的为研制演出安全系列标准提供基础支持,但同时为相关法规的贯彻实施提

供了技术支撑,为我国文化市场安全监管提供了依据。本部分研制,建立了我国演出业安全标准体系,
填补了我国演出行业安全标准的空白。本部分研制为我国演出场所安全标准与亚洲区域标准、国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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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接轨也奠定了基础。
演出安全标准体系对于舞台、看台的临时搭建,装台、拆台,以及演出过程是必不可少的。但演出安

全标准不能替代安全教育、预防措施和安全监管等其他安全工作。
本部分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

(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邮编:100007,电话:010-87930747,Email:juchangbiaoweihui
@163.com),以供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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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安全
第1部分:演出安全技术通则

1 范围

WH/T78的本部分规定了演出安全的分类、演出安全隐患和风险管理及演出安全标准体系和演

出安全标准化管理。
本部分适用于演出安全类标准研制,包括剧院安全等级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AQ/T9006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舞台 stage
适合表演且具备表演必不可少设施设备的空间。

  注:必不可少设施指舞台空间;必不可少设备指基本照明设备、必备悬吊设备等。

3.2
舞台艺术 stageart
剧场艺术 theatreart
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于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

  注:舞台艺术包括戏剧、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皮影、魔术、武术等。现代舞台艺术包括舞台科技秀场

表演。

3.3
演出行业 performanceindustry
演艺行业 performanceartsindustry
从事文艺表演的行业。

  注:演出行业是文化行业的组成部分,包括演出行业社团组织、文艺创作生产机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舞台科技产品制造与服务机构、乐器制造与服务机构、舞美制作与服务机构、艺术人才培

养与服务机构和文艺生产性服务机构等。

3.4
文艺创作生产机构 productionofliteraryandartisticcreation
为满足公众文化生活,从事文艺创作生产和举办现场文艺表演活动的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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