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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满足各种类型的电视节目场景制作需求，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电视演播室内，服务于场景体现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悬吊设备、台类设备、观

众席、通道、格栅层等）的设计；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应执行本标准。 

1.0.3  本标准规定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技术和安全要求，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应与

相关专业协调配合完成，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适用、操作简单、维护方便、节能环保。 

1.0.4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演播室  studio 

录制电视节目的专门场所。一般为具有专业的视音频、电力、灯光、场景搭建等设备设施及系

统，并经声学及吸光等专门处理的建筑空间。 

2.0.2  场景  scene 

电视演播室制作场景，根据电视节目制作需要，在演播室摄录区域搭建的物质实体设施和空间

环境结构。一般情况一个（套）场景仅对应其特定的节目。 

2.0.3  景物/景具  scenery 

组成场景实体部分或单元的通称。 

2.0.4  场景设计  scene design  

为电视节目制作所需的特定空间环境或摄录背景而做的设计。运用物质化的造型形式和手段完

成审美的传达体现，表达节目的主旨精神；完成摄录空间确立，提供人物活动基础和支点，规划运

动路径，组织场面调度等功能任务。 

2.0.5  钢丝绳安全系数  safety factor of steel wire rope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计算时，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与其承受最大静载荷的比值。 

2.0.6  设备  equipments 

主要包括悬吊设备、台类设备等。 

2.0.7  悬吊设备  rigging equipment 

设置在演播室上空，用以吊挂各种景具的机械设备。 

2.0.8  台类设备  platform equipments 

设置在演播室用于承运各种景物装置或演员的平台类机械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升降台、旋转台、

平移车台以及它们的复合结构台等。 

2.0.9  永久载荷  permanent load 

其值不随时间变化，或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或其变化是单调的并能趋于限值的

载荷。  

http://www.baidu.com/link?url=Hkgw1cfsX215KWIoCFnGbOQa4RymCIxRDGFfl1pvbftOgX7e4l9dtcc258y250Baa-d6wc4zqgv3rEQ8tzkYeRBhK64R8QktL2ISiUkjT0G9rNTjV6vBwx3NfVYYHw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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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可变载荷  variable load 

在场景使用期间，其值随时间变化，且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不可忽略不计的载荷。 

2.0.11  额定载荷  rated load 

设计规定的，场景设备运动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外载荷。 

2.0.12  静态载荷  static load 

设计规定的，场景设备静止状态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外载荷。 

2.0.13  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  studio scene facility design 

演播室内服务于场景的通用、常规设施的布置、使用功能及技术性能等设计。 

2.0.14  观众席  auditorium 

演播室中供现场观众使用的座椅。 

3  基本规定 

3.1  场景设施设计 

3.1.1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包括设备、配电、控制系统、声学及其他设施的设计。 

3.1.2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输出应包括设计说明书、计算书、整体布置图、电气系统图等

技术资料，设计输出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要求。 

3.1.3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时，应准确分析各种载荷，保证设计与计算结果正确、可靠。除考

虑永久载荷、可变载荷外，根据使用工况还应考虑惯性力及冲击载荷等。 

3.1.4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应根据具体结构作相应计算,如强度计算、刚度计算、稳定性计算、

抗倾覆计算、防侧滑计算等。 

3.1.5  钢丝绳安全系数应满足本标准第 4章的相关要求。 

3.1.6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应经过风险评估，在风险评估基础上确定设计应采用的安全措施。

风险评估应按《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1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GB/T15706.1 和《机械

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2部分：技术原则》GB∕T15706.2的规定进行。 

3.1.7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选用的材料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载荷特征、结构形式、应力状态、连

接方式、工作环境和防火性能等综合考虑。 

3.1.8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应与建筑结构设计相匹配，在建筑结构允许下满足各项功能指标，

必要时需对建筑结构承载能力进行复核。 

3.2  安全规定 

3.2.1  悬吊或放置的景具在运动及静止时都应有安全保险措施，避免坠落、碰撞、倾覆、塌陷。 

3.2.2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中机械设备运动时有可能造成挤压、剪切、碰撞等危险部位应采取相应

的安全措施。 

3.2.3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中电力驱动的机械设备，在其运动范围内有可能相互干涉或有运行顺序

要求的应有安全联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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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中的设备及其防护装置的设计应符合《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1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GB/T15706.1、《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2部分：技术原

则》GB∕T15706.2和《机械安全 避免人体各部位挤压的最小间距》GB12265.3的相关要求。 

3.2.5  电视演播室场景的危险区域应设置危险警示及危险标志，且应符合《机械电气安全指示、

标志和操作 第 1部分：关于视觉、听觉和触觉信号的要求》GB18209.1的要求。 

4  设备 

4.1  通用要求 

4.1.1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备的电力驱动系统宜有手动（或电动）备用驱动；在备用驱动连接处，

应标明与设备运动方向一致的指示箭头，并注明运动方向。 

4.1.2  现场紧急停止按钮处应设置明显的标识。 

4.1.3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备应在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的载荷标示，标明其不同位置的载荷限定

值。 

4.1.4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备应在设备的明显位置设置永久性的铭牌。 

4.1.5  电视演播室场景中电力驱动设备的调速性能应满足电视场景使用功能和系统稳定性的需

要；当设计额定速度大于 0.1m/s 时，宜采用软启动或调速控制。 

4.1.6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备驱动装置的电机工作制、防护等级以及制动器配置数量、制动力矩和

联锁控制等应符合《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WH/T28的有关规定，对于录制节目中运行的设备，

其电机、制动器等宜选择低噪声产品。 

4.1.7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备配套的机电产品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应有质量证明文件。 

4.2  悬吊设备 

4.2.1  电视演播室的悬吊设备应布局合理、运行平稳、定位准确、工作可靠，满足节目录制需求。 

4.2.2  面积大于 400㎡的演播室，宜配置电动吊杆机，必要时配置单点吊机。演播室的表演区为

矩形场地时，悬吊设备的工艺布置宜为吊杆机与单点吊机结合的矩阵式布置，或纵（横）向滑轨下

的移动吊机（吊杆机）矩阵布置。 

4.2.3  悬吊设备应设置行程限位和极限限位，极限限位应有超程保持措施。 

4.2.4  悬吊设备卷扬机应有防脱绳、防乱绳、防松绳等保护措施。 

4.2.5  悬吊设备应设置过载保护装置或措施。 

4.2.6  悬吊设备的上极限位置距钢结构（设备层）下沿之间应有安全距离。 

4.2.7  多吊点悬吊设备的吊点跨度不宜超过4.2m，承载杆体圆管外径宜为Φ42mm～Φ60mm，壁厚

宜不小于2.5mm。 

4.2.8  悬吊设备的钢丝绳宜选用符合《重要用途钢丝绳》GB/T8918、《起重机用钢丝绳》

GB/T34198或《钢丝绳通用技术条件》GB/T20118的无油镀锌钢丝绳，多吊点悬吊设备钢丝绳应采

用线接触纤维芯钢丝绳，单吊点悬吊设备钢丝绳应采用多层股不旋转钢丝绳，钢丝绳选用时，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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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抗拉强度应不低于 1570Mpa，且不宜高于 1910Mpa，钢丝绳应有试验报告及产品检验合格证书。 

4.2.9  以钢丝绳承载升降，无剪叉式机构的单点吊机，其钢丝绳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12；以钢

丝绳承载升降的双点吊机、吊杆机和有剪叉式机构的单点吊机，其钢丝绳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10；仅用于水平移动设备牵引及吊挂平衡配重的钢丝绳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6。钢丝绳的检验和报

废应按《起重机钢丝绳保养、维护、安装、检验和报废》GB/T5972的规定执行。钢丝绳安全系数

n应按下式计算： 

             n = k × F0
T
≥［𝑛𝑛］                                  （4.2.9） 

式中：F0 —— 钢丝绳破断拉力，N；  

T —— 设计计算的钢丝绳最大拉力，N； 

k —— 载荷不平衡系数，单绳 k=1，多绳 k=0.83； 

［n］—— 许用安全系数； 

n —— 钢丝绳安全系数。 

4.2.10  所有用于悬吊设备钢丝绳的附件，如钢丝绳接头、连接扣环等，应与钢丝绳的规格相匹

配，其安全系数应不小于钢丝绳安全系数的 0.8倍。 

4.2.11  悬吊设备的滑轮组件应符合《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WH/T28的要求。 

4.2.12  悬吊设备的驱动滑轮（曳引轮）应符合《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WH/T28的要求。 

4.2.13  悬吊设备的卷筒组件应符合《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WH/T28的要求。 

4.2.14  手动平衡重吊杆应配备一个锁紧装置，该装置在运行的两个方向上分别至少能承受 2个人

的手操作力（2×280N）。该锁紧装置可作用于操作绳上，操作绳直径应不小于 22mm。 

4.3  台类设备 

4.3.1  演播室台类设备其平台缝隙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升降台之间、升降台与固定地板之间的水平缝隙应不大于 12mm； 

2  车台之间、车台与固定地板之间、转台之间、转台与固定地板之间的水平缝隙应不大于 

14mm。 

4.3.2  演播室台类设备的额定载荷宜不小于 2.0kN/m
2
（辅助升降台除外）；静态载荷宜不小于

4.0kN/m
2
，有较大集中载荷要求的按需要设计。 

4.3.3  演播室台类设备运行速度应与设备运行行程相匹配，有特殊需要时应另行约定。 

4.3.4  台类设备的台面梁刚性设计，应以静态载荷作为设计载荷进行计算，最大允许挠度应不超

过设备台面梁跨度的 1/750。 

4.3.5  台类设备的顶升、牵引、推动、扭转等机构及传动系统应能承受 2倍的该机构（或系统）

计算载荷。采用并联机构设计时，机构的载荷应合理分配，并考虑适当的不平衡系数。 

4.3.6  台类设备需要设置导向机构时，导轨能承受的侧向载荷应不小于静态载荷的 1/20。 

4.3.7  液压系统中长期承受压力的环节不应使用类似扩口式或锥形卡套式管接头和软管。 

4.3.8  台类设备采用卷扬式或曳引式提升或牵引机构时，升降运动设备的钢丝绳安全系数应不小

于 10；仅用于牵引水平运动设备、吊挂平衡配重的钢丝绳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6；钢丝绳应按公式

4.2.9进行计算；钢丝绳附件、滑轮组件、卷筒组件的技术要求按本标准 4.2.10、4.2.11、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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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执行。 

4.3.9  台类设备采用到链条传动时，宜选用《传动用短节距精密滚子链、套筒链、附件和链轮》

GB/T1243或《板式链、连接环和槽轮-尺寸、测量力和抗拉强度》GB/T6074规定的链条。用于升降

牵引和升降驱动的链条，其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10；用于水平牵引和水平驱动的链条，其安全系数

应不小于 6。 

4.3.10  台类设备采用链条水平传动时，在其链条松边宜设置张紧装置。当链传动的中心距不能调

整时，应设置张紧装置。  

4.3.11  台类设备除正常设置行程开关（物理）外，均应设置超程保护装置。超程保护装置应保证

设备在额定载荷、额定速度下安全停止，超程保护装置应有超程保持措施。 

4.3.12  平衡配重上、下行程的确定，应避免平衡配重与挡块的撞击。 

4.3.13  在电力驱动的升降台及其周边设备可能产生剪切的位置应设置防剪切保护装置，对由于相

对运动可能产生的剪切伤害进行防护。防剪切保护装置的缓冲距离应大于设备在额定载荷、额定速

度下触发防剪切保护装置停止设备时的最大运行距离。 

4.3.14  在电力驱动的车台运行方向的前后端面宜设置防挤压保护装置。 

4.3.15  台类设备的锁定装置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由钢丝绳或链条提升的升降台，应在其台板主要工作位置和长期静止位置上设置锁定装置； 

2  车台停放时若存在滑移可能，应设置锁定装置。 

4.3.16  有联锁关系的联锁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设备锁定后，任一锁定设备不能启动运行； 

2 解锁的动作不应导致设备运行。 

4.3.17  通向设备的防护门与设备的运行应联锁，防护门应向安全方向开启。 

4.3.18  在经常需要进入检查的升降台下部，当设备在最低位置时，应有净空高度不小于 0.8m，

面积不小于 0.8m×1.5m的避难空间。特殊条件下可通过活门盖板进入升降台下部检查，但打开盖

板时设备应处于停止状态，且应有防止意外启动的保护措施。 

4.3.19  设备机坑内应设有防水和排水设施，保证机坑内无积水现象。 

5  配电与控制系统 

5.1  基本要求 

5.1.1  电视演播室用于直播时，其场景设施应设置两路供电电源，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应能快

速切换到另一个电源继续供电。 

5.1.2  电视演播室的场景设施供电应根据不同设备系统分别配电，主要包括视频、音频、灯光、景

具、LED 屏幕、机械设备等系统。 

5.1.3  负荷计算（不含 LED 屏）宜采用需要系数法，对于设备台数较少（4台及以下）宜采用单位

面积法。 

5.1.4  电气元件及装置选型应满足使用要求，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配电电缆应采用阻燃型



6 

电缆。 

5.2  配电 

5.2.1  电源线应直接连到电源开关的进线端子上，或为电源线设置独立的接线座。所有引入电源端

子都应做出清晰的标记。外部保护接地端子应使用字母标志 PE来指明，以避免与电气设备和固定装

置间的连接点相混淆。 

5.2.2  每个用电设备的引入电源应装电源切断开关。 

5.2.3  电气柜内（外）元器件安装应符合《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

的要求。 

5.2.4  电气柜内配线应固定安装，引出电气柜外部的电缆配线，宜采用接线端子或连接插头／插座

组合。 

5.2.5  引导电缆进入电气柜的导入装置或通道，连同专用的管接头、密封垫等一起，应确保不降低

防护等级。外部管道连接电气设备，电气柜外部的导线应封闭在适当通道中，如导线管或电缆管道

装置。 

5.2.6  机械移动部件的连接：频繁移动的部件应选用适合于弯曲使用的导线连接。移动电缆的支撑

应使连接点上无机械应力。 

5.2.7  插头／插座组合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插头／插座组合应有适当的尺寸，并应有足够的接触压力和擦拭作用，以确保正常的通电连 

续性； 

2 触头间的电气间隙应适用于所使用的电压，在连接器插入和拔出期间均应保持住； 

3 插头／插座组合的型式应确保无论何时，即使在连接器插入或拔出期间，均要防止与带电部 

分意外接触。 

5.2.8  导线应按照技术文件的要求在每个端部做出标记，并满足以下要求： 

1 保护导线的标识：应依靠形状、位置、标记或颜色使保护导线容易识别。当只采用色标时， 

应在导线全长上采用黄／绿双色组合，保护导线的色标是绝对专用的； 

2 中线的标识：如果电路包含有用颜色识别的中线，其颜色应为浅蓝色。可能混淆的场合，不 

应使用浅蓝色来标记其他导线； 

3 其他导线应使用颜色（导线整体用单色或用单色、多色条纹）、数字、字母、颜色和数字（字 

母）的组合来标识。数字应为阿拉伯数字，字母应为拉丁字母（大写或小写）。 

5.2.9  电气柜内应配有维修用插座，每 3个电气柜（在一处）至少应有一个插座，插座宜采用单相

三极插座（带接地极），AC220V/15A以上。 

5.2.10  演播室内应根据功能需要配置相应数量的供电插座。 

5.2.11  场景设施的控制电路电源应由变压器供电，变压器应有独立的绕组，控制电路应提供过电

流保护。 

5.3  电气设备保护 

5.3.1  过电流保护应符合《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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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5.3.2  电动机的过热保护应符合《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5226.1的要求。 

5.3.3  对电源中断或电压降落随后复原影响的保护应符合《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

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的要求。 

5.3.4  电动机的超速保护应符合《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5226.1的要求。 

5.3.5  附加接地故障／残余电流保护应符合《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

条件》GB/T5226.1的要求。 

5.3.6  相序保护应符合《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的

要求。 

5.3.7  若上述错误触发安全装置使设备运行终止，则必须防止其自动重新启动。 

5.4  控制功能及安全 

5.4.1  控制系统的控制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操作模式宜根据需求设有手动和自动等模式； 

2 采用不同操作设备（如主操作台、移动操作台、便携式操作盘等）的操作应具有排他性； 

3 操作安全管理系统中应有密码管理、操作权限管理、操作记录等功能； 

4 操作台（盘）上设备参数设定及设备动作应与设备实际运行状况一致；当设定参数值超 

出设计参数值时，该参数应设为设备规定的默认值或额定值； 

5 两台以上设备（可以是不同类别的设备）编组运行方式应满足演播要求，其编组模式包括： 

1） 安全编组模式：编组内任一台设备安全装置（如限位开关、极限限位开关、乱绳检测开关、

过载保护开关、防剪切保护开关等）被激活时，整组设备均应停止运行； 

2） 自由编组模式：编组内任一台设备安全装置（如限位开关、极限限位开关、乱绳检测开关、

过载保护开关、防剪切保护开关等）被激活时，被激活的设备应停止运行，组内其余设备

按程序继续运行； 

3） 同步编组模式：编组内设备按设定的速度（或时间）运行，编组内任一台设备的运行速度

偏差大于设定同步公差时，整组设备均应停止运行； 

4） 异步编组模式：编组内设备按设定的速度（或时间）运行，编组内任一台设备的运行速度

偏差大于设定同步公差时，该设备应停止运行，组内其余设备按程序继续运行； 

5） 组合编组模式：同时具有以上两组编组模式。 

5.4.2  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符合《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1部分：通用信息》GB/T15969.1、《可编程序

控制器 第2部分：设备要求和测试》GB/T15969.2和《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2部分：技

术原则》GB∕T15706.2的要求。存储器的记忆和保护应提供措施以防止由未经授权人员更改存储器

内容；采用可编程序逻辑的设备应有验证软件是否符合有关程序文件的装置；不应使用可编程序电

子设备实现0类急停功能，对于所有其他有关安全停止功能，宜用硬接线机电元件（即其功能不依赖

于可编程序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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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操作台应设在能使操作者对设备运行的危险区域进行安全监控的位置，也可使用移动式操作

设备来实现安全监控；有多个控制装置时，其间应有主从和互锁关系。 

5.4.4  便携式和悬挂操作控制站及其控制器件的选择和安装应使由冲击和振动（如操作控制站下落

或受障碍物碰撞）引起机械意外运转的可能性减到最小。 

5.4.5  安装在操作台上的控制器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操作和维修时易于接近； 

2 操动器件应不低于操作地面以上0.6m，并处于操作者在正常工作位置上便于操作的范围内； 

3 意外操作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5.4.6  操动器件（按钮）颜色和标识应符合《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

件》GB/T5226.1的规定。 

5.4.7  指示灯和显示器应符合《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

的规定。 

5.4.8  紧急停止按钮应设置在操作台和现场便于操作的位置，应选择带锁定装置的棕榈型或蘑菇头

状按钮，且必须为红色。 

5.4.9  使用无线（无线电、红外、激光）控制技术时应有易于断开操作控制站电源的措施，无线操

作控制站应标识其控制范围。 

5.4.10  控制元件应有暂停时的安全防护功能，能在所要求工作方式下，提供防止设备自行启动功

能。 

5.4.11  在设备驱动机构附近应设有便于操作的维修开关，维修开关只有0位和1位两个位置，维修

开关动作后能防止设备意外启动。 

5.4.12  控制系统安全功能应符合《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1部分：设计通则》

GB/T16855.1的要求。 

5.4.13  位置传感器的安装应确保即使超程，也不会损坏。 

5.5  电击的防护 

5.5.1  直接接触的防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电气设备的每个电路或带电部件都应采用直接接触的防护措施（如使用遮栏或外护物等）； 

2 带电体应用绝缘物完全覆盖住，只有用破坏性办法才能去掉绝缘层，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绝缘 

物应能经得住机械的、化学的、电气的和热的应力作用； 

3 电源切断后，任何残余电压高于60V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都应在5s之内放电到60V或60V以下。 

为避免此种防护办法干扰电气设备正常功能，则应在易见位置或装有电容的外壳邻近处，作耐久性

警告标志，并说明开门前的必要延时。 

5.5.2  电气装置的下列金属部分，均应可靠接地。 

1 电机、变压器、电器、移动式或手持式用电器具等的金属外壳； 

2 电力电缆接头盒的金属外壳和可触及的电缆金属护层和穿线的钢管； 

3 电缆桥架、支架和井架； 

4 承载电气设备的构架和金属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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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屏蔽控制电缆的金属护层； 

6 互感器的二次回路； 

7 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设计值且小于4Ω。 

5.5.3  电气柜、控制柜、操作台的金属柜体及金属门等应可靠接地。 

6  声学 

6.1  设计要求 

6.1.1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声学设计应包括噪声和振动控制、音质设计。 

6.1.2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声学标准、措施及设计应符合《广播电视录(播)音室、演播室声学设

计规范》GY/T5086的要求。 

6.1.3  声学技术指标应当根据标准规范要求，并结合节目制作的实际需要综合确定。 

6.1.4  完整的声学设计工作应包括功能需求分析、明确的设计指标、切实可行的措施手段及声学测

试和调试工作。 

6.2  噪声及振动控制 

6.2.1  演播室内非稳态噪声峰值的平均声压级应比稳态噪声评价曲线所规定的数值低 5dB以上。 

6.2.2  在非运动工作条件下，演播室内机械设备的噪声水平不应高于《广播电视录(播)音室、演播

室声学设计规范》GY/T5086规定的噪声容许标准限值。 

6.2.3  在工作状态下，电视演播室内主要拾音区域测得的场景噪声水平应符合《广播电视录(播)音

室、演播室声学设计规范》GY/T5086 规定的噪声容许标准限值。 

6.2.4  在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应避免空调通风系统产生再生噪声，也应避免放大或传递设

备的运行噪声。 

6.2.5  使用时会产生振动的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应根据机器设备的类型、振动强弱、扰动频率等

特点以及环境对噪声、振动的要求，合理设计并安装隔振装置。 

6.3  音质控制 

6.3.1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混响时间应由录制节目的性质及录音工艺确定。 

6.3.2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不宜采取具有凹弧面、穹顶、大面积相对平行墙面等构造形体，围

合空间的长、宽、高尺寸也不宜互成整数倍。场景设施设计不应在演播室内产生明显的声缺陷，如

颤动回声、声聚焦、声染色等。 

6.3.3  吸声材料的选择应满足声学要求，用于吸收、反射、扩散等声学材料宜采用分散布置的原则，

同时应满足国家防火、环保、节能等规范的要求。 

6.3.4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中的 LED屏幕、显示器、灯箱等设备的设置，应避免可能产生明显强反

射声或产生声染色的位置。 

6.3.5  虚拟演播室或演播区内的蓝/绿箱内，应采取必要的声学处理措施，避免产生声学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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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设施 

7.1  演播室空间 

7.1.1  演播室的空间，应包括摄录空间、观众空间(如需要)、技术服务空间（设备操控）、辅助用

空间（景具周转）等。各个空间之间的过渡应满足演播、场景布置和节目制作的需求。 

7.1.2  演播室摄录空间的高、宽、长比应满足演播的拍摄和声学要求，高、宽、长比宜为 2：3：5。 

7.1.3  演播室摄录空间的拍摄范围高、宽比宜为 9：16。 

7.1.4  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宜与土建设计同步进行，应向土建专业提供场景设施的布置、数量、

尺寸、重量、空间高度、用电负荷、散热量、预留墙洞、楼板洞、预埋件、安装及维修的爬梯和马道

等配合条件。 

7.1.5  演播室的上空宜设置栅顶和承载专用梁，栅顶的构造应便于设备检修和人员通行。栅顶地面

至承载专用梁的净高宜不小于 1.8m。 

7.1.6  演播室的上空如不设栅顶，宜设必要的工作桥，工作桥的净宽宜不小于 0.6m，净高宜不小于

1.8m。 

7.1.7  演播室的地面应平整防滑，应采用不反光、降噪材料。 

7.1.8  栅顶载荷应按工艺设计的实际荷载取用，最低应不小于 2.0kN/m
2
。 

7.1.9  演播室地面载荷不宜低于 4.0kN/m
2
。 

7.1.10  演播室的附近宜设置景具周转空间，并有便捷的通道与演播室相连。 

7.1.11  演播室应有运输场景、道具的专用通道及门，其设置应满足使用要求，门的净宽宜大于 2.4m，

净高宜大于 3.6m。专用通道的净宽宜大于 3.0m，净高宜大于 4.0m。 

7.1.12  场景设施的基础颜色应选择吸收光的色系（如亚光黑色等）。 

7.2  消防 

7.2.1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耐火等级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和《广播电影电视建

筑设计防火标准》GY5067的要求；电视演播室场景的天幕必须做阻燃处理，并达到消防安全的要求；

临时加布的装饰针织物品应喷涂阻燃剂，以阻燃剂湿透为宜；基础平台应定期喷涂防火涂料。 

7.2.2  上人的格栅层耐火极限应不低于 1.5h，台类设备耐火极限应不低于 1.5h。 

7.2.3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使用的电缆必须采用阻燃型铜芯电缆，推荐采用低烟无卤阻燃型铜芯电

缆；电气线路穿越景片时应加防火护套。 

7.2.4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选材宜选用难燃、不燃材料，采用可燃材料时应做阻燃处理，不得采

用易燃材料。 

7.2.5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置不应妨碍消防设施的功能，不得妨碍消防通道的畅通。 

7.2.6  看台式观众席的两侧与室内侧墙应留有不小于 1.2m的通道。 

7.3  通风及相关环境 

7.3.1  制作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材料，其有害气体的排放应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

的相关要求。 



11 

7.3.2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与布置应不妨碍通风系统的正常工作，且不应产生异常的通风噪

声。 

7.3.3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不应受到通风系统的影响，场景设施不得产生晃动、摇曳、鼓包

等现象。 

7.3.4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不应影响演播室的空气温湿度。 

7.3.5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不应影响电视演播室的电磁环境。 

7.4  观众席 

7.4.1  电视演播室中设有看台式观众席的，其面积不宜大于室内总有效区域面积的 30%。 

7.4.2  看台式观众席座椅的设置应合理，座椅中距宜为 0.5m。 

7.4.3  看台式观众席应设置纵向走道，走道宽度应符合消防要求。 

7.4.4  看台式观众席每排座位排列数目，在双侧有走道时宜不大于 22座，单侧有走道时宜不大于

11座。排距宜为 0.9m。 

7.4.5  看台式观众席的高差宜不小于 0.2m。 

7.4.6  看台式观众席应能承受的垂直荷载不小于 4.00kN/m
2
，横向摆动荷载不小于0.24kN/m

2
。 

7.4.7  看台式观众席的伸缩运行应有自调节的可靠导向机构，跑偏误差应不超过产品标准规定的

限值。 

7.4.8  看台式观众席地平高于前排 0.5m时，观众席侧面、后面紧临有高差空地时均应设置栏杆，

栏杆应坚固，且不应遮挡视线。 

7.5  LED屏相关要求 

7.5.1  演播室中 LED 屏设备的安全性应满足《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 通用要求》GB4943.1

的要求。 

7.5.2  演播室中 LED屏体支撑结构材料应满足防火等级 A级难燃材料的标准。 

7.5.3  演播室中 LED屏的安装应牢固，其支撑结构应稳固，防倾翻设计满足本标准第 3.1.4条的规

定。 

7.5.4  演播室中 LED屏设备的布线要整齐，电源线、信号线应分别捆扎固定，并应符合《电子信息

系统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462的要求。 

7.5.5  演播室中 LED屏设备不应对电视演播室的电磁环境产生影响。 

7.5.6  LED屏设备的设置应保证在主要拾音区域测得的 LED屏设备噪声水平，符合噪声容许标准限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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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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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给出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为规范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满足各种类型电视节目场景

制作的需要。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1.0.3  本条说明了本标准的内容是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技术要求和安全要求，并给出了本标

准的指导是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适用、操作简单、维护方便、节能环保。 

1.0.4  本条说明了本标准与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关系。 

2  术语 

 

本章给出了有关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专用术语，并从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角度赋

予其特定的涵义。 

3  基本规定 

3.1  场景设施设计 

3.1.1  本条定义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范围和内容，场景设施设计是指对服务于场景的设

备设计、配电设计、控制系统设计、声学设计、其他设施设计等。 

3.1.2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应包括的基本内容和应达到的技术要求。场景设施设

计应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说明书、设计计算书、整体布置图、电气系统图等技术资料，上述内容的

质量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的要求。 

3.1.3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载荷选取的要求。针对运动场景设施的特点，提出了

根据使用工况还应考虑惯性力及冲击载荷。 

3.1.4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时的计算内容，强度计算、刚度计算、稳定性计算、

抗倾覆计算、防侧滑计算等，计算内容应包括： 

1  零部件及焊缝的强度计算； 
2  受力构件的刚度计算； 

3  细长、薄壁的受力构件的稳定性计算； 

4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在安装、拆卸或使用中，有可能发生整体倾覆时，应进行抗倾覆计

算； 

5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在安装、拆卸或使用中，有可能发生整体侧向滑移时，应进行防止侧滑

计算。 



17 

3.1.5  本条提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计算时,应考虑钢丝绳的安全系数，钢丝绳的安全系数

根据不同的用途（如单点吊机、水平移动设备牵引等），应满足本标准第 4章的相关要求。 

3.1.6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应进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进行安全措施设计的前提，本条

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进行风险评估的标准，《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1部分：基

本术语和方法》GB/T15706.1和《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2部分：技术原则》GB∕

T15706.2。 

3.1.7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时对材料选择的原则要求，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载

荷特征、结构形式、应力状态、连接方式、工作环境和防火性能等综合考虑材料选择。 

3.1.8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时与建筑结构的匹配要求，提出了必要时需对建筑结

构承载能力进行复核，该复核应由专业人员进行。 

3.2  安全规定 

 

3.2.1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时对悬吊或放置的景具的安全要求，即应有避免坠

落、碰撞、倾覆、塌陷的安全保险措施。 

3.2.2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机械设备运动时的安全原则，即应有防止挤压、剪

切、碰撞的安全措施。 

3.2.3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联锁要求。对电力驱动的机械设备，应有运行顺序

要求或在运动范围内有相互干涉时应有安全联锁措施。 

3.2.4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中的设备及其防护装置的设计要求。 

3.2.5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危险警示及危险标志设置要求。危险标志是在危险

区域设置的专用视觉标志物，危险警示是在危险区域或出现危险情况时加以视觉、听觉和触觉信号

进行提醒。 

4  设备 

4.1  通用要求 

4.1.1  本条从故障应急及安全角度考虑，对电力驱动的设备系统建议配置备用驱动，并规定在备

用驱动连接处，应标明与设备运动方向一致的指示箭头，并文字说明，以保障应急救援时的安全。 

4.1.2  本条对现场紧急停止按钮的设置进行了规定，以保证其醒目、在紧急时刻能够被使用。 

4.1.3  为避免设备超载运行带来的风险，本条规定了设备应有明确的永久性载荷标示，载荷标示

在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使用应易于看到。当设备的不同位置有不同载荷限定值时，分别标明。 

4.1.4  规定了在设备的明显位置设置永久性的铭牌。这是一般机械设备的常规要求，也是设计者

与使用者之间针对设备信息的一种传递方式，提高设备使用的安全性。 

4.1.5  对电力驱动的设备调速性能做了规定。根据工程实践经验一般运行速度大于 0.1m/s时,如

果不采取缓起缓停措施，设备负载将会出现明显的抖动或冲击，参考《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



18 

WH/T28 标准的相关规定，提出了当设计额定速度大于 0.1m/s时，宜采用软启动或调速控制的规

定。 

4.1.6  本条对电视演播室场景中的设备驱动装置提出了应符合《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WH/T28

的技术要求，并对录制节目中运行的设备噪声控制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都是遵从提高设备运行的

安全冗余，减低风险概率原则出发。 

4.1.7  设备中的配套机电产品质量直接影响设备的安全运行，故本条对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中设

备的配套机电产品提出了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或标准，并有质量证明文件的要求。 

4.2 悬吊设备 

4.2.1  对电视演播室的悬吊设备做出了总体原则性要求，满足节目录制需求是电视演播室场景设

施设计的根本原则。  

4.2.2  给出了电视演播室悬吊设备配置的一般要求。这些推荐性配置方式都是根据以往工程实践

中的成熟经验提出的，比较适合面积大于 400㎡的常规演播室，其他规格电视演播室可参考设计。 

4.2.3  为了保证悬吊设备的运行安全，提出了悬吊设备应设置行程限位和极限限位要求，以保证

运行的安全冗余。极限限位的超程保持措施是指当悬吊设备越过极限限位开关时，极限限位应一直

保持触发状态。 

4.2.4  悬吊设备多以钢丝绳作为执行元件，当悬吊设备的钢丝绳出现脱绳、乱绳、松绳现象时是

会产生设备运行故障和安全隐患，为了保障悬吊设备的运行安全，此条规定了悬吊设备要有防脱

绳、防乱绳、防松绳等保护措施。 

4.2.5  为了避免设备超载运行风险，除应执行本标准 4.1.3 条要求外，对悬吊设备提出了设置过

载保护装置或措施的要求。 

4.2.6  悬吊设备上极限位置距钢结构（设备层）下沿之间的安全距离是保障悬吊设备不与钢结构

（设备层）发生碰撞。该距离与悬吊设备的运行速度有关，依据牛顿定律，安全距离 S应大于等于

0.5V
2
/a（V：悬吊设备的运行速度，a：悬吊设备制动减速度）。根据以往工程实践中的成熟经

验，表 4-1给出了 V≤0.2m/s时的经验数据供参考。 

表 4-1  安全距离 

设备最大运行速度 v(m/s) 安全距离 S 应不小于(m) 

v≤0.05 0.3 

0.05＜v≤0.1  0.4≤S≤0.5 

0.1＜v≤0.2 0.6≤S≤0.8 

v＞0.2 另行计算 

4.2.7  规定了多吊点悬吊设备的吊点跨度不宜超过 4.2m，承载杆体圆管外径宜为Φ42mm～

Φ60mm，壁厚宜不小于 2.5mm。杆体外径尺寸规定是为了便于灯具悬挂，参照现行灯具标准提出。

吊点跨度太大，杆体容易弯曲，承载不良，根据以往工程实践中的成熟经验，在本条中提出了跨度

不宜超过 4.2m的推荐参数，为保证杆体强度刚度还推荐了壁厚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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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钢丝绳是悬吊设备的重要单元，而且规格品种繁多，必须对其性能指标进行规定。本条参

考《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WH/T28，对钢丝绳品种、规格、性能等提出了要求。作为关键要

件，为了便于安全追溯，规定了钢丝绳要有试验报告及产品检验合格证书。 

4.2.9  钢丝绳选型计算是悬吊设备的重要设计内容，本条根据钢丝绳的不同使用工况，参考《舞

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WH/T28，给出了钢丝绳的安全系数计算公式和各种工况的安全系数。 

4.2.10  钢丝绳的附件属于结构件，其失效方式不同于钢丝绳，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

全》WH/T28的规定，给出了钢丝绳附件的相关要求。 

4.2.11  滑轮组件的材质、节圆直径、绳槽形状与尺寸、实体质量、轴承、防跳槽、最大偏角，以

及强度、刚度等对悬吊设备的安全和运行有重要影响，本条对此提出了符合《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

安全》WH/T28的要求。 

4.2.12  悬吊设备的驱动滑轮（曳引轮）对运行和安全有重要影响，本条对此提出了符合《舞台机

械 台上设备安全》WH/T28的要求。 

4.2.13  悬吊设备卷筒的圆直径、绳槽、最大偏角、安全圈、压板以及挡绳等对运行和安全有重要

影响，本条对此提出了符合《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WH/T28的要求。 

4.2.14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WH/T28，对手动平衡重吊杆进行了规定。 

4.3  台类设备 

4.3.1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对电视演播室内的台类设备平台缝隙提

出了要求。 

4.3.2  本条给出了演播室台类设备的额定载荷规定和静态载荷，数据是参考《剧场建筑设计规

范》JGJ57的相关规定，并根据电视演播室实际使用经验给出。使用中不可能是理想均载，如在某

一局部面积上承受集中载荷等情况，因此规定有特殊要求的按需要设计。 

4.3.3  演播室中台类设备的运行速度应与设备的行程相匹配，行程越长速度可以越高，设计时应

注意速度与行程的匹配。根据以往工程实践中的成熟经验，提供表 4-2供参考。 

表 4-2  运行速度 

设备型式 最大运行速度 v 

升降台 

最大行程≤3.0m v≯0.2m/s 

3.0m＜最大行程≤6.0m v≯0.4m/s 

最大行程＞6.0m v≯0.5m/s 

平移车台 V≯0.7m/s 

旋转台（边缘线速度） v≯1.0m/s 

 

4.3.4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给出了台类设备的刚性设计要求。 

4.3.5  当采用并联机构设计时，载荷在各机构之间的分配可能不平衡，故本条对载荷的分配进行

了规定，并提出了不平衡系数的概念。 

4.3.6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规定了导向机构承受的侧向载荷值，是

经有关行业验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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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从安全角度考虑，根据多年工程实践经验，规定了液压系统中长期承受压力的环节不应使

用类似扩口式或卡套式管接头和软管的要求，避免液压系统接头或软管破裂的风险。 

4.3.8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对升降用钢丝绳、平衡重用钢丝绳和牵

引用钢丝绳的安全系数进行了规定。 

4.3.9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规定了台类设备使用的链条安全系数。 

4.3.10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对台类设备使用的链条张紧提出了要求，属于机械设备常规要求。 

4.3.11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规定了台类设备除正常设置行程开关

外，都要设置超程保护装置。超程保护装置要保证设备在额定载荷、额定速度下能够安全停止。超

程保持措施是指当设备越过极限限位开关时，极限限位应一直保持触发状态。 

4.3.12  基于行业工程实践的成熟经验，对平衡配重的行程提出了要求。 

4.3.13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规定了台类设备的防剪切安全保护要

求，属于安全要求。 

4.3.14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规定了台类设备的防挤压安全保护要

求，属于安全要求。 

4.3.15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规定了台类设备的锁定要求，由钢丝

绳或链条提升的升降台，应在其台板主要工作位置和长期静止位置上设置锁定装置，防止升降台的

意外移动；车台停放时若存在滑移可能，也应设置锁定装置。 

4.3.16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对台类设备间的联锁进行了规定，属

于安全要求。 

4.3.17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对防护门的联锁进行了规定，属于安

全要求。 

4.3.18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对台类设备的机坑提出了避难空间的

要求，属于常规安全要求。 

4.3.19  本条参考《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WH/T36，对台类设备的机坑提出了防水和排水

的要求。 

5  配电与控制系统 

5.1  基本要求 

5.1.1  参照《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省级及以上电视演播室的场景设施供电按一级负荷

供电要求，其余的按二级负荷供电要求。但依据工程实践经验对用于直播的演播室，其场景设施也

应考虑设置为两路供电。  

5.1.2  依据工程实践经验，为了避免各系统间的相互干扰，不同设备系统应分别配电，除配电系

统分别配电外，配电柜也应单独设置。 

5.1.3  需要系数法和单位面积法的计算公式参考如下： 

1  需要系数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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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系数（Kx）取 0.45～0.55 

功率因数（cosφ）取 0.6～0.7 

有功功率 Pc（kW）               Pc = Kx ∗ Pe                         （式 5-1） 

无功功率 Qc（kvar）              Qc = Pc ∗ tgφ                       （式 5-2） 

视在功率 Sc（kVA）              Sc = �Pc2 + Qc2                     （式 5-3） 

计算电流 Ic（A）                 Ic = Sc
√3Ur

                           （式 5-4） 

2  单位面积法计算： 

有功功率 Pc（kW）               Pc = P′e∗S
1000

                           （式 5-5） 

式中  Pe——单位面积功率（负荷密度），W/m
2 
；单位面积功率取 0.5kW/m

2
～0.7kW/m

2
； 

S——演播室使用面积（不含观众席面积），m
2
。 

5.1.4  根据《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的相关规定，选用的电气元

件和电缆均应有合格证明文件；属于“CCC”认证范围的设备，应有认证标识及认证证书；设备应

有铭牌；不应采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电气设备。 

根据《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的相关要求，低压配电设计所选用的电器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电器应适应所在场所及其环境条件； 

2  电器的额定频率应与所在回路的频率相适应； 

3  电器的额定电压应与所在回路标称电压相适应； 

4  电器的额定电流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计算电流； 

5  电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动稳定与热稳定的要求； 

6  用于断开短路电流的电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接通能力和分断能力。 

根据《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的相关要求，选择导体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按敷设方式及环境条件确定的导体载流量，不应小于计算电流； 

2  导体应满足线路保护的要求； 

3  导体应满足动稳定与热稳定的要求； 

4  线路电压损伤应满足用电设备正常工作及启动时端电压的要求； 

5  导体最小截面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 

5.2  配电 

5.2.1  为减少触电风险，参考《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5226.1，制定本条款。 

5.2.2  本条参考《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给出了

电源切断开关的要求。 

5.2.3  根据《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 的相关规定，电气柜内

（外）元器件包括：低压断路器、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剩余电流保护器、

接触器、变频器、控制开关、低压熔断器、电阻器、接线端子等。 

5.2.4  参考《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本条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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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柜内导线的安装要求。 

5.2.5  参考《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本条给出了

导线进出电气柜的安装要求。 

5.2.6  本条根据工程实践经验，给出了软电缆的安装要求。 

5.2.7  本条根据工程实践经验，给出了插头／插座的相关技术要求。 

5.2.8  参考相关国家标准和工程实践经验，本条对导线颜色和标记进行了相关规定。 

5.2.9  本条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对电气柜内的维修用插座设置提出了相关要求。 

5.2.10 本条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对演播室内插座设置提出了相关要求。 

5.2.11 本条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参考《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

件》GB/T5226.1的相关规定，对场景设施的控制电源供电及保护进行了规定。 

5.3  电气设备保护 

5.3.1～5.3.7  给出了电机等用电设备的保护要求。 

5.4  控制功能及安全 

5.4.1  本条根据工程实践经验，控制系统应在安全的条件下满足演播功能，可以是手动控制，也

可以是程序自动控制。 

5.4.2  本条根据工程实践经验，给出了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要求。可编程电子控制系统的安全功能

还应满足《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2部分：技术原则》GB∕T15706.2的有关要求。 

5.4.3  本条参考《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给出了

操作台的安装位置和相互关系。 

5.4.4  本条参考《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给出了

便携式和悬挂操作控制站及其控制器件选择和安装要求。 

5.4.5  本条参考《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给出了

操作台上控制按钮等安装要求。 

5.4.6～5.4.7  参考《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给出

了操作台上按钮及指示灯的颜色和标识的要求。 

5.4.8  本条参考《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5226.1，给出了

操作台上及现场急停按钮的要求。 

5.4.9  本条根据工程实践经验，提出了无线控制的技术要求。 

5.4.10  本条根据工程实践经验，提出了暂停运行模式下的技术要求。 

5.4.11  根据工程实践经验，为了保障设备维修时的安全，应在紧邻设备驱动机构附近设置便于操

作的维修开关，维修开关只有 0位和 1位两个位置，当维修开关动作后能够防止设备的意外启动，

用于维修状态的安全保障。 

5.4.12  本条给出了控制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5.4.13  根据工程实践经验，本条提出了安装在机械设备上的位置传感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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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电击的防护 

5.5.1  本条给出了直接接触防护的要求。 

5.5.2  本条给出了电气装置的接地要求。 

5.5.3  本条给出了电器柜等接地要求。 

6  声学 

6.1  设计要求 

6.1.1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的声学内容。 

6.1.2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的声学设计标准。 

6.1.3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的声学技术指标确定原则。 

6.1.4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的声学设计工作内容。 

6.2  噪声及振动控制 

6.2.1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本条参考《广播电视录(播)音室、演播室声学设计规范》GY/T5086，

给出了演播室内非稳态噪声峰值的限值要求。 

6.2.2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本条给出了演播室内机械设备的噪声限值应符合《广播电视录(播)音

室、演播室声学设计规范》GY/T5086 的相关要求。 

6.2.3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本条给出了演播室内电视场景的噪声限值应符合《广播电视录(播)音

室、演播室声学设计规范》GY/T5086 的相关要求。 

6.2.4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在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应考虑与空调通风系统产生再生噪声，放大

或传递设备运行噪声的问题。 

6.2.5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本条给出了对电视演播室内场景设施的隔振要求。 

6.3  音质控制 

6.3.1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混响要求。 

6.3.2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本条参考《广播电视录(播)音室、演播室声学设计规范》GY/T5086 的

相关规定，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结构尺寸声学要求。 

6.3.3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材料吸声要求。 

6.3.4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本条给出了对 LED屏、灯箱等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声学要求。 

6.3.5  基于工程实践经验，本条给出了对虚拟电视演播室的声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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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设施 

7.1  演播室空间 

7.1.1  电视演播室的场景设施设计是建立在演播室空间内的，本条基于工程实践经验，给出了电

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各种空间的要求。 

7.1.2  基于行业实践验证的数据，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空间的推荐高、宽、长比例。 

7.1.3  基于行业实践验证的数据，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空间拍摄范围的推荐高、宽比例。 

7.1.4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与电视演播室的土建密切相关，因此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

计宜与电视演播室的土建设计同步进行，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应向电视演播室的土建设计专

业提出设计条件。 

7.1.5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对栅顶和承载梁的要求。1.8m的净高要求是参考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给出。 

7.1.6  本条参考《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对工作桥的要

求。 

7.1.7  基于行业实践经验，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对地面的要求。 

7.1.8  本条参考《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对栅顶荷载的要

求。 

7.1.9  本条参考《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对地面荷载的

要求。 

7.1.10  基于行业实践经验，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中对景具周转空间的要求。 

7.1.11  本条基于行业实践经验，并参考《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对场景、道具的运输，通

道及门尺寸提出了要求。 

7.1.12  本条基于行业实践经验，对场景设施的基础色系提出了要求。 

7.2  消防 

7.2.1  满足电视演播室的防火要求是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首要条件，本条规定了电视演播

室场景设施的耐火等级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和《广播电影电视建

筑设计防火标准》GY5067的规定；场景设施中的天幕、织物、平台等均应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 

7.2.2  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钢结构耐火极限的要求。参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耐火等级一级屋顶承重构件耐火极限规定，要求上人的格栅层耐火极限应不低于 1.5h；

台类设备耐火极限按楼板构件耐火等级一级要求为 1.5h。 

7.2.3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使用的电缆应考虑防火要求，本条参考《广播电影电视建筑设计防火

标准》GY5067规定，对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使用的电缆的选型提出了要求。 

7.2.4  本条参考《广播电影电视建筑设计防火标准》GY5067规定，对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选材

提出了防火要求。 

7.2.5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在演播空间中的设置应满足消防的要求，不得妨碍消防通道的畅通，

故本条对此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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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本条从防火、应急疏散的角度，给出了电视演播室的看台式观众席的两侧通道要求。参照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给出边走道不应小于 1.2m的要求。  

7.3  通风及相关环境 

7.3.1  基于公共环境安全的理念，本条对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中使用材料的有害气体排放进行了

规定。 

7.3.2  电视演播室内的通风系统是保障电视演播室正常工作的环境支持系统，故电视演播室场景

设施的设计与布置应不妨碍通风系统的正常工作。 

7.3.3  电视演播室内的通风系统在工作中会产生扰动的气流，故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应防

止通风系统对其的影响。 

7.3.4  电视演播室的温湿度是保障电视演播室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计

应保证其对电视演播室的环境温湿度不产生显著影响。 

7.3.5  电视演播室的电磁环境是保障电视演播室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的设

计应保证其对电视演播室的电磁环境不产生显著影响。 

7.4  观众席 

7.4.1  本条从电视演播室场景表现出发，对看台式观众席的面积提出了要求，其数据是基于行业

实践验证的经验数据。 

7.4.2  本条基于行业实践经验，并参考《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对看台式观众席座椅的设置

进行了规定。 

7.4.3  本条基于行业实践经验，从消防安全角度出发，对看台式观众席的纵向走道设置进行了规

定。 

7.4.4  本条基于行业实践经验，并参考《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对看台式观众席的座位数量

进行了规定。 

7.4.5  本条基于行业实践经验，并参考《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对看台式观众席的高差进行

了规定。 

7.4.6  根据行业内生产厂家的常规产品规格，并参考《双向移动伸缩座椅看台》T/ZZB0308，本条

给出了看台式观众席的载荷要求。 

7.4.7  为了看台式观众席伸缩运动的正常，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并参考《双向移动伸缩座椅看

台》T/ZZB0308，给出了看台式观众席伸缩时的跑偏误差不应超过产品标准的限值的规定。 

7.4.8  为了防止观众的跌落风险，本条参考《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给出了看台式观众席的

安全栏杆布置要求。 

7.5  LED屏相关要求 

7.5.1  电视演播室中 LED屏的设计应首先保障电视演播室的安全，故本条规定了电视演播室中

LED 屏设备的安全性应满足《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GB4943.1的要求。 

7.5.2  满足电视演播室的防火要求是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的首要条件，本条基于行业实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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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参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对 LED屏设备的支撑结构材料提出了防火要求。 

7.5.3  电视演播室中 LED屏设备的安装有多种方式，本条基于行业实践经验，给出了在电视演播

室场景设施设计中对 LED屏设备安装的要求。 

7.5.4  基于行业实践经验，本条给出了电视演播室中 LED屏设备的布线应符合《电子信息系统机

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462的规定。 

7.5.5  为了保证电视演播室的正常使用，在电视演播室中使用的各类设备均应满足电磁兼容的要

求，本条基于行业实践经验，对电视演播室中 LED屏设备的电磁兼容提出了要求。 

7.5.6  为了保证电视演播室的正常使用，在电视演播室中使用的各类设备的噪声均应符合噪声容

许标准限值，本条基于行业实践经验，对电视演播室中 LED屏设备产生的噪声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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