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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GB/T36729《演出安全》、GB36726《舞台机械 刚性防火隔离幕》、GB/T36731《临时搭

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共同构成我国演出安全标准体系。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剧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国家大剧院、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上海文懋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国棋、闫贤良、武晟、闫常青、徐奇、郑辉、王涛、陆宏瑶、王斌、王棋翔、潘燕、

蔡健勇、蓝焰、田湉、高怡萍、张素贤、胡晓群、祁艳、刘建华、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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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使剧院和演出团体能够科学判断演出安全等级,及时消除隐患、避免事故发生,根据GB/T36729
《演出安全》关于演出安全的规定,应用安全管理科学理论,结合演出过程经常面临的隐患和可能出现的

事故,以及出现事故的严重性,本标准给出了安全等级分类和危险程度判断的方法,提供了评定安全等

级的参考案例。GB/T36729《演出安全》为本标准的基础标准,本标准则作为认证标准是GB/T36729
《演出安全》标准的应用实践。

中国演出安全标准体系目前已经形成,从演出场所的形式,规范了剧院演出安全和临时搭建演出场

所安全;从剧院的功能结构,以GB36726《舞台机械 刚性防火隔离幕》规范了舞台侧和观众席的安全,
以GB/T36729《演出安全》规范了舞台系统安全和剧院建筑安全;针对舞台系统安全,按照舞台科技体

系,规范了所有的舞台专业系统安全。同时,从技术、组织、职业的角度分别制定了与演出相关的技术安

全要求、管理规范和操作规程。中国演出安全标准体系的建立为全国剧院演出安全等级分类的研制奠

定了基础,并凸显全面推进剧院安全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
为了使演出安全管理成为剧院管理的常规内容,本标准将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演出风险评定规则和

评定方法,应用于剧院安全隐患评定和安全管理方法之中,制定了剧院演出安全等级分类,为开展我国

剧院安全等级分类提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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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演出安全等级分类

1 范围

本标准确立了演出事故等级分类、安全防护等级分类、隐患等级分类和演出安全等级分类的一般原

则,规定了安全等级评定、危险源识别、演出风险评估、持续改进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剧院管理方、演出方的演出风险评估,也适用于行业协会、学会进行行业演出安全等

级评定。
本标准不适用于广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商场、宾馆、厂房、公园、景区等临时搭建舞台、实景演出等

类型的演出安全等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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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441—1986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T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28002—2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演出(活动) performanceactivities
文艺表演 theatricalperformance
艺术表演 artperformance
演出场所内舞台艺术表演的全过程,包括运输、装台、排练、表演、拆台等。
注:演出是一个过程,包括装台、排练、表演和演出后的拆台,演出起始点从演出设备到达舞台为装台起始点,以演

出设备拆装后离开舞台现场为结束点。演出是一系列活动组合的完整事件,包括演出前的活动、演出中的活动

和演出后的活动。演出是围绕舞台艺术表演的全过程活动,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全寿命周期活动。

3.2
演出安全 performancesafety
确保演出活动免除了不可接受风险的状态。

3.3
人身安全 personalsafety
确保人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伤害的状态。
注:“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

3.4
财产安全 propertysecurity
确保财产不受损害的状态。

3.5
危险指数 hazardindex
演出风险 performancerisk
演出活动过程中造成事故的综合衡量,包括事故发生的概率和事故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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