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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剧场基本布局的介绍

专业剧场的剖面效果图

剧场一般由 3 个部分构成：

进行表演的地方——舞台或其他形式的表演空间；

观看演出的地方——观众席；

其他附属空间——演出人员休息、换装的地方及舞

台工艺配套用房。

1.1 观众区基本布局

剧场以台口线为基准分为观众区和舞台区。观众区

是为了满足人们观看演出所设立的空间，其基本出发点

是为了服务于观众观看演出的。为满足观演的舒适性，

观众厅常规会设置固定座椅，安置在池座区域，如果有

座位数等特殊需求，一般还会设置楼座和包厢。但是由

于演出的特殊性，要求观众厅除满足观演的需要外还需

满足声学的基本要求，包括混响时间，早期反射声等声

学要求，厅内也不能因吊顶和侧墙面产生声聚焦、颤动

回声等声学缺陷。这就决定了专业剧场观众厅的平面形

状基本上为矩形、钟形、扇形、马蹄形、椭圆形、圆形

等传统设置。除了声学要求外，观众厅还是舞台灯光点

位的承载体，专业演出灯光的控制点位、追光位、面光

位、耳光位等灯光功能点位均位于观众厅整个空间内 [1]。

1.2 舞台区基本布局

舞台区顾名思义是演员进行演出的主要区域，剧场

的舞台区一般分为台唇区、主舞台区、侧舞台区、后舞

台区，根据演出的具体需要有的剧场还会设置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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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舞台区平面图

台唇区是台口线以外伸向观众席的台面，可以看做

是主舞台面向观众区的延伸，主要目的是将演出区域向

观众席延伸，使表演者与观众能够紧密的互动。由于某

些演出的使用需求，通常剧场会在台唇前沿设置乐池。

乐池区域的常规使用功能是满足伴奏乐队的空间需求，

特别是歌剧、戏剧等演出时的乐队。其次就是配合台唇

使表演区延伸。在会议时还能满足花式布景的需要。

主舞台区域是演员主要的表演区域，也是舞台灯光

点位最集中的区域，主舞台区域分为台仓、舞台面、台

塔。台仓是舞台面以下的空间，台仓的设置需要根据演

出的实际需要来定，台仓是台下演出机械设备运行、安

装及检修的基本空间。也需要满足演出人员跑场、上场

的基本需求。舞台面是演员演出的平面，通常会设置木

地板。舞台面分两种，一种是固定舞台面，不含台下机

械设备。一种是可升降、旋转舞台面，是由演出机械设

备组合而成的。台塔是主舞台面以上至屋盖结构下沿的

空间，同时也是台上演出机械设备运行、安装及检修的

基本空间，主要是满足机械吊杆的运行和使用需求。主

舞台区域是现代化机械舞台安装主体空间，根据演出的

需求，舞台灯光、布景、音响可以跟随机械设备的运动

实现不同的演出模式。可以用于变换舞台形式，可以使

舞台形成不同高度的平面，使整个舞台在平面、台阶间

变化；可以用于变换布景、搭景，可以使大型布景在演

出中多次快速变换；参与演出，增强表演效果。还可以

搭载和运送表演人员，满足魔术、武打、杂技等特殊演

出的需要 [2]。

侧舞台和后舞台区域的设置基本是和主舞台区域的

布置相同的，是主舞台演出过程中的辅助区域。侧舞台

区域设在主舞台两侧，为迁换布景、演员候场、临时存

放道具、景片的辅助空间。后舞台区域设置在主舞台后

面，功能除迁换布景、临时存放道具等功能外还可以增

加整个舞台区域纵深方向表演区的空间。为实现以上的

基本功能，侧舞台区域和后舞台区域会设置可水平移动

的车台等机械设备，满足布景、道具的运输和迁换。

2　剧场灯光附属功能空间分布

2.1 观众厅灯光附属功能空间分布

常规剧场以台口为基准，观众厅区域由远及近的灯

光附属功能空间分别是灯光控制室、追光室、面光桥、

耳光室等。

灯光控制室是用来控制舞台灯光设备的房间。布置

在池座观众厅后区正面，设有可开启的观察窗，视线能

够看到舞台的整个台口区域。主要的作用是满足灯光师

的工作需求，对所有的灯具设备进行实时的对光和控制。

追光室是用来放置舞台演出追光灯的房间，布置在

楼座观众厅后部，设有射光口。演出过程中，通过追光

的操作人员移动追光灯的角度将追光产生的光束投射到

舞台内，追光的光束需要跟随演出人员实时的移动，起

着突出重点演员的作用。

面光桥依据土建、装饰等专业的条件而设计。用来

悬挂演出灯具对演出人员的正面进行照明使用的，同时

也可以作为工作人员的检修通道，通常面光桥与观众厅

装饰吊顶内的检修马道是相连的，方面人员的通行。有

条件的剧场面光桥均暗藏在观众厅的吊顶内，面向舞台

的方向装饰层开有射光口。剧场如设置有乐池，面光桥

宜为两道。

耳光室是用来悬挂演出灯具对舞台演出人员的侧面

进行照明使用的，依据土建等专业的条件而定。剧场耳

光室设置在台口的两侧，分左右耳光室。每侧的耳光室

一般设置 2 道 3 层。每层耳光室均设置挂灯的支架，用来

放置灯具，耳光室面向舞台的方向土建及装饰开有射光

孔，满足耳光灯具的投射需求。耳光室的具体造型需要

结合土建和装饰专业而定，但耳光室的投射角度要满足

演出对耳光的需求。

2.2 舞台区灯光附属功能空间分布

剧场内部的灯光附属功能空间主要包含观众厅区域

和舞台区域。观众厅区域由于土建、装饰等专业的基本

需求限制了灯光附属功能空间在观众厅区域的扩展，而

且演出中演员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主舞台区域，同时充足

的灯光点位对一场演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三者的关

系决定了一个剧场的灯光附属功能空间主要分布在舞台

的主舞台区域。为了满足灯光点位在主舞台区域设置，

除需要土建、装饰专业的配合外还需要舞台机械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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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剧场主舞台区从上到下依次是屋顶、结构梁、马道、

舞台面及基坑等空间。舞台灯光点位就是依据这些固定

空间来进行设置的。灯光附属功能空间主要包括硅控室、

机械吊杆、各层马道、舞台区域的侧墙及地板盒等，灯

光系统的所有电力、信号等的接口均布置在上述灯光点

位上。通过灯光点位上的接口实现灯控台对灯具的控制。

硅控室是用来放置灯光硅柜和灯光信号柜的配套房

间，通过硅控室将电力引向剧场内的各灯光点位，同时

通过信号线将硅控室、灯控室、栅顶的信号机柜连接起

来，再分配到舞台灯光的点位上。

主舞台上空的灯光点位主要是分布在主舞台上空的

钢格栅上。通过钢格栅再将灯光点位转接到机械的灯光

吊杆上。钢格栅在舞台机械专业术语里称之为栅顶。在

屋顶的结构梁或网球架下设置转换层，通过转换层吊挂

栅顶，剧场的栅顶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栅顶主要是用来

安装机械电动吊杆的滑轮组及其附件。上层栅顶是舞台

电动吊杆的主要着力点，实际使用中卷扬机通过吊挂在

上层栅顶上的滑轮组拖动钢丝绳实现机械吊杆的升降功

能。下层栅顶是舞台机械设备的布置层和维修人员的工

作层。同时下层栅顶也是舞台上空灯光点位的主要分布

区域。

为了满足演出对灯光系统的需求，灯光设计人员将

会在栅顶上设置信号基站使其与灯控室信号基站、硅控

室信号基站及舞台各灯光点位实现信号的互通互联。除

此之外栅顶上的灯光信号基站也会向就近区域输出信号

节点，这样方便布线及检修。主舞台区域上空栅顶的电

力点位由硅控室引来，硅控室引来的电力线缆除分布在

下层栅顶上的各点位外，主要的电力线缆将于信号线缆

在下层栅顶上通过转接盒转换成灯光扁电缆放置在舞台

机械灯光吊杆的收线框内随机械灯杆做升降运动。扁电

缆再通过机械灯杆上的转接盒均匀分配到灯杆上用来为

吊挂在灯杆上的灯具提供电力和信号接口，满足灯具的

使用需求。为满足一场演出对灯光的需求，灯光系统一

般要求舞台机械在主舞台上空布设假台口、灯光渡桥、

灯光吊杆、柱光架、侧灯光吊笼，侧灯光吊排等可以用

来安装灯具的设备，同时满足灯光电力与信号线缆的分

布于连接。这需要灯光系统与舞台机械系统的设计要紧

密的联系在一起，互相配合，相互兼容 [3]。

以主舞台台口最高点位置为基准到主舞台上空的栅

顶下沿为止，这块区域的空间左侧、右侧和后侧的位置

一般会设置马道，从上到下根据建筑的体量大约会设计

3-4 道马道层，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各专业管线桥架及

设备的安装及检修。检修人员只是在平常无演出的时候

才会利用此区域，在演出过程中此区域可以作为灯光的

点位加以利用。特别是设置马道时可以要求相关专业将

马道的护栏设置成可挂灯的钢管，在演出中只需要在相

关的位置预留灯光电力和信号的接口，随时可以增加各

类灯光的点位，满足演出对灯光多样性的需求。

3　结束语

舞台周边的侧墙及后墙和舞台面区域是灯光系统传

统的灯光点位，在设置时需要考虑与土建、装修、木地

板等专业的配合。除了上述舞台区域的灯光点位之外，

在台口前沿和后舞台区域的相关空间也会适当设置灯光

点位的预留。台口前沿的灯光点位的设置是为了满足舞

台向观众席延伸时演员在此区域表演时对灯光的需求，

如果演出需要增加演出区域的纵深，后舞台区域也将会

是演员活动的区域，此时在后舞台的顶部及周边区域均

应设置灯光点位的预留，满足演出中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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