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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载荷，其设定值为额定载荷的1.2倍即18（1.2×15）kN，

当加载超过18 kN时，载荷传感器通过PLC发出超载信号，

控制系统立即停止吊杆运行或使原来静止的吊杆不能运

行。

（5）运行速度判断。载荷传感器通过PLC自动判别外

部载荷而选择吊杆的运行速度：载荷小于7.5 kN时可选择最

高速度为1.8 m/s的，当载荷大于7.5 kN而小于15 kN，可选

择的最高速度为1.0 m/s。在杆体随机挂载荷5次（要求包含

小于7.5 kN、大于7.5 kN），通过载荷测量来判别最高运行

速度。

（6）紧急制动测试。低速状态最高速度（1.0 m/s）下载

荷15 kN、及高速状态最高速度（1.8 m/s）下载荷7.5 kN，分

别在全速下降时，按下急停开关，检测制动效果及制动位

移量。

两台样机经过上述项目的测试，性能均符合设计要

求。目前这项新技术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已在山东省会

文化艺术中心、台中大都会等剧院得到运用。

4  结论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试验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舞台设备吊杆“低速大负载”、“高速低负载”

的模式可以采用普通变频电机来实现。

（2）当采用普通变频电机弱磁范围内运行时（恒功率

工况），其输出转矩与频率成反比，因此选择的最大工作

频率不宜过高，原则上不要超过80 Hz。

（3）当选用普通变频电机在弱磁范围内运行时，必须

对其在弱磁范围内工作转矩进行校核。

（4）采用相同功率的电机，87 Hz特性电机需要配置

更大的变频器，因此，如能用同功率普通变频电机在弱磁

范围内运行替代，可以大大节省成本。    

（编辑    张冠华）

（上接第12页）

同，建筑墙面3D秀是一种新型的视频艺术形式，通过视频

结合建筑立体的轮廓特征，呈现各种3D效果变换，给人以

震撼的视觉体验。可以模拟各种场景，例如山水、雨雪、

海底天空等，也可以进行虚实结合的特效演绎，如：实现

墙上的砖块有的凸起，有的回缩；砖块像钢琴键那样，来

回地跳动；墙体“碎裂”，崩溃的影像极其逼真；最终，

还可以呈现该广场的标志。

2.3.2  系统的技术实现
视频3D效果要呈现在建筑立面上，且墙面是由大小不

一的瓷砖组成，成像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首先，需要对

建筑外立面进行仔细测量，然后开始模拟，再通过多媒体

服务器进行网格的拉伸调整，巧妙地设置好灯光参数和服

务器参数，使投射到建筑上的影像产生的立体效果恰到好

处。

2.3.3  系统安装
该项目是灯光视频行业在商业广场内的初次尝试，其间

难免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安装位置问题。由于商业广场在

设计期间有本身的限制，在设备安装的环节上，最终只能选

取侧面楼顶处。其次，由此也带来防水防盗等其他问题。

3  建筑墙面3D秀应用前景
作为一种视频载体，建筑墙面3D秀运用3D视觉特效技

术，结合建筑载体的轮廓特征，实现扭曲、视觉变换甚至

裸眼立体3D效果，表现商业广场的主题；同时，它作为一

种新型的广告模式，将企业的图标logo、宣传片、企业主题

等元素植入到特效演绎中，将3D技术与展示主题及商业元

素相结合，可以很好地吸引人们的关注。

目前，建筑墙面3D秀的应用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例

如只能在晚上，选择光照环境较暗的地方。但是建筑墙面

3D秀作为科技与艺术交融的新兴事物，正在国内外稳步发

展。希望业内专家集思广益，共同促进其健康发展。    

（编辑    张冠华）

1  概况
梅兰芳大剧院以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命名，于2007年11月建成投

用，建筑面积13 000 m2，隶属中国国家京剧院。剧院雄踞北京西城西二环和平安

大道的交叉点上，其建筑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西方建筑功能于一身。剧院外部

结构体现了现代的设计理念，钢架支撑的扇形屋架配以玻璃幕墙，构成了一个动

态的结构平衡体系，形成流畅、生动、富有乐感的建筑格局与形式。剧院内部的

装饰则融入我国传统建筑风格，红色的立柱，红色的内墙，镶嵌着数十个金色的

木质圆形浮雕，再现了200年来京剧传承的历程。远远望去，犹如一道向世人开

放的艺术之门，呈现出京剧艺术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和北京这座历史名城深厚的

文化底蕴。梅兰芳大剧院外景、门厅分别如图1、图2所示。

 梅兰芳大剧院地上4层，地下2层；有观众席位1 008座。剧院有一流、完备

的内部设施，先进的数字化大型录音棚，豪华的多功能厅、设备齐全的多媒体会

【摘    要】 介绍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工艺及舞台机械、灯光、音响设备配置，特别是针对京剧演出特性所做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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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大剧院舞台工艺及设备配置
安耀民

（中国国家京剧院 梅兰芳大剧院，北京 100035）

议室，可承接演出之外的多种活动。

三楼的京剧艺术长廊，陈列的数十个

真人大小精美而逼真的京剧人偶，让

观众在欣赏京剧演出的同时，还能通

过展览零距离地走近京剧文化。

2  观众席与化装间

2.1  观众席
考虑到京剧艺术的表演与观演特

性，梅兰芳大剧院观众厅的设计方面

有所创新。

传统的观众厅一层池座的比例大

约占座席总数的2/3，包厢的位置一般

在二层或三层的后区。整个观众厅，

观演效果较好的座位一般在前8排或前

10排，包厢的环境虽好，空间独立，

但观演位置、视听效果很差。

京剧是一种需要近距离观赏的艺

图1  梅兰芳大剧院外景 图2   梅兰芳大剧院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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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观众要观赏华丽的服饰、生动的

脸谱，充分的肢体表演及细腻的面目

传神。因此，剧院的设计者把近距离

观赏的好位置达到了最大化，将一层

观众席只设定为10排，共设359个坐

席，之后升起为二层包厢，使包厢座

椅的下视角为5°左右（以演员头部为

视点），观演角度为轻微俯视，长期

观演视觉不疲劳，效果更佳。包厢共

设5个，能容纳86人，每个包厢配备独

立休息厅和卫生间，并设有专用的贵

宾通道和电梯。在包厢之上为三、四

层观众席，共设563个座位，观演效果

也比较好。图3为观众厅。

剧院观众厅的声学设计得到了欧

盟建声专家阿兰·蒂塞尔先生的指导，

以建筑声学为主，电声设计为辅，将

建声设计、扩声设计、噪音控制、隔

声处理融为一体，追求建声与数字化

音响系统的完美结合，以使观众在剧

场欣赏到演员、乐队不失真的真声传

播。

2.2  化装间
剧院的化装间分布在后台的一层

和地下一层，共设五间，其中一层的

三间为豪华化装间，内设存衣柜、化

装镜、茶几等高档配套设施，每间化

装间配有单独的卫生间并提供淋浴。

可提供给剧团的主演及贵宾使用。地

下一层的两间大化装间，每间可容纳几十人，内设齐全的配套设施。可提供给剧

团的群众演员及大规模阵容的集体演员。

3  舞台设施
剧院的舞台工艺设计和舞台设备的配置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水平，除

满足中国京剧表演艺术的需求外，还兼顾以下主要功能：

（1）能满足国内外各类高水平大型歌舞剧、传统地方戏曲、曲艺、话剧及

大型交响乐的要求；

（2）满足大型综艺晚会演出、电视直播的技术要求；

（3）可作为大型会议的场所。

图4、图5分别为梅兰芳大剧院平面图和剖面图。剧院的舞台采用传统的镜框

式舞台，但其台口独具特点，取消通用剧场的假台口，变建筑台口为活动台口。

一般剧场的假台口，一是通过伸缩起到决定台口尺寸的作用，二是在其上安置部

分灯具，补充灯光。但由于京剧乐队的传统伴奏位置与假台口严重冲突，故将

其设计为距地2.5 m的柱光架，取消了传统的假台口，为乐队提供了合适的位

图3  观众厅

图4  梅兰芳大剧院平面图

置。将建筑台口设计为具有可活动、伸缩的

功能，使其在18 m×9 m～14 m×7 m之间无

极变化。剧场的主舞台宽30 m，深20.3 m，

净高21.4 m，左、右侧台分别为12 m×9 m和

12 m×12 m，主舞台通体铺设暗红色烤漆的实

木地板，两侧台则铺设灰色地胶（侧台为布景

放置及搭建的区域，很容易把地面划伤）。剧

院舞台平面图见图6。

3.1  舞台机械系统
（1）舞台的台上机械设备

图7为梅兰芳大剧院舞台吊杆系统平面

图。在台口外设有1套大幕机，在乐池与舞台

面持平时，台口外大幕机可作为将表演区扩大

或提前时使用，为导演设计演员调度、布景迁

换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同时，在台口外还配

备了1道布景吊杆、1道灯光吊杆、8台单点吊

机、1套声反射板及两组侧光架，在台口外两

侧留有足够区域并与主舞台相通，方便演员上

下场。

在台口内，设有1套大幕机、1道防火幕、

2台活动柱光架、8台灯光吊笼、2套二幕机、2

台飞行器、10台可移动单点吊机、54道布景吊

杆及6道灯光吊杆。其中，舞台所有布景吊杆

及灯光吊杆的载荷均设计为1 t，可悬挂大型的

景片及更多的灯具，为一些大型舞美制作的剧

目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

（2）舞台的台下机械设备

设有3块升降乐池、1道升降乐池栏杆，在

主舞台前区设有2台1m×1m可移动的演员升降

小车，并预留6个升降台仓口，在主舞台后区

设有6块6 m×2 m的升降台。

（3）舞台机械控制系统

采用人工智能化管理，同时也可进行人工

干预，并备有完善的安全保护及应急措施，人

机界面友好，显示功能直观，故障诊断功能完

善，具有自动、手动两种控制功能。舞台机械

图5  梅兰芳大剧院剖面图

图6  梅兰芳大剧院舞台平面图

图7  梅兰芳大剧院舞台吊杆系统平面图



2012年第十一期  总第76期  月刊

演 艺 科 技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No. 11, 2012 monthly No. 76

演 艺 科 技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3938

应 用 实 例
B u i l d i n g  o f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S t a d i u m
演出场馆建设

术，观众要观赏华丽的服饰、生动的

脸谱，充分的肢体表演及细腻的面目

传神。因此，剧院的设计者把近距离

观赏的好位置达到了最大化，将一层

观众席只设定为10排，共设359个坐

席，之后升起为二层包厢，使包厢座

椅的下视角为5°左右（以演员头部为

视点），观演角度为轻微俯视，长期

观演视觉不疲劳，效果更佳。包厢共

设5个，能容纳86人，每个包厢配备独

立休息厅和卫生间，并设有专用的贵

宾通道和电梯。在包厢之上为三、四

层观众席，共设563个座位，观演效果

也比较好。图3为观众厅。

剧院观众厅的声学设计得到了欧

盟建声专家阿兰·蒂塞尔先生的指导，

以建筑声学为主，电声设计为辅，将

建声设计、扩声设计、噪音控制、隔

声处理融为一体，追求建声与数字化

音响系统的完美结合，以使观众在剧

场欣赏到演员、乐队不失真的真声传

播。

2.2  化装间
剧院的化装间分布在后台的一层

和地下一层，共设五间，其中一层的

三间为豪华化装间，内设存衣柜、化

装镜、茶几等高档配套设施，每间化

装间配有单独的卫生间并提供淋浴。

可提供给剧团的主演及贵宾使用。地

下一层的两间大化装间，每间可容纳几十人，内设齐全的配套设施。可提供给剧

团的群众演员及大规模阵容的集体演员。

3  舞台设施
剧院的舞台工艺设计和舞台设备的配置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水平，除

满足中国京剧表演艺术的需求外，还兼顾以下主要功能：

（1）能满足国内外各类高水平大型歌舞剧、传统地方戏曲、曲艺、话剧及

大型交响乐的要求；

（2）满足大型综艺晚会演出、电视直播的技术要求；

（3）可作为大型会议的场所。

图4、图5分别为梅兰芳大剧院平面图和剖面图。剧院的舞台采用传统的镜框

式舞台，但其台口独具特点，取消通用剧场的假台口，变建筑台口为活动台口。

一般剧场的假台口，一是通过伸缩起到决定台口尺寸的作用，二是在其上安置部

分灯具，补充灯光。但由于京剧乐队的传统伴奏位置与假台口严重冲突，故将

其设计为距地2.5 m的柱光架，取消了传统的假台口，为乐队提供了合适的位

图3  观众厅

图4  梅兰芳大剧院平面图

置。将建筑台口设计为具有可活动、伸缩的

功能，使其在18 m×9 m～14 m×7 m之间无

极变化。剧场的主舞台宽30 m，深20.3 m，

净高21.4 m，左、右侧台分别为12 m×9 m和

12 m×12 m，主舞台通体铺设暗红色烤漆的实

木地板，两侧台则铺设灰色地胶（侧台为布景

放置及搭建的区域，很容易把地面划伤）。剧

院舞台平面图见图6。

3.1  舞台机械系统
（1）舞台的台上机械设备

图7为梅兰芳大剧院舞台吊杆系统平面

图。在台口外设有1套大幕机，在乐池与舞台

面持平时，台口外大幕机可作为将表演区扩大

或提前时使用，为导演设计演员调度、布景迁

换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同时，在台口外还配

备了1道布景吊杆、1道灯光吊杆、8台单点吊

机、1套声反射板及两组侧光架，在台口外两

侧留有足够区域并与主舞台相通，方便演员上

下场。

在台口内，设有1套大幕机、1道防火幕、

2台活动柱光架、8台灯光吊笼、2套二幕机、2

台飞行器、10台可移动单点吊机、54道布景吊

杆及6道灯光吊杆。其中，舞台所有布景吊杆

及灯光吊杆的载荷均设计为1 t，可悬挂大型的

景片及更多的灯具，为一些大型舞美制作的剧

目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

（2）舞台的台下机械设备

设有3块升降乐池、1道升降乐池栏杆，在

主舞台前区设有2台1m×1m可移动的演员升降

小车，并预留6个升降台仓口，在主舞台后区

设有6块6 m×2 m的升降台。

（3）舞台机械控制系统

采用人工智能化管理，同时也可进行人工

干预，并备有完善的安全保护及应急措施，人

机界面友好，显示功能直观，故障诊断功能完

善，具有自动、手动两种控制功能。舞台机械

图5  梅兰芳大剧院剖面图

图6  梅兰芳大剧院舞台平面图

图7  梅兰芳大剧院舞台吊杆系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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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 i l d i n g  o f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S t a d i u m
演出场馆建设

的主控制台设置在舞台一层天桥处，专供演出时使用，方便关注每根吊杆的运行

状况。移动控制台设置在左、右侧台口区域，专供装台、拆台时使用，方便关注

设备运行时工作人员在舞台上的安全情况。

剧院的舞台机械系统具有工艺设计科学、技术性能优良、配置优化实用、运

行安全可靠、操作维修方便等特点。

3.2  舞台灯光系统
剧院的舞台灯光系统的设计是按照国际上剧场的标准，结合国内诸多剧场的

经验，其设计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超前性，另外，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当代舞台

艺术和电视摄像技术的结合，在照度、色温、色彩还原等方面均能达到相应的标

准，保证技术指标优良。图8 为梅兰芳大剧院舞台灯光回路图。

在舞台灯光系统设备的配备方面，系统的核心及关键部分采用国际知名品牌

的设备，其他采用国内技术成熟、技术指标已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的设备。

（1）调光回路设计

根据《剧场建筑设计规范》中甲等剧场调光回路的规定，调光回路设计数量

设为480路，每路支持6 kW。直通回路设为240路，每路支持4 kW。以舞台为重

点，将调光回路、直通回路全方位分布于整个剧院的各个层面和位置。

（2）舞台灯光控制系统

设备包括：2台Strand品牌调光台、1台有线PDA及1台无线PDA，设备之间通

过有线连接和无线连接形成局域网，分别可做到系统控制及编辑。其中，主调光

台具备多功能性，可同时控制常规灯、电脑灯、换色器，最多可控制3 000个光路

信道。2台主调光台可互为备份，并能独立完成操作任务，在一台出现故障时，

系统将自动跳转到另一台，使演出得以安全、顺畅进行。无线PDA可在剧场内的

各区域进行控制、编辑，并可将程序

通过无线传输到主调光台。

（3）灯具配备

京剧的表演特征是唱念做打、手

眼身法步。京剧的表现特别强调个性

化的元素，突出人物表演，有时一个

眼神一个动作就代表一种情感。观众

需要看清、看透演员在台上的大、小

动作，尤其是传统京剧，更需求面、

耳光的充足。因此剧院共设计两排面

光、四排耳光，面光、耳光均选配了

A D B 品 牌 的 远 程 聚 光 灯 和 部 分 变 焦

成像聚光灯，保障了面、耳光的整体

亮度及色温的稳定性，并在舞台前沿

区域配备固定的脚光灯予以补足。舞

台区域内选用螺纹聚光灯、平凸聚光

灯、电影回光灯、PAR灯、碘钨灯来构

成舞台三排顶光、四排侧光、两排逆

光、一排天幕光的基本灯光配置。

3.3 舞台音响系统
剧 院 的 舞 台 音 响 系 统 以 控 制 室

内的大型数字现场调音台YAMAHA 

PM1D作为系统的核心设备，并配备了

完善的Digidesign 002 Rack数字多轨工

作站，选用DENON、HHB、Tascam等

品牌产品作为音源和周边设备。图9为

梅兰芳大剧院舞台音响系统图。

（1）主扩声系统的扬声器配备

在舞台台口上方声桥设置左中右

三组全频扬声器，主要用于覆盖三楼

观众席。在舞台左右两侧台口各配备1

只全频扬声器、1只超低音扬声器用于

覆盖一二层观众席。另外，在舞台台

唇位置配备了6只全频扬声器，面对一

层观众作为中间前部观众区域的拉声

像扬声器使用，同时可以弥补台口左

图8  梅兰芳大剧院舞台灯光回路图

右扬声器组在该位置听觉上产生的中空现象。

（2）返送系统扬声器

为充分保证演员的监听需要，除了在台口放置地面流

动的2只全频扬声器之外，在舞台两侧的第一台灯光吊笼底

部又各加装了1只全频扬声器。由于京剧传统乐队位置的需

要，在舞台两侧的柱光架底部，分别各加装了1只全频扬声

器，供乐队使用。在乐池中也同样配置了1组扬声器。

（3）观众厅效果声系统和舞台效果系统

在一层、三层观众厅中各配置了8只全频多声道扬声

器，在二层包厢区中，每个包厢各配置1只全频多声道扬

声器。为配合现代戏剧、戏曲表演中剧目情绪以及演出氛

围，还设置了一套舞台效果系统，它由两组音箱组成一个

立体声的格局，面对观众，放置于舞台后区左右两侧。每

组各配置1只全频大功率扬声器及1只超低音扬声器。此只

全频扬声器采用“相关频率线性耦合”技术，指向角度相

对狭小，可以把声音投射到较远的观众区，而整组音箱凭

借宽泛的频率响应以及较大的声压级可以充分表现各种效

果。

3.4  舞台同步录像及监控系统
舞台同步录像系统在观众席二层包厢区的左、中、右

设有3台演播级摄像机，可通过视频控制室的导播台进行现

场导播、录制，对录制的演出还可以在电脑上通过非线性

编辑软件进行后期的编辑整理，以便存档。

舞台的视频监控系统在主舞台两侧、乐池台仓、升降

台台仓设有10个机位，在舞台机械、灯光、音响控制室内

可通过操作盘对需要的机位进行操作、监控。也可通过舞

台同步录像系统，在各控制室、化装间、走廊、餐厅的监

视器中显示演出同步实况。

3.5  舞台反声罩
梅兰芳大剧院是一座多功能剧院，具有良好的建筑声

学效果，除可举行戏曲、戏剧、歌舞、晚会和会议外，也

同时接待清唱音乐会、诗歌朗诵会及交响音乐会。因此，

剧院购置了一套反声罩。在安装了反声罩后，可将舞台空

间进行压缩，增加声音的混响强度，一方面，改善乐队声

部之间的听闻关系，降低舞台周边的噪声干扰，使乐队演

奏人员能够清晰感受到乐队各声部或各类乐器的早期反

射声，培养演奏人员良好的自我感觉，增强表演者的自信

心；另一方面，加强观众厅的声压级，改善观众厅的早期

反射声及音质，增加声音的清晰度和丰满度。

4 剧院及舞台设施的改进
在梅兰芳大剧院运行几个月后，剧院在广泛听取各

演出院团、观众、业内专家的宝贵建议基础上，经研究论

证，对剧院及舞台设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改造。

主要改造内容包括：

（1）原一层观众反应视线较低，并存在遮挡情况。改

造后，将一层观众席整体加高了30 cm，每排座椅间加大高

度差。

（2）原音响控制室的内墙壁为普通壁纸材质，声音

进入室内产生反射，造成声场混乱，与观众席声音相差较

大，不便于音响师调音。改造后，将室内墙壁包装吸音

板，效果很好，减少了声音反射，最大化地接近了观众席

内音效。

（3）为了整体装潢美观，原三层声桥音箱被装饰材料

遮挡并且位置靠里，影响了直达声。改造后，在保证装潢

美观、材料安全的基础之上，将部分材料去除，并将音箱

探出原位置，保证了直达声传送。

此外，改造内容还有：加装了面光、耳光的安全防护

网，在舞台地板上喷涂了吊杆的对应编号等。

图9  梅兰芳大剧院舞台音响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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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场馆建设

的主控制台设置在舞台一层天桥处，专供演出时使用，方便关注每根吊杆的运行

状况。移动控制台设置在左、右侧台口区域，专供装台、拆台时使用，方便关注

设备运行时工作人员在舞台上的安全情况。

剧院的舞台机械系统具有工艺设计科学、技术性能优良、配置优化实用、运

行安全可靠、操作维修方便等特点。

3.2  舞台灯光系统
剧院的舞台灯光系统的设计是按照国际上剧场的标准，结合国内诸多剧场的

经验，其设计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超前性，另外，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当代舞台

艺术和电视摄像技术的结合，在照度、色温、色彩还原等方面均能达到相应的标

准，保证技术指标优良。图8 为梅兰芳大剧院舞台灯光回路图。

在舞台灯光系统设备的配备方面，系统的核心及关键部分采用国际知名品牌

的设备，其他采用国内技术成熟、技术指标已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的设备。

（1）调光回路设计

根据《剧场建筑设计规范》中甲等剧场调光回路的规定，调光回路设计数量

设为480路，每路支持6 kW。直通回路设为240路，每路支持4 kW。以舞台为重

点，将调光回路、直通回路全方位分布于整个剧院的各个层面和位置。

（2）舞台灯光控制系统

设备包括：2台Strand品牌调光台、1台有线PDA及1台无线PDA，设备之间通

过有线连接和无线连接形成局域网，分别可做到系统控制及编辑。其中，主调光

台具备多功能性，可同时控制常规灯、电脑灯、换色器，最多可控制3 000个光路

信道。2台主调光台可互为备份，并能独立完成操作任务，在一台出现故障时，

系统将自动跳转到另一台，使演出得以安全、顺畅进行。无线PDA可在剧场内的

各区域进行控制、编辑，并可将程序

通过无线传输到主调光台。

（3）灯具配备

京剧的表演特征是唱念做打、手

眼身法步。京剧的表现特别强调个性

化的元素，突出人物表演，有时一个

眼神一个动作就代表一种情感。观众

需要看清、看透演员在台上的大、小

动作，尤其是传统京剧，更需求面、

耳光的充足。因此剧院共设计两排面

光、四排耳光，面光、耳光均选配了

A D B 品 牌 的 远 程 聚 光 灯 和 部 分 变 焦

成像聚光灯，保障了面、耳光的整体

亮度及色温的稳定性，并在舞台前沿

区域配备固定的脚光灯予以补足。舞

台区域内选用螺纹聚光灯、平凸聚光

灯、电影回光灯、PAR灯、碘钨灯来构

成舞台三排顶光、四排侧光、两排逆

光、一排天幕光的基本灯光配置。

3.3 舞台音响系统
剧 院 的 舞 台 音 响 系 统 以 控 制 室

内的大型数字现场调音台YAMAHA 

PM1D作为系统的核心设备，并配备了

完善的Digidesign 002 Rack数字多轨工

作站，选用DENON、HHB、Tascam等

品牌产品作为音源和周边设备。图9为

梅兰芳大剧院舞台音响系统图。

（1）主扩声系统的扬声器配备

在舞台台口上方声桥设置左中右

三组全频扬声器，主要用于覆盖三楼

观众席。在舞台左右两侧台口各配备1

只全频扬声器、1只超低音扬声器用于

覆盖一二层观众席。另外，在舞台台

唇位置配备了6只全频扬声器，面对一

层观众作为中间前部观众区域的拉声

像扬声器使用，同时可以弥补台口左

图8  梅兰芳大剧院舞台灯光回路图

右扬声器组在该位置听觉上产生的中空现象。

（2）返送系统扬声器

为充分保证演员的监听需要，除了在台口放置地面流

动的2只全频扬声器之外，在舞台两侧的第一台灯光吊笼底

部又各加装了1只全频扬声器。由于京剧传统乐队位置的需

要，在舞台两侧的柱光架底部，分别各加装了1只全频扬声

器，供乐队使用。在乐池中也同样配置了1组扬声器。

（3）观众厅效果声系统和舞台效果系统

在一层、三层观众厅中各配置了8只全频多声道扬声

器，在二层包厢区中，每个包厢各配置1只全频多声道扬

声器。为配合现代戏剧、戏曲表演中剧目情绪以及演出氛

围，还设置了一套舞台效果系统，它由两组音箱组成一个

立体声的格局，面对观众，放置于舞台后区左右两侧。每

组各配置1只全频大功率扬声器及1只超低音扬声器。此只

全频扬声器采用“相关频率线性耦合”技术，指向角度相

对狭小，可以把声音投射到较远的观众区，而整组音箱凭

借宽泛的频率响应以及较大的声压级可以充分表现各种效

果。

3.4  舞台同步录像及监控系统
舞台同步录像系统在观众席二层包厢区的左、中、右

设有3台演播级摄像机，可通过视频控制室的导播台进行现

场导播、录制，对录制的演出还可以在电脑上通过非线性

编辑软件进行后期的编辑整理，以便存档。

舞台的视频监控系统在主舞台两侧、乐池台仓、升降

台台仓设有10个机位，在舞台机械、灯光、音响控制室内

可通过操作盘对需要的机位进行操作、监控。也可通过舞

台同步录像系统，在各控制室、化装间、走廊、餐厅的监

视器中显示演出同步实况。

3.5  舞台反声罩
梅兰芳大剧院是一座多功能剧院，具有良好的建筑声

学效果，除可举行戏曲、戏剧、歌舞、晚会和会议外，也

同时接待清唱音乐会、诗歌朗诵会及交响音乐会。因此，

剧院购置了一套反声罩。在安装了反声罩后，可将舞台空

间进行压缩，增加声音的混响强度，一方面，改善乐队声

部之间的听闻关系，降低舞台周边的噪声干扰，使乐队演

奏人员能够清晰感受到乐队各声部或各类乐器的早期反

射声，培养演奏人员良好的自我感觉，增强表演者的自信

心；另一方面，加强观众厅的声压级，改善观众厅的早期

反射声及音质，增加声音的清晰度和丰满度。

4 剧院及舞台设施的改进
在梅兰芳大剧院运行几个月后，剧院在广泛听取各

演出院团、观众、业内专家的宝贵建议基础上，经研究论

证，对剧院及舞台设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改造。

主要改造内容包括：

（1）原一层观众反应视线较低，并存在遮挡情况。改

造后，将一层观众席整体加高了30 cm，每排座椅间加大高

度差。

（2）原音响控制室的内墙壁为普通壁纸材质，声音

进入室内产生反射，造成声场混乱，与观众席声音相差较

大，不便于音响师调音。改造后，将室内墙壁包装吸音

板，效果很好，减少了声音反射，最大化地接近了观众席

内音效。

（3）为了整体装潢美观，原三层声桥音箱被装饰材料

遮挡并且位置靠里，影响了直达声。改造后，在保证装潢

美观、材料安全的基础之上，将部分材料去除，并将音箱

探出原位置，保证了直达声传送。

此外，改造内容还有：加装了面光、耳光的安全防护

网，在舞台地板上喷涂了吊杆的对应编号等。

图9  梅兰芳大剧院舞台音响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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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剧场及舞台设施仍存在的不足
虽然经过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造，但由于经费及改造周

期的限制，剧场及舞台设施仍存在以下不足，有待今后的

使用过程中逐步加以完善：

（1）面光受观众席进深限制位置太陡且工作空间狭

小。

（2）舞台升降台整体区域靠后，利用率不高。

（3）舞台木地板为烤漆工艺，修补成本很高。

（4）舞台工作电梯与化装间区域联通，造成工作影响

及人员安全管理的难处。

（5）地下一层化装间在上场门一侧无楼梯，只有一部

电梯，演员着急赶场不得不绕行下场门。

6 对剧场建设的感悟及建议
剧场建设与演出行业都属于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剧场

是传播文化艺术、推广普及高雅艺术的平台，是为大众文

化娱乐服务的重要场所。剧场大多由国家出资建设，应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剧场的设计建设中，应本着务实的

态度，将剧场服务于文化产业而不是城市规划建设，更不

赞成将其建设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和作为政府的形象工

程。在此，笔者有几点建议，与剧院设计、建设的专家共

同探讨：

（1）地理位置

剧场不必非要建在城市的黄金地带，但一定选在市区

或城市道路、公共交通便利的地方。同时，要建设与剧场

观众容量相匹配的停车场。

（2）实用性

剧场应有明确的定位。根据需求制定剧场的规模、档

次、设施设备的数量及等级。应避免剧场的使用功能超饱

和，造成大批的设施设备闲置，给今后经营管理方增加了

人员、设备维护保养的成本压力。

（3）可拓展性

剧场是一个综合性的建筑体，它结构复杂、独特、

设备密集。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出的舞台表现手法日益丰

富，舞台设备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

入也越来越多，这都意味着剧场的改扩建、增容、增配是

必须考虑的问题。剧场的设计、建设应具有前瞻性，密切

关注演艺设备的发展趋势，增强可拓展性，为老剧场的发

展留足“空间”，让剧场尽量在不进行大型改建的前提下

实现可持续发展。

梅兰芳大剧院的落成，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得以更好

传承和发扬的一大幸事，为京剧等民族艺术提供了更专业

化的创作与演出场所。现代化声、光、电的舞台设备运用

和结合剧种特点的改良，在没有削弱京剧艺术的味道的前

提下，为观众带来了更加新颖和精彩的京剧观赏效果，也

为在剧场建设中如何进行功能与舞台工艺设备的有效配置

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1  “木卡姆”之乡的伴奏乐器
“木卡姆”(Muqam)一词源自于阿拉伯语，本意为

“位置”、“讲台”、“坟墓”等，在音乐上常被引申为

“乐音”、“调式”、“组曲”等多种解释。木卡姆体裁

多样，节奏错综复杂，曲调丰富，流行于中亚、南亚、西

亚、北非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代维吾尔语中，木卡姆

一词的主要意思是指“大型套曲”，同时还有法则、规范

之意。“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对流传我国在新疆的木

卡姆文化的一种涵盖方式，包括有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

姆、吐鲁番木卡姆和哈密木卡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

的综合艺术形式，被人们赞誉为“华夏瑰宝”、 “丝路明

珠”。2005年11月25日，“木卡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维吾尔木卡姆的伴奏乐器多样，有弓弦乐器沙它尔、

艾捷克，吹管乐器乃依、巴拉满、苏乃依，弹拨乐器弹布

尔、都它尔、热瓦甫、卡龙，击弦乐器扬琴，打击乐器达

普、纳格拉、萨帕依等10余种。许多乐器残留着中原、南

亚及阿拉伯音乐文化的烙印。它们编织出的奇妙音响，成

为塑造维吾尔木卡姆艺术风格不可或缺的要素。  

喀什是木卡姆的家乡，素有“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之

称的喀什疏附县吾库萨克乡吐万干吾库沙克村（见图1），距

喀什市约15公里，这个古老的村子生产民族乐器的历史已

有150多年。

该乐器制作村都是典型的家庭作坊。全村570户人家中

有290户、520人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所制乐器共27大类、

50多个品种，几乎涵盖了维吾尔族所有传统乐器的种类。

所制作的乐器素以选材精细、工艺精湛而著称，其别致的

形制和精美的花纹闻名于世，极富适用性和收藏价值，受

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该村制作的“沙它尔”、“都他

尔”、“热瓦甫”、手鼓、“胡西塔尔”等50余个品种的

乐器，每年约有8 000～10 000件乐器畅销我国各地区及乌

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部分小型

【摘    要】 介绍新疆少数民族乐器沙它尔的历史起源与乐器制作工艺，概述了沙它尔乐器演奏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 木卡姆；沙它尔；新疆乐器；乐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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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istoric origins and production techniques of a music instrument Shatall was introduced for national minority in  
 Sinkiang. Meanwhil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music performance art of Shatall was also expound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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