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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剧院设置地下疏散通道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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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地提出了对影剧院设置地下疏散通道的设想，地下疏散通道为特殊紧急情况下的疏散救援提供了

一种可靠的备选方案，文章对地下疏散通道的设置、结构、配置设施进行了初步解析，对地下疏散通道设置的可行

性、规范性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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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影剧院因其建筑高，空间大、电器设备多、

结构复杂、有相当数量的可燃物，各部分相互连通，人

员高度集中[1-2]。发生火灾后，火势猛烈，蔓延迅速，容

易造成人员伤亡。在着火时，人员众多和相应的疏散通

道少的矛盾，给人员逃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王皎[3]等对

公共建筑火灾中人员生命风险进行了分析，李杰[4]等指出

当前安全疏散则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热点领域。李杰[5]等

在安全疏散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一文中对我国的安全疏

散进行了系统归纳，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安全疏散的发展

历程，安全疏散的知识图谱反映出我国安全疏散研究从

产出、合作到研究主题都已初具规模，研究逐步走向成

熟。本文在常规的安全疏散基础上，首次创新性提出设

置地下疏散通道的设想，为新建影剧院工程设计和现有

影剧院改造提供一个新的疏散通道思路和有益补充。

1 影剧院地下疏散通道的布置

现在的影剧院，根据疏散要求，设有不同的疏散

口，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总有不当疏散的情况。郑霞忠[6]

等分析了多出口条件下应急疏散路径优化模型，张国维
[7]等提出了基于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建筑“准安全区”的

判定方法，李悦[8]等、何涛[9]分别用性能化防火设计对

某剧场和某大空间会堂防火设计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本

文提出利用影剧院底层本身的阶梯形状设置地下疏散通

道，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在剧院的正常的地面通道

下方，设置一定宽度的地下疏散通道。在地下疏散通道

内设置排风和水喷雾设施，保障人员正常疏散的空气和

温度要求。王建国，等对不同隧道排烟模式对站台火灾

人员疏散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对影剧院的通风具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在影剧院地面上，按照一定间距根据疏散

比例设置足够的地下通道入口，间距考虑入口下滑梯尺

寸需求和志愿者站立区域，入口平时关闭，紧急时能自

动打开，并连锁到自动通风和喷水系统。地下通道的强

度应能保证在上部结构坍塌时，不危及通道内人员的正

常行走和疏散。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这样人员可以同

时利用地上和地下通道进行疏散。能够提供更为安全的

疏散方式。这是因为在发生火灾时，生成的有毒烟气伴

随着热量在室内扩散或逐步充满，但是在地下通道内，

由于通风和水雾的存在，能够保证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

环境。同时，由于地下疏散通道虽然也是伴随着地面坡

度设置，但是总体比剧场内的地面低2.2m或更多的高

度。这个高度，在辅助通风和水喷雾设施，能够保证一

个相对更加安全的地下疏散通道空间。在斜坡地下通道

的最下端，可以设置水泵和积水坑。在通道的内侧壁底

部边缘出现设置积水沟槽。在通道的两边设置不锈材质

的扶手，以及喷水管道和喷水嘴，喷水的目的在于降

温，但不要影响人们正常抓住扶手在坡道上行走，也不

能遮挡人们的正常视线和监控摄像头的视线。在地面通

道的顶部中间位置设置，在地面儿设置进入地下疏散通

道的入口。人员可以从入口滑梯进入地下疏散通道。在

滑梯尽头，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应该就位，帮助人员正常

站立，指挥人员的疏散方向和秩序。避免造成拥堵踩踏

等现象。滑梯在地下通道投影区域不作为地下通道的有

效人流区域，只作为从地上进入地下疏散的途径区域。

假如每个地下疏散入口最大疏散人数不超50人。进入地

下疏散通道的人数比例在20%~30%之间，按照两秒一人

的比例计算入口设置数量。为了避免人们正常情况下占

用地下疏散通道入口连接组成的区域，以自发光材料进

行标识并用一定高度的围栏固定在地面上，形成长条形

围护结构，在逆着散场时人流方向上开设围栏门，里面

配备火灾救护服，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在演出持续时间

段内穿着，能与正常观众进行明显区分，在演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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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监视火情、及时报警、疏散指挥。同时围栏起到自

然分流的作用，围栏前侧的低位横杆起到进入地下疏散

通道抓手的作用。围栏区域宽度可以设置为60cm，满

足一个人横向站立和坐立的宽度。地下疏散通道，沿着

主疏散方向设置地下主通道和地下支通道，结构之间应

该联通，并通向影剧院外间安全区域。根据相关规范，

特等、甲等剧场，座位数超过1500座的一等剧场的观众

厅、观众厅闷顶内、舞台等部位应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且栅顶、台仓、疏散通道及剧场中设置雨淋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和机械排烟系统。无论观众厅座位采用短排

法，此时边走道净宽度不应小于0.80m，还是长排法，边

走道净宽度不应小于1.20m。在边通道下方不设地下主疏

散通道。地面上围栏区域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部

分围栏内配备干粉或CO2灭火器，供此围栏内的志愿者或

工作人员发现火情后灭火使用。甚至在可行的条件下，

设置符合消防要求的消防水炮或消防水枪，能够对舞台

上部区域和观众厅的顶棚和设施火灾进行一定的辅助或

者主导灭火救援。

2 地下疏散通道的设置难点分析

对于新建的剧院和影剧院，可以设计上地下疏散通

道。这样可以很好的与地上疏散通道配合，发挥更大的

作用。对于现有的影剧院，也可以根据阶梯形状进行现

场改造，采用现场浇筑或分段预制件进行施工。一般情

况下，设置边通道和中间通道，两者在正对舞台的后墙

边角汇合后出观众厅，通过台阶下到出口厅，然后出剧

院疏散门，通常出口厅地面与最上面台阶有一定的高差

和空间，可以在此处设置地下疏散通道的出口。对于地

上疏散通道宽度因为设置围栏和地下疏散通道入口占据

的宽度，造成地面疏散通道不符合要求时，可以通过拆

卸地上通道两侧的座椅使其符合要求。总之，安全要优

先于效益，影剧院作为公共建筑，安全应作为使用功能

外的第一要素。地下疏散通道的设立和增设，可以成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安全的疏散通道。从而在地面疏散受

到严重威胁时，成为生命的交通线。并且观众得知地下

疏散通道的存在，可以对观众的紧急状态下的情绪得到

心理的抚慰，能够更好更从容地撤离。

在采用了地下疏散通道后，可以结合正常情况

下的疏散，启用地下入口，可以让观众以及工作人员、

志愿者熟悉使用这些设施的功能进行应急演练，保证人

员疏散的安全。这些地下疏散通道的出口和入口有能设

置火灾及紧急情况下的自动开启和正常状态自动关闭

功能。这样才能避免产生第三方故意破坏和别的次生危

害。在墙体主体结构范围之外。则进入了相对较为安全

的区域。此时可以设置向上或者或者转折的方向，但是

为保证疏散逃生的及时性，应尽可能的直接开口到外围

地面高度，减少转折。

靠近地上疏散出口和通道的人员。都会优先从最

近地面上通道和出口进行撤离。至于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人员，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判断，采取跟随或直接进入

地下通道。默认状态下，从各个地下疏散通道入口下到

地下疏散通道的第一人可以作为志愿者，站立在滑梯尽

头前端空地的方形反光标记区域内，取下并戴上标记有

“志愿者”的标识物，发挥志愿者的作用，直到疏散结

束，然后顺序退出疏散通道。地下疏散通道内应在不妨

碍人员疏散的情况下，设置正常照明，应急照明，疏散

方向标志等设施。志愿者站立区域的后侧，可以设置固

定良好的单层不锈钢护栏，供悬挂放置志愿者标识物，

同时可设置摄像头和低位报警按钮，也作为志愿者避免

被滑梯上人员和两边疏散人员撞倒的倚靠和保护设施。

护栏和设备设施可以集成优化定制设计和制造，减少安

装和损坏更换的时间。滑梯投影到地下疏散通道的地面

区域，同样画上反光标线，避免两侧疏散人流侵占或穿

插经过。对于设置有地下疏散通道的影剧院，如果自身

工作人员及或者观众志愿者人员不足以满足要求时，对

于使用频率不是很高的影剧院，如一周一次，每次几个

小时，也可以利用社会力量，平时建立一支大型集会和

公共活动的专业疏散指挥和救援队伍，发挥专业人员优

势，保证大型活动的安全进行。因为毕竟专业的救援设

施和设备的使用，专业人员具有专业化的准确到位的特

长，一般人员需要有认识和熟悉的过程。但反过来讲，

人员中总有人具备一定的消防知识和热心公益的愿望，

通过志愿者的参与，可以逐步提高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

协调组织能力，对于群体人员的消防和突发事件的意识

和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会起到“由点带面、逐步熟练深

化”的作用。在活动开始时，要进行安全提示，让观众

了解和熟悉地下疏散通道的存在和正确进入方式和疏散

方式，活动正式开始时，观众厅地面上围栏内要有足够

的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或专业外部力量就位。相对来说，

地下疏散通道的志愿者，所需要的装备，可以相对地面

围栏内人员的装备，相对简单，以求实用快捷。甚至地

面志愿者人员，在地面观众撤离后，也可以穿戴着装备

进入地下疏散通道，检查或者替换地下通道内的志愿

者，继续完成疏散任务。

对地下疏散通道的设置，目前没有相应的规范，

因此设置与否，取决于建设方和设计方的综合考虑，对

影剧院的所有方和运营方来说，极有可能对设计和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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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疏散通道持反对态度，因为毕竟会增大投资、建设

期增加、减少正常竣工和改造期间的收益，因此在现有

疏散形式符合规范的前提下，基本不会有人自找麻烦。

但是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角度来说，

在有条件的影剧院，设置地下疏散通道还是有必要的，

建议各级政府从财政补贴、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等方面

采取鼓励和跟进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设置地下疏

散通道的影剧院，配套的照明、通风、监控、广播对讲

等系统的设置，可以参照地上疏散通道的要求。由于地

下通道的设置，对于侧面有地上疏散口的横向通道，选

择在疏散口下方直接通过，对现有建筑的影响不大，对

于纵向通道需要穿过影剧院后面山墙，需要在结构上由

原设计单位予以验算，确定好加固措施，保证地下疏散

通道自身以及覆盖在它上方的影剧院主体结构的安全。

结论

本文首次提出了在大型影剧院结构中增设地下疏散

通道的构想，为极端紧急情况下的人员逃生和疏散提供

了一个备选方案，在安全为第一要务的情况下，建议国

家在政策及标准规范上给予有力的支持，为人民群众公

共区域的安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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