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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影院建筑的工艺设计+ 
— — 银幕与观众厅尺度 

吴德基 ， 吴 波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在现代电影院设计中，工艺设计是观众厅设计的核心。观众厅的尺度与银幕之间有密切 

的关系；因此，要对放映工艺和电影技术有充分的了解才能立确的决定银幕的宽度和厅的平面 

空间尺度。银幕的宽度、挂高、亮度 ，以及放映机的光通量、焦距等都是 电影观众厅设计的重要 

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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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Design of Modern Cinema 

WU De—ji，WU Bo 
(Con~ 0fArchitecture and Urban Manning，Chongqing University，d 400045，P．R．China) 

Abstract：In the modem cinema design，the auditorium is the kernel ofits technological design
． There is a clos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reen and the scale of auditorium ；therefore，to determine the width of screen and the scale 

0f the auditorium correctly，the film projection and cinema technique should be acquainted with．The width。 

height，brightness ofthe screen and the luminous flux，focus of the cineprojector are important factors of cinema all— 

ditofium  design． 

Keywords：screen；auditorium ；scale；technological design 

银幕宽度决定观众厅尺度，它是保证银幕亮度和清晰度、合理配置席位、具有适宜的视角和视距、正 

确控制容量等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两者间参数配合的失调，往往是形成使用上许多缺陷的重要原因， 

例如，厅长幕小的电影院，后区观众看画面就很吃力，清晰度差，细微部分看不清楚；若厅宽幕小，则斜视 

角大，银幕形象变态，反之，厅小幕大，因其视角要求，使幕前出现大量不能设置席位的空间面积，经济效 

果明显下降。 

观众厅尺度与银幕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参数配合的合理与否是观众厅设计成败优劣的重 

要因素。如果对放映工艺和电影技术缺乏必要的技术性了解，凭主观任意因素决定幕宽或厅的平面空 

间尺度，是导致电影院设计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1 决定观众厅尺度的基本参数 

观众厅的尺度，取决于银幕的宽度。实际证明技术参数配合的失调而形成的放映质量下降、视觉条 

件恶化、经济上不合理等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确定观众厅的长度时所要考虑的主要依据是使观众看宽银幕具有良好的“身临其境感”，ePFJf谓的 

“全景效果”问题。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银幕视角”。如果观众对银幕的水平视角过小，观看宽银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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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时就会失去全景效果，事实上等于看普通电影。保持全景效果的最小视角是 28。，即最后排观众座位 

应控制在离宽银幕宽度的二倍处。这个参数可以保证大多数观众的座位质量处于优良区内。但各国对 

此的看法并不一致，如法国电影工业标准化委员会认为：只有超过二倍半时，才失去宽银幕全景效果。 

国外有的专家还认为只有当观看银幕的距离超过三倍宽银幕的宽度时，全景效果才会消逝。实践证明， 

观众厅的长度不大于宽银幕宽度的二倍半还是恰当的。 

设：观众厅有效长度为 ￡；观众厅的宽度为 ；宽银幕的宽度为 。 

上述三者的理想关系应满足下列要求： 

L=2—2．2 (1) 

： 0．6L 0．8L(不得小于0．6L，甚至可加大到0．9L 1L) 

若以银幕宽度为设计依据，则观众厅的宽度就应该是： 

= 1．2 一1．8 (2) 

观众厅设计若以普通银幕的宽度( )为依据来确定其长度时，其参数为： 

L：5 l 6 l (3) 

如把上述参数换算成宽银幕与观众厅长度间的关系，就可以求得以下参数： 

因为 =2 l (4) 

即 l： ／2 (5) 

则 L=5~v2／2 6W~／2=2．5 3 (6) 

此时，其银幕的水平视角由28。缩小为23~(2．5 时)．．19o(3 时)，画面的全景效果随银幕视角 

的减小而减弱，甚至消失。 

￡为水平投影的距离。楼座最后排观众的视距，大大超过水平距离的长度，参数选用时应以此为依 

据，后退式楼座更是如此。所谓有效长度是指最后排席位至银幕的距离，它不等于观众厅长度，因银幕 

离观众厅前墙尚有 1．5 m左右的距离；最后排席位到后墙如有横向过道，也应加上其宽度，才是观众厅 

的长度，从声像同步的要求出发，应该严格规定观众厅的极限长度不应超过40 m。 

我国的电影院建设中，由于设计者对放映技术特性与工艺要求缺乏理论性了解，导致参数选用的上 

混乱，表 1所示是调研并实测了国内上百所电影院中所摘录出的部分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不少电影院的 

厅长与银幕宽度的参数配合上超过规定很大。 

2 银幕宽度的计算及其相应的观众厅尺度 

既然观众厅尺度取决于所采用的银幕宽度，因此科学计算银幕宽度就成为观众厅设计时必须解决 

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根据观众厅容量先确定观众厅平面几何尺寸，而后再根据工艺要求选用适合观众厅 

尺度的银幕宽度是可行的，但必须具备可供选择的银幕类型以及35 mm固定式放映机型号要多，而且这 

些放映机的型号具有各种不同的光通量。我国目前的电影工业发展的技术状况，尚未具备这种条件，如 

35 mm固定式放映机的实际光通量，一般只能达到6 000 10 000 lm左右，与国外技术水平相比有很大 

差距。国外供600座容量观众厅使用的放映机，有效光通量要求达到12 500 lm；至于两种幅面的(70／35 

mm)的放映机则为 30 000—60 000 lm。 

放映机有效光通量是确定银幕宽度的主要因素。有的设计人员缺乏这方面的最起码常识。如四川 

某县一座正在施工的电影院银幕高任意决定为 10 m，结果这个池座式观众的天棚标高达 12 m。据西尼 

玛斯柯普Ⅱ型宽银幕高宽比为1：2．35计，如幕高为10 m，则银幕宽应该是23．5 m，而这个观众厅跨度才 

21 m。这种胡乱设计的情况应该予以杜绝。 

我们研究有效光通量问题是为了使银幕的亮度达到规定的标准，亮度标准是衡量电影放映画面质 

量的一项主要光学指标。这 指标是依据观众对银幕亮度的需要制定的，即在某种银幕亮度范围内观 

看放映画面时，有最佳的解象力，而对眼睛的疲劳则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并使眼睛察觉不到银幕上有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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烁现象，彩色还原好、画面层次分明、夜景清晰等等。如果亮度不高，就会使画面显得昏暗，缺乏反差；太 

亮了，不仅反差低还可能产生闪烁。这里存在着一个最佳银幕亮度值的选择问题。事实上这个值是带 

有主观性的，所以世界各国除了实验外，主要是综合了许多人的不同意见后，得出一个平均值，而后在电 

影标准中予以规定，各国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我国1961年文化部批准的银幕亮度标准规定为 10o
一

+

30
3O阿 

巴熙提，1977年一机部颁布为 142一+4768阿巴熙提。 

表 1 我国一些电影院的银幕及观众厅长度 

根据放映机的光通量和银幕亮度标准，可依下列公式计算银幕宽度： 

=√篇  (7) 
式中： 为银幕宽度；F为放映机光通量，lm；p为银幕反射系数(不同银幕具有各自的反射系数，我国目 

前使用的银幕，此值可采用0．7～0．8)；X为银幕高宽比(普通银幕为0．73，西尼玛斯柯普工型0．39，Ⅱ 

型0．43)；B为银幕亮度。 

现在可以应用上述公式结合我国目前电影技术发展水平，计算银幕的最大宽度，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确定参数如下：F=6 000 lm；p=0．75；X=0．73及0．43。 

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根据放映机的光通量和银幕亮度标准计算出的银幕宽度 

当前我国放映机的光通量低，根据1977年的标准所确定的银幕宽度较小，它适合于800～1 000座 

左右的观众厅中使用，如加设楼座，加大观众厅跨度来扩大容量，大约至多也仅可达到 1 300座上下。 

它的明显优点是银幕亮度高，放映质量得到改善。随着放映光源的发展，国际上银幕亮度都在朝高的方 

向发展。小容量多厅式电影院是国际发展的趋向，这类电影院银幕不大，光学指标都能满足。1977年 

的标准比1966年标准高，规模较大的观众厅较难达到，所以采用 1966年标准仍有现实意义。 

上述的计算提供了决定观众厅尺度的主要依据。例如，若采用普通银幕等于7 m(6．9 m)时，以L= 

http://www.cqvip.com


4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报 第27卷 

5 1， ：0．6～0．8L的参数进行计算，观众厅尺寸可以达到35 m×21 in或35 m×27 m。这个尺度与当 

前我国现行情况很一致，观众厅容纳 1 500座没有任何问题。在大容量单厅式的电影院里，要保证有良 

好的“全景效果”，银幕的宽度要符合参数要求，幅面都较大，如以35 m厅长为依据采用 =1／2．5L的 

参数进行核算，幕宽至少应保持 14 m才是合适的。而事实上，1961年的标准，即使采用下限时，银幕宽 

度也仅能达到 12 m，再低于此标准，就无法保证画面质量了，因此 12 m的宽幕应该是当前观众厅设计时 

的主要依据，此时厅长允许在30 m以内(L=2．5IV2)这个数值与我国规范所规定的长度吻合。大容量 

观众厅的尺度，可采取 L=3 的参数进行设计，这样，观众厅的长度根据规范要控制在36 m以内。 

国际上电影院的建设已向小型多厅化发展，大容量单厅式已逐渐被淘汰。早期建的也逐渐被改造 

为多厅式，这是与电视广播激烈竞争为保持电影阵地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而发展起来的趋向，完全不是 

从银幕亮度标准为其出发点的。但我国却具有上述二者的优点，既可增加经济效益，又能达到良好的银 

幕宽度，改善并提高放映质量。 

厅长等于宽银幕宽度的二倍，是被公认的优良参数。在当前银幕亮度不高的情况下，压缩厅长，无 

论从哪方面看，都有无可置疑的优点。小型电影院，因其容量小，观众厅尺度不大，就可以选用较小的银 

幕，对保证银幕宽度是十分有利的。当然小容量多厅式的建设与发展，它所具有的优点很多，这里不予 

论述。 

3 放映系统的技术特性 

上述的计算还不能代替全部的设计，最后决定观众厅尺度时，还必须综合考虑许多技术因素，其中 

放映系统的技术特性对观众厅长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里关键的影响因素是放映距离问题。要强调 

指出，观众厅的长度不等于放映距离。所谓放映距离是指银幕和放映机光学系统的某一个与无限精密 

的透镜的光学中心相重合的假点之间的距离。一般设计时采取面向机器一边的墙面在35～45 cm的距 

离处，放映距离有三部分尺寸构成，即： 

1=A+ + 2 (8) 

式中： ，为放映距离；A为观众厅后墙的厚度；B为放映镜头中心至前墙的距离(35～35 cm)；L2为幕面 

到观众厅后墙距离。 

如果求出了放映距离，观众厅有效长度就不难确定了。计算公式如下： 

1 = (9) 
D ‘ O．9 

式中： 为宽银幕宽度(指平面直线宽度)； 放映镜头焦距；b为放映机片窗宽度(西尼玛斯柯普 I型 

=23．16 1／113"1，西尼玛斯柯普Ⅱ型=21．36 1／113"1，普通影片20．9 1／113"1)。 

上列公式不论是对建筑师或电影院工艺设计师都有十分重要的实用意义，是电影院设计中必不可 

少的公式。如果电影院观众厅长度已决定，则可直接求出在一定的焦距下所应选用的银幕宽度，即： 

：  (10) 
‘ | 

设计电影院时，应根据放映工艺设计确定一系列参数，其核心参数是幕宽的尺度。各种不同尺寸的 

银幕，有关厂家都可订制。在国外，银幕尺度已是系列化、标准化，市场上均有供应，随意可购置。设计 

实践中先确定放映镜头焦距，后计算幕宽，或者相反都是允许的。后者的计算公式为： 

厂： (11) 
2 

至于普遍电影银幕的宽度计算，因其不存在水平方向的变形问题，所以其公式应为： 

：  (12) 
j 

上述计算适用于35 1／113"1电影放映场，其长度单位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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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放映中，因为放映室对称地偏离观众厅纵向轴线，从而形成放映光轴与银幕法线问构成水 

平放映角，产生画面梯形变形，其变形大小视水平放映角的大小而变；另则由于放映机技术特性所引起 

画面边缘松散的轮壳，使画面不够突出，克服上述缺陷的方法是采用黑色边框，把画幅边缘切去。这样 
一 来，实际上就减少银幕的直线尺寸。根据作者对数十家电影院的实测结果，切边值大都在银幕宽度的 

5％左右，从国外资料得知，在计算银幕宽度时，应乘上一个系数 ，这样标出的幕宽才是正在放映时的 

尺寸。 值系数可以采用0．95。 

要明确一个概念，所谓宽银幕，并非银幕必须要很宽。在单厅式大容量的观众厅中，银幕宽度很大， 

如若达不到良好的银幕视角要求，就失去全景效果，谈不上身临其境感，再宽的银幕也与看普通银幕无 

异。银幕不在大小只要参数配合优良，都会达到宽银幕效果。宽银幕是相对于普通银幕说的，普幕高宽 

比为 1：1．38，宽幕为 1：2．55及Ⅱ型 1：2．35。后者的幕宽比前者大多了。 

表 3是实际放映中银幕光幅面宽度与放映镜头焦距、放映距离等的实测表。从此表中可以看出宽 

银幕的宽度大都在 12 m以内，放映距离平均为 34 m，只有少数电影院超过36 m。 

表3 我国一些电影院观众厅工艺设计状况 

4 观众厅高度与银幕 

观众厅的纵剖面设计中，厅高的决定与银幕的高度尺寸与它所悬挂的高度有密切的关系。平面几 

何尺寸根据参数而确定，也即幕宽决定厅长，由厅长决定厅宽，但厅高则具有较大的可变因素，首先是声 

学要求。厅高是直接影响大厅容积的关键性因素，不同容积的观众厅，有各自的最挂混响时间值。容积 

小对电影院观众厅的音质设计是有利的。因观众厅混响时间与容积成正比，而与厅内的吸声总量成反 

比。美国声学家努特生建议 1 000座的电影院观众厅中，每座最佳体积尽可能小至 125立方英尺，也即 

3．54 m3／座。这数值是单纯从声学角度提出的，实际的工程实践中，当然不可能以单一因素来确定厅 

高，除了银幕尺寸及悬挂高度的因素外，空间观感、艺术形象、席位舒适度、卫生防疫条件、视线设计、放 

映系统的技术特性、放映机房位置以及投资情况等技术及经济因素都将影响厅高的合理决定。实际上 

银幕将是起主导作用的，各技术因素的综合考虑是十分复杂的设计过程。现根据银幕高宽比求出幕高： 

普通银幕： 1／H1=1．375 HI=0．73 l 

宽银幕 I型： ／H2=2．55 H2=0．39 

宽银幕 Ⅱ型： IV2／H2=2．35 H2=0．43 

根据上述高宽比，计算表2中各种亮度标准下的银幕尺度，详见表4。 

有了幕的高度尺寸并不能就此而确定厅高，幕的悬挂高度也将直接影厅高。悬挂高度的变化使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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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设计也带来一系列变化。挂低、厅高下降，但席位区地坪坡度急剧上升。天棚低，地坪坡度高，显然 

缩小了厅堂的容积。电影院观众厅地坪坡度有较大的选择幅度，因银幕的悬挂高度可以在合理范围内 

自由选定，缓坡比陡坡好。相反，悬挂高度提高，天棚标高必须加大，才能保证放映光通路畅通无阻，任 

何凸出物，如台口上沿，天棚等离放映光束至少有 30—5o咖 的距离，此时地坏坡度变缓，天棚高，坡度 

缓，大厅容积增加。确定悬挂高度是较为复杂的设计过程，通常都要进行多次视线计算综合考虑各项技 

术因素后予以选定。悬挂高度在1．5—1．8 m之间均属理想范围，实践中1．9 2．2 m的高度被广泛采 

用，极限挂高不得超过2．5 m。银幕挂得高，往往出现地坪反坡曲线，升起十分平缓。 

表4 我国亮度标准下的银幕尺度 

观众厅的高与厅的长宽之间没有固定的最佳比值。三个向度之间的比例也无统一意见可循。有些 

文献所推荐的数据，都是根据经验加以推算而来的，并非绝对准确，特别银幕尺寸及悬挂高度的可变因 

素很大，厅的长宽高之间不可能求出最佳的比值。观众厅尺度的确定考虑单位容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电影院以4．2 4．5 m3／座较为恰当，这个数值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楼座式观众厅三个向度间高：宽： 

长的比例可采用 1：(1．7 2．2)：(2．7 3)来考虑；池座式观众厅采用1：(2．4—2．7)：(4—4．5)的比值内 

选择。 

5 宽银幕与观众人数 

在实际工程设计时，建筑师应该根据观众厅的具体条件，确定适合于该影院的宽银幕尺寸。要知 

道，只有当银幕尺寸与观众厅容量之间有合适的参数配合，使银幕四周边框处于观众清晰视野范围之 

外，才有可能产生向临其境感。银幕的宽度直接影响观众容量，二者之间配合比，国外杂志仅提出N= 

6．25 的参数予以控制，其根据却只字未提，经作者推导，却是十分简单的，公式如下： 

Ⅳ = (13) 

式中： 为观众厅容量；L为观众厅长度； 为观众厅宽度；A为每席所占面积。 

我国电影院由于建筑标准和服务对象不同，排距、座椅宽度变化大，即使观众厅面积和银幕宽度均 

相同，其席位配置多寡仍相差很悬殊。因此要计算出二者之间有一个绝对的比值，不仅困难，也无现实 

意义。如果用下列数据代入上式，即可求出观众容量与宽银幕的宽度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上述参数值。 

设 =0．7L；A=0．7(我国规范规定为0．7 0．85 m2／座，一般电影院可取下限值)；L=2．5 

：  ： 2．5IV2×2．5IV2：6．25IV2 (14) 

上述可以看出6．25这个系数是随 值与L值而变的，如果保持上述标准，则银幕宽度与观众厅容 

量之间的关系如表5所示。 

表5 银幕宽度与观众厅容量之间的关系 

银幕宽度／m 5 6 

观众厅容量／人 156 225 306 336 5130 625 756 900 1 056 1 225 1 4O6 1 600 

应该指出，我国因受放映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上述标准是不高的，比起发达国家来还有较大差距。 

用银幕宽度控制容量；或者由观众容量的大小选用银幕尺寸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在国外还用下列 

二种处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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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幕观众密度”法(每m2银幕面积所能容纳的观众数)来控制。参数为：N：15S；S为银幕面 

积；N为观众数。 

2)用观众厅长度来控制：N：L ；L为观众厅长度。 

以表4中Ⅱ型的银幕尺寸为依据，采取上述二种处理方法对银幕与观众厅容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计 

算，详表6。 

表 6 不同亮度标准时的观众厅工艺设计 

表6与表5所列的数值是十分接近的，事实上在相同面积的观众厅内，因使用质量标准的差异，其 

容量也不尽相同，席位设计状况是它的主要影响因素。席位排距、座椅档次、纵横过道布置形式及宽度 

规定都有一个选择幅度，这就产生了可变的因素。在设计电影院观众厅时，可以参照计算值，控制好容 

量，但不必绝对化，可以灵活处理。 

6 结语 

观众厅是电影院建筑的核心。电影制片厂摄录在各种影片上的影象和声音通过放映设备在银幕上 

还原再现。为了给观众创造一个感觉现代电影艺术效果的良好环境，就必须保证银幕的画面有足够的 

亮度与合适的尺度，严格按工艺设计要求确定观众厅的形式与尺度。随心所欲的确定观众厅长度，造成 

了设计质量低劣的先天性因素。具体设计时，可以： 向思考，即依据容量先确定观众厅长度，而后再来 

计算符合工艺要求的银幕宽度，文中的计算是可以转换的。 
一 个好的观众厅，当然不只限于求得幕宽及厅的尺度，还应具备良好的视觉条件、听感条件和安全 

卫生舒适的效能；此外还应该有完美的整体空间艺术效果。这里特别要重视空间比例问题，它不仅是观 

感效果，更是音质所要求的合适高、宽、长的尺度比。池座式大厅的厅高应接近于厅长的1／4，且不应超 

过9 m。比例问题涉及视、听、卫生条件，空间艺术效果等复杂因素，设计时可参阅表7。 

表 7 池座式观众厅高、宽、长的比例 

(高) D(宽)：￡(长) 考虑比例的侧重点 

观众厅的三度空间比例和声学效果，用于电影院 

主要考虑声学效果，用于多功能厅堂 

观众厅三度空间比例和声学效果，用于厅长为30 m的电影院 

观众厅三度空间比例和声学效果，用于专业电影院 

电影院的工艺设计还包括设备系统、放映系统、还音系统，这些内容将在下一篇论文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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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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