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业标准《演出飞行装置运动性能检验方法》编
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文化和旅游服务信用评价与服务质量检测

技术与平台（共性关键技术）”中的课题“文化旅游在役装备及系统服务质量检验

检测技术与系统工具研发（课题编号： 2022YFFF0901803）”——文化和旅游在役

装备及系统服务质量检验检测标准规范研究。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 2024 年第一批文化和旅游行业标准计划项目立项的

函中，本标准立项编号为WH2024-02，项目名称为《演出飞行装置运动性能检验方

法》。

（二）制定背景

随着演出活动以及演出形式的创新发展，演出飞行装置可以丰富表演的手段和

增强表演的艺术效果，在各类演出活动场景中使用的越来越多。演出飞行装置悬挂

的演员或道具、装置在运动过程中往往需要灯光追踪照射；或者需要和其他表演设

施、舞美装置配合使用或同步试验，彼此之间就有了关联性和约束性。为了实现这

些表演要素的整体配合效果，需要对演出飞行装置的运行的轨迹、空间位置、运动

的速度等运动性能参数进行准确的控制，以满足演出的创意和效果要求，同时这也

是保证设备稳定、安全运行的必要条件。

对演出飞行装置的运动控制一般需要进行位置控制和轨迹控制，前者要求以最

快的速度和最直接的路径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要求位置的准确性。后者不仅

要控制到达位置，还要求对运动过程路线进行控制，不仅要给出起始点和终止点的

位置，还要给出中间途径点的位置，演出中要求飞行装置能沿着指定的轨迹运行，

一般都是先在控制台上离线编辑或者手动控制方式设定需要经过的轨迹点，通过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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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算法生成规划轨迹。演出飞行装置根据相应的控制策略对驱动装置进行控制，位

置、速度等运动信息通过装置内部的传感器反馈给控制器。由于空间位置及轨迹是

理论上的、实际是无法通过眼睛去捕捉和量化，需要通过外部仪器、使用一定的方

法，对演出飞行装置进行测量得到运动性能参数，以确定实际运动性能参数是否和

规划的一致、是否符合预期要求。测量结果验证演出飞行装置的整体运动性能，决

定了演出飞行装置是否能够在演出中使用，或者是根据测量结果对演出飞行装置的

结构型式或控制方式进行补修正或调整。为了规范演出飞行装置运动性能参数的检

测，为此有必要制定演出飞行装置运动性能参数的检测方法标准。

（三）起草过程

工作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成立编制组，在现有的标准草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技术框架

及基本内容，修订标准草案文本，组织编制组内部评审，再根据评审意见完成修改

稿。

2）第二阶段：修改稿发给行业专家进行函审，征集意见。

3）第三阶段：根据征集的意见，完成标准的公开征询意见稿，报送剧场标委会

评审。

4）第四阶段：根据公开征询意见修改与完善，完成标准报批稿。

立项批准后负责起草单位组成了编制组，并于 2024年 3月 28日启动工作，将

标准草案发给编制组各位讨论修订意见。2024年 6月 25日，收到编制组成员各位

老师的修订意见，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草案修订一稿。

2024年 6月至 7 月，将草案修订一稿发给行业内几位专家征询意见，根据反馈

的意见修改，形成草案修订二稿。

2024年 7月至 8月，将草案修订二稿发给编制组再度讨论，根据反馈的意见修

改，形成草案修订三稿。

2024年 9月至 10月，将草案修订三稿发给行业内几位专家征询意见，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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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讨论，根据反馈的意见修改，形成草案修订四稿。

2024年 11月至 2025年 2月，对修订四稿的结构顺序进行了调整形成讨论稿。

2025年 3月，收到编制组成员对讨论稿的意见，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5年 3月 10日，将征求意见稿陆续发给行业内有关专家征求意见，截止 2025

年 3月 15日收到 3位专家的回复意见。返回意见和建议共计 5项。根据专家意见整

理出了《行业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讨论稿）》，并将《行业标准征求意见汇

总处理表（讨论稿）》和征求意见稿一并发给编制组成员讨论处理意见。截止 2025

年 3月 21日收到编制组成员的处理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对《行业标准征求意见汇总

处理表》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最终处理表——《附件 行业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条意见或建议中采纳了 35条，部分采纳 7条，不采纳 4条。

依据定稿的《附件 行业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全面

修订，并完善了相关内容。

二、标准内容及编制情况

（一）编制原则

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分 试验方法标准》的要求和规

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本标准同时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演出飞行装置的实际技术状况与演出需求，

使得检测方法具有可操作性。

（二）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演出飞行装置下列运动性能参数的检测方法：停位精度；停位重

复性；轨迹精度；运行速度；速度精度；同步精度。

本文件适用于设置在各类剧场、秀场、主题公园、景区等室内外演出场所长期

固定安装的以及在体育场（馆）临时大型演出活动短期使用的演出飞行装置。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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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从运动学的相关概念出发，通过分析表达演出飞行装置运动性能参数的

概念内涵，结合演出中实际需求，构建指标体系并提出测量方法。

三、标准分析综述

（一）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本文件的编制过程中通过对经典运动学的分析得出演出飞行装置运动性能参数

的理论概念模型，并经过杭州亚运会室外演出场所以及乐动敦煌剧场室内的应用试

验验证，证实了方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二）技术经济论证

随着演出飞行装置在演出中应用增多，促进技术的进步和成熟，标准的实施具

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和可行性，同时也为标准的执行提供技术保障。

（三）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将会促进演出飞行装置技术的提高，使得对演出飞行装置的运动

控制更加精准，更好地满足演出的使用需求，保证设备稳定安全运行。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没有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对比情况。

五、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关系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的要求，本文件有助于《舞

台机械 验收检测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实施。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经编制组反复多次征求意见形成，无重大意见分歧。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未涉及专利情况。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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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标准的要求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二）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建议检测单位应用实施本标准。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起

草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三）标准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

建议标准发布 3个月后实施。

（四）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可选）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