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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发布部标准 文化馆建筑

设计规范 的通知

城标字第 号

为适应文化馆建筑设计工作的需要 由吉林省建筑设计

院主编的 文化馆建筑设计规范 经建设部和文化部审

查 现批准为两部标准 编号为 自一九八八年

六月一日起试行 试行中如有问题和意见 请函告吉林省建

筑设计院 以便解释和供今后修订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化 部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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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本规范系根据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城科字第 号

文的通知 由吉林省建筑设计院主编 并会同西安冶金建筑

学院共同编制的

在编制过程中 对全国文化馆 群众艺术馆 文化站以

及乡镇文化中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实测 统计分析 总结了

工程实践及使用经验 还参照了国内的一些群众文化方面的

理论研究资料 并广泛征求意见 几次修改后 经建设部 文

化部共同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五章和两个附录 主要内容有 总则 基地

和总平面 建筑设计 防火和疏散 建筑设备等

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 请将

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以供修订时参考

文化馆建筑设计规范 编制组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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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为保证文化馆建筑设计质量 使文化馆

建筑符合安全 卫生和使用功能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特制订

本规范

第 条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 扩建 改建的文化馆

建筑设计 群众艺术馆 文化站等可参照执行

第 条 文化馆的建筑设计 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

水平 文化需求和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 在满足当前适用需

要的基础上 适当考虑留有发展余地

第 条 文化馆建筑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 尚应

符合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以及国家和专业部门颁布的有关

设计标准 规范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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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地和总平面

第 条 新建文化馆宜有独立的建筑基地 并应符

合文化事业和城市规划的布点要求

第 条 文化馆基地的选址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 位置适中 交通便利 便于群众活动的地段

二 环境优美 远离污染源

第 条 文化馆的总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功能分区明确 合理组织人流和车辆交通路线 对

喧闹与安静的用房应有合理的分区与适当的分隔

二 基地按使用需要 至少应设两个出入口 当主要出

入口紧临主要交通干道时 应按规划部门要求留出缓冲距

离

三 在基地内应设置自行车和机动车停放场地 并考虑

设置画廊 橱窗等宣传设施

第 条 文化馆庭院的设计 应结合地形 地貌及

建筑功能分区的需要 布置室外休息活动场地 绿化 建筑

小品等 创造优美的空间环境

第 条 当文化馆基地距医院 住宅及托幼等建筑

较近时 馆内噪声较大的观演厅 排练室 游艺室等 应布

置在离开上述建筑一定距离的适当位置 并采取必要的防止

干扰措施

第 条 文化馆建筑覆盖率 建筑容积率 应符

合当地规划部门制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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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筑设计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条 文化馆一般应由群众活动部分 学习辅导

部分 专业工作部分及行政管理部分组成 各类用房根据不

同规模和使用要求可增减或合并

第 条 文化馆各类用房在使用上应有较大的适应

性和灵活性 并便于分区使用统一管理

第 条 文化馆设置儿童 老年人专用的活动房间

时 应布置在当地最佳朝向和出入安全 方便的地方 并分

别设有适于儿童和老年人使用的卫生间

第 条 儿童活动室的设计应符合儿童心理特点

装饰活泼 色调明快

窗洞口与房间地面面积之比 表

房 间 名 称 窗 地 比

展览 阅览用房

美术书法工作室 美术书法教室

游艺 交谊用房

文艺 音乐 舞蹈 戏曲等工作室

站室指导 群众文化研究部

普通教室 大教室 综合排练室

注 本表按单层钢侧窗计算 采用其他类型窗应调整窗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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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群众活动用房应采用易清洁耐磨的地面

在严寒地区儿童和老年人活动室应做暖性地面

第 条 五层及五层以上设有群众活动 学习辅导

用房的文化馆建筑应设置电梯

第 条 各类用房的窗洞口与该房间地面面积之

比 不应低于表 的规定

第 条 各类用房的室内允许噪声级不应大于表

的规定

室内允许噪声级 表

房 间 名 称 允许噪声级 声级

录音室 有特殊安静要求的房间

教室 阅览室等

游艺 交谊厅等

第二节 群众活动部分

第 条 群众活动部分由观演用房 游艺用房 交

谊用房 展览用房和阅览用房等组成

第 条 观演用房

一 观演用房包括门厅 观演厅 舞台和放映室等

二 观演厅的规模一般不宜大于 座

三 当观演厅规模超过 座时 观演厅的座位排列 走

道宽度 视线及声学设计以及放映室设计 均应符合 剧场

建筑设计规范 和 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四 当观演厅为 座以下时 可做成平地面的综合活

动厅 舞台的空间高度可与观众厅同高 并应注意音质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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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清晰度的要求

第 条 游艺用房

一 游艺用房应根据活动内容和实际需要设置供若干活

动项目使用的大 中 小游艺室 并附设管理及贮藏间等 当

规模较大时 宜分别设置儿童游艺室及老年人游艺室 儿童

游艺室室外宜附设儿童活动场地

二 游艺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下列规定

大游艺室

中游艺室

小游艺室

第 条 交谊用房

一 交谊用房包括舞厅 茶座 管理间及小卖部等

二 舞厅应设存衣间 吸烟室及贮藏间等 舞厅的活动

面积每人按 计算

三 舞厅应具有单独开放的条件及直接对外的出入口

四 舞厅应设光滑的地面 较好的室内装修与照明 并

应有良好的音质条件

五 茶座应附设准备间 准备间内应有开水设施及洗涤

池

第 条 展览用房

一 展览用房包括展览厅或展览廊 贮藏间等 每个展

览厅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二 展览厅内的参观路线应通顺 并设置可供灵活布置

的展版和照明设施

三 展览厅应以自然采光为主 并应避免眩光及直射

光

四 展览厅 廊 出入口的宽度及高度应符合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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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版面和展品的要求

第 条 阅览用房

一 阅览用房包括阅览室 资料室 书报贮存间等

二 阅览用房应设于馆内较安静的部位

三 阅览室应光线充足 照度均匀 避免眩光及直射光

采光窗宜设遮光设施

四 规模较大时 宜分设儿童阅览室

五 阅览桌椅的排列间隔尺寸及每座使用面积指标 可

参照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执行

第三节 学习辅导部分

第 条 学习辅导部分由综合排练室 普通教室 大

教室及美术书法教室等组成 其位置除综合排练室外 均应

布置在馆内安静区

第 条 综合排练室

一 综合排练室的位置应考虑噪声对毗邻用房的影响

二 室内应附设卫生间 器械贮藏间 有条件者可设淋

浴间

三 沿墙应设练功用把杆 宜在一面墙上设置照身镜

四 根据使用要求合理地确定净高 并不应低于

五 综合排练室的使用面积每人按 计算

六 室内地面宜做木地板

七 综合排练室的主要出入口宜设隔声门

第 条 普通教室和大教室

一 普通教室每室人数可按 人设计 大教室以 人

为宜 教室使用面积每人不小于

二 课桌椅布置及有关尺寸 不得小于 中 小学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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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三 普通教室及大教室均应设置黑板 讲台 清洁用具

柜及挂衣钩 教室前后均应设电源插座

四 大教室根据使用要求 可为阶梯式地面 并设置连

排式课桌椅

第 条 美术书法教室

一 美术书法教室宜为北向侧窗或天窗采光

二 美术书法教室的设施 应接普通教室设置 并增设

洗涤池 室内四角另增设电源插座

三 美术书法教室的使用面积每人不小于 每室

不宜超过 人

第四节 专业工作部分

第 条 专业工作部分一般由文艺 美术书法 音

乐 舞蹈 戏曲 摄影 录音等工作室 站室指导部 少年

儿童指导部 群众文化研究部等组成

第 条 美术书法工作室宜为北向采光 室内宜设

挂镜线 遮光设施及洗涤池 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第 条 音乐工作室应附设 间琴房 每间使用

面积不小于 并应考虑室内音质及隔声要求

第 条 摄影工作室

一 摄影工作室应附设摄影室及洗印暗室

二 暗室应有遮光及通风换气设施 并设置冲洗池及工

作台等

三 暗室应设培训实习间 根据规模可设置 个工作

小间 每小间不小于

第 条 录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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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录音工作室包括工作室 录音室及控制室 其位置

应布置在馆内安静部位

二 大 中型文化馆宜设专用录音室

三 录音室和控制室的内部装修 均应考虑室内音质的

要求

四 录音室和控制室之间的墙壁上 应设隔声观察窗

五 录音室和控制室均应采用隔声门窗

第五节 行政管理部分

第 条 行政管理部分由馆长室 办公室 文印打

字室 会计室 接待室及值班室等组成 其位置应设于对外

联系和对内管理方便的部位

第 条 行政管理部分的附属用房 包括仓库

配电间 维修间 锅炉房 车库等 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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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防火和疏散

第 条 文化馆的建筑防火设计除应执行国家现行

防火规范外 尚应符合本章的有关规定

第 条 文化馆的建筑耐火等级对于高层建筑不应

低于二级 对于多层建筑不应低于三级

第 条 观演厅 展览厅 舞厅 大游艺室等人员

密集的用房宜设在底层 并有直接对外安全出口

第 条 文化馆内走道净宽不应小于表 的规

定

走道最小净宽度 表

部 分 双 面 布 房 单 面 布 房

群众活动部分

学习辅导部分

专业工作部分

第 条 文化馆群众活动部分 学习辅导部分的门

均不得设置门槛

第 条 凡在安全疏散走道的门 一律向疏散方向

开启 并不得使用旋转门 推拉门和吊门

第 条 展览厅 舞厅 大游艺室的主要出入口

宽度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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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文化馆屋顶作为屋顶花园或室外活动场所

时 其护栏高度不应低于 设置金属护栏时 护栏内

设置的支撑不得影响群众活动

第 条 人员密集场所和门厅 楼梯间以及疏散

走道上 应设置事故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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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设备

第一节 给水排水

第 条 文化馆建筑应设室内给水排水系统

第 条 群众活动部分及学习辅导部分应设置开水

或消毒水供应设施

第 条 文化馆建筑应分层设置厕所

第二节 采暖与通风

第 条 采暖地区文化馆宜采用热水采暖 儿童活

动房间的散热器应采取防护措施

第 条 文化馆各种房间的采暖室内计算温度应符

合表 的规定

采暖室内计算温度 表

房 间 名 称 室内计算温度

观演厅 展览厅 舞厅

阅览室 教室 专业工作室等

一般游艺室

乒乓球类游艺室

综合排练室

第 条 各类用房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 当不能

满足要求时 可设机械排风

第 条 厕所应有独立的通风排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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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电气

第 条 一般规模的文化馆宜为低压配电 其总配

电装置应设于管理和进出线方便的部位

第 条 文化馆各类用房的电气设计应考虑房间需

要互换和增加设备内容的可能性

第 条 配电线路应按不同用电场所适当分开 对

群众活动部分 学习辅导部分 专业工作和行政管理部分 应

根据规模和使用要求 分别划分支路

第 条 观演厅舞台除设工作照明外 应适当设置

演出照明

第 条 观演厅应考虑演出及会议扩声装置

第 条 各类用房室内线路应暗线敷设

第 条 各类用房工作面上的平均照度推荐值应符

合表 的规定

各类用房工作面上的平均照度推荐值 表

房 间 名 称
平 均 照 度

备 注

观
演
用
房

观 演 厅

舞台 侧台

化 妆 室

放 映 室

舞台应设工作照明

游艺用房 游 艺 室

交谊用房 舞厅 茶座

展览用房 展览厅 廊 宜设局部照明

阅览用房 阅 览 室 宜设局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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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房 间 名 称
平 均 照 度

备 注

学
习
辅
导
用
房

美术工作室

摄影工作室

录音工作室

其他部 室

应设局部照明

应设工作照明

业
务
工
作
用
房

综合排练室

普通教室

大 教 室

美术书法教室 应设局部照明

注 工作面高度为

第 条 文化馆建筑应设置工作专用电话及公用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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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名 词 解 释

文化馆 文化馆是国家设立的县 自治县 旗 自治

旗 市辖区的文化事业机构 隶属于当地政府 是开展社会

主义宣传教育 组织辅导群众文化艺术 娱乐 活动的综合

性文化部门和活动场所

群众艺术馆 群众艺术馆是国家设立的省 自治区 直

辖市 计划单列市 区 地 州 盟 市一级的文化事业

机构 是组织指导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及研究群众艺术的部门

文化站 文化站是乡 镇 人民政府 城市街道办事

处 区公所一级的基层文化事业机构 隶属于乡 镇 政府

街道办事处 区公所 是当地开展综合性群众文化宣传娱乐

活动 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组织辅导部门和活动场所

观演厅 文化馆的观演厅主要是供群众文艺演出和欣

赏所用 可举办文艺汇演 调演及音乐会 故事会 演讲会

等 又可放映电影和录像 还可作为讲座课堂和报告的会场

它是综合性的演出和集会场所

综合排练厅 结合排练厅是辅导群众排练舞蹈 戏

剧 音乐活动的排练室 一般不考虑歌舞剧和戏剧武打排练

使用

画廊 文化馆的画廊是以绘画 书法为主 以文字为

辅的活动版面组合而成的宣传设施

橱窗 文化馆的橱窗是以展出美术 书法 摄影作品

和画报剪贴 各种图片等宣传资料为主的宣传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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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

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

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

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 首先应这样作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的写法

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 或规定 非必

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执

行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参加单位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

主要起草人 陈述平 张宗尧 王正本 李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