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室逃脱”，是时下年轻群体中流行的一种社交方式和娱乐体验。然而，出于剧情设置或氛围营造
需要，这类场所环境昏暗，通道狭窄，存在使用可燃材料装修、疏散通道被锁闭和占用、违规用火、用电等
问题，受到消防部门的“关注”。

10月 19日，记者从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从“十一”长假起，全市持续开展针对密室逃脱类场
所的专项检查。据不完全统计，仅镇海消防救援大队辖区，就检查密室逃脱场所52家，发现并整改隐患
80余处，对5家密室逃脱场所进行了行政处罚。

“密室逃脱”好玩又刺激？
在消防看来，步步都是“坑”

全市开展专项大检查，查出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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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密室逃脱类场所”？消
防部门在《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
风险指南（试行）》中的定义是：

“在特定受限空间场景内进行真
人逃脱、剧本杀、情景剧类活动的
场所。”对于密室逃脱爱好者来
说，市区此类场所最集中的是“天
一广场”，更明确点说——在天一
豪景。

19日上午10点多，记者在天
一豪景写字楼门前看到，停车场
入口处的起落杆上是一家密室逃
脱场所的广告；写字楼门外的服
装摊“身后”的外墙上，以及一楼
电梯门厅的尽头，都是一排整齐
的各类密室逃脱、剧本杀的广告；

通往负一层的下行通道上，抬头
也是一家密室逃脱的广告……

“12日晚上，全市就开展过一
次集中夜查，查了约50家，其中
海曙就占了一半，天一商圈的最
多。”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密室逃脱类场所主
要存在着三大风险：起火风险、人
员安全疏散风险和火灾蔓延扩大
风险。其中，起火风险包括三类：
明火源风险、电气火灾风险、可燃
物风险。

90后姑娘小詹有海外留学的
经历，对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活动
有着极高的热情和偏爱。用她的
话说，天一广场周边的每家密室

逃脱，她都去过，非常熟悉，连如
今的男朋友，也是在一次组队中
认识的。自认胆大的她，讲起各
种剧本以及情景设置如数家珍，

“别人吓得哇哇叫，我一点感觉都
没有……”

对于这类场所存在的消防隐
患，小詹没有太多的关注。在记
者的“引导”之下，她似有所悟地
说：“光线肯定是很昏暗的，为了
烘托那种气氛，除了一些阴暗的
小串灯，也有点蜡、烧香的……”
她提到，有一次一个队友因为害
怕，在黑暗中乱跑，结果摔伤了，
因为赔偿问题和商家起了纠纷，
还报了警。

海曙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执法人员
小林参与了这段时间的多次检查，对于
小詹的经历，他认为很有代表性。“点
蜡、烧香，还有烧纸，如果没人看管和事
后处置，很可能留下火种甚至阴燃；其
次，就是意外伤害，在黑暗中，那种曲
折、往复、狭窄的通道中，是否能第一时
间转移出去，又是一个问题。”小林说。

说到这，小林提到了外地的一个案
例，“有个剧本杀的剧情设置中，给一名
参与的小伙子戴上手铐，到后来手铐却
打不开，结果还是拨打‘119’让消防员
帮忙去拆掉的。”在小林看来，密室逃
脱、剧本杀里头的很多设置，本身就站
在了安全的对立面，如果要“细究”起
来，几乎一步一个隐患……

“有的因剧情需要设置的电气设
备，使用多个延长线电源插座串接；道
具仓库内违规使用卤钨灯等高温照明
灯具；布景使用的电气设备、灯具及镇
流器与易燃装饰、道具未保持安全距离
……”小林说，有的场所设置在地下室，
安全出口不足，没有手机通讯信号，失
火后疏散难度极大。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不
容忽视，那就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被
占用、堵塞和锁闭。“有些是因场景剧情
需要，将安全出口封闭；有些通道被道
具物品占用、堵塞，需要顾客爬行通过；
还有的门禁系统，发生火灾时无法正常
开启。”在海曙区消防救援大队一名执
法人员看来，这些都是“定时炸弹”。

目前，全市的排查还在持续推进
中，从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几乎家家都
有问题！海曙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
长马丽提醒，密室逃脱类场所的相关负
责人及单位一定要按照《密室逃脱类场
所火灾风险指南（试行）》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培训，发现问
题一定要及时整改，将风险降到最低。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陈星璐 鲍小静

通道堵塞、违规用电……
各种“定时炸弹”真不少

检查人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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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景设置如数家珍 消防隐患却没有太关注

对话爱好者

执法人员对密室逃脱场所进行检查。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