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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在跑步圈，关于跑步段位
有一种说法：马拉松是开始，越
野跑是归宿。

作为跑步运动的细分领域
和马拉松运动的姊妹运动，近
年来，在山野中奔跑的越野跑
被越来越多的跑者知晓，并成
为他们的终极目标。

如果问参加一场越野跑最
重要的是什么？答案一定是安
全。生命安全是一切热爱与美
好的前提。

然而，近来两则噩耗集中
发生——两位选手在比赛中接
连离世，一时间将中国越野跑
以及户外挑战赛推上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

越野赛为何频出安全事
故？责任在谁？

服务保障不到位遭吐槽

“杨立杰倒在了他最热爱
的赛场上，是一名真正的勇
士。”5月6日，乌蒙山超级越野
赛官方微信公号发布的一则消
息，在跑友圈掀起轩然大波。

赛事组委会给出的信息
是，5月4日“上午10时 50分
许，杨立杰在SP7安然入睡；下
午3时26分许，他表示自己肚
子痛。遗憾的是，抢救过程中
由于山体塌方，耽误了最佳抢
救时间，经120急救人员确认，
下午4时18分许，杨立杰经抢
救无效不幸离世”。

5月11日，乌蒙山超级越
野赛官方微信公号再次发布公
告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昭通分公司已按照保险合
同完成对杨立杰先生的意外保
险赔付。

当日，中国城市报记者从
杨立杰家属处获悉，保险赔付
确认已到位，但杨立杰死亡的
具体原因仍未知晓。

杨立杰的儿子告诉记者，
杨立杰有十几年的跑步经验，
没有重症疾病史，此前也并未
在跑步过程中出现过身体异常
的情况。

“山体塌方确实在客观上
影响了救援，但是作为越野赛
的设计者，预案上就必须有各
种快捷的救援方式，包括摩托
车和汽车，甚至别的方式。”据
媒体报道，国际越野跑协会
（ITRA）中国大陆组织机构唯
一代表苏子灵对此事件的看法
是，“事故发生说明路线设计还
是不够理想。”

记者从跑友处获悉，此次
比赛路线设置横跨贵州、云南
两省。而且，就在临近比赛前
4天时，赛事公众号还在发布
因部分赛段修路而需变更比赛
路线的说明。

悲剧发生后，5月9日，云
南省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回应表

示：“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对民间
私人举办的赛事活动没有审批
权限，只有指导义务。昭通市
教育体育局曾多次建议云南云
之遥体育运动发展有限公司不
宜举办2021年乌蒙山超级越
野赛，但该公司对昭通市教育
体育局的指导意见置若罔闻，
一意孤行，私自举办，在举办赛
事活动中，参赛选手杨立杰因
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此次
赛事活动属于典型民间私人行
为，与昭通市教育体育局无关，
责任风险由主办方和协办方自
行承担。”

记者了解到，本次赛事于5
月1日在昭通市开赛，以“圆梦
长征、无憾人生”为口号，集结
了国内各地120余名选手，分
别参加最长 500 公里、最短
330公里的比赛。其中500公
里是迄今为止国内最长的越野
跑步比赛，关门时间200小时，
约 九 天 九 夜 ，报 名 费 高 达
19999元。

一位参加了本次比赛的跑
者向记者透露，在他见到杨立
杰出现身体异常状况，移身到
帐篷休息的时间段内，未见其
周围有专业医护人员在场。“赛
道上有的路标是错的。配速较

慢的选手抵达补给站后，食物
所剩无几。有的补给站只给了
一点瓜果。后半段的补给站要
么只有一点面条，要么就是很
硬的米饭。”他说，“杨立杰出事
的时间段内只下着小雨，我觉
得事故跟天气没什么关系。”

就在很多跑者以为下一届
该赛事会被叫停时，尚处于舆论
暴风中的乌蒙山越野赛组委会
再次发布消息，启动2022年比
赛报名。

组委会办赛能力参差不齐

跑友杨立杰发生悲剧后的
第三天，网络社交媒体上又传
出另一则噩耗：上海某集团公
司一副总经理在参加第十六届

“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
过程中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不
幸离世。

从超级越野赛到戈壁挑战
赛，两位选手接连离世，这让人
不禁产生疑问：当林林总总的
户外越野挑战赛越来越多，办
赛方到底有没有能力保障选手
安全？

一位资深跑友告诉记者，
现在赛事的宣传文案都写得很
好，但实际情况往往另当别

论。行业目前鱼龙混杂，“官方
说小规模体育赛事可以放开，
不用审批。但该如何界定‘小
规模’呢，像越野赛这样参赛人
数虽不多，但距离超长的比赛
算‘小规模’吗？”他认为，政府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越野赛事的
监管。

虽然“差评”赛事层出不
穷，但越野跑圈也不乏一些规
范的“零差评”赛事。据记者了
解，“崂山100”在跑友圈中评
价颇高。2018年“青岛·崂山
100 公里国际山地越野挑战
赛”成功当选国家体育产业示
范项目。

其赛事总监张友亮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于城市
马拉松比赛，越野赛的赛道基
本在山间，赛道条件更为复杂，
因此对赛事组织者的专业能力
要求更高。

张友亮认为，行业应树立
标准，提高赛事总监的准入门
槛。“赛事总监一定得是参加过
越野赛的资深跑者，而且经验
要丰富，能够清晰地预判比赛
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类突发状
况，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比如
我们崂山百公里赛事，就提出
要开辟‘绿色通道’，以保证出

现意外情况时，能够及时将选
手送出救治。”张友亮说。

一些资深业内人士认为，
越野跑未来可以在赛事分级、
主办方资质评估、消费者权益
保护、选手分级等方面加以进
一步探索。

专家：科学训练 量力而行

需要正视的是，无论越野
赛如今如何火爆、赛事有多少，
其在国内的发展尚处“幼儿
期”，不仅组织者需要积累经
验，参赛者同样有待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跑步
爱好者对于越野跑的认识仍存
在着一些误区。

“有人说，马拉松赛火爆之
后，下一个爆发点会是越野赛，
其实不然。”张友亮说，越野赛
对参赛者的能力要求非常高，
考验更大。受网红经济的影
响，许多跑者只是被宣传文案
带动，就冲动参加比赛，这是很
不理智的。

不可否认，挑战自我的精
神实属可贵，但运动的同时也
需保护自己。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
管内科主任医师、运动心脏
病学鉴定评估训练专家徐顺
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
人体开始运动时，人体会主动
增加摄氧量，以供身体需要。
每个人的主动摄氧能力不同，
最大摄氧量有先天遗传因素和
后天系统训练因素，因此不是
每个人的体质都适合长距离
跑步。“长跑运动员和参加长
跑赛事的人一定要检测实际
摄氧量，而不是手表，心率带
测出的，估算出来的摄氧量；
一定要做心脏超声定期检测，
了解有没有长期跑步导致的
心脏结构改变。这样才能客
观地把握运动风险。”徐顺霖
建议称，没有经过科学训练
的人，跑个 3 至 5 公里就行
了。而且即便是专业跑者，
如果处于睡眠匮乏、紧张劳
累、营养不足等情况下，也应
及时暂停跑步。当跑步距离
超过 5 公里后，需及时补充
水、电解质和糖原，以此确保
身体能量供应。

此外，徐顺霖还提醒，跑者
需要明晰自己跑步跑到极限时
的最大心跳数据，如果达到最
大心跳并伴有呼吸喘气的话，
就没有必要硬撑下去。“切勿单
一追求跑步里程数，跑量过大
会导致心脏变形，增加身体发
病的风险性。”

可以明确的是，无论参加
马拉松还是越野赛，无论是赛
事组织者，还是选手，只有平
日科学训练，时刻心存敬畏，
并做好应对突发风险的准备，
才能更有底气更加安心地专
注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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