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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信息，“毒跑道”事件中多条跑
道，都是在2015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才完成施
工。让众多家长疑惑的是，散发出如此刺鼻
味道的新跑道是如何通过验收的？

根据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田径场地验收
方法，对于二、三类田径场地的验收内容主要
有两种，即合成面层理化性能指标检测，和场
地面层检测（厚度、平整度、点位线等）。普通
中小学新建的田径场地一般属于三类。

由于专业的验收程序复杂，由中国田协
组织的专业验收团队进行验收需要收取一定
的费用。以三类田径场地为例，田协的会员
单位验收费用为 1万元，非会员单位的验收
费用为1.5万元。

该行业多名从业者向记者表示，很多小
型的三类运动场地在验收时，都只是走个过
场，验收的侧重点也主要在跑道物理层面上。

三类场地的验收材料有：验收申请表、合
成面层跑道田径场地施工设计图纸和竣工图
纸、由中国田径协会指定实验室出具的合成
面层跑道理化性能指标测试合格报告、由建
设方和承建方签字盖章的说明送检样块为现
场取样的确认函、合成面层跑道田径场地施
工总结。而对于塑胶跑道的化学毒性和环保
性质，上述材料很少涉及。

在何文义看来，“毒跑道”事件的频繁爆
发，更多的还是在人的责任心。那么浓烈刺
鼻的味道，稍微有些责任的人都应该出来制
止或提出质疑。但无论是学校、施工方还是
政府招标部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导
致这类事件在各地频繁发生。

“目前的监管和验收程序让人很无奈，出
了问题连打谁的板子，都不清晰。”何文义
说。他建议，建立价格准出制度，遏制低价劣
质塑胶跑道流入市场，同时加强监管和验收
的力度，不能流于形式。

（据南方周末）

跑道中“毒”

塑胶跑道散发出的刺鼻
气味，早在 12 年前已发出预
警。

2003 年第二届中国学校
体育科学大会，北京教育科学
研究院一名教师提出：塑胶跑
道含有毒物质甲苯二异氰酸
酯，应当尽快终止使用。

彼时，为迎接 2008奥运，

北京希望学校操场尽可能多
铺设塑胶跑道和人工草坪，以
改善城市形象。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范伯
元专门就塑胶跑道该不该停
用作出批示，要求市教委组织
专家论证，专家要权威，要有
实测数据。

受托方最终的检测结论

是：合格的塑胶跑道基本无
害。

12年后，深圳多所学校出
现学生集体头晕、流鼻血等不
适现象，塑胶跑道被疑为肇事

“元凶”。据记者获得的信息，
在厦门、韶山、重庆等地也有
新塑胶跑道散发刺鼻气味。

深圳部分学校塑胶跑道

投招标和验收材料显示，施
工和验收标准执行不严、专
业监管和验收单位的缺失等
问题依然存在。多名业内从
业和相关研究人士为此感
叹，这是一个靠自觉和良心
支撑的行业，现有的标准和
监管以及招标模式，难以有
效规范市场。

北师大深圳南山附小，10
岁的五年级学生安安（化名）
10月起开始流鼻血、头晕、身
上起红点，有时因流鼻血严重
至无法入睡。

根据家长提供的统计数
据，在这所小学 12个班的 600
余人中，共有 269人出现了类
似症状，其中，流鼻血达104人
次，头晕头痛 57人次，呕吐 16
人次，上呼吸道炎症 14人次，
胸闷、乏力 11 人次，掉头发 4
人次。

11月 3日，深圳市南山区

教育局公布了对该校跑道的
检测结果：已铺设塑胶跑道检
测中的阴面检测一项指标超
标，甲苯和二甲苯总和检出值
为 0.27mg，超 出 国 家 标 准
（0.05mg）5倍多。

11月 8日下午，南山区蛇
口医院对安安做了 EDTA 抗
凝全血检查，初步诊断结果为

“苯中毒”。医生叮嘱，尽量不
要去学校。安安的诊断结果，
是少有明确为“苯中毒”的案
例。更多情况下，医生并不会
在诊断结果上写明。

11 月 15 日晚间，在南山
区教育局与北师大南山附小
学生家长的一次协调会上，一
名医生就向家长们表示，尚未
有明确证据证明跑道与学生
的症状有因果关系；学生症状
也有可能跟换季有关。这个
结论未能得到家长们的认同。

在这个秋季学期，被“毒
跑道”乌云笼罩的，不止北师
大深圳南山附小和南山区。
最早揭开“毒跑道”盖子的，是
位于福田区的美莲小学——
不断有学生出现症状，使得家

长不敢让孩子去上课。
11月 2日，第三方检测机

构公布检测结果，美莲小学塑
胶跑道甲苯和二甲苯总和超
标20倍。此后，深圳外国语学
校初中部的塑胶跑道的样本
检测结果更加惊人，甲苯和二
甲苯总量分别达到每立方米
1.31毫克和 6.98毫克，超过国
家标准的26倍和140倍。

“苯系物超标”，成为这次
“毒跑道”事件的高频词。

11月 5日，美莲小学的塑
胶跑道开始铲除。

10 月 28 日，深圳市教育
局下发通知，对近两年新改扩
建后投入使用的345个塑胶跑
道进行排查。14天后即 11月
11日公布的结果显示，首批有
11所学校的塑胶跑道被检测
出有害物质疑似超标。

目前尚未能确定出现问
题跑道学校究竟有多少。根
据深圳当地媒体报道，位于福
田区的梅华小学于11月12日
开始将新建跑道予以铲除，这
所小学并不在上述 11所学校
当中。

此外，对于疑似问题跑道
的检测，家长的关注点多集中

在空气和跑道样本的苯系物
含量上。而南京农业大学高
分子材料研究所所长罗振扬
教授介绍，除了甲苯和二甲苯
之外，劣质塑胶跑道还会有别
的有毒物质。

比如重金属催干剂——
铅盐，它能促进跑道凝固定
型，但是会造成永久性污染，
易引起孩子铅中毒。危害最
大的则是有毒塑化剂，最常见
的是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
过量使用会导致男孩绝育。

目前在我国的中小学里，
普遍流行的是混合型、复合型
和 EPDM 跑道。也有部分小

学选择使用价位更高、质量更
好的预制型跑道。

记者获得的北师大深圳
南山附小塑胶跑道的一份情
况说明显示，该小学所采用的
正是预制型塑胶跑道。

根据国内著名化工专家、
塑 胶 跑 道 国 家 标 准（GB/T
14833-2011）主要起草人之一
师建华介绍，在预制型跑道施
工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增
加材料的柔韧性，施工单位会
使用芳香型橡胶油。但该物质
所含的多环芳烃毒性更大，国
际上对它的使用要求也更严
格，每公斤不准超过 10毫克，

远低于苯系物的50毫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

内专家推测，北师大深圳附小
的苯检测结果仅超标 5倍多，
却有那么多孩子出现症状，还
有可能是在铺设预制型跑道
时使用橡胶油不当。

面对频发的“毒跑道”
事件，多位业内人士感叹：

“只要多上点心，多去检查一
下，闻到异味就处理，这不
是多难的事情。”“跑道没有
问题，是人有问题！”这里所
指的人，除了原料供应商、
施工单位，也包括招标单位
和政府监管部门。

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招
标价格低成了很多人解释劣
质跑道频出的原因。但与之
相反，在记者的调查中，此次

“毒跑道”事件中，不少跑道恰
恰属于“高端产品”。

美莲小学塑胶跑道的中
标价为155万。其原料供应商
深圳市协洋实业总经理助理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
示，该公司的塑胶跑道报价在
深圳市场上属于高端行列，不
过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

北师大深圳南山附小塑
胶跑道的报价为 136 万，以
400米标准跑道（8跑道）的占
地面积折算，每平米报价最低

也有 480 元。有知情人士透
露，这个招标价格几乎相当于
进口跑道的价格，国内材料能
开到这个价，已属很高。而供
应商确认表的评审简记中还
写道，“深圳市鼎尚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即中标商）报价明
显低于其他两家”。

一般来说，政府采购的价
格都要在审定价的基础下，下
浮一定比例。以深圳市为例，
中标价应为审定价的下浮
10%左右。深圳市《采购条例
实施细则》规定，评审委员会
的一个评审法就是“最低价
法”，即对于完全满足招标文
件实质性要求的厂商，按照报

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据招标
文件中规定的数量或者比例
推荐候选中标供应商。

北京大学体育产业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何文义认为，这
种按照价格标准来选择厂商
的招标方法，很容易刺激一些
厂商为了能够中标，刻意压低
价格，造成恶性竞争。

师建华说，目前深圳市场
上塑胶跑道每平米的价格在
180元左右，政府招标后建设
成本在每平米 120-130元，如
果添加稀释剂，成本将在每平
米80元左右。

不过，两位专业人士也不
否认，即便是中标价格比较高

的厂商，也不排除以次充好的
问题。“这是一个靠良心支撑
的行业，没有过于强制的行业
监管。”

据何文义介绍，近年来，
教育部推广“体育、艺术 2+1
项目”技能标准，要求中小学
生要掌握两项体育技能。这一
政策的推行，促使各地中小学
开始更新自己的体育场地。塑
胶跑道因耐磨性、防晒性、抗
老化性、弹性适宜，能充分提
高运动速度，对运动员的关节
有很好的缓冲、保护作用，其
市场最近几年呈增长态势。政
府的招投标项目，也成为了塑
胶跑道供应商所热衷的业务。

在深圳市，塑胶跑道的招标模式主要以
协议供应商模式和竞标模式为主。此次“毒
跑道”事件公布的11所学校多位于福田区和
南山区。根据两地采购中心的公开信息，福
田区以协议商模式进行招标，南山区则是竞
标模式。

2014年7月，福田区采购中心发布《关于
启用新一轮福田区小型建设工程协议供应商
的通知》，将单个工程项目审定价金额在 40
万-200万元之间的工程认定为“小型建设工
程”。这些工程的中标商均由协议供应商中
产生，产生方式为“抽签法”。

所谓“抽签法”是协议供应商模式的常用
方法，即将协议供应商召集一起，用抽签的方
法来决定谁来承包这个工程。为了避免一家
单位多次连续中标，该方法也常会设置“一中
一停”或“两中两停”的方法进行限制。

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与福田区学
校签约的协议供应商的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类
组中，获得协议供应商资格的 20个厂商，一
半以上均为注册资金上千万的大型建筑公
司，还有几个规模较大的装饰设计工程公司，
而专业的塑胶跑道厂商少有入围。

这正是让很多专业塑胶跑道厂商颇为头
疼的事情。无论是竞标还是协议商模式，采
购部门都更看重规模较大的企业。而那些专
业的塑胶跑道厂商，因为业务范围窄，公司规
模小，在与大型公司竞标时，常常以失败告
终。

广州市一家塑胶跑道供应商直言，在对
一个项目竞标时，看到有大的建筑公司也来
参加，很多情况下就会直接放弃。

而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工商信息发现，协
议供应商中的建筑公司和装饰工程公司，经
营范围都不包括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涉
及跑道出问题的三家中标商——深圳乾德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深圳中科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和深圳安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甚至
没有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
资质。

从事化工行业二十多年的师建华说，国
内塑料跑道厂商有自己专业施工队伍的不到
一成，多是临时搭建草台班子。

“苯系物超标”与“苯中毒”

有害物不止“苯系物”

招标价格其实不低

流于形式的竣工验收

专业厂商难入围

招标价格低被认为是劣质跑道频出的原

因。但一些涉事跑道恰恰属于“高端产品”。

塑胶跑道的验收对于化学毒性和环保性质

很少涉及，有些验收工作“只是走个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