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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名男生在体测中意外猝死
的 现 象 ，10 月 25 日 ，记 者 也 采 访 到 南
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
教授。

他表示，事实上在其他行业，比如
公交车司机、高空作业的工人、老年人

在家里做家务，甚至是打篮球等项目
中，猝死的情况也很多。“去年就有一
所 城 市 ，曾 发 生 过 一 个 月 有 4 人 因 打
篮球而猝死，而跑步猝死的概率并没
有打篮球高。”

他说，学生在体测中猝死可能有多

方面原因，“或者有先天性心脏病，或
是前一晚熬夜，最近几天比较疲劳，或
者有病毒性感冒，也可能是没有吃饭，
出现低血糖等诱发猝死”。

而目前，记者了解到，南大这位学
生猝死的原因，相关部门还在做调查。

多种原因可导致猝死

南京一大学生体测时猝死
专家：多种原因可致猝死，应建立筛查机制

“事情是 10 月 24 日下午两点半左右
发生的，当时这名男生刚好跑到操场东
南拐角处一个球门附近，刚跑了 700 多
米吧，就突然倒在地上了。”当天在现场
的一名同学称，这名男生今年大三，正
在体测 1000 米，男生倒下后，全身就开
始抽搐。眼见情况不对，附近的一名同
学立刻跑到操场主席台，向正在值班的
校医院医生求助，随后，值班医生提着
急救箱跑到该男生身边展开急救，同时
也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闻讯赶来的医生将这位男生放平在
地，开始进行人工呼吸，并进行心脏按
压，同时喊同学叫救护车。尽管奋力急

救，但这个男生还是没有醒来。据医生
说，抢救时该生一直处于心脏骤停、没有
脉搏的状态。

之后，这位男生被救护车送往仙林
鼓楼医院，后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从体测材料上看到，这名大三男生身高
约 168 厘米，体重约 92 公斤，比较胖。

仙林鼓楼医院的一名医生告诉记
者，下午 3 点多，这名同学送过来时已经
没 有 心 跳 了 ，考 虑 可 能 是“ 心 源 性 猝
死”。

10 月 25 日凌晨，自称为南京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记者团的微信公众号“新
潮”也发帖，详细描述了当时事发情景。

“看见同学倒下被送进医院，同学
们都很担忧。”南京大学大四学生刘同
学表示，大概晚上的时候，就从医院得
知这名同学抢救无效去世了。据刘同
学介绍，这名男生姓黄，“之前也没有听
说有过什么重大疾病。”10 月 25 日，记者
联系上了南京大学校医院工作人员的电
话，对方以“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为由挂
断了电话。南京大学体育部的相关负责
人也直接表示“不清楚，不接受采访”。

据了解，体能测试作为大学生的必
修课，一般安排在大三大四进行，测试
内容都是国家规定的相关项目。

体测时倒地抽搐 抢救无效身亡

王宗平说，首先要肯定大学生体测的
必要性。“现在我们国家有关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规定，从初一到大四，都有女生 800
米，男生1000米测试。如果没有测试，学生
体质可能会更糟糕。”

他表示，由于我们国家是应试教育，
学生们用在文化课上的时间太多，而缺乏
体育锻炼意识。“据我了解，大学里大概只
有 10%的学生养成平时坚持锻炼的习
惯。大约 95%的学生甚至跑不过自己的
父母。”

“我们不能因为有学生猝死，就因噎

废食。”王宗平建议大学要建立筛查机
制，“国家对于体弱多病的学生有免测机
制，而对于极少部分天生不适合跑步的学
生，比如有心肌炎或者遗传性心血管疾病
的，在提前筛查出来后，就可以免考或者通
过其他比如游泳、登山等有氧运动项目来
替代，帮助学生提高肺活量。”

此外，他也建议高校老师每周能带学
生跑一次。“比如男生跑 2000 米，女生跑
1600米左右。也就相当于十分钟左右，这
就意味着一学期将跑15到20次，坚持一年
跑步下来，学生再体测800米或者1000米，

问题就不大。”
另外，对于高校选择体测的时间，他也

建议可以适当调整。“去年，教育部把体测
上报数据的时间规定在9月1日到10月30
日，今年上报数据时间是从9月 10日到 12
月31日，也就是给了学生锻炼时间。”他说，
新学期开学还不到两个月，现在测试的成
绩并不能证明是这个学生这一学年的成
绩，“我也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采用学年而不
是年度的方式。让学校能调整到第二年的
上半年来体测，给学生足够的锻炼和准备
时间。”

专家：建议建立筛查机制 高校老师每周应带学生跑几圈

2014年 7月，教育部印发了《高
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规定建
立学生测试成绩列入学生档案。毕
业时，学生测试成绩达不到50分者
按结业处理。换句话说，体测不达
标，就拿不到大学毕业证。这其中，
50米、800米（女生）、1000米（男生）
等都是必测项目。

大量对长跑猝死事件的研究发
现，发生猝死的时间段，主要在半程
段、冲刺时以及到达终点之后。按
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运动猝死
是指有或无症状的运动员和进行体
育锻炼的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 24
小时内的意外死亡。也就是说，不
是停止运动就安全了。

长跑中出现运动极限点，简称
极点。通俗地说，就是比赛进行中，
人体感到最“难受”的阶段，心跳和
呼吸加快并感到肌肉无力，意识中
会出现放弃比赛的念头。这种状
况往往在长跑进行到半程时出现，
人们常说“咬咬牙就挺过去了”，但
这种处理方式并不科学。经过专
业训练的选手也许可以挺过去，但
不经常从事长跑运动或者说身患
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往往容易在这
个时候突发病症，导致晕厥甚至猝
死等意外。

正确方式：当面对极点时，跑者
应该适当放慢速度，减少身体的负
担，等到身体适应后，再选择是否恢
复速度。

对于大学生来说，应尽可能增
加体育课时。本科四个年级都有体
育课，学校通过持续开展的体育课
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运动。完善学校
体育设施和运动场所 ，为学生营造
良好的体育环境，运动场馆尽量对
学生免费开放。 （宗禾）

▶南京大学大三学生跑步猝死现场

10月24日下午，在南京大学
仙林校区的操场上，发生一起悲
剧，一个正在进行体能测试的大
三男生，突然倒在了跑道上。虽
然校医院值班医生进行了紧急抢
救，120也及时赶来，但最终还是
没有挽回他的生命。专家表示，
引发猝死的原因很多，体测不能
因噎废食。他建议，最好高校老
师每周带学生跑几圈，增强学生
的体能，同时调整体测时间，给学
生充足的时间先锻炼。

核心提示

如何避免
长跑测试时猝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