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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城“跑马”队伍越来越大

市民丁付涛是一位资深“跑马”
爱好者。他瘦高个，看起来很精神，
从2007年至今，他参加了十届郑开
马拉松，而且每年都跑完了全程，他
很可能是目前鹰城唯一一个郑开马
拉松的“荣誉跑友”。

丁付涛有正式工作，跑步只是
业余爱好。他“跑马”的最好成绩是
2014年跑郑开马拉松时的3小时33
分，接近330。330是很多业余跑马
爱好者追求的目标，即用3小时30
分跑完马拉松全程42.195公里。

除了郑开之外，丁付涛还参加
过北京、秦皇岛、太原、鄂尔多斯、武
夷山、六盘水、清原等多个地方举办
的马拉松。现在，他每天坚持锻炼，
每周至少跑50公里以上。

丁付涛说，他刚开始跑郑开马
拉松的时候，我市参加者也就几十
个人。随着近年来马拉松赛事热潮
的出现，鹰城“跑马”的人越来越多，
队伍也随之壮大。他估计目前全市
热爱“跑马”的人至少有200多名。

丁付涛的估计与我市跑步健身
协会掌握的数字基本一致。6月7
日，市跑步健身协会会长王栋对记
者说，2015 年郑开马拉松，通过协
会团体报名的跑友有 160多人，县
（市、区）还有不少个人报名，加起来
应该有200多人。

王栋说，随着喜欢跑步的人越
来越多，从今年春季开始，市跑协开
始组织“线上四季马拉松”，春季赛
（4月16日举行）在白鹭洲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环湖举行时，提前报名及
现场临时参与的有500人左右。明
天，夏季赛将举行，目前报名已达
70多人，预计当天参与“跑马”的将
会突破400人。

第一次“跑马”，他晕倒在
离终点200米的地方

网友“峰之乡”是一位跑步爱好

者，也是一位退伍兵。他有着在西
藏珠峰下服役20年的经历，几年前
转业回到平顶山。能在氧气稀薄
的高原上服役20年，其身体条件及
坚强的毅力可想而知。然而，2015
年 3月郑开马拉松，经过精心训练
准备的他第一次“跑马”，就在距离
终点200米时颓然倒地。

“峰之乡”将自己首次“跑马”
失败的经历写进了博文《马拉松的
尊严》，被跑友大量转载评论。文
中他分析了失败的几个原因，并这
样写道：“35公里以后，温度升高，
感觉特别累，迈不开步子，已经开始
靠毅力坚持。到39公里左右的时
候，我已经开始有点产生幻觉，由于
比赛经验不足，这时候如果慢下来，
而不是去为了330的目标冲刺，可能
不会那么严重。等我醒来，已经在
医院的抢救室里了。刚开始大脑一
片空白，根本不知道怎么来到这个
地方的。当时我以为要死了，短暂
的清醒只是回光返照，我马上请求
医生护士，我要立下遗嘱，趁着清
醒，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

对于那次惨痛的记忆，6 月 11
日，“峰之乡”对记者说：“我倒地的
时间应该是3小时28分，由于太想
去追求330那个成绩，结果因为电
解质紊乱晕倒了。”不过所幸，他被
救了过来。由于膝盖疼，他现在仍
处于休息调整期。

“峰之乡”说，刚开始锻炼身体
是为了减肥、降低三高。结果“跑着
跑着，就忘了初心”。正如他在文中
反思的：“锻炼的目的就是为了健
康，为了享受跑步带来的快乐。争
成绩也是可以的，但毕竟不是专业
运动员，一定要适可而止。在追求
成绩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马拉松
的尊严！”

线上马拉松的医疗保障尚
属空白

王栋说，“线上马拉松”是一种
比较宽松的马拉松比赛形式，全

程、半程、迷你 10 公里都有，参赛
选手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
王栋说，虽然是线上赛（通过网上
跑步软件来计成绩），但也提前设
计制作了奖牌，完赛选手可通过抽
奖来领取商家提供的纪念奖品。

打开微信公众号“平顶山悦跑
e族”，可以看到“线上四季马拉松
——平顶山站（夏季赛）开始报名”
的消息，明天这场民间赛事将在白
鹭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举行。记者
注意到，在报名相关事项的后面，附
有“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有以下疾病患者不
宜参加比赛：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
性心脏病患者；高血压和脑血管疾
病患者；心肌炎和其他心脏病患者；
冠状动脉病患者和严重心律不齐
者；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患者；
其他不适合运动的疾病患者。

其实，有上述疾病的患者，知
道自己有病一般是不会参加的，可
怕的是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病
的跑友。王栋坦言，正规严格的马
拉松赛事，报名条件都有限制，赛
前要对选手进行体检，或者要求选
手出具三级医院的体检证明，但是
线上马拉松这种民间跑友自发组
织的赛事，无法达到这些要求。他
们最多是通过一些俱乐部，为跑友
赠送一份意外保险，有一些商家会
为跑友提供一些饮用水及应急的
药品。

为了避免比赛中出现意外情

况，王栋说，他们只有在赛前和赛中
不断地提醒跑友：如果发现有肌肉
痛、关节痛及极度的疲劳感等不适，
请量力而行，必要时放弃比赛，以保
证人身安全。“很多跑友并不具备急
救知识和技能，目前很需要这方面
的培训。”王栋希望能够得到专业的
急救技能培训方面的帮助。

急救专家：参赛选手莫逞强

鉴于国内马拉松热潮的出现，
为了减少猝死和突发事件，我市急
救专家、市急救指挥中心主任武秀
昆受国家卫计委医管中心委派，曾
于2015年 9月—12月先后赴沈阳、
长沙、杭州、广州考察观摩了四场
马拉松赛事的医疗急救保障工作，
并于观后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评估研究报告。目前，应国家卫计
委医管中心的委派，他正在起草我
国第一部《马拉松赛事医疗保障工
作指南》。

谈到业余跑友参加马拉松比
赛应该注意的问题时，武秀昆说：

“生命在于运动是尽人皆知的道
理，体育运动有助于身体健康也是
不争的事实。但任何事物都有一
个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问题，凡
事得有个度。就马拉松比赛而言，
无论是全程还是半程都并非适用
于所有报名参赛的选手，国际和国
内频繁发生选手猝死的现象足以
说明这一点。”

“42.195 公里这样长距离的跑
步运动，挑战的是人体的生理极
限。从以往发生猝死的选手来看，
几乎都是男性，这说明男性更争强
好胜，有时甚至不惜伤及自身而逞
一时之勇，以致最终跑进天国。”武
秀昆说，疾病的发生有一个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有报道称31%的猝死
发生前都有胸闷、心绞痛、头痛、眩
晕、晕厥或极度疲乏等相关症状。
参赛选手应在奔跑过程中自己把
握，当出现不适且持续加重尤其是
极其难受时，不要勉强坚持，应放慢
节奏退出比赛，就近向工作人员或
医疗站点求助求救，以免病程发展、
病情恶化而发生不测。

对于举办马拉松赛事的主办单
位，武秀昆还有许多的提醒，比如，
对报名参赛选手实行严格科学的赛
前普查，防止潜在的类似定时炸弹
式的“猝死者”参加比赛；体检项目
要针对性强，体检结果要科学界定；
对参与医疗保障的全体人员进行以
心肺复苏为主的规范化培训，经考
试合格后方能参加保障工作，各站
点要有 AB 角即替补人员；救护车
的设置应随着距离终点越近越密的
原则来进行……更多内容，他会写
进《马拉松赛事医疗保障工作指南》
之中。

武秀昆认为：“深入研究与马拉
松有关的医疗保障问题，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而且富有挑战性。”因此，
他将倾力而为。

马拉松热背后的隐忧
□本报记者 王春霞

马拉松，这项古老的长跑比赛
项目近年来风靡中国，越来越多的
普通百姓热衷于“跑马”，越来越多
的城市希望通过举办马拉松赛事来
打造城市名片。

来自中国田径协会的数据显
示，2015 年全国共举办 134 场马拉
松赛事，今年上升趋势持续，预计将
超 200 场。而在平顶山境内，已经
举行过两场马拉松赛事：2015 年 9
月的尧山超级马拉松和今年5月的

舞钢环湖马拉松。各地市的线上马
拉松更是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鹰
城市民开始加入到“跑马”行列。

然而，马拉松并非人人适合。
在马拉松的热潮中，跑友出现伤病、
晕倒甚至猝死的事件不断发生。马
拉松赛事的医疗保障问题开始引起
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目前，我市
急救专家武秀昆应国家卫计委有关
部门的委派，正在起草我国第一部

《马拉松赛事医疗保障工作指南》。

核心提示：

伤病、晕倒甚至猝死 马拉松亟须医疗保障

5月，首届舞钢环湖马拉松赛雨中开赛（资料图片）。本报记者 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