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旷地带地域特点不同导致立法难
沪上学校：不关闭免费开放的体育设施，但要加强警示

A08 事件
2012年7月1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鲍华麟 美术编辑 陆轶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上周六下午，浦东高行中学操场内，
二十多名球友冒着雷阵雨踢球，但球场上
突然产生的雷电导致1死3伤悲剧。

这起事故引起了本市防雷中心的高
度重视。市防雷中心相关负责人昨天向记
者介绍，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空旷、
开放地区的防雷措施制定法律法规，本市
许多野外场所、公园、体育场地都没有设
置避雷设施。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我国目前的
地理情况，空旷地区范围较广，“ 郊外有山
林，市郊有农田，市内有公园、体育场、校

园操场等等，这些面积大、人口密度小的
地方，都能算是空旷地区。”

该负责人介绍说，考虑到空旷地区的
地域特点和实际作用各不相同，所以很难
设立统一的防雷规范。“ 比如，在农田设置
避雷针，会给农民耕种带来不便利因素。
而在深山老林设置避雷针的意义不大，那
里本来就是无人区。”

“ 空旷地区如何避雷？这是一个国际
难题，国内外都在研究。”该负责人坦言，

“ 目前，本市还没有计划订立相关标准。”
该负责人呼吁，希望广大市民不要一

味依赖避雷针，“ 有些人认为，走在有避雷
针的地方，就不会遭雷电袭击了。其实，不
论是避雷针，还是避雷带，都只是辅助性
防护设施，保护效率并不是100%。”该负
责人告诉记者，雷电产生的同时，会发生
绕结现象，“ 雷电的运动轨迹不固定，可能
穿过避雷针，击中其他物体或人体。”

该负责人建议，“ 场地负责方应加强
管理，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在强对流到来
前，及时规劝场内人员离场。”同时，市民
也应注意自我保护，“ 雷雨天气避免外
出。”

球场遭雷击
致1死3伤

很多人说，在高行中学的球场上不幸
被雷电击中身亡的那个小伙子，遭遇的是
一场难以预料的天灾，但我们真的没有在
预防上没有遗漏什么吗？

专业人士说，对于空旷地带的避雷针
设置，现在还没有专门的规定，而且很难
进行细分，但全市大大小小的各种室外
开放体育场地，还有大中小学校内的操

场，是不是真的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因
为周围还有房子，房顶上有避雷针，就真
的不会发生哪怕是概率微小的一次意
外？

别忘了，出事的学校，比我们走访的
不少场地都要“ 考究”一些，安了两根避
雷针呢！

那些负责看管场地的管理员们，又是

不是能够意识到，在球场上奔跑的人的安
全，可能就会因为自己在雷声阵阵的时候
呼喊了一声“ 停止”，从而多了一份保险？

谁都不希望看到悲剧重演，谁都以为自
己有足够的运气幸免。而我们的希望，是用
一次生命的警醒赶走那些自以为是的侥幸。

天灾难逃，人祸可以避免。
记者 章涵意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柏可林 记者 章
涵意 实习生 陶渊 黄骞文 昨日，记者走
访了本市多家足球场以及学校操场后发
现不少问题，其中学校操场缺乏相应的避
雷设施最为突出，而不少专业足球场则基
本上能做到“ 打雷清场”。

足球场
八万人训练场：雷雨天球场要清场

“ 浦东那个中学操场上有人踢球被雷
电劈到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不过我们这里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一般也不会发
生吧。”上海体育场外场足球场场地管理
人员向记者表示。

当记者问及在球场周围是否设有避
雷设施时，管理人员表示不甚了解，“ 球场
旁边有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旁边这么多
楼房上都有啊，应该没问题。”

此外，尽管对设施了解不多，但两名现
场管理人员都向记者肯定地表示，在他们的
管理制度中，有明确条款写着，“ 在雷电和
暴雨的时候对球场要进行清场，球场不能有
人。”这也是记者近两日走访以来遇到的第
一个会在雷暴天气“ 赶人”的公共足球场。

源深体育场：露天场地都有避雷设施
位于浦东体育公园内的源深体育场，

是本市众多体育爱好者的理想活动场地，

同时也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
认定的“ 全国学校体育场馆向公众开放先
进单位”。

源深物业管理部负责人李先生对记
者介绍，“ 不论是足球场、篮球场等露天场
地，还是网球场、羽毛球场等室内场地，都
设置了避雷设施。”

即使有了避雷设施，场地管理方仍然
不敢怠慢，“ 下雨天要清场、封场。6月30日
那天，徐根宝带队在足球场里比赛，下半
场快结束时，天降大雨，我们立刻疏导他
们到室内躲避。”李先生说。

学校
新竹园中学：暂无安装计划

位于浦东新区潍坊路松林路的新竹
园中学，进入暑假后便冷清了下来。

该老师已听说了发生在高行中学的
惨剧，他告诉记者，新竹园中学定有规范，

“ 雷雨天应封闭操场，一方面要防雷击，另
一方面，场地湿滑，容易摔伤。”

该老师告诉记者，学校在除了操场以
外的区域，都设置了避雷带。他表示，“ 最
近学校师生处于放假阶段，尚无安装操场
避雷针的计划。”

上大延长校区：全靠个人自觉
记者在上海大学延长路校区看到，足

球场上运动的人不少，但并没有明显的避
雷设备。

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上大的足球场没
有安装避雷设备。雷暴雨突降的时候，踢
球的人大多会在看台上避雨，但偶尔也会
有人不顾危险继续踢球，管理人员对其也
无可奈何。

管理员表示，校方目前还没有加装避
雷设备的打算。“ 打雷下雨后，是否要去躲
避，全凭个人的自觉。我们没法管，也没有
必要加装避雷设备。”

市四中学：附近房子有避雷针
在天钥桥路的市四中学门口，记者

看到了一块由上海市体育局和市教委联
合颁发的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铭牌，并
张贴了开放时间。学校保安告诉记者，对
外开放的时间从当天下午5点30分开始，
有专门人员负责管理，但是雷雨天会不
会对场地上运动的人员进行劝导，他却
并不清楚。

记者看到，市四中学对外开放的是
一片篮球场，和保安介绍的一样，球场
四周没有看到特殊的避雷设施。不过，
篮球场周围就有不少建筑环绕，而好几
幢 楼 房 的 楼 顶 上 都 有 竖 起 的 避 雷 针 。

“ 旁边房子上这么多，我们这里不可能
被劈到的。”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一男子在浦东
高行中学操场踢球时被雷击而死。记者昨
天询问多所学校后得知道，沪上学校并不
会因此关闭免费开放的体育设施，但会更
加谨慎，加强安保设施检查，并加强警示
手段。

不会关闭免费开放体育设施
“ 不会因此关闭免费开放的运动设

施。”记者昨天询问了多所学校，答案大都
相同。

位于闸北区的新中高级中学的体育
馆和操场都是免费向 社 区 居 民 开 放 的
场所，不少周围居民会过来打羽毛球或
是踢足球。今年暑假，学校进行整修，羽毛
球馆继续对外开放，但操场暂时因整修不
再开放。

“ 我们都会提前和街道打好招呼，哪
些项目开，哪些不开。不会突然说要关了，
不开，这都是签过协议的。”该校一位负责
老师告诉记者，目前各学校对社区居民开
放体育设施，都是按照市教委和市体育局
的要求，与附近社区合作的，并签订了相
关协议，所以不可能说关就关。

记者昨天致电徐汇、杨浦、长宁、黄
浦、闵行等区多所学校，学校值班人员都
表示，会照常向居民开放体育设施，并没
受到关闭场所的通知或要求。

街道负责购买安全保险
“ 当初免费开放，最让我们学校担心

的就是安全问题，我们开放了，但来锻炼
的居民发生意外受了伤，怎么办？责任究
竟谁来承担？”尽管不对居民关门，但安
全问题仍然是困扰不 少 学 校 的 主 要 问
题。

一位校长坦言，毕竟和学生不一样，
居民来玩的时间一般都是假期或双休日，
学校不可能和社会上的体育健身机构一
样有专门的安全专员来管理，也无法强制
控制健身者的锻炼意愿。“ 这个安全责任
光靠我们学校肯定难以承担。”

记者从不少学校了解到，一般免费开
放的学校，都会和社区一起，建立一个共
管委员会，而学校方面，不承担因为健身
人员自身问题而造成的安全事故责任。街
道方面会为来参加锻炼的居民购买保险。

安保手段将更“ 强硬”
在市中心一所中学所贴出来的告示

中，记者看到，对于来健身的社会人员有
非常详细的7条说明。如要求活动者进入
校区须主动出示《 健身卡》，听从管理员
指挥；正确使用器材，如有违反，由此造成
的意外伤害责任自负；篮球场每个篮板不
得超过8人，足球场超过40人场内禁止踢
球等等。

徐汇区教育局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根
据《 上海市学校体育场地向社区开放工作
评估办法》，登记统计制度、公示告知制
度、安全保障制度，都是各校必须遵守的
规定。并且各区有专门的学校场地向社区
开放管理制度。

这次雷击意外的发生，也让不少学校
表示，要更加小心。“ 我们已经尽量做到设
施的安全了，像很多团队跳操要用录音
机，我们特意安装了防水防触电插座。”闵
行田园实验小学赵老师表示。

“ 像雷电阵雨这样的天，肯定是会警
告一下还在户外的人的，先停下来，或是
改日再来。但有时候来锻炼的人会不太听
我们的建议。”一位学校安保负责人表示，
今后可能会在劝告手段上更强硬，“ 实在
不行，不排除在强雷阵雨天关闭一些户外
设施。”

昨天，本报报
道了上周六发生在
浦东新区高行中学
的雷击事故，经记
者调查，本市尚未
出台针对空旷开放
地区避雷措施的法
律法规，市防雷中
心相关人士建议，
由于空旷地带立法
较难，场地责任方
应加大管理力度，
活动者也应注意自
我保护。

本报见习记者
柏可林

》警示

学校不会关闭校门
免费体育设施将增加检查

》记者调查 体育场下雨大多会清场 学校操场多无避雷设施

》记者手记 多一分警醒 少一分侥幸

体育场外的避雷针。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