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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晚，广州体育局向媒体发布《组委
会关于2名参赛选手发生意外后实施抢救
的情况通报》，第一次公布救援和治疗调查
报告。广州体育局通报称，“120”接报后，
立即通知附近的中山六院现场医疗站医护
人员前往抢救。因现场比赛正在进行，赛道
布满选手，救护车无法快速到达，医疗队员
立刻下车，携带急救药械跑步到达事发处，
接替现场医疗志愿者继续进行胸外心脏按
压术及人工呼吸，进而进行呼吸气囊辅助通
气，建立静脉抢救通道。同时，协调现场交
通指挥部，请求警车开道，以便救护车快速

到达，医疗队员及时使用车载设备为患者进
行气管插管并球囊辅助通气。

广州市体育局还表示，发生意外后，组
委会和医院对两名患者一直全力救治，从未
因费用问题延误治疗。通报称，陈杰入院后
即通过绿色通道进入ICU，由该院医疗副院
长亲自指挥抢救，立即予以呼吸机辅助通气
治疗，持续心肺复苏及反复电除颤，并多次
使用肾上腺素、多巴胺、阿托品等血管活性
药物抢救治疗。经积极抢救治疗，患者一度
恢复自主心跳和呼吸，说明早期救治是及时
有效的。

□沈体

近些年中外马拉松赛场发生
过多起猝死事件，这不能不引起人
们的警示。广马事件虽然还没有
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的是，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
运动深受田径迷的喜爱，它依然
会继续，而且越来越广泛，但因为
这项运动对心理和生理要求较
高，它也要求参加者今后一定要
量力而行。

据国家体育总局官网消息，今
年全国共有30个城市举办了31项
马拉松赛事。而中国田径协会也
一改以往的做法，将对各类马拉松
赛事每年统一进行金、银、铜牌等
级赛事的评定。完善制度是必须
要做的工作，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但是如何监督实施让比赛更加职
业化，这同样是大问题。

不过有一点也许我们可以借
鉴，东京马拉松 2007 年举办以来，
保持着选手零死亡的纪录，这说
明如果更多地注意安全保障工
作，就可以减小赛事的危险性。
比如在日本等国家的机场、地铁
站等公共场所都配备自动除颤器
（AED），这个如笔记本大小的小
盒子能够对突发心脏病人进行第
一时间自动除颤，而 AED 在一些
高风险体育比赛（比如马拉松比
赛）中也会应用，这些强制性的配
置甚至都写进了赛事的规章，这
或许就是东京马拉松如此安全的
重要原因吧。

广州马拉松赛两名选手不治而亡

死者家属：官方救护车在哪里？

必须量力而行
不能因噎废食

□据《扬子晚报》

11月18日举行的广州马拉松赛，在市民们积极参与享受跑步
快乐的同时，发生了让人不愿接受的悲剧——参加10公里比赛的
陈杰抢救无效于19日凌晨死亡，年仅21岁。27日，另一名参加5公
里赛的选手丁喜桥也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ICU病房离世。26
日，陈杰的家属来到广州市体育局，举着“广马还我儿子”的横幅讨
说法。27日，丁喜桥的亲属带着悲痛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表示希
望社会上的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的家庭走上司法维权
的道路。

27日，参加广州马拉松赛的选手丁喜
桥不幸离世。医院给出的死亡证明书上显
示：病人猝死，心肺复苏后，中枢衰竭，进而
气管循环衰竭。

不幸的丁喜桥年仅25岁，十几位亲友
痛不欲生。与死神抗争8天，丁喜桥还是没
有醒过来。25岁的丁喜桥是广州一家地产
公司的员工，当天公司有10多名同事一起
参加了广州首届马拉松赛。丁喜桥报的是
5公里比赛，据与他并肩同跑的同事陈扬
杰说，距终点还有800米时丁喜桥发力冲
刺，但晕倒在终点线前约300米处。陈扬
杰拨打120后约20分钟救护车赶到，由
于救护车上没有呼吸设备，又过20多分
钟之后第二辆救护车到来，经过现场抢救
之后丁喜桥才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27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丁喜桥的哥
哥丁洪桥。哥哥与弟弟一起参加了本次广
州马拉松赛，从弟弟倒下，被送医院，到离
世，丁洪桥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所以，在
交谈过程中，丁洪桥的声音一直颤抖。对
于弟弟的离开，丁洪桥告诉记者，亲人们悲
恸欲绝：“到今天为止，我们家过来了十几
个亲人，大家一直守在这里陪我弟弟。弟
弟发生意外后我们走访了组委会、体育局，
均不被接待，而且目前大赛组委会还没有
和我们沟通，但我们绝对不会通过极端的
做法去要说法。我们会等待有关方面给我
们回复，如果实在等不到的话，我们希望通
过社会上的好心人，帮助我们通过法律手
段去讨说法。”

据丁洪桥介绍，丁喜桥平时经常锻炼，
每周都会跑几次，晚上会在元村江边跑，弟
弟一直跑得比自己快。丁洪桥说：“在这次
比赛中，我一直跑在弟弟后面，有同事与弟
弟同行，弟弟倒地后有朋友用手机拍下视
频，这也算当时我们的证据之一吧。4分
钟后我跑到弟弟身边，看到有参赛者协助
进行现场抢救，不过现场并没有医护人员。
后来，我们打120求救，等了近半小时救护
车才到，在救护车到达前几分钟，有两名医
护人员徒步先行抵达。随后，救护车将我弟
弟送到离事发地点最近的中山大学附属第
六医院进行了心肺复苏术。有专家告诉我
们，弟弟是心脏骤停引起的，纯属运动中的
意外，不过救治的关键是抢救时间，如果弟
弟抢救及时就可能会没事。”

所以，丁洪桥质疑组委会的救治：“整
个事故发生后，救援非常不及时，首先救护
车近半小时后才到现场，其次，组委会指定
医疗机构是第八人民医院，但包括救护车
和步行到达现场的医护人员，均为中山六
院，官方的救护车哪儿去了？”

26日是陈杰“头七”日，陈杰的家属来
到广州市体育局，打出了“广马还我儿子”
的横幅，手举“还原真相，家属交费，无人跟
进，不负责任”的纸牌讨说法。而陈杰的家
属更是出示了入院抢救的单据，不过据了解
该笔费用广马组委会一直没给报销。

对于选手家属的做法，广马组委会负
责医疗保障工作的吴民春处长表示，他对
于家属的心情很是理解：“家里就算死了一
只狗或是一只猫大家也都很心疼，我也能
理解。”不过此语一出，反而再次令选手家
属们的情绪出现失控！此外，吴民春还表
示，陈杰家属每天的食宿费用是3000多元，
组委会不可能一直承担下去，“难道他们住
一辈子我们也得承担费用？组委会觉得还
是让他们走法律途径吧”。

陈杰的父亲陈启志回忆说：“这次广州
马拉松前，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儿子参加
了。18日，陈杰的班主任打电话给我，当时
我在深圳。班主任说儿子跑马拉松后摔倒
了，送到了医院抢救。”陈启志说他们接到
电话的时间是上午10点左右，下午两点就
赶到了医院，赶紧去了ICU病房。“当时正

在抢救中，我们就在那里等，组委会没有一
个人在那里。在来的路上，医院总是打电
话催我们交医药费。我表妹是广州人，就
先赶过来交款了。”陈启志透露。“这个时候
有体育局的领导和你们沟通过吗？”记者问
道。“没有！”陈启志坚定地说。陈启志回
忆，下午在ICU病房的儿子当时相当清醒：

“他的眼睛在转，他的嘴巴动了，因为嘴里
和鼻子有吸管。医生叫我们别说太多话。
后来护士拿来写字板给我儿子，儿子拿笔
写出可以撒尿、要喝水啊等。”

“下午5点半左右，组委会才有人过来，
后来他们安排吃住的问题，态度很不好。”
在去宾馆的路上，陈启志问儿子能不能住
院，组委会的人说住院需要家属自己付
费，他们只负责宾馆住宿一晚的费用。“结
果当天晚上将近11点的时候，医院打来
电话，说儿子病危了。”看到儿子的时候，陈
启志大吃一惊：“跟下午判若两人！他皮肤
发黑，手冰凉，一点知觉也没有了。”到次日
凌晨5点多，陈杰因医治无效死亡。陈启志
说：“专家都走了，医院才叫我们见了最后
一面。”

丁喜桥离世
家属求助好心人
法律维权

陈杰“头七”日 家属到广州市体育局讨说法

组委会回应 救治是及时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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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现场抢救晕厥选手。 广州马拉松赛选手们准备出发。 （新浪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