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10月16日 星期六 本版责编：王瑞琴2016年6月25日 星期六 责编 张忆苏

废轮胎、废电缆等工业废料
制成“塑胶跑道”，黑作坊像一个
大垃圾场……媒体近日曝光了
河北省境内的“毒跑道”生产窝
点，面对触目惊心的画面，人们
不禁要问：“毒跑道”为何能一路
绿灯实现生产、销售、铺装，“跑”
进校园毒害孩子？这背后形同
虚设的监管应当反思。

在操场中铺装塑胶跑道，早
已成为很多学校的“标配”。然
而最近一段时间，北京、苏州、无
锡、南京、成都、常州、深圳、上海
等城市先后出现“异味跑道、异
味操场”，不少学生出现流鼻血、
呕吐、头晕等症状。在各方追问
下，塑胶跑道国家标准太低、施
工验收走过场等方面的漏洞逐
步浮出水面。而媒体对“毒跑
道”生产窝点的追踪报道，直接
揭出塑料垃圾、工业废料摇身一

变成为跑道原料的事实。
塑胶跑道质量安全问题折

射出监管的缺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明确规定：“收集、贮存、运
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
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
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
环境的措施。”然而，一批批来
源不明、品种不清，甚至存在有
毒成分的废料和橡胶垃圾，经
过简单粉碎、粘合之后就成为
塑胶跑道的原料，进而被铺装
到校园中，这显然属于“流失”，
且可能再次“污染环境”。如此
大摇大摆的违法行为未能及时
得到制止、纠正、惩处，监管部
门难辞其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也明确要求，产品要有质量
检验合格证明、中文标明的产品

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而大
量塑胶跑道原料为“三无”产品，
直接反映出监管缺位问题。

监管乏力自然问题丛生。
一条塑胶跑道，从招标、采购、铺
设、验收到正式投入使用，涉及
教育、质监、工商、环保等多个部
门。多个部门管不好一条跑道
的尴尬凸显，必须切实厘清监管
职责、做好分工协作，共同织就
防范“毒跑道”的监督网。

事关教育的产业都应当是
良心产业。作为在全国各地推
广已经10多年的技术，塑胶跑道
的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不能再得
过且过，更不能成为一笔职责不
清、要求不明的“糊涂账”。完善
相关标准、落实法律法规、补齐
工作短板，还校园一个安全、环
保、健康的环境，是相关监管部
门必须补上的一课。

近日，发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
的“毒跑道”事件引发持续关注。
调查显示，导致“毒跑道”事件的是
一系列复杂因素。一些涉事学校
已开始紧急拆除“毒跑道”。

然而，在事件定性和责任归属
尚未有结论时就紧急拆除“毒跑
道”，并不是一个常规的解决方
式。为何这一事件在定性及处理
上面临如此大难度？多位专家近
日就此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
出，事件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相关
环境立法空白、标准滞后，如果想
从根本上杜绝“毒跑道”，以及“毒
玩具”、“毒疫苗”、“毒奶粉”等类似
隐患，必须从完善立法入手。

为何检测合格？
许多人难以接受一个结论：

“毒跑道”检测结果符合国家标准。
从事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研

究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
员余若祯博士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毒跑道”五花八门的检测结果，凸
显了我国有毒有害化学品环境管
理立法的空白。

在国内，甲苯二异氰酸酯
（TDI）型聚氨酯跑道是塑胶跑道
的“主力军”。余若祯说，在TDI型
聚氨酯跑道的疑似毒性成分中，未
反应完全的游离态TDI单体对眼
睛和呼吸道具有严重的刺激作用，
可能引起呼吸道炎症。但无论是
适用于室外的现行《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还是《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对游离TDI的浓度都没有规定。

因此，即使对学校教室和跑道
上方的空气采样检验“合格”，也不

能说明这些区域内的空气安全无毒。
据介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只包含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等10项空气中最常见污染
物标准，涉及有机化合物污染的只有颗粒态苯并芘浓
度一项。如果其他有毒有害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进入
环境空气造成污染，并无标准可查。相比之下，发达国

家的环境立法更加完善。例如美国《清洁空气法案》列
出了包含187种化学物质的有毒有害空气污染物名单，

“毒跑道”疑似“元凶”TDI就列于其中。如果名单上的
化学品进入环境，相关人员会面临严格的诉讼程序。

那么，立法和标准的缺失与滞后是否只能在出问
题后暴露？立法能否就避免“毒跑道”事件的发生？多
位专家提到“适应性管理”，即法律和标准要有自我更
新能力，并具备一定灵活性。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汤姆·金斯伯格说，
与较笼统的法律规定不同，具体、细致的标准必须是能
够经常更新和调整的。这就需要好的机制和管理，在
保证法律稳定性及一致性的同时又确保一定的灵活
性。为相关法律和标准设定一个强制性的审查期限，
根据社会发展情况、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执法能力的提
升进行必要更新。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埃琳·瑞安认为，
对于环境立法来说，许多问题还没有结论，是随着科学
进步而被逐步发现的，这就需要更多灵活性。在美国
环境立法体系中，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是执行“适应性

管理”理念的主要机构，这一机构会广泛征集最新信
息、咨询专家意见，审视和评估相关法律和标准，并定
期提出修改建议。

能否“一拆了之”？
在对“毒跑道”处理尚未有定论的情况下，部分建

有塑胶跑道的学校已开始紧急拆除跑道，此外，全国还
有不少涉事“毒跑道”处于停用状态。对此专家认为，
处理“毒跑道”不应简单地“一拆了之”，必须从制度层
面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余若祯说，应先对是否有必要拆除进行检测、评
估，拆除前充分论证后续整改方案。那些已着手拆除
跑道的学校，拆除过程中还需警惕“污染物迁移和扩
散”，把跑道表面的塑胶层拆掉后，暴露出来的沥青和
表层土同样可能含有化学污染物。

她建议，可对疑似“毒跑道”的涉事承建记录进行
封存。然后根据建设用料所包含的化学物质列出一个
化学品清单，由环保部门对清单上的化学品成分进行
危害鉴别，作为今后制定相关法律和环保标准的依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从长远来
看，除了完善立法和加强政府监管，还应强调企业和社
会的责任。

薛澜说，在安全环保方面，企业必须负起责任。企
业对自己产品的环境影响等利弊最为了解，应保证自
己的产品无害，这不是指产品只简单符合国家规定，而
是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要保证危害最小、收益
最大。在监管环节，应保证顾客和用户等社会力量对
违反国家标准、有害的产品有举报渠道，举报后有部门
真正去取证并采取相关法律措施。

立法难点在哪？
针对“毒跑道”事发后暴露

的相关标准缺失，一些地方已
经出台或正准备制定地方标
准。专家认为，虽然标准的修
订很必要，但也不可操之过急，
应由国家部门统一协调，并以
科学性和专业性作为支撑。

仍以TDI单体为例，深圳
市的《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
质量控制标准》中规定它在预
制橡胶卷材、块材或橡胶类防
滑、填充颗粒中的限量为200
毫克／千克。余若祯说，实际
上TDI毒性很高，动物实验显
示，这种化合物的大鼠4小时
吸入暴露“半数致死浓度”仅为
13.9ppm（1ppm 为百万分之
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今年3
月发布的空气中急性参考暴露
水平为2微克／立方米，短期
暴露在这一浓度下就会有明显

的呼吸道不适。因此安全的材料限量标准还需进一步
研究。

那么，能否对发达国家现有的标准采取“拿来主
义”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所长高世楫说，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是经过上百年
的时间积累起来的，虽然等效采用很便利，但中国的环
境安全、气候地理条件和人口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照
搬，需要由专业化的队伍自主制定。

埃琳·瑞安教授表示，中国的一切都还在发展之中，
法律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需要细化。她不担
心中国相关科学的进步，因为中国科研已经做得很好，
问题可能在于如何将科学与法律更好地结合。她说：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决心和一些积极案
例，相信中国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在这方面已经释放了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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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跑道”生产窝点被揭出凸显监管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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