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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越野赛事风险防范研究

——基于第四届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

龚倩，柯航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马拉松越野赛的风险划分，剖析马拉松越野

赛事的风险管理问题，提出风险防范措施。研究发现：第四届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

的风险主要包括人员风险、组织风险、自然风险、商业风险。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为

运动员专业知识与赛事医疗保障缺失，政府有效监管与行业规范欠缺，环境预判与紧

急预案落实的滞后，赞助形式与赛事的负面形象。进而从人员、组织、自然、商业四

个方面提出风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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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isk Prevention of Marathon Cross Country Events
——Based on the Fourth Yellow River Shilin 100 km Cross-Country Race

GONG Qian，KE H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this paper divides the risk of Marathon cross-country race, analyzes the risk management of Marathon 

cross-country race, and puts forward the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isks of the fourth Shilin 

cross-country race mainly include personnel risk, organizational risk, natural risk and commercial risk.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risks are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medical security of athletes, the lack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industry norms, the lag of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and emergency plan implementation, 

the form of sponsorship and the negative image of the race. Then the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rom 

four aspects of personnel, organization, nature and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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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三大攻坚战之首，风险治理处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

置［1］。国发［2014］46 号文指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简政放权，积极培育多元市场主体”［2，1］成为

我国体育发展方式重大转变的标志，政府由亲力亲为组

织转为扶持引导，市场逐渐登上办体育的舞台，推进体

育发展驶入快车道。2015 年 5 月，国务院首次提出“放

管服”改革的概念，旨在从社会的角度推进改革。为进

一步加强社会办体育的权利，国办发［2019］40 号文

提及“深化体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精简行政审批事

项，加强对体育赛事、体育市场经营等活动中的事后监

管，不断优化服务”［3］。随着体育领域改革发展深入，

马拉松赛事迎来“井喷式”发展，大量商业性赛事运营

公司涌现，但其办赛能力参差不齐。2021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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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员风险

人员风险主要指与白银赛事相关联的人的风险，是

由管理不善与制度缺陷而导致参与者对赛事造成损害的

可能性［8］。白银赛事的人员风险主要包括人身伤害和人

员缺席风险。人身伤害主要指由于天气、场地设施、突

发事件等不确定因素对人造成的伤害。白银赛事的举办

地在高山地区，该赛道海拔高度在 1500 米—2300 米，多

为自然起伏的山地，山间山路或沙石路，有爬坡、下坡

障碍，其中一段22道弯修建在悬崖上，全长2.3公里［9］。

此外，高海拔地段天气变化多端，易出现灾害性天气，

部分赛道在无人区，极易造成人身意外伤害，导致比赛

无法顺利进行。白银赛事的人员缺席主要包括受邀的嘉

宾以及领导未能按时到场、参赛运动员迟到或未到赛场、

工作人员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到达工作岗位。该赛事邀请

人员除政府部门领导之外，还有体育领域、体育医疗领

域的专家等，这些人对于赛事的顺利开展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而参加该极限赛事的运动员大多为国内顶尖

的运动员，往往需要达到一定的成绩，才可报名此项最

高级别越野跑赛事，他们不仅能够提高本次比赛的竞赛

水平，而且也能提升本次比赛的影响力，人员的缺席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比赛照常开展，赛事顺利举办的重要基

础是人员安全的保障。

1.2  组织风险

组织风险是指白银赛事在运营管理中，由于外部环

境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以及组织者对环境的认知能力和适

应能力的有限性而导致的组织失败或使赛事达不到预期

目标的可能性及相关损失。白银赛事的组织风险主要包

括比赛场地、时间安排、救助点设置、人员指挥、调度等。 

比赛场地的组织风险指组委会因选址、线路设计不合理，

施工监管不严等原因造成比赛场地基础设施不达标。甘

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的黄河石林景区周边，地势险峻，部

分狭窄不平的森林赛道可能致使运动员在比赛时发生跌

倒、滑坠、落石以及某些特定环境下的突发事件等情况，

在运动员的线路追踪上存在一定风险。救助点设置的风

险主要指救助点的间隔距离、地理位置不佳等原因导致

的风险，妨碍运动员获得及时救助及救援队的搜救工作。

人员指挥、调度风险指组委会因前期工作协调、安排欠妥，

影响比赛按期进行。

1.3  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因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赛事造成的影响。

同样的赛道在不同的气候下难度等级天壤之别，道路湿

滑泥泞、山洪和塌方，大风、雷电、暴雨、冻雨、冰雹

等天气变化，白银赛事死伤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天气

的恶劣。良好的自然环境是马拉松越野赛事顺利开展的

第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事（以下称为

“白银赛事”）因赛事方风险防范不到位、在强度难度

最高赛段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等诸多原

因，导致比赛中的风险多发、频发，百公里赛（172 人

参赛）中 21 人失去宝贵的生命，8 人受伤，成为新中

国马拉松史上伤亡率最高的事件之一。白银赛事风险产

生的消极影响通过影响行为个体、体育赛事组织和国家

的形象表现出来。从行为个体来看，办赛方的经济效益

降低，办赛地的社会效益下降。从体育组织发展来看，

白银赛事风险阻挠我国体育赛事稳步进展。从国家层面

来看，白银赛事风险不仅对国外选手参与我国体育赛事

造成影响，还会通过影响体育形象而传递到国家形象的

塑造。根据白银赛事暴露出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存在的不

少薄弱环节和漏洞，2021 年 7 月 5 日，国家体育总局

联合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气象局等 11 部

门联合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

务的意见》，明确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实行分

级分类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监管与服务相结合的

监管原则，全面加强体育赛事活动的安全监管，为马拉

松越野赛事的风险防范提供政策指引［4］。本研究基于

白银赛事的人员风险、组织风险、自然风险和商业风险

的梳理，进行成因分析，并提出相关风险防范措施，以

期规范马拉松越野赛事的风险防范举措，促进马拉松越

野赛事良性发展。

1  白银赛事的风险
根据管理学的基本原理，管理要素主要包括人、

财、物、时间、信息［5］。风险管理就是对这五个要

素进行合理控制，因此可以将白银赛事的风险分为四

种类型［6］。

表 1  白银赛事风险评价指标体系［7］

赛事名称 风险类型 具体表现

白银赛事
风险评价

指标

人员风险
赛事参与者缺席、迟到

赛事参与者伤亡事故、意外伤害、疾病

组织风险

赛事场地布置情况

赛事时间安排情况

赛事部门设置状况

赛事人员指挥、调度情况

赛事打卡、救援点设置情况

自然风险
自然环境不可抗性

天然的地理环境

商业风险
赛事资金回收不确定性

赛事资金成本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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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在比赛现场设置 29 个医疗保障站点，按每 2.5 公里在

马拉松赛道设置 17 个医疗点，其中百公里越野赛赛道设

置了 8 个医疗点［11］，赛事的医疗保障方案符合规定，

医疗人员充足。相比而言，本届白银赛事的医疗保障设

置不合理。

2.2  政府有效监管与行业约束欠缺

中国马拉松官网发布的《2021 版管理文件汇编》中

指出“越野跑的赛事组织者必须提供医疗救援方案和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但白银赛事官网在整个赛事期间并

未公布相关文件。事发当天，参赛人员在群内发布求救

信号两小时后组委会终止比赛，救援队经过 17 小时才完

成救援，其决策与救援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前期

紧急预案的制定及执行存在纰漏。

中国田径协会对协办方的规范约束不足，缺乏相

关体育赛事活动安全事故追责问责机制。首先，第三

届与第四届白银赛事均未向中国田径协会申报认证，

但如期举行，中国田径协会对全国赛事的登记、审核、

举办等事项虽有规定，却缺少具有威慑性和强制性的

相关政策。第二，赛道沿路的保障措施不到位，该赛

道救助点的设置不科学、赛事承诺保障措施不属实。

白银赛事在高海拔无人地带的打卡计时点 2 到打卡计

时点 4 之间的补给站距离为 16 公里，超出国际惯例补

给站之间规定距离的 60%。赛事官网显示“比赛沿途

设有为比赛服务的急救车和工作用车”，但在实际情

况中，此条保障措施并不属实。第三，赛事地点的选

择和路线设置不合理。白银地方整体在 2000 米海拔上

下，地形地貌复杂，赛道包含无人区，交通不便。于

运动员而言，补给、导航、救援供不应求，完赛难度

增大；于运营方而言，对运动员搜救和定位难，存在

诸多不可控因素。第四，赛事装备的规定和收集转运

欠妥。《中国越野跑运动赛事组织标准》中对越野马

拉松赛事装备有明确要求，但赛事方并未严格遵守标

准。此外，组委会收集转运包的时间在赛前一晚，选

手无法依据实时天气调整所带装备。

2.3  环境预判与紧急预案落实的滞后

组委会在自然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风险防

范意识不强，导致环境预判失误，比赛期间紧急预案的

落实时间长。一方面，组委会收到气象部门气象专报和

大风蓝色预警后，未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赛前一天，甘

肃气象发布“大风沙尘、降温降水天气”的重要提示，

但组委会仅依据前三届的办赛经验以及天气预报进行赛

前准备，未考虑中高海拔山地的天气变化剧烈，以高山

地区的极端天气作为依据，针对紧急天气采取预案。另

一方面，自然风险发生时，紧急预案落实延迟。据有关

基础条件，马拉松越野赛事的举办地一般选在高山地区，

地貌环境严峻，完赛的难度与自然环境的好坏有直接关

系。白银赛事的赛道整体海拔在 2000 米左右，爬升高度

在 3000 米，根据气温与海拔的关系，山顶的温度与山下

温度至少有 6℃之差，气候变化明显。在白银赛事高海

拔赛段 20 公里至 31 公里处（海拔 3000 米左右），因突

变高影响天气，局地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

导致赛事危险系数急剧升高。自然风险的发生会直接中

止比赛，对赛事风险影响极大，但其可控性极低，是赛

事风险防范中及其重要的因素［10］。

1.4  商业风险

白银赛事的商业风险指主办方在从事赛事活动过程

中，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事件和活动导致的经济财

产发生损失。从营收的角度看，白银赛事的资金收入主

要集中在运动员报名费、赞助商的赞助资金和政府资金

补贴等。从城市社会效益来看，白银赛事是甘肃省颇具

影响力的大型马拉松铜牌赛事，如今已不单单是一项赛

事，而且是西北地区的旅游宣传名片，因此，通过提升

赛事品牌价值、吸引游客前往是举办该赛事的目的。白

银赛事的商业风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城市经济的增长。

2  白银赛事风险发生的成因分析
2.1  运动员专业知识与赛事医疗保障缺失

赛事的运动员绝大多数生活在平原地区，对高山环

境了解较少，赛事本身对他们的体力和耐力具有极高的

挑战。白银赛事百公里组选手中大部分属于国内顶尖跑

者，但不少运动员却对高山环境不熟悉、对“失温”不

了解，没有带足保暖、供能装备。运动员在白银赛事中

的伤亡主要由“失温”导致，失温的过程具有阶段性特点，

部分参赛人员在中度失温甚至是严重失温时才意识到自

己的身体状况出现异常。由于选手对自身身体状况的判

断失误，导致错过最佳救援时间，少数有登山经验的选手，

具备广博的理论知识，及时发现身体状况异常并采取正

确措施，其伤势较轻。

《中国越野跑运动赛事组织标准》规定“越野跑赛

事的救援保障体系由医疗、救援、收尾和收容四部分组

成”。然而组委会并未按规定设立医疗保障点，安排救

护车随行。由于赛事地理环境特殊，救援人员缺乏此类

救援经验，赛事的搜救难度大。白银赛事《实施方案》

和相关预案中，仅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调动社会救援力量

参与安保和救援工作，在紧急情况发生后，组委会临时

组织消防、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约1200余人参与搜救，

历时 17 小时搜救完毕。首届赛事组委会组织市第一人民

医院的 100 余名医疗保障工作人员参加，市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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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有经验丰富的参赛选手向运营方建议“建立完整

的救援预备方案”，但运营方并未采取相应措施。开赛

接近三小时，有参赛选手通过 GPS 定位设备发出求救信

息，但未得到回应。经向上级汇报、人员定位、安排救

援等一系列措施，开始实施救援，但面对大量选手退赛，

赛事组织未宣布停赛。

2.4  赞助效益低与赛事形象负面

赞助商所获得的赞助效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赞

助金额，赞助效益低导致赛事资金回收具有不确定性，

赛事因负面影响涉及赔偿，赛事的资金成本具有不确

定性。赞助商赞助体育赛事的重要目的是提高社会效

益与品牌知名度，然而社会效益与品牌知名度短时间

内无法准确度量，因此赞助品牌的受益人数、曝光时间、

积极讨论量等成为推测赞助效益的标准。白银赛道处

于黄河石林旅游景区及周边，对比城市马拉松，越野

赛事的观众较少，现场赞助品牌的曝光度小；白银赛

道绝大部分处在森林、戈壁、沙漠地段，不利于赞助

商进行宣传，其赞助部分权益只能体现在赛事起点和

终点，赞助品牌的曝光时间短，表现在通过现场和媒

体对展位的展示；马拉松赛事的精彩程度不高，直播

线上观看的人数少，讨论量不够，赞助品牌获得的流

量低，广告费和赞助费可能有所降低。此外，因白银

赛事 21 人死亡，该赛事品牌形象急剧下降，医疗赔偿

费剧增，报名费损失，赛事官网删除所有赞助商信息，

资金成本的回收无法保证。

3  马拉松越野赛的风险防范措施
3.1  强化运动员知识储备与赛事医疗保障

运动员从理论、技术两方面获取马拉松越野赛的

参赛资格。理论方面，针对参赛运动员对于马拉松越

野赛没有清晰认识这个问题，在比赛官网上进行马拉

松越野赛知识普及，赛前举办赛事相关常识、急救知

识类讲座及考核，包括运动危险系数、运动时间、运

动负荷、训练注意事项、危险应急处理、赛后恢复等，

使运动员了解马拉松越野赛这项运动，形成“安全比

完赛更重要”的观念。技术方面，针对运动员对自己

的运动能力没有清晰认识这个问题，充分利用科技监

测运动员的训练量，根据赛事难度，严格审查运动员

训练量指数。此外，中国马拉松越野赛协会建立统一

积分系统，将越野赛事按难度等级由低到高进行评分，

运动员通过完赛获取相应积分，累计积分到一定次数

才可申请更高难度赛事。

秉承“安全第一”的办赛目标，在有安全保障的场

地空间开展赛事，保证所有医疗措施到位，场内医疗人员、

场外医疗专家借助高科技保持紧密的联系。运用高科技

为运动员设计赛事手环，在赛道所有区域实时监测运动

员身体状况，场外由专业的医疗专家对所有百公里参赛

运动员的身体数据进行监测，如有异常与运动员直接通

话，对其身体状况进一步核实并通知场内医疗人员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

3.2  巩固政府监管与规范行业要求

马拉松越野赛事的组织风险防范举措包括政府对

组委会的监管，组委会对赛事装备设备、人员的组织。

政府对组委会的整个赛事过程进行监督，明确各部门

职权，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赛前，对赛事活动实施方案、

安保措施、医疗救援方案和突发应急预案进行审核，

严格监管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确立风险应对策略这

几个部分。赛中，根据赛事进程，实时监控组委会的

风险防范措施，面对重大风险及时做出决策。赛后，

依据预测的风险防范措施，对实际风险处理情况进行

评定并给出改进措施。

组委会依据规程严格组织赛事的装备设备与人员管

理。第一，科学专业地进行风险的预测和预案制定。邀

请专业团队对赛事风险进行预估评测，将赛前风险、赛

中风险、赛后风险列为清单，并提前制定风险预案。第二，

加强装备与审查的规范性。根据国际越野赛事强制装备

的要求，结合赛道实际环境，规定运动员携带强制装备

的种类。第三，投入充足的后勤人员及设备，保障赛道

的安全性。通过赛道沿途安排志愿者、安保人员、架设

安保设施，在所有分叉路口设立标识，按规定设置补给

点和救助点等方式，使赛道形成一个半封闭的区域。根

据越野赛事的道路及比赛场地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提

前探路，维护各种道路的安全。在野兽出没的重要地段、

悬崖等危险路段搭建隔离栏，防止野兽进入、运动员跌倒。

第四，组织专业培训，丰富其服务经验。赛前对所有执

行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等分组进行专业培训，包括

赛事风险的预判与处理、紧急情况的应对、突发事件的

应急演练、赛事的相关知识等，提高工作人员对赛事的

熟悉度，对自己工作任务的了解，以更好地服务所有参

赛选手和游客。

3.3  加强环境预判依据与紧急预案执行速度

白银赛事在自然风险管理中主要问题是在赛事当

天没有对天气预警做出正确判断。针对这一问题，由

中国气象局负责赛事的环境监管预判。首先，将当地

的极端天气作为办赛参考条件，针对可能导致赛事中

途停止的天气做出预判，及时请示组委会暂停终止比

赛。其次，实时监测相邻打卡点间的天气和温度，通

过手机、广播等方式提前向运动员传递天气信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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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运动员保护措施，及时安排医疗队救助。紧急预

案的执行对于处理突发事件和规避潜在风险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其一，针对预案的制定内容，需考虑到

工作原则、现状及赛事范围、应急处理部门、指挥与

协调、行动方案等内容，对于紧急预案的构建，需根

据赛事实际进行组建和科学分配，保障预案的科学性。

其二，针对预案的执行团队，结合赛事环境进行模拟

演练，在演练中及时总结，形成总结报告，提出改进

建议，重新修订预案，力求面面俱到。

3.4  打造赛事品牌形象

赛事的品牌形象通过自身定位、专业团队运营、全

面宣传与推广、成功办赛体现。首先，明确越野赛事的

定位，马拉松越野赛属于极限运动项目，安全是赛事顺

利开展的前提，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作为出发点。其次，马拉松越野赛事的办

赛难度大，需要专业的团队组织运营。主办方应以赛事

公司的办赛经验为重要参考标准，根据赛事规模选择招

标形式与范围。再者，赛事的全面宣传推广与赞助商形

成捆绑，双方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因此

在赞助商的选择上，不仅要注重赞助商的数量，更要关

注赞助商的形象、信誉与企业实力。在宣传手段上注重

多样化、全面化，根据马拉松越野赛的特点，赞助商的

回报项目除了在起、终点，还能在运动员的服饰上、赛

道的指示牌上、补给点的帐篷上和惊险路段的安全挡板

上。通过网络的力量，记录宣传运动员惊险有趣的片段，

从而增大赛事方与运动员的宣传力度，提高赛事的曝光

度，侧面为赞助商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后，赛

事的成功举办是打造品牌形象的根本，只有赛事成功举

办，其形象的树立才有意义。赛事的成功举办在于组委

会赛前对风险预估、防范，赛中全程监测风险，出现风

险后及时上报并采取措施，赛后对风险进行总结、评价、

记录，以供规范越野马拉松赛事执行。

4  结语
随着我国马拉松越野赛事数量的逐渐增加以及赛

事规模的不断扩大，赛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赛事风险管理防范已经成

为赛事举办过程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当前，我国马拉

松越野赛事风险防范还处在一个初级发展阶段［12］，

面临运动员专业知识的普及缺乏，组委会医疗保障不

到位导致的人员风险，政府有效监管与行业规范欠缺

导致的组织风险，环境预判与紧急预案落实滞后导致

的自然风险，宣传手段单一与赛事负面形象导致的商

业风险。有必要通过强化运动员知识储备与赛事医疗

保障、巩固政府监管与规范行业要求、加强环境预判

与紧急预案执行速度、优化赛事的宣传手段与赛事品

牌形象等措施，不断提高我国越野跑赛事的风险防范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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