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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妍凌

秋冬季来临，北方的树梢
绿意渐褪，树下一地金黄。不
少商家从中觅得商机，拣拾品
相较好的落叶出售，受到不少
顾客青睐。不过，这些落叶是
否存在卫生问题，也引发公众
讨论。

记 者 在 某 购 物 平 台 上 看
到，一部分商家将落叶、枯枝或
干松塔等简单清洗后，成捆销
售，每片或单个均价从几角到
几元不等。也有商家对落叶进
行精加工，制成书签、摆件等工
艺品，单片价格从几元到几十
元。其中较少见的香榭的落叶
可以卖到上百元。

多数买家把这些落叶用于
室内装饰。尤其是在一些树木
长青的南方地区，人们网购落
叶，用于秋季主题婚礼场地布

置、展会展台布置、儿童摄影棚
装饰或家庭装饰，营造秋意氛
围。一位买家留言，装饰了落
叶后，家里有了自然的气息，居
住幸福感暴增。

不过，也有网友担心，这些
落 叶 可 能 存 在 卫 生 问 题 。 对
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研究员李嵘向媒体表示，叶
子掉落在地上后会沾上尘土，
如果不经过消毒和清洗，很容
易有灰尘残留。而且，正常情
况下，秋季也是植物病虫害的
高发季节，看起来干净的叶子
上，也很可能有虫卵残留。“一
般来说，短时间内虫卵是不会
死亡的。”这就意味着，一旦落
叶的清洁不到位，就会给接触
者带来一定的卫生安全隐患。

李嵘建议，尽量不要让抵
抗力较弱的孩子接触来源不明
的枯叶。

网购落叶？

当心虫卵残留

in话题

在以往“毒跑道”案例中，招标制度
的缺失也是“毒跑道”顺利进入学校的
主要原因。陈宝生曾对媒体表示，学
校招投标都喜欢低价竞标，谁喊价低、
报价低，谁中标，不是按照标准来办，没
有质量意识。

正如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
中心标准化处处长党建伟所言，“毒跑
道”事件频发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适
用的标准、层层转包、施工质量监管缺
失、恶意竞争低价中标、验收形同虚设
等行业问题。

据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
施设备分技术委员会方面统计，2014
年至 2015 年间，全国范围内新增了近
3000 家 无 资 质 的 塑 胶 跑 道 原 料 小 作
坊。它们的产品占据了全国市场销量
的半壁江山，但这些小作坊却缺乏监
管，生产的劣质跑道进入校园后会流毒
无穷。

“新国标中针对成品和原材料企业
进行了责任区分，并提出了相关要求。”
湖北省体育场馆建设协会会长陈凌介
绍，即将实施的国家强制标准，要求原
材料进场前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合格
后才能开展相关业务，从而易于管理和
后续追责。

对此，教育部要求落实政府有关部

门、学校作为采购者、监督者、使用者的
主体责任，着重遏制层层转包和低价中
标行为，各地在招标采购中应直接面向
施工企业，避免过多中间商的介入。对
因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吃拿卡要、索贿
受贿等造成场地设施不符合质量标准
而危害师生身体健康的，要依规依纪予
以问责和严肃查处。

事实上，除了国家标准外，全国多
地也已经制定了地方标准。例如，江苏
省在国标基础上增加了环保检测指标
及限量标准。在塑胶跑道成品、面层和
底层弹性颗粒的环保指标中，增加了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质量浓度、短
链氯化石蜡、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多环芳烃有机挥发物等物质的限量标
准。山东省则明确了塑胶跑道生产过
程中允许使用的原材料及助剂的“正面
清单”，在全国首次提出了“无溶剂施
工”。

不过，陈凌认为，虽然国家标准已
经出台，但落实起来还有难度，存在第
三方检测机构数量不足、检测费用过高
等问题，在跑道的设计、原材料、成品和
施工等各个环节还需下力气抓落实。在
采访中，业内专家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出
台实施规范，全面落实国家强制标准，如
此能真正杜绝“毒跑道”事件发生。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罗振扬是新国标
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介绍，新国标有两
大特点，一是用强制性标准替代了原来的
推荐性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属性；二
是参照了包括欧盟儿童玩具标准在内的多
种国内外相关检测标准，对有毒有害物
质的控制大幅增加，并不断补充完善。

具体来说，与 2005 版塑胶跑道标准
相比，新国标最大的变化便是标准从原
来的 GB/T（国家推荐标准）改为了 GB

（国家强制性标准）。这就意味着从进入
市场的材料和完工后的场地的验收都有
了强制标准。国标变成了“紧箍”，这对
相关责任方能形成强制约束力。

同时，新国标中，将作出限量规定的
有害物质由 7 项（其中 4 项为重金属）增
加为 18 项，并细分为有害物质含量、有
害物质释放量与气味三大类。如“现浇
型和预制型面层成品中有害物质限量及

气味要求”有害物质的释放量，总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不得高于 5毫克/立方米，甲
醛不得高于 0.4毫克/立方米，二硫化碳不
得高于7毫克/立方米，苯不得高于 0.1 毫
克/立方米，气味等级不得高于 3。

“此前国标对跑道面层中的有害物
质限量做了规定，但只是针对跑道面层
的检测，新国标还要求对跑道释放空气
作检测，这弥补了此前的标准空缺。”清
华大学化学系基础分子科学中心博士生
颜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新国标还对中小学校园塑胶跑道的
取样要求、检验规则、判定规则等问题进
行了详细规范。此外，校园人工草坪也
首次纳入国标强制检测范围之内。

在采访中，一些学校老师和家长表
示，新国标的出台给学校师生与家长吃了
一颗定心丸，有助纾解大家的焦虑和紧张
情绪，促进学校体育的绿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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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本月正式实施

最严新国标有望终结校园“毒跑道”
本报记者刘晓本报记者刘晓星星

旧标准有欠缺旧标准有欠缺，，难以有效管住难以有效管住““毒跑道毒跑道””

新国标为强制标准，18项有害物质被限量

新国标明确责任，易于管理和后续追责

2015 年以来，由于全国各地中小学
校爆发多起“毒跑道”事件，教育部在叫
停了塑胶跑道的新建和维修的同时，牵
头修订塑胶跑道新国标。

2016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的排查结
果 显 示 ，全 国 中 小 学 共 有 塑 胶 跑 道
68792 块 ，其 中 2014 年 后 新 建 的 18977
块，已经铲除的 93块。

在新国标实施前，中小学校塑胶跑
道所参照的标准是 2005 年发布实施的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第 11 部分：合
成 材 料 面 层 运 动 场 地 》（GB/
T19851.11-2005）。这一标准中对跑道
的外观和规格、标志线、平整度、厚度、坡
度、物理机械性能及相应的检验方法均
做了规定，在涉及安全卫生方面，提出的
要求是“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此后，2012 年 5 月 1 日实施的《合成

材料跑道面层材料跑道面层》（》（GB/TGB/T 1483314833--20112011），），对对
77项有害物质做出了限量规定项有害物质做出了限量规定。。

但是，2005 年起实施的旧国标颁布
距今时间较长，对相关有毒有害物质规
定有所欠缺，部分技术参数需根据现有
检测手段的进步进行修正。另外，旧标
准仅规定了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铺设 面
层 的 技 术 要 求 、质 量 标 准 及 检 测 方
法 ，未 涵 盖 合 成 材 料 运 动 场 地 铺 设 面
层 的 设计、施工、环保和验收等内容。

“毒跑道”中疑似毒性最高的“TDI”成分
释放量，也不在当时的检测标准之列，问
题跑道依然多次重现校园。

“跑道建设从材料到工程、设计等，
没有标准或者标准非常陈旧。”2017 年，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再次公开指出，要“修
订或者新建标准，对跑道建设的材料、设
计、建筑等方面分别制定标准。”

多环芳烃、苯、短
链 氯 化 石 蜡 等

有害物质含量
不得超标。

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 、甲 醛 、苯 等

有害物质释放
量不得超标，气
味应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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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品和原
材料企业进行责
任区分，其中，原
材料进场前第三
方检测机构检验
合格后方可开展
相关业务。

◆本报记者陈妍凌

“双十一”刚过，某电商平台
上不少含硼砂（水）的“史莱姆水
晶泥”产品销量再度冲高。这类
产品尤其深受家长和低龄孩子
的欢迎，成为不少家庭亲子手工
互动的辅助道具。然而，专家却
提醒，Q 弹剔透的水晶泥可能隐
藏着极大的健康安全风险，误服
硼砂（水）可致毒。

水晶泥这么“火”

史莱姆水晶泥是什么？
史莱姆是一种在电子游戏

和奇幻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虚构
生物。它柔软的身体呈不透明
或半透明状态，具有弹性和胶质
质感，质地类似糍粑和果冻，在
一些动漫游戏中，它固液共存，
可以变换形状。

在现实生活中，家长和孩子
将硼砂水和胶水少量多次加入
水中搅拌，再添加白乳胶、甘油、
色素、闪粉等，就能调配出心仪
的史莱姆水晶泥。

这种手工玩具受到儿童和
家长的喜爱。记者注意到，某电
商平台上仅其中一款水晶泥制
作材料，就已累计售出 8000 多
件。从买家留言来看，买者多为
低龄儿童的家长，“和孩子一起
玩”“孩子很喜欢”“捏起来很舒
服”等评论出现频率较高。甚至
有家长发现，水晶泥是把孩子注

意力从电子产品上吸引到手工
制作中的法宝。

陈女士的女儿就读于北京
市朝阳区一所小学，今年上六年
级。女儿特别喜欢玩水晶泥，把
调配搅拌水晶泥配料的过程当
科学小实验，把捏塑水晶泥造型
当艺术创作。“她都有点儿沉迷
了。”陈女士表示，女儿的情况不
是个例。在女儿所在的学校，玩
水晶泥成了孩子们之间的社交
工具之一，他们经常交流讨论制
作心得，甚至把自己的得意作品
卖给同学，足见水晶泥在校园的
受欢迎程度。

硼砂水这么“毒”

实际上，水晶泥暗藏危险。
这种危险主要来源于它的配置
原料——硼砂水。

硼砂是含硼矿物及硼化合
物，易溶于水。硼砂用途广泛，
可用作清洁剂、化妆品、杀虫剂。

但是，研究表明，在食品中
添加硼砂，有可能对人体产生累
积性损害。有研究者认为，长期
过量摄入，会导致食欲减退、消
化 不 良 、抑 制 各 种 营 养 素 的 吸
收，促进脂肪分解，造成体重下
降，甚至影响生殖和发育。短时
间 过 量 摄 入 ，可 能 导 致 急 性 中
毒，轻者引起头晕、头痛等症状，
严重者出现呕吐、腹泻、休克、昏
迷等中毒表现。成人中毒剂量
为 1 克~3 克，致死量为 15 克。如

儿童误食硼砂，致死率更高。
因此，世界各国普遍禁止将

其添加于食品中。我国《食品卫
生法》和《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
办法》，也明令禁止硼砂作为食
品添加剂使用。

那么，作为儿童手里把玩的
玩具原料，硼砂是否就无害呢？

并不是。专家表示，儿童在
玩耍含有硼砂水晶泥时，如果皮
肤有伤口，或者期间用手碰到口
腔，硼砂就会被人体摄入。进入
人体的硼砂吸收快，排泄慢，易
在体内蓄积。此外，有些儿童玩
这 种 玩 具 ，还 可 能 导 致 皮 肤 过
敏、产生灼烧感等症状。

对于儿童误食风险，家长同
样不能掉以轻心。此前，一对不
满 10 岁的姐弟玩了水晶泥后，
误用装过硼砂水的杯子喝水，都
出现了呕吐等不适症状。更令
人担忧的是，用水晶泥制作出的
仿真馒头、冰激凌、奶油蛋糕等，
造型几可乱真。“美食”当前，儿
童认知水平较低、自制力弱，未
必能完全防范这些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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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跑道本该是增强学生体
质的场地，但近年来被曝光的“问
题跑道”却成了损害孩子健康的

“凶器”。
被业界俗称为“塑胶跑道新国

标”的《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
场地》（GB36246-2018，以下简称
新国标）于 11 月 1 日正式实施。按

照规定，今年 11 月 1 日后交付使用
的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必须执行新国标。

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新国标
的实施为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运
动保驾护航。与旧国标相比，新国
标有哪些变化？这份堪称“史上最
严”的标准严在哪里？

新
知

图为水晶泥制
成的仿真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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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探索未来生态文明
建设的时候，自然教育需要很多人
的努力，我们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和
创新的意识，来让我们的教育效果
更好地体现出来。”环境保护部宣
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表示。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教育论坛 2018 年年会
近日在广东深圳举办。论坛由环境
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深圳市
华基金生态环保基金会支持。

在其中的自然教育分论坛上，
来自两岸四地的专家生动地诠释了
自然教育的作用，让我们思考自然
教育如何真正地融入生活。

一个有关凤头苍鹰的课堂：

引导孩子思考环境问题

很难想象，在台湾的都市里，竟
然可以看到凤头苍鹰。凤头苍鹰是
世界濒危物种、国家重点二级保护
动物，因其枕部有几根竖起的羽毛
而得名。凤头苍鹰属于森林中肉食
性中型猛禽，视觉敏锐，主要以鼠类
为食，是一种益鸟。

台湾中华环境教育学会和台中
市野生动物协会合作，调查台湾凤
头苍鹰在都市的生存状况，引导亲子
家庭去观察凤头苍鹰筑巢的位置和特
征。调查是件有趣的事情，比如观察
凤头苍鹰的巢之后发现，前几天看
到鹰爸爸和鹰妈妈回家，后来就看
不见它们了，原来是这个巢被占据。

凤头苍鹰筑巢有它的规律。深
入调查凤头苍鹰的巢后，导师们引
导孩子们思考：如果喜欢凤头苍鹰，
希望它生活在周围，那么这个公园
需要有什么样的环境？为什么凤头
苍鹰要生存在这样的环境？

接下来，导师们会带孩子们到
另一个公园。这里没有凤头苍鹰，
但是离有凤头苍鹰的公园很近。导
师提问，为什么这个公园没有凤头
苍鹰？孩子们提出，可能是因为这
里没有水、树不够高、密度不够等。
导师不会给学生任何答案，只会带
着他们验证提出来的假设。待调查
完成，再引导孩子从环境关怀的角
度，思考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最后呈现出的科学
调查结果包含凤头苍鹰的形态及它
在都市里的分布，但我们的最终目
标并不是这些，而是如何引导孩子
和家长在生活中思考环境的预警信
号，让他们了解我们所面临的环境
问题。”台湾中华环境教育学会项目
经理林佳青表示。

当然，环境议题不应该只是问
题，需要在生活中以解决环境议题
作为出发点，科学应用搜集到的资
讯，共同面对并更进一步思考，做好
自然教育的实践。

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把自然教育带入家庭生活

对于自然教育而言，很重要的

是让孩子们在自然活动中建立人与
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联
系，形成“自然共同体”。云南在地
自然教育中心的石城自然学校正是
这样一个实践者。

这是一所根植于自然的学校，
星星、树木、泥土与花草，是导师们
的教材；森林、岩壁、洞穴与田地，是
孩子们的教室；人工湿地、垃圾分
类、种植蔬菜与烹饪食材，是孩子们
的课堂。

学校的所在地曾是一家庞大的
兵工厂。这里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
源，尤其是地质资源，其精美程度完
全可以跟云南的石林相媲美。

“自然教育课程有它自己的使
命，它能够帮助孩子成为热爱自然，
尊重自然的人，但对于生活层面的
改变，它是远远不够的。”云南在地
自然教育中心校长马秋花感慨道。
她认为，自然教育机构的最终目的
是把自然教育带到人们的生活当
中，如果没有可持续生活理念的融
入，那么自然教育就俨然成了课外
兴趣班。

因此，在石城自然学校，孩子们
要参与种植、管护草花瓜果，要下厨
房把蔬菜做成食物，还要学会处理
食物残余。通过参与食物的生产、
制作和处理整个过程，孩子们亲身
参与了植物的生命循环，学到了各
种自然界的规律，懂得关于自然的
道理，开始主动思考自己和动植物、
自然的关系。

除了植物的生命循环，石城自
然学校还建造了一块人工湿地，让
孩子们参与湿地的建设工程。每次
活动，孩子们都要去观察湿地的变
化，看看进水和出水有什么不同，从
而了解水循环系统，明白自己的行
为与环境的关系。

“虽然孩子们不能把人工湿地
带回家，但可以知道选择用什么类
型的洗涤用品。如果孩子们把学到
的环保方式带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将
知识变成生活实践过程，就会促进更
多家庭的改变。”马秋花告诉记者。

用马秋花的话说，这是一所没
有围墙的学校，课程的设计和参与
者还有不少的周边社区居民。

当地有位老人，擅长在山上找
到玛瑙石头。如今他也参与到学校
的课程设计中，给孩子们讲怎么在
山上找到好的玛瑙石头，导师们则
引导孩子去探讨这些石头是怎么形
成的，地质情况如何？还有做得一
手好食材的大婶、管理冬天的树特
别有经验的大叔，都积极参与到课
程中，给孩子们讲食材加工的每个
步骤、冬天的树如何保护。

“我希望自然学校教育和自然
活动，不只是在教育机构下才能发
挥作用，而是回归到家庭和生活当
中去，真正搭建一个基于本地化、生
活化的教育实践平台，给孩子和家
长一个家的氛围，唤醒家庭对可持
续生活的活力，让生活跟自然界发
生更好的互动。”马秋花微笑道。

自然教育：

让自然回归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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