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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有偿救援是否有法可依

有偿救援，不论是商业性质
的收费，还是行政性质的处罚，都
必须有法可依。北京京师律师事
务所律师许浩表示，各地针对“驴
友”的有偿救援主要是依据《旅游
法》第 82 条：“旅游者在人身、财
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旅
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
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
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
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根据这一规定，不少省市做
了细化规定。例如《安徽省旅游
条例》第56条规定，在禁止通行、
没有道路通行的区域，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开展风险
性较高的旅游活动。违反这一规
定发生旅游安全事故产生的救援
费用，应当由旅游活动组织者及
被救助人相应承担。而像黄山、
四姑娘山、稻城亚丁等外地景区
也制定了有偿救援的规章和办
法。

警惕
一些“驴友”从探险走向冒险

一位参与山岳救援十多年的
老队员说，他在面对昂贵的无人
机损坏、亲密的队友受伤时，无法
做到内心平静，“这些损失该由谁
负责呢？明明有些是可以避免
的。”

“‘驴友’是旅游者的一个特
殊群体，需要肯定的是，他们的探
险旅游行为是一种健康、积极的
生活方式。政府既没有法律依
据，也没有必要去限制‘驴友’的
行为。”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
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
敏说，“至于意外遇险，各个行业、

各种行为都在所难免，差别只在
概率大小。”

“需要警惕的是，一些‘驴友’
已经从探险走向冒险。”刘思敏认
为，在有偿救援的问题上，要分清
该向谁收费，不能“一竿子打死”
所有“驴友”。

去年 2 月，怀柔蓝天救援队
队员刘金艺，在箭扣野长城执行
搜救任务时遭遇岩体坍塌不幸牺
牲，年仅32岁。怀柔蓝天救援队
队长田会武告诉记者，被救助的
两名年轻“驴友”事后写过道歉
信，其中一人还买了点东西送到
救援队，之后二人就再也没有露
面。

刘思敏认为，旅游景区开门
迎客是一种商业行为，如果“驴
友”无重大过错或违规行为，在景
区内发生的政府施救成本当然应
由景区或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但
如果一些“驴友”不顾劝阻，对“禁
止攀爬野山”的警示牌置若罔闻，
能够预见也应当预见行为的危
险，还不顾自己的安全和社会利
益贸然行之，其后果理所当然应
该由其自己承担。

“需要明确有偿救援的对象
是‘野游’游客，或者虽不是‘野
游’但违反了景区规定的游客。
他们的高危行为带有某种非正当
性，理应为自己的任性买单。”北
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说。

担忧
有偿能拦住“任性驴友”吗？

能靠有偿救援拦住一些“驴
友”的任性之举吗？有偿救援能
否从另一角度起到正面引导作
用？

对此，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
队长陈海军并不持乐观态度。“如
果救援收费成为定规，有的‘驴

友’会不会就认为，自己出钱了，
一切救援都是理所应当的？有的

‘驴友’仅有小磕碰，不愿走路了，
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叫救援，要
求用担架把他抬下山？”

还有人认为，“驴友”经济水
平不一样，对有偿救援的负担能
力也不一样，一旦救援收费，会不
会影响一些“驴友”的求助意愿，
反而会延误救援，造成更为严重
的后果？

刘思敏说，解决上述问题需
要有严格限定条件的有偿救援，
并且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
对具体救援费用的发生情形、分
担比例和内容进行细化，确定收
费的标准。“例如，是不是发生在
景区范围内，景区有没有收取门
票，‘驴友’是否违反了景区和法
律相关规定等。此外，救援收费
还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不应以
营利为目的，也就是说，救援之后
的收费不能高于成本；二是坚持
生命至上，先救人后收费。”

要确保有偿救援具有可持续
性，还要收费“明码标价”，防止纠
纷。例如，黄山景区的有偿救援
费用包含救援过程中产生的劳
务、院前救治、交通、意外保险、后
勤保障、引入第三方救援力量等
费用；稻城亚丁景区则根据搜救
区域不同定价不同：其中一个搜
救区域收费1.5万元起，其他四个
搜救区域收费均为两万元起。同
时要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谎
报或故意夸大、缩小险情。

“实行有偿救援，对‘驴友’是
一种警示和价值引导。当‘驴友’
预计既有生命危险，又有付出巨
大经济代价的风险的情况下，他
们的行为就会更加慎重。不少

‘驴友’会知难而退，不再去冒
险。”刘思敏说。

近期，“卫生巾新国标正在起草”“多个知名品牌卫生巾长短评测”等话题备
受关注。越来越多消费者关注到卫生巾是否虚标长度、卫生标准高低等情况。

11月21日，“医用级卫生巾搜索量飙升”话题也冲上热搜榜。据媒体报
道，有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提到，11月18日淘宝“医用卫生巾械字号”词条的
搜索人气环比上涨3920%。

目前我国卫生巾有哪些类别和标准，各品类有何不同？记者梳理了相关标
准信息和媒体报道，并采访业内专业人士。记者了解到，2025年，随着卫生巾新
国标实施和其他相关标准的完善、实施，国内卫生巾的质量将进一步提升。

普通卫生巾普通卫生巾““塌房塌房”“”“医医””类卫生巾人气上涨类卫生巾人气上涨

记者注意到，近期，多家知名品牌卫生巾长短的评测备受关注。虽然很
多品牌解释称其卫生巾长度符合国标要求，但网友却有不同意见。

记者了解到，我国在女性卫生巾质量和安全性方面有多方面的标准体
系。目前，妇女经期卫生用品已被列入《消毒产品分类目录》。在卫生巾国标

《GB/T8939-2018卫生巾（护垫）》规定中，理化指标中对卫生巾吸水倍率、pH
值、甲醛含量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在卫生要求方面则按国家标准GB15979《一
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的规定。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规定范围包括，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的
产品和生产环境卫生标准、消毒效果生物监测评价和相应检验方法，以及原
材料与产品生产、消毒、贮存、运输过程卫生要求和产品标识要求。

据现行卫生巾国标《GB/T8939-2018卫生巾（护垫）》规定，卫生巾全长偏
差应为“±4%”。网友提出，很多卫生巾包边长度符合国标，但吸收棉芯的长
度却短了很多。有网友建议，把卫生巾吸收棉芯长度也要写进国家标准中，
杜绝厂家“偷工减料”。

在卫生巾国标中还有一项pH值指标，要求4.0～9.0。有网友认为这个指
标过低，因为在我国纺织产品国标中，对外衣、裤子、窗帘等非直接接触皮肤
纺织品，pH值要求是4.0～9.0。直接接触皮肤纺织品pH值要求4.0～8.5，婴
幼儿纺织产品4.0～7.5。卫生巾虽然不算纺织品，但它是直接接触皮肤的，对
其pH值的限制不应那么宽松。

“我用过的卫生巾都塌房了 ”“卫生巾居然跟窗帘是一类的，都是C类产
品”相关话题被热议，一些网友提出要“整顿”卫生巾行业，并开始搜寻各项标
准更高的产品，医护级卫生巾和“医用级卫生巾”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

根据《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妇女经期卫生用品分为普通级、
消毒级。

《T/NAHIEM 003-2017医护级卫生巾（含卫生护垫）》是2017年10月18
日实施的一项行业标准，其中的“医护级”是指卫生安全指标和其他特性优于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的普通级和消毒级。
11月21日，“医用级卫生巾搜索量飙升”话题也冲上热搜榜。在一些网络

宣传资料中，“医用级卫生巾”被称为目前最高标准卫生巾。

医护级卫生巾并非医护级卫生巾并非““医用级卫生巾医用级卫生巾””

据媒体报道，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根据医疗器械注册的相关规
定，并无“医用卫生巾”的说法，器械名称是“医用护理垫”。此外，也有医疗器
械企业将产品名称注册为“医用吸收垫”。国家药监局数据库显示，截至目
前，全国共有16个医用吸收垫的注册批号、1个医用吸收垫的注册批号，均属
于二类医疗器械，由省级药监局审批。产品以无菌状态提供，经环氧乙烷灭
菌，一次性使用。

记者通过某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医用卫生巾”发现，平台相关宣传图的标
语为“医用卫生巾”，实际商品链接和包装则标注为“医用护理垫”。

11月22日，记者采访了医护级卫生用品领域的一位专家。该专家指出，
《医护级卫生巾（含卫生护垫）》行业标准中的“医护级卫生巾”并非“医用级卫
生巾”，也不是“医用护理垫”。

医护级卫生巾和普通级卫生巾有何不同？该专家表示，两种卫生巾生产
标准不同，医护级比普通级多一道“紧箍咒”，医护级卫生巾除了需要按国家
标准生产外，还要符合《医护级卫生巾》团体标准的要求。医护级卫生巾生产
标准比普通级卫生巾在细菌指标、重金属指标、原材料要求、无菌生产环境要
求等方面要求更加严格。

该专家提到，医护级卫生巾在线上线下渠道都有销售，因为制作成本高
所以价格更贵些，产品上有“医护级”认证标志。医护级卫生巾行业标准在
2017年左右制定期间，借鉴了欧洲和日本相关产品的一些指标，也获得了行
业和市场的认可，目前国内至少有五六十家企业获得了“医护级产品认
证”。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内很多企业生产的医护级卫生巾部分指标已高于
国外指标。

卫生巾的多个新标准明年将实施卫生巾的多个新标准明年将实施

记者通过检索发现，多个有关卫生巾的新标准或将在2025年施行。
11月21日，“卫生巾新国标正在起草”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全国标准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显示，计划号为20241954-T-607的国家标准计划《卫生巾
（护垫）》正在起草，下达日期为2024年6月28日，项目周期16个月。

21日，记者从卫生巾国标起草单位知情人处获悉，整个卫生巾行业都在
围绕此次风波想办法。“现在正赶上卫生巾新国标修订，网友们的声音已经听
到，将研究网友意见怎么在修订中反馈，不管是从绿色节能还是从各个方面，
肯定要维护消费者权益。”该知情人表示，标准修订过程较长，因为要做大量
验证工作，“会尽快地推出来，然后广泛征求意见。”

记者也注意到，2024年6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发布2024年第12号公告，批准GB15979-2024《一次性使用卫生用
品卫生要求》代替GB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将于2025
年7月1日起实施。

受访的医护级卫生用品领域专家告诉记者，卫生巾属于快销品类，产品
根据市场需求导向更迭较快，2025年相关卫生巾的新国标将实施，《医护级卫
生巾（含卫生护垫）》的行业标准也在起草新版，新版本对医护卫生巾质量要
求会更高，指标会更多、更严格。这位专家提到，到2025年年底，国内卫生巾
的质量将进一步提升。 本报综合消息

“任性驴友”该不该为救援买单
医护级卫生巾并非“医用级卫生巾”

在一项“驴友不走‘寻常路’，救援费用谁买
单？”的网络调查中，926人参与投票，94.5%的网
友投给了“旅游者应当支付由个人承担的救援
费用”，只有5.5%的网友投给了“政府有保护人
民的职责，救援费用都应当由政府承担”的选
项。由此可见，网友对有偿救援持“一边倒”的
支持。

实施有偿救援就能拦住“驴友”冒险的脚步

吗？这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救援收费与否，都无
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是：一旦意外发生，“驴友”自
身无疑是“最受伤”的一方，严重的甚至可能丧
命。

因此，只有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量
力而行、敬畏自然，才能减轻对自身和参与救援
者安全的威胁，降低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消耗。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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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与否，自己都是第一安全责任人

近日，江西5名“驴友”违规进入未开发区
域探险被困，救援人员经过18个小时搜救将
5人全部救出，最终这5人共同承担了两万元
救援费用。这也是江西省首次对违规探险造
成公共资源浪费的行为进行追责罚款。

目前，在全国各地针对“任性驴友”的有
偿救援多次发生。“救援该不该收费”几乎是
每场山岳救援都会触发的公共议题。“收费
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收费是否能减少意
外的发生”等话题也频繁成为争论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