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恩爱跑者各自“套牌”

成都马拉松赛上，两位情侣跑

者在摄像机前大方秀恩爱，却难逃

“秀恩爱，死得快”的俗语。据北京

青年报记者了解，两人已顺利领走

了完赛奖牌，这种“套牌”抢正常跑

者奖牌的行为，有失公平。

这两位跑者也吸引了成都当地

媒体的注意，赛后，两位主角还接受

了采访。男选手名叫何新波，女选

手叫廖嘉琦，两人透露正处在热恋

阶段。何新波说，自己和女友平时

都很喜欢跑步，一起加入了跑团。

不过，有网友发现，别人的号码

牌都贴在胸前，这两人却刻意把号

码别在短裤上，再用上衣遮挡。尽

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女孩佩戴的

号牌是 C1 开头。据赛事组委会工

作人员介绍，成都马拉松的号码编

排规则是，男性跑者为“字母+1”开

头，女性跑者为“字母+2”开头。这

样看来，廖嘉琦戴的号码，属于男性

跑者。

成都马拉松官方拍摄服务商

“ 爱 云 动 ”，通 过 廖 嘉 琦 使 用 的

“C10118”进行查找，发现她是套用

了另一位男性选手的号码。她的男

友何新波同样是“套牌”，他佩戴的

“C10151”也不属于他，根据人脸识

别，佩戴真“C10151”号码布的另有

其人。

“套牌”跑马成潜规则？

“套牌”情侣是因为央视直播，

才被发现号码布有异样。而无独有

偶，两人所在的成都某跑团里，还有

至少一人持假冒号码布参赛，该跑

团肆无忌惮地将几人跑步的照片编

入了其公众号。显然，“套牌”跑马

在该跑团已不是新鲜事。

赛后，女选手廖嘉琦还将自己

比赛的照片、接受采访的照片和佩

戴奖牌的照片发布在自己的微博

上，至今她的微博仍然没有删除，显

然她并不认为“套牌”参赛错在哪

里。

在他们所属的成都某跑团的公

号里，可以看到该跑团一位叫高畅

的女性跑者。网友举报的图片显示

她同样佩戴一张属于男跑者的伪造

号码布，但该跑团公号在刊登照片

的时候，居然使用修图技术将她身

上的号码布给P掉了。

显然，跑团对于伪造号码布的

行为心知肚明。

“套牌”跑者真的拦不住？

“套牌”跑者对马拉松赛带来的

危害，除了最直观的抢占正常跑者

的赛道资源、完赛奖牌，还有对自身

健康安全的漠视。但现实问题是，

即使像世界几大顶级马拉松赛那样

采取多种技术手段，是不是能完全

拦住“套牌”跑者呢？

这次成都马拉松赛后，有不少

跑者在论坛上发帖抱怨，他们虽然

在关门时间前赶到了终点，却发现

完赛奖牌已被领光。显然“套牌”跑

者不仅是秀恩爱的两位，他们也直

接损害了守规矩的跑者的利益。

对于“套牌”跑者，北京马拉松

组委会已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组委

会称将根据现场图片、录像等线索

查证替跑（蹭跑）者身份，一经核实，

将对其进行终身禁赛，并报请中国

田径协会追加处罚。截至目前，包

括北马、成都马拉松组委会，都还没

走完处理程序。

其实，国内一些小型马拉松赛，

都会给参赛者戴上一根手环，这也

是从国际知名马拉松赛学来的经

验。比如柏林马拉松，参赛者在比

赛前一天去领参赛包前，会在门口

戴上一根宽布手环。手环具有防伪

功能，而且除非剪断，没法摘下来。

等到比赛日，跑者必须同时佩戴号

码布和手环才能进入起跑区。

对于国内马拉松赛事来说，既

然能做出以假乱真的号码布，当然

也会有人攻克防伪的技术难关。但

打击“套牌”跑者，除了技术手段，恐

怕还要靠马拉松文化的熏陶。正像

北马组委会声明中提醒的那样，希

望所有跑友们以正确的心态对待马

拉松这项运动，用身体力行去传达

马拉松精神，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对

规则和底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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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在成都国际马拉松赛现场，一对在奔跑中热吻的情侣被电视镜头捕捉到，瞬间传遍网

络。但几个小时后，秀恩爱的这二位跑者被举报，他们居然是“套牌二人组”。

北京马拉松号码布“套牌”事件刚刚发生，成都马拉松也步其后尘。一时间，“套牌”似乎成了马

拉松通病集中爆发。

“蹭吃”、“蹭喝”、

“蹭网”...... 而随着近

年来马拉松赛事的兴

起，“蹭跑”现象也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各大路

跑赛事当中。

所谓“蹭跑”，指的

是虽然没有获得赛事

组委会颁发的正式参

赛资格，但仍通过各种

方式在赛道上进行比

赛。

马拉松作为极限

运动，对参赛者体能有

严格要求，一般报名有

体 检 和 成 绩 筛 选 前

提。而随便买个名额，

甚至直接复制号码布

就敢上赛道的替跑或

蹭跑者，则信息不明，

不出意外，也是侵占组

织资源、侵犯跑友权利

的 自 私 甚 至 违 法 之

举。而若出意外，则更

难处理。

成都马拉松热恋情侣赛道秀恩爱赛后露马脚

“套牌”跑马底线何在？
热词释疑

马拉松“蹭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