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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起，《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GB811-2022，以
下简称“新国标”）正式开始实施。新国标实施引发了新一轮头盔
购买潮。为什么要选择新国标头盔，新国标头盔如何选购？记者
走访市场并采访了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

▶ ▶ 如何选购 不必一味追求3C标志
骑电动自行车究竟选什么样的头

盔合适？
吴丘林介绍，新国标规定了每顶

头盔上应有的永久性标志，在选购的
时候可以重点看其中几项：首先，产品
名称标注的是“摩托车乘员头盔”还是

“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其次，产品执
行标准编号是否为“GB811-2022”，
即新国标；第三，类型是A类还是B
类，新国标B类头盔会有摩托车限制
使用标志。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定
要选购有3C认证标志的产品。有道
理吗？

众所周知，只有通过国家强制性
认证的产品才能获得3C标志。“摩托
车头盔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必
须有3C标志，而电动自行车头盔虽
然有了国家标准，但暂未被列入国家
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吴丘林说，消

费者在选购头盔时不必一味追求
3C，一般情况下驾驶电动自行车只
要佩戴新国标B类头盔就可以了。

当然，骑电动自行车佩戴摩托车
头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新国标中
明确，A类头盔既适用于摩托车乘
员，也适用于电动自行车乘员。吴丘
林提醒，很多人的车辆购置于新国标
电动自行车出来之前，因此，在不确定
自己所驾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轻
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的情况下，选择
摩托车头盔安全系数更高。

在此，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消费
者，既要选好头盔，更要正确佩戴头
盔，不系扣等于没戴头盔。此外，头
盔也有使用寿命，其部分材料随着时
间的推移会出现损耗、破坏或者裂
痕，尤其是承受过撞击、发生过事故，
即使外形没有明显损坏也建议更换。

本报记者王玮丽

▶

江海锐评
目前，仍有不少工厂选择用3000

元一吨的“回料”生产头盔。这种头
盔毛坯单个成本不超过1元，成品头
盔的售价则可以低至二三十元。这
些头盔安全性能差，在关键时刻不仅
不能保命，甚至可能送命，被称为“头
顶上的刀片”。不少消费者安全意识
不强，他们只关注价格，不关注安全
性，这反倒让安全头盔的销量远不及
劣质头盔。

要用“新国标”给头盔行业戴上
安全帽。

徒法不足以自行。要完全将劣质
头盔清理出电动车头盔市场，让每一顶
头盔都能成为保命盔，这并非一日之
功。要将“新国标”落到实处，需要各地
监管部门守土有责，加大落实力度。如
要以“新国标”为标准，促进企业转型升
级，加大对劣质头盔的排查整治行动等
等。还要加强佩戴安全头盔劝导宣传
活动，引导消费者增强安全意识，重视
头盔安全。各方合力才能保护好头顶
安全，守护生命安全。 戴先任

用“新国标”给行业戴上安全帽

头盔“新国标”本月施行，新增三个安全性能指标

头等大事认准
“GB811-2022”

什么样的电动自行车头盔才符合“新
国标”呢？实际上，在“新国标”之前并没
有专门针对电动自行车头盔的国家标准。

“ 我 国 在 1989 年 首 次 发 布
GB811-1989《摩托车乘员头盔》国家
标准，此后历经三次修订，在第三次修
订时加入了电动自行车头盔的相关内
容。”市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处处长吴丘林介绍，新国标中明确
将头盔分为A、B两类，摩托车乘员头
盔为A类，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为B
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B类盔适用
于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的电动自行
车乘员，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

不在B类盔的适用范围内。”
在新国标出台前，电动自行车头盔

生产一般执行的是企业标准或团体标
准，质量良莠不齐。新国标的施行，让
商家在生产电动自行车头盔时有了统
一标准。其对头盔外壳、缓冲层、舒适
衬垫、佩戴装置、护目镜等部件进行了
严格规范，还新增了3个安全性能指
标，分别为：头盔护目镜的耐磨性（雾
度）、头盔壳体表面凸起结构的剪切力
和头盔表面摩擦力。以护目镜为例，劣
质头盔的护目镜容易破裂且透光率差，
而符合“新国标”的护目镜在强度、耐磨
度和清晰度上都更有保障。

统一规范 电动车头盔有了国家标准

头盔对于骑行安全影响很大，早在
2020年有关部门就借助“一盔一带”活
动号召大家戴好头盔，我市也加大了对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佩戴头盔的监管。
而新国标实施后，又引发了新一轮头盔
购买潮。

市民陆女士最近刚买了一辆新国
标电动自行车，打算给自己配一顶新
国标头盔。打开淘宝搜索“新国标电
动车头盔”，立即跳出各种款式的电动
车头盔，价格从三四十元到一两百元
不等，其中不少都标有“新国标”字
样。陆女士点开其中一个标有“新国
标”字样、月销量2万+的商品页面，看
到详情页中附有一张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证书，上面标注产品名称为“摩托
车乘员头盔”，产品标准为 GB811-
2010。这到底是不是新国标电动自行
车头盔呢？陆女士一时无从判断。

南通市面上的情况怎么样？记者

在市区的南方批发市场走访了两家店
铺，商家极力推荐的基本都是“3C”头
盔。翻看头盔上的标签，执行标准一项
也基本都是GB811-2010。当记者询
问“是否有新国标头盔”出售时，有的商
家表示，这些头盔就是按照新国标生产
的，还有的商家表示，不清楚新国标已
经开始实施了。

吴丘林说，目前消费者在市面上
看到的执行标准为“GB811-2010”的
头盔，其实都是按照2010年老国标生
产的摩托车头盔。新国标对摩托车头
盔执行新标准设置了7个月的实施过
渡期，也就是说，目前这类头盔依然可
以销售。但是，电动自行车头盔现在
必须按照新国标进行生产销售。他表
示，由于我市不是头盔产地，下一步，
市场监管部门将把重心放在销售端，
约谈提醒商家，开展相关监督抽查，为
消费者的“头”等大事保驾护航。

市场在售 老国标摩托车头盔居多

重症医学科（ICU）抢救危
重病人的能力，可以直接体现
一家医院的综合医疗水平，这
里是对重症患者生命健康的最
强保障。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目前共设有13张
床位，预留8张加床，开展有创
机械通气、纤支镜肺泡灌洗术、
床边血液净化技术(CRRT）、
经鼻高流量氧疗、有创动脉压
监测、床边电休克治疗经、皮气
管切开术、脑功能监测、床边康
复训练等先进技术。科室创建
以来，始终坚持用将心比心诠

释着医者仁心。
上个月，76岁的曹奶奶因

为患上脓毒血症和感染性休
克而被紧急送往市四院重症医
学科进行抢救治疗。“脓毒血症
是重症监护病房中常见的危重
症及首要死因，具有死亡率高、
治疗费用高、发病率高、时间紧
迫性高的‘四高’特征，患者可
能会出现休克、意识障碍、高热
抽搐、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危
及生命情况。”市四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王志平说，曹奶奶病情
十分危急，来院时血压偏低，神

志模糊，生命体征很不稳定，随
后出现呼吸功能衰竭、急性肾
功能衰竭、心功能不全等多脏
器衰竭。

时间就是生命，为此，科室
内的医护开始了一场“生命拉
锯战”，全力救治曹奶奶的生
命。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们
为曹奶奶提供连续、动态、实时
的器官功能监测和及时、高效、
专业的综合救治。气管插管、
上呼吸机、床旁血滤治疗……
科室的医护人员24小时轮班
值守，紧紧盯住每一个跳动的

数据，不放过任何病情变化。
“有医生和护士照顾着我

妈妈，我在外面很放心。”曹奶
奶的女儿感动地说，除了医疗
救治之外，市四院重症医学科
的医护人员们还给了曹奶奶无
微不至的关怀。每一次擦浴、
输液、用药，医护人员都细心呵
护，给予她最大程度的关心和
安慰。在曹奶奶眼中，这些关
心关爱着她的不仅是医生、护
士，更像是她的亲人和朋友。

目前，曹奶奶身体已经好
转，转入市四院内科治疗。“人

们常说在ICU里生死只有‘一
门之隔’，而 ICU医护人员要
做的，就是拼尽全力从死神手
中‘硬核’抢人。”王志平说，市
四院重症医学科的医务人员将
竭尽全力守护每一名患者的

“生命关口”，兜住医疗救治和
生命保障底线。 王怡

南通四院重症医学科：仁心仁术 守卫患者最后生命线

市面上在售的执行
标准为“GB811-2010”的
头盔。 王玮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