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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元的电动自行车头盔能保安全吗？

������在山西太原市相关销售市场及网购平台
上，记者发现，在售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价格天
差地别，最便宜的仅需 3.9 元，贵的达到数百
元。

记者从市场上购买了两款价格分别为 40
元和 170 元的头盔。其中标价 40 元的头盔，有
完整外形，内部也有分层结构，佩戴时头部不
与外壳直接接触，看似无懈可击。 另一款 170
元的头盔，外壳更坚固，绑带更牢靠，两层结构
中间，还多了一层发泡材料缓冲层。

记者首先对两顶头盔进行了 1.5 米高度
西瓜“戴头盔”坠地试验。 试验中，第二款头盔
保护西瓜没有破损，第一款头盔“保护”下的
西瓜直接裂成两半。

随后， 在太原交警一处电动自行车登记
点的教育展示区，记者利用此处设备，对两顶
头盔进行了简易试验。 在坠落穿刺高度仅为 1
米的微缩简易实验中， 第一款头盔顶部直接
碎裂，头模遭钢锥刺入。 第二款头盔仅被刺出
小凹点，并未穿透，头模也无可见伤害。 此外，
第二款头盔始终保持固定状态， 而第一款头
盔的绑带在遭受撞击时脱开，导致头盔偏移。

在太原交警、 山西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
协会等单位提供的警示教育片中， 一名戴头
盔的骑车人被搅拌车从头部轧过， 但很快站
起身来；另一名戴头盔的骑车人，碰撞时直接
将头盔甩出，受到严重伤害。 在另一起轻微剐
蹭事故中， 骑车人虽戴了头盔， 但仍头破血
流，还被碎裂的头盔碎片扎伤了眼睛，造成二
次伤害。

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观察员贾

永峰认为，无论从简易试验还是实际案例看，
当前市场上售卖的电动自行车头盔确实存在

较大质量差异。 质量差的头盔主要表现为外
壳材质低劣、束带不牢靠、缺少发泡材料缓冲
层等，无法有效保护消费者头部。

价格天差地别
质量差异巨大 ������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的统计

数据， 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
量超 3 亿辆， 每年涉电动自行车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十分惊人。

据统计，2019 年全国涉电动
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 8639 人 ，
致伤 44677 人 ， 占非机动车伤
亡人数的 70%。 太原市交警支
队车管所证照科副科长岳启龙

表示 ， 涉及电动自行车死亡事
故中 ， 八成以上是颅脑损伤致
死， 主要原因是没有或不规范佩
戴安全头盔。

随着 2020 年 “一盔一带”行
动展开， 大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开始购买头盔， 市场容量过亿。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
国家强制性标准》 编制组成员曾
长龙告诉记者， 自 2020 年 4 月
以来， 电动自行车头盔需求量猛
增。 近两年， 我国电动自行车头
盔生产企业， 从 100 多家猛增到
500 家以上 ， 头盔日产能由 20
万顶， 推高到 100 万顶左右。 但
根据他们的市场调研， 市场上超
七成电动自行车头盔存在安全隐

患。
在 2021 年深圳市计量质量

检测研究所头部防护用品实验室

依据地方团体标准进行的一次测

试中，10 款头盔有 4 款不耐摔，6
款约束绑带不牢靠。

太原市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

中的一些商家表示， 如果为了应
付检查， “买 20 元的头盔就可
以了 ” ； 如果真要确保安全 ，
“就要买 100 多元带 3C 标志
的”。 部分商家 “买电动自行车
送头盔”， 但除两家品牌所送头
盔质量较好外， 大量商家送的都
是没有发泡材料缓冲层的廉价头

盔。 在记者街访的多名电动自行
车驾驶人中 ， 只有一名购买了
200 元以上的头盔， 其他多数受
访者的头盔价格集中在 20 元至
40 元 ， 这些廉价头盔均无发泡
材料缓冲层。

������记者调查了解到， 目前电动
自行车头盔行业，既无国家标准，
也没有行业标准。 一些地方出台
了相关团体标准。 但这些标准不
具有强制力， 无法全面规范行业
的产品质量。

部分厂家人士认为， 在没有
强制标准的情况下，厂家以“防护
头盔” 等名义生产低质量的电动
自行车头盔很难被有关部门查

处。 一些企业按摩托车 B 类头盔
生产的、 具有 3C 认证的头盔则
因成本高、 价格高， 不易被市场
接受。 业内人士建议， 应加快相
关国家强制标准的出台， 对生产

企业形成有力的引导和规制。
交警部门建议， 相关地方立

法也可进一步完善。 目前部分地
方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中， 对
佩戴头盔仅是 “鼓励”， 并非强
制 ， 更无对头盔安全等级的要
求。 交警部门呼吁， 在下一步的
地方立法中， 可将佩戴头盔纳入
强制性规范， 并明确佩戴头盔的
安全等级， 这样才能真正起到保
护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目的。

太原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

原晋惠提示广大消费者， 要切实
提高安全意识， 选购电动自行车
头盔时， 不能一味图便宜， 建议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口碑好的品

牌； 购买时要确认产品名称、 合
格证、 厂名厂址、 企业资质和执
行标准， 建议按照摩托车头盔标
准购买有 3C 认证的产品； 如果
对产品质量有怀疑， 可登录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输入产品编码进行查询。 她还提
醒， 头盔的使用寿命一般为塑料
材质的 3 年 ， 碳纤维材质的 5
年， 平时需要存放在干燥通风且
无阳光直射处， 以持续保持头盔
的材料强度。只有这样，真正发生
交通事故时， 安全头盔才能成为
“保命盔”。 据新华社电

市场大、厂家多 “超七成头盔不安全”

让“安全帽”变安全仍需多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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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 ， 全国推行
“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 ， 督
促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头盔 。
记者发现， 骑车人佩戴的这些头盔
虽然外形差不多， 但质量却良莠不
齐。 这些头盔能否有效保护骑车
人的安全？ 记者进行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