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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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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极限运动，这样防范法律风险
陈曦

前不久，重庆的两名驴友在贵

州关岭网红瀑布滴水滩挑战瀑降时

遇难。这并不是偶发，早在今年5

月，一个24岁的女孩在张家界天门

山景区进行翼装飞行时坠亡。年轻

生命的接连陨落，引发了民众对极

限运动的关注。近年来，极限运动

进入越来越多国人的视野和生活，但其高风险性以及相关人员专业知识的

欠缺，致使一些爱好者在运动中遭遇伤亡的情况增多。那么，极限运动参与

者可能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又该如何防范呢？

参与者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极限运动，是对一些难度较高、挑战性较大的运动项目的统称，例如速降、滑板、极

限单车、攀岩、极限越野、极限轮滑等。

极限运动的风险包含以下几方面：

一是人身安全风险。众所周知，极限运动具有高风险性、高挑战性，极易给参与者

的人身安全造成风险。例如高空攀爬挑战者选择的对象往往是高度较高或难度较大

的建筑物，甚至是尚未建成的建筑物，发生危险的几率较大；瀑降是从湍急的瀑布流水

中快速下行，流水强劲的冲击力和尖利的岩石也容易造成人身损害。有的参与者为了

迎合拍摄或者吸引眼球还要做出一些较危险的动作，或者不携带保障设施，都会给自

身带来严重危险。

二是财产损害风险。因为极限运动的高风险性，参与者的财产遭到损毁、灭失的

风险也很高，如摩托越野飞跃降落时摩托车摔坏、高空攀爬自拍时无人机掉落损毁等。

三是侵权风险。部分高空挑战者擅自进入建筑物，甚至故意绕开建筑物中的监控

设施和管理设备，不仅危及自己的安全，如果自身或设备掉落砸伤他人、砸坏财产，还

会给周边第三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乃至危及公共安全。

四是行政处罚风险。违反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极限运动，还可能受到罚款、行政

拘留等行政处罚。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了行人不得有的几项行为，其中就包括

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公用道路上的滑板极限滑行，可能会面临罚

款等行政处罚。

五是刑事处罚风险。一些极限运动可能因触犯刑法规定而给参与者带来刑事处

罚。2017年4月，三名攀岩爱好者在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攀爬巨蟒峰，将

巨蟒峰柱体钻孔打入26个岩钉，对景区造成严重损毁，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江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年5月二审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并罚款600万元。

协议中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如今，有的极限运动组织者与参与者可能会在合同中签订所谓“生死状”，也就是

若参与者发生伤亡意外，由个人承担全部风险，组织者不需承担责任。实际上，依据我

国合同法中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3条规

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

方财产损失的。”据此，组织者的免责条款有可能成为无效条款。如果免责条款的约定

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约定了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免责的条款，则该免责条款无效。

以蹦极活动为例，如果参与者和组织者签订的免责条款里约定，安全绳脱落或断

裂，组织者不需承担责任，则此条款无效。因为保证设备安全和参与者人身安全是组

织者最基本的责任。即便签订了免责条款，如果造成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是基于组

织者的不当管理行为，如安全绳没有系紧；或者基于设备的安全问题，如安全绳脱落，

那么组织者仍应承担侵权责任。

极限运动参与者该如何防范法律风险

1、谨慎参与：在决定参加极限运动之前，参与者应对相关运动有较深入的了解和

丰富的经验，如果是首次参与，应尽量选择低难度的运动方式。在极限运动开始前，参

与者应做好活动装备特别是救生器材的准备，规划活动路线、了解当地天气地理情况，

确保自己身体状况适合运动。对于可能面临的风险应提前了解，确认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时再进行活动，避免铤而走险。

2、审查组织者资质：参加有组织的极限运动时，参与者应对组织者的经验、装备、

资质以及救援能力作出审查，再决定是否选择该组织者作为极限运动的活动方。目

前，国内极限运动多为自发组织或通过极限运动俱乐部组织。前者多呈现出一种无序

状态，而后者质量参差不齐。极限运动因其高风险性和高挑战性，对于组织者专业化

的要求非常高。因此，运动参与者应该认真审查相关组织的资质，了解其是否具备丰

富的活动组织策划经验、完备的救援人员体系和过硬的救援能力，要选择正规的、专业

性强的俱乐部组织。

3、认真考察运动环境：贵州瀑降遇难事件发生时，滴水滩瀑布属于尚未正式开发

运营的“野景区”，周围缺乏相应的安全设施。其实，不少“网红景点”都存在类似的管

理空白，这已成为安全隐患。极限运动参与者在选择运动环境、活动路线时，应当考察

运动环境的危险程度、安全设施情况和管理情况，避免在“无人区”开展极限运动，增加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搜救难度。切不可盲目冒险，付出无可挽回的生命代价。

4、购买保险：通常的商业保险均有极限运动免责条款，即在保险合同中列明免责

事项，针对滑雪、跳伞、攀岩、蹦极等高风险运动和活动免责。因此，极限运动爱好者在

参与极限运动前，如果希望人身或者财产可能遭受的损失得到保险的弥补，应当购买

专门的针对极限运动的保险，才有可能在受到损害时获得保险赔付，弥补损失。

体验水疗养生，结果直肠穿孔
法官：选择养生项目应理性考虑风险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罗德鑫

体验水疗养生项目，结果弄成了九级伤残。最近，衢州的黄大妈为自己的草率

懊悔不已。

黄大妈今年65岁，退休后一直热衷于各类养生保健项目。去年，黄大妈认识

了经营水疗养生馆的童某。听说童某的养生馆里有一个水疗灌肠养生项目，不仅

可以去毒素，还能美容减肥，黄大妈十分心动。

在支付了2000元费用后，黄大妈如约来到童某的养生馆体验水疗灌肠养生项

目。水疗灌肠需要将设备导管插入肛门，童某将设备顺利运行之后便离开了水疗

间，可黄大妈却在治疗过程中疼得直冒汗。等童某听到黄大妈的呼救跑进水疗间

时，一场医疗事故已经发生。因童某操作不规范，直接导致黄大妈的直肠被穿孔，

伤情鉴定结果为九级伤残。

黄大妈多次联系童某要求赔偿相关费用共计20.86万元，可童某在支付了5万

元治疗费后就再也没有出现。黄大妈因此投诉至卫生健康部门，衢州市卫健委调

查后对童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但童某仍拒绝向黄大妈作出赔偿。无奈之下，黄

大妈将童某诉至柯城区法院。

法院审理查明，童某做的水疗灌肠项目并非普通的保健养生项目，实际上属于

医疗行为，按规定必须由具有资质的机构和人员实施。但童某在未取得《医师资格

证》《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为黄大妈提供水疗灌肠项目的服务，属于违法违规，

应当赔偿相应损失。

随后，在法官的组织调解下，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了调解协议，除被告童某已

付的5万元，由童某的亲属帮助其向原告黄大妈先行垫付13万元赔偿款。

法官提醒：
养生保健市场鱼龙混杂，很多机构不具有医疗资质、医师资格，却超出经营范

围从事医疗业务，极易引发严重后果，给顾客造成健康损害。消费者在选择养生项

目时，一定要理性消费，事先了解清楚可能存在的风险。相关职能部门也要进一步

加强对养生保健行业经营者、从业者的管理，确保做到有证经营、持证上岗、合规合

法开展养生保健项目。

据报道，不要驾照、不用上牌、不需年检，不摇号、不

限购、不限行，只管踩油门就能到处走的老年代步车乱象

频发，给城市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操作简单、充电方便、价格实惠，这让老年代步车拥

有了不小的市场。然而，一些老年代步车频频违法违章

上路，不仅占用机动车道，而且可能横冲直撞、超载超速、

闯红灯，甚至成为“马路杀手”，严重威胁其他交通参与人

的安全。将该类电动车纳入全环节管理是大势所趋——

要完善老年代步车生产、质检、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监管；

对其违规上路、占道飙车等行为，要及时开出罚单、进行

训诫。同时，要加大宣传，让更多老年代步车的驾驶者牢

记驾驶准则、规则，不能上的路不上、不能越的线不越，既

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 赵春青/图 弓长/文

“狂野”的代步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