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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 涉事车辆超载有
多严重？

10日下午6时许正是下班
时分，当无锡市锡港路路口的
左转绿灯亮起时，车流如往常
一样涌动。 一声巨响，锡港路
上方的312国道高架桥突然侧
翻，近百米长的混凝土桥面砸
向3辆小车， 导致3人当场遇
难，2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江苏省、无锡
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
制，全力开展事故救援处置工
作。 交通运输部专家组赴现场
指导事故调查。 经初步分析，
高架桥侧翻系运输车辆超载
所致。

记者10日晚赶到事故现场
看到，在侧翻桥面上，一辆大
货车装载的6卷热轧钢卷板散
落一地。 据警方介绍，还有一
辆大货车装载7卷， 大货车荷
载只有30多吨，而一卷钢卷板
重量就达28吨多。 两辆大货车
累计超载300多吨。

“如此超载，再坚固的桥梁
也难免出事。 ”南京一位业内
专家说。

记者调查发现，312国道是
无锡市区最主要的一条干线
公路， 承担了往来于上海、苏
州、常州、南京的大量过境交
通和货运交通。 事故路段周边
聚集有大量物流货运停车场。

事故发生后，2017年一篇
题为《无锡的快速内环高架还
能用多久？ 》的微信公号旧文
被大量转发。“这次事件最让
人无法释怀的是，它似乎更像

是一场早已被警示和预言的
事故。 ”一位网民评论。

迄今， 这条高架通车已有
14年左右。 一些附近群众告诉
记者， 超载运输在这里是常
态。“大型货车实在太多，而且
许多都严重超载，睡在床上连
床都是摇晃的。 ”当地一位卢
姓市民说：“超载的大货车真
是马路杀手。 晚上很多大货车
呼啸而过，大家一直议论迟早
出大事。 ”

二问： 为何超载车辆能
上桥？

在无锡事故中， 很多网民
质疑为何相关部门未能及时
堵住超载车辆上桥。

江苏一地方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部门有关人士表示，事发
地附近钢材市场比较多，并且
早有市民和知情人士对事故
桥梁发出警示，当地早应有所
防范，有针对性地对重点路口
加派监管人力，拦截超载车辆
上桥。

但与此同时， 由于道路众
多，监管人力有限，治理超载
仅强调路面执法，往往难以实
现全覆盖。“现在，智能监管设
施———譬如不停车检测系统，
在高速上已经形成了闭环。 未
来在国道、省道上也应充分利
用互联网技术，推动跨地区的
交通信息联网，利用重要节点
的监控设施， 探索非现场执
法，实施智能监管，加强对超
载的监管和治理。 ”这位人士
说。

无锡市交警支队锡山大队

副大队长马燕清说，事发地附
近钢材市场比较多，下一步将
针对超载超限进行专门的整
治。

此外， 此次无锡事故再次
暴露道路治超困局。 交通运输
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
表示，目前深层次的立法问题
尚未解决，超载车辆只要不出
事故，就无法定罪。

此外，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对于货车驾驶人违规超载
的处罚是“货运机动车超过核
定载质量的，处二百元以上五
百元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质
量百分之三十或者违反规定
载客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 ”有关业内人士认
为， 这些罚款相对于获利来
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张柱庭教授表示：“源头治
超工作还有待推进，在车辆生
产、销售、登记、改装等环节管
理不到位。 一些货车在出厂时
把核定载重量刻意标小以降
低各项成本，这种乱象普遍存
在。 ”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超载
超限车辆不上高速， 导致国
道、省道的通行量超过道路桥
梁的承载能力，产生严重的安
全隐患。 而货运市场低迷、过
路费偏高，又使得超载超限车
辆抄小路成“潜规则”。

“我们巴不得走高速，又快
又安全， 但是高速收费太高
了。 走国道、省道最高能省下
近一半的运费。 ”江苏一物流
企业负责人称。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

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
认为， 收费公路收费到期后，
应当建立收费降低机制，完善
治超监管设施，让大货车更规
范，行驶安全也更有保障。

三问： 独柱墩桥梁是否
存在安全缺陷？

在将事故原因指向货车超
载的同时，事故桥梁的设计也
遭到质疑。

记者在现场看到， 此次侧
翻的高架桥为独柱墩桥梁。

“大桥的一个桥墩照片看上去
是单支座的，这样的支撑结构
稳定性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货车走侧边， 就容易失去平
衡。 ”南京一位业内专家说。

近年来， 国内多座独柱墩
桥梁发生倾覆垮塌。“桥梁业
界对于荷载偏心引起的横向
倾覆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高度
关注，特别是我国交通超载现
象严重，使得该结构形式的桥
梁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多起倾
覆事故。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桥梁总工程师韩大
章分析说。

按照国际相关领域换算方
法，超限100%的货车1次行驶
对公路路面的破坏，相当于标
准轴载作用16次产生的破坏，
严重影响公路使用寿命。 此
外，由于超限超载引发的道路
交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据交
通运输部门测算，车辆每超限
超载30%， 公路养护费用就要
增加200%。

韩大章等专家认为， 在当
今道路交通饱和、超载严重的

状况下，应特别重视其横向抗
倾覆体系的设计，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可能的超载因素，因地
制宜选取结构方案。

根据独柱墩桥梁的具体特
点，有关专家研究认为，严重
超载的车辆对桥梁的损坏是
一次性的和不可逆的，应严格
限制超载车辆上桥，更不能让
重车在桥上集中排队靠边行
驶。

四问： 涉事货车所属公
司是一家什么企业？

记者从警方获悉， 涉事的
两家货车同属于无锡成功运
输有限公司所有，目前两个涉
事司机，一个受伤，在医院治
疗，一个已被警方控制。

据公开信息显示， 无锡成
功运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
年，注册资金500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刘建萍，其经营范围为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据警方介绍， 公司有关负
责人已经被警方带走。 记者在
这家公司看到， 公司大门紧
闭，原来贴在墙上的企业名称
已经被扒掉。 企业内没有员
工。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检索发现，无锡成功运输有限
公司多次被苏州市公路管理
处、苏州市吴江区公路管理处
等给予行政处罚，因拒不执行
被法院判处强制执行。 同时，
无锡成功运输有限公司的车
辆驾驶员还因多次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被法院判
处赔偿。 /新华社

近来，各类电子烟大量充斥
市场， 不少电子烟商家为争夺
年轻人群市场“套路”不断，带
来隐患。

电子烟在年轻人日常生活
中有多“流行”？ 抽电子烟真能
既“健身”又“美容”？ 电子烟“未
成年人禁令”落实情况如何？ 记
者对此展开调查。

劝戒还是劝吸？年轻群体
已成电子烟消费主力军

冰镇西瓜、清香绿茶、香芋
冰淇淋、 白桃乌龙茶……这是
专为年轻人定制的电子烟口
味；“雾化棒”“能量棒”“天使
棒” ……这是为年轻人取的电
子烟“雅号”；“电子烟花式教

学”视频，教年轻人把吞云吐雾
当做时尚炫酷。

记者注意到， 电子烟已向
年轻人群加速蔓延。

“社区超市、便利店，到处
都能看到色彩鲜艳、 样式繁多
的电子烟， 就摆放在收款二维
码的旁边，非常显眼，买起来非
常方便。 ”北京市民刘女士告诉
记者， 她时常能看到一些年轻
人购买电子烟。

“使用我们产品最多的是
原本不抽烟的年轻女孩。 ”某电
子烟品牌创始人告诉记者，他
经营的电子烟主要消费群体是
90后甚至95后， 因为这些年轻
人追求潮酷、敢于尝试。“了解
到我们的产品， 很多不吸烟的

女孩都主动尝试。 ” 该创始人
称， 他的电子烟上市短短一月
余，已售出8000套，卖断了货。
记者了解了多家电子烟“潮
牌”，情况大体相同。

另外，一些网络社交平台、
视频平台上， 大量充斥着专门
年轻人玩电子烟的视频， 还有
不少文章鼓吹电子烟无害和所
谓电子烟时尚， 将电子烟称为

“新年轻一代不可或缺的时尚
配件”。

电子烟商家争夺年轻人
市场“套路”多

为争夺年轻人市场， 电子
烟商家们还形成了一系列“套
路”。

———打“三观牌”，名为鼓
吹价值观，实为鼓吹电子烟。 近
日记者发现一篇讲述电子烟推
销员心路历程的文章出现在多
个网络社交平台、青年群组。 该
文除用细腻的文笔讲述某电子
烟推销员的“奋斗”经历之外，
还着重强调了“合格的电子烟
比卷烟对身体的影响小， 不对
周边的人造成二手烟危害。 所
以，电子烟是个‘减害’的产品，
是卷烟最好的替代者”等观点。

———打“健康牌”，声称吸
电子烟能戒烟、 能强身、 能美
容。 不少品牌电子烟不仅回避

产品中尼古丁等成分的危害，
还自我标榜“健康”。 有的声称
产品中含有维生素、胶原蛋白、
褪黑素、 乳酸菌等多种有益成
分，吸食后不仅不伤身体，还能
够提高免疫力、美容抗衰老、提
神醒脑、安神助眠、益脾护肺、
消除疲劳、解酒醒酒……

———打“创业牌 ”，以“创
业”为名鼓动年轻人代理产品，
提升人气。“交6000元货款成为
二级经销商，交30000元货款成
为一级经销商， 交15万元货款
直接成为联合创始人。 ”记者从
多家电子烟品牌处了解到，有
企业专门招收年轻人， 特别是
年轻女性做代理商， 引导他们
通过发布渲染时尚、 高档气氛
的朋友圈等方式向同龄人推销
电子烟，经营烟友圈。

落实电子烟监管仍有难处
“电子烟容易以时尚的方

式诱导青少年先接触电子烟，
之 后可 能就 接 触 传 统的 烟
草。 ”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司长
毛群安说，许多电子烟产品所
含的尼古丁浓度标识模糊，容
易导致使用者吸食过量，同时
电子烟的器具还存在着电池
爆炸、烟液渗透、高温烫伤等
安全风险。

毛群安表示，“鉴于电子烟

具有不安全性， 对青少年健康
行为习惯的形成会存在影响，
所以必须严格加强电子烟的监
管。 ”

记者了解到， 加强监管并
减少电子烟对年轻人不良影响
虽已成各方共识， 但要落实仍
有一些难处。

2018年有关部门明确规定
我国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
销售电子烟。 记者走访了北京、
成都等地一些出售电子烟的超
市， 发现售货员并不询问购买
者年龄， 也不要求出示身份证
购买。 还有一些设置了自动结
账系统的便利店， 购买电子烟
后可自主结账离店， 无任何确
证年龄环节。

经记者调查， 除正规渠道
外，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朋友圈
微商处甚至还能轻易买到非法
入境的电子烟产品或耗材。

另外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
现，缺少权威、明确、统一的行
业标准和监管部门也不利于提
升监管效能。

当前， 一些地方正着手加
强对电子烟的规范和管理。 10
月1日起深圳已将电子烟纳入
控烟管理。 成都拟出台的控烟
新规当中也明确将“吸电子烟
雾”纳入受控范围中。

/新华社

追问无锡高架桥侧翻事故

标榜时尚、自称健康、鼓吹消费
———应警惕电子烟商家“套路”年轻人群

12日上午 7时许，江苏省无锡市锡港路恢复通车。 两天前，这里发生的高架桥侧翻事故，导致 3人当场遇难，2人受伤。 记者从江苏省无锡市宣传部门了解到，事故调查工作正全面展开。
高架桥面缘何突然侧翻？ 独柱墩桥梁是否存在安全缺陷？ 针对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