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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博览

专家及业内人士建议，让健身小
器械用起来，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全
民健身，提高群众的健身意愿，培养群
众的运动习惯，倡导科学、理性的健身
风潮；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健身器械市
场的监管与规范，推动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为群众健身提供更好的服务与
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表示，针对虚假广告、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等明显违法违规行为，相关监管部门
应当加大对健身器械市场的监管力度，
增加检查频次，设立举报制度，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并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在

案，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促进行业持续
健康发展。

罗杰表示，目前国内健身器械领域
标准较为缺失，仅有固定式健身器材一
项强制国标，很多产品品类难以套用，快
速发展的市场呼唤着行业标准。“近年来
协会也在持续推进相关团体标准的出
台，应当充分调动行业协会、企业、电商
平台等各方力量，进一步加快推进行业
标准的建立。”

多家受访企业表示，行业内已经关
注到新器械缺乏使用指导的问题，为此
不少企业开办了自媒体公号，并加大投
入开发器械相关教程。但仅靠企业来开

展社会体育指导还远远不够，还需充分
发挥学校教育、政府购买、商业机构培训
等多种渠道作用，丰富全社会健身指导
方面的供给，推动形成更好的健身环境
与文化。

此外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健身
小器械时，应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和产品
特性，坚持理性消费。购物过程中如遭
遇产品质量等问题，要及时反馈、维权，
保护自身权益的同时推动市场良性发
展。在使用健身器械前，也应充分了解
其正确用法、注意事项，确保锻炼科学、
安全、有效。

据新华社

让健身小器械真正成为“助动器”

健身小器械行业观察

6月以来，新一轮电商销售热潮掀起，健身小器械再度成为消费热点，飞力士棒、瑜伽垫、哑铃等商

品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然而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器械被买回家后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被丢在角落里

“吃灰”，这其中不乏消费者冲动消费等自身原因，也存在产品质量、售后指导等方面的问题。从畅销到

“热用”，健身小器械还有哪些进步空间？

小器械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
夏天到来，家住山西太原的刘惠开

始频繁出入健身房。“天气热了，得把身
体练好，穿衣服也好看。”她说，没空去健
身房的时候会在家里和办公室放一些像
弹力带、哑铃之类的健身小器械，便于随
时练起来。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热潮兴起，健
身场景、方式更加多元，健身小器械市场
迎来快速发展，相关产品不断推陈出
新。以跳绳为例，在京东和天猫两个网
购平台上，在售跳绳品牌超过100个，销
量高的跳绳产品月销量超过 2 万件，计
数跳绳、无绳跳绳等新品类受到消费者

欢迎。
作为行业风向标的中国国际体育用

品博览会专门设置了小器械展区，并且
规模持续扩大，参展企业由 2018 年的
110家增加至2023年的263家，展览面积
也连续五年保持增长。在今年5月举办
的第40届中国体博会上，小器械展区首
次突破1万平方米，参展品类囊括蹦床、
哑铃、瑜伽和普拉提产品、拉力带、弹力
绳等十余个品类。

“小器械产品在我国的普及速度是
哪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体育用品
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杰说，近年

来国内体育市场飞速发展，巨大的需求
给健身器械产业创造了空间和动力，产
品品类不断增加，企业研发能力、技术水
平不断提升，逐渐在全球拥有话语权。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健身小器械的
发展呈现出精细化、数智化、娱乐化等新
趋势。随着需求升级和多元化，小器械
产品分类甚至精细到一个器械只练一块
肌肉；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赋能产业，越
来越多体育器械引入智能语音、AI、虚拟
现实等元素；注重趣味性与体验性，一些
器械配套有在线社区、运动竞赛、健身游
戏等功能。

买来的小器械为何沦为“摆设”？
记者调查发现，与热销形成对比的

是，不少健身小器械在到达买家手里后
使用率并不高。“瑜伽球已经几乎不用
了，逐渐沦为家里的软装”“被弹力带崩
到过不止一次，很疼，就弃用了”……在
网络上和记者走访过程中，使用者的这
类反馈不在少数。

专家指出，受到居家健身热潮和社
交平台“种草”等影响，近几年健身小器
械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但消费者冲动
消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导致一些器械
买回家后被丢在角落里沦为“摆设”。此
外，部分健身器械缺少运动指导、质量不
过关、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也日益显现，
加剧了这种闲置现象。

记者发现，近年来飞力士棒、凯尔

格训练器、健身滑行垫等新型健身器械
受到买家欢迎。这些器械或带来新的
运动方式，或注重精细化、专业化锻炼，
但网购平台上关于这些新产品的介绍
往往比较简单，有的甚至只有几张图片
说明，缺少具体细致的使用指导，不少
消费者反映“不会用”，一些人表示“没
有人指导或一起锻炼，一个人很难坚持
下来”。

在电商平台上一些热销小器械的
页面，不少消费者留言反映器械的质量
问题。“哑铃到货，做工太粗糙了，好几
道划痕，有一个橡胶还鼓泡了，把手还
有锈……”“这弹力棒质量不行，没用几
天 就 拉 丝 了 ，担 心 再 过 几 天 就 要 断
了”。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由于小器

械往往金额不大，很多人是随手一买，
到手了觉得不好就随手一扔，不会花时
间投诉维权。

记者了解到，部分小器械对使用的
专业性要求相对较高，消费者因为使用
不当而出现过度训练、甚至运动损伤的
情况，而一些器械设计本身就存在一定
风险。去年 5 月，浙江杭州一女童在使
用引体向上杆过程中，杆子突然掉落砸
在孩子头上导致其额骨凹陷性骨折，一
度引发舆论热议。

此外有人反映，一些健身小器械广
告存在夸大使用效果的问题，用了以后

“有被忽悠的感觉”；部分健身器械如健
腹轮、杠铃等，对锻炼者自身素质有一定
要求，存在一定使用门槛。

现如今，外卖APP几乎成了很
多人的“装机必备”，到了饭点儿动
动手指，足不出户，就能享用美
食。但目前出现了一种新型诈骗
手段，一个男子订了份30元的黑椒
猪排饭，最后竟花了近2000元。究
竟怎么回事？

日前，柴先生点了份外卖，大
约10分钟后，他接到一个自称商家
的电话，说他点的黑椒猪排饭没了
需更换，但价格高点，象征性地补
两块钱差价就行了。由于对方给
出的信息和自己的订单一模一样，
所以柴先生根本没有怀疑。

这时，对方告知柴先生，两块
钱差价需要通过支付宝支付，只要
柴先生在电话里把付款码的数字
告诉他就行。柴先生报了付款
码。报完之后对方说，跟柴先生聊
天耽误了扫码，付款码一分钟更新
一次，柴先生得再报一次。柴先生
照做后却收到了一个付款通知，就
问对方咋回事。对方说系统又出
问题了。不过后来不仅钱没有退
回来，等柴先生再拨打过去，电话
就无法接通了。

通过账单可以看到，对方是一
分钟之内刷走柴先生两笔钱，第一
笔986元，第二笔991元，总计1977
元，第一次对方说没刷上，不过是
为了拖延时间，刷走柴先生的钱。

等柴先生回过神来，之前点的
外卖按时送到了，饭盒里躺着热腾
腾的黑椒猪排饭。

事后，柴先生发现，对方的电
话号码和商家挂在外卖平台上的
电话号码并不符合。

“外卖”点份猪排饭
近两千元没了

警惕新型诈骗手段

大单诱惑
骗子利用商家急于做成大单

的心理，假扮顾客引诱商家“上
钩”。

钓鱼网站
发送含有钓鱼链接的信息，诱

导商家进入仿冒的聊天界面，进而
实施诈骗。

要求转账
以“操作失误”“检验流水”“账

号异常”等理由，要求商家缴纳“保
证金”“解冻费”。

警方提醒，外卖平台会通过后
台直接与点单的市民或商户沟通
联系，不会通过附带链接的消息，
诱导输入个人信息。收到此类消
息，切记不点击，不要输入个人信
息！如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情形，
请注意保存证据，及时拨打110 报
警求助。 据中国警察网等

骗子套路
逐一拆解

从畅销到“热用”，如何避免“吃灰”窘境？

据南昌市教育局官方微博消息，江
西省南昌市教育局 18 日发布关于媒体
报道“江西某中学学生疑似被老师要求
弃考”的情况通报。

通报表示，针对6月18日媒体报道
“江西某中学学生疑似被老师要求弃考”

的相关情况，南昌市教育局第一时间关
注到相关信息，立即成立调查小组进行
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中反映的学生
为南昌市湾里实验学校初三学生，班主
任暗示其弃考情况基本属实。南昌市教
育局将督促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及湾里实

验学校积极与家长沟通，妥善处理此事，
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下一步，南昌市教育局将举一反三，
引导全市中小学校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以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更加细致地
做好各项工作。 据中新网

南昌通报“中学生疑被老师要求弃考”：

基本属实，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