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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宇）1

月 30 日至 2 月 1 日，中国足
协在广东英德和广西梧州两
处训练基地对 1997-2000 年
龄段球员进行骨龄测试。期
间，爆出造假丑闻——据一
位在梧州带队参加测试的教
练透露，为了掩盖球员真实
年龄，依然有教练利用“用
醋给球员泡手”的方法对付
骨龄测试。

目前，国内骨龄测试的
方法是在现场照一张手掌X
光片，专家通过分析估算球
员的骨龄。1 月 31 日晚，一
位地方队教练在微博上称：

“明早骨龄检测，今晚楼道
中又飘出了熟悉又恶心的醋
味儿……中国足球依然徘徊
在老路上！什么都不说了，
曾经的队友们，你们懂的。”

这 位 教 练 所 说 的“ 醋
味”，其实就是足球圈对付

骨龄测试的办法——用醋给
运动员泡手，试图软化关
节，达到掩盖真实年龄的目
的。据一位曾当过运动员、
如今在地方负责青少年训练
的教练介绍，自己小时候确
实被教练要求用醋泡过手。
由于他当时还小，所以并不清
楚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泡了
醋会使骨龄变小，一传十，十
传百，玩笑就成‘真理’了。”
一位地方队的教练这样对本
报记者说，他说这种做法反
映了目前国内教练的一种
心态，“一种类似考试想作
弊求高分的病态心理。”

一位参与此次骨龄测试
的工作人员昨晚通过电话向
记者介绍，现在确实仍有教
练让球员用醋泡手，“有些孩
子过来测试时，满身的醋味。
我们问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
吃饭时打翻了一瓶醋。”

想让骨龄小 就拿醋来泡
梧州足球基地骨龄测试前楼道飘出醋味，此为圈内惯用方法，试图软化关节以掩盖真实年龄

■ 故事

骨龄测试前核对身份信息时漏洞较多

姐姐成妹妹 奶奶变妈妈
■ 分析

以大打小
看上去挺好

资深教练称能力
强的孩子不用造假

2011年4月1日，厦门市某医院生长发育门诊，医生通过手掌X光片判断孩子的骨龄，
以便进行生长发育的诊断。为防止年龄造假，体育界也用此方法测试骨龄。 资料图/CFP

本报讯 （记者赵宇）正
式骨龄测试前，工作人员都
会核对测试对象的身份证和
户口本。在英德测试时，有
个球员就出了问题。

测试官问他什么时候出
生的，该球员回答是 1999 年
2 月 1 日。可身份证上明明
写的是 1999 年 2 月 4 日。测
试官继续问他，是否还有兄
弟姐妹。该球员的回答是：

“只有一个妹妹。”可户口本
上，这个妹妹是 1997 年出生
的，比“哥哥”大了两岁。

最后，测试官拿出户口
本的一页，挡住所有资料，只
留下名字问这个孩子：“她是

谁？”这个孩子回答说：“是我
的妈妈。”测试官继续问他：

“你妈妈多大岁数？”孩子的
答案是：“30 多岁。”但是，户
口本上该名字的出生年份是
1951 年，此人如今已 61 岁。
看到这个情况，孩子立刻改
口说：“这是我奶奶。”

由于出现了太多差错，
测试官拒绝给该孩子测试骨
龄。可该球员的教练找来，
称“孩子太紧张”。测试官
最终还是给他做了骨龄测
试，但最终结果显示仍与其
身份证年龄不符。

口述/测试官 整理/本
报记者 赵宇

本报讯 （记者赵宇）
昨晚，记者电话采访了一
位曾负责青少年培训的
资深教练，他表示确实听
说过用醋泡手对付骨龄
测试，但“能力强的孩子
用不着造假。”

“这种做法确实听说
过，但一点用也没有。”该
教练说，这种做法是在摧
残孩子，“我觉得，这么做
第一是胡来，第二是骗自
己。用大的打小的，看着
挺好，但过几年就打不上
了。”这位教练表示，国内
很多球员年轻时都不错，

“可到了二十五六岁就不
行了。”

这位教练表示，随着
身份证件管理的日益严
格，再加上足协加强骨龄
测试的力度，这方面的问
题会逐渐解决，“从这件
事就可以看出来，那些被
造假的孩子，能力肯定不
怎么样。要是真的能力
强，根本用不着造假。”

“搞青少年足球是非
常复杂的工程，不像算术
题，你知道加减乘除就能
算出答案。”这位教练强
调，现在选材也存在一定
误区，“有时就喜欢挑个
子大、块头大的，这显然
是不对的。现在越来越
多的例子证明，有些小时
候看上去很瘦小的，最后
通过自身努力反倒踢出
来了。”

■ 实效

“用醋泡手”没有任何作用
英德基地不合格率为9.7%，球员可申请重测

本报讯 （记者赵宇）
“用醋泡手的方法简直是无
知、愚昧。”此次骨龄测试资
格审核组组长刘刚昨晚接
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颇为无
奈，他承认直到现在还有
个别教练采取这种方法，

“太愚昧了，孩子软骨的发
育，不是你拿醋泡一泡就能
改变的。”

对于“用醋泡手可以改
变软骨”的做法，刘刚专门
请教过专家，得到的结论是

“没有任何作用。”不过，刘
刚也表示，有些教练这么做
是为了造假，而有些教练则
担心孩子发育过快，测试不
过关，“这种心情可以理解，
但这种做法完全可以当笑话
来看。对那些泡了醋的，我
们也是该怎么拍就怎么拍。
能不能过关，要靠发育程度

来说话。”
据刘刚介绍，目前骨龄

测试的标准是专家从全国各
地上万人的样本中，通过分
析样本特性后确定的每个年
龄段孩子的发育程度，“但
人的个体发育是有差异的，
有些人发育比较晚，有些人
发育早，所以也会有一定的
误差。我们现在这么做，也
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有些
人的身份证都是假的。”

为防止出现误差，足协
开通了申诉渠道，球员可以
通过正常途径申诉，申请重
新测试。“今年的测试情况
比去年好多了。”刘刚说，去
年全国测试的不合格率为
22%，今年英德（梧州还未统
计 出 结 果）不 合 格 率 为
9.7%，“这些不合格的，只能
说有一部分存在虚报。”

■

表
态

足协称对弄虚作假零容忍
足协官员表示骨龄测试也会存在误差

本报讯 （记者赵宇）
目前，球员骨龄测试由足协
竞赛部负责。竞赛部主任戚
军昨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
表示，足协在测试方面不会
有任何马虎，对弄虚作假要
坚决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据戚军介绍，自己通
过网络和一些其他途径听
到了骨龄测试存在弄虚作
假的消息，也有一些球员
家长到他那里举报，可都
没有直接证据，有些举报

因此不了了之。
“那些弄虚作假的个

别人，可能还保留着原来
的惯性思维，以为这样可
以过关。”

为防止造假，足协在
骨龄测试方面采取层层审
核制度。被审核球员首先
要递交一系列身份证件，

“如果证件对不上，连测骨
龄的机会都没有。”球员在
测骨龄时需要拍 X 光片，
拍摄过程全程开放，而且

都会有录像，“骨龄测试结
果出来后，会马上在网上
公布。”据戚军介绍，足协
安排了专门的资格审查小
组，每个组员都会有一份
测试结果，“测试结果出来
后，根本没法改。”

戚军也表示，骨龄测试
也会有一定的误差，“即便是
双胞胎，生下来是一样的，今
后的发育也可能不太一
样。所以保证骨龄测试百
分之百正确，也不太可能。”

骨龄测试
通 过 手 掌 X 光

片来检测骨骼生长
情 况 的 一 种 方 法 。
检测骨骼生长发育
程度可较为科学地
反 映 人 的 生 理 年
龄。研究骨龄主要
就是研究骨头从软
骨 变 成 硬 骨 的 过
程。如骨头之间的
软骨组织全部愈合
成硬骨，就说明人不
会再长高了。

按 科 学 的 方 法
严格观测，骨龄是可
以准确估算的。但
由于我国当前骨龄
测试的数据标准不
够完善、检测的规范
化和专业化程度不
高等原因，骨龄测试
因此会存在一定的
误差。

■ 名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