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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傳媒報道選手違規使用

興奮劑個案時，往往出現雙重標準。美國亞利
桑那州立大學傳媒專家里德，與私立利普斯科
姆大學傳媒學博士哈克於2022年的一項研究指
出，當美媒報道俄羅斯選手違規使用興奮劑，
往往會試圖將其歸咎於俄政府或體育機構。然
而報道美國選手違規，卻大多將其形容為個別
案件，絕口不提美國機構失職。
該研究發布於專注體育傳播領域知名期刊
《國際體育傳播雜誌》。里德稱，研究選取從
2012年至2013年，以及2015年至2016年間，
美媒合共422篇涉及體育興奮劑問題的紙媒報
道和電視廣播文稿。這些稿件約58%針對俄選
手，38%針對美選手，另有少數報道同時報道
兩國選手。

絕口不提美體育界濫藥情況
研究指出，當美媒報道俄選手服食禁藥時，
經常設法暗示俄體育界存在興奮劑問題。例如
2016年，俄鋼架雪車選手庫利科夫被查出服食
禁藥「米屈肼」，相關報道特別聲稱這種禁藥
「在獨聯體選手中很受歡迎」。美國全國廣播
公司（NBC）報道俄選手薩維諾娃和古利耶娃
因服食禁藥、被褫奪2012年倫敦奧運會成績
時，特別聲稱「俄田徑運動中存在結構性的興
奮劑問題和作弊文化。」
然而報道美選手服食禁藥時，美媒卻絕口不
提美國體育界的興奮劑氾濫情況。例如報道美

著名單車手岩士唐因服食興奮劑，被褫奪成績
並處罰終身禁賽時，美媒不但沒有質疑興奮劑
檢測不力，反而形容「沒有人能贏得7屆環法
單車總冠軍，而期間不違規服食禁藥。」
里德強調在興奮劑問題上，傳媒有義務

將興奮劑氾濫問題等背景資料，詳細
向讀者說明。然而美媒報道自家選手
服禁藥時，只會暗示政府或監管機構
「可能存在缺陷」，與報道俄羅
斯等競爭對手國家興奮劑醜
聞時的描述方式，可謂盡顯
雙標。

渲染「中國禁藥疑雲」威脅對WADA撤資

WADA強烈要求：
美反興奮劑機構徹底整改

美媒雙標：俄屬結構性問題
美僅個人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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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美 國 大 學 生 體 育 聯 盟
（NCAA）培養眾多奧運選手，卻在常規賽事中
僅遵循自設反興奮劑規定，許多規定中的限制還
不斷放寬。NCAA代表多數體育項目最高水平的
一級聯盟理事會決定，將大麻從禁藥名單中剔
除，對於因大麻素含量超標而未能通過藥檢的
NCAA選手，其禁賽令也自動被取消。

NCAA聲稱，大麻及大麻提取物大麻二酚
（CBD）或四氫大麻酚（THC），不屬於

NCAA 認 定 的 提 升 成 績 興 奮 劑
（PED）。美媒引述NCAA說法稱，

PED是可以提升運動表現的
物質，與大麻相關的常見副
作用包括感官變化、運動水
平波動和思維變化，並不屬
於提升運動表現。但運動專
家普遍指出，大麻屬於毒

品，且具有麻木疼痛等效果，並
非與提升運動表現不相關。

多次縮減禁賽懲罰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明確規定，大麻和大
麻素均屬於禁藥，陽性檢測標準設定為每毫升樣本大
麻素含量超過150納克。然而近年來，NCAA已多次

陸續放寬對大麻檢測呈陽性的懲
罰規定，包括將禁賽懲罰從一個
賽季大幅收窄至半個賽季，甚至
僅數場比賽等。
美國亦有奧運選手曾因違規吸
食大麻錯過奧運。女子短跑選手
理查森在東京奧運前，因大麻檢
測呈陽性被禁賽，未有參加東
奧。理查森辯稱，她並非不知道
大麻在WADA規定中屬禁藥，
但自己是因在參加奧運選拔賽期
間，聽聞親生母親去世後感到悲
傷，所以藉着大麻以「毒」消
愁。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USADA）曾暗中允許數名違規服
食興奮劑的選手充當「臥底」參賽，避開
禁賽懲罰，聲稱「臥底」可提供反興奮劑
情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上月
公布，USADA至少安排3名「臥底」選
手參賽，批評此舉違反國際規則和公平競
賽原則，強調沒有任何國際規定允許違規
選手以任何理由避開懲罰參賽。
路透社報道，WADA了解到3宗案件，

3名選手在2011年至2014年間被查出違
規，然而USADA並未懲罰他們。3名涉
事選手已退役，WADA出於私隱考慮沒有
披露他們的姓名，但強調USADA全程未
有向WADA告知實情，反而縱容違規選
手參加國際賽事。

WADA擬勒令取消排名獎金
WADA指出，涉事3人均為田徑選手，
其中兩人排名靠後，另一人知名度較高。
WADA強調，這名知名度較高選手違規服
食興奮劑充當「臥底」參賽，「其案件從
未公開、成績從未取消、獎金從未歸還，
更從未停賽。」WADA會考慮上訴，要求
取消該選手的成績，勒令其退還賽事獎
金。
報道分析稱，世界反興奮劑條例規定，
實質參與協助當局調查興奮劑違規問題的

選手，可
申請暫緩執行
部分禁賽令，
但 不 代 表 可 獲 豁
免。條例中沒有任何措
辭表明，違反了反興奮劑
規則的選手可隱瞞違規問題繼
續參賽、不受起訴或禁賽懲罰。
有份簽署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

USADA辯稱，美方的「臥底」選手
協助聯邦執法部門，為販毒案件調查提
供情報，卻避而不談違規選手為何獲准
參賽。USADA行政總裁泰加特稱，臥
底計劃是解決「更嚴重的系統性興奮劑問
題的有效方法」。USADA還一度要求
WADA結案，停止調查「臥底」選手，但
被WADA駁回。
WADA指出，允許違規服食興奮劑的選

手回到賽場，與遵守規則的選手同台競
技，「這顯然是錯誤做法。」泰加特則
稱，鑒於WADA的立場，USADA會避免
再次使用「臥底」策略，但美方仍堅持認
為該策略應當獲批執行。

WADA致函USADA理事會主席史密斯，信中指出，美國
有90%的運動員沒有得到具有國際標準的反興奮劑

系統保護，尤其是大學生運動員和職業聯賽運動員，外國大學生運
動員在美國訓練甚至被稱為「度興奮劑假期」。他們在奧運會等國
際大賽上競逐，對其他選手並不公平。即使被納入國際反興奮劑體
系下的運動員，每年接受USADA的檢查數量也嚴重不足。

部分做法明顯違反條例
信函還指出，USADA以所謂「獲取情報」為理由，讓嚴重興奮
劑違規的運動員以「臥底」身份繼續參加比賽，甚至取得獎牌並獲
得獎金，這種做法明顯違反了《世界反興奮劑條例》。
WADA強調，由於美國全國大學體育協會和職業聯賽不受《世界

反興奮劑條例》管轄，因此其麾下運動員受到的反興奮劑監管「遠
低於國際承認的標準」。而全國大學體育協會成員學校的很多學生
運動員，都成長為具有世界水平的選手，單是巴黎奧運，美國代表
團便有四分之三的選手來自大學體育系統，「即使USADA行政總
裁泰加特也承認大學反興奮劑系統的不足。」
USADA反興奮劑力度不足，還影響海外選手公平競賽，泰加特
更宣稱，在美國訓練的外國選手受限寬鬆，相當於「度興奮劑假

期」。在巴黎奧運上，有來自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

過1,000名外國大學生運動員，是曾經、正在或即將在美國訓練，其
中來自26個國家和地區的272人，拿到合計330枚獎牌。

別國選手檢測量遠超美國
美國選手興奮劑檢測數量極少，也表明USADA監管不力。WA-
DA統計去年全年，美國僅有3,011名運動員接受7,773宗檢查，
「與美國參加奧運的代表團規模相比，數字令人失望。」 WADA指
出，法國反興奮劑機構僅使用USADA大概三分之一的預算，執行
的檢測數量卻遠超美國，中國、英國、俄羅斯和意大利檢查數量也
比美國多。
WADA亦批評，USADA本身反興奮劑力度不足，卻試圖令美國
運動員認為「外國對手不夠誠信」。通過與歐洲和其他地區執法機
構合作，WADA得知美國是巨大的興奮劑銷售和分銷市場，「這不
但是體育圈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WADA最後指出，在32個
來自歐洲、非洲和亞洲的國家和地區反興奮劑機構來信要求下，
WADA今次致函，要求USADA整改自身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政客頻頻試圖長臂管轄、
控制國際體育界。美國會議員今年7月底提出「恢復

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信心法案」，宣稱美方
不滿WADA處理所謂「中國禁藥事件」，會扣起美國政府
每年向WADA支付的約340萬美元（約2,651萬港元）資
金，試圖藉此威脅WADA，在反興奮劑領域用自身
規則代替國際規則。
國際奧組委今年嚴厲警告，若美方不

尊重WADA在全球反興奮劑領域的最高
權威，奧組委會考慮取消鹽湖城的2034
年冬奧主辦權。美國參眾兩院的兩黨議
員隨即提出該法案，當中呼籲白宮國家
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採取所謂「永
久權力」，由其進行WADA獨立性
評估，若發現WADA缺乏獨立性，
就可停止向其提供資金。

法案更聲稱若白宮國家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得出WADA
存在不當行為的結論，該法案會推動美國爭取在WADA執
行委員會中獲取席位，直接干預WADA各項行動。美議員

稱，法案最終目標是授權美國機構使用
任何工具，確保WADA擁有美國信任的

獨立治理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 世界

反興奮劑機構（WADA）近日在

給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SADA）的一封信

中，強烈要求對方針對長期以來反興奮

劑工作上的不足，尤其是大學生體育的反

興奮劑工作，進行「全面徹底」整改。WA-

DA強調其不懼政治干擾，會繼續無畏公正

地執行《世界反興奮劑條例》，與運動員

等體育界人士、國家和地區反興奮劑組

織以及政府部門保持合作。

●美媒報道岩士唐服食興奮
劑，並沒有質疑檢測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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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每年接受USADA的檢查數量嚴重不足。 網上圖片

批檢測量嚴重不足 大學訓練如「興奮劑假期」

●美國田徑運動員奈頓，3月被發現類固
醇陽性，但USADA決定不實施禁賽處
罰。 網上圖片

●USADA總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