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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 徐海波

我们医院是2023年引进这套设备的，目前已经做了几百例检查，效
果非常好。

在传统磁共振检测中，成像信号来源于人体中的水质子，而人体肺部
充盈气体，是磁共振的成像盲区。就像我们平时开车一样，肺里没地图，
医生也不知道到底哪条路堵了，迷路了。

“人体肺部气体多核磁共振成像系统”让患者穿着特制马甲，吸入特质
的氙气，屏气3至5秒进行成像。氙气进入肺泡后，可以像氧气一样穿过组
织，进入血液与血红蛋白结合，这样就可以探测肺部的气血交换功能。

医生还可以看见氙气去了哪里，在哪里受阻，从而看清患者肺部结构。
就像是“开车”的医生有了导航，氙气穿过组织，并产生不同的磁共振

信号。它走到哪儿，我们就能看到哪儿。它充盈整个肺部，就像给肺画了
一张组织地图。

这样便可以分辨哮喘、慢阻肺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通气功能异常，
能够可视化、定量评估肺泡有多大、肺部的气血交换速率有多快、气血交
换膜有多厚等。这些参数对肺部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杨婷婷）

肺部气体多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对肺癌进行早期诊断

吸口氙气3秒钟“照亮”肺部

讲述人：磁共振波谱与成像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陈世桢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也位居我
国恶性肿瘤发病首位。及时对肺部疾病进行筛查，开展

“肺里缉凶”，事关人民生命健康。
胸透、CT等当前临床磁共振成像技术，信号来源

于我们人体中水的信号，而肺部是空腔组织，肺部成像
往往是一个无法看清的“黑洞”。这些传统的临床影像
检测设备，虽能看到肺里明显的肿瘤等病灶，但难以探
测肺部疾病早期气血交换功能和微结构的变化。肺部
似乎成了人体健康的“治安死角”，疾病种子容易在此坐
大成势，成为危及性命的元凶。

能不能研制出一套更精密的照亮肺部的设备，还肺
部一个“光天化日”，就能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疾病在
那里刚一冒头就被发现进而精准处置，实现肺部疾病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013年，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
究院研究员周欣在武汉牵头启动这种仪器的专项研制

工作，带领我们团队研发出了全球首台肺部气体多核磁
共振成像系统。它包含超极化技术、医用氙气体发生
器、可穿戴式成像探头等一系列突破技术。

现在，患者只要穿上件特制“小马甲”，吸口特制气
体，这台成像装备3至5秒后就能得到一幅其肺部磁共
振3D影像。

特别要说说这特制气体。它是作为肺部造影剂的
氙-129，安全无毒，在肺部功能探测方面又具有十分独
特的优势。将它吸入肺中作为磁共振的信号源，再通过
激光增强技术将氙气体信号显著增强，解决了肺部空腔
气体成像难题。最后所得的影像中，气体抵达肺部的位
置清晰可见，其肺部微结构等一目了然，对肺部疾病可
做到防患于未然。

目前，“人体肺部气体多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已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上海长征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全国十余家三甲医院和科研单位
开展临床应用研究。我们还在进一步研究，将该技术运
用于身体更多器官的检查。

【研发者说】 【大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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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世桢教授使用人体肺部气体多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做实验。

▲

扫码观看“肺里缉凶”。

■长江日报记者郝天娇

“小黄，又准备出发了啊。”
“马上过年了，我给您送副春联。”
22日8:30，在黄陂区木兰乡塔耳邮政

支局门口，黄芳兰麻利地将一捆报纸从副
驾驶拿到后排座椅。正收拾着，一名骑着
电动车的大爷老远就跟她打招呼，听到熟
悉的声音，黄芳兰麻利地从车里拿出一袋
春联笑着转头递给大爷，两人用一口地道
的黄陂话交流寒暄。

“收拾好了，上车吧！”黄芳兰招呼长江
日报记者坐上她的五菱宏光副驾驶，熟练
地插入钥匙、打火、挂挡、松手刹，伴随着发
动机的轰鸣声，记者回头看了看，车后座、
后备厢里塞着包裹、报纸，红彤彤的邮政特
制春联格外显眼。

黄芳兰是从广西嫁过来的，一头短发，
个头不高，笑容亲切，穿着背面印有“中国
邮政”的绿色冲锋衣。她跟记者聊天时说
的普通话带有南方口音，遇见村民，立马换
成熟练的黄陂话。

即将踏上的这条黄陂环木兰湖邮路，
是武汉最长的一条山水邮路，全长140公
里，她在这条路上风雨兼程了八年。

车速不快，每过几分钟，黄芳兰总能遇
到熟人，按两下喇叭，她愉快地跟车窗外的
村民打招呼，“今年儿子回来没得？您要不
要春联啊？”

黄芳兰说，刚刚遇见的大爷叫雷咏红，
是开小轮渡的。前六年她送邮件都是骑摩
托，要坐轮渡从木兰湖到庙店渡口，经常坐
大爷的轮渡，是老熟人了。

两年前，武汉市推进“快递进村”工程，
快递数量多了，塔耳邮政支局为黄芳兰配
备了这台面包车。

“以前有些重物、大件，用摩托装不上，
现在只要车里能塞下，冰箱、电视机都可以
送。”她笑着说，“开车比骑摩托车舒服多
了！以前骑摩托，人都要骑‘飞起来’！”

下车送完快递，她摊开两手给记者看，
微微弯曲的关节，是常年握摩托车车把留
下的痕迹。

环木兰湖邮路沿途有12个行政村，每
个村有一个“快递点”和一个“报纸点”，加
上私人订报纸，算下来，黄芳兰一趟要跑将
近30个点位。

有的站点，身穿制服的村委会工作人
员会出门迎接，黄芳兰抱着一捆报纸和春
联递给他们，寒暄几句；有的站点没有人，
黄芳兰就将快递摆放在桌上，打电话让村
民来取；有不少老人听到车子的声音老远
就跑出来挥手，接过报纸和春联，还会拉着
她问“小黄要不要留下来吃饭”。

快到11时，黄芳兰来到最后一站——
椿树岗村。刚进村，她就惦记着要去一对
空巢老人家看看。“前两天他们电视机调不
出来图像了，我帮着弄好了，不知道现在他
们会不会开。快过年了，老人家喜欢一直开着电视，显得
家里热闹一点。”

送完最后一单，黄芳兰熟练地打开一家院子上虚挂
着的锁，对着窗户喊：“有人不？”无人回应，她摇摇头走
了，“我明天再来。他们应该是给孙女寄生活费去了”。

黄芳兰说，67 岁的邓玉环和 70 岁的胡云珍儿女都
在外地工作，总让她想到自己远在广西的父母，她时不
时会为老人带来一些米面粮油，还帮忙抓鱼、炒菜、修电
视机……跟老人家关系处得很好。

11:30，黄芳兰结束了环湖一圈的投递工作，驾车驶
回塔耳邮政支局。简单吃过午饭，她又忙着社会快递的
分拣。当天下午要跟公司同事吃团年饭。

黄芳兰说，春节期间她不休息，每天都会去村里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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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杨蔚 通讯员吴迪 李均权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走进位于武昌区解放路司门口的百年老
字号曹祥泰，顾客络绎不绝，店铺里，京果、酥糖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市民郭阿姨提了两袋京果放进购物篮。她笑着说：“从小到
大，我们家过年都会吃京果，我父亲93岁了还惦记着这口。”

京果表层雪白，内芯金黄，形似蚕丝，咬之酥脆，与酥糖、杂糖并
称江城人民过年必备年货“老三样”。

曹祥泰老店员林汉桥介绍，过年“老三样”中数京果最受欢
迎，每天能卖一千多袋。这一备受市民喜爱的年货美食，生产工
序最早可追溯至三伏天，且发酵技艺百余年未变。

“我们一直使用老式的传统发酵技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靠
自然太阳照射的温度来发酵糯米，不需要任何添加剂。我在曹祥
泰工作了将近50年，这种发酵方法从未改变。”林汉桥说。

每年进入三伏天，意味着过年的京果要开始准备了。在曹祥
泰生产车间的顶楼，会摆满约30个直径一米多的大缸，里面泡着
的糯米，便是京果的原材料。

林汉桥介绍，京果的原材料十分讲究，要用产自湖北本省的
上等优质糯米，且必须是长糯米，才能保证口感。

“在夏天地表温度接近40℃的时候，把糯米泡在水缸里，自
然发酵15到20天，发酵到轻轻一捏就碎的程度。这种京果炸出
来中间都是带网状的，吃起来酥。”林汉桥说。

糯米发酵后再晒干贮存，待到天气渐冷的10月至11月，就用
发酵好的糯米制作京果。

林汉桥说，这时要把糯米先泡水再沥干，用机器碾成粉末，先
把其中一部分煮熟，再和生粉末一起和成面团，这样黏稠度最
好。面团切成小块后，下锅油炸至外表色泽金黄、内部像丝瓜瓤，
京果的果坯就做好了。

果坯还需要挂浆裹粉，才能成为京果。“果坯油炸时要做两手
准备，一边是熬一锅糖，一边是用绵白糖和糕粉混合成糖粉。把
出锅的果坯浸泡在糖浆中搅拌，确保每一只都沾上糖浆，再放在
糖粉中‘滚雪球’，这样京果就做好了。”林汉桥说。

林汉桥今年68岁，1977年参加工作时，他就在曹祥泰制作京
果，如今48年过去，他成了曹祥泰的研发顾问。这些年来，京果
的外观和味道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则由纯人工向半机械式改进。

林汉桥回忆，刚进入曹祥泰时，包括糯米碾碎成粉末，还有果
坯挂浆后的“滚雪球”环节，工人们只能用手工操作。

“那时我们还是纯靠人工，把果坯放在筛子里摇，不仅费劲，
产量也出不来。”林汉桥说，计划经济时期凭票买京果，每个人半
斤，曹祥泰要供应整个武昌区，每到过年就忙得不可开交。20世
纪80年代后有了简单的机器设备，效率和产能都逐渐提高。如今
过年期间，曹祥泰每天可产出700斤到800斤京果。

开业于1884年的曹祥泰，历史已超过140年。守正，还要创
新。除了改进生产方式，近年来曹祥泰还在更重要的产品理念上
有所拓展。以糕点甜食闻名的曹祥泰，店铺里还卖起了熟食。在
卤味腊货区，可以看到风干武昌鱼、酱香风干翅、广式腊肠等。在
现炸窗口，更是有许多市民在早上排起长队，准时守候每天10时
新鲜出炉的第一锅炸圆子。

“与传统肉圆子不同的是，我们店里的肉圆子馅料里增加
了马蹄，用青虾仁替换鱼肉，减轻鱼腥味，鲜嫩多汁、清爽不
腻。”武汉曹祥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品牌营销经理李均权介
绍，曹祥泰不断拓宽产品种类，在去年研发出鲜肉青虾糯米丸
等多种炙手可热的熟食产品。在解放路门店，每天超过 700 人
购买熟食产品。圆子一天最多卖出 300 多斤，与绿豆糕销量基
本持平。

（参与采写：张锦涛）

过年美食京果从三伏天就开始做
以糕点甜食闻名的曹祥泰卖起了熟食

■长江日报记者李亦中 通讯员魏涵玉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药方。眼下正是吃萝卜的季
节，武汉人的年饭餐桌上，自然少不了青山建设萝卜。

青山建设萝卜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以美、水、响、甜为特
点，成为青山美味的代表。

走进青山区八吉府街道武惠堤旁的崇阳村，遍地都是村民
种植的萝卜，郁郁葱葱。

崇阳村党支部副书记付道奎骄傲地说，600多年前，他们的
祖辈落户于此，开始了崇阳人世世代代种植萝卜为生的历史。
崇阳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萝卜村”。

付道奎从地里随手拔起一个萝卜，洁白光滑的外表，匀称
适中的个头，还带着一丝泥土清香，一下子勾起了人的食欲。

付道奎介绍，2017年以前，崇阳村归属洪山区建设乡管辖，
所以萝卜也称为建设萝卜。建设萝卜有三绝：一是外形美，体
型匀称，表皮光滑白如玉；二是水分足，鲜嫩多汁，肉质细腻；三
是味道甜，生吃清甜脆生生，煨汤甘甜糯无渣。这三绝成就了

建设萝卜经久不衰的种植历程。
“建设萝卜的‘三绝’，是大自然对崇阳人的馈赠。”付道奎

说，浩荡的长江从这里奔腾而过，在八吉府街道拐了个大弯，形
成了一片广阔的油沙土壤的冲积平原。冲积平原的土质松而
不沙、油而不结，而且土壤十分肥沃，造就了崇阳村得天独厚的
萝卜种植环境，加之长江水的滋润和灌溉，使得建设萝卜在品
质上更加出类拔萃。

在崇阳村，家家户户都种萝卜。付道奎说，建设萝卜以
前远销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如今主要满足武汉市场需求。

在崇阳村，家家户户常备的一道菜便是“萝卜响”。
萝卜响也就是萝卜干，吃起来“嘎嘣嘎嘣”响，崇阳人称之

为“萝卜响”。用从地里采收的新鲜萝卜做出来的萝卜干更香、
更脆，所以有了这个美称。

“萝卜是崇阳人的心头菜。”付道奎说，为了延长萝卜食用时
长，崇阳人将萝卜腌制成酱菜，成为别具风味、百吃不厌的下饭菜。

付道奎介绍，“萝卜响”自然是选用崇阳村生长的“黄州萝
卜”品种来做，这个品种的萝卜质地紧密，水分相对较少，最适

合做萝卜响了。
把刚拔出来的萝卜洗净，削掉头尾的蒂结，再切成宽二三

厘米、长10厘米左右的萝卜条即可。把切好的萝卜摆放在阳
光下晒上5天左右，撒上适量的盐，装入玻璃罐或陶瓷罐里，紧
紧地压实、密封，10天以后，就可以开吃了。

“‘萝卜响’也可以改造成萝卜丁，拌入武汉人最爱的热干
面里，也是难得的美味。”付道奎说，崇阳村计划开展萝卜深加
工产业，让萝卜成为村民们的“致富菜”。

蒸，炒，炸，炖，煮……萝卜因其营养价值被人们做成各种
各样的美食。

在青山钱掌柜餐厅，建设萝卜更是被用来制作成了“萝卜宴”。
钱掌柜老板熊伟涛介绍，他们的萝卜宴有多达 20 种菜

肴：用萝卜雕成神采奕奕的“龙下九天”，龙身色泽鲜艳，龙形
栩栩如生，让人食欲大增；水汪汪的萝卜与牛骨搭配熬成萝
卜牛骨汤，口味咸鲜，滋阴润脏；外焦里嫩的象形萝卜酥，爽
脆开胃的凉拌萝卜丝，香甜软糯的萝卜圆子，滑嫩爽口的萝
卜丝虾滑，鲜得微辣的牛肉酱萝卜丝，不
膻不腻的萝卜响炒牛肚，脆而不坚的香
煎萝卜饼，浓香四溢的鸡汁萝卜……一
道道萝卜菜让食客大饱口福。

“建设萝卜备受欢迎。每一桌客人几
乎都会点上一个萝卜菜，钱掌柜在青山开
设了几个店子，每个店子每天都得用上几
十公斤的建设萝卜。”熊伟涛说。 扫码看视频。

外形美 水分足 味道甜

600年历史的“建设萝卜”暖到胃

▲ 黄芳兰（右）将快递送到老
人手中。长江日报记者郝天娇 摄

▲

扫码看视频。

曹祥泰京果。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衡 通讯员周雄 张栋）1 月 23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布 2024 年度绿色制造名
单，蔡甸经济开发区成功跻身“国字号”绿色工业园区，成
为武汉市首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绿色工业园区是绿色工厂和绿色基础设施集聚的平
台。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平均工业固
废处置利用率超过95%，实现了绿色低碳和循环可持续
发展。

蔡甸经济开发区现有市场主体3.1万余家，“四上”企
业516家，高新技术企业47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5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工业总产值近千亿元，
是蔡甸区高质量发展重要平台和工业经济主战场。

武汉冠捷公司是冠捷集团显示器产品主要生产基地
之一，年产 1500 万台显示器出口到全球 37 个国家和地
区。历时4年智能化改造，武汉冠捷相继引进人工智能、
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智能科技，搭建数据
可视化智能显示终端及数智工厂运营平台。

蔡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园区
先后支持博格华纳、冠捷显示科技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
工厂，隆达铝业获批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推动千子山循
环经济产业园打造成国内一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区，
中再生武汉循环经济产业园签约落户，以产业“含绿量”
提升发展“含金量”。

蔡甸经开区跻身
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