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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有强
“十二五”期间，中国科技创新一些关键

指标跃居世界前列，2015 年科技进步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增长到 55.3%， 全社会研
发支出超过 1.4 万亿元、 比 2010 年翻了一
番，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是 2010 年的
3.3 倍。

走进北京展览馆， 墙上挂着一组图片数
据，令人印象深刻。 6 月 5 日，以“创新驱动发
展，科技引领未来”为主题的国家“十二五”科
技创新成就展，举行媒体记者参观专场，众多
展现了我国 5 年来科技创新改革最新进展和
成果的科技产品悉数亮相。

流连于各个展区间， 记者既强烈感受到
我国在科技前沿的创新和进步， 又体会到科
技助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 “生产力”作
用，还见识了它与社会民生、百姓日常的紧密
关联。

“国之重器”，抢占科技制高点
长 3.5 米，重 1.5 吨，通体鲜黄色，头尾各

有两个红色“鱼鳍”型推进器，外形酷似电影
《海底总动员》里的小丑鱼 NEMO。在海洋科
技展区，“潜龙二号”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 4500 米级自主水
下机器人，“潜龙二号” 能够在复杂的海底环
境下自主航行作业， 单次下潜最大探测时间
逾 32 小时，创下了中国深海自主水下机器人
之最。

除了“潜龙二号”，“蛟龙号”、“蛟龙号”核
心的巨大钛合金球形舱、“海马号” 无人遥控
潜水器、深海滑翔机“海燕”和“海翼”等整个
“深潜家族”都聚到了北京展览馆，来了个“全
家福”。 “深海尖端科技的展品还从未这样齐
全。 ”展区工作人员介绍说。

不仅是“深潜家族”，包括许多体积庞大
的“国之重器”，都是第一次与公众见面。作为
我国在 2006 年确定的 16 个重大科技专项项
目之一，大飞机专项一直备受关注。 2015 年
11 月 2 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
首架机总装下线，为首飞奠定坚实基础，订单
已达 514 架。在展会上，大块头的国产大飞机
运-20 和 C919 以大模型的方式登上展台 ，
“霸气十足”。

此外， 中国商飞公司还从实验室直接搬
来了未来智能驾驶舱。 观众可以坐进舱内驾
驶， 感受前后左右的摆动， 仿佛正在云中穿
行。 C919 总设计师吴光辉表示，将来飞机的
智能驾驶舱都会采用超宽超大触摸显示屏，
以触摸和语音控制作为主要控制方案， 并集
成增强型态势感知技术， 可以实现驾驶舱的
智能控制。

在展览现场， 记者看到了中国科技创
新多项第一的科技产品实物或者模型 ：世
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
置的人造小太阳； 连续 ６ 次位列国际高性
能计算 TOP500 排行榜第一的天河二号超
级计算机；运营里程世界第一，成为引领世
界高速列车科技与产业发展“火车头”的中
国高铁……

据展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国之重器”
都是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取得的世界先进水
平的重大创新成果， 展现了国家尖端科技实
力，对于扩展我国战略发展空间、抢占科技创
新与产业竞争制高点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科技创新，窥见产业升级风向
科技创新引导着产业升级的方向。 在此

次科技成果展中，透过不少科技展品，我们可
以一窥中国产业升级的风向。

2015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
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在“高档数
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展区内，大到如同一
座小山的 “大型快速柔性全自动冲压生产线
模型（比例 1:20），小到只有一个巴掌大的机
器人减速器， 无不透露着中国正从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挺进的印记。

在一个约 2 米长、1 米高的白色机床前，
数控机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卢秉恒
院士告诉记者：“这是带 AB 轴的五轴联动加
工中心， 能够完成大型飞机复杂零件的高效
加工。 原来进口这样一台设备至少得花 2000
多万元。即便买到手，也是在外方的‘监控’下
使用。后来我国大飞机计划启动以后，他们就
不卖给我们了。 ” 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攻
关，我国不仅掌握了生产该设备的核心技术，
还成功实现了产业化。

而在“加快高新技术研发应用，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展区内，一台大直径硬岩隧道掘进
机（TBM）模型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这台我国

自主研发的国产首台大直径硬岩隧道掘进
机，攻克了大直径 TBM 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能够快速实现硬岩隧道开挖、出碴、支护作业
一条龙， 整机性能和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并实现出口，引
领了隧道掘进装备国产化和产业化迈入新的
里程。

成果展品，造福百姓生活
在本次科技成果展中，不仅有“上九天揽

月，下五洋捉鳖”的技术，引导产业转型风向
的项目， 还有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产
品。

在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展区外， 不少人驻
足观看。 过去， 传统骨科手术需要先借助 X
线诊断设备，经反复透视，然后依靠医生的空
间想象和徒手操作确定螺钉置入路径。“医生
隔着肉、隔着皮，很难观察骨头内里的三维结
构，给手术精准操作增加了难度。 ”北京积水
潭医院院长田伟介绍。

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能够开展四肢、骨
盆骨折以及脊柱全节段手术的骨科机器人系
统，它没有庞大的躯干，却有着一对可多维度
转动的灵活机械臂。 “精确度高达 0.8 毫米，

降低术中辐射 70%以上 ， 提高手术效率超
20%，还能减少失血量和术中组织创伤，真正
实现骨折的微创内固定治疗。 ”田伟说，该系
统目前已在 10 多家医院的逾 2000 例临床手
术中使用， 具有从经验型手术向智能辅助手
术迈进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出行离不开汽车，
但汽车的尾气排放污染又是一大问题。 在
新能源汽车展区，一款“秦 EV”纯电动轿车
正在接受公众的打量和体验。 这款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搭载自主研发的永磁同步高效
率高转速电机， 综合工况续驶里程 300 公
里， 可直接利用整车电量实现对外部用电
器供电， 能够满足多数用户上下班或长途
驾驶需求。

据了解， 我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整体发展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示范推广规模不断扩大，保有量居世界第一，
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科技创新为改善民生福祉提供有力保
障。 以往一些不为公众熟知，却与百姓生活
紧密相关的集成电路技术、 生物工程角膜、
抗肿瘤新药等也集体亮相展览，与公众近距
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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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亚波

5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提出，“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
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
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 在举国欢呼中国
科技迎来腾飞新机遇的同时， 审计机关也责
任重大，并应积极有为。

总书记提出，科研经费、科技管理体制要
为科学家创新服务。 李克强总理也在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指出， 要给广大科研人员必要的
自主空间和自主权，让他们独立自主决策，科
学有效管理，尽量少干预或不干预。审计也应
减少不必要的审查， 并以全新的视角评价科
研经费支出。

一直以来， 审计机关高度关注科研经费
的使用， 查处了大量侵占挪用和非直接用于
科研支出的问题。 而科技经费投入的绩效评
价，主要看当地政府的科技经费投入产出比，
倍数比越高，往往被认为投入越值。但与此同
时，也存在着忽视基础投入、考察年限不够科
学的局限性。

推动科技创新，优化基础研究，需改革学
术评价体系， 也需要改变审计对科研经费使
用的评价机制。 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
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审
计要树立科学发展观， 多研究了解科研支出
的内在规律和独特性， 正确处理好长线基础

投入与间接费用、“人头” 经费及专项经费的
关系、 应用研究产业的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
的关系， 以及不同创新主体因协作而产生的
利益分配与个别套取科研经费的区别。

对科技成果的转化， 审计需明确监督的
重点。具体而言，就是既要抓好科技成果产权
制度改革这个“最先一公里”，也要通过完善
成果转化的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解决好“最
后一公里”。 审计应该重抓两头，关注国有产
权和收益分配改革，做好相应的监督。

此次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带来的变化是多
方面的，审计要密切关注并适应。如预算管理
的变化：中央财政简化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将
直接费用中多数科目预算调剂权下放给项目
承担单位， 项目年度剩余资金可结转下年使
用，最终结余可按规定留用。又如人员费管理
的变化： 用于人员激励的支出占间接费用比
例从原来最高 5%提高到 20%，对劳务费已不
设比例限制，参与人员均可按规定标准支取。
再如差旅费管理的变化：不简单比照机关，将
合理研究制定管理办法， 确定业务性会议规
模和开支标准等。

当然，我们讲全面服务科技创新，并不是
说审计对发现的大小问题都不管了，“放管结
合”同样适用于审计服务。对那些造假也通过
审批的、 不论证也立项的、 没条件也得资金
的、未完成也通过验收的种种骗取、侵吞项目
经费的行为， 审计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并
移送。

一切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审计方法， 都值
得我们去研究、探索，只要本着尊崇科学规律
的原则，坚持服务科技创新、服务经济主战场
和国家重大需求， 审计定能在建设科技强国
的道路上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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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手机还使用 ３Ｇ、４Ｇ 技术的
时候， 未来 ５Ｇ 时代的技术标准在第一届全
球 ５Ｇ 大会上再次成为关注热点。 那么何为
５Ｇ？当前 ５Ｇ 研发的全球形势如何？中国处于
什么位置？

５Ｇ 时代

５Ｇ 是英文“第五代”的缩写。在移动通信
领域，第一代是模拟技术；第二代实现了数字
化语音通信；第三代是人们熟知的 ３Ｇ 技术，
以多媒体通信为特征；第四代是正在铺开的
４Ｇ 技术，其通信速率大大提高，标志着进入
无线宽带时代。

５Ｇ 技术目前尚无明确定义，但业界认为
５Ｇ 并不是单一或全新的无线接入技术，而是
多种新型无线接入技术和现有无线技术优化
集成后解决方案的总称。

５Ｇ的特征是传输速度更快， 如现在用 ４Ｇ
网络要数十分钟才能下载的一部高清视频，到
５Ｇ时代可能只需数秒就能下载完。这将为建立
“超联通社会”奠定基石，目前尚处雏形中的物
联网、 智能城市等概念将借助前所未有的高速

无线传输技术变得触手可及， 智能手机在大众
日常生活中也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国际形势
国际电信联盟（简称“国际电联”）曾制定

了 ３Ｇ 和 ４Ｇ 准入标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国际
电联在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通过决议，正
式制定关于 ５Ｇ 发展的“ＩＭＴ－２０２０”路线图。
根据这个时间表，国际电联将在 ２０１７ 年开始
征集 ５Ｇ 技术方案 ，５Ｇ 标准化工作不晚于
２０２０ 年完成。

梳理电信发展史， 此前每代通信技术从
研发、标准制定到最终投入商用大约历经 １０
年时间。 不过从目前趋势分析，５Ｇ 时代已不

需等待这么久。各大电信强国正提前布局、抓
紧研发， 世界主流通信运营商和制造商期望
在 ２０２０ 年左右实现 ５Ｇ 商用。

比如韩国政府在 ２０１４ 年设立由各方代表
组成的 ５Ｇ 论坛，预计韩国三家最主要电信运
营商将于 ２０１７ 年开启 ５Ｇ 试用项目。 欧盟在
“地平线 ２０２０”科研规划中划拨 ７ 亿欧元支持
５Ｇ 发展， 欧洲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公司的
目标是 ２０２０ 年实现 ５Ｇ 商业服务。 在北美地
区，美国最大的无线电信运营商韦里孙公司提
出 ２０１７ 年上马有限的商业试点服务。

中国力量
回顾电信发展史， 中国曾长期是国际潮

流的追随者。 但在 ４Ｇ 时代，中国参与制定国
际标准，做到了与国际潮流同步。 对于 ５Ｇ 时
代，中国非常重视，“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
提出要积极推进 ５Ｇ 发展 ，２０２０ 年启动 ５Ｇ
商用。

在 ５ 月 ３１ 日于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球
５Ｇ 大会上，中国 ５Ｇ 推进组与欧盟 ５ＧＰＰＰ、韩
国 ５Ｇ 论坛、日本 ５ＧＭＦ、美国 ５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共同探讨了引导全球统一的 ５Ｇ 技术标准，促
进全球 ５Ｇ 产业及应用发展等问题。

中国的华为 、中兴等企业如今在全球
电信行业具有重要地位 。在今年 ２ 月于巴
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它们
展示了各自的 ５Ｇ 技术远景 ，华为提出了
４．５Ｇ 过渡方案 ， 中兴展示了 ｐｒｅ５Ｇ 过渡
方案 。

正如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所言，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是中国发展的“工业革命”
式新机遇。在全球竞争面前，更多中国企业和
科研机构正积极推动 ５Ｇ 研发， 中国有望成
为 ５Ｇ 时代的“领军者”。

（综合新华社记者报道）

世界关注的 ５Ｇ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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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提升小麦产业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黄哲雯）近日，中国农科

院在河南新乡举办小麦绿色增产增效技术
集成示范观摩，集中展示 7 项核心技术，实
现了节水、节种、节药、节肥、全程机械化的
目标。

小麦绿色增产增效技术集成模式研究
与示范项目由作科所牵头， 今年该项目集
成了节水优质小麦新品种、 小麦规范化精
量播种、 测墒补灌节水、 测土配方减量施
肥、病虫草害防控、全程机械化生产、品质
分析与监控等 7 项关键技术，结果表明，示
范区平均每亩减少浇水 1 次、节水 40 立方
米， 种子用量从 15 公斤以上降至 10 公斤
左右，农药肥料施用量进一步减少。

循环经济风火工程获优质奖
本报讯 近日，由蒙东能源申报的霍林

河循环经济示范工程 2×35 万千瓦超临界
火电机组及 30 万千瓦风电项目，荣获 2016
年度“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

该工程打通了霍林河循环经济产业
链， 形成了年就地消纳劣质褐煤 1000 万
吨、180 万千瓦火电、30 万千瓦风电、81 万
吨电解铝产能的煤电铝产业集群， 获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蒙
东能源积极探索能源企业低碳、 绿色的发
展模式，有效利用了霍林河丰富的煤炭、风
能资源， 通过建立智能局域电网和低碳创
新实践，形成了劣质褐煤就地发电转化，大
比例消纳风电的绿色产业链。

（张海啸 陶红丽 史兴旺）

“互联网+”创新学习模式
本报讯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呼

和浩特铁路局集宁机务段党委推行 “互联
网+”学习模式，采取“学、问、答、奖、评、议、
看”的形式，确保党员教育不放松。

学，即各党支部利用微信平台以“微党
课”的形式制作专题内容；问，即各党支部
利用微信平台开展知识竞赛；答，即各党支
部组织党员进行抢答后对题目进行解读；
奖， 即各党支部对答题全部正确且速度最
快的前 3 名进行奖励；评，即各党支部以党
小组为单位对党员参与率及正确率进行统
计和评比；议，即各党支部要求党员在微信
群里分享自己的学习收获；看，即制作党内
优质品牌的微视频。 （赵逸龙）

感受沂蒙精神增强党性修养
本报讯 近日, 山东东阿县地税局组织

50 多名党员干部赴临沂党性教育基地进行
现场教学，切身感受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
自觉接受党性和革命传统教育， 增强党性
修养。

活动期间， 党员干部先后赴孟良崮战
役纪念馆、“沂蒙六姐妹”事迹展馆参观。 学
习过程中,党员干部被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
物和一幅幅生动的照片所吸引,一次次被革
命先烈们剖头颅洒热血的伟大壮举所震
撼。 大家一致表示,要以这次现场教学为契
机,传承英烈精神,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
信念，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水平，适应
新常态，干出新成绩，更好地发挥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张少先 王忠）

科技小设备发挥安全大作用
本报讯 通辽工务段引进先进的线路

维修小设备，充分发挥科技保安全作用，为
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这个段为新成立的检查车间购置了两
台便携式钢轨轮廓检测仪， 实现了轨道状
态和质量检测从人工测量向科学测量的转
变；购置的 3 台轨道几何状态检测仪，大大
提升了钢轨几何尺寸的检查精度； 为各级
检查员配发 3G 手机， 实现了隐患传输及
时、分析及时、整治及时。 此外，录音笔被应
用到班组早点名、晚收工中，督促班组严格
执行作业流程； 水准仪与大型机械捣固相
结合，促进了作业质量显著提升。 这些仪器
和技术的推广使用，使流程管理在安全、效
率、成本上更有保障。 （于雷）

细致入微关爱女工权益
本报讯 日前， 中航工业新航豫北公

司为准妈妈们建置的孕妇休息室正式挂
牌 ， 这一关爱女工权益的温暖举措受到
好评。

新航豫北公司女工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20%，她们分布在公司的各条战线上，发挥
着“半边天”的作用。 为切实关爱孕产期女
工，保障“三期 ”女工特殊权益 ，从今年开
始， 豫北公司工会在豫北艾迪威新厂区出
资打造了孕妇休息室。 每个孕妇休息室都
安装有空调， 放置床铺、 书架和盆景等设
施，与之配套的还有被子、小夜灯、小桌椅
等用具， 并设计制作孕产期注意事项宣传
资料，提供适合孕妇阅读的书籍。 （王坤）

助力科技创新
审计责任重大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科技前沿的创新和进步，也能体会科技助力经济发展与
产业升级的“生产力”作用，还能见识它与社会民生、百姓日常的紧密关联———

体验国家级科技盛宴

在 6 月 8 日第七个世界海洋日到来之前，江苏淮海工学院组织“大手拉小手保护
蓝色家园”活动。 该院大学生志愿者带领连云港市师专三附小学生看大海、逮海蟹、捉
海虾，旨在让孩子们了解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了解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小树立海
洋环保意识。

图为小学生正在参观海洋鱼类标本。 张玲 周锦忠 摄

树立海洋环保意识

一直以来， 人们都知道鸟儿和很多动物
都有着很强的方向感，但却不知其生命体的
神奇所在。 前不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谢灿课题组在《自然材料》杂志在线发表论
文，公布了“动物感知方向源于磁感应蛋白”
研究成果，预示着研究生物“第六感”之谜或
被揭开。

该课题组通过对果蝇基因组试验， 发现
了一种蛋白质复合体，可以让动物感知地球
磁场，从而找到方向。 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
磁感应蛋白（MagR），同时，这种蛋白会和光
敏隐花色素蛋白（简称 Cry）的组成部分结合
在一起。 试验发现，只有磁感应蛋白与光敏
隐花色素蛋白相结合，才能使动物对地磁场
具有感知能力。

由 MagR 这个蛋白形成了一个棍状的
结构， 这个棍状的结构相当于一个指南针，
它本身是具有磁性的，能够对地球的磁场进

行反应， 但是它的作用需要 Cry 共同作用，
因为 Cry 是感官蛋白，要来感应到 MagR 对
地磁场的反应，共同作用在一起，从而形成
光磁耦合的地磁感应机理。而这一切共同构
成了此次研究的磁感应模型：生物指南针模
型。

在人类科研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型，

第一次找到了磁感应受体， 它存在于动物的
视网膜中， 为动物能感到地球磁场而辨别方
向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答案。

重要的是，早在 2008 年就已有研究成
果显示 ， 当果蝇的光隐花 色素蛋白 Cry
基因被突 变之后 就失去了感磁 能力 ，这
为谢灿的研 究提 供了非常好的 切入 点 。

在这一基因被确定之后 ， 谢灿课题组对
基因数据库进行了筛查 ， 发现这种基因
在目前已经被人类发现的任何生物中都
具备 ，并且从昆虫到人之间差距很小 ，数
据十分保守 。 “所以我们认为 ，磁感应受
体从昆虫到人都具备 ， 只是迁徙动物因
为在进化中受到自然选择的压力 ，磁感应

能力更强。 ”谢灿说。
自然界的动物，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老

师 。 人类利用飞鸟原理制造了飞机 ，利用
蝙蝠捕食的原理发明了雷达 ，利用鱼儿的
生理机制发明了潜艇 。 “动物感知方向源
于磁感应蛋白 ”这一研究成果 ，可以应用
到材料 、医学 、物理学等多学科领域 。 例
如 ， 可以利用磁场引导药物进行靶向治
疗 ，这对癌症来说或许可以成为替代化疗
的新疗法 ；可以通过磁性蛋白与其他功能
蛋白结合 ，利用磁场来控制细胞的生命活
动和动物的行为。

不过， 这一研究目前只初步揭示了动物
能感应地磁场的奥秘所在， 至于这是如何发
生作用的， 经过了怎样的过程传输到了动物
大脑，又是如何接受指令、做出方向反应的，
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景双善）

鸟儿为啥不会迷路

据新华社电（记者林小春）天文学家借
助哈勃太空望远镜最新发现， 宇宙的膨胀
速度可能比预期快出 ５％至 ９％。 如果这一
发现获得证实， 那么说明爱因斯坦的引力
理论———广义相对论不完整， 从而挑战现
代宇宙学的理论基础。

领导研究的是美国太空探测科学研究
所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天体物理学
家亚当·里斯，他曾因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
而与他人共享 ２０１１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里
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是 “令人吃惊的发
现”，将为理解宇宙 ９５％的不发光部分提供
重要线索，包括暗能量、暗物质和暗辐射。

在这项研究中，里斯等人对约 ２４００ 颗
造父变星和约 ３００ 颗 Ｉａ 型超新星的运动
进行了测算。

有“量天尺”之称的造父变星是亮度会
发生周期性变化的一类恒星， 因而可用于
测量星系等的距离。 Ｉａ 型超新星则是一类
爆发的恒星，其亮度基本恒定，所以在天文
学上也被当作“标准烛光”，用于计算遥远
星系的距离。

根据这些测量结果， 研究人员计算出
目前的宇宙膨胀速度，即所谓哈勃常数，约

为 ７３．２ 公里 ／ （秒·百万秒差距）。 每百万秒
差距相当于 ３２６ 万光年， 因此一个星系与
地球的距离每增加百万秒差距， 其远离地
球的速度每秒就增加 ７３．２ 公里。 最新数值
意味着，在 ９８ 亿年内，宇宙天体间的距离
将扩大一倍。

但问题在于， 最新哈勃常数与其他研
究得出的数值不吻合，美国航天局“威尔金
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和欧洲航天局“普
朗克” 卫星的测算数值分别比这一数值小
５％和 ９％。

研究人员对此提出了三种可能性：第
一， 暗能量推动星系相互分离的力度可能
超过此前的认识；第二，早期宇宙包含未知
的速度接近光速的亚原子微粒， 它们形成
的暗辐射驱动宇宙加速膨胀；第三，暗物质
拥有一些奇异的未知特性。

现有科学理论认为，诸如恒星等通常所
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质量的 ５％，剩
下的是占 ２５％的暗物质和占 ７０％的暗能量。
研究人员认为，最新发现将促使科学家重新
思考对宇宙的认识，尤其是与暗物质和暗能
量相关的概念，这也可能意味着爱因斯坦已
提出 １００ 年的广义相对论“不完整”。

宇宙膨胀速度可能超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