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
，

是现代重要的交通工具
。
现今的汽

车五花八 门
，

卡车
、

公共汽车和轿车 日夜川流

不息地在公路上行驶
，

是现代城市的一 大特

色
。

那么
，

汽车是谁发明的呢�

汽车的历史
，

距今也不过 ���多年
。

汽车

的发明
，

这要归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
。

工 业革命的初期
，

因为生产量的猛增
，

急

需大量的燃料
，

木柴没有 了
，

人们只得挖煤
，

大量矿 井的出现
，

地下水的渗透
，

急需抽出地

下水的机器
，

于是出现 了蒸汽机
。

英国托马斯
·

萨布里于 ����年就发明

并制造一 台蒸汽水泵
。

这种蒸汽水泵先把蒸

汽引入 一个容器
，

关上蒸汽阀门使蒸汽在容

器 中冷凝
，

造成部分真空
，

从而把矿井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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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容器中
，

关上水管阀门后
，

再引入高于大气压力的

蒸汽
，

把水从另一水管压 出去
。

尽这种蒸汽机性能不太

可靠
，

但它毕竟是世界上最早的蒸汽机
。

铁 匠托马斯
·

纽可 门于 ���� 年改进 了蒸汽机
，

被

称为
“
大气机

” 。

他将蒸汽汽缸和抽水汽缸分开
，

蒸汽通

入汽缸后内部喷水使它冷凝
，

造成汽缸 内部真空
，

于是

汽缸外的大气压力推动活塞作功
，

再通过杠杆链条等

机构带动水泵活塞
。
����年英国的大气机 已出 口 欧洲

各国
。

����年
，

詹姆斯
·

瓦特受到格拉斯哥大学化学教

授约瑟夫
·

布莱克的潜热和比热的理论启发
，

找到了

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办法
，

于是他改进 了蒸汽机
。

为了避

免在汽缸 中喷水而 降低汽缸 温度
，

把蒸汽的冷凝过程

安排在汽缸 以外的另一 个专门的容器 中进行
，

经试验

其结果非常成功
�不仅比大气机功率大

，

而且燃料消耗

还不到大气机的 ���
。

马克思说 �“
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 中翻转了整个世

界
” 。

蒸汽机是很好的动力机
，

于是人们同时又将蒸汽

机推广应用到交通工具上
。

�� 世纪 中期
，

人们试 图将可

燃性气体通入汽缸
。

采用可燃性气体的燃烧来驱动活

塞作功
。
����年

，

英国巴尼特发明了一种在汽缸中点

火的新方法
，

使用两个安装在汽缸外面的燃烧器来点

火的
。

这种点火方法在英国流行 了 ��余年
。

真正 的内燃机却是法国人雷诺首先发明的
。
这种

内燃机大体上与蒸汽机相似
，

代替蒸汽的是从阀门吸

入的煤气和空气的混合物
，

使用电火花引爆
，

然后排

气
。

德国人奥托在意大利巴尔察奇和马特乌奇的科技

成果 自由活塞式内燃机的基础上改进制成一 台比雷诺

发动机燃料消耗低得多的内燃机
，

在 ����年的巴黎世

界博览会上
，

奥托的产品获得金奖
。

戴姆斯于 ����年制造 了高速汽油发动机
，

转速可

达每分种 ���转
，

提高 �倍
。

戴姆斯又将这种小型高

速汽油发动机组装在 自行车和 四轮车上
，

同时使用 了

�
�

��� 的小型发动机
，

并于 ����年制造 出安装有摩

擦离合器的最早的四轮运货汽车
，

时速达 �� ��
。
����

年在坎修塔特开始生产汽车
。

这便是世界最早的汽车

了
。

同一 时间
，

法国的卡尔
·

本茨也制造 了内燃机和

安装有内燃机的汽车
。
����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哥

伦比亚博览会上展 出了本茨汽车
。

然而
，

汽车的大批量

生产却是在美国开始的
。

美国引进 了欧洲人制造汽车的技术
，

杜里雅兄弟

于 ����年首次制造成功美国第一 台汽车
，

行驶在麻萨

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上
，

比欧洲制造第一辆

汽车晚七八年
。

最初的汽车价格非常昂贵
，
只 能成为少数富翁的

奢侈 品
。
而美国人的基本想法是

�人类是平等的
，

别人

有汽车
，

自己也应当有
。

这就要求一切物品都要廉价地

制造 出来
，

才能满足人 们的要求
。

美国亨利
·

福特认

为
�任何喜欢汽车的人

，

都应该很容易地买到它
。

他也

是最早实现这一理想的人
。

福特从 �� 岁起就在底特律的一家机械 厂 当见习

工
。
����年

，

他被爱迪生电气公司聘为主任技师
，

他利

用业余时间 自己设计
，

利用手中的现成工具于 ����年

制造出一 台汽车
。

这台汽车的发动机是由蒸汽机排气

管连结两个汽缸
，

用两根传送带连结两个大小不 同的

车轮
，

行驶时可以任选两种不同的速度
。

但是这台车不

能后退
，

同时也没有制动器
。
����年

，

他创办了福特汽

车公司开始生产汽车
。

为了廉价生产大众化的汽车
，

他首先将汽车零件

标准化
，

并使许多加工机器实现 自动化
，

采用 了独特的

生产方式
“
流水线

” ，

目前这种方法 已推广到全世界
。

���� 年利用斜面来运送汽车部件
，
����年在装配线中

用传送带
，

用于发动机和车身底盘的装配
，

专门生产福

特 自己设计的
‘

，� 型福特车 ” ，

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

��世纪初
，

美国有汽车约 ����台
，

到 ����年就增加到

��万 台
。

俄 国的汽车工 业在沙皇时代就开始 了
，
����年

前
，

虽然兴建了 �座汽车制造厂
，

但直到 ���� 年前一

座也没有建成
，

仅有汽车 ����辆
。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后
，

斯大林鉴于
“
落后就要挨打

”
的理论

，

优先发展

重工 业
。

先后建成了莫斯科汽车公司
、

雅罗斯拉夫汽车

制造厂
、

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和高尔基汽车制造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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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履每么领导潮流

近年来
，

国际上轿车的发展走向又出现了一股新

潮流
，

即综合利用人类目前的科技成果
，

使轿车在外

观
、

功能
、

结构
、

动力燃料等方面发生了
“

兼容性变

化
” 。

汽车业界和新闻媒体对这种新型汽车戏称为
“
混

血儿
”
�������

。

目前出现的
“
混血儿

”
们大致可以划分

为 �大类型
�
一是外观和功能的兼容型 �二是混合动力

兼用型 �三是两种燃料并用型
。

外观及功能用途兼容型轿车是将行李车
、

轿车和

吉普车各自的长处结合为一体
。

人们对家庭用轿车所

需发挥作用的要求是多方面的
。

为满足一车多用的需

求
，

多用途车就应运而生
。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推出的
“ �

�

卯。 ”

轿车的后备箱可根据需要
，

最大可伸长出��
。�

，

便于装载高尔夫球具
、

野营帐篷
、

滑雪板等体育器材
，

是为适应家庭外出开展体育活动和野营等而设计的
，

但该型车的外观仍然是一辆地道的普通轿车
。

它是行

李车和轿车各自长处的结合
。

美国克莱斯勒推出的

��丫
‘

�������’’ 将轿车的外观和吉普车的性能结合于

一体
，

它由四轮驱动
，

既适合市内用
，

也适合于在沙漠

和山地行驶
，

还可以作跑车用
。

日本的丰田
、

本田
、

三菱 �家汽车公司则在开发 混

合动力型轿车方面痛下本钱并取得成功
。

丰田于去年

底已将使用汽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混合动力轿车投放

日本国内市场
。

该车的特点是
，

汽车启动时由电动机提

供动力
，

避免排放大量污染气体
，

等汽车速度加快后
，

燃油发动机开始工作
。

燃油发动机工作的同时
，

给电动

机的蓄电瓶自动充电
。

这种排气量为 ���� �� 的轿车
，

每耗费 ��汽油
，

可以行驶 �� ��。 。

本田和三菱两家公

司在开发混合动力汽车方面也获得成功
，

目前它们正

庄加快将其实现商用化的步伐
。

美国通用和福特两家

汽车公司紧追 日本
，

它们开发研制的混合动力型轿车

的样车已经出台
，

并即将开始进行破坏性试验
。

通用称

它开发的该型车年内可投产
。

在两种燃料井用型汽车开发方面
，

福特公司在技

术上取得突破
，

它研制的 �����型轿车
，

既可以用汽油

作燃料
，

又可以用甲醇作燃料
。

德国的汽车公司在开发

以压缩天然气为燃料的汽车方面走在同行的前列
，

目

前也正在开发两种燃料可以并用的汽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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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
�

��
、

�� 载重汽车
。
��年代又大量生产了各种型

号的汽车
。

生产率每天可达 ��辆
。

到伟大卫 国战争前

夕
，
已拥有军用汽车 ������辆

，

到战争结束后增至

������辆
。
����年苏联汽车的产量 占世界第 �位

，

载

重汽车则占世界第 �位
，

占欧洲的第 �位
。

汽车工业的发展
，

推动 了钢铁工业的发展
，

成为

钢铁工业的大户
，

汽车工 业 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
。

全世界 已拥有 �亿辆汽车
，

年产汽车����多万辆
，

每年消耗世界钢铁产量的 ���
。
而轿车所用的金属料

则更多
，

达到 ���
，

其中钢材 ��� 一 ���
，

铸铁 �
�

�� �

���
，

铝 �
�

�� 一 �
�

��
。

由于各国的汽车向节约能源
，

公害少和安全可靠三

大方向发展
，

因此现代汽车的材料向着轻量化
、

高性能
、

低成本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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