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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火车是蒸汽机车。1804 年，英国的工程师特里维

雪克制造出一台单缸的蒸汽机车，牵引着 5 节车厢，以 8 千米

的时速在轨道上行驶。当时这种机车使用煤炭或木炭生火做燃

料，所以人们叫它“火车”。

10 年后，英国锅炉工斯蒂芬森设计制造的蒸汽机车“半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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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靴”号试车成功，这是第一辆实用的蒸汽机车。1825 年，

斯蒂芬森经过多次改进，又制造出了“动力”号蒸汽机车。同

年 9 月 27 日，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达林顿铁路正式开通，

在这条铁路开通的庆典中，他亲自驾驶“动力”号火车，以

20 千米的时速，牵引了 48 吨重的车厢驶完全程，开创了铁路

运输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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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是一种能自行驱动的无轨车辆，原称自动车。后来

因为装有汽油机，就简称为汽车，沿用至今。

18 世纪，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法国陆军炮兵大尉尼可拉

斯·约瑟夫·丘尼约奉命研制大炮的牵引车。1769 年，他在

巴黎兵工厂制成一号车，但开不动，试制失败；1771 年 5 月，

他成功研制出二号车，可坐 4 人，时速可达 9.5 千米。

这辆第一部不用马拉的木制三轮车长 7.2 米，宽 2.3 米。

在前轮前面特制的架子上

悬吊着一个 0.05 立方米的

大锅炉，产生的蒸汽被送

往前轮上方左右垂直悬挂

的汽缸内，带动两个活塞

使前轮转动。车子开动时，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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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烟和蒸汽同时向上蒸腾，十分壮观。它是历史第一部“自动

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蒸汽汽车，意义非凡。

1826 年，勃朗在英国制造成功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内燃

引擎汽车。这辆汽车是两汽缸式，性能很好，不仅能在平坦的

大道上奔驰，而且还能翻越陡坡。

1879 年，德国人卡尔·本茨经过多年的反复实验，终于

成功地将单缸发动机装到三轮车上，发动机每秒转动 400 次，

能产生 0.89 马力，时速 13~16 千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汽油

汽车。本茨也因此被称为“汽车之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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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某汽车公司在一次展览会上展出了世界上首辆既可

在陆地上行驶又可以在水面浮游，乃至在空中飞行的汽车。

这种水陆空三栖汽车的动力组合机组是一台容积为 750

立方厘米的双汽缸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 140 匹马力。该车在

陆地上行驶的最大速度接近 200 千米 / 小时，而从静止加速到

“三栖”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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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千米 / 小时仅需 5.9 秒。在水面上浮游时速度大约为 50 千

米 / 小时。

这种汽车在“小艇”状态时利用专门“翼片架”和液压

控制系统进行操纵，汽车的“翼片”或“翅膀”可以不脱离水

面，同时能进行短距离空中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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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发明汽船的人是美国工程师菲奇。菲奇在发明第一

艘汽船之后，没有申请发明专利，当然更没有向人们公布他的

发明，因而他的汽船并未引起关注。

真正产生重大影响，取得建树的是美国另一位工程师——

富尔顿，他被人们认为是发明汽船的先驱。富尔顿早年曾在英

国和其他一些造船比较发达的西欧国家进行过技术考察。1803

年， 他 在 巴 黎

发 明 了 第 一

艘以瓦特蒸

汽 机 为 动

力，以浆轮

为推进方式

的船，并于

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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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在塞纳河下水试航。这艘汽船在逆水航行时，其速度已超

过在河岸上快步前进的行人。但是由于瓦特蒸汽机刚刚被引上

船，因此它的推进系统还不够完善，航速和稳定性方面都还不

够理想。由于在法国试制的第一艘汽船未能取得应有的成功，

富尔顿因此濒于破产。

由于无法继续在法国进行汽船的研制工作，富尔顿只好

回到美国。在回到美国之后，他得到了发明家利文斯顿的资助。

这使富尔顿得以继续进行汽船的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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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 年，富尔顿正式开始他的第二艘汽船的建造工程。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一艘名为“克勒蒙号”的汽船终于建

成了。

后来，人们发现船航行的速度太慢，而速度越快，水的

阻力就越大，为了消除水的阻力影响，英国发明家科克莱尔发

明了气垫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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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是当下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和重要的运动器具。

这种灵便的交通工具并不是某一个人发明的，而是人们在前人

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而成的。

1790 年，法国的希布拉克做成了一个木制的自行车。但

它只是现在自行车的一个木头模型，没有脚蹬、车把、链条和

车闸。骑在它上面，只有用双脚交替着前进，转弯时还得把它

提起来。

1 8 1 3

年， 德 国 的

德 列 斯 发 明

了 车 把， 虽

然 自 行 车 得

到 了 改 进，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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