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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陕西、湖南两省
使用木炭车的效果突显，四川
公路局闻此消息，迫不及待地
派员前往订购成品木炭车，想
法有三：一可有力抵制外货，
二可节省汽油，三可与四川环
境和自然资源相适，四川当时
木炭资源十分丰富。但遗憾
的是，派员空手而归，湖南、陕
西方面根本无车可卖。

1937年，抗战爆发。是年
9月，重庆行营通令统制汽油，
决定重庆、成都分别自10月1
日和 10 月 15 日起，立即办理
汽油供给登记制。四川公路
局当时的所有车辆均系汽油
汽车，每月汽油消耗量在3万
加仑以上，汽油的配给量明显
不足，使用木炭车已迫在眉
睫。

四川公路局一方面向上
海订购 50 辆成品木炭车，另
一方面调拨50辆美制福特汽
油汽车，并订购华通公司的煤
气发生器，交由四川煤气机服
务公司改装成木炭车。随后，
成都的木炭车率先在货车和
长途客车班线上使用。

同时，在外省市寻购成品
木炭车之际，四川公路局以酒
精替代汽油，有了实质性试验
并有收效。

1937 年 10 月，国民四川
省政府专门派出两位委员，督
理四川公路局酒精替代汽油
试验项目。当时的试车车辆
是省府私书处的1辆8缸福特
汽车，加注酒精 5 加仑，从成
都东大街出发，直抵龙泉驿山
顶雅雀口，经沿途各种路段试
验，其试车用酒精与汽油无差
异，试验相当成功，省府两委
员极为满意，表示支持兴办酒
精厂。

次年，国民四川省政府果
然与全国经委会，在四川内江
联合兴办了酒精厂，为四川抗
战时的长途汽车的燃料供给，
起到了重要保障。

1939 年 10 月，川桂公路
运输局开始在南川试用木炭
和纯酒精代替汽油技术，其试
用结果测试，木炭车每公里耗
木炭 2.2 磅，时速可达 45 公
里，纯酒精车每加仑可行驶7
公里多，时速可达45公里。

除了酒精车的异军突起，
木炭车的使用更为广泛，因为
四川有广泛的木炭资源。

1937 年 12 月，政府下令
以木炭车全面代替汽油，四川
公路局迅速在成都大力研制
木炭车，并设计改进和制造出

“YTE”式煤气炉，并在成都至
龙泉驿石经寺一带试车，车速
竟然比湖南的木炭车还要好，
达到时速48公里。

试车成功，极大鼓励了四
川公路局，当即决定再次追加
60 辆小道奇新车改装成木炭
车，开行成渝客车快线。开行
的成渝客车为直达车，每天有
8辆木炭车在两地往返运行，
每月行驶里程达到 3.5 万公
里，很受成渝两地市民欢迎。
在成都试验成功的木炭车比
纯酒精车的成本还要低，尤其
是在短途车运输上优势更加
突出。后来在成都就形成了
长途车使用酒精车，而短途客

货车则全面使用木炭车。
1938年，四川公路局的车

辆全部调赴前线担任军需运
输，川内交通班线车辆严重不
足，故全面租用民营商车维
持。其中有规定：“汽油车按
三七分成，木炭车按对半或四
六分成”。半年后，调整到汽
油车按 70%，木炭车按 55%付
租费。时至 1943 年，再次调
整为酒精车以85%归车主，木
炭车以79%归车主。

成都在抗战时期幸有木
炭车和酒精车，才保障了川内
和出川交通运输能力的发挥。

据 1941 年的官方统计，
川内的木炭车当年行驶了 45
万多公里，酒精车行驶130万
公里。由于酒精车多用于长
途，所以行驶里程会多些。此
后，成都分别开设了到乐山、
眉山以及西康雅安等地的中
短客运班线，开辟了一个汽车
不用汽油的客运班线时代。

1941年5月，四川交
通委员会调拨 6 辆木炭
车，首次在成都城区内
使用，并开设了4条防空
公共联络车线，以城中
心忠烈寺为始发点，东
线至沙河铺，南线至簇
桥，西线至犀浦，北线至
天回镇。这是木炭车第
一 次 在 人 口 密 集 区 内
使用。次年 12 月，筹备
已达 4 年之久的成都公
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正
式挂牌营业，该公司也
是务实地选择了12辆木
炭车作为公共汽车线路
使用，开线两条，东西线
是牛市口至茶店子，南
北 线 是 武 侯 祠 至 驷 马
桥。

由于两条线路规划
和走向合理，乘客较多，
该公司在营运中又力邀
成都的个体户车主，自
带 木 炭 车 加 入 线 路 营
运。两线营运的木炭车
最多时达到30余辆。这
足以证明，成都在城区
内使用木炭车是成功和
安全的。西安曾是木炭
车的发源地，就在成都
公共汽车成功试用了木
炭车之际，西安媒体发
表文章，称“成都的木炭
车”为“令人惊喜的冷
门”。这也更加说明了
使用和研制木炭车，成
都人后来居上了。

根据抗战结束后的
有关机构和新闻报纸分
析，成都成功有效地使
用木炭车，全力支持了
抗战的运输任务，得利
于两个方面，一是成都
人善学且务实，不为困
难所折腰，以及成都人
的动手能力强；二是成
都在使用木炭车之中，
逐步探索出木炭车的使
用、维护、管理等一系
列的规范，有力保障了
木 炭 车 的 正 常 运 行 和
发挥其运输潜力，同时
对 车 夫 和 汽 车 运 输 公
司 关 于 木 炭 车 的 使 用
教 学 和 培 训 机 制 也 是
行之有效的。

当时，成都木炭车的教学培训
和操作规范共有 4 个类别：首先是

“木炭车之构造”。其构造的机件有
发生器、除尘器、滤气器、调气器、推
气器、给水器，简称“六气组合”。六
气组合之中排在首位的“煤气发生
器”，就是该器内储有木炭，燃烧时
与空气及水蒸气化合，即生成煤
气。其六气组合的最后一个“给水
器”，是由车夫按发动机的速度为比
例，随时较准，将水给入发生器之
中，便成蒸气而供发生器之用。仅
此一点，可见木炭车的教学是必不
可少的。

其次，是“木炭车的驾驶法”，即
为木炭车的预备工作，木炭车的开
车工作以及停车工作。其预备工作
对于发动机的准备操作，就有水箱
是否注水，检查汽油、机油、电路等
后，再将给水器加水至刻线相平为
止，并取已燃烧的木炭一斤，用漏斗
添入发生器的炉桥上，随将碎木炭
倒入。

其预备工作中有检查汽油规范
一项，在此，人们就会产生疑问，木
炭车如何有了汽油？其实，木炭车
的发动机启动，仍用汽油，待木炭车
发动运转到 5 分钟后，再切换到用
煤气，切换发动机使用煤气燃料后，
木炭车所操作的变速、加速、减速等
与汽油汽车无异。

其三，是“木炭车的管理法”，其
管理法共有9项，分别是添炭、整理
炉火、停车过夜、较准给水器、清理
除尘器、清理滤气器、选择燃料、检
查气路、检查发动机。

木炭车管理法之中的“整理炉
火”，就是要求发生器之中的炭火须
燃烧均匀，如含有渣石，就不能发生
良好的煤气，或煤气质量不高，发动
机便无力甚至熄火。其中的“停车
过夜”管理更有妙法，基本保障是发
动机须熄火，而煤气发生器内的炭火
则不得熄火。停车过夜时，发生器内
木炭添满，但炭盖不得盖死，须留一
定通风口，在自然风的作用下，发生
器内的炭火保持最小火力，但不得
小至熄灭。次日开车时，无须引火，
通过操作机关，升高炉火以备使用。

其四，是“木炭车的检修法”，根
据木炭车易出的关键问题而制定，
共有4项：即引擎马力不足、引擎爆
发不足、进气管和排气管有放炮声、
引擎无慢车。该法在教学上，制有
对应检查表格，检修人或司机车夫
可对表查找解决之道。其实，就是引
用查字典的原理，人人都可去使用。

“木炭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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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木炭的汽车司机。

木炭公交。

汤仲明用带回的木炭车技术，开创了一个奇异
的汽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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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炭车装置说明。

张建 文/图

民国成都的木炭车先在货车和长途
班线客车使用，由于煤气发生器装置笨
重，而无法在乘人小汽车上使用。后来，
成都在城区开行“木炭公交”，西门可以直
达茶店子，北门到驷马桥。

所谓“木炭车”，也叫煤气车，就是在普
通汽车上加装添增各种设备，其中最主要
设备是木炭瓦斯机，使木炭发生煤气，以代
替汽油而推动发动机运转。木炭车最早是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率先研制成功，随
后，我国有数家工厂也可制造出木炭瓦斯
机，装配出部分汽车进行客货车试验使用。
此时，郑州的留法学生汤仲明毕业回国，带
回了法国木炭车的相关技术和资料，并积极
投身于木炭车技术的推广。陕西、湖南等地
木炭车的研制和使用得到有力的推动，并遥
遥领先于其他省份，那时，四川在木炭车的
研制和使用上明显处于落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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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上门指导
新手爸妈快速“上手”

6月9日上午10点，成都市第六
人民医院妇产科白兴平如约来到廖
女士家中。一进门，她就洗手、换上
工作服，了解宝宝和廖女士的近况，
并准备给宝宝洗澡。

“先用毛巾轻轻沾点水擦拭宝宝
头部，让他适应水温。”白兴平一边讲

解，一边用左手托起宝宝并用两根手
指捂住孩子的耳朵，又用右手沾水给
孩子洗澡，“把宝宝放入水中的时候
一定抓紧宝宝腋下，免得滑落。”……
廖女士一边听，一边用手机录像，记
录好每一个操作的细节。

“这是第二次上门了，感觉帮了
我们大忙。”廖女士说，5月30日她生
下儿子，3日出院回到家中，虽然在医
院时医生、护士已经叮嘱了一些照顾

新生儿的事项，但一回到家，就都用
不上了，“简直很痛苦。”廖女士说，出
院回家后第一次给娃娃洗澡，家里三
个大人弄得手忙脚乱，身上都湿了不
说，孩子更是一直哇哇大哭。后来，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推荐下，她选
择了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的
家庭化母婴延伸服务。

“家庭化母婴延伸服务”也就是
医护人员上门为新手爸妈提供技术
服务，比如给宝宝洗澡、按摩，为产妇
检查伤口、进行产后康复指导等等，
而且这些都是医护人员自愿选择在
休息时间进行的，只要双方预约好时
间，就有专业的医护人员上门服务。
这样的特色服务从 2015 年开始开
展，在四川省公立医院中还是首家。

专业团队做技术指导
院内院外全方位关注母婴健康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代
理护士长刘蓉是该院“家庭化母婴延
伸服务”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批
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目前她服务的
家庭已经有上百家。

“医疗服务不应该局限于医院内
部，所有与孕产妇有关的、孕产妇需
要帮助的，都应该是我们的工作范
围。”刘蓉说，很多产妇在医院生了孩
子，因为有医生护士协助照顾，一切
似乎都不用操心，可一旦出院回到
家，问题便接踵而至。育儿书籍虽然
也能做一些指导，但实际操作上却不
能“纸上谈兵”，有些家里的老人沿用
祖辈留下来的方法带孩子，但很多都
是不科学的，对孩子成长也不利。所
以，2015年起市六医院开始开展专业
的家庭化母婴延伸服务。前后共有
10名医生及助产士组成服务团队，其
中两名同时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证书。凡是产妇家庭提前预约，她们
都将按时上门提供专业服务。服务
项目涉及母乳喂养指导、催乳按摩、
产妇心理疏导、产后康复指导、婴儿
沐浴、婴儿抚触等等，截止目前，团队
服务次数已经超过了500次。

除了延伸服务，医院还特设了
“回院服务”。“目前门诊三楼的沐浴
中心正在建设，预计 7月能够投入
使用。”刘蓉介绍，建好后 1岁半以
内的宝宝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抚触、

游泳、脊柱护理等，妈妈们还能在这
接受专业的产后营养指导、母乳喂
养指导等。从孕妇在医院分娩、到
家庭式母婴延伸服务走进产妇家
中，再到完善贴心的“回院服务”，成
都市第六人民医院的特色医疗服务
贯穿了一个家庭中小生命从无到有
再到成长的过程，为不少家庭解决
了育儿难题。一名产妇这样写道：

“谢谢刘老师（注：助产士刘蓉）和妇
产科所有医护人员，你们工作敬业，
责任心强，让我们从产检到生产、出
院都感觉很温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新手爸妈带娃不熟练？医生上门教你快速“上手”
5 月 30 日，成都的廖

女士生下一名健康的小
男孩，小家伙的到来让廖
女士夫妇高兴不已，但因
为是第一次当爸妈，各种
疑惑和问题也常常让他
们感到手足无措。尤其
是出院之后，小婴儿的抚
触怎么做？洗澡时怎么
操作？虽然孕期买了各
种指导书籍，但真到“实
际操作”，还是难倒了夫
妻俩。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推荐下，廖女士了解
到了成都市第六人民医
院妇产科创新推出的家
庭化母婴延伸服务，医生
上门从理论到操作进行
指导，为不少像她这样的
新手爸妈解决了很多育
儿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