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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FEATURES 

                                 日本小型挖掘机发明史 

                                      中岛丈雄 

                                  (株)Nabco， 日本 

    日本小挖的发明可以追溯到昭和43年5月，笔者所在的日本Air brake(株)(后来改商标Nabco为公司名，现在与帝人制机(株)

合并后成立了Nabtesco，以下简称Nabco)的明石工厂， 根据销售代理店的要求和领导指示，任职于设计部门的笔者和营业部的

吉满先生从长野县川中岛出发初次拜访了位于山林中的中尾制作所。 

    “通过油传递动力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非常想见识一下利用其原理制造的机器。”长野县中尾制作所的清水先生说。当

时的田间小道非常窄，只有小推车能通过，轻型汽车就更不用说了，小型农用拖拉机也无法通过，所以他想利用液压原理生产一

台能够自动行走的小型搬运车。 

    这种小型液压行走车经过多次改造终于投入使用，其后的1年半里生产了几十台。 

    热衷于发明的清水先生在那2年中积极学习液压技术，产生了发明像螃蟹般的叉车等异想天开的想法，试生产在当时看来非

常不现实的液压式机械。 

    昭和45年春天，清水先生提起曾在一个使用大型挖掘机的建筑工地听到的这么一句话: “在较窄的路面进行管道施工，大型

挖掘机进不来，要是有小型挖掘机就好了”，所以打算试制利用液压工作的小型挖沟机，把当时挖掘机的草图画下来，按照比例

缩小应该可以，并希望有助于观察液压系统。 

    当时最小的液压挖掘机的铲斗容量为0.3m3(车身质量为14t)，由M公司、H公司、K公司等大型工程机械厂家生产，但是实际

应用故障不断，笔者作为液压部品厂家也曾身陷此事，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关于液压式挖掘机，大型综合厂家都感觉比较棘手，小型挖掘机更不是说生产就能生产出来的。当时有人这样劝告过清水先

生。但是喜欢挑战、敢想敢干的清水先生执意要做， 而且一定要干成。 

    即使现在来看，做出来的斗容约0.05m3、车重1t的样机也是笔者第一次见过的带有铲斗的小型挖掘机，何况是在昭和45年。 

    试运转时，虽然只能在场区内进行简单的挖沟作业，但笔者告诉清水先生，在销售之前需要在可能使用的范围内进行充分的

耐用性试验，清水先生置之不理，将做好的几台交给了当地的建筑公司。 

    有人说这种机器很方便，大型农机厂家发来了订单，事业出现了一定起色，不过局面很快恶化。这些机器使用了约1个月的

时间，很多地方出现了损坏，全部被退货。 

    这种挖掘机的动臂只能左右转动，从沟里挖上来的土成了阻碍，机器不能前进，对为狭小场地专业作业机器来说，这是致命

的缺点。 

    原来没有考虑经济成本、只顾开发，现在都被退回，公司立刻经营不下去了。一直支持清水先生冒险事业的中尾制作所的黑

岩社长不断负债，甚至认为此项事业不能继续下去了。 

    黑岩社长提议包括挖掘机的制造权全部移交给中尾制作所的Nabco，因为当时Nabco也正要关闭明石工厂、整理亏损产品，所

以没有商量的余地，营业担当吉满先生也向大型工程机械厂家进行了探询，没有希望，好不容易探讨的小型挖掘机构思也以失败

告终。扭转此窘境的是现竹内制作所社长竹内明雄先生。 

    竹内制作所凭借其焊接技术和加工技术，为中尾制作所液压式机器提供组成部品，在建筑工地与清水先生一起询问了小型挖

掘机的事情，竹内先生坚信这种机器一定有市场。这样，竹内先生扭转黑岩社长窘境的同时，也拯救了刚刚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小

型挖掘机。 

    竹内先生购买先进设备的同时引进新型技术人员，在进行了强度实验和试机实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试制了小型挖掘机。

生产出来世界上第1台真正可360°旋转的TB-1000小型挖掘机。 

    当时Nabco公司生产的多排控制阀最小的是SCV-50型，每排的宽度为40mm，是当时较小的型号。美国K公司样品为38mm，NS公

司也开发了相同尺寸的产品。另外，Nabco生产的小型挖掘机用阀门的设计准则是在小型挖掘机中，1排的宽度至少需要窄小的控

制阀。后来，Nabco的一组宽度为34mm的SC-3型投入生产。而后随着小型挖掘机用多排控制阀的小型化竞争的加剧，Nabco生产的

最小型号也做到了24mm(NSC-10型)。 

    这样，竹内生产的实用型小型挖掘机首次走向世界市场，但是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K公司生产的控制阀安装了

高性能防超负荷用安全阀，防止特殊工况出现损坏，从而保护了小型挖掘机。致力于产品研发的竹内社长最初从改变人们对小型

挖掘机是“玩具车”的看法到人们正确认识小型挖掘机，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 

    竹内明雄社长回想当时情形时，这样说: “开发的重点是克服小型挖掘机的缺点，将动臂改成了360°旋转式，世界上开始

确立与现在小型挖掘机几乎相同构造的小型挖掘机。而后以此为契机，昭和56年1月在美国休斯顿工程机械展会上单独展出，日



本发明了小型挖掘机这一事实被世人所了解。” 

    在今后的岁月里，位于长野的竹内制作所研发出更多机型的小型挖掘机。1988年大型挖掘机厂家也先后加入进来，随后日本

开发的小型挖掘机席卷全球。 

    现在全球每年共生产小型挖掘机8万台左右，作为我们基础设施建设不可缺少的小型挖掘机。在远离市中心的日本信州小工

厂的清水先生在世界上首先产生了生产小挖的想法，当笔者得知小型挖掘机首次被登记到世界实用车名册时，感觉非常的幸运，

我们得到了将记忆记录下来的机会。 

    液压技术刚问世没多长时间，不顾液压技术不成熟的现实，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构思家清水先生，当小型挖掘机试验受

阻即将被放弃时，竹内先生凭借其开拓精神和实用技术的执行魄力将其付诸现实，当然也离不开包括Nabco在内的K公司、NS公司

等液压机器厂家在开拓客户群、技术方面提供的援助。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如何，将此想法变成现实的清水先生和具有先见之

明、将其实现并让人们所认可的竹内先生被称为是“小型挖掘机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建筑机械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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