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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除尘技术领域，公开一种矿山除

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

成：脂肪胺聚氧乙烯醚30～40％，烷基氧化胺1～

7％，非离子表面活性剂5～15％，助表面活性剂1

～3％，助溶剂10～35％，水余量。本发明泡沫润

湿剂以微带阳离子性能的脂肪胺聚氧乙烯醚非

离子表面活性剂及两性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为主，

辅助其他助剂，在保证具有良好的泡沫性能的同

时，也具有超低的界面张力，降低溶液的表面张

力，使其形成稳定的泡沫，同时提高其对粉尘颗

粒表面的湿润程度，从而提高除尘效率及抑尘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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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其特征在于：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脂肪胺聚

氧乙烯醚30～40％，烷基氧化胺1～7％，非离子表面活性剂5～15％，助表面活性剂1～3％，

助溶剂10～35％，水余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脂肪胺聚氧乙烯醚

为椰油酰胺聚醚‑2、牛脂胺聚氧乙烯醚、月桂酰胺聚氧乙烯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烷基氧化胺为月桂

基二甲基氧化胺、椰油基二甲基氧化胺、N,N‑二乙基十二烷基氧化胺、椰油酰二乙醇胺氧化

胺(GD‑4501)、脂肪酰胺丙基二甲基氧化胺中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为烷基糖苷、脂肪醇醚磷酸酯中的一种或其混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助表面活性剂为脂

肪醇或脂肪酸。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脂肪醇为异辛醇、

正辛醇或癸醇、十二醇等中的一种或多种混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脂肪酸为柠檬酸、

正辛酸、正癸酸或月桂酸等中的一种或多种混合物。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助溶剂为醇醚或醇

醚与低级脂肪醇的混合溶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醇醚为二乙二醇丁

醚、丙二醇甲醚、二丙二醇甲醚、三丙二醇甲醚等中的一种或多种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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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除尘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

背景技术

[0002] 矿石破碎、筛分、运输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微细粒粉尘，悬浮在空气中会影响人体健

康，使作业人员患上各种难以治愈的职业病，过多的粉尘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影响人们的正

常生活和工作，诱发人类的呼吸道疾病，同时粉尘大量进入各种采掘、装卸、运输设备内部，

加速大型设备运转部件的磨损，增加动力消耗，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因此，矿厂对粉尘的

防治就显得尤为重要。

[0003] 目前，露天矿山解决路面扬尘的主要方法是洒水或喷洒液体吸湿剂抑尘，但是路

面水蒸发速率较快，除尘时间较短，需要反复多次喷洒和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这种方法既不

经济，除尘效果也不理想，加上水资源日趋紧张及燃油价居高不下，亟需采取必要的手段或

技术加以治理。随着除尘剂的发展，化学除尘剂已由最初单一功能向功能复合型、生态环保

型发展，且所用原料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绿色环保多功能型抑尘剂已成为发展的趋势。现

有技术如专利公开号CN104531074B公开了一种复合泡沫除尘剂、专利公开号CN104531075B

公开了一种矿用除尘泡沫发生剂，两者除尘剂配方中均添加都难生物降解物质全氟辛基季

胺碘化物，对环境和人具有一定的危害，属于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专利公开号

CN106675520A公开了一种矿用复合泡沫除尘剂的制备方法，虽然该配方中采用天然无害的

原料，但其制备工艺过程复杂，不利于扩大生产；专利CN104531074公开了一种工业泡沫除

尘剂及其制备方法，其技术工艺操作简单，具有良好的除尘效果，但仍存在除尘时间短的技

术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除尘剂时间短、原料不环保等缺陷，提出一

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该泡沫润湿剂具有优异的起泡性能、润湿剂及低的表面张力和

界面张力，用于抑制粉尘产生、降尘效率高、使用效果好，可以有效防控矿山粉尘灾害。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脂肪胺聚氧乙烯醚

10～40％，烷基氧化胺1～7％，非离子表面活性剂5～15％，助表面活性剂0.5～3％，助溶剂

10～35％，水余量。

[0007] 优选的，所述脂肪胺聚氧乙烯醚的环氧官能团为2‑5个单元，优选椰油酰胺聚醚‑

2、牛脂胺聚氧乙烯醚、月桂酰胺聚氧乙烯。所述脂肪胺聚氧乙烯醚属于带弱阳离子表面活

性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优异的性能的同时，弱阳离子特性使其具

有优异的润湿性，促进泡沫润湿剂对粉尘颗粒更好的包覆、润湿，达到快速降尘的目的。

[0008] 优选的，所述烷基氧化胺为月桂基二甲基氧化胺、椰油基二甲基氧化胺、N,N‑二乙

基十二烷基氧化胺、椰油酰二乙醇胺氧化胺(GD‑4501)、脂肪酰胺丙基二甲基氧化胺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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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多种。

[0009] 优选的，所述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烷基糖苷、脂肪醇醚磷酸酯中的一种或其混合

物。所述烷基糖苷优选葡萄糖苷，优选APG‑08、APG0810、APG0814或APG1214等中的一种或两

种；所述脂肪醇醚磷酸酯优选月桂醇醚磷酸酯、酚醚磷酸酯、异构十三醇磷酸酯等中的一种

或多种。

[0010] 优选的，所述助表面活性剂为脂肪醇或脂肪酸；所述脂肪醇优选异辛醇、正辛醇或

癸醇、十二醇等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脂肪酸优选柠檬酸、正辛酸、正癸酸或月桂酸等中的

一种或多种。添加助表面活性剂脂肪醇、脂肪酸，可以协助降低泡沫体系的界面张力，降低

油水乳化层，提高泡沫性能和稳定性。

[0011] 优选的，所述助溶剂为低级脂肪醇或醇醚溶剂；所述低级脂肪醇优选甲醇、乙醇、

异丙醇、丙二醇等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醇醚溶剂优选二乙二醇丁醚、丙二醇甲醚、二丙二

醇甲醚、三丙二醇甲醚等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助溶剂对主表面活性剂具有协同作用，增加

泡沫的粘弹性，提高泡沫的稳定性，进而促进泡沫对粉尘碰撞时所形成的颗粒‑泡沫集合体

有相当长的稳定性，从而延长了抑尘时间。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3] (1)本发明泡沫润湿剂以微带阳离子性能的脂肪胺聚氧乙烯醚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及两性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为主，辅助其他助剂，在保证具有良好的泡沫性能的同时，也具有

超低的界面张力，降低溶液的表面张力，使其形成稳定的泡沫，同时提高其对粉尘颗粒表面

的湿润程度，从而提高除尘效率及抑尘时间。

[0014] (2)使用本发明泡沫润湿剂的除尘效率高于94％以上，且抑尘周期达到8天以上，

可以大量的节约水资源和劳动力，减少作业次数。

[0015] (3)本发明泡沫润湿剂使用的原料均为绿色环保原料，且制备工艺简单，有利于大

规模工业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些实施

方式的说明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

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17] 实施例1

[0018]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椰油酰胺聚氧乙醚‑2 

30g，椰油基二甲基氧化胺3g，APG0810  15g，甲醇10g，二乙二醇丁醚20g，混合均匀后，加入

异辛醇1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1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19] 实施例2

[0020]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牛脂胺聚氧乙烯醚30g，

月桂基二甲基氧化胺5g，APG0810  9g、脂肪醇醚磷酸酯3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

匀后，加入正辛酸2g和正辛醇1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21] 实施例3

[0022]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月桂酰胺聚氧乙烯醚

40g，N,N‑二乙基十二烷基氧化胺1g，APG1214  7g、脂肪醇醚磷酸酯3g，异丙醇10g，丙二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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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10g，混合均匀后，加入正癸酸3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6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23] 实施例4

[0024]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月桂酰胺聚氧乙烯醚

40g，脂肪酰胺丙基二甲基氧化胺7g，脂肪醇醚磷酸酯5g，乙醇5g，丙二醇甲醚5g，混合均匀

后，加入十二醇2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36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25] 实施例5

[0026]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牛脂胺聚氧乙烯醚30g，

月桂基二甲基氧化胺5g，APG0810  12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匀后，加入正辛酸2g

和正辛醇1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27] 实施例6

[0028]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牛脂胺聚氧乙烯醚30g，

月桂基二甲基氧化胺5g，脂肪醇醚磷酸酯12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匀后，加入正

辛酸2g和正辛醇1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29] 实施例7

[0030]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牛脂胺聚氧乙烯醚30g，

月桂基二甲基氧化胺5g，APG0810  9g、脂肪醇醚磷酸酯3g，丙二醇甲醚25g，混合均匀后，加

入正辛酸2g和正辛醇1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31] 实施例8

[0032]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牛脂胺聚氧乙烯醚30g，

月桂基二甲基氧化胺5g，APG0810  9g、脂肪醇醚磷酸酯3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

匀后，加入正辛酸3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33] 实施例9

[0034]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牛脂胺聚氧乙烯醚30g，

月桂基二甲基氧化胺5g，APG0810  9g、脂肪醇醚磷酸酯3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

匀后，加入正辛醇3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35] 对比例1

[0036]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脂肪醇硫酸钠30g，月桂

基二甲基氧化胺5g，APG0810  9g、脂肪醇醚磷酸酯3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匀后，

加入正辛醇3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37] 对比例2

[0038]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α‑烯基磺酸钠30g，月桂

基二甲基氧化胺5g，APG0810  9g、脂肪醇醚磷酸酯3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匀后，

加入正辛醇3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39] 对比例3

[0040]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脂肪醇聚氧乙醚硫酸钠

30g，月桂基二甲基氧化胺5g，APG0810  9g、脂肪醇醚磷酸酯3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

合均匀后，加入正辛醇3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41] 对比例4

[0042]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月桂基二甲基氧化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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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g，APG0810  9g、脂肪醇醚磷酸酯3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匀后，加入正辛醇3g，

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43] 对比例5

[0044]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牛脂胺聚氧乙烯醚35g，

APG0810  9g、脂肪醇醚磷酸酯3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匀后，加入正辛醇3g，继续

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45] 对比例6

[0046]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牛脂胺聚氧乙烯醚35g，

月桂基二甲基氧化胺12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匀后，加入正辛醇3g，继续搅拌均

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47] 对比例7

[0048] 一种矿山除尘用泡沫润湿剂，由如下原料制备所得：称取牛脂胺聚氧乙烯醚30g，

月桂酰基丙基甜菜碱5g，APG0810  9g、脂肪醇醚磷酸酯3g，甲醇5g，丙二醇甲醚20g，混合均

匀后，加入正辛醇3g，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5g水，继续搅拌均匀即得。

[0049] 实验分析

[0050] 1.性能测试

[0051] 1.1测试方法：分别将实施例1‑9及对比例1‑7制备的泡沫润湿剂取0.1g、0.5g、1g、

2g，加水稀释1000倍，配成浓度为0.01％、0.05％、0.1％、0.2％的水溶液，分别测试水溶液

的泡沫性能、润湿性、表面张力和界面张力。其中，泡沫性能采用改进Ross‑Miles法，使用

XH‑2151(I型)型罗氏泡沫仪分别测试不同样品在0min、0.5min、3min、5min时的泡沫高度，

同时计算5min时的泡沫体积减少比，即对比泡沫在0.5min到5min时的泡沫高度减少比例；

润湿性能采用采用视频光学接触角测定仪OCA15EC测试接触角的方法进行评价；表面张力

测试按照GB/T22237‑2008《表面活性剂表面张力的测定》中的板法进行测试；界面张力测试

按照SY/T  5370‑2018《表面及界面张力测定方法》进行测试。

[0052] 1.2测试仪器：泡沫性能测试采用XH‑2151(I型)型罗氏泡沫仪；润湿性测试采用光

学视频接触角OCA  15测定仪；表面张力测试采用的仪器为KRUSS  100；界面张力测试采用超

低界面张力仪。

[0053] 1.3测试结果：具体结果见表1‑表3。

[0054] 表1不同实验组I型Ross‑Mile泡沫性能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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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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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表1数据分别测试了不同实施例、对比例在不同浓度下的泡沫高度及泡沫体积减

少比，从表中数据可知，随时泡沫润湿剂的浓度增大，泡沫高度均出现上涨；同一浓度下，实

施例1‑9的泡沫高度均高于对比例1‑7，且实施例泡沫润湿剂的5min泡沫体积减少比例明显

低于对比例；不同浓度的泡沫润湿剂的泡沫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泡沫润湿剂的泡沫性

能，即泡沫高度越高，5min泡沫体积减少比越小，其泡沫性能越好，从上述数据可知，本发明

实施例泡沫润湿剂的泡沫性能均高于对比例，且实施例2的泡沫性能表现最佳。

[0059] 表2不同实验组表面张力和界面张力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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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表2数据分别测试了不同实施例、对比例在不同浓度下的表面张力及界面张力，从

表中数据可知，同一浓度下，实施例的泡沫润湿剂界面张力均低于对比例1‑7，其表面张力

均低于对比例；不同浓度的泡沫润湿剂的表界面张力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泡沫润湿剂

的润湿性。界面张力越小，说明泡沫润湿剂与疏水烃类间的润湿性相对较好；而表面张力反

应了其泡沫润湿性的表面活性，在一定高度的表面张力范围内，随着表面张力的降低，其泡

沫性能相对较好；数据说明本发明实施例均表现出较低的表面张力和界面张力，说明本发

明实施例制备的泡沫润湿剂的泡沫性能要优于对比例。进一步从实验数据可知，通过对比

实施例2和实施例5‑9的综合性能数据可知，实施例2制备的泡沫润湿剂泡沫性能最佳。

[0063] 表3不同实验组与矿山粉尘接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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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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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0067] 表3数据分别测试了不同实施例、对比例在不同浓度下与矿山粉尘的接触角，从表

中数据可知，随着泡沫润湿剂浓度的增加，其接触角越来越小；同一浓度下，本发明实施例

制备的泡沫润湿剂与粉尘的接触角相对较小，接触角越小，润湿性越好，对粉尘的除尘效果

越好。进一步从实验数据可知，实施例2的接触角相对最小，其润湿性相对最好，对粉尘的除

尘效果最好。

[0068] 综上所述，从上述泡沫性能、表界面张力及接触角的实验数据可知，泡沫润湿剂随

着浓度的增加，其泡沫性能越来越好，表面张力和界面张力、接触角呈现降低趋势，说明泡

沫润湿剂的发泡性能和润湿性，随着浓度的增加，逐渐呈现增加的趋势，其对粉尘的降尘相

对越好。同一浓度下，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泡沫润湿剂的泡沫性能、表界面张力及接触角性

能均优于对比例，说明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泡沫润湿剂具有良好的泡沫性能的同时，也具

有超低的界面张力，保证其具有优异的除尘率的同时，可以提高除尘效果。

[0069] 2.除尘效果

[0070] 2 .1测试方法：为了考察泡沫润湿剂的除尘效果，选实施例2和对比例2浓度为

0.2％的泡沫润湿剂水溶液(即稀释2000倍)，在四川攀枝花某矿山凿岩现场评价分析，井田

面积为15‑20平方公里。该巷道主要是粉砂岩、中砂岩为主，巷道设计长约1000多米。粉尘浓

度测定选用AKFC‑92A型矿用粉尘采样器，参考国家标准GB5748‑85，分别测试开启泡沫除尘

系统前后(掘进头、司机作业点、转载机尾处和除尘风机后)的全尘和呼吸性粉尘的浓度。

[0071] 2.2测试结果：具体结果见表4‑5。

[0072] 表4实施例2泡沫润湿剂前后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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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0074]

[0075] 表5对比例2泡沫润湿剂前后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0076]

[0077] 从表4和表5结果看出，在相同时间内，实施例2除尘效率优于对比例2的除尘效率。

即：在相同的除尘效率下，实施例2所使用的除尘时间小于对比例2的除尘时间，说明本发明

制备的泡沫润湿剂的除尘效果明显优于对比例。

[0078] 采用洒水车对试验地面分别喷施实施例2、对比例2制备的泡沫润湿剂和清水作为

抑尘剂的对照组，喷洒时保持单位面积的喷洒量；观察三组喷洒后的扬尘时间，从现场观察

发现，直接喷洒清水，只能暂时降低路面粉尘浓度，待水分蒸发完后当天再次出现扬尘现

象；而喷施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泡沫润湿剂，其抑尘时间维持在8天以上，而喷洒对比例2

制备的泡沫润湿剂，其抑尘时间维持在3天左右，说明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泡沫润湿剂对矿

山扬尘具有很好的除尘效果和抑制作用。

[0079] 以上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只适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实施例的原理；同时，对于本

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实施例，在具体实施方式以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

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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