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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

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属于矿山安全生产领域，

适用于矿山生产过程中所伴生的有害气体治理

工作。其特征在于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既

实现了掘进过程安全生产这一主要目的的，也解

决了硫化氢气体在原应力变化情况下不断逸出

的治理难题，使得硫化氢伴生治理成为我们日常

工作生活中可以轻松实现的事件。治理效果明

显，效率高，为矿山安全生产起到保驾护航的作

用，将硫化氢逸出治理难题得以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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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由

压力空气（1）、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空气管路（3）、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路（4）、治理

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

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采煤机（11）、采煤机前摇

臂（12）、采煤机后摇臂（13）、工作面煤壁（14）、硫化氢气体（15）、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采

煤机管缆收放架（17）和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组成，采煤机（11）作为采煤工作面重要的设

备，其面向工作面煤壁（14）布置，依托采煤机（11）上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

（13）上的滚筒的截齿将煤壁破碎，并经下托架即刮板输送机将破碎的煤运出，这一过程是

连续的，采煤机（11）沿煤壁行走并完成采煤过程；采煤机（11）上通过螺栓连接方式固定有

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

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

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

（17）；煤壁工作压力为0.3‑0.8Mpa的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通过工作面管缆底

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采煤机（11）机身上，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面向

煤壁远离煤壁另一侧布置，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远离煤壁一侧布置，面向煤壁采煤机管

缆收放架（17）相距250‑‑‑350毫米处安装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治理硫

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为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0.5Mpa的压力

水溶碱性液体（2）经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路（4），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

收放架（17），接入到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

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相对独立三路压力水溶碱性

液体（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工作浓度为1‑35%，碱性物分别为：Na2CO3、NaHCO3或Ca(OH)

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

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

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三路压力空气（1），三

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

智能喷雾单元（7）和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

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两路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

力水溶碱性液体（2）工作浓度为1‑35%，碱性物分别为：Na2CO3、NaHCO3或Ca(OH)2，压力水溶

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

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

正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前截割滚筒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和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

单元（10）上分别有一路压力空气输入口和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分别通过采煤机机身

管缆槽（18）布置管路完成连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

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

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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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采煤机（11）上前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前

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

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

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采煤机（11）上牵引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5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牵引部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

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

直接中和，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涌出硫化氢气体的中和；后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

壁（14）距离200‑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布置于

后截割动力部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

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

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10）布置于采煤机后摇臂（13）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

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

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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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属于矿山安全

生产领域，适用于矿山生产过程中所伴生的有害气体治理工作。

背景技术

[0002] 井下H2S异常涌出的原因主要是煤层中存在H2S的异常富集区域，受煤层的采动，

导致矿压的变化，进而H2S气体从破碎的煤体中突然释放。然而，由于目前大多数煤矿中尚

未出现H2S气体的赋存，或赋存量很低，即使开采过程中出现了H2S气体，但是由于浓度较

低，并没有造成事故，所以相关学者在对H2S的防治的研究内容偏少。在我国矿区的局部区

域，煤层中H2S赋存含量超标，其危害巨大。同时，由于现阶段对煤矿煤体内、采煤工作面、采

空区内H2S气体浓度的运移规律不清晰，对煤矿H2S气体的治理措施较少，导致多数煤矿对

H2S气体的治理效果较差。2018年西安科技大学基于陕西彬长小庄矿煤层硫化氢涌出情况，

在提出普通治理措施基础上，选择喷洒石灰、喷洒碱液以及高压循环脉动注碱技术相结合

的方式，硫化氢浓度得到了显著降低，治理效果良好。同年煤科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

针对某矿多构造地质条件下回采工作面的硫化氢治理问题，提出在工作面落煤前采用长钻

孔预注碱液和施工“钻墙”(一竖排钻孔形成的墙面，可以起到阻挡和拦截硫化氢作用)注碱

液消除工作面煤层硫化氢工作面落煤中采用采煤机喷洒碱液，落煤后采用风帘引排、水幕

吸收措施治理硫化氢的综合治理硫化氢技术，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硫化氢治理问题，而且

提出的解决方案存在严重的二次污染问题。

[0003] 以上诸如煤层注碱液的方法由于液体流动性远不及气态流动性，煤体内部微小裂

隙毛孔液态较难深入，未被利用的碱液流至工作面易导致工作面积水的二次污染，且该方

法还需手动操作，实用性不强。此研究也未提出较先进的设备。仅是机械的向煤层内部动压

注碱性水，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操作不简便；综上所述，这些手段硫化氢气体治理能力低，

生产过程中硫化氢气体超标现象依然频繁发生，不能解决生产过程中硫化氢涌出超标的现

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目的是克服现

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可靠、动态气体‑‑‑‑气雾化碱液流体

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的装置。

[0005] 本发明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其特征在于，

该装置由压力空气1、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空气管路3、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路4、治理

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

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采煤机11、采煤机前摇臂12、采煤机后摇

臂13、工作面煤壁14、硫化氢气体15、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和采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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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身管缆槽18组成，采煤机11作为采煤工作面重要的设备，其面向工作面煤壁14布置，依托

采煤机11上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上的滚筒的截齿将煤壁破碎，并经下托架即

刮板输送机将破碎的煤运出，这一过程是连续的，采煤机11沿煤壁行走并完成采煤过程；采

煤机11上通过螺栓连接方式固定有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碱

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

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煤壁工作压力为0.3‑0.8Mpa的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通过

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采煤机11机身上，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

面向煤壁远离煤壁另一侧布置，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远离煤壁一侧布置，面向煤壁采煤机

管缆收放架17相距250‑‑‑350毫米处安装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治理硫化

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为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0.5Mpa的压力水溶

碱性液体2经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路4，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

接入到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

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相对独立三路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水溶碱

性液体2工作浓度为1‑35%，碱性物分别为：Na2CO3、NaHCO3或Ca(OH)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

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

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

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三路压力空气1，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

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和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

出相对独立的两路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工作浓度为1‑35%，碱性物分别

为：Na2CO3、NaHCO3或Ca(OH)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

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

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

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

入口；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

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和后截割滚筒碱性气

雾智能喷雾单元10上分别有一路压力空气输入口和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分别通过采

煤机机身管缆槽18布置管路完成连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

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

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

理；采煤机11上前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前截割

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

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

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

牵引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35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

元8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

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牵引部

正对煤壁中涌出硫化氢气体的中和；后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00‑30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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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焊接凸台，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布置于后截割动力部平面的预焊

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

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

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布置于采煤机后摇臂

13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

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

[0006] 上述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

第一步，工作压力为0.3‑0.8Mpa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接入治理硫化氢气雾

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的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0.5Mpa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

经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路4，接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溶

碱性液体接入口；

第二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水溶碱

性液体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

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

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独立两路压

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

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

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

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

第三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

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

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四步，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

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

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五步，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

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

被直接中和，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六步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

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

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七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

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流中

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八步，随采煤机11的不断移动，不仅完成了煤炭开采工作，而且使得赋存于煤层

中的硫化氢气体在第一时间，得以在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之间沿工作面煤壁

说　明　书 3/11 页

6

CN 112588096 A

6



14形成一个动态的气雾化碱性流体笼罩带，实时地将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予以中

和，工作面涌出的硫化氢气体得以治理，满足煤矿安全生产需要。

[0007] 本发明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其优点在于：

（1）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和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

中和掘进煤巷破碎过程中煤层中的赋存的硫化氢15，这样第一时间将截割过程中逸出的硫

化氢气体浓度予以达标，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0008] （2）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

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将气雾化碱性流体喷出到工作面煤壁14上，工作面

煤壁14受原应力破坏影响，工作面煤壁14吸附的硫化氢气体15赋存条件发生变化，使得硫

化氢气体15容易被喷出的气雾化碱性流体中和，使得硫化氢气体15对工作面采煤工作没有

影响。

[0009] （3）随着采煤机11沿工作面煤壁14推进完成采煤的同时，在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

煤机后摇臂13之间沿工作面煤壁14形成一个动态的气雾化碱性流体笼罩带，实时地将采煤

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予以中和，工作面煤壁裂隙中不断涌出的硫化氢气体得以治理，使

得采煤过程安全生产得以保障。

[0010] 总而言之，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既实现了掘进过程安全生产这一主要目的

的，也解决了硫化氢气体在原应力变化情况下不断逸出的治理难题，使得硫化氢伴生治理

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可以轻松实现的事件。治理效果明显，效率高，为矿山安全生产起

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将硫化氢逸出治理难题得以根本解决。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煤巷掘进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

图中标号为：

1、压力空气

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

3、压力空气管路

4、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路

5、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

6、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7、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8、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9、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10、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

11、采煤机

12、采煤机前摇臂

13、采煤机后摇臂

14、工作面煤壁

15、硫化氢气体

16、工作面管缆底托架

说　明　书 4/11 页

7

CN 112588096 A

7



17、采煤机管缆收放架

18、采煤机机身管缆槽。

[0012] 实施方式1

该装置由压力空气1、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空气管路3、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

路4、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

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采煤机11、采煤机前摇臂12、采

煤机后摇臂13、工作面煤壁14、硫化氢气体15、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

和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组成，采煤机11作为采煤工作面重要的设备，其面向工作面煤壁14

布置，依托采煤机11上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上的滚筒的截齿将煤壁破碎，并

经下托架即刮板输送机将破碎的煤运出，这一过程是连续的，采煤机11沿煤壁行走并完成

采煤过程；采煤机11上通过螺栓连接方式固定有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前

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10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煤壁工作压力为0.8Mpa的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

3，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采煤机11机身上，采煤机管缆收

放架17面向煤壁远离煤壁另一侧布置，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远离煤壁一侧布置，面向煤壁

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相距350毫米处安装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治理硫化

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为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5Mpa的压力水溶碱性

液体2经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路4，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

到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

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相对独立三路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水溶碱性液

体2工作浓度为35%，碱性物为：Ca(OH)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

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

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相对独

立的三路压力空气1，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

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和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

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两路压力水溶碱性

液体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工作浓度为35%，碱性物分别为：Ca(OH)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

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

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右侧输出

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碱

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

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和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上分别有一路压力空气输入口

和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分别通过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布置管路完成连接；前截割滚

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

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

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前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

说　明　书 5/11 页

8

CN 112588096 A

8



距离250‑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布置于预焊接凸

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

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

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牵引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350毫米的预焊接

凸台，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

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

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涌出硫化氢气体的中和；后截割动力部平面

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布置

于后截割动力部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

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

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

单元10布置于采煤机后摇臂13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

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

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上述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

第一步，工作压力为0.8Mpa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接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

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的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5Mpa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经压力水

溶碱性液体管路4，接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

接入口；

第二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水溶碱

性液体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

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

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独立两路压

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

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

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

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

第三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

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

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四步，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

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

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五步，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

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

被直接中和，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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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

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

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七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

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流中

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八步，随采煤机11的不断移动，不仅完成了煤炭开采工作，而且使得赋存于煤层

中的硫化氢气体在第一时间，得以在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之间沿工作面煤壁

14形成一个动态的气雾化碱性流体笼罩带，实时地将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予以中

和，工作面涌出的硫化氢气体得以治理，满足煤矿安全生产需要。

[0013] 实施方式2

该装置由压力空气1、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空气管路3、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

路4、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

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采煤机11、采煤机前摇臂12、采

煤机后摇臂13、工作面煤壁14、硫化氢气体15、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

和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组成，采煤机11作为采煤工作面重要的设备，其面向工作面煤壁14

布置，依托采煤机11上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上的滚筒的截齿将煤壁破碎，并

经下托架即刮板输送机将破碎的煤运出，这一过程是连续的，采煤机11沿煤壁行走并完成

采煤过程；采煤机11上通过螺栓连接方式固定有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前

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10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煤壁工作压力为0.3Mpa的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

3，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采煤机11机身上，采煤机管缆收

放架17面向煤壁远离煤壁另一侧布置，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远离煤壁一侧布置，面向煤壁

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相距250毫米处安装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治理硫化

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为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Mpa的压力水溶碱性

液体2经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路4，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

到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

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相对独立三路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水溶碱性液

体2工作浓度为1%，碱性物为：Na2CO3，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

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

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相对独立

的三路压力空气1，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

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和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

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两路压力水溶碱性液

体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工作浓度为1%，碱性物为：Na2CO3，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后

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

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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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

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

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9和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上分别有一路压力空气输入口和压力水

溶碱性液体接入口，分别通过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布置管路完成连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

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

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

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前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

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

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

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

氢气体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牵引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牵引

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

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

直接中和，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涌出硫化氢气体的中和；后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

壁14距离2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布置于后截割动

力部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

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

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布置

于采煤机后摇臂13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

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

直接治理；

上述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

第一步，工作压力为0.3Mpa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接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

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的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3Mpa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经压力水

溶碱性液体管路4，接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

接入口；

第二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水溶碱

性液体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

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

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独立两路压

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

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

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

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

第三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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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

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四步，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

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

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五步，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

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

被直接中和，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六步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

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

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七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

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流中

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八步，随采煤机11的不断移动，不仅完成了煤炭开采工作，而且使得赋存于煤层

中的硫化氢气体在第一时间，得以在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之间沿工作面煤壁

14形成一个动态的气雾化碱性流体笼罩带，实时地将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予以中

和，工作面涌出的硫化氢气体得以治理，满足煤矿安全生产需要。

[0014] 实施方式3

该装置由压力空气1、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空气管路3、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

路4、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

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采煤机11、采煤机前摇臂12、采

煤机后摇臂13、工作面煤壁14、硫化氢气体15、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

和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组成，采煤机11作为采煤工作面重要的设备，其面向工作面煤壁14

布置，依托采煤机11上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上的滚筒的截齿将煤壁破碎，并

经下托架即刮板输送机将破碎的煤运出，这一过程是连续的，采煤机11沿煤壁行走并完成

采煤过程；采煤机11上通过螺栓连接方式固定有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前

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10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煤壁工作压力为0.5Mpa的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

3，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到采煤机11机身上，采煤机管缆收

放架17面向煤壁远离煤壁另一侧布置，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远离煤壁一侧布置，面向煤壁

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相距300毫米处安装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治理硫化

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为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4Mpa的压力水溶碱性

液体2经压力水溶碱性液体管路4，通过工作面管缆底托架16和采煤机管缆收放架17，接入

到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

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相对独立三路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水溶碱性液

体2工作浓度为1‑35%，碱性物分别为：Na2CO3、NaHCO3或Ca(OH)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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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

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

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相对独立的三路压力空气1，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

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和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

单元8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相

对独立的两路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工作浓度为25%，碱性物分别为：

NaHCO3，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

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

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10和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前截割滚筒碱

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8、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和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

上分别有一路压力空气输入口和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分别通过采煤机机身管缆槽18

布置管路完成连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

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

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前截

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8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7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

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采煤机11上牵引部平面靠近作面煤

壁14距离30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布置于预焊接凸台上，向

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

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涌出硫化氢气体

的中和；后截割动力部平面靠近作面煤壁14距离250毫米的预焊接凸台，后截割动力部位碱

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布置于后截割动力部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

现不间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

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后

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布置于采煤机后摇臂13上平面的预焊接凸台上，向工作

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

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上述气雾化碱性流体治理井下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

第一步，工作压力为0.5Mpa压力空气1经压力空气管路3接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

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下侧的压力气接入口；工作压力为0.4Mpa压力水溶碱性液体2经压力水

溶碱性液体管路4，接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左上侧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

接入口；

第二步，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上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水溶碱

性液体2，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

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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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右下侧输出独立三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

喷雾单元6、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上的

压力空气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上方侧面左侧输出独立两路压

力水溶碱性液体2，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

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水溶碱性液体接入口；治理硫化氢气雾化碱性流体预处理器5正

上方侧面右侧输出独立两路压力空气1，分别接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后

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上的压力空气接入口；

第三步，前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6布置于采煤机前摇臂12上平面的预

焊接凸台上，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

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四步，前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7，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

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前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

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前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五步，牵引部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8，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喷雾，

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牵引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

被直接中和，实现牵引部正对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六步后截割动力部位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9，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

断喷雾，使得碱性气雾智能喷雾流体喷射到后截割动力部机身正对的煤壁，这样采煤逸出

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壁中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七步，后截割滚筒碱性气雾智能喷雾单元10，向工作面煤壁14一侧实现不间断

喷雾，使得截齿上破碎的煤中逸出的硫化氢气体15被直接中和，实现后截割部截割煤流中

的硫化氢气体直接治理；

第八步，随采煤机11的不断移动，不仅完成了煤炭开采工作，而且使得赋存于煤层

中的硫化氢气体在第一时间，得以在采煤机前摇臂12和采煤机后摇臂13之间沿工作面煤壁

14形成一个动态的气雾化碱性流体笼罩带，实时地将采煤生产工作面硫化氢气体予以中

和，工作面涌出的硫化氢气体得以治理，满足煤矿安全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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