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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姓名：曹立华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4年9月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邮编266100.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0532-66786206 (OfficeA305)

E-mail 地址：hardyqd@ouc.edu.cn

二、简历

1. 学习经历

1986年毕业于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质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9年毕业于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地学院获理学硕士学位。

2. 工作简历

1989年至今任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教师。

3. 现今学术兼职

国家测绘标准委员会海洋测绘分委会委员。

4.科研项目

西北太平洋多航次调查首席科学家；

国家908专项地形地貌调查DX06区块地形调查；
国家908专项地形地貌调查DX19区块地形调查；
国家908专项地形地貌调查DX25区块地形调查；
国家908专项地形地貌调查QC09区块地形调查；

国家海洋局公益项目“我国砂质海岸生境养护和修复技术示范与研究”；

国家海洋局公益项目“海岛旅游海滩管理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海上油田工程保障和社会服务项目多项。

三、主要研究方向

海洋沉积、海底探测、海洋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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