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http://www.iswc.cas.cn/)  人才工作

(http://www.iswc.cas.cn/)

姓名： 高建恩
性别： 男
职称： 研究员
职务： 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学历： 博士研究生
电话： 029-87012066
传真： 87012210
电子邮件： gaojianen@126.com
通讯地址： 杨凌西农路26号

简  历：

  教育（访问）经历:

  2011.8-2011.1 美国普渡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2001.9-2005.6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博士

  1993.9-1996.6 清华大学，硕士；

  1980.9-1984.7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大学），学士

  工作经历:

  曾担任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科研开发处副处长，西北水利水电试验研究中心副主

任，河渠泥沙研究室主任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工泥沙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创新基地副研究员，研究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三级），区域水土保持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任职：

  中国水利学会雨水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水利学会水土保持监测委员会委员、泥沙专业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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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主持和联合主持国家科技攻关、863计划节水农业重大专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科

技部西部专项等重大研究13项，其他研究项目10余项，内容涉及农业水土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泥沙及水土保持工程等。目前作为第一主持人，主持国家

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课题：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与高效农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2011BAD31B05，国拨经费611万）；第一主持人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面上项目1项，第二主持人主持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项目课题一项。近10年主持项目详细情况如下表： 

　　表1   近十年（2005年月至今）开展的科学研究工作情况 

项目、课题名称 

（下达编号） 

项目 

来源 

起迄 

时间 

经费 

（万元） 

是否 

主 持

人 

进

展 

情

况 

复杂下垫面暴雨径流侵蚀相似性模拟实验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4 2017 
第 一

主持 

正

在 

进

行 

治 沟 造 地 工 程 区 典 型 沟 道 造 地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与 示 范

（2013KTDZ03-03-01） 
陕西科技统筹创新 2013 2017 

第 二

主持 

正

在 

进

行 

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与高效农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国家科技部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 

2011－2015 611 
第 一

主持 

正

在 

进

行 

保障渭河生态基流的关中地区农业节水及调控技术研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课

题 
200901～201112 222 

第 一

主持 

完

成 

坡面降雨径流调控与高效利用技术研究 

国家科技部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 

2006－2010 
300 （ 国

拨） 

第1主

持 

完

成 

北方平原地区单户雨水安全集蓄工程技术模式 

国家科技部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子课题 

2006－2010 50（国拨） 
第1主

持 

完

成 

黄土高原小流域降雨径流利用潜力动态分析与优化配置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8～2010 20 参加 
完

成 

黄土高原坡沟侵蚀系统水沙关系模拟试验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9～2011 20 参加 
完

成 

人工高效汇集雨水利用技术转化与工程示范

国家科技部 

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重点支助项目 

2002-2004 100 
第1主

持 

完

成 

新型高效雨水集蓄形式研究 国家863计划节水农业重大专项子课题 2002-2005 100 主持 
完

成 



黄土高原小流域地表径流调控模拟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学科前沿

科研专项 
2003-2005 10  主持 

完

成 

黄土高原小流域地表径流模拟与调控技术研究 

科技部 

西部专项 

2002-2004 80 

第2主

持 

负 责

执行 

完

成 

新型高效雨水集蓄与利用技术研究 国家863计划节水农业重大专项 2002-2005 150（700） 

副 组

长， 

第3主

持 

完

成 

管道输水系统新型管材管件与量配水设备研制与产业化开发 国家863计划节水农业重大专项 2002-2005 70（300） 

副 组

长， 

第3主

持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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