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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贺可强，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国家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评议专家组召集人，青岛市顶尖人才奖励计划获奖者。现任青岛理

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二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兼职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地质环境

与效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青岛市城市地质环境效应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山东省土木工程高峰学

科带头人。同时兼任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s（IAEG）中国国家小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

研究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库成员，国家长江三峡滑坡野外观测研究站特聘教授，

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The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美国太平洋大学）客座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国际著名专业期刊“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Natural Hazards”、

“Engineering Geology”、“Clean Technologie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CETP）”、“Arabian Journal 

of Geosciences”、“Science and Engineering”等特邀评审专家与编委。 

主要从事岩土工程和地质工程灾变预测方法与防控技术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大量具有开拓性的创

新成果。在边坡工程灾变预测与防治研究领域，建立了堆积层滑坡位移动力学与多源信息预测预报理

论与方法及位移动力耦合主动控制成套防治技术；在矿山地下突水灾害预测与防治研究领域，提出了

地下水突水综合逐渐逼近探测方法，建立和完善了复杂岩体结构富水矿山突水灾害疏堵探监测综合防

治方法与技术；在中国北方岩溶塌陷研究领域，确定了中国北方岩溶塌陷系统分类方案，完成了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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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岩溶塌陷的对比与区划，建立了该类岩溶塌陷力学评价模型；在地质生态环境综合分析与评价研究

领域上，提出了地质生态环境损益度和损益率评价参数与评价方法，建立了地质生态环境质量与 GDP

协调关系的定量模糊数学评价模型。 

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美国际合作项目及省部级重

大科研项目共 20 余项。共出版和合作出版学术专著及行业规范 16 部；发表学术论文 197 篇，其中

SCI、EI 收录 63 篇；获中国受理发明专利 99 项，国际及中国授权发明专利 6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先后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共 21 项，其中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8 项、三等奖 8 项。1996 年荣获第三

届河北省青年科技奖、1999 年荣获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2001 年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

号、2006 年荣获”青岛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2019 年荣获俄罗斯自然科学发展贡献奖、2021

年荣获山东省优秀博士生导师称号、2022 年荣获俄罗斯国家工程院格里什曼诺夫奖、2023 年荣获俄

罗斯国家工程院技术科学最佳论文科研奖——琥珀猫头鹰奖。 

学习经历 

 1978.10-1982.07，河北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专业，工学学士 

 1987.09-1990.03，中国地质大学，工程地质专业，工学硕士 

 2001.09-2004.03，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工程专业，工学博士 

工作经历 

 1983.09-1987.08，河北地质学院水文工程地质系，助教 

 1991.05-1992.09，河北地质学院水文工程地质系，讲师 

 1992.10-1996.08，河北地质学院水文工程地质系，副教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6.09-2014.12，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破格晋升为教授） 

 2015.01-至今，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二级教授 

学术兼职 

 2019.09-至今，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评议专家组组长/委员 

 2019.12-至今，国家科技奖评审专家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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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1-至今，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 

 2006.07-至今，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s（IAEG）中

国国家小组成员 

 2004.07-至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兼职博士生导师 

 2005.01-至今，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2008.06-至今，长江三峡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兼职教授 

 2006.06-至今，国务院三峡工程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库成员 

 2016.05-至今，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库成员 

 2021.01-至今，自然资源部滨海城市地下空间地质安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2022.02-至今，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中科智库”专家 

 1999.06-至今，浙江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2012.06-至今，The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美国太平洋大学）客座教授 

 2006.07-至今，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协会理事 

 2013.10-至今，《Civi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Science》编辑部编委 

 2012.09-至今，《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编辑部编委 

 2013.10-至今，《Ecologic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编辑部编委 

 2018.11-至今，工程地质学报编辑部编委 

 2003.07-至今，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编辑部编委 

教科研项目 
 

 2007.12-2010.12，复杂富水矿床开采关键技术开发与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主持 

 2004.01-2006.12，水诱发堆积层滑坡的加卸载响应比特征与位移动力学预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主持 

http://www.so.com/link?m=aq072WF5ZlO4DMM+UcjnbB7wwq/l2hgvWGB59tK/e30RZ29iRxKIvS4fPSXTbUQwCXKwqM76kxWhPEpaPX4vtl3e+Qp9ohZzm733FFpMCs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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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1-2009.12，水诱发堆积层滑坡的加卸载响应比参数与位移动力学预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主持 

 2009.01-2011.12，堆积层滑坡位移矢量角动力学参数与位移多源信息综合预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主持 

 2013.12-2017.12，重大水利工程复合水环境滑坡动力灾变机理与预测模型研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主持 

 2004.12-2007.12，山东半岛城市群地质生态环境综合评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山东省发改委“十

一五”重大规划研究课题，主持 

 2004.12-2007.12，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人口、经济、城市空间聚集研究，山东省发改委“十

一五”重大规划研究课题，主持 

 2021.01-2023.12，地下高切坡卸荷动力灾变规律与位移耦合监预警参数及判据准则研究，山东

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主持 

 2014.09-2016.06，广东石化项目灌注桩工程施工孔壁稳定性评价及塌孔加固治理技术研究，中

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科研技术开发项目，主持 

 2008.01-2012.12，装配式建筑物的深基坑边坡复合动力损伤宏观灾变规律与位移动力预测方法

研究，山东省高等学校蓝色经济区工程建设与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子课题，主持 

 2012.01-2014.12，堆积层滑坡渗流卸加载动力学预测方法与失稳判据研究，高等学校博士学科

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主持 

 2017.10-2019.09，三峡水利工程复合水环境滑坡动力灾变机理与监测预警方法研究，三库峡区

地质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主持 

 2004.01-2006.12，滑塌型地质灾害的非线性动力学监控预测理论的研究，三库峡区地质灾害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主持 

 2016.10-2018.10，注浆成型扩底桩受力机理现场试验与理论研究，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院横向

课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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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2012.06，三峡水利工程库岸滑坡复合水环境动力特征研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开放基金项目，主持 

 2009.04-2010.04，中国北方岩溶塌陷风险评价与岩溶水资源保护对策研究，中国地质科学院岩

溶地质研究所开放基金项目，主持 

 2006.08-2008.10，东营市地质生态环境综合调查评价与空间数据库建设，东营市发改委“十一

五”重大规划项目，主持 

 2005.10-2006.12，青岛市地质生态环境综合调查评价与空间数据库建设，青岛市发改委“十一

五”重大规划项目，主持 

 2019.09-2021.12，深凹矿山边坡开采动力损伤灾变规律及稳定性评价方法研究，临沂市费县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主持 

 2019.05-2021.12，极端降雨型滑坡渗流动力灾变监测预警参数与失稳判据准则研究，青岛地质

工程勘察院开放基金项目，主持 

学术成果 

代表性著作、论文： 

[1]  贺可强, 侯新文, 尹明泉, 李相然, 杜汝霖.《地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及其空间数据库研究》

[M],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2]  卢耀如, 贺可强, 李相然, 杜汝霖, 李关宾, 耿喜华, 白建业, 李月瑞, 李清平, 刘彦博, 崔昭文, 

庄会波.《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地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M], 地址出版社,2010 年. 

[3]  贺可强, 卢耀如, 李关宾, 李相然, 关兆泉, 李月瑞, 杜汝霖.《山东半岛城市群地质资源与环境

及其承载力综合分析和评价》[M],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贺可强, 阳吉宝, 王思敬.《堆积层滑坡位移动力学理论及其应用——三峡库区典型堆积层滑坡

例析》[M],科学出版社,2007 年. 

[5]  贺可强, 王滨, 杜汝霖.《中国北方岩溶坍塌》[M],地址出版社,2005 年. 

[6]  李相然, 贺可强.《高压喷射注浆技术与应用》[M],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北京,2007 年. 

[7]  李相然, 贺可强, 姚志祥, 郭金桥.《城市环境岩土工程问题与防治技术》[M],中国建材工业出版

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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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冯朝军, 贺可强, 周文芝, 单红仙.《应用弹塑性力学》[M],地震出版社,1996 年. 

[9]  贺可强, 阳吉宝, 李显忠.《堆积层滑坡预测预报及其防治》[M],地震出版社,1996 年. 

[10]  郭璐, 贺可强, 信校阳.《水诱发型堆积层滑坡渗流动力灾变规律及物理预测方法》[M], Scholar 

Publishing Group 出版社,2022 年. 

[11]  Keqiang H, Min Z, Yongjun Z, et al. Unload–load displacement response ratio paramete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ediction of debris landslide induced by rainfall[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7, 

76(1): 1-16. 

[12]  Keqiang H, Zhiliang W, Xiaoyun M, et al. Research on the displacement response ratio of groundwater 

dynamic aug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valuation of the slope stability[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5, 74(7): 5773-5791. 

[13]  He K, Jia Y, Chen W, et al. Evaluation of karst collapse risks induced by over-pumping and karst 

ground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in Zaozhuang region, China[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4, 

71(8): 3443-3454. 

[14]  Keqiang H, Jia Y, Wang F, et al. Overview of karst geo-environments and karst water resources in north 

and south China[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1, 64(7): 1865-1873. 

[15]  Keqiang H, Wancheng Y, Wenfu J. Analysis of Groundwater Inrush Conditions and Critical Inspection 

Parameters at the Baixiangshan Iron Mine, China[J]. Mine Water and the Environment, 2011, 30(4): 

274-283. 

[16]  He K, Zhang S, Wang F, et al. The karst collapses induced by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the 

groundwater and their distribution rules in North China[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0, 61(5): 

1075-1084. 

[17]  Keqiang H, Shangqing W, Wen D, et al. Dynamic features and effects of rainfall on landslid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China: using the Xintan landslide and the large Huangya landslide as 

the examples[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0, 59(6): 1267-1274. 

[18]  He K, Zhang S, Wang F, et al. The karst collapses induced by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the 

groundwater and their distribution rules in North China[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0, 61(5): 

1075-1084. 

[19]  Keqiang H, Wen D, Shengqian Z, et al. Analysis on the rational exploitation and regulatory stor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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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st water resources in the central-south reg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China[J].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0, 24(2): 349-362. 

[20]  Keqiang H, Rulin D, Wenfu J.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karst collapses and the distribution rule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0, 59(6): 1309-1318. 

[21]  Keqiang H, Guangming Y, Yaoru L. Palaeo-karst collapse pillars in northern China and their damage 

to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s[J]. Environmental Geology, 2009, 58(5): 1029-1040. 

[22]  Keqiang H, Guangming Y, Xiangran L.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regularity of landslide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China[J]. Environmental geology, 

2009, 57(8): 1925-1931. 

[23]  Keqiang H, Shangqing W, Wen D, et al. The dynamic parameter of rainfall: its importance in the 

prediction of colluvial landslides[J]. Bulleti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8, 67(3): 

345-351. 

[24]  Keqiang H, Lu G, Yuanyuan G, et 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coal mining on the karst 

hydrogeological environment in Jiaozuo mining area, China[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9, 

78(15): 1-13. 

[25]  Keqiang H, Xiangran L, Xueqing Y, et al. The landslid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China 

and the effects of water storage and rain on their stability[J]. Environmental Geology, 2008, 55(1): 55-

63. 

[26]  Keqiang H, Yuyue J, Min Z, et al.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arst collapse in groundwater exploitation area of Shiliquan of Zaozhuang, 

China[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2, 66(8): 2531-2541. 

[27]  Keqiang H, Honghua L, Lu G, et al. Innovative consideration of a directional appraisal parameter as 

destabilized criterion of the colluvial landslide[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9, 78(24): 1-12. 

[28]  贺可强 ,郭栋 ,张朋等 .降雨型滑坡垂直位移方向率及其位移监测预警判据研究 [J].岩土力

学,2017,38(12):3649-3659+3669. 

[29]  贺可强 , 郭璐 . 水库滑坡位移与水动力耦合预测参数及其评价方法研究 [J]. 水利学

报,2017,48(05):516-525. 

[30]  贺可强,陈为公,张朋.蠕滑型边坡动态稳定性系数实时监测及其位移预警判据研究[J].岩石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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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学报,2016,35(07):1377-1385. 

[31]  贺可强,郭璐,陈为公.降雨诱发堆积层滑坡失稳的位移动力评价预测模型研究[J].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2015,34(S2):4204-4215. 

[32]  贺可强,杨德兵,郭璐等.堆积层滑坡水动力位移耦合预测参数及其评价方法研究[J].岩土力

学,2015,36(S2):37-46. 

[33]  贺可强,孙林娜,王思敬.滑坡位移分形参数 Hurst 指数及其在堆积层滑坡预报中的应用[J].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报,2009,28(06):1107-1115. 

[34]  贺可强,李相然,孙林娜等.水诱发堆积层滑坡位移动力学参数及其在稳定性评价中的应用——以

三峡库区黄腊石滑坡分析为例[J].岩土力学,2008(11):2983-2989. 

[35]  贺可强,王荣鲁,李新志等.堆积层滑坡的地下水加卸载动力作用规律及其位移动力学预测——以

三峡库区八字门滑坡分析为例[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8(08):1644-1651. 

[36]  贺可强,王尚庆,王荣鲁等.地下水在黄腊石边坡稳定性中的作用规律与评价[J].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2007(06):90-94. 

[37]  贺可强,周敦云,王思敬.降雨型堆积层滑坡的加卸载响应比特征及其预测作用与意义[J].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报,2004(16):2665-2670. 

[38]  贺可强 , 白建业 , 王思敬 . 降雨诱发型堆积层滑坡的位移动力学特征分析 [J]. 岩土力

学,2005(05):705-709. 

[39]  贺可强,阳吉宝,王思敬.堆积层边坡表层位移矢量角及其在稳定性预测中的作用与意义[J].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报,2003(12):1976-1983. 

[40]  贺可强,阳吉宝,王思敬.堆积层边坡位移矢量角的形成作用机制及其与稳定性演化关系的研究

[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2(02):185-192. 

[41]  贺可强,王胜利.神经网络法在深基坑变形实时预报中的应用研究[J].建筑技术开发,2002(07):28-

30. 

[42]  王滨,贺可强,赵民.土钉支护工程中水作用机理分析[J].工程勘察,2002(0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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