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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300 字以内)

本人李就好，男，1963年 11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

年毕业于河海大学岩土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同年来华南农业大学任教，2004年获农业

机械化工程学科博士学位。主要讲授《土力学》和《工程地质学》等本科专业课程以及《土

壤水动力学》、《节水灌溉原理与技术》和《SPAC理论与水分运移》等研究生课程。主要

从事农业工程相关领域的研究。1999年以来先后参与和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近 30项，研

究成果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获广东省农业推广一等奖 3项，获教育部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和技术发明一等奖各 1项。在农业工程学报、农业机械学报、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Soil Science等杂志发表相关论文近 70篇。现任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

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

工作经历

1989年 6月硕士毕业后来华南农业大学工作至今，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期间：

1989年 6月至 1992 年 6月华南农业大学任教员；

1992年 7月至 1999 年 11月华南农业大学任讲师； 副教授职称；

1999年 12月至 2004年 11月华南农业大学任副教授；

2004年 12月至今华南农业大学任教授；



2005年遴选为华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2011年 1月至 2019年 6月任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

教育经历

1982年 9月至 1986 年 7月在河海大学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专业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6年 9月至 1989 年 6月在河海大学攻读岩土工程硕士学位，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7年 9月至 2004 年 6月华南农业大学在职攻读农业机械化工程博士学位，获工学博士

学位。

获奖、荣誉称号

“水肥一体化高效利用及太阳能智能节水灌溉技术应用及示范推广”2018年获广东省农业

推广一等奖（排名第五）

“紫色砂页岩烟区烤烟灌溉制度及烟水配套工程研究与应用”2015年获 2014年度广东省

烟草专卖局（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五）

“水稻精量播种技术及关键设备”2009年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排名第二）

“南方红壤地区旱作农业节水耕作及配套技术体系”2007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1项（排名第二）

“水稻育秧技术与成套设备应用推广”2006年获广东省农业推广一等奖（排名第三）；

“农业节水技术研究与推广”2005年获广东省农业推广一等奖（排名第二）；

“农业综合节水技术研究与示范”2003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排名第二）；

2010年获华南农业大学“十一五”科学研究先进工作者；

2010年获华南农业大学“十一五”优秀研究生导师；

2008年获华南农业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2005年获华南农业大学“十五”科学研究先进工作者；

2002年获华南农业大学教书育人三等奖；

2001年获华南农业大学“九五”科学研究先进工作者。

社会、学会及学术兼职

广东省农业财政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

研究领域

农业工程

科研项目

（1）1999年立项，项目计划号：农计发[1999]24 号. 华南赤燥干热红壤旱作农业示范基地.

农业部“九五”第三批旱作农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2002年完成。总经费 100万元, 在雷

州半岛的广东省国营幸福农场建立了示范基地。2002年 4月通过了农业部项目验收。（主

要参加）



（2）2001年立项，项目编号：A20601. 节水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 广东省农业科技攻关重

大专项，2002年完成，项目经费 80万元，2003年 1月通过广东省科技厅鉴定。（副主持）

（3）2001 年立项，水稻钵苗生产技术与精密播种设备, 国家级, 国科发农社字[2001]568

号，2003年完成，总经费 60万元，2004年通过科技部验收。（副主持）

（4）2002年立项，项目编号：2002A2040903. 砖红壤在不同耕作条件下最佳灌溉模式的

研究. 广东省农业科技攻关项目, 2005年完成，总经费 10万元，2005 年结题验收。（主持）

（5）2003年立项，项目编号：2003C201025. 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广东省农业

科技攻关项目, 2006 年完成，总经费 10万元, 针对流溪河从化段进行了农业污染对河流污

染影响的初步研究，2007年结题验收。（主持）

（6）2003年立项，项目编号：03EFN216900280. 南方红壤旱作农业节水技术. 国家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项目, 2006 年 6月通过科技部验收，总经费 50万元, 已在湛江、茂名、

江西赣州等地进行推广应用。（副主持）

（7）2005 年立项，项目编号：2005B20801004. 不同耕作条件下土壤蒸发特性及相关节

水技术研究. 广东省农业科技攻关项目, 2007年完成，总经费 10万元，2007年结题验收。

（主持）

（8）2006年立项，国家级基金项目，编号：60574029： 基于多元信息融合的蔗田农药精

确喷施研究, 国科金计函[2005]81号, 总经费 24万元，2009年结题验收正。（主要参加）

（9）2006 年立项，编号：2006B20701005，雷州半岛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与示范，

广东省农业科技攻关项目，总经费 10万元，2009年结题验收。（主持）

（10）2006年立项，国家 863项目，编号：2006AA10A307：水稻精准生产示范与应用，

总经费 396万元，起止时间为 2006年 10月～2010年 10月，2010年结题验收。（副组

长）

（11）2006年立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水质采样查询优化

算法。项目编号：06025838，起止时间为 2006年 10月～2008年 12月。总经费 5万元，

2009年结题验收（副主持）

（12）2007年立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龙眼需水规律及灌溉制度研究。项目编号：

7006646，起止时间为 2008年 1月～2009年 12月。总经费 5万元， 2010年结题验收（主

持）

（13）2007年立项，广东省农业攻关项目：甘蔗耗水规律及节水灌溉制度研究与示范。项

目编号：2007B20702003，起止时间为 2007 年 6月～2010年 12月。总经费 7万元，2010

年结题验收（主持）



（14）2008年立项，广东省农业攻关项目：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作物干旱指数研究。项目

编号：2008B030303034，起止时间为 2008年 7月～2011年 12月。总经费 10万元，项

目已结题验收。（主持）

(15) 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 水稻精准生产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编号：

2007A020904001，起止时间为 2008年 1月～2010 年 12月，总经费 120万元，项目已结

题验收。（副主持）

（16）国家科技计划子课题：水旱轮作模式与减量化技术。项目编号：2007BAD89B14，

起止时间为 2008年 1月～2010年 12月，总经费 35万元，2010年结题验收。

（17）2009年立项，广东省农业攻关项目：超宽幅稻田农药高效精确喷施作业机具研究。

项目编号： 2009B0200314003，起止时间为 2010 年 1月～2012年 12月，总经费 5.0万

元，项目在研。（副主持）

（19）2011年立项，广东省农业攻关项目：强降雨条件下雷州半岛坡耕地土壤侵蚀研究与

应用示范，项目编号：2011B020309006，起止时间为 2011年 8月～2013年 9月，总经

费 8.0万元，项目在研。（主持）

（20）主持广东水利科技创新与推广项目：小水电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总经费 48万元，

起止时间为 2011年 4月～2012年 12月。

（21）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城市饮用水源水质趋势分析及风险诊断系统研究（项目编号：

2011B020313023）（副主持）。

（21）指导 2011年广东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黄冈河流域水土流失调研，经费

1.0万元，学生张旭群、陈浩昆、陈耀强。

（22）主持国家政策引导类计划项目：无线传感器网络在果蔬虫害监测中的应用示范，项

目编号：2013GA7800022，起止时间为 2013 年 1月～2015年 12月，总经费 20.0万元，

已验收。

（23）承担广东省农业攻关项目：脉冲式小型化太阳能节水自动灌溉控制器产业化研发子

课题，项目编号：2012A020200011，起止时间为 2012年 8月～2014年 12月，总经费

50.0万元，实到 9.5万元。

（24）主持广东水利科技创新与推广项目：慈橙节水灌溉制度研究与示范，总经费 26.8万

元，起止时间为 2013年 4月～2015年 12月，已结题。

（25）主持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基于瘦客户机的蔬菜病虫害监测方法研究与应用，项目

编号：2015A020209153，起止时间为 2015年 9月- 2018年 12月，总经费 15万元，项目

在研。



（26）副主持国家政策引导类计划项目：南方蔬菜重大害虫快速监测及预警技术集成与应

用示范，项目编号：2015GA780002，起止时间为 2015年 1月～2017年 12月，总经费

60.0万元，项目在研。

（27）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机作业对土壤质构及作物生长影响机理研究

（2016YFD0700301），子课题：旋耕对土壤质构及作物生长机理研究

（2016YFD070030104），起止时间为 2016年 1月～2020年 12月，总经费 60.0万元，

项目在研。

（28）主要参加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2018-2019 年度“精准农业”重点专项：专题一：

作物生产信息感知与管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专题编号：0214）项目 2：田间作物生长精

准管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019B020214003）起止时间为 2018年 10月～2023年 12

月，总经费 600.0万元，项目在研。

发表论文

（1）罗锡文，李就好，朱余清等. 耕作方式对砖红壤物理特性和含水率的影响. Effect of

Tillage M ethods on Soil Physical Propertiesand M oisture Content of Latosol 农业机械学

报，2006,36(12):62-66

（2）李就好，罗锡文，赵新等. GIS和 GIS在土壤物理参数调查中的应用. Appl ica t ion of

GPS and GIS Technology in Invest iga t ion ofSo il Phys ics Parameters. 农业机械学报，

2005, 35(8):87-89，（EI收录）（获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3）李就好，谭颖，张志斌等.滴灌条件下砖红壤水分运动试验研究. 农业工程学报，2005，

21(6):36-39, (EI收录)

（4）李就好，罗锡文，赵新. 基于 GPS和 GIS的旱情监测系统与应用, 农机化研究，The

application of soil moisture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GPS 2004（6）

（5）Li Jiuhao, Luo Xiwen. The Application of Soil moisture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GPS, CIGR，Beijing China,2004 年 10月

（6）李就好，谭中文，罗锡文等. 耕作和覆盖方式对旱地甘蔗生产的影响, 农业机械学报，

2004，35(5):70-73,（EI收录）

（7）Li Jiuhao, Luo Xiwen. The Effects of Tillage and Mulch Methods on Sugarcane

Production. ASAE, Ottawa Canada.2004年 8月

（8）李就好，江伟杰. 不同耕作条件下的砖红壤含水量的现场试验研究, 现代农业装备 2003

（2）

（9）Li Jiuhao, Luo Xiwen. Water-saving Approach in Sub-tropic Area of China,

CIGR/ASAE, Chicago USA.2002年 7月



（10）区颖刚, 谭中文, 罗锡文, 李就好等.综合节水技术在甘蔗生产中的应用. 华南农业大

学学报，2002（3）

（11）李就好，罗锡文，区颖刚. 雷州半岛水资源状况与节水途径. 农业水土工程科学，2001

（12）罗锡文，李就好，区颖刚. 雷州半岛旱作模式与节水途径. 中国机械化旱作节水农业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0

（13）罗锡文，李就好，俞龙. 滴灌条件下砖红壤水分入渗特性试验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学

报 2000（4）

（14）宋国翠,陈洁,李就好. 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流溪河水质的影响分析. 亚热带水土保持,

2007（1）：13-16

（15）肖德琴,欧阳国桢,李就好. 基于询问机制的传感器网络查询优化算法. 传感器与微系

统, 2007（10）：103-105

（16）陈洁，陈阳，吴卫熊，李雅楠，李就好.地下滴灌条件下砖红壤水分入渗特性试验研

究. 水土保持研究, 2008（2）：26-28

（17）汤茂斌，陈超，李就好. R+树优化 DBSCAN的数据挖掘方法研究.微计算机信息. 2008

（24）: 87-88

（18）汤茂斌，陈业智，李就好. 数据挖掘技术在辅助决策系统中的应用. 微计算机信息.

2008（21）: 105-106，113

（19）汤茂斌，余国庆，李就好. 站点流量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微计算机信息. 2008（19）:

287-289

（20）汤茂斌，谢培昭，李就好. 基于虚拟环境下手机飞行游戏中蓝牙通讯技术的应用. 微

电子学与计算机. 2008（9）: 155-157

（21）汤茂斌，梁杰贤，李就好. 汽车修配中心财务报表的设计与实现. 福建电脑. 2008（8）:

164-165

（22）陈洁，陈瑜，李就好. 龙眼需水量试验研究. 2008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

业委员会第五届全国学术年会论文集（石河子），P22～26

（23）黄海琴，陈海波，陈凯，余长洪，胡均万，李就好. 不同耕作措施对甘蔗早期生长发

育的影响. 2009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年会论文（山西太谷）

（24）黄海琴，陈凯，余长洪，陈海波，李就好.不同耕作措施对雷州半岛旱作蔗田土壤水

分的影响. 2009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年会论文（山西太谷）

（25）姚彦欣，吴卫熊，刘宗强，徐天文，李就好.雷州半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的研究，

亚热带水土保持，2009（1）: 16-18

（26）汪沛，李就好，周志艳. 水分胁迫下甘蔗冠层光谱反射率变化规律研究. 广东水利水

电. 2009（11）: 15-17



（27）周 权，雷芳华，李就好.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要素量化方法.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09（8）：209-213

（28）汪沛，李就好，周志艳. 不同土壤水分状况下甘蔗冠层光谱特征研究.水资源与水工

程学报. 2010（1）:34-37

（29）Zhou Quan，Fu Gui，Deqin Xiao，Jiuhao Li，Trusted transport mode based

cluster-merkle-tree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Computer Application and System

Modeling (ICCASM),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PG V1-564 - V1-568，ISBN

978-1-4244-7235-2 ,EI收录. （30）Zhou Quan，Fu gui，Zhilian Zhi，Jiuhao Li，Deqin

Xiao，A Risk Assessment Model Based-Business-Circle of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and E-Government (iCEE2010)，

P3566-3569,ISBN 978-0-7695-3997-3,EI收录. （31）Tang Maobin, Li Jiahong, Zhou

Quan, Liu Miao, Li Jiuhao.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enetic Algorithm（EI收录）.

ICCSIT 2011, 2011.6, pp 51-53

（32） Haibo Chen, Xiaodong Zheng, JiuhaoLi(corresponding author), Jingdong Zhang.

Response of Sugarcan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and Spectral Reflectance

to Water Stress in Elongation, ISADE, IEEE2011, 981-984,EI收录. Physics Procedia 25

( 2012 ) 595 – 600

（33）李就好，陈海波，何晓晖, 邓爱明, 黄飞剑.不同水分处理下甘蔗植株茎流变化规律研

究.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重庆 2011

（34）Zhou Quan, Deqin Xiao, Jiuhao Li,An Error Control Model for Farmlan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America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s Annu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2012, v 7, p 5944-5951， EI收录 (35) 陈凯，李就好，陆金驰，

刘远. 基于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的汕头水资源承载力变化趋势研究，广东农业科学，

2012(2 ):110-113

(36) 陈凯，李就好，李永刚，屈寒飞. 汕头市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研究. 长江科学院院报，2012，

29 (7):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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