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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

员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

要成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

系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

奖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

最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

多次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

技术奖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

准的奖励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

的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东亚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 

研究方向 2 城市与建筑遗产的性能退化机理 

研究方向 3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绿色途径 

研究方向 4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数字化方法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董卫 研究方向 城市规划与遗产保护 

出生日期 1957.11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2.06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周琦 研究方向 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 

出生日期 1957.11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2.06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张云升 研究方向 材料科学 

出生日期 1974.11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2.06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张小松 研究方向 环境工程 

出生日期 1959.09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2.06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周小棣 研究方向 遗产保护 

出生日期 1962.10 职称 副教授 任职时间 2015.12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李新建 研究方向 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 

出生日期 1975.04 职称 副教授 任职时间 2012.06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郑时龄 研究方向 建筑历史 

出生日期 1941.11 职称 院士 任职时间 2012.06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5 篇 EI 3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9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1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2308.6 万元 纵向经费 687.2 万元 横向经费 1621.4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3 项 授权数 1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 项 转化总经费 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标准 0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63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12 人  

院士 1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0  人 

短期 0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2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0 人  

青年千人计划 0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8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0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0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董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资源管理 教席教授 

石邢 
Journal of Building Physics 

（SCI、EI 检索）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3 人 国外 2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4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2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建筑学 学科 2 城市规划 学科 3 风景园林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28 人 在读硕士生 65 人 

承担本科课程 5737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2632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0 部   

开放与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4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5 次 



 

 

运行管理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1 项 

实验室面积  3000M2 实验室网址 http://kluahc.seu.edu.cn/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

入 
226.46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

论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

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

的贡献，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研究方向一“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机制”方面，本年度实验室在研的

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6 项，其中新增 5 项。王建国院士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课题“中国城镇建筑遗产适应性保护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在 2015 年进

入关键时期，各项研究目标基本完成，首次提出了系统的中国特色城镇建筑遗产

保护理论体系建构，开发完成建筑遗产评估专家支撑系统并在昆明等地得到应

用，开发完成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利用数据库平台并上线运行，出版填补国内空白

的《历史建筑估价》专著，完成木构建筑结构机制及耐久性评估研究；近现代建

筑遗产研究增长迅速，视角多元，并有 3个国家自科和社科基金项目重点关注中

国近现代本土城市规划及建筑技术的发展研究，主办“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史与

理论前沿国际研讨会”；对景观园林遗产的研究成为实验室本年度的亮点，有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关注园林与城市水系、叠山理石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实验室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水与历史城镇-互动及形态变迁”

国际研讨会，专著《走在运河线上》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提名奖，取得

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研究方向二“城市与建筑遗产性能退化机理”方面，本年度实验室新增 3项、

在研 9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顺利完成两项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的结题

“古代建筑木构榫卯节点科学化研究”、“古代建筑青砖灰瓦营造工艺科学化研

究”，采用 跨学科合作研究方法，完成江浙地区典型榫卯形制及力学数据库，江

浙地区青砖墙体及灰瓦屋面构造、施工及力学数据库等大量成果和论文，为证明

和传承我国传统人居环境营造的科学性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结题专家组的好

评。加之本年度在古代土遗址、近代混凝土、现代相变材料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实验室已经形成了古代建筑材料科学化及当代改良研究序列，涵盖 木构、砖石、

土、混凝土全系列，为我国建筑遗产保护提供了材料技术方面的重要支撑。2015

年度，实验室和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第二届“建筑学研究前沿论坛” – 

建筑遗产保护技术国际会议，是国内首次举办以建筑遗产保护技术为主题的国际

会议，到会的国内外专家对实验室在木构、土遗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

评价。  

研究方向三“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绿色途径”方面，本年度实验室新增 3项，

在研 11 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王建国院士主持的“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传统古建聚落规划改造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基本完成研究及结题准备

工作，完成性能化保护规划关键技术 1项，获得 3项相关软件著作权，开发完成

联体共生结构保护、物理环境改善、水环境改善、建筑与设备 1体化四项关键技

术，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获得 1 项、受理 3 项发明专利，完成沈阳、宜兴两

地的示范工程 10余万平方米。此外，历史城镇保护利用、交通市政、绿色节能、

经济人文的各项研究持续开展，已经形成完整序列，大大促进了以南方地区为主

的各地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实践，获得系列省部级规划设计奖项，其中 “常州

青果巷空中庭院”项目  获英国“ Architectural Review MIPIM Future 

Projects Award 2015 ”大奖， 同时获 Old and New Category奖和 Overall Award



 

 

奖， 是中国建筑师首次获奖。 在工程实践领域，北京历史中轴线上的中国国学

中心和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均于 2015 年度基本竣工，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

好评。 

研究方向四“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数字化方法”方面，本年度实验室在研省

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0 项，新增 6 项，增长较为迅速，以近代建筑、景观、城市

等方面的应用为特色。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中国近代建筑文化遗

产保护与利用”数字出版云平台建设和 “南京民国建筑修缮 BIM 模型实例库的

构建及其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研究”等 3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均聚焦于数字技

术在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展示中的创新应用。 “参数化风景园林设计方法研究

——以竖向设计为例”等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将数字技术引入中国传统景

观园林研究，并主办了第二届数字景观国际研讨会暨东南大学数字景观周，国内

外参会代表 240人，是迄今国内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之一。此外，实验

室继续开展应用数字技术的城市历史与空间保护研究，主办“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数字名城学部成立大会及学术研讨会，会上确定数字名城学部挂靠东南大学，

本实验室主任董卫教授任主任委员。 

2015 年，国家教育部和外国专家局批准，在本实验室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等的基础上，成立“当代城乡环境整合技术创新引智基地”，引进麻省理工、苏

黎世高工、东京工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国际著名高校的学者，共同研究基

于资源、环境、文化整合的设计方法、数字化工业化建造技术及城乡建筑遗产保

护技术。此外，实验室完成的“历史城区建成环境综合优化的适应性技术及应用”

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综上，2015年度本实验室在所有四个研究方向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较

好地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为各地历史城镇的遗产保护、

城市建设、旅游经济及和谐社会发展提供规划设计及技术咨询，为建筑遗产行业

和产业科技创新提供基础研究和技术支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效益，并得

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实验室 2015 年度在研省部级以上纵向课题 46 项，其中当年新增 16 项。纵

向课题研究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在四个研究方向均衡发展，进展有序，成果有保

障。 

2015年新增横向项目 40项。涵盖文物保护规划、历史建筑修缮及名城、名

镇、名村规划设计和新建风景区及文化博览项目。国学中心、大报恩寺遗址公园、

南京城墙沿线城市设计等一批重要项目进展顺利或成功完成。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

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1 

中国城镇建筑遗产

适应性保护和利用

的理论和方法 

51138002 王建国 
2012.01-

2015.12 
29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2 

宋技术背景下东亚

中日建筑技术书的

比较研究 

51378102 张十庆 
2014.01-

2017.12 
7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3 
江南古典园林与城

市水系的关联研究 
51478101 陈薇 

2015.01-

2018.12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4 

基于水热迁移分析

的砖构建筑遗产预

防性保护技术研究 

51478103 李永辉 
2015.01-

2018.12 
78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5 

基于微结构的混凝

土材料传输特性及

本构关系 

51378116 张云升 
2014.1-2

018.12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6 

基于气候适应性模

型的夏热冬冷地区

城市绿地形态优化

策略 

51478105 谭瑛 
2015.01- 

2018.12 
78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7 

基于空间历史信息

系统（SHIS）的城

市形态变迁研究 

51178096 董卫 
2012.01- 

2015.12 
6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8 

南京民国建筑修缮

BIM 模型实例库的

构建及其数据挖掘

和知识发现研究 

51478102 方立新 
2015.01-

2018.12 
78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9 

传统古建聚落人居

环境改善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2012BAJ1

4B01 
王建国 

2012.01-

2015.12 
900 

“十二五”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课

题 

10 

水网密集地区村镇

宜居社区与工业化

小康住宅建设关键

技术研究与集成示

范 

2013BAJ1

0B13 
石邢 

2013.1-2

016.12 
831 

十二五”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课题 

11 

基于水热迁移的土

遗址保护辅助决策

软件开发与应用 

2013-YB-

HT-016 
李永辉 

2013.12- 

2016.12 
34 

国家文物局文化

遗产保护领域科

学和技术研究课

题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
家科技（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
并在类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
的项目或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 东亚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 朱光亚 
陈薇、张十庆、周小棣、

诸葛净、汪晓茜 

2 建筑遗产的性能退化机理 周琦 
石邢、方立新、彭昌海、

淳庆、李永辉、金星 

3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绿色途径 王建国 
张云升、张小松、成玉

宁、李新建、谭瑛 

4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数字化方法 董卫 
李飚、胡明星、虞刚、

唐芃、华好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董卫 研究/管理 男 博士 教授 58 5 

2 周琦 研究/管理 男 博士 教授 58 5 

3 张云升 研究/管理 男 博士 教授 41 5 

4 张小松 研究/管理 男 博士 教授 56 5 

5 周小棣 研究/管理 男 硕士 副教授 53 5 

6 陆卓谟 管理 女 硕士 副教授 45 3 

7 李新建 研究/管理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5 

8 朱光亚 研究 男 硕士 教授 73 5 

9 王建国 研究 男 博士 院士 58 5 

10 诸葛净 研究/技术 女 博士 副教授 43 5 

11 彭昌海 研究/技术 男 博士 副教授 45 5 

12 石邢 研究/技术 男 博士 教授 39 5 

13 李飚 研究/技术 男 博士 教授 46 5 

14 陈薇 研究 女 硕士 教授 53 5 

15 张十庆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56 5 

16 韩冬青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52 5 

17 李百浩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52 5 

18 张宏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52 5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9 雷立旭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49 5 

20 孙伯旺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50 5 

21 方立新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46 5 

22 成玉宁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53 2 

23 过秀成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51 5 

24 阳建强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50 5 

25 龚恺 研究 男 硕士 教授 53 5 

26 张彤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46 5 

27 吴晓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43 5 

28 杨俊宴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39 5 

29 高志强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49 5 

30 胡明星 研究 男 博士 教授 46 5 

31 汪晓茜 研究 女 博士 副教授 45 4 

32 穆保岗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5 

33 沈旸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5 

34 淳庆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5 

35 李永辉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34 5 

36 傅秀章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47 5 

37 陈晓扬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5 

38 杨靖 研究 女 博士 副教授 40 5 

39 谭瑛 研究 女 博士 副教授 40 5 

40 陈洁萍 研究 女 博士 副教授 37 5 

41 钱敬平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54 5 

42 唐芃 研究 女 博士 副教授 44 5 

43 虞刚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5 

44 李哲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3 

45 熊国平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42 3 

46 金星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30 3 

47 陈烨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46 3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48 李海清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43 3 

49 李华 研究 女 博士 副教授 47 2 

50 闵鹤群 研究 男 博士 副教授 34 2 

51 白颖 研究 女 博士 讲师 37 5 

52 胡石 研究 男 硕士 讲师 41 5 

53 是霏 技术 女 硕士 工程师 31 5 

54 杜嵘 研究 女 博士 讲师 44 5 

55 冯世虎 技术 男 硕士 工程师 28 5 

56 顾凯 研究 男 博士 讲师 37 4 

57 江泓 研究 男 博士 讲师 36 2 

58 焦键 研究 女 博士 讲师 31 2 

59 华好 研究 男 博士 讲师 32 2 

60 陶岸君 研究 男 博士 讲师 30 2 

61 蒋楠 研究 男 博士 讲师 35 2 

62 易鑫 研究 男 博士 讲师 34 2 

63 王为 研究 男 博士 讲师 31 2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
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期

限 

1 贾艳飞 其他 男 32 讲师 中国 
都灵理工大学建筑

学院 
2013.11-2015.11 

2 张剑葳 其他 
男 

33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 
2013.11-2015.11 

3 徐明刚 其他 男 35 讲师 中国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2013.11-2015.11 

4 钱锋 其他 
男 

45 

教授
级高
工 

中国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3.11-2015.11 

5 罗冬华 
博士
后 

女 42 
副教
授 

中国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013.11-2015.11 

6 陈远通 其他 男 36 
工程
师 

中国 肇庆市地理信息与
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2013.11-2015.11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期

限 

7 徐进亮 
博士
后 

男 40 
工程
师 

中国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013.11-2015.11 

8 丁垚 其他 男 37 
副教
授 

中国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2015.01-2016.12 

9 张明皓 其他 男 37 
副教
授 

中国 中国矿业大学力建
学院 

2015.01-2016.12 

10 陈涛 其他 男 39 讲师 中国 解放军理工大学 2015.01-2016.12 

11 孙诗萌 其他 女 33 

助理
研究
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5.01-2016.12 

12 邵继中 其他 男 36 讲师 中国 南京工业大学 2015.01-2016.12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

作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实验室依托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三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通过科研

上的均衡、交叉发展，促进三个学科的深入建设。通过一系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课题、“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研究的深入，不断坚实学科建设的基础，取

得大量科学成果。面向我国遗产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在三个学科层面同时开展针

对性研究，对建筑、城镇、景观等遗产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推动研究方法的进

步，通过与土木工程、材料科学等学科的合作研究，推进遗产保护学科的发展。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

程、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实验室骨干研究人员承担多门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学科主干课程，

开设系列遗产保护专业课程。参与江苏省教学团队建设、校教改项目 4项。组织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前沿”、“建筑理论前沿”、“建筑历史前沿”、和“建筑设

计理论前沿”四个固定的前沿系列学术课程，全程由国际知名学者主讲。此外，

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进行学术讲座约 40场。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

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2015年度一方面引进 6人，实验室固定成员增加到 63人，涉及 14个专业

方向，专业方向日趋完备；另一方面积极培育人才，新增院士 1名，晋升教授、

副教授职称人员 4名，加强博士后和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资助实验室成员

与研究生出国参加会议和访问交流。 

同时加强跨学科、跨院系人才交流和培养，积极与麻省理工、苏黎世高工、

东京工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国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交流合作，签署合作

协议，在次基础上申报并成功获批“当代城乡环境整合技术创新引智基地”。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苏州)及意大利罗

马大学合作举办的 2015年度“亚太地区古建筑保护与修复技术高级人才研修

班”。 

实验室骨干与国内故宫博物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颐和园世界遗产监管中心进行交流访问和联合工作。多位实验室成员

给各地政府建设、文物部门和世界遗产管理机构授课。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

平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1） 研究生以实验平台为依托，发表高水平论文 8篇，如：陈月，博

弈的设计——面向土地发展权共享的空间治理，《城市规划》2015

年第 10期； 

（2） 研究生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言 4次，如：徐伟，Analysis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ystem” in Grass‐roots Village 

in China‐‐Example of the practice of 'Rural Planning and 

Urban Plann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Sunan Model”，于 2015年 10月在 ISOCARP（国际城市和区

域规划学会）举办的第五十一届国际城市规划大会宣读； 

（3） 国际及重要全国竞赛获奖 3项，如吕一明所在的郑炘教授团队，

获“2015年度 AR MIPIM未来建筑奖”竞赛，唯一大奖及“旧与新”

类别单项优胜奖 

 

（4） 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

号 

参加会议

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

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大会发言 翟炼 硕士 

The Hong Kong Graduate Conferen

ce i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20

15（香港中文大学） 

陈薇 

2 大会发言 
孙晓倩、

高文娟、
博士 

The Hong Kong Graduate Conferen

ce i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20
陈薇 



 

 

姚舒然、 15（香港中文大学） 

3 大会发言 徐伟 博士 
第五十一届国际城市规划大会 

（ISOCARP国际城市和区域规划学会） 
王建国 

4 
发表会议

论文 
田梦晓 硕士 

25th International CIPA Symposium 

2015 
陈薇 

5 
发表会议

论文 
王玉琢 硕士 罗马 ISUF会议 杨俊宴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

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2015年度实验室在研开放课题共 22项，其中年度新增 12项。开放课题设置在

实验室四个研究方向均衡考虑，重点资助与遗产保护核心问题和前沿问题相关的研究

课题，侧重对年轻教师和博士生的资助力度。每年约 50%课题资助校外研究者，以促

进实验室的开放运行和对外交流。 

序

号 
课题名称 

经费

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中国、西方保护哲

学思想，理论及案

例解读 

2 万

元 
贾艳飞 博士 

都灵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 

2013.11-2015.1

1 

2 

民居类历史街区

“产权-形态”关

联演化机理及保护

更新策略研究：以

南京为例 

2 万

元 
江泓 讲师 

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 

2013.11-2015.1

1 

3 

吕梁、太行山脉山

顶祠庙建筑研究—

—以技术、象征与

社会史为中心 

2 万

元 
张剑葳 

博 士

后

（ 讲

师） 

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 

2013.11-2015.1

1 

4 

古建筑外墙绿色

植被对室内外微气

候环境及建筑外立

面材料的影响研究 

2 万

元 
金星 讲师 

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 

2013.11-2015.1

1 

5 

中国明清木结构

建筑构造措施抗震

机制研究 

2 万

元 
徐明刚 讲师 

南京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2013.11-2015.1

1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L-5-W7/index.html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L-5-W7/index.html


 

 

6 

南京地区传统历

史街区中民居建筑

保护和更新设计的

适应性研究——与

现行规范衔接问题

的探讨 

2 万

元 
钱锋 

教 授

级 高

级 建

筑师 

东南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2013.11-2015.1

1 

7 

侗族传统民居营

造技艺及其现代转

型研究 

2 万

元 
罗冬华 

副 教

授 

桂林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博士后 

2013.11-2015.1

1 

8 

近现代建筑遗产

保护与适应性再利

用综合评价体系之

构建——以南京为

例 

2 万

元 
蒋楠 

助 理

研 究

员 

东南大学建筑

设计与理论研

究中心 

2013.11-2015.1

1 

9 

机动化对历史文

化街区的影响及应

对策略研究 

2 万

元 
陈远通 

工 程

师 

肇庆市地理信

息与规划编制

研究中心 

2013.11-2015.1

1 

10 

基于模糊综合评

价模型的建筑遗产

利用最优配置研究 

2 万

元 
徐进亮 

工 程

师 

苏州天元土地

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东南大

学建筑学院博

士后 

2013.11-2015.1

1 

11 

明清时期泰顺地

区乡土建筑大木结

构谱系研究 

2 万

元 
林晓钰 博士 香港大学 

2015.01-2016.1

2 

12 

基于含碳建筑材

料测年分析的佛光

寺大殿修建史初步

研究 

2 万

元 
丁垚 

副 教

授 

天津大学建筑

学院 

2015.01-2016.1

2 

13 

应力波无损木构

检测在保护传统木

构建筑中的应用 

2 万

元 
焦键 讲师 

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 

2015.01-2016.1

2 

14 
南京明城墙建造

技术研究 

2 万

元 
贾亭立 讲师 

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 

2015.01-2016.1

2 

15 

城市视野下明清

江南园林公共化演

进机制研究 

2 万

元 
史文娟 博士 

南京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

院 

2015.01-2016.1

2 

16 

苏北地区（徐宿

连）传统民居营造

技术挖掘研究 

2 万

元 
张明皓 

副 教

授 

中国矿业大学

力建学院 

2015.01-2016.1

2 

17 
宋代军事建筑遗

迹价值研究 

2 万

元 
陈涛 讲师 

解放军理工大

学 

2015.01-2016.1

2 

18 
明清南方丘陵地

区县城规划设计及

2 万

元 
孙诗萌 

助 理

研 究
清华大学 

2015.01-2016.1

2 



 

 

其当代价值研究：

以永州地区为例 

员 

19 

地下空间与城市

遗产保护复杂循环

促进理论性研究 

2 万

元 
邵继中 讲师 南京工业大学 

2015.01-2016.1

2 

20 

建筑遗产价值评

估公众参与在线平

台初步研究与应用 

2 万

元 
张愚 讲师 

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 

2015.01-2016.1

2 

21 
建筑 MAP南京·近

代 

2 万

元 
是霏 

工 程

师 

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 

2015.01-2016.1

2 

22 

基于社会交流网

络的城市公共空间

系统更新与整合性

开发研究——以南

京主城为例 

2 万

元 
易鑫 讲师 

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 

2015.01-2016.1

2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 

时间 

参加 

人数 
类别 

1 

第一届“水与历史城镇

-互动及形态变迁”国

际研讨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015.11.

28-29 

 

60 全球性 

2 

第二届数字景观国际

研讨会暨东南大学数

字景观周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015.10.

17-18 
240 全球性 

3 

第二届“建筑学研究前

沿论坛”—建筑遗产保

护技术国际会议 

《建筑学研究前沿》  
2015.10.1

9 
70 全球性 

4 

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

史与理论前沿国际研

讨会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学报》杂志社 
陈薇 

2015.06.0

7 
50 全球性 

5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数字名城学部成立暨

2015学术研讨会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 

 
2015.11.

24 
80 全国性 

6 
木构：保护·设计·研

究——东南学人谈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015.09.

23 
120 全国性 

7 
“明清木构建筑屋顶

保护研究学术研讨会” 

传统木构建筑营造

技艺研究国家文物

局重点科研基地（东

南大学）/明清官式

建筑保护研究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

地（故宫博物院） 

 
2015.07.

07 
45 全国性 



 

 

8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

学术委员会 2015年年

会及“开埠城市”专题

研讨会（宁波）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015.05.

16-17 
180 全国性 

9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

学术委员会 “早期聚

落与城市”专题研讨会

(神木）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

论学术委员会 

 
2015.8. 

1-2 
50 全国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

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

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

填写。 

实验室积极主办协办 4 项国际会议，实验室成员在每项会议中均做主旨发

言，积极交流研究成果。实验室成员赴美国参加美国范德堡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

会议做主题发言。 

积极与麻省理工、苏黎世高工、东京工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国际著名

高校和研究机构交流合作，签署合作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申报并成功获批国家教

育部和外国专家局联合设立的“当代城乡环境整合技术创新引智基地”。 

实验室骨干与故宫博物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颐和园世界遗产监管中心进行交流访问和联合工作。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苏州)及意大利罗

马大学合作举办的 2015年度“亚太地区古建筑保护与修复技术高级人才研修

班”。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实验室注重科学研究的应用和传播，积极组织和参加各项培训工作，指导学

生参与遗产保护公益事业，取得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实验室持续多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苏

州)及意大利罗马大学合作举办的“亚太地区古建筑保护与修复技术高级人才研

修班”。2015年参与组织“第二期中国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高级培训班”。 

多位实验室成员给各地政府建设、文物部门和世界遗产管理机构授课。 

2015年 7月起，组织开展小西湖社区改造志愿者行动，2015 年 12月 5日由

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栏目专题报道。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

龄 
所在单位 

是否

外籍 

1 郑时龄 男 教授、院士 74 同济大学 否 

 吴硕贤 男 教授、院士 68 华南理工大学 否 

 吕舟 男 教授 56 清华大学 否 

 朱光亚 男 教授 73 东南大学 否 

 王其亨 男 教授 68 天津大学 否 

 侯卫东 男 教授 58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否 

 刘克成 男 教授 5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否 

 赵万民 男 教授 60 重庆大学 否 

 龚良 男 研究馆员 53 南京博物院 否 

 张十庆 男 教授 56 东南大学 否 

 李爱群 男 教授 53 东南大学 否 

 李保峰 男 教授 59 华中科技大学 否 

 潘钢华 男 教授 54 东南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

员、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2015年 12月 23日，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2015

年度会议在南京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时龄院士主持会议，委员们听取了实验

室副主任陈薇教授关于 2015年工作总结、2016年工作计划的报告，充分肯定了

实验室取得的各项成绩，并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1. 在目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整合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引智基地的力量，针对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研讨并确立针对遗产保

护领域重大问题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发挥思想库和人才培养基地的作

用。 

2. 进一步凝练标志性研究成果，充分体现实验室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的贡献和社会效益。 

3. 进一步深化跨学科合作，加强遗产保护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充分发挥

多学科的支撑作用。 

4. 针对目前遗产保护中的实际问题，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历史文

化把耦合的新理念、新方法、逐渐彰显自身特色。 

5. 开放课题在保持自由选题申报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根据实验室发展需

要，有计划地发布课题指南，引导申报的内容和方向，加大开放课题



 

 

资助力度。 

6. 学校应加强给予实验室的投入和相关政策保障，加大力度引进高层次

专职研究人员和亟需方向的人才。 

7. 2016 年应加强迎接实验室评估的工作力度，加强成果的总结、鉴定

和报奖工作。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

费、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

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主管部门教育部为实验室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并通过依托单位东南大学

为本实验室提供了 226.46 万元的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

器设备采购、运行等条件，保证了本实验室的正常运行，并通过会议通知、实地

调研和组织学术委员会年会等形式指导和监督实验室研究及运行情况。东南大学

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都对

实验室给予优先支持。 

尤其在 2015 年度引智基地的申报过程中，东南大学与国家教育部、外专局

对本实验室及学科的申报工作予以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申报材料得到专家好评

并最终获得批准，为实验室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

级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2015年实验室购置设备 19 台套，分属 4个实验平台，总投入 191.346万元 

实验室设备主要用于校内科研和教学，实现校内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包

括三维激光扫描仪、建筑环境舱等，均在科研和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实验室运行情况良好，在四个研究方向上均取得一定科研成果。实验室

将进一步凝练标志性研究成果，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和科学传播，充分体现实

验室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贡献和社会效益。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数据审核人： 

 

实验室主任： 

 

（单位公章） 

2016年  3 月 29 日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提及下一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该实验室本年度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均衡交叉发展，积极推动对外交流与

人才培训，在遗产保护领域承担重要实践项目，在科学研究、保护实践和社会

工作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果。实验室积极主办承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组织开放

课题的申报、研讨和验收工作，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实验室定期举办学术委

员会，规范实验设备的开放共享管理，运行情况良好，规章制度基本完善，顺

利通过年度考核，东南大学将继续保持在人、财、物、政策等方面对实验室的

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