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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 副教授

年龄 45

所在学院（系、所） 建筑学院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3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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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

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低碳与韧性的城市与社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主要学历

2006/03-2010/12，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博士；

2001/09-2004/06，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硕士；

1996/09-2001/07，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本科。

主要学术经历

【国内经历】

2015/07-至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2007/07-2015.06，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2004/06-2007.06，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助教。

【国外经历】

2013/09-2014/09，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讲授课程

“城市规划概论、“城市规划原理”、“历史地区城市设计”等

主要学术兼职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韧性城市专业委员会、可再生能源与碳中和建筑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乡规划网编委；

天津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天津市城科会理事，天津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产教融合与区域合作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城市生态与韧性规划专委会委员

主要学术成就、奖励及荣誉

1， 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与管理研究，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2/8 教育部)

2， 河北省海兴县城乡总体规划， 2017 年度天津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1/15 天津市城乡规划协会)

3， 滨州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规划，2019 年度天津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4/15 天津市城乡规划协会)

4， 首届“国际绿点大赛”，金奖组指导教师,(1/3 中国科协)

5， 北京老旧社区城市更新规划研究及责任规划师工作探索——以新源西里为例，2021 年度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奖,(7/15 北京城市

规划学会)

6， 天津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天津大学)

7， 天津大学“北洋青年骨干教师”(天津大学)

8， 强类型、容差异、宽模块——城乡规划专业高年级联合设计课程建设和教学方式改革，天津大学教学成果奖,(2/12 天津大学)



9， 天津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天津大学)

10， 天津大学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教学团队，(天津大学)

主要科研项目及角色

【在研项目】

天津大学自主基金：天津历史城区空间演变的社会层积机制研究，项目负责人

【完成项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历史文化街区地下空间可实施存量评估与规划控制技术支撑体系研究，项目负责人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滨海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生态线索与健康度评价研究，项目负责人。

3．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 低碳城市与绿色建筑设计关键技术研究，核心成员。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动态信息模拟下的历史建筑密集区综合安全体系研究, 第二参加人。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海洋生态约束的填海空间设计定量化研究，第三参加人。

6. 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双系统平衡模式下的天津历史街区动态保护控制导则研究, 第二参加人。

7. 天津城乡规划科技重点项目：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与管理研究，第一参加人。

8. 天津大学北洋青年骨干基金：城市化时期滨海城市空间布局生态评价研究. 项目负责人.

代表性论文/论著及检索情况

【出版著作与教材】

《历史地区城市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1

《社区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8，

【发表论文】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重要学术会议发表论文 50 余篇，主要包括：

1. 廖钰琪,许熙巍,汤岳.日本城市历史地区地下空间的适应性利用与借鉴.国际城市规划，2021.11，国际城市规划

2. 历史地区街巷空间要素的数理解析及对城市设计工作的启示—以诺丁汉市历史地区为例，2021.05. 建筑学报

3．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的流域性特征研究，2021，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s along the Shando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2021,1，Riv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5. 历史街区自组织更新的演进与发展特征研究 ，2021 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6. 运河古镇的创意空间发展模式研究——以天津市杨柳青为例[C]/，2021 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7. 冀西北山地沟谷型聚落风貌提升策略研究——以崇礼区下两间房村为例[C]/，2021 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8. Planning for urban life: A new approach of sustainable land use plan based on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2020，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9.近十五年我国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综述[C]//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0 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10. 基于美好人居建设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策略——以哈尔滨量具刃具厂为例, 2019 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重庆

11.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文脉解读与延续探索——基于天津西沽地区现状的反思，2019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重庆

12. Study on Implementability Evalu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Based on GIS，The

13th IACP Conference Chendu，成都

13.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Over-ground Space on Underground Space Based on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The 13th IACP Conference Chendu，成都

14.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Historic Distr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 Carbon，2019 年

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中国，深圳市

15. Sustainable Protection of Chinese Human-Habitat Historic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on：Cases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Ancient City of Pingyao in Shanxi Province, Aesop Annual Congress 2019 Venice，

Italy，Venice

16. The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Convergence,

Proceedings of ICOMOS-CIAV & ISCEAH INTERNATIOANL CONF ERENCE，平遥，

17. 可视化技术在历史文化街区地下空间舒适度评价中的应用，第五届“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天津”学术论坛论文集，



2018(5):207-211，天津

18.基于空间句法的非保护类街区更新路径研究——以天津河东区津塘路片区为例，2018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杭州

19.天津原俄租界碎片化历史风貌区文化廊道的重构与利用,第五届“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天津”学术论坛论文集，

2018(5):50-59，天津

20. 政策导向视角下的临港新城空间演变研究——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沈阳

21. 徽州古民居外部空间环境新时代发展趋势浅析——以安徽省绩溪县历史文化名城风貌规划为例，第五届“建筑遗产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天津”学术论坛论文集，2018(5):367-374，天津

22. 历史街区保护建筑遗产活化利用现状研究——以扬州双东街历史街区为例，第五届“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天津”学术

论坛论文集,2018(5):382-392，天津

23. 基于 AHP 层次分析法的慢行交通评价研究[C]//共享与品质——2018 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24. 经济学视角下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经营观构建，2017，城市建筑

25. Research on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t and city for Lingang New City, Tianjin，21st Inter-university Seminar

on Asian Megacities (IUSAM)，日本札幌，2016.07.02-2016.07.03

26. 海河水系变迁对天津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2016(04). 建筑与文化

27.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for architecture heritage concentrated areas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2015，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

28. 让历史空间重获活力的尝试——记天津大学&诺丁汉大学城市设计+建筑设计课程交流, 中国建筑教育，2014.09

29. 中英城乡结合部社区案例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比较——以诺丁汉比斯顿和漳州大径社区为例，2014.10，国际城市规划

30.天津城区空间形态演变中线索性生态要素的影响探析. 2014.06. 城市空间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