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姓名（中文/汉语拼音） 杨艳红/Yang Yanhong

职称 教授

年龄 46

所在学院（系、所） 建筑学院建筑系

通讯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津静路 26 号

电子信箱 170229018@qq.com

联系方式 18920022256

主要研究方向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城乡规划方法与理论、地下空间设计及规划、交通枢纽设计及研究（地铁站、TOD）、城市更新老旧建筑改

造、绿色建筑设计、京津冀协同、智慧旅游规划及设计、乡村振兴、安全防灾、虚拟现实。

主要学历

1994/09-1999/07，河北工业大学，建筑学，工学学士

2006/09-2009/01，天津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工学硕士

2010/09-2014/01，天津大学，建筑技术科学，工学博士

主要学术经历

【国内经历】

2001/05-2009/11，天津城市建设学院，教师，讲师

2009/12-2014/12，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教师，副教授

2014/12-2018/10，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教师，教授

2011/06-至今，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2018/11-至今，天津城建大学城市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国外经历】

2020 国家公派访问学者

主要讲授课程

建筑设计、环境行为学、专业外语、住宅建筑设计原理

主要学术兼职

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建筑学会地下空间分会理事

主要学术成就、奖励及荣誉

天津社科联青年学者学术带头人

[1]《基于地标景观认知的历史街道风貌保护规划研究》，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部级，2018.05.01，三等奖，

排名第五；

[2]《促进我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被天津市政府《政务参考》采纳并提交给市政府相关领导，第一；

[3]指导建筑学本科生获得建筑学专指委主办的 2018 年《中国建筑教育》“清润奖”全国大学生论文竞赛第一名及三等奖、优秀

奖等；

[4]指导建筑学本科生获得建筑学专指委主办的 2017 年《中国建筑教育》“清润奖”全国大学生论文竞赛优秀奖 1 名；



[5]指导建筑学本科生获得建筑学专指委主办的 2014 年《中国建筑教育》“清润奖”大学生论文竞赛三等奖 1 名，优秀奖 2 名；

[6]指导学生获得天津市挑战杯竞赛二等奖。

主要科研项目及角色

【在研项目】

[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 VR 技术模拟突发事件推进老旧地铁站空间改造策略及应用研究，省部级，

2019-2021，在研，主持

[2]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京津冀智慧型生态文化旅游体系构建研究，省部级，2018-2020，在研，主持

[3]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基于多维评价模型的地铁站绿色建筑设计方法研究，横向课题，在研，主持

【完成项目】

[1]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防灾功能的天津市地下空间参数化设计研究，省部级，2012-2016，已结题，主持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环境心理学评价的我国地下交通空间构建模式研究，省部级，2012-2014，已结

题，主持

[3]天津市文化艺术基金项目，京津沪地铁文化比较研究，省部级，2011-2013，已结题，主持

[4]天津市社科界千名学者服务基层活动大调研应用（合作）项目，河西区扩充文化旅游版图研究，省部级，2019.08-2019.11，

已结题，主持

[5]天津市建委软课题，天津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研究，厅局级，2007-2009，已结题，主持

[6]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城市双修”背景下天津城市更新问题及解决途径研究，省部级，2018-2020，已结题，子课

题负责人

[7]天津市建委软课题，雄安新区设立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天津城市规划研究，厅局级，2018-2019，已结题，第三

[8]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时空行为视角下天津地铁外部空间整合设计及策略研究，省部级，2016-2018，已结题，第二

[9]天津市科委基础与前沿研究计划项目，天津地区震后废旧建材在房屋营建中的利用模式研究，省部级， 2014-2018，已结题，

第四

[10]天津市建委软课题，天津市地铁站域停车规划与建设研究，厅局级，2015-2016，已结题，第三

[11]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京津地铁换乘站视觉导向系统比较及优化研究，省部级， 2015-2016，已结题，第二

[12]天津市教育厅科技发展基金计划项目，基于日常服务设施布局下天津历史街道步行性测度研究，厅局级，2014-2016，已结

题，第五

[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震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的废弃物营建利用模式，国家级，2012-2015，已结题，

第七

[14]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基于地标景观认知的历史街道风貌保护规划研究，省部级，2012-2013，已结题，第四

[15]天津市教育考试研究会，三维立体教学法在中国建筑史课程中的应用——从斗拱教学开始，2010-2013，已结题，第五

[16]天津市建委软课题，关于完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模式的研究，厅局级，2008-2009，已结题，第三

代表性论文/论著及检索情况

【出版著作与教材】

[1]风景园林设计原理（第三版），教科书，2015.08.01，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978-7-5609-9757-5

[2]环境美化，专著，2012.01.01，天津古籍出版社，978-7-5528-0050-0

【发表论文】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要包括：

[1]杨艳红,赵思源,熊燕妮,王新瑀.地铁车站地下空间绿色建筑设计方法探究[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21,24(03):10-13.

[2]杨艳红,赵思源,熊燕妮.天津市智慧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以河西区为例[J].城市,2021,{4}(02):42-49.

[3]杨艳红,李根潮,蔡意茹,周庆.天津智慧型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策略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02):18-23.（北大中文核心，



CSSCI 检索）

[4]杨艳红,王新瑀,李亚星,李根潮.“POE+VR”联动模式下地铁站公共空间设计策略研究——以地铁天津站为例[J].天津城建大学学

报,2019,25(04):253-259.

[5]杨慧敏,杨艳红,杨航.地铁换乘站空间软导向设计——以天津地铁营口道站为例[J].天津城建大学学报,2016,22(03):227-231.

[6]周庆,孙海瀚,杨艳红.基于认知地图的地铁空间导视系统优化分析[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15,18(10):102-105.（北大中文核心）

[7]周庆,张海琪,杨艳红.书法创作与建筑设计的美学比较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5,2(04):102-104.（核心）

[8]杨艳红,应旻宸.天津地铁空间行为探究[J].都市快轨交通,2014,27(05):43-47.（北大中文核心）

[9]李小娟,杨艳红,周颖,陆伟伟.我国地铁车站主题文化装饰构建研究[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14,17(09):9-13.（北大中文核心）

[10]王世通,杨艳红.基于多项 Logistic 回归的地铁应急疏散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14,17(05):73-76+80.（北

大中文核心）

[11]陆伟伟,周颖,杨艳红,李小娟,徐泰一.城市地域文化在地铁站中的表达研究[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14,17(02):22-26+36.（北大

中文核心）

[12]杨艳红,陆伟伟,杨航,张于峰.建筑设计视角下的天津图书馆建筑节能研究[J].建筑节能,2013,41(11):50-56.

[13]杨艳红,周颖,陆伟伟,徐泰一.我国地铁站空间界面文化性设计研究[J].工业建筑,2013,43(11):37-40.（北大中文核心，CSCD 检

索）

[14]杨艳红,徐泰一,周颖,陆伟伟.天津地铁文化建设策略研究[J].都市快轨交通,2013,26(02):53-57.（北大中文核心）

[15]Spatial Cognition of Tianjin Subway and Research of Way-finding[C]//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System Design &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IEEE, 2013.（EI 检索）

[16]杨艳红,徐泰一,陆伟伟,周颖.科技人文视角下京津沪地铁服务设施比较研究[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13,16(04):12-17.（北大中

文核心）

[17]周颖,杨艳红,徐泰一.民族文化在京津沪地铁站中的表达研究[J].城市,2012(08):71-75.

[18]杨艳红,徐泰一,周颖.京津沪地铁时尚文化比较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2,2(08):103-105.（核心）

[19]杨艳红,陆伟伟,王丽洁.城市地下空间景观环境设计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01):91-96.（核心）

[20]杨艳红,陆伟伟,杨恩.新农村绿色住宅设计研究[J].工业建筑,2010,40(03):26-29.（北大中文核心，CSCD 检索）

[21]王丽洁,马士宾,杨艳红.绿色建筑评估及其实现[J].建筑科学,2009,25(06):68-72.（北大中文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