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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东南大学校庆研究生学术报告会论文统计表 
 

论文题目 分数 作者 
姓名 学号 指导老师 

1.  History enlightens the future- A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value of vernacular buildings in 

Pakistan——Taking Wazir Khan Mosque 
as a case study 

88 
Faiza 

Tayyab 
223185540 Deng Hao 

2.  SPATI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URBAN STRUCTURE 
NETWORK 

BASED ON SPACE SYNTAX - Taking Shibam Heritage City as a 
Case Study 

85 
Ammar Qamhan 

(阿马尔 ) 
207192 徐小东 

3.  Micro Houses -Good Solution to the current Affordable Housing 
Crisis 

85 
Nkandu 
坎杜 

207202 闵鹤群 

4.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al Roofing Style in Northern Nigerian 
Architecture 

85 
Sadiq Abubakar 

Saad 迪卡 
207196 闵鹤群 

5.  Space role in architecture and it's 
important 

85 林潇 207203 闵鹤群 

6.  建立在设计师视角的社区微更新与参与式设计初探——以陶谷

新村为例 
88 安可欣 210081 夏兵 

7.  
墓园的园林意境与仪式感——松阳殡仪馆 88 蔡万成 200132 

程泰宁 
费移山 

8.  新城新区学龄人口变动与中小学配置特征研究——以深圳市为

例 
88 曹鑫 200149 钱锋 

9.  基于 POI 数据的 
绍兴古城功能业态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85 常钰 210079 史宜 

10.  
基座与地形对话中的建构性语汇 88 陈华雯 210162 王静、史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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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三生”有序，以人为本 
——筑波科学城规划建设启示 

85 陈奕 210135 陈宇 

12.  
印度神庙空间科学的研究 85 笛莎 217017 龚恺 

13.  
传统村落建筑复合界面活态化保护与改造策略研究 88 范静哲 200079 徐小东 

14.  
从“灰空间”到“媒介空间” 85 傅铮 210098 无 

15.  
建筑空间与使用 ——延晖馆案例分析 85 管媛 210151 刘捷 

16.  
结构的与拼贴的：城市氛围营造的两种路径 85 何琦孜 200142 邓浩 

17.  
幼儿园接送行为特征及入口空间优化策略研究 89 洪溪悦 200082 李向锋 

18.  
东阳十三间头民居热力学模型研究 88 胡雨菲 200084 张彤 

19.  A Study on Residenti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of Middle-
Upper Class Housing in Nanjing: The Effect of Building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88 黄俐薇 207195 张彧 

20.  工人新村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研究——以马鞍山钢铁厂雨山新

村片区为例 
85 黄晴怡 200141 李向锋 

21.  
共生视角下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筑设计策略研究 88 姜俊宏 200162 王建国 

22.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当代国宾馆地域性表达——以和平宾馆和京

都迎宾馆为例 
88 柯思思 210131 薛力 

23.  
探究传统材料建构的符号学意义——以隈研吾的作品为例 85 李昂 210103 夏兵 

24.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下的垃圾回收箱设计策略研究 88 李慧琳 216237 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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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杨廷宝与路易.康的两种形体交接方法的启示——以清华图书馆

扩建与印度管理学院为例 
88 李晓康 210146 钱锋 

26.  
夏热冬冷地区开放办公建筑回应气候的空间设计策略 88 李昕燃 210086 韩冬青 

27.  嘉陵新村圆庐与圆厅别墅对比分析——探究杨廷宝建筑空间功

能与形式秩序的平衡 
85 李洋 210154 陈晓扬 

28.  
传统村落水景观比较研究——以姜堰湖南村和婺源理坑村为例 85 李兆祥 210001 龚恺 

29.  
郑东新区评价之流变及原因探析 88 廖玥 200146 袁玮 

30.  
杨廷宝与赖特有机建筑——以新生俱乐部和罗比住宅为例 88 刘立北 210153 张彤 

31.  错位视角下的传统生活街巷转角空间活力探究——以南京荷花

塘生活街巷为例 
85 刘潇云 200158 朱渊 

32.  面向城市增存量更新地块的再开发方案研究——以南京小松涛

地块为例 
88 刘紫旋 200159 鲍莉 

33.  基于全生命周期视角的建筑被动式减碳措施有效性研究——以

重庆广阳湾中学教学楼为例 
88 罗洋 200137 王建国 

34.  日常视角下模糊边界的空间形态及属性研究 
——以南京老门西历史片区为例 

85 罗梓馨 200094 朱渊 

35.  
云南凤庆古墨村水磨房群落营造特征初探 88 马伊琳 210126 马晓东 

36.  
会船活动与乡村公共空间的关系——以溱湖周边传统村落为例 88 麦洁鸣 210116 龚恺 

37.  
江南传统村落街巷体系文化表征演变研究——以苏州陆巷为例 88 潘妍 210082 鲍莉,王静 

38.  城市边缘带的复兴与工业空间的再开发：关于米兰博维萨地区

城市形态的研究 
88 彭怡 200095 鲍莉 

39.  
混合街区形态与能源绩效相关性分析及其优化策略研究 85 乔畅 200096 徐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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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基于 sDNA 模型的南京长江滨江绿地公园可达性研究 85 任秦彤 210114 冷嘉伟 

41.  
面向“地域”的建造——以杰弗里·巴瓦作品为例 88 戎圣修 220200133 袁玮 

42. ★ 
园林印象——基于视觉认知的虚拟体验量化分析 92 沈琛豪 200100 俞传飞 

43.  
和平宾馆 ——关于中国精神的讨论 85 沈科益 220210149 陈晓扬 

44.  延晖馆空间的“现代性”再探 
——与赖特作品威利茨住宅的对比解读 

88 沈明霞 210115 朱雷 

45.  
站城融合视角下铁路及轨交车站设计的总体趋势研究 88 束安之 200104 夏兵 

46.  
基于人书关系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公共空间演变分析 88 唐宇轩 210166 王正 

47.  
从有机体理论视角分析城市系统及城市内部的生长与排异 85 陶永健 200136 袁玮 

48.  
 基于类型学研究的城墙沿线开放空间设计 88 王涵 200109 鲍莉 

49.  
非正规视角下传统村落有机演变与融合治理探讨 88 王菁睿 200111 徐小东 

50.  
被忽视的雨水：雨水介入建筑设计的可能性 88 王佩瑶 200112 史永高 

51.  建筑中的异样性——家庭、身体与都市空间的叠加映射：《建筑

的异样性——关于现代不寻常感的探寻》读书报告 
88 王全国 200113 史永高 

52.  
诗意的建筑化 85 王亦倪 200002 薛力 

53.  
《建筑单体何以为城—限定造就自由》 85 魏航 210143 邓浩 

54.  
基于类型学的檐廊空间研究 85 温晓桃 210128 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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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杨廷宝的建筑形式语言初析——基于延晖馆与威利茨住宅的比

较 
88 谢斐然 210090 童明 

56.  类比建筑学视角下绍兴古城滨水空间在城市更新中的当代演绎

研究 
88 辛萌萌 210121 高崧 

57.  
物流与建筑——新机械时代的设计 88 许锦灿 200116 夏兵 

58.  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之美——苏塞克斯大学校园规划设计手法研

究 
88 杨涵 200163 陈宇 

59.  
表皮·空间·环境——应对季节差异的三种梯级设计策略 88 杨灵 210091 韩冬青 

60.  
平台——回望自身与面向大地 88 杨裕雯 200139 史永高 

61.  
浅析路易斯·康建筑思想——以埃克塞特图书馆为例 88 姚秀凝 210092 朱雷 

62.  城市下垫面对混合街区微气候与建筑能耗的影响研究——以南

京市老城区低层高密度街区为例 
88 岳小超 200122 徐小东 

63.  
从布扎构图理论到形式分析策略 89 张佳琦 200125 顾大庆 

64.  
《建构语境下节点形式的思辨》 85 周怡 210102 杨志疆 

65.  
楼梯作为边界的空间性与时间性 88 邹雅眉 210109 吴锦绣 

66.  
重拾感觉：简评《恋地情结》 86 陈京锴 200017 李华 

67.  
明末至清淮南盐场生产聚落空间格局初探 88 陈寅思危 210016 陈薇 

68.  
1950s-1970s 中国建筑中的风景建筑 86 黄彦 210169 李华 

69.  
书评：《现代日本的家与居：建筑、家庭空间与中产文化》 90 郎烨程 200006 沈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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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减柱造”术语的史学史研究 88 李珂 200007 白颖、诸葛净 

71.  
民国时期紫金山天文台建筑群设计研究（1930-1935） 88 李楠 200016 沈旸 

72. ★ 
中国建筑语境中“表皮”概念的兴衰与流变 92 李润 210012 李华 

73.  
由住宅门厅启发的对家居性的解读 88 林凯逸 210167 葛明 

74.  以人为本理念下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设计教学初探——以

湖北蒲圻纺织总厂纺织-热电厂片区毕业设计为例 
86 林星雨 210018 李新建 

75.  
《2000-2020 中国建筑语境中的“在地性”》 88 刘琦 210171 李华 

76.  
唐代西域烽燧初步研究——以丝绸之路中道为例 88 刘猗 200018 周小棣 

77.  “顶落”与“大厅”的延续与转变——19-21 世纪初泉州古城住宅变

迁考察 
88 缪彤茜 200008 诸葛净 

78.  
20 世纪初至 21 世纪初中国建筑语境下材料观念的流变 86 齐玥彬 210013 李华 

79.  
《南禅寺大殿与延庆寺大殿的大木构架对比研究》 86 杨静轩 210004 陈薇 

80.  楼梯平台启发的设计研究——微小而关键的空间要素如何启动

设计 
88 杨潇 210168 葛明 

81.  
宋至清苏南城市水系与商业类型及分布研究 88 张旭 200013 陈薇 

82.  
宋至民国江苏江防城市的发展背景与城防建设 89 赵与谦 200020 陈薇 

83.  
江苏省大遗址保护利用策略初探 89 周柳齐 200015 周小棣 

84.  革命文物保护中的“真实性”之惑——对苏南革命文物片区规

划的思考 
86 朱晨涛 210170 周小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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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结构形态与空间动态视觉力的互优营造——以悬垂和反垂结构

界面为例 
87 陈楠 200171 戴航 

86.  
混响时间与 STI 对应关系研究 88 陈榕敬 200187 傅秀章 

87.  
石膏板复合隔墙高隔声设计研究 85 褚旭 200184 闵鹤群 

88.  成本收益视角下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现状研究——以苏州市盛

泽镇为例 
83 冯鸿志 210182 张嵩、傅秀章 

89.  
夏季异常高湿天气下莫高窟壁画盐析风险研究 87 蒋雪莹 200021 李永辉 

90.  城门楼建筑结构安全状态定量评估方法研究——以德胜门箭楼

为例 
88 李盼 200022 淳庆 

91.  
基于水热迁移模型的中国南方历史建筑木柱劣化风险评估 89 李振超 200031 李永辉 

92.  
南京泉东村厨房空气质量实测与数值模拟研究 85 陆京京 200023 金星 

93.  
基于热湿环境和劣化风险的麦积山游客参观模式优化研究 89 裴钰 200024 李永辉 

94.  
从本质到现象—结构中张力索线的发展与空间表现 87 冉富雅 200178 戴航 

95.  
实验建筑师的本土性建构观念研究——以刘家琨为例 86 宋丹玉 210032 李海清 

96.  
近现代粮仓建筑改造为展示功能的技术模式基础研究 87 易彦淇 210172 李海清 

97.  
双向互动曲面空间形态设计方法研究 85 袁佳敏 200029 戴航 

98.  
双曲抛物面屋顶建筑夏季室内自然通风降温研究 84 张溱旼 200179 张宏 

99.  基于多目标优化的风光产能互补与建筑一体化设计研究——以

南京市办公建筑为例 
87 张子安 200183 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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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伊斯坦布尔城市空间规划策略与公共空间研究 85 

库阿特 
RAHMETOV 

KUVVAT 
207194 王兴平 

101.  
Impacts of Surface Mining on Guine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85 

BARRY 
SOULEYMANE

利亚 
195682 王兴平 

102.  基于空间基因理论的徽州村落特征研究——以“山-田-村”空间

基因为例 
85 高睿 210188 阳建强 

103.  
基于多源数据的苏州古城住区类型识别研究 85 黄诗佳 210049 阳建强 

104.  苏州古城旧居住区更新潜力评估及实施引导——基于青年友好

的视角 
85 刘青青 210187 阳建强 

105.  
徽州传统村落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85 曲俊翰 210189 阳建强 

106.  
一种基于图网络结构的街区形态类型解析方法 85 盛华星 200041 杨俊宴 

107.  基于眼动热力分析的工业遗产历史风貌区空间特色识别与研究

——以南京六个案例为例 
88 苏子玥 200042 王建国 

108.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民国时期建筑色彩特征研究 85 孙兆旋 200200 周文竹 

109.  
南京总统府地区重要文化资源可感知性研究 85 覃思远 210056 孙世界 

110.  
轨道线网加密影响下站点周边居民出行方式变化特征研究 85 杨志鹏 200049 周文竹 

111.  
南锣鼓巷历史街区更新与开发机制研究 88 余青钱 210046 阳建强 

112.  
水乡文化评价下的乡村滨水公共空间景观提升探索 85 陈琛 200226 赵军 

113.  基于微博大数据的公园游憩行为性别差异研究——以南京玄武

湖公园为例 
85 陈江滟 210073 周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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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古代园林屏风的形式探析 88 代甘络 210220 顾凯 

115.  
基于生态技术的城市公园设计方法探索 88 邓惠琳 210225 陈烨 

116.  
基于耕地不同发展情景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模拟 88 翟志雯 200214 唐军 

117.  Assessing Social Valu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Assessing Social 
Valu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SolVES 

Model: A Case Study from Nanjing, China 
94 段皓然 徐宁 210230 徐宁 

118.  
扬州净香园建筑复原设计 88 高诗雅 210213 成玉宁 

119.  
国外国家公园动态分区及其管控策略的模式研究 90 高媛 200071 唐军 

120.  
基于韧性基础设施系统规划的未来城市设计路径 88 顾佳 210074 成玉宁 

121.  
北宋洛阳见山借景风尚研究——从见山钱谈起 88 关之琳 210219 顾凯 

122.  
基于蓝绿灰系统耦合的雨洪韧性城市构建途径研究 88 郭蔚 2.2E+08 袁旸洋 

123.  
清代南京随园园林复原推测及设计特点研究 88 郭烨媛 210217 成玉宁 

124.  
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综述 88 姜骁轩 210234 吴锦绣 

125.  
清代瓜洲锦春园复原设计研究 88 李维娇 210233 成玉宁 

126.  城市住宅与城市公园的距离对于住宅价格的影响在空间上的差

异性分析——以南京中心城区为例 
88 刘博雯 2.2E+08 周聪惠 

127.  基于武汉市冬季不同下垫面类型中 PM2.5、PM10 水平分布的浓

度变化及日变化研究 
88 陆闵 210231 谭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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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波普风格景观中的古典影子——从勒诺特尔看玛莎施瓦兹 88 吕新雨 210232 谭瑛 

129.  
数字孪生技术在植物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88 石文建 210218 成玉宁 

130.  
葑溪草堂复原设计研究 88 孙士臻 210071 唐军 

131. ★ 基于 CASA 模型的城市蓝绿空间格局与碳汇关系研究——以南

京主城区为例 
95 汤思琪 210214 袁旸洋 

132.  滨海城市海上景观风貌特色感知研究——以威海市中心城区海

域为例 
90 王曾 200238 谭瑛 

133.  
合肥老旧居住区立体绿化体系构建与优化策略 88 王思远 210075 成玉宁 

134.  
供需视角下的交通基础设施用地与城市环境关系研究 88 王雪蓓 200237 陈洁萍 

135.  乡村景观资源特征识别及分类体系构建——以宁镇山脉北部龙

潭-下蜀乡村片区为例 
90 闫蓓 210069 王晓俊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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