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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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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菲沙大学校园空间的活力营造策略  
初探  

80 
XU 

FANGZHOU 
207204  陈宇  

2.  
从窗户到“体验性”——聚焦在佩佐·冯·埃尔利奇豪森 85 蔡万霖 227056 杨志疆 

3.  基于空间句法与 poi 数据的新能源公共充电站可达性分析——以

南京市为例 
86 曹羽佳 210097 费移山 

4.  
槇文彦集群形态理论于校园规划设计中的实践和启示 85 陈晶 220217 陈宇 

5.  
基于弹性城市理论的历史文化街区适应性更新模式 75 陈峻印 220199 韩冬青 

6.  轻质介入方法下的江苏传统村落街巷公共空间活化策略 
——以东山镇陆巷古村为例 

88 陈力畅 220215 夏兵 

7.  
福建永安青水成志堡复原研究 85 陈亚丽 220017 薛力 

8.  
无用之用——多层建筑外廊的功能思辨 80 陈炤捷 220220125 史永高 

9.  基于影像艺术—空间关系的展览馆设计研究——以谢子龙影像

艺术馆为例 
80 陈子伊 220151 吴锦绣 

10.  鄂西干栏木构建筑的气候构型研究——以鄂西土家族吊脚楼及

吊脚粮仓为例 
88 戴颖怡 210111 张彤 

11.  城市边缘区集市的形成、特征及演进—  
—以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为例  

85 丁雨乐  210132  史永高 

12.  
香港城市立体复合开发政策及相关实践 88 方洲 220139 韩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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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时代视角下的密斯·凡·德罗——从巴塞罗那德国馆说起 80 冯昕 210003 袁玮 

14.  
数字化视角下的建筑在地性设计方法探究 85 冯以恒 220141 李力 

15.  日常都市主义视角下城中村公共空间活化更新研究——以溧阳

王家村为例 
88 葛飞雪 220205 无 

16.  
《陶谷新村社区活化微更新的设计策略探讨》 75 郭晋哲 210140 高崧 

17.  
多元社会下的秩序消解——日本新锐建筑师的先锋实践 80 郭欣睿 220129 朱渊 

18.  
批判性地域主义的本土实践——以成都水井坊遗址博物馆为例 80 胡菲 220158 高庆辉 

19.  
南京老城街区太阳能利用潜力评估及优化策略 85 黄文欣 210104 徐小东 

20.  基于形状语法数字图解的江南园林空间序列设计研究方法探究 
——以江南园林与当代博览建筑的比较为例 

88 计昊天 210141 俞传飞 

21.  
脱开的立面：俄亥俄州小镇三座建筑的设计浅析 89 李佳祺 220177 童明 

22.  
建筑何以城市？——杨廷宝与童寯的民国外交部大楼方案比较 85 李琳 220210152 邓浩 

23.  
甘熙故居中的院 75 李灵芝 220220219 高崧 

24.  
基于网络开源数据的社区养老服务圈规划方法研究 88 李书舟 210002 周颖 

25.  
社会劳动分工视角下聚落空间公私领域的划分研究 88 林子苏 220124 费移山 

26.  
双层墙之间——浅谈 Poli House 80 林纶旭 226403 杨志疆 

27.  多重天井在苏州阊门传统民居更新中的环境调控潜力初探——

基于多目标遗传算法的形态优化研究 
88 刘浩然 210087 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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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回归起点的设计——浅析路易斯·康的古典语言 85 刘宇轩 210105 冷嘉伟 

29.  乡村旅游背景下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多元价值评价及优化策略—

—以环太湖地区周铁传统村为例 
88 罗铮 210165 徐小东 

30.  
高密度居住社区儿童非正式活动空间特征研究 85 钱一鸣 220220218 郭菂 

31.  
工业遗产建筑改造设计方法初探 83 任泽扬 210138 马晓东 

32.  过渡空间如何影响城市尺度及改善人类交往活动 ——以杨·盖

尔《交往与空间》为例进行探讨 
80 沈汶轩 223227021 陈晓扬 

33.  
办公街区屋顶绿化的节能效应及成本效益——以南京市为例 88 史珊珊 210163 徐小东 

34.  基于 WiFi 探针数据的村落公共空间活跃度研究——以井冈山大

仓村为例 
86 陶蕾 210156 李向锋 

35. ★ 
基于 Isovist 视域分析的园林空间层次感的研究 90 王浩然 210159 俞传飞 

36.  
“表面”的真实——关于密斯式表皮装饰性的再思考 80 王洁茹 220171 程泰宁 

37.  
既有住宅电梯增设方案总结研究——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85 王淑娴 220212 夏兵 

38.  基于城市形态类型学的城中村界面更新研究——以江苏溧阳王

家村为例 
85 吴彬宇 220211 无 

39.  
不同尺度下历史街区活力表征研究 85 吴悦 210106 张彧 

40.  
基于 3D 图解静力学的复杂钢筋混凝土楼盖塑形优化研究 88 

武文忻、刘昕

明 
220220163、
220220159 

李力 

41.  发挥结构的主动性 
——基于“强结构”理念的结构构件巧妙应用与异化设计 

83 邢哲琦 220133 高崧 

42.  居住型历史地段适度增容的机理与方法探究——以南京钓鱼台

历史风貌区为例 
85 徐岳荣 220167 韩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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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当代地域性建筑中材料真实性的表达 85 许珂 220198 冷嘉伟 

44.  街区型住区规划形态减碳分析研究 
——以南京市丁家庄保障房片区为例 

88 薛瑶瑶 210107 杨靖 

45.  
编织中的“轻” ——探究编织竹建筑的”轻“优势 80 杨浩 210157 高庆辉 

46.  
关于非专业设计的建筑空间弹性的思考 88 姚翀 220154 夏兵 

47.  
现代框架结构下的非匀质美——巴瓦建筑中的结构策略 80 叶文慧 220220194 冷嘉伟 

48.  Evolution of Nomadic Architecture: Traditional Practices and 
Modern Innovations 

89 
伊优娜 

Ossipova Irina 
217081 张宏 

49.  
1957-1962：文丘里设计思维的转向 80 殷烨 220142 童明 

50.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霹雳矿业遗产展示空间研究 89 余信润 217073 俞传飞 

51.  
商业综合体与外部城市空间双向建构的设计策略研究 88 张淳铖 210093 韩冬青 

52.  
基于生成对抗神经网络的建筑布局设计方法研究 80 张瑞冬 210155 高崧 

53.  
“镜像”——从福柯的质空间理论看城中村 85 张砚雯 220178 冷嘉伟 

54.  
台阶，抬—接，桥 75 张羿晨 210147 史永高 

55.  
独立的几何——建筑图绘的自我发展 80 郑昊宇 220208 郭屹民 

56.  “边界”甦生 
——成都宽窄巷子历史文化街区边界空间城市更新研究 

85 朱翼 210095 韩冬青 

57.  
建筑“图”的几次变化 80 朱元祥 220192 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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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城市建筑一体化下文化建筑与城市公共空间复合性设计研究 80 朱梓乐 210145 王正 

59.  基于多源数据的遗址广场活力比较研究 
——以南京汉中门广场与米兰 Piazza XXV Aprile 为例 

88 邹雨薇 210164 徐小东 

60.  
Lost Front Yard Space & Residents’ Well-being: A Neuroarchitecture 
Study in Clayton Quarters, Karachi, Pakistan.  

85 
Syeda Sakina 
Abbas Rizvi 
阿玛丽 

207201 ProfessorGuo Yimin 

61. ★ 
宋元厅堂建筑中劄牵做法与《营造法式》比较研究 92 常逸凡 220183 陈薇、李新建 

62.  
镇以酒兴：明清以来洋河镇的发展与酒镇格局之形成 90 丛佳仪 210017 陈薇 诸葛净 

63.  Exotic Narratives and Impressions of Capital Cities: Spatial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Yeonhaengrok 

89 丁一航 210011 沈旸，王为 

64.  
三皇庙建筑形态演变与官方民间信仰互动研究 90 窦可亲 210014 沈旸 

65.  Urban Agricultural Rooftop Greenhouse  
in subtropical climate of Shenzhen, China  

88 
冯安琪 Pang 

Ann Gee  
217082  周小棣  

66.  从礼制的规束到空间的塑造 
——以祭品为线索的清代北京皇家坛庙配祀建筑研究 

88 还凯洁 210005 沈旸 

67.  
宋辽金时期阑额构件做法流变研究 85 何周睿 220023 李新建 

68.  草图和寓言作为赋予建筑意义的方法 
——斯维勒·费恩的两座住宅研究 

86 呼文康 220181 葛明 

69.  Spatiality of the Social Realm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engzi Village and Çatalhöyük 

86 孟逸凡 220220006 陈薇 

70.  
平遥镇国寺万佛殿与文水则天庙后殿比较研究 85 彭隐 01116214 沈旸 

71.  
南京明代官窑聚落及建筑研究 88 阮景 210015 陈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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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岭南疍民仪式空间的人类学解读：身份、信仰与社会结构 86 汪馨悦 220022 陈薇 

73.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的整体保护思想 86 王若菂 210008 汪晓茜 

74.  Structural Wood Protection Measures: With Rainwater Protection 
Effect of Roofs in Linggu Temple as an Example 

85 王丝绢逸 220008 陈薇 

75.  
  中国建筑语境下的“记忆”（1981-2002） 88 薛紫薇 210010 李华 

76.  
斯维勒·费恩绘画与设计的关系——以地平线为线索 85 张煜童 220180 葛明 

77.  
《延晖馆的设计分析与思考》 86 庄惟中 216235 周小棣 

78. ★ 
地埋新风系统于南方遗址展馆应用可行性研究 98 范立文 210029 李永辉 

79.  
基于局地气候分区的南京城市街区热环境研究 80 方逸之 210021 金星 

80.  
基于街景图像的白光污染源提取方法研究 89 李希冉 210177 彭昌海 

81.  
人行桥设计的超平现象及其实现策略研究 88 李志轩 210178 戴航 

82.  
ChatGPT 对建筑市场需求和人才结构变化的影响分析 75 宋明杰 210175 张宏 

83.  
“形”与“力”互译的建筑设计策略研究 85 徐山岭 210181 戴航 

84.  
BIM 技术在住宅建筑维护阶段的应用研究 85 朱欢欣 220184 张宏 

85.  
桐油和糯米汁改性三合土耐盐害性能的实验研究 95 赵文炀 210179 李永辉 

86.  
内嵌二维声学黑洞结构的约束阻尼薄板隔声特性研究 88 文晓 220028 闵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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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南京市公交场站复合开发模式的探索 84 艾立雨 230181 傅秀章 

88.  城市客厅设计：美学、实用性与创新要素的融合——南京“梧

桐语”小型城市客厅印象 
85 顾迦艺 230093 傅秀章 

89.  
基于 CFD 模拟的折叠建筑气密性保障技术研究 

90 
段一 210266 张宏 

90.  基于 Unity3D 的既有建筑智能运维可视化平台设计——以东南

大学国际建成环境创新实验中心为例 
85 

吕依涵 210237 张宏 

91.  
既有建筑改造健康环境评价系统构建研究 

85 
张耀平 210263 张宏 

92.  Evolution of Nomadic Architecture: Traditional Practices and 
Modern Innovations 

85 伊优娜 217081 张宏 

93.  Thermal Comfort Study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Huang 
Yao village 

80 思雅 217050 李永辉 

94.  
降雨与结露对露天铁质文物腐蚀速率的影响 95 崔璨 210265 李永辉 

95.  
国内外健康街道发展理论与实践综述 80 娄莺 220234 史宜 

96.  
基于 POI 数据的新加坡新镇邻里中心空间体系解析与启示 88 邓颖升 210201 王承慧 

97.  
基于迎风面积指数的轨道站点地区通风评价——以南京为例 90 黄悦欣 210044 殷铭 

98.  基于辐射传导方程法的城市热岛效应量化测度及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以南京为例 
88 黄正林 210185 殷铭 

99.  建国初期蓄滞洪区遗产价值认知与载体识别——以荆江分洪区

为例 
88 卢天阳 210194 江泓 

100.  基于共轭理论的海港古城空间形态生成机理研究——以泉州古

城为例 
85 谭梦扬 210050 杨俊宴 

101.  Changing campus places during COVID-19: Based on a 
participatory map-based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88 汤雪儿 210204 王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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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日本公团住宅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85 王筱璇 210205 王承慧 

103.  
基于风貌感知的广州历史城区低多层连片天台系统构建研究 90 张莞涵 210190 高源 

104.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海岸带景观特征聚类识别——以烟台套子

湾为例 
90 曹银银 210216 李哲 

105.  
清代太仓西田别墅复原研究 84 陈昕慧 220261 陈洁萍 

106.  The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Information Model in Sustainable 
Landscape Design 

85 甘宇 220280 王晓俊 

107.  基于焦虑情绪测度的新冠核酸检测点景观绿化更新研究——以

东南大学为例 
89 高颖 210222 李哲 

108.  On the Landscape Activity Measure Coupling Ecological Index and 
Public Vitality Index of UGI: Case Study of ZhongShan City, China 

89 黄若暄 210209 李哲 

109.  
老旧社区小微公共空间破碎化现象研究 87 李佳雨 210224 陈洁萍 

110.  基于 MaxEnt 模型的鸟类生境适宜性评价——以苏州工业园区

为例  
88 李子晗  210221  王晓俊  

111.  
清代苏州渔隐小圃园林复原推测及设计特点研究 87 林浩崧 220276 成玉宁 

112.  基于 Fluent 模拟的高碳汇植物种植模式研究——以北京市大运

河沿岸酒仙桥社区公园为例 
85 林怡静 220067 谭瑛 

113.  
明代上海日涉园复原研究 85 刘婧方  220271 周聪惠 

114. ★ 基于儿童友好理论的城市空间更新研究 
——“江小澄”行动计划 

91 刘婷 220265 陈洁萍 

115.  
杭州山地园林叠山理石特征探析与遗存考证 86 沈舒艺 220071 顾凯 

116.  
点云数据在景园植物碳汇与碳储测算中的应用研究 89 宋文龄 220262 成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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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江南丘陵型陂塘圩田景观地方性知识谱系研究——以德清小龙

溪流域为例 
88 谭洽菲 210070 陈洁萍 

118.  
清代苏州凤池园平面复原探析 85 王梦婷 220278 成玉宁 

119.  
坐隐园复原设计与营造特色研究 85 王思扬 220220273 唐军 

120.  基于 LPS 的居住区景观绩效评价应用研究——以南京某中高档

住区为例 
86 张思群 220268 谭瑛 

121.  基于儿童行为心理的社区儿童友好度优化策略——以南京市仙

鹤门公园为例 
86 周苏睿 210235 杨冬辉 

122.  基于分层固碳路径法的城市绿地碳汇效能制图研究——以南京

燕子矶地块为例 
88 周正 210229 李哲 

123.  
基于“触媒点-联通线-关系网”的旧城社区景观更新研究 86 宗媛 220263 周聪惠 

124. ★ 
基于 AIGC 的建筑立面生成与优化研究 90 柏孝崎 210245 张愚 

125.  
基于 CFD 模拟的折叠建筑气密性保障技术研究 84 段一 210266 张宏 

126.  
城市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研究——以南京主城区小学为例 82 贡一鸣 210248 张彧 

127.  
既有建筑改造健康环境评价系统构建 84 张耀平 210263 张宏 

128.  
基于数字化编织的三维空间膜结构的设计与应用 84 周蕾 210270 李飚 

129.  数字孪生视角下传统村落活态化保护监管及平台构建与应用—

—以周铁传统村为例 
82 祝润青 220210246 徐小东 

130.  
基于小红书数据的广州永庆坊史街区空间感知研究 86 陈佳璐 210244 张愚 

131.  
降雨与结露对露天铁质文物腐蚀速率的影响 88 崔璨 210265 李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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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碳减排导向的城市街区形态优化策略研究 86 翟沛帆 210240 徐小东 

133.  Airborne Particulate Matter Impacts on Cultural Heritage: A 
Literature Review 

82 费姝慧 220086 冯壮波 

134.  
建筑图绘——以阿尔多·罗西的建筑图绘语言为例 78 高思琪 220087 吴锦绣 

135.  
基于 SD 法的街道空间形态感知研究 84 蒋浩 210241 刘捷 

136.  
基于室内光热环境优化的住宅可变柔性遮阳系统研究 88 蒋正达 220096 

唐芃  
刘一歌 

137.  
基于 0-1 整数规划算法的零碳建筑碳减技术组合最优选研究 88 李代剑 210253 王伟 

138.  基于 Unity3D 的既有建筑智能运维可视化平台设计-以东南大学

国际建成环境创新实验中心为例 
84 吕依涵 210237 张宏 

139.  
住宅建筑长寿命优化设计策略研究 70 王飞 220120 张宏 

140.  
浅谈无人驾驶影响下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更新策略 84 吴献忠 210239 徐小东 

141.  
基于城市触媒理论的老城区可持续更新研究 82 赵霏雨 220210255 吴锦绣 

     备注：推荐为优秀论文的序号前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