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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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城市人居环境协调机理与规划方法 

研究方向 2 区域生态质量评价与生态修复 

研究方向 3 健康环境营造机理和节能技术 

研究方向 4 低碳/生态/智慧城市规划实践 

研究方向 5 健康社区和绿色建筑设计实践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林波荣 研究方向 绿色建筑环境营造与节能 

出生日期 1976/09/21 职称 教授/博导 任职时间 2019 年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朱颖心 研究方向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出生日期 1959/05/18 职称 教授/博导 任职时间 2008 年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宋晔皓 研究方向 绿色建筑设计、建筑构造 

出生日期 1970/09/28 职称 教授/博导 任职时间 2015 年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林文棋 研究方向 城市空间规划技术体系 

出生日期 1969/01/15 职称 副教授 任职时间 2019 年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龙瀛 研究方向 城市空间分析与规划支持 

出生日期 1980/05/10 职称 
特别研究

院 
任职时间 2019 年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刘加平 研究方向 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 

出生日期 1956/11/05 职称 教授/博导 任职时间 2019 年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74 篇 EI 5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25 部 国外出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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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5 项  二等奖 1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19834.7 万元 纵向经费 6135 万元 横向经费 13699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15 项 授权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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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项 行业/地方标准 29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39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32 人  

院士 0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0 人 

短期  0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2 人 

讲座  0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4 人 

青年长江 1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4 人  

青年千人计划 2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13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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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颖心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编委 

《Indoor Air》 副主编 

国际室内空气学会热舒适委员会 主席 

李先庭 

国际制冷学会 E1 委员会 

主席

（2015 年

至今） 

《Indoor and Built Environment》 
Regional 

Editor 

张寅平 

国际室内空气科学院 秘书长 

《Energy and Buildings》 副主编 

《Indoor Air》 编委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编委 



 

 

《PLoS ONE》 编委 

《Frontier of Architecture 

Research》 
编委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编委 

杨旭东 

《Building Simulation》 
创始人、

主编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副主编 

国际能源署建筑与社区节能委员会

（IEA-EBC） 

执委会委

员 

美国供热、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学会

（ASHRAE） 

会士,研究

管理委员

会委员 

赵彬 

《Building simulation》 副主编 

国际室内空气质量科学院 (Academy 

of ISIAQ) 
会士 

林波荣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编委 

国际建筑性能模拟学会(IPBSA) Fellow 

胡洁 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 
终身荣誉

会员 

夏建军 

《Building Simulation》 主编助理 

国际能源机构集中供热供冷组织 IEA 

DHC                        
中方代表 

顾朝林 

Urban China Network 成员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编委 

潘芳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编委 

郑晓笛 

LILA 国际景观奖(Landezin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ward) 
评委 

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亚太区(IFLA 

APR) 
中国代表 



 

 

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会员 

刘荔 Indoor Air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12 人 国外 15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4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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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学科 3 

城乡规划

学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46 人 在读硕士生 61 人 

承担本科课程 2840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1284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0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3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4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9 项 

实验室面积 5000 M2 实验室网址 http://www.klepgb.tsinghu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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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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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在 2019年度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姓名

(排名) 

成果产生

年度 

1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空

间大尺度精细化研 

研究报告、

论文、会议

等 

清华大学 
龙瀛等、朱文一、梁思

思、刘佳燕、舯舸等 

2018-

2019 

与美团、咕咚、百度、抖音等互联网公司合作，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城市数据，集成

大数据、GIS、空间句法等方法对城市空间进行创新分析，开展了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空间

大尺度精细化研究，揭示了城市空间特征和机理。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

度 

2 
基于大数据重新定义

中国城市系统 

报告、专

著、专利、

论文等 

清华大学 
龙瀛、边兰春、

张悦、刘宛等 
2017-2019 

利用滴滴、百度慧眼等大数据对中国城市功能地域进行重新界定、推算中国实体城

市常住人口变化，并发表多篇相关 SSCI 论文。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

度 

3 

融合多种新技术的人

本尺度城市形态特征

识别 

论文、专利、

人才培养等 
清华大学 

龙瀛、边兰春、

张悦、刘宛等 
2019 

利用高分图片、可穿戴式设备、视频流分析等新技术进行人本尺度城市形态研究，在

深港建筑/城市双年展上展出。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

员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

度 

4 

基于街景图片和机器

学习的城市空间品质

识别模型 

研究报告、论

文、专著、专

利、人才培养等 

清华大学 

龙瀛等、梁思

思、刘佳燕、

舯舸等 

2016～2019 



 

 

构建了利用街景图片开展街道尺度和绿化环境等评价的关键技术。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

度 

5 

基于延时摄影与深度

学习的城市人群视频

分析技术 

研究报告、论

文、专著、专

利、人才培养等 

清华大学 

龙瀛等、梁思

思、刘佳燕、舯

舸等 

2018～2019 

在图片识别技术的基础上，研发出通过图片空间网络开展人群定位研究的关键技术。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6 

从人本视角结合多元

数据进行社区营造实

践 

专著、论

文 
清华同衡 刘宛、刘佳燕等 2019 



 

 

紧密结合当前城市微更新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趋势和前沿探索。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7 

城市与乡镇运行监测

/评价/决策方法和技

术集成平台 

报告、软

件、平

台、论文

等 

清华同衡 

林文棋、尹稚、

顾朝林、党安

荣、田莉等 

2016-2019 

研发城市社会行为与活动轨迹的流式处理技术、社会行为多源异构数据关联融合与

信息提取技术、社会行为多源异构数据画像表达技术，搭建智慧决策服务平台； 

攻破县域村镇尺度“数据采集-处理-模拟-预测-决策-实施-反馈”一体化的综合集

成平台搭建技术。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8 

建立城市群生态空间

质量和生态资产评估

方法 

报告、论

文等 

清华大学、清

华同衡等 
李锋、恽爽等 2015-2019 

明确珠三角城市群区域生态景观与典型受损生态空间的诊断与退化机理，提出城市

生态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评估与核算方法。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9 

建立城市棕地群特征

识别与生态效益评价

方法 

报告、论

文等 
清华大学 郑晓笛等 2018-2019 

提出城市棕地群遥感信息提取、特征识别与生态效益评价方法，开发全国资源衰退

型矿业城市棕地地理信息数据库。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10 

构建退海滩涂高盐环

境植被重建理论与技

术体 

报告、论

文等 
清华大学 李树华等 2019 

提出城市棕地群遥感信息提取、特征识别与生态效益评价方法，开发全国资源衰退

型矿业城市棕地地理信息数据库。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11 
提出流域及城市水景

观生态修复设计方法 

报告、获

奖等 
清华大学 刘海龙等 2019 

提出基于流域生态系统修复的水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方法；构建“基于在线监

测的胜因院雨洪管理绩效评估”体系。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12 
阐明了建筑能耗与室

内环境关联特征 
论文等 清华大学 

林波荣、朱颖

心、曹彬等 
2016-2019 

通过全国典型气候区建筑性能数据监测与分析，阐明了建筑能耗与室内环境关联特

征，为建筑运行快速诊断和环境营造提供理论基础。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13 
明确室内和室外的

PM2.5/O3的健康效应 
论文等 清华大学 

张寅平、赵彬、

莫金汉等 
2018-2019 

明确源自室内/外的 PM2.5对健康人群和慢阻肺患者的健康效应，明确中式烹饪散发

PM2.5的暴露和健康效应，估算了我国 339个城市室内 PM2.5\O3浓度及室内阈值对死亡

人数的影。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14 
建立了极寒环境下人

体热评价预测模型 

论文、获

奖等 
清华大学 朱颖心、曹彬等 2018-2019 

评价了寒冷环境下多种局部加热效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场馆设计提供了理论

支持。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15 

建立了空间与性能融

合的建筑设计/构造

新方法 

论文、专

利、获奖

等 

清华大学 
林波荣、朱颖

心、曹彬等 
2015-2019 

针对传统建筑创作方案空间与性能脱节、传统软件工具无法支撑空间节能设计的技

术瓶颈：突破图形识别和数据交换难题，建立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快速准确预测模型和优

化算法，构建了空间与性能优化深度融合设计优化新方法，开发了性能优化软件 MOOSAS，

与 PKPM合作推出商业软件。相关成果荣获 2019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16 
建筑、结构一体化的

数字化建造系统 

论文、获

奖等 
清华大学 黄蔚欣等 2018-2019 

开发了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建造简便、具有出色艺术表现力的空间曲面网壳系统，

全方位、高完成度的参数化设计实践，实现了复杂形体重点项目的毫米级精度的建造，

为国庆 70周年献礼。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17 
参数化建筑设计与智

能算法辅助设计 
论文等 清华大学 黄蔚欣等 2018-2019 

使用生成对抗网络（GAN）和深度学习（DNN）探讨了人工智能方法在建筑设计的生

成和理解问题中的潜力。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18 

研发了系列创新的建

筑环境测量技术/系

统 

论文等 清华大学 李先庭、刘荔等 2018-2019 



 

 

使用生成对抗网络（GAN）和深度学习（DNN）探讨了人工智能方法在建筑设计的生

成和理解问题中的潜力。 

 

研发了多视角空气流场测量系统，为复杂涡旋流动的测量提供了有效测量手段。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19 
新型环境控制设备和

末端开发 

论文、专

利、获奖

等 

清华大学 
刘晓华、林波荣

等 
2018-2019 

提出逆流式分级空气-溶液热湿处理流程，提高流程匹配特性、降低损失，性能提升

约 30%。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20 

助力绿色建筑和健康

建筑的规模化推广应

用 

参编国

家、行业

标准等 

清华大学 
林波荣、张寅平

等 
2018-2019 

主编/参编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健康建筑评价标准》，2年内，全国 3000余个

项目获评绿色建筑标识（30余个项目获评健康建筑），建筑面积逾 5000万㎡ 。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21 

支持北京副中心、雄

安、冬奥会等城市规

划与运维 

报告、平

台、工程

项目等 

清华同衡 

尹稚、恽爽、林

文棋、林波荣、

李锋、张利等 

2017-2019 

承担了一批相关科研项目： 

 

为雄安新区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一淀、三带、九片、多廊”的生态空间格

局提供了科学基础和依据。负责撰写完成的《雄安新区生态空间建设规划》咨询建议上

报国务院，得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批示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视 



 

 

 

研发城市社会行为与活动轨迹的流式处理技术、社会行为多源异构数据关联融合与

信息提取技术、社会行为多源异构数据画像表达技术， 构建了态势监测、业务评价、状

态预测等城市多维指标体系，搭建了智慧决策服务平台。北京副中心、亦庄等城市运行

监测/评价/预测。 

 

助力推进北京市 2019绿色生态示范区-通州行政副中心城市绿心规划与建设。 

 



 

 

张利教授主持“科技冬奥”“ 人工剖面赛道类场馆新型建造、维护与运营技术”（国

拨经费 3743万元）。 

 

    支持了包括中国尊大厦、北京新航站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大楼、雄县第

三高级中学、2022杭州亚运会体育游泳馆、京张高铁太子城站及冬奥崇礼片区: 古杨树

赛区（三场一村）、冰雪小镇、云顶赛区等在内的一大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姓

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22 
面向乡村振兴的绿色

适宜技术应用 

工作站点

等 
清华大学 

庄惟敏、宋晔皓、

张利、刘念雄、张

弘、朱宁等 

2018-2019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建设，结合村镇发展条件，应用绿色适宜技术，改善乡村

生活，提升乡村面貌。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第一完成 

单位 

实验室参加人员

姓名(排名) 
成果产生年度 

23 
系列国内外重要建筑

奖项 
获奖等 清华大学 

庄惟敏、宋晔

皓、张利、刘念

雄、姜涌、周正

楠、程晓喜、韩

孟臻、张弘、朱

宁等等 

2019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本年度，实验室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北京市、

国际合作与企业合作项目共 241 项。其中，本年度新增 116 项（纵向 65 项、

横向 51项），总合同额度 19835万元。 

本年度继续研究及本年度新增项目数量及经费预算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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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实际运行效果的绿

色建筑性能后评估方法

研究及应用 

2016123

0592 
林波荣 

2016-6-1 

/2020-6-30 
2500 重点研发计划  

2 
绿色建筑环境营造与节

能 

2018137

1457 
林波荣 

2019-1-1-

2023-12-31 
400 

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 

3 
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

家计划 

2019155

0434 
田莉 

2019-1-1-

2023-12-31 
5000 

其他省部级项

目 

4 

河北雄安新区雄安站枢

纽片区、昝岗组团控制

性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 

—— 恽爽 
2017-6-

1/2019-12-31 
4980 

地方政府委托

项目 

5 
室内环境营造的基础科

学问题研究 

2015131

0860 
张寅平 

2016-1-1 

/2021-12-31 
1200 创新研究群体 

6 
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

基础和关键技术 

2017125

2025 
张寅平 

2017.07.01-

2020.06.30 
2956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 

7 

多维时空视角下的超大

城市边缘区规划管控方

法研究——以北京绿隔

地区为例 

2015130

0911 
张悦 

2016-1-1 

/2019-12-31 
74.4 面上项目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8 

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

详细规划（街区层面）

（2016年—2035 年） 

—— 
尹  稚 

恽  爽 

2016-1-1 

/2019-12-31 
1754 

地方政府委托

项目 

9 

室内 SVOCs等新型污染

物的形成机制、主控因

子及健康效应 

2016125

0628 
莫金汉 

2016.07.01-

2020.06.30 
673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 

10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

动力学模型与阈值测算 

2015132

1594 
顾朝林 

2016-1-1 

/2020-12-31 
374.2 

基金委重点项

目 

11 

面向径流减控与污染削

减的海绵设施空间优化

技术研究 

2017x07

103-

006-04 

龙瀛 
2017-1-1 

/2020-12-1 
288 

发改委重点项

目 

12 

利用自然环境低品位能

源降低建筑供热空调能

耗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2016131

0840 
李先庭 

2017-1-1 

/2021-12-31 
280 

基金委重点项

目 

13 
建筑全性能联合仿真平

台内核开发 

2017124

1932 
燕达 

2017-7-1 

/2020-12-31 
318 重点研发计划 

14 

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

机理及效果评价方法研

究 

2017125

2025 
张寅平 

2017-7-1 

/2020-6-30 
523 

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由外单

位牵头 

15 
近零能耗建筑基础性理

论研究 

2017125

2031 
宋晔皓 

2017-7-1 

/2020-12-31 
341 重点研发计划 

16 
洁净空调厂房的节能设

计与关键技术设备研究 

2018123

0855 
李先庭 

2018-7 

/2021-6 
1970 重点研发计划 

17 
降低洁净室环境循环风

量的关键基础问题研究 

2018124

1200 
李先庭 

2018-7 

/2021-6 
337 重点研发计划 

18 
城市新区能源系统与规

划设计优化技术 

2018125

1050 
夏建军 

2018-3 

/2021-6 
360 

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由外单

位牵头 

19 

Pathways to Equitable 

Healthy Cities 

(London Hub for Urban 

Health) 

2019300

0014 
龙瀛 

2018-9-

1/2022-4-30 
271 国际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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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居环境协调机理

与规划方法 林文棋、恽爽 龙瀛、田莉、唐燕、黄鹤 

2区域生态质量评价与生

态修复 杨锐、李树华 
李锋、郑晓笛、庄优波、刘海

龙、霍晓卫 

3健康环境营造机理和节

能技术 朱颖心、张寅平 

杨旭东、李先庭、林波荣、刘

晓华、李晓锋、燕达、莫金

汉、刘荔、曹彬 

4低碳/生态/智慧城市规

划实践 吕舟、张杰 刘畅、邵磊 

5健康社区和绿色建筑 

设计实践 宋晔皓、张利 
刘念雄、张弘、张昕、燕翔、

黄蔚欣、梁思思、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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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波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4 2013 至今 

2 朱颖心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60 2013 至今 

3 宋晔皓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3 至今 

4 林文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0 2013 至今 

5 龙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15 至今 

6 田莉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 2013 至今 

7 恽爽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教授级高工 44 2013 至今 

8 黄鹤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 2013 至今 

9 唐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 2013 至今 

10 胡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高工 59 2013 至今 

11 袁昕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高工 53 2013 至今 

12 张寅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7 2013 至今 

13 杨旭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13 至今 

14 李先庭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13 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

作年限 

15 付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2013 至今 

16 赵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13 至今 

17 杨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 2018 至今 

18 李树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 2018 至今 

19 李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 2018 至今 

20 李晓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6 2013 至今 

21 燕达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2013 至今 

22 张昕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2 2013 至今 

23 燕翔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7 2013 至今 

24 莫金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13 至今 

25 刘晓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39 2013 至今 

26 魏庆芃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45 2013 至今 

27 郑晓笛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2 2013 至今 

28 霍晓卫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高级规划师 44 2013 至今 

29 刘海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 2013 至今 

30 张  利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3 至今 

31 刘念雄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3 至今 

32 张  弘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2 2013 至今 

33 刘荔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2018 至今 

34 张杰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2013 至今 

35 夏建军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4 2013 至今 

36 黄蔚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4 2013 至今 

37 荣浩磊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教授级高工 46 2013 至今 

38 邹涛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高级工程师 42 2013 至今 

39 潘芳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高级工程师 43 2013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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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宁 其他 男 35 
助理教

授 
中国 清华大学 2013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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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曹彬 其他 男 34 
助理教

授 
中国 清华大学 2013至今 

3 刘兴伟 
博士

后 
男 33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5至今 

4 周浩 
博士

后 
男 31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6 至今 

5 李玏 
博士

后 
女 30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6 至今 

6 代允闯 
博士

后 
男 31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6 至今 

7 范晨璟 
博士

后 
男 30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6 至今 

8 马爽 
博士

后 
女 31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6 至今 

9 刘炜 
博士

后 
男 30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6 至今 

10 司鹏飞 
博士

后 
男 30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6 至今 

11 孟瑶 
博士

后 
女 30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7至今 

12 高原 
博士

后 
女 31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8至今 

13 郭放 
博士

后 
男 32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8至今 

14 陈龙 
博士

后 
男 30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清华大学 

2018至今 

15 张险峰 其他 男 50 
教授级

高工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16 张世钢 其他 男 48 
教授级

高工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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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徐刚 其他 男 41 
教授级

高工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18 李永红 其他 男 41 
教授级

高工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19 董淑秋 其他 女 50 
高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20 韩毅 其他 男 47 
高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21 卢庆强 其他 男 41 
高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22 刘巍 其他 女 39 
高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23 李栋 其他 男 38 
高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24 李丽 其他 女 38 
高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城同衡

照明设计院 
2013至今 

25 陈海燕 其他 女 38 
高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城同衡

照明设计院 
2013至今 

26 郑忠海 其他 男 37 
高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27 李晋秋 其他 男 34 
高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28 孙小明 其他 女 33 
中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3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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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吴梦荷 其他 女 28 
中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6至今 

30 赵俊波 其他 男 36 
中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城同衡

照明设计院 
2013至今 

31 于和平 其他 男 33 
初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4至今 

32 张东旭 其他 女 27 
初级工

程师 
中国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2017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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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主要依托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设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等学科。 

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为清华大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土木工

程等多个一级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年度实验室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纵向课题共计 65 项，并

在相关领域发表大量论文及进行多次大会特邀报告，得到国际同领域专家的认

可，此外，由于实验室研究方向的特殊性，实验室同样承担了大量的企事业单

位项目（本年度共计新增 51 余项），其经费达到与纵向重点课题相同的数量

级，并直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从科学研究和社会效益两方面推动学

科发展。通过这些科研项目，实验室采取一系列如承办与参加学术会议、学生

竞赛等措施，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和学术交流能力，注重培养研究生良好的科研

道德和严谨学风，勇于创新。实验室研究生在各个平台锻炼中，不仅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还取得一些突出成果，本年度全院共发标 ESI 高被引论文 23 篇，

实验室老师为第一/通信作者的共 10篇，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口头报告、

发表会议论文等 39 人次。 

此外，实验室从构成上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为进一步发挥学科交



 

 

叉优势，并根据行业发展形势与大数据等信息领域形成学科交叉，实验室陆

续招收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等院系博士生，工程管理学等专业方向的博士

后。在实验室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发挥本实验室在学科交叉和国际合作交

流方面的优势，继续推进既有优势研究领域的创新性研究，力争在交叉研究

方法取得若干重大原创性成果，将本实验室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人

才培养基地和创新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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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人员本年度共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 2840学时，研究生教学任务

1284学时，主要课程包括《城乡规划设计》、《空间形体表达基础》、《建筑环

境学》（荣获教学成果奖）、《暖通空调与冷热源》等课程。 

此外，实验室全面实施课堂教学与实际研究活动的结合，促进教学创

新，设有多门 MOOC 公开课，并鼓励和支持本科生参与 SRT等项目，实验室成

员因此获得 SRT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多项教学奖项。为拓宽学生视野，共 15名

国际著名专家来本实验室开展访学与合作研究。共 19人次在国际学术期刊任

职，共 21人次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实验室在学生竞赛中也获得丰硕成果：全国节能减排大赛学生高轶伦、

雷潇（建环 6）等的微-纳米复合的高介电特性过滤材料设计与制备作品荣获

一等奖，刘兆濡、陈琪（建环 6）等的作品“静电雾化闪蒸的便携式太阳能

海水淡化装置”荣获一等奖；首届北京市节能节水低碳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

竞赛中，刘兆濡、陈琪等的作品“静电雾化闪蒸的便携式太阳能海水淡化装

置”荣获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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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实验室继续拓宽学科发展领域，培养多样化高层次人才，营造

产学研创新性科研和学科建设环境，推进国内、国际合作的宗旨，努力为国

家培养高质量青年科技人才及后备军。通过 2840学时的本科生课程和 1284

学时的研究生课程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和从事科研实习的机会。 

实验室包含建筑学、城乡规划学两个一级学科和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一个二级学科，借助这一有利条件，实验室重视跨学科和跨院系的人才培

养，并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企业等联合培养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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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紫微，本年度 7月博士毕业，导师林波荣教授，目前在北京工业大学任

讲师。博士生期间针对传统建筑创作方案空间与性能脱节、传统软件工具无法

支撑空间节能设计的技术瓶颈，协助导师建立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快速准确预测

模型和优化算法，建了空间与性能优化深度融合设计优化新方法，开发了性能

优化软件 MOOSAS，并与 PKPM 合作推出商业软件。相关成果荣获 2018 年北京

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 2019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8/1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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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报告 洪家杰 硕士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oor Air 

Quality, Ventilatio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in 

Buildings，IAQVEC 2019 

林波荣 

2 口头报告 纪文杰 博士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朱颖心 

3 口头报告 张旭 博士 Indoor Air 2019 张寅平 

4 口头报告 姚明瑶 博士 ISHAVC-COBEE 2019 赵彬 

5 口头报告 陈着 博士 
Healthy Buildings 2019 

Asia 
莫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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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实验室主要对四个课题进行结题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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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建筑绿

色化实施效

果后评估机

制研究 

45万元 宋凌 副研究员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科技发展

促进中心 

2017.8.1-

2019.1.31 

2 

健康可持续

社区规划设

计关键技术

研究 

20万元 张颖 
高级工程

师 

上海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 

2017.8.1-

2019.3.30 

3 

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健康

建筑的发展

需求与标准

体系研究 

19.5万

元 
孟冲 

高级工程

师 

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 

2017.8.31-

2018.8.31 

4 

城镇化与城

市 矿 产 开

发：理论方

法实证研究 

30万元 
温宗

国 
教授 

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 

2017.10-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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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城市发展年度论

坛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

化研究院等 
华强森 2019.1.18 250 

全球

性 

2 
首届风景园林工程国

际研讨会 
清华大学 郭湧 2019.11.24 200 

全球

性 

3 

2019 年国际古迹遗址

保护理事会历史村镇

科学委员会亚太地区

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

迹遗址保护协会历史

城镇村专委会论坛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历

史村镇科学委员会

（ICOMOS CIVVIH）、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

院等 

张杰 2019.11.14 40 
全球

性 



 

 

4 清华建筑思想论坛 
世界建筑杂志社、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 
青锋 2019.11.26 100 

全国

性 

5 

2019第四届丝博会

“新型城镇化高端论

坛” 

陕西省人民政府、清华

大学 
史宗恺 2019.5.12 600 

全国

性 

6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

论·政策·实践论坛

201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和清华大学共同指导、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

化研究院主办 

尹稚 2019.11.15 200 
全国

性 

7 
2019 年清华大学乡村

振兴工作站年会 
清华大学 张悦 2019.11.28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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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报告共计 39 人次，举例如下： 

• 朱颖心，绿色建筑与室内健康环境，2019建筑科技城市更新技术论坛，

2019年 11 月 28日上海（大会报告）  

• Yingxin ZHU，How to create comfortable and healthy indoor 

environment? Healthy Buildings Asia 2019，25 Oct.2019，Changsha，

China（Keynote report）（国际会议主旨报告）  

• 张寅平，2019-10 长沙 会议名称：Healthy Buildings Asia 2019，并

受邀做题为“Tackling important IAQ problems for healthy 

buildings in China through multiciplinary co-operation”的大会

特邀报告（Plenary） 

• 郑晓笛，2019.6，第三届可持续环境修复大会，做大会特邀报告“大型

垃圾填埋场可持续再利用模式国际经验” 

• 杨锐，2019.6，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19 年年会，做大会

特邀报告“中国自然保护主流化及其关键行动”  

• 恽爽，2019.1，自然资源部“up论坛”，做特邀报告“北京城市副中心

与河北雄安新区社区生活圈规划实践探索” 

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9 个，共 15 名国际著名专家来本实验室开展访学与合

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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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合作：继续通过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与哈佛大学、英国建筑研

究院（BRE)开展全方位合作。 

• 邀请国外本领域 15 名国际著名专家来本实验室开展访学与合作研究：

包括丹麦奥尔堡大学的 Peter V. Nielsen 教授、法国巴黎东大学的

Evelyne Géhin 等 

• 主办或承办大型会议：2018 城市发展年度论坛（2019.1）、首届风景园林

工程国际研讨会、2019 年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历史村镇科学委员

会亚太地区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历史城镇村专委会论

坛等 8次 

• 学术交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学术交流活动，并 39 人次受邀做大会

特邀报告。 

• 开放课题：对现有的开放课题组织了现有结题评审与成果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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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加平 男 中国工程院院士 63 
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否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2 崔愷 男 
中国工程院院士，

总建筑师 
62 

中国建筑设计

院 
否 

3 王建国 男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授 
62 东南大学 否 

4 孟建民 男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授 
61 深圳大学 否 

5 庄惟敏 男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授，院长 
57 清华大学 否 

6 康健 男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

士，教授 
55 英国 UCL大学 是 

7 尹稚 男 教授，博导 58 清华大学 否 

8 王清勤 男 
教授级高工，副院

长 
—— 

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 
否 

9 李玉国 男 教授、系主任 55 香港大学 是 

10 高伟俊 男 
日本工程院外籍院

士，教授 
60 青岛理工大学 是 

11 孙一民 男 
教授，院长，长江

学者 
55 华南理工大学 否 

12 孙澄 男 教授，博导 48 
哈尔滨工业大

学 
否 

13 葛坚 女 教授，党委书记 50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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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成立以来，建立了以吴良镛、秦佑国、江亿等行业知名院士或专家

领衔的学术委员会，并于 2015 年、2018 年、2019 年召开会议进行调整和更

替，目前共有 13位国内外顶尖的专家（两位境外），对实验室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和队伍建设等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2019年 1月 4日，“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

组织召开了实验室 2019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学术委员会专家听取了实验室

2018~2019年度工作及成果汇报，审阅了相关文件，经质询和讨论，形成如下

意见： 

1. 围绕新型城镇化重大需求，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在可持续人居



 

 

环境建设的城市人居环境协调机理与规划方法、区域生态质量评价与生态修

复、健康环境营造机理和节能技术研究，以及低碳/生态/智慧城市规划实践、

健康社区和绿色建筑设计实践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按计划完成了任务。 

2. 承担了一批国家级重要科研项目。本年度新增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新增项目总经费 1.98 亿元。新发表 SCI

论文 74 篇，其中 ESI 高被引论文 10 篇；专利和软件被授权 27 项，申报专利

15 项，软件著作权 20 项；主编/参编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相关国际标准、国

标、行标和团标 35 项。以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 4项。 

3. 培养和汇聚了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教公寓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名、北京市科技新星 1名、中国城市规划青年科技奖获

得者 1名、全国优秀城市规划科技工作者 1名，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4. 实验室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邀请了丹麦科学院院士 Peter V. Nielsen

教授、法国气溶胶学会执行主席 Evelyne Gehin 教授等 15名国际著名学者进

行访问交流；实验室成员在城市规划与绿色建筑领域重要学术大会报告和特邀

报告 39次；建立了严格的实验室使用和运行管理制度，强调既分工又合作。 

5. 实验室组织结构进一步完善，顺利完成实验室管理团队和学术委员会

换届工作。 

综上所述，实验室圆满地完成了各项预期任务，在科研创新、人才培养、

国际交流和平台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促进了新型城镇化可持续人居环境的

生态规划和绿色建筑基础理论、创新方法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发展。 

会议最后，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林波荣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并对各位委员的支持表达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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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运行经费 100 万（2019年） 

本年度人才队伍新增： 

•     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 1名，庄惟敏； 

•     新增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1名，张杰； 

•     新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名，林波荣； 

•     新增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 1项，林波荣； 

•     新增北京市科技新星获得者 1名，曹彬； 



 

 

•     新增中国城市规划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1名，龙瀛。 

•      

本年度新增重要国际奖项： 

•     庄惟敏获梁思成奖（2019） 

宋晔皓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德国设计协会至尊奖（2019） 

胡洁获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亚太地区规划分析类荣誉奖（2019） 

曹彬获拉尔夫·内文斯生理与人类环境奖（2019） 

配套设施： 

•     清华大学超低能耗实验楼 

清华大学建筑环境检测中心 

绿色照明实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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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建设 

校内基地（科研条件、配套设施） 

• 清华大学超低能耗实验楼 

• 清华大学建筑环境检测中心  

• 绿色建筑研究中心 

• 人居环境信息中心 

实验室硬件建设：绿色照明试验基地 

•     地理位置：绿色照明试验基地位于八达岭高速东侧,北七家镇、温都水城

西侧，西北区高科技产业带。 

占地面积：约 4000平米。 

累计投入：设备及环境改造约 850万元： 2010年共投入金额 546万：包

含模拟空间的灯具和装修款 300 万，设备款 158 万，其他空间装修款 58 万，

密集柜及升降吊顶等设施 30万。2011年共投入金额 310万：包括仪器款 208.9

万，装修款 53.7 万，配套软件开发等 47.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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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审核人： 

数据审核人： 

实验室主任：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依托高校意见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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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