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历：张玉坤 ，男，1956 年 10月生于天津市宝坻县。1974年 12月天津市宝坻县霍各庄中学毕业，回乡务农；1976年 6月任宝坻

县霍各庄中学民办教师。1978年 2 月进入天津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1982年 1 月本科毕业， 获工学学士学位，留校任教 ； 1990年 1

月天津大学建筑系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居住解析——湘西苗族居住空间研究； 1996年

12 月天津大学建筑系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聚落•住宅：居住空间论。 

历任天津大学建筑系/建筑学院助教（1982-1987）、讲师（1987-1993）、副教授（1993-1998）、副院长（1997-2005）、院党委书记

（2005-2016）、教授（1998-现在）、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2000-现在）；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获中国民居建筑大师、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建筑教育奖等荣誉。 

学术兼职： 兼任天津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建筑文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建筑学会村镇建设分会副会

长、中国民族建筑学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传统民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中建筑》常

务编委、《建筑与文化》《中外建筑》《中国建筑教育》等期刊编委。 

联系方式：通信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300072  

          电  话： 0086-22 － 27404947 、 0086-22 － 27892001 （带传真），13032277304  

          电子邮件： zyk.tj@163.com; tjdx.tj@163.com  

授    课： 建筑设计（本科），人居环境（硕士），环境科学（硕士，中英双语） 

研究方向： 1.人居环境与生产性城市；2.聚落变迁与长城军事聚落 ；3.设计形态理论 

 

对外交流 

2019.08.28-08.30受邀参加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市举行的“第四届马中文化艺术论坛暨第三届马六甲海丝文化论坛”，并作“Cul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主题报告； 

2019.08-26-08.28 受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与设计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黄玉贤教授、建筑系主任何培斌教授、王才强教授商谈合作交流，与

新加坡太阳能研究所商谈科研合作事宜； 

2019.07.14-07.17 受邀赴台湾高雄市参加第六届“中建海峡杯”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任决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7.10.07-10.10 受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访问，并作题为“中国长城防御体系研究报告”的学术报告； 

2017.02.20-02.25 受邀赴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并做题为“China’s Great Wall: A Great System”的学术报告； 

2016.08.15-08.16受邀赴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访问，并作明长城防御体系专题报告； 

2015.06.21-07.03 受邀赴希腊参加第二届 Changing Cities 国际会议，访问意大利罗马大学、米兰 Boeri 事务所，参观米兰世博会； 

2011.09.03-09.19 赴英国卡迪夫大学参加低碳建筑培训（领队），获培训结业证书； 

2010.06.25-07.10受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邀请进行学术访问，观摩世界大学生欧洲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 

2009.06.23-06.28受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邀请，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受法国拉·维莱特建筑学院邀请商谈两校合作事宜； 

2008.12.12-12.22受联合国 UNISCO法国工作站邀请，访问法国建筑院校遗产保护研究机构，介绍天津大学建筑遗产保护情况； 

2008.04.01-04.30受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邀请任客座教授，讲授有关中国长城军事聚落、原始时空观、里坊制度等课程； 

2007.11.05-11.20受法国巴黎拉维莱特建筑学院邀请参加 Asia-Link 项目工作会议，作关于中国长城军事聚落的学术报告； 

2006.05.12-05.16受韩国釜庆大学邀请，作“长城之外的长城——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学术报告，就该校建筑专业评估咨询。 

 

科研课题 

2020.01-2023.12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绿色生产与生态节地理论研究》（批准号：51978443，代码：E080101,批准经费 59

万元） 

2017.01-2020.12  作为第二名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明代海防与长城防御体系及其军事聚落比较研究》（项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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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谭立峰，批准号：51678391，代码：E080101，批准经费 63 万） 

2015.01-2018.12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整体性保护策略研究》（批准号：51478295，代码： 

E080101，批准经费 83 万） 

2014.01-2016.12  主持科技部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明长城整体性研究与保护规划示范——以京津冀地区为例》（2014BAK09B02，批

准经费 255 万元） 

2013.01-2016.12  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及时空可视分析技术研究》子课题（12&ZD231，批准经费 30/80 万元） 

2011.01-2013.12  作为第二名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空间信息采集与处理新方法研究》（项目主持人：李哲，批准号：51008204，

代码：E080102，批准经费 20万） 

2012.01-2014.12  作为第二名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明长城军堡空间关系研究》(项目主持人：李严，批注号：

51108305，代码：E080102，批准经费 25 万) 

2012.01-2015.12  作为第二名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明代海防军事聚落与防御体系整体性研究》（项目主持人：谭立峰，批准号：

51178291，代码：E0801，批准经费 55万） 

2008.12—2013.12  主编《中国长城志卷四：边镇 ∙堡寨 ∙关隘》（经费 35万）  

2006.01—2008.12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明长城军事聚落与防御体系基础性研究》（批准号：50578105，代码;E0801批准经费

25 万） 

2006.01—2008.12  主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项目《无人机在建设领域中的应用研究》（经费自筹）                     

2005.01—2007.12  主持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农村聚落分布规律与文化生态学研究》（项目编号：

20040056059，批准经费 6万）   

2003.01—2005.12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北方堡寨聚落研究及其保护利用策划》（批准号:50278061,代码：E0801，批准经费

21 万）  

2003.01—2005.12  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小城镇绿色住宅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课题 1 ：小城镇住宅节能技术研究 , 课

题 2 ：小城镇新型住宅建筑体系研究（批准经费共计 75万）                       

2000.01—2002.12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城市住宅的层数解析及钢结构在住宅中的应用研究》（主持人：聂兰生，批准号：

59978028，代码：E0801，批准经费 12万） 

1996.01－1999.12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乡小康住宅研究与传统居住形态的历史性衔接》（主持人：聂兰生）      

1995.01－1997.12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聚落．民居．园林――中西美学 比较及其应用前景研究”（主持人：彭一刚） 

1993.01—1995.06  参加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基金项目“聚落变迁及其现代指导性变迁计划研究”（主持人：聂兰生） 

 

主要获奖 

2019. 11  主编《六合文稿 长城•聚落丛书》获第十六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2018.05  主编《中国长城志卷四：边镇•堡寨•关隘》获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2018.01  获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建筑设计奖—建筑教育奖”（2016） 

2016.12  主持“第二自然：梯田森林城市生态再造”获碧桂园∙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国际竞赛学生组第一名（第一指导教师） 

2016.06  获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中国民居建筑大师”称号 

2016.03  主持“山东栖霞古镇都村沿街十二栋住宅改造”获住宅和城乡建设部第二届田园建筑优秀实践案例一等奖（排名第一） 

2013.07  主持“明长城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基础性研究”获天津市人民政府第 13 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2010.10  主持“牟氏庄园旅游区规划”，获中国建筑学会、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2010 年全国人居经典建筑规

划方案设计竞赛（规划、环境）双金奖（排名第一）； 

2009.12  参加“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映秀镇鱼子溪村震后重建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筑设计”获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灾后重建村镇规划



一等奖（排名第三） 

2007.12  参加“小城镇绿色住宅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获建设部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排名第三)； 

2005.09  参加“建筑教育全方位开放式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获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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