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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工學博士，同濟大學，中國 

2002 管理學碩士，安徽農業大學，中國 

1993 農學學士，安徽農業大學，中國 

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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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

安徽農業大學城鄉規劃學一級學科負責人和學位點負責

人 

安徽農業大學現代城鄉規劃設計研究中心主任 

安徽農業大學安徽省鄉村建設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澳門城市大學兼職教授和碩士生導師 
研究方向 

園林史和中國古典園林研究 

風景園林規劃設計理論與方法 

城市特色研究與城鄉風貌規劃 

國土空間規劃研究 

鄉土景觀、鄉村美學與鄉村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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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出版 

專/編著 

 張雲彬，蔣五一.  農業園區規劃理論與實踐，科學出版社，2019（12） 

 韓霽昌，成生權，張雲彬，任志遠，尹昌斌.  山地丘陵區空心村整治關鍵技術集成示範，

黃河水利出版社，2017（10）， 

 吳偉，徐磊青，張雲彬，林磊，陶石.  城市特色——歷史風貌與濱水景觀，同濟大學出版

社，2009（10）  

 張浪，吳人韋，蔡永立，朱祥明，張雲彬.  濱水綠地景觀，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8（12） 

 吳偉，張雲彬，劉暉.  城市特色研究與城市風貌規劃，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10）  

學術期刊 

 張雲彬,吳人韋. 歐洲綠道建設的理論與實踐[J]. 中國園林,2007(08):33-38.  

 張信得,張雲彬,陳浩.  鄉村振興背景下旅遊資源型特色小鎮發展路徑研究——以巢湖半湯

溫泉小鎮為例[J].  江蘇農業學報,2020,36(01):219-226.   

 陶曉,俞元春,張雲彬,何越,徐小牛.  城市森林土壤碳氮磷含量及其生態化學計量特徵[J].  生

態環境學報,2020,29(01):88-96.  

 洪長瑾,唐禕漢,楊淼,張雲彬. 基於宗族文化視角的徽州傳統村落景觀研究[J]. 安徽農業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9(01):37-42.  

 付若仙,余景松,張雲彬,俞元春,陶曉. 氮添加下城市森林土壤呼吸動態變化及其影響因素[J]. 

應用生態學報,2020,31(03):744-752.  

 洪長瑾,李浩,何業成,張雲彬. 基於“街區記憶”與“旅遊認同”耦合的黃麓鎮傳統街區規劃

設計[J]. 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3(06):66-73.  

 朱萌,萬麗,張媛媛,丁敏生,張雲彬. 從三維模型到全息模型：智慧模型在城市規劃中的運

用——以巢湖市城市規劃輔助系統為例[J]. 安徽建築大學學報,2019,27(05):36-43.  

 洪長瑾,王安琳,李浩,張雲彬. 精品鄉村民宿建築設計方法與典型案例研究[J]. 安徽建築大學

學報,2019,27(05):44-49.  

 張雲彬,廖欣宇,丁文清,洪長瑾. 基於凱文·林奇城市意象的鄉村意象內涵探討與特徵研究[J]. 

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7(03):12-17.  

 張雲彬,侯錚. 安徽省特色小鎮建設的總體對策與分類引導研究[J]. 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2017,31(06):102-108.  

 丁文清,張楊,金晶,張雲彬. 街區空間人群行為資訊層研究分析——基於對《清明上河圖》的

解讀[J]. 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6(05):132-140.  

 張雲彬,祝彩虹,丁文清. 城鄉互動導向下我國鄉村空心化問題分析及解決路徑探索——以安

徽省金寨縣小南京村為例[J]. 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6(03):1-8.  

 張信得,張雲彬. 日本溫泉度假區的景觀營造手法及其借鑒意義[J]. 華中農業大學學

報,2017,36(02):8-14.  

 丁文清,徐政,張雲彬. 大學校園文化的層次結構與老子的“有”與“無”[J]. 銅陵學院學

報,2015,14(06):84-87.  

 夏弘毅,張雲彬. 地域文化在景觀設計中的表達與應用——以桐城市孔城文化公園為例[J]. 

廣東園林,2015,37(04):58-61.  



 王國偉,張雲彬. 古村落景觀改造途徑研究——以新安源古村落景觀改造為例[J]. 安徽農業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3(06):42-44.  

 丁文清,李瑋騏,徐政,張雲彬. 六安市濕地資源調查方法的編研與實踐[J]. 現代園林,2014, 

11(10):47-51.  

 楊慶文,彭惜菲,張雲彬. 園林城市背景下六安市南屏路景觀帶改造方法研究[J].現代園林, 

2014,11(10):16-21.  

 劉瑩,張雲彬. 現代農業園區景觀空間設計分析[J]. 現代園林,2012(05):78-84.  

 張雲彬,常瑞甫. 區域農業園區體系規劃的內容與評價體系——以昆明市域農業園區體系規

劃為例[J].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12,31(02):187-192.  

 張雲彬,常瑞甫,蔣五一,董淑敏. 區域農業園區體系規劃探索——以昆明市農業園區體系規劃

為例[J]. 規劃師,2012,28(01):34-39.  

 黃圓圓,張雲彬. 合肥市高校校園環境雕塑文化性的研究[J].現代園林,2011(06):1-6.  

 胡曉梅,黃成林,張雲彬. 植物文化性及其在園林景觀中表達的研究[J].現代園林,2011(04): 

8-11.  

 張雲彬,蔣五一,曹中良,程明,盛珊,吳陽晨. 基於功能系統分析的現代農業園區規劃方法研究

[J].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10,29(06):778-782.  

 張雲彬,吳偉. 基於城市形象系統結構的城市形象建設研究[J]. 規劃師,2010,26(12): 110-113.  

 張雲彬,蔣五一,曹中良,程明,盛珊. 基於空間特徵的現代農業科技園區控制性詳細規劃方法

研究[J]. 安徽農業大學學報,2010,37(04):795-800.  

 張雲彬,吳偉,劉勇. 中國城市人居環境的綜合水準評價與區域分異[J]. 華中農業大學學

報,2010,29(05):623-628.  

 吳人韋,鞠輝,張雲彬,戴洪. 生態文化的覺醒——走向友好型的中國城市人居環境[J]. 規劃

師,2009,25(01):75-79.  

 張雲彬. 科學發展觀與生態城市理論的內涵相關性[J].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07(03): 

402-406.  

 張雲彬. 安徽省區域城市化綜合水準評價和類型分析[J]. 合肥工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

版),2007(05):598-602.  

 張雲彬. 心靈與自然的對話——日本景觀設計師枡野俊明的創作特色[J]. 現代園林, 

2007(05):41-43.  

 張榮耀,張雲彬. 探索城市新區社區建設的新模式——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社區建設的回顧

和思考[J]. 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5):95-99.  

 張雲彬. 安徽省城市化發展的歷史回顧[J]. 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06): 28-30.  

 科研專案 

 國家“十二五”科技支撐計畫專案《山地丘陵區空心村整治關鍵技術研究與集成示範》（課

題編號：2014BAL01B03）。   

 國家“十二五”科技支撐計畫專案《產業聚集區村鎮宜居社區建設關鍵技術研究與示範》（課

題編號：2013BAJ10B12）。   

 主持安徽省科技攻關課題《“皖江示範區”鄉村建設關鍵技術研究與集成示範》（課題編號：

1301032137）。   

 安徽省城市化發展的區域差異性研究（省社會科學基金 AHSK03-04D47）。   



 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計畫重點專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關鍵技術集成研究與示範》（課

題編號：2008BAD96B12）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環境友好型城市人居環境規劃管理研究》。  

 2015 年度長三角合作與發展共同基金專案《長三角地區鄉村休閒度假基地空間佈局與區域

協調研究》。 

 2017 年度合肥市社科規劃專案《適度聚集導向下的合肥市鄉村旅遊發展研究》。 

 2020 年度安徽省重點研發專案《基於韌性鄉村的大別山區鄉村建設風險評估與規劃設計關

鍵技術研究》（課題編號：202004a06020014）。 

指導研究生學位論文 

 廖欣宇.基於鄉村意象的鄉村景觀設計研究.2019. 

 張茹.審美意象視角下徽州傳統聚落空間形態研究 2019. 

 侯錚.基於鄉村意象的鄉村旅遊發展策略研究.2019. 

 方盛曄.沈括夢溪園復原設計研究.2019. 

 孫婉瑩.藝術介入視角下的鄉村旅遊發展研究——以景德鎮市徐灣村鄉村建設規劃為

例.2019. 

 王大東.多規合一視角下的小城鎮總體規劃編制研究——以桐城市嬉子湖鎮總體規劃為

例.2019. 

 劉詩華.基於遊客體驗的鄉村旅遊規劃研究——以金寨縣望春穀鄉村旅遊示範區為例.2018. 

 桑楠楠.基於海綿城市理念的城市公園景觀設計研究.2018. 

 袁風竹.美麗鄉村建設中鄉村意向的研究——以當塗縣江山村美麗鄉村為例.2018. 

 何月.旅遊型特色小鎮的景觀風貌規劃研究.2018. 

 李唯.環境心理學在城市公園景觀設計中應用的研究——以桐城市木魚山景觀設計為

例.2018. 

 劉星雨.基於“互聯網”背景下鄉村旅遊發展模式的研究——以合肥三十崗鄉集鎮片區規劃

為例.2018. 

 劉漢雄.特色小鎮景觀生態規劃研究——以湖北枝江市董市古民居小鎮為例.2018. 

 王頔.基於特色小鎮內涵的美麗鄉村建設規劃研究——以當塗縣大隴鄉霍村村美麗鄉村建設

規劃為例.. 

 沈思佳.特色小鎮中社區營造方法研究-以合肥市三十崗創客小鎮社區營造為例.2018. 

 周錦生.城郊旅遊小城鎮空間形態規劃研究——以合肥市三十崗鄉旅遊示範區總體規劃為

例.2018. 

 蔣亞男.基於環境心理學的合肥機務段廠區景觀設計研究.2018. 

 彭勇.城市河道景觀設計研究——以六安市鳳凰河河道景觀設計為例.2018. 

 姚文靜.鄉村休閒度假地景觀規劃設計路徑研究.2017. 

 張信得.全域旅遊導向下溫泉旅遊地發展研究——以巢湖半湯溫泉度假區為例.2017. 

 陳璐.多規合一背景下皖北地區小城鎮規劃研究.2017. 

 劉文夫.經濟節約型景觀設計在居住社區中的應用研究.2017. 

 嚴玲.長三角鄉村休閒度假基地空間佈局規劃和區域協調研究.2017. 

 高亮.基於鄉村旅遊導向下的丘陵區空心村整治規劃設計研究——以金寨小南京村為

例.2017. 

 方利娟.中小城市文化建築綜合體室外景觀設計研究.2017. 

 陳匯康.“美麗鄉村”背景下的鄉村公共空間景觀設計研究.2017. 



 王颯.徽州傳統民居改造型民宿空間設計研究——以呈坎“鬱宅”為例.2017. 

 楊子毅.旅遊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旅遊目的地規劃研究——以金寨小南京村旅遊總體規劃為

例.2016. 

 丁璡.旅遊型傳統村落鄉土文化空間營造途徑研究——以皖南傳統村落為例.2016. 

 黃華傑.城市公共空間中“新中式”風格植物景觀設計研究.2016. 

 曾皖寧.基於鄉村旅遊導向下的鄉村規劃研究——以安慶市宜秀區五橫鄉為例.2016. 

 周宇馳.電子商務背景下休閒農業經營管理模式研究——以小南京休閒農業電子商務發展規

劃為例.2016. 

 江哲源.江淮丘陵區空心村生態景觀整治與營造方法研究.2016. 

 丁峰.城市口袋公園景觀要素設計研究.2016. 

 吳曉.基於徽州古村落景觀智慧的美好鄉村景觀規劃設計研究. 2015. 

 楊慶文.旅遊導向下水鄉小城鎮規劃與建設路徑研究. 2015. 

 夏弘毅.“新中式”風格在商業街景觀設計中的應用研究.2015. 

 周楓.基於徽文化傳承下的皖南地區鄉村規劃研究.2015. 

 劉韞智.基於受眾體驗的資訊設計在景觀中的表達研究.2015. 

 鄭文泰.宜居宜業宜遊導向下鄉村景觀規劃設計研究.2015. 

 高金剛.村鎮公益性公共服務設施規劃佈局研究——以桐城市嬉子湖鎮為例.2015. 

 彭惜菲.城市道路綠地景觀改造提升方法研究——以六安市南屏路景觀帶為例.2015. 

 秦海燕.村鎮宜居社區景觀規劃設計的研究.2014. 

 張薇.合肥市城市綠地管理現狀分析及管理水準提升策略研究.2014. 

 王熙.合肥高新區城市綠化管理研究.2014. 

 王榮.“新中式”風格在城市公共空間景觀設計中的探索及運用.2014. 

 徐政.大學校園文化建設的景觀規劃途徑研究.2014. 

 王國偉.丘陵區空心村村落景觀整治規劃設計研究.2014. 

 夏守軍.皖南古村落景觀影響下的美麗鄉村景觀設計探究.2014. 

 翟龍君.基於 LEED 體系景觀設計研究.2013. 

 韓茹.新城濱水景觀系統規劃研究——以馬鞍山市博望新城為例.2013. 

 李瑋騏.城市濕地資源調查與保護規劃研究——以六安市城市濕地資源調查與保護規劃為

例.2013. 

 葛磊.大學校園室外交往空間規劃設計研究.2013. 

 焦天涵.基於環境心理學的大型商業中心室外空間的研究——以合肥市若干案例為例,2012. 

 劉俊.大型風景名勝區周邊旅遊度假地開發研究.2012. 

 王亞紅.人性化導向的農業觀光園遊憩空間設計研究.2012. 

 肖亮瓊.古典園林中的傳統哲學研究基於儒、道、禪傳統哲學下的風水景觀.2012. 

 劉瑩.現代農業園區景觀規劃設計研究.2012. 

 周婷婷.區域性現代農業園區體系發展規劃研究——以昆明市農業園區體系規劃為例.2012. 

 胡曉梅.大學校園景觀文化性的研究——以合肥市為例.2011. 

指導學生參與競賽 

 2012 指導研究生王國偉和本科生黃圓圓提交的設計作品在國際園林景觀規劃設計行業協會

（ILIA）主辦的艾景獎國際景觀規劃設計大賽獲得銀獎。 



 2013 指導研究生王榮、吳曉、夏弘毅、張薇提交的設計作品在國際園林景觀規劃設計行業

協會（ILIA）主辦的艾景獎國際景觀規劃設計大賽獲得銅獎。 

 2013 指導研究生王國偉和秦海燕提交的設計作品在由深圳市文體旅遊局和奧雅設計集團聯

合主辦的第三屆奧雅設計之星大學生競賽中獲得銅獎。 

 2014指導研究生王國偉提交的設計作品在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IFLA)主辦的第 51屆 IFLA國

際景觀學生設計競賽中獲評委獎。 

 2014 指導研究生丁峰和鄭文泰提交的設計作品在由六安市園林局和風景園林學會聯合主辦

的 2014 中國六安首屆荷花展 LOGO 標識設計大賽分獲第一名和第二名。 

 2017 指導研究生完成的《邊緣聚焦、多緣聯動》2017 鄉村振興規劃研討會暨全國高等學校

城鄉規劃專業大學生鄉村規劃競賽佳作獎。 

 2018 指導研究生完成的《西元 2018 年的對話——時空下的張思》獲 2018 年度全國高等院

校城鄉規劃專業大學生鄉村規劃方案競賽優勝獎。 

 2018 指導本科生完成的《隨風入夜 螢火燎原——安徽省合肥市烔煬鎮大小俞村美麗鄉村規

劃》獲 2018 年度全國高等院校城鄉規劃專業大學生鄉村規劃方案競賽三等獎和最佳創意

獎。 

 2018 指導本科生完成的《交流 融合》獲第四屆“地平線”安建大建造節競賽二等獎。  

 2019 指導研究生姚瑾凡等完成的《大別山裡的百萬富翁》2018 年度全國高等院校城鄉規劃

專業大學生鄉村規劃方案競賽佳作獎。 

專業屬會 

2008-至今 世界華人建築師協會會員兼城鄉風貌特色學術委員會委員 

2011-至今 國家農村綜合改革標準化專家組成員 

2012-至今 安徽省城鄉規劃學會常務理事 

2012-至今 安徽古村之友志願者組織發起人 

2014-至今 安徽省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導委員會委員 

2016-至今 國家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指導專家組成員 

2016-至今 安徽省高校土建類專業合作委員會副主任 

2017-至今 安徽省情智庫專家 

2019-至今 安徽省國土空間規劃專家 

2019-至今 安徽省行政立法諮詢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