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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

1978 至 1981 年，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现长安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学习；

1984 年至 1986 年，在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室内设计专业学习；

1986 年至 1989 年，在日本京都府立大学生活科学研究科住环境科学专业修士

课程（硕士课程）学习（学术学修士）；

1989 年至 1993 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工学研究科建筑学第二教室区域环境规划

学博士课程学习（工学博士）；

工作经历

1981 年至 1984 年，在西安市规划局规划设计室工作；

1994 年至 1995 年，在日本松本建筑株式会社担任长野冬奥会现场工程师；

1995 年至 1999 年，在日本京都建筑技术专门学校、京都大学等学校任教；

2000 年至今，在西安工程大学艺术工程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学术成就简要

介绍；研究生培

养情况介绍；

段老师主要研究学科方向为区域环境规划学。长期从事于区域规划、建筑

环境及城市环境的研究。自归国以来，致力于教学、研究和规划设计方面的工

作，其主要的工作内容及成就为：

1、三加一教学模式的推行，艺术类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建筑规划与环境艺术设计方向是培养建筑艺术设计与城市规划设计的高级人

才。学生在课堂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没有得到实践的加强，毕业后与社会接轨会有一

定的差距，很难尽快进入工作角色。以段老师为核心，青年教师为骨干的段炼孺工

作室，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段老师研究该专业新理论、新科

学、新方向，不断加强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2、 探索日本学术教育在国内的运用

结合国际艺术教育的发展动态和我国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特点。

3、国内文化研究的调查

段老师带领他的团队对西安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多个文化调查与规划研究，主

要成果有：

《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寺院建筑的调查研究》、《西安及周边地区传统民居建筑调查研

究》、《西安近邻地区街景调查研究》、《唐睿宗桥陵保护与旅游区发展规划》、《咸阳

中兴街古建筑调查》、《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城市景观的设计规划》等。

4、探索城市规划、景观设计进程与可行性研究。

5、完成《建筑计画学》（上册）的编写、修改及出版工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系的学

生开设了一门专业的课程。

6、整理和完善了“3+1”教学模式中本科层次的实践教学环节的资料、图册、研究报

告的整理、编汇、提炼和总结。

7、坚持进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优秀学生的选拔和培养工作。通过进行实地考察和

实际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强化了学生的专业知识，提供了一个与外界接轨的真实

的教学平台。

学校/部门/系

室职务、荣誉称

号、学术兼职、

社会兼职等；

无

主要研究方向 区域规划、建筑环境和城市环境的研究

科研项目

主要的重大项目：

1. 西安新长安战略子午大道景观规划设计

2. 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寺院建筑的调查研究

3. 西安及周边地区传统民居建筑调查研究

4. 西安近邻地区街景调查研究

5. 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景观规划设计

6. 秦岭北麓经济开发带规划设计

7. 唐睿宗桥陵保护规划设计

8. 吴起县县城总体规划

9. 神木县訾家河新区建设规划



10. 蒲城县二十四乡镇基础教育设施调查研究与布点规划

11. 略阳县十四乡镇调查报告

12. 唐睿宗桥陵及其周边农村现状调查

13. 咸阳中兴街古建一条街调查

14. 渭南商业建筑现状调研报告

15. 养老示范点建设研究报告

学术及科研成果

发表论文：

《西安——传承と发展》

《日本历史文化城区保护的思考》

《城市发展历史环境的研究》、《唐长安的城市环境再考》

《西安西大街回族居住区的历史环境再考》

《从长江流域下游古文化遗址看中华文明的发源》

《吴起县城地质灾害的防治研究》

《谈风土人情与环境艺术设计》

《地域文化在商业步行街设计中的运用—以孙镇关中风情步行街为例》

《酒泉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要素分析研究》

《浅谈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传承与保护》

《浅谈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生态化”与“自然化”-----以略阳县江滨广场规划设

计为例》

《西安环城公园部分区段调查与分析》

《生态智能型建筑浅析》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以垦利县为例》

《渭南卤阳湖天骄湖景区的设计思考----春秋农耕主题广场探析天骄湖景区天骄

广场的设计思考》

《渭南卤阳湖通用航空产业园区——运动公园的设计思考》

补充:

枚方街景调查(日文)、西安及周边的四合院建筑研究（日文）、唐长安大明宫复原

研究(日文)、出口招提的街景调查(日文)、明清西安的公用空间研究(日文)、西安

的寺院建筑研究(日文)、侗族的公共建筑研究(日文)、京都建都 1200 周年纪念特

集(日文)、袛园(日文)、姬路市街景调查研究报告(日文)、日杵市武士住宅及街景

调查研究报告(日文)、传承和发展（中日都市建筑文化交流研讨会）、建筑造型学、

环境艺术设计、日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及研究（1）、日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及

研究（2）。

主编教材：

《建筑计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