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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工程与创新能力

---- 2017 年《建筑方案设计》课程验收建设总结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李洁

《建筑方案设计》课程是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

的专业特色课程，自 2016 年初被评为石河子大学二类课程以来，在各级

领导大力支持和课程组全体教师共同努力之下，在师资队伍、教学方法与

手段、教学改革和科研生产等方面对课程开展了建设性工作，保证了该课

程在稳步中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发展。近 2 年来，课程组申报立项与承担的

国家级项目 1项、兵团级课题 3 项，校级课题 4 项，发表科研论文 12 篇；

申报立项与承担的教学改革项目 2项，教材编写 3 部，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5篇；每年承担了近 11 个班次的本科生教学任务、指导了 80 余名本科生

的毕业设计。

现将近三年来课程建设情况做出总结如下：

一、在师资培养方面的建设与成效

1.完善了师资队伍结构

在原有课程建设的基础上，完善了学历结构和学缘结构。课程组组队

合理、经过两年的磨合，团队协作能力有了更大提高，整体师资配备得当，

结构合理，理论与实践并重，富有朝气与活力，已形成具有长期发展潜能

的年轻化的教师梯队，为《建筑方案设计》课程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组现有教师 7 人，课程组教师队伍情况如表 1。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 称 学 历 毕业学校

李洁 1982.04 讲师 硕士研究生 新疆大学

姜曙光 1965.03 教授（注册建筑师） 硕士研究生 石河子大学

陈立福 1963.09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 石河子大学

王医 1984.09 讲师 硕士研究生 湖南大学

黄婧雯 1986.05 讲师 硕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

郭娇妮 1988.04 讲师 硕士研究生 沈阳建筑大学

张俊龙 1988.07 助教 在读研究生 新疆大学

评

价

学历结构 团队中 7 人都具有硕士学位。青年教师（≤35 岁）硕士以上学历所占

比例为 100%



指

标

职称结构 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讲师 5 人，能够形成很好的传帮带作用，高

级职称比例为 28.5%

年龄结构 课程组教师平均年龄 36 岁，副教授职称以上的教师平均年龄 51 岁；

老、中、青比例适当，学术、教学梯队情况良好。

学缘结构 具有新疆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沈阳建筑大学

等外校学历教育背景的教师 5 人，占到 71.5%，学缘结构较为合理。

2. 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业务素质

建筑方案设计的教学团队努力打造一支治学严谨、结构合理，融教学、

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的高水平团队，近年来，团队一直致力于梯队结构的

发展优化以及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课程组积极鼓励教师在学院统一的师资培养计划下进行进修，以提

高教师的理论素质和教学水平。对于本课程组的青年教师，课程组结合其特

点制定培养计划，并指定一位思想觉悟高、教学经验丰富和责任心强并具有

中高级职称的教师担任其教学“导师”，帮助年轻教师迅速成长。

（2）青年教师开课前，要求进行听课、助教、试讲，并组织教学丰富的

教师听课指出其讲课优缺点帮助其提高进步。通过听课、作业辅导、习题建

设和论文指导锻炼教师的基础能力，让青年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和科研项

目，帮助其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3）积极鼓励青年教师承担和参与各类教学与科研项目，提高青年教师

实践教学的水平与动手能力。课程组承担的国家、省部级、厅局级等教学科

研课题 20 余项，发表教学科研论文 20 余篇。通过教学科研项目的开展，不

断积累教学经验和学科前沿动态，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4）青年教师互相观摩、互相学习，每学期组织 2-3 次授课教师研讨

会，研讨教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的改革与创

新，鼓励、支持和指导青年教师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讲课比赛，青年教师

在学院教学观摩比赛中互相学习，都获得了较好成绩，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黄婧雯老师在 2017 年度石河子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获得二等奖。同时，

开展基层教研室教学活动，每学期对每一位教师进行课堂观摩，互相交流经

验，共同成长进步。

（5）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利用各种学习及开会的机会，进一步开拓



了教师的视野，提高青年教师的综合素质与水平。目前为止，青年教师外出

进行研读、深造和学术交流的人次有 5 人次。利用寒暑假期和课外时间，派

青年教师到设计院进行实践学习，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在课堂中结合

教材讲授给学生，取得良好效果。

近两年来，课程组共承担了土木工程、建筑学两个专业《建筑方案设计》、

《房屋建筑学》、《建筑设计基础》、《建筑设计（1-6）》、《建筑表现基础》、《建

筑设计原理》、《中外建筑史》等 13 门本科课程，圆满地完成了教务处下达的

各项教学任务，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由课程组成员带的本科毕业设计每

年近 50 人均顺利通过答辩。课程组高级职称教师上本科生课程的比率为

100%。课程组青年教师不论在学术上还是教学上都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水建

学院教学与科研的中坚力量，本团队成员获石河子大学教学成果奖、校科技

进步奖、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等各级各类奖励，分别

获得教学上的各种奖励（见课程建设网站）。

二、在教学研究方面的建设与成效

理论教学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一直是课程组的工作重点。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课程组狠抓了教学各个环节的检查工作，严格执行大学

和学院下发的文件和制定的制度。每学期都积极组织课程组教师互相听课，

尤其是听优秀教师的课程，促使大家提高教学质量和增强教学责任心，教学

效果有所提高。针对建筑方案设计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及建筑行业的发展对

人才培养的要求，《建筑方案设计》课程在总结多年的教学和实践过程中，总

结出：“以工程师培养目标为基本指导，创新课堂教学、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理论联系实际、构建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的构想，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改革：

1、教学内容的优化、更新

为解决教材内容更新缓慢与工程技术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课程组及时

优化和更新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在实际工程中较少采用或已

被淘汰的内容剔除。融入建筑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并

从理论、原则和构造做法上进行阐述，引导学生关注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现

状与未来趋势，了解建筑技术在土木工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时更新建筑

行业新标准和新规范，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提高查阅与运用设计工具书的



能力，以及严格依据国家标准、规范进行建筑设计的工程素质。

2、理论教学的教学方法改革

（1）采用“四导”型（即导疑、导思、导创、导用）教学方法。

课程组教师通过设置具有吸引力的问题场景，引导学生质疑，使学生对

问题产生强烈好奇心并进行主动思考；引导学生通过调研、分析，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创造应用，促使学生在知识迁移中，提高

创新能力，养成严谨的工程态度。

（2）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课程组教师引导学生发现并把握设计中的主要矛盾，选择可行的解决办

法，寻找设计的切入点。例如，在住宅建筑设计讲解中，通过分析使用者对

客厅、卧室、卫生间等的使用需求以及相关家具的尺寸，引导学生从使用者

的需求出发，合理确定各个房间的面积、开间和进深尺寸。运用启发式的教

学方法，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进

行思考、分析，为提高设计能力打下基础。

（3）采用案例式和实景式的教学方法。

以学生身边的建筑、熟悉的建筑为工程案例，将理论知识融入案例中，

容易使学生产生共鸣，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在工程中的应用。

（4）探索和改进项目教学法在课程中的应用与实施。

围绕教学知识点，设置一个或若干个工程项目，根据实际工程项目的要

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主动地分析项目条件和任务要求，

查阅相关资料，与教师讨论、分析，并进行实践训练，最终完成项目的任务，

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5）逐步建立混合式教学基础。

课程组教师逐步开始学习混合式教师模式，收集建立混合式教学的资源，

适应社会发展。

3、实践教学（实践作业、课程设计）的教学方法改革

（1）实践内容应选择适合土木工程专业的设计专题，严格控制设计进度。

实践内容以大量性建筑作为设计专题以培养学生具备建筑设计的基础知识。

同时，在设计过程中，将现行的建筑设计标准和规范最大限度的融入教学和设计

中，不仅能够端正学生严谨和规范的设计态度，也能够培养学生在设计过程中查

阅规范的良好习惯。此外，在设计过程中，老师对设计构思的过程进行层层控制，



严格检查各阶段设计草图，以实现学生在每个设计阶段都能有所收获。为保证设

计质量，老师要严格按照设计控制学生的设计进度。

（2）实施建筑方案设计课堂教学环节的改革。

在 2016-2017 年度，在土木工程 2014 级实施了课堂教学环节改革，其中包

括“对典型建筑进行案例分析”、“拿实际工程当作业”，不断丰富学生的实践经

验。另外，在理论课阶段，鼓励学生通过网络进行课堂后的学习，教师与学生在

网络上交流，在时间和空间上作为课堂教学的延展。

（3）强化工程实践训练，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实践教学体系。

为解决学生“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动手能力差的问题，教

学团队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基础层、提高层、创新层”的多层次工程实

践训练，形成由单一到综合，由相对独立到科学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其中，“基

础层”包括案例认知学习、课程作业等实践训练，其目的是夯实基础知识；“提

高层”包括课程设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BIM 软件技能大赛能等训练，通过“提

高层”的实践训练，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水平；“创新层”包括石河子大学 SRP

项目、建筑模型大赛、国家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国内相关设计、科技竞赛等训

练，通过开展多层次、立体化的实践训练，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使得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训练与专业实践有效融合，提高了学生实践和创

新的能力。

4、教学手段的改革

（1）多媒体技术和板书相结合

为了适应现代化教学的需求，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广泛应用多媒体教学课件、电子教案和教学软件，如教学中的案例分析，可将建

筑方案以照片、效果图等更直观的方式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更直观的理解和

感受各类建筑空间环境，从而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去领悟

和理解建筑设计理念。

（2）理论讲述和实践操作相结合

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强调与实践紧密相结合。通过课程实践、课外实践、

科研实践等多种形式，锻炼学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的能力，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增加对建筑设计原理的直观理解，开阔学生的视野。

（3）网络技术的应用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将大多数的教学资源上网共享，为学生课



外自主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建立了《建筑方案设计》网络课件；同时丰富了和

学生的沟通渠道，增加了和学生的沟通，通过电子邮件、移动短信和网络聊天，

学生和任课教师可以进行课外辅导、答疑和反馈教学效果。

5、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实施多层次的工程实践训练，指导学生开展创

新实践活动、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以及SRP 等研究：

（1）2016年5月、2017年5月课程组教师指导学生分别参加了第七届、第八届

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BIM 软件建模大赛，两年均获得优秀指导奖， 学生

均获得专项三等奖、一等奖的好成绩；

（2）积极组织指导学生申报SRP 项目，通过指导教师指导，让学生自己设计

科学研究计划、学生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科

研素质。学生通过SRP 项目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为今后从事专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教学实践指导项目详见附表2。

6、教学改革项目与教学法论文

课程组教师积极申报各级教改项目，并发表教改论文。近两年来，承担与申

报立项教改项目2项；发表了12篇教学研究论文；教材编写3项，并把研究成果运

用于实践教学，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详见附表3、4。

7、教学获奖与荣誉

课程组教师近三年来积极参与科研、教学、党建的各项活动，取得了18余项

荣誉，详见附表5。

三、在学术科研方面的建设与成效

课程组教师积极申报各级科研项目，承担与申报的科研项目有8 项，公开发

表学术论文共计12 篇，授权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9项。详见附表6、7、

8。

四、进一步推进课程建设工作的思考

通过二类课程近二年的建设，促进了课程的改革和教学质量及教学水平的提

高，课程组成员的整体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教学和实践能力、科研能力也有



了长足的提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了课程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院里多次组织专家听

课，对教师的上课质量进行了监督，评价良好。

（2）加强了信息反馈。通过一类课程的建设，课程组教师注重了教学信息反

馈，不断收集学生课后反映和毕业后所在单位的工作状况、需求，及时补充和完

善教学内容，以便使教学内容与工程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3）通过优化教学内容，激发兴趣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效果明

显提高。

（4）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科研项目、指导学生参加创新项目和科学竞赛，

在生产实践和科研中汲取养料,以生产养教学, 以科研促教学。教研室和课程组

积极为教师们创造各种条件，通过采用校企联合、与对口支援院校联合指导毕业

设计、指导实践环节，有效地帮助青年教师提高实践能力和毕业设计的指导水平。

通过校企合作，鼓励青年教师深入企业，结合企业任务，让教师们都有机会得到

工程实践的锻炼，使教师能在工程实践中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综合素质。

存在的问题：

（1）本课程组教师教学任务繁重。课程组7位老师同时承担建筑学和土木工

程两个专业的专业课程，年均课时量远远超过规定的工作量要求，教学与科研难

以同时兼顾；

（2）青年教师的学历水平、科研水平、实践能力需进一步提高。

课程建设是高校教学质量的基础性工程，是学校教学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

今后继续推进“建筑方案设计”课程的建设，协助与促进学院教学工作的顺利开

展。

项目负责人：李洁

2017 年 12 月 30 日



附表 1、课程组师资队伍一览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 称 学 历 毕业学校

李洁 1982.04 讲师 硕士研究生 新疆大学

姜曙光 1965.03 教授（注册建筑师） 硕士研究生 石河子大学

陈立福 1963.09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 石河子大学

王医 1984.09 讲师 硕士研究生 湖南大学

黄婧雯 1986.05 讲师 硕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

郭娇妮 1988.04 讲师 硕士研究生 沈阳建筑大学

张俊龙 1988.07 助教 在读研究生 新疆大学

评

价

指

标

学历结构 团队中 7 人都具有硕士学位。青年教师（≤35 岁）硕士以上学历所占

比例为 100%

职称结构 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讲师 5 人，能够形成很好的传帮带作用，高

级职称比例为 28.5%

年龄结构 课程组教师平均年龄 36 岁，副教授职称以上的教师平均年龄 51 岁；

老、中、青比例适当，学术、教学梯队情况良好。

学缘结构 具有新疆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沈阳建筑大学

等外校学历教育背景的教师 5 人，占到 71.5%，学缘结构较为合理。

附表 2、近两年课程组教师指导学生第二课堂活动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及获奖 项目类型 时间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人

及专业

1
石河子某住宅楼供热计量及节

能改造研究

大学生研究训练计

划项目

2016.1-20

16.12
李洁

卜凡勇 13 土

木

2

第七届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

‘斯维尔杯’建筑信息（BIM）

模型应用技能大赛”

技能应用大赛
2015.10-2

016.05

李洁

黄婧雯

张俊龙

闫影 土木12

3 2015 年全国绿色建筑设计竞赛 科技竞赛
2015.01-2

016.03

姜曙光

张俊龙

李洁

颜阿茵 11 建

筑学

4
乡村社区经济适用生态农房和

圈舍优化设计研究

大学生研究训练计

划项目

2017.1-20

17.12
黄婧雯 陈然 15 建筑



5

第八届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

‘斯维尔杯’建筑信息（BIM）

模型应用技能大赛”

技能应用大赛
2016.10-2

017.05
郭娇妮 胡睿 土木14

6
石河子市居住建筑适老化设计

需求与策略研究

大学生研究训练计

划项目

2017.01-2

017.12
王医

李晶晶 15 建

筑

附表 3、近两年课程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一览表

附表 4、近两年课程组教师公开发表教学研究论文一览表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发表年月 署名及次序

1 项目教学法在“房屋建筑学”课程中的应用 新课程研究 2016.3 李洁（1）

2
建筑方案设计网络课件的设计与制作研究 新课程 2016.3

李洁（1）

张俊龙（2）

3 建筑学一年级专业基础课程教学研究与探索 西部素质教育 2016.2 黄婧雯（1）

4 基于“兴趣—实践—能力”的土木工程专业建

筑类课程教学与实践改革研究
大学教育 2017.7

李洁（1）

黄婧雯（2）

5 建筑学低年级教学方法思考 教育教学论坛 2017.4 郭娇妮（1）

附表 5、近两年课程组教师获得表彰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及获奖 项目类型 时间 署名

1
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 BIM 应用技能网络大赛三等奖优

秀指导教师
省部级 2016.07 姜曙光（2）

2 2015 年全国绿色建筑设计竞赛优秀奖指导教师 省部级 2016.05
姜曙光（1）

张俊龙（2）

3 石河子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校级 2016.06 姜曙光

序号 课题名称 来源 起至时间 参与次序

1 《建筑方案设计》二类课程 石河子大学课程建设 2016～2018
李洁主持

课程组参与

2 《房屋建筑学》兵团精品课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0～2016

姜曙光（1）

陈立福（2）

李洁（3）



4 2015 年度石河子大学教学研究实践奖 校级 2016.03 李洁

5
第七届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建筑信息

（BIM）模型应用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
省部级 2016.06 李洁

6 石河子大学 2016 年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校级 2016.07

李洁（1）

姜曙光（2）

张俊龙（5）

7
第七届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建筑信息

（BIM）模型应用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
省部级 2016.06 黄婧雯

8
第七届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建筑信息

（BIM）模型应用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
省部级 2016.06 张俊龙

9 2016 届本科优秀毕业设计指导老师 校级 2016.06 王医

10
第八届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建筑信息模

型（BIM）应用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省部级 2016.07 郭娇妮

11 2 石河子大学首届斯维尔杯建筑信息模型大赛 校级 2017.03 郭娇妮

12 2017 年石河子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设计指导奖 校级 2017.06 姜曙光

13
石河子大学第十四期（2016 年）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

优秀指导教师
校级 2017.05 李洁

14 石河子大学首届斯维尔杯建筑信息模型大赛 校级 2017.03 王医

15
石河子大学 2017 年本科生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

指导教师
校级 2017.06 张俊龙

16
第三届广联达 BIM 毕业设计知识学习积分赛优秀指导

教师
省部级 2016.06 郭娇妮

17
第七届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建筑信息

（BIM）模型应用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
省部级 2016.06 张俊龙

18 2016 届本科优秀毕业设计指导老师 校级 2016.06 王医

附表 6、近两年课程组教师承担学术研究课题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来 源 起至时间
主持或

参与（次序）

1
厚重型被覆结构蓄热的被动式太阳房室

内热环境优化研究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2013～2016

姜曙光主持

李洁参与

2
绿色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方案优化与节能

技术集成应用
兵团重大科技项目 2013～2015

姜曙光主持

课程组参与

3
新疆严酷环境区绿色住宅气候适应性和

周边环境营建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兵团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2016～2018

姜曙光主持

课程组参与

4 太阳能—空气源热泵节能供暖关键技术 兵团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2016～2018 李洁主持



研究 课程组参与

5
石河子大学“3152”高层次人才培养支

持计划
学科带头人 A级 2015～2017 姜曙光主持

6
石河子大学“3152”高层次人才培养支

持计划
青年骨干教师 2015-2017 李洁主持

7
光伏耦合智慧农业温室建筑节能优化设

计研究
校级项目 2017～2018

王医

课程组参与

8
新疆多民族互嵌式集合住宅优化设计研

究
校级项目 2017～2018

郭娇妮

课程组参与

附表 7、近两年课程组教师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一览表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发表年月 署名及次序

1 生石灰对粉煤灰-石膏复合材料的改性研究 非金属矿 2016.09 李洁（1）

2 严寒地区既有公共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

经济性研究
中国建材科技 2016.06 李洁（1）

3 浅谈中国伊斯兰建筑的发展 艺术科技 2016.03 李洁（1）

4 新疆民居阿以旺原型空间自然通风研究 建筑科学 2016.02 姜曙光（通讯）

5 严寒地区太阳能通风墙的热性能试验研究 建筑科学 2016.02 姜曙光（通讯）

6 太阳能集热墙与地下室复合系统冬季供暖

试验研究
太阳能学报 2016.03 姜曙光（通讯）

7 太阳能集热墙与地下室复合系统夏季通风

效果试验研
建筑技术 2016.07 姜曙光（通讯）

8 浅层地热能联合太阳能集热墙系统夏季降

温试验研究
太阳能学报 2017.08 姜曙光（通讯）

9 新疆吐鲁番地区传统生土民居的气候适宜

性及优化
低温建筑技术 2017.08 姜曙光（通讯）

10 北疆地区生土农房现状调研及更新设计 建筑与文化 2017.01 郭娇妮（1）

11 石河子市居住建筑适老化设计需求与策略

研究
建筑与环境 2017.11 王医（通讯）

1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乡村连队农房现状及对

策研究
河北企业 2017.11 黄婧雯（1）

附表 8、近两年课程组教师获得专利一览表

序号 实用新型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

日期
专利授权人

授权公

告日



1

一种玄武岩纤维和玻璃

纤维增强石膏（发明专

利）

李洁等 ZL201410453690.6 2014.09 石河子大学 2016.8

2 一种透明的节能百叶片 姜曙光等 ZL201520461111.2 2015.07 石河子大学 2016.04

3 一种与建筑相融合的太阳

能暖凉炕
姜曙光等 ZL201520134266.5 2015.03 石河子大学 2016.04

4 一种由形状记忆合金驱动

的太阳能电池板除尘除雪

装置

姜曙光等
ZL201521077606.1 2015.12

石河子大学
2015.12

5 一种自动启闭的集热通风

装置
姜曙光等 ZL201620219378.5 2016.03 石河子大学 2016.08

6 一种热固性树脂做饰面层

的外墙薄抹灰系统
姜曙光等 ZL201620025079.8 2016.01 石河子大学 2016.08

7 一种底部结合太阳能加热

电阻丝式的火墙
姜曙光等 ZL201620053361.7 2016.01 石河子大学 2016.08

8 一种简易的太阳能管桩支

墩
姜曙光等 ZL201521046016.2 2015.12 石河子大学 2016.08

9 一种可装配式防渗窗台板 姜曙光等 ZL201620211858.7 2016.03 石河子大学 2016.09

10 一种可调节角度的太阳能

集热板
姜曙光等 ZL201620211819.7 2016.03 石河子大学 2016.10

11 一种适用于特朗伯墙的加

湿装置
姜曙光等 ZL201620053543.4 2016.01 石河子大学 2016.06

12 一种建筑门窗密封节能构

造
姜曙光等 ZL201620031726.6 2016.01 石河子大学 2016.08

13 一种百叶蓄热墙体与太阳

能炕耦合作用下的集热系

统

姜曙光等
ZL201620053429.1 2016.01

石河子大学
2016.07

14 道路护栏（外观专利） 张俊龙等 ZL201630072396.0 2016.03 新疆大学 2016.08

15

微调型被动式太阳能空

调与建筑一体化应用系

统（发明专利）

姜曙光等 ZL201410324041.6 2014.06 石河子大学 2017.3

16
一一种成品住宅地下室采

光井
姜曙光等 ZL201620924193.4 2016.08 石河子大学 2017.02

17 一种地震安全逃生门 姜曙光等 ZL201621425061.3 2016.03 石河子大学 2016.09

18 一种简易的太阳能空气交

换装置
姜曙光等 ZL201521077606.1 2016.10 石河子大学 2017.03



19 一种适合于推拉窗的密

封保温装置
姜曙光等 ZL201621302135.4 2016.11 石河子大学 2017.06

20 一种半自动化的太阳能

集热板倾角调节装置
李洁等 ZL201720192358.8 2017.03 石河子大学 2017.10

21 一种用于太阳能集热板

的除雪装置
李洁等 ZL201720011281.X 2017.01 石河子大学 201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