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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房山  秦代称大防岭。东汉时称大防山。隋代称防山。五代时复称大防岭。得名与古

代兵事有关：因其为山区和平原间的第一道屏障，且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故名。金代起改

称大房山。山脊呈北东延伸，西南延至上方山，东北隔大石河与谷积山连成一线。主峰猫耳

山海拔 1307 米。周口店镇位于大房山北麓。 

龙骨山  位于周口店镇西侧，海拔 154 米，为中外闻名的古人类文明发祥地。因在山

上洞穴内发现大量动物骨骼化石，俗称“龙骨”，故此山称龙骨山。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沉积

层中相继发现人类文化遗址和化石遗址 20 余处。 

周口店河  发源于大房山南麓长沟峪龙门口村西北，经周口店、大韩继等村入石楼镇，

于芦村墩台汇入马刨泉河。河长 15 公里，周口店镇流长约 10 公里。据 1939 年调查，周口

店以上流域面积 31.2 平方公里，洪峰流量曾达 812 立方米每秒。 

挟括河  名称最早见于十六国时期，称挟活河，直至清代未变，后改称挟括河。挟括河

有二源：北源为瓦井河；南源为牤牛河。两河在东南章村东汇合。1978 年，挟括河裁弯取

直，北源从东南章村西而过，在七贤村与南源汇合。挟括河北源为主源，自泗马沟村西北，

经黄山店、拴马庄、娄子水、瓦井诸村入韩村河镇。 

云峰寺  在房山区中部，镇境东部，明代成村。因村北有云峰寺得名。聚落长方形，主

街东西向。现古刹云峰寺已无存，仅留有树龄长达 300 余年的柏树。清代曾于该村建行宫，

亦无存。 

周口村  在房山区中部，镇东南部。元以前成村。因村处“周”字形山地之山口位置，故

名周口村。或曰村处山口，又因周姓而得名。聚落长方形，正街东西向。 

辛庄  在房山区中部，办事处境东南部。明代成村。因系大韩继村向北发展形成的新居

民点，初名韩继新庄，后改称辛庄。长方形聚落。 

新街  在境东南部，明以前成村，是大韩继向西发展形成的新居民点，故名新街，俗称

新街儿。 

大韩继  在镇东南边缘。唐代已有中继村，疑即该村前身。辽称大韩吉，后称韩姑寨，

又作韩吉村，今称大韩继，皆由中继村名演变而来。周口店河流经东北。聚落形状不规则。 

南韩继  镇辖域南端，明以前成村。原属大韩继村，后因居大韩继南，故名。挟括河流

经村西。聚落方形。 

瓦井  镇辖境南部，唐代已成村，村东有瓦砌之井，故名瓦井。方形聚落。 

娄子水  镇辖境南部，辽代于其西山谷中建庄公院，故该村历史当不晚于辽代，村名由



来已无从考证，或许因村南瓦井河古称娄子水之故，抑或这里曾为官府设的公共坟地，本名

漏泽园，后谐音作娄子水。聚落呈三角形。村西存有辽代所建庄公院，现存有无梁殿建筑及

一座西殿，一座古塔，多块碑记。 

黄院  位于镇辖境西部，明以前成村，清时作上、下皇院，后改今名。村之得名似与庄

公院有关。庄公院为（辽至清初）佛教圣地，为辽以后皇帝来此游览的行宫，因名皇院。该

村距此不远，亦得名黄（皇）院。 

拴马庄  位于镇西南隅。清代成村，相传此地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拴马处，乃后人附会

之说。或许古人由此入山去红螺峻，于此下马步行前往，后成村落，故名为拴马庄。 

龙宝峪  位于镇西部。清代成村，村处黄院沟中，山沟蜿蜒如龙，且多矿藏，堪称宝地，

故名龙宝峪。此地疑为清末的龙城峪。聚落呈散列形。 

黄山店  位于镇西部，明以前成村。原名桃叶口，因地形为狭长山口，故名。后因村东

北有山名黄岩山，遂改今名。名胜古迹较多。村西北有宝金山，旧名红螺岭，又名幽岚山。

山上有古刹，现仅存殿堂一石碑及残塔。 

涞沥水  位于镇西部，清代成村。因村前有从空中遥看郁郁葱葱的新街村，景色迷人。

一山崖，长年细水涓流，俗称“拉拉水”，村因而得名，后更名涞沥水。 

黄元寺  位于镇西部，明已成村。村南曾有一寺，建筑年代无考，早毁圮。村因寺得名。 

长流水  毗连黄元寺，明代成村。因此处有山泉，长流不断，故名。 

泗马沟  位于镇西北部，清代成村。原名狮子岩，因此地有巨石如狮而得名。一说有南

北向山脊四条，如四马奔腾，遂得今名。 

北下寺  镇西北部山村，清代成村。原名下寺，因村东有圆明寺而得名。后因与张坊乡

下寺重名，1981 年村名更为北下寺。 

葫芦棚  镇西部山村，清代成村。因村中多种葫芦，故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