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亡台d坚
日IJ 吞

《石景山区地名录》出版了。这本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79]305号《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文件精神，在区政府直接领导下，在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具体

指导下，由区地名办公室经过实地调查，历史考证、反复研究、逐一核实之后整理出来

的。

这本地名录，收录了本区现存的各类名称223条，其中居民区和村庄名称138条，山峰名

称14条，河渠名称2条，道路和街巷名称30条，名胜古迹8条，还有火车站、发电站、苗圃和

其它主要人工建筑物名称31条。

为了适应各有关方面的需要，根据我区的特点，在地名录部分的后面，另附录了地名

文字资料，专就我区主要地名的历史沿革、地理特征、生产情况、名胜景物等逐个作了概

况介绍。

为了便于查找地名，了解其所在位置，特编制了石景山区地名图。比较重要的文物、

景物、建筑物，还编印了部分照片。

地名录中所收每一条地名，均已经过区政府的正式审议批准，是我区法定标准化名称。

凡与我区地名有关的名称，标志邪应以此为准，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变更或用其它名

称替代。这本地名录的出版，不仅为我区今后的公安、民政、邮电、交通、城建规划提供

了标准化地名，也为我区地方志的编辑工作创造了条件，还为地名研究、文教工作提供了

比较可靠的资料。今后日常的地名工作，亦将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管理。

我区编辑出版地名录，这是第一次，由于缺乏经验，时间紧迫，水平有限，不妥乃至

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石景山区概况
石景山区位于北京西郊，地处西山南麓，东北与海淀区毗邻，南与丰台区接壤，西隔

永定河与门头沟区相望。全区总面积81．8平方公里，人口约23．5万，设有7个街道办事处

(105个居委会)，8个派出所，1个人民公社。民族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回、满、蒙、

朝鲜等兄弟民族，约占全区人口的2％。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747人。除山区部分村落居

住的是农业户以外，绝大部分自然村内都有相当比例的居民人口。

石景山区在历史上属府、县管辖。东汉属蓟县(见《河北通志》)，魏、晋之间属广阳县

辖，唐天宝元年(742年)属广平县，建中二年(781年)。属幽都县，·后晋天福元年(93 6

年)入契丹，开泰元年(1012年)改幽都为宛平县，金改称析津府宛平县，直至民国。解放

前夕，该地称十五区，后改为十九区。1958年与丰台区合并，1963年又从丰台区分出，成立区

级政府——石景山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在北辛安和平街，1978年迁驻古城东街南口东侧。

石景山区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是连绵起伏的山地，东南部则是缓缓向东延

伸的平原。石景山区地处永定河的冲积扇，沙石多，土层薄。北部山脉为西南——东北走

向，主要山峰有克勤峪，天泰山，青龙山、翠微山、福寿岭等。其中以克勤峪最高，海拔

高度为797r．6米。此外，在本区中部平原上还散布着许多孤立的山丘，诸如石景山，黑头

山、金顶山、老山、八宝山等，高度一般均在海拔200米以下。山地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三

分之一。永定河自三家店沿我区西南边界流过，为石景山区工农业用水的水源之一。永定

河引水渠由三家店水闸流出，穿越本区，经模式口水电站向东注入玉渊潭。

本区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多风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

均气温12．20C，最低气温零下18．90C，最高气温37．10C，无霜期约210天。这个地区是华

北平原降水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年降雨量为677．8毫米，年降雨期为65天左右，夏末秋初最

为集中，降水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0％。七、八月间常有暴雨和冰雹。‘

石景山区的交通比较便利。京门铁路(北京城至门头沟)是过去运煤的专线。解放

后，新修的铁路干线有丰沙线(丰台——沙城)、京原线(北京——原平)都经过这里。

北京地下铁道的终点站就在本区范围内的苹果园。公共汽车主要有336路。337路，354路，

307路、318路等。

石景山区的天然资源以无烟煤、石灰石，磨刀石为主。目前，石灰石、磨刀石已广为

开发，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有少量出口。

石景山区是北京的重工业区，在这里集中了一大批大中型工业企业。除全国闻名的首都

钢铁公司及华北地区最大的火电厂——石景山发电厂外，还有北京重型电机厂，北京特殊

钢厂，北京锅炉厂，北京水泥厂等．有产业工人10万余人。此外，解放后人民政府还因地

制宜，发展了一批中小企业。

全区只有一个人民公社，农业人口约2．5万，耕地面积21049．4亩，以生产蔬菜为

主，年产量约9300万斤。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谷子、水稻等。此外还出产各种水果，

以供应城镇居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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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工农业的发展，区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三十多年中，共修建了以永定河为

主干的10条引水千渠，多次加固永定河大堤，确保了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决了部

分民用及工农业用水问题。

建国以来，石景山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解放初，全区只有3所小学，1所

中学，如今已增加到33所小学、22所中学，截至1980年，中小学教职员工共3270余名，中

小学在校学生54420余名。此外，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冶金机电学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北京建材科研所，以及大型体育比赛场地——北京射击场、老山摩托车赛场、

北京军区体育馆等也都建址本区，促进了本区科技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本区有名胜古迹十几处，最著名的是八大处、法海寺和模式口冰川擦痕。雄伟奇丽的

山林景色，古老的寺院建筑，精美的壁画艺术，交相生辉、相映成趣、吸引着国内外大量游

客。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石景山区一定会发生

日新月异的变化、以更加优美的姿容展现在京西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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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首字笔划索引

标准名称 页码标准名称 页码标准名称 页码标准名称 页码

=划

八大处公路桥 14

八大处路 11

八角大队 9

八角北路 6

八角东路 “

八角村 9

八角南路 6

八角路 6

八宝山 9、12

八宝山大队 9

八宝山火葬场 14

八宝山革命公墓15

八宝山街道办

事处 5

八宝山南路 1l

三划

大胡同 6

广宁村 5

广宁街道办事处5

广宁路 1l

马桥 8

门头沟路 儿

上石府 8

上庄 10

下石府 8

下庄 10

四划

水屯 9

双女坟 9

双泉寺 8

双峪路 1l

天泰山 12

五一剧场 14

五里坨 5、8

五里坨大队 8

五里坨街道办

事处 5

王庄 9

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 13

中国科技大学 13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13

五划

北后道 6

北辛安 5、9

北辛安大队 9

北辛安大街 6

北辛安街道办

事处 ， 5

北辛安路 11

北岔 6

北京水泥厂 13

北京市工人疗

养院 13

北京市建材科研所13

北京市建筑工人

疗养院 14

北京冶金机电

学院 13

北京重型电机厂13

北京重型机械厂13

北京射击场 14

北京特殊钢厂 13

北京铁路局西山

疗养院 14

北京锅炉厂 13

白 庙 9

东下庄 9

古城大街 6

古城大队 9

古城小街 6

古城北路 6

古城东街 6

古城西路 6

古城 9

古城居民区 5

古城南街 6

古城南路 6

古城街道办事处5

古城路 6

礼王坟 8

四平山 12

石河 9

石景山 12

石景山人民公社5

石景山火车站

(北站) 13

石山电景院影 14

石景山发电厂 13

石景山路 1l

石槽 10

市场街 +，
6

申王府 9

田义墓 15

田顺庄 9

玉泉路 11

永乐小区 5

永定河 12

永定河引水渠 12

永定河漫水桥 14

六划

冰川擦痕 15

光泉寺 15

合家村 10

后小街 6

后屯 9

老山 12

老山西里 5

老山骨灰堂 14

老山摩托车赛场14

刘娘府 8

刘娘府大队 8

刘娘府公路桥 14

刘娘府路 “

西下庄 9

西小府 9

西山八大处 15

西井 9

西南郊苗圃 1l

西黄村 9

西黄村大队 9

西黄村火车站 13

西福村 8

陈家沟

串心店

克勤峪

七划

8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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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顶东街

金顶西街

金顶南路

金顶街

金顶街居民区

金顶街街道办

事处

金顶路

拉拉湖水库

庞村

苹果园

苹果园大街

苹果园南路

苹果园街道办

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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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标准称名 页码标准名称 页码

苹果园路 7 焦家村 10

青龙山 12 敬德寺 8

秀府 8 鲁谷 10

转马台 8 鲁谷路 11

铸造村 5

九蝴 十三划

卧牛台 12 慈善寺 15

柳林庄 8 福田寺 9

南大荒果园 1l 福寿岭 12

南马场 8 福寿岭村 9

南马场水库 14 满井。 8

南岔 6 新杏石日 9

南宫 8 新隆恩寺 8

首钢户籍办公室5 衙门口 9

酋钢职工疗养院“ 衙门口一大队 9

首都钢铁公司 13 衙门口二大队 9

养马场 9 衙门口三大队 9

十划 雍王府 9

高井 8 十四划

晋元庄 9 模式日 8

铁壁街 6 模式口大队 8

模式口水电站 13

袁家胡同 6 翠微山 12

十一划

黄庄 lo

琅山村 8

麻峪 8

麻峪大队 8

十五姗

潭峪 8

潭峪路 ll

+八划

蟠龙山 12

十二划

黑头山 12 =+一划

黑石头大队 8 露天剧场

黑石头 8

黑石头路 11

黑陈路 1l

14

加8

9

5

6

n儿

8”拍6

8他n

9化“8

n

7

7

7

n

7

5

5

7“5

5

7

n

5



●

标准名

石景山人民

八宝山街道

古城街道办事处

北辛安街道办事处

苹果园街道办事处

金顶街街道办事处

广宁街道办事处

五里坨街道办事处

首钢户籍办公室

G豇ch6ng了i否dAobanshi古城

cha

B苓ixin’豆n了i誊dAoban 北辛安

shlcha

Pinggu6yu矗n Ji邑dao 苹果园

bAnshlch矗

JIndIngjie JiedAobAn 金顶街

shich矗

Gu矗ngning了i否daobAn广宁村

shichn

W豇1itu6 Ji琶d矗obAnshi五里坨

cha

Sh6ugang HdjibAn 金顶街

96ngshi

64715 37

10474 8

39246 24

33841 13

10283 9

15206 7

13864

居民区名称录
汉语拼音

Y6nglexi冱oq程

L茜osh百n Xili

G豇ch6ng

Y丘ngzhu豆ng Xi五oqQ

B若ixjn’豆n

P矗ngcnn

Pinggu6yuan

民区 JIndingjie jiuminpn

Zhnzaocnn

Gu吞ngningcOn

W矗litu6

人口

6700

曾用名

黄楼

65554 新古城

11050

2210

38070

16960

3740

9370

19290

所属办事处

八宝山

古城

．古城

北辛安

北辛安

苹果园

金顶街

金顶街

广宁

五里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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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名

石景山人民

八宝山街道

古城街道办事处

北辛安街道办事处

苹果园街道办事处

金顶街街道办事处

广宁街道办事处

五里坨街道办事处

首钢户籍办公室

G豇ch6ng了i否dAobanshi古城

cha

B苓ixin’豆n了i誊dAoban 北辛安

shlcha

Pinggu6yu矗n Ji邑dao 苹果园

bAnshlch矗

JIndIngjie JiedAobAn 金顶街

shich矗

Gu矗ngning了i否daobAn广宁村

shichn

W豇1itu6 Ji琶d矗obAnshi五里坨

cha

Sh6ugang HdjibAn 金顶街

96ngshi

64715 37

10474 8

39246 24

33841 13

10283 9

15206 7

13864

居民区名称录
汉语拼音

Y6nglexi冱oq程

L茜osh百n Xili

G豇ch6ng

Y丘ngzhu豆ng Xi五oqQ

B若ixjn’豆n

P矗ngcnn

Pinggu6yuan

民区 JIndingjie jiuminpn

Zhnzaocnn

Gu吞ngningcOn

W矗litu6

人口

6700

曾用名

黄楼

65554 新古城

11050

2210

38070

16960

3740

9370

19290

所属办事处

八宝山

古城

．古城

北辛安

北辛安

苹果园

金顶街

金顶街

广宁

五里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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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名称录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起止段落

古城大街

古城南街

杨庄大街

北后道

古城西路

古城小街

古城东街

古城南路

古城路

古城北路

八角南路

八角路

八角北路

G矗ch6ng Dajie

G设ch6ng N丘njie

Yangzhu互ng Da

ji百

B百ih6udao

G豇ch6ng XIl矗

Gnch6ng Xi五o

ji邑

G五ch6ng D6ng

ji否

G讧ch6ng NAnld

G讧ch6ng Ln

G豇ch6ng B苓iln

Baji五o N矗n1矗

Baji吞o Ln

B盖ji五o B芒iln

北辛安大街B百ixin’五n Daji邑

和平街

北岔

南岔

铁壁街

市场街

大胡同

袁家胡同

串心店

后小街

·§·

B芒ichA

NanchA

Ti酏l Ji邑

Shlch盖ng了ie

石景山路至杨庄大街

水屯至古城大街

古城大街至苹果园路

古城大街至古城西街

古城大街至北辛安路

古城地铁站出口至古

城路

石景山路至古城北路

古城大街至八角南路

古城大街至古城东街

古城大街至八角北路

八角东路至古城南路

古城东街至八角东路

八角东路至古城北路

北辛安南、北岔交接

处至北辛安路

北辛安大队部至北辛

安路

北辛安大街东口至和

平街东口

北辛安大街东口至特

钢铁路道口

北辛安路至南岔

北辛安路至和平街

Dahnt6ng 北辛安大街至铁壁街

Yu丘njia Hnt6ng北辛安大街至铁壁街

Chuanxin Dian北辛安大街至和平街

H6uxi五ojie 北辛安路至石景山电

影院后

焉豁 曾用名 门牌及楼号

古城

古城

古城

古城

古城

古城

古城

古城

古城

吉城

古城

古城

古城

以

北辛安

北辛安

北辛安

北辛安

1— 8楼

1—53楼

1—13楼

1—18楼

l一33楼

上属于古城派出所管辖

1—97号

北辛安铁篦子街

北辛安

北辛安

北辛安

北辛安

北辛安

1—40号

1—102号

1—159号

1—74号

1—180号

1—33号

1一19号

l一27号

1—35号

以上属于北辛安派出所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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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园路

苹果园大街

金顶路

金顶北路

金顶东街

金顶街

金顶西街

Pinggu6yu鱼n Ln苹果园中学至首钢厂 苹果园

容办公室 i

Pinggu6yuAn Da杨庄大街京门铁路道 苹果园

jie 口至琅山

JIndIng La

了inding B若iln

JindIng‘D6ngjie

了IndIng Ji吾

Jinding Xiji吾

苹果园路至金顶西街

金顶东街至金顶西街

金顶南路至金顶北路

金顶南路至西福村

北辛安立交桥至门头

沟路

以上属于苹果园派出所管辖

金顶街金顶街

金顶街

金顶街

金顶街

门头沟路

以上属于金顶街派出所管辖



麻峪

模式口

刘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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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及自然村名称录

名称 汉语拼音 人口 曾用 名 驻 地

自然村

五里坨

南官

敬德寺

新隆恩寺

高井

黑石头

秀府

河涧

佟家村

潭峪

双泉寺

南马场

转马台

满井

陈家沟

板凳沟

上石府

下石府

麻峪

柳林庄

模式口

马桥

西福村

刘娘府

金顶山村

琅山村

礼王坟

W豇lItu6

W讧lItu6

N磊n’96ng

Jlngd6si

Xinl6ng’ensl

Gaojing

H萄shit6u

H邑ishit6u

Xi矗f讧

H6jiAn

T6ngji百cnn

T矗nyd

Shuangquansl

N磊nm茜ch五ng

Zhu五nm五tAi

M羞njIng

Ch6njia96u

B冱nden996u

ShAngshif豇

XiAshif住

M矗ya

M磊yn

Li豇linzhuang

M6shik6u

M6shlk6u

M五qi磊o

Xifncnn

Linni鱼ngf住

Linni磊ngf豇

JIndingshancnn

L矗ngshancnn

L1w磊ngf6n

2280

1600

30

30

290

330

2417

630

240

60

170

120

150

4

8

55

250

180

550

550

2100

2070

30

1059

1035

30

30

2280

290

180

280

310

净德寺

佟家坟

五里坨

黑石头

麻峪

坑儿地

磨石口大队 模式口

磨石口

马尾沟

刘娘府



标准名称

生产大队 自然村

福寿岭村

西小府

雍王府

申王府

后屯

金王府

石河

西黄村

西黄村

西井

西下庄

东下庄

新杏石口

福田寺

晋元庄

北辛安

北辛安’

古城

古城

田顺庄

王庄

水屯

白庙

养马场

八角

衙门口一大队

八角村

杨庄

衙门口

双女坟

衙门口二大队

衙门口

衙门口三大队

衙门口

汉语拼音 人口 曾用名 驻 地

Fnsh6ulingcnn 100

XIxi薹ofa 320

Y6ngw磊ngfn 370

Sh邑nwangf诅 1 00

H6utnn 100

Jinw矗ngf住 200

Shih6 30

Xihuangcnn 5220

XIhuAngcnn 3 3 40

XijIng 400

Xixiazhuang 610

D6ngxiazhuang 610

Xjnxlngshik6u 300

Fnti矗nsl 430

Jinyu矗nzhuang 340

B苓ixIn’an 950

B若ixin’an 950

G证ch6ng 5695

G诅ch6ng 2040

Tiansh讧nzhuang 25

W矗ngzhuang 400

ShuItnn 360

BAimiao 2200

Y矗ngm五ch6ng 670

Baii五o 2640

Baii五ocnn 2080

Y鱼ngzhuang 560

Y磊m6nk6u YidAdui

Y矗m6nk6u

Shuangn诅f6n

YAm6nk6u ErdAdul

Y磊m6nk6u

Y矗m6nk6u Sandadui

Y丘m6nk6u

衙门口三个大队人口总计4665

夭顺庄

西黄村

北辛安

古城

八角

向阳一大队 衙门口

向阳村

向阳二大队 衙门口

向阳村

向阳三大队 衙门口

向阳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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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曾用名 驻 地

3865

3865

800

260

660

410

140

580

645

370

焦家坟

梁公庵

南何家坟

鲁谷



标准名称

南大荒果园

西南郊苗圃

标准名称

石景山路

玉泉路

鲁谷路

八宝山南路

京原路

八角东路

杨庄路

杨庄东路

北辛安路

苹果园南路 Pinggu6yuAn N鱼nln

刘娘府路 Linniangf讧L矗

，＼大处路 BadAcha Ln

金顶南路 了Inding Nanl矗

金顶山路 Jindingsh真n Ln

广宁路

双峪路

门头沟路

黑石头路

黑陈路

潭峪路

Gu五ngning Ln

Shuangyd Ln

Ment6u96u Ln

Heishit6u Ln

Heichen Ld

T磊nyd L讧

西黄村至金顶南路

苹果园大街至永定河引水

渠大桥

西黄村至八大处

苹果园南路至金顶西街

金顶街北口至八大处路

北辛安立交桥至门头沟路

广宁路至门头沟区大峪

金顶西街西北至门头沟区

五里坨至黑石头

黑石头至陈家沟

五里坨至潭峪

苹果园

苹果园 苹果园路

苹果园

金顶街

苹果园

金顶街

广宁村

广宁村

五里坨

五里坨

五里坨

五里坨



标准名称

南大荒果园

西南郊苗圃

标准名称

石景山路

玉泉路

鲁谷路

八宝山南路

京原路

八角东路

杨庄路

杨庄东路

北辛安路

苹果园南路 Pinggu6yuAn N鱼nln

刘娘府路 Linniangf讧L矗

，＼大处路 BadAcha Ln

金顶南路 了Inding Nanl矗

金顶山路 Jindingsh真n Ln

广宁路

双峪路

门头沟路

黑石头路

黑陈路

潭峪路

Gu五ngning Ln

Shuangyd Ln

Ment6u96u Ln

Heishit6u Ln

Heichen Ld

T磊nyd L讧

西黄村至金顶南路

苹果园大街至永定河引水

渠大桥

西黄村至八大处

苹果园南路至金顶西街

金顶街北口至八大处路

北辛安立交桥至门头沟路

广宁路至门头沟区大峪

金顶西街西北至门头沟区

五里坨至黑石头

黑石头至陈家沟

五里坨至潭峪

苹果园

苹果园 苹果园路

苹果园

金顶街

苹果园

金顶街

广宁村

广宁村

五里坨

五里坨

五里坨

五里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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