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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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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重庆市民政局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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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公墓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益性公墓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分类、区域布局和选址、墓区规划和设计要求

以及墓区建设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益性公墓规划，公益性公墓的新建、改建、扩建和迁建工程项目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T 23287-2009 殡葬术语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11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52-2005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CJJ 48-1992 公园设计规范 

CJJ 83-1999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287-2009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公墓 public cemetery 

用于城乡居民骨灰安葬（安放）、遗体安葬的社会公用设施。 

注1：公墓按服务性质来分类，分为：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 

注2：公益性公墓按服务对象来分类，分为：城市公益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 

注3：改写 GB/T 23287-2009，定义 7.9。 

3.2  

城市公益性公墓 city public welfare cemetery 

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城镇居民提供骨灰安葬（安放）、遗体安葬的社会福利设施。 

3.3  

农村公益性墓地 rural city public welfare 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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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乡（镇）人民政府、村民自治组织设立的，为本区域内集体组织成员提供骨灰安葬（安放）、遗

体安葬的集体福利设施。 

注：火化区内的农村公益性墓地，不规划遗体安葬墓区。 

3.4  

独立墓地 independent cemetery 

公墓内以碑、台、坛等平面形式安葬（安放）且土地正投影面积上不再重复使用的墓葬构筑物。 

3.5  

殡葬构筑物 funeral structure 

公墓内不具备、不包含或不提供人类居住功能，对主体建筑有辅助作用的，有一定功能性的结构建

筑的统称。 

注：殡葬构筑物包括墓穴，以及楼、堂、塔、墙、廊等建筑形式的骨灰安放建筑等。 

3.6  

红线 boundary line of land 

规划用地的边界线。 

注：改写GB 50352-2005，定义2.0.8。 

3.7  

节地葬 burial of festival Grounds 

以少占土地的方式，实现骨灰安放（安葬）的丧葬形式。 

注：节地葬主要形式有立体、树（花、草坪）葬等。 

3.8  

生态葬 ecological burial 

以不占地土地或者土地可循环使用的方式，实现骨灰处理的丧葬形式。 

注1：生态葬主要形式有散撒、海葬、深埋等。 

注2：改写 GB/T 23287-2009，定义 2.24。 

3.9  

墓位 grave place 

墓所占的位置与空间。 

[GB/T 23287-2009，定义 2.13] 

3.10  

墓位地上标志物 markers on the ground of grave place 

墓位地上部分用于铭刻、纪念、追悼等的构筑物。 

3.11  

墓位面积 area of grave place 

墓位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垂直投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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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公益性公墓的选址、规划设计和建设应严格按照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城市公益

性公墓建设应符合当地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农村公益性墓地建设应符合当地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要求。 

4.2 公益性公墓的规划建设应坚持“节约殡葬用地，骨灰处理多样化”的原则，倡导节地生态葬式葬

法，积极推广墓碑小型化、艺术化、多样化，鼓励在墓区内建设骨灰墙、廊、塔。 

4.3 公益性公墓的规划建设应坚持“生态文明、移风易俗” 的原则，在火化区不应兴建土葬遗体的公

益性公墓。在土葬改革区兴建土葬遗体的公益性公墓时，墓区 20%的面积应采用深埋不留坟头等其他少

占土地或不占地的土葬形式。 

4.4 公益性公墓的规划建设应坚持公益原则，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公民提供骨灰（遗体）安置的社会

福利设施，应按照政府定价或成本价收取费用。 

4.5 公益性公墓的规划设计应坚持“经济、美观、适用”的原则，做到“布局整体化、环境园林化、

设施艺术化”，实现“墓穴立体发展、骨灰多样处理、土地循环使用”。 

5 分类 

5.1 公益性公墓按服务对象来分类，分为城市公益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 

5.2 公益性公墓按规划的占地面积规模分类，分为：一类公墓、二类公墓、三类公墓、四类公墓、五

类公墓。公益性公墓分类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按建设规模划分的公墓分类表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公墓类型 

适用于城市公益性公墓 适用于农村公益性墓地 

占地面积 

hm
2
 

≥20 8（含）～20 4（含）～8 1（含）～4 ＜1 

服务人口 

万人 
≥50 20～50 10～20 2.5～10 ＜2.5 

最大服务半径 

km 
25 10～25 5～10 - — 

6 区域布局和选址 

6.1 区域布局 

6.1.1 公益性公墓的区域布局应以行政区域、人口分布和服务半径为主要考虑因素，并综合考虑骨灰

（遗体）安置方式、独立墓地数量和结构、绿化覆盖率等因素并确定公益性公墓的用地规模，坚持科学、

合理、节约用地的原则，在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的同时，适当考虑未来的发展。 

6.1.2 城市公益性公墓应按照一类公墓、二类公墓、三类公墓的规模进行规划。在拟建、在建、已建

城市公益性公墓的最大服务半径内，不应重复规划其它城市公益性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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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农村公益性墓地应按照四类公墓、五类公墓的规模进行规划，并宜以乡（镇、村）为单位进行

布局。同一行政村规划的农村公益性墓地数量不应超过 1个。 

6.2 选址 

6.2.1 公益性公墓选址应优先选择荒山、瘠地以及历史形成的集中埋葬点等不利于城乡建设的用地，

选址时应预留有发展余地。 

6.2.2 城市公益性公墓选址应综合考虑辐射范围、地形地貌、交通状况和现有公墓布局等因素,选择水、

电供给有保障的区域。农村公益性墓地选址宜综合考虑地形地貌、交通状况以及水电供给等因素。 

6.2.3 设有遗物祭品焚烧设施的公益性公墓，在选址和扩建时应考虑当地的地形地势、常年主导风向

风速、大气稳定度及周边环境敏感区分布等因素，选择有利于烟气扩散并不引起环境影响纠纷的区域。 

6.2.4 公益性公墓的选址不应选择以下区域： 

a) 耕地、林地； 

b) 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红线向外延伸 2km 以内； 

c) 水库、水源、河流堤坝红线向外延伸 0.5km 以内； 

d) 铁路、公路主干线红线向外延伸 0.5km 以内； 

e) 居民聚居区红线向外延伸 0.5km 以内； 

f) 地质结构不稳定、地质灾害易发的地块； 

g)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其它区域。 

7 墓区规划和设计要求 

7.1 墓区总体规划 

7.1.1 公益性公墓墓区的总体规划设计应贯彻生态安葬的原则，有效控制现有生态的破坏和恶化，尽

量保留原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避免大规模的土方改造工程，把殡葬设施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

降到最低程度，体现自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7.1.2 公益性公墓墓区的功能区划分，应根据公墓建设规模和现状条件，确定各分区的规模和特色，

做到分区明确，达到内外分离、安静区与喧闹区分离等要求。功能区的组合应满足殡葬流程要求，并使

流程短捷、方便。 

7.1.3 公益性公墓墓区的总体规划与设计时，应结合实际现状对功能区划分与组合、竖向设计、道路

系统、园林绿化以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等方面做出专题规划设计。 

7.2 功能空间及用地要求 

7.2.1 公益性公墓墓区功能分区应明确，墓区基本功能分区应有接待服务区、骨灰（遗体）安置区、

业务办公区。 

7.2.2 城市公益性公墓在墓区基本功能分区基础上，可增加礼仪服务区、集散广场。 

7.2.3 公益性公墓各个功能分区的空间组成和设置，应满足殡葬活动的需求，公益性公墓建设用地各

部分用地比例应根据其建设规模和用地面积确定，其殡葬构筑物、房屋建筑及附属设施、场地等用地比

例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DB50/T 535—2013 

5 

表2 公益性公墓规划用地比例表 

单位：%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公墓分类 

用地类型 适用于城市公益性公墓 适用于农村公益性墓地 

殡葬构筑物 ≤70 ≤80 

房屋建筑及附属设施 1.5～3 ＜5 

场地 

（包括：园林绿地、道路、停车场等） 
≥30 ≥20 

总面积 100 

7.2.4 接待服务区应设置业务接待区、休息区、商品服务区、卫生间以及其他公共空间等。接待服务

区的使用面积应符合表 3 规定的指标。 

表3 公益性公墓接待服务区的使用面积指标 

单位：㎡ 

公墓分类 

项目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业务接待区 ≥80 ≥60 ≥40 

休息区 ≥60 ≥40 ≥20 

商品服务区 ≥40 ≥30 ≥20 

≥40 ≥20 

卫生间 ≥60 ≥40 ≥20 ≥20 ≥20 
公共空间 

其他 - - - - - 

总面积 ≥240 ≥170 ≥100 ≥60 ≥40 

注：（1）用“-”表示，代表该项指标不做要求； 

（2）业务接待区、休息区和商品服务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合并使用。 

7.2.5 按照骨灰（遗体）安置区整体、美观的要求，结合地形地貌，统一规划墓位及墓位地上标志物

的建筑朝向。 

7.2.6 火化区内的公益性公墓应只设置骨灰安置区。土葬改革区内，公益性公墓可设置骨灰安置区和

遗体安置区，遗体安置区的占地面积应按照当地土葬区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比例来确定。 

7.2.7 骨灰安置区可分为骨灰安放区、骨灰安葬区、骨灰散撒区。骨灰安放区可设置骨灰暂存室、骨

灰存放室、悼念追思室、休息室等。 

7.2.8 公益性公墓应当坚持节地生态葬式。公益性公墓不同葬式的骨灰安置比例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公益性公墓不同葬式的骨灰安置比例表 

单位：% 

公墓分类 

骨灰安置形式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骨灰碑墓葬 ≤70 ≤80 - 

节地葬 ≥28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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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公墓分类 

骨灰安置形式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生态葬 ≥2 ≥1 - 

总量 100 

用“-”表示，代表该项指标不做要求。 

7.2.9 城市公益性公墓的骨灰（遗体）安置区宜划分为组团结构，组团用地规模应综合考虑公墓规模，

单个组团用地规模宜按照园区总面积的 8～20%来划分。 

7.2.10 业务办公区包括办公室、监控室、会议室等。 

7.3 竖向控制设计 

7.3.1 竖向控制应按照 CJJ 83-1999 的要求，根据公墓四周城乡道路规划标高和园区规划设计，充分

利用原有地形地貌，减少土石方量并尽量保留原有树木和有价值的遗迹等方面综合设计，提出主要构筑

物的标高及对周围地形的要求，并适应拟保留的现状物和地表水的排放。 

7.3.2 竖向设计应包括： 

a) 主要建筑物的底层和室外地坪； 

b) 各出入口内、外地坪； 

c) 碑墓工程的标高； 

d) 道路主要转折点、交叉点和变坡点； 

e) 地下工程管线及其地下构筑物的埋深。 

7.3.3 位于山地、丘陵、坡地的公益性公墓在规划设计时应着重处理好竖向设计，确保场地排水，对

山体滑坡、塌陷、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有充分的预防措施。在无法利用自然排水的低洼地段，应设计地下

排水管沟。 

7.3.4 各类地形应同时考虑殡葬用地园林景观和地表水的排放，减缓绿地坡度，降低雨水径流速度，

为雨水的下渗创造条件。 

7.3.5 在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宜使用透气砖或使用透水、透气性好的嵌草铺装地面，形成生态

型的中性铺装场地，以增加雨水的滞留与渗漏，调节空气湿度。 

7.4 道路系统规划设计 

7.4.1 公益性公墓道路规划设计，其主要出入口应与城乡道路衔接并与城乡交通和客户走向、流量相

适应. 公益性公墓沿城乡道路部分的地面标高应与该道路路面标高相适应，并采取措施避免地表径流冲

刷或污染城乡道路和墓区内绿地。 

7.4.2 公益性公墓应根据墓区的规模、最大设计人流量和各功能区域的人流规模以及管理需要，确定

墓园道路的路线、分类、分级、铺装场地的位置和特色要求。 

7.4.3 城市公益性公墓墓园道路应设置标牌导向系统，路网密度宜大于 150m/hm
2
。农村公益性墓地墓

园道路宜设置标牌导向系统，路网密度宜大于 100m/hm
2
。 

7.4.4 公益性公墓墓园道路系统可分主路、支路和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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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1 主路作为机动车道，转弯半径不应小于 12m，路沿距墓位距离不应小于 1.5m，骨灰（遗体）

安置区内的机动车道宜形成环道。 

7.4.4.2 支路作为机动车道或者人车共用车道，路沿距墓位距离不应小于 1.5m。 

7.4.4.3 小路作为人行道路，宜考虑设计无障碍设施，便于残疾人士通行。 

7.4.4.4 公益性公墓墓园道路宽度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5 公益性公墓墓园道路宽度 

单位：m 

         公墓分类 

园路级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主路 ≥6 ≥5 ≥4.5 ≥4 

支路 ≥4 ≥3.5 ≥3 ≥2.5 

小路 ≥1.2 ≥0.9 

7.4.5 道路线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与地形、植物、建筑物、骨灰安置区、铺装场地及其他设施结合，形成完整的总体构图。 

b) 主路应便于消防车、救护车通行和墓区建设、管理与服务相关货物运输。 

c) 山地道路网布置应合理利用地形，防止水土流失和塌方。 

d) 道路地形险要地段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7.4.6 可根据路段行程、活动需要、通行难易程度，设置供客户短暂休憩的场所。 

7.4.7 人行道路应采用透气、透水性好的透气砖、垫草砖进行铺设安装。 

7.5 园林绿地规划设计 

7.5.1 公益性公墓的园林绿地规划设计应以总体设计中植物种群类型、分布和绿化景观系统设计的要

求为依据，考虑公墓的性质、特点、地域文化、建筑群体、道路系统、构筑物以及殡葬审美习惯，结

合当地气候状况、环境特征、地形地貌条件、防护功能要求等因素，进行园林绿地规划设计。 

7.5.2 公墓园林绿地规划应体现园林化特点，城市公益性公墓的绿化覆盖率不应小于 70％，农村公益

性墓地的绿化覆盖率不应小于 60％。 

7.5.3 墓区绿化用地应用绿色植物覆盖，且以常绿植物为主。墓区护坡、挡土墙应采用垂直绿化的方

式。 

7.5.4 绿化景观设计除应符合 CJJ 48-1992 6.1.9 的规定外，植被的布置方式应考虑殡葬活动和交通

安全视距以及人流通行要求。 

7.6 其他建筑设施的设计 

7.6.1 公墓出入口 

7.6.1.1 城市公益性公墓出入口不应少于 2个，农村公益性墓地出入口不宜少于 2 个。 

7.6.1.2 公益性公墓出入口总宽度和单个出入口宽度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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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公益性公墓出入口宽度指标 

单位：m 

公墓分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所有出入口总宽度 ≥20 ≥15 ≥10 ≥5.5 

出入口人行通道宽度 ≥1.5 ≥1.2 

出入口车行通道宽度 ≥5.5 

7.6.2 停车场 

7.6.2.1 主出入口附近应设置停车场，次出入口、专用出入口可按需设置停车场。停车场防火设计应

符合 GB 50067 的规定。 

7.6.2.2 停车场宜采用透气透水性好的透气砖、垫草砖进行铺设安装。 

7.6.3 卫生间 

卫生间及蹲位数量应按墓区规划的人流总量和人流稠密程度来合理设置，宜设残疾人专用蹲位。 

7.6.4 座椅和垃圾箱 

公益性公墓墓区内应设置垃圾箱。城市公益性公墓墓区内应设置坐椅（或条凳），座位数量不应小

于20个/ hm
2
，且分布合理。 

7.6.5 消防设施 

7.6.5.1 墓区配套建筑物应设置消防栓和灭火器材，消防栓与消防车供水距离不应大于 400m。骨灰（遗

体）安置区宜根据火灾隐患大小合理设置消防栓灭火系统。消防栓设置地点应设置相应的永久性固定标

识。 

7.6.5.2 骨灰暂存室、骨灰存放室、悼念追思室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探测器。 

7.6.6 应急避难场所 

7.6.6.1 根据墓区发展规划、主要建筑分布、次生灾害、殡葬活动高峰期人口密度等情况，宜设置应

急避难场所。 

7.6.6.2 公墓区域内主要路口应设置应急避难场所标识及应急避险功能分布图，其周边重要路口要设

置明显标识牌，标明疏散方向、路线、位置和应急设施。 

7.6.6.3 应急避难场所可与园林绿地、集散广场等设施合建，并与相关区域景观有机结合。 

8 墓区建设要求 

8.1 墓位建设要求 

8.1.1 墓穴、墓位地上标志物，应在公墓规划的骨灰（遗体）安置区内，按照图纸和质量要求建设，

并对墓穴进行防潮防水处理。 

8.1.2 骨灰碑墓墓位占地面积、墓位地上标志物（墓碑、围栏、地铺等）高度、墓穴尺寸、墓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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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骨灰碑墓墓位规格尺寸指标 

墓穴尺寸 

㎝ 骨灰碑墓形式 
墓位面积 

㎡ 

墓位地上 

标志物高度 

m 长度 L 宽度 W 深度 D

墓间距 

cm 

墓前道路 

净宽度 

cm 

单人墓 ≤0.8 ≥38 ≥38 ≥38 

双人合葬墓 ≤1 
≤1 

≥76 ≥38 ≥38 
≥30 ≥90 

8.1.3 遗体碑墓墓位占地面积、墓位地上标志物（墓碑、围栏、地铺等）高度、墓穴尺寸、墓间距以

及墓前行走区域净宽度指标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8 遗体碑墓墓位规格尺寸指标 

遗体碑墓形式 
墓位面积 

㎡ 

墓位地上 

标志物高度 

m 

墓间距 

cm 

墓前行走区域净宽度 

cm 

单人墓 ≤4 

双人合葬墓 ≤6 
≤1.4 ≥60 ≥120 

8.1.4 草坪葬碑墓应采用斜卧或是平卧方式的小型墓碑。 

8.1.5 树葬墓位、花葬墓位应设置小型的墓位地上标志物。 

8.1.6 骨灰墙每列安放格位数量不应超过 6 个，安放格位尺寸应符合表 9 的要求。 

表9 骨灰墙安放格位尺寸 

墓穴尺寸 

㎝ 骨灰墙安放形式 

宽度 W 高度 H 深度 D 

单人格位 40 40 40 

双人格位 80 40 40 

8.2 设施设备建设要求 

8.2.1 城市公益性墓地应为实现办公设备自动化、通信系统高性能化、管理服务信息化创造条件，具

备基本电子办公、网上办公、闭路监控等设备，其业务用房内宜设置屏幕显示系统和音响播放等智能化

设备。农村公益性墓地宜配备基本的办公设备和通信设备。 

8.2.2 城市公益性公墓应设安全防范系统并配备视频监控设备，农村公益性墓地应设安全防范系统。 

8.2.3 城市公益性公墓应设广播音响系统，有关用房的音响系统应能单独使用。农村公益性墓地宜设

广播音响系统。 

8.2.4 公益性公墓应设综合布线系统，应满足 GB 50311 规定的综合配置要求。 

8.2.5 公益性公墓应配置遗物祭品焚烧设施或装置。遗物祭品焚烧设施或装置的烟尘和气态污染物排

放应符合 GB 1848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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