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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本报告的监测时间为：2014年 4月 1日-2014年 4月 30日。 

据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网（http://cnkmprice.kmzyw.com.cn/）监测显示：2014

年 4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月）总指数收 1187.39 点，环比上涨 5.83点，涨幅 0.49%，

月总指数呈现微涨态势,但 4周的周总指数呈现下跌态势，日总指数呈现冲高回落态势，4

月 2日达到本月日总指数最高点。指数 12个大类中，跌涨幅介于-1.87%到 3.41%之间，其

中涨幅最大的为叶类，跌幅最大的为动物类；指数 513个小类中，上涨的有 287种，走跌

197种，未发生变化的为 29种，分别占 55.95%、38.40%和 5.65%。随着以往夏季淡季季节

到来，短期内萧条的中药材市场将难以好转，下期月价格指数，出现滞涨或回调的概率偏大。 

2.价格信息采集 

本月各市场共采集价格信息约 16.3万条。通过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运营中心监

测和审核，数据采集的总合格率达 98.08%。各市场价格数据的采集数与审核合格数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六大市场月价格数据采集数与审核合格数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运营中心严格按照信息采集流程和相关规章制度进行价格信

息采集，目前采集范围覆盖全国 17大中药材专业市场中的 6个市场，年交易额超过全国中

药材总交易量的 85%。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信息的采集以 6大中药材专业市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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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向周边产地市场扩展以扩大采集范围，同时整合康美药业现有资源，合作的产地药农

已达 300余家，且还在不断扩展中。 

3.总指数分析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 2014年 4月（月）总指数收于 1187.39点，环比上涨 5.84点，

涨幅为 0.49%，如图 3-1所示，月总指数涨幅持续呈微涨趋势。 

图 3-1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月）总指数 

 

 

本月共发布周指数 4次，4个（周）总指数点介于 1189.24-1181.19点之间，四周总指

数呈下降趋势，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周）总指数如图 3-2所示。 

图 3-2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周）总指数 

 



本月共发布日指数 30次，本期（日）总指数走势呈现为窄幅震荡冲高回落态势，其中

4月 2日达到本月日总指数最高点 1189.74点，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日）总指数如图 3-3

所示。 

图 3-3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日）总指数 

 

 

4 大类（月）指数分析 

本期 12个大类（月）指数环比跌涨幅介于-1.87%到 3.41%之间，其中 8个上升， 4个

走跌，涨幅最大的为叶类，跌幅最大的为动物类，大类跌情况如图 4-1所示。 

图 4-1 大类（月）指数环比涨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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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类（月）指数分析 

指数 513个小类中，本月度上涨的有 287种，走跌 197种，未发生变化的为 29种，分

别占 55.9%、38.4%和 5.7%。小类指数跌涨数目及比例如图 5-1所示。 

图 5-1 小类（月）指数跌涨数目及比例 

 

 

本月小类环比跌涨幅分布区域大部分位于-5%到 5%之间，走跌品种多于上涨品种，小类

跌涨幅分布详情如图 5-2所示。 

图 5-2 小类（月）指数环比跌涨幅分布图 

 

其中涨价的品种为紫河车、粉葛根、车前草、枳壳、紫苏子、三棱、细辛等，跌价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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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橼、木通、党参、榧子、山茱萸、明党参、浙贝母、金蝉花等品种，详情如图 5-3所示。 

图 5-3 月涨跌幅最大 5 个品种  

月涨幅最大五个品种 
 

月跌幅最大五个品种 

品名 指数 涨幅 环比   品名 指数 跌幅 环比 

细辛 1286.07 274.61  27.2%  香橼 1360.9 753.28  -35.63% 

三棱 1673.97 315.34  23.2%  血竭 854.12 316.23  -27.02% 

紫苏子 1820.21 340.73  23.0%  木通 1180.08 163.82  -12.19% 

枳壳 2028.31 378.61  23.0%  党参 637.89 84.69  -11.72% 

车前草 1380.71  243.39  21.4%   榧子 2390.96 285.89  -10.7% 

6.产地（月）指数分析 

本期 34个产地（月）指数环比 8个走跌，21个上涨,8个走平，产地指数跌涨数目及比

例如图 6-1所示。 

图 6-1 产地（月）指数跌涨数目及比例 

 
 

环比涨幅最大的 5 个产地指数依次为江苏、内蒙古、进口、吉林和安徽，跌幅最大的五

个产地指数依次为福建、甘肃、越南、云南和湖南。这 10个产地指数的具体数值及环比跌

涨幅分别如图 6-2和图 6-3所示。 

图 6-2 环比上涨的 5 个产地指数 

8
23%

21
62%

5
15%

下跌 上涨 走平



 

 

图 6-3 环比跌幅最大的 5 个产地（月）指数 

 

 

7.月度总结 

本月中药材市场整体状况依旧不见好转，大货流通不畅，批量走销减缓，市场提前进入

销售淡季。出现这种市况的原因，一是时间周期所至，奠定了市局变化的自然基础。二是市

场自身规律体现（即供求矛盾转换规律，价格及价值演变规律），三是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影

响。估计短时间内，市场这种萧条局面难以得到改善。 

本期市场利好题材较少，市场整体行情由坚转弱，开始松动。市场各品种虽然各有升降，

但降价的品种开始比先前增加。本期涨价的品种有胖大海、黑胡椒、紫河车、覆盆子、紫苏

子、胡黄连、雷丸等。降价的品种有百合、菟丝子、猫爪草、苦地丁、麦冬、明党参、独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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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等。后期进入夏季，产新的品种将陆续增多。除少数产量减少和库存不丰人气较浓的

品种外，多数品种的行情，将继续保持沉默，或出现轻重不同的下跌。 

本期月价格指数依旧惯性上涨，但日、周指数的走势已经开始走弱。从市场所处的季节，

以及市场基本面上看，下期月价格指数，出现滞涨或回调的概率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