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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本报告的监测时间为：2014年 6月 1日-2014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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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月）总指数收 1150.98 点，环比下跌 22.95点，跌幅 1.96%，

月总指数已连续第二个月呈现下跌趋势；周总指数已连续第 12周呈现下跌趋势，周总指数

已跌破年线。指数 12个大类中，跌涨幅介于-3.54%到 1.4%之间，其中涨幅最大的为叶类，

涨幅为 1.4%，跌幅最大的为根及根茎类，跌幅为 3.54%；指数 16个功效中，（月）指数环比

12个走跌，4个上涨。月跌幅最大的是利水渗湿药，月跌幅为 3.4%，月涨幅最大的是平肝

息风药，月涨幅为 2.4%；指数 512个小类中，上涨的有 223种，走跌 249种，未发生变化

的为 40种，分别占 43%、49%和 8%。本月市场受淡季深入和药厂认证影响，疲软的市场销售

状况依旧，从指数走势看，月价格指数下降趋势已经形成，下期指数可能继续小幅走跌。 

2.价格信息采集 

本月各市场共采集价格信息约 15.3万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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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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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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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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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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月）总指数收于 1150.98点，环比下跌 22.95 点，

跌幅为 1.96%，如图 3-1所示，月指数已连续第二个月呈现下跌趋势，中药时下销售淡季季

节，7月月指数继续呈现小幅下跌趋势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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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91-1156.05点之间，四周周总

指数呈下降趋势，且周指数已连续 12周处于下跌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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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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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共发布日指数 30次，本期（日）总指数走势呈现为快速下跌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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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到 1.4%之间，其中 4个上升，8个走

跌。涨幅最大的是叶类，其中紫苏叶涨幅最大，月涨幅为 11.3%。跌幅最大的是根及根茎类

类，其中苦地丁跌幅最大，月跌幅为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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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月）指数分析 

指数 16个功效中，（月）指数环比 12个走跌，4个上涨。月跌幅最大的是利水渗湿药，

月跌幅为 3.4%，其中利水渗湿药中月跌幅最大品种是车前子，月跌幅达到 8.55%；月涨幅最

大的是平肝息风药，月涨幅为 2.4%，其中平肝息风药中涨幅最大品种是天麻，月涨幅达到

8.28%。功效指数跌涨数目及比例如图 5-1所示。 

图 5-1 功效（月）指数跌涨数目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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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地（月）指数分析 

本期 34个产地（月）指数环比 14个走跌，15个上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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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产地指数依次为新疆、上海、福建、宁夏及海南，跌幅最大的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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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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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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环比跌幅最大的 5 个产地（月）指数 

 
 

7.品种（月）指数分析 

指数 512个品种中，本月依然是跌多涨少，上涨的品种有 223个，走跌的品种 249个，

价格未发生变化的品种为 40个，分别占 43%、49%和 8%。品种指数跌涨数目及比例如图 7-1

所示。 

图 7-1 小类（月）指数跌涨数目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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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小类（月）指数环比跌涨幅分布图 

 

价格上涨的品种有紫河车、五味子、枸杞子、蛇床子、山柰、板蓝根、太子参、八角、

菟丝子、重楼、粉葛根、石见穿、覆盆子、三棱等，其中（月）指数涨幅最大的 5个品种

分别是重楼、粉葛根、石见穿、覆盆子及三棱等；价格下跌的品种有百部、胖大海、牛蒡

子、银柴胡、地肤子、三七、玫瑰花、砂仁、巴戟天、苦地丁、玫瑰花、党参、银柴胡及

车前子，其中（月）指数跌幅最大的 5个品种分别是苦地丁、玫瑰花、党参、银柴胡及车

前子等品种，详情如图 7-3所示。 

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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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楼 1933 214 12.4%  苦地丁 1045 456 -30.4% 

粉葛根 2829 317 12.6%  玫瑰花 537 227 -29.8% 

石见穿 2047 262 14.7%  党参 379 107 -22.0% 

覆盆子 2690 536 24.9%  银柴胡 434 108 -19.9% 

三棱 2683 776 40.7% 
 

车前子 1496 324 -17.8% 

 

8.月度总结 

本月市场受淡季深入和药厂认证影响，疲软的市场销售状况依旧。低迷的市场淡季需求，

和整体生产过剩的局面，给市场大局行情带来压力，形成多数品种的行情出现下降或走平，

少数品种价涨。中药材月价格指数，在市场基本面偏弱的环境下，继上月下降后，本月又继

续大幅下探。从指数走势看，月价格指数下降趋势已经形成，下期指数可能继续小幅走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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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市场整体行情仍以弱势为主，部分品种受减产因素和人气的支撑，虽然仍在价走高

位或出现行情反弹，但成交量明显不足。多数品种行情表现犹豫或势气偏弱，价格平盘横移

或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本期价格上升的品种有紫河车、五味子、枸杞子、蛇床子、山柰、板

蓝根、太子参、八角、菟丝子等。价格下降的品种有百部、胖大海、牛蒡子、银柴胡、地肤

子、三七、玫瑰花、砂仁、巴戟天等。 

本期在时间上，不仅是月度的终结，还是本年第二季度和前半年的终结。从市场前半年

的表现看，整体行情处于防守状态活力不足。后期市场的走势，除受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影响

外，天气变化因素（包括厄尔尼若现象），供求关系和人气指数因素，将主导市场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