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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本报告的监测时间为：2014年 9月 1日-2014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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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月）总指数收 1151.67 点，环比上涨 5.41点，涨幅 0.47%。

本期月价格指数已第二个月上涨。周总指数点介于 1150.50-1155.34点之间，四周周指数呈

逐渐上涨态势。12个大类（月）指数环比跌涨幅介于-0.32%到 3.93%之间，其中涨幅较大的

是菌、藻类，跌幅较大的是根及根茎类。16个功效中，（月）指数环比 10个走跌，6个上涨，

其中月跌幅最大的是止血药，月涨幅最大的是温里药。34个产地（月）指数环比 19个走跌，

10个上涨，5 个走平。512个品种中，本月涨多跌少，上涨的品种有 244个，走跌的品种 229

个，价格未发生变化的品种为 39 个。随着天气转凉，市场逐渐进入传统的销售旺季。市场

交易状况略有好转，但受市场大局环境的左右，依然没有出现以往同时期的繁华景象。从目

前市场的现状看，下期指数虽仍有小幅上升的可能，但市场难有理想表现。 

2.价格信息采集 

本月各市场共采集价格信息约 16.20万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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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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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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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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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月）总指数收于 1151.67点，环比上涨 5.41点，

涨幅为 0.47%，本期月价格指数已第二个月上涨。天气转凉，市场逐渐进入传统的销售旺季。

市场交易状况和前期相比，虽然略有好转，但受市场大局环境的左右，9 月份依然没有出现

以往同时期的繁华景象。如图 3-1所示。 

图 3-1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月）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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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呈逐渐上涨态势，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周）总指数如图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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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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数走势呈现窄幅震荡上涨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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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到 3.93%之间，其中 9个上升，3个走

跌，涨幅较大的是菌、藻类，跌幅较大的是根及根茎类。大类涨跌情况如图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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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环比涨幅较大的 5 个大类（月）指数 

 

 

5.功效（月）指数分析 

指数 16个功效中，（月）指数环比 10个走跌，6个上涨。月跌幅最大的是止血药，月

跌幅为 7.87%；月涨幅最大的是温里药，月涨幅为 4.71%。功效指数跌涨数目及比例分别如

图 5-1和图 5-2所示。 

图 5-1 环比涨幅较大的 5 个功效（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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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环比跌幅较大的 5 个功效（月）指数 

 
 

6.产地（月）指数分析 

本期 34个产地（月）指数环比 19个走跌，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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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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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环比上涨的 5 个产地指数 

 
 

图 6-3 环比下跌的 5 个产地（月）指数 

 

7.品种（月）指数分析 

指数 512个品种中，本月涨多跌少，上涨的品种有 244个，走跌的品种 229 个，价格未

发生变化的品种为 39个，分别占 48%、45%和 7%。品种指数跌涨数目及比例如图 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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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小类（月）指数跌涨数目及比例 

 
 

本月品种指数环比跌涨幅分布大部分位于-3%到 4%之间，上涨品种多于下跌品种，512

个品种跌涨幅度分布详情如图 7-2所示。 

图 7-2 小类（月）指数环比跌涨幅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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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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藿香 2020 -528 35.41%  地肤子 4900 3450 -41.32% 

牛蒡根 844 -139 19.64%  三七 326 115 -26.06% 

仙茅 1141 -175 18.16%  酸枣仁 1985 467 -19.05% 

麦冬 965 -118 13.89%  水红花子 4288 707 -14.15% 

淡竹叶 1534 -187 13.88%  玉竹 1846 247 -11.79% 

 

8.月度总结 

本月天气转凉，市场逐渐进入传统的销售旺季。市场交易状况和前期相比，虽然略有好

转，但受市场大局环境的左右，依然没有出现以往同时期的繁华景象。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

医药行业的规范调整，使市场阶段性的需求放缓。市场短期整体供大于求的压力，使市场大

局行情缺乏了以往的朝气，形成市场有点旺季不旺的感觉。本期市场主局行情以稳坚为主，

部分品种的价格，受供求矛盾的影响或人气的带动各有升降。月指数价格走势，在市场季节

利好的支撑下小幅走强。从目前市场的现状看，下期指数虽仍有小幅上升的可能，但市场难

有理想表现。 

本期价格上涨的品种有藿香、桂通、仙茅、五味子、麦冬、枸杞子、郁李仁、旱半夏、

木瓜、板蓝根等。这些品种有的因新货产量减少，有的是因价位偏低有商家入手，形成行情

上涨。本期下降的品种有地肤子、柏子仁、射干、金樱子、菟丝子、鸡冠花、郁金、党参、

砂仁等。这写品种有的是因产新期到价位偏高，而行情回落，有的是因生产过剩库存较丰，

而价格下滑。 

中药材行情经过前几年红红火火的动荡，目前处于阶段性的调整过程中。由于市场正在

向新的经营模式探索前进，所以这一调整期的时间长短虽然难以预期，但短期很难回归以往

的涨势。因此生产者、经营者及行业机构厂家，应把握市场动脉，顺利度过这一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