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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本报告的监测时间为：2014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大部分价格指

数对比都是采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4 年 1 月 1 日的日常总指数。 

2014 年为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http://cnkmprice.kmzyw.com.cn/）功

能逐步完善、界面逐步清晰、实用性进一步加强、页面性能逐步优化的一年，在

这一年我们保证了指数的正常运营的同时，使得指数更加完善，指数价格走势更

加符合市场行情。同时今年我们新增了属性指数、产地价格使得指数体系更加饱

满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在日常运营上更加规范化合理化，在日常指数正常发布的

同时每月每周我们都会按时发布相应指数分析文章、日常指数报告等。在价格数

据质量管理方面我们采用了自动化加人工识别方式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同时更

加科学化合理化。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 2014 年（年）总指数收于 1160.76 点，环比上涨 59.02

点，涨幅为 5.36%，据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网监测发现：指数 513 个小类

中，本年度上涨的有 306 种，走跌 204 种，一个走平，另外 2014 年新上线的有

2 个品种。 

 

2 年度指数运营总结 

2.1 康美•中国中药价格指数简介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是国内第一个依托大型民营企业编制的全国性价

格指数，由国家发改委负责项目立项、协调和验收，广东省物价局、揭阳和普宁

物价局具体指导，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实施。该指数选取安徽亳州、

河北安国、广西玉林、成都荷花池、湖南廉桥、广东普宁 6大市场作为信息采集

点。反复听取各方意见以及实地调研论证后，确定 500多个品种，700多个品规

作为价格指数品种目录。 

为确保指数平台运行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公司成立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

http://cnkmprice.kmzyw.com.cn/


 

 4 

指数运营中心，以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保证指数平台高效运营。通过建立服务网点

与移动应用 APP程序结合的信息采集模式，保障了信息来源的时效性；通过建立

信息异常检测体系，提高了信息采集的可靠性；通过丰富指数的内涵和外延，增

强了指数的实用性。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是国内第一个依托大型民营企业编制的全国性价

格指数，由国家发改委负责项目立项、协调和验收，广东省物价局、揭阳和普宁

物价局具体指导，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面简称“康美药业”）负责具体实

施。项目于 2012 年 3 月底在北京正式启动，2012年 6 月 15 日顺利通过国家发

改委组织的专家评审，2012 年 6 月中旬至 8 月底完成指数平台需求分析、系统

设计、平台开发、系统测试等各项工作，2012 年 9 月 1 日与广东省物价平台同

步数据试运行，2013 年 1 月 8 号正式对外发布。指数正式发布后，平台的升级

优化和新功能开发一直在持续进行， 2013年 3 月 28日，英文版上线，2013年

4月 26日，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日指数发布，同年 8月 10日，市场指数

上线，2014 年 2 月 28 日，属性指数发布。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是我国首

个国家级中药材价格指数，经过约 2年半时间的运营，目前已经成为了我国最权

威、最科学、最完善的中药材价格信息实时监测平台。 

 

2.2 指数运营情况 

2014 年指数运营重点主要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数据体系建设、规范与检

错；二是指数前台页面优化与功能增加；三是日常运营与分析报告优化。 

 

数据体系建设方面：指数数据的质量是整个平台的根基，如果指数走势不能

与市场行情不一致，甚至背离，那么整个项目就是失败的，后续的运营也就失去

了意义。这一块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数据采集模版的统一，以及数十次的模版修订工作； 

2.数据检错机制的建立并集成于康美中药网后台，包括横向和纵向对比、长

期价格未变品种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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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数自动发布体系建立，数据缺失，市场未上传数据等的处理机制的建立； 

4.基期价格、小类权重、历史价格等严重数据错误的更正和处理； 

5.各市场采集数据质量评估机制建立，从数据是否按时上传、更新频率、准

确率、积极性等维度评价采集质量。 

 

前台页面优化：在指数数据体系完善的同时，如何向用户合理展示各类数据

信息，并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平台建设重点之一，这一块的变化登录指数

网站前台即可看到全部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详细指数功能页面见下图）: 

1.指数均线体系建立，类似于股指，展示时自动添加多条均线； 

2.属性指数上线； 

3.多音字与别字体系重建； 

4.指数检索栏重新设计和指数帮助栏目上线； 

5.产地价格上线； 

6.个性化数据展示上线，重新设计数据展示区，新增关联指数与排行榜信息。

 

图表 1 指数前台页面展示 

 

日常运营与指数报告：网站分析文章更新、各机制建立后的日常维护与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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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指数分析报告、预测报告见下图 

1.物价局、新华网日报； 

2.网站分析文章，周报、月报、年报，采集评估报告； 

3.日常数据审核与数据质量监测； 

4.前台页面与后台数据功能的测试。 

 

图表 2 指数日常运营报告 

 

2.3 指数未来走势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的良好运行有利于中医药行业的规范化与中医药

产业的国际化，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工程。力求打造行业内“中

药材价格晴雨表”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对指数运营的下一步发展我们做了如

下规划： 

1.进一步完善数据体系的建设，加强并巩固指数对中药材价格的引导性，打

造维的价格指数经济圈。 

2.进一步扩大指数的宣传力度，要加强广大药农、药商之间的宣传力度，特

别是要在相关政策的扶持下，通过政企联合宣传推广方式，扩大指数的辐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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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4 年指数走势分析 

3.1 整体指数走势分析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 2014年（年）总指数收于 1160.76点，环比上涨 59.01

点，涨幅为 5.36%，涨幅明显低于去年水平，但是整体仍然呈现上升趋势。年总

指数如图 3所示。 

 

图表 3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年总指数 

 

2014年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最终收于 1142.45 点，从年度走势来看，

2014年年初指数走势逐渐升温，一直到 4月份达到本年度最高点位，之后出现

大幅下滑，降至 7月份谷底，随后出现小幅反弹，但上升阻力明显，缓慢爬升至

10月份后，指数开始呈现震荡弱势下滑。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预计后续走势

变动幅度不会太大，依然以弱势震荡为主。结合 2014年中药材市场行情来看，

指数走势与市场中药材价格走势、供给需求行情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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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 2014 年日常指数 

 

3.2 各品种价格涨跌分布 

指数 513个中药材代表品种中，2014年新增品种 2个分别是附子和玛咖，

剩下的 511个品种年度价格上涨的有 306个，价格下跌的有 204个，价格没有发

生变化的仅仅 1个品种。价格上涨下跌基本四六均分，说明价格监测体系基本覆

盖到了全部代表品，而且今年上涨品种多于走跌品种。 

 

图表 5 品种指数涨跌数目及占比情况 

 

走平, 1, 0% 

上涨, 306, 
60% 

下跌, 20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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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常见品种中涨幅最高的是紫花地丁，上涨幅度超过 100%，其次是防风、

三棱、肉桂等。常见药材中下跌幅度最大的是胖大海、三七、党参等。各品种涨

跌幅度不一，基本平均分布在各涨跌区间内，涨跌幅度介于-5%到 5%之间的品种

有 163种，占 31.9%，跌幅小于-5%的有 131种，占 25.64，跌幅大于 5%的有 217

种，占 42.47%。其中涨幅超过 20的品种有 94个，不过大部分品种由于本身价

格较低导致，而且很多并不是常规品种。 

 

图表 6 中药材品种涨跌分布情况 

 

3.3 涨跌前十排行榜 

2014年中药材价格涨幅排名前十的是紫花地丁、广藿香、覆盆子、伊贝母、

夏枯草、粉葛根、吴茱萸、防风、三棱、枳壳、肉桂。其中夏枯草和三棱上半年

涨幅惊人，下半年随着行情减弱价格出现明显下跌，但全年整体仍然呈现上升趋

势。具体上涨情况见下图。 

 

图表 7 2014 年度涨幅排名前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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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药材价格跌幅排名前十的是胖大海、三七、党参、银柴胡、桂圆、

猫爪草、当归、栀子、郁金、玉竹，其中胖大海、三七、银柴胡、桂圆、栀子、

玉竹基本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开始出现大幅价格下滑。具体下跌情况见下图。 

 

图表 8 2014 年度跌幅排名前十品种 

 

3.4 各大市场指数走势 

2014年 6大采集市场指数整体走势基本与总指数一直，都是呈现先涨后跌

继而弱势震荡行走的趋势，其中吻合度较高的是亳州市场、成都荷花池市场和普

宁市场。各大市场 2014年全年中药材价格指数走势详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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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各大市场 2014 年指数走势 

4 部位分类指数走势分析 

4.1 各部位总体走势情况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按照用药部位分为 12大部位指数，分别是根及根

茎类指数，果实、子仁类指数，全草类指数，花类、孢子类指数，叶类指数，皮

类指数，茎木类指数，树脂类指数，菌、藻类指数，动物类指数，矿物类指数，

以及其它类指数。12大部位指数走势行情各异，基本由于给大类别本身因素决

定。其中根及根茎类指数走势基本与总指数走势基本一致，其主要是根茎类品种

最多，覆盖面广所致；全年价格指数持续上涨的有矿物类、菌藻类、茎木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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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价格持续走跌的有树脂类、动物类。2014年 12大部位指数中涨幅居首的是菌

藻类，涨幅为 14.66%，跌幅居首的是根及根茎类，跌幅 7.60%。 

 

图表 10 部位指数及其涨跌情况 

 

4.2 菌、藻类走势 

部位分类体系中菌藻类涨幅居首，年度上涨 14.66%，从菌藻类指数 2014年

具体走势来看，今年上半年基本呈现水平直走，到下半年指数开始逐渐上涨，涨

幅接近 200点，而且菌藻类完全与总指数走势相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

菌藻类行情大部分药材行情所致，另一个原因是在中药价格指数 513个小类指数

中，菌藻类只有 11个，所以菌藻类对总指数的影响很小。2014年菌藻类指数详

细走势请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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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菌、藻类 2014 年指数走势情况 

 

在 11种菌藻类中药材中，常见的中药材由有茯苓、猪苓、灵芝、冬虫夏草。

其中下跌的品种有 3个，分别是海藻、金蝉花和冬虫夏草，其他品种都有不同幅

度的上涨，涨幅居首的是雷丸，其次是茯苓和马勃。常见菌藻类品种涨跌幅度如

下图所示 

 

图表 12 菌、藻类常见品种涨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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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根及根茎类走势 

部位分类体系中根及根茎类下跌幅度居首，年度下跌 7.60%，从根及根茎类

指数 2014 年具体走势来看，基本与总指数一致。先涨后跌接着震荡下行，下图

明显看出第一季度走势与总指数完全一致，到 3月份以后，根及根茎类下滑力度

明显高于总指数。主要由于根及根茎类是毫无疑问的第一大类，513个小类中有

130 个属于此类占比超过 25%，所以基本能起到影响总指数走势的作用，另外根

及根茎类中常见药材所占比重同样较多，由于常见药材通常价格波动幅度较高，

所以根茎类走势幅度要高于总指数也是合理的范围。2014 年根及根茎类指数详

细走势请见下图。 

 

图表 13 根及根茎类 2014 年指数走势情况 

 

2014年根及根茎类具体品种涨跌情况呈现如下图分布，常见品种中上涨和下

跌品种数基本持平，但是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上涨超过 60%的品种明显要多样下

跌超过 60%的品种，但是涨跌幅在 20%到 60%之间的品种中，下跌要多于上涨的

品种，受此因素影响，2014 年根及根茎类指数总体呈现下滑趋势。2014 年根及

根茎类涨幅前三的是伊贝母、粉葛根和防风。跌幅前三的分别是三七、党参和银

柴胡。根及根茎类 2014年涨跌分布、涨跌前十排名详细请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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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根茎类涨跌分布及涨跌排行榜 

5 产地分类指数走势分析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按照中药材产地区域发布可以分为产地指数，目

前总共有 29 个产地指数（包含 28 个国内产地和一个进口指数），分别是云南产

地类指数，广东产地类指数，吉林产地类指数，贵州产地类指数，安徽产地类指

数，河北产地类指数，浙江产地类指数，黑龙江产地类指数，山东产地类指数，

四川产地类指数，湖北产地类指数，河南产地类指数，湖南产地类指数，甘肃产

地类指数，内蒙古产地类指数，广西产地类指数，山西产地类指数，福建产地类

指数，江西产地类指数，新疆产地类指数，辽宁产地类指数，西藏产地类指数，

陕西产地类指数，海南产地类指数，宁夏产地类指数，江苏产地类指数，上海产

地类指数，进口产地类指数，东北产地类指数。由于中药材本身受环境、气候等

因素影响，导致各省药材分布不均，例如价格指数体系中安徽省有 82种中药材，

占比超过 10%，名副其实的中药大省，其次是四川、广西，分别有 58种和 45种。 

产地指数中上涨幅度最大 5个产地依次为山西、吉林、江西、安徽和内蒙古，

其中下跌幅度最大的五个产地指数依次为福建、云南、甘肃宁夏和河北。这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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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数的具体数据如图所示。 

 

图表 15 产地指数涨幅前五 

 

 

图表 16 产地指数跌幅前五 

 

6 年度热门品种走势分析 

6.1 三七走势分析 

2014全年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出现明显下滑，主要受到药材供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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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另外也有药商之间价格的博弈，同样各种投资也会参与其中。不过今年最

受关注的品种毫无疑问非三七莫属，而且 2014年常见药材中三七价格下降幅度

最大。三七是我国名贵常用中药材，四十种大宗大药材品种之一，有 400多年的

应用历史，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三七主产地云南、广西，以云南文

山州和广西靖西县、那坡县所产的三七质量较好，为地道药材，多系栽培。此外

四川、贵州、江西等省也有栽培。 

2014年三七指数从年初的 591.01点降至年末的 225.41点，降幅 61.86%，

全年下降主要集中在 5月至 10月份之间，基本上每天都在降，到 2014年年末，

指数基本开始平稳行走，偶尔略有微小幅度上涨。 

 

图表 17 三七 2014 年指数走势 

 

从市场反馈来看，目前 120头的货价格在 150元左右，其原因主要就是药农

盲目扩种，并且药商在七农忙着扩种的时候，以预见到三期的没落，纷纷抛售货

源，另外有药厂也开始自建基地，原料供应得到了缓解，从而导致三七的辉煌历

史已经落下帷幕，之后就要靠三七实际需求的拉动，货源的大量消化，农民的弃

种，便是下一个周期的开始，但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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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各市场三七参考价格 

 

6.2 广藿香走势分析 

2014年常用药材中涨幅最高的是广藿香，广藿香中药名为唇形科植物广藿

香的干燥地上部分。枝叶茂盛时采割，日晒夜闷，反复至干。主要用于湿浊中阻，

脘痞呕吐，暑湿表证，湿温初起，发热倦怠，胸闷不舒，寒湿闭暑，腹痛吐泻，

鼻渊头痛。 

2014年广藿香指数从年初的 1350.31点涨至年末的 2467.49点，上涨 82.74%，

从全年走势来看，广藿香的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 8月底至 10月份期间内。另外

1月份至 8月份基本呈现水平走势，主要集中在 1500点位，同样 10月份至年末

也是水平走势，主要集中在 2500点。 

 

图表 19 广藿香 2014 年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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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反馈来看，目前广藿香统货价格在 15-17元左右。2014年度广藿香

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近两年以来种植面积有所减少，另外今年产地受

天气影响，广藿香长势不好，产量也有所减少，受此影响导致新货持续减产，市

场货源偏紧。另一方面 8、9、10月份期间，关注商家增多，市场需求增多，本

身广藿香供给不足，而且在需求增多两方面共同作用下，行情上扬，价格上涨。 

 

图表 20 各市场广藿香参考价格 

 

7 2014 年度总结 

辞旧迎新，新的一年来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药材市场交易状况显得清淡，

整体行情缺乏旺盛的激情，以平稳的脚步度过了，这个历史上周期性的调整年份。

这一年上游生产积极性没有明显减缩，至使供大于求的矛盾继续。而下游的需求

迟缓，和中游的商家人气减退，导致了市场疲软的一幕。这一年各药材品种的行

情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变差巨大，有的品种连创天价，有的品种屡试新低，多

数品种失去方向性感觉。这一现象的形成，主要是近年社会经济发展过快，各品

种在自己个性的基础上，都在寻找适应自己的新时代价值空间。 

目前中药材市场经过 2014年的调整磨合，带着不少残留的疑问，跨进了 2015

年。从时间周期上看，2015 年是市场熊牛趋势转折拐点。但由于前几年的超级

牛市，给这次时间拐点留下不少新的障碍和阻力，因此，这一转势过程不可能一

帆风顺。市场价位偏低的品种，明年可能有的试涨，价位偏高的品种多数要止涨

回落，以奠定夯实市场整体行情再次起步的基点。用传统的观念看待时间，用新

兴思维看待空间，去迎接和拼搏不平凡的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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