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美· 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报告》2019 年 01 月 

1 月指数月报：中药材市场步入低谷试探期，机遇在孕育而生 

摘要 

2019 年 1 月底，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日）指数收于 1214.2 点，较月初下跌 0.52%。

本月日指数呈现震荡下行，延续去年行情下跌的趋势。 

在涨幅榜中，涨幅较大的品种有：青果、月季花、九香虫等。其中，青果因药用货库存

薄弱，而 1 月份购买青果的商家增多，致使行情上涨；月季花因 2018 年产新量减少，需求

量增加，拉动价格上行；九香虫因捕捉量减少，野生货源稀缺，涨势加快。 

在跌幅榜中，跌幅较大的品种有：前胡、沙苑子、龟甲等。其中，前胡因近几年药农种

植热情高涨，盲目扩大种植，库存不断累积，导致行情“一泻千里”；沙苑子因去年秋末冬

初产新量较大，现阶段新货大量上市冲击，行情被拖垮下跌；而龟甲因家养和进口量过多，

而且龟甲市场鱼龙混杂，自从 2018 年 7 月份以来，行情下滑。 

多数药材品种行情已处于低价位，再大幅度下跌的空间有限，预期以阴跌或者小幅回调

为主。2019 年，中药材市场将处于底部试探期，风险虽有，但机遇正在低谷中蕴藏萌发。 

1. 药市评论 

1 月，作为中药材市场新一年起始月份，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毕竟若有良好的开局，

会极大增强市场商家信心。同时，1 月份又处于春节假期前后，多数商家是以清帐、回笼资

金、库存盘点、营收总结为主，销售也多以现金为主。因此市场销量有限，大货成交量一般，

小批量走销平平，商家早早关门歇业，等待来年再战。 

1 月份的市场行情也是萎靡运行，涨的品种少，跌的品种多。本月，没有热点，涨价的

题材也不足，行情在低迷中“僵持”，商家在疲软中煎熬。 

1 月，各属性板块难有热点：家种根茎类药材新货陆续上市，行情普遍下跌；籽仁类药

材表现尚可，库存增减将为后期行情变化指明方向；全草类、花叶类受工值支撑，行情不温

不火；藤木类、菌藻类、动物类、矿石类的年用量多数不大，行情少有波动。 

2019 年的 1 月，市场疲软开局，面临需求不足，库存增加，商家信心减弱的大环境，



 

市场行情下跌压力仍大，但随着不少品种行情已进入低位，价格大跌的可能性已不大，多数

以阴跌或者小幅回调为主。2019 年，中药材市场仍将在低谷中运行，处于底部试底阶段。 

虽然当前市场很煎熬，但正是低谷才能孕育机会，低价才能调减生产，商家应理性看待，

适时调整经营模式，规避行情波动风险。冬天已去，春天已来，坚定信心，踏实苦干，相信

中药材市场新一轮繁荣即将到来！ 

2. 总指数 

2019 年 1 月底，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日）指数收于 1214.2 点，较月初下跌 0.52%。

本月日指数呈现震荡下行之势，药材市场刚刚开市，行情走势保持去年下滑趋势。其中，1

月 3 日日指数达到本月最高值 1220.62 点，本月最低值为 1 月 29 日的 1214.2 点。 

 



 

图表：2019 年 1 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走势图 

3. 部位指数 

本期 12 个部位分类的价格日指数同比上月涨跌介于-1.15%至 1.79%之间，其中有 4 类

上涨，8 类下跌。 

本期矿物类价格指数涨幅最大，上涨了 1.79%。矿物类的常见品种有龙骨、石膏、龙齿、

磁石等。其中，龙骨因近年来资源稀缺，保护力度加强，需求量逐年增加，在 1 月份上涨了

3.77%。 

果实、子仁类价格指数跌幅最大，下跌了 1.15%。果实、子仁类的常见品种有枸杞子、

薏苡仁、陈皮、山楂、苦杏仁、女贞子、莲子、桃仁等，本期对果实、子仁类指数变化影响

较大的品种是陈皮、枳实等，陈皮因待售货源充沛，年后行情疲软，下跌 7.52%；枳实因生

产过剩，下跌 8.13%。 

2019 年 1 月根及根茎类价格指数下跌了 0.85%，影响比较大的品种是重楼、丹参、前

胡等。其中，丹参因 2018 年产出量增多，春节过后商家购货力度依然不大，行情下跌 8.82%；

前胡因可供货源量充足，商家出售积极，指数下滑 22.8%。 



 

 

图表：部位指数及本月跌涨情况 

4. 功效指数 

本月 16 个功效分类中，有 7 类上涨，8 类下跌，与上期持平的类别有 1 类。16 个功效

分类涨跌幅介于-2.39%至 4.53%之间。 

驱虫药涨幅最大，主要是受槟榔、使君子价格坚挺的影响。其中，槟榔受药厂对黄曲霉

素要求严格影响，持货商惜售心理逐渐增强，行情转坚；使君子货源走销颇佳，价格保持坚

挺。 

化痰止咳平喘药跌幅最大，是因为前胡、浙贝母行情疲软所致。其中，前胡因近年家种

种植面积大，产地货源多，前段时间产区来货量较大，行情下滑；浙贝母生产过剩，库存较

丰，需求依然萎靡，行情持续疲软。 



 

 

图表：功效指数及本月跌涨情况 

5. 产地指数 

本期 29 个产地价格指数中，有 12 个产地上涨，17 个产地下跌，产地指数涨跌幅介于

-1.79%~1.18%之间。 

贵州地区指数位居涨幅榜前列，上涨 1.18%，主要得益于九香虫市场货源较缺，年后持

货者惜售，价格上涨。 

浙江地区指数独占跌幅榜榜首，下跌 1.79%，主要缘于前胡、覆盆子、浙贝母行情大幅

下跌。 



 

 

图表：产地指数本月跌涨情况 

6. 品种指数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 515 个代表品种中，121 个品种价格指数上涨，152 个品种

出现下跌，与上期持平的品种有 242 个。 

 

图表：品种指数涨跌数目及占比情况 

2019 年 1 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没有明显波动的品种有 242 个品种，占绝大多



 

数。涨跌幅在-5%~5%的品种有 491 种，占总数的 95.34%，另有 2.52%的品种跌幅在 5%以

上，2.14%的品种涨幅在 5%以上，涨跌幅在-3%~-1%和-1%~0%的品种均有 64 个品种，可

见，处于下跌状况的品种比上涨的品种多。 

 

图表：中药材品种涨跌分布情况 

中药材价格指数 515 个代表品种中，本月涨幅较大的依幅度由大到小有重楼、青果、月

季花、九香虫、独活等。下跌幅度由大到小的产品依次前胡、沙苑子、龟甲、丹参、益智等。 



 

 

图表：品种价格指数本月涨跌排行榜（同比上月） 

7. 热门品种浅析 

青果货源偏紧，人工成本提高 

在 1 月份，青果价格指数上涨 23.22%。主要原因是橄榄青果人工成本提升，食用量较

大，药用货市场可供货源偏紧，在 1 月商家购货积极且增加，随着货源逐渐消化，行情逐步

上涨。 



 

 

图表：青果价格指数走势图 

月季花产量不大，库存薄弱 

月季花被称为“花中皇后”，性温、味甘，入肝经，有活血调经、消肿解毒之功效。2018

年月季花产出量不大，在需求的拉动下，行情逐渐上扬；近期，可供量显紧，随着货源消化，

行情继续上升。在 1 月份，月季花价格指数上涨 12.82%。 

 

图表：月季花价格指数走势图 

九香虫资源稀缺，产出量偏少 

九香虫是小三类品种，产销量都较少，多以野生货为主，在 11 月至次年 3 月前捕捉。

因野生资源逐年减少，家养技术尚未成熟，需求量在上升，本期九香虫采收进入中后期，捕

捉量逐渐明朗化，加之目前市场货源较缺，导致 1 月九香虫指数上涨 11.52%。 



 

 

图表：九香虫价格指数走势图 

前胡家种规模过大，商家积极抛售 

因近几年政策利好，贵州、湖南等地大面积种植前胡，农户种植热情高涨。前段时间产

区来货量不断增加，库存逐渐累积，货源走动缓慢，商家出售意愿较强，行情持续下滑。在

1 月份，前胡价格指数下跌 22.8%。 

 

图表：前胡价格指数走势图 

沙苑子产新量较大，行情逐步下滑 

沙苑子为一年生豆科植物扁茎黄芪的干燥成熟种子，秋末冬初果实成熟尚未开裂时采割

植株。目前沙苑子待售库存较丰，2018 年产新量较大，随着新货不断大量上市，而实际消

化有限，自产新以来，行情逐步下滑。在 1 月份，沙苑子价格指数下跌 9.28%。 

 



 

 

图表：沙苑子价格指数走势图 

龟甲养殖过多，需求不足 

近年来，龟甲养殖户明显增多，进口龟甲来货也不少，可供货源增多；而且伪品龟甲充

斥市场，实际消化能力有限，自从 2018 年 7 月份以来，龟甲行情呈现下跌趋势。在 1 月份，

龟甲价格指数下跌 9.18%。 

反而龟甲胶行情却是节节攀升，这主要是因为：一是 2010 年 12 月 28 日，山东省物价

局下发通知，规定龟甲胶不再纳入政府定价管理范围，价格由企业自主制定。从此，龟甲胶

价格管制松绑，其产品提价随即而来，且品牌溢价也很大！二是龟甲胶质量问题受到监管，

特别是 2018 年药市大整顿，因此药厂、药企为了应付国家检查，购买含量过关的高价龟甲

生产龟甲胶，含量不够的龟甲胶（多因含有牛皮源成分）逐步退出市场；三是多数家养龟和

进口龟用来制作龟甲胶的含量不达标，达到药典标准的正品龟甲货源缺少。 



 

 

图表：龟甲价格指数走势图 

8. 总结 

1 月，中药材库存压力大，需求不畅、交易量不足，商家信心指数不高，持货商惜售的

心态下降，市场行情疲软依旧。高价的药材面临检验，低价的药材尚有下调空间，导致商家

谨慎观望，投资兴趣不高，资金介入力度不大。综合而言，涨的品种少，跌的品种多，但多

数药材品种行情已处于低价，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已很小，多以小幅下调或震荡为主。 

立春过后，气温逐渐升高，南方春暖花开，北方冰雪消融，大部分药用植物已经开始生

根、发芽、出苗，中药材种植的黄金时段逐渐到来！部分药材种养也即将进入调减，商家只

需坚定信心，踏实苦干，理性看待市场，相信新一轮的中药材市场牛市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