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美· 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报告》2019 年 05 月 

5 月指数月报：五月天多变，中药材市场行情波动频繁 

摘要 

2019年 5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月）指数报于 1204.63点，环比下跌 0.30%；比上

年同期的 1257.24点下跌了 4.18%。药材市场购销已由旺季向淡季转变，需求拉动减缓，商

家投资情绪虽有回升，但总体是谨慎乐观，加之各种药材陆续产新，而且降雨、降雪、干旱、

冰雹等天气灾害频发，使得 5月的中药材市场行情波动频繁。 

1. 药市评论 

5 月的中药材市场，行情两极分化加剧。一边是因各种关口政策、减产、减种题材，

价涨品种不少，如白豆蔻、八角、五味子、人参、西洋参、郁李仁等；一边是大量产新，

价格跌入低谷，如浙贝母、延胡索、苦地丁、瓜蒌等。涨价的品种持货商有信心，低价

的品种投资商多关注。 

5 月，虽然自然灾害频发，对部分品种生长造成影响，但总体看，行情涨幅一般，

这对于很多处于中高位的品种来说，灾情只是减缓了下跌速度，专营商也多是谨慎投资，

因此，不少题材品种行情近期都是以震荡为主。而对于低价品种，因行情已跌入低谷时

间较短，在生产源头种植规模化背景下，加之市场需求也不足，供求矛盾转化还需要较

长时日。 

5 月，对于产新品种而言，行情多是下滑，说明市场整体趋势还是向下，市场活跃

度低，当前的中药材市场，仍处于底部试验、验证、震荡阶段时期。6 月，随着产新品

种增多，价格波动将起着验证作用。同时，6 月的天气因素仍将是影响行情波动的重要

外在因素，商家仍须密切关注。 

2. 总指数 

2019年 5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月）指数报于 1204.63点，环比下跌 0.30%；比上

年同期的 1257.24点下跌了 4.18%。 



 

 

从本月内日指数的变化趋势看，2019 年 5 月底，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日）指数收

于 1200.89点，较月初下跌 0.39%。5月 5日日指数达到本月最高值 1205.82点，本月最低

值为 5月 31日的 1200.89点。 

 

图表：201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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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幅介于-3.73%至 1.26%之间，其中有 5类上涨，

7类下跌。 

本期皮类价格指数涨幅最大，上涨了 1.26%，影响较大的品种是关黄柏、黄柏等。其中，

关黄柏行情上涨 5.51%，黄柏价格抬升 1.59%。 



 

 

花类、孢子类价格指数跌幅最大，下跌了 3.73%，影响较大的品种是金银花、菊花等。

其中，金银花价格指数下滑 8.59%，菊花行情回调 0.61%。 

根及根茎类监测的品种最多，达到 130 个品种。2019 年 5 月根及根茎类价格指数下跌

了 0.50%，影响比较大的品种是麦冬、木香、地黄等。其中，麦冬行情下跌 6.90%，木香行

情下降 10.73%，地黄行情略有下滑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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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幅介于-1.20%至 2.68%之间，有 7类上涨，8类下跌，1类与

上期持平。 

止血药涨幅最大，主要是受三七、侧柏叶价格坚挺的影响。其中，三七价格上涨主要是

因为云南产区遭遇干旱，带动货源走动畅快，交易量增加，行情上涨，以投料类小七、剪口、

戴帽、统货等规格为主，但随着 5月底至 6月初，产区连续降雨，旱情得到有效缓解，行情



 

 

回调，再逐渐转向平稳。 

化痰止咳平喘药跌幅最大，是因为瓜蒌子、苦杏仁行情疲软所致。其中瓜蒌子可供货源

量充足，加之需求拉动不足，行情不断下滑；苦杏仁临近产新，近期商家关注度减弱，寻货

商家不多，货源走销迟缓，行情稳中显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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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产地上涨，20 个产地下跌，产地指数涨跌幅介于

-3.45%至 2.69%之间。 

辽宁：5 月辽宁地区价格指数上涨 2.69%，这主要得益于琥珀、五味子、油松节等价格

上升。其中，琥珀因库存偏少，统货价格上涨 19.16%；五味子因天气原因，开花坐果受到

到影响，统货行情上涨 6.69%。 

河北：5 月河北地区价格指数下跌 3.45%，这主要是因为苦地丁、瓜蒌、金银花等价格

下跌所累。其中，苦地丁、瓜蒌、金银花新货大量上市，行情应声而下，苦地丁价格统货下

滑 50.44%，瓜蒌统货价格下滑 18.20%，金银花统货价格下滑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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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个品种价格指数上涨，126 个品种

出现下跌，与上期持平的品种有 271 个。而 4 月份，上涨品种有 142 个，下跌品种有 127

个，246个品种没有明显波动，可见本期上涨品种的数量减少 24个。 

 

图表：品种指数涨跌数目及占比情况 



 

 

2019 年 5 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没有明显变化的品种有 271 个，占比 53%。涨

跌幅在-5%至 5%的品种有 479种，占总数的 93.01%，另有 3.88%的品种跌幅在 5%以上，3.11%

的品种涨幅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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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果、琥珀、卷

柏、八角茴香、穿心莲、山茱萸、三七等。 

下跌幅度由大到小的产品依次苦地丁、瓜蒌、玳玳花、天葵子、猫爪草、覆盆子、木香、

龟甲、蒺藜、芡实、紫花地丁、金银花等。 

涨跌幅排在前 20 名的品种涨跌情况如下表。 



 

 

 

图表：品种价格指数涨跌排行榜 

7. 热门品种浅析 

旱情助草果行情上涨 

草果，既是中药材也是香料，近期产地交易活跃，成交量不断上升，商家关注度较高，

持货商要价坚挺，流通速度较快，行情稳步上涨。 

短短不到 2 个月的时间里，产地价格从 4 月中旬 35-36 元，上涨到 4 月下旬 41 元左右，

到 5 月底再次上涨到 50 元左右。 

现在进入 6 月份，随着云南产区连续降雨，旱情得到有效缓解，商家多处于观望状态，

人气迅速回落，行情止涨转稳。 



 

 

 

图表：草果价格指数走势图 

降雨浇灭三七价格上涨苗头 

三七同样受云南干旱影响，行情不断攀升，涨幅达 8.99%。随着 5 月底至 6 月初，云南

产区连续降雨，对前期的干旱有缓解作用，人气相对减少，购货力度减弱，货源流通放缓，

行情小幅回落。 

随着端午节临近，三七多为零售散补货，上市量主要以各规格的戴帽七交易为主，价格

相对平稳。 

 

图表：三七价格指数走势图 

肉豆蔻口岸来货量不大 

肉豆蔻是一种重要的香料，也是药用植物，具有温中行气，涩肠止泻之功效，同时有保



 

 

健作用，主产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热带地区，在我国广西、广东、云南、海南

等地区亦有种植。 

目前肉豆蔻货源供应量有限，近期货源正常消化，关注商家有增，货源购销良好。加之

受口岸政策影响，口岸来货量不大，来货成本提高，持货商家要价坚挺，行情稳步上升。 

 

图表：肉豆蔻价格指数走势图 

苦地丁产量剧增 

由于 2018 年苦地丁行情较好，带动药农的种植积极性，在去年立秋前后，苦地丁种植

面积增幅较大，今年 5-6 月份产新后，随着产新量不断上市，行情逐步下跌。 

虽说苦地丁生长周期短，生产容易恢复，但苦地丁质轻泡，占库房大，而且存放时间长

了比较容易变色，药商、药企多青睐于新货(新货颜色好，含量高)货源，大量游资不易介入，

造成苦地丁价格波动大，但波动时间较短。同时苦地丁属于疫情品种，易受流感疫情影响。 



 

 

 

图表：苦地丁价格指数走势图 

金银花产量大，价格下滑 

自从金银花产新开始，新货不断上市交易，行情就逐步下调。这次金银花价格下滑，主

要是最近一两年金银花行情上涨，刺激农户扩种，加强管理，淘汰老化的树木，重新种植新

的植株，导致今年产新量大幅增加。 

随着各产区头茬产新陆续结束，二茬花即将上市，目前行情暂时转稳，商家多持观望态

度。6 月 6 日平邑金银花交易价格，特级品货源少，交易量少，一、二、三、四级及等外品

货源充足，交易量大，交易活跃。特级价格 174-190 元，一级价格 160-172 元，二级价格 150-160

元，三级价格 130-150 元，四级价格 120-136 元，等外价格 36-120 元。 

 

图表：金银花价格指数走势图 



 

 

浙贝母采挖量大 

5 月浙贝母产新采挖到达高峰期，随着大量新货上市，购买商家不多，货源走动不快，

行情持续疲软。近日在浙江磐安产地，部分商家逢低买货，带动货源走销畅快，行情小幅反

弹。 

值得注意：浙贝母种植面积多，今年产新量增多，产地和市场依然有不少陈货库存量，

随着天气变热，市场销售淡季到来，强劲需求拉动难以维持，随着产新深入，后期行情充满

变数！ 

 

图表：浙贝母价格指数走势图 

8. 总结 

5 月有干旱、冰雹、低温冻害等减产题材发生，减产、减种的品种行情确实上涨了不少，

例如云南的三七、草果；宁夏、甘肃的枸杞子；陕西、河南的山茱萸；东北的五味子，以及

人参、西洋参等参类药材。 

5 月药材品种下跌的数量也不少，已产新品种比较凸显，例如金银花、浙贝母、延胡索、

苦地丁、瓜蒌等。可见，5 月的中药材市场行情两极分化加剧，市场人气、行情活跃程度、

品种关注力度明显处于近半年来的高位。但总的来说，目前中药材市场仍处于底部震荡阶段

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