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指数月报：疫情品种高位回调，野生和进口品种显锋芒 

摘要 

2020年3月31日，“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月指数报于1287.88点，环比上涨2.31%；

比上年同期的 1211.79 点上涨 76.09 点，上涨幅度为 6.28%。不同于去年同期的西北品种火

热，由于药材市场恢复开市，疫情品种回调成为药企药商关注的焦点；随着国际疫情的扩散，

粮食、边贸题材点燃；服务业市场恢复推迟，滋补类根茎、药食品种萎靡，需求不振。 

1.药市评论 

自亳州中药材市场率先开市（2 月 20 日）以来，玉林、安国等几大药材市场也陆续开

市，成都市场于 3 月 12 日复市，极大地缓解了前期药材供应紧张问题，供应量增加，自然

遏制了价格上涨趋势。中药在治疗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强大力量，在全球抗疫中的贡献，鼓舞

了药农持货要价的信心，从消费到市场再到产地，价格波动性尚有滞后性，疫情得到全面控

制后，药商药农对疫情品种持有心态开始恢复正常，中药材行情也逐渐恢复到真实的供求常

态。 

春耕春种已经陆续开始，突来的疫情，人员流动的限制，部分品种价格的上涨，必然给

中药材种植带来直接的刺激作用，基层政府需要做好引导；另一方面，3 月雨水偏多，旱区

较往年减少，气温偏低，带来的降温使得倒春寒的威力初显，具体造成多大的破坏，后续还

需要进一步观察，今年药材种植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北方中俄口岸开放，引进外来药材加工，补充市场需求，使得白鲜皮、苍术等野生植物

药材的供应能力加强。禁野令下，野生动物养殖停摆，多地落实严打，需捕捉、采集的动物

类品种不断上涨，在没有替代品之前，全蝎、壁虎、蛤蚧等消费力强的动物类品种依旧会保

持坚挺。 

除疫情品种补货外，3 月市场实际采购需求仍是不足。补贴种植的大宗品种大量走疲，

而出口也并未明显改观，多数品种以平稳或者疲软为主；国际疫情紧张，导致口岸来货受阻，

致使部分进口品种行情出现较大波动，白豆蔻、孜然、母丁香等上涨较多。东南亚国家粮食

管控，加剧了粮价上涨的矛盾，短期内尚未对药市形成冲击，但长期影响还需要注意，毕竟

药价与粮价具有关联性。 



 

 

2. 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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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7年3月~2020年3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日指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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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20年1-3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日指数走势图

 

图表：2020 年 3 月，“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走势图 

 

2020 年 3 月月指数报于 1287.88 点，环比上涨了 2.31%；比上年同期的 1211.79 点上涨 6.28%。

3 月 14 日日指数达到本月最高值 1293.52 点，本月初最低值为 3 月 1 日的 1282.68 点。 

从本月内日指数的变化趋势看，2020 年 3 月底，“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日指数

收于 1292.7 点，较月初上涨了 0.78%。从图中可知，本月日指数呈现阶梯式爬升态势，走

出本季度的最高阶梯阶段，在 3 月下旬走出一段下滑区间，而后在尾部出现企稳回调。 



 

 

3.部位指数 

本月 12 个部位分类的价格日指数环比涨跌介于-2.56%至 3.05%之间，其中有 7 类上

涨，4 类下跌，有 1 类与上期持平。 

 

图表：部位指数及所属跌涨情况 

本期叶类价格日指数涨幅最大，上涨了 3.05%，由于大部分叶类属于疫情品种，因

此该类中没有品种下跌。叶类的常见品种有 18 种，本期对叶类指数变化影响较大的品种是

紫苏叶、大青叶等。 

3 月以来，紫苏叶整体上涨了 13.08%，因质量和带梗多少不一，价格差距较大。2 月底，

市场中的紫苏叶走动开始好转，总需求用量增加，不断有商家批量购进货源，行情坚挺，紫

苏叶统货价格上涨到 18-20 元，优质货每公斤在 30 元左右。到了三月中下旬，市场货源走

4 在疫情期间，产地大青叶不断走空，价格上涨到 8 元左右，产地仅剩尾货，后因疫情情况

逐渐明朗，市场待售货源增多，走动平稳，行情趋滑，因质量不等，统货价格为 4.5-5.5 元，

指数上涨 9.45%。 

花类、孢子类价格日指数跌幅最大，下跌了 2.56%。花类、孢子类的常见品种有 37

种，本期对花类、孢子类指数变化影响较大的品种是金银花、菊花等。 



 

 

2 月，金银花暴涨约 20%，市场监督管理力度增强，产地货源不断发出，行情快速下滑。

3 月初，市场并未完全开放，咨询购货的商家较多，货源整体购销顺畅，行情继续保持坚挺

态势。3 月中旬，亳州市场的河南金银花统货价格为 240 元，山东金银花统货价格在 230 元

左右，河北青花价格为 260-270 元，3 月中下旬行情又回落了 20 元左右。整体上，3 月暴涨

的金银花回调了-8.34%，前期行情低迷的菊花却由于疫情采收加工不利，而顺带上涨 3.2%。 

本期权重大类根及根茎类上涨 1.21%，对指数变化影响比较大的品种是黄芪、苍术、柴

胡、百合等，黄芪上涨 6.88%，苍术上涨 4.08%，百合下跌 15.01%。排名第二的权重品种果

实、子仁类价格指数下跌了 0.49%。对果实、子仁类价格指数变化影响比较大的品种是陈皮、

莲子、白豆蔻等。属于果皮的陈皮下跌了-2.99%，药食莲子下跌-3.69%。 

4. 功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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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功效日指数及跌涨情况 

本月 16个功效分类中，有 11类上涨，4类下跌，与上期持平的类别仅有补虚药 1类，

功效指数涨跌幅介于-2.87%至 6.68%之间。 

开窍药涨幅最大，主要是受石菖蒲价格坚挺影响。石菖蒲由于野生采收人员少，货源供

应不足，日指数上涨 6.68%。 

温里药跌幅最大，为-2.87%，是因为吴茱萸、干姜、公丁香行情疲软所致。吴茱萸仍处

于盛产期，市场可供货源充足，货源以正常需求消化为主，偶有少量货源成交，行情疲软运



 

 

行下滑-8.44%。菜姜采购结束，节日期间，销路不畅，大量干姜被加工，行情快速下跌-5.61%，

餐饮需求疲软，公丁香下行-8.56%，随着国际疫情的变化，行情仍将不稳定。 

5. 产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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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产地日指数及跌涨情况 

本期 30 个产地价格日指数中，有 16 个产地上涨，12 个产地下跌，2 个持平，产地指数

涨跌幅介于-1.50%~2.11%之间。 

山西涨幅最大，因禁野令下，全蝎不同规格上涨 12.04-15.06%，而山蒲公英、柴胡也上

涨 3-4%。 

海南跌幅最大，由于益智仁下行 12.04%，益智米下滑 10.31%，黑胡椒也随着海外大量

产新冲击而下滑约 10%。 

6.品种指数 

价格指数 515 个代表品种中，82 个品种价格日指数上涨，41 个品种出现下跌，与上期

持平的品种有 392 个，大多数品种与上期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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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品种指数涨跌数目及占比情况 

如图下示，2020 年 3 月，涨幅在 1%-3%区间的品种数量最多，达 25 个，涨幅各区间数

量全面超过跌幅区间。 

467 个（占 90.68%）品种涨跌幅在-5%~5%，另有 3.69%的品种跌幅在 5%以上，5.63%

的品种涨幅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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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药材品种涨跌分布情况 

本月涨幅较大的依幅度由大到小有母丁香、无花果、桑螵蛸、木通、光慈菇、全蝎、紫

苏叶、老鹳草、八角茴香、北沙参、白豆蔻、山慈菇、广藿香、大青叶、千年健、荆芥、川

牛膝、鱼腥草、韭菜子、急性子等。 

下跌幅度由大到小的产品依次地锦草、肉豆蔻、百合、樟脑、天葵子、益智、公丁香、



 

 

仙鹤草、吴茱萸、郁李仁、金银花、白花蛇舌草、甜瓜子、草果、胡椒、伸筋草、车前草、

干姜、砂仁、枳实等。 

涨跌幅排在前 20 名的品种涨跌情况如下表 

 

7.热门品种浅析 

低价回调的母丁香 

节前，市场寻货商家不多，母丁香整体缺乏大的需求拉动，当时行情变动不大，价格在

8 元上下，处于历史低位；节后，由于公丁香进口不畅，且价格较高，疫情期间导致多数企

业开工困难，消费降级，购买力下降，市场商家多选价格便宜的母丁香，年后疫情原因又导

致关口问题，来货受阻，行情不断上涨，现母丁香统货价格在 16-17 元之间，市场货源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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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母丁香价格指数走势图 

 

禁野令下，全蝎利好不断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3 月 24 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即“禁

野令”出台，市场迅速得到反应。 

山东沂源县快速落地了法规，当地资源局、公安局严厉打击猎捕野生全蝎，20 只以上

即可入刑，20 只以下处罚，让人担心其产量，若“禁野令”不断扩大落实地区，将会严重

影响全蝎产量。食用方面被禁止，在指导目录未完全明确下，但药用依旧可期，因此在捕捉

季来临前，不少产地库存惜售，价格上涨。 

从 3 月中旬开始，市场中关注全蝎的商家增多，货源补充量不多，购销平稳，行情坚挺

上涨，目前亳州市场的全蝎清水货价格为 2600-2700 元，盐水炕干货价格为 1600-1700 元。

除非全面禁止药用食用，否则在来源受限的情况下，无替代方案前，全蝎将长期保持坚挺行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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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全蝎价格指数走势图 

 疫情题材出尽，预计金银花继续下调 

去年在河南、河北干旱题材下，金银花减产利好，但随着产地的产业规模扩大，工具改

进，金银花采率量提高，采摘期的金银花价格不断下降，由于好货不多，仅在采收结束前回

弹 5%，下半年价格持续疲软，年前依旧处于走迟态势。疫情期间，流通性不足，产地惜售，

导致金银花各规格上涨 20%以上，2 月依旧能保持高价，3 月随着产地道路恢复通常，花农

依旧惜售，3 月中旬期间，全国大范围解封，商家买货意愿增强，价格快速下行，整月下跌

8%。还有一个月产新，随着产新临近，预计金银花会继续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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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金银花价格指数走势图 

 

益智产新高峰，无人问津 



 

 

由于益智曾有过百元天价，吸引大批资金聚集，近几年产区外扩，海南面积

较大，且种植发展到阳江等砂仁产区，致使行情也步入低谷，加上产新期遇疫情，

市场注意力被转移，消费力不足，时下益智价格疲软运行，现市场益智价格为

26-28 元，价位已不高，后市行情再跌已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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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益智价格指数走势图 

 

 

8.总结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人员流动受阻，客商人流量不及往年，致使籽种秧苗

难以外销，从市场行情发展趋势来看，三月的春种种植面积应呈现整体萎缩之势，热点品种

面积大增，中小类品种种植面积萎缩。 

当前，国内疫情已基本控制，各行各业也基本回归常态，中药材市场疫情题材已过，时

下需回归到真实的供求矛盾。药材市场热点品种少、涨价品种少、购货药商参与热度低、投

资情绪下降、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说明中药材市场不活跃，市场消费信心不足，需要商家广

拓渠道，做好日常经营工作。 

3 月已感觉到“倒春寒”的初级冲击，但仅是看热闹的人多，市场购销反应不明显，4

月将是对中药材市场影响最大的月份，植株的授粉、坐果情况，需要及时关注，且随着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口岸和粮食相关品种将成为新的题材，东南亚的香料、东北进口的野生

品种等也许会重复去年的热点。 

注：单位若无特别注明，均为“元/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