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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药材重点品种流通分析报告 

 

为逐步掌握中药材流通数据信息，引导中药材种植与销

售，促进中药材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商务部于 2012年初

建立了中药材重点品种流通分析系统，连续发布年度中药材

重点品种流通分析报告,对有效引导中药材产销发挥了重要

作用。2014 年分析报告除统计国内流通情况外，新增中药材

出口情况统计，现将 2014年中药材重点品种流通情况分析

如下： 

一、中药材重点品种市场流通情况 

纳入中药材重点品种流通分析系统的 29 种中药材的相

关流通信息,来源于 85 个中药材产地的商务部门、17 家中药

材市场、6 家中药材网站（名单附后）和医保商会整理的中

国海关数据。为方便分析，现将 29 种中药材分为根茎类、

花类、果实类、菌类和动物类五大类。 

（一）根茎类药材。 

纳入统计的 22 种根茎类药材分别为：人参、三七、川

芎、大黄、山药、太子参、元胡、丹参、天麻、半夏、白芷、

甘草、地黄、当归、麦冬、牡丹皮、附子、厚朴、党参、黄

连、黄芪、黄芩。 

人参和三七依然是根茎类药材的代表，其价格涨跌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中药材价格波动情况。2014 年人参的产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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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吨，其中主产地吉林产量约 3700 吨，黑龙江和辽宁产

量合计约 1300吨。2014 年，我国人参出口量共计 1206吨，

出口平均价格 114 美元/公斤，同比上涨 78%；国内中药材市

场的销售量约 1800 吨（已扣除产地市场-抚松长白山人参市

场的流通量），药材市场平均价格 774.3元/公斤，同比上涨

15.4%，增幅已经低于前 3 年平均水平。近年来吉林等主产

区的林地审批趋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参产量无序扩增，

因此人参价格目前相对稳定，未来仍有望小幅上涨。 

2014年，三七的全国产量约 3.2万吨，同比增加 53%。

三七出口量仅为 430 吨，出口平均价格（海关统计未按等级

分类）45.5 美元/公斤。国内中药材市场共销售三七约 1.3

万吨，市场存量约 1582.3 吨，其中，剪口三七市场平均价

格为 390.8元/公斤，同比下降 37.4%，降幅进一步增大。由

于前几年三七高价位的刺激，农户种植面积暴增，扩种的三

七已陆续进入收获期，新增加的产量难以短期消化，三七未

来价格仍将在低位运行较长时期。 

（二）花类药材。 

金银花是唯一纳入统计的花类中药材，价格呈现稳定态

势。据统计，2014 年金银花产量约 2.6万吨，全国中药材市

场销售约 7236.4 吨，市场存量约 654.8 吨，平均价格 120

元/公斤，同比上涨 4.3%。金银花的主产地分布在山东、河

南和河北，近几年行情基本趋于平稳，价格波动不大。 



3 
 

（三）果实类药材。 

纳入统计的果实类药材共有 4种，分别为枸杞、水飞蓟、

连翘和山茱萸。 

枸杞属于药食两用药材，近几年随着国内外健康理念的

深入人心，枸杞的保健价值被越来越多人熟知。虽然枸杞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但是国内外的需求增长更快。2014 年枸杞

的产量约 10 万吨。其中，出口量 1.2 万吨，同比增加 31.9%，

出口平均价格 9.97 美元/公斤，同比上涨 15.3%；中药材市

场的销售量约 2.5万吨，宁夏枸杞平均价格为 54.2元/公斤，

较上年上涨 20.2%。综合来看，从需求和种植情况分析，枸

杞短期内价格依然看涨。 

水飞蓟通过药材市场的销售量为 1250.1 吨，平均价格

为 18.5 元/公斤，较上年上涨 48%。连翘和山茱萸都属于野

生或者半野生药材，2014年中药材市场的销量分别为 2252.4

吨和 4621.3 吨。连翘平均价格为 59.7 元/公斤，同比上涨

30.6%，连翘产地由于花期霜冻以及干旱等天气因素影响，

产量减少，价格在高位运行，后期价格仍有上涨趋势。河南

山茱萸市场平均价格约 32.2 元/公斤，同比下跌 11.8%，山

茱萸在地面积和库存量都较大，目前价格已经属于低位，后

期仍以稳定为主。 

（四）菌类药材。 

纳入统计的菌类药材只有茯苓。茯苓是药食两用类药



4 
 

材，全国产量约为 2.6 万吨。2014 年出口量为 9192.9 吨，

出口价格为 4.5 美元/公斤，同比增长 8.7%。全国中药材市

场共销售茯苓约 1.2 万吨，其中白丁 9545 吨，价格为 24.3

元/公斤，同比增长 19.7%；统片 2513 吨，价格为 24.0 元/

公斤，同比增长 28.3%。 

（五）动物类药材。 

纳入统计的动物类药材是鹿茸，包括梅花鹿和马鹿两

种，其中以梅花鹿鹿茸价格最贵。2014 年，梅花鹿鹿茸平均

价格为 6500 元/公斤，同比上涨 18.9%；马鹿鹿茸平均价格

为 2200 元/公斤，同比上涨 37.5%。鹿茸属贵重中药，广泛

用于保健食疗，市场空间很大，但由于当前深度开发不够，

市场有价无市，尚需培育。 

二、中药材重点品种价格波动情况 

（一）价格持续下跌品种。 

2014 年纳入统计的 29 种药材中，中药材市场中中药材

价格同比下降幅度超过 20%的有 5 种，分别为：三七、党参、

甘草、当归、太子参。 

三七价格的波动代表了当前很多药材的市场规律。以剪

口三七为例，从 2012年的平均价格峰顶 785.3元/公斤，跌

到 2014年的平均价格 390.8元/公斤，价格下跌了一半。三

七药材价格大起大落，最终受害的是药农。三七属多年生，

土地不能重复利用，药农投入成本较高，由于前几年价格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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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药农缺乏市场分析能力，盲目扩种，以致供需失衡，价

格下跌成为必然。 

另一个“药贱伤农”的典型是甘肃白条党参。党参属于

两年生药材，一年育苗一年移栽。2012 年和 2013 年平均价

格约为 80元/公斤，高价行情刺激下，主产地药农盲目扩种。

以主产区甘肃省秦安县为例，2011 年种植面积 1万亩， 2014

年迅速扩张至 5万亩，产量的无序放大，再加上需求增长乏

力，导致价格持续低迷。目前甘肃白条党参平均价格已经到

28.9元/公斤的低位，预计后期市场将持续走低。 

（二）价格持续上涨品种。 

纳入统计的 29 种药材中，中药材市场中价格同比上涨

幅度超过 20%的有 8 种，分别为：水飞蓟、麦冬、附子、连

翘、半夏、山药、枸杞、黄芩。 

水飞蓟不属于大宗药材，平均价格一直不高。2014 年价

格上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部市场需求增长，拉高了国

内药材价格。2014 年水飞蓟提取物的出口量达到 942.5吨，

同比增加 32%；二是药材价格周期自然波动，从 2011 年开始

连续四年，药材价格呈规律性波动，2014 年平均价格与 2012

年基本相同。 

麦冬也是前几年价格快速上涨的品种之一，主产区集中

分布于四川的三台县和湖北枣阳市。以三台县的川麦冬为

例，经过 2011 年价格的高峰，药农大量扩种，引起价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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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直至 2013 年价格调整到底谷，均价为 39.8 元/公斤，

从 2014 年开始价格恢复性上涨至 51.6 元/公斤，逐渐趋于

正常。 

（三）价格基本持平品种。 

丹参、金银花、厚朴、黄连、川芎等药材价格涨跌幅度

都在 10%左右，维持相对平稳状态。 

价格持平的药材原因各不相同。比如厚朴，既是药材，

也是经济林树种，种植时间比较长，价格一直波动较小；丹

参和川芎属于基地化种植、产业规模比较稳定的大宗药材，

从连续四年的价格趋势来看，波动都比较小。 

（四）中药材出口平均价格小幅上涨。 

2014 年，中药材出口平均价格上涨了 10.51%，涨幅超

过 20%的药材有：人参、菊花、鹿茸、白术、川芎、党参等。 

从国内外市场价格来看，价格涨跌并非同步。以党参为

例，国内白条党参价格是 28.9 元/公斤，同比下跌 52%；出

口党参的平均价格是 11.9 美元/公斤，同比上涨 27.1%。国

内外药材价格涨跌不同步的主要原因：一是出口价格往往是

半年或者一年前的合同价，难以反映 2014 年全年国内市场

的平均价格水平；二是商品规格不一样，部分出口药材的规

格等级相对高，因此平均价格也相对高。 

三、2014年中药材流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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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药材专业市场地位开始下降。 

我国 17 家中药材专业市场在中药材流通环节中的地位

逐步下降，很多中药材专业市场如西安万寿路中药材市场、

兰州黄河中药材市场、云南昆明菊花园中药材市场等呈现继

续萎缩态势。目前尚存在的专业市场的交易量也在逐渐下

降，个别品种如枸杞、山药等在中药材专业市场的交易量仅

占 20%。纳入统计的 29 个大宗中药材品种中，有 20 个品种

在中药材专业市场的交易量呈现大幅下滑态势。 

（二）中药材产地市场成为重要的交易平台。 

与中药材专业市场萎缩形成对比是产地市场的繁荣。比

如吉林抚松人参市场、云南文山州三七市场、甘肃陇西中药

材市场等。这些市场或是由于靠近产地，或是由于自然环境

的禀赋，已发展成为规范的中药材市场。甘肃陇西中药材市

场 2014的销售额达到 70亿元，规模已经超过很多中药材专

业市场。依托这些市场，可建设标准化、社会化的中药材仓

储基地，形成辐射全国、集约高效的中药材仓储配送体系。 

（三）中药材出口价格延续上涨态势。 

近年来，中药材出口价格持续上涨，2011年出口均价为

3.71美元/公斤，同比上涨 33.59%；2012年出口均价攀升至

4.25美元/公斤，同比上涨 14.31%；2013年出口均价再创新

高，达 5.96 美元/公斤，同比增幅高达 40.37%；这一趋势在

2014年仍然得以延续，出口均价为 6.59美元/公斤，同比增



8 
 

幅虽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在 10%以上。综合多年数据可以

看出，中药材出口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仍将保持上涨态势（注：

中药材出口价格为各类中药材出口的平均价格，与总体出口

数量和出口金额直接相关，不能表示单一药材的价格走势）。 

（四）发展中药材现代流通条件已成熟。 

我国中药材物流组织化、现代化、规模化程度较低，包

装缺乏标准规范，仓储物流处于分散状态，现代存储设施与

技术应用少等问题依然存在。国家《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

（2015-2020年）》（国办发〔2015〕27号）和商务部办公

厅《关于加快推进中药材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通

知》（商办秩函〔2014〕809 号）均提出了建设中药材现代

物流体系的相关要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中药材气调养护、

冷藏保质技术的发展及集中仓储与管理模式的成熟，中药材

流通将借鉴其他行业的经验，发展中药材现代物流，建设中

药材流通追溯体系，以提升中药材质量，推动中药材产业健

康持续发展。 

 

附表： 

1.2014 年中药材重点品种中药材市场销售情况 

2.2014 年中药材市场统计价格变化及走势预测 

3.2014 年中药材网站统计价格变化及走势预测 

4.2014 年中药材出口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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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统计的各地商务部门 

6.参与统计的 17家中药材市场 

7.参与统计的 6家中药材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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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4 年中药材重点品种中药材市场销售情况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规 

市场均

价(元/

公斤) 

市场进

货量

(吨) 

销售数

量(吨) 

销售额 

(万元) 

市场存

量(吨) 

1 人参 统 774.3 2057.8 1830.0 159262.1 218.8 

2 三七 

剪口 390.8 3821.8 3217.6 113001.2 606.1 

60头 287.1 2608.4 2431.0 90088.8 182.8 

80头 252.5 2355.8 2145.4 66113.8 212.6 

120头 195.0 4046.6 3740.4 77043.4 309.9 

无数头 186.0 1923.0 1654.1 38763.4 270.9 

3 川芎 统 19.9 5187.1 4378.3 10780.9 1235.4 

4 大黄 
水根 5.1 1001.6 852.8 428.6 200.5 

甘肃统 15.2 5676.7 5092.0 9412.6 634.7 

5 山药 统 22.4 4129.4 3693.8 5730.9 539.7 

6 山茱萸 
河南 5%核 32.2 1025.5 871.4 3712.6 205.9 

陕西 5%核 27.4 4060.7 3749.9 9894.4 310.9 

7 水飞薊 统 18.5 1380.0 1250.1 1877.2 129.9 

8 太子参 
宣州统 50.1 400.0 300.0 1650.0 120.0 

贵州统 58.6 2516.7 2362.9 15471.9 154.4 

9 元胡 统 75.2 6301.3 5968.7 38017.9 333.8 

10 丹参 
安徽统 15.7 6423.2 6170.8 6792.0 252.4 

山东统 18.5 8.0 7.0 10.5 1.0 

11 天麻 

家种特等 203.3 12.3 10.7 208.4 1.6 

家种一等 184.2 339.7 270.8 4517.2 92.7 

家种二等 173.0 3352.8 3271.3 53922.3 86.5 

家统 135.0 13.6 9.0 120.0 4.6 

12 半夏 统 101.7 1190.0 935.0 9049.0 255.0 

13 白芷 

亳统 12.8 5826.5 5545.2 5638.4 41.3 

川统 14.7 36.8 11.1 17.7 28.6 

河北统 12.0 700.0 650.0 845.0 50.0 

14 甘草 

内蒙毛草 10.5 10.0 90.0 153.0 20.0 

新疆毛草 11.6 11612.1 11492.8 12697.1 223.3 

甘肃毛草 10.0 322.8 338.6 752.8 84.2 

15 地黄 统 15.9 5962.4 5587.5 7745.6 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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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当归 箱归 47.0 40890.1 39567.5 185967.2 1326.4 

17 麦冬 川统 57.4 3208.5 3044.9 15542.4 171.7 

18 连翘 统 59.7 2452.5 2252.4 12282.0 207.5 

19 牡丹皮 刮丹 30.7 4615.6 4351.3 13052.9 270.9 

20 附子 统 62.5 1823.7 1670.7 12203.8 155.0 

21 金银花 统 120 7889.5 7236.4 72945.6 654.8 

22 茯苓 
白丁 24.3 10043.7 9545.2 23194.8 509.5 

统片 24.0 3043.2 2513.1 6031.4 530.1 

23 厚朴 统 17.6 2142.9 1999.8 3519.6 144.9 

24 枸杞 
宁夏统 54.2 23452.1 23180.6 125638.8 212.5 

新疆统 49.9 2945.3 2863.8 14290.3 31.2 

25 党参 白条统 28.9 43473.6 41275.2 119284.7 2200.9 

26 黄连 
单支统 112.5 110.3 94.3 1483.6 16.0 

鸡爪统 102.3 2135.0 2020.1 17757.2 119.6 

27 黄芩 
家统 21.1 21829.5 21538.9 30908.5 303.0 

未撞皮统 25.0 1000.0 850.0 1955.0 200.0 

28 黄芪 
内蒙统 24.3 6782.0 5978.0 14526.5 804.0 

甘肃统 30.5 51009.1 48980.4 149389.0 1136.3 

29 鹿茸 
梅花鹿 6500.0 480.7 400.0 336710.0 81.0 

马鹿 2200 302.4 257.4 64368.4 45.8 

 

注：市场均价来自于 17家中药材市场的统计的平均值（去掉最高价和最低价），

其他数据是全国 17 个中药材市场的统计简单加和，因此价格、数量和金额不成

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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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4 年中药材市场统计价格变化及走势预测 

序号 
商品名

称 
品规 

2011市场

均价(元/

公斤) 

2012 市场

均价(元/

公斤) 

2013 市场

均价(元/

公斤) 

2014 市场

均价(元/

公斤) 

价格

同比

（%） 

17 家市场

价格走势

预测 

1 人参 统 315 358 671.1 774.3 15.4 看高 

2 三七 

剪口 551 785.3 624.5 390.8 -37.4 看低 

60 头 382 720.5 593.6 287.1 -51.6 看低 

80 头 370 695.2 525 252.5 -51.9 看低 

120 头 345 663.1 439.2 195.0 -55.6 看低 

无数头 320 603.2 416.3 186.0 -55.3 看低 

3 川芎 统 22 16.2 21.1 19.9 -5.7 看稳 

4 大黄 
水根 8 6.1 7.25 5.1 -29.7 看稳 

甘肃统 15 16.7 15.9 15.2 -4.4 看稳 

5 山药 统 30 18 18.05 22.4 24.1 看稳 

6 
山茱

萸 

河南 5%核 37 31 36.5 32.2 -11.8 看稳 

陕西 5%核 36 28.6 33.5 27.4 -18.2 看稳 

7 
水飞

蓟 
统 14 18.9 12.5 18.5 48.0 看稳 

8 
太子

参 

宣州统 278 219.7 74 50.1 -32.3 看稳 

贵州统 260 208.3 73.4 58.6 -20.2 看稳 

9 元胡 统 54 52.8 71.25 75.2 5.5 看低 

10 丹参 
安徽统 17 18 17.3 15.7 -9.2 看稳 

山东统 20 20.4 17 18.5 8.8 看稳 

11 天麻 

家种特等 150 188.6 190 203.3 7.0 看稳 

家种一等 130 162.7 150 184.2 22.8 看稳 

家种二等 110 152.6 122.5 173.0 41.2 看稳 

家统 90 152.2 141 135.0 -4.3 看稳 

12 半夏 统 93 100.3 76.1 101.7 33.6 看高 

13 白芷 

亳统 17 14.7 14.6 12.8 -12.3 看稳 

川统 20 15.3 15.7 14.7 -6.4 看稳 

河北统 17 13.4 10.25 12.0 17.1 看稳 

14 甘草 

内蒙毛草 16 17.8 14 10.5 -25.0 看低 

新疆毛草 18 16.9 12.6 11.6 -7.9 看低 

甘肃家统 18 17.3 15.2 10.0 -34.2 看低 

15 地黄 统 10 14.5 14.3 15.9 11.2 看低 

16 当归 箱归 27 40.7 59.3 47.0 -20.7 看低 

17 麦冬 川统 78 55.8 39.8 57.4 44.2 看稳 

18 连翘 统 24 33.1 45.7 59.7 30.6 看高 

19 
牡丹

皮 
刮丹 33 36.5 26.9 30.7 14.1 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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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附子 统 26 25.3 44.7 62.5 39.8 看稳 

21 
金银

花 
统 135 92.5 115 120 4.3 看稳 

22 茯苓 
白丁 16 21.3 20.3 24.3 19.7 看稳 

统片 15 19.8 18.7 24.0 28.3 看稳 

23 厚朴 统 14 15.6 16.1 17.6 9.3 看低 

24 枸杞 
宁夏统 48 47.5 45.1 54.2 20.2 看高 

新疆统 45 43.5 40 49.9 24.8 看高 

25 党参 白条统 82 85.3 60.2 28.9 -52.0 看低 

26 黄连 
单支统 80 85.6 108.3 112.5 3.9 看稳 

鸡爪统 75 81.1 95.7 102.3 6.9 看稳 

27 黄芩 
家统 23 24.7 15.7 21.1 34.4 看稳 

未撞皮统 29 33 20.3 25.0 23.2 看稳 

28 黄芪 
内蒙统 24 30.3 25 24.3 -2.8 看稳 

甘肃统 22 29.9 25.8 30.5 18.2 看稳 

29 鹿茸 
梅花鹿 4272 6148 5464.7 6500.0 18.9 看稳 

马鹿 1700 1991.1 1600 2200 37.5 看稳 

 

注：价格走势预测是根据 17家中药材市场半数以上的预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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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4 年中药材网站统计价格变化及走势预测 

序号 商品名称 品规 
2014 市场均价

(元/公斤) 
走势预测 

1 人参 统 556.7 看高 

2 

 

 

三七 

 

剪口 236.7 看低 

60头 175 看低 

80头 158.3 看低 

120头 146.7 看低 

无数头 120 看低 

3 川芎 统 15.3 看稳 

4 
大黄 

 

水根 5 看稳 

甘肃统 16.5 看稳 

5 山药 统 11 看稳 

6 
山茱萸 

 

河南 5%核 25 看稳 

陕西 5%核 23.7 看稳 

7 水飞薊 统 12.3 看高 

8 
太子参 

 

宣州统 51.3 看稳 

贵州统 55.7 看稳 

9 元胡 统 61 看低 

10 
丹参 安徽统 11 看稳 

山东统 13.8 看稳 

11 

 

天麻 

 

家种特等 156.7 看稳 

家种一等 143.3 看稳 

家种二等 118.3 看稳 

家统 120 看稳 

12 半夏 统 93.3 看高 

13 

 

白芷 

 

亳统 11.3 看稳 

川统 15.7 看稳 

河北统 9.7 看稳 

14 

 

甘草 

 

内蒙毛草 9.3 看低 

新疆毛草 10.5 看低 

甘肃家统 9 看低 

15 地黄 统 12.7 看低 

16 当归 箱归 41.3 看低 

17 
麦冬 

 

川统 49 看稳 

野统 55 看稳 

18 连翘 统 57.7 看高 

19 牡丹皮 刮丹 25.3 看稳 

20 附子 统 125 看高 

21 金银花 统 117.3 看稳 

22 茯苓 白丁 23.7 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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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片 24.7 看稳 

23 厚朴 统 11.2 看稳 

24 
枸杞 

 

宁夏统 59 看稳 

新疆统 54 看稳 

25 党参 白条统 21.7 看低 

26 
黄连 

 

单支统 85 看稳 

鸡爪统 78.7 看稳 

27 
黄芩 

 

家统 13.83 看稳 

未撞皮统 24.5 看稳 

28 
黄芪 

 

内蒙统 21.67 看稳 

甘肃统 17.3 看稳 

29 
鹿茸 

 

梅花鹿 7333.3 看稳 

马鹿 2033.3 看稳 

注：走势预测是根据参与直报的网站数据半数以上的预测结果。 

 

 

 

 

 

 

 

 



16 
 

 

附表 4.  

2014 年 中药材出口情况统计 

序号 商品名称 出口数量（吨） 出口额（万美元） 
出口平均价格 

（美元/公斤） 

合计 196602.6 129493.2 6.59 

1  其他中药材 94308.9 45726.8 4.85 

2 人参 1206.9 13760.3 114.01 

3 枸杞 12273.7 12235.1 9.97 

4 党参 5172.1 6170.3 11.93 

5 地黄 14506.3 5800.6 4 

6 白术 9775.9 5056.6 5.17 

7 川芎 9160.4 4596.4 5.02 

8 茯苓 9192.9 4171.1 4.54 

9 菊花 4025.9 4061.0 10.09 

10 白芍 8042.3 3902.9 4.85 

11 半夏 1245.4 2426.5 19.48 

12 黄芪 4213.1 2419.5 5.74 

13  当归 2798.6 2289.6 8.18 

14 甘草 3093.4 2233.1 7.22 

15 西洋参 494.0 1982.7 40.14 

16 三七 430.9 1958.9 45.46 

17 鹿茸及其粉末 112.8 1647.0 146.07 

18 冬虫夏草 0.6 1141.8 20535.08 

19 杜仲 1935.9 1137.1 5.87 

20 黄芩 1093.6 641.1 5.86 

21 黄连 295.2 510.8 17.3 

22 沙参 1520.1 396.6 2.61 

23 麻黄草 609.2 385.2 6.32 

24 贝母 121.9 384.0 31.5 

25 姜黄 1169.6 350.9 3 

26 天麻 143.2 230.2 16.08 

27 番红花 68.6 141.5 20.63 

28 其他鲜人参 21.0 74.9 35.65 

29 石斛 4.9 49.1 100.55 

30 乳香、没药及血蝎 42.7 41.4 9.69 

31 苁蓉 5.2 20.2 38.78 

32 斑蝥 1.6 17.7 110.75 

33 青蒿 6.2 1.6 2.63 

34 阿魏 0.4 0.4 9.26 

 

注：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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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参与统计的各地商务部门 

 

序

号 

药材

名称 
商务部门 

1 人参 林口县商务局、吉林省商务厅、伊春市商务局、方正县粮食商务局 

2 三七 砚山县商务局、广南县商务局、百色市靖西县商务局 

3 川芎 
汉中市商务局、彭州市商务局、平武县商务局、都江堰市商务局、

什邡市商务局 

4 大黄 宕昌县商务局、岷县商务局、平武县商务局、阿坝州商务局 

5 山药 贵港市商务局、恩施州商务局、蠡县商务局、焦作市商务局 

6 
山茱

萸 

汉中市商务局、金寨县商务局、浙江省商务厅、三门峡市商务局、

石台县商务局、禹州市商务局 

7 
水飞

蓟 
吉林省商务厅、伊春市商务局 

8 
太子

参 
柘荣县经贸委、宣城市商务局 

9 元胡 汉中市商务局、禹州市商务局、浙江省商务厅 

10 丹参 
禹州市商务局、商洛市商务局、三门峡市商务局、灵寿县商务局、

陕县商务局、行唐县商务局、长葛市商务局、中江县商务局 

11 天麻 
汉中市商务局、罗田县商务局、恩施州商务局、达州市商务局、宜

昌市夷陵区商务局、平武县商务局、昭通市商务局 

12 半夏 阆中市商务局、潜江市商务局、恩施州商务局、禹州市商务局 

13 白芷 安国市商务局、禹州市商务局、遂宁市商务局、长葛市商务局 

14 甘草 
乌兰察布市商务局、鄂尔多斯市商务局、盐池县商务局、酒泉市商

务局、陇南市西和县、望奎县商务局 

15 地黄 
汉中市商务局、安国市商务局、禹州市商务局、长治市商务局、焦

作市商务局、晋城市商务局、长葛市商务局 

16 当归 

宕昌县商务局、平武县商务局、恩施州商务局、甘肃省定西市商务

局、丽江市商务局、阿坝州商务局、迪庆州外事和商务局、岷县商

务局 

17 麦冬 浙江省商务局、襄阳市商务局、三台县商务局 

18 连翘 
三门峡市商务局、陕县商务局、晋城市商务局、长治市商务局、商

洛市商务机、围场县商务局 

19 
牡丹

皮 
亳州市商务局、铜陵市商务局 

20 附子 
汉中市商务局、江油市商务局、大理市商务局、楚雄州商务局、迪

庆州外事和商务、丽江市商务局、平武县商务局、安县商务局、 

21 
金银

花 

巨鹿县商务局、长葛市商务局、封丘县商务局、禹州市商务局、陕

县商务局、罗田县商务局、平邑县流通业发展局、三门峡市商务局 

22 茯苓 罗田县商务局、岳西县商务局 



18 
 

23 厚朴 恩施州商务局、平武县商务局、都江堰市商务局 

24 枸杞 中宁县商务局、巨鹿县商务局、陕县商务局 

25 党参 

汉中市商务局、宕昌县商务局、恩施州商务局、长治市商务局、阿

坝州商务局、甘肃省定西市商务局、陇南市文县商务局、渭源县商

务局、陇县商务局、岷县商务局 

26 黄连 彭州市商务局、恩施州商务局、峨眉县商务局 

27 黄芩 
运城市商务局、乌兰察布市商务局、内蒙古兴安盟商务局、宽城县

商务局、望奎县商务局、商洛市商务局 

28 黄芪 

锡林郭勒盟商务局、浑源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宕昌县商务局、

兴安盟扎赉特旗商务局、赤峰喀喇沁旗商务局、赤峰市商务局、甘

肃省定西市商务局、包头市商务局、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兴安盟突

泉县商务局、长治市商务局、望奎县商务局、渭源县商务局、岷县

商务局、围场县商务局 

29 鹿茸 
吉林省商务厅、赤峰市商务局、巴林左旗商务局、赤峰市商务局、

乌兰察布市商务局、林口县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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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参与统计的 17 家中药材市场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中药材市场名称 

1 安徽亳州中药材市场 

2 河北安国中药材市场 

3 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 

4 东北参茸中药材市场 

5 广东省普宁中药材专业市场 

6 广西玉林中药材专业市场 

7 哈尔滨三棵树中药材专业市场 

8 湖北李时珍中药材专业市场 

9 湖南省长沙市高桥中药材专业市场 

10 湖南省邵东县廉桥药材专业市场 

11 吉林抚松长白山人参市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 江西樟树中药材市场 

13 山东省鄄城县舜王城药材市场 

14 云南昆明菊花园中药专业市场 

15 云南省文山州三七国际交易中心 

16 中国·文峰药材交易城 

17 重庆市解放路药材专业市场 

 

 

 

附表 7.  

参与统计的 6 家中药材网站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中药材网站名称 

1 康美中药网（亳州） 

2 药财盈中药材物联电子交易市场 

3 药通网 

4 中药材鼎信网 

5 中药材天地网 

6 中药贸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