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药材行情充满“变数”

周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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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周期的规律：原本很“热”



1.1   整体行情涨势突破三年周期

上涨周期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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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整体行情涨势突破三年周期

三年期间中药材行情整体向上

62.0%

26.5%

11.5%

三年期间（2020.1.1-2022.12.1）200个常用大

宗品种涨跌平占比

涨 跌 平

2020年1月初 -2022年12月初部分涨价代表品种

序号 品名 规格 2020/1/1 2022/12/1 波动额度 波动幅度
1 沙苑子 统 陕西 24 150 126 525.00%
2 龙骨 土龙骨 较广 55 280 225 409.09%
3 关黄柏 撞皮统 东北 16 70 54 337.50%
4 酸枣仁 机选统货 山东 205 860 655 319.51%
5 射干 统个 河北 27 110 83 307.41%
6 白芍 尾芍 安徽 3.5 14 10.5 300.00%
7 瓜蒌 统全个 河北 15 60 45 300.00%
8 蔓荆子 统 进口 19 75 56 294.74%
9 桑螵蛸 生大绵 山东 145 550 405 279.31%
10 壁虎 统 较广 750 2700 1950 260.00%
11 水牛角 统个 广西 14 50 36 257.14%
12 延胡索 统个 陕西 41 140 99 241.46%
13 银柴胡 统个 甘肃 22 75 53 240.91%
14 高良姜 统个 广东 10.5 35 24.5 233.33%
15 连翘 青翘水煮统 河南 39 125 86 220.51%
16 蒲公英 家种全草 安徽 3 9 6 200.00%
17 佩兰 统 较广 4 12 8 200.00%
18 覆盆子 统 浙江 42 125 83 197.62%
19 车前子 统 江西 21 62 41 195.24%
20 款冬花 统 甘肃 45 130 85 188.89%
21 王不留行 统 河南 5 14 9 180.00%
22 细辛 净根 辽宁 38 105 67 176.32%
23 密蒙花 统 四川 13 35 22 169.23%
24 茵陈 统 甘肃 7 18 11 157.14%
25 冬瓜子 单边 较广 11 28 17 154.55%
26 天花粉 统个 河北 15 38 23 153.33%
27 槐花 花蕾统 山东 12 30 18 150.00%
28 决明子 统 河南 4 10 6 150.00%

数据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数据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1.2   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供——常年低价品种产能不足

7年低价徘徊的牡丹皮 5年低价徘徊的甘草

3年低价徘徊的白芍 7年低价徘徊的款冬花 数据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数据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数据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数据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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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供——中药材种植热的潮头已过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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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生产成本——中药材成本抬高支撑行情

氮磷钾化肥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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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成本提高

家种中药材的平
均生产成本已占
平均价格的8成
以上

氮肥涨价 磷肥涨价 钾肥涨价



2022.3 2022.5 2022.6 2022.8 2022.9 2022.10 2022.10

《“十四五”国民健
康规划》提出充分发
挥中医药在健康服务
中的作用

《关于加强新时代
中医药人才工作的
意见》发布。

《“十四五”中
医药发展规划》
发布。

《健康中国行动
中医药健康促进
专项活动实施方
案》发布

《十四五”中医药
人才发展规划》发
布。

《“十四五”文化
发展规划》,挖掘、
传承和弘扬中医药
文化

《“二十大”报告》
中，提到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

高质量

2023.22023.1 2023.2

《中医药振兴发展
重大工程实施方
案》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药科学监管促进
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若干措施》发布

《关于加强中医药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的意见》发布

2022.12

《质量强国建设纲
要》发布

1.2   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需——不断出台的政策支持环境



1.2   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需——中药材需求稳步上涨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

3409 3590 3732 3966 4238
4566

4939
5232 5482 5715

超过6000所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全国中医医院数量（所）

34707 37045 38386 40888 43328
47214

52799
59000

63291
67743

超过7万家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全国中医类诊所数量（家）

705795
794160

877255
957523

1033547
1135615

1234237
1328752

1432900
1505271

超过160万张

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400000

1600000

1800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74695.2
81409.4

87430.9

90912.5
96225.1

101885.4

107147.1

116390.0

105764.1

120215.1

超过12亿人次

0.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400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人次数（万人次）



中药市场营收（单位：亿元）2021年中国中药市场各细分领域占比分布

2021年我国中药市场整体规模达到8864亿元，

其中包括中药材主营业务收入1945亿元，同比2020年的1797亿元增长8.2%；

中成药主营业务收入4862亿元，同比2020年的4347亿元增长11.8%；

中药饮片主营业务收入2057亿元，同比2020年的1809亿元增长13.6%；其中中药配方颗粒达到了533亿元的市场规模，整体占比接近

整个行业规模的6%。

预计“十四五”期间中药行业将保持两位数正向增长，2023年我国中药市场整体规模可稳定在一万亿以上。

数据来源：米内

1.2   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需——中药材需求稳步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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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供需矛盾——产能的徘徊VS需求的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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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赶上需求的增长



洪涝

高温

倒春寒

干旱

1.3   异常气候刺激交易活跃

异常气候刺激流通市场交易活跃



2022年夏季平均气温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22.3℃）

2022年的高温干旱

1.3   异常气候刺激交易活跃

热点异常气候

数据来源：国家气象中心

2022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

高温限电，办公室用冰降温



1.4   流通市场已逐步冲高三年

三年来持续的步步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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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年12月初，是中药材整体行情突破三年周期之年，

在供需矛盾进一步的加剧下，在成本因素的支撑下，在异常天气的
刺激下，中药材整体行情连续三年上扬，至12月初稳定在2700点
左右。

从前面的走势图中也可看到，在2022年12中下旬，中药材整体
行情迎来了一次更大的突破，这次突破让综合200指数到达历史极
值，并且涨势在2023年进一步延续。

小结

热
周期的规律：原本很“热”



火

现实中的行情：其实更“火”



2.1   疫情防控调整后涨价二次启动

抗疫防控调整后品种的价格“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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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发布疫情防控“新十条”，抗疫相关中药材需求暴增，中
药材流通运输压力带动相关品种价格急速上涨。

2023年2月后，国内中药材流通市场陆续结束休市，

结果开市人气聚集，交易火爆，更多资本入场等，
导致大宗类中药材价格继续上涨

序号 品种 2022.11.30 2022.12.31 幅度

1 马鞭草 10 37 270%

2 紫苏叶 9 25 178%

3 芦根 13.5 30 122%

4 防风 28 60 114%

5 广藿香 12 25 108%

6 佩兰 9 18 100%

7 石膏 3.5 7 100%

8 绵马贯众 12 23 92%

9 连翘 125 230 84%

10 荆芥 10 18 80%

11 甘草 11 19 73%

12 射干 110 180 64%

13 紫菀 25 40 60%

14 枇杷叶 4.5 7 56%

15 鱼腥草 6.5 10 54%

16 金银花 145 220 52%

17 板蓝根 13.5 20 48%

18 牛蒡子 21 30 43%

19 款冬花 130 180 38%

20 黄芩 16.5 22 33%

21 南沙参 60 80 33%

22 薄荷 9 12 33%

23 麻黄 14 18 29%

24 白芷 18 23 28%

25 苦杏仁 24 30 25%

26 桔梗 32 40 25%

27 红景天 60 75 25%

28 竹叶 16 20 25%

29 知母 26 32 23%

30 桑白皮 22 25 14%

2022年12月抗疫品种涨价启动 2023年2月大宗品种涨价启动

序号 品名 2023.1.10 2023.3.28 幅度

1 细辛 88 190 116%

2 沙苑子 140 260 86%

3 牡丹皮 37 63 70%

4 款冬花 190 320 68%

5 香薷 12 20 67%

6 紫菀 45 75 67%

7 麦冬 90 145 61%

8 白茅根 13 20 54%

9 补骨脂 13 20 54%

10 胖大海 100 150 50%

11 地黄 20 30 50%

12 夏枯草 1 1.5 50%

13 白前 30 45 50%

14 银柴胡 75 110 47%

15 玄参 11 16 45%

16 北沙参 30 43 43%

17 知母 30 43 43%

18 天南星 28 40 43%

19 黄连 205 290 41%

20 白术 20 28 40%

21 远志 100 140 40%

22 熟地黄 23 32 39%

23 栀子 16 22 38%

24 猪苓 62 85 37%

25 百蕊草 95 130 37%

26 柴胡 75 100 33%

27 白芷 23 30 30%

28 使君子 16 20 25%

29 土贝母 25 30 20%

30 百合 45 52 16%

数据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表1 表2



2.2    开年后热钱涌动再次点燃市场热情

部分热钱往中药材流通领域转移

年后中药材流通市场交易火爆

 房地产等经济回报下行

 宽松的货币政策

 高收益资产的缺乏

部分热钱往中药材流通领域转移

 连续上涨环境，铸就人气高涨

数据来源：wind

数据来源：wind

理财产品收益理财产品收益



2.3   综合200指数到达历史高位

冲破3000点的历史点位

天地网价格综合200指

数，在2023年2月份冲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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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疫情防控调整后，抗疫品种的需求暴增，价格“狂飙”，
以及中药材流通运输压力，拉动中药材整体行情二次向上启动。

2023年2月，在流通市场完成了年度休整后，部分热钱往中药材流通

领域流入，流通商家沉寂了三年的情绪也得以释放，市场热情被再次点
燃，直接让代表整体行情的价格指数冲破了历史高位。

但历史高位其实也是压力的极值，预计在多重因素的堆积下，后期的
中药材流通市场充满变数。

小结

现实中的行情：其实更“火”
火



变数

后期的市场：充满“变数”



3.1   变数一：周期下的行情向下压力来临

十年大周期——伴随着行情峰值的市场压力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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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来临

整体行情涨势停止，市场转为观望



3.2   变数二：更加多变的气候因素

未来的天气更加复杂与多变



3.3   变数三：资金面来去无踪

热钱利用受灾热点，高位套现离场，冲击市场稳定性

利用底部，资金进场

多品种达到高价，资本获利套现离场 高价刺激产能，击鼓传花态势对资本形成压力

利用话题或低价，再次进场

资金进场更快

产业内外资金+产业内人士，瞄准机会往

往会短时间内果断入手

新特点

极会利用热点及话题

因为对品种熟悉，热钱非常会利用当时的

市场热点及话题

新特点

延胡索、五味子、白芷、
黄连等



3.4   变数四：价格刺激带来的产能刺激变数

价格上涨对产能的后期刺激不可忽视

需求 供应



3.5   多重变数下的品种行情：涨跌变化依然会大

跌价代表品种展望

持续高价
产能过剩

野生高价
刺激产能

历史库存
太过庞大

家种跟上
供应缓解

半枝莲

广藿香等

干姜

泽泻等

酸枣仁

马鞭草等

苍术

赤芍等

家种相关 野生相关

特别提示：单技术性预测，不含疫情、气候、资本、政策等发生突变



3.5   多重变数下的品种行情：涨跌变化依然会大

涨价代表品种展望

多年低价
生产消极

产能恢复
还需时间

野生驯化
尚未跟上

家种过度
行情到底

白芍

牡丹皮等

石菖蒲

玉竹等

蝉蜕

地龙等

白及

皂角刺等

家种相关 野生相关

特别提示：单技术性预测，不含疫情、气候、资本、政策等发生突变



3.6   多重变数下的整体行情：预计向下收缩，释放风险泡沫

向下收缩，释放风险泡沫

2800

2900

3000

3100

3200

3300

2023/1/1 2023/2/1 2023/3/1 2023/4/1 2023/5/1 2023/6/1 2023/7/1 2023/8/1 2023/9/1 2023/10/1 2023/11/1 2023/12/1

2023年后期中药材价格综合200指数走动点位预测

3-4月
5-6月

7-9月
10-12月

3-4月，中药材整体行情冲高
势头减弱，在高位发生企稳

5-6月，中药材市场入流通淡

季，交易的明显降温会压低一
定行情

7-9月，到了高温和暴雨、台风易

发的季节，部分受异常天气影响
的品种会成为市场热点，维持一
定程度的整体行情

10-12月，以根茎类品种为代表

的大宗类将产新，高价刺激后
的部分产量会露出，会冲击一
定程度的整体行情

整体震荡区间并
不大，5%以内

振幅在5%以内

数据来源：中药材天地网

虽有极值，但因流通市场转入观望，新的突破并没有实现。在多变极端气候的影响下，未来
资金会更加频繁的进出，使得市场行情的稳定性会受极大冲击。

高行情已经埋下了高产能的“伏笔”，而疫情情况的变化也使得短期总体需求会相对平稳，
所以，若后期若无强刺激因素，预计中药材整体行情会向下收缩，以释放一些价格风险泡沫。

总结



避免品牌被埋没，需强化地方优

势品种建设，加强对自身的宣传

和推介，让需求端接受度更好

数据建设

品牌建设

品质把控

战略采购

行情变数大，原料购进成本无

法锁定，需进行供应链采购端

升级，战略采购必不可少

行情下行，产业毛利变差，内卷

加剧，需对产品质进行流程把

控，自身搭建或利用相对成熟溯

源系统加强溯源建设

对中药材价格的认知和判断不

足，需通过自身及三方，获取

多方数据，对品种价格进行监

控，搭建中药材价格预警模型

寻找赋能

最后，药企、经销商如何应对整体行情的可能下行？

品质把控



更多中药材行情数据

www.zyct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