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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丹参，中药名。为唇形科植物丹参Salvia miltiorrhiza Bge.的干燥根和根茎。春、秋二季采挖

，除去泥沙，干燥。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具有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

消痈之功效。用于胸痹心痛，脘腹胁痛，瘕瘕积聚，热痹疼痛，心烦不眠，月经不调，痛经

经闭，疮疡肿痛

    丹参是著名的活血化瘀药,广泛应用于中成药及中药饮片,年使用量超万吨。过去主要以野生

为主,上世纪60~70年代的四川、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广泛发展种植,并成为丹参主产区。不

同产区质量有所差异。探讨栽培历史、品种资源、地理环境、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采收

加工等因素对质量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以保证其临床治疗效果。  

    丹参的分布范围广,适应性强。广泛分布于华中、华南、中南;西北、西南部分省区也有分布

。 河南产区分布于河南西南部伏牛山、桐柏山脉一带:南阳方城、灵宝、卢氏县、洛阳等地。

方城古称/裕州0,所出产丹参称/裕丹参0,质量优异。方城以拐河镇丹参种植最多,是裕丹参生产

基地和药材集散地。 陕西产区主要为商洛地区。商洛位于伏牛山西麓,秦岭南部,与河南灵宝

、卢氏接壤,属于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性半湿润山地气候,雨量充沛,是丹参、柴胡等116种中

药材生长之/故乡0。以洛南县产量最大。 山东产区主要有莒县、沂水、临朐、蒙阴、平邑、

日照、烟台等地。以莒县库山乡及周边乡镇产量最大,库山乡现为当地丹参的生产基地及药材

集散地。  我国各省丹参分布情况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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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丹参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丹参市场用量较大，也是一个价格变化较频繁的品种。近5年来，丹参价格于2008年9月出现

过一轮下跌行情，最低在2009年1月仅为5元/kg。之后，2009年丹参的种植面积大幅减少，其

价格也从2009年年底的7元/kg开始一路走高至2011年9月的22元/kg。  

    未来价格展望：2011年9月至2013年3月，在销售淡季，货源走动缓慢，库存尚丰等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丹参价格一直维持在16-18元/kg的位置。2013年3月，山东丹参新货开始大量上市

，市场再次检查药材含硫量，同时货源走动依旧缓慢，丹参价格不断下滑至14元/kg，并走稳

至2013年10月。2013年11月，丹参一方面各产区正值产新，一方面市场货源走动较前期有所加

快，价格出现上升并走稳。2014年3月，丹参上市量丰厚，种植户积极销售，但商家购买力度

不强，市场货源走销一般，价格稳中略降。2014年4月，河南丹参种植全面结束，种植面积基

本与去年持平，春季新货开始大量应市，货源走销仍保持畅快，价格稳中略降（5%以内）并

持续走稳至12月。2015年1月，丹参产新尚未上市，货源走动缓慢，价格稳中略降；2015年2月

，丹参货源走动未出现明显好转，价格继续出现2.70%的下降至13.5元/kg；2015年3月，丹参货

源走动依旧不畅，价格继续小幅下跌0.93%至13.38元/kg；2015年4月，丹参产区与市场待售货

源均有量，同时购货热情不高，货源走动疲弱，丹参价格继续下降0.93%至13.25元/kg；2015

年5月，货源走销一般，行情较疲软，丹参价格上涨1.89%至13.5元/kg，同比下降8.47%；2015

年6月，种植结束已经有段时间，今年种植面积依然较大，价格同比下降8.35%至13.175元/kg

。步入2015年7月，市场货源走动依然迟缓，加之库存有量，因此行情暂显疲，2015年7月价

格12.925元/kg，环比下跌1.90%，同比下跌10.86%。2015年8-9月，丹参货源走动维持缓慢态势

，因市场货源丰厚，行情与前期相比继续疲软下滑，9月价格12.625元/kg，环比下滑1.94%，

同比下滑15.13%。  

    我们仍然维持之前对丹参的判断：在经历2011年的高价之后，主产区农户扩种明显（据

悉2012及2013年四川、山东产区丹参均有扩种的迹象），且市场库存不丰，我们预计丹参后

续价格将以走稳为主。  丹参历史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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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对行业的重要数据指标进行连续性对比，反映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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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行业资深专家顾问，帮助客户分清市场现状和趋势，找准市场定位和切入机会，提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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