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材市场的发展现状

禹州的中药材市场从明到清，发展到鼎盛时期。但

在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军阀混战，兵匪猖獗，药商遭到

抢劫的事时有发生，几十家大药行纷纷迁往郑州，中小药

行也纷纷停业，禹州药材市场日渐萧条，闻名全国的药城

禹州，也从此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私营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药业市场由国营药材公司统管，禹

州传统的中药材交流大会也从此中断。 1985 年 3 月，经

过政府多方努力，在河南省药材公司的支持和帮助下，中

药材交流大会才重新恢复。自此，每年 3 月举行一次，十

年成交额高达十几亿元。

1987 年，为了满足改革开放的需要，禹州人民政府发

动社会各界力量，集资 2500 万元，建成占地 100 亩、建筑

面积多达 65000 平方米的新型药材交易市场一处，药王



孙思递的巨型塑像座落在药材市场的正中心。全国各地

的国营、集体及个体商户，纷纷来禹州设立窗口，购销货

物，中药材市场也由过去单纯的药材集散、炮制加工发展

成为种植、饲养、收购、销售、信息服务等通联全国的药材

生产、加工及经营基地。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中药材交易市场

已不能满足药材交易的需要。目前，市委、市政府正在筹

建位于东商贸的中华药城。我们相信，中华药城竣工后，

历史悠久的禹州中药材市场，将会以崭新的姿态和更加

繁荣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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