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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牛黄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首先

介绍了牛黄相关概述、中国牛黄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牛黄市场发展的现状，然

后介绍了中 国牛黄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牛黄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中国牛黄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牛黄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

资牛黄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国内市场天然牛黄价格不断攀升，甚至比黄金还贵。在利益驱使下，制售假冒伪劣

天然牛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国外出现疯牛病后，国家禁止进口天然牛黄，走私活动便猖

獗了起来。天然牛黄来源更为复杂，销售渠道更为混乱，质量进一步下滑。 

    天然牛黄是许多中成药的重要原料。目前，我国4500多种中药中，有650多种含牛黄成分，

每年对牛黄的需求达上百吨，但是，我国每年自产天然牛黄只有1吨左右。虽然我国曾经大量

进口天然牛黄，但仍然供不应求。 

    天然牛黄资源匮乏、来源混乱、质量下降，不仅给中药产业带来信誉危机，也直接威胁到

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用药安全。建议一方面要坚持打击走私和制售假劣行为，另一方面必须大

力发展和积极推广药效优良、质量可控、价格低廉的天然牛黄代用品，同时引导有关药品生

产企业除临床急重病症用药外，尽量使用代用品，从而最大限度满足广大普通患者的用药需

求。 

    近年来，国家陆续批准了三个牛黄代用品，但目前都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天然牛黄资源紧

缺的问题。&ldquo;人工牛黄&rdquo;价格低、产量大，但药效较差；&ldquo;培植牛黄&rdquo;

内在药效较好，价格较高，但产量极低；&ldquo;体外培育牛黄&rdquo;作为国家一类新药，药

效和品质已得到证实，价格居中，但没有产业化。 

    目前三种天然牛黄代用品中&ldquo;体外培育牛黄&rdquo;发展前景较好，国家应大力支持有

关生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研究论证其内在功效，使

其尽快形成产业化，补市场之不足，从根本上扼制走私和制售假冒伪劣天然牛黄行为。 

    目前我国牛黄主产于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河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江苏、浙

江等地也有少量生产，但产量占比较小。 

    牛黄区域集中度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第一章 牛黄行业相关概述 1 

第一节 牛黄阐述 1 

一、牛黄性状 1 

    该品多呈卵形、类球形、三角形或四方形等，大小不一，直径0.6～3(4.5）cm，少数呈管状

或碎片。表面黄红色至棕黄色，有的表面挂有一层黑色光亮的薄膜，习称&ldquo;乌金

衣&rdquo;，有的粗糙，具疣状突起，有的具龟裂纹。体轻，质酥脆，易分层剥落，断面金黄

色，可见细密的同心层纹，有的夹有白心。气清香，味苦而后甘，有清凉感，嚼之易碎，不

粘牙。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二、性味与归经 2 

三、功能与主治 2 

四、临床应用 2 

第二节 牛黄的贮藏 3 

第三节 人工牛黄分析 3  

    一、成分 

    一般认为牛黄的主要成分是胆红素及胆酸。经现代分析研究结果证明；胆红素含量72％

～76.5％，胆汁酸4.3％～6.1％，胆酸0.8％～1.8％，脱养胆酸3.33～4.3％，胆汁酸盐3.3％

～3.96%，总胆固醇2.5％～4.3%，脂肪酸1.0％～2.1%，卵磷脂0.17～0.2％，钙2.3％～2.6％，

其他还含有铁、钾、钠、镁、铜、钼等离子。牛黄成分分析测定的结果差异很大，除样品来

源本身的差别外，与测定方法，所用标准物质等有很大的关系。  

    二、人工牛黄主要成分及制备  

    1.胆酸胆酸学各为3&alpha;、7&alpha;、12&alpha;一三羟基-5&beta;一胆烷酸，分子

式C24H40O6，分子量408.6，熔点198℃，(&alpha;)D20+37，pk=6.4，15℃时在水中的溶解度

是0.28克／升，在乙醇中是30.56克／升。在生产中如以牛羊胆汁为原料，一般采用&ldquo;乙

醇结晶法&ldquo;提取。 

    (1)工艺流程 



     (2)操作方法 

    牛羊胆酸精品 

    ①水解、酸化将牛、羊胆汁(或胆膏)加于1／10量的氢氧化钠(胆膏为1：1，另加水)，在夹

层锅(或玻璃瓶中)加热煮沸皂化反应18小时以上，中间不断补充蒸发去的水。反应结束，待

皂化液冷却，在布氏漏斗上进行抽滤，滤液即为皂化液。 

    将皂化渡置于容器中，在搅拌下，缓缓滴加30%稀硫酸使pH值达2～3，此时粗胆汁酸浮于

液层，过滤后即得粗胆汁酸潮品。将其置于容器中，加等量水搅和煮沸10～20分钟，使成颗

粒状沉淀，冷却后过滤，滤饼用清水反复洗涤至中性，抽干后，在50～60℃的真空烘箱或空

气烘箱中干燥至恒重，得粗胆汁酸干品。 

    ②结晶、干燥 取粗胆汁酸干品放人装有烧瓶或反应器中，加入0.75倍75%乙醇，加热回流至

固体物全部溶解，再加入10～15％活性炭回流脱色15～20分钟，乘热过滤。滤液用冰水浴冷

却至0～5℃，再放置4小时以上，使牛羊胆酸结晶析出，然后抽滤，并用适量乙醇洗涤结晶，

抽千后，得胆酸粗结晶。 

    ③脱色、精制将上述粗结晶胆酸再置脱色反应瓶中，加入4倍量的95%乙醇和4%～5%活性炭

，加热回流脱色30～45分钟，趁热过滤。滤液倒入蒸馏器中蒸馏回收乙醇，至总体积为原体

积的1／4后，先用冷水浴将其冷却至室温，接着用冰水浴冷却至0～5℃。结晶4小时后，在布

氏漏斗上真空过滤。抽干后，结晶用少量冷的95％乙醇洗涤1~2次。再次抽干，结晶在70℃真

空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重，即得牛羊胆酸精品，得率为2％～3％。 

    2.猪脱氧胆酸 

    猪脱争胆酸学各为：3&alpha;，6&alpha;，一二羟基一5&beta;-胆烷酸，分子式C24H40O4，

分子量392.6，熔点197℃，(&alpha;)D20+8。在乙醇和冰醋酸中易溶，丙酮中徽溶，在水中几

乎不溶。 

     (2)操作方法 

    ①猪胆汁酸制备 

    将用钙盐法制取胆钙盐后的碱性滤液置耐酸容器中，室温下冷却至30℃以下。然后，边搅

拌，边缓缓滴加入15％盐酸，将pH值调至1～2，静置12～18小时，绿色粘膏状粗胆汁酸沉于

器底，取出，用水冲洗后，真空干燥即得胆汁酸粗品。 

    ②猪脱氧胆酸粗品制备，按胆汁酸：固体氢氧化钠：水=1：1.5：9的重量比，先将水加入烧

瓶，再加入固体氢氧化钠，振摇至氢氧化钠全部溶解，再加入胆汁酸粗品，充分摇匀。加热

回流皂化16小时以上。反应结束后，在室温下冷却至15℃以下，静置分层。虹吸去上部淡黄

色液体，沉淀物补充少量水使溶解。在搅拌下用20％硫酸酸化至pH=1～2，猪脱氧胆酸粗品



即呈金色黄悬浮于液面。放置2小时以上，过滤弃去滤液。将滤饼置于烧杯中，加适量冷水搅

和。再过滤，并用适量清水洗涤1～2次，再次过滤抽干，烘干取得猪脱争胆酸粗品。 

    ③精制 

    将上述粗品置于烧瓶中，加4倍重量的乙酸乙酯，15％~20％的活性炭，加热回流脱色30~45

分钟。冷却至室温后，过滤。滤饼再加4倍重量乙酸乙酯，按上法处理，得第二次精制液。如

此重复一次，得第三次精制液。 

    合并上述第一、二、三次乙酸乙酯精制液，置于具塞平底烧瓶中，加入20％无水硫酸钠，

振荡或搅拌5～10分钟，然后在室温下放置过夜，以脱除乙酸乙酯中的水分。 

次日过滤，滤液移至蒸馏瓶中，加热回收乙酸乙酯至有少量白色固体物析出(约至原体积的1

／3～1／5)。冷却结晶8小时后，抽滤至干，用适量乙酸乙酯洗涤1～2次。再次抽干，70℃以

下真空干燥至恒重，即得无色猪脱氧胆酸精品。 

    3.胆红素又名胆红质，分子式：C33H36N4O6，分子量584.65，熔点198~200℃。不溶于水，

可溶于苯、氯仿、氯苯、二硫化碳及碱液中，微溶于乙醇和乙醚。 

    ①胆色素钙盐的制备，新鲜猪胆汁加3～4倍量的澄清饱和石灰水，在不断搅拌下，加热至

沸，捞取飘浮在液面的桔红色胆红素钙盐，随即用细布过滤，得钙盐。母液经静置倾去上层

清液后，沉淀并进行过滤，合并于钙盐取出钙盐后的母液作为制取猪脱氧胆酸之用。 

    ②胆红素钙盐的一次酸化，取胆色素钙盐，加半倍水搅成糊状，过80目筛。加入1%的亚硫

酸氢钠，在不断搅拌下，缓缓滴加1：1的稀盐酸，使pH1~2。静置10分钟，放出酸水，沉淀

过滤。 

    ③胆红素钠盐的二次酸化，沉淀先加少量乙醇搅拌成糊状.而后再加约10倍量的90%~95%的

乙醇及0.5亚硫酸氢钠，调节pH3~4，静置沉淀10小时，吸取上清液，底部胆色素再以10倍量

乙醇洗涤沉泣一次，吸去上清液。底部胆色素用绸布抽滤或吊干，得粗制胆红素，含量一般

在30%以上。 

    ④精制，取粗制胆红素，加入4倍量的氯仿，于35℃回流提取3小时，将氯仿层分离上层残

渣再反复提取3～4次，直到胆红素提取至尽。氯仿提取液合并过滤。滤液中加少量抗氧剂，

蒸馏回收氯仿至胆红素结晶析出，加入适量95%乙醇，继续蒸馏，直至蒸去溶液内残余的氯

仿。将余留的胆红素乙醇溶液抽滤，用少量微热的95%乙醇和蒸馏水各洗涤一次，最后以无

水乙醇洗涤，真空干燥，得精制胆红素。 

    4.胆固醇，化学各为胆固-5-烯-3&beta;一醇，分子式C27H46O，分子量386.67，是高等动物

体中的主要甾醇，熔点148.5℃，微溶于水，能溶于醇、醚、氯仿或丙酮。 

    ①丙酮提取取新鲜或冷冻大脑或骨髓，去膜及血丝等杂质，绞碎。加入3倍量丙酮浸渍，第

二次2.5倍量，第三次1.5倍量。每次24小时，经常搅拌。过滤和压榨，收集滤液(滤渣供提取卵



磷脂用)。 

    ②浓缩 蒸馏回收丙酮，直至浓缩物中出现大量黄色固体物为止。 

    ③乙醇溶解 黄色固体加10倍量的95％乙醇，加热回流使溶解，过滤。 

    ④冷结晶 滤液在O～5℃冷却，静置结晶析出，过滤得粗胆固醇结晶。 

    ⑤酸水解 粗胆固醇结晶加5倍量95％乙醇及5％～6％的硫酸，加热回流水解8小时，溶液在0

～5℃冷却结晶。过滤，滤出结晶用95％乙醇洗至中性。 

    ⑥乙醇重结晶 胆固醇结晶加10倍量的95％乙醇和3％的活性炭，加热回溘脱色1小时，进行

保温过滤，滤液在0～5℃冷却结晶如此反复三次，将胆固醇结晶过滤，压干，挥发去乙醇后

，在70~80℃真空干燥即得精品胆固醇。    

三、人工牛黄的配制  

    按照人工牛黄的配方及质量要求，准确计算出配制一定量成品所需各种原料。先将胆红素

溶解在少量有机溶剂中，再加入胆酸，胆固醇，无机盐及赋形剂等，混合均匀，真空干燥。

取出干燥物，加入全量的猪脱氧胆酸进行球磨，过100目筛，包装于棕色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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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2013年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分析 4 

一、全球医药行业发展概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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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13年中国医药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24 

一、我国医药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24 

    1.医药企业多、小、散、乱的问题突出，缺乏大型龙头企业。 

    全国医药工业企业3613家，其中大型企业423家，只占总数的11.7％。多数企业专业化程度

不高，缺乏自身的品牌和特色品种。大多数企业不仅规模小、生产条件差、工艺落后、装备

陈旧、管理水平低，而且布局分散，企业的生产集中度远远低于先进国家的水平。我国医药

工业销售额最大的65家企业的生产集中度是35.7%，而世界前20家制药企业的销售额占全世界



药品市场份额的60%左右。 

    2.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 

    新药创新基础薄弱，医药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迅速产业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医药科技

投入不足，缺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产品更新慢，重复严重。化学原料药中97

％的品种是&ldquo;仿制&rdquo;产品。老产品多、新产品少；低档次与低附加值产品多、高技

术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少；重复生产品种多、独家品牌少。有些产品如庆大霉素、扑热息痛

、维生素b1、甲硝唑等制剂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生产。即便是新产品，重复生产现象也

很严重，如二类新药左旋氧氟沙星制剂就有34个企业生产、克拉霉素制剂有35个企业生产。

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较慢。多数老产品技术经济指标不高，工艺落后，成本高

，缺乏国际竞争能力。 

    3.医药流通体系尚不健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三级批发格局基本打破以后，新的有效的医药流通体系尚未完全

形成，非法药品集贸市场屡禁不止。加上生产领域多年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致使多数品种

严重供大于求，流通秩序混乱，治理任务艰巨。 

    4.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性能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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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家药典委员会关于&ldquo;人工牛黄&rdquo;质量标准有关执行内容的函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检验所、有关生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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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30%&rdquo;。请按此执行。 

国家药典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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