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股票的筹码图为什么有大有小|一支股票的筹码分布图，
全是蓝色的筹码，几乎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红色筹码，说
明了什么，会说明股价会反弹-股识吧

一、一支股票的筹码分布图，全是蓝色的筹码，几乎没有或者只
有很少的红色筹码，说明了什么，会说明股价会反弹

红色的是最近发生交易的筹码，蓝色的是时间比较久远的筹码。
现在红色的数据，过些日子就会变成蓝色。
X坐标是筹码的数量，Y坐标是股价。
如果蓝色筹码集中在下面，说明有些筹码是以前买入的，现在股价虽然高了，他们
并没有卖出，但是他们是获利的状态，这些就有可能是庄家买入的筹码。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下面的蓝色筹码逐渐减少，而上面的红色筹码在增加，就说
明获利的筹码在卖出，即庄家可能在出货。
你就要小心了，应该及时卖出。

二、请问股价上午随大盘下跌，下午突然拉升几乎涨停说明什么
？

为了减少股市交易的投机行为，规定每个股票每个交易日的涨跌幅度，达到上涨上
限幅度的就叫涨停。
就中国股市来说，每个交易日涨跌限幅为10%，达到10%涨幅的就是涨停，当天不
能再涨了。
对特别处理的ST股票规定只能每天涨5%就涨停。
所有的价格升降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股票说到底是一种商品，一种以货币标价的特殊商品，所以股票市场的升跌和买卖
双方有关，也和市场货币供应量有关。
买卖方 从买卖双方来看，当买方力量大于卖方，也就是觉得股市未来值得投资的
人大于看淡后市的人就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多数人愿意出比现价更高的价格买股
票，个股价格就会上升带动股市指数上升，出现牛市。
反之当看淡后市的人大于看好后市的人，就有人低价抛售股票，个股价格下降带动
股市指数下降。
一般买卖双方力量变化和宏观经济走势有关，宏观经济趋缓，投资者预计对未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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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走势悲观就会抛售股票，反之则持有股票。
所以股票市场可以预先反映经济走势，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货币供应量 从货币供应量来看，如果国家出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降低银行利率
，投资于银行得到的收益就会下降，部分资金就会从银行储蓄流出去寻找更高的投
资回报，市场货币供应量增加，其中一部分就会被投资于有价证券主要是投资股票
市场。
举个例子：原来有100亿资金来买100亿股，现在多了100亿流入证券市场但股票数
量不变，股票价格肯定会上升。
所以市场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刺激股市上涨。
反之如果货币供应量减少，股票价格必然下降。
资产重组是指通过不同法入主体的法人财产权、出资人所有权及债权人债权进行符
合资本最大增值目的的相互调整与改变，对实业资本，金融资本，产权资本和无形
资本的重新组合.

三、同花顺上的筹码分布图为什么上方筹码多了而下方筹码没有
变化呢？

在日K线上是以每个交易日的平均价计算的，而周K线是以一周的平均价来计算的
，所以你应该以你的股票账户里的收益率为准，即用日K线计算收益率。
该股有盈利的话还是先卖出为好。

四、股票所谓的“上方压力筹码比较大”是什么意思？

压力筹码就是获利筹码，准备随时抛压卖出的筹码。
任何一轮行情都将经历由低位换手到高位换手，再由高位换手到低位换手，筹码的
运动过程是实现利润的过程。
(当然也是割肉亏损的过程)
低位充分换手是完成吸筹阶段的标志，高位充分换手是派发阶段完成的标志。
成本密集是下一个阶段行情的准备过程，成本发散是行情的展开过程。
集中度 表明主要筹码堆积的主要区域的幅度，数值越大表示筹码集中的幅度越大
，筹码就越分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集中的意思，不等同于庄家控盘，与龙
虎榜数据完全不是一个意思。
缺陷是无法将其编成方案，只能通过一只一只股票的观察进行总结，得出的以下结
果。

                                                  页面 2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1。
筹码集中度高的股票(10以下)的爆发力强，上涨或下跌的幅度比较大。
2.筹码集中度低的股票(尤其是20以上)的上涨力度明显减弱。
3.筹码的集中过程是下一阶段行情的准备过程，而发散过程是行情的展开过程。
需要强调： 1.不是只有集中，股票才会上涨。
2.达到集中，上涨的幅度增大。
3.不集中的股票，也会上涨。

五、大智慧的筹码图是什么意思？如何分析呢？

1、红色的筹码为获利盘，蓝色为套牢盘；
2、中间白颜色的线为目前市场所有持仓者的平均成本线，表明整个成本分布的重
心。
如股价在其之下，说明大部分人是亏损的。
3、获利比例：就是目前价位的市场获利盘的比例。
获利比例越高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获利状态。
4、获利盘：任意价位情况下的获利盘的数量。
5、90%的区间：表明市场90%的筹码分布在什么价格之间
6、集中度：说明筹码的密集程度。
数值越高，表明越分散；
反之越集中 7、筹码穿透力：就是筹码穿透力的含义是以今日股价穿透的筹码数量
除以今日换手率，穿越的筹码数量和筹码穿透力成正比，被穿越筹码数量越多筹码
穿透力越大。
8、浮筹比例：当前价格周围聚集的最容易参与交易的筹码数量。
定位为浮动筹码。

六、为何同一只股票的周筹码分布跟日筹码分布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交易价格上的数量统计出来的。
比如，某一时段内，在8元价位附近持续交易量最大，那分布最高的位置就是这了
，若一段时间内持续下跌或上涨，某一段价位的成交量肯定会少，相应的也就比较
均匀的了。
而对于日后周来讲，是按照日内、周内数据来统计的，一般，任何的技术指标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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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绝对。
比如该股价的盘位较高，当涨至红色或部位是，会遇到阻力，因为这个位置的获利
或者是解套盘比较多，通常情况下必然导致股价遇阻回跌。
寻找中长线牛股的利器，对短线客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
但筹码分布在股市的运用将开辟技术分析一片新天地。
筹码分析即成本分析，基于流通盘是固定的，无论流通筹码在盘中如何分布，累计
量必然等于总流通盘。
扩展资料将筹码分析理论应用于庄家分析，除了要从庄家那一面去理解筹码结构对
做盘的意义，还要把庄家的所有筹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样才能理解走势的道
理。
庄家是绝对不会这样算帐的：5元买的6元卖了，挣一元，7元买的8元卖了，挣一元
，9元买的套到6元，等解套。
静态或动态中，用Ctrl+U可叠加“移动筹码分布”。
用Shift+↑或Shift+↓向上或向下移动光标查看筹码集中的价格区域。
该指标通过对股票成交换手的动态分析和研究，透视出股票成本转换的全过程，并
形象的标明股票不同时间段，不同价位持仓筹码的分布量和变化情况。
可以选择任意交易日作为测试成本分布的基准点，形象直观的透视出相对于这个测
试点阿股票的筹码分布状况。
此外，通过不断移动和改变测试基准点，动态的透视出各价位持仓量的增减变化，
从而能全面的透视成本转换的全过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筹码分布

七、股票中筹码集中度数值越大筹码越集中吗？还是数值越小越
集中？我按照公式，显示的是越小集中度越高，但是

，各项技术只是一种参考的依据，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位置，反映的结果皆不同
。
且有正相关和背离的形态出现。
套用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

八、同花顺上的筹码分布图为什么上方筹码多了而下方筹码没有
变化呢？

十字光标的位置的筹码分布图，不是最近的，用鼠标点到最近的交易日就能看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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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筹码分布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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