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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为什么不用人脸识别，一位资深操盘手讲述：为什么
炒股只需要看均线-股识吧

一、庄家为什么不用小单

1.
谁说主力不用小单？有经验的操盘手会大单小单混合用，让人看不出自己的意图。
他唯一藏不住的是成交量。
所以观察股市，成交量比单的大小重要多了。
2. 算大单。
散户怎么也做不出一万手一笔的买卖。
不过你仍然无法判断主力在此是买还是卖。
这需要观察大单成交后股市的走向。
如果主力不刻意隐藏意图，那么买的话成交后市场会上升，反之会下降。
如果主力仍在继续交易，那么第一笔成交后市场的走向通常会和主力的意图相反。
另外你要知道，主力也是大半时候是错的，只不过错的次数比散户少些。
所以盲目跟从主力也会亏钱。
所谓庄家，更是不知所云。
股市里并没有什么庄家。
那都是输钱输惨了的人找的借口。
对于一个总是输钱的人来说，他无论做什么，市场都反向而行，看起来就好像有人
(即神秘的庄家)专门整他，骗他的钱。
其实那都是其他有经验的投机者无意中合伙干的。
最后说一句，炒股软件全是骗人的。
道理很简单。
如果那软件真能赚钱，他就不用靠卖软件来赚钱了。
我上面说的那些经验，要用起来就像下棋一样，软件能做到吗？

二、为什么不能刷脸实名认证了

这个刷脸只是认证的一部分，还需要身份证，真实姓名，为了安全起见，刷脸还可
以模仿别人的脸，所以公安部门会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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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花顺模拟炒股是怎么回事啊？不需要真实交易的吧？我开
通了试着买入了股票怎么不能卖出啊？

不用真实的钱模拟炒股跟真实的炒股一样环境，实时成交你买入不能卖出，首先确
认是交易时间，其次可能是网络繁忙，可过会再操作

四、一位资深操盘手讲述：为什么炒股只需要看均线

所有指标包括kd
macd均线，是根据已有价格计算得出，看指标落后于看价格分析，也就是k线。
而价格是根据成交量变化，看k线分析落后看成交量分析，而成交量根据盘面结构
变化，看成交量分析慢于看结构分析。
所以只用均线是无法操作股票的，正确的方法要会用比较法则选择主流板块主流股
，懂得利用正确的技术分析筹码分析知识来针对不同主力类型的股票用量价，趋势
，波浪位置计算合理买卖点，比如3450大盘跌下来看月均线20日均线，没支撑直接
跌破，然后季线，六十日，没支撑，直接破，然后半年线反弹几天看起来似乎有支
撑事后还是跌破，如果你看均线来分析操作，是不是一路套牢还错过止损的机会？
等到跌破半年线准备到年线再买，是不是又错过现在的上涨行情

五、有料看看提现为什么要人脸识别，是不是骗子

有料不知是什么，但是有很多的APP都有需要人脸识别的一个选项，只不过大多数
人不用，人脸识别能更准确的确认账号所有人信息，预防冒领冒用，所以你说的这
个应该不是骗子，但是也不要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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