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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k线怎么看背驰如何看股市K线图呢？如何看出来未来
几天的走势呢？通过头一天k线如何看出来下一根k线呢！
？-股识吧

一、如何看股市K线图呢？如何看出来未来几天的走势呢？通过
头一天k线如何看出来下一根k线呢！？

想学k线图很简单，看看酒田战法这本书就可以了.但你想通过看头一天k线来预测
未来几天的走势，这就别想了.这是不可能的.技术分析只能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现在
是什么情况，不能预测未来，光有技术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资金管理的配合才可
以.你也可以把你对行情走势的理解做成彩色k线的公式，例如下图的效果.红色代表
多头趋势，绿代表空头趋势.这样就简单多了一目了然了.

二、如何看股票的k线图的支撑位和压力位

支撑位：在K线图中，当价格下跌到达某个价位时，出现反弹或着趋势反转的情况
，那么这个价位就叫做支撑位。
支撑位是一个买方找到了利益所在，最终阻止了价格跌到它所创下的前期低点下方
去的价格。
支撑线是当价格跌到某一点位附近时，价格停止下跌，甚至还可能回升，这是多方
在此价位买入造成的。
这个起着阻止价格继续下跌的点位就是支撑线所在的支撑位。
压力位与支撑位正好是相反的，压力位处于相对得顶部。
当价格上涨至某个关键的价位时，出现了反弹下跌或着趋势反转下跌的情况，那么
这个价位就叫做压力位。
股票支撑位和压力位研判技巧：1.
当股价脱离盘整，朝上涨的趋势前进时，股价上方三条“上限”为其压力参考价。
2.
当股价脱离盘整，朝下跌的趋势前进时，股价下方三条“下限”为其支撑参考价。
3. 盘整时，股价若高于其中界线，则选择“上限”价位为参考依据；
股价若低于其中界线，则选择“下限”价位为参考依据。
支撑位和压力位画法：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对低点连成一条直线即得到支撑线。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对高点连成一条直线即得到压力线。
怎么看股票中的压力位、支撑位：两者是股票在较长时间的交易过程中形成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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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码堆积最多的峰值价位，如果这个峰值价位在k线的头顶上，它就是压力位；
如果其在k线的脚底下，它就是支撑位；
它们形成的那些支撑力或者压力的力度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是动
态的、可以转换的。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炒股最重要的是掌握好一定的经验与技巧，这样才能作出准
确的判断，新手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不防用个牛股宝手机炒股去跟着里面的牛人去
操作，这样要稳妥得多，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三、什么是股票的背驰

背驰指股价与成交量发生背离情况，多数情况下，股价的上涨往往伴随成交量的递
增。
而如果股价上涨，量能萎缩，这就是一种价量背驰现象。
对于背驰与盘整背驰，前者是有着最基础意义的，而后者，只是利用前者相应的力
度分析方法进行的一个推广用法，主要用在与走势中枢震荡相关的力度比较中。
注意，a+B+c中，a和c的盘整背驰，其实都可以看成是B的走势中枢震荡，虽然a存
在时，B还没出现，但也不妨这样看。
一个背驰后，无论是盘整背驰还是真正的背驰，理论只能保证其回拉原来的走势中
枢，这是正确的思维方式。
那么，回拉之后如何，这涉及预测。
正确的思维是，把回拉后出现的情况进行完全的分类，根据每种分类对应的后果，
决定你自己的对策。
扩展资料：在A+B+C结构中，若C段的力度小于A段，则构成盘整背驰。
盘整中往上的情况为例子，往下的情况反之亦然。
如果C段不破中枢，一旦出现MACD柱子的C段面积小于A段面积，其后必定有回
跌。
（C段不破中枢，也可以按照类似盘整背驰的方式来处理。
）比较复杂的是如果C段上破中枢，但MACD柱子的面积小于A段的，这时候的原
则是先出来，其后有两种情况。
如果回跌不重新跌回，就在次级别的第一类买点回补，刚好这反而构成该级别的第
三类买点，反之就继续该盘整。
这里所说的中枢应该是A、B、C组成的中枢。
参考资料来源：股票百科-背驰

四、如何分析股票走势中的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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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驰又称背离，是指当股票或指数在下跌或上涨过程中，不断创新低（高），而一
些技术指标不跟随创新低（高），称为背离。
在背离过程中，升势或跌势会放缓，股价的走势将会逆转。
所谓底背离就是股价或指数处于相对地位。
顶背离反之。
背离的形式1、顶背离：顶背离，意即升势放缓，指数或股价难再企稳于高位，甚
至有机会掉头回落；
若见此，投资者应趁早沽货。
2、底背离：底背离，意即跌势将尽，指数或股价开始见底回升，这属于买入讯号
。
背离的研判若要判断个别股票是否出现背离情况，单靠观察股价走势的变化，是难
以确定。
投资者最好同时运用技术指标（如RSI、KDJ等）、成交量、未平仓合约等协助分
析。
以RSI（相对强弱指数）为例，若股价创出新高，价位高于上一个高位，但RSI却较
上一个高位为低，甚至掉头下跌至50这好淡分界线以下。
这便是顶背离的一种佐证。
同样，以RSI为例，若股价低于上一个低位，其RSI线却未有跟随，反而较上一个低
位为高，甚至掉头回升。
这便是底背离的一种佐证。
背离现象的出现，可见于小时图、日线图、周线图等，由于小时图、十五分钟图、
五分钟图等的波幅极大，容易出现走势陷阱；
相反，日线图、周线图的背离变化较为可信。
另外，背离次数愈多，见顶或见底的可能性将愈高。
一般来说，如背离次数达三次或上，见顶或见底的机会相当高。
具体的可参阅下有关方面的书籍系统的去了解一下，同时结合个模拟盘练练，这样
理论加以实践可快速有效的掌握技巧，目前的牛股宝模拟炒股学不错，里面许多的
功能足够分析大盘与个股，使用起来有一定的帮助，希望能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

五、股票中如何判断成交量背驰

背驰：趋势力度比上一次趋势力度要弱，就形成背驰。
换句话说，背驰其实就是力度衰竭的表现，如图①，C段和A段比。
盘整背驰：盘整中当下笔或线段比前一笔或线段力度要弱，就形成了盘整背驰，如
图②，C段和A段比。
背驰段：就是在某级别的某类型走势，构成背驰或盘整背驰的走势类型称为某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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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驰段。
背驰-买卖点定理：任一背驰都必然制造某级别的买卖点，任一级别的买卖点都必
然源自某级别走势的背驰。
dot概念要点没有趋势，就没有背驰。
在盘整中是无所谓“背驰”的，这点是必须特别明确的。
对于背驰与盘整背驰，前者是有着最基础意义的，而后者，只是利用前者相应的力
度分析方法进行的一个推广用法，主要用在与走势中枢震荡相关的力度比较中。
注意，a+B+c中，a和c的盘整背驰，其实都可以看成是B的走势中枢震荡，虽然a存
在时，B还没出现，但也不妨这样看。

六、请问股票K线怎么看详细点先谢拉

朋友，不需要详细的讲解的，你需要从月线上看，配合成交量均线指标一起找上涨
趋势，和下跌趋势，只有这样才可以作到分析股票的趋势方法，这需要自己找心得
的 祝朋友好运！

七、股票背驰、中继、转折是什么意思？怎么判断
各有什么用？

背驰：通常是指股价与成交量发生背离情况，多数情况下，股价的上涨往往伴随成
交量的递增。
而如果股价上涨，量能萎缩，这就是一种价量背驰现象。
中继：可以简单理解成汽车换挡。
汽车行驶时，在换挡的时候一般速度会变慢，而这种变慢的背后，预示着汽车将以
更快的速度行驶。
说到股票，无论是上涨或下跌，突然某天趋势变缓，而后的走势将更加迅猛，这就
是中继。
比如，上升中继，下降中继。
转折：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最直白的理解就是“物极必反”。
股价到了大顶或大底的那一刻就会发生转折。
一个字，一个字敲的，非任何网络复制。
希望对你有帮助。
加不加分无所谓，千万记得维护这个帖子，免得伤害网友的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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