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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如何判断波段高位__如何判断个股波段顶部-股识吧

一、如何判断股价是在高位还是低位

股价处于低位，大阳线往往是主力做多的信号；
股价处于高位，大阳线则有出货的嫌疑。
那么如果判定股价是处于高位还是低位呢？可以从一下几方面进行界定：1.
市盈率的高低。
如果市盈率处于历史低位或低于国际认可的平均市盈率，可视为地位；
如果市盈率处于历史高位，则可视为高位。
通常来说市场的合理平均市盈率在30-40倍之间，但是板块之间有不同的系数，钢
铁板块的合理市盈率一般在10倍左右，为所有板块最低，煤炭、电力、有色、高速
公路、港口机场的合理市盈率为30倍左右，小盘股的市盈率比较高，一般可以被认
可的倍数在50倍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通常具有很好的成长性（想象空间比较大
），科技股往往也因此而被授予较高的市盈率。
所以我们在评估股价时也要根据股票所处的板块，适当的对市盈率的倍数加以修正
。
2. 与同行业、同类型股票的股价进行比较。
低于平均水平可视为地位，高于平均水平可视为高位。
3. 看走势图。
如果处于形态底部并有向上的趋势，可视为地位；
股价有了大幅上涨后出现价升量缩或价平量增时可视为高位。
4. 所处的市场环境。
牛市中，业绩优秀且成长性好的股票，合理的市盈率在三四十倍，当股价处于这个
市盈率水平时，可视为股价处于低位；
熊市中，同样的股在三四十倍的市盈率水平就算高位了。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投资者进入股市之前最好对股市有些初步的了解。
前期可用个牛股宝模拟炒股去看看，里面有一些股票的基本知识资料值得学习，也
可以通过上面相关知识来建立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炒股知识经验。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二、怎样看出每一波段的高点？

从ＣＣＩ中可以分辨当天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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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么判断大盘在高位或低位？

股价的高位和低位分为历史高位和波段高位、历史低位和波段低位，而没有什么相
对高位和低位的说法。
历史高位和低位当然是指历史最高价和历史最低价，波段高位和低位是指一个波段
行情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作为普通投资者，要精准地判断和预测大盘和个股在某一位置究竟算是“高位”还
是“低位”，不大容易做到。
但自己给自己确定一个心里期望的点位，以此作为自己认可的“高位”和“低位”
，作为自己买卖的参考和依据，这一招还是十分管用的。
一旦到达自己预期中的“低位”，采取“有所为”的操作策略，适当加快操作的频
率，进行必要的加仓；
一旦到达自己预期中的“高位”，采取“有所不为”的操作策略，进行必要的减仓
、观望或休息。
在股市中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战术，只有合理的分析。
每个方法技巧都有应用的环境，也有失败的可能。
新手在不熟悉操作前可先用个模拟炒股去练练，从中总结些经验，实在不会的话也
可以跟我一样用个牛股宝手机炒股去跟着牛人榜里的牛人去操作，这样也要稳妥得
多，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猴年投资愉快！

四、如何断定股票中期高位? 如何断定股票短期高位?
如何断定股票长期高位?

1、如何断定股票短期高位? 如何断定股票中期高位：这两个问题需要艺术化的处理
，很难有规律性的标准去衡量判断。
在具体操作时，股市整体处于牛市阶段时，应过滤掉短期高点和中期高点的操作行
为，也就是说，不作出短期高点和中期高点的人为判断，让利润奔腾。
2、如何断定股票长期高位：简单的方法就是市盈率。
当某股的市盈率低于股市整体的平均市盈率时，就坚决持有，若远远高于股市整体
的平均市盈率时，你就要仔细观察该股高位的成交量变化了，随时准备获利了结。
当然，准确判断一只股票是否到达历史高位是很困难的事情，同样需要艺术化的处
理。
当市场处于狂热时期，很多个股会涨到令人不敢相信的高度，而极少数个股却像一
只瘟鸡慢慢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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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怎么寻找一个股票的波段低点和高点

判断底部的方法：CCI指标在负220以下、bai在布林指标下轨的下方、duKDJ指标中
的J值在零轴以下，一般可以判断为底部，一般来说，达到这三zhi个条件，基本没
下跌的风险。
判断顶部的方法：daoMA指标中的短均线从高位向版下叉上较长的均线，形成死
叉，或者KDJ指标形成高位向下死叉、还有MACD指标出现DIFF死叉DEA，都是头
权部的特征。

六、怎样看出每一波段的高点？

股价处于低位，大阳线往往是主力做多的信号；
股价处于高位，大阳线则有出货的嫌疑。
那么如果判定股价是处于高位还是低位呢？可以从一下几方面进行界定：1.
市盈率的高低。
如果市盈率处于历史低位或低于国际认可的平均市盈率，可视为地位；
如果市盈率处于历史高位，则可视为高位。
通常来说市场的合理平均市盈率在30-40倍之间，但是板块之间有不同的系数，钢
铁板块的合理市盈率一般在10倍左右，为所有板块最低，煤炭、电力、有色、高速
公路、港口机场的合理市盈率为30倍左右，小盘股的市盈率比较高，一般可以被认
可的倍数在50倍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通常具有很好的成长性（想象空间比较大
），科技股往往也因此而被授予较高的市盈率。
所以我们在评估股价时也要根据股票所处的板块，适当的对市盈率的倍数加以修正
。
2. 与同行业、同类型股票的股价进行比较。
低于平均水平可视为地位，高于平均水平可视为高位。
3. 看走势图。
如果处于形态底部并有向上的趋势，可视为地位；
股价有了大幅上涨后出现价升量缩或价平量增时可视为高位。
4. 所处的市场环境。
牛市中，业绩优秀且成长性好的股票，合理的市盈率在三四十倍，当股价处于这个
市盈率水平时，可视为股价处于低位；
熊市中，同样的股在三四十倍的市盈率水平就算高位了。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投资者进入股市之前最好对股市有些初步的了解。
前期可用个牛股宝模拟炒股去看看，里面有一些股票的基本知识资料值得学习，也
可以通过上面相关知识来建立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炒股知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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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七、股价走势的相对高位与低位怎样确定？

如果该股目前的股价以前曾经达到过，例如，目前的股价是10元，而两个月前也曾
经在10元附近。
那么就可以根据以前的价位和成交量来进行分析。
通常，成交量密集而且股价在该价位停留时间比较长的，该价位就是一个值得注意
的价位。
如果股价后来高于它，则它就是支撑位，通常跌到它附近就会止跌。
如果价格低于它，那么它就是阻力位，价格回升到它的位置，就会停滞不容易上涨
。
如果该股价从来没有达到过，例如过去的股价一直在6元附近，现在达到了8元，而
这个价格历史上从来没有到达过，那么就很难判断高位低位了。
这时候，要看成交量，以及均线，以及OBV这些指标。
说来话长了，这里不赘述。

八、如何看股票高位，底位

股票没有绝对的高位和低位。
永远都是相对的。
先说低位。
一家公司的股票，如跌破其每股净资产值，即所言破净。
那我们可以认为它已经超值了。
那肯定是历史低位。
除此外，严重缩量造成的地价，也是股票的低位。
这句话解释下：在成交低糜，股价经过缩量阴跌，跌无可跌，全天没有几笔交易的
时候。
这时，这种股票是遭人遗弃的。
没有人愿意买入。
那么其价格肯定是历史低位。
再说高位。
股票价格高于净资产数十倍以上，市盈率虚高。
市场每天成交火爆，大量的人在买入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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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股票价格绝对是历史高位。
解释：大量成交，说明市场对该股票后市看法分歧严重。
此时，市场是处于多空平衡状况。
而一旦空方力量稍稍转强，即认为该股票即将下跌的人占多数，该股票就将进入下
跌通道。
因此，其价格就是历史高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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