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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用MACD判断一只股票会涨

MACD指标中的MACD柱线可以表示股价涨跌的内在动力。
位于零轴上方的MACD红色柱线越长，说明股价上涨动能越强。
位于零轴下方的MACD绿色柱线越长，说明股价的下跌动能越强。
当股价在持续下跌过程中连创新低的同时，如果其MACD柱线没有创出新低，反而
出现了一底比一底高的上涨形态，二者就形成了底背离形态。
MACD柱线和股价底背离形态说明虽然股价还在下跌过程中，但是其内在的下跌动
能已经越来越弱，未来股价有见底反弹的可能。
红绿柱本来的含义是多空力道的体现，在实际的操作中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
帮助我们高抛低吸，踏准主力心跳的脉搏。
（1）红柱缩短=股价即将回调，对应策略是高抛。
其含义是多方的力道正在衰退，虽然目前空方还没有占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多方
力道的减弱，空方力道会增强，所以出局观望是明智之举。
缺点：经常出现伪信号，红柱再次加长，再次进入强势行情。
（2）红柱加长=股价将连续上涨，对应策略是持有。
其含义是多方的力道正在加强，空方毫无还手之力。
（3）绿柱加长=股价将连续下跌，对应策略是空仓。
其含义是空方的力道正在加强，多方毫无还手之力。
（4）绿柱缩短=股价将止跌企稳，对应策略是中线资金进场低吸，一般都可以买
在相对的低位。
缺点：经常出现伪信号，绿柱再次加长，再次进入下跌行情。
对应策略，破前期低点止损。
（5）红柱翻绿柱=进入空头市场，后期走势以跌为主。
（6）绿柱翻红柱=进入多头行情，后期走势以涨为主涨。
（7）当MACD还是绿柱的时候，且绿柱一天比一天短，即将变成红柱的时候买进
，要求红柱还没有出来，但是绿柱已经缩小的差不多的时候，其含义是在空方没有
还手之力的时候，多方很容易对这个股票发动攻击行情。
为了过滤伪信号，必须看前期的上涨和下跌是不是也符合条件，经常有正确信号的
才可以操作，同时必须明确的是本次调整时的量能是缩小，基本上处在横盘小幅度
整理的阶段最好。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新手前期可参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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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还不错，里面的所有指标都有说明如何运用，使用起来有一定的帮助，希望可以
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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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么在交易量上判断股票涨跌

这个是没有具体的说法的；
股票张跌大体是看成交量、大盘走势、K图来判断；
比如大盘大跌；
股票大单卖出（外盘）的；
要比买入（内盘）的多很多；
这个股价绝对跌；
对于第二天的走势要看大盘和K线图了

三、K线图如何确认双顶双底

双顶就是，前面有个顶在比如10元位置成立，现在的股价2113又在10元附近5261成
立了个新的顶，那么这2个顶，看上去的图形象字母M，也可以称为M顶.双底概念
则相反，也可以称为W底.头肩顶概4102念简单的说就是K线图上最近共有16533个顶
，A，C二顶位置很接近，B顶位置最高，比A，C二顶都高，时间上专看，B顶在A
，C顶中间位置.A，C二顶好比是人的肩膀位置，而B顶是人的头部最高位置，所以
称为属头肩顶

四、股票判断涨跌主要看什么？

股市谚语“提高你的知识是降低风险的一条最好的途径”。
你花在股票上的时间越多，得到知识也越多，今后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想赚钱你必须找出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或者别人不会做的事情。
如何判断股票当天的涨跌：首先打开五分钟图，（大盘个股均可），以当天前三个
（最多第四个）五分钟K线的最低点当做全天该股（大盘）的“涨跌标准线”，若
当天未破此低点，则可当日看多；
若打破此低点，当日看空，概率80%！并观察5、10、20个五分钟均价线多空头排列
定论，更加准确！若个股出现低于标准线的情况出现，个股基本可根据当日大盘情
况定义为震荡或下跌行情，对于震荡行情可做低吸高抛，下跌则可在个人预设止损
位出局观望！结合顶底指标来判断高低点效果更佳！结合前日最后五分钟K线的涨
跌+今天开盘前三到四个五分钟K线的具体形态和放量情况，判断当天大盘是涨是
跌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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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放量+下跌K线组合=大盘下跌；
上涨+缩量+非下跌性K线组合=大盘上涨；
下跌+缩量+非下跌性K线组合=大盘上涨；
下跌+放量+上涨K线组合=今天上涨（还有可能是大涨！）新手的话前期可先用个
模拟盘去练练，从模拟中慢慢总结经验，我现在也一直都在用牛股宝模拟炒股来提
高技术，在不熟悉操作时都会先用它来演练一下，等有了好的结果之后再去实战，
效果不错，你可以试试，祝投资愉快！

五、股票下跌，怎么才能判断出跌够跌透

就目前来讲，政策底的利好还没有出尽还有一个时间段，也就是说利好政策要有一
个政策底，而市场要有一个市场底，当市场底与政策底相重叠时就是真正的市场底
哟，就可建多头待涨，相反在一个时间跨度里连续出利空，而市场能量在不段放大
，K线和均线都有慢慢趋向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就是跌的信号到了！也就是阶段性
的市场顶要到了可出货！

六、如何判断股票的涨跌?

中国的股市很大程度上就是赌博，基本来说只要资本足够就不会赔钱。
作为散户能判断出庄家的走向跟着来就能大赚，关于基本面长期投资的话要关注，
毕竟公司的盈利是基础，但实际上很少人可以坚持那么长的时间，中国股市的换手
率远远超过国外，大家都在投机。
完全不赔是不容易的，可以常常上网去各大门户的股票论坛或者博客看看，有很多
高手推荐很多股，自己甄选一下，有些人态度还是比较负责的，推荐的股可能不是
最赚得，但比较稳定是不会赔得。
技术层面上判断涨跌难度太大，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比较高，也不是必准。
可以选择关注一个行业的（比如搂主本身所在行业，会比较了解）或者几只股票，
多上网看看分析。

七、股票涨跌怎样预先判断？

没有能够很准确的预判，走势只是概率，重要的是在涨跌之后你的操作策略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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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何判断股市涨跌

就目前来讲，政策底的利好还没有出尽还有一个时间段，也就是说利好政策要有一
个政策底，而市场要有一个市场底，当市场底与政策底相重叠时就是真正的市场底
哟，就可建多头待涨，相反在一个时间跨度里连续出利空，而市场能量在不段放大
，K线和均线都有慢慢趋向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就是跌的信号到了！也就是阶段性
的市场顶要到了可出货！

九、请问，如何操作双重底的股票？

双重底又叫W形态，W底形态属于一种中期底部形态，一般发生于波段跌势的末期
，一般不会出现在行情趋势的中途，一段中期空头市场，必须会以一段中期底部与
其相对应，也就是说，一个W底所酝酿的时间，有其最少的周期规则，所以W底的
形态周期是判断该形态真伪的必要条件。
W底形态的形成是由于价格长期下跌后，一些看好后市的投资者认为价格已很低，
具有投资价值，期待性买盘积极，价格自然回升，但是这样会影响大型投资机构吸
纳低价筹码，所以在大型投资机构的打压下，价格又回到了第一个低点的位置，形
成支撑。
这一次的回落，打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形态而呈圆弧状。
W底形态内有两个低点和两次回升，从第一个高点可绘制出一条水平颈线压力，价
格再次向上突破时，必须要伴随活跃的成交，W底才算正式成立。
如果向上突破不成功，则股价要继续横向整理。
股价在突破颈线后，颈线压力变为颈线支撑，股价在此时会出现回抽，股价暂时回
档至颈线为附近，回抽结束，股价则开始波段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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