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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股票主力潜伏期、股票怎样看看主力在不在-
股识吧

一、如何判断股票有庄家进入

我个人认为60天均线，大概就是庄家的平均成本线，你可以随便看，只要是大牛股
，一定会上穿60日均线。
当然，庄家的具体成本谁也不知道，除非他亲自告诉你。
但有些股票的庄家成本并不一定是多少多少，因为有些是短线大资金，这是看不出
成本的。

二、股市中怎样识别庄家的进入，一般一只股中庄停留的时间周
期为多久

首先、先给你纠正下你的误区，每只股上市之日起就有庄家，我们所经历的只是换
庄的过程并非庄家介入只能说是新庄介入老庄退出，每次涨跌成交量放大时就都是
有可能换庄的时候。

三、散户怎样识别主力拉升的前兆

第一，底部K线形态完成，过短时间的形态无意义，不同形态要求的时间周期不同
，比如圆形底需要半年以上，W头肩底以2个月以上为宜。
形态没有完成之前没意义，完成之后才表示主力确实在这里进货了。
第二，底部形态的量价要符合，不能只是K线形态像就是，量才是主力进出的痕迹
，比如跌破平台无量，跌破是假跌破，返回越过平台就必须带量，跌破平台有量，
就会无量返平台。
W底的量中间最小，左边次之，右边最大等等。
第三，结合波浪每一浪的特点判断，比如第一浪的量不规则，轮动速度快，第二浪
量缩，回调极限可以到第一浪起涨点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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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怎么判断某只股票有没有大资金潜伏？

一、从该股的十大股东情况判断。
如果十大股东中有券商或是基金，该券商或基金很可能就是该股的大资金庄家。
如果券商或基金的持仓量很高，券商有几家营业部同时上榜，或同一家基金管理公
司有几只基金同时上榜，或同一地区有几家机构同时上榜，则更可靠。
二、从该股的流通股股东人均持股量判断。
笔者认为，人均2000股以下为弱庄或无庄，人均2000股至4000股为强庄，人均4000
股至10000股为超强庄，人均10000股以上为极强庄。
在人均2000股至4000股时介入最好，这时股价刚拉升，涨幅不太大，后市潜力大。
如果人均持股量过高，该股的涨幅往往已经很大，上涨潜力相对比较小，风险也较
大，大资金随时有变现出货的可能。
三、从该股的股东人数变化趋势判断。
该股的股东人数变少，说明有人在收集，可介入。
反之则说明有人在不断派发，介入要谨慎。
四、从该股的成交龙虎榜判断。
如果某股涨幅超过7%时，某券商有几家营业部同时上榜或所占的成交量比例很高
，则说明有强大资金驻扎。

五、1.每只个股是否都有主力潜伏， 2.涨跌是否只是因为主力的
原因，散户是否影响涨跌？影响多少？

有故事有题材有价值的股票是会有大资金看上并运作的，但是涨跌也不仅仅是他们
能说了算，因为只要不是一路资金高控盘，总会有各种游资或者大户在里面操作。
只要他们意见不统一就会出现或涨或跌各种情况，散户一般来说是没有办法影响股
价涨跌的，只能说是一种助力，当出现某种趋势的时候，散户会在贪婪或者恐惧的
心理作用下使得趋势更加加强。

六、股票如果有主力进场可以从哪些细节看出来？

常见的主力买入情况如下：1. 股价在相对低位震荡整理，散户值逐渐减少，表明主
力在悄悄建仓，可在起涨时果断介入。
 2. 随着股价节节攀升，散户值继续减少，表明主力还在搜集筹码，该股将有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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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逢低买入，波段持股。
附注：股价攀升，散户值显著增加，表明主力在拉高出货应及时获利了结。
 股价高位盘整，散户值明显增加，表明主力出货。

七、散户怎样识别主力拉升的前兆

主力进场四个细微特征1：往往市场很悲观的时候，股票价格出现大面积的非理性
杀跌，股票成为烫山芋，无人敢留。
利空消息不断，这波未平，那波又起。
2：股票开始出现被严重低估现象。
3：某一天原本要大跌，而从这个时候开始，股票价格跌不动了，技术形态上逐步
走出原来的下降通道，日K线上阳阴夹杂，股票价格通常保持在3%左右的幅度上下
震荡，短线客几乎没有什么高抛低吸机会。
4：股票价格最少于历史高点和前期资金密集出逃位置保持50%以上的距离。
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50%的空间，前期主力是出不完货的，其二，如果新主力
与前期庄家没有50%以上的价格距离，很容易产生碰庄现象；
其三，没有足够的拉升空间。
主力建仓的特征一般，主力建仓、吃货的股票，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长期下降趋势终结，比如5-20日均线开始逐步掉头向上；
二：放量杀跌后，股票维持一段时间比较长的缩量运行，有的是几个月，有的则是
半年以上的无量横盘，随后成交量开始温和放大，换手率基本保持在5%-7%，股价
出现连续2-3个不断上行低点。
三：即使有利空消息，但是，股票价格不再受此消息影响下挫，反而在利空不断的
环境下上涨，说明背后有大资金看好并吃进。
四：周K、月线指标重新向上金叉；
五：消息面很少听到有关此类个股的推荐、唱多，但是，股价开始强于大盘并独立
于大势，显著的特征就是：大盘上涨的时候比大盘快，大盘下跌的时候，个股以横
盘代替整理并拒绝下跌。
炒股需要长时间对一支股票的观察了解，和自己的看盘能力来决定看懂庄家的深度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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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如何发现资金主力是否正处于建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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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进场四个细微特征1：往往市场很悲观的时候，股票价格出现大面积的非理性
杀跌，股票成为烫山芋，无人敢留。
利空消息不断，这波未平，那波又起。
2：股票开始出现被严重低估现象。
3：某一天原本要大跌，而从这个时候开始，股票价格跌不动了，技术形态上逐步
走出原来的下降通道，日K线上阳阴夹杂，股票价格通常保持在3%左右的幅度上下
震荡，短线客几乎没有什么高抛低吸机会。
4：股票价格最少于历史高点和前期资金密集出逃位置保持50%以上的距离。
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50%的空间，前期主力是出不完货的，其二，如果新主力
与前期庄家没有50%以上的价格距离，很容易产生碰庄现象；
其三，没有足够的拉升空间。
主力建仓的特征一般，主力建仓、吃货的股票，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长期下降趋势终结，比如5-20日均线开始逐步掉头向上；
二：放量杀跌后，股票维持一段时间比较长的缩量运行，有的是几个月，有的则是
半年以上的无量横盘，随后成交量开始温和放大，换手率基本保持在5%-7%，股价
出现连续2-3个不断上行低点。
三：即使有利空消息，但是，股票价格不再受此消息影响下挫，反而在利空不断的
环境下上涨，说明背后有大资金看好并吃进。
四：周K、月线指标重新向上金叉；
五：消息面很少听到有关此类个股的推荐、唱多，但是，股价开始强于大盘并独立
于大势，显著的特征就是：大盘上涨的时候比大盘快，大盘下跌的时候，个股以横
盘代替整理并拒绝下跌。
炒股需要长时间对一支股票的观察了解，和自己的看盘能力来决定看懂庄家的深度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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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股票怎样看看主力在不在

可以说，质地还不错的股票，每一只都有主力，就和一块土地，不会被人荒废一样
，早就被各种各样的实力瓜分了。
主力活动时，还是能看出来的。
蛰伏时，不好看。
从走势：控盘股，在大盘危机时，一般会有反抗的。
不过，很难判断主力会怎么样，这个课题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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