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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中的成交量怎么判断其大小.请问股票中成交量到什
么数值才算大或小?成交额又如何?-股识吧

一、股票成交量大小怎么看

展开全部根据换手率来判断，如果换手率在2%以下，该股票算是交投不活跃，2%
到5%算是正常吧，如果超过10%，那就是成交量过大，有问题了。

二、请问股票中成交量到什么数值才算大或小?成交额又如何?

换手率是判断成交量大小的标准：可以把换手率分成如下个级别：
绝对地量：小于1% 成交低靡：1%——2% 成交温和：2%——3%
成交活跃：3%——5% 带量：5%——8% 放量：8%——15% 巨量：15%——25%
成交怪异：大于25% 常使用3%以下这个标准，并将小于3%的成交额称为“无量”
，这个标准得到广泛认同。
更为严格的标准是2%。
特别注意大盘股，虽然只有1%左右，但是却是成交几亿，这个是很活跃的。
这种判断要结合其在前期高位的换手率和低位的换手率。

三、股票交易中成交量的大小表示什么意思

一富财经认为利用成交量的纪录以决定市场的走势，基本以下面两条规则为主： 
第一，当市场接近顶部的时候，成交量经常大增，其理由是：当投资者蜂拥入市的
时候，大户或内幕人士则大手派发出货，造成市场成交量大增，当有力人士派货完
毕后，坏消息浮现，亦是市场见顶的时候。
因此，大成交量经常伴着市场顶部出现。
第二，当市场一直下跌，而成交量续渐缩减的时候，则表示市场抛售力量已近尾声
，投资者套现的活动已近完成，市场底部随即出现，而市价反弹亦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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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股票中如何比较成交额的大小

成交量--指当天成交的股票数量。
一般情况下，成交量大且价格上涨的股票，趋势向好。
成交量持续低迷时，一般出现在熊市或股票整理阶段，市场交投不活跃。
比较成交量大小要从跟前几天，或前几周，甚至前几个月的成交量做比较，仔细观
察股价涨跌跟成交量多少之间的关系，需要你自己感悟。
一般来说，在相对底部，价跌量增是好事，如果价跌量缩，则一般会继续下跌；
同样在相对底部，价涨放巨量则不要追涨，如果价涨量未放出，或缓慢放出，则可
以持股待涨；
新手可以先看些K线方面的书，如《日本蜡烛图》，了解一下技术分析的基础知识
。
各K线、均线的运用，再结合牛股宝模拟盘去学习一下，里面的各项指标都有详细
说明如何运用，在什么样的形态下表示什么意思，使用起来要方便很多，愿可帮助
到你，祝投资愉快！

五、股票成交量大小怎么看

股票软件中点F5至K线图，对应下面的直方图就是成交量。
成交量大的股票比较活跃，另外还要看K线图趋势，如果有相当时间的K线最高最
低点不断抬高的就是好股票，反之就不要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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