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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一只股票有没有庄股_怎样看股票是否涨停？-股
识吧

一、谁知道如何捕捉热点及把握题材股

你好，题材股是有炒作题材的股票。
通常指山于一些突发小件、或特有现象而使部分题材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题材)，
这些题材可供炒作者借题发挥.可以引起市场大众跟风。
题材股例如资产组板块、WT(板块、西部概念等。
题材在股市起的作用在于号召.号召市场资金投向某一热点。
因而题材是造就个股行情的主要动力之一。
题材股例如.能源紧张了.一些竹代性的生产洒梢、题材股生产太阳能电池的题材股
成为炒作题材。
题材股称为新能源概念股；
外资进入又出现了外资收购概念股：新闻公布有诸多城市污染严亚.则环保概念股
大涨。
题材股总之一切可以引起市场关注的话题都是炒作题材.题材股所涉及的股票也就
成题材股。
如何挖掘题材股?1、在一个题材刚刚引爆股票市场的时候涉及到的概念往往集体涨
停，龙头也是最先封板，在遇到股票大盘下跌的时候这种股票依然是安然不动，之
后的几个交易日概念股开始分化的时候，龙头股票会继续上涨跟风股票只要开始下
跌。
2、辨别龙头股最有效的时间就是在概念炒作出现分化的阶段！在分化阶段拒绝回
调继续飙涨的个股通常就是真的题材龙头股票，一些由杂牌军组成的跟风股票在分
化阶段会马上打回原形。
3、需要各位朋友注意的是一个题材的爆发往往具备着突然性，有一些题材主力事
先是没有办法预知的，导致资金没有提前布局或者是机构投资人等参与者，只有其
中的一方进行了布局。
这就会导致题材股票的炒作只有一个龙头的形象，有一些题材根本就没有龙头股票
，大家都还没有做出准备，消息一出来之后散户投资者蜂拥而上，经过几天的消停
之后题材股也被市场遗忘炒作也即将结束。
风险揭示：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
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不保证任何收益。
如自行操作，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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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样看股票是否涨停？

只有一横的那天就是涨停，红色的柱子就是涨了，绿色的柱子就是跌了.
涨停，就是指股票到当天的最高价格，幅度为10%， 在软件中的显示就是分时图中
那根白线“从低到高”后不能再往上了就变成一根直线就是涨停；
跌停，就是指股票到当天的最低价格，幅度为 -10%， 在软件中的显示就是分时图
中那根白线“从高到低“不能再往下了，变成一根直线了，就是跌停。

三、如何判断一只股票有无潜力?

首先看宏观环境对于该公司所在行业的影响。
譬如弱经济环境下，防御性较强的医疗板块、制药板块会表现好些。
如果是强经济环境下，资源类的，科技类的都会表现不错。
07年熊市后明显医药股好一些。
其次就是该公司有无特有的优势，譬如资源优势，垄断优势，专利研发的优势等等
。
再次就是看它具有哪些炒作题材，如果能站上几个有爆发力的题材的肯定有资金追
捧。
譬如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

四、如何分析一支股票是否制的购买？分析哪些指标？

首先向你说明一点，没有任何指标是可信赖的。
分析一只股票是否值得购买，第一看趋势看清方向，第二看成交量看是否有大是资
金参与，第三看价位一定要在低位决不追高。
只有这样营利才有保障，我们可以少赚，但决不能赔钱。
不多说了你也不给分。

五、怎样通过股票代码判断一只股票是大盘股还是小盘股

                                                  页面 2 / 6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单从代码上看，是不全面的。
大盘股小盘股还得看流通市值和总市值的。
一般6开头的，都是上交所上市的股票，大盘股也集中在沪市。
000开头的则是深交所上市的，002开头的是深交所上市的中小板企业，300开头的
则是创业板股票。
但是后面三者中，都是有大市值的大盘股存在的，只是相对于6开头的，可能占的
比例少一点。
比如002415海康威视，市值3600多亿，比大多数上交所股票的市值还大。
300498温氏股份，创业板市值最大，1148亿，目前上交所市值超过它的也只有49只
。
因此，无法仅从代码上看出是否是大盘股，还需视个股市值大小判断！

六、怎么判断一只股票是不是绩优股，怎么判断是小盘股还是大
盘股？

一般情况，每股收益达到0.7元以上就可以界定为绩优股。
一般流通盘小于3亿的为小盘股，3-20亿为中盘股，大于20亿的为大盘股

七、怎样才能看出一只股票里面有强庄?

高控盘庄股的重要特征 所谓高控盘庄股，就是庄家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把流通
盘中的绝大部分筹码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股票。
要发现高控盘庄股，就要了解高控盘庄股的特征。
根据我们多年的跟庄经验，这里只简单地介绍一下高控盘庄股的重要特征。
&nbsp；
&nbsp；
&nbsp；
1、走势独立&nbsp；
&nbsp；
&nbsp；
即使大盘上涨很多，它也一般不会涨停；
即使大盘下跌很多，它也不会跌停。
但当大盘横盘或交易清单时，它会比较活跃，“抛头露面”。
&nbsp；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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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2、走势有时与大盘相反&nbsp；
&nbsp；
&nbsp；
不理会大盘的走势，自弹自唱，我行我素。
当大盘大涨时，它下跌；
当大盘大跌时，它涨停，这个时候它在涨幅排行榜上很现眼，犹如“万绿丛中一点
红”。
&nbsp；
&nbsp；
&nbsp；
3、走势连贯&nbsp；
&nbsp；
&nbsp；
一根大阳线后，第二天不会高开，一般是低开回荡，待收盘时又恢复到涨的状态，
好似其走势完全被控制一样。
&nbsp；
4、K线排列“毛毛虫”&nbsp；
&nbsp；
&nbsp；
日K线走势不会留下跳空缺口，小阴小阳，排列紧密，犹如“毛毛虫”行走。
&nbsp；
&nbsp；
&nbsp；
5、收复失地容易&nbsp；
&nbsp；
&nbsp；
在高控盘的情况下，短时间的下跌，三、四天就可收复失地。
而且下跌放量，上涨缩量。
&nbsp；
&nbsp；
&nbsp；
6、缩量&nbsp；
&nbsp；
&nbsp；
从成交量放大到缩小只有三、四天时间，放量和缩量的比是10：1，最好是30：1。
成交量放大时不会大于该股流通盘的1/10。
放量时，庄家会“画出”阴K线或阳K线。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可不去理它，庄家会骗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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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nbsp；
&nbsp；
&nbsp；
7、缩量涨&nbsp；
&nbsp；
&nbsp；
这是最重要的特征。
大幅上涨时，换手率小于3％，甚至小于1％。
分时图中的关键点位会震荡，卖一卖二有时会有大单卖盘，但依旧改不了上扬趋势
。
当年的高控盘庄股忆安科技（000008），在这方面的特征最典型。
&nbsp；
&nbsp；
&nbsp；
8、买卖价差悬殊&nbsp；
&nbsp；
&nbsp；
买价和卖价相差悬殊，且每挡的单量也很小，好像是散户下的单子。
托盘很少，好象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成交量稀少，偶而会有大单扫盘，但并不托盘。
买四买五盘有时会出现真空状态，来迷惑股民。
&nbsp；
&nbsp；
高空盘庄股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缩量。
控盘程度的高低，或者说庄的大小，就看它缩量的速度和缩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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