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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一支股票分时的高低点－炒股票，高点和低点怎
么判断？-股识吧

一、炒股票，高点和低点怎么判断？

很多投资者都会遇见这样的问题，抄底越抄股票越跌，股票越涨越高，却不知道何
时可以卖出，对于这个问题，个人认为真正能做到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是不可
能的事件，但是买卖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和低点的区间从技术分析上却是可行的。
不同的技术流派对股价的分析判断依据不太一样，但是大同小异，都是看股票是否
处于超买和超卖范围内，由此产生了很多门派。
在对历史数据加上实盘的操作中得到一些经验，特意做一些小结，为今后的操作提
供参考：1.日均线、周均线、月均线技术指标（kd）下跌到20以下后就可以布局了
。
因为，日均线技术指标代表短线趋势，周均线技术指标代表中线趋势，月均线技术
指标代表长线趋势。
反之高于80就处于超买区域，当然高点是个区域，所以可以采取根据大盘走势，依
据价量的配合度来综合分析作出比较稳健的投资策略。
2.股价涨到了技术指标高位抛、股价跌到了技术指标低位吸。

二、请问怎么用来分时图判断股票的高低点？

采用多日分时图，使用MACD指标利用背离进行判别。
背离的级别决定了高低点的级别。
因为不是T+0交易，所以买卖的意义不大，需要配合大周期来决定当日买入或卖出
，然后利用分时顶底背离寻找当日的高低点。

三、股票分时线高低点怎么看

做过日内，但是和这个还是有一定区别，可以提供点思路，首先就是看看k线日线
级别附近有没有稍微强一点支撑其次，看日内有没有双底等技术形态，最后看看日
内均线支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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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在大盘的分时图上看出当天的低点

大盘分时图由一白一黄两天曲线组成。
其中白色曲线代表大盘股走势，黄色曲线代表小盘股走势。
大盘指数是以白色线来表示的。
因此，白色曲线的最底谷，就是当天指数的最低点。

五、如何判断分时线高低点？分时线高低点怎么看

首先是当天阻力和支撑的计算，这个比较简单。
每天观察大盘指数的走势，在那个位置反复争夺，那个位置是缺口的上沿下沿，按
每天F2看看分价表中密集成交的价位是那个。
这些位置都记下来。
按不同级别区分一下。
这些都是可能的阻力和支撑。
第二点就是看趋势。
大盘趋势向上，那么阻力就容易突然而不是遇阻回落。
趋势向下支撑就容易打漏而不是企稳。
这个是日线趋势而言。
而看分时的趋势要仔细分析5分钟，15分钟这些小周期是否出现短线过度上涨并出
现滞涨的迹象。
第三点就是看成交量和走势的配合，也就是怎么打到阻力和支撑的。
分时大幅放量，却在阻力之下止步不前这里就容易成为高点。
相对如果放量打到支撑后，量能迅速萎缩或者马上有买盘支撑，显示有跌不下去的
感觉，那就容易成为低点。
如果打到支撑位之后，大盘就趴在那里不到，不见有什么反弹的迹象和动力，这时
就应该小心，量能一出现可能就会形成破位，向下打下一个同级别的支撑。
同理打到阻力没用多少量能，而且指数没有明显回落的意思，在那里盘着，就很可
能是想要突破上攻。
当然这一些都要多看盘来积累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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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怎么样通过分时图量价关系找到分时图中的高低点。

分时图很难，建议看五分钟 在日线分析会涨的情况下用五分钟给寻找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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