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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股票大盘高低指标有哪些方法_股市上的SAR指标是
怎么判断的？在行情走势图的什么位置？-股识吧

一、股市上的SAR指标是怎么判断的？在行情走势图的什么位置
？

抛物线转向（SAR）也称停损点转向，是利用抛物线方式，随时调整停损点位置以
观察买卖点。
由于停损点（又称转向点SAR）以弧形的方式移动，故称之为抛物线转向指标。
（一）计算方法 （1）先选定一段时间判断为上涨或下跌。
（2）若是看涨，则第一天的SAR值必须是近期内的最低价；
若是看跌，则第一天的SAR须是近期的最高价。
（3）第二天的SAR，则为第一天的最高价（看涨时）或是最低价（看跌时）与第
一天的SAR的差距乘上加速因子，再加上第一天的SAR就可求得。
（4）每日的SAR都可用上述方法类推，归纳公式如下：
SAR（n）＝SAR（n-1）＋AF〖EP（n-1）－SAR（n-1）〗
SAR（n）＝第n日的SAR值，SAR（n-1）即第（n-1）日之值；
AR；
加速因子；
EP：极点价，若是看涨一段期间，则EP为这段期间的最高价，若是看跌一段时间
，则EP为这段期间的最低价；
EP（n-1）：第（n-1）日的极点价。
（5）加速因子第一次取0．02，假若第一天的最高价比前一天的最高价还高，则加
速因子增加0．02，若无新高则加速因子沿用前一天的数值，但加速因子最高不能
超过0．2。
反之，下跌也类推。
（6）若是看涨期间，计算出某日的SAR比当日或前一日的最低价高，则应以当日
或前一日的最低价为某日之SAR；
若是看跌期间，计算某日之SAR比当日或前一日的最高价低，则应以当日或前一日
的最高价为某日的SAR。
（二）运用原则 买卖的进出时机是价位穿过SAR时，也就是向下跌破SAR便卖出，
向上越过SAR就买进。
（三）评价 （1）操作简单，买卖点明确，出现讯号即可进行；
（2）SAR与实际价格，时间长短有密切关系，可适应不同形态股价之波动特性。
（3）计算与绘图较复杂；
（4）盘局中，经常交替出现讯号，失误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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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样判断大盘快到底部？如何操作？

这是一个很好也很大的问题，需要好几本书来解答的，估计我写出来你也懒得看了
，如果一两句话能说出来，那还会有这么多人亏损吗！?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努
力啊！ 正常调整不改向好趋势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我们正从底部走出来！基本面的转暖最终必将支持市场向上突破！
在目前至明年牛市下半场将逐渐展开 大盘趋势向好，积极做多，耐心持有；
投资中国美好的未来，分享经济发展的快乐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三、怎么看股票大盘

在软件里先看大盘，再看你的股票和大盘是否同步

四、判断股票底部的技巧

展开全部判断股票的底部方法：1、KDJ指标的J值在0以下，即负数。
2、CCI指标的数值在-200附近。
3、股价在BOLL下轨或者以下。
4、股价远离5日均线至少10%以上。
如有满足了上面4个条件，一般情况下股价就面临底部。
对于底部的操作应该短、平、快。
一般短线有3%以上的利润。

五、股票指数预测方法有哪些?

短中线一般看日均线和周均线，长线一般看月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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