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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炒股总看两点半、�为什么有些股票10点半才开始
交易？-股识吧

一、老股民为什么在下午尾盘两点半之后选股

不是老股民喜欢在下午尾盘两点半之后选股，这并不是什么秘籍或是高水平的表现
。
尾盘两点半之后选股是因为无法判断盘中的运行方向，想等大盘定调以后，在继续
买卖，这是规避风险的一种操盘手法。
但隔夜的风险还是无法避免的。
也有一些是投机的思想，想在尾盘偷袭一把，明天高开或冲高立即跑掉。
其实风险和其他的炒股手法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重点不是时间段。
而是交易的技术和策略。

二、�为什么有些股票10点半才开始交易？

那是临时停盘一小时，有的是上市公司申请的，有的是交易所强制的.这个不好预
期的，但一般不会 对操作产生影响.

三、为什么高手都在下午尾盘2点半之后才选股，有何买入技巧
？

很多做股票做的好的都喜欢在下午两点半后买入股票，这是为什么呢？尾盘买股有
什么好处，又有那些技巧呢？先说下为什么两点半后买入，然后再说尾盘买入的技
巧。
尾盘买入股票的好处是能规避当天的风险甚至是第二天的风险。
炒股的人应该要明白，一天之中不管股票涨的多好，没有收盘就不算是涨。
尾盘跳水的例子比比皆是，两点半以后选股然后买入就是为了规避当天尾盘跳水的
风险。
再者两点半以后股市即将收盘大盘个股都要收k线了，当天收的k线的好坏对明天或
者以后几天大盘和个股的走势有很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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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k线是突破k线那么预示着后面的走势良好适合买入，收的k线跌破k线预示着后
面的走势弱，不适合建仓甚至要减仓。
如果尾盘走势强，选择买入，第二天可以及时出掉，赚到短线的收益。
但是如果是当天上午买进的，下午走势变弱，由于T+1交易制度，当天又无法卖出
，这样就遭受了非必要的损失。
所以很多投资者都喜欢在尾盘两点半以后操作，这样既降低了风险，又有可能获取
短线的收益。
那么尾盘买入股票时有什么技巧呢？1，选择当天强势板块的强势股，这样的股票
第二天冲高的概率大，选这样的股票就是为了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收益；
2，选择两点半后出现大幅拉升的个股，尾盘的大幅拉升甚至涨停，很可能是有利
好消息；
3，选择收光头阳线和长下影线的股票，这样的股票第二天续涨的概率大；
4，对于中长线的建仓来说，只要大盘没有尾盘跳水，个股尾盘没有大跌，都是尾
盘建仓的机会。

四、炒股为什么必须半仓

没有任何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说过炒股必须半仓，半仓只是为了更好的控制风险，更
好的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根据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操盘水平，已经市场所处的阶
段不同，仓位可以灵活的展握以及调整；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您，也祝愿您投资顺利，财源滚滚，心想事成

五、为什么a股总是在两点半之后大涨或大跌

您好！【量价骄阳】—LJJY9418 为您解答，望采纳~ 股市两点半有另一个称呼叫黄
金两点半，指的是一天经过3个半小时多空交易博弈，各种政策、消息因素经过市
场确认消化后，2点半以后的成交量会大幅放大。
原本的利好和利空会随着大量交易迅速放大，因此暴涨暴跌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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