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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股票和主力出货区的区别在哪里！怎样能判断出
主力在买入和卖出？-股识吧

一、如何判断主力出货？

一、关于量？ 量之要，其一在势也。
高位之量大，育下落之能；
低位之量大，藏上涨之力；
二、成交量的五种形态
股市的核心要素是量、价、时、空，成交量排在首位，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成交量永远都不会说谎，是最客观的市场信号，没有之一。
1．市场分歧促成成交。
所谓成交，当然是有买有卖才会达成，光有买或光有卖绝对达不成成交。
成交必然是一部分人看空后市，另外一部分人看多后市，造成巨大的分歧，又各取
所需，才会成交。
2．缩量。
缩量是指市场成交极为清淡，大部分人对市场后期走势存在分歧，市场观望气氛浓
厚。
3．放量。
放量一般发生在市场趋势发生转折的转折点处，容易出现突破或破位的走势。
4．堆量。
当主力意欲在底部拉升时，常把成交量做得非常漂亮，几日或几周以来，成交量缓
慢放大，股价慢慢推高，成交量在近期的K线图上，形成了一个状似土堆的形态，
堆得越漂亮，就越可能产生大行情。
相反，在高位的堆量表明主力已不想玩了，在大举出货。
5．量不规则性放大缩小。
没有突发利好或大盘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风平浪静时突然放出历史巨量，随后又没
了后音，一般是实力不强的庄家所为，旨在吸引眼球。
三、市场成交量与价格的关系 1．确认当前价格运行趋势：市场上行或下探，其趋
势可以用较大的成交量或日益增加的成交量进行确认。
逆趋势而行可以用成交量日益缩减或清淡成交量进行确认。
2．趋势呈现弱势的警告：如果市场成交量一直保持锐减，则警告目前趋势正开始
弱化。
3．区间突破的确认方法：市场失去运行趋势时即处于区间波动，创新高或新低即
实现对区间的突破将伴随成交量的急剧增加。
价格得到突破但缺乏成交量的配合预示市场尚未真正改变当前运行区间，所以应多
加谨慎 4．成交量催化股价涨跌：一只股票成交量的大小，反映的是该股票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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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引程度。
当更多的人或更多的资金对股票未来看好时，他们就会投入资金；
当更多的人或资金不看好股票未来时，他们就会卖出手中的股票，从而引起价格下
跌。
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也就是说，不会所有的人对股票“一致地”
看好或看坏。

二、什么是股票的放货、出货？

出货是股市用语，出货指在高价时，不动声色地卖出，称为出货。
与吸货相反 第一，有备而来。
无论什么时候，在买股票之前就要盘算好买进的理由，并计算好出货的目标。
千万不可以盲目地进去买，然后盲目地等待上涨，再盲目地被套牢。
不买问题股。
买股票要看看它的基本面，有没有令人担忧的地方，防止基本面突然出现变化。
[1] 第二，一定设立止损点。
凡是出现巨大亏损的，都是由于入市的时候没有设立止损点。
而设立了止损点就必须真实执行。
尤其是刚买进就套牢，如果发现错了，就应该卖出。
第三，不怕下跌怕放量。
有的股票无缘无故地下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成交量的放大。
特别是庄家持股比较多的品种绝对不应该有巨大的成交量，如果出现，十有八九是
主力出货。
第四，拒绝中阴线。
无论大盘还是个股，如果发现跌破了大众公认的强支撑，当天有收中阴线的趋势，
都必须加以警惕！尤其是本来走势不错的个股，一旦出现中阴线可能引发中线持仓
者的恐慌，并大量抛售。
第五，基本面服从技术面。
股票再好，形态坏了也必跌。
最可怕的是很多人看好的知名股票，当技术形态或者技术指标变坏后还自我安慰说
要投资，即使再大的资金做投资，形态变坏了也应该至少出30%以上，等待形态修
复后再买进。
第六，不做庄家的牺牲品。
有时候有庄家的消息，在买进之前可以信，但关于出货千万不能信。
任何庄家都不会告诉你自己在出货，所以出货要根据盘面来决定，不可以根据消息
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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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市上的庄家出货指的是什么?

庄家就是该股做庄的，出货就是把股票卖了，直白一点就是股票价格要跌了。

四、如何判断主力出货？

&nbsp；
&nbsp；
&nbsp；
&nbsp；
1．在高价区域出现连续3日巨量长黑代表大盘将反多为空，可先卖出手中持股。
&nbsp；
&nbsp；
&nbsp；
2．在高位出现连续6-9日小红或小黑或十字线及较长上影线，代表高位向下，再追
意愿已不足，久盘必跌。

五、怎样判断出主力进货和出货，从成交量上看？

一、关于量？ 量之要，其一在势也。
高位之量大，育下落之能；
低位之量大，藏上涨之力；
二、成交量的五种形态
股市的核心要素是量、价、时、空，成交量排在首位，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成交量永远都不会说谎，是最客观的市场信号，没有之一。
1．市场分歧促成成交。
所谓成交，当然是有买有卖才会达成，光有买或光有卖绝对达不成成交。
成交必然是一部分人看空后市，另外一部分人看多后市，造成巨大的分歧，又各取
所需，才会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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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缩量。
缩量是指市场成交极为清淡，大部分人对市场后期走势存在分歧，市场观望气氛浓
厚。
3．放量。
放量一般发生在市场趋势发生转折的转折点处，容易出现突破或破位的走势。
4．堆量。
当主力意欲在底部拉升时，常把成交量做得非常漂亮，几日或几周以来，成交量缓
慢放大，股价慢慢推高，成交量在近期的K线图上，形成了一个状似土堆的形态，
堆得越漂亮，就越可能产生大行情。
相反，在高位的堆量表明主力已不想玩了，在大举出货。
5．量不规则性放大缩小。
没有突发利好或大盘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风平浪静时突然放出历史巨量，随后又没
了后音，一般是实力不强的庄家所为，旨在吸引眼球。
三、市场成交量与价格的关系 1．确认当前价格运行趋势：市场上行或下探，其趋
势可以用较大的成交量或日益增加的成交量进行确认。
逆趋势而行可以用成交量日益缩减或清淡成交量进行确认。
2．趋势呈现弱势的警告：如果市场成交量一直保持锐减，则警告目前趋势正开始
弱化。
3．区间突破的确认方法：市场失去运行趋势时即处于区间波动，创新高或新低即
实现对区间的突破将伴随成交量的急剧增加。
价格得到突破但缺乏成交量的配合预示市场尚未真正改变当前运行区间，所以应多
加谨慎 4．成交量催化股价涨跌：一只股票成交量的大小，反映的是该股票对市场
的吸引程度。
当更多的人或更多的资金对股票未来看好时，他们就会投入资金；
当更多的人或资金不看好股票未来时，他们就会卖出手中的股票，从而引起价格下
跌。
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也就是说，不会所有的人对股票“一致地”
看好或看坏。

六、怎样能判断出 主力在买入和卖出？

这个从技术性说的话比较复杂 估计页面也装不下 简单点用主力进出
指标主力进出原理：量价指标。
用法：绿线为短期主力运作轨迹，黄线为中期主力运作轨迹，白线为长期主力运作
轨迹。
主力进出指标的绿线向上突破黄线、白线且三线向上发散，表示主力有效控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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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底介入，持股待涨。
主力进出指标的绿线上涨过快远离黄、白线，出现较大乖离，表示短线获利筹码较
多，宜注意控制风险，可适当卖出。
当绿线回落至黄、白线处受支撑时，而黄白线发散向上，表示上升趋势未改，前期
股价回落仅是途中的回调，可适量跟进。
主力进出三线“死亡交叉”，盘口呈空头排列，投资者宜尽快出局。
主力进出三线相近并平行向下时，表明主力尚未进场或正在出货，此时不宜介入。
主力进出是一种趋势指标，但趋势改变信号有时会出现滞后现象，此时就要用主力
买卖指标加以配合使用（这个只是作为参考，主力的进出经常会把自己划分成无数
小的类似散户单 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法完全把握 只能根据大体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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