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股票涨停没维持多久—股票涨停之后股价还会继续变吗-
股识吧

一、股票封盘几个月，恢复正常后是不是都会涨停几天？

股票封盘是因为不确定消息，一般来说是利好就会涨但多少不定如四川长虹只涨2
天，是非利好或是利空就会跌停比如成飞集成就连跌3天。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如果是利好但庄家已获利满足了，可能当天都收不了涨停
，或者庄家还没有收集够筹码或者当天市况不好等也可能下跌。
如果反之消息是利空，但庄家介入已深也会拉几个涨停，已示心不虚，才能让你放
心跟去。

二、一般股票涨停这个时间段一般持续多久？

一般股票涨停这个时间段一般持续多久？这个真不好说，你是不是想问连续涨停能
持续多少天，这个要是有能肯定，那人们⋯⋯，你真想涨停看后续，就要看开盘后
那个时间段涨停，封单大小，成交量的大小变化，压力线等等

三、涨停的股票适合卖出吗？还有一般涨停持续多久？

如果成交量低 适合持有 通常还有冲高 如果价格位于历史高位 建议次日冲高卖出

四、股票大涨最多会持续几天？？

这个可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题材的上涨最多涨个三天就差不多要回调了，有题
材有重组消息的个股那涨起来就多了，会不停的上涨！

五、股票涨停之后股价还会继续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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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在涨停之后不能继续上涨，但是还是可以再次转为下跌的。
国内A股的涨跌停是10%，意思是说当天做多可以涨10%，最多可以跌10%，只要在
这个范围内都可以。
并不是说涨停了当天就不交易了，依然是可以继续交易的。

六、请问股票涨停板后是不是当天就一直维持涨停的那个价格，
当天不会再跌下去了？

并不是那样.涨停是指不能以再高于涨停的价格买入买出,但仍然可以交易.如果涨停
时卖盘大于买盘,股票的价格仍然会再下跌.涨停只是股票一天的价格上限价格.

七、有的股票从涨停上掉下来了是怎么回事？要坚持多少分钟才
能涨停 ？

这个与坚持多久时间无关，卖盘大于买盘的时候，涨停板就会打开。
涨停板打开有很多种情况，要根据成交量和资金以及筹码去判断。
一般有以下几种： 1.主力不强。
主力资金并不雄厚，没有能力封住涨停，这种情况往往直到最后收盘再也封不住涨
停了。
2.突然出现大量抛盘。
主力很强，资金雄厚，当天调用了一部分资金封住涨停了，但是突然抛盘增加，涨
停打开，主力发现涨停打开了，只好重新又调入资金，再次封住涨停。
如果最终收盘仍是大单封住涨停，就应当是此种类型。
3.涨停出货。
主力想出货，先把股价拉到涨停板，吸引大家的眼球，让大家纷纷去追，主力趁机
把筹码都抛给新追入的人，这时涨停总是封不死，而且成交量比较大，底部筹码迅
速消失。
4.主力洗盘。
洗盘的目的是为了洗掉获利盘，减轻股价继续拉升时的抛压，主力故意让股价打开
涨停，场内获利的散户一看，涨停打开了，觉得股票要跌了，纷纷卖出股票，场外
想买入这只股票的散户，一看涨停打开了就追这只股票，主力坐山观虎斗，让散户
们互相交换筹码，新进来的散户还没赚钱，不会轻易卖出股票，这样就给主力锁仓
了，主力再往上拉就省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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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有的书上叫“开闸放水”，盘中多次打开涨停，最后再用大单封死涨停，
这样的股票后市多数会继续上攻。
5.主力试盘。
主力拉升股价冲击涨停，目的是试一下跟风盘和上方抛压程度，一般都是瞬间冲击
涨停，迅速打开，最后不再封住涨停了。
6.突降利空，主力放弃做多。
7.场内主力发生分歧。
8.主力打开涨停吸筹。
主力买不到更多的筹码，就用大单砸开涨停，让散户恐慌，纷纷交出自己的筹码。

八、一个股票早上涨停后是不是一天就不会动了?

我就我的了解做一下说明吧.目前的股票有做涨停和跌停的规定.普通A股的涨停/跌
停幅度为10%；
股票前带S ST *ST之类的股票的涨停/跌停幅度为5%.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有几种情况
是不设涨停/跌停限制的.比如1.新股发行当日2.股票停牌后复牌(恢复上市)的当日,此
等情况下不做涨停/跌停.然后说明什么是涨停/跌停(以一般A股为例)当股票的交易
价持续上升,达到前一天收盘价的110%时,股票涨停,当股票的交易价格连续下跌,达
到前一天收盘价的90%时,股票跌停.那么涨停和跌停的限制是什么.涨停和跌停限制
的是股票的波动幅度.也就是说限制当日的最高和最低价格.至于它还动不动,你还能
不能买卖,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作为买方或者卖方,只要有对手出现交易委托并接近
你的价格就可以交易.也就是说虽然股票涨停了,但如果这时有人愿意出售的话,做为
买家,只要你价格刚好,又比其他买价有相对有限权的话,你就可以买入,同样,如果跌
停的话,只要有愿意买入的买家,那么这时候你也可以卖出你的股票.也就是说在规定
的幅度内,怎么交易,交易多少都是买卖双方的自由.然后开始解答你的问题.从上面的
介绍,假如一个股票涨停了,这时有人想以比涨停价低的价钱卖出一些股票,而这个时
候,想以涨停的价格买入这只股票的人的买入数量比要卖出的那笔股票数量少,那这
个时候股票会以下来次高的价格进行交易.这时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也就是涨停后
又掉下来的情况.最后,一只股票涨停后一天内会不会动.股票是一种投资,而股票的价
格取决于投资者,买股票的人对这只股票的信心.假如大家都觉得这只股票应该值这
么多钱,那么它就值这么多钱,所以假如一只股票出现强劲的利好消息,并且有大量的
资金买入它,那么这只股票可能达到涨停并在当天一直维持在涨停价格,但是在存在
人为把股票价格拉高后,制造假像,吸引其他买家来买的同时他乘机出售股票导致股
票价格下降这样的情况.股票其实也象玩扑克牌,如果没有什么戏法,那为什么总有些
人赚有些人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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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涨停的股票适合卖出吗？还有一般涨停持续多久？

这个与坚持多久时间无关，卖盘大于买盘的时候，涨停板就会打开。
涨停板打开有很多种情况，要根据成交量和资金以及筹码去判断。
一般有以下几种： 1.主力不强。
主力资金并不雄厚，没有能力封住涨停，这种情况往往直到最后收盘再也封不住涨
停了。
2.突然出现大量抛盘。
主力很强，资金雄厚，当天调用了一部分资金封住涨停了，但是突然抛盘增加，涨
停打开，主力发现涨停打开了，只好重新又调入资金，再次封住涨停。
如果最终收盘仍是大单封住涨停，就应当是此种类型。
3.涨停出货。
主力想出货，先把股价拉到涨停板，吸引大家的眼球，让大家纷纷去追，主力趁机
把筹码都抛给新追入的人，这时涨停总是封不死，而且成交量比较大，底部筹码迅
速消失。
4.主力洗盘。
洗盘的目的是为了洗掉获利盘，减轻股价继续拉升时的抛压，主力故意让股价打开
涨停，场内获利的散户一看，涨停打开了，觉得股票要跌了，纷纷卖出股票，场外
想买入这只股票的散户，一看涨停打开了就追这只股票，主力坐山观虎斗，让散户
们互相交换筹码，新进来的散户还没赚钱，不会轻易卖出股票，这样就给主力锁仓
了，主力再往上拉就省力了。
这种类型有的书上叫“开闸放水”，盘中多次打开涨停，最后再用大单封死涨停，
这样的股票后市多数会继续上攻。
5.主力试盘。
主力拉升股价冲击涨停，目的是试一下跟风盘和上方抛压程度，一般都是瞬间冲击
涨停，迅速打开，最后不再封住涨停了。
6.突降利空，主力放弃做多。
7.场内主力发生分歧。
8.主力打开涨停吸筹。
主力买不到更多的筹码，就用大单砸开涨停，让散户恐慌，纷纷交出自己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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