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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停盘是什么意思--股票涨停盘中打开说明什么-股识吧

一、股票涨停板是什么意思

股票涨停板是为了控制极度投机干96年制定的涨幅限制！
上限就是涨停板，具体地说股价单日上涨10％，ST股票是5％就为涨停板；
下限就是跌停板，具体地说股价单日下跌10％，ST股票是5％就为跌停板.

二、大盘涨停是什么意思

平盘：有两种含义，分别是价格收平和平仓。
具体是哪种含义，要联系上下文来看。
一般情况下，是指股票现价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同。
例如，开盘价与昨日收盘价相同则称开平盘；
当日收盘价等于前一日收盘价则称为收平盘。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平仓。
一般都是机构或者大户行为，平盘就是指大户把手中的股票全部抛出，这时候股价
会急速下跌，这种现象也叫平盘。
涨跌停板制度源于国外早期证券市场，是证券市场中为了防止交易价格的暴涨暴跌
，抑制过度投机现象，对每只证券当天价格的涨跌幅度予以适当限制的一种交易制
度，规定了交易价格在一个交易日中的最大波动幅度为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下百分
之几。
即规定当日交易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
在中国A股市场，均设有涨幅和跌幅的限制，他们都是10%的限制，即所谓的涨停
和跌停，10%的涨幅是针对上一交易日股价而言的，即今天这支股票股价涨到10%
股价就不会再涨了，被限制了，但是它不影响买卖。

三、股票中打开涨停是什么意思

&nbsp；
&nbsp；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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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涨停：意思就是&nbsp；
股票的 涨幅在头一天的收盘价的基础上，上涨了10%的时候，达到了当天的最高涨
幅，那就是封涨停板。
&nbsp；
&nbsp；
当股票 在涨幅10%的最高涨幅的时候 跌了下来，那就是打开涨停。
&nbsp；
&nbsp；
简单的意思就是，股票在涨停后，&nbsp；
股价跌了下来，就是打开涨停。

四、什么是涨停板，股票为什么涨停

涨停表示股价有最强烈的上涨欲望，而股价出现的第一个涨停往往就是短线上涨的
临界点所在。
追涨停板的股票风险最小。
涨跌停板的推出是防止新兴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产物，本意是防止市场过度波动。
但是，涨跌停制度实际起了两个作用：一是在股票本身具有突然上涨10%以上冲击
力时(比如突发重大利好消息、大盘反转)，被迫在10%处停住，第二天由于本身上
涨要求，还要继续上涨，这是一个明显的投机机会；
二是涨跌停板对买卖股票的双方产生明显的心理影响。
股票涨停后，对本来想卖股票的人来说，他会提高心理预期，改在更高的位置卖出
，而对想买的人来说，由于买不到，也会加强看好股票的决心，不惜在更高的位置
追高买进。
所以，涨跌停板的助涨助跌作用非常大。
当一只股票即将涨停时，如果能够及时判断出今天一天涨停将被牢牢封死，马上追
进，那么，第二天出现的高点将给你非常好的获利机会。
追板是短线操作的重要战术之一。
追板操作所蕴含的市场风险是尽人皆知的，而追板操作如果运用得当，其机会收益
也是极其可观的。
股价为什么要涨停：涨停源于主力资金的关照；
涨停是主力资金运作的结果；
涨停实现着主力资金的战略、战术意图，其一，展扬昭示效应，引起投资者的注意
，显示自身的实力，展露操作意向。
其二，加力吸筹或拔高建仓，强震荡吸货；
加力吸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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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高建仓。
其三，别具一格的洗筹，先拉涨停，再连续打压洗筹；
边拉涨停边洗筹；
在涨停板上变化成交量进行洗筹；
连续拉涨停再反手连续跌停洗筹。
其四，快迅脱离成本区，拉涨停后一路扬升；
连拉涨停脱离成本区；
拉涨停后台阶式攀升脱离成本区。
其五，诱多涨停出货。
涨停股的市场意义：
上升初期涨停：以涨停来拉高建仓，此时，此涨停价的位置属于庄家的成本区。
上升中期涨停：以连续涨停的手法迅速脱离成本区，此时，此涨停价位置属于庄家
的利润区。
相对高位涨停：以涨停的手法来吸引人气，引起市场的注意力。
因为庄家深知散户的特点--追涨杀跌，以此来吸引大量的市场跟风盘。
此时，此价位成为庄家的派发区，也是最危险的区域。

五、大盘涨停是什么意思

是啊！大盘涨停最高也是10%，但是一般大盘涨停在9.5%左右

六、股票涨停盘中打开说明什么

说明庄家要出货了，卖盘大于买盘，击鼓传花的游戏要结束了。

七、涨停盘和跌停盘含义

涨跌停板制度源于国外早期证券市场，是证券市场上为了防止交易价格的暴涨暴跌
，抑制过度投机现象，对每只证券当天价格的涨跌幅度予以适当限制的一种交易制
度，即规定交易价格在一个交易日中的最大波动幅度为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下百分
之几，超过后停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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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券市场现行的涨跌停板制度是1996年12月13日发布、1996年12月26日开始实
施的。
制度规定，除上市首日之外，股票（含A、B股）、基金类证券在一个交易日内的
交易价格相对上一交易日收市价格的涨跌幅度不得超过10％，超过涨跌限价的委托
为无效委托。

八、平盘涨停是什么意思

平盘：有两种含义，分别是价格收平和平仓。
具体是哪种含义，要联系上下文来看。
一般情况下，是指股票现价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同。
例如，开盘价与昨日收盘价相同则称开平盘；
当日收盘价等于前一日收盘价则称为收平盘。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平仓。
一般都是机构或者大户行为，平盘就是指大户把手中的股票全部抛出，这时候股价
会急速下跌，这种现象也叫平盘。
涨跌停板制度源于国外早期证券市场，是证券市场中为了防止交易价格的暴涨暴跌
，抑制过度投机现象，对每只证券当天价格的涨跌幅度予以适当限制的一种交易制
度，规定了交易价格在一个交易日中的最大波动幅度为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下百分
之几。
即规定当日交易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
在中国A股市场，均设有涨幅和跌幅的限制，他们都是10%的限制，即所谓的涨停
和跌停，10%的涨幅是针对上一交易日股价而言的，即今天这支股票股价涨到10%
股价就不会再涨了，被限制了，但是它不影响买卖。

九、什么是涨停？有什么意义？什么是崩盘，有什么意义？

在中国A股市场，均设有涨幅和涨幅的限制，他们都是10%的限制，即所谓的涨停
和跌停，10%的涨幅是针对上一交易日股价而言的，即今天这支股票股价涨到10%
股价就不会再涨了，被限制了，但是它不影响买卖，但是一旦达到10%涨停很难买
到，因为这时股价较高，卖的人很少，大家都不愿意卖。
还有涨停和跌停适用中国所有A股，另外第一次上市交易股票当天没有涨停限制，
第二天才有限制，股市中的权证也没有涨停和跌停限制如天崩地裂般的下跌，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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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盘；
让你措手不及的下跌，就叫崩盘；
叫你想都想不到的下跌，就叫崩盘；
庄家和散户一起大量抛售股票所导致的下跌，就叫崩盘；
非人为的，且不受控制的下跌，就叫崩盘；
跌到人人都觉得已经是牛市的下跌，就叫崩盘；
综上所述，现在的不叫崩盘，懂了么，至于现在的叫什么，自己琢磨吧！ 另外，
如果你的股票在这两三个月里涨幅翻番了或者更多，且公司的业绩不是很好，不够
支撑股价，那么，您老悠着点，这股票暂时得套一套了，不过别怕，跌是跌得差不
多了，不过还需要一点时间，耐性的等几个月，还是会回上来的，不过再高就甭想
了。
如果是蓝筹股的话，那么你也还是得耐性的捂着，以后吃饭还是喝粥就靠它了。
股票的“崩盘”是指：该只股票的庄家由于资金周转不灵或公司传出坏消息等等重
大利空，使庄家他无法控制股价而猛跌，这叫崩盘.崩盘有短时间内股价猛跌的意
思，所以前几年的熊市不叫崩盘，是周期性的市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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