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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底部涨停后一直下跌-
涨停的股票为什么会跌下来？-股识吧

一、个股开盘一路高歌涨停，并且大单封死，到2点半尾盘时大
单撤走股票缓慢下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不同的结果。
其实什么可能都会有。
请看下面案例。
股价涨停了，但是交易的形态有多种多样，其中常有的一种现象是股价涨停后屡屡
被打开，但打开以后的回落幅度并不大而且最后还是报收在涨停价。
举一个现成的案例。
2005年11月11日，*ST天然碱(000683)在开盘后四分钟达到涨停价位，然后是不断地
打开涨停、适度回落、上冲涨停，全天这样的来回有十几次之多，最后九分钟一直
都是涨停。
这是一种比较标准的封不住涨停的走势，但这种走势本身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未来
的走势。
在证券投资过程中，我们已经学过不少所谓的经典理论和时髦理论，但有一点是万
万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所有的结论都是有条件的，条件不同一定会导致结论的不同
。
交易中会出现一些经典的形态但其真正的启示却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就本案例来说，股价涨停似乎告诉我们买盘很多，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卖盘也很多
，而且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点只有靠我们自己去了解。
日K线图显示，该股前两天的走势强于大盘，成交量突然超过400万股，放大四倍
以上，而当天更是达到1000万股的三年多来的天量，属于量能异动。
当然，基本面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当天的一则公告显示，公司一次股权对换将明显提高未来的业绩。
显然，量能异动的原因找到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因为我们无法相信这
一则消息竟然无法使股价上涨5%(ST公司涨停只有5%)，而且当天的成交量居然超
过前两天已经暴涨的成交量之和。
根据经验，如此重要的股权对换不可能完全瞒得过市场，因此必定会有一些先知先
觉者提前买进筹码。
但这毕竟只是一小部分的投资者，而且公司远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很难想象两天
前因为要公布这一消息而突然涌入如此大量的买盘。
显然，前两天共800多万股的成交量并不真实，其中一定有主力在运作。
而当天随着消息的明朗，主力一定成为涨停价附近的最大卖家。
形成这一形态的原因已经明了，现在我们要分析这一状况对股价未来走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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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K线图显示，该股已经接近年内高点，投资者对其冲破高点必然充满信心，但市
场往往会忽视或者误解主力的意图。
分析已经表明其短期走势受控于主力，由于主力在涨停价附近实施了减仓，那么存
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主力逐步减仓退出。
基于基本面的因素，这一可能性可以排除。
因此只能是另外一种可能，即主力的波段操作所为。
如此，则股价在主力买回这些筹码之前难以继续上行，也就是说股价短期应该以回
落整理为主，但未来新高依然可期。
本案例的分析说明，对于一种交易形态，我们不能轻易地下结论，只有结合日K线
图以及基本面甚至盘中主力的状况进行细致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才
能帮助我们进行正确的投资决策。

二、股市中全天一直涨停但最后几分钟又下跌一点是什么意思？

这叫开板，一般尾盘开板都不是什么好事，第二天大概率都是跌的！

三、股票涨停了为什么还会跌吧

股票一天之内涨停又跌停第二天还会跌吗，第二天该股应该还会有下探的可能性，
但是不一定是跌停，希望能帮到你。

四、有的股票上午涨停了，下午为什么还会跌下来

首先纠正你，涨停以后一样可以买卖，跌停以后一样可以买卖，这个和停盘不一样
。
只是涨停意味着追涨的筹码较多。
而且一般都是大单挂着，所以小散卖筹码很难将股价压下来。
至于你说的涨停被打开，是因为有巨大的单子往下砸盘，导致股价下跌。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买的人多，价格就上去，卖的人多，股价就下来。
就这么简单。
呵呵.如果有疑问，欢迎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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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合竟价涨停开盘下跌是怎么回事

说明抛压很重，一般是主力利用大幅高开来吸引投资者入场，使投资者认为很强势
并马上封涨停，其目的就是出货。
后面的走势自然是震荡走低了。

六、涨停的股票为什么会跌下来？

涨停是因为买盘多，而卖盘少，买家把买进价提到涨停价(10%)求购。
但只要股市交易还没有停止，就有可能跌下来，因为股市是瞬间万变的，一旦有什
么风吹草动，卖盘可能就大量涌出，这时从涨停价一直跌到跌停价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有巨大的单子往下砸盘，涨停股票就会被打开，导致股价下跌。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买的人多，价格就上去，卖的人多，股价就下来。
就这么简单。
涨停以后一样可以买卖，跌停以后一样可以买卖，涨停意味着追涨的筹码较多。
而且一般都是大单挂着，所以小散卖筹码很难将股价压下来。
一般都是主力所为。
股市是个复杂的市场，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好一定的经验与技巧，这样才能保持在
股市中盈利，平时多去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这样少走弯路、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
损失；
前期可用个好点的软件辅助，像我用的牛股宝还不错，里面有一些股票的基本知识
资料是值得学习，还可以追踪里面的牛人学习来建立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炒股知识经
验。
祝投资成功！

七、股市高手们，股票涨停后又下降又涨上去，每次都涨到了10
%，怎么还会下来呢?怎么就是涨不死？

这个现象很正常。
如果某股涨停后反复打开，先看成交量有没有放大，缩量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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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分歧肯定有，你看好就买，我看淡就卖，那样必然会上下震荡。
除非有主力用大手笔拉至涨停板，再用大手笔封住，这样一来持有者心态就好起来
了，自然会握住不卖了，期待明日的继续上涨。
此时，想买入的却买不到，即使排队也常常是无济于事。
自然就没有多少成交了。

八、股市底部巨量涨停，为什么第二天容易低开

原因有三种：1、第一种情况：底部突然放量涨停，但是第二天却低开低走！那么
这种情况要具体分析了，首要的就是先看前期，比如有没有压力位置套牢的筹码，
有的话低开很大程度上就是前期套牢筹码的出逃所导致的！2、第二种情况：第二
种情况，底部已经出现了连续的涨停，和较高幅度的拉升，那么第二天低开很有可
能就是短期跟风资金的获利了结所造成的！其实这种情况一般比较好判断，就是看
短期内涨幅大不大，如果在一个星期，或者几天内连续涨停，那么许多跟风短线投
机的资金是会获利出逃的，因为他们本来做的就是短线投机，快进快出是标准操作
流程！3、第三种情况：第三种的低开就比较常见了，昨日的涨停，今日的低开大
多数情况是一种洗盘的表现，震仓的表现，常常通过低开来洗去那些昨日跟进的，
但是意志不坚定的散户，这些低开幅度不会太大，但是开盘以后会有少许的下杀动
作，但是基本收盘还是能保持上引线或者收红的。
扩展资料：开盘价是一天交易之前整个市场的情绪反应，股票低开说明大家对该股
今天的走势并不看好，起码在开始交易前是这种想法。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值得短线交易者高度重视。
有的人甚至因此而设计了依据开盘价进行交易的方法，包括结合集合竞价的一些变
化。
当成交量不断放大，股价步步创新高，股票正处在一个较好的上涨势头上。
此时缩量回调也不必太过担心。
缩量回调，就是要有明显的缩量特点，一般为放量的二分之一。
股市中的巨量是指盘中买一有数量巨大的买单或者卖一位置有数量巨大的买单，通
常手数上万但甚至上十万单。
从而引发封涨停或者跌停，导致散户无法打开。
参考资料来源： 百科-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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