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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涨股票怎么找—怎样寻找强势股-股识吧

一、近排那只股票会升？

找前期涨幅不大的，有补涨需求的股票进行投资

二、怎样寻找强势股

强势股是股市中喜欢寻求市场短期波动带来收益的股票，这些强势股都寄希望于短
线交易中的快速盈利，怎样寻找强势股，借此说明一下，需要掌握以下两大因素。
第一、时刻了解股价涨跌的原因。
其实掌握这点不难，涨跌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因素：1.供求关系导致价格涨跌，如果
短期内很多人买这只股票，股票价格下跌的可能性较小。
2.资金流向导致价格涨跌，如果资金流入大，股票价格下跌的可能性较小。
3.市场利好或者利空消息刺激导致价格涨跌。
投资者如果能合理的利用这三个层面，那么想要在盘中寻找具有潜力的强势股有一
定帮助。
第二、分析大盘、板块和个股。
大盘分析能够精准的预判短期的市场波动，为高抛低吸提供参考依据，更能够挖掘
强势股；
板块分析是反映市场热点的关键点，一般板块指数排序中涨幅在1.6%以上的板块越
多，说明市场越强，投资者就可以顺势参与。
反之如果跌幅在1.6%以上的板块越多，说明市场越弱，参与的风险性就越大。
个股分析可以利用涨跌幅排行榜或者换手率/量比排行等工具了解当天涨幅居前或
者换手率据前的股票，这是挖掘强势股重要的一环。
总而言之，市场的涨和跌总有方方面面的原因，这背后的原因可以根据上述两点寻
踪足迹，想要寻找市场中的强势股，投资者还是需要多多学习的。

三、月k线找牛股有个方法?

在大牛市行情中，经常可以看到连续拉升的品种，其短期的表现异常突出，收益也
相当可观。
如何把握这类机会呢？可以从K线中寻找牛股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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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K线上进行分析，那些持续上扬的个股一般都有两种情况：
一是离历史高位较远，目前价位远远低于该股的平均市场成本，上涨阻力极小。
这类个股往往是行情启动初期或者补涨行情中经常出现的品种。
二是股价正处于历史新高，而且技术上盘整较为充分，筹码已经被大资金掌握，急
拉后快速脱离成本区域。
除了从个股价格所处的历史位置上进行判断外，同时还要注意成交量的变化。
那些从底部启动的个股，在上涨初期其成交应该是近期成交最大的，明显高于那段
时期的平均成交量，而且在今后的走势中需要持续放量。
对于那些已经在历史高位开始放量走高的品种而言，其成交应有所控制， 一般比
前期发力行情中的成交有所减少，其上涨过程中成交是均衡的，即股价不断创出历
史新高，但成交却维持一般水平。

四、介绍几只近期看涨的股票吧

1.股市里面没有人可以预测哪个股票会上涨2.你既然学着炒股，就应该自己去操作
，而不是靠别人推荐3.好好学习吧股票知识的书籍（电子版）网站，下面三个站点
的内容比较适合初学者，你看看吧。
*：//*8nn8*/zt/gssm/股市扫盲 *：//*left-in*/stock_study_1.htm股市入门基础
*：//finance.sina*.cn/stock/blank/xgmgl.shtml股民入市全攻略

五、股票：怎样从涨幅最大的股票中找出明后天的涨跌趋势来？

主要还是看股价的空间点位股票的交易量时间空间最后这点最重要！短线变数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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