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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市涨停封单率如何计算

以买入价成交的为内盘，是被动买入主动卖出的成交，会使股价下跌。
以买出价成交的为外盘，是被动卖出主动买入的成交，会使股价上涨。
正常的交易通过内外盘可反映出买卖力的大小。
在封涨停时，只有被动买入挂单，成交的全部是主动卖出，所以成交是放入内盘的
。
由于涨跌停的限制，在封涨跌停时，买卖挂单是不平衡的，所以内盘外盘反映不出
涨跌关系。
例如开盘就涨停的股票，除第一笔成交对半分外，一天的成交全部放入内盘（绿色
的），这并不能反映卖力很大。
对于封涨跌停的股票只能从成交量和挂单情况及其变化来看。

二、股市涨停封单率如何计算

涨停封单有主力有散户有游资 不会都是主力的 主力不可能利用封单做暗语
有时候大封单下面 买二到买五都是一样的股数 那才是暗语
同一个盘口数字连续出现才能判断为暗语

三、是怎么判断涨停的？在10%以上交易了，还是，有人这么挂
单？

证监会规定普通股每天的涨跌幅是10%，你在挂买卖单的时候填写的价格受限制，
不能超出10%，当大家都看好一只股票，愿意以更高的价格买进时，价格逐渐上涨
，最后都以当天最高的价格买进，但是没有人卖出了，就涨停了

四、听人说上市新股连续一字涨停，当成交量是封单量的两倍时
卖出。那么成交量和封单量指的是什么？从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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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量和封单量都是可在行情上看出来的，封单量就是指买1的价格的数量，成交
量可直接看到。

五、常说股票涨停封死了，怎么看的？

卖单没有挂单，买单有大量的挂单，并且已经达到该股显示的的10%涨幅，这就是
已经封涨停了， 一般说，开市即封涨停的股票，势头较猛，只要当天涨停板不被
打开，第二日仍然有上冲动力，尾盘突然拉至涨停的股票，庄家有于第二日出货或
骗线的嫌疑，应小心。
涨停的种类有两种：一是一字涨停的，即开盘就涨停，盘中没有被打开过的股票。
通常由于重大利好才会出现这样的走势。
这样的股票后面涨幅会很大。
第二 种是开盘没涨停，盘中有大单将股票封住涨停，说明庄家的筹码已近拿够了
，这样的股票可以坚持持有。
一般而言，题材股、小市值股票、频繁公告信息而停牌的股票、筹码趋于集中的S
T股票更容易涨停。
追涨停有几个指标很重要：首先，要了解目标股的股本结构，一般流通盘在1-2亿
的较好；
二是关注指数的开盘，如果指数低开，涨停一般比较真实，高开则容易形态不一。
然后，要关注涨停一瞬间的封单，再次打开时配合量能变化再介入。
最后，要看具体个股前期的 形态，如果有大资金进驻应该果断参与。
这些都是些简单的盘面信息，新手的话可以买本《日本蜡烛图》系统的去学习，在
学习理论的同时最好再结合运用个模拟软件去模拟操作，这样可以快速有效的掌握
知识，目前的牛股宝模拟炒股还不错，里面的各项指标都有详细说明如何运用，在
什么样的形态下表示什么意思，操作起来要方便很多，可以试试，祝你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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