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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热点效应是什么——短线炒手怎样把握股市的热点-
股识吧

一、股票市场如何捕捉一些有效热点？

“热点”是指市场涨得不错的股票，而“热点板块”是指涨得不错的行业或概念板
块。
股市之所以上涨，是因为在挣钱效应下，场外资金源源不断地入场，只有持续的热
点板块才能吸引场外资金不断的入场。
而投资者要想快速获益莫过于抓住市场的热点板块，只要市场热点板块的上扬行情
不断持续，投资者就应该跟紧该持续热点，直到市场持续热点结束或出现了新的持
续热点。
指数行情指标就是用来找到热点板块，从而选出上涨的股票。
软件中按行业和概念设定的100多个板块，每个板块对应一个板块指数。
指数行情浏览就是将这些指数通过列表排序的方式进行分析整理，从而及时发现板
块热点，进而抓到黑马股。

二、炒股技巧：如何捕捉热点？如何把握题材股持续性？

热点最初往往只是表现在某只领头股出现大幅上涨上，虽然没有得到市场普遍的认
同，但股价表现得异常坚挺。
之后随着舆论的升温，市场对其股价的预期发生了变化，短线炒家追逐短期的收益
并带动其相关板块随之升温，当市场中所有的投资者都意识到围绕该股形成的市场
热点并普遍跟进之时，此热点实际上是最危险的时候，可能随时出现爆炸性的风险
。
如何准确地捕捉炒作热点、把握最大化收益呢？ 虽然市场热点的形成过程会给投
资者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回报，但此种回报往往只提供给有准备之人。
一般来说，对于常规的股票 ，能够上涨15%，便可考虑卖出了，但对于处于热点之
中的股票，在升幅达15%之时，不但不应卖出，还可适当跟进买入，特别是对于其
中的领涨股票，甚至可以全仓持有，因为此种股票得来不易，如果一旦握住，一年
的收益便不用考虑了。
股价怎么涨上去的，将来就会怎么跌下来。
这也许是广大投资者经常听到的一句股市格言，因此，在热点的末期，投资者同样
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为了保住胜利的果实，投资者应在股价达到目标价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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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抽身而退，将风险降到最低。
市场炒作需要题材，但道听途说的题材是经受不住市场考验的，题材的号召力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号召力的实质是题材本身的想象力和理论上的周期跨度，前者符
合市场意愿，后者配合主力行动，在大盘处于阶段性底部时推出题材特征鲜明的市
场领头羊，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凝聚成大题材，有大文章可做。
题材的产生来源于市场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人人都知道，但关键在于有人
能否想出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由此产生新的题材。
对于题材的认识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朦胧阶段，在其启动初期，市场上所
有与题材相联系的股票都可能出现联动。
由于题材的朦胧性，市场的投机气氛非常浓厚，当有关方面出面干预时，没有实质
性重组题材的个股股价会大幅回落，散户投资者往往在短促的波动中被套。
没有前期真真假假的轰动效应，真正的题材股会少人问津。
第二阶段为投资阶段，市场在淘汰了一批跟风的题材股之后，那些经过精心策划的
题材庄股会脱颖而出。
在价值回归的驱动下，人们更加关注引发题材质变的质，通过市场的多次动荡，认
识到只有业绩改观的题材股才能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投资者应根据题材产生的时间和其技术形态判断题材的真实性，具有投资价值的题
材股，当股价站稳中长期均线之后便不会再深幅回调。
因此，新颖的题材是催化剂，能改变某些股票甚至大盘的运行轨迹。
挖掘新题材、把握出击时机已成为主力投资的主要前期工作，投资者应该学会针对
市场中存在的问题，辨清题材的真正效应，选好个股并坚决持有。

三、如何抓住股市中的热点？

一、明热点。
所谓明热点即为大家都知道的持续性热点，通常是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所形成的
持续性的行业的、区域性的热点。
比如在目前的情况下，由国家关于节能减排政策所形成的新能源板块、由国家调整
产业结构政策以及产业规划所形成的资产重组概念板块、国家关于区域经济发展规
划利好影响下的上海本地股、成渝区域经济概念股、天津滨海新区概念股等，可以
看作是大家都公认的热点板块。
对于大家公认的热点板块，要关注其龙头表现，注意研究里面的个股机会，当对个
股不熟悉时坚持操作龙头股。
对于明热点，当市场处于无热点或者上行乏力的时候往往是他们表现的时候，对于
这一点，只要市场不发生趋势性反转，就不会改变。
对此热点股票的持股和操作也不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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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性热点。
我对于结构性热点的理解是指在一轮行情中，总会阶段性的形成一些突出的行业、
板块热点，市场往往以板块轮动的方式向上盘升，在当前的行情中，由于对于货币
充裕的预期，有色、煤炭、地产等资源性板块形成了市场向上的重要力量。
当这些板块确定启动之后，要毫不犹豫的介入到行业或板块的最强个股之中去。
判断的标准就是板块全面持续活跃，成交量逐步放大。
买点就是在确定行情之后。
三、突发性热点。
突发性热点是由于突发性的政策利好或者由于突发性的事件所形成的一些行业、板
块热点。
此类要在第一时间判断出并结合大盘走势决定是否介入。
因为这类热点的持续性很难把握，且行情往往受大盘短期态势影响较大。
对于这种机会，介入时确信两点：一是大盘短期风险不大、二是热点形成的因素短
期不会结束。
四、每日热点。
每日热点一般是由当天市场传闻引起的盘中拉升行情，这类热点的判断和把握尤为
困难，极易让人造成追涨杀跌的操作。
对于此类的热点，如果对当天的板块热点事前有充分的研究和跟踪，可以在第一时
间介入，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则可以在第二天选择有持续性的个股在开盘后盘中
回调时介入。

四、怎样看待股市上的“人气效应”

热点的出现，是股市进入可操作阶段的信号。
但热点的持续性不一，有的连续表现，有的仅是昙花一现，一日表现后便偃旗息鼓
。
加强热点持续性的研判，是短线炒手的必修课。
通过对大盘的带动效应研判。
最简单的方法是观察热点对大盘的带动效应，如果热点板块振臂一呼，迅速带动大
盘放量上涨，市场反应积极，说明热点的出现正当其时，是行情所需，可以参与；
反之，则需谨慎。
研判大盘的反应，还应注意：一是大盘的上涨必须放量，无量上涨，回调居多；
二是在长期的熊市中，热点产生初期，对大盘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往往热点已连
涨2-3日，市场才苏醒过来，这时需要参考其他条件综合考虑。
通过同板块的呼应度研判。
主力发动行情是有备而来，多半会仔细研究大盘状态、同板块股票的上涨潜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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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升的同时，也非常在意同板块股票的反应。
如果反应积极，跟风热烈，可能会继续拉升；
反之，如果市场反应不积极，一般不会孤军深入，增加市场风险。
板块股票呼应度如何，关键还是取决于主力机构的建仓状况、技术状态等。
作为普通投资者，在观察板块呼应度的同时，应重点研究其中有多少股票从技术上
看具体连续走强的条件。
当市场中具备连续上涨条件的股票寥寥无几时，还是谨慎为炒。
通过热点启动的次数进行研判。
在建仓初期，一段时间内，比如1-3个月内，某些板块的股票可能会多次表现，但
多数无功而返。
反复表现的板块股票，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这往往是行情即将产生的信号。
当主力通过反复振荡，吸足筹码后，真正的行情即会来临。
判断振荡吸筹的方法，是看股票的底部是否抬高，底部逐渐抬高，成交量逐渐放大
，技术上逐渐向好，此时再启动，可性度较高。
通过龙头股的阻力位进行研判。
热门板块的产生固然是适应了行情的需要，但龙头股的激发作用也不可小视。
一般规律是，如果龙头股上档无明显的阻力，板块股票的跟风会相对积极；
反之，当龙头股上档有明显的阻力时，既便其执意突破，但其他市场主力从谨慎性
原则出发，也不会跟风太紧密。
市场跟风的弱势效应，反过来也会阻碍龙头股行情的深入发展。
平时多看盘慢慢的就会掌握一些规律，炒股最重要的是掌握好一定的经验与技巧，
这样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新手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不防用个牛股宝手机炒股去跟
着里面的牛人去操作，这样要稳妥得多，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五、如何确定一轮行情的热点板块

一般都是国家政策有关的， 比如这次的一带一路， 上次的股改，RMB升值概念

六、一文看懂股市热点应该如何炒作

次新股

七、短线炒手怎样把握股市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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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的出现，是股市进入可操作阶段的信号。
但热点的持续性不一，有的连续表现，有的仅是昙花一现，一日表现后便偃旗息鼓
。
加强热点持续性的研判，是短线炒手的必修课。
通过对大盘的带动效应研判。
最简单的方法是观察热点对大盘的带动效应，如果热点板块振臂一呼，迅速带动大
盘放量上涨，市场反应积极，说明热点的出现正当其时，是行情所需，可以参与；
反之，则需谨慎。
研判大盘的反应，还应注意：一是大盘的上涨必须放量，无量上涨，回调居多；
二是在长期的熊市中，热点产生初期，对大盘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往往热点已连
涨2-3日，市场才苏醒过来，这时需要参考其他条件综合考虑。
通过同板块的呼应度研判。
主力发动行情是有备而来，多半会仔细研究大盘状态、同板块股票的上涨潜力，在
拉升的同时，也非常在意同板块股票的反应。
如果反应积极，跟风热烈，可能会继续拉升；
反之，如果市场反应不积极，一般不会孤军深入，增加市场风险。
板块股票呼应度如何，关键还是取决于主力机构的建仓状况、技术状态等。
作为普通投资者，在观察板块呼应度的同时，应重点研究其中有多少股票从技术上
看具体连续走强的条件。
当市场中具备连续上涨条件的股票寥寥无几时，还是谨慎为炒。
通过热点启动的次数进行研判。
在建仓初期，一段时间内，比如1-3个月内，某些板块的股票可能会多次表现，但
多数无功而返。
反复表现的板块股票，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这往往是行情即将产生的信号。
当主力通过反复振荡，吸足筹码后，真正的行情即会来临。
判断振荡吸筹的方法，是看股票的底部是否抬高，底部逐渐抬高，成交量逐渐放大
，技术上逐渐向好，此时再启动，可性度较高。
通过龙头股的阻力位进行研判。
热门板块的产生固然是适应了行情的需要，但龙头股的激发作用也不可小视。
一般规律是，如果龙头股上档无明显的阻力，板块股票的跟风会相对积极；
反之，当龙头股上档有明显的阻力时，既便其执意突破，但其他市场主力从谨慎性
原则出发，也不会跟风太紧密。
市场跟风的弱势效应，反过来也会阻碍龙头股行情的深入发展。
平时多看盘慢慢的就会掌握一些规律，炒股最重要的是掌握好一定的经验与技巧，
这样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新手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不防用个牛股宝手机炒股去跟
着里面的牛人去操作，这样要稳妥得多，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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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什么是股票的热点

热点属性各有不同，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通常，如下事件，都属于热点： 1、长期政策。
这类热点持续性比较长，可以有几天到一、两个月。
如行业振兴规划，区域性国家扶持政策、医疗改革等。
2、短期政策。
如利息变动、材料价格变动等，将给个别板块带来短暂的机会，波动多数只有几天
或一、两周。
3、个别题材。
如重组、资产注入等，只对个别股票有影响。
这类题材往往都炒作在消息没有确认和传闻期，时间比较长，幅度也很大。
一旦消息兑现，大资金多数就退出了。
这点必须注意，这类消息出现时，一定不要去接火棒。
4、所谓概念。
有时，结合国家政策，或者重大经济行为，会产生一些“概念”。
如创投概念、股指期货概念等。
5、突发事件。
这种事件的可利用之处在于，消息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股市都有获利机会。
如四川地震，大多数投资人都亏损惨重，但医药股却逆市而上。
只要你善于把握，就一定有获得利润的机会。
最后，告诉朋友们的是，热点不一定都是指你有了赚钱的机会。
有些突发事件或热点，对股价会造成打压，甚至是很惨重的下跌。
这时要做的，是立即规避，这也同样需要敏感，并立即调整计划。
不要傻到麻木不仁，不会回避风险的股民，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所以投资者在进入股市之前最好对股市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前期可用个牛股宝模拟炒股去看看，里面有一些股票的基本知识资料值得学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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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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