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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主力进场说明什么为何股票经常下午2点半是分水岭-
股识吧

一、一支股票当日涨停后，主力资金还在进入，是怎么回事？

股票到达涨停价了以后，一般是有主力资金在挂买单，而且是排在前面，封了涨停
。
有散户在以涨停价格往外卖出，主力资金在以涨停价格买进。

二、股票起涨前，都会有什么特征

1、股票绝对价位不高；
2、股价经过较长时间充分回调后，刚刚上破55MA、90MA或者在这两条均线之上
且离这两条均线不远；
3、股价处在相对低位的成交密集区或主力成本区附近。
注明：我一般用60MA做为一个中期强弱的分水岭，预选股票时，在60MA以下运行
的个股一般不看，关于股价经过长时间充分回调是指(1)有没有底部形态出现(2)底
部形态的量价配合是否理想(3)股票的盘中表现是否活跃如果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应该说这只股票至少有中线价值！至于有没有短线机会还要看是否符合其他预选条
件！2)主力开始发动之日最高点、最低点震荡幅度以超过4.5%为好，最好是6.2%之
上，短线大涨的股票如果从K线的震幅上来定一个标准的话，在突破前期整理形态
时出现带量的大实体阳线是最好的，如果能涨停就更好！3)主力开始发动行情之日
的换手率起码应超过3%，以超过4.5%为好，最好是6.2%以上。
这一条实际上是要求所关注的个股量价配合要理想，如果是无量的大阳线，即使是
出现了突破盘局的架势，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骗线，到收盘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一
根难看的带长上影的塔形K线，至于换手率具体要多少合适，我个人的习惯是看成
交量与前期均量之间的关系，从经验上看连续6%-10%之间的换手率是连续上涨股
票在拉升期的共同特点。
对于高控盘庄股来说，有时不需要太大的换手率就可以将股票拉起，不到那种股票
往往是慢牛股。
4)移动平均线是时空坐标，六种形态是强势股的先兆。
牢记哪些形态属于强势形态，哪些形态属于弱势形态！在实战中要坚决回避弱势形
态的股票。
5)最好是主力刚开始发动行情之日即突破颈线或突破盘区或突破前期高点甚至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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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新高，这样更容易有大行情。
6)最强有力的K线组合按强弱顺序排列是：1旭日东升；
2黎明之星；
3穿头破脚；
4巨量长阳或低开长阳；
5巨量创新高之长上影小阳线，十字星，甚至小阴星；
6连三阳；
7放量大阴后连续两到三个阳线再将大阴棒吞掉；
8受阻于前高点的放量长上影之小阳、小阴或十字星后连续放量再将度上影吞掉；
9相对低位大幅度震荡之长上下影线小阴、小阳或十字星——主力发动行情之日若
出现以上K线组合时更容易有大行情。
7)没有被大肆炒作的个股，或者有炒做题材的个股，利空出尽的股票，最好是属于
市场热点板块，极端情况下甚至是热点中的龙头，更容易有大行情。
8)小盘股更容易有行情，如流通盘不超过8000万--15000万左右的股票或流通市值不
超过十个亿的股票更容易有大行情。
9)在大盘上涨的背景下，个股更容易有大行情，所以在进场炒作时最好有大盘配合
。
一般投资者有几个能在第一时间正确判断出大市行情的质变？有几个知道今天涨停
的股票中有一个将会成为龙头？许多时候，能否正确判断后市的演变实际上体现了
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自身素质能达到熟练掌握这九点就已经可能说是业余高手了。
最后，还要强调，以上九点是要综合运用的，如果一只股票同时符合以上条件中的
几条，上涨的可能性就越高。

三、股票中说的主力入场时什么意思啊？

主力资金一般就是指机构投资者．他们的资金规模很大，一旦买如某之股票，股价
自然上涨．因为股价变动本身就是由资金供求决定的，买的人多就涨，反之就跌．
同理，大资金撤出也就会造成股价下跌，因为其大规模的抛售导致卖方力度强于买
方．主力吸筹就是指主力资金买入某只股票，但其买入方式有很多种，包括横盘吸
筹 拔高吸筹等等，如果感兴趣你可以从网上找一相关资料．一只股票的庄家也就
是指能够控制或者影响这个股票走势的主力资金．

四、为何股票经常下午2点半是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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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买进最佳时间：开盘后15分钟与闭市前15分钟。
开盘前，主力经过研究国际国内最新经济信息和国外期货、股市的运行情况，将对
大势有一个综合判断，然后做出所运作股票的计划，若看好大势则借外力加速拉升
，若看坏大势则加速打压，若看平大势则放假休息，让股价自行波动，这样具体表
现在开盘价上就出现了高开、低开与平开，表现在第一笔成交量上就出现了放大、
缩小与持平。
主力准备拉升的股票一般开盘价高于上日收盘价，量比放大，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
的股票出现了消息面利好，那么，可在9点25分—9点30分期间挂单买进了。
上升的股票一般在开盘后快速上涨，然后在高位震荡，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主力快速
拉高股价后，让跟风者在高位进货，抬高跟风者的成本有利于主力减轻拉高中的阻
力。
开盘后15分钟买进，最大的好处是当日买进当日就可能享受到赢利的快乐。
闭市前15分钟，经过近4小时的多空搏杀，该涨的涨了，该跌的跌了，如何收盘代
表了主力对次日的看法。
若主力看好次日行情，则尾盘拉升甚至涨停，目的是继续抬高跟风者的成本；
主力出货时也用尾盘拉升的方法，目的是尽量把价格控制在高位，尽量把货卖出在
较高的价格，如何辨别这两个目的需要日K线分析确定。
若主力看坏次日行情，则尾盘下跌甚至跌停，目的是快速减仓兑现赢利；
主力进货时也用尾盘下跌的方法，目的是尽量把价格控制在低位，尽量压低买进价
格，如何辨别这两个目的同样需要日K线分析确定。
闭市前15分钟买进，最大的好处是回避了当日的风险，不至于当日买进当日被套。
二、卖出最佳时间：开盘后15分钟与10点半后15分钟。
股票的上涨与下跌，主力一般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
连续上涨的股票，如果开盘第一笔成交量异常放大，则预示主力要减仓了，这样就
必须在开盘后15分钟内利用分时图技术果断卖出了，错过了这个机会股价将逐波滑
落，后悔晚矣！ 10点半是出公告股票开盘的时间，有的股票因利好消息而高开高
走，同时也拉动同板块股票跟风上涨，但跟风上涨一般是间歇性的，冲高回落的概
率很高，大盘运行也一般在11点左右出现高点，10点45分左右一般是逢高卖出的机
会，而不能买进，多数此时买进股票的股友到下午收盘被套的可能性很大。
要使自己在每天能够确定最佳入市时间，必须了解股市每天的敏感时刻。
深沪股市每天早上9：30开市，11：30收市；
下午13：00开市，15：00收市。
其中最敏感的时间是在收市前10分钟，即14：50-15：00，因为这10分钟是买家和卖
家入市的最后机会，亦可视为“最真实的时刻”。

五、大智慧中主力进出指标jcs jcm jcl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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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JC主力进出 原理：量价指标。
用法：
绿线为短期主力运作轨迹，黄线为中期主力运作轨迹，白线为长期主力运作轨迹。
主力进出指标的绿线向上突破黄线、白线且三线向上发散，表示主力有效控盘，可
逢底介入，持股待涨。
主力进出指标的绿线上涨过快远离黄、白线，出现较大乖离，表示短线获利筹码较
多，宜注意控制风险，可适当卖出。
当绿线回落至黄、白线处受支撑时，而黄白线发散向上，表示上升趋势未改，前期
股价回落仅是途中的回调，可适量跟进。
主力进出三线“死亡交叉”，盘口呈空头排列，投资者宜尽快出局。
主力进出三线相近并平行向下时，表明主力尚未进场或正在出货，此时不宜介入。
主力进出是一种趋势指标，但趋势改变信号有时会出现滞后现象，此时就要用主力
买卖指标加以配合使用。
ZLMM主力买卖 原理：趋向指标 用法：
绿线为短期趋势线，黄线为中期趋势线，白线为长期趋势线。
1、主力买卖与主力进出配合使用时准确率极高。
2、当底部构成发出信号，且主力进出线向上时判断买点，准确率极高。
3、当短线上穿中线及长线时，形成最佳短线买点交叉形态（如底部构成已发出信
号或主力进出线也向上且短线乖离率不大时）。
4、当短线、中线均上穿长线，形成中线最佳买点形态（如底部构成已发出信号或
主力进出线也向上且三线均向上时）。
5、当短线下穿中线，且短线与长线正乖离率太大时，形成短线最佳卖点交叉形态
。
6、当短线、中线下穿长线，且是主力进出已走平或下降时，形成中线最佳卖点交
叉形态。
7、在上升途中，短、中线回落受长线支撑再度上行之时，为较佳的买入时机。
8、指标在0以上表明个股处于强势，指标跌穿0线表明该股步入弱势。
SHBO主力大单 根据交易所发送的Level-2数据，基于逐单分析，大于10万股或20万
元已成交委托单成交量占总成交量的比例。
红色线是5日内累计的大单买入量占总成交量比例，绿色线是5日内累计的大单卖出
量占总成交量比例。
(参数可调) 红色线上穿绿色线是买入信号，红色线下穿绿色线是卖出信号。

六、如何精准识别庄家进场建仓

1、股票绝对价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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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价经过较长时间充分回调后，刚刚上破55MA、90MA或者在这两条均线之上
且离这两条均线不远；
3、股价处在相对低位的成交密集区或主力成本区附近。
注明：我一般用60MA做为一个中期强弱的分水岭，预选股票时，在60MA以下运行
的个股一般不看，关于股价经过长时间充分回调是指(1)有没有底部形态出现(2)底
部形态的量价配合是否理想(3)股票的盘中表现是否活跃如果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应该说这只股票至少有中线价值！至于有没有短线机会还要看是否符合其他预选条
件！2)主力开始发动之日最高点、最低点震荡幅度以超过4.5%为好，最好是6.2%之
上，短线大涨的股票如果从K线的震幅上来定一个标准的话，在突破前期整理形态
时出现带量的大实体阳线是最好的，如果能涨停就更好！3)主力开始发动行情之日
的换手率起码应超过3%，以超过4.5%为好，最好是6.2%以上。
这一条实际上是要求所关注的个股量价配合要理想，如果是无量的大阳线，即使是
出现了突破盘局的架势，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骗线，到收盘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一
根难看的带长上影的塔形K线，至于换手率具体要多少合适，我个人的习惯是看成
交量与前期均量之间的关系，从经验上看连续6%-10%之间的换手率是连续上涨股
票在拉升期的共同特点。
对于高控盘庄股来说，有时不需要太大的换手率就可以将股票拉起，不到那种股票
往往是慢牛股。
4)移动平均线是时空坐标，六种形态是强势股的先兆。
牢记哪些形态属于强势形态，哪些形态属于弱势形态！在实战中要坚决回避弱势形
态的股票。
5)最好是主力刚开始发动行情之日即突破颈线或突破盘区或突破前期高点甚至仅仅
是创新高，这样更容易有大行情。
6)最强有力的K线组合按强弱顺序排列是：1旭日东升；
2黎明之星；
3穿头破脚；
4巨量长阳或低开长阳；
5巨量创新高之长上影小阳线，十字星，甚至小阴星；
6连三阳；
7放量大阴后连续两到三个阳线再将大阴棒吞掉；
8受阻于前高点的放量长上影之小阳、小阴或十字星后连续放量再将度上影吞掉；
9相对低位大幅度震荡之长上下影线小阴、小阳或十字星——主力发动行情之日若
出现以上K线组合时更容易有大行情。
7)没有被大肆炒作的个股，或者有炒做题材的个股，利空出尽的股票，最好是属于
市场热点板块，极端情况下甚至是热点中的龙头，更容易有大行情。
8)小盘股更容易有行情，如流通盘不超过8000万--15000万左右的股票或流通市值不
超过十个亿的股票更容易有大行情。
9)在大盘上涨的背景下，个股更容易有大行情，所以在进场炒作时最好有大盘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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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投资者有几个能在第一时间正确判断出大市行情的质变？有几个知道今天涨停
的股票中有一个将会成为龙头？许多时候，能否正确判断后市的演变实际上体现了
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自身素质能达到熟练掌握这九点就已经可能说是业余高手了。
最后，还要强调，以上九点是要综合运用的，如果一只股票同时符合以上条件中的
几条，上涨的可能性就越高。

七、如何判断庄家的进场

成交量。
庄家进场收集筹码，一定会伴随有成交量的温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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