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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越涨为什么主力持仓越小—为什么有的股票，一天时
间主力持仓股就可以从大约10%增加到70%？-股识吧

一、为什么股价涨停，而成交量却非常小

涨停的股票，特别是被封得死死的涨停股票，明日一般还会有较大的涨幅，有这样
的预期，大多数持有股票的投资者自然不想卖了，即使准备随时卖出的大多数投资
者此时也不会卖了。
而全国持股人成千上万，自然想法不可能都一样，所以总会少数投资者有卖出的，
即成交量却非常小而已。

二、一支股换手率越来越高,量比却越来越小,怎么回事

量比是相对值1、量比是一个衡量相对成交量的指标，它是开市后每分钟的平均成
交量与过去5 个交易日每分钟平均成交量之比。
其公式为： 量比＝现成交总手/（过去5日平均每分钟成交量×当日累计开市时间（
分））当量比大于1时，说明当日每分钟的平均成交量要大于过去5日的平均数值，
交易比过去5日火爆；
而当量比小于1时，说明现在的成交比不上过去5日的平均水平。
2、换手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成交股数占流通股数的比率。
其计算公式如下： 换手率 ＝ 成交总股数 ÷ 流通股总数 ×
100%换手率是评价个股交易活跃程度的主要指标之一。
换手率越大，表明个股的交易越活跃。
一段时期内换手率的高低值，可以作为评价大户参与程度的评级标准。
当底部区域出现较大的累计换手率时，通常表明有主力资金正耐心地吸筹。
将换手率与股价走势相结合，可以对未来的股价做出一定的预测和判断。
某只股票的换手率突然上升，成交量放大，可能意味着有投资者在大量买进，股价
可能会随之上扬。
如果某只股票持续上涨了一个时期后，换手率又迅速上升，则可能意味着一些获利
者要套现，股价可能会下跌。
对于高换手率的出现,投资者应该区分的是高换手率出现的相对位置。
如果此前个股是在成交长时间低迷后出现放量的,且较高的换手率能够维持较长的
时间,则一般可以看作是新增资金介入较为明显的一种迹象。
此时高换手的可信度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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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底部放量,加之又是换手充分,因此,此类个股未来的上涨空间应相对较大,同时
成为强势股的可能性也很大。
投资者可对这些个股作重点关注。
如果个股是在相对高位突然出现高换手而成交量突然放大,一般成为下跌前兆的可
能性较大。

三、股价涨而交易量很小，意味着什么？

1、在股市中，如果股价上涨，但是成交量很小，则意味着，无量上涨，后市继续
看涨，一旦换手率很大，放量下跌，就可以考虑抛出股票了。
这种情况的股票上涨动力不足，大家都不看好后市，量价不齐会是反转信号。
但是也不排除主力做假，往往主力高度控盘的股很容易拉高而市场里浮码不多自然
量小。
2、股市成交量为股票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的数量，是单边的，例如，某只股票成交
量为十万股，这是表示以买卖双方意愿达成的，在计算时成交量是十万股，即：买
方买进了十万股，同时卖方卖出十万股。
而计算交易量则双边计算，例如买方十万股加卖方十万股，计为二十万股。
股市成交量反映成交的数量多少。
一般可用成交股数和成交金额两项指标来衡量。
目前深沪股市两项指标均能显示出来。

四、主力持仓是不是越多越好啊

主力持仓没有越多越好这一说，只能看持仓的阶段。
如果主力是刚收集完毕后的重仓持有，那么这只股票后市拉升的可能性大，这种股
票要买入，越多越好，如果主力已经拉升结束，这时就面临着减仓的问题了，这种
股票不能买入，这是就不是越多越好了�。
如果是小盘股的话主力控盘只要达到30%-40%完全可以拉动这支股票，如果要是大
盘的话比例就相对要高一些至少要在50%-60%主力才能去拉动这支股票。
扩展资料算主力持仓数量的方法：1、通过实战的摸索，在判断主力持仓量上可通
过即时成交的内外盘统计进行测算，公式一：当日主力买入量=(外盘×1/2+内盘×
1/10)÷2，然后将若干天进行累加。
2、将底部周期内每天的成交量乘以经验参数，即可大致估算出主力的持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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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二：主力持仓量=阶段总成交量(参照公式一条件)×(经验估值1/3或1/4)，为谨
慎起见，可以确认较低持仓量，即用1/4的结果。

五、为什么会出现股市波动性越大，反而交易量越小的现象？

1、因为股市波动性太大，股价往往是跌到低点了，很多股民舍不得割肉，而且就
算卖出股票也是巨亏的，那还不如留着等待反弹，所以大家都捂着不卖，成交量就
很小了。
2、股市成交量为股票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的数量，是单边的，例如，某只股票成交
量为十万股，这是表示以买卖双方意愿达成的，在计算时成交量是十万股，即：买
方买进了十万股，同时卖方卖出十万股。
而计算交易量则双边计算，例如买方十万股加卖方十万股，计为二十万股。
股市成交量反映成交的数量多少。

六、主力持仓是不是越多越好啊

主力持仓没有越多越好这一说，只能看持仓的阶段。
如果主力是刚收集完毕后的重仓持有，那么这只股票后市拉升的可能性大，这种股
票要买入，越多越好，如果主力已经拉升结束，这时就面临着减仓的问题了，这种
股票不能买入，这是就不是越多越好了�。
如果是小盘股的话主力控盘只要达到30%-40%完全可以拉动这支股票，如果要是大
盘的话比例就相对要高一些至少要在50%-60%主力才能去拉动这支股票。
扩展资料算主力持仓数量的方法：1、通过实战的摸索，在判断主力持仓量上可通
过即时成交的内外盘统计进行测算，公式一：当日主力买入量=(外盘×1/2+内盘×
1/10)÷2，然后将若干天进行累加。
2、将底部周期内每天的成交量乘以经验参数，即可大致估算出主力的持仓量。
公式二：主力持仓量=阶段总成交量(参照公式一条件)×(经验估值1/3或1/4)，为谨
慎起见，可以确认较低持仓量，即用1/4的结果。

七、主力持仓是不是越多越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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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持仓没有越多越好这一说，只能看持仓的阶段。
如果主力是刚收集完毕后的重仓持有，那么这只股票后市拉升的可能性大，这种股
票要买入，越多越好，如果主力已经拉升结束，这时就面临着减仓的问题了，这种
股票不能买入，这是就不是越多越好了�。
如果是小盘股的话主力控盘只要达到30%-40%完全可以拉动这支股票，如果要是大
盘的话比例就相对要高一些至少要在50%-60%主力才能去拉动这支股票。
扩展资料算主力持仓数量的方法：1、通过实战的摸索，在判断主力持仓量上可通
过即时成交的内外盘统计进行测算，公式一：当日主力买入量=(外盘×1/2+内盘×
1/10)÷2，然后将若干天进行累加。
2、将底部周期内每天的成交量乘以经验参数，即可大致估算出主力的持仓量。
公式二：主力持仓量=阶段总成交量(参照公式一条件)×(经验估值1/3或1/4)，为谨
慎起见，可以确认较低持仓量，即用1/4的结果。

八、为什么股价涨停，而成交量却非常小

涨停的股票，特别是被封得死死的涨停股票，明日一般还会有较大的涨幅，有这样
的预期，大多数持有股票的投资者自然不想卖了，即使准备随时卖出的大多数投资
者此时也不会卖了。
而全国持股人成千上万，自然想法不可能都一样，所以总会少数投资者有卖出的，
即成交量却非常小而已。

九、为什么有的股票，一天时间主力持仓股就可以从大约10%增
加到70%？

一方面要相信它的存在，主力有若干户头。
另一方面不要轻易相信数据，我相信那是后台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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