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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箱体结构是怎样的|什么是股票的箱体操作？-股识
吧

一、在股票中如何确认一个箱体，也就是说怎样画出一个箱体的
底部和顶部？

股票中的箱体震荡是指，若干个K线的高点和地点一样。
找到相同的高点和地点就可以了

二、什么是股票的箱体操作？

要明白股票的箱体操作，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股票的箱体。
箱体，就是股票在上涨或者下跌中，总是在某个价位遇到阻力。
这样，在上涨和下跌的阻力位置形成两条近似平行的线（箱体的上沿和箱体下沿）
，即箱体。
操作箱体走势的股票很容易，只要在箱体下沿买入，上沿卖出就可以了。
如果你满意，请采纳。

三、股票中的箱体是什么意思，请详细点

由于股票在某低点价位受到支撑，并在高点有抛压，数次反复，外观像一个箱子，
低点高点之间范围就是箱体，如中国联通600050在08年一月初至二月中旬在11.5元
至13元的小箱体中，现在中国联通跌破了8.5元至13元的大箱体。

四、股票的箱体指什么？

指的是一段时间内，横盘时形成的区域。
一般箱体顶部和底部都对应为上涨的顶部，下跌的底部。
一般的操作建议是，当箱体形成时（确认形成），在箱体顶部卖出，在底部买进，

                                                  页面 1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这就是常说的高抛低吸。

五、股市中的箱体 是什么意思？？

1 箱体理论，经典的说法是这样的：股票的价格在一般情况下会在一个箱体内运行
，上箱顶也是压力，下箱底多为重要支撑。
价格看似杂乱无序，但顶和底往往是明确的，这就为人们操作提供了参考。
当价格突破了上下轨之后一般是很难再回到同一个箱体，而是在另一个箱体内运行
，另一个箱体的高度与原来的高度等高。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突破后的确认经典理论说的是以三天为准，这是没错的，但错
就错在知道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应多加一天以四天来确认。
箱体理论的上下轨是二条平行的水平线，判断价格未来的走势，一般用低点的不断
抬高和高低的不断向上来判断，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往往会出现明明是要走高却跌破下轨的事，这是令许多人困惑的事，许多人往
往也就死在了这上面，并因此认为箱体理论的时间太久远了，失效了。
并另寻他途，来了什么反技术操作之类的方法。
2、趋势理论：是箱体理论的变化。
箱体理论的轨道是水平线，而趋势理论的上下轨可以是平行的水平线，也可以是有
角度的平行线。
除了角度可变外，其解释与应用与箱体理论一样。
3、三角形，可理解为趋势理论的变化。
趋势理论和箱体理论的轨道是二条平行线，当其不平行时，就成了三角形，这样就
很好理解了。
4、除此之外，比较重要和常见的图形还有圆弧形，头肩形，复合头肩形等等，这
也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演化出来的，理论上为了做到完美，每一种理论都想解释所
有的现象，这便使得有人误入了岐途，也使有的人发现了另外的理论。
这想说的目的，就是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价值和局限性，这在应用上要综合应用才行
。
5、个股在出现了两个高点一个低点时，基本可以确定一个趋势了，这就为我们以
后的操作定下了价格的大致高低点。
高点在趋势线的上轨附近，低点在下轨附近。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情形下会走成三上三下的格局，这是比较重要的应用。
在三上三下之后怎样走？这要看个股所处的相对位置来说话，因为变化相对于趋势
法来说要复杂得多。
6、趋势法也要结合均线理论来运用，现实中由于参与者众，其各人对理论有所侧
重，往往是各种理论的混合应用，这就给预测将来走势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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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要精确的预测将来的走势是不可能的，只是随着经验的提高其准确度也会提高
的。
7、黄金分割法与波浪理论有互通性，这也是一门独立的理论。
很多朋友想了解如何盘中追击涨停的技术，下面将分时图黄金分割技术的运用奉献
出来，送给有缘分的朋友分享。
股票分时图的运行符合一定规律，抓住了规律，就能举一反三，提高实际操作的成
功率。
按照数学黄金分割原理，可把分时图设置成10%的坐标，再把10%分成三个箱体，
具体划分：0%——4.32%、4.32%——7.16%、7.16%——10% ；
庄家操盘， 一般规律使股票在一箱体内运行，4.32%是个分界线，也是冲击涨停的
第一阻力位；
股价如果超过了4.32%继续上升的话，一般会在
7.16%遇到第二阻力再回到4.32%，并在该处徘徊震荡蓄势。
在4.32%——7.16%运行期间主力将根据市场强弱，选择是否突破7.16%阻力位 ；
同理，股价如果超过7.16%，7.16%就成了支撑，可能要攻击涨停了！ 上涨时，如
果超过4.32%后又回到4.32%，可能是吸引跟风盘介入，一般短线高手可以操作，其
他人是不敢追高的；
下跌时，反之亦然 ，股价高开跌破 7.16%后又回到
7.16%时，就要提防它再下跌到下一个箱体4.32%处了。
明白了一支股票在哪个箱体里运行，就了解了它当日的运行趋势，
了解了它的回调点，支撑点，就可以果断介入，就不怕它在高位了；
这个技术的运用如果再结合“双龙齐飞”的精典图型来研究，就有希望成为短线高
手了。

六、股票中的箱体理论是什么，能详细说明吗?我是菜鸟

例子600893 箱体一般来说就是说股价围绕一个高点和一个低点反复的碰高点突破不
了又回到原来的低点附近寻求支撑再次守住了再冲高点，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箱体
。
当图片图片了前期的一直无法有效突破的高点也就是箱体上边线后该股就叫走出了
箱体。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请谨慎采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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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票中箱体指什么

所谓箱体，是指股票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价格区域.即股价是在一定的范
围内波动，这样就形成一个股价运行的箱体。
当股价滑落到箱体的底部时会受到买盘的支撑，当股价上升到箱体的顶部时会受到
卖盘的压力。
一旦股价有效突破原箱体的顶部或底部，股价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箱体里运行，原箱
体的顶部或底部将成为重要的支撑位和压力位。
因此，只要股价上扬并冲到了心里所想象的另外一个箱子，就应买进；
反之应卖出。
箱体理论的变通操作方法：短、中、长线，各有短中长线的箱体，但运用方法与原
理是互通的。
具体实战中的操作方式为，设定好现在箱体的压力、支撑后，就可以在箱体内，短
线来回操作，不断来回进出，从中赚取差价，然后随时留意箱体的变化，并比对上
、下两个箱体的位置，意即支撑与压力会互换，行情往上突破，当初的压力就变支
撑，行情往下跌破，当初箱型的底部支撑就变成目前股价的压力，当箱体发生变化
之后，投资人必需在新的箱体被确认后，才可以在新的箱体之内短线操作。
买卖法的具体操作投资者将股价每波动的高点连成直线，将这条线添为压力线，将
股价每次波动的低点连成直线，称这条线为支撑线。
压力线相当于股票箱体的顶。
支撑线也就相当于股票箱体的底，当股价上升到压力线，投资者就卖出股票，而当
股价下跌到支撑线时，投资者就进行相应的补进。
股票箱体买卖法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判断所进行的投资操作。
在特定的情况下，股价也会突破压力线或支撑线，即股价上升或下跌到另一个股票
箱体中，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就要寻找新的箱体，在新的箱体尚未被确认之前，
投资者最好不要轻易操作。
以免被套牢而受损。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投资者进入股市之前最好对股市有些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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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上面相关知识来建立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炒股知识经验。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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