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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判断股票市场强弱股——股票怎么分强弱-股识吧

一、操作方法9.如何判断大盘的强或弱

2、量能是判断大盘强或弱的重要标志。
如周成交量过小，大盘反而酝酿生机，如周成交量过大，大盘反而盛极而衰。
1993年，JP摩根狂扫港股，成交量迭爆天量，但量能也没有较长时间处于高位区，
是“恒指”攻上万点而不能久居万点大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故量能趋于饱和，即大盘趋弱。
上述的这种方法虽能判断出大盘的强或弱，但由于从宏观处着眼，有一定的滞后因
素，无法分辨大盘的细微转折之处，无法及时抓住变盘的契机。
新兴的市场分析派更强调“内功”：即通过对强势股的涨跌幅前列、流通市值和市
价值前列、强势板块的轮跳格局等综合研判来分析大盘正处于哪一种状态，因为他
们认为强势股的动向，实际上是市场综合因素的反应，是市场上的“共振”！

二、如何判断市场买卖强弱

20日均线 大至可以判断 当前市场的方向 另外也有rsi指标可供参考

三、判断一只股票是否有强庄的三个技巧 详细??

判断一只股票是否有强庄的三个技巧第一：万变量为先。
主力资金要在一只股身上策划行情，先就会从成交量上暴露出问题，这个问题不会
刻意地暴露，而是漫不经心地，主力在做盘的时候，不经意地流露。
比如当一只股票经过前期的大跌暴跌后，突然不跌了，而且成交量经过一个阶段的
缩量，逐步开始出现温和放大，而且底部逐步抬高，中短期的均线系统都缓慢上阳
，那么这样的个股应该纳入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在随后的时间里，出现莫名其妙
的跌停，并在随后的交易时间里又冲出上涨行情，日K线上将大阴线果断收复，那
么这样的个股很快就会大拉特涨了。
第二：股性历来活跃，从去年国庆到现在，一直没有随大盘跌多少，而且始终处于
年线或半年线位置来回震荡，K线运做基本是大阳连续上，又是长阴急速跌的股票
，这说明，这样的股票一直有强庄在场运做，而且是长庄特点，不会轻易出走，投
资者完全可以顺应主力的节奏变化，一直跟庄做下去。
第三：注意每天资金流向持续增加的个股动向，需要先声明的就是把流通盘超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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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的个股全部剔除！然后注意这些个股每天成交量的变化，如果发现一只个股连续
一周的时间出现增量，但是，价格幅度上涨不大，而且大盘在暴跌期间，这个个股
消息面不断发布利空，股价以横盘的形势抵抗下跌，而在市场一致绝望看空时，隐
蔽性买盘突然出现，将筹码一扫而光，并以连续小阳线缓慢推高的品种，往往就是
即将进入大涨快拉阶段的大牛股。

四、怎么判断股票板块趋势强弱

大盘反应的是整体市场的平均情况，个股的表现还是有千差万别的，“大盘摆两边
，个股放中间”。
板块反应的是目前该板块是否有空间，有空间有量，则可带动该板块个股上涨，板
块空间多少都会影响到个股。
关键是个股，把握好了个股的买卖点，做好波段操作，低吸高抛，就能够获得一个
最大的收益！以上各人观点仅供参考。

五、股票强弱的划分级别是怎么划分的呢

投资评级定义公司评级强烈推荐：预期未来6-12
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15%以上推荐：预期未来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升幅在5-15%中性：预期未来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在-5%到+5%内卖出：预期未来6
个月内股价相对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15%以上行业评级看好：预期未来6-12
月内行业指数优于市场指数5%以上中性：预期未来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市场指数持平看淡：预期未来6
个月内行业指数弱于市场指数5%以上

六、如何看 股票 相对强度

股票的相对强度实际上就是股价与大盘的相对强度。
股价的涨跌与大盘密切相关，脱离大盘我们无法得出股价走势的强与弱。
而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说，个股的强势才是先介入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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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观察股票的相对强度呢？ 至于这个“相对强度”的指标可以这样设计：
相对强度指标=股价/大盘指数×100比如在某年某月某日。
股价是5元而上证指数是1000点，那么该日的“相对强度指标”就是5/1000×100=0.
5。
这个指标乘以100是为了将数据扩大100倍，看起来更直观一些。
如何观察股票的相对强度：
我们可以配合叠加的K线图来分析“相对强度”指标走强的态势。
第一、如果每次大盘回落的时候股价的回落都比大盘少。
这表明有主力在护盘，而且是老主力。
如果是新主力的话一般会想法买到更低价位的筹码甚至会将股价顺势打下一个台阶
。
第二、大盘回落的时候股价小幅回升。
要么是新主力建仓，要么就是机构一次性买单。
但光靠“相对强度”指标是无法区别的，我们必须借助于盘中的即时分时图来进一
步确认。
第三、大盘上升的过程中股价比大盘涨得更多但不是暴涨。
基本上可能判定是某张市场上的大买单，绝非主力在运作。
一次性的机构买单在大盘回升的过程中往往会以比较着急的架势抢筹码。
但由于这类单子不会护盘，因此大盘一旦回落股价的回落也会非常快。
第四、股价远远走强于大盘，个股独立于大盘走出连续上冲行情。
这是主力进入拉升阶段，但还须确认新老主力的差异。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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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股票怎么分强弱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Ｋ线的型态可判断出交易时间内的多、空情况。
应该注意的是，在使用Ｋ线图时，单个Ｋ线的意义并不大。
股价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在图表上即形成一些特殊的区域或形态，不同的形态
显示出不同意义。
K线图通常有分为日、周、月、季、年K线图，平时最多用日K线图，里面有5日（
MA5）、10（MA10）日、20日（MA20）、30日（MA30）、60日（MA60）等均线
，分别用白、黄、紫、绿、蓝等颜色在图中显示，其各线参数和颜色可以改变的，
那些均线在不同情况下可成为支撑线或阻力线，从各均线可看出股票的运行趋势。
在股票市场所讲的趋势，就是股票K线连续组合的总体运行方向。
比如日K线在5、10、20、30日均线的上方，且各均线是向上，虽然其中有升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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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线在K线下方时都起着一定的支撑作用），这时的趋势是向上没有改变。
相反日K线在各均线的下方，且各均线是向下的时候，其中同样有升有跌（均线在
K线上方时都起着一定的阻力作用），这时的趋势是向下没有改变。
如果均线由向上改变成向下，或由向下改变成向上，这时就有可能改变原来的趋势
。
可根据其运行变化来选择股票的买卖点。
5、10、20日线显示出较短时间的趋势，30、60、120、250日线则显示中、长时间的
趋势，周期越长所显示趋势运行时间就越长。

八、怎么才能知道个股是强势股还是弱势股

你问的是趋势把?股票的走势与很多方面有关系 公司本身 政策消息面 社会经济面
等等强势股就是走势能够自成一派 甚至能主导大盘的走势的.弱势股就很好理解了
自身独立性不强 受外围环境干扰极大股价趋势 依附受制与大盘的股票！

九、怎样判断一个股票的强势还是弱势呢，谢谢指教

判断股票走势强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它的均线系统排列。
凡是走势强的股票，均线系统都是多头排列，这样的均线系统，会支撑股价震荡攀
升。
反之，凡是走势弱的股票，均线都是空头排列，股价在所有均线之下，上行的阻力
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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