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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论里的股票卖点和买点怎么找—缠论中关于9段升级后
中枢的买卖点问题-股识吧

一、怎么理解缠论中买点跟卖点，以及背驰

一．缠论的第一类买卖点： 1.第一类买点：某级别下跌趋势中，一个次级别走势类
型向下跌破最后一个走势中枢后形成的背驰点。
特性：产生在下跌趋势最后一个中枢下面，由背驰构成。
2.第一类卖点：某级别上涨趋势中，一个次级别走势类型向上升破最后一个走势中
枢后形成的背驰点。
特性：产生在上涨趋势最后一个中枢的上面，由背驰构成。
特性及成立条件：利用走势中的背驰来确定第一类买卖点，也就是说第一类买卖点
就是走势中的背驰点。
下跌趋势中底背驰产生第一类买点，上涨趋势中顶背驰产生第一类卖点。
第一类买卖点都应当至少是出现在第二个中枢之上或之下。
二缠论的第二类买卖点： 1.第二类买点：第一类买卖点出现后，随着第一次次级别
的上涨结束，接着会有一次次级别的回调，这个回调的低点，是市场中仅次于第一
类买点的较佳买入位置，这个买入位置就是第二类买点。
2.第二类卖点：在第一类卖点出现后，随着第一次次级别的下跌结束后，接着回又
一次次级别的回升，这个回升的高点，是仅次于第一类卖点的较佳卖出位置，这个
卖出位置就是第二类卖点。
特性及成立条件：二类买卖点是发生在一类买卖点之后的买卖点，由次级别图中的
第一类买卖点构成。
第二类买卖点可以出现在中枢的任何位置，甚至可以出现在比第一类买卖点更好的
位置。
三、第三类买卖点 1.第三类买点：在第一类买点出现后，一个次级别走势向上离开
走势中枢，然后以一个次级别走势回试，其低点不跌回中枢区间，则构成第三类买
点。
2第三类卖点：在第一类卖点出现后，一个次级别走势向下离开走势中枢，然后以
一个次级别走势回抽，其高点不升入中枢区间，则构成第三类卖点。
特性及成立条件：第三类买点只产生在中枢之上，也有可能和第二类买点重合，由
于第三类买卖点不回到中枢，这样就在中枢之上又产生新的中枢，因此第三类买卖
点也称中枢破坏点。
注意：1、买点和卖点是有级别的，日线上的第一类买点，可能两年才出现一次，
而5分钟上的，可能两天就出现一次。
2、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在某级别买点买的，就在某级别的卖点卖。
买了股票，就一定要从买点一直持有到至少是同级别的第一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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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买点并不一定是一个点，一个价位，级别越大的，可以容忍的区间越大，大级
别的买点 4、买入后等待较大级别卖点的出现，卖点没出现的，就持有。
卖点卖了，就等着跌出买点再进去，把中线有潜力的股票当成自选，不断的反复操
作。
缠论是对股票的本质研究最为深刻的理论。
期中比较关键的是对背驰的判断，背驰之后必然出现转折，转折之后的走势，是可
以被完全分类的。
最终选择哪一种走势，是需要当下判断的，如何正确进行当下判断，是决定着能否
正确操作的关键。
以上升走势为例，来探究背驰。
当某级别背驰的时候。
必然先在次级别出现转折。
根据转折的力度来初步判断未来走势。
这涉及到动力学知识。
力度较大，同时出现量能递增，有可能出现下跌走势。
如果出现量能递减，则有可能出现盘整走势。
当然这一切，还需根据走势延伸当下确认。
如果力度不大。
之后的走势出现盘整的概率较大。
结合走势类型的分解（区间套原理）就可以极大的提高判断的准确率。
背驰的判断方法很多，常用的方法有：1、比较法，将相关的两段走势进行比较。
2、量能判断法。
3、macd判断法。
4、K线的角度。
5、涨跌幅度对比本人认为凡是能判断走势力度出现变化的方法，都可以用来判断
背驰。

二、缠论 买卖点问题

首先，要改正一点，缠论的买卖点不是基于线段的破坏，而是背驰。
用a+A+b，的盘背举例：首先走势上走出a+A+b，首先力度的比较不能a与b比，这
个是非常关键的，很多人都错在这里。
为什么，因为a已经结束了，而b还在伸延中，也就是不能用结束了的与还在伸长中
的比较，很多人说出现背了又背的情况，就是这个问题。
首先应该b内部比较，b内部出现背驰时，再与a比，若此时b的力度还是于小a
，那么b内部的背驰点就是一个买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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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缠论 第16课中小资金高效买卖法中 缠提到
“在第一类买点买入后，一旦出现盘整走势，无论后面如何

这个盘整是同级别的盘整，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按5分钟级别操作的，那么这个盘
整就是5分钟级别的。
这个盘整是5分钟级别的，背驰后的三种情况你都无需考虑，因为第一笔必然回到
原中枢，这一笔结束你就可以卖掉了。
这个高效买卖法其实主要目的是避开盘整。
实际中可以按照缠后来说的，49课，利润率最大的操作模式，来操作。
记住关键的话，两种方式都不可偏废，也就是说，不要只看第三买点，其他两个买
点也可以买。
ps：以前叫你不要老追问，是为了升级。
现在没关系了。
既然答应你，你追问多少次也没关系了。

四、如何用缠论选出强势股

缠论开头已经说过：同样的技术选出的股票，有的copy强有的弱，这是单纯的技术
分析无法解决的问题。
强势股一般都有基本面支持。
要了解经济热点2113，找到领涨板块的上涨逻辑。
然后找到龙头股的公司基本面5261，还要结合资金面。
多方结合分析，才能选出强势股。
光靠技术面是不够的。
缠论一开始就说：有效的交易系统4102，必须是几个独立子系统的综合，比如基本
面、比价关系、技术面。
由于技术面最复杂，所以缠论的大部1653分都在讲技术面，并不是说只看技术面就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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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看好的股票怎么找最佳的买点和卖点？请高手指导哈！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回答。
短线回答是，5日均线强势不破，持有，5日均线破了，短线出局，震荡下行10均线
附近，吸纳，但一定牢记是短线操作参考。
长线不是这样。
只能这样回答

六、缠论 第16课中小资金高效买卖法中 缠提到
“在第一类买点买入后，一旦出现盘整走势，无论后面如何

楼主你好你要是做股票的话 你必须学会如何的买卖 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才是师傅简单的给你一些股票买卖的实战经验 买入的时候
那就分批买入，降低成本 不要一次都买入了例如某只股票 5元钱 你可以在5元先买
30%仓位 股价继续下跌10% 你再买30%仓位 股价继续下跌10%
坚决买入剩下的40%仓位 切记不要轻易补仓 还有就是看大盘的运行情况 和
经济面的运行情况 作出买入决定卖点 是很关键的 买入股票之后一定要设好 止盈点
和止损点 严格的做好提前准备 到了自己的止盈点和止损点 就坚决的买入
一般止损点可以设置在 股价成本下跌10%的时候
止盈点要看大盘的情况和经济面的运行情况 大盘上升途中放量滞涨
或者跌破30日均线就要考虑卖出了 以上方法比较简单实用祝你投资顺利

七、缠论中关于9段升级后中枢的买卖点问题

可以通过重新组合出新的扩展中枢来找买卖点。
红线，把前两段组合进扩展中枢，那么后三段就是次级别离开，还没有扩展三买，
红线内部有1分钟三买。
绿线同理。
蓝线标准次级别离开，次级别回抽，第六段末端是扩展三买。

八、实盘中卖点和买点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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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卖点和买点主要是找到该股的下方支撑位和上方的压力位，在支撑位买入压
力位卖出

参考文档

下载：缠论里的股票卖点和买点怎么找.pdf
《哪些股票没有质押的》
《洪涝灾害和哪些股票有关》
《鸿利智汇股票怎么样》
《际华集团股票能涨到20吗》
《有看美股日股的软件吗》
下载：缠论里的股票卖点和买点怎么找.doc
更多关于《缠论里的股票卖点和买点怎么找》的文档...

  
声明：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
【股识吧】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book/37217466.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5 / 5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book/37217466.html&n=缠论里的股票卖点和买点怎么找.pdf
/article/58379633.html
/store/59375351.html
/read/67745419.html
/author/73677944.html
/chapter/75405422.html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book/37217466.html&n=缠论里的股票卖点和买点怎么找.doc
https://www.baidu.com/s?wd=%E7%BC%A0%E8%AE%BA%E9%87%8C%E7%9A%84%E8%82%A1%E7%A5%A8%E5%8D%96%E7%82%B9%E5%92%8C%E4%B9%B0%E7%82%B9%E6%80%8E%E4%B9%88%E6%89%BE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book/37217466.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