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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分析股票筹码集中度指标公式股票上的指标公式是什
么?-股识吧

一、筹码集中度指标SCR与哪些指标配合应用才能更好把握股市
机会

筹码集中度指标SCR与MACD配合较好些,这两种指标从中长线考虑还是比较好的。

二、求通达信主力筹码选股中主力筹码集中度连续5日大于80的
选股公式，非常感谢!!!

EVERY(WINNER(C)*100>80,5);股票公式专家团为你解答，希望能帮到你，祝投资
顺利。

三、请老师将这条筹码公式改写成选股公式，要求是：主力筹码
集中度数值大于85的同时比散筹筹码集中度大30%

主力筹码集中度:=WINNER(C)*100;散筹筹码集中度:=(WINNER(C*1.1)-WINNER(C
*0.9))*100;主力筹码集中度&gt;85 AND 主力筹码集中度&gt;1.3*散筹筹码集中度;

四、一只股票的筹码是否集中，怎么判断？

一是看：软件上有筹码分布，一看便明白。
二是看：如股价长期在一个价位上横盘，横盘的越久，筹码越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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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票上的指标公式是什么?

技术指标有好多，在此就简要的列举几个，全当是抛砖引玉。
DMA指标
DMA指标利用两条不同期间的平均线，计算差值之后，再除以基期天数。
它是两条基期不同平均线的差值，由于其是将短期均线与长期均线进行了协调，也
就是说它滤去了短期的随机变化和长期的迟缓滞后，使得其数值能更准确、真实、
客观地反映股价趋势。
故它是一种反映趋势的指标 应用法则： ① DMA是两条基期不同平均线差值。
实线向上交叉虚线，买进。
② 实线向下交叉虚线，卖出。
③ DMA 也可观察与股价的背离。
RSI指标 相对强弱指数是通过比较一段时期内的平均收盘涨数和平均收盘跌数来分
析市场买沽盘的意向和实力，从而作出未来市场的走势。
(1)计算公式和方法 ＲＳＩ＝[上升平均数÷(上升平均数＋下跌平均数)]×100
应用法则： ① RSI 值于 0%-100%之间呈常态分配。
当6 日RSI 值在94% 以上时，股市呈超买现象，若出现 M头为卖出时机；
当 6日RSI 值在 13%以下时，股市呈现超卖现象，若出现 W底为买进时机。
② ②当快速RSI 由下往上突破慢速RSI 时，为买进时机；
当慢速RSI 由上往下跌破快速RSI时，为卖出时机。

六、高手帮忙(SCR筹码集中度指标当日收盘大于前日变动幅度
大于1)这个条件编写一个选股公式

你的理解和要求有些瑕疵，照你的原意编写过后，我觉得该选股公式有较大的缺陷
，如果凭它选股，势必效率效果都不咋地。
综其以上缘由，所以我进行了一些改动，大意也稍有改动，但实用性更好，名称自
己按个。
参数：P1{0，100，90} 公式如下： A：=P1+(100-P1)/2；
B：=(100-P1)/2；
CC：=COST(A)；
DD：=COST(B)；
↑1：IF((CC-DD)/(CC+DD)*100/2&gt；
REF((CC-DD)/(CC+DD)*100/2，BARSCOUNT(C)-1)+10，1，0)；
如果你想在选股栏里看到SCR值，可以换用如下公式： A：=P1+(100-P1)/2；
B：=(1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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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OST(A)；
DD：=COST(B)；
SCR1：(CC-DD)/(CC+DD)*100/2；
SCR2：REF(SCR，BARSCOUNT(C)-1)+10；
↑1：IF(SCR1&gt；
SCR2，1，0)；
选股后的↑1股票的投机价值将更大，相反则更小！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七、如何计算一直股票中的主力筹码集中度

主力筹码集中度指的是主力筹码的分布，以分析主力的成本主力持仓指的主力所控
制的筹码所占流通股本的比例

八、筹码集中度怎么看

打开K线图状态，就会看到最右下角有一个“筹”字，点击，显示有火焰山样的状
态，其中焰峰最高处就是筹码的集中度情况。
基它焰火低的就是非集中情况！

九、如何进行筹码集中度选股？

在选股方法中，通过筹码集中度来选股也是一种常见的选股方法。
一、在公司的公开信息中（F10），可以查看公司的股本情况，其中包括，股本结
构，机构持股，持股情况，机构持股等。
我们主要要分析流通股的相关数据，如股东数、十大流通股东持股数及占流通股的
比例等。
1、比较股东人数的变化，股东数变少，筹码集中度就是再变高。
2、比较前几名（如前10名）股东持股总量和比例的变化。
如果前几名的持股比例提高，则也可说明筹码集中度在集中，有主力收集筹码嫌疑
。
3、判断主力介入程度。
计算出前几名（如前10名）持有流通股的总和它所占流通股总量的比例，这个比例
越高就是筹码集中度越高，主力介入得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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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比例不断上升，则说明主力再继续吸筹，后市仍有较大空间。
如果股价下跌，而该主力持股比例不变或反而上升，则说明主力打压盘面。
这时，散户无需惊慌。
反过了，如果股价不断攀升，而主力持仓比例下降，说明筹码集中度下降，主力有
拉高股价派发筹码的可能，这时，散户需要见好就收。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比较前几名（第一梯队）的大股东的人数变化情况，前几名股
东（如前10名）最后一名股东的持股比例。
二、查看每日公布的股东变化信息。
对关注的股票进行跟踪分析，看大股东持股（仓位）的变化情况。
如果大股东其中一位或几位的持股数据持续上升，则可关注该股。
在许多网站的公开信息总，对于异动的个股一般都有公开信息提示，如前五个成交
金额最大的营业部或席位的名称和成交金额数，如果某股出现放量上涨，则公布的
大都是集中购买者。
如果放量下跌，则公布大都是集中抛售者。
这些资料可在电脑里查到，或于报上见到。
假如这些营业部席位的成交金额也占到总成交金额的40％，即可判断有庄进出。
三、分析筹码分布图。
当股价处于低位时，场面分布图如果显示是筹码集中区域下降，并最后基本集中到
底部震荡区，则说明主力吸筹基本完毕。
当股价上升，筹码集中区域基本没变化，仍然在底部区域，说明主力拉上，脱离主
力成本区，但并没有派发；
当股价上涨，筹码集中区随股价迅速上移，这时候说明主力在派发筹码。
因此，在通过筹码分布图来选股时，就要选那些前期高位的筹码集中区已被完全消
化的，即筹码集中区下移到底部区域的股票。
短线则可选择股价上升但筹码集中区域仍股价下方的股票。
即便用筹码集中度选股，也要注意遵循一下7个条件：
条件一：不同的大势有不同的选择。
升势的时候选择板块类的个股；
盘整的时候突破的个股比较好；
跌势的时候我是不会做板块的，即使做了，那些除了龙头股以外的个股也不会跟着
被带上来。
条件二：选择龙头股。
假如在领头的股票身上赚不到钱又怎能在别的股票身上赚钱呢？即使我要做整个板
块，也是有一只的筹码比较集中的作为领头羊。
同样的，即使是超跌反弹等行情也都是有筹码最集中的。
条件三：尽量在尾盘买。
这样一天的图形做完了，可以简单的看出我们的意图而不会被迷惑。
条件四：不要被大阳线吓倒。
涨幅居前的股票总有几只在明、后天还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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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五：参考大盘。
大盘的分析比个股简单的多，牛市阳多阴长，熊市阴多阳长。
条件六：不要相信越跌越买的言论。
经过风险的量化可以发现，越跌越买比越涨越买的风险大得多。
如果跌到止损位，果断卖出。
条件七：顺势而为。
但要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涨了五六天的股票明天还会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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