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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突破历史高点是什么~股票冲破前高是什么意思-
股识吧

一、当股票价格突破历史高点后，如何确定后市？

果断买进

二、股票突破是什么意思

你好，突破(Breakout)是在技术分析上所用的一个术语，指价格升破阻力位(通常是
前一高位)，或跌穿支撑位(通常是前一低点)。
价格突破通常发生在趋势线或价格形成线断裂之时。
而有效突破，则是人们常说的，又很难说明的一个词。
有效突破应该是指突破某一支撑或阻力位后，不再回到先前的运行范围。
个股股价的“有效突破”是指股价升到前期历史重要高点连续三天站稳，第三天收
盘在历史高点3%涨幅之上，称之为“有效突破”。
有效突破有二种情形：一种是有效向上突破阻力位；
而另一种情形则是有效突破支撑位。
有效向上突破阻力位，一般指收盘价收于压力位之上。
不过这个定义太笼统。
通常把对有效向上突破后的确认，认为是有效向上突破阻力位。
通常有以下几个条件：1，要放量突破。
2，收盘价至少3天最好5天以上收在压力位以上。
3，收盘价大于压力位3%-5%个点。
4，回抽压力位获得支撑，俗称的压力变支撑。
5，第一次突破后，成交继续活跃，量价齐增，不能衰竭。
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
信息作出决策，如自行操作，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三、突破前期历史高点的股票怎么操作？？

个人观点是分析股价冲高原因，如果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利好，企业经营业绩突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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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股价攀升那么可以考虑等待新高（当然这一点需要有数据支承）。
如果股价拉升是因为不靠谱的预期与信念，那么还是考虑获利了结比较现实。
补充：投资时需要重视数据，尽管数据有时会与我们的预期相去甚远。

四、股票在接近历史高点时一般是什么走势

答：看多方的力量了，如果利好因素多的话会突破前期高点，但是会有回踩确认才
会继续上攻，或是一鼓作气持续上涨。
但是如果利空因素多的话，那或是不突破或是突破了也还是会下跌

五、股价已突破5日之内的高点什么意思

股价向上突破是投资者经常遇到的事情，但有的突破能够持续上扬，属有效突破。
而有的突破却半途而废，冲到前期高点附近时掉头向下，将投资者套牢在高位，属
无效突破。
首先是大盘所处的强弱度和板块联动现象。
一般而言，当大盘处于调整、反弹或横向整理的阶段时，个股出现放量突破是假突
破的可能性较大；
而当大盘处于放量上升过程中或盘整后的突破阶段时，个股出现放量突破是真突破
的可能性较大。
而个股突破时板块联动同时向上，则可信度较高，这时要选择量能最大、涨幅最大
的个股，这往往就是龙头股。
最后还要看政策面和基本面有无支持该板块向上的理由。
其次是量能与K线。
股价在创出新高的同时，量能却不能有效放出。
而且成交量往往不能持续放出，这是假突破的最大的特点。
为什么要放量呢？因为股价突破前期多个高点，有大量的套牢盘会放出（前期高点
越多，越需要大成交量），再加上有部分获利盘发现到达前期成交密集区，会先减
仓操作。
如果放出大量，并收出小上影线或光头中大阳线，表示主力此次上攻不是试探，将
抛盘通吃。
试问这样的资金实力不是主力又会是谁？这根K线几乎肯定就是根大成交量、高博
弈大阳线。
第一是均线系统 股价向上突破后，一般会沿着5日均线继续上行，回挡时也会在5

                                                  页面 2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日均线附近止跌，5日与10日均线呈多头排列。
但是假突破就有所不同，股价突破创新高后，就开始缩量横盘。
让投资者误以为是突破后的回抽确认，但在回挡时股价却跌破了5日均线，继而又
跌破10日均线。
当5日与10日均线形成死叉时，假突破就可以得到确认。
股价出现第二次交叉（粘合）向上发散，以真突破居多。
股价大幅上涨之后均线出现第三次、第四次向上突破以假突破居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技术分析专家对均线初次交叉（粘合）向上发散，均线再次交叉（
粘合）向上发散格外关注，称之为银山谷、金山谷，但对三次四次就不那么推崇的
缘故。
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热点需要转换，板块也需要轮动。
长线大牛股不是没有，只是太少了。
第二是时间要求。
低位突破：大盘或个股长期持续下跌，然后在低位横盘，只要在低位时间足够（超
过3个月以上），股价在低位二次向上突破时以真突破居多。
反之，当时间小于2个月时，向上突破往往以假突破居多。
这也是形态理论的要求。
高位突破：个股高位横盘整理，整理时间越长，向上突破越有效。
第三是筹码分布。
如果个股突破前筹码有持续较快速集中现象，而放量突破时更是快速集中，则是真
突破的可能性较大。
反之，如果个股在突破前筹码大幅发散，而突破后稍集中或还在发散，即使个股随
大盘或板块向上突破，涨幅往往不如前者。
对于投资者而言，针对那些可能出现假突破的个股，切不可盲目追涨。
而对于已经获利的投资者，可在股价冲高过程中减磅，当股价跌破5日均线时应全
仓了结。

六、股票在接近历史高点时一般是什么走势

个人观点是分析股价冲高原因，如果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利好，企业经营业绩突出形
成的股价攀升那么可以考虑等待新高（当然这一点需要有数据支承）。
如果股价拉升是因为不靠谱的预期与信念，那么还是考虑获利了结比较现实。
补充：投资时需要重视数据，尽管数据有时会与我们的预期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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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票冲破前高是什么意思

创出近一段时间以来的高价，而同时成交量放大。
这时候，股价往下走，到了前期的高价位置，被支撑线撑住了，那就说明这个突破
是有效的。
后期看涨，买入。
一、放量，量是成交量，成交量比前一段时间成交明显放大。
放量分析 股市操作中经常发现有些个股走势出现异动，例如成交量突然成倍增大
，短期就实现巨量换手，主力的意图则要综合多方面的信息来判断，有时属于主力
出货，有时属于主力换庄，投资者可根据放量出现的位置、K线形态等方面来判别
： 1、"放量滞涨"，不祥之兆。
若成交连放出大量，股价却在原地踏步，通常为主力对倒作量吸引跟风盘，表明主
力去意已决，后市不容乐观。
2、下跌途中放量连收小阳，需谨防主力构筑假底部，跌穿假底之后往往是新一轮
跌势的开始。
3、高位放量下挫，这是股价转弱的一种可靠信号，投资者宜及时止损。
二、所谓"回抽"，就是股价(汇价)向某一方向发展并突破颈线后，在数天内汇价会
重新回到颈线位测试是否突破成功，此时的颈线或由压力变为支撑、或由支撑变为
压力，这种股价(汇价)暂时回归的现象在业内被称之为"回抽"。
回抽不仅仅发生在向上突破(即升势)，也同样会在向下突破(即跌势)后出现。
回抽的作用分析 回抽现象在升势中出现，不但可以将一些浮动筹码清理干净，还
可以将回抽作为突破信号的确认依据。
"真突破"的行情，在突破压力后，原来的颈线压力则会变成颈线支撑，并在2至5天
内，股价(汇价)会重新回头测试颈线支撑，并在测试完成后，重新回到上涨的轨道
。
如果在股价(汇价)回抽的过程中，再度跌破颈线，那么这种突破则属于假突破。
反过来，在下跌走势中，当颈线支撑被跌破之后，大约也会在2至5天内，股价(汇
价)会反弹回抽到颈线位置，此时，原支撑则变为压力，回抽也就是最后的逃命机
会。
在真突破走势时，为了减少损失，不少投资者将卖单挂在颈线位附近，形成极大的
抛压，故回抽的力度则到此为止，然后股价(汇价)则会加速下跌。
但在假突破时，大型投资机构会在回抽时，一鼓作气将股价(汇价)重新推至颈线位
之上，大型投资机构不仅把所有看空盘一扫而光，更迫使空仓的投资者高位回补，
造成"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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