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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阳线阴线怎么画——盘面的K线应该怎么样画？-股识
吧

一、昨日阳线包今日阴线

阴包阳指一根阴线将前一根阳线全部吞没，通常表示空头占据绝对优势，后市很可
能继续下跌。
这个组合属于市场上所说的穿头破脚的一种。
在不同的走势阶段，阴包阳也还是有不同的市场含义。
另外，阴包阳不一定就是两根K线的组合，也可以是一根阴线包裹前面多根小阳线
。
阴包阳的要点： 1．前期股价大幅上涨，主力随时有出逃的可能。
2．阴包阳形成前成交量明显放大，说明主力可能已经部分出逃。
3．阴包阳后股价继续下跌则跌势确认。
阳包阴是指股价下跌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一根中阳线或大阳线将前日的阴线全部
吞没的K线组合。
这说明多头发力，一举打垮了空头，走势形成反转。
投资者通常把这个组合看作股价上涨的信号。
其变化形态是前面的阴线不一定只是一根，也可以是几根，只要后面的阳线把它们
都吞没就行。
阳包阴作为买人信号还需要结合其出现位置、成交量等来综合研判。
1．股价前期大幅下跌或者回调到位，股价下跌空间有限。
2．阳包阴如果有量能的放大配合，则多头强势更为明显。
3．如果股价后市继续上涨，则反转走势确认。
k线图分析的最大优势在于各种反转形态中，能较敏感地发现股价的转变。
若能结合牛股宝手机炒股对其加以补充，将更能有效的把握时机，以获得最大的收
益。
里面的各项技术指标都有详细说明如何运用，在什么样的形态下该如何去操作，使
用起来有一定的帮助，希望可以帮助到你，祝投资愉快！

二、怎样把通达信的K线阴线设置成空心的

操作环境：华为P30 Pro 通达信5.35）具体修改方法：（以通达信软件为例）：点击
“工具”-“系统设置”-“外观”即可。
K线图（Candle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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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s）又称蜡烛图、日本线、阴阳线、棒线、红黑线等，常用说法是“K线”。
它是以每个分析周期的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和收盘价绘制而成。
K线图是技术分析的一种，最早日本人于十九世纪所创，起源于日本十八世纪德川
幕府时代（1603～1867年）的米市交易，用来计算米价每天的涨跌，被当时日本米
市的商人用来记录米市的行情与价格波动，包括开市价、收市价、最高价及最低价
，阳烛代表当日升市，阴烛代表跌市。
这种图表分析法在当时的中国以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均尤为流行。
由于用这种方法绘制出来的图表形状颇似一根根蜡烛，加上这些蜡烛有黑白之分，
因而也叫阴阳线图表。
通过K线图，人们能够把每日或某一周期的市况表现完全记录下来，股价经过一段
时间的盘档后，在图上即形成一种特殊区域或形态，不同的形态显示出不同意义。
可以从这些形态的变化中摸索出一些有规律的东西出来 。
K线图形态可分为反转形态、整理形态及缺口和趋向线等。
后K线图因其细腻独到的标画方式而被引入到股市及期货市场。
股市及期货市场中的K线图的画法包含四个数据，即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收
盘价，所有的k线都是围绕这四个数据展开，反映大势的状况和价格信息。
如果把每日的K线图放在一张纸上，就能得到日K线图，同样也可画出周K线图、月
K线图。
拓展资料k线上影阴线分析上影阴线一开盘，买方与卖方举行征战。
买方占上风，代价一路上升。
但在高价位遇卖压阻力，卖方组织力量反攻，买方节节败退，最后在最低价收盘，
卖方占优势，并充分发挥力量，使买方陷入"套牢"的困境。
具体情况仍有以下三种：（1）阴实体比影线长，表示买方把价位上推不多，立即
碰到卖方强有力的反击，把价位压破开盘价后乘胜追击，再把价位下推很大的一段
。
卖方力量特殊强大，局面对卖方有利。
（2）阴实体与影线相等，表示买方把价位上推，但卖方力量更强，占据主动地位
。
卖方具有优势。
（3）阴实体比影线短，表示卖方虽将代价下压，但优势较少，明日入市，买方力
量可能再次反攻，阴实体很可能被攻占。
这种线型倘使出现在高价位区时，说明上档抛压严重，行情疲软，股价有反转下跌
的可能；
倘使出现在中价位区的上升途中，则表明后市仍有上升空间。

三、盘面的K线应该怎么样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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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来绘图纸，按一定比例额画出阴阳线，阳的涂红，阴的蓝，注意左右画定好适当
的比例尺寸就可以了！

四、如何看股票k线图 k线图怎么看涨跌

你好，k线图记录了股票一天的走势，不同的K线图透视着不同的股市信息。
K线图分为阳线，阴线，十字线，秃头光脚线，上吊线和锤子线，倒锤子线和墓碑
线，一字线。
1. 阳线，为红色蜡烛。
在蜡烛下方实线是当天开盘价，蜡烛上方实线是当天收盘价，两端突出的竖线分别
代表最高价和最低价，低开高收，代表当天股价上升。
意义：当天多头力量比较强。
红色蜡烛实体部分越大，代表看多的力量越强大。
2. 阴线图，绿色蜡烛图。
蜡烛上方实线代表当天开盘价，蜡烛下方则代表当天收盘价，两端突出竖线一样代
表当天最高价和最低价。
高开低收，代表当天股价下跌。
意义：表示空方力量大。
绿色蜡烛实体部分越大，代表当天看空的力量的越大。
3. 十字线。
顾名思义，就是开盘价跟收盘价价格一样或者说相差很小。
如果当天的收盘价开盘价高，就用红色蜡烛表示（如图）；
反之则用绿色蜡烛表示。
意义：当天多空力量比较均衡，不分上下。
4. 秃头光脚线。
只有单单红色蜡烛没有两端竖线，也就是说当天的开盘价就是最低价，收盘价相当
于最高价，开盘后价格一路上高；
绿色蜡烛则代表一路下跌。
意义：当天的方向明确，不是升就是跌。
5，上吊线和锤子线。
下竖线特别长，上竖线短或者没有，上吊线和锥子线是同样形态的k线图，只是在
看涨时称为锤子线，在看跌时叫做上吊线。
出现的时间不同代表的意义就不一样。
假如是在在上涨一段时间以后出现，那么后市需要谨慎；
反之，当它出现在下跌一段时间以后，可以适当留意。
6.。
这两种跟上吊线和锤子线相反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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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字线。
四个价格都一样，基本只有在开盘即封涨停或者跌停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五、k线的阴线或者阳线是由什么意思

在股市中阳线表示当天股价上涨，阴线表示当天股价下跌。
常用红色（阳线）和绿色（阴线）表示！一条K线代表股票一天的走势，也代表着
当天投资者们对它的看法。
不同的K线代表不同的意义，透视着不同的信息。
红色蜡烛图，俗称阳线、阳K线。
在蜡烛图实体的底端为当天的开盘价；
实体的顶端为当天的收盘价；
低开高收，代表当天升。
上下的虚线分别代表当天的最高价 （上影线）和最低价（下影线），影线就是虚
的，也就是说当天的股价曾经去到那个位置，但最终没站稳，收上去或掉下来了。
意义：当天多头力量比较强。
红色蜡烛实体部分越大，代表看多的力量越强大。
绿色蜡烛图，俗称阴线、阴K线。
在蜡烛图实体的顶端为当天的开盘价；
实体底端为当天的收盘价；
高开低收，代表当天跌。
虚线一样，分别代表最高价（上影线）和最低价（下影线）。
意义：当天空方力量强大。
绿色蜡烛实体部分越大，代表当天看空的力量的越强大。
K线图看似简单，但是实际上k线图的组合千变万化，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位置
，给出来的k线图往往更有决定性的含义，想一下搞清楚k线图的内涵并不容易。
新手前期可参阅有关方面的书籍系统的去了解一下，同时结合个模拟盘练练，这样
理论加以实践可快速有效的掌握技巧，目前的牛股宝模拟炒股还不错，里面许多的
功能足够分析大盘与个股，使用起来有一定的帮助，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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