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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w底怎么确认.股票技术分析中的W底是否有颈线？
怎么画？-股识吧

一、股票中的W底是什么意思？

争议股票止跌k线形态：一、圆弧底圆弧底是指股价运行轨迹呈圆弧型的底部型态
。
这种型态的形成原因，是由于有部分做多资金正在少量的逐级温和建仓造成，显示
股价已经探明阶段性底部的支撑。
它的理论上涨幅度通常是最低价到颈线位的涨幅的一倍。
需要注意的是盘中圆弧底在用于对个股分析时比较有效，但指数出现圆弧底往往未
必有象样的涨升。
二、v型底俗称“尖底”，型态走势象v型。
其形成时间最短，是研判最困难，参与风险最大的一种型态。
但是这种型态的爆发力最强，把握的好，可以在迅速获取利润。
它的形成往往是由于主力刻意打压造成的，使得股价暂时性的过度超跌，从而产生
盘中的报复性上攻行情。
这属于短线高手最青睐的一种盘中形态。
三、双底股价走势象w字母，又称w型底。
是一种较为可靠的盘中反转型态，对这种型态的研判重点是股价在走右边的底部时
，即时成交量是否会出现底背离特征，如果，即时成交量不产生背离，w型底就可
能向其它型态转化，如：多重底。
转化后的形态既使出现涨升，其上攻动能也会较弱。
这类盘中底部形态研判比较容易，形态构成时间长，可操作性强，适用于短线爱好
者操作或普通投资者选择买点时使用。
四、头肩底其型状呈现三个明显的低谷，其中位于中间的一个低谷比其他两个低谷
的低位更底。
对头肩底的研判重点是量比和颈线，量比要处于温和放大状态，右肩的量要明显大
于左肩的量。
如果在有量配合的基础上，股价成功突破颈线，则是该型态在盘中的最佳买点。
参与这种形态的炒作要注意股价所处位置的高低，偏低的位置往往会有较好的参与
价值。
五、平底这是一种只有在盘中才特有的形态。
某些个股开盘后，走势一直显得十分沉闷，股价几乎沿着一条直线做横向近似水平
移动，股价波动范围极小，有时甚至上下相差仅几分钱。
但是，当运行到午后开盘或临近收盘时，这类个股会突然爆发出盘中井喷行情，如
果投资者平时注意观察，密切跟踪，并在交易软件上设置好盘中预警功能，一旦发

                                                  页面 1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现即时成交量突然急剧放大，可以准确及时出击，获取盘中可观的短线收益。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新手前期可参阅下有关方面的书籍系统的去了解一下，同时
结合个模拟炒股去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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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深市股票在尾盘集合竞价形成的成交，如何确定买盘还是卖
盘？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
通常9点25开始，股票就可以开始交易了，不过这个时候价格是系统处理的，最后
只显示成交价。
早晨集合竞价的很少有散户，而且只是代表昨天行情的延续，所以不是非常具有参
考价值。
集合竞价时候的买气经常和真正开盘后的相差比较大，所以指望从集合竞价里获得
特别有用的信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至于买卖，由于9点30才是真正开盘，所以只要
9点30的时候你看证交所把集合成交的数量归结于内盘还是外盘就好了，如果归于
内盘，证明是主动卖出。
如果归于外盘，则是主动买入
不管内外，最后集合竞价代表了市场最开始达成的供求平衡价格

三、求救，我有个公式，就是找出当天出现W底的个股，请问大
侠们如何设置条件. 内容如下==》》》 (A-B)÷B×100 A:5日均线
B:20日均线 5日均线大于20日均线，其答案为正值；
5日均线小于20日均线，其答案为负值；
5日均线等于20日均线，其答案为零。 这个指

请完整提问

四、股票技术分析中的W底是否有颈线？怎么画？

当然有颈线了，在w的最上边，即股价下降、上升、再下降的拐点处，画一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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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线。

五、股票中的W底是什么意思？

你好，股票W底又叫双重底，是一种底部形态图，是指股票连续两次的下跌之后受
到支撑，股价不再继续下跌，可能会出现上涨的行情。
W底的特征：1、股价连续两次下跌的低点位置基本处于同一条平行线上，可以作
为股价近期的支撑点。
2、在W底过程中，股价的变动与持仓量的变动方向相同，即股价上涨，持仓量增
加；
股价下跌，持仓量减少。
3、在突破颈线时，有巨大的成交量配合，在第一个低点的成交量比在第二个低点
的成交量要大。
投资者在W底过程中可以进行高抛低吸，即在股价下降到第一个低点出现反弹时，
投资者可以进行买入操作，受到颈线的压制股价再次下跌时，投资者可以抛出手中
的股票；
当股价突破上方颈线，伴随着较大的成交量时，投资者可以考虑进行建仓或者加仓
操作。
风险揭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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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不保证任何收益。
如自行操作，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六、如何正确判断大盘的底部

从市场状况判断（1）下跌时间长空间大。
大盘下跌时间较长，一般在三个月以上；
指数下跌幅度也较大，一般在40%左右。
市场中不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散户，均处于亏损状态，市场亏损面达70％以上，散
户亏损幅度在30%-50%以上，机构在20%以上。
（2）个股大面积破发、破净。
新股大面积破发，机构打新资金也被套，一些机构斩仓出局。
尤其是一些大盘绩优股出现破发，成批的个股或板块集体大幅下挫或集体跌停，或
开始有股价跌破净资产的个股出现，市场一片悲观，跌势随时有加剧迹象，绝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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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投资者已经失望并丧失方向感。
从投资心理判断（1）投资者对利好变得麻木。
一次次利好的推出，换来的都是一次次的下跌。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投资者对利好已经完全麻木了，利好再度推出对大盘影响已
不大。
此时，熊市思维变得极其严重，前期看多的机构开始悲观和开始实际做空，此前一
直看多的分析师、咨询机构对市场前景开始出言谨慎，渲染利空的同时对宏观面和
政策利好变得麻木不仁。
（2）投资者对市场绝望。
投资者对利好利空基本上都麻木了，所以市场保持一种匀速下跌态势。
无论是利好的推出还是利空的出现，大盘都毫不理会，既不会因利空而加速下跌，
也不会因为利好而大幅反弹，而是保持自己匀速下行的趋势。
此时，绝大多数投资者对市场彻底绝望而选择了离开。
而既然要离开了，这时候市场的下跌与否或者跌多跌少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值得关心
了。
从资金情况判断（1）成交持续低迷 如果市场仍有许多投资者对未来看好，那么大
盘在下跌的过程中，就会经常出现反弹，而成交量也会因为多空双方的分歧而加大
，相应地，换手率也较高。
但多头不死，空头不止。
底部来临时，绝大多数人都对市场绝望了，该斩仓出局的人大多都已经退出，剩下
的是一些零星的卖出盘，也没有什么人愿意买入，所以较小的卖盘也能让个股甚至
指数下跌，不过下跌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毕竟卖盘有限，所以指数呈现出连续的阴
跌，在成交量方面则表现为成交的持续低迷。
（2）基金销售进入严冬。
基金折价现象普遍，尤其是市场主流基金的操作理念受到普遍质疑，主流基金似乎
也失去方向感。
新基金发行受挫，发售开始显得困难，部分银行甚至出现分派新基金发行任务的情
况。

七、股票中如何辨别底部信号和顶部信号？知道这个不好把握，
请解答个大概率就好。

出现背离，尽头线，锤头线、吊颈线、平顶、平底、黄昏之星、黎明之星、螺旋桨
等等，很多。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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