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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为什么越套越深⋯炒股中股票被套牢是什么意思-
股识吧

一、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股票会被套住？

因为你经常换股！

二、为何炒股票有的人跳楼，因为被套，想股票反弹

买入后亏了是被套

三、买股票的被套牢是怎么回事？

跌停是不能卖出的，同时人的正常想法都是没挣钱，亏的时候舍不得或是不甘心卖
，最后就赔在那里了

四、买股票有时为什么会被套?

股票被套是指预测股票要上涨，而在买进之后价格又下跌了，处于亏损的状况称为
被套。
能否正确的处理好被套牢的股票，是鉴别投资者技能水平的最重要标志。
相信职业投资者怎样处理被套的股票会对读者有非常的启发。
被套之后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析股票被套的原因。
因为大盘原因被套
判断大盘涨跌趋势的重要标准就是成交量变化与重要均线方向变化。
如果大盘的运行趋势有系统性风险的征兆，应该果断的认赔卖出股票，如果因为个
股原因你出现犹豫状态，也应该设立止损价格与止损征兆。
如果大盘的运行趋势尚处于上涨或者横盘状态，则要重新分析个股的状态。
因为个股原因被套 在大盘处于非系统风险状态下， 则需要分析个股的现时状态。
第一步判断个股的中线趋势，方法是参考个股的重要均线和庄家行为意图。
如果是中线波段趋势变坏，应该考虑换股或者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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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线趋势还可以，则需要判断短线趋势。
如果技术指标和大盘背景处于强势状态，被套的个股明显表现较弱，需要换出部分
仓位，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因为选股错误被套 职业投资者选股的最重要标准是： 1、市场即时热点：要判断正
在进行的行情性质，所选择的个股要与当时的行情性质配合。
不能以自己的个人喜好否定市场，甚至与市场逆反。
2、筹码主力动能：筹码集中，远离密集区的股票动能较足。
在这个基础上要熟悉股票的股性，主力的股性，以及趋势的必然性。
3、股票未来题材：题材是非常重要的，题材的排序是主题题材、个股独特题材、
市场常规题材、其他影响股价的题材。
4、股票基本质地：考虑股票质地的时候，还要考虑主力资金的喜好。
如果被套的个股选股不符合上述标准，应该考虑卖一部分，换进合乎标准的股票。
因为买股时机不对被套 盈利是选股技术与选择时机技术的组合，最佳的时机有： 1
、大盘处于系统获利阶段：沪市的成交量在100亿以上，且指数趋势转好或者上涨
的情况被称为系统获利阶段。
2、个股处于量能活跃阶段：介入某只股票或者持有某只股票，必须要求股票是活
的， 最好的股票是独立活跃，

五、买股票为什么会被套住

公司其实是这只股票的最大股东，你买这个公司的股票，也就成了他的股东之一，
所以当股票价格上去了，人都是贪心的，想可能还会再上去，所以也就等，公司会
大抛股票，回笼资金，也是公司募集资金的手段，跟去银行贷款一样的，然后股票
就跌了，跌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卖啊，因为卖就好比送钱给了那个公司，所以就等着
，这个状态就叫做"套住了".这是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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