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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票大部分两点半开始跌__为什么散户炒股大多数
最后都是亏钱-股识吧

一、为什么股票大跌

为什么股票大跌股市就是最简单的多空对比，买入的长期比卖出的多股市股票就涨
，卖出的长期比买入的多股票就跌。
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现实。
而大盘在高位主力持续出货5个月超过2900亿了。
出货5个月了不跌才反而怪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二、老股民为什么在下午尾盘两点半之后选股

不是老股民喜欢在下午尾盘两点半之后选股，这并不是什么秘籍或是高水平的表现
。
尾盘两点半之后选股是因为无法判断盘中的运行方向，想等大盘定调以后，在继续
买卖，这是规避风险的一种操盘手法。
但隔夜的风险还是无法避免的。
也有一些是投机的思想，想在尾盘偷袭一把，明天高开或冲高立即跑掉。
其实风险和其他的炒股手法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重点不是时间段。
而是交易的技术和策略。

三、为什么散户炒股大多数最后都是亏钱

1、喜欢抄底，尤其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股票。
看到自己的成本比别人都低，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花。
却没有想到，一个股票既然已创出了历史新低，那么很可能还会有很多新低出现，
甚至用不了几个月你的股票就被腰斩了。
抄底抄底，最后抄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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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愿止损。
这个问题相关的文章很多，有的散户见一次止损后没几天股价又涨了回来，下次就
抱有侥幸心理不再止损，这是不行的。
3、不敢追高，许多散户都有恐高症，认为股价已经涨上去了，再去追涨被套住了
怎么办？其实股价的涨跌与价位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在于“势”，在上
涨趋势形成后介入安全性是很高的，而且短期内获利很大，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判断
上升趋势是否已经形成，这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有不同的标准，比如在大牛市中，
放量创出新高的股票是好股票，而在弱市中，这往往是多头陷阱。
对趋势的判断能力是衡量炒手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4、不敢追龙头股，一个股票开始上涨时，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龙头，等大家知道
它是龙头时，已经有一定的涨幅了。
这时散户往往不敢再跟进，而是买一个涨幅很小的跟风股，以为可以稳健获利，没
想到这跟风股涨时慢涨，跌时却领跌，结果弄了半天，什么也没捞到。
5，喜欢预测大盘，除了极少数情况下次日大盘必涨外，短线大盘的走势其实是不
可预测的。
这也就说，平日里我们散户关注的机构测市等节目并没有多大意义。
6、持股数目太多，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自己选股的方法，炒股靠别人推荐。
今天听朋友说这个股票好，明天看电视说那个股也好，结果一下就拿了十多只股票
，搞得自己手忙脚乱。
7、对主力的操盘方法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炒股就像盲人摸象，毫无章法，运气
好时也能赢两把，运气不好了就一败涂地。
8、不愿放过每一个机会，看见大盘涨了一点就急忙杀入，根本不清楚自己能有几
成胜算，结果一下又被套住了，其实这是由于水平低下，缺乏自信所致，如果你能
有几套适用于不同环境市场的赢利模式，那么不管大盘涨，跌还是盘整，你都有稳
健的获利办法，你就能从容不迫的等待上升趋势形成后再介入，把风险降到最低。
9、不能区分牛市和熊市的操作方法，散户们总是抱有多头思维，总是想着第二天
要涨，这种思维让大家在01年后的大熊中吃够了苦头。

四、在股票市场中，经常看到有一些股票在两点半之后快速拉升
，请问这种拉升现象如何解释?

在股票市场中，经常看到有一些股票在两点半之后快速拉升，请问这种拉升现象叫
尾盘拉升。
尾盘拉升指的是股票在即将收盘时股价出现大单拉升，突然上涨的局面。
尾盘是股市一天即将结束的标志，尾盘不仅是当日多空双方交战的总结，还是决定
次日开盘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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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拉升吸筹或放量震仓往往是在尾盘，市场波动最大时间段就是在临收市半小时
左右。
此时股价的异动，是主力取巧操作的典型手法，目的是为第二天的操作作准备。
扩展资料尾盘拉升的原因：1、粉饰K线图：尾市偷袭式拉升可以把原本已经走坏
的形态修复好，在K线走势上制造上涨假象，粉饰K线图，拉出光头阳线，显示做
多信心，但实际上却为派发筹码做准备；
2、机构吸筹：快速拉升脱离成本区，尾盘拉升，有可能是个股有重大利好消息或
者重大事项即将公布，主力有时会在尾盘急速拉升甚至以涨停通吃的方式收集筹码
。
对于此种尾盘拉升，投资者可以适当参与，但要注意分辨利好消息的真伪。
3、拉高掩护出货：股价在经过一段单边市拉升以后进入高位盘整震荡阶段，在分
时图上，股价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均价线下方运行，弱态尽显。
但在尾盘却出现意想不到的快速拉升，在散户投资者忙于追进的时候主力却顺利出
货。

五、为什么有的股票一夜之间跌几十元，这是为什么

这是公司的一种分股行为，分股又称拆股，把公司已销售的股票分成更大数量的股
份。
通常情况下，分股需公司董事会投票表决并取得股东们的赞同，分股后，股东在公
司的股权比例仍保持不变。
在一分为二的分股中，每名股东每持有一股便可额外获得多一股。
分股后的一只股票的价值是分股前的二分之一。
举个例子来说，你持有某只股票200股，现价是10元，分股后，你就会拥有400股，
每股成本价就变成了5元。
。
。
。
更多有关股票的知识，你可以加群，看我名字，输入验证码117，可以在那个股票
氛围熏陶下学到更多的股票知识。

六、股票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集体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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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效应。
其实一个星期五天，都会有很多效应。
很多变盘时间集中在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
很多人星期五买股票星期一卖，经过周末两天的信息发酵，比如政策什么的，星期
一会有涨或跌，有的时候有规律的。
然后星期一盘面把周末的信息反映完后，星期二会有一个调整。
很多时候星期一很好，星期二就变了。
然后盘中时间也有周期性。
9点半到10点是个阶段，很多头天买入的人，会在这段时间做出抉择。
10点到11点15分是个阶段，特别是10点，极容易变盘。
这是个关键时间点。
可以多观察。
总的来说，10点到下午2点半这个时间是大趋势。
但是下午2点半一过，你就得很小心，这个时间也非常容易变盘，这是个时间点。
这些东西不太容易说出个所以然，长期观察会发现这些比较戏剧的效应，或者说是
约定俗成的东西。
上午10点，下午2点半，这两个时间点很重要，自己多观察。

七、为什么有的股票一夜之间跌几十元，这是为什么

这是公司的一种分股行为，分股又称拆股，把公司已销售的股票分成更大数量的股
份。
通常情况下，分股需公司董事会投票表决并取得股东们的赞同，分股后，股东在公
司的股权比例仍保持不变。
在一分为二的分股中，每名股东每持有一股便可额外获得多一股。
分股后的一只股票的价值是分股前的二分之一。
举个例子来说，你持有某只股票200股，现价是10元，分股后，你就会拥有400股，
每股成本价就变成了5元。
。
。
。
更多有关股票的知识，你可以加群，看我名字，输入验证码117，可以在那个股票
氛围熏陶下学到更多的股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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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老股民为什么在下午尾盘两点半之后选股

不是老股民喜欢在下午尾盘两点半之后选股，这并不是什么秘籍或是高水平的表现
。
尾盘两点半之后选股是因为无法判断盘中的运行方向，想等大盘定调以后，在继续
买卖，这是规避风险的一种操盘手法。
但隔夜的风险还是无法避免的。
也有一些是投机的思想，想在尾盘偷袭一把，明天高开或冲高立即跑掉。
其实风险和其他的炒股手法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重点不是时间段。
而是交易的技术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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