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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炒股煎熬时间很长__做股票亏钱了，都是辛辛苦苦
的血汗钱，感觉挺难受-股识吧

一、做股票亏钱了，都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感觉挺难受

投资者在面对股票套牢时，心情往往极其烦躁的情况下，不能能够心平气和的静下
心来分析问题。
割肉只在一念之间，或者搁在那里长时间不理会。
这就是小学课本中学到的“丢羊心理”。
1、跌破年线的个股。
年线代表股票的中长期趋势，一旦跌破年线，那么股票的长期走势变弱，后市将持
续下跌。
越是前期上涨势头强劲的个股，一旦转势，将有一段漫长的下跌过程。
此股不能留，需果斩仓割肉。
2、不断创新低的新股，需果断割肉。
持续创新低的新股，其原因有二：其一，上市时定位过高；
其二，无庄家或者实力机构介入，股价无一定位柱，只能随风摇摆。
3、已完成一轮炒作周期的个股，需果断割肉。
主力从建仓到拉高、派发，完成一轮完整的炒作周期之后将会沉寂很长一段时间，
持股者可另谋他股。

二、股票的大股东为什么一般在庄家操纵股价的时候不出手稳定
股价呢？我不是说得最近的股灾，而是问一般情况

你好股票涨涨跌跌很正常再者公司股东有很多，股价的变化不是公司说了算股东能
做到的无非就是出面澄清一些负面消息或者强调公司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样的效果
都不怎么好自说自话了，市场也不买帐

三、我炒股几年总结出一个经验，其实炒股没有什么技术，炒股
炒的就是心态，只要心态好有耐心百分百赚钱。

炒股是一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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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找快銭。
要长时间投资才有回报。
时间越长经验越好。
不过经验越好就越深。
总会有风险。
这个是游戏不要太认真。
回报越高，越大风险。
钱是不容易赞。
股票发达的人很少。
投资产业就很多

四、为什么在梦里过了很短时间，但实际过了很长的时间

梦境时间是一种拉长时间，就有点像是天上一日，地上十年的感觉，此外，人对梦
的记忆是不完整的，很可能你所记住的梦境都只是梦境中的关键点，大量的激不起
记忆细胞工作的梦境现实被遗忘了，导致你感觉只有十多分钟的梦，其实经历了几
个小时。
而且，你的大脑皮层处于休眠状态，你的感觉神经也处于休眠状态，对外界的各种
感觉下降，对时间的感知也下降了。

五、最近炒股票，人变的患得患失，情绪很不好。心又太急。睡
觉也不太好。我这样的，如何坦然面对呢？谢谢

这位朋友 您好！上面几位朋友说的都很有道理。
股市有风险啊，投入的金额一定不要超过自己的心理承受范围。
投入后，不要贪，每年收入比银行利息稍高就行，不要有一夜暴富、一年暴富的想
法，因为那些只是天方夜谭。
把它当做一种乐趣，涨了，哈哈几句；
跌了，嘿嘿几声。
不要听取任何专家的话，一年做一波。
每年进股市的时间是所有人不看好的时候，出股市的时间是所有人看好股市的时间
。
祝好~！上海神光心理咨询中心--彭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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