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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箱体如何确认箱底和箱顶－股票箱型区间怎么判断，
有些突破箱底或箱顶，
什么是判断假突破和真突破？-股识吧

一、股市箱底箱顶怎样找

把高点和高点之间连线，低点与低点之间连线，自己多试试就会了。
箱体一般是横线，不要太计较，大致画画就行。

二、如何计算一个股票的箱顶和箱底

箱体整理是个股的走势非常有规律，个股在作箱体运动时，几乎触顶即回落，触底
即反弹。
最高点的连线平行与最低点的连续，作横盘整理，形状象一个长方形，故称之箱体
整理。
说明多空双方力量均衡，两方都在找突破方向，如有类似走势个股不要轻易进入，
因为向上向下突破都没有定论，只有在向上有效突破后才可以跟进！
如果短线操作就可采用在箱底买进、箱顶卖出，进行几次重复操作收获也大。
但向下有效突破后，就可能跌势难止！

三、股市中箱顶箱底是什么，如何操作，最好有视频讲解地址

通俗的讲，股价在某个时间段内呈现震荡走势，每一波行情股价的最高峰与最低谷
大体相同，其时间段股价走势像是在箱子里，波段行情有相似规律，称为箱体走势
，并由先前走势形态，来推断后期走势。
股市里，靠走势操作，多半不靠谱，因为主力资金大可做局诱多或诱空，包括中长
线操作。
K线分析，仅做参考，主要还是看量价交易。
主力资金再雄厚，买进卖出，必然要考虑“量价”的变化，低价大量买入，高价卖
出时，必然要算成本，卖出量的价值至少要大约与成本相同（包括无主力资金或散
户总量成本）。
所以，观察任何一只股票，你会发现，股价下跌一个阶段，阶段内交易量趋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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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可能为主力建仓创造条件，或散户交换筹码，等待下一行情。
到了一定程度，股价上升，交易量也随之上升。
上升过程中，交易总量的价值接近前期盘整阶段总量价值时，股价又会下跌。
因为总成本已经够了，剩下的是获利，跑了为上。
平常我们看K线，分析KDJ、obv、布林线、宝塔线等等，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分析量
价变化。

四、股价箱体如何定位高点和低点

一般箱体的高点和低点的定位一般把这股票近两到三次或更多次达到某一个价格附
近就回落或反弹的位置就视为这股票的箱体顶部或底部，这个箱体的顶部和底部价
格一般是一个较为含糊的概念，一般只要大约确定某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五、如何准确判断股票底部和顶部

一、走出“散户厅”
大屏幕上的行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即孤立的股票价格不说明任何问题；
有意义的是股价的比价关系--即股价在不同时间的不同位置。
二、知道“走势”、了解“趋势” 对股票价格变化把握的关键是“势”。
势是客观存在的--打开任何一幅股票长期走势图、你都会很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势也是稳定存在的--即它会在相当规模的空间里持续运行相当长的时间；
势的存在还具有规律性--即我们可以对其“事先”感知或在“事后”第一时间对其
予以确认。
势在操作上的意义是：买正在上升的股票吧--因为它极有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不要“抄底”--因为“底”和“腰”的价位差别不大、但时间成本差别却会很大。
三、必须采用经过“复权”处理的图表 即图表上不能有因除权而人为留下的、不
但没有指导意义反而会有误导嫌疑的“跳空缺口”。
四、必要的分类 以方向分类：正在上升的和正在下跌的；
以性质分类：局部上升或下跌的和将要创新高或新低的；
以位置分类：正在新低、在原历史低点附近、在“腰”部、在原历史高点附近、正
在新高⋯⋯
以形态分类：正在构筑(某形态)中、已经完成构筑、处于该(形态)的后果中⋯⋯
(说明：这...一、走出“散户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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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幕上的行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即孤立的股票价格不说明任何问题；
有意义的是股价的比价关系--即股价在不同时间的不同位置。
二、知道“走势”、了解“趋势” 对股票价格变化把握的关键是“势”。
势是客观存在的--打开任何一幅股票长期走势图、你都会很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势也是稳定存在的--即它会在相当规模的空间里持续运行相当长的时间；
势的存在还具有规律性--即我们可以对其“事先”感知或在“事后”第一时间对其
予以确认。
势在操作上的意义是：买正在上升的股票吧--因为它极有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不要“抄底”--因为“底”和“腰”的价位差别不大、但时间成本差别却会很大。
三、必须采用经过“复权”处理的图表 即图表上不能有因除权而人为留下的、不
但没有指导意义反而会有误导嫌疑的“跳空缺口”。
四、必要的分类 以方向分类：正在上升的和正在下跌的；
以性质分类：局部上升或下跌的和将要创新高或新低的；
以位置分类：正在新低、在原历史低点附近、在“腰”部、在原历史高点附近、正
在新高⋯⋯
以形态分类：正在构筑(某形态)中、已经完成构筑、处于该(形态)的后果中⋯⋯ (
说明：这里的举例属于抛砖引玉，意在启发新股民了解对股票作分类研究的可能性
和必要性以及分类基本原则和思路) 五、关于底部和顶部的分类
底部：“新低”点、原历史低点、局部低点、阶段低点⋯⋯
顶部：“新高”点、原历史高点、局部高点、阶段高点⋯⋯
关于底部形态的分类：V形底、弧形底、双底、多重底、头肩底
关于顶部形态的分类：V形顶、圆弧顶、双顶、多重顶、头肩顶
六、如何确认头肩底(道氏理论中关于“势”的确认和演变)
1、从某“历史”低点启动有规模的反弹；
2、反弹结束后再创新低；
3、有规模的创新低后重返该某“历史”低点以上(大底筑成的第一信号)；
4、在重返该某“历史”低点以上后居然能继续上升至前度反弹的目标水平(大底筑
成的第二信号)
5、在可能的再度回落中居然能在该某“历史”低点附近止稳(大底筑成的第三信号
) 6、再度启动上升行情并放量突破前度反弹的最高点(头肩底确认！)

六、在股票中如何确认一个箱体，也就是说怎样画出一个箱体的
底部和顶部？

股票中的箱体震荡是指，若干个K线的高点和地点一样。
找到相同的高点和地点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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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票箱型区间怎么判断，有些突破箱底或箱顶，
什么是判断假突破和真突破？

通俗的讲，股价在某个时间段内呈现震荡走势，每一波行情股价的最高峰与最低谷
大体相同，其时间段股价走势像是在箱子里，波段行情有相似规律，称为箱体走势
，并由先前走势形态，来推断后期走势。
股市里，靠走势操作，多半不靠谱，因为主力资金大可做局诱多或诱空，包括中长
线操作。
K线分析，仅做参考，主要还是看量价交易。
主力资金再雄厚，买进卖出，必然要考虑“量价”的变化，低价大量买入，高价卖
出时，必然要算成本，卖出量的价值至少要大约与成本相同（包括无主力资金或散
户总量成本）。
所以，观察任何一只股票，你会发现，股价下跌一个阶段，阶段内交易量趋向减少
，此阶段可能为主力建仓创造条件，或散户交换筹码，等待下一行情。
到了一定程度，股价上升，交易量也随之上升。
上升过程中，交易总量的价值接近前期盘整阶段总量价值时，股价又会下跌。
因为总成本已经够了，剩下的是获利，跑了为上。
平常我们看K线，分析KDJ、obv、布林线、宝塔线等等，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分析量
价变化。

八、股票箱型区间怎么判断，有些突破箱底或箱顶，
什么是判断假突破和真突破？

所谓形态（箱型区间）其实只是个统计值而非精确值，是有了k线才有形态，而不
是有了形态才有k线，形态只是认为为了方便描述或者某些指导性意义而命名的，
唯一需要知道的就是形态对股票的价格波动有一定的影响或者说进行某种波动的概
率比较大，但这些影响并非确定性的。
那么突破就并非一种特殊情况了。
但一旦突破的时间以及空间达到某种程度，那么就会产生质变。
这就是形态产生后续走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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