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炒股为什么要追热门题材.为什么炒股主要是追涨停板的
操作?最好能举例-股识吧

一、散户为什么总是追涨杀跌

你好，追涨杀跌这个词经常见诸报端，常常作为中国股民同中国股市不成熟的一个
代名词。
其实追涨杀跌作为股市操作的一个重要技巧，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你带着自己的血汗钱进到这个市场，不是为了博得一个“成熟”的美名，况且，成
熟与否也不是大小股评人士有资格下判断的，你进来是为了赚钱的，只要是能够让
你赚钱的技巧，就是有用的技巧，就是好的方法。

二、冷锋为什么要追暖锋？

冷为高压，暖为低压！气流由高向低，自然看似是追喽，平常而已！地理要请教，
加我！望采纳！

三、为什么炒股主要是追涨停板的操作?最好能举例

追涨跌板，这是一种操作思路。
依据是：一只股票要是涨停的话，一般至少要连涨三天，至少有两个涨停。
所以第二天追进去，还有一天半的上涨空间。
2007年的涨跌先锋，就做“S先锋”，拉了40多个涨停。
庄家知道散户的这种思路，现在经常是只拉两个涨停板，就让股价下跌，把第二天
追涨的散户关住。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近期的创业环保。

四、股票热点题材怎么捕捉啊，看到涨但不知到什么题材，什么
原因，在什么地方挖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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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政策消息，相关的题材股很有可能出现在涨幅榜上，因为作为个人得到的消
息比较滞后，但在股价上会很快得到反映，及时关注大盘，然后选取与热点相关的
龙头关，如看好，即使跟进

五、回购股票是什么？为什么会提高每股收益和公司的股票价格
？

就是大股东将市场上的流通股用现金买回后注销，这样一来，公司的总股本就减少
了，在业绩不变的情况下，自然就每股收益就增加了，而每股的含金量也增加了，
所以股票价格就提高了。

六、请问炒股时，追涨要注意哪些问题？

1、追涨只适合短线投资。
2、追涨应在强市中操作，即每天涨停的个股不少于五个的时候。
3、追涨必须追涨停，差一分都别去追。
4、挑选涨停个股：A、选当日最先涨停的个股，涨停时间离早上开市越近越好；
B、选小幅调整，某日跳空高开的题材涨停个股；
C、选股价在底部盘整，未大幅上涨、涨停的个股；
D、选10元以下或30元以上的个股；
E、选流通盘在3000~~8000万股之间的个股；
F、成交量为前一交易日1~~2倍为宜，3倍以上的不追；
G、正处于循环下跌阶段的不追；
H、一个月（24个交易日）内，第二次涨停的不追；
I、涨幅已达底部股价一倍的不追；
J、除权后横盘调整的不追；
K、上市两个月内的新股不追；
L、ST板块、基金板块、龙头板块的股票不追。
5、涨停后第二个交易日的卖出时机：A、开盘后低走，乘反弹之机卖出，如果损
失5℅，马上割肉出局；
B、开盘后高走，涨势疲弱，回跌1℅，立即卖出；
C、五日均线走平或向下，立即卖出；
D、开市5分钟内，见昨日收市价，立即卖出；
E、开市30分钟，平台调整的，立即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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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分钟均线走平或高位震荡，立即卖出；
，G、参考MACD指标，红柱缩短或走平，立即卖出。

七、为何股票经常下午2点半是分水岭

一、买进最佳时间：开盘后15分钟与闭市前15分钟。
开盘前，主力经过研究国际国内最新经济信息和国外期货、股市的运行情况，将对
大势有一个综合判断，然后做出所运作股票的计划，若看好大势则借外力加速拉升
，若看坏大势则加速打压，若看平大势则放假休息，让股价自行波动，这样具体表
现在开盘价上就出现了高开、低开与平开，表现在第一笔成交量上就出现了放大、
缩小与持平。
主力准备拉升的股票一般开盘价高于上日收盘价，量比放大，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
的股票出现了消息面利好，那么，可在9点25分—9点30分期间挂单买进了。
上升的股票一般在开盘后快速上涨，然后在高位震荡，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主力快速
拉高股价后，让跟风者在高位进货，抬高跟风者的成本有利于主力减轻拉高中的阻
力。
开盘后15分钟买进，最大的好处是当日买进当日就可能享受到赢利的快乐。
闭市前15分钟，经过近4小时的多空搏杀，该涨的涨了，该跌的跌了，如何收盘代
表了主力对次日的看法。
若主力看好次日行情，则尾盘拉升甚至涨停，目的是继续抬高跟风者的成本；
主力出货时也用尾盘拉升的方法，目的是尽量把价格控制在高位，尽量把货卖出在
较高的价格，如何辨别这两个目的需要日K线分析确定。
若主力看坏次日行情，则尾盘下跌甚至跌停，目的是快速减仓兑现赢利；
主力进货时也用尾盘下跌的方法，目的是尽量把价格控制在低位，尽量压低买进价
格，如何辨别这两个目的同样需要日K线分析确定。
闭市前15分钟买进，最大的好处是回避了当日的风险，不至于当日买进当日被套。
二、卖出最佳时间：开盘后15分钟与10点半后15分钟。
股票的上涨与下跌，主力一般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
连续上涨的股票，如果开盘第一笔成交量异常放大，则预示主力要减仓了，这样就
必须在开盘后15分钟内利用分时图技术果断卖出了，错过了这个机会股价将逐波滑
落，后悔晚矣！ 10点半是出公告股票开盘的时间，有的股票因利好消息而高开高
走，同时也拉动同板块股票跟风上涨，但跟风上涨一般是间歇性的，冲高回落的概
率很高，大盘运行也一般在11点左右出现高点，10点45分左右一般是逢高卖出的机
会，而不能买进，多数此时买进股票的股友到下午收盘被套的可能性很大。
要使自己在每天能够确定最佳入市时间，必须了解股市每天的敏感时刻。
深沪股市每天早上9：30开市，11：30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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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3：00开市，15：00收市。
其中最敏感的时间是在收市前10分钟，即14：50-15：00，因为这10分钟是买家和卖
家入市的最后机会，亦可视为“最真实的时刻”。

八、请问专家，主力拉升一支股票时为什么必须有炒作题材或者
利好，只用资...

买股票其实并不难，难在卖出去。
如果你有足够多的钱，任何价位你都可以买入足够多的任何股票，并且不断的对到
拉升。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把利润兑现，如何把这么多的股票卖出去，那不是100或
者200手那是千万手，所以，如果没有题材，你最终只会卖不出去账面盈利

九、什么是股票的热点

热点属性各有不同，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通常，如下事件，都属于热点： 1、长期政策。
这类热点持续性比较长，可以有几天到一、两个月。
如行业振兴规划，区域性国家扶持政策、医疗改革等。
2、短期政策。
如利息变动、材料价格变动等，将给个别板块带来短暂的机会，波动多数只有几天
或一、两周。
3、个别题材。
如重组、资产注入等，只对个别股票有影响。
这类题材往往都炒作在消息没有确认和传闻期，时间比较长，幅度也很大。
一旦消息兑现，大资金多数就退出了。
这点必须注意，这类消息出现时，一定不要去接火棒。
4、所谓概念。
有时，结合国家政策，或者重大经济行为，会产生一些“概念”。
如创投概念、股指期货概念等。
5、突发事件。
这种事件的可利用之处在于，消息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股市都有获利机会。
如四川地震，大多数投资人都亏损惨重，但医药股却逆市而上。
只要你善于把握，就一定有获得利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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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告诉朋友们的是，热点不一定都是指你有了赚钱的机会。
有些突发事件或热点，对股价会造成打压，甚至是很惨重的下跌。
这时要做的，是立即规避，这也同样需要敏感，并立即调整计划。
不要傻到麻木不仁，不会回避风险的股民，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所以投资者在进入股市之前最好对股市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前期可用个牛股宝模拟炒股去看看，里面有一些股票的基本知识资料值得学习，也
可以追踪里面的牛人学习来建立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炒股知识经验。
祝你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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