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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在什么价位止损--请问什么是止损价位?-股识吧

一、股票定多少止损？

短线好手一般是5%左右，台湾股神胡立阳曾经说过他自己的止损点是3%中长线的
话一般设置为15%——20%左右比较合适

二、股票卖出时的止损价

收盘是3.40元，通过网络，我在晚上委托以3.40元买入，不一定买到.不一定卖出

三、止损价一般定在多少好?

所谓止损价，适合于短线。
中长线操作，由于对价格的短期浮动不是那么敏感，且更多是根据业绩来确定投资
标的而不是技术，所以止损价在中长线投资中很少见。
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1.股价跌破前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
2.股价跌破前一个交易日的最低价；
3.股价跌破5日成本均线；
4.股价跌破上升趋势线；
5.价跌破前期股价整理平台的下边线；
6.股价跌破前期的震荡收敛形成的三角形底边。
止损目标可以设置为10%

四、请问什么是止损价位?

股市投资是以获取投资利润为目的，但投资亏损也是不可避免的，及时止损是理性
投资者常用手法。
因此，止损价位的设置就显得非常重要。
对于止损，市场中存在两种观点。
由于各自的投资出发点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观点也迥然不同。
一种认为止损是减少账面损失的扩大，避免深度套牢的利器，是壮士断臂的英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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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理由是有些投资者在进行证券投资时，对投资利润期望较高，却经常忽略潜在的投
资风险。
一旦被套，即以做长线自我安慰，其结果多数是越套越深，长期不能翻身。
另一种观点认为止损实际就是割肉，是把自己的股票在相对较低的价位上割肉给庄
家的愚蠢行为。
有不少投资者经不住庄家的震仓，刚一出局，股价即扶摇直上，令投资者后悔莫及
。
究其主要原因，是投资计划中的止损价位没有设置好。
这两种观点代表着不同的股票市场观，代表着不同的操作风格。
两者在遇到股票被套时，采取的解套策略完全不同，一种会采取止损策略，另一种
会采取捂股策略。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也各有其片面性，不能随意认定某种观点是错误
的。
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必须全面掌握这两种策略，根据客观情况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
的应变方式。
前一种投资者的止损价位深不见底，实际也就是没设止损，后一种投资者设置的止
损价位过高，易被庄家震出。
通过实践分析，认为合理的止损价位应在8%至10%的范围内。
庄家洗盘震仓，股价回调幅度一般不会超过10%。
因庄家洗盘震仓一般是在吸够筹码后，先将股价拉高20%左右的涨幅，然后通过打
压股价吓出部分浮筹。
如果打压幅度过大，容易破坏股价的上行态势，影响以后散户的跟风追涨。
如果打压幅度小于5%，则难以起到洗盘的效果。
下面介绍止损的五种有效方法之二：定额止损法 这是最简单的止损方法。
它是指将亏损额设置为一个固定的比例，一旦亏损大于该比例就及时平仓。
一般适用于刚入市的投资者和风险较大市场（如期货市场）中的投资者。
定额止损的强制作用比较明显，投资者无需过分依赖对行情的判断。
根据亏损程度设置，如止损价位应在8%至10%的范围内。
庄家洗盘震仓，股价回调幅度一般不会超过10%。
因庄家洗盘震仓一般是在吸够筹码后，先将股价拉高20%左右的涨幅，然后通过打
压股价吓出部分浮筹。
如果打压幅度过大，容易破坏股价的上行态势，影响以后散户的跟风追涨。
如果打压幅度小于5%，则难以起到洗盘的效果。
因此，止损价位的设置，应以下跌8%作为警示位，下跌10%则出局观望。
止损时应先判断庄家是洗盘还是真出货。
有些庄家洗盘的幅度较大，可能超过10%，但一般不会超过15%。
如确定是洗盘，回调幅度超过13%则可大胆介入。
因此，合理止损幅度应在8%至10%范围内，损失超过8%则给予警惕，如超过1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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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止损后观望。

五、买卖股票。，几个点止盈？几个点止损？有谁知道？谢谢！

一般十个点止盈，十个点止损。
如果你输不起，可以四个点止损。

六、在股票中什么叫止损价？

就是给自己对购买股票设定能忍受的亏本价

七、一般把股票止损的价格设立在收盘价，还是盘中出现的价位
？

这样的问题多样化。
没有固定的规则。
你要通过判断来确定应该把价格定在什么位置。
一般是比较有力的支撑点下方一点点。
比如股票10元，通过判断，9.60元是支撑位，那么你就应该把止损定在9.50元附近
，因为一但破了支撑位，就很有可能会加速下跌。
定下支撑位下方一点点，是因为股票有可能会超短期的瞬间破一下支撑位。
不知道这么解释你明白没有。
支撑位的判断要凭研究和经验了。

八、股票为什么要设置止损价位，止损价位怎么定义

止损的定义及作用 相信投资者对止损这个一定不陌生，但是大家是不是真的就知
道止损的定义以及其重要作用呢？ 林征老师在股票培训中讲到，止损是投资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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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股票后，为了防止亏损的扩大化而设置的一个安全措施。
即当股价跌至一定价位时就卖出股票，以防止股价进一步下跌而遭受更大损失，从
而将投资损失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
我们都知道在风险市场投资，有赚有赔，出现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风险，如何在风险出现的情况下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对有可
能进一步发生的更大风险加以控制，使损失的程度控制在投资人事先预计并且可以
接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止损是股市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措施，投资者如果能够正确使用止损
，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在股市中，许多投资者把赔钱的主要原因都应归咎于不善于使用止损来保护自己。
其实买入股票后就立即被深套赔大钱的情况在股市中是不多见的，深套往往是要经
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在此期间投资者都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通过止损
的办法对损失加以控制，但是他们不知道也没有这么做，以致由浅套发展到深套，
由小赔积累成大赔。
同时，我们从股市中的一些成功投资人士的成功投资经验中，也可以看出止损所起
的至夫重要的作用。
投资大师江思在其28条投资经验中就有4条是在强调止损的重要，亚当的10条戒律
中有3条是有关止损的内容——所以，在风险市场中投资获利，只强调和重视风险
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风险进行控制。
止损显然是最为有效的措施。
怎样设置止损价位 通过对止损的定义以及作用的了解，相信大家都知道了止损的
重要性，那么怎样设置止损的价位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华麟融通的股票培训课程
中林征老师给我们讲到过的。
要有效地使用止损，首先要科学合理地设置止损价位。
影响止损价位设置的因素主要有：投资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习惯、操作周期、股价
走势等因素。
1、按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习惯架设看比损价位 按照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和
习惯，在股市投资实践中，投资者通常以一次投资最多可以接受的损失为0.5元、1
元，或5％、10％最为合理。
2、按操作周期来设置止损价位
按操作周期来设置止损价位，是考虑到时间长短不同对股价波动幅度的影响。
一般来说，股价的波幅是一种时间的积累，股价在短期内的波动幅度要小于长期内
的波动幅度。
所以，短期内的止损幅度应小于长期的止损幅度。
一般短线、中线和长线的止损幅度应分别为5％、l0％和20％，比较合适。
3、对于行情发生逆转或技术上发生破位情况下止损价位的设置
当行情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或技术上的破位时，投资者不应按一般的情况对待。
这时如果还在计较亏损多少的问题，就会失去止损机会，造成歪大损失的发生。
所以，由于重大利空消息等不可预见性因素造成的行情逆转，或由于技术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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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的破位应视为特殊情况，并应特殊处理不受事先止损价位的限制，果断地不计
成本抛售，以达到及时止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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