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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股票下跌到支撑位！股票的支撑位怎么看的?-股识
吧

一、怎么找股票支撑位.下跌时候

在证券市场中，黄金分割的妙用几乎横贯了整个技术分析领域，是交易者与市场分
析人士最习惯引用的一组数字。
在一个上升行情中，从某一点开始逐步盘升，在某一价位受阻而掉头向下，那么判
断这波下跌行情会到何处就显得极为重要。
运用黄金分割线可判断，价格回档第一个目标便是该上升段高度的0．382处，如果
在此止跌，便会展开新一轮的上升。
上涨回调的最大幅度是0．618黄金分割线，这是黄金分割线中最重要的一条，它不
仅显示了上涨回调的极限位置，还决定回调是属于上涨中的调整还是下跌趋势的开
始。
若0．618黄金分割线无法阻止市场下跌的步伐，那么这轮回调的性质就会因此而改
变，取而代之的是个股的横盘或下跌。
黄金分割线的应用：1、0．382和0．618是反映股市变化的重要转折点。
当股价涨势趋近或达到38．2％和61．8％时，回调很可能出现。
反之，当股价跌势趋近或达到38．2％和61．8％时，反弹的可能性很大。
2、当股价上升时，可按黄金比率算出上升的空间价位。
一般预计股价上升能力与反转价位点的数字是0．191、0．382、0．618、0．809和1
。
当股价涨幅超过1倍时，反跌点数字为1．91、1．382、1．618、1．809和2，依此类
推。
例如：股市行情下跌结束后，股价最低价为5．8，那么，股价上升时，投资人可预
算出股价上升后反跌的多个可能价位。
即：5．8×（1＋19．1％）＝6．91元；
5．8×（1＋38．2％）＝8．02元；
5．8×（1＋61．8％）＝9．38元；
5．8×（1＋80．9％）＝10．49元；
5．8×（1＋100％）＝11．6元；

二、股市中如何看阻力线压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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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线又称为阻力线，是图形分析的重要方法，是指当股价上涨到某价位附近时，
股价会停止上涨，甚至回落，这是因为空方在此抛出造成的。
   压力线起阻止股价继续上升的作用，这个起着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继续上升
的价值就是压力线所在的位置。
从供求关系的角度看，“阻力”代表了集中的供给，股市上供求关系的变化。
    在利用压力线进行股市分析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下跌趋势出现
反弹，若K线之阳线较先前阴线为弱，尤其在接近阻力价位时，成交量无法放大，
而后阴线迅速吃掉阳线，股价再度下跌,这是强烈的阻力。
   2、下跌趋势出现强力反弹，阳线频频出现，多头实力坚强，即使在压力线
附近略作回档，但换手积极，则股价必可突破压力线，结束下跌走势。
   3、在压力线附近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挡后，出现长阴线，压力线自然有效。
   4、在压力线附近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档后，出现一根长阳线向上突破，成
交量增加，低档接手有人，激励买方，股价将再升一段。
   5、股价由下向上突破压力线，若成交量配合放大，说明压力线被有效突破
，行情将由下降趋势转换为上升趋势。
   一般地说，在下降大趋势中，出现中级上升趋势之后，如若行情突破中级上
升趋势的压力线，则说明下降大趋势已结束；
在中级下降趋势中，出现次级上升趋势后，如若行情突破次级上升趋势的压力线，
则说明中级下降趋势已结束，将依原上升大趋势继续上行。
   6、股价由下向上冲刺压力线，但未能突破而调头回落，则可能出现一段新
的下跌行情，丛时无论盈亏，都应及时了结退场。
   7、当股价由下向上冲击压力线，成交量大增，则应及时做多；
若虽破压力线，但成交量未放出，则应观望，很有可能是上冲乏力、受阻回落的假
突破，不能贸然跟进。
   8、当股价由下向上突破压力线,若成交量不见大增,可待其回落,若回落也不
见量放出,则可考虑做多;若不回落,只要能确认突破阻力有效,再做多仍能获利,这是
因为压力线被有效击破,一般回有一段行情。

三、如何看一支股票的支撑位?

股价在的运行方式分三种：上升、横向、下跌。
横向（相对）指股价在某一区间内运行，向上到达某一位置就下跌，向下到达某一
位置附近就转身向上，每一次高点位置都差不多，地点位置也差不多。
此时的压力线就是几个高点连线，支撑位就是几个低点连线。
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向下或向上突破支撑或压力，股价运行方式就会改变。
上升和下降一般也是通道是的，上升时通道向右上方倾斜，两个以上高点连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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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轨，也就是压力线；
两个以上低点的两线形成下轨，该线就是支撑线。
下降压力线和支撑线与上升形态一样，只不过两个线形成的通道自左至右向下倾斜
。
当然在运行一段时间后通道最终会被打破，上升时突破压力线股价会加速上升，向
下突破支撑线股价会转为下跌或横向运行。
而走下跌通道是突破支撑或压力线则真好相反。

四、怎么从K线图上看出支撑位和压力位？

根据你给的图 我简单的画了一下
主要是看前期高点、低点、平台位置，不创新低比创新高 不创新高必创新低
结合起来看了

五、股票的支撑位怎么看的?

支撑线和压力线 画法：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对低点连成一条直线即得到支撑线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对高点连成一条直线即得到压力线 用法：
1.支撑线和压力线的作用 支撑线又称为抵抗线。
当股价跌到某个价位附近时，股价停止下跌，甚至有可能还有回升。
这个起着阻止股价继续下跌或暂时阻止股价继续下跌的价格就是支撑线所在的位置
。
压力线又称为阻力线。
当股价上涨到某价位附近时，股价会停止上涨，甚至回落。
这个起着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继续上升的价位就是压力线所在的位置。
支撑线和压力线的作用是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向一个方向继续运动。
同时，支撑线和压力线又有彻底阻止股价按原方向变动的可能。
2.支撑线与压力线相互转化
一条支撑线如果被跌破，那么这个支撑线将成为压力线；
同理，一条压力线被突破，这个压力线将成为支撑线。
这说明支撑线和压力线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条件是它被有效
的足够强大的股价变动突破。
3.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确认和印正 一般来说，一条支撑线或压力线对当前影响的重要
性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股价在这个区域停留时间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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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股价在这个区域伴随的成交量大小；
三是这个支撑区域或压力区域发生的时间距离当前这个时期的远近。
趋势线

六、如何看一支股票的支撑位?

股价在的运行方式分三种：上升、横向、下跌。
横向（相对）指股价在某一区间内运行，向上到达某一位置就下跌，向下到达某一
位置附近就转身向上，每一次高点位置都差不多，地点位置也差不多。
此时的压力线就是几个高点连线，支撑位就是几个低点连线。
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向下或向上突破支撑或压力，股价运行方式就会改变。
上升和下降一般也是通道是的，上升时通道向右上方倾斜，两个以上高点连线形成
上轨，也就是压力线；
两个以上低点的两线形成下轨，该线就是支撑线。
下降压力线和支撑线与上升形态一样，只不过两个线形成的通道自左至右向下倾斜
。
当然在运行一段时间后通道最终会被打破，上升时突破压力线股价会加速上升，向
下突破支撑线股价会转为下跌或横向运行。
而走下跌通道是突破支撑或压力线则真好相反。

七、怎么看支撑位？

一般指平均线，多数以20日均线为支撑位或压力位，即二十天的交易平均量，密集
成交区，当股价回落到二十日均线时，如果能够获得支撑可买入，如果股价跌破该
线则止损。
反之，二十日均线在股价上，股价上涨至二十日均线又下跌，那么这时它就成了压
力线应当卖出。
如果股价突破了该线，可买入。
具体操作可参考云掌财经股票版块的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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