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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快速出击准确判断即将大涨的股票

一个股票上涨幅度的大小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不过最直接的还是主力必须有大量持
仓，另外就是必须有行情的配合。
在启动初期如何把握和判断主力掌握筹码的多少，这是判断一只股票上涨幅度高低
的重要因素。
主力吸货的多少，简单的判断方法是看在高位套牢的散户筹码是否已经在低位割肉
。
另外在低位是否出现振荡的吸货走势，如果在低位股价出现了来回上下振荡走势，
并且在振荡的过程也出现了高位筹码向低为逐步转移的特征，这是一个简单的主力
吸筹的现象。
行情出现后，个股在上涨上会出现一定的分化，上涨时间有早有迟，上涨幅度有大
有小。
那些持有上涨比较迟个股的投资者就会有一个比价心理，怎么自己持有的股票涨的
如此慢，在这种比价心理的影响下，也会出现持有上涨较慢个股的投资者会卖出自
己的股票，去追逐那些自己认为涨势较好的个股。
也正是这种比价心理，所以主力真正吸取筹码的时候，会在行情来临时利用这种比
价心理，压制股价的上涨，使投资者卖出手中的股票，主力也就可以从中拿到筹码
。
在一种井喷式的行情中，市场上连续涨停的个股不在少数。
但有些个股却是一个上下振荡的走势，稍微有一些上涨就会出现下跌，这在投资者
的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股价出现短线上涨后的下跌就使投资者会对该股票丧失信
心，那也就会卖出换股。
主力利用行情吸筹后，不会马上拉升股价，而是随行情的结束而使股价回调。
在这个过程中主力也会少量的吸取筹码但在股价的下跌幅度上主力会有一定的护盘
动作，一般不会使股价跌破主力的吸筹区，也就是前期振荡吸筹区的最低价。
在市场每波行情中出现的一些上涨幅度比较高的个股中，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情
况出现。
在行情来临个股出现大的上涨时，其实仔细观察才发现主力是在上波行情中吸取的
筹码，这次行情主力直接开始拉升没有吸货阶段，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一些做中长线
的庄家主力。
在这类股票的发展变化中有一点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底部行情
来临时出现的上涨是穿越了筹码密集区，这个穿越筹码密集区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主力做多的意愿。
但在穿越筹码密集区的筹码比例上和穿越过程中成交大小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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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比如穿越的比例，如果上涨只穿越了筹码的很小一部分，那么这也不能代表主力的
控盘程度大。
另外一点是穿越过程中的成交量大小，如果在穿越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成交量越大，
说明主力前期掌控的筹码越少。
在穿越筹码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成交量越小也就表示主力掌握的筹码越多。
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既然能够穿越筹码密集区就说明主力有一定的控盘能力，
首先穿越筹码的比例大小，穿越的比例越大说明主力控盘的程度越大，穿越大比例
的筹码过程中表现出的成交量越小则主力的控盘程度更大。

二、怎么看股票的跌涨趋势

也就是中期和长期趋势主要相应指标为均线M20 M73 M120 M250都是比较重要的中
长期趋势线，如果这些西安的方向是向上运动我们就说中长期是上涨趋势，反之为
下跌趋势。
另外还有布林线，上升通道 和下降通道也可以判断。

三、股票怎么买，怎么判断它的涨势

你把这只股票的两个最低价相连一条线，再把两个最高价相连一条线，所形成的通
道就是上升通道，然后做高抛低吸的操作即可。

四、怎样从盘面上看出股市涨跌趋势

先说“涨”的趋势，技术分析。
首先设三个均线周期，分别为短期，中期，长期，以及配合同期的乖离率指标。
短期，里面日线K图中设三个均线周期分别为，短线、中线，长线，另外看同期的
乖离率指标。
我比较喜欢用“五日均线和乖离率、十日均线和乖离率，十六日均线和乖离率”。
仔细跟踪三个均线，当股价（收盘价）由于受到三条均线的压制之前下跌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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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线（16日均线）之后由之前的最高位置迅速下穿中期均线和短期均线，处在垫底
位置，然后继续跟踪至少5个交易日左右时间，之间或者之后发生长期均线有底部
位置V上拐，而且跟踪期间股价的每天底部都在太高的，可以确定日线级别的上涨
趋势。
其他两个周期，比如中期和长期。
同样可以套用上面说的方式。
按照长期均线V上拐来判断涨势，或者上行通道。
再说“跌”的趋势，技术分析。
首先设三个均线周期，分别为短期，中期，长期，以及配合同期的乖离率指标。
短期，里面日线K图中设三个均线周期分别为，短线、中线，长线，另外看同期的
乖离率指标。
我比较喜欢用“五日均线和乖离率、十日均线和乖离率，十六日均线和乖离率”。
仔细跟踪三个均线，当股价（收盘价）由于受到三条均线的支撑之前连续上涨后，
长期均线（16日均线）之后由之前的最低位置迅速上穿中期均线和短期均线，处在
最上面位置，然后继续跟踪至少5个交易日左右时间，之间或者之后发生长期均线
有顶部位置出现“A"右肩下行，而且跟踪期间股价的每天最高价都在降低的，可以
确定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
其他两个周期，比如中期和长期。
同样可以套用上面说的方式。
按照长期均线“A”下行来判断跌势，或者下行通道。

五、怎样看股票的跌涨趋势

技术面.基本面.政策面.
其次用软件啊.如指南针.大智慧.同花顺.这些知名的看股选股软件.

六、怎么判断一只股票要涨还是要跌？

在股市中成交量和股价是技术分析的最基本要素，其中量是市场运动的原因，价是
市场运动的结果，量价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对应，称为量价关系。
利用这个关系，就可以根据成交量和股价的变化来推测股价的未来走势。
在成交量和股价的关系组合中具有意义的主要有如下几个：1.价涨量增
在上涨趋势初期，若成交量随股价上涨而放大，则涨势已成，投资者可跟进；
若股价经过一段大涨之后，突然出现极大的成交量，价格却未能进一步上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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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表示多头转弱，行情随时可能逆转。
2.价涨量缩 呈背离现象，意味着股价偏高，跟进意愿不强，此时要对日后成交量变
化加以观察。
若继续上涨且量增，则量缩属于惜售现象；
反之，则应减仓，以免高位套牢。
3.价涨量平 若在涨势初期，极可能是昙花一现，不宜跟进。
4.价稳量增 若在涨势初期，显示有主力介入，股价随时可能变化，可跟进。
5.价稳量缩 说明投资者仍在观望。
若在跌势中，表示在逐渐筑底，可逐步建仓。
6.价稳量平 多空势均力敌， 将继续呈盘整状态。
7.价跌量增 在连跌一段后，价微跌量剧增，这可视为底部，可介入；
若在跌势初期，则日后将形成跌势；
在持续涨势中，则为反转为跌势的讯号。
8.价跌量缩 若在跌势初期，表示跌势不改；
若在长期下跌后，则表示行情可能将止跌回稳。
9.价跌量平 表示股价开始下跌，减仓；
若已跌了一段时间，底部可能出现，密切注意后市发展。
新手的话可以看下有关方面的书籍，同时再结合个模拟炒股去练练，很快就能明白
的，目前的牛股宝模拟炒股还不错，里面许多的功能足够分析大盘与个股，使用起
来有一定的帮助。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七、如何判断股票的涨势？

涨时重势，跌时重质。
介入股市，首先要判断市场是涨还是跌，是强还是弱。
弱势行情，百里挑一，千支股票里，一支独秀，个别的股票走出有别有大盘的独立
行情。
但是，这样的股票有几个人能抓住呢？如果，你觉得有这个能力，就可大浪淘沙，
用你的慧眼寻找千里马。
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请离开市场，等行情好的时候介入。
行情好就是市场处在涨势，这涨势不是短期的涨势，是指长期趋势看涨。
如何判断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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