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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股票走平台有些走波浪－为什么有些股票的走
势像锯齿一样非常工整，有些股票就像一支笔乱画的一样
？这两种走势有什么区别吗-股识吧

一、为什么有些股票走贴权行情而有些股票走填权行情呢

1、与公司的发展前景有关系，好的就会填权；
2、与主力做市有关系，有资金关照的就会填权。

二、为什么很多股票都会跟着别的股票走，为什么很多股票都会
跟着大盘走？

如果股价处于阶段性的中高位，短线技术指标也处于中高位，尤其是股价离开前期
高点等重阻力位不远的话，则注意：(1)量能明显放大，如果股价反而走低的话，
则是盘中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
不排除有人大笔出货。
这可以结合盘中有无大卖单研判。
(2)高位放出大量乃至天量的话，则即使还有涨升，也是余波。
吃鱼如果没有吃到鱼头和鱼身，则鱼尾可以放弃不吃。
毕竟鱼尾虽然可以吃，毕竟肉不多、刺多。
如果股价在形态上处于中低位，短线技术指标也处于中低位，则注意下列6个事项
：(1)如果“当天量能盘中预测结果”明显大于昨天的量能，增量达到一倍以上，
则出现增量资金的可能性较大。
(2)“当天量能盘中预测结果”一般说来越大越好。
(3)注意当天盘中可以逢回荡，尤其是逢大盘急跌的时候介入。
(4)如果股价离开阻力位较远，则可能当天涨幅较大。
(5)如果该股不管大盘当天的盘中涨跌，都在该股股价的小幅波动中横盘，则一旦
拉起，则拉起的瞬间，注意果断介入。
尤其是：如果盘中出现连续大买单的话，股价拉升的时机也就到了。
通过研判量能、股价同股指波动之间的关系、连续性大买单等三种情况，盘中是可
以预知股票将要拉升的。
预测全天可能的成交量。
公式是：(240分钟÷前市9：30到看盘时为止的分钟数)×已有成交量(成交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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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个公式时又要注意：(1)往往时间越是靠前，离开9：30越近，则越是偏大于
当天实际成交量。
(2)一般采用前15分钟、30分钟、45分钟等三个时段的成交量，来预测全天的成交量
。
过早则失真，因为一般开盘不久成交偏大偏密集；
过晚则失去了预测的意义。
量价关系，如同水与船的关系、水涨船高的关系。
因此，只要有增量资金，只要增量资金足够，只要增量资金持续放大，则股价是可
以拉升的。

三、为什么很多股票都会跟着别的股票走，为什么很多股票都会
跟着大盘走？

在股市里有一种“羊群效应”。
大盘点位越高（或越低）这种效应就会越强烈。
就说当下的大盘，从14年11月20日算起，到15年1月8日，34个交易日，涨幅34.37%
，市场积累的大量的获利盘，从技术上看，也需要调整来消化这些获利盘。
这时市场会变得非常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好造成大批的获利了结。
也就是说，大盘一旦跳水，这些持股者就会纷纷跟随卖出自己的股票，他们的行为
会导致更多人卖出股票。
因为大家的操作比较统一，所以好多股票的走势也就很接近了。
当然也有逆势而为的股票，这里面会显露出很多的信息，就看你的分析能力，随大
盘一起下跌的股票也有好多被错杀的好股，这就凭眼力去找了。
一般来说，市场大面积下跌，是一个比较好的选股机会，跌幅越大越容易选股，因
为“裸泳”时，谁好谁坏，哪个有问题，那个没问题，很容易看出来的。
总之选一个好股，再找个合适的时间，买进去，想不赚钱都难(除“贪得无厌”的
人。
。
。
。
）。

四、请问炒股高手,为什么有些股票突破后会回踩而有些股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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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呢

大部分人只会在意股价 成交量 和题材什么的，但是往往忽视了市场当前所处的位
置，如果你理解波浪，就可以轻松的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结构问题，比如说3浪
的位置，很少会给你回踩买入的机会，如果是5浪的位置，反而会将你套牢，加入
你不了解波浪理论，建议你反复观察该股的日线
周线月线的走势，然后再做评判，正确率会有所提高！

五、为什么有些股票的走势像锯齿一样非常工整，有些股票就像
一支笔乱画的一样？这两种走势有什么区别吗

你可以去仔细留意一下，走的锯齿状的我叫他心电图股票，一般是盘子特别大比如
工商银行；
或者关注的人特别少，交易间隔时间很长 这两类股票~有些股票的走势你会发现很
平滑，这说明该股交易比较活跃其实你把很多股票调出来看一看，在股票成交量很
低的时候，大部分股票都会走心电图行情，当某一天主力突然拉盘的时候，立刻走
势线就平滑了~

六、请问炒股高手,为什么有些股票突破后会回踩而有些股却不
会呢

大部分人只会在意股价 成交量 和题材什么的，但是往往忽视了市场当前所处的位
置，如果你理解波浪，就可以轻松的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结构问题，比如说3浪
的位置，很少会给你回踩买入的机会，如果是5浪的位置，反而会将你套牢，加入
你不了解波浪理论，建议你反复观察该股的日线
周线月线的走势，然后再做评判，正确率会有所提高！

七、波浪理论中，为何有时候股价总是走三浪的呢》。

在西方对于技术分析有这样一个观点，当市场信息统统用股价表现出来的时候，技
术分析才可以完美的实现其作用。
这里的市场信息指的是所有信息，包括政策面，基本面，资金面，公开的消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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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消息。
当然这样完全有效的市场是不存在的，那么因此技术分析就不可能完全按照理论去
走。
技术分析其实是从大量的实战中总结出来的，代表其发生的概率最大，而不是一定
发生。
就拿波浪理论来说，尤其是在中国的股市上。
有很多股票由于各种原因走了不止5浪，而有一些明明已经终结了原来的波浪了，
可还会继续下去。
因此有人在波浪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个名为股票走势三段论的说法。
即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都会有三大浪。
而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三大浪中可能还包含了三个小浪，这样就
很难抉择了。

八、股市为什么是一浪一浪的走势？

和行为心理学真没一点关系，不需要说那么玄幻的。
简单来说吧。
首先，你要知道股票价格的涨跌是因为买卖，一买一卖才能定价。
好了，知道这点我们就继续。
比如大部分人在1元买了股票，股票涨到了5元。
（上升1浪）那么其中肯定有部分人觉得涨幅已经到头了，那么他们会抛售一部分
股票，而这个时候有部分观望着肯定也不会再买入，因为需要等待股票价格调整下
来低价再买。
于是股票卖的人数大于买的，于是股票价格开始真正下跌，其余人看到股票下跌，
马上也跟着抛售股票，这时观望着开始少量买入，但是股票价格还是下跌（调整b
浪。
）当股票跌到3块钱的时候，部分投资者认为已经跌到低了，又开始大量抄底买入
，于是泡沫再现，股票涨到8元。
（上升3浪）以此反复.最后泡沫破碎，股票一跌到底。
现在明白为啥一浪一浪的么？另外，台湾有个诗人有一句诗，对k线形容的很形象
“山是凝固的海浪”

九、为什么有些股票的走势像锯齿一样非常工整，有些股票就像
一支笔乱画的一样？这两种走势有什么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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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去仔细留意一下，走的锯齿状的我叫他心电图股票，一般是盘子特别大比如
工商银行；
或者关注的人特别少，交易间隔时间很长 这两类股票~有些股票的走势你会发现很
平滑，这说明该股交易比较活跃其实你把很多股票调出来看一看，在股票成交量很
低的时候，大部分股票都会走心电图行情，当某一天主力突然拉盘的时候，立刻走
势线就平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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