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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判断股票可以抄底了、什么时候可以抄底
股票抄底技巧有哪些-股识吧

一、股市超跌如何抄底

没有资金就不能抄底，资金足够可以用T+0的方式让自己解套。
抄底从名字上看就是在跌入低谷的时候买入。
这念头，要小心

二、股票抄底怎么看

抄底,只有底部已经形成了,才知道我当初买的那里是底部,可以去和人家吹嘘了,目前
为止,不管是什么技术方法都无法实现抄底这种神仙干的事情.如果那个公式你拿过
来,一看历史每次底部他都神准的提示买入,不用问这指标一定采用未来函数了.如果
正常写抄底指标,一定是kdj,rsi,威廉,动量,cci,等等这类指标转换一下参数或者转化一
下计算对象而写出来的.绝对不会用均线累指标去写,因为均线会滞后.而这类指标写
出的抄底指标也有关特点就是熊市,不断提示买买买,牛市不提示了.如果使用公式指
标,三种指标不用寻找了,找了也是浪费时间第一抄底逃顶第二追踪主力资金第三追
涨停捉妖股.这三类指标准的有未来参数,不准的什么用没有,如果谁内做出其中一种
神准无比的那就不叫指标公式了,那叫印钞机.

三、股票中怎么看出主力在低位抄底

判断股票筑底成功，主要看这五大特征：1、前面最少有两波抢抄底反弹而夭折。
股市，其实是很公平的。
成功逃顶的，一般总是急于抄底；
上轮牛市踏空者，也会急于抄底；
胆子大者，自然会急于抄底。
但那都很难是熊市真正的底部。
真正的底部，是再也没人喊抄底抢反弹了，胆子大的都没子弹了，大盘总是在人们
对底的恐惧和麻木中悄悄形成底部。
2、最后一波抢反弹夭折后，再度出现多杀多，展开最后一轮恐慌性大跌。
3、成交量，先缩量(1%)后放量(2-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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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熊市和大熊市的真正底部，一般成交量都会先极度缩量，两市成交量缩到流通
量的1%左右甚至以下，往往预示着离大底部已经不远了，若再接连下跌，并伴随
着成交量的放大(到2-3%左右)，那么这个连续下跌之跌幅最大的一天，就很容易形
成熊市大底。
4、指数双底或平底或圆弧底。
第1-3项特征清晰出现后，关注指数是否开始筑底，若出现某一个或几个板块整体
性大涨，并接连大涨3天-4天，然后开始洗盘，导致大盘指数二次触底而形成双底
；
或者指数开始在一个底平台上阴阳交错(阳时放量阴时略微缩量)，连续超过4天或7
天不再创出新低(超过7天不创新低最可靠)，那么这个平台底或圆弧底就形成了。
5、指数k线阴阳交错，阳时略微放量，阴时略微缩量，无论阴阳k线，成交量都比
前期有明显的放量，但指数已不再创出新低。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炒股最重要的是掌握好一定的经验与技巧，这样才能作出准
确的判断，新手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不防用个牛股宝手机炒股去跟着里面的牛人去
操作，这样要稳妥得多，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四、股票中怎么看出主力在低位抄底

长期横盘，偶尔放量，又恢复平静，均线粘合，成多头发散的前兆，突然一日放量
向上攻击，再连续小阴小阳慢慢抬升。

五、如何巧用分时图准确抄底

单日分时无法单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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