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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大涨前有哪些特点—一支股票涨停前，都有些什么特
征呢?-股识吧

一、一支股票涨停前，都有些什么特征呢?

涨停为庄家刻意拉高或者突法利好消息的刺激所至，主力在进行拉高前会进行震仓
洗盘，洗掉跟风的散户．也就是说，如果你能正确识别出主力的洗盘动作，预测涨
停板就很容易了．

二、请问股票大幅上涨前都有什么特征以及特征的原理？比如横
盘，

筹码收集之后会挖坑，特征是缩量，也就是主力不会放弃它的筹码。
吓唬人而已。
还有一些带量突破平台的股票，尤其是长期的平台，容易大涨。
另外一直温和上涨处于上升通道的股票，开始加速的时候进入容易获利。

三、黑马股大涨之前会出现什么特征

说法万万千，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汝之蜜饯，彼之砒霜，更多内容关注我，或者搜
：股指期货招商新浪博客也能找到我！一般来说，价升量增、价跌量缩是大盘或个
股运行的正常形态。
指数或价格处于上升阶段时成交量往往很大；
股指见顶时成交量便极度萎缩。
而黑马的出现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它会在低位时大幅放量，甚至超过前期筑头时的
成交量，这种情况被称为"巨量过顶"，表明该股后市看好。
这种形态的特征为∶1、前期筑头(一年起以内的顶部)时带著较大的成交量。
2、前期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中，目前有止跌回稳态势，并且在近日某相对低位放出
巨量，单日成交量超过筑顶时的成交量，一般换手率超过10%。
此时底部放大量，可断定为主力大举进场的一个标志。
同时底部的量超过头部的量，极有利于化解头部的阻力。
3、放出巨量后股价继续保持企稳状态，并能很快展开升势。

                                                  页面 1 / 7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这通常表明股价的根基扎实，后市还有较大的空间，此时可以及时跟进。
有些黑马在主力吸纳时往往能在量上找出迹象，而有些主力则喜欢悄无生息的吸纳
，在低位时并无明显的放量现象。
这些个股上升过程中明显的特征是成交萎缩，甚至越往上涨成交量越小。
主力用少量成交即可推升股价，从而透露出这样可靠的信息：1、主力已经完全控
盘，筹码高度集中，要拉多高由主力决定；
2、上升缩量，说明主力无派发的可能及意愿，后市仍将看涨。
未出现明显的头部特征时不妨长期持有。
什么样的成交量才算缩量涨升呢?这又可分为几种情况：1、股价越往上涨，成交反
而比前期减少；
随著股价升高，愿意抛售的人反而减少，反映出市场强烈的惜售心理。
2、换手率较低，日换手率一般不超过10%，以极少的成交量即保持持续升势，说
明上升趋势一时难以改变。
3、上升时成交量保持平稳，一段时间内每天的成交量比较接近，无大起大落现象
。
进入顶部阶段之时盘中表现为：上升过程中放出大量，换手率一般达到30%以上，
主力减仓迹象极为明显。

四、请问股票大幅上涨前都有什么特征以及特征的原理？比如横
盘，

筹码收集之后会挖坑，特征是缩量，也就是主力不会放弃它的筹码。
吓唬人而已。
还有一些带量突破平台的股票，尤其是长期的平台，容易大涨。
另外一直温和上涨处于上升通道的股票，开始加速的时候进入容易获利。

五、老股民详解：股票拉升前都会有什么特征

主力拉升是指庄家吸货完成后，快速拉高股价以达到脱离成本区，让其他人不能在
低位吃货的行为。
及时发现庄家的动作对我们跟庄获利至关重要。
了解拉抬过程一定要注意盘口观察。
一是开盘形态观察：强庄股在起跳的瞬间，开盘初20分钟的走势较为关键，大势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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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干扰不大，大盘向下，则位于前一日收盘价之上，均线与股价基本持平，量比超
过1.0，即使有抛单打低股价也能迅速拉回。
在此期间如有大笔提拉的过激动作，要视股价与均价的位置决定买入时机，在股价
脱离均价2%以上，而均价却无力上冲时，切勿追高买入，可在均线处低吸。
开盘形态的强弱决定了庄家当天的决心。
二是盘中形态观察：日线图上刚出现突破的个股盘中运行一般较为稳健，特点之一
就是庄家很少会将股价打低到均线下方运行，因为当天没必要做这个人哦动作。
如果发现盘中跌回均价线并且无力返回时，要小心此次开盘是庄家的一个诱多行为
，识别这个动作的要点是开盘一小时后必向下跌破均价，显示庄家当天无心护盘有
意做震荡。
所以如果错过了开盘强势的个股，要及时发现可以摆脱指数震荡并且能以温和放量
的形态将股价运行在均价线之上的个股，尽量在均价线附近吸货较为安全。
三是尾盘形态观察：如果当日盘口强劲，会在尾盘半个小时左右引发跟风盘的涌入
，使得股价脱离大势单边上行，此时庄家会借机大肆提拉，以封死下一交易日的下
跌空间。
由于此时跟进的买单大都有强烈的兑现心理，所以尾盘若在抢盘时出现5%以上的
升幅，要小心次日回吐盘的打压。
因此，不要在尾盘过分追高，以免陷入庄家次日震荡带来的被动局面，当然，如果
你是短线高手例外。
所以在具体的操作中，一定要做足以下功课：1.密切注意开盘异动。
当日庄家要做盘的个股，往往在开盘即有异常的表现，此时是短线出击的最佳时机
。
(1)在9：25分集合竞价出来后，马上调出涨幅榜，记下跳空高开的个股；
(2)在9：30分至9：35分观察量比排行榜，记下前lO名的个股；
(3)再进入日K线观察其在何位，如果其在下跌末期或筑底阶段，说明当日庄家有可
能试盘，如果其具有建仓完毕启动前的特征，则有可能是主力启动信号，或直接进
入拉升阶段。
此时应果断介人，当天即排在涨幅榜前列。
2.认真观察盘中异动。
在盘中重点观察异动个股，庄家要在下午或尾市前拉高，以便及时跟进。
(1)在盘面运行过程中，随时注意观察，综合排名中，“5分钟涨幅排名”和“今日
量比排名”。
(2)发现异动股后，在分时图中看其与大盘的运行关系，如大盘单边下跌而此股还
略有上涨，说明该股尾市前将放量走高。
(3)到日K线观察是否符合底部突破位，或有无主力建仓完毕即将启动之特征。
(4)当日总成交量预测公式：当前总手数／开盘至此时的总分钟数×240，运用此公
式计算当日总成交量。
(5)观察近一个月的成交量变化，如之前无大量出现，若此预测总成交量在近一个
月内属于最大量，则该股当日收盘情况为：当日大盘偏弱，该股涨幅不低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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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大盘偏强，该股涨幅不低于5%，甚至有涨停的可能。
3.重视每天收盘后工作。
收盘以后，要用半小时将当日异动股进行重点记录，将进入量比排行榜和涨幅榜前
列的个股逐个分析其K线位置、成交量情况，以及板块特点，并进行如下分类记录
：(1)主力试盘：记录当日主力拉升前试盘动作的个股；
(2)第一启动信号：记录主力拉升前第一次放量启动的个股；
(3)突破信号：记录主力盘整结束，第一日向上突破的个股；
(4)洗盘：记录主力当日放大量洗盘的个股；
(5)小幅增仓：记录有主力悄悄增仓迹象，并可能在近日拉抬的个股。

六、股票上升前有什么表现

第一是洗盘震荡，第二是急速上涨然后再下跌在洗盘，一般上升的股票有一个特点
就是区间运行，当然成交量也会不断的增加抬高的。

七、请问股票要大涨前夕有什么特征吗，可以教教吗

所有的股票都在上涨趋势中天天无数涨停板，每天下跌的股票没有超过2个点的

八、股票起涨前，都会有什么特征

1、股票绝对价位不高；
2、股价经过较长时间充分回调后，刚刚上破55MA、90MA或者在这两条均线之上
且离这两条均线不远；
3、股价处在相对低位的成交密集区或主力成本区附近。
注明：我一般用60MA做为一个中期强弱的分水岭，预选股票时，在60MA以下运行
的个股一般不看，关于股价经过长时间充分回调是指(1)有没有底部形态出现(2)底
部形态的量价配合是否理想(3)股票的盘中表现是否活跃如果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应该说这只股票至少有中线价值！至于有没有短线机会还要看是否符合其他预选条
件！2)主力开始发动之日最高点、最低点震荡幅度以超过4.5%为好，最好是6.2%之
上，短线大涨的股票如果从K线的震幅上来定一个标准的话，在突破前期整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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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出现带量的大实体阳线是最好的，如果能涨停就更好！3)主力开始发动行情之日
的换手率起码应超过3%，以超过4.5%为好，最好是6.2%以上。
这一条实际上是要求所关注的个股量价配合要理想，如果是无量的大阳线，即使是
出现了突破盘局的架势，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骗线，到收盘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一
根难看的带长上影的塔形K线，至于换手率具体要多少合适，我个人的习惯是看成
交量与前期均量之间的关系，从经验上看连续6%-10%之间的换手率是连续上涨股
票在拉升期的共同特点。
对于高控盘庄股来说，有时不需要太大的换手率就可以将股票拉起，不到那种股票
往往是慢牛股。
4)移动平均线是时空坐标，六种形态是强势股的先兆。
牢记哪些形态属于强势形态，哪些形态属于弱势形态！在实战中要坚决回避弱势形
态的股票。
5)最好是主力刚开始发动行情之日即突破颈线或突破盘区或突破前期高点甚至仅仅
是创新高，这样更容易有大行情。
6)最强有力的K线组合按强弱顺序排列是：1旭日东升；
2黎明之星；
3穿头破脚；
4巨量长阳或低开长阳；
5巨量创新高之长上影小阳线，十字星，甚至小阴星；
6连三阳；
7放量大阴后连续两到三个阳线再将大阴棒吞掉；
8受阻于前高点的放量长上影之小阳、小阴或十字星后连续放量再将度上影吞掉；
9相对低位大幅度震荡之长上下影线小阴、小阳或十字星——主力发动行情之日若
出现以上K线组合时更容易有大行情。
7)没有被大肆炒作的个股，或者有炒做题材的个股，利空出尽的股票，最好是属于
市场热点板块，极端情况下甚至是热点中的龙头，更容易有大行情。
8)小盘股更容易有行情，如流通盘不超过8000万--15000万左右的股票或流通市值不
超过十个亿的股票更容易有大行情。
9)在大盘上涨的背景下，个股更容易有大行情，所以在进场炒作时最好有大盘配合
。
一般投资者有几个能在第一时间正确判断出大市行情的质变？有几个知道今天涨停
的股票中有一个将会成为龙头？许多时候，能否正确判断后市的演变实际上体现了
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自身素质能达到熟练掌握这九点就已经可能说是业余高手了。
最后，还要强调，以上九点是要综合运用的，如果一只股票同时符合以上条件中的
几条，上涨的可能性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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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股票大涨之前一般有什么特征

一般来说股票在大涨前有以下几点特征：1、开盘涨5%以上，交易半小时，外盘比
内盘大4倍以上，委比绝大多数时间为正数，股价线在大多数时间内走在股价平均
线之上，成交量很大，此种个股不仅当天易涨停，而且次日极可能再涨停。
结合公司的基本面，一般如此强势上涨的股票，近期会有重大利好发布，只是因为
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先于我们知道罢了。
2、开盘涨3%以上，交易半小时，外盘比内盘大2倍以上，委比绝大多数时间为正
数，股价线在大多数时间内走在股价平均线之上，成交量很大，结合大盘分析，若
大盘大势没问题，此种个股当天易涨停。
3、开盘涨1%以上，上午收盘时，已涨了4%左右，外盘比内盘大2倍以上，委比绝
大多数时间为正数，股价线在大多数时间内走在股价平均线之上，成交量很大，此
种个股当天也易涨停。
4、开盘涨1%以上，直到下午2点半，股价几乎都在涨幅1%--3%之间波动，股价线
与股价平均线缠在一起或平行，成交量较大，若外盘远大于内盘，大的越多越好，
此种个股尾盘易涨停。
5、从下午2点开始，股价线便开始以大约45度角往上走，或者分时走势图呈梯状。
成交量随股价上涨而大增加，外盘比内盘大且悬殊越来越大，此种个股尾市易涨停
。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在股市中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战术，只有合理的分析。
每个方法技巧都有应用的环境，也有失败的可能。
新手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不防跟我一样用个牛股宝手机炒股去跟着牛人榜里的牛人
去操作，这样稳妥得多，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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