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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判断股票什么时候买进、怎样判断股票的买入时期-
股识吧

一、股票在什么时候进仓是最佳时期

股票进仓的最佳时期：一、目标股价以下低吸仓位阶段当投资者分析出有关庄家股
的走势规律，即可稳定获利。
在这一期间，庄家股操作者往往是极具耐心、不声不响地低价购入股价，而往往这
部分股份将成为庄家们的“仓底货”，同样也是庄家未来产生利润的源泉，一般情
况之下庄家都不轻易卖出。
投资者可得到该股极少的成交量，且变化均匀分布。
在购入阶段中，成交量有所放大，股价呈现出不跌行情走势，即使是下跌，也会在
短期中很快被拉回，但上涨行情并不会立刻就来。
因此，此时投资者应该观望为主，不能轻易购入以免套牢与亏损。
二、试盘购入与震仓大眼双重阶段庄家低位买入足够股份之后，开始大幅走高之前
，不会轻举妄动。
首先庄家会另起账户进行小量购入，将股价拉升数日之后，观看市场跟风投资群体
多不多，持股人心态如何。
随后，便是持续数个交易日打压，把“藏头草”投资群体震仓出局，为即将开始大
幅拉升做好充足准备。
否则，一旦这部分股份在庄家开始大幅拉升时中途卖出，庄家就要付出巨额的拉升
成本，这是所有庄家都不能容忍的事情。
因此，在庄家打压震仓末期，就是投资者黄金建仓的好时机。
此时，该股成交量呈现出递减现象相比以往几个交易急剧萎缩，表明了持股者心态
较为平稳，观看该股日后走势。
对此，在打压震仓末期，投资者务必趁天图K为阴线时，在跌势最为凶猛时期购入
，通常可购入阴线部分，从而起到抄底效果。

二、怎么分析股票交易挂单时间技巧

在股票交易时把所要买进或卖出的股票的名称、数量、价格填写后提交给交易系统
等待成交，这个过程就叫挂单。
挂单操作法又称地雷炸弹法，是指即预先下好低买单（埋地雷）或高卖单（挂炸弹
）进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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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挂单有效?股市收盘在证券结算之后就可以下委托单，大部分营业部的委
托在晚上8:00以后就开始，委托会暂存在证券公司系统内，在第二天早上9：15分时
报送到交易所主机，不过这样只能保证在证券公司最早委托，但交易所只能到9：1
5才开始接受委托单子。
9：15-9：25集合竞价时的下单，你无法撤销，所以集合竞价下单要慎重。
直到9：30开盘过后才可以撤销（没成交的话）。
11：30-13：00的下单是有效的。
15点后所有的委托全部撤销，自然下单也是无效的。
新手可以用个模拟盘去试试，很快就能明白的，我平时在不明白操作的情况下都会
先用牛股宝模拟炒股去演练，里面的行情跟实盘是一样的，慢慢的从中掌握了不少
的经验，你可以去试试，祝投资愉快！

三、如何查看机构即时买入股票

只有盘后看上榜个股异动坐席数据才能看到机构买入异动个股的情况，所谓异动，
必须是如下情况：1、1日换手率达20%以上；
2、1日涨幅偏离7%以上；
3、1日跌幅偏离7%以上；
4、3日涨幅偏离20%以上；
5、3日跌幅偏离20%以上；
6、1日震幅达15%以上。
只有存在这些情况的个股交易所才会公开当日的交易席位。
普通投资者不可能查看机构即时买入股票，除非你是机构操盘手、内部人或交易所
监管人员。
股票公式专家团为你解答，希望能帮到你，祝投资顺利。

四、怎样判断股票的买入时期

保险的做法是这种股在历史的低部，或者相对低点，这样买比较保险，但是可能会
相对的慢些。
激进的做法是买越过长期压力线，在各条均线之上已成功突破的股票。
注意的是他们的基本面都要良好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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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怎样辨断股票的买入和卖出点？

抄短线最重要的指标是KDJ，比较灵敏，对于新手来说只要看懂金叉和死叉就够了
，一般比较准，80以上三线交叉称死叉，应卖出，20左右交叉称金叉，应买进，具
体的你再去相关网站看看。
做长线可以看30日均线，或是60日均线。
看看自己适合那一种。
我适合的你不一定适合。
你适合的我不一定适合。
如果是新手，还是要注意控制风险！

六、如何确定一支股票的一天的买入点和卖出点一天看哪些技术
指标呢

谈谈股票的买入点和卖出点 曾经和诸位朋友探讨过“投机”的话题。
大部分的朋友常常人为炒股是“投机”操作。
既然大家把炒股当成“投机”来考虑，那么，我们就用“投机”的思考，和大家探
讨在股票市场，买进股票和卖出股票时机问题（这也是股市当中人人都关心的话题
——买入点和卖出点）。
首先解决“投机”操作的理性问题。
起码要做到下面的4点：1.用“平常的心态”对待所有的投资机会。
股票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赚钱的机会，用不着争抢“投机”；
有你得到的投资赚钱的机会，有我的也有她的赚钱的机会，别人的赚钱其机会，抢
也抢不来。
把握自己的那些赚钱的机会，知足吧！2.用“非常的耐心”等待适合自己的投资机
会。
股票市场里时刻都有投资赚钱的机会，每个人不会把握所有的投资机会。
如果专心的跟踪观察，客观的分析，这样会了解很多自己关心的股票。
在此基础上，耐心的等待最佳的“投机”价位。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机，就会在自己关心的股票当中等到理想的买入价格；
同样，耐心等待可以等来十分满意的投资回报，耐心的等待，让手中的股票卖出了
好价钱。
3.“充满信心”决策自己相当了解的投资机会。
当自己长期观察的那些股票当中，如果发现哪只股票价格进入自己的“投机”的范
围，并且经过耐心的等待，等来最佳的买进价格时，“充满信心”买进。
耐心的等待获利的机会，直到股票没有增值潜力时，“充满信心”的卖出股票，完
成这次“投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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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别的细心”赵看好自己的每一次的“投机”操作。
每当买进股票后，要特别细心的留意股票的走势，上市公司的各种信息。
如果股价或成交量突然发生巨大的变化，就要特别的小心。
如果股价上涨出现高位风险或发现自己的“投机”操作失误，那么，毫不犹豫，果
断结束自己的”投机“操作！本着理性“投机”的原则，首先，探讨如何买卖股票
更加合理。
其次，进一步解决买卖股票的实际问题。
如何买卖股票更加合理？大家都知道：低价买进股票高价卖出是炒股赚钱的唯一原
则。
如果低价买进股票高价卖出股票，那么这样的炒股操作就是合理的。
进一步假设，如果买进的股票是最低的价格，那么是么时候卖出股票都会高于买进
的股价，这样的买入点，永远是最好点；
相反，卖出的股票是最高的价格，买进的股票什么时候都会低于卖出价，这样的卖
出点，永远是最好点。
大家都想最低买进，那么高点卖给谁？都想最高价格卖出，谁会把在最低价格的股
票卖给你呢？如果理性的考虑我们会得出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在比较低的价格买进
股票，在比较高的价格卖出股票。
这样的炒股操作就是合理的。
在相对低价位区域买进股票，经过一段时间后，在相对高价位区域卖出股票，这就
是比较好的买入点和比较好的卖出点。
在实际炒股当中，怎样买进股票又如何卖出股票呢？只买进股票很难说明将来能盈
利还是亏损，手里没有股票就不会存在卖出的问题。
高于买进的价格卖出去，就会盈利，相反就会亏损。
因此，买卖股票，买进和卖出要同时考虑，美金要考虑将来如何卖出，买进是重要
的环节。
没有将来卖出点就不是现在的好买入点。
在股票处在某个价位（也许和从前相比是相对的低价位，也许股价好像还要上涨）
，怎么决定买还是不买这只股票呢？欢迎大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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