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股票怎么筛选涨停(如何筛选必涨的股)

（本文由公众号越声投顾（yslcw927））整理，仅供参考，不构成操作建议。如自
行操作，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自负。)

很多小散跟小编诉苦说：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个小小散户竟能左右整个股
市?不管之前涨势多么疯狂，我一买入它必定下跌!哪怕已经已经破了30日支撑线，
死叉叉了一次又一次，我一卖出它就上涨。我一空仓大盘疯涨，我一满仓大盘狂泻
。手握百亿资金的庄家们竟死死盯着我手里这几万块钱不放。这到底是为啥?对于
炒股的朋友来抓涨停是最开心的事，但是能抓到的却很少，下面小编就来说下技巧
。

一、一字型涨停

一字型涨停是涨停板家族中最强的一种形态。它是指多方自集合竞价开盘时就完全
占据压倒性优势，并在买一位置以超大单把股价死死的封上涨停板，这种形态多数
出现个股突发利好，多空双方瞬间力量悬殊极大。

ST类个股因为其涨幅所限，经常出现一字板涨停板。对于一字型涨停的量能来说，
成交量越小，说明抛压越小，未来上涨的动能也就越强劲;反之，如果一字板涨停量
能越大，就说明抛压逐步加大，未来上涨的动能将减弱。

实战案例：

一字板分时：

一字型涨停是多方极强的表现。未来上涨的动能相当强劲。对于一字型涨停可以利
用早盘集合竞价进行阻击。若集合竞价阻击不成功，且个股处于底部起涨阶段时，
若某天一字型涨停打开，则多数是洗盘行为，投资者应该趁此机会成功介入。

二、T字型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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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字型涨停是涨停板家族强度仅次于一字型涨停的一种。在一字板基础上，盘中因
多空力量瞬间变化导致涨停板打开，之后又快速封上的一种涨停板形态。这种形态
通常也是因为个股突发性利好导致。就技术面而言，经常出现于一个或几个一字型
涨停之后，在累积大量获利之后，空方的抛盘欲望加大，在盘中就会形成一定抛压
使涨停板中途打开，但是最终又封住了涨停板。

实战案例一：

对于T字型涨停板来说，T字型涨停下影线越长，当天换手越大，就说明当天空方势
力也就越大。那么未来上涨的动能就越弱;反之，下影线越短，当天换手越小，就说
明了当天空方势力比较小，那未来上涨的动能就越强。所以实盘中，如果遇到前期
涨幅不大，当天换手不大，并且底仓锁定较好，那可以趁机介入，以赚取短期暴利
。

三、跳空红太阳型涨停

跳空红太阳型涨停，是指早盘集合竞价大幅跳空高开，然后快速封涨停的一种K线
形态。从K线图上看，是一个跳空的光头光脚小红K线，给人以悬在空中的小太阳的
感觉。该种涨停板通常是因为某种利好刺激所致，通常出现在一字型涨停、T字型
涨停之后。通常代表了上升动能的强劲，其上涨动能仅次于一字型涨停和T字形涨
停，通常后续会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

实战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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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空幅度越高，K线实体越短，那动能就越强劲，未来上涨空间也就越大;反之，跳
空幅度越小，K线实体越大，那动能就越弱，未来上涨空间也就越小。实盘中，如
果个股中长期趋势向上，并且前期涨幅不大，底部筹码锁定较好，换手不大，就可
考虑集合竞价方式或盘中介入。

四、先开后封型涨停

先开后封型涨停是指股价在封至涨停板之后，中途打开涨停板，之后再次封上涨停
的一种分时走势。这种分时走势的涨停板通常出现在两个阶段：一是一波行情的起
涨初期，利用盘中开板的方式清洗场内浮筹，以达到减轻后期拉升压力的意图;另外
一种是在行情末端，股价达到涨停板之后，由于散户纷纷排队跟进，这时候庄家利
用涨停板进行出货而开板，在尾盘再用少量资金拉涨停，庄家则进一步拉高出货的
空间，并且诱惑散户第二天冲高跟接盘。

实战操盘中，主要区分该类涨停处于哪个阶段，如果处于起涨阶段，投资者则可以
在开板时介入;如果是在高位出货阶段，就不要上当了。

实战案例一：

区分该类涨停处于哪个阶段，其实是有技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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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涨幅是否较大。

2、中长期趋势是否已经走好向上。

3、筹码上移是否较快，底部筹码锁定是否较好。

4、当天换手是否较大。

5、当天开板之后的分时成交量是否较大。

五、先封后开型涨停

先封后开型涨停是指股价封至涨停板之后，又被打开，并且收盘的时候依然没有封
至涨停的分时走势形态。这种涨停是失败型涨停板，通常处于高位派发阶段，庄家
出货诱多行为。

出现这种形态之后，通常跟随的是一波暴跌行情。投资者不宜盲目操作。

实战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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