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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股市六种形态这个问题的一些问题点，包括股市的几种
形态也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分析，现在让我们一起
来看看吧！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望您关注下本站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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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股票中的反转形态？最主要的反转形态有哪些？

感谢悟空问他的邀请，把爱传出去是我最大的心愿，

理解股票中趋势的反转形态，首先从股票趋势技术分析入手。第1、先讲股票的行
情趋势。股票的行情趋势有三种（1）、上升趋势；（2）、水平趋势（又叫震荡势
或者牛皮势）；（3）、下跌趋势。第2、股市中的反转形态。对大盘和个股进行趋
势分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股市趋势技术分析中，一般来讲价格形态分为
两大类：即趋势反转形态和趋势持续整理形态，两种不同的技术形态有着截然不同
的技术含义，今天重点讲反转形态。反转形态表明当前分析对象的市场行情趋势正
在或者即将发生重要的反转，即由上升趋势转为下跌趋势，或由下跌趋势转为上升
趋势。而持续形态这表明市场的行情趋势在目前的形态变化中，原来的趋势和方向
仍将会得到持续发展，当前只是一个整理过程，是对之前的趋势超买、超卖现象，
通过整理形态进行修正，以便后市走得更好。反转形态在实际操作中有很重要的意
义。第3、主要底部反转形态。底部反转形态包括

（1）头肩顶底、（2）w底、（3）三重底（4）三角形底、（5）楔形底、和(6)圆
弧底(7)V形反转形态。(8)岛形反转形态

第4、顶部反转形态。

（1）头肩顶反转形态、（2）三尊顶部反转形态(3)三角形顶部反转形态(4)岛形顶
部反转形态

第5、反转形态的特征。各种形态反转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市场行情在
此形态前必须有明显的较长的上升或下跌趋势；（2）反转形态的颈线（阻力线、
边界线）被有效突破才能证明形态的成立，一般认为大盘与个股价格突破颈线（阻
力线、边界线）的3%、同时量能放大（向下突破不要求量能放大）即成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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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反转的时间跨度越长、振幅越大反转的趋势越强越有效。

炒股的实质是什么？

把自己的钱让别人去花，花光了没得说，投资多数是亏损的，如果你是股东另外说
，专业的钱专业人去挣，赌王只有一个，技术只有一人，科学在于人的操作的不科
学。

股市中经常听到共振买点，共振指的是什么？

在股市中我们经常该股共振出卖点，共振出买点，共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我
们就来具体说下市场运用共振原理的所有方法。

周期共振

所谓周期共振原理，就在分析个股后期走势是，单独观察一个周期走势可能对于后
期走势分析太过于单一，比如很多很多投资者参考个股走势主要是日线周期，但是
单从日线走势分析往往会出现分歧后疑惑，该位置通过日线级别纠结卖还是买的时
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30分钟周期和60分钟周期的形态进行分析，如果30分
钟和60分钟都明显形成了买点和卖点，这就形成了30分钟和60分钟的周期共振。

所以在周期共振中主要意思就是多个周期的参考形成统一买卖的观点，在周期共振
中主要主要使用方法分短线和长线，短线一般重点15分钟和30分钟共振寻找买点，
适当参考下5分钟周期，中长线一般寻找日线和周线的周期共振寻找买点，如果考
虑买入后拿几年的可以参考周线和月线的共振买点。

技术指标的共振

在平时我们买卖股票时经常会运用到各类的技术指标，比如我们常有的均线，成交
量，MACD，KDJ等，单一的参考K线走势很多投资者很难决定到底是买还是卖，
特别是很多新的投资者朋友技术指标是最有效的参考方法，如果在使用一种技术指
标是往往失败率较高，比如在分析均线是该位置已经回踩重要20日均线出现买点，
但是很多个股在回踩20日均线时候一部分个股仍旧会选择下跌，但是这个时候时候
可以参考MACD使用方法中是否存在买点，如果均线和MACD同时出现买点这就是
所谓的技术指标共振。

所以技术指标的共振原理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在分析个股后期走势中所使用的指
标参考都出现同一方向就形成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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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很多投资者重点和参考使用的是同一指标，比如很多投资者比较喜欢均线的分
析的方法，很少使用MACD或者KDJ，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指标的周期共振原理，
比如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MACD的买点，可以参考在120分钟或者60分钟是否存在
MACD的买点，如果日线和120分钟MACD都形成买点，这就是所谓的技术指标的
周期共振原理。

形态指标的共振原理

K线是形态分析是个股走势分钟中最原始的分析方法，很多投资者在K线形态分析
后确定买卖点为了提高后期走势分析的成功率往往会参考技术指标的方法，所以K
线和指标也能共振原理的一种分析方法，比如我们在K线走势中确定该股走势符合
自己的形态分析出现了买点，为了提高自身的成功率这个时候重点参考成交量和均
线等技术指标，如果在先确定K线后再参考指标得出是否买入也形成了形态指标共
振。

所以我们平时最常用的K线和成交量或者K线和均线其实也运用到了共振原理。

总结：共振原理就是叠加多钟周期和多钟技术分析方法老提高我们成功率，在平时
我们把握超短线个股中往往喜欢选择热点题材，但是在热点题材中有强势股和弱势
股我们选择了买入强势股，其实这也运用到了题材和K线走势的共振叠加原因，所
以简单解释共振就是多种方法的叠加。

感觉写的好的点个赞呀，欢迎大家关注点评。

“头肩顶”形态一旦出现，意味着什么？

如果真的是头肩顶的形态，意味着可能会有一轮级别较大的调整。

头肩顶是一种非常标准的头部反转形态。

一旦右肩构建完成，等待的就是一轮深幅调整。

原则上，如果发现自己持有的股票是头肩顶形态，或者是类似头肩顶形态，跌破颈
线位后，尽快离场，减少损失。

技术解析头肩顶

头肩顶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字，主要是因为图形本身，就像是一个人的头和肩，而
头是一个人最顶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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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肩顶的杀伤力为什么如此之大，其实可以通过资金面去拆解。

左肩：肩部其实大多是走平的，偶尔会有小幅度的上上下下。

左肩的构筑，其实是为了冲顶做着最后的准备和洗盘，主要是在收集筹码，洗清浮
筹。

头部：这里的头部可以是圆弧形，也可以是三角形，可以是尖尖的，也可以是圆圆
的。

所谓的头部，就是冲高见顶，然后资金大幅度撤离的地方，主要就是主力出货的区
域。

右肩：右肩和左肩类似，可以是走平的，也可以有小幅度的上上下下。

右肩的区域，其实是主力资金把没有出货的筹码给出清，上下震荡是吸引被套的人
去补仓。

头肩顶本身，就是一个拉高出货的标准形态。

从左肩的洗盘，到头部的拉高出货，再到右肩的筹码出清，是自然的资金运作规律
。

也正是因为资金很自然地完成了所有的步骤，导致一点右肩跌破颈线位，大量未出
逃的资金都会落荒而逃，结果就是产生暴跌。

当然，头肩顶本身有很多变异形态，有一些可能左肩右肩不一样长，有一些可能右
肩会有多次的波动，因为主力出货的情况不同，行情对应也会有所反复，衍生出各
式各样的其他走势。

这种复合形态的走势，从本质上依旧是头肩顶的形态，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头肩顶的成交量情况

一般来说，头肩顶形态，对应的成交量是中、大、小。

就是左肩放量，头部达到巅峰，而右肩缩量。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左肩要洗盘，但是这个洗盘并不是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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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肩过程中，主力的目标是将浮筹洗干净，同时吸引一定的市场关注度，为自己的
拉升出货做准备。

左肩一般会有个小幅度的波动，其实就是吸引一部分资金，同时洗清筹码。

这个过程中，量能一定是温和放大的。

头部的构建就比较清晰明了，暴利的往上拉盘，直到买入的跟风盘小于卖出的跟风
盘，主力就会开始出货，而且出货速度快，量能会很大。

量能越大的主力，出逃的资金越多，如果放不出量能，那出货周期就会延长，右肩
的构筑时间就会延长。

右肩本身就是一个出货的延续，因为主力资金无法快速出清所有筹码，所以会在颈
线位做小幅度的反弹，吸引一些资金入场，或者头部被套资金去补仓，在此过程中
加速出清自己的筹码。

所以，右肩的成交量是偏低的，不太可能再出现大的量能，或者说即便出现大的量
能，也是资金在对倒出货，通常是一日游。

右肩的任务其实是艰巨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无法出清，那就会出现变异，而
如果头部筹码已经出清，可能就没有右肩，直接开跌了。

头肩顶并不是一个标准的见顶走势，有很多倒V的见顶，也有M的见顶。

但是头肩顶是相对资金比较好运作的头部形态，所以成交量也是相对比较符合规律
。

头肩顶对应头肩底

既然有头肩顶，就一定有头肩底。

头肩底是头肩顶的翻转形态，是一种绝对牢固的底部形态。

庄家的筑底行动和逃顶行动，其实是一样的，顶部要大量的筹码清空，那么底部就
需要大量的筹码收集。

收集筹码的最佳的形态，就是头肩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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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肩：左肩对应的其实是头肩顶的右肩，所以顶部的右肩是清空筹码，底部的左肩
就是收集浮筹。

当股价跌到一定区间后，主力资金开始介入，吸收筹码。

左肩会有温和的放量，小幅度的拉升，呈现小幅震荡的格局。

底部：左肩构筑完成后，由于筹码不够多，主力资金会采取挖坑的形式，进一步探
底。

因为只有探底，才能引出恐慌筹码，这比起一路拉升，筹码成本越来越高，要适合
的多。

所以这个大坑的目的，是主力为了降低筹码成本而挖的。

但是底部的成交量终究不会太大，恐慌盘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多，所以头肩底的底部
，往往是缩量的。

右肩：右肩的构建，是为了测试底部的有效性，同时进行一轮洗盘。

当底部雏形出来后，资金会开始拉升，同时构筑右肩。

由于底部有大量的补仓筹码，所以主力拉升的价格会回到颈线位，让这部分筹码再
解套一次。

那些倍受煎熬，好不容易解套的资金，就会大量的涌出，同时考验底部的真实性和
坚固程度。

所以右肩本身，量能是整个过程中相对最大的，也是启动前最后的确认。

右肩构筑后，整个头肩底的形态就彻底完成了。

但不是每一次头肩底，都能顺利筑底，就像头肩顶也未必能顺利清仓，道理是一样
的。

原因有很多，比如资金不济，筹码涌出远比想象中要多，比如大盘继续向下，比如
基本面远不及预期等等。

所以，头肩底同样会延伸出各式各样的变异形态，甚至是失败形态，都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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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头肩底，头肩顶，其实都是变异的，如果仔细研究，会觉得确有其事，不经
意间却觉得不太像。

解释这种现象其实很简单。

资金的运作规律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总有一些不可抗力，导致出
现了很多的差别。

如果所有的走势都是千篇一律的，那股市也就不叫做股市了。

股市中，所有的技术形态本身，都是资金运作留下的蛛丝马迹。

很多人真的搞错了因果关系。

是先有资金的运作，才有了技术形态的演绎，而不是预演了技术形态后，用资金去
画K线和成交量。

所以K线本身是结果，不是预判，之所以可以有预演的效果，是因为资金运作规律
的相似性。

这也解释了，纯K线技术为什么存在不确定性，因为资金的动向是随机的。

K线本身，可以做很多辅助判断，用来解读资金的真实流向，但不可避免的存在一
定滞后性。

吸引资金对股票进行炒作的，不是K线，本质上是题材、热点和基本面，这个才是
投资者要重点把握的。

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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