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篇  技术分析篇

第 9 章  技术分析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本章主要内容

（一）道氏理论

（二） K线理论

（三）支撑压力

（四）形态理论

（五）波浪理论

（六）技术指标



第一节  道氏理论

一. 主要原理

    1. 市场价格指数可以解释和反映市场的大部分行为。

    2. 市场波动的三种趋势：主要趋势、次要趋势、短暂
趋势。

    3. 交易量在确定趋势中起重要作用。

    4.收盘价是最重要的价格。

二. 评价

        对大势（主要趋势）研判有较大的作用，对次要趋
势和短暂趋势分析作用不大，可操作性较差。



第二节  K线理论

一. K线理论的含义

1. K线理论是利用K线形状及其组合情况，推测市场中多空
双方力量对比，判断多空优劣及其性质的一种理论。

2. K线图表源于日本，被当时日本米市的商人用来记录米市
的行情与价格波动，后因其细腻独到的标画方式而被引
入到股市及期货市场。

3. 由于用这种方法绘制出来的图表形状颇似一根根蜡烛，
加上这些蜡烛有黑白之分，因而也叫阴阳线图表。 



二. K线的画法和基本形状 (1)

1. 首先找到该日或某一周期的最高和最低价，垂直地
连成一条直线。

2. 然后再找出当日或某一周期的开市和收市价，把这
二个价位连接成一条狭长的长方柱体。

3. 假如当日或某一周期的收市价较开市价为高（即低
开高收），以红色来表示，或在柱体上留白，称之
为“阳线”。

4. 如果当日或某一周期的收市价较开市价为低（即高
开低收），则以蓝色表示，又或是在住柱上涂黑色，
这柱体就是“阴线”。 



二. K线的画法和基本形状 (2)

上影线

实体

下影线

最高价

收盘价

开盘价

最低价

阳线



二. K线的画法和基本形状 (3)

上影线

实体

下影线

最高价

开盘价

收盘价

最低价

阴线



二. K线的画法和基本形状 (4)

•一条K线记录的是某种股票某一时间段（如一天）
的价格变动情况，把K线按时间顺序排列在一起，
就组成了K线图。

•在短线分析中常用5分、15分、30分和60分K线
图，日常分析中常用日线、周线和月线分析。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1)

（一）红线或大阳线
• 此种图表示最高价与收盘价相同，最

低价与开盘价一样，上下没有影线。

• 表示强烈的涨势，股市呈现高潮，买
方疯狂涌进，不限价买进。握有股票
者，因看到买气的旺盛，不愿抛售，
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2)

（二）长黑线或大阴线
• 最高价与开盘价相同，最低价与收盘价

一样，上下没有影线。

• 一开始，卖方就占优势。市场处于低潮
。握有股票者不限价疯狂抛出，造成恐
慌心理。市场呈一面倒，直到收盘、价
格始终下跌，表示强烈的跌势。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3)

（三）先跌后涨型
• 一种带下影线的红实体。

• 总体来讲，买方力量大，但实体部分与下影线长短
不同，买方与卖方力量对比不同。

（1）实体部分比下影线长，买方实力很大。

（2）实体部分与下影线相等，买卖双方交战激烈，
但买方占主导地位，对买方有利。

（3）实体部分比下影线短，买方优势不太大，如卖
方次日全力反攻，则买方的实体很容易被攻占。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4)

（四）下跌抵抗型
一种带下影线的黑实体，开盘价是最高价。
（1）实体部分比影线长，卖方占了比较大
的优势。
（2）实体部分与影线同长，卖方仍占优势。

（3）实体部分比影线短，卖方只占极少的
优势。后市很可能买方会全力反攻，把小
黑实体全部吃掉。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5)

 五  上升阻力型

带上影线的红实体，开盘价即最低价，买方略胜一筹，具体情况
仍应观察实体与影线的长短。

（1）红实体比影线长，表示买方仍是市场的主导力量，后市继
续看涨。

（2）实体与影线同长，买方把价位上推，但卖方压力也在增加。
二者交战结果，卖方把价位压回一半，买方具有优势。

（3）实体比影线短，在高价位遇卖方的压力、卖方全面反击，
买方受到严重考验。大多短线投资者纷纷获利回吐，如出现在高
价区，则后市看跌。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6)

（六）先涨后跌型 
带上影线的黑实体，收盘价即是最低价。卖方占优势，
并充分发挥力量，使买方陷入“套牢”的困境。

（1）黑实体比影线长，表示买方把价位上推不多，
卖方力量特别强大，局势对卖方有利。

（2）黑实体与影线相等，买方把价位上推，但卖方
力量更强，占据主动地位。卖方具有优势。

（3）黑实体比影线短，卖方虽将价格下压，但优势
较少，明日入市，买方力量可能再次反攻，黑实体很
可能被攻占。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7)

（七）反转试探型（I）

    一种上下都带影线的红实体，反转信号。如在大涨之后出现，
表示高档震荡，如成交量大增，后市可能下跌。如在大跌后出
现，后市可能反弹。

（1）上影线长于下影线之红实体：影线部分长于红实体表示
买方力量受挫折。红实体长于影线部分表示买方虽受挫折，但
仍占优势。

（2）下影线长于上影线之红实体：红实体长于影线部分表示
买方虽受挫折，仍居于主动地位。影线部分长于红实体表示买
方尚需接受考验。 



（八）反转试探型（II）

    一种上下都带影线的黑实体。

    这也是一种反转试探。如在大跌之后出
现，表示低档承接，行情可能反弹。如大涨
之后出现，后市可能下跌。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8)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9)

（九）十字线型

    一种只有上下影线，没有实体的图形。
买方与卖方几乎势均力敌。

    上影线越长，表示卖压越重。下影线
越长，表示买方旺盛。上下影线看似等
长的十字线，可称为转机线，在高价位
或低价位，意味着出现反转。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10)

（十）“┴”型

    又称空胜线，开盘价与收盘价相同。总
体看卖方稍占优势，如在高价区，行情
可能会下跌。

    “Ｔ”图形又称多胜线，开盘价与收
盘价相同，局势对买方有利，如在低价
区，行情将会回升。 



三. 单根K线的含义  (11)

（十一）“一”型（四价合一）

    此形不常见，即开盘价、收盘价、最
高价、最低价在同一价位。只出现于交易
非常冷清，全日交易只有一档价位成交。
冷门股此类情形较易发生。

    如果在涨跌幅限制价位出现此线形，
参照“光头光脚”线处理。 



四.K线研判技巧及应用 (1)

（一）根据K线的形状来判断

●根据不同K线含义来研判。

●结合开盘位置来研判。
A

B

C



四.K线研判技巧及应用 (2)

（二）根据K线数量来判断



四.K线研判技巧及应用 (3)

（三）结合K线所处的价格位置研判

Ø除了考虑单根K线的基本含义外，更关键的是

要把其放在不同情况下分析。

Ø代表性的价格位置主要有高位、低位和整理

中。



锤头



吊颈



启明星



黄昏之星



四.K线研判技巧及应用 (4)

（四）根据K线组合来研判

Ø根据两根以上的不同含义的K线组合来判市。

Ø常见的有两根K线组合、三根K线组合、四根
K线组合等。



曙光初现



乌云盖顶



红三兵



三只乌鸦



四.K线研判技巧及应用 (5)

（五）K线与均线结合分析

Ø把K线与移动平均线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Ø也可把K线与其他分析手段结合起来使用。



乌云飞刀



东方红，太阳升



空方炮



第三节 支撑压力

一. 趋势分析

（一）什么是趋势

Ø趋势就是价格的波动方向，或者说是市场的运动方向。

（二）趋势的方向

Ø上升方向

Ø下跌方向

Ø水平方向



下跌趋势

上升趋势



水平趋势



（三）道氏理论的趋势分类
    道氏理论将趋势分为三类：主要趋势，次要趋
势，短暂趋势。也可以理解为大趋势，中趋势，
小趋势。
    主要趋势是价格波动的大方向，持续的时间较
长。次要趋势是在进行主要趋势的过程中进行的
调整和回撤。短暂趋势是次要趋势中进行的调整。
三种趋势最大的区别是时间的长短和波动幅度的
大小。



次要趋势

主要趋势



二、支撑线与压力线  (1)

●支撑线又称抵抗线，是指能够阻止或者暂时阻
值价格下跌，甚至带来价格回升的价格区域。支
撑线是谷底的横向切线。

●压力线又称阻力线，是指能够压制或者暂时压
制价格上涨，甚至带来价格回落的价格区域。压
力线是峰顶的横向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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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撑线与压力线 (2)

支撑线、压力线图解：       



峰顶

谷底

压力线

支撑线



二、支撑线与压力线  (3)

（一）支撑线与压力线的作用

Ø暂时阻止股价向某一方向继续运动，此时趋势
未发生根本变化；

Ø彻底阻止股价向原方向继续运动，此时趋势已
逆转。

Ø支撑线和阻力线的作用可以从投资者心理、成
本及其获利程度等角度来理解。



支撑
压力

多头增仓
空头补仓
新多介入

空头抛空
多头减仓
新空介入



二、支撑线与压力线  (4)

●（二）支撑线与阻力线的转化

Ø当支撑线与阻力线被有效突破时，支撑与阻力
的作用就会相互转化。即压力变为支撑，支撑变
为压力。

Ø转化的关键是是否有效突破，可以参考下述指
标（1）根据收盘价突破支撑或压力线的距离，
越远越确实，可以注意突破支撑和阻力线的3%、
5%、10%价位；

    （2）根据突破后的交易时间，有人认为三日
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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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撑线与压力线  (5)

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相互转化图解：



压力

有效突破，
变支撑
有效突破，
变支撑有效突破，

变压力

支撑支撑

压力线

有效突破，
变支撑



二、支撑线与压力线  (6)

（三）支撑线和压力线有效性的判断

Ø价格在此区域停留的时间；

Ø此区域累积成交量的大小；

Ø此区域据目前距离的长短。



二、支撑线与压力线  (7)

（四）支撑区和压力区的判断

Ø价格成交密集区；

Ø相对与绝对高或低价位；

Ø整数关；

Ø趋势线、轨道线、黄金分割线等切线处。



三、趋势线、轨道线  (1)

（一）趋势线

Ø趋势线是技术分析中，通过两个高峰或低谷而
连成的直线。在股票价格运动中起支撑或压力的
作用。



三、趋势线、轨道线  (2)

（二）趋势线的种类

Ø通过上升趋势中的两个依次提高的低点的直线
就是上升趋势线。上升趋势线具有支撑作用。

Ø通过下降趋势中的两个依次降低的高点的直线
就是下降趋势线。下降趋势线具有压力作用。



三、趋势线、轨道线  (3)

趋势线图解：



下降趋势线：压力

上升趋势线：支撑



三、趋势线、轨道线  (4)

（三）趋势线的有效性

ü趋势线被触及的次数；

ü斜率，45度线是相当重要的趋势线；

ü时间跨度。



三、趋势线、轨道线  (5)

（四）趋势线的突破

Ø趋势线被有效突破后，其效力发生转化，上升
趋势线被突破后，具有阻力作用；下降趋势线被
突破后，具有支撑作用。

Ø趋势线突破的有效性可根据上面的两个原则来
判断。除此之外，突破时成交量的变化也是重要
的依据，向上突破时必须有较大成交量的配合才
是有效的。



下降趋势线：压力

支撑

有效突破



三、趋势线、轨道线  (6)

（五）轨道线

Ø轨道线又称通道线或管道线，是基于趋势线基
础上的一种切线，它是在得到趋势线后，通过第
一个峰或谷所作出的一条平行于趋势线的直线。

Ø轨道线分为上升轨道线和下降轨道线，分别发
挥压力与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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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趋势线、轨道线  (7)

轨道线的作用：图解



下降轨道线

上升轨道线



三、趋势线、轨道线   (8)

●轨道线与趋势线刚好相反。轨道线突破后，趋
势不发生逆转，而是进一步得到强化。

●轨道线的另一作用是趋势逆转的警报，即价格
运动中未触及轨道线，且距离较远时，可能是
趋势将要逆转的前兆。

●轨道线和趋势线是相互合作的一对，先有趋势
线后又轨道线，趋势线重于轨道线。



上升轨道线

有效突破后，强化。



四、百分比线和黄金分割线   (1)

（一）黄金分割线

Ø黄金分割线是基于黄金分割率而作出的切线
组。

Ø由价格和黄金分割数字画出，数字有：
0.191、0.382、0.618、0.809；1.191、
1.382、1.618、1.809；2、2.191、2.382、
2.618、2.809等。



四、百分比线和黄金分割线   (2)

Ø上涨行情，选择起涨点，分别乘以1以上的
数字，画出起阻力作用的黄金分割线；
Ø下跌行情，选择起跌点，分别乘以1以下的
数字，画出起支撑作用的黄金分割线。
Ø其中0.382，0.618，1.382，1.618是最为
重要的数字，这些黄金分割线的支撑和阻力
的作用最突出。



6.37

5.87

4.25

5.06

6.88





四、百分比线和黄金分割线   (3)

（二）百分比线
Ø百分比线基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而作出。
Ø百分比线根据一个波段的起点、终点和百分比
数字画出。
Ø百分比线的数字基础为：1/8、2/8、3/8、4/8、
5/8、6/8、7/8、1/3、2/3、1，共10个数字。
Ø百分比线具有支撑或阻力的作用，其中1/2、
1/3、2/3三条线最为重要。





第四节  形态理论

Ø即根据价格图表中过去一段时间所走过的轨迹
形态，分析、预测价格未来变动趋势的一种方
法。
Ø价格运动的基本特点：平衡→打破平衡→新的
平衡→再打破平衡→再寻找新的平衡。价格的
运动过程主要是保持平衡的整理过程和打破平
衡的突破过程，归纳起来，在价格形态上表现
为整理形态和反转形态两大类型。



一、反转形态  (1)

●比较典型的、含义比较确实的反转形态主要有
双重形态、头肩形态和圆弧形态，有时有些整理
形态也会演化为反转形态。

（一）双重顶与双重底
Ø1、双重顶的研判
（1）反转下跌形态，量价皆呈现“M”形态。



一、反转形态   (2)

（2）上升趋势中，量价配合创新高后回档，形成
第一峰；
（3）遇趋势线支撑反弹，成交量萎缩，在前高峰
附近第二次下跌，形成第二峰；
（4）价格有效突破上升趋势线；（第一卖点）
（5）价格有效突破穿过两峰间低谷的水平线（颈
线）时形态确立；（第二卖点，有回抽时为第三卖
点）
（6）量度跌幅为最高峰与颈线的垂直距离。





一、反转形态   (3)

Ø2、双重底

    形成过程及含义与双重顶正好相反，须注意颈
线突破时必须有较大的成交量的配合。





一、反转形态   (4)

（二）头肩顶与头肩底
Ø1、头肩顶

（1）反转下跌形态，量价皆呈现“头肩”形态；

（2）上升趋势中，量价配合创新高后回档，形成
第一峰——左肩；

（3）遇趋势线支撑反弹，成交量放大，创新高后
第二次下跌，形成第二峰——头部；

（4）价格有效突破上升趋势线；（第一卖点）



一、反转形态   (5)

（5）在前一谷底附近遇支撑反弹，成交量萎缩，
在第一峰高点附近第三次下跌，形成第三峰——
右肩；（第二卖点）

（6）价格有效突破穿过两谷底的直线（颈线）
时形态确立；（第三卖点）

（ 7 ） 量 度 跌 幅 为 最 高 峰 与 颈 线 的 垂 直 距 离 。
（有回抽时为第四卖点）          



一、反转形态   (6)

Ø2、头肩底

    形成过程及含义与头肩顶正好相反，须注意颈
线突破时必须有较大的成交量的配合。 



一、反转形态   (7)

（三）圆弧顶与圆弧底

Ø1、圆弧底

  “圆弧底”顾名思义是指K线呈圆弧形的底部形

态，常出现于交投清淡的个股中，耗时几个月甚
至更久，因此具有相当大的能量，这种底部通常
是中长期底部。



一、反转形态  (8)

（1）股价处于低价区，耗时较长；
（2）股价变动简单且连续，先是缓缓下滑，而
后缓缓上升，K线连线呈圆弧形；
（3）成交量先是逐步减少，伴随股价回升，而
逐步增加，呈圆弧形；
（4）末期，股价迅速上扬形成突破，成交量也
显著放大，股价涨升迅猛，往往很少回档整理。
（5）在形态形成的结束位置会出现一个平台，
随后平台被突破。      





一、反转形态   (9)

Ø 2、圆弧顶

  “圆弧顶”与“圆弧底”相反，出现在高价区，
是下跌浪的开始。

  “圆弧顶”常出现于绩优股中，表明主力在高
位慢慢派发；在末期，股价缓慢盘跌到一定程度
时，常引起持股者恐慌，出现跳空缺口或大阴线。



二、整理形态   (1)

●三角形、矩形、旗形是比较常见的持续整理形
态。

（一）三角形

主要分为对称三角形、上升三角形、下降三角形。



二、整理形态   (2)

1、对称三角形
（1）有两条聚拢的趋势线，上趋势线起压力作
用，下趋势线起支撑作用；
（2）至少有四个转折点；
（3）成交量在形成过程中，逐步萎缩；
（4）持续时间比较短；
（5）突破的位置一般在横向宽度的一半到四分
之三处；（如靠近顶点则意义不强）
（6）有效突破后，股价继续沿原趋势运行，理
论幅度为三角形底边的距离。



二、整理形态   (3)

2、上升三角形
Ø为上升趋势中的整理形态。与对称三角形区别在于上
趋势线为水平状，下趋势线为向上倾斜状，表明底部不
断抬高，股价向上的意愿比较强。

3、下降三角形 
Ø下降趋势中的整理形态。与上升三角形的区别在于上
趋势线为向下倾斜状，下趋势线为水平状，表明反弹高
度不断降低，股价向下的意愿比较强。
Ø实际中更多见的是楔形，其分析意义相同。有时候，
会见到喇叭形，钻石形，实际上是三角形的变形形态，
不过这两个形态往往属于反转形态。



最典型的持续整理形态 



二、整理形态   (4)

（二）矩形
    也叫箱形。有两条水平趋势线，分别起压力和
支撑作用，股价在两线间作横向运动。成交量在
运行中逐步减少，有效突破后，理论幅度为两线
间的距离。
    矩形有时会演变为反转形态，即三重顶（底）。
短线操作可在下趋势线附近吸纳，上趋势线附近
抛出。



股价在两条水平的上下界线之间波动，长时间没
有突破。 



二、整理形态   (5)

（三）旗形
    有两条上倾或下斜的平行的趋势线，分别起支
撑和压力的作用，股价在趋势线间运动。分为上
升旗形和下降旗形。
（1）出现前，有旗杆（价格快速变动）；
（2）持续时间短；
（3）形成前和突破后的成交量都比较大，但形
成过程中逐步萎缩；
（4）突破后理论幅度为旗杆的高度的距离。



走势的形态就像挂在旗杆上的一面小旗 



上升旗形



（四）楔型（Wedge Formation）  

股价走势在两条收敛的直线之间变动，成交量也
是逐渐递减 。



第五节 波浪理论

一、主要内容

●完整的上升或下降周期由8浪组成。其中5浪是
主浪，3浪是调整浪

●基本8浪结构与波浪的规模大小无关
●完整周期的波浪的数目是斐波那契数列数字。
●任何浪都可分成更小的浪，小浪可以合并成大
浪。

●根据当前价格在8浪结构中的位置，可以指导具
体的投资行为。

●股价移动包含三种形式：原始移动、次级移动、
日常移动，分别决定大趋势、中趋势、小趋势。



二、波浪的构造  (1)

●股价连续地经历5次波动而上升，当完成了上升
5次波动（称之推动波）后，接着会出现3次波
动（称之调整波）的下降。如此8次波动构成股
价变动的一个循环。

●接着又开始第二次上升5波动和下降3波动的调
整。最后以上升5波动宣告全部上升过程结束。
在这最后阶段，将不会出现像前两次那样小的3
次调整波，代之将出现对上升过程中全部5次上
升波动进行调整的大幅度3次波动。



二、波浪的构造  (2)

●波浪可分为超级循环（约50年）；循环（10
年）；基本波动（约1-4年）；次级波动（约6
个月）；短期波动（约6周）。所有这些循环又
都是从费波纳次级数出发展开的。超级循环由
一个上升浪、一个下降浪共2浪构成。其中循环

由上升5浪、下降3浪共8浪构成；基本循环由上
升21浪、下降13浪共34浪构成；更小的次级循

环由上升89浪、下降55浪共计144浪构成；短

期循环则是由上升377波、下降233波共计610
波构成。



●8浪结构图

●任何一浪，
要么是主浪，
要么是调整
浪。



三、 波浪比率及形态  (3)

1、推动波的5个组成浪有四个规律，分别是在同一
级循环中：
●浪2绝不能低于（上升浪）或高于（下降浪）浪1
的起点；
●在浪1、3、5中，浪3的长度不能是三者最短的一
个；
●假如浪1、3、5中任何一个浪成为延长浪，其余
两个浪的持续时间及幅度会趋于一致；
●浪4的底不可低于浪1的顶（上升浪）。



三、 波浪比率及形态  (4)

2、 浪3通常为延长浪，是最具爆炸力及幅度最大
的主浪。
3、 浪3幅度为浪1幅度的1.618或2.618。
4、一般讲，浪5的幅度＝浪1起点至浪3终点的总
幅度（0.382-0.618）。
5、浪5涨势通常小于浪3，当浪5终点低于（上升
浪）或高于（下跌浪）浪3的终点时，为失败浪。
6、在调整波3浪中，会出现“之字”、“不规则”、
“三角形”“复杂表”等形态。



四、与波浪相应的市场特征  (1)

1、 浪1是八浪循环的开始，通常是上升5浪中最
短的，且上升浪中的延长浪的幅度大小是浪1决定
的。所以，多数投资者将浪1的大小作为入市的重
要依据。

2、浪1上升后，由于空头的压力还大于多头，因
此，浪2调整回落时，其回档的幅度往往很深，有
时会跌至近浪1的起点，此时出现再次抄底的机会。



四、与波浪相应的市场特征   (2)

3、 浪3往往是最有爆炸力的延长浪，这段行情上
升的持续时间及幅度经常最长，尤其，在突破浪1
顶点时，是最强烈的买进信号。

4、在浪5中，二、三类股票涨幅常常大于蓝筹股，
投资于投机股、冷门股往往可以获利。

5、浪a出现时，多数人心态还比较乐观，持观望
态度，实际上已是熊市开始的信号。



四、与波浪相应的市场特征   (3)

6、浪b出现上升行情，投资者注意不要陷入表象
上的“多头陷井”，而被套牢。此浪通常称为逃
命浪。

7、浪c是跌势强劲、跌幅大、时间长的全面性下
跌浪，此时要谨慎出入股市。尤其要分清是上升
浪的调整波，还是下降浪的调整波，前者会出现
股底，后者则是股顶。



五、波浪理论的缺憾

1、波浪理论最大的缺憾是难以应用。浪的层次
的确定和浪的起始点的确认是应用波浪理论的两
大难点。

2、波浪理论的第二个缺憾是面对同一个浪，不
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数法，而且都有道理。

3、波浪理论只考虑了价格形态上的因素，而忽
视了成交量方面的影响，这给人为制造形状提供
了机会。



第六节 技术指标

一、技术指标的含义：

    技术指标是按照一定的数学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
处理，处理之后所得到的数值就是技术指标值，不
同的数学处理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技术指标。每一个
技术指标都是以一个特定的方式对市场进行观察，
通过相应的数学公式计算技术指标数值。



第六节 技术指标

二、技术指标的应用法则：

n指标的背离
n指标的交叉
n指标的极端值
n指标的形态
n指标的转折
n指标的趋势



三 . 主要技术指标

（一）趋势指标

  1、移动平均线（MA）
   葛兰威尔法则：
      ⑴ 买入信号
v        平均线从下降开始走平，股价从下上穿平均线；
v        股价连续上升远离平均线，突然下跌，但在平均线附近

再度上升；
v        股价跌破平均线，连续暴跌，远离平均线。
     ⑵ 卖出信号
v      平均线从上升开始走平，股价从上下穿平均线；
v     股价连续下降远离平均线，突然上升，但在平均线附近再

度下降；
v     股价上穿平均线，连续暴涨，远离平均线。



（一）趋势指标

说明：

（1）每日股价实际上是1日MA，股价相对于移
动平均线实际上就是短期 MA相对于长期MA。

（2）股价向上突破压力线为黄金交叉，股价向
下突破支撑线为死亡交叉。

（3）MA适用于明显趋势，如典型的多头或空头
行情，对盘整行情无效。



（一）趋势指标

2、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

        MACD是去掉了MA产生的频繁出现的买入
卖出信号，使发出信号的要求和限制增加，避免
假信号出现。由正负差（DIF）和移动平均数
（DEA）组成



（二）超买超卖指标

1、威廉指标（WMS或R）：由Larry Williams 
1973年首创，该指标表示市场处于超买还是超卖。

    ⑴ 计算公式
                           n日WMS = ————×100

Hn－Ct

Hn－Lt

式中：Ct ：当天收盘价

            Hn和Ln：最近日内（包括当天）

                           出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二）超卖超买指标
⑵ WMS的参数选择和应用法则

Ø     参数选择：N选择应该是循环周期的一半以上。

Ø     应用法则：一般情况，WMS取值0---100，0为顶部，
100为底部。

           买入信号：① 当WMS大于80；② 当WMS处于高
数值区位，股价还继续下降；③ WMS连续几次撞底。

           卖出信号：① 当WMS小于20；② 当WMS处于低
数值区位，股价还继续上升；③ WMS连续几次撞顶。



（二）超卖超买指标

  2、KDJ指标（随机指数）：由George Lane首创。
   ⑴ 计算公式
      ● 计算RSV(Raw Stochastic Value)未成熟随机值
                
                            n日RSV = ————×100

Ct－Ln

Hn－Ln

式中：Ct ：当天收盘价

            Hn和Ln：最近日内（包括当天）

                           出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二）超卖超买指标
●  计算K值，对RSV进行指数平滑

                 今日K值=2/3×昨日K值＋1/3×今日RSV

  ●  计算D值，对K值进行指数平滑

                 今日D值=2/3×昨日D值＋1/3×今日K值

  ●  计算J值，J是D的一个修正值

                   J=3D－2K=D+2（D－K）

     KD是在WMS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KD具有WMS的一些特征。
反映市场变化时，WMS最快，K其次，D最慢。K指标反应敏捷，
单易出错；D反应稍慢，但较稳、可靠。

  



（二）超买超卖指标
⑵、应用法则

   ● KD取值在0—100，80以上为超买区，20以下为超
卖区，其余为徘徊区。

   ● KD的形态，在较高或较低的位置形成头肩形或多重
顶（底）时，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 KD交叉，K上（下）穿D，形成金（死）叉，观察形
成交叉的位置和次数来决定采取行动。

   ● KD指标背离，指KD的位置及变化与股价走势背离，
应采取行动。

   ● J大于100或小于0，属于价格非正常区。



（二）超买超卖指标

  3、RSI（相对强弱指标）是

它与KD指标齐名的常用技术指标，是根据股价涨跌幅度显示市场的强
弱。

    ⑴ 计算公式

      RSI的参数是天数，一般取5、9、14等，以14为例

      第一步；找到包括当天在内的连续15天的收盘价，用每一天的收
盘价减去上一天的收盘价，得到14个数，其中有正有负。

      第二步；      A=14个数字中正数之和

                            B= 14个数字中负数之和×（－1）

      第三步：

                          RSI（14）= ——— ×100

  A

A+B
式中：A  14天中股价向上波动的大小

            B  14天中股价向下波动的大小

            A+B  股价总的波动大小



（二）超买超卖指标

⑵ 应用法则 

   ● 不同参数的两条或多条RSI的联合应用：

        a 短期＞长期，属多头；

        b 短期＜长期，属空头。

   ● 根据取值判断：

        RSI 值      市场特征        投资操作

     80 ----100        极强           卖出

      50----80           强           买入

      20----50           弱           卖出

      0 ----20         极弱           买入



（二）超买超卖指标

● 从曲线形状判断：在较高或较低的位置形成头肩形或
多重顶（底）时，是采取行动的信号，离50越远越可靠。

 ● RSI与股价背离：顶背离为卖出信号，底背离为买入
信号。



四、技术指标的信号过滤

（一）技术指标的虚假信号

1、指标虚假信号

    指标的虚假信号就是指标发出来的错误信号。

2、虚假信号成因

 （1）指标功能缺陷。

 （2）指标未经优化。



四、技术指标的信号过滤
3、虚假信号的消除
ü采用指标信号的过滤技术，对指标进行必要的
优化，控制和减少指标虚假信号。这是有效地提
高指标使用性能和信号质量的重要手段。
ü消除虚假信号的主要方法：指标参数的优化；
指标多信号合成；多指标组合合成；跨周期指标
合成。



四、技术指标的信号过滤
（二）指标参数的优化
Ø指标参数的优化是指通过调整指标计算参数提
高指标的盈利能力。
Ø指标参数优化一般采用网点法：将交易系统所
有的参数在其有效范围内进行调整，对所有可能
的组合方式逐一进行统计检验，找到最优的一组
参数或一个参数范围。







四、技术指标的信号过滤

（三）多信号合成

Ø多信号合成就是将指标所能产生的每一个单一
信号方式进行充分的合成组合，产生一个综合指
标信号的过程。

Ø这一综合指标信号成为合成信号。它同时满足
各单一指标信号的结果。            



四、技术指标的信号过滤

Ø对每一指标所包含的多信号性能进行充分挖掘，
并尽可能罗列出来，以增大指标多信号合成的筛
选范围。
Ø对单一指标信号要单项研究，确定其使用性能。
Ø并非任何指标的技术形态都可演化为指标信号。
Ø对单一信号间的合成进行必要的优化匹配，以
选择最佳的优化匹配。
Ø多信号指标信号如不能优化匹配，将降低原信
号的质量。
Ø多信号的合成数量应根据需要而定，并非多多
益善。



指标位于20%以下
且金叉，买入。



四、技术指标的信号过滤

（四）多指标合成

   多指标合成是指利用两个以上的不同类型指标
进行合成组合，产生一个新合成信号的过程。

1、基本步骤

Ø强化对主指标的确认；

Ø深入研判主指标的缺陷；

Ø确定合成指标；

Ø实行分步合成。



四、技术指标的信号过滤

2、应该注意

ü尽量在不同类别的指标间进行指标合成；

ü在单指标多信号合成后再进行多指标合成；

ü合成指标的数量要根据需要，不可盲目求多；

ü合成指标应与主指标有互补特性；

ü要历史地检测合成信号质量的稳定性。



随机指标金叉，移动平均
线非空头排列，买入。



四、技术指标的信号过滤

（五）多周期合成
指将单一指标不同分析周期或不同指标不同分
析周期相组合产生一个新的合成信号的过程。
1、多周期合成的原因
ü股票的周期性是多变的；
ü完整的股票周期是多层次周期；
ü不同的指标适用不同的周期；
ü同一指标因分析周期不同，信号结果完全不
同。



四、技术指标的信号过滤

2、单指标多周期合成

Ø有效确定指标的主周期；

Ø有效地确定指标的多周期性；

Ø不一定用同一种信号方式定义分析周期不同的
单指标。



日线随机指标金叉。



周线随机指标空头排列。

周线随机指标空头排列，
日线金叉时不能买入。



四、技术指标的信号过滤

3、多指标多周期合成

Ø有效地确定主指标和主周期；

Ø有效确定合成指标和合成周期；

Ø根据需要定义多周期指标不同的信号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