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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波浪线是什么怎么辨别股票的波浪线

在股票高手口中，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拽拽的用语：A跌B反C杀。一跌一杀，让人
生畏。

那么，它到底是个啥意思呢？

所谓的A跌B反C杀是股市波浪理论的一部分。

波浪理论是美国证券分析家艾略特提出来的，基本说明了股市的周期一般有8段行
情(8浪)构成的（5段波动上涨，3段波动下跌）。

具体这8浪是如何表现的呢？

先看一个最为标准的8浪走势图。

1浪，特别是较大幅度的1浪，往往是在价格指数经历痛苦的调整之后出现的，市
场资金充裕，为1浪奠定了基础。但1浪的特征是时间短，升幅有限。

2浪出现后，往往会缩量下跌，吞噬掉大部分1浪升幅，让人产生动摇和怀疑。

接着就是3浪。

3浪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牛市回来了！它是前期上涨阶段中，最长的一段行情。
此时，基本面彻底改善，各路资金纷纷杀到，市场信心恢复，交易量大幅走高，同
时不断跳空上涨，不会发生回补。

随后，4浪来了。

跟2浪一样，它来的猝不及防，股价大幅回调，给市场泼了一瓢冷水。但4浪跟2浪
一样，会在3浪涨幅内获得强支撑，从而为5浪的上涨奠下基础。

5浪是“最后的盛宴”，也可以叫“最后的疯狂”，此时市场经过前几轮涨跌后，
对前景普遍信心满满，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各种技术分析指标背离严重。在这
一阶段，你经常会听到某些砖家们的豪言壮语，此时，大妈们更关心的是股市，而
不是广场上的大爷舞伴了。

5浪过后，残酷的下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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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a浪，下跌幅度较大，在大家还以是正常调整时，股市开始了价跌量增的恶劣
走势。

随后是b浪，这是一段反弹行情，但反弹却有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最为凶残的是c浪，此时股市成为绞肉机，杀伤力不容小觑，各种指标背离严重，
成交量也逐渐萎靡到地量。

到此，一轮完整的8浪行情就走完了。开始下一轮的浪型行情。

当然，8浪行情不可能如上面的示意图一般标准，而且每一大浪都可能出现小浪或
延伸。所以，判断一个浪是否打完，是有一个标准的：

1、通常一次下跌主浪的调整会在前一浪的38.2%-61.8%的位置得到支撑；

2、1、3、5三个波浪中，第3浪不可以是最短的一个波浪。

3、假如三个推动浪中的任何一个浪成为延伸浪，其余两个波浪的运行时间及幅度
会趋一致。

4、一轮下跌浪经常遇见的回吐比率为0.382、0.5及0.618。

5、第四浪的底不可以低于第一浪的顶。

6、波浪理论包括三部分：型态、比率及时间，其重要性以排行先后为序，具体比
率等，篇幅有限就不详述了，可参照下图：

下面是A股的近期走势，莫不是C浪来了？？？？

股市波浪理论详细讲解

波浪理论的主观色彩很浓厚，同一个理论之下很容易出现“千人千浪”的情况，这
也是波浪理论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但在实际操作中，波浪理论确实有其一定的实
用性。

那么，什么是波浪理论，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波浪理论呢？

波浪理论是由美国的交易大师艾略特发明，定义了行情的波动可以看做一段一段的
波浪。把主趋势方向的浪定义为“主推浪”把与主趋势相反的浪型定义为调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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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1、图2所示。波浪理论只看行情的价格和时间（K线数量）以及整体形成的
形态来判断方向以及设置进场止损。不依靠任何指标，属于价格派趋势系统。

图1

图2

在艾略特大量的统计当中得出，行情总是按照“5推3调”的规律来走，就像任何
事物发展的规律都会经历（起步——繁荣——衰落）的循环。在波浪当中体现就是
1浪为趋势的起步阶段，3浪是繁荣阶段我们又称之为加速浪，5浪可以看做是衰弱
阶段。当然行情也不排除产生7,9浪的可能。

主推浪的特性：

从上面图中可以看出，主推浪我们都是用奇数来表示，比如1、3、7等。在波浪理
论里面定义了如果要形成一波趋势，当前的主推浪必须超过前一波主推浪的高点，
比如3浪必须超过1浪的高点，5浪必须超过3浪的高点。我们也总结出一些规律：1
浪是刚经历反转的阶段，所以1浪一般会比较弱（幅度小，斜率平缓）2浪的调整会
比较强经常调整到1浪61.8-100%的位置。就像一个朝代刚被推翻，但是残余实力
犹存，反扑也会比较猛烈。

如下图所示：

经过1浪稳固了趋势以后进入加速繁荣阶段也就是3浪，艾略特明确指出3浪不能是
整个主推浪当中最短的一浪，体现了3浪的特性。伴随3浪的4浪也会受到3浪的压制
而显得比较弱，主要体现在幅度浅，走势平缓。

如下图：

5浪由于是整个趋势的最后一浪，所以体现出来的形态一般是比较弱，比如幅度浅
，走势平缓如下图我们可以看出从3浪，5浪明显推进浪的幅度和角度开始越来越平
缓。这种情况我也视作趋势走向衰弱即将反转的预兆。

如下图：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5浪突然加速走势比3浪还要凌厉，但是这种情况大概率也是
要反转的信号，我们可以理解为行情的最后一搏，回光返照。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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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在定义主推浪的时候有强调，主推浪必须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行情经常会
出现如下情况（现行主推浪刚好到达上一主推浪的高点或者低点处就结束形成双顶
或者双底的形态，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失败浪，失败3，失败5，失败7等等。）当
形成失败浪以后我们也可以预计行情大概率要反转。

如果一波趋势要能延续最好是主推浪保持稳步上升，如果某一主推浪出现衰弱或者
突然剧烈加速我们都可以看做是趋势要进入反转的前兆。一波趋势连续走5浪或者7
浪以上进入反转或者大级别调整的概率就会大大加大。

调整浪特性：

调整浪我们一般用偶数数字来标注，2、4、6等。调整浪的定义是作为上一波主推
浪的调整，那么既然是调整那么不难理解它一定不能超过主推浪的低点否则将视作
反转。如下图所示，一旦调整浪超过了前一波主推浪的起点，这个时候就不再是调
整浪，则要视为反向的1浪。

通过调整浪的特性我也可以找到一些规律：

当调整的斜率突然加速我们可以视为反转的前兆如下图：

还有一种情况是调整浪斜率逐渐变缓，并且时间变长，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盲目的去
视为反转的信号，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要走父浪级别的2浪。

如下图：

欢迎关注君银投顾官方微信：天生阿财！

以上就是我对于该问题的看法，个人观点不代表君银投顾官方观点，如有不同的想
法或是建议，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或是关注我的头条号进行交流。

波浪理论战法是什么

波浪理论作为股票交易者技术派的一个相对比较主流的理论，创始人是美国证券分
析师艾略特。

波浪理论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股市的变化规律提供了一个理论选择，他的8浪一循
环理论很好的描述了股价变化的趋势结构，具有很强指导意义。但在与波浪理论的
理解中，很多人都信奉这样一句话：千人千浪。也就是说，每个人对于波浪理论的
认知都是不一样的，对于同一图形，每个人画出来的波浪结构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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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波浪理论根本不存在着千人千浪，无论是什么图形，它只
有一种正确的波浪解释。之所以出现了所谓千人千浪的理解，那是运用它的人把波
浪理论用错了。波浪理论开篇有一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波浪理论只适用于股指
，而不适用于个股。很多人并没有看明白这句话，就运用波浪理论的8浪循环去分
析个股的走势，由于个股的差异化，从而导致了千人千浪的出现。比如：一只股票
突破箱体盘整，强势拉升，有的人就会按照波浪理论来分析，这是1浪拉升，那么
就可以等待2浪回调。可实际往往情况是这支股票突破完之后，就进入了漫长的回
调过程，甚至还跌回到了原点，就是说一波拉升之后就结束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
2浪回、调3浪推升、4浪5浪等等。如果你还在那里傻傻的等待2浪、3浪、4浪、5
浪，可能真的是傻傻的等了。个股的不确定性事件太多，股价不单单由内在规律的
控制，有的时候突发事件的发生也对于股价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司法判决、监管
处罚、高层变动、业绩变化等等。前段时间比较热点的獐子岛扇贝跑丢了、乐视投
资失败了、董事长失联了等等，这些突发的不可控的事件叠加在一起，都会对股价
造成影响，这个时候你要用规律性的波浪理论去解释突发性事件，不错才怪。所以
说，波浪理论不适用于个股分析，而只适用于股指的趋势研判。由于股指是个股权
重的集合，最大限度的减弱了个股的差异，所以说它的规律更符合于波浪理论的基
础，尤其是级别越大，趋势越清晰，分析越精准。总之，波浪理论是一个非常有效
的股指研判分析手段，但需要明白它的应用方向和技术特点，不能什么情况都套用
波浪理论，否则就驴唇不对马嘴，南辕北辙了。

如果对您的交易有帮助，评论点赞就是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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