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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峰顶便有谷底，价格的起伏变化亦同于此。价格见高点（顶部）转而下跌，终
会见低点（底部）转而上涨，俯仰之间考验的是参与者的定力和技术。

发现底部，需要确认是哪种级别的底部。不同技术环境下的所谓底部，后期升势和
持续时间有天壤之别。比如，长时间或大幅下跌之后，在价格低位构筑的具有趋势
扭转意义的底部，和短期超跌
所形成的底部等，后期下跌的时间和跌幅是无法相比的。辨明这种区别，有利于交
易者选择不同的交易策略和操作手法。

一、三重底实战分析

三重底是指价格下跌到一定低点后出现上升，随后价格又转为下跌。跌至前低点附
近时再次回升，这次回升到前高点附近时又一次出现下跌。价格跌至前两次低点附
近时，最强烈的升势开始启动，并突破前两次形成的高点平均值（颈线位），确认
颈线位之上得到支撑，则三重底成立。

三重底的理论涨幅测量，为三次下跌低点平均值至两次上升高点平均值之间的距离
。理论上认为，三重底成立后的基本涨幅，应不小于这个距离。两次上升高点的平
均值位置，也被称为颈线位。实战中，三重底在形态构筑上具有多种多样的变形，
远不如图中那样容易辨别。

从形态构成上分析，三重底和双底
图形定义很相似，只是多了一次回落和上升的过程。不要小看这个过程，多一次下
跌和回升，意味着对于交易者心理又多了一次野蛮的踩躏，很可能会成为压垮骆驼
的最后那根稻草。相同的技术环境下，三重底比双底更可靠，其蕴含的做多意义也
更强烈，但对持仓者来说受到的折磨也更多。

不少持仓者可能承受住了前两次价格的大幅波动，却在最后一次下跌中承受不住心
理压力而
抛售离场。有的还
会在最后一次下跌完成后的价格回升
途中清空仓位
或反手做空。之所以出现这种操作，问题主要出在心理上。价格虽然回升，但持仓
者的心理调整却并不能同步，空头的阴影仍旧厚重，交易者这时的想法大多是：“
不借着反弹卖个好价，难道等着股价再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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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1所示，该股股价急跌过后出现反弹，反弹高点在尖底颈线位上，但股价未
能继续升势。尖底构筑失败后，股价下跌但未创下新低就又一次出现上涨，这为市
场点燃了构筑双底的希望之火。

然而，市场普遍期望的往往都不会成为现实，之后再一次下跌开始了。这次下跌是
失望和恐惧相互汇聚的过程，多数人会选择在此时离开。图1-1中小圆圈标示处，
可以看到一根带有极长下影线的锤头线
，这是该股启动上升行情前的最后一个低点。

这个长下影锤头线形成的低点是血淋淋的，长长的下影线可以看成是刺杀散户的尖
刀。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当天的分时走势，也许可以从这种残酷走势中学到点儿什么
。

图1-2的分时走势，就是这根长下影锤头线形成的整个过程。当天股价低开后略有
回升，便在昨日收盘线下震荡
。11：00左右股价开始跳水，午盘下跌超过-5%。午后开盘
股价继续下跌，图中可见13：30之前这个阶段成交最为密集，股价一度跌逾-8%。
这就是典型的恐慌性抛盘，争相出逃的目的是回避股价近在咫尺的跌停板。

然而，大部分抛售筹码的人却发现当天股价并没有按照大家推断的那样跌停，反而
在波动中不断反弹。惊魂未定的卖出者打死也不愿再把股票买回来，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股价从-8%一直回升。

图1-2中的分时走势，从细节上再现了三重底下跌阶段的恐慌场景。底部构筑过程
中，不但下跌阶段让人心惊肉跳，回升阶段同样使人坐立不安。

如图1-1中，三重底的第三次上升突破颈线位时（见图中大圆圈标示处），股价在
颈线位上下大幅波动，必然使交易者心理遭受煎熬。能够持仓不动的只怕是少数，
这也是少数人能够赚大钱的潜在原因。

图1-1中大圆圈标示处，股价突破颈线位时的成交量，是构筑底部结构以来最集中
、聚量最明显的地方，这种量价关系是突破形态的最佳配合。

实战中遇到这种情况，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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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构筑这么复杂多变的形态，多处使出恐慌打压的手段，最后却在突破颈线位这
种明显的价格关口时放量出逃吗？他逃得过散户吗？在颈线位并不确定突破成功与
否时，散户是恐慌多一些还是狂热多一些？

问明白这几个问题，主力想干什么也就清楚了，我们也就不会在技术关口上被主力
蒙骗。

二、圆弧底实战分析

圆弧底是指价格下跌和之后上升的角度，构成了一个弧顶在下的圆弧形状。

圆弧底理论上的升幅测量，即起点和弧顶之间的距离。理论上认为，圆弧底成立后
的基本升幅，应不小于起点和弧顶之间的距离。圆弧底的起点，是指最后一波下跌
开始的价位，这个价位也被称为颈线位。

实战中的圆弧底，往往并不是非常显著的半圆形，仅在分析和观察价格运行重心时
，才会发现呈弧顶在下的圆弧形状。圆弧底的构筑过程一波三折，弧顶区域的K线
多为小阴小阳线，最低点也不一定就出现在弧顶。

圆弧底的构筑过程中有一个“快一慢一快”的特点，即价格运行速度通常是两边弧
线加速，弧顶慢速运行。在圆弧底的起点到弧顶区域的下弧线部分，价格下跌速率
较快。到达弧顶后，价格涨跌速率变慢，K线实体较小，价格重心表现为横向震荡
；从弧顶到颈线位的上弧线部分，价格速率开始变快。

如图2-1所示，该股为上市新股，打开连续涨停板后，构筑了一个时间周期较短的
圆弧底。从图中可见，在上下弧线部分股价都出现了加速的态势。

实战中，股价呈下弧线加速下跌时，不要有任何猜底、赌底的交易行为，未能从跌
势中平息下来的股价，会将一切多头碾得粉碎。同样，股价呈上弧线加速上涨的态
势时，也不可轻易选择做空。

图2-1所展示的是一个时间周期较短的圆弧底，其下跌和弧顶震荡时间都较短，持
仓者可能相对容易承受。在一些时间周期较长的圆弧底构筑过程中，很少有人能够
持仓坚持到上弧线加速阶段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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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2所示，该股构筑圆弧底的时间长达两年。过早在下弧线和弧顶区域介入的
交易者，肯定较为煎熬。在股价的反复揉搓中，中短线交易者很难守住仓位。即使
在波动中艰难地反复做T+0，过长的做底时间也会使交易者怀疑股价是不是会有美
好的未来。类似图2-2所示的个股
，较理想的介入做多时间，至少要等到上弧线加速阶段出现。

对于图2-2中长时间构筑的圆弧底形态，也可以选择在颈线位突破之后介入做多。
但对于一些构筑时间较短的圆弧底，突破颈线位时并不一定是理想的介入点。

以图2-1为例，该股突破颈线位后，虽然股价涨幅也达到了理论幅度，但其突破颈
线位后，量能并未继续保持聚量，而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显示股价的冲高具有
较大的投机性。这种投机性多出自市场某一阶段资金的跟风效应，当热度消退过后
，股价会迅速回落。介入这类个股，可选择在上弧线出现的初期，并做好止损的准
备。

短期圆弧底在介入点选择上比较难，如上面提到的图2-1中的个股，其后期的涨幅
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另外一些个股可能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涨幅。如图2-3所示，该
股构筑的圆弧底与图2-1中的较为相似，但其最终却走出了失败形态。

短期圆弧底在量能上有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即突破颈线位后，成交量不能出现明显
的萎缩。

如图2-3所示，该股股价突破颈线位后，成交量几乎是大幅萎缩，同时股价并不能
稳定地保持在颈线位上方，说明做多能量难以维持向上攻击的继续展开。出现这种
情况之后，如量能继续萎缩，股价重心下移，选择卖出是一个较为稳健的办法。

新股的操作往往是短炒资金蜂拥而来，之后乘风归去，炒作过程短暂而迅猛，不但
是散户容易亏损，一些实力游资
如果反应稍慢，也难免被套或斩仓
。如果你是一个超短交易者，并且热衷于这种交易模式，那么介入前必须做好止损
准备。没有止损保护的参与，用不了多久就会告别这个市场。

实战中还会有多种变形的底部形态
，或难以辨别形态特征的底部形态，我们统称为混合底。混合底因构成形态上驳杂
，大多难以确定颈线位等技术因素，实战中应以价格运行重心作为判断底部构成的
依据。相关内容可借鉴混合顶的技术原理，这里就不再深入讲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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