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波浪理论口诀及图解（波浪理论口诀及图解陈翔）

每张小的浪型图上都有一个字：“推”表示推动浪；“调”表示调整浪；“弹”表
示反弹浪；希望大家留意！

口诀一：

一三五浪可加长，每段细分五小浪；

另有等长九段波，顶底不连通道长；

三三相隔十五段，五三交错亦寻常；

波起浪伏有形状，常见上斜与扩张；

喇叭斜三现一浪，二浪之后走势强；

五浪若是此模样，分批减磅远危墙；

a浪止住回头看，a3a5不一样；

三波之字双回撤，五波右肩做b浪；

回撤二次分三五，三波弱来五波强；

b浪右肩a-b-c,轻仓快手捕长阳；

口诀二：

调整浪型有三种，之字平坦三角型；

之字三段abc，5-3-5浪要记清；

特殊情况双之字，七波两个之字型；

平坦都是三三五，略与之字有不同；

九种变形不复杂，区别尽在bc中；

口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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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直三与斜三，浪型间隔皆3-3；

不管扩张与收缩，万变不离是五波；

三角整理四形态，怎么进去，怎么出来；

口诀四：

双三特例七段波，两波调整来组合；

待到整固突破后，上下波澜皆壮阔；

口诀之详细说明--

一三五浪可加长，每段细分五小浪；

指的是推动浪的第一子浪，第三子浪和第五子浪都可能有延伸形态，但有几个注意
事项：

第一，若一子浪加长，即一子浪延伸，则三子浪和五子浪等长；

第二，若三子浪加长，即三子浪延伸，则一子浪和五子浪等长；

第三，若五子浪加长，即五子浪延伸，则一子浪和三子浪等长；

另有等长九段波，顶底不连通道长；

这段口诀的意思是说：

除了前面讲到的三种推动浪形态以外（即图一至三），还有一种特殊的浪型（即图
四），这种浪型的特点如下：

第一：该浪分为九个子浪；

第二：一子浪，三子浪，五子浪，七子浪，九子浪全部等长；

第三：四子浪底不破一子浪头，同样的，六底不破三头，八底不破五头，即所谓“
顶底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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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相隔十五段，五三交错亦寻常；

这句话的含义如下：

五浪形式的推动浪，都有十五个子浪（请再看一遍图一，图二和图三，3+3+5=16
），而图四的九浪推动，则是二十七个子浪（3*9=27）；

“三三相隔”和“五三交错”指的是：推动浪并不只是前面四种形态（其他形态我
以后会陆续讲解），还有很多种，但浪型只有两种，即所有子浪都由三个细浪组成
或所有子浪都由三个细浪与五个细浪间隔组成；

口诀二的说明：

调整浪的浪型分为三种：即之字型整理，平坦型整理，和三角形整理，这个是常识
，不多说了；重要的是后面这一句话，它的意思是说，调整浪是对主要趋势的反方
向修正，在之字型整理中a和c段与主趋势方向相反，b段和主趋势方向相同（b段是
对主要趋势的反方向修正的反方向修正），a段和c段都由5个小浪组成，b段由3个
小浪组成；

其实我也觉得艾略特这样数浪有些机械和教条，但是没有办法，他至少还能创造出
“波浪”这一学说，我们只有先照搬学会他的理论，才能在他的基础上改进和提高
，以后才有可能超越他，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理论，大家说是吗？

特殊情况双之字，七波两个之字型；

所谓“双之字”型，指的是一个“之字型”调整之后有一个“x”浪，然后再有一
个“之字型”调整浪，加在一起以七浪的复杂形式完成调整（这种浪型不是很常见
，多见于大熊股中，我记得“深科技97年以后的月线好象是这种情况”），这种浪
型的结构是a（5）+b（3）+c（5）+x+a（5）+b（3）+c（5）；

平坦都是三三五，略与之字有不同；九种变形不复杂，区别尽在bc中；

这一部分是个重点，请大家参考大图中的第二行，第三行和第四行的最后三张小图
（这九张图是平坦型整理的九种形式，请印在你的大脑中，你将终生受益）；

平坦型整理的浪型结构是a（3）+b（3）+c（5）；

平坦型整理的九种方式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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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穿头破底型；

2：穿头平底型；

3：穿头藏底型；

4：平头破底型；

5：平头平底型；

6：平头藏底型；

7：缩头破底型；

8：缩头平底型；

9：缩头藏底型；

注意：穿头破底型的平坦型整理后面的拉升力度最大；

波起浪伏有形状，常见上斜与扩张；

这一句的意思是说，上升楔形
（即上斜三角形）和喇叭形（即扩张三角形）是两种很常见的浪型；

五浪若是此模样，分批减磅远危墙；

这两口诀比较重要，请大家好好体会！意思是说：

如果喇叭（扩张三角形）或者上升楔形出现在第一浪中，那么后面会有一个很凶悍
的二浪回调，但经过此波回调之后的三浪，走势将异常凌厉和凶猛！

但是如果如果喇叭（扩张三角形）或者上升楔形出现在第五浪中，那么就要高度警
惕了！！因为后面紧跟着的将
是直线下跌！（请参考上证指数月线见顶2245前的走势）

喇叭斜三现一浪，二浪之后走势强；

五浪若是此模样，分批减磅远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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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口诀比较重要，请大家好好体会！意思是说：

如果喇叭（扩张三角形）或者上升楔形出现在第一浪中，那么后面会有一个很凶悍
的二浪回调，但经过此波回调之后的三浪，走势将异常凌厉和凶猛！

但是如果如果喇叭（扩张三角形）或者上升楔形出现在第五浪中，那么就要高度警
惕了！！因为后面紧跟着的将是直线下跌！（请参考上证指数月线见顶2245前的走
势）

a浪止住回头看，a3a5不一样；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上升五浪结束之后，会有调整浪a出现（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

这个调整浪a要分清它是由5个子浪组成还是由三个子浪组成，这一点很重要；

三波之字双回撤，五波右肩做b浪；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如果调整浪a以三波段形式出现，其后的走势将是“双回撤”
；

如果调整浪a以五波段形式出现，其后的走势将是“b浪反弹”；

注意：前面这段话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前面上升浪中的第五浪必须是延伸浪（即
前文所说的“五浪加长”）

回撤二次分三五，三波弱来五波强；

所谓“双回撤”，是指的两个过程，a浪属于第一次回撤，其后的反弹是第二次回
撤，并称“双回撤”。

我楼上的帖子要大家区分a浪是由三段还是五段组成，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只有三
段组成的a浪才有‘双回撤“，五浪组成的a浪后面一定是b浪反弹，两者的区别在
于，‘双回撤“之后可能会创新高（注意”可能“二字），有展开新升浪的可能（
再次提醒注意”可能“二字），而b浪反弹后面紧跟着的一定是凶狠的c浪下跌！

假设a浪是由三段组成，那么在a浪结束之后的第二次回撤（即向前五浪顶的回试）
也有个强弱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a浪结束之后的第二次回撤由三段组成，那么
它的走势就比较弱，过五浪顶的几率很小（很小不等于没有），反之，如果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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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撤由五段组成，那么破五浪顶形成新升浪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这最后一种情况
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

b浪右肩a-b-c,轻仓快手捕长阳；

这句话的图是上面大图的第五行第六格；

它的意思很简单，如果a浪由5段组成，基本已经确定后面只是b浪反弹，不太可能
创出新高（在江恩的波浪观中，b浪有时候也会创新高），大的升浪已经走完，可
以以较轻的仓位去抢一下反弹，但切记要快进快出，这个时候的阳线一般比较长，
但持续时间短（因为主力要引诱人在高位接盘），比较适合短线高手操作！

口诀三：

无论直三与斜三，浪型间隔皆3-3；

不管扩张与收缩，万变不离是五波；

三角整理四形态，怎么进去，怎么出来 

这个口诀的含义非常简单：

三角形整理分为直角三角形整理，斜三角形
整理，扩张三角形整理和收敛三角形
整理四种方式，这四种方式有一个共性，即都由a,b,c,d,e五个子浪组成，每个子浪
又都是又三个更低级别的小浪构成，口诀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最后一句：“怎
么进去，怎么出来”，它告诉了我们怎样判断三角形整理的突破方向。一般来说，
三角形在整理完毕之后，突破方向都和整理前的大趋势相同，即与五个子浪中的a
子浪方向相反。。

口诀四如下：

双三特例七段波，两波调整来组合；

待到整固突破后，上下波澜皆壮阔；

口诀解释如下：所谓“双三”整理，指的是两个三浪整理用一个“x”浪相连接，
共同构成一个七浪结构的调整浪，这两个三浪整理可以是之字型整理，也可以是平
坦型整理或者三角型整理，可以任意组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整理过程非常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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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整理完毕，就会将整理之前的趋势进行放大，也就是说，整理之前是上升
趋势，则整理后有暴涨，反之，下降趋势中的“双三”整理，则孕育着暴跌！还有
更特殊的“三三”整理，整理后的趋势会更加地强烈，大牛股或大熊股往往从这样
的形态里面出现！

有想要图型的请加粉丝和留言，我只会给加粉丝的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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