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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新股民都有这样的困惑，赚了钱不知道是如何赚到的，赔钱时又痛苦不堪，
其实，要想长期在这个市场中存活下去，必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找到
适合的自己一套行之有效方法。今日分享一种抄底战法，头肩底，希望对大家有
帮助。

头肩底

所谓头肩底，就是指形态酷似人的头与肩的关系的K线组合形态。

定义：形成左肩时价格下跌，成交量相对放大，接着是一次成交量较小的上升。
然后价格再次下跌，且跌破前期的低点，但成交量随下跌而增加，较左肩反弹阶
段时的成交放大，形成底部;从底部最低点回升时，成交量有可能放大。但整个底
部的成交量比左肩多。当价格回升到前期反弹高点时，出现第三次回落，此时成
交量明显少于左肩和头部，价格在跌至与左肩平时，逐渐稳定下来,形成右肩。最
后，价格发动一次升势，成交量随之增加，当颈线被突破时，成交量显著放大，
整个形态由此确立。

头肩底特征如下：

1、急速的下跌，随后止跌反弹，形成第一个波谷，这就是通常说的左肩。

2、第一次反弹受阻，股价再次下跌，并跌破了前一低点，之后股价再次止跌反
弹形成了第二个波谷，这就是通常说的头部。

3、第三次反弹再次在第一次反弹高点处受阻，股价又开始第三次下跌，但股价
到与第一个波谷相近的位置后就不下去了，此后股价再次反弹形成了第三个波谷
，这就是通常说的右肩。

4、第一次反弹高点和第二次反弹高点的连线就是一根阻碍股价上涨的颈线。

头肩底形态具体应用：

1、急速的下跌，随后止跌反弹，形成第一个波谷，这就是通常说的“左肩”。
形成左肩部分时，成交量在下跌过程中出现放大迹象，而在左肩最低点回升时则
有减少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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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反弹受阻，股价再次下跌，并跌破了前一低点，之后股价再次止跌反
弹形成了第二个波谷，这就是通常说的“头部”。形成头部时，成交会有所增加
。

3、第三次反弹再次在第一次反弹高点处受阻，股价又开始第三次下跌，但股价
到与第一个波谷相近的位置后就不下去了，成交量出现极度萎缩，此后股价再次
反弹形成了第三个波谷，这就是通常说的“右肩”。第三次反弹时，成交量显着
增加。

4、第一次反弹高点和第二次反弹高点，用直线连起来就是一根阻碍股价上涨的
“颈线”，但当第三次反弹时会在成交量配合下，将这根“颈线”冲破，使股价
站在其上方。

案例分析

【指数举例：2010年5月到10月上证指数】

从下图可以看到，上证指数自2010年4月一路下跌，在2010年5月21日创下一个
阶段低点2481.97点，随后经过一个小反弹后，再震荡下挫到最低点2319.74点
。随后上证指数触底回升至颈线处再度小幅下跌，走出一个头肩底形态。

2010年10月8日，上证指数大涨3.13%，突破头肩底的颈线，确立上涨趋势，一
路上涨到2010年的11月份，高点为3186点，涨幅为19%，上涨周期为近一个月
。

【个股举例：2008年1月到2009年12月武汉中商】

下图为武汉中商的周K线，开始武汉中商股价跌跌不休，在2008年7月创下阶段
新低5.01元后，武汉中商开始一轮小反弹，构筑头肩底的左肩;反弹到颈线后，又
开始连续下跌，创下新低3.08元，构筑头肩底的头部;紧接着反弹至颈线处，再度
小幅下跌，走出一个头肩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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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7日这周，武汉中商大涨18.26%，突破头肩底的颈线，价格7.77元
，确立上涨趋势，一路上涨到2009年的12月份，高点为12.26元，涨幅为58%，
上涨周期为近7个月。

注意事项：

1、当头肩底颈线突破时，就是一个真正的买入讯号，虽然股价和最低点比较，
已上升一段幅度，但升势只是刚刚开始，尚示买入的投资者应果断追入;

2、当颈线阻力突破时，必须要有成交量激增的配合，否则这可能是一个假突破
。若突破后成交量才逐渐增加，型态也可确认;

3、一般来说，头肩底型态较为平坦，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并且筑底时间越
长，越有可能催生大涨行情;

4、升破颈线后可能会出现回调，但回调的低点不应低于颈线。若回调的低点低
于颈线，不能再次突破颈线阻力，便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头肩底型态;

5、头肩底是极具预测威力的型态之一。一旦获得确认，涨幅大多数情况下会大
于其最少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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