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第八节反转型态双重顶（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6_8A_95_E8_c33_41593.htm 1．型态分析 一只股票

上升到某一价格水平时，出现大成交量，股价随之下跌，成

交量减少。接着股价又升至与前一个价格几乎相等之顶点，

成交量再随之增加却不能达到上一个高峰的成交量，再第二

次下跌，股价的移动轨迹就象Ｍ字。这就是双重顶，又称Ｍ

头走势。 一只股票持续下跌到某一平后出现技术性反弹，但

回升幅度不大，时间亦不长，股价又再下跌，当跌至上次低

点时却获得支持，再一次回升，这次回升时成交量要大于前

次反弹时成交量。股价在这段时间的移动轨迹就象Ｗ字，这

就双重底，又称Ｗ走势。 无认是“双重顶”还是“双重底”

，都必须突破颈线（双头的颈线是第一次从高峰回落的最低

点；双底之颈线就是第一次从低点反弹之最高点），型态才

算完成。 2．市场含义 股价持续上升为投资者带来了相当的

利润，于是他们沽售，这一股沽售力量令上升的行情转为下

跌。当股价回落到某水平，吸引了短期投资者的兴趣，另外

较早前沽出获利的亦可能在这水平再次买入补回，于是行情

开始回复上升。但与此同时，对该股信心不足的投资者会因

觉得错过了在第一次的高点出货的机会而马上在市场出货，

加上在低水平获利回补的投资者亦同样在这水平再度卖出，

强大有沽售压力令股价再次下跌。由于高点二次都受阻而回

，令投资者感到该股没法再继续上升（至少短期该是如此）

，假如愈来愈多的投资者沽出，令到股价跌破上次回落的低

点（即颈线），于是整个双头型态便告形成。 双底走势的情



形则完全相反。股价持续的下跌令到持货的投资者觉得价太

低而惜售，而另一些的投资者则因为新低价的吸引尝试买入

，于是股价呈现回升，当上升至某水平时，较早前短线投机

买入者获利回吐，那些在跌市中持货的亦趁回升时沽出，因

此股价又再一次下挫。但对后市充满信心的投资者觉得他们

错过了上次低点买入的良机，所以这次股价回落到上次低点

时便立即跟进，当愈来愈多的投资者买入时，求多供少的力

量便推动股价扬升，而且还突破上次回升的高点。（即颈线

），扭转了过去下跌的趋势。 双头或双底型态是一个转向型

态。当出现双头时，即表示股价的升势已经终结，当出现双

底昔，即表示跌势告一段落。 通常这些型态现在长期性趋势

的顶部或底部，所以当双头形成时，我们可以肯定双头的最

高点就是该股的顶点；而双底的最低点就是该股的底部了。 

当双头颈线跌破，就是一个可靠的出货讯号；而双底的颈线

冲破，则是一个入货的讯号。 3．要点提示 （１）双头的两

个最高点并不一定在同一水平，二者相差少于３％是可接受

的。通常来说，第二个头可能较第一个头高出一些，原因是

看好的力量企图推动股价继续再升，可是却没法使股价上升

超逾百分之三的差距。一般双底的第二个底点都较第一个底

点稍高，原因是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在第二次回落时已开始买

入，��令股价没法再次跌回上次的低点。 （２）双头最少跌幅

的量度方法，是由颈线开始计起，至少会再下跌从双头最高

点至颈线之间的差价距离。 双底最少涨幅的量度方法也是一

样，双底之最低点和颈线之间的距离，股价于突破颈线后至

少会升抵相当长度。 （３）形成第一个头部（或底部）时，

其回落的低点约是最高点的１０％－２０％（底部回升的幅



度也是相若。） （４）双重顶（底）不一定都是反转信号，

有时也会是整理形态，这要视二个波谷的时间差决定，通常

两个高点（或两个低点）形成的时间相隔超过一个月为常见

。 （５）双头的两个高峰都有明显的高成交量，这两个高峰

的成交量同样尖锐和突出，但第二个头部的成交较第一个头

部显著为少，反映出市场的购买力量已在转弱。 双底第二个

底部成交量十分低沉，但在突破颈线时，必须得到成交量激

增的配合方可确认。 双头跌破颈线时，不须成交量的上升也

应该信赖。 （６）通常突破颈线后，会出现短暂的反方向移

动，称之为反抽，双底只要反抽不低于颈线（双头之反抽则

不能高于颈线），型态依然有效。 （７）一般来说，双头或

双底的升跌幅度都较量度出来的最少升／跌幅为大。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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