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军-零基础学缠论

 缠论

 一致性原则下，通过自同构性、走势生长的概念，形成动态的自如应对。

 走势永远在生长中

 本级别的走势类型一定是由次级别走势类型的完美来不断构筑的

 次级别走势类型的完美就是缠论定性的交易机会

 以市场的走势为根本，不作倾向性预判
 完全接受市场的变化无常 - 买点买 卖点卖

 识别当下应对即可 - 关注市场如何生长 当下走到了哪里

 不测而测
 不测  不对某一种结论、方向、走势作预测

 不测而测  利用走势必完美及走势生长来演绎未来可能的走势变化，并对未来的变化做到穷尽(完全分类)，这样未来走出任何一种变化时，即可当下应对

 K线

 缠论K线只有两个价位：最高价和最低价

 缠论最小分析单位是笔而不是K线，K线只作为笔的组件

 分型  根据相邻的三根K线的形态特征 归类为四种形态

 包含关系

 相邻的两根K线，一根K线的高低点全部包含在另一根K线的高低点范围内

 包含处理

 确定处理方向

 向上处理 - 存在包含关系的K线处于一个向上序列中

 向下处理 - 存在包含关系的K线处于一个向下序列中

 遵循先左后右的处理顺序
 按时间顺序先左后右进行相邻两根K线的包含处理

 处理后的新K线，仍可与右边相邻的K线进行包含处理

 笔

 笔的组成  笔 = 顶(底)分型 + n(n>=1)根K线 + 底(顶)分型

 笔的确认  新一笔的生成才能确立前一笔的完成

 笔的延续  新一笔未生成前，前一笔为延续状态。

 笔的规则

 顶底分型一一对应

 顶底之间至少有一根K线不属于顶分型和底分型

 顶分型必须高于底分型，否则不构成笔。

 笔中必须出现上涨或下跌序列

 线段

 线段的组成 线段至少由连续的三笔构成，且起始三笔必须有重叠部分

 线段的确认 新线段生成才能确认前线段完成

 线段的延续 新一线段未生成前，前一线段为延续状态。

 线段的规则
 按照高低点划分 - 遵从于高低点，并且前三笔有重叠就可以划分为线段

 按照特征序列划分

 中枢

 中枢的组成 至少由连续的三个线段(次级别走势类型)的重叠部分构成

 中枢的区间

 由前三个线段的重叠部分确定中枢区间 实战中更有益于判断中枢震荡情况

 由所有构筑中枢的线段的重叠部分确定中枢区间 实战中第三类买卖点的认定会更加及时

 中枢的引力

 中枢对进入段和离开段具有相同的引力

 构筑中枢的组件越多(即中枢重叠区域面积不断增加)，其能量越大

 能量越大的中枢引力越大，脱离中枢需要的能量就越大

 级别

 时间周期由1分、5分、30分...年线图来表示，与级别无关。

 选择的观察时间周期越大，级别的定义越粗糙。 周线一笔可能是连续涨停构成的一分钟一笔，也可能是5分钟甚至30分钟的走势类型。

 级别由走势的组件(次级别走势类型)来定义，级别只跟走势类型相关，而最小的走势类型必须有中枢。

 缠论对某段走势的级别描述： 时间周期+走势类型或走势组件名

 确定当前行情的走势级别
 先时间周期从大至小逐级放低观察 日线->30分->5分->1分

 直到找到由走势类型重叠形成的中枢所在的周期为止 这个走势的级别就是当下行情走势的级别

 递归

 递归的定义
 数学定义：一个函数从内部调用其自身

 缠论定义：三个连续次级别走势类型重叠生成高一级别走势

 递归的实现

 三层构建逻辑

 在选定的周期图上用K线构筑分型

 分型构筑笔

 笔构筑线段

 两种递归方式
 第一递归函数 a1 = f1(a0) 线段构筑最低级别(本级别)走势类型

 第二递归函数 a2 = f2(a1) 根据最低级别走势类型逐级向上递归，即n级别走势类型构筑n+1级别走势类型

 背驰

 背驰是力量衰竭的表现，是动力学在缠论中的运用

 背离和背驰
 背离 MACD指标通常用的是红绿柱的高度

 背驰 缠论中用的是红绿柱的面积

 背驰判断方法 中枢进入段和离开段的MACD红绿柱面积之和比较

 区间套

 某大级别的转折点，可以通过不同级别背驰段的主机收缩范围而确定

 确定大级别的转折点

 先找到当下级别的背驰段

 在次级别图里，找出相应背驰段在次级别里的背驰段

 将此过程逐级进行下去

 直到最低级别，相应的转折点就在该级别背驰段确定的范围内 确定最终转折点在 c-c-c

 递归和区间套
 递归 用于描述走势如何从小到大地生长

 区间套 用于观察走势如何从大到小地终结

 买卖点

 第一类买卖点 某级别走势完成，且伴随力量衰竭时所对应的顶底分型,即为第一类买卖点

 第二类买卖点 第一类买卖点上涨或下跌后的次级别回抽，不出新低或新高，即形成本级别第二类买卖点

 第三类买卖点 某次级别走势类型脱离本级别中枢之后的次级别回抽未回到前中枢内，则形成本级别第三类买卖点

 概要

 一二三买卖点

 全买卖点示意图

 二三类买卖点重合

 意味着走势较强

 中阴段

 走势必完美

 从整体看，任何走势都是未完成的走势 

 从局部看，任何级别的任何走势最终都要完成

 从结构看，走势具有自同构性

 应用

 当下必在某级别走势的构建中

 某级别走势必是由其次级别走势不断地完成去构筑的

 交易某级别走势构筑的未完成部分

 交易可供实际操作的级别，选择适合自己的操作级别

 结合律

 a + b + c = ( a + b ) + c = a + ( b + c )
 通过对同一走势的不同拆分、组合，去看最后的买点和买点是否发生改变，如果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才是客观保证的

 多义性也是对可能走势的一种枚举分类，对走势多义性划分，可以对后续行情做多手预案。

 多义性
 任何一段走势都可以由很多不同的释义，在遵循结合律的前提下，走势组件能进行多种拆分与组合

 不同的组合可以得出不同的走势定义，但买卖点是变换不变性的
 示例

 走势划分方式一

 走势划分方式二

 小转大

 小转大是用区间套和背驰不可解释的情况的一种补充

 情况一: 小级别发生背驰 引发大级别转折

 中枢离开段并非次级别即5分走势而是1分走势 

 情况二: 通过区间套在次级别及次级别以下走势
 里均为发现背驰现象，本级别走势没有可被观察
 的终结显现，无法认定第一类买卖点

 b段满足次级别走势类型且无任何背驰现象

 小转大没有标准的一类买卖点，只能等第二类买卖点进行确认

 中枢的生长

 中枢延伸 由前三段构筑中枢后，继续围绕中枢区间运动 中枢以3的幂次方为进制不断升级

 第一次升级: 3^2 = 9

 第二次升级: 3^3 = 27

 ...

 中枢扩张 两个同级别、同方向中枢存在重叠，形成中枢的扩张 中枢扩张后的中枢区间

 方式一：重叠区间作为中枢区间

 方式二：两中枢的高中高、低中低作为中枢区间

 中枢扩展 构筑中枢后，出现三类买卖点，但是又回到原中枢区间构筑生成新反向中枢

 走势生长

 趋势背驰的三种模型

 以最后一个中枢为基础构筑中枢升级

 中枢延伸

 中枢扩张

 中枢扩展

 对应一个同级别的反向趋势 (构筑更大级别中枢)

 对应一个更大级别的反向趋势

 走势的生长是一种推演能力，决定了每一个人对
 缠论掌握的高低，如同象棋，推演三步和推演十
 步

 走势的生住坏灭

 生

 住

 坏

 灭

 摘要

 某级别趋势背驰后时形成反趋势还是在原趋势的最后一个中枢进行扩展，是由第三类买卖点确立的

 某级别走势完成必然保证一个反向次级别运动

 主力可以改变结果，却不能改变结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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