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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走势判断

选项 比例

上涨

32.8%

震荡

16.4%

下跌

50.7%

选项 比例

７５％

左右

22.4%

５０％

左右

9.0%

２５％

左右

7.5%

空仓（

０％

）

16.4%

满仓（

１００％

）

44.8%

目前仓位状况

（加权平均仓位：

67.9%

）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常用技术分析指标数值表（2013年 4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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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技术指标

新浪多空调查

年线附近或现僵持

□西部证券 王梁幸

上周是清明小长假前的最

后一个交易周，

A

股整体表现波

澜不惊， 股指在盘中也更多地

呈现出窄幅整理的走势， 但各

板块个股走势分化的迹象日渐

明显， 这也折射出在沪指不断

考验年线支撑的过程中， 多空

双方分歧正在逐步加大。 笔者

认为， 在上市公司公布的一季

报业绩趋于良好的正面支持

下， 年线附近的支撑虽然得到

一定程度的夯实， 但这并不足

以促使股指随即展开强劲反

弹， 中短线股指仍需要围绕年

线反复整固以消化

IPO

重启等

负面预期。

从上周盘面的表现来看，结

构性分化仍是

A

股的主要特征，

板块个股走势的差异性不断加

大， 这导致市场做多合力难以

得到有效的凝聚。 对比主板指

数和中小板、 创业板等指数来

看，虽然沪综指、深成指表现相

对稳定， 深成指在地产板块有

所活跃的带动下， 甚至一度走

高，但上攻的持续性并不理想。

从更能反映市场人气的深成指

和创业板指数来看， 高位补跌

的迹象十分明显， 这也表明当

前市场人气已经开始逐步回

落， 交投意愿的不断降低也折

射出筹码兑现的意愿增强，这

无形中也加大了场内的抛压。

进一步对比权重板块和二、三

线板块的走势来看，在“大象”

未能顺利搭台的情况下，“猴

子”的戏码也难有精彩之处。 一

方面，以银行、券商为主的金融

板块虽然在盘中一度走高，但

更多的是以脉冲的形式出现，

冲高回落的走势明显， 并未脱

离当前整固的阶段， 对于尚未

摆脱 “金融依赖症” 的

A

股而

言，也难有更多的提振作用。另

一方面，以生物药、化学药等为

主盘面热点的出现主要是受

H7N9

流感消息的影响，其上涨

的走势更多带有游资短炒的迹

象， 由此形成的板块效应对市

场人气的带动也较为有限。 整

体来看， 盘面缺乏持续性的领

涨热点， 加上板块之间也难以

形成良好的有序轮动， 这都将

对股指的短线运行形成一定的

抑制作用， 这也将无形中继续

延长股指在年线附近整固的时

间周期。

从本轮反弹的推动基石来看，

经济的缓慢复苏无疑是前期突

破年线的重要支持， 无论是经

济先行指标

PMI

指数持续运行

于

50%

的枯荣线以上，还是通胀

数据的缓慢走高， 都表明前期

的稳经济政策在持续发挥正面

作用。 经济的逐步复苏也反映

在上市公司的业绩上面。 从目

前披露的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情

况来看， 业绩报喜的占比接近

六成， 行业需求的回暖和产品

价格的上涨仍是提振公司业绩

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部分中游

行业公司业绩的提升更是表明

行业已经基本度过最困难的时

期，这也将对

A

股形成正面的影

响， 同时也是多头近期守住年

线支撑的重要倚仗。

但需要指出的是，年线得以

守住并不意味着本轮调整的结

束， 毕竟支撑

1949

点反弹的另

一基石已经出现明显的松动。

随着

IPO

重启的预期逐步增强，

指数短线反弹的难度依然较

大。 在

IPO

财务自查结束之后，

目前已经进入抽查阶段， 这也

意味着

IPO

重启时点的临近，在

排队家数没有明显减少的情况

下，市场仍旧担心

IPO

“堰塞湖”

所带来的资金面压力， 对于股

指而言， 仍需要通过一段时间

的整固来消化这一负面预期。

笔者认为，在当前维持一定

僵局的情况下， 后市市场重回

上行通道需要以下几个条件的

配合， 一是消息面或政策面上

不断出现强有力的正面因素，

如上交所鼓励上市公司回购股

票， 日本央行的创纪录宽松货

币政策， 可能对国内政策的调

控有一定影响等， 而且诸多实

质性利多因素的累积有望打破

当前的僵局； 二是盘面上出现

具备带动市场人气的领涨性热

点，如有色金属、煤炭等资源类

股性活跃的板块， 一旦这类板

块能有所表现， 且持续性得到

增强， 则无疑将对做多合力的

凝聚起到明显的正面作用；三

是成交量能呈现明显的放大，

沪市单日量能水平需至少回升

至千亿左右， 场外资金的持续

增援也有望给市场提供强劲的

支撑。 在上述条件尚未出现之

前， 市场将继续处于多空因素

相互交织的格局， 股指在年线

附近反复拉锯依然是近期运行

的主旋律。

H7N9疫情散发 禽流感概念料升温

□本报记者 魏静

清明节前， 游资对禽流感的

炒作就已进入疯狂的阶段，

4

月

3

日联环药业、 莱茵生物等近十只

医药股强势封住涨停板。 清明节

期间，禽流感疫情继续发酵，中国

H7N9

禽流感病例增至

20

例；

4

月

5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批准了抗流感的新药帕拉米韦氯

化钠注射液。 该药是由军事医科

学院自主研发， 能有效抗衡流感

病毒。 据此，分析人士预计，节后

禽流感的炒作将从单纯的乱炒

“疫苗”变为深入挖掘沾“帕拉米

韦”的概念股；不过，由于当前

A

股

与“帕拉米韦”沾边的概念只有广

州药业 （

600332

） 及白云山

A

（

000522

），而白云山

A

目前处于停

牌阶段， 因而游资可炒标的相对

较少。

禽流感疫情继续升级

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6

日晚通报， 截至

4

月

7

日

17

时，

全国共报告

20

例人感染

H7N9

禽

流感确诊病例，其中死亡

6

人。 目

前疫情正处于散发状态， 尚未发

现人传人的迹象。 与此同时，上

海、南京等地宣布暂停活禽交易，

以强化

H7N9

疫情的防控。

在已报告的病例中， 上海发

现

10

例，死亡

4

例；江苏发现

6

例；

安徽发现

1

例；浙江发现

3

例，死亡

2

例。确诊病例间未发现流行病学

联系， 所有病例密切接触者均已

采取医学观察措施， 未发现异常

情况。

6

日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

织召开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会议， 通报了

疫情情况、 专家组意见和防控工

作进展， 听取了各成员单位工作

报告，就加强疫情溯源、强化疫情

监测、做好病例救治、主动公开信

息等工作进行了研究。

新药“帕拉米韦”获批

4

月

5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批准了抗流感新药帕拉米韦

氯化钠注射液。 帕拉米韦获准生产

将为

H7N9

人禽流感患者提供新的

治疗手段。 该药是由军事医科学院

自主研发，能有效对抗流感病毒。 目

前我国已建立了流感药物应急生产

和储备体系，包括预防和治疗药物，

为国家自主防控流感疫情提供了药

品保障。

据介绍， 帕拉米韦是一种新

型的抗流感病毒药物， 现有临床

试验数据证明其对甲型和乙型流

感有效。

H7N9

属于甲型流感病毒

亚型，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是

我国首个静脉给药的神经氨酸酶

抑制剂，对于那些流感重症患者、

无法接受吸入或口服神经氨酸酶

抑制剂的患者和对其他神经氨酸

酶抑制剂疗效不佳或产生耐药的

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作为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药

物，我国批准上市的还有磷酸奥司

他韦片剂和扎那米韦吸入剂。我国

是美国、日本、韩国等少数几个批

准帕拉米韦上市的国家之一。

2003

年

SARS

疫情发生后，在

国家科技部、卫生部、总后卫生部的

统一部署下，经过

10

年攻关，以军事

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李松

研究员为首的团队先后成功研发

了磷酸奥司他韦胶囊、颗粒剂和帕

拉米韦三水合物等一系列抗流感

药物，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和全

球知识产权布局，形成了中国应对

流感疫情的药物防控体系，并建立

了全球最大的单一生产线，分别在

2005

年

H5N1

高致病人禽流感、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中

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前， 针对中国出现的人感

染

H7N9

禽流感疫情，李松研究员

组织团队对

H7N9

病毒基因组序

列进行分析，认为

H7N9

病毒神经

氨酸酶结构稳定，

N9

的同源性大

于

98%

， 提示神经氨酸酶抑制剂

对此次疫情有效。 而帕拉米韦是

一种新的强效神经氨酸酶抑制

剂，对

HXNX

型流感病毒均有效，

对新发的

H7N9

人禽流感患者具

有显著的治疗作用。

李松研究员介绍说， 帕拉米

韦注射液研发历时已有

8

年，

2011

年完成所有临床研究，

2012

年

12

月通过药审中心技术审评待批上

市。临床研究表明，帕拉米韦注射

液在疗效上优于磷酸奥司他韦，

能够有效对抗耐奥司他韦的流感

病毒，且剂型为注射液，适应流感

危重病人和对其他神经氨酸酶抑

制剂疗效不佳患者的救治。 分析

人士指出， 该品种的上市将为

H7N9

人禽流感患者提供新的治

疗手段。

禽流感概念股受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 此次官方公

布的抗流感新药帕拉米韦氯化钠

注射液，主要是针对治疗层面，目

前官方并未公布预防类药物。 分

析人士预计，短期游资炒作“帕拉

米韦”概念的热情或将大幅上升，

不排除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疫苗类

概念股带来资金挤出效应， 但鉴

于禽流感后续更多还是靠预防，

因而疫苗类概念股仍有反复炒作

的机会。

据阿思达克通讯社的最新

消息， 尽管未披露具体获批生

产的企业， 但经其多方查询获

悉， 此次获批生产的企业是湖

南有色集团旗下湖南有色凯铂

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和广州南新

制药有限公司， 前者申请的是

帕拉米韦三水合物， 后者申请

的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氯化

钠注射液。 值得一提的是，广

州南新的主页显示 ，

2009

年湖

南有色凯铂收购广州南新；此

后，湖南有色凯铂与国家军事

医学科学院签署协议引进帕

拉米韦。

广州药业

(600332)

目前已经

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了白云山

A

（

000552

）。 白云山

A

于

3

月

14

日宣

布停牌并不再交易

,

正式进入现

金选择权派发、 行权申报及行权

清算交收阶段；同期

,

广州药业也

进行了

A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的申报工作。据悉，广州南新是该

药的制剂生产企业， 湖南有色子

公司是原料药提供方。 值得注意

的是，白云山

A

持有广州南新

13%

股份。 此前，白云山

A

在年报披露

时就透露，广州南新是白云山

A

的

房产承租人，一直租用白云山

A

的

厂房。

此外， 疫苗类概念股仍有反

复炒作的机会。 其中金宇集团

(600201)

、天坛生物

(600161)

、浙江

医药

(600216)

、升华拜克

(600226)

、

联环药业

(600513)

、 华兰生物

(002007)

、科华生物

(002022)

等值

得反复关注。

2003

年“非典”疫情令指数出现

20%

的跌幅

禽流感再袭或致趋势性回调

□民族证券 徐一钉

清明节期间，受美国

3

月就业

数据较差、 地缘局势升级、

H7N9

禽流感疫情、 北京新房网签暂停

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欧洲及

香港股市均出现了大幅下挫，美

标准普尔指数创

3

个月来的最大

单周跌幅， 恒生指数也创出年内

新低，这给节后

A

股市场带来巨大

的调整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

H7N9

禽流感疫情的出现，很容易

让大家回忆起

2003

年， 当时突发

的非典疫情令反弹夭折， 并引发

1649

点至

1311

点的调整， 最大调

整幅度高达

20.5%

。

事实上，清明节前

A

股市场的

走势就已偏弱。 期间尽管

2232

点

已被跌穿， 但总是有一股力量在

呵护

A

股市场，其下跌节奏也一直

偏缓。 遗憾的是：首先，金融股及

房地产股欲震乏力；其次，医药、

环保等前期强势品种出现补跌的

态势；再次，现阶段很难找到可持

续的强势品种；最后，环保股、部

分医药股等强势品种也已开始补

跌。另外，技术上

2300

点之上的压

力已现，这些给

4

月的行情蒙上一

层阴影。

最新数据显示，

3

月中国

PMI

为

50.9%

， 较上月上升

0.8

个百分

点，连续

6

个月保持在

50%

以上，创

11

个月新高。国内经济运行呈现稳

中趋升走势，但当前的回升有着季

节性的因素， 呈现旺季不旺的特

征。 今年

3

月新订单指数为

52.3%

，

环比

1-2

月上涨

1.5

个百分点，表明

制造业市场需求继续回暖，但经济

复苏力度低于季节性的幅度。历史

数据显示，

2006

年以来，

3

月

PMI

新

订单指数环比

1-2

月平均上涨

3.9

个百分点，显示目前国内经济仍处

于弱复苏的阶段。

进入

2013

年，一方面，国内煤

炭市场依旧难改疲软局面， 环渤

海动力煤价格指数连续十三周下

跌，累计降幅已达

23

元

/

吨，

618

元

/

吨的价格也创下该指数的新低。

另一方面，今年

1－2

月份国内用电

量同比增速仅

5.5%

，其中

2

月份全

社会用电量

3374

亿千瓦时， 同比

下滑

12.5%

。 虽然

3

月份国内用电

量同比增速加快， 但回升较为温

和，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

内经济依然处于弱复苏的阶段，

复苏的力度和可持续性可能难以

达到之前大家的预期。

中登公司的数据显示， 上周

(3

月

25

日

-29

日

)

，沪深两市新增

A

股开户数为

18.8

万户， 再创一年

以来的新高。期末持仓

A

股账户数

约

5489.33

万户， 较前一周增加

5.22

万户。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同期

A

股交易结算保证金净流

出

550

亿元。 上周五（

3

月

29

日），

A

股交易结算资金余额

5746

亿元，

比前一周大幅减少

842

亿元，上上

周结算资金净流出

156

亿元，这表

明有资金正从二级市场抽逃，这

就不难理解为何两市成交量持续

萎缩。 如果没有大量增量资金的

介入， 大盘很难出现类似

1949

点

的趋势性上涨行情。

截至

4

月

2

日， 两市已有

1260

家公司披露年报， 实现净利润

16490

亿元 ， 较上年同比上升

2.6%

， 表现并不理想。 两市共有

516

家公司披露今年一季度业绩

预告，共有

311

家公司业绩预喜，

占已公布季报预告公司总数的

60.15%

。 结合去年年报和今年

一季度业绩预告。 房地产、信息

设备、信息服务、商业贸易、黑

色金属 （钢铁）、 纺织服装、采

掘、生物医药、交运设备九个行

业在去年三季度业绩环比下滑

的背景下，四季度业绩环比数据

初现拐点。 未来一段时间，投资

者可以在这九个板块中寻找交

易品种。

随着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

的增加，投资者担心

H7N9

禽流感

将减少空中旅行， 上周五在香港

上市的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

航空下跌

10%

左右。 由于家禽被

认为是病毒的载体， 预期消费需

求短期将大幅下降， 养殖类的上

市公司有很大的负面冲击。 对于

H7N9

禽流感病例出现较多的地

区， 预期到此地区出行的人数将

大幅减少， 与之相关的上市公司

也将承受很大的压力。当然，与医

治

H7N9

禽流感相关的医药股将

继续受到追捧。

总体来看， 目前国内宏观基

本面不给力， 而国债期货的推出

也进入倒计时， 市场担心国债期

货推出后会分流市场资金， 投资

者对恢复

IPO

发行的担心，再加上

突然而至的

H7N9

禽流感，投资者

对后市变得更加谨慎。 清明节后

大盘向下突破是大概率事件，投

资者要规避受

H7N9

禽流感拖累

的板块， 同时也要警惕强势股补

跌的风险。

调整步入下半场 减仓避险成首选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策略团队

上周

A

股低位震荡

,

再创春节

后的调整新低。一方面，市场仍在

消化来自理财产品清理的负面冲

击；另一方面

,

清明节前市场心态

谨慎，且消息面偏空，这表明短线

市场仍将以低位盘整为主。 整体

来看，

A

股的本轮调整或将进入下

半场， 尽管改革憧憬的大气候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托底， 但负面的

情绪暂时占据主导地位， 甚至不

排除“黑天鹅”事件的再度出现。

展望清明节后的市场

,

局势

较为复杂。 日本正在实施空前的

量化宽松，欧洲继续按兵不动；与

此同时，

H7N9

禽流感所在省市发

现的感染者出现了死亡的现象，

这影响了客运行业和休闲旅游

业。 另外，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多

数国家股市走势低迷。然而，这些

复杂事件的背后， 仍有一些局部

性的主题性投资机会。

外围的货币政策走向对中国

的影响趋于复杂。 日本央行新行

长黑田东彦出台了新政策， 通过

把央行债券购买规模和货币基础

扩大至现有水平的“两倍”，在“两

年”时间内实现“

2%

”的通货膨胀

目标。 日本央行表示将转变长期

以来避免购买长期证券的立场，

将购买期限最长

40

年的日本国

债，以引导长期利率走低。其还将

加大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有关的

金融工具的购买量， 以提振股票

和房地产的价格。自

1985

年以来，

日本经济一直面临通缩的挑战，

日本在过去

30

年都是发达经济体

中物价最为低迷的国家， 过去

17

年间日本物价在以

0.1%

的速度下

降， 直接影响了日本本土的投资

与消费的扩张。 中国是日本的重

要资本流出国家， 日本的政策目

标将在长期抑制日资在华投资。

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大幅低

于预期，这令投资者担忧国际经济

的复苏力度， 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这将对上游原材料行业带来较大

的压力。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在

4

月

4

日再次选择按兵不动， 维持官方

利率不变，也未宣布任何新的非常

规举措来刺激正在萎缩之中的欧

元区经济。当时，德拉吉承认，目前

通胀率已经远低于目标水平，并且

经济的放缓已开始蔓延到未曾受

到金融市场压力冲击的国家。德拉

吉重申了一贯的立场，即欧洲央行

的政策将在需要推动经济复苏的

时候维持适应性。但德拉吉认为经

济的复苏势头应会在今年晚些时

候得到巩固，物价前景所面临的风

险依然整体上处于平衡的状态。结

合美国的情况来看，欧美作为全球

科技发展的龙头，政策的稳定仍将

占据主导地位。 这也是一个悖论，

欧美经济复苏短期内不利于国际

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如果欧美

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还将进一步增

加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难度。因

此，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外围经济

金融形势的挑战。

国内方面，禽流感来了，可以

肯定的是，这次

H7N9

不像季节性

流感那么简单。 从最新的报道来

看，由于政府层面应对及时，试剂

和治疗药物有序研发， 社会不会

引起大范围的恐慌。 不过，

H7N9

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觑。 流感的变

种难以预测， 相对紧张的气氛仍

将维持一段时间。 与之密切相关

的医药企业仍将活跃一段时间。

但对市场的负面影响将是主要

的， 这将对交通运输业和其他各

类流通业将造成影响，如旅游、餐

饮等。

A

股在整体上则受到压抑，

休整将演化为一个更为漫长的过

渡期：

12

月的改革憧憬启动行情

被终结，市场将在底部盘整，等待

下一次行情的启动。

从业绩的角度来看，

4

月份是

年报收尾的关键期， 也是一季报

的披露期。这是一个关键的窗口，

从年报和一季报， 可以大致看到

企业的安全性和盈利增长的前

景。 我们更应该从盈利的趋势上

找机会， 而过往的业绩仅仅是安

全边际。在板块和公司的选择上，

趋势比估值更重要， 对不符合潮

流的，不能被其低估值所诱惑，玫

瑰有毒， 避免落入戴维斯双杀中

后半段杀业绩的陷阱。

综合来看， 当前股市仍然面

临着调整的压力， 市场在

4

月中上

旬将大概率延续休整，随着经济数

据的落地和可观察的地方投资的

稳定恢复， 市场将重新选择方向。

进入改革憧憬期，政策的起落和复

苏的节奏影响着市场的波动，制度

变革让人看到了希望，在接下来的

调整期里不应过度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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