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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话题检测与聚类的内部舆情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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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外部舆情系统中响应速度慢、准确度不高等问题，提出基于话题检测与分类的内部舆情监测系统， 

给出了该系统的组织模型、数据结构与运行流程；采用内外结合的频谱话题检测法来发现当前关注的热点，应用话题 

聚类预测模型对当前热点话题的可能发展趋势进行预评估，并采取相应措施。实验证明，该系统具有较好的舆情预警 

能力和较 快的响应处理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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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al with slow response rate and false alarm rate in external public opinions monitor system，a no— 

ve1 internal system was proposed based on topic detection and clustering．And its organization mode1，data structure and 

working flows were described as following．And topic center detection method was utilized to extract the current public 

hotspots．Then topic clustering and predication model could estimate their trends to monitor internal crisis and SO on．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perforlTl better and faster than the traditiona1 system in public opin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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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监测系统是对现实热点与焦点问题引发的影响力较 

大、倾向性性较强的言论和观点进行监视及预测的网络应用 

系统_1]。此类系统在网络管理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网络 

管理人员通过此类系统监测信息及其发展趋势，对网民进行 

有效引导，并对一些网络舆论危机进行积极化解，从而维护网 

络和现实社会的稳定与和谐_2 ]。目前，国内外已有若干大 

型的中心式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面世，如：Buzzlogic公司的 

Insight系统、Visible Technologies的 TruCast和 TruView服 

务、Reputation Defender的客户监控网络、北大方正智思舆情 

分析应对整体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天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 

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等_4。]。这些系统的主要处理对象是 

外部网络(Internet)中的广域舆情，其处理流程大致分为 3个 

阶段L8 ]：(1)预案制定 ：监测中心确定需要监测的 目标网站 

和关键词，并规划相应的处理方案 ；(2)过程监测 ：采集 、汇总 

目标网站运营中的相关信息；(3)预警与决策：发现可能发生 

的网络危机，判断其趋势，修正和调整预案，并实施相应的网 

络管理活动。在实际应用中，上述系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 

包括[io-iz]：监测响应速度慢；误报率较高；预案与处理工作比 

较宏观和抽象，因而自动化程度较低，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资 

源完成细节工作。而从现有文献看，话题针对性较强、基于网 

络内部管理的、自动处理程度较高的舆情监测系统还处于研 

发空白区。 

针对上述问题与研究空白，提出了基于话题检测与分类 

的内部舆情监测系统。本文第 1节对现有系统的问题进行分 

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且对本系统的组织模型、数据结 

构与运行流程进行详述；第 2节给出本系统中的关键技术与 

算法；第 3节通过实验对本系统的性能进行分析；最后是全文 

总结。 

1 方案与模型 

1．1 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案 

当前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主要运行于监测点(通常为网 

络系统，如网站或网络数据库)之外；这些监测系统通过外部 

接口对多个监测点内的舆情信息进行抽取、识别与筛选，从而 

实现监测目的；而监测点并不负责信息处理。这种体系结构 

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是由于舆情监测系统通过网络和外部 

接口访问监测点，使得监测响应速度较慢；其次是由于监测系 

统的监测点较多，监测内容较为宏观，对于各个网络系统难以 

提供个性化和专门化的服务。针对上述问题，本系统将舆情 

监测系统下放至各监测点中，由监测点进行微观监测跟踪，并 

向中心监测系统提供报告，这种模式较为个性化，而且能够在 

一 定程度上实现负载均衡。具体实现参见“系统结构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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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当前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采用中心监测模式，尽管可以 

将众多监测点中的检测数据融合起来，从而实现广域监测，但 

由于它们的监测流程主要采用中心服务器“关键词”定时轮询 

法，导致r一些新出现的舆情信息难以及时上报和汇总。此 

外，中心监测模式主要依靠“既成事实”的言论进行监测和预 

测。因此 ，目前的监测系统需要经过较长的监测周期，在拥有 

较多的数据积累后危机往往已经进入了新阶段，此时才进行 

管理干预，消耗的相关资源(时间、人力、财力、技术力量)较 

多。针对上述问题 ，本系统除采用分布式的监测方案外，进一 

步采用基于功率谱估计的热点话题发现技术 ，及时监测新的 

舆情发生点，并通过聚类预测对话题的发展进行预测，并完成 

舆情预处理与相关干预。具体实现参见“关键技术”部分。 

1．2 系统结构与模型 

该系统的结构与组织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 系统组织结构与运行流程 

(1)舆情采集单元：该单元的数据来源包括3种。 

首先是通过内部信息进行系统内话题监测，主要是对系 

统内部新近发生的话题进行检测，以发现新的舆情发生点，并 

作关键词过滤；此外，进行定时扫描，通过聚类预测技术对新 

生话题的可能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根据设置进行预案处理。 

例如：在预处理中，将包含过量敏感词的话题加人高危监控列 

表以及通知网络系统管理员等。 

其次是通过客户一服务器模式获取舆情监管部门的舆情 

控制咨文。由于话题的扩散通常是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而 

舆情的形成也是由局部开始，因此监测点的舆情监测必须全 

面、完整和及时。本系统以监测点为客户端、以舆情监管部门 

为服务器端进行局部热点话题的汇总融合。即监测点一方面 

下载监管部门服务器中的舆情控制咨文(主要是热点话题及 

其特征、预处理关键词等信息)，另一方面将自身采集到的同 

类信息上传，以供其他局部监测点备用。 

最后，本系统定时通过互联网中若干重要的搜索引擎进 

行反向检索，主要根据当前系统内热门话题的关键词，通过搜 

索引擎的接口获取符合当前舆情趋势的相关网页快照(百度 

和谷歌等搜索引擎的“网页快照”)，从中抽取热点话题及其特 

征，跟踪与本系统相关的舆情变化情况 ，并丰富本系统的控制 

咨文库和话题样本库。 

(2)舆情监测单元：该单元主要负责两部分工作。 

首先是通过热点话题 的检测，发现本系统内的舆情动向 

与相关线索；定时对系统内话题的主题更新变化频率、回复高 

低频率比例、有效信息增长速度、话题的关注度等监测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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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新与分析，采用功率谱估计技术处理得出该话题的反响 

程度，并予以排序和记录。 

其次是通过热点话题的预测，对本系统内的热点话题进 

行聚类，通过专家经验库预测其发展趋势；并通过聚类归属， 

识别非法或垃圾话题。 

(3)舆情处理单元 ：该单元主要对从两个方向上对两个方 

面的话题进行处理。 

首先是对于正面话题，本系统从正方向(SEO，搜索引擎 

优化)上对其进行优化，主要包括 ：改变其在网页树中的层次 

位置(例如顶置、加精、高亮等)，冲淡或者提高话题中的关键 

词密度等。 

其次是对于负面话题，本系统主要从反方向(监管与控 

制)上对其进行处理，主要包括：话题位置调整(例如沉底、推 

迟发布、移位等)、话题对象处理(例如禁止回复、自动回复或 

删除话题等)、舆情警报处理(例如报告网络管理员、向舆情监 

管部门服务器报警、自动截留保存相关话题证据等)。 

1．3 系统运行流程 

系统的运行流程如图 1中标识所示。 

(1)舆情采集 ：(1．1)当新生话题进入系统时，进行关键词 

过滤等处理，采集其特征，注入话题特征库备用；(1．2)从舆情 

监管部门的服务器中获取控制咨文，用以丰富话题特征库，以 

备舆情监测和处理使用；(1．3)对搜索引擎进行反向检索，查 

证话题，并采集当前反向强烈的话题及其特征充实数据库。 

(2)舆情监测：(2．1)系统对(1．1)中采集到的话题及其特 

征，根据(1．2)和(1．3)中采集到的咨文与热点，采用功率谱估 

计技术进行本系统内的热点话题发现；(2．2)进一步，通过热 

点话题聚类预测，分析热点话题的发展趋势等变化情况。 

(3)舆情处理：根据热点话题聚类预测生成的舆情报告 

(正负两方面的热点话题列表)，进行相关的舆情处理工作。 

2 关键技术 

2．1 热点话题发现技术 

基于功率谱估计的热点话题发现技术是通过既有话题的 

相关性，估计出接受到的信息的功率(影响程度)随频率的变 

化关系。功率谱估计主要用于研究信息在频域中的各种变化 

特征，其目的是根据有限的数据，在相关频域内提取噪声中的 

变化信息，因此非常适合于对话题的发展趋势进行估计和预 

测。由于功率谱是由特定信息的各个频率分量融合的功率， 

因此各个频率分量的功率为特定话题信息中不同频率成分在 

整个信息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如果某功率谱中的低频部分 

功率较大，则该信息的变动速率较低；反之，则该信息变动速 

率较高。而热点话题的发现基于人们对某一个话题的反应。 

当本站(网站或数据库)中出现新话题时，首先进行第 1．3节 

中的预处理，通过基本的过滤、审核和预处理后，进入站内；站 

内的舆情监测系统定期定时地扫描各个更新过后的话题，并 

进行第 1．3节中的分类；并在此时根据功率谱密度估计原理， 

对分类后监测到的话题的主题更新变化频率、回复高低频率 

比例、有效信息增长速度、话题的关注度等监测数据进行分 

析，并通过排序得到热点话题列表。用 (m)表示话题z( ) 

的自相关函数，而P (∞)表示它的功率谱密度，则有： 

P盯( )一 ∑ (m)e一埘 
。。  

而其中： 



 

虹 ( )一 lim ∑ z( )-z ( +m) 
—  

。。 厶 』 I 1 N 

代入后可得 ： 

P廿( )一舰 再[ ( )e ]·[ 。。z ( +m) 

‘ 神] 

并将该式求平均，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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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中，由于网络舆情监测中得到的话题检测数据 

只能是它的一个数据序列的片段，因此必须采用有限数据序 

列来估计该话题的功率谱密度。设话题的有限数据序列为： 

z(0)， (1)， (2)，⋯，z(N)，则有 ： 
 ̂ 1 。。 

(优)一 ∑ zN( )z～( +m) 
』 n一 一 。。 

 ̂  ̂

尸 ( )一∑ ．Ⅱ(m)e-jO~,n 

就其分量而言，以主题更新变化频率为例，当某个话题的 

主题遭到强烈反对或赞同时，将会有大量的舆情导向相反相 

悖或相同相似的信息注入该话题，而这两个方向上的更新频 

率的绝对值之和反映了该话题带来的反响情况(回复往往被 

大量简单的无主题内容充斥，因此仅能作为话题受关注度的 

参数之一)。 

2．2 热点话题预测技术 

在实际工作中，新的话题频发。如果对所有话题进行全 

程跟踪监控，将带来较大的系统开销，因此本系统对新话题采 

用了基于聚类预测的热点话题预测技术 。 

聚类预测依据既有的话题样本库进行，通过话题样本及 

其相关属性，构建了模糊相似矩阵RE 9l(其中行为话题类，列 

为话题类的各属性)。该类型矩阵通常仅满足自反性和对称 

性(其中，自反性保证任一个新的话题不能同时属于两个话题 

类型)。而传递性又是话题预测的必要条件，即假设话题 1与 

话题 2同类，话题 3与话题 2也同类，则话题 3与话题 1同 

类。为实现该矩阵的传递性，本系统对矩阵进行了取 截矩 

阵改造。 

(1)由管理员根据经验取 值，模糊相似矩阵中小于 的 

元素均置为0，其余的不变。 

(2)以行为处理单位，将每一行中的非零元素赋值为行 

号，构建新的聚类矩阵R 。从第0列开始，执行(3)。 

(3)从第 列的非零元素R [ ， ]开始，查找与其它列对 

应的第i行的、与R [ ，力相等的非零元素。如找到，则将该 

列向量累加到列向量R，[力中，之后将该列向量清零，如此循 

环，直到 i被遍历结束。至此，将获得一个聚类的新向量。列 

号 累进 l，直到j．被遍历结束，生成新的矩阵。 

(4)至此，新矩阵 R 的每一列均对应唯一的聚类模式。 

通过查找该矩阵中非零元素的行号，可以找到对应的话题集 

合样本；而通过比较，可以获得每一个话题聚类中的样本。 

(5)当需要对新话题进行估计时，首先根据话题内容及有 

效回复进行分词，抽取其相关特征，构成话题特征向量；然后 

计算新话题向量与各个话题聚类的相似程度，以判断其归属， 

进而通过专家经验库 ，从话题聚类中观察到此类话题的可能 

发展趋势。本轮计算中，当前新话题 X向量的相似度计算公 

式为：Sire=[X*A +(1一x×AV )]。其中，*和×为 

模糊运算中的内、外积运算符；而AV_G表示第 i个话题聚类 

中所有话题样本的各属性平均值集合。由于分类话题样本 

中，部分话题属于不和谐范围，因此 ，热点话题预测后，如发现 

类似问题，系统将会对这部分话题进行管制和封闭。该功能 

对网站的内容健康与和谐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系统在某政务网站与某大型虚拟社区中进行了联合模 

拟实验，对用户、网站管理人员(版主、各级管理员)等发放 

500份(两套)关于该系统使用情况的调查问卷，共计收到有 

效问卷 372。两套问卷主要从用户心理角度(通过对普通用 

户进行问卷调查)和信息和谐角度(通过对版主和系统管理员 

进行问卷调查)对本系统 的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如表 1所 

列 。 

表 1 舆情监测系统使用情况调查统计表 ( ) 

调查结果显示了使用本系统后，相关网站和社区点击率 

明显提高；且表 1显示用户和管理人员对网站的各项主观性 

能的满意程度均有提高。经过分析可以认为：该系统能够较 

好地进行站内舆情监测和预警，并根据站外控制中心提供的 

相关信息对站内信息进行及时调整和监测控制，从而保证站 

内信息的和谐与有效。此外，版主与网站管理员的问卷调查 

也显示：该系统能够提供较为准确的热点话题信息列表，并对 

不合理内容进行及时监测与控制，且响应速度较高(对不良话 

题的平均监测和控制响应时间为 3分 17秒)，能够节省大量 

的时间和人力资源。 

此外，网络系统管理员通常担心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对网 

站的流量、客户容量等性能造成影响，而上述性能最终将由系 

统所在服务器的硬件资源容量决定。因此本系统在联合模拟 

实验时，以 15分钟为间隔，对政府网站和虚拟社区所在服务 

器的CPU使用率(应用本系统前后)进行了监测(硬件配置均 

为：CPUXeonE5620 2．4GHzX 2；内存4G)，以验证本系统对 

系统性能的影响程度和资源占用率。从图2可以看出，由于 

采用了先进的算法与体系结构，尽管监测需要消耗一定的资 

源，但本系统由于占用系统资源较少，将部分处理分散到客户 

端执行，因此对网站系统性能影响较小，具有较高的可用性。 

特  
睇  

U 

— ●}一 服务器1前 

— r一 服务器2前 

— c 一 服务器1后 

— ●r一 服务器2后 

1 z 3 4 5 6 7 8 9 10 

CPU使用事监测周期(15rain) 

图2 CPU使用率监测结果 

结束语 基于话题检测与聚类的舆情监测系统，应用功 

率谱估计热话题检测技术对站内热点进行识别，应用聚类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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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术对话题进行聚类和预测评估。实验证明，该系统具有 

较高的响应速度和用户满意度，因而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 

推广前景。未来的研究包括对等舆情监测系统体系结构、广 

域舆情监测与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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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5(关联规则) 在相容关系下 n̂  —z是关联规 

则，当且仅当(N (口) NTa(z))八( (g) Nra(z))。 

相应地，定义15也可用粒矩阵进行表示。请注意，点的 

连续性是相容关系下关联规则成立的必要条件。 

在表 1中，条件属性C一{ ，rf2}，决策属性 D一{ }。 

由表 1可看到决策规则： 

â  ；n̂ _厂 x；bAg— ； 

ĉ 矗— ；d  ̂— 

对于 丁1，丁3，有 

GrRM 一(c ) × 一U／ET~×(U／Elr̂) 

一  

1

；1薰00 0]× iO]一 L
001J 
圈 

由定义14，忌一1且GrS nGrST~=GrS ，故T3中心依 

赖于T1。同理，对于 T2 ，虽然 E EL，但是 GrS n 

GrST
~
≠GrS ，T2到 丁3只在 h点连续，Nl。( ) NQ(z)。 

因此表 1最终可以得到2条关联规则：ĉ 一z； 矗̂一z。 

结束语 等价关系、相容关系都是特殊的二元关系，都可 

当作粒化方法，并因此衍生相应的知识处理方法和手段。 

2005年起，笔者从二进制粒矩阵理论的角度讨论了 

Rough集理论的上下近似_】 ，并用矩阵系统定义了Rough集 

代数定义系统。本文把基于等价关系的矩阵运算拓展到相容 

关系，定义了基于粒矩阵的相容关系的上、下近似和知识表达 

系统，给出了相容关系的关联规则发现算法。算例表明了各 

种概念和定义的可计算性，这些定义可以进一步实现相容关 

系的知识约简，还可以拓展到普通二元关系中，相关研究还在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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