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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流行，普通用户已经完成了从信息接受者到信息产生者的转变，每个人都

可以实时分享自己身边的信息，也可以转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使得社交媒体的数据量迅速增长。在海量数据中蕴

含着丰富的社会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记录，如何有效地从这些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成为了当前信息领域的重 要

问题。针对该问题，介绍了基于社交媒体的事件感知与多模态事件脉络生成。基于社交媒体的事件感知 与 多 模 态 事

件脉络生成旨在通过分析社交媒体中的文本、时间、图像、评论、观点、情感和用户交互等多模态数据，感知事件并刻画

事件的关系，从而实现对事件的总结。讨论了基于社交媒体的事件感知与多模态事件脉络生成的描述 模 型、概 念、发

展历史、关键技术与挑战以及其广泛的应用领域，综述了社交媒体分析在事件感知和事件总结方面的研究进 展，并 对

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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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社交媒体是人们之间 用 来 分 享 见 闻、经 验 和 观 点 的 网 络

平台，目前 国 内 外 常 用 的 社 交 媒 体 主 要 有 微 博、Ｔｗｉｔｔｅｒ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随着 Ｗｅｂ２．０的兴起和社交媒体的发展，Ｔｗｉｔ－
ｔｅｒ和微博等社交应用允许人们发布和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越来越多的信息以多种数据形式出现在各大社交媒体中。大

量的实时数据吸引了很多研究者分析这些社交媒体的数据，

并从中挖掘出有 用 的 知 识。文 献［１］把 Ｔｗｉｔｔｅｒ当 作 社 会 事

件的传感器来实时感知地震的方位并通知当地的民众，这种

通知方式甚至比日本 气 象 局 的 通 知 还 要 迅 速。文 献［２］研 究

了Ｔｗｉｔｔｅｒ在突发事件 报 道 上 的 高 时 效 性，显 示 在 官 方 发 布

本拉登死亡消息之前，Ｔｗｉｔｔｅｒ上关于这一消息的转发量已经

达到上百万。

社交媒体数据分析 的 应 用 前 景 十 分 广 泛。例 如，有 些 研

究致力于通过社交媒体来侦测突发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疾病

和地震［４－６］等灾难事件；有些研究工作用于对一些有规律的事

件进行预测，比如政治选举和体育比赛［７］；还有些研究通过更

加直观的方式对社交媒体中的事件进行总结，然后以不同的

可视化方式呈现给用户，不同的总结和分析方法衍生了不同

的结果呈现方式，比如检索排序［１８－２０］和时间轴［２１－２７］。

对社交媒体数据的处 理 面 临 着 许 多 问 题：１）社 交 媒 体 数

据作为个人用户发布信息的渠道，其内容往往具有随意性［３］，

这与经过编辑的新闻报道是不同的，这种随意性给事件分析



带来困难；２）由于微博本身的字数限制，单条微博往往难以提

供有效的信息［３］，这使得 对 长 文 本 分 析 的 传 统 方 法 不 能 简 单

地应用到社交媒体分析 中；３）多 模 态 的 数 据 也 给 社 交 媒 体 分

析带来新的挑战，由于信息的随意性和每条信息携带了一定

数据量，充分利用每条微博的信息成为必然，而如何统一处理

这些不同模态的信息是研究者们现在关注的重点之一。

本文第２节介绍社交媒体的事件模型和概念模型的一些

研究成果；第３节和第４节分别介绍事件感知和事件总 结 的

发展概况和方法；第５节介绍面向社交媒体的事件感知和 多

模态事件脉络生成所面临的挑战和针对这些问题的方法；第

６节 介 绍 面 向 社 交 媒 体 的 数 据 分 析 的 应 用 和 前 景；最 后 总 结

全文。

２　社交媒体的事件描述模型

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每天有千万级以上的用户在这些平

台上分享和传播信息，面对海量数据，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型来

分析隐藏在数据之中的信息和知识。对社交媒体的事件描述

模型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介绍。

子事件：社会事件通常会包含不同的子事件，每个子事件

反映的是一个事件的不同侧面，比如对疾病事件的感知、对疾

病的传播的描述和对疾病的防治的描述可以分别作为“疾病”

这一事件的子事件。

线索：事件之间往往都不是孤立的，根据关注事件的用户

群体是否相似、事件之间的时空关系以及事件包含的关键词

可以得到事件之间的关系图，这个体现事件变化和事件相关

性的图就是一个线索，即事件发展的脉络。

关联：两个事件有关联是指两个事件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通常这种关系是因果关系或者是互补关系，即一个事件经过

一段时间发展成为另一个事件，或者两个事件同时是另一个

事件的子事件。

情感：社交媒体中的信 息 除 了 像 新 闻 报 道 那 样 包 含 了 事

件的发展信息，还包含了民众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和看法，可以

将这些看法简单地分为积极的看法和消极的看法，或者以其

他标准划分看法中带有的情绪，这就是社交媒体信息中包含

的情感。

３　事件检测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越 来 越 多 的 用 户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分

享和讨论热点事件，这些事件可以是物理世界中发生的事件，

也可以是社交媒体中 的 热 点 话 题。社 交 媒 体 拥 有 丰 富、多 维

度的信息，因此，通过分析这些海量数据可以实时发现热点事

件［３６］。然而，对于某一事件，与之相关的微博量非常庞 大，同

时，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冗余信息，因此社交媒体的事件检测也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事件检测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方法以文档为 中 心，通 过 分 析 文 档 间 的 相 似 度 进

行聚类，从而检 测 事 件［９－１４］。文 献［１２］提 出 将 事 件 划 分 为 不

重合的片段，通 过 对 这 些 片 段 进 行 聚 类 来 生 成 不 同 的 事 件。

文献［１３］采用ＬＤＡ模型来发现时间和空间属性不同的事件。

文献［１４］使用一种层次和非层次的聚类算法来发现时间轴上

的不同事件。由于微博 的 长 度 较 短，单 条 微 博 中 包 含 的 信 息

往往很少，使用以文档为中心的方法进行事件发现时会生成

大量的稀疏向量从而影响微博相关性的测量，所以更多的事

件检测工作建立在以特征为中心的方法上。

第二类方法以特征为 中 心，通 过 分 析 与 事 件 相 关 的 关 键

词来发现事件［１５－１７］。文献［１５］使用无限状态自动机对数据流

进行建模，采用层次结构来分析数据流，从而发现数据流中的

热点事件。文献［１６］自 动 提 取 微 博 中 突 发 事 件 的 关 键 词，并

通过对这些关键词进行聚类来发现热点事件。文献［１７］不仅

通过识别微博文本特征和用户特征进行事件发现，同时还对

热点事件的发展进行了预测。

４　多模态事件脉络生成

通常在检测到事件发 生 之 后，用 户 会 进 一 步 关 注 事 件 的

发展过程，一个清晰的事件脉络能够告知用户整个事件的发

展过程［３７］。在一个事 件 中，用 户 可 以 通 过 文 本、图 片、评 论、

转发等形式来描述事件的发展，这些多模态的数据提供了丰

富的信息，同时也给事件脉络生成带来了挑战。因此，很多研

究者致力于多模态事件脉络生成，目前的方法可以分为３类。

第一种方法只选取有代表性的微博或关键词作为事件总

结［１８－２０］。文献［１８］针对体 育 比 赛，通 过 分 析 用 户 对 体 育 比 赛

的观点对事件进行 总 结。文 献［２０］针 对 灾 难 事 件，提 取 微 博

文本中关于不同的灾难事件的情景信息，然后总结这些信息。

文献［１９］的方法不同于前两种，不仅使用了微博的文本信息，

还使用了其中的图片 信 息 来 总 结 事 件。然 而，这 些 工 作 都 只

着眼于选取有代表性的的微博，却没有一个清晰的事件发展

脉络，用户很难理解事件的发展过程。

第二种方法将事件总 结 的 结 果 按 照 时 间 排 序，以 时 间 轴

的方法来呈现事件脉络［２１－２７］。文献［２３，２５－２６］使用峰值检测

的方法来找出一个事件的重要时刻，通过选取在这些时刻的

微博来生 成 一 个 按 时 间 顺 序 排 列 的 事 件 脉 络。然 而，Ｍｅｌａ－
ｄｉａｎｏｓ等［２１］认为使用峰值检测的方法并不能很好地找出重要

的时刻，并提出了一种基于图论的算法来发现事件的重要时

刻。Ｘｕ等［２２］使用了文本以及用户间的交互信息来 创 建 图 结

构，从而选出有代表性的图片作为事 件 总 结。Ｙａｎ等［２４］通 过

文本与图片信息的分析 来 选 取 重 要 的 微 博 或 者 句 子。Ｃｈａｎｇ
等［２７］通过分析用 户 间 的 交 互 信 息 的 方 法 来 选 取 微 博。虽 然

第二种方法按照时间顺序生成了事件脉络，但是不能更全面

地展现一个事件的各个侧面。

第三种方法也需要选 取 有 代 表 性 的 微 博 或 者 句 子，但 与

之前的方法不同的是其重点研究了事件中不同侧面之间的关

系［２８－３１］。文献［２８，３０－３１］把微博挑选问题看作是寻找图中最

小支配集的问题。文献［２９－３１］在 建 立 图 的 时 候 只 使 用 了 文

字信息，而 Ｗａｎｇ等［２８］同 时 使 用 文 字 和 图 片 信 息 来 建 立 图。

文献［２８，３０－３１］采用Ｓｔｅｉｎｅｒ树算法 构 建 事 件 的 脉 络 和 分 支。

Ｌｅｅ等［２９］提出了一种基于语境信息的搜索方法来跟踪上下文

结构，从而建立事件脉络。

５　关键技术与挑战

５．１　多模态信息交互融合的事件要素

一条 微 博 往 往 包 含 丰 富、多 维 度 的 信 息［１９，３２－３３］，比 如：时

间、文本、图片、地理位 置、评 论、转 发 等。通 常 单 模 态 的 数 据

只能刻画事件的一个侧面，不能展现事件的全貌，而多模态的

数据能够起到互补的作用，能够发现事件的各个侧面以及他

们之间的关联，从而呈 现 事 件 发 展 的 全 貌。因 此 越 来 越 多 的

研究者开始关注如何将多模态的数据进行交互融合。

当前很多工作都致力 于 对２种 或 者３种 信 息 进 行 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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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如何对文字和图像进行跨媒体分析成为了多模态信息

分析的重点和难点。文 献［３２］提 出 了 一 种 对 微 博 中 的 文 字、

ＵＲＬ中的文字和图片信息进行联合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微博

转发量进行统计，从而发现热点事件，但这种方法并没有对图

像信息进行深入 分 析，而 且 对 ＵＲＬ中 的 信 息 进 行 分 析 时 无

法通过转发数来计算权 重。文 献［１９］通 过 对 传 统 的ＬＤＡ方

法进行改进，深入分析了文本和图像之间的关系，选取出有代

表性的文本和图像信息作为一个事件的子事件；这种方法考

虑了图像本身携带的信息，但只对文本和图像进行了分析，没

有对其他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文献［３４］使用卷积神经网络

的方法对图像和文本进行统一处理和检索，但文本和图像必

须成对输入。相比之下，文 献［３３］更 加 全 面 地 考 虑 了 微 博 中

的文字、图像、时间和用 户 之 间 关 系 的 信 息，通 过 传 统 图 论 的

方法来生成对事件的总结。以上方法对微博或推特中的两种

或两种以上多模态的信息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分析，但尚未

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对事件中的所有信息进行统一的建模分

析。

５．２　事件之间的关系刻画

在社交媒体发现热点 事 件 之 后，对 事 件 本 身 的 分 析 也 成

为了一个值得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同一个时间段内的事件

往往是具有相关性的，而对事件之间的相关性的刻画则取决

于很多因素，比如事件是否发生在同一地点、关注事件的人群

是否有某一特点以及事件的主体是否相同等。对一个事件来

说，其本身又可以划分为一个个子事件，不同的子事件刻画了

事件的不同 侧 面。通 过 对 事 件 的 划 分 和 事 件 之 间 关 系 的 刻

画，可以生成一个易于用户理解的故事脉络。

文献［１９］对同一事 件 的 子 事 件 进 行 了 总 结 和 评 分，生 成

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的报道；采用ＬＤＡ的方法对同一事

件的相关微博 进 行 聚 类，但 并 没 有 考 虑 到 事 件 之 间 的 关 系。

文献［２９］通过图论的方法总结了在同一时间段的微博流中发

生的事件，并对事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刻画，从而生成事件的

脉络，但对同一事件的子事件并没有做更多的考虑；而且在分

析事件之间的关系时，只分析了微博的相似性，然后利用图论

来进一步分析 事 件 关 系，没 有 利 用 事 件 中 的 用 户 交 互 信 息。

文献［３３］分析了事件 之 间 的 用 户 和 内 容 的 相 关 性，但 工 作 只

局限于选取不同事件中有代表意义的微博，并不能生成一个

便于用户理解的事件发展脉络。ＣｒｏｗｄＳｔｏｒｙ［３５］考 虑 了 时 间、

文本、图片和用户交互４种属性，可以认为图片和用户交互是

时间和 文 本 属 性 的 补 充，并 且 还 能 发 现 微 博 之 间 的 关 系。

ＣｒｏｗｄＳｔｏｒｙ不仅通过时 间 和 文 本 层 的 融 合 发 现 了 事 件 的 不

同线索，而且通过图片和用户交互层的融合生成了一个细粒

度、多侧面的事件发展脉络。

６　未来的应用和研究方向

社交媒体的事件感知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由于社交媒

体信息的发布者是广泛的个人用户，因此基于社交媒体的事

件感知往往要比正式的新闻报道更加及时［２］，因此，通过对社

交媒体信息的分析，可以更快地得到热点事件的发展情况。

一段时间内的社交媒体的数据反映了当前时间段内社会

的变化，通过对事件的分类，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内发生在政

治、体育和科学等领域的事件［７］，这使得我们可以分析在某一

时间段内事件的变化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有用的信

息。同时，对于很 多 有 规 律 可 循 的 事 件，比 如 公 民 选 举 和 疾

病［５，２０］等事件，对社交媒 体 的 分 析 可 以 对 事 件 的 发 展 进 行 预

测，分析事件的发展趋势和起因，这对疾病管控和突发事件的

处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社交媒体用户量 的 增 多 和 信 息 的 爆 炸 式 增 长，对 社

交媒体数据的有效分析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仅仅对事件

的感知还不能形成一种便于用户理解的模式，因此要对事件

做进一步分析。通过对 信 息 的 相 关 性 和 重 要 性 评 估，可 以 展

示给用户最有价值的微博。将同一事件进一步分解为一个个

子事件，不同的子事件 体 现 了 事 件 的 不 同 侧 面。除 了 对 事 件

进行进一步分析以外，对 事 件 之 间 的 关 系 也 需 要 分 析。利 用

微博用户之间的关系以及事件本身的相关性可以得到一段时

间内事件的关系网，在关系网中加入时间信息后可以看到事

件的发展脉络［２５，２８，３０］。同时，基 于 多 模 态 的 分 析 方 法 并 不 局

限于社交媒体分析的领域，这种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含有多

种形式信息分析的情况，比如信息检索和信息过滤。

新兴领域的多模态分析和事件脉络总结有着广泛的发展

前景。如何尽可能地将社交媒体中多种形式的数据进行统一

的分析以及找到更加有效的事件关系分析方法是未来社交媒

体数据分析的研究重点。

结束语　本文综述了基于社交媒体的事件感知的发展概

况和应用前景，以及新兴领域的多模态事件脉络总结的发展

概况和关键技术。随着存储在社交媒体中的数据呈指数型增

长，使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挖掘和分析这些数据已经成为迫

切的需求。个人用户通过社交媒体成为了对周遭社会信息的

实时传感器，实时感知这些数据可以对突发事件进行侦测以

及预测这些事件的发展状况。然而需要看到社交媒体信息的

发布者是个人用户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本身的限制，社交媒体

的信息充满了随意性，这给分析数据带来了新的挑战，对社交

媒体中多种形式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是解决信息随意性问题

的关键技术之一。对感知到的事件进行进一步总结也是重要

的研究课题之一。仅仅对事件的感知不足以给用户一个便于

理解和分析的结果，因此对事件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分

析从而获得更有价值的知识，充分利用事件信息中的用户关

系和图 论 的 知 识 来 分 析 事 件 关 系 是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的 关 键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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