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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动力学模型与舆情演化研究

刘小洋　何道兵

(重庆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庆４０００５４)
　

摘　要　针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传统演化模型未引入动态参数等问题,结合传播动力学提出了一种动态扩散网

络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舆情演化系统与数学模型.首先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进行了分析与设计;其次对动态扩

散网络进行了设计,并结合动力学构建了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数学模型;最后对模型进行仿真分析,并与现实社会

真实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对比.结果表明:仿真结果数据与真实监测数据的相似度为０．８３８６,相关系数为０．８２７９;提出

的数学模型揭示了微观个体信息与舆情传播的内在规律,与真实事件传播过程相吻合,证明了构建的模型是合理、有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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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InformationPropagationDynamicsModelandOpinionEvolutionBasedonPublic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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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thatthetraditionalevolutionarymodelofinformationdisseminationforpublicemerＧ

genciesdoesnotintroducedynamicparameters,thispaperproposedadynamicdiffusionsystemforpubliceventinforＧ
mationpublicopinionevolutionandmathematicalmodelbasedonpropagationdynamics．Firstly,theinformationdisＧ
seminationofpublicemergenciesisanalyzedanddisigned．Secondly,thedynamicdiffusionnetworkisdesignedandcomＧ
binedwiththedynamicstoconstructthemathematicalmodelofpublicemergencyinformationpropagation．Finally,the
modelissimulatedandanalyzed,andcomparedwithrealsocialstatistics．Theresultsshowthatthesimilaritybetween
experimentaldataandrealdatais０．８３８６,andthecorrelationcoefficientis０．８２７９．TheproposedmodelrevealstheinＧ
herentlawsofmicroＧindividualinformationexchangeandpublicopiniontransmission,andisconsistentwiththeprocess
ofrealeventpropagation,whichprovethattheproposedmodelisreasonableand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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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突发公共事件涉及现代生活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

众多领域,涵盖医疗、教育、法律、娱乐等诸多议题.突发公共

事件是由社会现象触发,引发社会参与、广泛争议或质疑,形
成“争议场”的突发热点事件[１Ｇ３].事件发生之初,由于公众对

事件相关的专业知识掌握较少、信息了解不充分及认识差异

较大从而引起剧烈反响,比如转基因食品该不该吃、喝茶能防

癌还是致癌、房价拐点是否已到来等事件.在此类事件中,媒
体及时发声,做好舆论引导,以利于民众及时做出理性判断显

得十分重要,但媒体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施加影响才能达到

最佳效果,则有赖于对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特性和舆情演化规

律进行深入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对该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从实证与

理论两方面展开工作.实证研究主要收集实际传播数据,分
析群体网络在时域和空域上的演变规律[４].理论分析主要是

利用复杂网络拓扑特性和传播动力学建模,通过仿真分析微

观个体间交互特性来探究宏观舆情演化规律.经典的模型主

要有基于Sznajd和 FrenchＧDeGroot的信息传播模型,Sznajd
模型是一维链上的观点演化模型,FrenchＧDeGroot模型认为

节点的观点可以在一个任意维度和结构的空间上延伸,观点

在吸引力驱使下演化.后来一些学者在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进

行了改进,主要从网络拓扑结构和传播动力学演化规则两个

方面展开研究工作.
网络拓扑结构方面,文献[５]在复杂网络理论的基础上,

研究以指数增长形式求解网络度分布的问题,推导出一种描



述网络舆情拓扑的模型;文献[６]基于超边缘耦合算法与舆情

事件之间的耦合关系,提出了超网络模型;文献[７]研究发现

舆论在同质网络和异质网络中呈指数混合形式变化,且间接

信任促进沟通和交流,建立了在线社会网络信任感知模型.

传播动力学演化规则方面,文献[８]基于微分方程理论,分析

了微博环境中两个舆论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建立了社会

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滞演化模型;文献[９]借助于统计物理知

识,建立了思想自我定位的舆论演化模型;文献[１０]利用群体

成员之间的信息传播行为同时受择优和随机作用机制的影

响,构建了具有无标度特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网络

模型.上述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意见传播和舆情形成的

主要特征,但存在两方面问题:１)复杂网络模型和传播动力学

模型被完全割裂开,先构建网络模型,然后运用动力学方程进

行迭代演变,演变过程中网络结构固定不变,未能体现信息传

播过程中网络结构动态变化这一特性;２)网络规模、传播速度

受事件本身的轰动性、群体利益相关性等因素的影响较大,特
别是与人们当前价值观、认知水平差异较大的事件,其传播速

度更快、辐射范围更广,而模型中未能体现.为了深入研究突

发公共事件的内在传播规律,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

了动态扩散网络舆情演化模型.

２　传统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模型

２．１　扩散动力学模型

突发公共事件扩散网络是由相互关联的突发公共安全事

件(节点)以及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之间的触发关系(边)形成的

有向网络,事件信息以网络的形式蔓延和传播[１１].

用xi(t)表示突发公共事件系统状态值,τi(t)表示事件自

身脆弱性影响值,ξi(t)表示外力作用下系统的修复能力值,tij

表示事件扩散的时间延迟,Mij表示两事件(i,j)之间的关联

强度,β表示信息传播扰动系数,θi 表示i节点的函数阈值,

Oi 表示节点i的出度值.突发公共事件扩散网络满足如下

关系式:

dxi

dt＝－xi(t)
τi(t)＋θ(∑Mijxj(t－tij)

f(Oi) e
－βtij

τ )＋ξi(t) (１)

其中,f(Oi)为突发公共事件对其他多个事件的影响分布函

数,公式如下:

f(Oi)＝ aO１

１＋bOi
(２)

其中,a,b为常数.该模型验证了突发公共事件的扩散过程

是由微小事件对可能产生联系的事件进行酝酿引发,逐渐出

现扩散的过程.

２．２　基于自激点过程的传播模型

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对不同个体的吸引力度不一

致,个体本身也会受到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来改变自身的决

策状态.该模型描述了交互式突发事件话题受到的关注度随

着时间推移的变化趋势,每个时刻内产生的事件话题数目越

多,此话题受到用户的关注度就越高.自激点过程是指当前

事件的发生概率依赖于以往事件的发生情况,该过程可视为

一个满足典型随机过程的泊松过程,它的特点是话题传播趋

势呈幂律上升状态,某个时刻的话题强度不是一个常数,而依

赖于自身和之前的传播趋势[１２].自激点过程的形式如下:

λ(t)＝pμ＋(１－p)k０ ∑
t＞ti

ωe－ω(t－ti) (３)

其中,λ表示在不同时刻话题受到用户关注的强度大小,它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产生的事件数目的变化而变化;μ为话题对

参与讨论的用户的吸引强度;k０ 为缩放因子,表示已受到影

响的节点对当前时刻节点的影响,在同一个话题中是一个常

数;ω为衰减率,表示前导事件对后续事件的影响;t０,t１,,

ti－１表示已过去的时间.话题强度分过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

分是话题事件不受任何影响的扩散传播过程,在整体事件中

以概率p存在;另一部分是话题事件将受到自激过程的影

响,以概率(１－p)存在.
传播过程的自激效应表示此刻话题受到的关注度(参与

数)不仅依赖于事件话题的影响力和个体特性,还依赖于自身

以及过去事件话题传播趋势的影响,也可影响后续事件话题

的传播.自激点过程的核心思想是一次小事件的产生将提升

后续系列事件的产生概率,导致事件的发生在时间序列上呈

现簇状分布.

３　动态扩散网络舆情演化模型设计

网络舆情演化是一个多主体协同的过程,具有小世界性、
幂律分布和意见领袖等特性.网络舆情演化并不是一个简单

的单向线性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其中交织着网络空间

中由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交互所引发的网络舆情观点聚合和网

络舆情信息扩散两种行为,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以一种

混合连接的形态塑造了网络舆情演化的结构秩序[１３],这就为

网络舆情演化模型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将突发公共事件

中的人抽象为个体来形成动态扩散网络,将事件信息传播关

系和发展趋势生成舆情演化原型这两个功能模块有机结合,
构成了动态扩散网络舆情演化模型,该模型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动态扩散网络舆情演化模型结构图

Fig．１　Structurediagramofdynamicdiffusionnetworkpublic

opinionevolutionmodel

３．１　个体特征分析

个体指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及其所拥有的社交网络

平台账号的总称,个体之间存在着信息交互关系.信息交互

过程受个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其基本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社
会地位、人际关系和意见倾向等.本文提取与舆情演化最相

关的几个特性,具体如下.

１)观点值(Opinion).模型中,每个节点都有一个观点

值,这是演化模型的基础,每一个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不

断地与邻 居 节 点 进 行 交 互,按 照 一 定 规 则 更 新 自 身 观 点

值[１４].观点值的取值范围为连续区间[０,３],３表示高度支

持,１．５表示持中立观点,０表示坚决反对.

２)影响力(Force).根据传播学基础理论,信息传播网络

存在服从权威现象,权威的大小正比于节点的度,因此节点i
的影响力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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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i＝ di

dmax
(４)

其中,di 为节点i的度,dmax为所有节点度的最大值.Forcei

的取值范围为连续区间[０,１].

３)利益相关度(Benefit).个体在公共事件中的反响差异

很大,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个体,其对信息交流和传播的欲望

强烈,反之则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一般不主动发表自己的

意见.用利益相关度来度量这一特征,取值范围为连续区间

[０,１].

４)从众性(Conformity).从众性是指当个体受到群体的

影响时,会怀疑并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与群体

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从众性与个体学历、知识、经验等

因素有关,从众性小的人,往往有自己的见解,受他人观点影

响较小,反之影响较大.从众性指标的取值范围为连续区间

[０,１].

５)亲密度(Familiarity).在人际交往活动中,亲密度是指

两个个体在相当长时间内有持续不断的频繁互动,影响着人

们的认识活动.一般来说,个体间关系越亲密,越愿意接受他

人的意见,反之对他人的观点容易持怀疑态度.亲密度的取

值范围为连续区间[０,１].

３．２　动态扩散网络的设计

为了描述个体间的交互特性,以个体为节点、节点间相互

连接为边构建一个无向权网络图,初始时刻网络规模很小,随
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规模逐渐扩大,最后形成一个稳定的信息

传播网络,被称为动态扩散网络,即:

G＝(V,E,W) (５)

其中,V 为网络节点集合,节点包括观点值、影响力、利益相关

度、从众性４个属性数据,节点数量表示个体的数量;E 为连

接节点之间的边集合,表示个体间可能存在的传播途径;W
为边上权值,表示个体间的亲密度.

公共事件发生时,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个体能够获知事

件信息,他们构成动态扩散网络的初始节点.接下来,事件信

息在上述个体各自的人际关系网里扩散传播,形成动态扩散

网络,扩散传播强度与事件影响面有关.随着传播活动的进

行,未知信息的节点转变为已知信息状态并加入到动态扩散

网络中.动态扩散网络节点数量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已获知信

息的个体数量的增长,它与人口增长模型 Logistic函数具有

类似规律.早期信息扩散传播速度快,按指数级增长;中期对

信息感兴趣且未获知信息的个体逐渐减少,增长速率变慢;后
期剩下的未获知信息的个体对该信息不感兴趣,数量停止增

长,此时动态扩散网络收敛,网络结构趋于稳定.用r表示事

件影响面系数,以衡量增长速度的快慢;V０ 表示动态扩散网

络初始节点数;K 为节点数终值,数值上等于事件影响区域的

人口总数量 N 和影响面系数r 的乘积,即 K＝rN.由此可

得,t时刻动态扩散网络节点数量满足如下关系式:

Vt＝ KV０ert

K＋V０(ert－１) (６)

由式(６)可知,在信息传播初始阶段,即t较小时,动态扩

散网络节点数量呈指数ert增长,然后随着t的变大逐渐趋于

饱和而增长放缓,最后当节点数Vt 接近于终值K 时不再增

长,表明信息传播扩散活动自然终止.

当N＝１０００,r＝０．５时,动态扩散网络的变化趋势如图２
所示.

图２　网络节点数量的变化图

Fig．２　Changeofnetworknodenumber

图２(a)显示了动态扩散网络节点数量随演化次数的变

化情况.可以看出,在初始传播阶段,信息传播扩散迅速,存
在连锁反应和级联效应,且网络规模呈指数级增长,经过一段

时间达到一定极限后趋于平稳,这说明信息只在一个比较稳

定的区域内交互和流动.图２(b)显示了节点增量(t时刻新

增网络节点数Nv＝Vt－Vt－１)随演化次数的变化情况.可以

看出,初期节点增量按指数级增长,达到峰值(Nv＝６３)后按

幂律函数规律衰减,并具有长尾效应.

３．３　舆情演化动力学建模

在社会生活中,意见分歧无处不在,通常人们期望通过意

见各方的交流来缓和及化解分歧.为了描述这种现象,建立

了突发公共事件舆情演化动力学模型,以揭示网络中内在信

息传播和节点观点值变化的规律.

３．３．１　网络节点观点值的变化

在舆情演化模型中,节点观点值受到邻居节点和媒体宣

传两方面的影响.邻居节点通过节点间的交互规则产生作

用,而媒体宣传则可看作是独立的特殊意见领袖,通过媒体作

用规则影响其所覆盖的个体.

个体间的信息交流和观点讨论需要基于一定的条件,即
意见分歧不能太大,否则就失去了交流和讨论的基础[１５].如

果节点i与邻居节点j之间存在边eij且观点值之差小于一定

的交互阈值ε１ 时,则按下列交互规则生成对节点i的邻居影

响值:

N_Impacti(t)＝

　
∑

j:|Oj(t)－Oi(t)|＜ε１

(Oj(t)－Oi(t))×Fj×Bi×Ci×Famij

∑
j:|Oj(t)－Oi(t)|＜ε１

eij
(７)

其中,N_Impacti(t)为t时刻邻居节点对节点i的影响值,它
是邻居节点j和节点i的观点值之差与节点j的影响力、节点

i的利益相关度系数、节点i的从众性系数、节点i和节点j之

间亲密度系数的乘积,再对其取算术平均值.

媒体宣传从媒体观点值、公信力、覆盖面、报道频率等方

面对个体产生影响[１６].如果媒体宣传观点过于超前,远远超

出现阶段人们的认知水平,往往较难以被公众接受,只有当媒

体观点与个体观点差值小于一定的传播阈值ε２ 时,才能发挥

媒体引导的作用.如果t时刻媒体宣传观点值为Om(t),节点

i处于媒体覆盖范围内且|Om(t)－Oi(t)|＜ε２,则媒体对网络

节点i的影响程度表示如下:

M_Impacti(t)＝(Om(t)－Oi(t))×Fm×Bi×Ci (８)

其中,M_Impacti(t)为媒体对节点i的影响值,等于媒体观点

值和节点i的观点值之差与媒体公信力、节点i的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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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系数、节点i的从众性系数的乘积.

在信息传播初始阶段,网络节点数量小,信息流动以自发

扩散为主,节点间信息交互及媒体影响非常有限,随着网络节

点不断增加,节点观点值的改变由邻居节点影响力和媒体影响

力共同决定.为描述这种现象,引入网络饱和度系数βt(βt表

示t时刻网络节点数量与网络收敛后节点数量的比值,即βt＝

Vt/K),则t＋１时刻节点i的观点值更新规则可表示如下:

Oi(t＋１)＝Oi(t)＋βt(N_Impacti(t)＋M_Impacti(t))

(９)

由式(９)可知,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不断地影响着邻

居节点的观点值,同时也根据邻居节点观点、媒体宣传观点和

上一时刻的观点来更新自身观点.节点观点演化的本质就是

基于交互规则和媒体传播规则的节点观点迭代过程.

３．３．２　网络中边的变化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没有信息交互的个体间有可能会建

立起直接传播途径,存在交互的个体间也可能由于观点分歧

的加大而断绝交流关系.这种现象体现在网络模型中即为边

的增加、减少和重连.

每一轮演变迭代过程中,在网络聚类系数未超过一定上

限时,以概率p随机选择少量节点生成网络边,概率p 正比

于节点的度,边的构建方法服从 Holme和 Kim提出的三角构

成规则.即假如节点i与节点w 之间已经存在连接,则从节

点w 的邻居节点集合中随机选取一个节点j,连接节点i和

节点j构成这条边.与此同时,随机选取少量观点分歧大且

亲密度小的节点对,删除它们之间的边,并重连到其他节点,

使其进行更多的信息交流.

４　仿真分析

以“山东聊城于欢案”的议题,仿真在某一地区信息扩散

传播的过程,并测试媒体不同时间介入以及采取不同引导策

略对舆情形成的影响,从而验证模型的有效性.为了验证媒

体宣传作用,根据“于欢案”事件发生时的情形,设置主要仿真

参数,如表１所列.

表１　主要仿真参数

Table１　Mainsimulationparameters

参数名称 数值 含义

TotalＧPopulation １０００ 地区总人数

Explosiveness ０．５ 事件影响面系数

InitＧPopulation １０ 事件经历者人数

InitＧSupport ３ 初始支持观点人数

InitＧOppose ４ 初始反对观点人数

InitＧNeutral ３ 初始中立观点人数

InterＧThreshold ４０％ 交互阈值

ClusterＧCoefficient ０．１ 聚类系数

MＧInfluence ０．７ 媒体公信力

Scope ３３％ 媒体覆盖范围

InterＧStep ３ 媒体宣传频次

４．１　信息传播急增期仿真

在事件发生初期,亲身经历者掌握第一手信息,经简单整

理、加工和过滤后向各自人际关系网传播,事件得以迅速发酵

蔓延.将媒体观点值分别设置为无影响、０．５(反对)、２．５(支

持)来进行３次演化实验,演化至２０次时,传播参与者人数达

４９８,网络逐渐趋于稳定,实验结果如表２和图３所示.

表２　观点人数对比

Table２　Comparisonofstandpointnumber

观点人数 无媒体影响 媒体观点０．５ 媒体观点２．５
支持 ９４ ６５ ７２
反对 １６３ １８７ １８６
中立 ２４１ ２４６ ２４０

(a)无媒体影响 (b)媒体观点０．５ (c)媒体观点２．５

图３　急增期媒体影响图

Fig．３　Rapidincreasemediaimpact

由表２和图３可知,急增期信息自发传播,噪声和谣言较

多且不确定因素大,媒体作用不明显.这一时期主要依赖权

威机构公布更多的事件细节,普及相关专业知识,从而有助于

公众更加理性地看待事件.“于欢案”进入公众视野后,由于

前期信息不够充分,事件迅速引起巨大争议,以致于有人说

“评论太多了,事实不够用了”.缺乏事实支撑的舆论轰鸣,只
能使原本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变得模糊,各种说法乃至猜测

不断地扩散.

４．２　信息传播平稳期仿真

经过急增期的传播,事件信息得以快速扩散,网络逐渐收

敛,进入平稳期,网络节点间进行大量的交互,媒体观点产生

积极的影响.节点观点值在邻居节点和媒体宣传双重作用下

进行演变.为了使媒体作用最大化,尽早形成正面的社会舆

论,媒体可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

１)高压式宣传.直接宣传极端支持观点,将媒体观点值

设置为３,演化至７００次,效果如图４所示.

(a)媒体观点 (b)观点人数变化

图４　高压式宣传的观点人数变化图

Fig．４　Changeofnumberofviewpointsunderhighpressure

propaganda

从图４可以看出,持支持、反对和中立观点的人数分别为

１７９,１６３,１５８,虽然支持人数略有提高,但反对人数并没有下

降.由于媒体宣传观点为极端支持,思想过于超前,与普通民

众认识基础的差距太大,以至于媒体观点无法被大多数民众

接受和认可,宣传效果不佳.

２)递进式宣传.媒体宣传比较中立的观点,普及相关专

业背景知识,客观公正地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引导民众去思

考和讨论,然后缓慢提升媒体宣传观点值.舆论演化效果如

图５所示.

３２３第５期 刘小洋,等:基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动力学模型与舆情演化研究



(a)媒体观点 (b)观点人数变化

图５　递进式宣传的观点人数变化图

Fig．５　Changeofnumberofviewepointsunderprogressive

propaganda

从图５可以看出,演化至７００次时,持支持、反对和中立

观点的人数分别为４１１,２１,６８,支持人数高达８２．２％,说明宣

传效果非常好.其中演化至２１~１００次之间,支持人数小幅

度下降,这是由于媒体介入后,民众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能

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之前带感情色彩盲目支持的民众

转为中立意见;演化至２００次时,民众对事件本质有了更加清

晰的认识,持支持观点的民众迅速增多;演化至７００次时,信

息得到充分地交流和沟通,正面社会舆论已形成.

３)阶跃式宣传.选取阶跃式宣传策略时,一开始采取保

守措施,宣传较为中立的观点,然后按阶梯式逐次加大宣传力

度,以循序渐进地引导舆论.先将媒体观点值设置为１．８,之

后每演化１００次提升０．２.舆论演化效果如图６所示.

(a)媒体观点 (b)观点人数变化

图６　阶跃式宣传的观点人数变化图

Fig．６　Changeofnumberofviewpointsundersteptype

propaganda

１)http://index．baidu．com/

从图６可以看出,演化到７００次时,持支持、反对和中立

观点的人数分别为４２５,１１,６４,支持人数比例为８５％,说明宣

传效果显著,正确引领了社会舆论.但仍有１１人反对,这是

因为无论何种公共事件,都有可能影响部分群体的利益,总有

人不满意,所以不可能完全消除反对观点.

实验结果表明,结合实际工作,对“于欢案”议题的媒体舆

论引导应注意工作方式和宣传策略,如果一味地强力宣传,只

会适得其反,效果不佳.考虑到民众所处的社会时期、客观环

境和认知水平,先宣传较为中立的观点,普及相关知识,统一

思想和认识,逐步改变宣传的内容,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于欢案”事件发生之初引发热议,一开始山东官方媒体开展

强力宣传工作,但随即遭到质疑,引发舆论集体批判,使其陷

入被动局面,甚至出现“别把官微当成个人菜篮子”的评论.

后来随着法院的介入,媒体发布更多的事件细节,普及专业知

识,引导民众从法律、伦理层面去思考,然后公开庭审并全程

微博直播,一步步地引导民意,最终形成了正面社会舆论.

４．３　实证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提出的模型的有效性,将仿真结果与百

度搜索指数真实监测数据进行实证对比分析.在信息传播过

程中,个体收到的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存疑的,常常通过互

联网进行求证和丰富相关信息,因此,利用互联网搜索指数指

标可间接地反映出信息扩散的趋势和强度.搜索指数是以网

民的搜索量为数据基础,以关键词为统计对象,科学分析并计

算出各个关键词在网页搜索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和.关键词

“于欢案”的百度搜索指数如图７所示.

图７　“于欢案”百度搜索指数１)

Fig．７　Baidusearchindexofyuhuancase

将模型仿真数据与百度搜索指数进行对比分析,以考查

二者的重合度和相似性,结果如图８所示.

图８　仿真数据与实证数据对比图

Fig．８　Comparisonofsimulationdataandempiricaldata

由图８可见,仿真结果数据与百度搜索指数的相似度为

０．８３８６,相关系数为０．８２７９,较好地揭示了现实社会的传播

规律.仿真曲线光滑,但真实数据曲线在下降趋势中出现多

个小波峰,这主要是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过程受微

观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所造成,而误差主要发生在中后期,在

“于欢案”事件发展过程中,不断爆料出相关信息,事件出现多

次逆转,导致传播曲线出现了多次峰值的不规则现象.

为了降低案例随机性对模型的影响,从百度平台随机选

取不同行业的４个典型热点事件,并提取相关统计数据,然后

与模型仿真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准

确性.典型热点事件及其统计数据如表３所列.

表３　热点事件信息数据

Table３　Newseventinformationdata

类别 事件信息名称 峰值人数 发生时间

政治 板门店历史性会晤 ２８５２１ ２０１８年４月

科技 史蒂芬霍金去世 ４２６７３６ ２０１８年３月

商业 沃尔玛禁用支付宝 ４０５４９４ ２０１８年３月

娱乐 李小璐事件 １１７９７８７ ２０１８年１月

典型热点事件的百度官方搜索指数如图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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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板门店历史性会晤

(b)史蒂芬霍金去世

(c)沃尔玛禁用支付宝

(d)李小璐事件

图９　热点事件百度搜索指数１)

Fig．９　Baidusearchindexfornewsevent

１)http://index．baidu．com/
２)http://index．baidu．com/

从表３和图９可以看出,真实社会中,关注娱乐事件的人

数最多,影响面最广,科技和商业事件次之,关注国际政治事

件的人数最少,影响面最小.为了降低网络传播随机性对实

验结果准确性的影响,一共进行了２０次重复实验,分别就４
个事件从真实统计数据和仿真结果数据的余弦相似性、相关

系数和误差峰值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余弦相似性是采用

统计方法计算两组数据归一化后的相近程度;相关系数是考

查这两组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关方向及线性相关程度;误
差峰值是度量两组数据之间局部最坏情况下的离散程度.这

３个指标的设置是科学的、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

对比实验结果如图１０和表４所示.

从表４可以看出,真实统计数据和仿真结果数据两者之

间的相似度和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９３,说明模型的扩散传播整

体趋势与真实数据相符,一致性高,较好地模拟了真实网络传

播过程.仿真数据与真实数据两者之间的误差峰值均小于

０．３,说明局部性态良好,误差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真实社会中

人们对不同事件的兴趣度差异较大造成,从而导致传播过程

中存在不同的传播时延和传播惯性.

(a)板门店历史性会晤

(b)史蒂芬霍金去世

(c)沃尔玛禁用支付宝

(d)李小璐事件

图１０　仿真与实证对比图２)

Fig．１０　Simulationandempiricalcomparison

表４　实验结果数据对比

Table４　Comparisonofexperimentaldata

事件信息名称 相似度 相关系数 误差峰值

板门店历史性会晤 ０．９６４８ ０．９６３９ ０．２１９４
史蒂芬霍金去世 ０．９８３６ ０．９８３０ ０．１２７３
沃尔玛禁用支付宝 ０．９６２７ ０．９６０５ ０．２２０８

李小璐事件 ０．９３７３ ０．９３７２ ０．２６０９

结束语　本文以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与舆情分析为

主要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国内外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

模型与舆情相关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其次,对传统的扩散

动力学模型和基于自激点过程的传播模型进行了分析;接着,

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的动态扩散网络舆情演化模型进

行设计;最后,构建了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数学模型并进

行了相应仿真实验和实证对比实验.仿真结果表明,提出的

数学模型是合理、有效的,该模型从动态复杂网络和舆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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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两方面描述了问题的本质.下一步我们将在此基础上

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性质的公共事件进行数学建模

与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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