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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贴吧的高校网络舆情预警和引导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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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大数据、云计算、网络爬虫等技术的成熟，高校师生可以方便地从网上获取和发布信息。 将

大学生通过互联网表达出来的情绪和思想动态综合起来可以构成高校网络舆情。 本文主要是对高校贴吧的帖子和评论进行

采集，提出了一种基于 Ｂ ／ Ｓ 模式的网络舆情预警和引导系统构建的方法，用来监督高校网络舆情的状态，实现了对贴吧舆情

信息的预警和引导，为高校网络舆情危机事件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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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们通过互联

网表达出来的态度、情感和意见共同构成了网络舆

情。 在校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会注意到

普通网民所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同时还将接触到

自身知识层面人群所关注的特殊问题，比如各高等院

校的百度贴吧［１］、微博［２－３］以及各大媒体正面或负面

的网络舆情。 这些信息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校园文

化的健康程度，形成了高校网络舆情［４］。
高校网络舆情是对在校大学生在社会事件上观

点的采集、整理、分析和反馈。 舆情可以反映出部分

在校生关注的热门话题，通过对反馈的舆情信息、特
别是消极信息进行研究和透彻剖析，对负面信息做

出及时预警，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 提早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通过对高校网络舆情中的

敏感词处理予以引导和控制，有利于维护高校的和

谐稳定发展。
加强对高校网络舆情预警和引导系统研究，对

网上言论进行有效及时的监测，对敏感信息进行预

警，快速定位不良信息的源头，避免在舆情危机事

件［５］处置工作中陷入被动局面，及时进行网络舆论

的正面引导显得尤为重要，本次研究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与应用价值。

１　 系统分析

１．１　 系统导航功能分析

分析可知，系统导航则用于向用户显示各种功

能的导航入口。 为保证系统的功能和质量，系统导

航主要实现注册登录功能。 注册时，在前端页面加

入验证，校验用户名是否已经注册，若为“是”，即将



用户信息存入数据库，对密码进行算法加密，增强用

户信息的安全性。 登录时，用户将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同时还会设定登录规则和权限，确保系统操作的

安全性。
１．２　 舆情信息采集与储存功能分析

针对设定的目标贴吧，采用 Ｓｃｒａｐｙ 爬虫［６－７］ 和

Ｐａｔｈ 构建数据爬取的框架，实现对目标贴吧的数据

信息的爬取。 信息采集系统能够方便、及时、有效地

对指定贴吧的重要信息进行采集，并将采集到的信

息保存到数据库或本地的储存设备中。 本文的信息

采集系统既能给用户返回一个 ＵＲＬ 地址，而且还能

够实现对全部内容（发帖人、发帖时间、发帖内容和

其它人的回复等）的提取。 由于在网络上采集到的

信息内容不尽相同，格式也是多种多样，本文拟对采

集到的信息进行格式规范化整理，使得保存到数据

库的内容更易于识别、以及后续的分析处理。
１．３　 舆情热点功能分析

移动网络的发展、尤其是 Ａｎｄｒｏｉｄ 系统的智能

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可以方便地使用各种工具轻

松搜索或发布相关信息。 此现象会引起很多不同观

点的交流和碰撞，个人意见在网络的迅速传播、并吸

引相应人群的关注，就推动了高校网络舆情的产生、
且日趋活跃。 舆情热点功能主要就是按照舆情的热

点进行展示，显示出当前时间用户关注度最高的 ｎ
条数据。
１．４　 舆情预警功能分析

按照发帖的时间先后排序，剔除掉当天发帖数

量小于一定数目的数据，同时选取最近几天的所有

有效帖子进行数据的情感分析，判断帖子情感信息

是积极、中立还是消极，对内容消极帖子的用户将发

送一个友好提示，起到舆情预警［８－９］ 的作用。 在此

基础上，用户可以根据关键词搜索，搜索出含有关键

词的所有的帖子，包括发帖人、发帖时间、帖子地址

等。 系统不会仅局限于贴吧，而是适用于各种数据

的监测分析，只要在数据处理后、再转而存储于数据

库中，就可以进行数据分析及数据展示。
１．５　 舆情引导功能分析

网络的发展使得网络舆情的传播越来越迅速，
网络舆情成为了高校不容重视的重要问题，网络舆

情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人们的情感变化。 因

此需要设计有针对性的舆情引导［１０－１１］ 系统，从外部

获取舆情信息并将其展示到页面中，为了实现对舆

情信息敏感词的有效过滤，将舆情信息中的负面影

响进行引导处理， 防止负面信息的影响扩散，最终

将正确展示所有信息，给网站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从而为高校对于舆情管理的监管控制提供有效的解

决方案。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系统的总体设计

本次设计将分为高校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处理模

块、网络舆情预警模块和网络舆情引导模块三个部

分进行研究。 系统利用 Ｂ ／ Ｓ 结构［１２］，前端浏览器

部分主要用于实现舆情数据的呈现以及系统和用户

之间的交互，服务器端负责搜集网络舆情数据、批量

发布舆情引导信息以及响应用户的执行动作。 系统

前后端的架构设计如图 １ 所示。

舆情采集人员

舆情预警人员

舆情引导人员

Browser端口 Server端 Internet

处理分析 采集+发布
服务器

互联网

用户
操作

浏览器

图 １　 系统前后端架构设计图

Ｆｉｇ． １　 Ｆｒｏｎｔ ｅｎｄ ａｎｄ ｂａｃｋ ｅｎ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本文研发的是一套综合系统，设计层面既包含

软件开发、又包含硬件配置，而且需用到信息发布服

务器、数据库服务器、数据采集抓取服务器以及舆情

信息处理服务器，限于目前条件，这些内容都将部署

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２．２　 系统功能模块的设计

结合实际情况，本文设计了高校网络舆情信息

采集处理、高校网络舆情预警和高校网络舆情引导

三个模块。 系统总体功能模块设计如图 ２ 所示。 对

此可做阐释分述如下。

高校网络舆情
预警引导系统

网络舆情
信息采集处理

高校网络
舆情分析预警

高校网络
舆情分析引导

图 ２　 系统总体功能模块图

Ｆｉｇ． 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２．１　 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处理模块

本文中界面模块包括 ３ 个按键，分别是：搜索

框、显示数据和数据详情。 界面右面的信息框旨在

显示爬取贴吧的主题，界面左面空白框则用于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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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详细信息和回复的详细内容。 选中左边帖子

信息的主题、再按数据详情，帖子的详细内容就在左

边的文本框中显示出来。 采集贴吧信息首先是要分

析贴吧网页的具体内容。 剔除广告和一些杂乱的信

息，提取贴吧中发帖的全部内容（发帖人、帖子主

题、内容和别人回复等详细信息）。 在网络上采集

到的信息格式是多种多样的，将采集到的信息进行

格式转换，预处理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搜集得到的信

息进行格式处理，使之成为纯文本格式。
网络舆情信息预处理主要是对采集系统从贴吧

获取到的数据通过去重、去噪、分词、编码等操作环

节，并提交给分析系统做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舆情

信息分析系统作为本系统的核心部分，主要任务是

完成帖子主题的检测与追踪、焦点主题的识别和预

警、敏感信息的替换和引导。 舆情分析可依据用户

的要求展示各种主题帖子的产生、发展、移除的整个

过程周期，同时对分析信息进行析取、转换和存储，
最终构建出主题信息分析数据库。

网络舆情信息分析功能是将所采集的数据进行

分类整理，按照对应的类别属性描述，通过一段时间

的积累，系统可以从多角度掌握采集到的初始信息

源的状况，更有利于后续对初始信息的研究分析。
分析流程过后，系统展示功能是形成各种规则统计、
图表，并整合为分析报告，经过专家审查合格后，形
成最后的结构化信息，提交给对应的管理部门，作为

高校网络舆情分析和最终决策的重要依据。
２．２．２　 高校网络舆情预警模块

情感分析［１３－１４］ 也叫做意见挖掘、倾向性分析

等。 简单来说，即是对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性文本

进行分析、处理、归纳、推理的过程，分析这句话表达

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 目前，情感分析方法主

要分为 ２ 种：基于情感词典的方法和基于机器学习

的方法。 本文使用基于情感词典的方法。 需要尽量

庞大完备的词库，每个词库基于不同领域效果是不

同的，所以需要找到适用于本系统需求的词库，将文

本进行分词处理（本文使用结巴分词），再根据情感

词典对分词结果予以评判打分，制定一个标准，使其

分类为积极、中立和消极三大类。
提取数据库中的数据，并对所有帖子的回复进

行分词处理，研究中使用结巴分词，将使用情感词典

对分词后的结果做出打分，并计算得分情况，判断情

感为积极、中立或者消极。 用户可以通过此地址进

行帖子的查看，以及对消极情绪的帖子采取一定的

措施。 对发生过的紧急事件，系统还要随时监测其

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并在达到警戒值之前发出预

警。 同时还要对可能诱发突发事件的因素进行实时

监控，探究发现突发事件发生的前兆，进行先兆预

警，做到防患于未然。
２．２．３　 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模块

舆情引导系统要具有网站最基本的用户登录和

注册功能，能够查看本系统的人员变化以及权限分

配，系统需要对舆情信息中的负面消极信息进行及

时引导，因而就要通过相应页面展示该类信息方便

后续的查看。 模块的核心功能是过滤用户回复，过
滤信息时要匹配敏感词，还要用户将其添加到数据

库中。 当公开发布信息含有敏感词汇时，就要将该

条评论进行替换或者屏蔽的引导处理，确保发布信

息的正面性。
调研后分析可知，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总是依

据其所处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应对策略也

各有差异。 此时，就要依据网络舆情预警指标的不

同，提供差异化的舆情引导。 建立动态专题，添加近

段敏感问题专题，扩充信息量，增强此类信息在平台

存在量。 及时发布信息，高校师生的微信、贴吧关注

度非常高，可以发动广大师生的群体力量，将其身边

的党政宣传工作、尤其是富含正能量的校园信息、甚
至是生活趣事进行有选择的发布，提升发布信息的

鲜活度和生命力。

３　 系统实现

３．１　 系统开发环境

本文系统的开发运行环境详见表 １。
表 １　 运行环境表

Ｔａｂ． １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ａｂｌｅ

功能 软件环境

后台显示界面 ｘ－ａｄｍｉｎ２．１

数据采集 Ｓｃｒａｐｙ１．５．１ ／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２．１９．１

信息发布 贴吧 ａｐｉ：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ｃｒｅａｔｅ

数据存储 ＭｙＳＱＬ５．７

数据分词 Ｊｉｅｂａ０．３９

后台环境 Ｄｊａｎｇｏ１．１１．３

３．２　 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处理模块构建

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爬虫中的 ｒｅｑｕｅｓｔ 进行请求，爬取百

度贴吧，利用 Ｘｐａｔｈ 提取感兴趣的数据并将其保存

在 ｍｏｎｇｏｄｂ 数据库中。 而在清洗爬虫采集到的数据

过程中，将除去无效的信息内容，接下来开启数据预

处理环节，即将句子拆分为词语集合，使用正则表达

式和中文结巴分词进行分词处理，处理后的数据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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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到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中。 信息采集处理流程如图

３ 所示。

开始

构建URL列表

是否循环？

爬取数据

数据处理

储存数据

结束

停止
数据
爬取

Y

N

图 ３　 信息采集处理流程

Ｆｉｇ． 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在爬取时，主要采集的是百度贴吧的数据。 考

虑到贴吧中数据较多，例如河南科技学院贴吧共有

主题数 ２６０ ３１６ 个，帖子数 ７ ２９１ ６９４ 篇，科院精英

数 ２１８ ５９８，时间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由于针对同一 ＩＰ
爬取数据较多将被封，只爬取了 ２０１８ 年的主题约

８ ４００ 个。目前共收集了河南的 １０ 所高校的数据，主
题约 ８０ ０００ 个。

经过对所采集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后发现，大多

数主题是与学生自身利益相关的事项、国内国际重

大新闻时事事项、以及各类突发事项。 事件又有一

定的特点，对此可概述如下。
（１）与学校主要工作日程相关，如开学新生报

到、毕业生离校、期末考试、运动会等大型校园文化

活动事项。
（２）与节假日或重大纪念日等相关，如国庆节、

劳动节、国家公祭日等。
（３）与各类长期性问题相关，如大学生权益表

达与利益诉求问题、校园安全等。
３．３　 高校网络舆情预警模块构建

研究最初，即为数据准备阶段。 信息采集处理

模块已经将所需数据准备好存入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中，
结合本文使用的 ＢｏｓｏｎＮＬＰ 的情感词典，该字典中

包含了大量的社交词语。 这样就为本系统进行数据

分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因为回复中有大量的空格、
图片、表情等。 这类信息是无效的。 因此需要进行

数据处理。 本次研究中，使用正则表达来除去这些

无用的空格，从而保障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接下来，
进行分词处理时，使用的是结巴分词。 因为采集数

据把所有回复放入了同一个字段，就是一个大字典

中包括了很多列表，每一个列表就是一条回复。 这

里将有效遍历该字典，将每一个列表（每一条回复）
进行结巴分词。 对数据库中的分词信息和情感词典

运算后进行打分操作，再对打分值做出判断，由此得

到最终的情感分析结果。 近 １０ 天贴吧数据采集信

息数量和情感分析结果分别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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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近 １０ 天贴吧数据采集信息数量图

Ｆｉｇ． ４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ｉｅｂ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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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情感分析结果图

Ｆｉｇ． ５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在使用情感分析进行情感判断的过程中，基于

机器学习的方法比基于词典的情感分析方法的表现

更为客观，同时还发现用于训练和测试的数据集分

别来自不同领域且本文获取到的有效信息有限，因
此未来将会考虑扩充训练集以提升准确率。 综上分

析可知，情感分析属于机器学习，需要大量的数据进

行机器训练，因而目前只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与实

际情感表达方向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在简单处理了

数据后，提供数个网页用来实现数据展示、表达及一

定程度的预警， 对负向贴子的地址给出提示，用户

可以根据地址访问负向帖子。
３．４　 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模块构建

舆情引导模块由 ５ 部分组成，且有 １ 个核心。
其中，５ 个模块分别是登录及注册模块、帖子及评论

展示模块、发帖模块、回复模块、敏感词添加删除模

块，而核心则是过滤算法。 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系统

如图 ６ 所示。 文中，对此可得研究论述如下。

帖子
展示页面

回复
展示页面

敏感词
管理页面

注册
页面

登录
页面

舆情引导系统

图 ６　 舆情引导系统图

Ｆｉｇ． ６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ａｇｒａｍ

　 　 登录及注册模块用于用户的登录注册使用，可
以详细地确定用户是否在登录状态；展示模块用于

信息呈现，主要是对帖子的信息进行展示，每一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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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下可以显示多条回复，对此用户可做到全面查看；
发帖模块可以让用户自己发表话题；回复模块是由

用户对于帖子来发表评论；敏感词模块用于对数据

库的敏感词进行添加 ／删除操作。 过滤算法使用

Ｊａｖａ 的 ＨａｓｈＭａｐ 来研发设计，构建敏感词库。 为

此，将扫描文章中的所有字符，当某一个字符匹配到

敏感词的第一个字时，开始检索下一个字符，如果与

敏感词的第二个字不匹配则退出，开始匹配下一条

回复，如果匹配到相同字符，就针对从第一个字符到

目前扫描的字符之间的字符串，求其 ＨａｓｈＭａｐ 值，
看能否从对应的表中检出敏感词，如果检出就可以

展开下一步操作，如果找不到或者超长，就从开始的

字符继续扫描。 这样就实现了敏感词过滤。 在帖子

回复页面中，如果有信息包含数据库敏感词时，系统

将会自动选择用户，将已经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正能

量信息或者无关的普通信息发布出来，从而替换这

条敏感回复，最终达到了对负面信息的引导消除作

用。

４　 结束语

高校网络舆情对建设和谐校园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及时地引导校园网络舆

情走向，防止舆情泛滥，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如此

才能使学生建立良好的价值观。 本文基于 Ｂ ／ Ｓ 架

构的高校网络舆情监控引导系统，将高校网络舆情

的采集、分析、处理、引导实现了一体化，为高校在网

络舆情引导工作管理和执行上提供技术和决策支

持。 本文构建的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系统可为作者

院校的正常发展起到保驾护航作用，出现危机情况

时可做到及时的预警和正方向引导。 但目前本系统

尚处于初期起步阶段，后期还将面临科研工作任务，
诸如完善系统、优化界面、增加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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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症状和疾病之间的关系，降低了

模糊证据推理的不确定性。
（４）在对模糊推理的隶属函数进行设置时，应

该做到阈值的动态变化，对不同的疾病科室设定不

同的阈值，以保证诊断的准确性。
（５）致病因素与疾病之间存在着多对多的关

系，在知识库的设计中应考虑添加致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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