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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校园舆情热点话题跟踪研究

骆梅柳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信息系， 江苏 连云港 ２２２０６１）

摘　 要： 当今互联网中的热点话题直接反映了师生的舆情动态，成为学校管理和监督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此，话题跟踪研究

受到更多的关注，诞生了话题跟踪技术。 该技术的提出是为了对海量的互联网资源中未知话题的识别和对已知话题的持续

性跟踪。 但是，网络数据量的增长速度快，传统的话题跟踪研究面对大规模数据时出现了技术上的瓶颈。 为了更好提高话题

跟踪检测的效率和准确率，本文将大数据的处理技术引入到话题跟踪研究中，通过对师生访问微博数据的采集，针对采集的

数据实现话题跟踪研究，及时把握舆情动态，实现突发事件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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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使用网络新闻、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以文本类信息为主要载体的评论发布越来越多。
通过网络发布意见和评论形成网络热门话题，这些

热门话题有生活中的小事，也有国家发生的大事。
由于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当出现一些负

面的消息，会对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产生威胁［１］。 由

于互联网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校园中同样会受到

互联网的影响。 当学校出现一些负面的舆论时，可
能会影响到师生们的情绪，甚至会产生一些突发事

件。 若在学校对热门话题实现跟踪和检测，则可以

帮组学校掌握网络热门话题的变化动态，做一些预

先判断，将可能发生的网络热门话题抑制在萌芽状

态，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保障学校的安全稳定［２］。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互联网的发展，它在

各个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使用大数据技术可

以处理复杂的数据，从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在大数据背景下，如何快速精准捕获到最受关注的

校园内热点信息，成为校园舆情发展的核心问题。
因此，发现并分析校园里的热点话题，为学校提供有

价值的信息，使学校快速掌握舆情的变化动态，对一

些突发事件做到预判。 随着网络数据呈现爆发式的

增长，使校园的舆情监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

话题检测与跟踪技术在面对爆发式增长的数据出现

了处理能力的瓶颈。 本文将话题跟踪算法进行了改

进，并使用大数据技术实现话题并行化处理。
１　 国内外研究现状

话题追踪是对文本实现聚类，它不同于传统的

聚类方式，由于数据不断的更新而成为一种实时的

聚类方式，数据会不断的增加和更新。 卡内基梅隆

大学（ＣＭＵ）通过 ＫＮＮ 和决策树方法进行基于文本

的新闻主题相关事件追踪，分两个阶段解决，与传统

单层方法相比效果显著提高［３］；Ｊａｍｅｓ Ａｌｌａｎ 提出了

Ｓｉｇｎｌｅ－Ｐａｓｓ 算法对新的话题进行检测，该算法简单



且容易实现，它使得新检测到的文本与最近时间得

到的问题建立联系［４］。 文献［５］对 Ｋ－ｍｅａｎｓ 算法中

初始中心点不确定的问题进行改进，提出改进后的

算法 ＩＩＫＭ。 文献［６］中提出基于 ＬＤＡ 模型的热点

话题跟踪，该模型只选择热点话题进行先验传递，并
通过设置同一话题相邻时间片的语义距离来判断话

题的状态；文献［７］通过融合用户关系的自适应微

博话题跟踪方法，利用改进的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算法对

候选推文集合进行二元聚类，从而划分出相关推文

集合，即当前话题目标模型；文献［８］在向量空间模

型（ＶＳＭ）的基础是上提出一种基于话题更新的跟

踪算法。
在数据处理技术方面，由于数据的增长速度较

快，传统串行话题跟踪方式在处理海量数据时出现

处理速度不够的情况。 文献［９］中使用 Ｃａｎｏｐｙ 算

法进行初始化操作，加入传统算法 Ｋ－ｍｅａｎｓ 对结果

不断进行更新，最终引入 Ｈａｄｏｏｐ 技术，构成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 的融合 Ｃａｎｏｐｙ 和 Ｋ－ｍｅａｎｓ 话题跟踪算法。
文献［１０］中对 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ｓｓ 聚类算法做了改进，设定

并不断优化聚类中心，最后形成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 对中文

分词、特征提取和聚类分析进行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优化。
以上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数据的处理速度。

终上所述，国内外对话题跟踪的研究主要体现

在研究话题跟踪的准确性。 但近几年数据呈现爆炸

式的增长．传统方式已经不能够处理大量的数据，也
不能仅仅改进算法的准确度，而将大数据技术引入

到话题跟踪中来成为目前研究的重点。 本文将以爬

取校园师生的微博作为数据来源，针对传统话题跟

踪模型存在误差大的弊端，提出改进神经网络的话

题跟踪模型，并将改进的模型在 ｓｐａｒｋ 平台上实现

并行化处理。
２　 相关理论与技术

２．１　 文本预处理技术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互联网中的微博纯文

本数据。 由于计算机无法自动地识别文本，因此在

对校园舆情热点话题进行跟踪时，需要对文本进行

预处理。 文本预处理主要包含 ３ 个步骤：
（１）中文分词处理。 将文本内容切分成字、词

或者短语，分词方式分别为基于理解、基于统计和基

于字符串匹配。
（２）特征选择。 通过中文分词的微博文本中包

含着无数没有意义的词汇，在文档建模前需要对分

词结果进行选择，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词。
（３）构建文档模型。 经过前两个步骤后，文档

由一系列具有特征的词构成，进而需要构建文本模

型，将文本处理成以数字呈现的形式，计算机才能进

行识别。
２．２　 ＢＰ 神经网络

ＢＰ 神经网络是最传统的神经网络，它是一种多

层的前馈神经网络。 ＢＰ 神经网络的主要特点是信

号是前向传播的，而误差是反向传播的。 ＢＰ 神经网

络由很多神经元组成，它们相互连接构成一定的拓

扑结构，最常用的结构包含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

层。 ＢＰ 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主要包含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信号的前向传播，从输入层经过隐含层，最
后到达输出层；第二阶段是误差的反向传播，从输出

层到隐含层，最后到输入层，依次调节隐含层到输出

层的权重和偏置，输入层到隐含层的权重和偏置。
改进的 ＢＰ 神经网络，就是对神经网络的连接权值

和偏置值不断进行优化更新，以达到话题追踪的最

优值。
２．３　 大数据处理技术

在校园中，每天都会产生大量微博数据，这些数

据中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如何高效率的从这

些数据中进行热点话题追踪成为目前研究热点。 目

前大数据处理平台应用较多的主要有 Ｈａｄｏｏｐ 平台

和 Ｓｐａｒｋ 平台，其中 Ｓｐａｒｋ 是 ＵＣ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ＭＰ ｌａｂ
所开源的类 Ｈａｄｏｏｐ）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的通用并行计算

框架［１０］。 Ｓｐａｒｋ 是在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基础上实现的分

布式计算，不同的是它在每次迭代计算后，并不是将

结果保存到文件系统中，而是保存到内存中，这种工

作机制让它在数据挖掘中体现出更加优越的性能。
３　 改进的神经网络热点话题跟踪模型

构建校园舆情热点话题进行建模之前，首先要

从舆情热点话题中提取出反映话题重要信息的特

征，当前选择的方式是使用分词和权重表示特征，通
过 ＴＦ－ＩＤＦ 完成权重值的计算。 通过不断优化权重

参数，最终获取最佳的检测效果。 具体实现步骤如

下：
（１）根据计算的权重参数对校园热门话题特征

进行排序，选择出排名靠前的特征描述。
（２）选择出的特征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微博

数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出，构建学习样本。
（３）使用模拟退化算法对权重值进行优化，使

ＢＰ 神经网络的网络热门话题检测训练误差根据实

际情况达到最优值。
（４）当校园热点话题检测的训练误差达到预期

值时，训练完成并确定最终的校园热点话题跟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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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改进的工作流程如图 １ 所示。

结束

完成话题模型构建

满足误差要求？

BP神经网络学习

训练集

数据预处理

模拟退化算法

开始

是

否

收集热点话题

图 １　 改进神经网络的校园热点话题跟踪模型流程图

Ｆｉｇ． １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ｃａｍｐｕ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４　 基于 Ｓｐａｒｋ 的神经网络模型并行化实现

校园师生的微博话题数量增加快，如何快速从

这些海量信息中准确的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可以利

用 Ｓｐａｒｋ 的内存计算，实现话题跟踪模型的并行化，
加快模型训练阶段的训练速度，提高后续新加入的

处理速度，提高校园舆情话题跟踪效率。
基于 Ｓｐａｒｋ 的神经网络模型并行化的实现步骤

如下：
（１）通过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 算子从 ＨＦＤＳＺ 中读取初始采

集的训练数据集并实现格式转换，接下来通过

Ｃａｃｈｅ 算子保存到 ＲＤＤ 内存中，最终形成初始化数

据。
（２）根据 ｐａｒｔｉｏｎ 算子要求将数据随机划分为若

干数据模块，每个模块有一个分区与其对应。 对每

个分区使用 ｍａｐ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 算子进行改进后的神经网

络热点话题跟踪模型训练。

　 　 （３）完成第一层训练后，通过 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算子对

已经保存的数据实现整合，将整合的数据作为第二

层的输入，重复执行步骤（２）操作。
（４）通过步骤（２）和步骤（３）最终实现全局的训

练模型。
５　 结束语

校园舆情热点话题追踪在校园内具有很重要的

价值，为学校安全提供了预警机制。 本文在话题模

型构建上对传统的神经网络模型做了改进，利用模

拟退化算法对权重值不断优化，提高检测的准确度。
同时，为了快速的分析校园内舆情热点话题发展趋

势，本文在改进的训练模型上引入 Ｓｐａｒｋ，将构建的

训练并行化实现。 将改进模型在 Ｓｐａｒｋ 平台上实现

并行化运算，不仅可以提高校园舆情热点话题跟踪

的准确性，而且加快了话题跟踪的运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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