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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键词提取的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算法研究

阮梦黎
（山东管理学院， 济南 ２５０３５７）

摘　 要： 为解决传统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算法对舆情态势预测准确性较低的不足，提出了基于关键词提取的网络舆情监管预测

算法，根据关键词提取的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算法运算确定关键流程，依托网络舆情关键词的提取以及权值的计算，实现了网

络舆情时间序列的构建，基于网络舆情二元语义拟合以及最终舆情预测结论的显示，完成了提出的算法研究。 试验数据表

明，关键词提取的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算法，较传统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算法具有更高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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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网络舆情监管预测作为网络监管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保障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传统网络舆情监管预测采用人工监管预测，
如网警或采用大数据分析等衍生出灰度阈值监测法

等，从监测预测效果上看，由于大数据运算体量较

大，人工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等主观因素，现有网络

舆情监管预测算法存在网络舆情反应较慢，舆情态

势预测准确性较低等不足［１］，为此，本文提出了基

于关键词提取的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算法研究。
关键词提取是指利用信息技术和智能算法从待

查询的文本或网页中自动获取标志性核心词汇，从
而实现认知原文档大致内容要义的过程，它是通过

抽取代表信息或核心词语来进行文本挖掘进而实现

舆情监控、预测或决策分析等后续工作的关键环节。
本文设计的根据关键词提取的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算

法，通过确定关键流程以及监测到的网络舆情集合，

计算网络舆情在路由链路层的域间关联特征，实现

频繁词汇的筛选，利用傅里叶变换分解舆情语义特

征，确定筛选度，使其转化成为关键词，利用信息检

索与数据挖掘计算，完成网络舆论权值的计算，确定

网络舆情时间与计算次序的对应关系，基于此进行

网络舆情二元语义的拟合，确定网络舆情综合评价

映射，并进行舆情预测结论的最终显示。 为了保证

研究的正确性，进行仿真试验，试验数据表明本算法

具有较高的预测准确性，适合网络舆情监管预测。
１　 算法运算关键流程的确定

关键词提取网络舆情预测算法是根据网络舆情

二元语义的拟合，分析网络舆情综合评价映射，控制

筛选度实现的，其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算法基本流程

如图 １ 所示。
２　 网络舆情时间序列的构建

２．１　 网络舆情关键词的提取

设监测到的网络舆情集合为 Ｈ｛ｈ１，ｈ２，ｈ３，…，ｈｎ｝，



一般监测到的舆情集合均较大，不适合整体的监管

以及预测，为此进行关键词的提取，针对关键词进行

网络舆情监管和预测。 网络舆情关键词的提取过程

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２］。

实现网络舆情的监管预测

网络舆情二元语义拟合

权值的计算

网络舆情关键词的提取

确定监测到的网络舆情集合

图 １　 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算法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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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网络舆情在路
由链路层的域间关

联特征
频繁词汇的筛选 没定不同的频繁

词汇的筛选度

傅里叶变换分解实现提取

图 ２　 关键词提取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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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确定网络舆情在路由链路层的域间关联

特征，可用公式（１）表示［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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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Ｉｋａ０、Ｉｋａ１、Ｉｋａ２ 表示舆情序列波特率；Ｉａ、Ｉｂ、Ｉｃ 表
示监测频率响应；ａ 表示舆情监测范围加权数。 根

据网络舆情在路由链路层的域间关联特征，进行频

繁词汇的筛选，可根据设定的不同监测级别，设定不

同的频繁词汇的筛选度，实现对关键词的筛选，其逆

函数表达式如公式（２） 所示［４］：

ｆ（ Ｉ） ＝
（ Ｉｋａ２ ＋ Ｉｋａ１ ＋ Ｉｋａ０）

ａｘ
ｄＩ． （２）

式中， ｘ 代表频繁词汇的筛选度，根据筛选级别设

定，筛选级别越高，筛出关键词越多，反之筛选级别

越低， 筛出关键词越少， 一般筛选度取值范围为

［０．４ ～ ０．８］ ［５］。
基于频繁词汇筛选出的词语，为关键词的原型

词汇，对原型词汇进行网络舆情的综合相对贴近度

验算，将验算结果进行傅里叶变换分解，分解出舆情

语义特征，使其转化成为关键词。 其傅里叶变换分

解过程可用公式（３）表示［６］：

Ｓｋａ ＝ ξＵｋａ Ｉ^ｋａ ｆ（ Ｉ） ． （３）
式中， Ｕｋａ 表示语义环境；Ｉｋａ 代表分解系数；ζ语境筛

选级别。
基于监测到的网络舆情集合的确定，计算网络

舆情在路由链路层的域间关联特征，以及频繁词汇

的筛选度，利用傅里叶变换分解计算，实现了网络舆

情关键词的提取。
２．２　 权值的计算

基于网络舆情关键词的提取，得到需要监管预

测的关键词，但此时计算出的关键词为平行关键词，
计算次序是按照采集次序实现的，为此进行网络舆

情时间序列的构建。
时间序列是监管预测的基础序列，利用时间序

列定义计算次序，得出非平行关键词组即热度排名，
进行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计算，其信息检索与数据

挖掘计算公式如（４）所示［７］：

Ｑ ＝ ＩＤＦ

ｄ ＋
ｃＩｋａ

Ｓｋａ ＋ Ｉｋａ

． （４）

式中， ＩＤＦ 表示逆文本频率指数（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Ｆ 越大，说明词的区分度越大，切合

主题的特点［８］； ｄ 表示词频，即 ｄ在集合Ｈ中出现的

频率，ｃ 表示语料库中的文件总数，即集合文件和，
利用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计算实现权值的计算。

基于网络舆情关键词的提取，依托不同候选关

键词的权重计算，构建一个完成的网络舆情时间序

列。
３　 网络舆情二元语义拟合

基于网络舆情时间序列的构建，完成网络舆情

关键词的提取，实现了对网络关键词的加权计算，确
定了网络舆情时间与计算次序的对应关系，进行网

络舆情二元语义的拟合，以实现基于获取的关键词

和网络环境，进行网络舆情预测。
二元语义拟合是由文字语言到计算机语言的拟

合，由于文字语言无法直接进行计算机计算，为此二

元语义拟合十分必要，通过决策计算，实现对网络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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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相关的综合评价［９］。 将获取的关键词转换成计

算机语言，首先进行网络舆情序列语义本体模型表

达，是计算机获取文字语言转换成计算机语言的常

用方法，本文采用借调的方式，利用网络舆情序列语

义本体模型表达，将获取的文字语言转换成计算机

语言［１０］。
将转换好的计算机语言进行决策计算，其目的

是为确定网络舆情综合评价映射做数据支持，网络

舆情综合评价映射是舆情预测监管的标准，即评价

已发生的网络舆情处于何种态势，评判是否触发网

络舆情警戒机制，并对网络舆情进行跟踪，直至网络

舆情事件结束，其网络舆情综合评价映射可用公式

（５）表示为：

ΔＳ ＝ Ｄｋａ（
Ｚ２ΣＺ０Σ

Ｚ２Σ ＋ Ｚ０Σ
） ． （５）

式中， Ｚ２∑ 表示协方差修正参数；Ｚ０∑ 表示语义主

题相关度；Ｄｋａ 表示舆情影响因子。
当 ΔＳ ＞ １ 时，表示网络舆情态势发展处于超警

戒运行状态，监管部门应着力注重，网络舆情监管算

法采用跟踪机制，对该舆情进行实时分析研判以提

供准确数据；
当 ΔＳ ＝ １ 时，表示网络舆情态势发展处于临界

运行状态，监管部门应着力分析该舆情的发展态势，
确定未来监管方向；

当 ΔＳ ＜ １ 时，表示网络舆情态势发展处于基本

可控状态，监管部门根据实时情况进行分析，网络舆

情监管算法采用非重点跟踪机制，用于监控舆情的

进一步发展。
同时网络舆情的监管预测受突发事件影响，二

元语义拟合应受事件关注度的不断增加而加深。
４　 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的实现

基于网络舆情二元语义拟合，完成协方差修正，
确定了舆情影响因子，依托网络舆情的监管预测运

行载体，实现网络舆情的监管预测。 网络舆情监管

预测的运行载体，同时也是关键词提取网络舆情监

管预测算法的运行载体。 算法运行载体包括算法运

算平台和显示平台两部分，其中算法运算平台各参

数设置如表 １ 所示，算法运行显示平台用来显示最

终监管预测结果，并根据设计警戒参数，实现超临界

提醒。
５　 实例分析

为保证本文提出的基于关键词提取的网络舆情

监管预测算法的有效性，进行实例分析。 分析过程

中，采用传统人工舆情监测法、灰度阈值监测法作为

实验对比对象，进行算法的态势预测运算验证。
表 １　 算法运算平台参数

Ｔａｂ． １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项目 参数 备注

运行平台 Ｗｉｎｄｏｗｓ 兼容不同版本

编写语言 Ｃ＋＋ 程序命令

工具 ．ＮＥ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下的

环境模型工具

５．１　 实验准备

实验中利用已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作为实验对

象进行仿真实验，分别对该网络舆情发生开始后，势
态演变至 １２． ５％、２５． ０％、３７． ５％、 ５０． ０％、 ６２． ５％、
７５．０％和 ８７．５％这 ７ 个阶段进行舆情发展态势的预

测。
仅对一件网络舆情案件进行发展事态分析，存

在实验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此选择由舆情机构统

计的 ２０１８ 年全国舆情热点事件进行分析，主要包括

“中美贸易争端”、“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金庸逝

世”、“问题疫苗事件”、“个税改革”、“范冰冰偷逃

税事件”、“中概股上市热潮”、“幼儿园虐童事件连

续曝光”、“共享单车倒闭潮”、 “殴打公交司机等乘

客霸凌行为”、“高铁霸座”等网络舆情事件来验证

算法对舆情态势预测准确性。
５．２　 实验过程

由于本次实验采用的是根据不同网络舆情方法

对已完成的网络舆情事件进行分析，用过去参数验

证方法的准确性，为此需构建过去实验环境，让关键

词提取监管预测算法、传统人工舆情监测法、灰度阈

值监测法都将实际事件的网络舆情结果作为未知数

据，通过对过去事件的分析得出结论与事实真实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其对网络舆情发展态势预测的准

确性。
实验过程中，建立的实验环境应基本符合事实

发展，采用时间函数控制事态的发展，例如：将“问
题疫苗事件”的时间控制在该事件发生开始时，即
记为时间点 Ａ，切断所有大于时间点 Ａ 的所有信息，
载入需要进行实验对比的 ３ 种方法，控制时间函数，
时间向后移动至 １２．５％（事件结束的 １２．５％），利用

３ 种网络舆情监管预测方法对 Ａ＋１２．５％时间内所接

收到的所有信息，进行网络舆情事件态势的预测，３
种方法预测完成后，记录预测值，与该事件真实结果

对比，并进行记录。 再通过控制时间函数，时间向后

移动至 ２５％，利用三种网络舆情监管预测方法进行

该事件态势的预测，与真实结果对比并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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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往复控制时间函数直到事件结束，将记录的数

值形成实验结果图表。
５．３　 实验结果分析

根据实验过程得出关键词提取监管预测算法、
传统人工舆情监测法、灰度阈值监测法，在不同时间

段的态势预测情况，根据记录的数据以及真实结果

数据形成实验结果数据表，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实验结果对比表

Ｔａｂ．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

舆情发展阶段

舆情态势预测准确性

关键词提取监管

预测算法

传统人工舆

情监测法

灰度阈值

监测法

１２．５ ６０．５ ８０．４ ５０．４

２５．０ ６６．７ ６０．５ ４８．６

３７．５ ６９．８ ５４．１ ４５．２

５０．０ ７０．０ ４８．７ ４８．５

６２．５ ７５．４ ６２．２ ５４．５

７５．０ ７６．４ ６８．２ ５４．８

８７．５ ８７．５ ７９．８ ６８．７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得出，人工舆情监测法在舆

情发展初期阶段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但从整体上看，
传统人工舆情监测法受网络舆情发展阶段影响较

大，随着接收到的信息增多，由于主观因素的存在，
易造成判断性失误；灰度阈值监测法具有较高的稳

定性，但整体舆情态势预测略低于关键词监测管理

算法。
　 　 通过对实验数据的统计、计算得出，关键词提取

监管预测算法整体态势预测有效性为 ６１．５６％，传统

人工舆情监测法整体态势预测有效性为 ５５．９６％，灰
度阈值监测法整体态势预测有效性为 ４５．１７％。 可

见本文提出的关键词提取的网络舆情监管预测算

法，较其它两种预测算法具有更高的有效性。

６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关键词提取的网络舆情监管预

测算法，通过关键流程的确定、舆情时间序列的构

建、舆情二元语义拟合和最终舆情预测结论显示等

过程，并通过仿真实验及其与其它传统算法的比较，
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舆情分析和监管是一项涉及

信息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传播学等多学科跨领域

的工作，既需要充分利用智能技术协助决策支持和

处理研判，又要重视对其潜在的社会和个体影响因

素进行合理分析和有效引导，希望后期通过进一步

的研究和实验优化，使其在文本信息挖掘、自动摘要

生成、舆情精准研判等方面更具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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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束语

最近引入的用于光线跟踪加速的专用硬件和图

形 ａｐｉ 中添加的光线跟踪进行创新，并尝试一种混

合呈现的新方法，将栅格化和光线跟踪相结合。 虽

然没有进行在商业级游戏引擎虚幻引擎 ４ 中集成光

线追踪的工程实践。 不过这种创新的重建过滤器，
用于渲染随机效果，如光滑的反射、柔和的阴影、环
境遮挡和漫射间接照明，每个像素只有一条路径，使
这些昂贵的效果在实时中应用成为可能。 而且已经

成功地使用混合渲染创建了两个电影质量的演示虽

然演示的片段过于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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