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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社交媒体数据质量参差不齐、难以直接为应急救援机构或志愿者的现场救援活动提供帮助，探
究有助于从突发事件的社交媒体数据中快速挖掘出应急救援信息的关键特征，从而提升社交媒体数据的严谨性，推动社交媒

体数据纳入正式的应急决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以“微博”平台为例，通过对“微博”平台的分析和相关研究文献的总结，确定

了 ８ 个潜在影响微博内容能否支撑应急救援行动的特征。 基于“＃河南暴雨互助＃”话题下的微博内容、传播和用户维度抽取 ８
个特征，以决策树模型为基准模型，通过 ＣＡＲＴ 算法评估各个特征对区分应急救援信息的贡献度。 结果表明，信息内容地址

信息特征、信息内容语言特征、信息主体特征是社交媒体中的应急救援信息分类的关键特征。
关键词： 微博； 应急救援信息； 基本特征； 数据挖掘； 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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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２０２１ 年郑州 ７２０ 暴雨给应急信息管理机构带

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这一过程中，全社会对突发事

件的应急反应能力、资源调配能力的表现尤为突出，
展现了对传统通信技术和应急信息管理的现有技术

能够有效使用的能力，例如地理信息和全球定位系

统、遥感技术等当代技术的使用［１－２］；但在此过程中

也暴露了这些技术中公民参与度低，难以直接支撑

应急救援行动的不足。 然而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动员行动也是必需的，也都会对应

急救援行动提供不可或缺的帮助［３］。 因此，可以更

加主动积极地借助广大民众（尤其是突发事件现场

的民众）的群体智慧，来帮助采集、识别、完善和传



播应急管理过程中需要的各类应急救援信息，使其

成为应急信息管理的重要信息来源，从而对做出正

确的应急决策［４］。
已有学者对相关实践案例进行研究，通过对社

交媒体中广大民众发布的信息进行挖掘，进而给应

急救援机构提供决策支持［５］。 例如， 陈茜等学

者［６－７］的研究发现突发自然灾害事件背景下的微博

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帮助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公众情绪

走向、认知变化以及公众的态度，并且社交媒体上的

用户生成的内容也被广泛用于为紧急救援机构或志

愿者开展的现场救援活动提供建议［８］。 显然，社交

媒体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应急管理机构承认，但是从

社交媒体中挖掘出的应急救援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仍然不尽如人意，大多应急管理机构没有将社交

媒体数据纳入正式的应急决策过程。 为在应急信息

管理中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交媒体综合优势，还需进

一步深入研究如何在海量的社交媒体信息中挖掘出

真正有价值的应急救援信息。
然而，在突发事件期间，任何一个社交媒体用户

都能够发布与事件相关的信息和观点，并进行讨论。
由于用户量和数据量巨大［９］，研究发现：一方面，在
突发事件中不同处境的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分布广和

传播快的优势，能够提供大量、实时的信息；另一方

面，这些不同身份背景的民众由于能力限制，提供的

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不乏一些低相关性、低质量

的内容［１０］，从而导致难以区分社交媒体中的应急救

援信息和普通信息。 在此背景下，如何快速挖掘能

够帮助识别直接提供态势感知、现场帮助、求助等支

撑应急救援行动的社交媒体内容，探讨区分应急救

援信息的关键特征从而提升突发事件中使用社交媒

体信息的可信度，将社交媒体应急信息纳入正式的

应急决策过程，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问题。
本文关注于社交媒体中应急救援信息的收集和

挖掘，以微博为具体研究平台，运用数据挖掘方法探

究社交媒体中应急救援信息和普通信息之间的特征

差别，探讨区分应急救援信息的关键特征，从而帮助

应急救援机构更加高效地利用社交媒体数据。

１　 相关工作

１．１　 社交媒体中应急信息的特征研究

由社交媒体用户生成的信息可以有效地用于不

同的场景，包括突发事件中的应急信息管理。 几十

年前，社交媒体是社交网络的一种技术，而现在则已

用作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不仅仅是技术，并且逐渐成

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实时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
Ｓａｒｏｊ 等学者［１１］ 通过系统的综述，发现突发事件中

社交媒体信息主要集中于位置预测、 情感分析、 求

助 ＆ 帮助、 时间以及损失伤亡这 ５ 种类型的信息。
对于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信息内容的差异也将导

致分类标准的不同。 例如，Ｎｇｕｙｅｎ 等学者［１２］ 将突

发事件信息归类为与事件相关和无关的 ２ 种粗粒度

分类的信息；Ｄｅｒｃｚｙｎｓｋｉ 等学者［１３］ 对突发事件中社

交媒体信息进行分类研究，将其粗粒度地分类为信

息丰富的和无信息的，尽管区分社交媒体中直接提

供态势感知、 现场帮助、 求助的应急救援信息是粗

粒度的分类，不能够帮助进一步理解突发事件的细

节，但是却能够有效帮助紧急救援机构及时获取所

需要的信息。 在社交媒体中应急救援信息的粗粒度

分类过程中，本文发现社交媒体在突发事件中主要

使用了以下 ３ 个层面的特征，包括：信息内容、传播

和用户特征。
社交媒体的信息内容特征是对突发事件最直观

的反映，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内容特征进行挖掘分析，
能够发现用户表达人物、地点、状态等细节信息，包
括对支撑应急救援行动有价值的信息。 在突发事件

中，社交媒体信息数量和内容还会随时间演变而有

明显的变化，同时不同地理位置的社交媒体信息在

内容、数量方面也会有着显著差异［１４］。 而对社交媒

体中人类活动的单词频率和位置相关信息的进一步

研究，也表明人们的情绪和活动受到暴雨强度的显

著影响，验证了社交媒体的内容特征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１５］。
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特征则是突发事件相关信

息在公众中的传播认可的反映，研究发现社交媒体

的传播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内容的有效性，
例如包含态势感知、损失情况和求助位置等能够支

撑应急救援行动的关键信息的社交媒体数据，在传

播途径中更容易得到社交媒体用户的关注度［１６］；包
含求助、联系和情感的推文等信息特征的微博，其关

注度也与信息特征数量成正比［１７］，吴布林等学

者［１８］就直接指出了高转发率的社交媒体应急信息

更有可能拥有更高的质量。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都

体现了传播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内容质量的

反映。
另外，社交媒体的用户特征、即信息主体特征问

题也一直是当前推动社交媒体信息纳入正式应急决

策过程的关键点。 Ｃｈｅｎ 等学者［１９］ 发现经认证的微

博用户往往比未经认证的用户具有更高的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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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强度和更大的影响力，能够为突发事件的应急

管理提供更多可靠有用的信息。 并且不同用户所发

布信息内容的影响性、权威性、专业性等方面也有着

显著差别［２０］。
因此本文认为在对社交媒体进行分析时，需要

综合考虑社交媒体信息的内容、传播和用户特征，一
方面能够传递突发事件中用户的求助、帮助的观点，
另一方面也是其他用户对于该条微博态度的传递。
因此，从这 ３ 个维度中抽取相应的特征指标，探究帮

助区分社交媒体内容中应急救援信息的关键的特

征，从而更加有效地从嘈杂的用户生成内容中提取

出应急救援信息。
１．２　 社交媒体应急信息质量的评价研究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信息沟

通主要有 ４ 个方向：用户对用户（Ｃ２Ｃ）、用户对政府

机构（Ｃ２Ａ）、政府机构对政府机构（Ａ２Ａ）、政府机构

对用户（Ａ２Ｃ） ［２１］。 在这一沟通过程中，应急机构可

以通过收集来自用户的 Ｃ２Ｃ 和 Ｃ２Ａ 信息，来帮助应

急救援行动的开展。 然而，由于突发事件下社交媒

体质量层次不齐，在搜索不太具体的词汇时，数据非

常“嘈杂”、缺乏上下文，使得数据质量难有保障，不
足以直接帮助应急救援行动［２２］。 因此，在缺少足够

权威评估标准的条件下，部分研究者使用了人类反

馈的方法在主观上进行分析判断来评估信息质

量［２０，２３］。 除了人类反馈这类主观上评估应急信息

质量的方法外，朱益平等学者［２４］ 从测量方法的四要

素出发，提出了应急信息质量测量框架。 针对应急

信息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徐文强等学者［２５］ 从大数

据角度下对应急信息质量评估进行研究，从内容质

量、描述质量、信息约束这 ３ 个维度抽取了 ８ 个指标

构建了大数据环境下应急信息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另外还有相关研究者在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应急服

务机构和市民的合作下，开发了一套包含需求、场
景、用例的指标来进行突发事件相关社交媒体信息

的衡量。 其衡量体系由可理解性，相关性、完整性、
及时性和可信性这 ５ 个指标构建［２６］。

除了对应急信息质量某一指标和应急信息服务

质量评估的探讨之外，吴雪华等学者［２７］ 基于文本向

量表示、语言、形式和用户四个维度的特征，采用机

器学习对社交媒体应急信息的质量进行自动识别分

类。 刘校麟等学者［２８］ 使用机器学习识别突发事件

中的微博谣言，结果表示机器学习识别谣言的正确

率远高于 ８０％。 除此之外，在突发事件中，机器学

习方法还被普遍用于突发事件信息抽取［２９］、突发事

件文本分类［３０］、突发事件中情感分析［３１］。 综上所

述，在评估应急信息质量的标准和方法上，未形成统

一的质量标准，而机器学习也日渐成为突发事件中

社交媒体信息的评价与处理的重要方法。
因此，本文在研究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以

“微博”为具体研究平台，选取“＃河南暴雨互助＃”话
题为研究数据，从用户生成内容中抽取能够帮助区

分应急救援信息的指标，利用机器学习进行应急救

援信息分类实验，旨在探究社交媒体中应急救援信

息和普通信息之间的特征差别，探讨区分社交媒体

中应急救援信息中不同特征的影响程度。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对象

在对郑州 ７２０ 暴雨事件的关注中，研究发现微

博“＃河南暴雨互助＃”话题下的微博内容与应急救

援的相关性较高，存在较多的信息能够有效支撑应

急救援行动，因此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在数据搜集

阶段，用 Ｐｙｔｈｏｎ 编写关于微博的相关爬虫，爬取微

博“＃河南暴雨互助＃”话题下的原创微博，从 ２０２１．
０８．２０ 开始进行数据爬取；通过爬虫程序输入“＃河南

暴雨互助＃”关键词，设置日期为 ２０２１．０７．２０～２０２１．０８．
１２，发送到微博搜索引擎，对相关话题下的原创微博

爬取数据。 由于话题下的原创微博只提供微博的点

赞数、评论数、转发数以及微博的相关正文内容，并
不足以支撑本文的分析，所以通过爬取发布微博信

息的用户主页链接，从而进入用户主页以爬取用户

的主页相关内容，如微博数、关注数、粉丝数，以利于

后续对相关特征的进一步分析。
获得微博用户信息和正文内容后，对获得的微

博内容进行重复性等验证，研究文本内容发现 ２０２１．
０８．０２ 之后的微博相关内容对于应急救援的相关性

都较低，最终选择 ２０２１．０７．２０～２０２１．０８．０３ 期间的微

博，删除重复微博后获得的７ ９７９条微博数据，以便

进行此后的数据分析。 接下来为了获得微博内容是

否是应急救援信息，对微博内容进行人工标注数据

集，分类为 １ ９３６条应急救援信息和 ６ ０４３条普通

信息。
本文研究通过对“微博”网站上应急救援信息

的观察分析，并结合对已有的微博应急救援信息内

容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论述

如下。
２．２　 研究方法

本文以数据挖掘为主要研究方法，将评估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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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对于社交媒体应急救援信息分类的影响程度，
其中使用了 ＣＡＲＴ 算法作为评估特征贡献度的

算法。
研究首先在阅读相应的参考文献以及“微博”

平台的数据构成的基础上，确定并筛选了所有可能

对社交媒体应急救援信息分类产生影响的特征。 最

终确定的潜在特征见表 １。

表 １　 社交媒体应急救援信息分类潜在影响特征

Ｔａｂ． 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编号 特征名称 特征组成 说明

Ｆ１ 信息内容语言特征 文本单词数 微博文本去除停用词后的单词数量

Ｆ２ 信息内容语义特征 情感值 每个微博文本的情感值；分为正面、中性、负面情感值

Ｆ３ 内容地址信息特征 文本是否拥有精确地址信息 每条微博信息内容是否包含精确信息的特征，有则为 １，无则为 ０

Ｆ４ 内容联系信息特征 文本是否拥有联系信息 每条微博信息内容是否包含联系信息的特征，有则为 １，无则为 ０

Ｆ５ 图片信息特征 是否拥有图片 每条微博信息内容是否包含图片信息的特征，有则为 １，无则为 ０

Ｆ６ 标签信息特征 微博内容包含标签数 每条微博包含的标签数

Ｆ７ 信息传播特征 信息评论数、点赞数、转发数 每个微博文本评论数、点赞数、转发数综合得分 ０ ～ １００

Ｆ８ 信息主体特征 信息发布者微博账号发布的微

博数、关注数、粉丝数

每条微博发布者发布的微博数、关注数、粉丝数的综合得分 ０ ～ １００

２．２．１　 人工标注数据集

社交媒体应急救援信息分类的训练可以看作是

一个二分类问题，所以需要选择正样本和负样本。
为了确保应急救援信息分类衡量标准的可靠性，需
要对研究数据集中的微博内容进行人工标注，即人

工判断每一条微博对于应急救援行动是否有用，即
能否提供态势感知、现场帮助、求助信息。 研究中招

募了 ８ 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人工数据标注，标注过

程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步骤 １　 标注要求的培训。 对志愿者进行标注

要求培训，介绍了数据标注的目的，并详细解释标注

的要求和注意点。 在志愿者理解数据标注要求后，
还进行了试标注，从而确保志愿者们充分掌握数据

标注的要求。
步骤 ２　 数据标注过程。 数据人工标注过程由

８ 名经过训练的志愿者进行。 ７ ９７９ 条博文数据分

为 ４ 组，每组数据同时被 ２ 名志愿者分别标注，因
此，每条微博都拥有 ２ 个由不同志愿者标注的结果。
志愿者首先通过对微博正文进行仔细阅读并充分理

解后，判断微博的文本内容是否对应急救援行动有

用，进行标注。 每条微博的标注结果分为 ３ 种，包
括：有用、无用、不确定。

步骤 ３　 核对并确定标注结果。 将每条微博的

２ 个标注结果进行比对，以形成最终的数据标注结

果，最终结果只能是有用或者无用。 确定过程如下：
（１）如果 ２ 个标注结果相同（同时为有用，或同

时为无用），则直接采用该标注结果。
（２）如果一条微博存在 ２ 个不同的标注结果，

即 ２ 个标注完全相反，或者结果中有“不确定”时，
负责标注的 ２ 人与第三方研究人员共同分析讨论确

定最终的标注结果。
正样本为标注为有用、即应急救援信息，标注为

无用信息，即普通信息被视为负样本。 最终得到

１ ９３６条正样本，６ ０４３ 条负样本。
２．２．２　 应急救援信息分类特征提取

（１）内容语言学特征提取。 微博内容预处理

后，采用“Ｊｉｅｂａ”分词去除文本内容中的停用词，随
后统计每条微博内容的单词数量，将文本的单词数

量记为内容语言学特征 Ｆ１。
（２）内容语义特征提取。 微博内容的情感一般

可以分为正向、中性或者负向。 本文通过专门的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结合成熟的情感词典，计算出该微博文

本内容的情感值。 首先，对单条微博的文本内容分

词后的词汇列表进行遍历，检查出词汇中的程度副

词、否定词和情感词，记录相应位置，将积极和消极

情感词分别标记为 １、－１。 然后，找出程度副词和否

定副词的权重，与情感词加权得到情感值得分。 计

算程序采用了知网 ＨｏｗＮｅｔ 情感词典、台湾大学

ＮＴＵＳＤ 简体中文情感极性词典以及大连理工大学

的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 情感值得分大于 ０、小于

０、等于 ０ 分别代表该微博文本内容表现为正面情感

倾向、负面情感倾向以及中性情感倾向。 将程序计

算得到的情感值记为内容语义特征 Ｆ２。
（３）内容精确地址提取。 从信息学角度来说，

如果一条文本与其他文本在某个关键属性上差别越

大，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个属性的差别来区分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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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３２］。 社交媒体应急救援信息中涉及关键属性，
那么其为应急救援信息的概率就越高。 而在应急救

援信息中，精确的地址信息和联系信息被视为能够

帮助救援的关键信息［１５］。 因此，本文通过自行编写

的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对微博内容根据文本中的地址特征

字进行命名实体识别，提取每条微博存在的精确地

址信息，有则为 １，无则为 ０。 根据由微博内容是否

存在精确地址信息形成的一个由 ０、１ 组成的字典，
作为内容地址信息特征 Ｆ３。

（４）内容联系信息提取。 在应急救援信息中帮

助救援行动开展的关键属性除了精确地址之外，联
系信息也被认为是区分应急救援信息的一个重要属

性。 因此，对每条微博原始博文进行了正则提取联

系信息，有则为 １，无则为 ０。 而根据由微博内容是

否存在精确地址信息所形成的由 ０、１ 组成的字典，
则作为内容联系信息特征 Ｆ４。

（５）图片数量提取。 由于突发事件中图片能够

更为直观地展示受害者以及旁观者的处境，本文将

图片数量作为考虑的属性之一。 文中是在微博爬取

过程进行图片数量的抽取，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 爬取微博图

片并计数，记为图片信息特征 Ｆ５。
（６）标签数量提取。 标签是微博话题是否与事

件强相关的重要因素，而微博内容中含有的标签数

与是否是应急救援信息的关联问题也是亟需探讨的

内容。 本文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对微博文本利用正则

表达式提取内容中的标签并计数，记为标签数量特

征 Ｆ６。
（７）信息传播特征提取。 由上文综述可知，社

交媒体的信息传播特征能够反映突发事件相关信息

在公众中的传播认可，能够有效地评估信息在传播

过程中公众的认可度。 因此，本文爬取了每条微博

的评论数、转发数、点赞数。 根据其中位数以及平均

数，分别赋值为 ０．１、０．１、０．０１。 ３ 个维度的最大值分

别为 ３３．３３，最终得到的信息传播特征分数为 ０ ～
１００。 将加权得到的信息传播特征得分记为信息传

播特征 Ｆ７。
（８）信息主体特征提取。 由上文可知，微博发

布者的主体特征是信息源可靠性的重要属性。 因此

本文进入了微博内容发布者主页，爬取了主页中的

微博发布数、粉丝数、关注数、微博认证等级。 再根

据其中位数、平均值、等级数分别赋值为 ０．０１，０．１、
０．１。这 ３ 个维度的最大值同样为 ３３．３３，最终得到的

信息主体特征分数为 ０～１００。 将加权得到的信息传

播特征得分记为信息主体特征 Ｆ８。

３　 实验评估

为了挖掘出真正能够帮助区分社交媒体中应急

救援信息的关键特征项，本部分研究首先通过自行

编写的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基于研究数据集选择最佳的分

类模型，然后根据选定的分类模型对各个特征进行

特征贡献度分析，确定能够区分社交媒体中应急救

援信息产生重要影响的特征项，并对这些特征项进

行讨论。
３．１　 社交媒体应急救援信息分类模型选择

在阅读参考文献的基础上，研究确定了朴素贝

叶斯、逻辑斯蒂回归、决策树算法作为拟定的初步算

法，为了进一步确定最合适的算法，研究拟采用十折

交叉验证法分别用朴素贝叶斯、逻辑斯蒂回归和决

策树算法结合信息内容、主体、传播这 ３ 个维度中抽

取的 ８ 个特征进行分类结果比较，以确定最佳分类

算法。 评估标准拟选定为 Ｆ － ｓｃｏｒｅ， 实验结果见

表 ２。
表 ２　 不同分类算法性能比较

　 　 Ｔａｂ． 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方法 精度 召回率 Ｆ 值

朴素贝叶斯 ０．９１６ ０．５７８ ０．７０９

逻辑斯蒂回归 ０．９２１ ０．６０９ ０．７３３

决策树 ０．９２０ ０．６２６ ０．７４５

　 　 从表 ２ 中分析可知，３ 个分类器分类的精度都

在 ８０％以上，综合判断选择了精度和 Ｆ 值都较高的

决策树算法作为分类模型算法。
３．２　 特征的统计以及贡献度分析

为了能够了解数据集分布情况，本文对社交媒

体中应急救援信息和普通信息的 ８ 个数值型指标以

及信息传播特征和信息主体特征这 ２ 个综合指标进

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其最小值、最大值、平均

值、中位数、标准差，统计结果见表 ３。 由表 ３ 中可

以见得，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发布微博、粉丝数

这 ５ 个指标标准差较大，表明这部分帮助区分社交

媒体中应急救援信息的特征数据也不稳定，并且根

据分类的实验结果，选择 ８ 个特征进行分类实验的

结果（０．７４５）也优于 １２ 个基本指标特征的实验结果

（０．７２６）。 因此，本文选择信息内容语言学特征、信
息内容语义特征、内容地址信息特征、内容联系信息

特征、图片信息特征、标签信息特征、信息传播特征、
信息主体特征这个 ８ 个特征作为基本特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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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特征数据的统计差异分析

Ｔａｂ．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ａｔａ

指标名称 答案分类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文本单词数 应急救援信息 ０ １１２ ５１．３７ ４４ １ ４２１．２１

普通信息 ０ ９２ ３４．３２ ３２ １ ３１６．４２

情感值 应急救援信息 －３４７ ４２６ ５．３２ ３ １７．２２

普通信息 －５２７ ３１４ ０．４２ ０ ４．６５

转发数 应急救援信息 ０ １１ ５７５ ６５．２４ ４ ３７５．２２

普通信息 ０ １０ ０００ ３６．８８ ３ ６ ７２４．３４

评论数 应急救援信息 ０ ６ ０７７ １０．３５ １ １ １５８．００

普通信息 ０ ７ １３４ １３．３７ ０ ２ ７９８．３１

点赞数 应急救援信息 ０ ７１ ３５９ １４９．８５ １ １２ ４５３．８１

普通信息 ０ ８７ ６４２ １３８．２４ ０ ６ ６２３．２２

发布微博数 应急救援信息 １ ９２ １４６ ２ ２４８．４８ ４９４ ６ ２２９．３１

普通信息 １ ９６ ７２８ ２ ３７３．３２ ４０４ １３ １３１．２２

粉丝数 应急救援信息 １ ５ ７２４ ４４２ ２８ ６９０．０５ １０８ ２１３ ６９５．５９

普通信息 １ ４ ２４３ ２２１ １５ ６７２．２１ ９８ １７６ ５５３．３６

关注数 应急救援信息 １ ２０ ０００ ３７１．８９ ２４４ ２ ５７８．２３

普通信息 １ ２０ ０００ ６２４．２１ ２０３ ５６７．６２

信息传播特征 应急救援信息 ０ １００ ３．０１６ ３ １７．２２

普通信息 －５２７ ３１４ ０．４２ ０ ４．６５

信息主体特征 应急救援信息 ０ １００ ３４．７４ ９ １３．３４

普通信息 ０ １００ １６．７３ ４ ３．２７

　 　 在分类模型中，２ 种较为常用的分类方法是树

归纳法和线性逻辑斯蒂回归方法，本文通过使用树

归纳法计算基尼不纯度度量来计算特征贡献度［３３］，
采用 ＣＡＲＴ 算法进行剪枝，即采用一种二分递归分

割技术，将分类样本集分为 ２ 个子样本集，生成的决

策树的每一个非叶节点都有 ２ 个分枝。 在 ＣＡＲＴ 算

法中， 使用独立于训练样本集的测试样本集对分枝

样本集的分类错误进行计算，找出分类错误最小的

子树作为最终的分类模型［３３－３４］。 本研究中，利用

ＣＡＲＴ 算法求得的特征贡献度如图 １ 所示。 因此，
可以确定对社交媒体应急救援信息分类产生重要影

响的 ３ 个特征：内容地址信息特征、内容语言学特

征、信息主体特征。
　 　 由图 １ 可知，内容地址信息特征、即精确地址信

息在社交媒体应急救援信息分类中的影响程度最

大，本文对这一项数据进行分析。 对比应急救援信

息和普通信息中是否包含精确地址信息，发现应急

救援信息中的精确地址信息约为 ８０％，而普通信息

中精确地址信息只有 ２５％。 并且，包含精确地址信

息的普通社交媒体内容有 ５０％是官方媒体机构对

受影响地区和受害者的综合报道。 因此，研究认为

精确地址信息是区分应急救援信息的关键特征，并
且在区分个人发布的社交媒体内容中的应急救援信

息方面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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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特征贡献度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信息内容语言特征的文本单词数量就是指去除

停用词之后的社交媒体内容分词后的单词数量

（４７．２３）。其中，普通文本的单词数量为 ３４．３２，远低

于应急救援文本的单词数量为 ５１．３７。 为了避免由

于单词数量极值影响实验判断的科学性，进一步分

析了文本单词数量的中位数，分别为 ３２，４４。 这也

表明在一定程度上，社交媒体内容中文本单词数量

越多，关于应急事件描述越详细，更有可能是应急救

援信息。 为了进一步评估关键特征在区分社交媒体

４２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３ 卷　



中应急救援信息方面的表现， 本文对信息语言学特

征（ｗｏｒｄ＿ｎｕｍ） 和信息主体特征（ｕｓｅｒ＿ｓｃｏｒｅ） 进行偏

相关关系以进一步阐释其表现， 结果如图 ２ 所示。
由图 ２ 可知，微博内容中单词数量与社交媒体内容

是否是应急救援信息有着明显的递增关系，说明微

博内容单词数量越多、描述越详细，社交媒体内容就

越有可能是应急救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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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关键特征与应急救援信息分类偏相关关系

Ｆｉｇ． 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ｅ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信息主体特征包含微博发布者的微博数、粉丝

数、关注数，是社交媒体信息来源可信度的重要特

征。 分析信息主体得分的平均数，应急救援信息

（３４．７４）明显高于普通信息（１６．７３），且应急救援信

息的信息主体得分中位数（９）也远高于普通信息得

分（４）。 这就清楚地表明，高质量用户在突发事件

中能够提供信息的质量也更高。 但是在偏相关关系

分析中，微博发布者的用户主体特征并没有与应急

救援信息分类表现出明显关系，可得信息主体特征

与其他特征共同影响着应急救援信息的分类。
　 　 研究中还发现，原以为联系方式信息和图片信

息在应急救援信息分类中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然
而，在本次实验中却显示出联系信息和是否存在图

片没有对区分应急救援信息起到理想的作用。 根据

初步观察和以往的研究可知，图片信息尽管能够更

加直观地展示突发事件的发展状况以及受害者现

状，但是在社交媒体中很大一部分图片与社交媒体

文本内容呈现为非强相关，这类普通信息对于图片

使用的不严谨使得分类器难以依靠图片科学地区分

出应急救援信息。 与此同时，还进一步发现被归类

为应急救援信息的部分内容创作者可能不喜欢、甚
至不适应使用图片表达信息，还有部分内容创作者

为旁观者，不能够提供高相关性的图片，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图片的区分应急救援信息的贡献度。
另外，对于社交媒体信息中联系信息的使用，根据本

次研究与发布者的沟通以及综合分析，有着相当一

部分应急救援信息发布者没有意识到除微博本身外

联系信息发布的关键性。 还有一部分应急救援信息

是旁观者的收集，其联系信息的缺失是由于自身能

力和获得信息手段的限制。

４　 结束语

针对社交媒体内容质量层次不齐、难以有效区

分其中应急救援信息的现实问题，本文研究主要基

于对“微博”上应急救援信息的分析与相关文献研

究，从信息内容、传播、用户三个维度提取了 １２ 个指

标、８ 类特征，选择 ＣＡＲＴ 算法进一步分析这些特征

对于区分应急救援信息关键性。 研究结果显示内容

地址信息特征、信息内容语言特征、信息主体特征对

社交媒体中的应急救援信息分类有重要作用。 上述

探讨发现是对社交媒体中应急救援信息研究的进一

步补充。
接下来，将探索如何更高效地在“微博”平台上

识别应急救援信息。 如何引导用户上传更高质量的

应急救援信息，从而帮助应急救援行动快速实施，也
是后期需着重探讨与研究的方向。 例如，给用户提

供更为专业的应急救援信息模板，在社交媒体发布

端自动识别与突发事件低相关性的质量信息，给用

户提供信息类别的选择上传选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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