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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舆情分析系统的研发是辅助高校舆情治理的重要方式。 针对现有系统在技术架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面的不足,设
计了基于流数据的舆情采集和存储技术框架,实现了基于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的热点主题挖掘方法,提出了基于

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预训练模型的情感分类方法,搭建了面向高校舆情分析的 Web
系统。 为高校舆情分析系统的设计和实现提供有益的参考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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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syste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assisting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However,
 

existing
 

systems
 

often
 

face
 

limitations
 

in
 

their
 

technical
 

architectur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capabilities.
 

To
 

address
 

these
 

shortcomings,
 

the
 

paper
 

has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sentiment
 

analysis
 

and
 

data
 

storage
 

based
 

on
 

streaming
 

data.
 

The
 

paper
 

has
 

also
 

implemented
 

a
 

cutting - edge
 

method
 

for
 

mining
 

hot
 

topics
 

using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 LDA)
 

and
 

introduces
 

a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leveraging
 

the
 

power
 

of
 

the
 

BERT
 

( 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
 

pre-trained
 

model.
 

Furthermore,
 

the
 

paper
 

h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a
 

user-friendly
 

Web-based
 

system
 

tailored
 

specifically
 

for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novative
 

solutions,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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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高校的舆

情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对于高校

来说,舆情的有效分析和管理对于提升学校声誉、解
决潜在危机、塑造学校形象具有重要意义[1] 。 然

而,由于舆情信息的多样性和庞杂性,传统的手工分

析方法已经无法满足高校舆情管理的需求,而当前

使用的舆情分析系统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现有的舆情分析系统在数据采集方面存

在局限性。 虽然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论坛等渠道提

供了大量的舆情数据,但数据的获取、整合和存储仍

有不少难题待解,导致分析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受到限制[2] 。
其次,现有系统在舆情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上存在

局限性。 舆情分析需要从海量的文本数据中提取有

价值的信息,包括情感倾向、关键主题等。 然而,现有

系统在情感分析、文本挖掘和主题识别等方面的算法

和模型相对简单,无法充分挖掘数据中的潜在信息,
导致后期对舆情的深入理解和分析受到限制。

为此,本文基于大数据技术设计高校舆情分析

模型,以辅助高校有效地监测、分析和应对舆情事

件。 该系统模型利用大数据技术,结合文本挖掘、情
感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从社交媒体平台、新闻网站

和论坛等渠道采集、整理海量的舆情数据。 通过对

舆情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系统模型能够实时监



测高校舆情动态,提供全面的舆情评估和情感分析

报告,为高校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和支持。

1　 相关理论及方法

1. 1　 文本处理技术

本文舆情数据主要是文本数据,文本处理技术在高

校舆情分析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主要涉及如下技术。
(1)文本预处理:文本预处理是文本处理的第

一步,旨在清洗和规范原始文本数据。 主要包括去

除标点符号、停用词、数字和特殊字符,进行大小写

转换,以及词干提取和词形还原等操作[3] 。 文本预

处理有助于减少数据噪音,简化文本表示,提高后续

文本处理任务的效果。
(2)词袋模型(Bag-of-Words,

 

BoW):词袋模型

将文本表示为词语的集合,忽略了词语的顺序和语

法信息,只关注词语出现的频率。 词袋模型能够有

效地捕捉文本中的关键词信息,用于后续的情感分

析、主题识别等任务[4] 。
1. 2　 注意力机制

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
 

Mechanism)是一种在深

度学习中常用的技术,用于加强模型对输入数据的

关注程度[5] 。
 

通过模拟人类的注意力机制,使得模

型能够将注意力动态地集中在输入的不同部分上。
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注意力机制在机器翻译、文本

摘要和情感分析等方面获得了广泛应用。 其中,BERT
(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
模型是一种基于注意力机制的预训练模型,在情感分

析任务中凭借其性能特点,展现出了显著优势[6] 。
BERT 模型通过预训练的方式,在大规模的语

料库上学习语言模型。 能够利用双向 Transformer
模型来编码输入文本的上下文信息,从而深度理解

文本中的语义和句法关系。 BERT 模型还引入了多

层自注意力机制,使得模型在编码文本时能够根据

输入序列的不同部分自适应地分配注意力权重。
在情感分析任务中,BERT 模型可以通过微调

(fine-tuning)来适应特定的情感分类任务。 通过将

情感分类任务的标签信息与 BERT 模型结合,可以

将 BERT 模型转化为一个情感分析模型。 由于

BERT 模型在预训练阶段已经学习到了丰富的语言

表示,微调后的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捕捉文本中的情

感信息,提高情感分析的性能。
1. 3　 模型评价指标

情感分类模型是舆情分析的关键[7-8] ,评价情

感分类模型的指标通常有如下 3 种。

(1)精确率 (Precision): 精确率衡量的是模型

预测为正例的样本中,真正为正例的比例。 精确率

计算公式为:
Precision = TP / (TP + FP) (1)

　 　 其中, TP 表示真正例,FP 表示假正例。
　 　 精确率关注的是模型的正例预测能力,适用于

对假正例有较高敏感性的情况。
(2)召回率 (Recall): 召回率衡量的是模型对

正例样本的识别能力,即模型能够正确预测出多少

正例样本。 召回率计算公式为:
Recall = TP / (TP + FN) (2)

　 　 其中, TP 表示真正例,FN 表示假反例。
　 　 召回率适用于对假反例有较高敏感性的情况。

(3) F1 值(F1 - Score):F1 值是精确率和召回

率的调和平均数,综合考虑了两者的性能。 F1 值能

够综合衡量模型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并在两者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

2　 高校舆情分析模型设计

2. 1　 框架设计

本文基于大数据技术实现舆情采集、分析和展

示,系统功能与 Web 服务框架融为一体。 舆情分析

功能模型架构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看到用户通过前

端访问系统,可进行系统配置和用户管理,并通过前

端交互实现舆情管理、分析及舆情报告生成等。 业

务逻辑层提供舆情分析的服务支持,包括网页爬取、
数据清洗、数据存储、主题分析和情感分析等。 数据

存储包括数据访问层和数据库存储,数据访问层又

称持久化层,主要负责对数据的访问;考虑到网络爬

虫所采集的多为文档数据,而数据清洗和分析后又

可形 成 结 构 化 数 据, 所 以 本 文 系 统 中 使 用 了

MongoDB、MySQL 和 Redis 三种数据库。

业务服务

情
感
分
析

主
题
分
析

数
据
存
储

数
据
清
洗

网
页
爬
取

用户管理

系统配置

舆情管理

舆情分析

舆情报告

Web前端 数据存储
MongoDB

图 1　 舆情分析功能模型

Fig.
 

1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funct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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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功能模型,结合大数据平台技术,本文

的技术选型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知,采用 Scrapy 爬

取百度贴吧、新浪微博等舆情信息,然后采用 Kafka
接收流式数据;再发送至 Spark

 

Streaming 进行微批量

流处理,依托 Spark 大平台,使用 Spark
 

Streaming 既

统一了技术堆栈,又确保了与其他 Spark 组件的无缝

交互,实现了与 MongoDB、Redis 和 MySQL 的交互。
在此基础上,搭建 TensorFlowOnSpark 实现舆情主题

分析和情感倾向分析。 最后,以 Web 前端应用的形

式实现数据可视化与应用交互。

数据采集 实时处理 数据服务与展示

WebService

Web应用

MySQL

Mongo
DB

Spark
Streaming

Redis+Web
Service

TensorFlowOnSpark

Kafka
读取 写入

读/写

Scrapy
网络爬虫

图 2　 舆情分析技术框架

Fig.
 

2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2. 2　 模块设计

2. 2. 1　 舆情数据采集与清洗

舆情数据的自动采集是舆情分析系统的基础模

块。 为提高系统的适应性,系统留有数据源的配置

界面,支持百度贴吧、新浪微博和主流新闻网站的选

择。 根据用户的配置,构建 URL 地址库。
网页信息采集如图 3 所示。 图 3 中,爬虫程序

选取地址库中的地址,根据相关配置和既定访问方

式爬取顶层网页,并建立快照库;然后对快照库中内

容进行信息提取或深层 URL 地址解析;提取到的信

息送入流处理模块,深层 URL 地址送入地址库,在
下一轮迭代中进行深层网页爬取。 以百度贴吧为

例,爬虫自动遍历帖子、回复和评论等内容,获取用

户发表的言论和讨论。

数据
流处理

地址库

网页爬取

网页爬取

快照库

URL解析

URL解析

信息抽取

信息抽取

图 3　 网页信息采集

Fig.
 

3　 Web
 

pag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对爬取的数据需要进行筛选和过滤,以提取与

高校舆情相关的信息。 这可以通过关键词匹配、主
题分类等方法来实现。 只有与高校相关的帖子和评

论会被保留,其他非相关信息将被滤除。
在数据清洗阶段,需要处理数据中的噪声和错

误,以确保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 常见的数据清洗

操作包括去除 HTML 标签、处理重复数据、纠正拼

写错误和标点符号等。

2. 2. 2　 高校舆情数据存储

舆情数据存储模块接收采集模块的数据,同时

为模型训练、数据分析与展示提供支持。 根据高校

舆情分析系统的数据需求分析,系统中的数据主要

有模型训练数据、帖子和评论数据、元数据、分析过

程或 结 果 数 据 等, 本 文 选 用 MySQL、 Redis 和

MongoDB 构建存储系统,各数据库在系统中的职责

和关系如下。
(1) MySQL。 MySQL 是一种关系型数据库,适

合存储结构化的数据。 在高校舆情分析系统中,
MySQL 可用于存储以下类型的数据:

①
 

用户信息:存储高校舆情系统的用户信息,
包括用户名、密码、角色等。

②
 

帖子的元数据:存储帖子的元数据,如帖子

的 ID、标题、发布时间、作者 ID 等。
MySQL 的表格结构和关系型数据库的特性使

其适合存储和管理高校舆情数据中的结构化信息。
MySQL 提供了复杂的查询和事务处理功能,可以进

行复杂关系和关联查询,以支持系统中的数据分析

和用户需求。
(2) MongoDB。 MongoDB 是一种文档型数据

库,适合存储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数据。 在高校

舆情分析系统中,MongoDB 可用于存储以下类型的

数据:
①

 

帖子内容:每个帖子可以表示为一个文档,
其中包含帖子的标题、内容、发布时间、作者等信息。

②
 

评论数据:每条评论也可以表示为一个文

档,其中包含评论的内容、发布时间、作者等信息。
MongoDB 的灵活的文档模型和强大的查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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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其适合存储和检索高校舆情数据中的帖子和评

论等非结构化信息。 此外,MongoDB 还支持分布式

架构,可以进行数据的水平扩展,以满足大规模数据

存储的需求。
(3)Redis。 Redis 是一种内存型键值数据库,适

合高速读写和缓存操作。 在高校舆情分析系统中,
Redis 可用于存储以下类型的数据:

①
 

临时数据:存储临时性的数据,如临时计算

结果、中间状态等。
②

 

统计结果:存储高校舆情数据的统计结果,
如某个主题的热度、关键词的频率等。

③
 

训练数据:为提高训练效率,将用于训练文

本情感分类的数据集加载到 Redis 数据库。
Redis 的主要特点是快速读写和低延迟,适用于

实时数据的存储和查询需求。 通过将临时数据和统

计结果存储在 Redis 中,系统可以快速访问这些数

据,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响应速度。
高校舆情分析系统的数据存储需求涵盖了非结

构化或半结构化的帖子和评论数据、结构化的用户

信息和帖子元数据、临时数据和统计结果等。 通过

合理选择适用的数据库 ( 如 MongoDB、 MySQL 和

Redis)来存储不同类型的数据,可以满足系统对数

据的存储、查询和分析的需求,并提供高性能和可扩

展性的支持。
2. 2. 3　 热点主题挖掘

对采集舆情数据进行主题挖掘,以利于进行热

点追踪和情感分类。 本文的热点主题挖掘流程如图

4 所示。
(1)需要对高校舆情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去

除停用词、进行分词、词干化等操作。 这是为了将文

本数据转化为可供主题建模算法处理的格式。
(2)构建文本集合。 将预处理后的文本数据组

成一个文本集合,每个文本代表一个帖子、评论或新

闻等。 这个文本集合将作为主题建模算法的输入。
(3)将文本集合送入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模型,进行分配与关联[9] 。 利用模型推断每

个文本所属的主题分布。 通过分析舆情数据中不同

主题的分布,可以识别和挖掘出当前的热点主题。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 LDA)
 

是一种常用

的主题建模方法,用于发现文本数据中的隐藏主题

结构。 LDA 的基本思想是,假设每个文档都是由多

个主题以一定的概率分布生成的,而每个主题又是

由一组词语以一定的概率分布生成的。 具体步骤

如下。

(1)初始化:为每个文档中的每个词随机指定

一个主题。
(2)迭代训练:通过迭代的方式学习主题和词

语的分布。 在每一次迭代中,根据当前的主题分布

和词语分布,计算每个词语属于每个主题的概率。
然后根据这些概率重新分配每个词语的主题,直到

收敛为止。
(3)输出结果:在训练结束后,可以得到每个文

档的主题分布以及每个主题的词语分布,从而理解

文本数据中的主题结构。

开始

读取清洗后的文本

构建文本集合

LDA模型处理

主题分配与关联

结束

图 4　 主题挖掘流程

Fig.
 

4　 Flowchart
 

of
 

topic
 

mining

2. 2. 4　 舆情情感分类

舆情情感分类是对舆情事件做出判断,实时预

警的关键[10] 。 本文基于 BERT 预训练模型设计舆

情情感分类神经网络,其结构如图 5 所示。

舆情
文本

文
本
预
处
理
层

全
连
接
层

全
连
接
层

分
类
层

D
ro
po
ut
层

图 5　 舆情情感分类神经网络

Fig.
 

5　 Neural
 

network
 

for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opinion

　 　 输入数据通过 BERT 预训练模型进行编码,经
过 Dropout 层和全连接层后,通过 Softmax 函数进行

概率计算,最后输出情感分类结果。 该网络的结构

包括以下组件。
　 　 (1)文本预处理层:主要使清洗后的舆情文本

与 BERT 预训练模型适配。
(2)BERT 预训练模型:用于从输入文本中提取

特征。
(3)Dropout 层:用于防止过拟合,随机丢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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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神经元。
(4)全连接层:用于将 BERT 的输出特征映射

到情感分类的标签空间。
(5)分类层:运用 Softmax 函数将输出的连续值

转换为概率分布,输出预测的情感分类结果。
在该网络中,BERT 预训练模型的输出张量格

式是 一 个 二 维 张 量, 具 体 表 示 为 (batch_size,
 

hidden_size)。 其中,batch_size 为输入文本的批量

大小, hidden_size 为 BERT 模型的隐藏状态的维度

大小。 在 BERT 模型中,每个输入句子会经过一系

列的 Transformer 层,其中包含自注意力机制( self -
attention) 和前馈神经网络 ( feed - forward

 

neural
 

network)。 这些层的作用是对输入句子进行特征提

取和学习表示,将输入句子中的每个单词转化为其

在语义空间中的表示。 BERT 模型的最后一层是池

化层,可将每个输入句子中的所有隐藏状态(每个单

词对应一个隐藏状态)进行汇总,并生成一个全局的

句子表示。 这个句子表示在模型的输出中被称为

“pooled_output”,对应于输出张量中的每个样本。

3　 高校舆情分析系统实现与应用

3. 1　 功能实现

根据 第 2 节 的 架 构, 本 文 分 别 以 Vue 和

SpringBoot 为 前 后 端 框 架, 基 于 Java、 Python、
JavaScript、HTML、CSS 和 Shell 脚本实现系统编程,
高校舆情分析系统界面如图 6 所示。

图 6　 高校舆情分析系统

Fig.
 

6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system

　 　 用户通过高校舆情分析系统能实现舆情监测、
舆情分析和舆情报告等功能交互,系统能够实时呈

现热点话题、热点词云、情感倾向分析结果等。 可以

定期生成舆情报告,针对热点问题进行追踪发现等。
3. 2　 系统测试

分别在 online _shopping _10 _cats、weibo _senti _
100k 数据集上训练和测试本文的情感分类模型。
其中,online_shopping_10_cats 数据集包含 10 个类

别(书籍、平板、手机、水果、洗发水、热水器、蒙牛、
衣服、计算机、酒店),共 6 万多条评论数据,正、负
向评论各约 3 万条;Weibo_senti_100k 数据集的数

据来源于新浪微博的各种评论,共 10 万多条数据。

　 　 选用精确率、召回率和 F1 分数三个指标评价

本文的情感分类方法。 其中,精确率是指在被所有

预测为正的样本中实际为正样本的概率,召回率体

现了实际为正的样本中被预测为正样本的概率, F1
分数则反映了两者的平衡点。 测试结果见表 1,本
文的情感分类模型在 2 个数据集上都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符合高校舆情分析系统情感分类的需求。

表 1　 情感分类算法测试

Table
 

1　 Test
 

results
 

of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

类别 精确率 召回率 F1 分数

online_shopping_10_cats 93. 02 93. 56 93. 28
Weibo_senti_100k 91. 63 91. 83 9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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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高校舆情分析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具有重要意

义。 通过高校舆情分析系统,可以深入挖掘和分析

高校舆情数据,帮助高校更好地了解学生、教职员工

和社会公众的关切问题和当下需求。 本文采用

Web 前端、业务服务和数据存储 3 层功能模型,利用

MongoDB、MySQL 和 Redis 等数据库的组合,以及

Spark
 

Streaming 进行流数据处理,搭建了一个高效

可靠的数据存储和处理系统,实现对大规模高校舆

情数据的快速存取和分析。 在 TensorFlowOnSpark
基础上,引入文本处理技术和情感分类方法,实现高

校舆情数据的精细化分析,深入挖掘其中的情感倾

向和热点主题。 本文系统实现了对高校舆情数据的

深度剖释及洞察,这将为高校提供更全面的舆情分

析和决策支持,促进高校舆情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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