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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话题演化分析对监控话题传播概况、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话题演

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调研和分析，归纳总结话题演化研究的基础，并从话题强度、话题状态、话题内容与演化路

径等多个方面探讨话题演化研究的不同维度，以及话题演化的趋势预测，此外还对话题演化研究的不同方法进

行探讨，最后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今后的话题演化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话题演化；话题强度；话题状态；话题内容；演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3     DOI：10.3772/j.issn.1673-2286.2021.11.008
引文格式：钱莉，朱恒民，魏静. 话题演化研究综述[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1（11）：57-64.

钱莉1  朱恒民1,2  魏静1

（1. 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南京 210003；2.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信息产业融合创新与

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南京 210003）

话题演化研究综述*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主路径网络的舆情传播态势预测与干预研究——以社会化媒体中舆情为对象”（编号：

71874088）资助。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8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显示，截至2021年6
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10.11亿人，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

我国公民获取新闻和发表意见的重要媒介。在网络信息

传播中，新闻话题或突发事件的迅速扩散，对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快速地跟踪新闻话

题或突发事件的后续事态发展，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话题”这一概念最早由TDT（Topic Detection 
and Tracking）评测会议提出，并对其进行了定义：所

谓话题（topic），就是一个核心事件或活动以及与之直

接相关的事件或活动[2]。而一个事件（event）通常是由

某些原因或条件引起的，涉及某些对象（人或物），在

特定时间或地点发生，并可能伴随某种必然结果。一般

来说，话题就是若干件某事件相关报道的集合，主题

则可以看作广泛意义上的话题，即主题可以涵盖多个

类似的具体事件或根本不涉及任何具体事件[3]。例如，

“社区防控”是一个主题，而“2020年2月10日湖北全

省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

一个话题。在英文文献中，话题与主题都有一个共同的

表达方式，即“topic”，但是本文将“话题”与“主题”

的概念区分开，即新闻事件的话题是由一系列的主题

构成。

话题随着时间的推进总是在不断演化的，每个话

题都会经历从扩散到衰落的过程，话题之间也会产生

漂移或渗透。从大规模网络文本中获取话题及其演化

趋势，可以帮助人们掌握话题发展的“来龙去脉”，为

监管部门及时应对网络舆情提供科学依据。因此，话

题演化研究具有现实的应用背景。近年来，国内外学

者对话题演化展开了研究，主要包括话题强度演化和

内容演化两条研究路线。话题强度演化是指话题所受

关注的程度随时间而变化，通常表现为与主题对应的

文档数量；话题内容演化是指文本集中覆盖的主题范

围随时间的变化，一般表现为与主题对应的特征词变

化[4]。当前，话题演化分析模型常用的方法是将文档划

分为不同的时间切片，然后在每个切片中提取主题。

然而，这种方法容易导致过多和零碎的主题，且难以

判定主题演化方向，对主题演化分析不充分。因此，

话题演化仍需进一步探索，尤其是在网络文本领域。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尝试拓宽话题演化分析中的维度

和深度。例如，Callon等[5]基于共词分析提出用向心度

探索与交流



2021年第11期（总第210期）58

（Centrality）和密度（Density）来分析话题的成熟度

和关键性的观点，为话题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尽

管已有一些工作通过构建话题生命周期来检测话题所

处阶段[6]，但将话题状态引入话题演化过程中的研究还

非常少。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厘清话题演化过程中的复

杂性就显得尤为迫切，尤其是话题之间的融合、分裂以

及演化路径的分析。 
基于此，本文对国内外话题演化相关研究进行了系

统调研与总结。首先，按照规范流程对近年来国内外话

题演化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整合与展示；其次，根据已

有研究归纳话题演化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从话题

强度、话题状态、话题内容与演化路径等多个方面探讨

话题演化研究维度，同时讨论了话题演化趋势预测，并

总结话题演化研究的不同方法；最后，指出现有研究的

不足，并对今后的话题演化研究进行展望。

1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国内

数据来源于CNKI，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以“话题演

化”“话题传播”“主题发现”“话题检测”为主题，

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中文

核心期刊收录为范围进行高级检索。在搜索国外“话

题演化”相关文献时，本研究首先选择覆盖多个学科

领域的综合性数据库Web of Science、Science Direct
以及Springer Link等连续动态更新的大型数据库，然

后分别以“topic evolution”“evolution path”“topic 
spreading”为关键词开展主题、标题、摘要和关键字段

的搜索；接着使用相同的关键词在Google Scholar中进

行搜索，补充了未收录进以上数据库的论文。此外，本

研究还查看已有综述文章纳入分析的文献，对现有搜

索结果进行补充（如Zhou等[7]的研究），初步得到309
篇论文。经过去重获得189篇可能与话题演化相关的论

文，但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其是否符合本研究的综述目

标，因而以人工方式剔除条件不符（包括会议摘要、学

者随笔等）或信息不全的文献。其次，仅提到该关键词

但与研究问题不符的文献也被排除在外。经文献筛选，

一共得到符合本文所需的相关论文156篇。最后开展质

量评估对每篇文献进行逐一判读，以确保综述对象的

质量，最终得到74篇高质量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大多发

表于近5年，主要为期刊论文，并且广泛涉及图书情报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可见

话题演化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且在近年来引起学术界

广泛讨论。

从中外话题演化研究的发文量看，随着近年来互

联网的快速发展，与之相关的话题演化文献也呈逐年

上升趋势（见图1）。首先，本文借鉴文献计量学奠基人

普赖斯提出的科技文献增长理论[8]，将话题演化研究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探索期（2001—2011
年），文献数量较少；第二阶段是平稳增长期（2012—
2017年），文献数量呈稳定增长态势，虽然该时期部分

年份发文量略有下降，但总体呈上升趋势；第三阶段为

快速发展期（2018—2020年），国内外相关文献数量增

长迅速，可见在今后的几年内该研究仍将保持较高的

研究热度以及较快的发展速度。其次，国内发文量与国

外呈现一致增长趋势，这说明话题演化研究受到世界

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且国内与国外关于话题演化研究

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尽管外文文献数量略高于中文

文献，但有4篇外文文献是国内学者发文。

图1  中外话题演化研究年度发文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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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74篇话题演化研究文献的研读分析，先是

介绍话题演化研究的基础，以期对话题演化研究的基

本理论与技术手段进行了解。在此基础上，探讨话题演

化分析维度，同时讨论话题演化趋势预测，并从中总结

话题演化的分析方法，旨在深化话题研究脉络、探讨未

来研究思路。

2  话题演化研究的基础

2.1  理论基础 

虽然话题演化最初是在跟踪新闻报道的背景下产

生的，但是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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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Theory）[9]。这一经典

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要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退

和死亡整个过程，也泛指事物的阶段性变化及规律[4]。

话题也具有生命周期的基本特征，生命周期理论勾勒了

话题的演化轨迹。

Chen等 [10]在生命周期的基础上提出了衰老理论

（Aging Theory）。该理论认为，话题的生命周期与生

物类似，生物拥有丰富的营养，即话题的相关文档增

多，生命周期就会延长；反之，当营养耗尽时，一个生命

或话题就会消失。换言之，当一个话题刚出现时，人们

可能会对它感兴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关注度逐

渐下降。Fang等[11]基于衰老理论，结合话题相关的推

文和用户权威构建了一个话题生命周期模型，并将话题

划分为婴儿、成长、成熟、衰退和消失五个阶段。同样，

谢科范等[12]将网络舆情分为潜伏期、萌动期、加速期、

成熟期、衰退期五个阶段来分析网络突发事件，并为相

关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2.2  技术基础

近年来，话题演化研究在信息检索和数据挖掘等

学术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早的工作可追溯到美国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于1996年提出的一种“话题检测与追

踪”技术，该项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从新闻专线

或广播新闻等新闻数据来源中自动检测话题，并采用

话题相似度计算方法对后续新闻报道中话题的相关内

容进行追踪[13]。关于话题演化的研究起始于跟踪具有

时间信息的文档的话题趋势[14]，但是早期的TDT研究

并未有效地利用语料的时间信息来分析话题随时间的

变化[3]。目前，常见的话题演化分析技术路径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1）基于共词分析的话题演化。共同出现在同一

文档或段落中的一对关键词被视为具有共现关系，且

共现强度等于关键词的共现频率[15]。共现强度越大，两

个词之间的内涵关联性越强，在话题上的一致性越高。

计算大规模文档集关键词共现的关系网络能够反映研

究话题的结构和演化规律。

（2）基于文本挖掘的话题演化。该方法重在分解

文档内容，关注文档内部的特征，实现对文档粒度更

小、层次更深、更全面的分析和研究[16]。随着文本挖掘

方法的兴起，如何借助话题模型，研究话题随时间的变

化以及如何变化，成为话题演化研究热点。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话题模型是话题演化研究中最常

见的技术[17]。它由Blei等首次提出，是一种混合概率模

型，该模型通过最大化词语共现概率来寻找词语聚类，

使用狄利克雷分布描述文档生成过程，并对文档的主题

数量进行限制。大量研究表明，LDA在不同领域研究热

点挖掘[18]、强度演化[19]、趋势预测[20]等方面都取得了良

好效果。

3  话题演化研究的脉络

话题演化研究的脉络如图2所示。话题演化研究始

于话题检测，即从给定文档集中识别出覆盖的话题，以

及不同话题所占的比重，为话题演化分析提供基础。根

据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本文认为话题强

度、话题状态、话题内容以及演化路径是话题演化分析

的主要维度且部分研究只是聚焦于其中的某个或某几

个方面。因此，本文将从这4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最

后，话题演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话题演化规律并预

测其未来发展趋势，为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图2  话题演化研究的脉络

3.1  话题检测

话题检测，也称为“话题发现”或“话题识别”，

旨在从大规模文档集中找到具有一致语义关系的相同

话题。话题检测首先是在静态文本中提出的，大多数静

态文本检测方法是基于概率话题模型，如PLSA[21]和

LDA[22]。LDA作为PLSA的贝叶斯扩展，是话题演化研

究中最流行的一个模型，解决了PLSA的两个问题。首

先它的参数不会随着文档集增长而线性增长，具有很

好的泛化能力；其次，PLSA是对给定的文档集进行建

模，但对于如何将已有的模型应用于新的文档没有直

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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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研究建立了基于机器学习的话题检测方

法。例如，Wartena等[23]通过关键词的共现关系来聚类

关键词，从而发现话题。为了确定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Hurtado等[24]对文档中含有动词的标题进行关联规则

分析，并通过删除停用词和动词来检测话题。Chen等[25]

提出了一种非参数模型（NPMM）并利用辅助词嵌入来

自动确定给定文档是否属于已有主题，进而推断主题

编号。此外，Lu等[26]检测了来自共词网络中不同社区的

词，在这些社区中，来自某个特定社区的词都属于相同

且相互独立的主题。针对数据流连续、动态变化的特

征，许多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解决方案。黄云等[27]

针对微博话题检测中需要解决的高维数据、噪声信息以

及话题的快速演化等主要问题，提出了一个微博在线话

题检测模型（DLM）。贺敏等[28]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序分

析的微博突发话题检测方法。

话题检测的通用技术包括话题概率模型以及机器

学习等方法。其中LDA模型最流行，该模型可以从大规

模文本中迅速识别主题。由于网络自由文本中包含一些

同义词和近义词，如何充分利用文本中词的复杂语义

提升话题检测的质量，仍需要进一步探索。此外，互联

网充斥着海量信息，且更新速度很快，如何快速识别大

规模文本数据中的话题，并跟踪事件发展，成为急需解

决的问题。此外，社交媒体上包含大量带有噪声的数据

（如广告信息等），对话题检测没有实际意义，甚至给

话题检测结果带来偏差，如何有效地从复杂多样的数

据中识别出有效的话题，是话题检测的一大任务。

3.2  话题强度演化 

话题强度演化表现为话题在不同时间切片中的流

行程度，大多数基于LDA模型，将LDA应用在整个文档

集合上，然后根据文档的时间信息将文档离散到相应的

时间片。对于一个特定的话题，可以在不同时间片中依

次考察其话题强度，以显示话题在整个时间轴中的变化

情况。例如，Feng等[29]使用LDA来处理不同时间片中的

文档集合，计算每个博客上话题分布概率的平均值，从

而确定话题的平均热度。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于

操作，但是由于模型假设文档顺序是可交换的，不能有

效地将时间信息与模型结合起来，因此未能充分利用时

间信息，从而在同样建模条件下，会出现困惑度值很高

的情况。如Wang等[30]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将时间离散化

的主题演化模型（Topic Over Time，TOT），它不再使

用马尔科夫假设，而是将每一个主题表示为一个关于时

间变量的连续概率分布，每一个主题不仅与词的共现相

关，还与文本的时间戳有关，而且主题的内容以及主题

之间的关系也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一般而言，讨论一个话题的文档数量越多，这个话

题就越受欢迎。由于与人们观察到的文本信息相吻合，

这种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Liu等[31]利用过去不同时期

话题的频率累积来预测一个话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

否会流行。Zhao等[32]提出话题的“成长因子”来预测短

期的话题趋势，并认为话题文档数量的增长速度会影

响“成长因子”。但是，一篇文档可以包含多个话题，同

一特征词或主题词对不同话题的贡献各不相同，因此

在话题强度演化过程中，应该考虑特征词或主题词对

话题的贡献。例如，李慧等[33]将特征词热度加入微博热

点话题演化模型中，可以发现微博热点事件子话题的演

化规律。

3.3  话题状态演化 

话题状态是指研究话题在其演化生命周期中所处

的阶段。当一个话题出现时，人们可能会对它感兴趣。

随着时间流逝，话题的演化状态也在不断变化，并展现

出一定的特征，如新话题中的关键词数量少，内部关联

性弱，与其他话题相关性低；随着话题的成长，内部关

键词的数量增加，它们之间的关系增强，与其他话题的

相关性增加。因此，一些研究者就话题演化过程中的演

化状态进行了研究。为了跟踪一个话题的演化趋势，Du
等[34]提出了一种热门话题生命周期模型（HTLCM），并

将HTLCM划分为出生、成长、成熟、衰退和消失五个

阶段。另外，Callon等[5]基于共词分析提出了向心度和密

度的概念，用来表示研究主题的关键性和成熟度。

上述工作多是回溯话题生命周期来识别话题的状

态。由于话题演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正在传播中

的话题来判断其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是非常困难的。少

量工作通过设计指标来描述话题当前的状态，但是，如

何设计出既能反映话题当前状态以及未来趋势，又能

揭示话题潜在发展力的指标，是话题演化状态监测的

难点。

3.4  话题内容演化

话题内容演化就是话题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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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变化，通常表现为特征词在不同时间切片上的差

异，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语义关联方面。Blei等[17]开

发了一个动态LDA模型，该模型反映了主题内容的时序

变化。胡艳丽等[35]基于话题模型抽象描述文本内容的

隐含语义，进而建立话题在时间序列上的内容演化。余

本功等[36]利用改进的OLDA模型来应对舆情监控中的

话题快速产生和消亡，并且分析得出话题内容演化。陈

兴蜀等[37]基于OLDA模型对论坛中的热点话题演化跟

踪做了研究。特征词或主题词在话题演化中的重要作

用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例如，曹丽娜等[38]结合话题热度

（强度）变化和内容变化两方面研究天涯论坛，挖掘随

时间变化的动态话题链，从词语变化微观角度分析热

门事件下公众意见的变迁过程。

话题内容演化是话题演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时间的推进、网民的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

话题在不断地变化着。若演化后的话题与原有话题在

内容上产生了较大的偏移，如何有效地探测和跟踪话

题发展过程中的内容变化，是话题内容演化分析的关

键问题。

3.5  话题演化路径

演化路径不同于话题内容的演化，它是指研究主

题在时间轴上的演化脉络，旨在呈现主题的漂移特

征。网络文本中的词汇语义更丰富复杂，这给网络文本

话题演化路径研究带来了挑战，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方案。Gao等[39]提出了一种新的在线加权条件随

机场正则化相关主题模型（OCCTM），该模型利用语

义相关性捕捉来自短文本的主要话题和相关子话题的

演化路径；张佩瑶等[40]利用K-means算法对主题词向

量聚类，得到融合后的主题，进而建立文本集在时间片

上的话题演化路径；Li等[41]针对短文本语义稀疏问题，

通过引入维基知识库对模型语义进行扩展，结果表明，

改进的主题漂移检测方法能够更有效跟踪短文本流中

的主题漂移。

对于话题演化的路径分析，上述研究大多是把文

档划分为不同的时间片，然后在每个切片中提取主题，

再通过计算特征词或主题词之间的语义关联情况来实

现话题演化路径分析。但是，时间的分割往往是主观

的，一些话题通常存在于多个甚至全部的时间切片中，

这种方法将导致话题过多过杂。另外，由于网络本身具

有的发散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使得事件在发展

过程中可能朝任何一个方向转换，这导致原有的话题

可以衍生出多个与之相关的话题且话题的内容产生较

大偏移，而计算不同时间片话题之间相似度的方法难

以揭示话题漂移的方向。

3.6  话题演化趋势预测

话题演化趋势预测是话题演化研究的一个拓展问

题，是指利用历史数据预测未来的话题演化趋势，可用

于挖掘潜在的热点话题等多个方面。目前关于话题演

化趋势预测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话题强度预测上。

Wang等[42]在建模的时候引入用户的情感，通过马尔可

夫随机场和图熵模型计算社区情感能量，然后基于社

区情感能量和话题的传播流行度之间的线性相关性来

预测话题的流行度。部分研究开始关注话题演化时间

序列分析，但对于话题演化的时序分析，主要通过构建

话题演化时间序列模型。例如，裴可锋等[43]对话题热度

时间序列进行离散化的DTPM模型能够有效提高话题

热度预测的精度。

对于已经流行的话题是否会再次流行，Wang等[44]

考虑了用户朋友圈、话题类型和突发事件等因素，然后

基于高斯混合分布计算在未来时间段内话题再次流行

的概率。然而，对话题内容演化进行预测的研究工作还

非常少，常用方法是度量特征词或主题词之间的相似

度进行话题演化趋势预测，即语义相似度分析。该方法

是对文本进行向量表示，然后计算文本相似度，相似

度越大，话题演化趋势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如何结合

时序分析和语义分析进行话题演化趋势预测，有待于

进一步深入研究。

4  话题演化分析方法的比较

话题演化分析方法是指在话题演化研究中所运用

的方法或者模型。目前话题演化分析方法，在话题强

度、话题状态、话题内容以及演化路径上有各自不同的

特点。另外，时间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共有

3种引入时间方式的不同方法：①将时间作为可观测变

量结合到模型中；②在整个文本集上运用话题模型抽

取主题，然后按文本的时间信息，后离散分析话题随时

间的演化；③将文本集合先按一定时间粒度离散到不

同的时间片，在每个时间片上运用话题模型来获取话题

随时间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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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对第三部分提到的各种模型方法进行总

结比较，并根据话题演化分析的维度，我们选择了代表

模型、研究方法、引入时间方式、演化类型等方面来比

较，见表1。

息传播提供了科学依据，是话题演化研究的又一方向。

但是，话题演化过程并没有统一、通用的模式，受到诸

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给话题内容演化预测带来了巨

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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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pic evolution analys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onitor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opic spreading and predict its future trend.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opic evolu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s of topic evolution 
research, a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opic evolution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topic intensity, topic status, content and evolution path, as 
well as the trend prediction of topic evolution, in addition, it also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opic evolutionary research.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ospects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opic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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