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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警网络舆情主题发现及情感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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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研究涉警网络舆情主题特点及网民情感变化，可以为构建良好的警民关系和警察形象提供参考，

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实际价值。[ 方法 / 过程 ] 获取微博平台涉警网络舆情数据，使用 LDA 主题模型及 TF-IDF 算法

对网络舆情数据进行主题发现研究，基于 Word2Vec 模型构建涉警网络舆情领域情感词典，进而对网民情感进行分析。

[ 局限 ] 在案例选取及分析方面不够全面。[ 结果 / 结论 ] 通过 LDA 主题模型及 TF-IDF 算法可以使主题划分更为明显，

基于领域情感词典的情感分析也较为准确，更好地反映出舆情传播过程中热点话题及网民情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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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Studying the them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e-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the emotional 

changes of netizen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and the police 

image, which has important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Methods/Processes] The online public opinion data related to 

police in Weibo platform were obtained, and the topic discovery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data was studied by using LDA theme 

model and TF-IDF algorithm. Based on Word2Vec model, an emotional dictionary in the field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lated 

to police was constructed, and then the feelings of netizens were analyzed. [Limitations] The case selection and analysis are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Results/Conclusions] The LDA theme model and TF-IDF algorithm can make the theme division more 

obvious, and the emo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omain emotion dictionary is more accurate, which better reflects the hot topics 

and the emotional changes of netizens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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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网络社

交媒体平台不断涌现，这极大地满足了人们

的社交需求。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22 年 12 月，中国网

民人数已经达到 10.67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5.6%[1]。海量的网民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发

布各类信息、表达各种观点，这使得信息传播

渠道增加、信息传播速度加快。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社交平台上也

充斥着大量的谣言和虚假信息，这使得网络舆

情变得日益复杂。涉警网络舆情是网络舆情的

重要组成部分，涉警网络舆情话题较为敏感、

易引起网民群体的关注，对警察整体形象有着

重要影响 [2]。

负面涉警网络舆情的传播无疑会降低政府

公信力，干扰警方的正常工作，对于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对于网民在

涉警网络舆情中宣泄的情感进行监测，有利于

警方及时了解舆情发展态势并对舆情进行引导。

综上所述，通过收集和分析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涉警网络舆情数据，对涉警网络舆情数据进行

主题发现及网民情感趋势研究，为引导和治理

涉警网络舆情提供参考，对于构建良好的警民

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保障社会安全稳定。

1　研究现状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涉警网络舆情领

域的文献进行分析，得出时间线图，如图 1所示。

国内对于涉警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围绕舆情应

对，舆情对公安机关、警民关系的影响等方面。

图 1　2009—2023 年涉警网络舆情领域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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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警网络舆情的应对研究方面，学者们

通过分析网络舆情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提出

相应的涉警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王欢 [3] 详细

地研究了涉警舆情的生成背景、舆情的特点、

警民和警媒关系的特点、舆情的发展趋势和治

理取向。孙锦露等 [4] 通过研究涉警网络舆情

的相关概念和形成机制，对网络舆情的四个

发展周期都提出了对应的处理措施。孙建等 [5]

基于情景危机传播理论，分析了近年处理涉警

网络舆情的实例，对公安机关处理舆情提出了

几点建议。李若愚 [6] 分析了短视频平台上的

涉警网络舆情的演化周期，提出了公安机关处

置舆情时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 3 点对策。张

鹏等 [7] 分析微博平台涉警舆情的传播机制，

利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微博涉警舆情仿真模

型，通过分析实例仿真结果，为警务部门应对

微博涉警舆情提供了决策参考。张露露 [8] 分

析了涉警舆情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影响，列举了

中美两国应对舆情时所具有的优点，提出公安

机关可以适当借鉴成熟经验，进一步提高舆情

应对能力。

在研究涉警网络舆情引起的相关影响方面，

学者们从不同的影响角度和对象进行分析。翟

宇翔 [9] 对负面涉警网络舆情进行分类，分析了

网络舆情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相应的应对措施。

孙建 [10] 分析了网民对涉警网络舆情的态度与安

全感的关系以及网络舆情对网民安全感的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徐梓童 [11] 通

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公安机关处理涉警网络舆情

的方式对公信力的影响，并提出了提升公安机

关公信力的路径建议。

主题发现能够从大量文本数据中提取隐

含的、有价值的热点主题信息，从而帮助人

们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文本数据 [12]。目前，文

本聚类算法和主题模型等相关主题发现方法

和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主题发现研究领域

中 [13]，如邱均平等 [14] 通过 LDA 主题模型提

取大数据领域研究的热门主题，并进行可视

化分析。徐红等 [15] 使用 LDA 主题模型和共

词分析法在学习强国平台上识别出了农村阅

读推广举措的主题。

常用的情感分析方法根据所用到的技术可

以分为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析方法、基于机

器学习的情感分析方法以及基于深度学习的情

感分析方法 [16]。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析方

法是情感分析的基础。该方法易于理解和使

用，在情感词典涵盖的情感词语较全并且情感

极性、情感强度准确率较高的情况下，情感分

类效果比较精确。目前，构建特定领域的情感

词典研究在情感分析研究领域关注度颇高。崔

彦琛等 [17] 利用 PMI-IR、SO-PMI 等算法建立

了由通用情感词典、消防领域情感词典和网络

用语情感词典三种词典组合而成的消防舆情

领域情感词典。周知等 [18] 使用点互信息方法

和规则组合构建了图书领域的情感词典。Bra-

vo-Marquez 等 [19] 提出了一种方法，根据时间

序列演化的分布词向量来训练增量词情感分类

器，自动从 Twitter 的数据流中持续更新情感

词汇。Aribowo 等 [20] 使用基于情感词典的方

法分析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印度尼西亚语

的推文，旨在研究公众情感以及七种感情下最

常出现的词语。

综上所述，涉警网络舆情得到了学者的广

泛关注，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梳理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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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涉警网络舆情的相关

理论、产生原因和相应的治理措施。先划分阶

段，再区分主题，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感分析的

相关研究并不常见，导致对于舆情主题下的情

感时序变化认识不清晰。情感时序变化研究可

以帮助我们挖掘出网民对于该事件主题的情感

倾向 [21]，更全面地捕捉到网民情绪的动态变化，

识别出情感发生重大变化的主题及时间段，进

一步分析舆情。因此，本文采用 Word2Vec 模型、

LDA 主题模型、TF-IDF 算法等方法，拟对微博

平台上的涉警网络舆情数据进行主题发现研究，

并通过构建领域情感词典分析网民情绪，以期

为有关部门引导和治理涉警网络舆情提供决策

依据。

2　舆情主题发现及情感分析

研究舆情主题及网民情感对涉警舆情研究

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帮助警方和政府更好地应

对涉警舆情事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分析舆

情主题可以帮助警方和政府了解公众关注的重

点，从而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回应公众的需求

和呼声。这有助于提高警方和政府在公众心目

中的形象和声誉，提高执法效果和社会满意度。

通过分析网民的情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公众

对舆情事件的评价，以及公众在舆情事件中对

警方的看法。这有助于警方在执法过程中更好

地满足公众的期待，提高执法公信力。

本文的研究路线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研究路线图

首先爬取涉警舆情事件数据，进行数据预

处理，然后训练 Word2Vec 模型，对基础情感词

典进行扩充得到涉警舆情领域情感词典。通过

LDA 主题模型对主题进行划分，再使用 TF-IDF

对特征词进行扩充，归纳得到舆情主题。最后

使用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析方法对各个舆情

主题下的网民情感进行研究。

2.1　涉警舆情数据获取

涉警舆情可以大致分为 2 类，第一类是警

察勤务工作过程中直接引起的涉警舆情，如警

方在维护治安秩序、调查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出

现执法方式不当、执法力度不当等问题，可能

会引起公众的质疑和不满。第二类是由于从事

警察职业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而导致的

涉警舆情。

微博平台用户众多、内容多样，是最大的

舆情产生及传播平台。选取“安徽一女生疑在

警察注视下自杀溺亡引争议”和“安徽一妻子

实名举报民警丈夫涉嫌违法违纪”这两个涉警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6.009



涉警网络舆情主题发现及情感分析研究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3 年·第 9 卷·第 6 期 109

舆情事件为这两种舆情的典型代表。根据知微

事见平台的数据统计，安徽女生自杀事件在微

博平台的影响力高于 75.4% 的事件，总体影响

力高于 77% 的事件，共有 28 家重要媒体参与，

微博相关话题近 40 个，话题阅读量最高达 2.7

亿。安徽民警违法事件在微博平台的影响力高

于 64.4% 的事件，共有 27 家重要媒体参与，

微博相关话题近 20 个，话题阅读量最高达三千

多万。通过后羿采集器爬取微博平台上的相关

网络舆情数据。时间范围分别为 2020 年 12 月

5 日—12 日和 2022 年 1 月 5 日—12 日，共计

6080 条文本数据，部分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部分舆情数据
发布人 发布内容 发布时间

维达拉托里 # 键盘侠 # 很多键盘侠之所以会在网络上有恃无恐地进行批判，是因为他们躲在一块
屏幕后面 - 他们知道他们的言语并不会给自己带来惩罚。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
绝不敢轻易批判别人，因为那可能招来别人的拳头。但在网络上就不一样了 - 没有人
知道键盘侠们长什么样子、姓甚名谁，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歪理邪说。
就最近的 # 安徽 17 岁女孩在警察目视下溺水身亡 ## 成都确诊病例孙女 # 在事实的真
相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之前，很多人轻信了网上的舆论，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迫不
及待地对着警察，成都女孩一顿狂喷。盲目跟风，向来都是大众的心理特征之一。但
凡这些键盘侠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不至于妄下定论，伤害到别人。

2020-12-11 00:20

Y 聪明小脑
瓜 33

绝了，乌烟瘴气，警察，消防员，医生都是特殊职业，有自己特殊的职责，评论里一
堆抨击警察不下去救人的，那换个新闻，警察勇救自杀女孩，不幸双双殒命。你们又
会说自杀的人为什么要去救，吧啦吧啦，又开始称赞警察。是非全是你们一张嘴，有
想过警察不会游泳去救了，没救回来都死了，那是几个家庭的悲剧

2020-12-5 09:56

这糖保甜吗 这个是少数个例，警察很多都很辛苦的，节假日，巡逻的不都是警察吗。以前朋友宿
舍进了贼，2 天不到就抓到了，各行各业都有一两颗老鼠屎

2022-1-8 01:42

执伞画晴天 把警察群体的脸被这个人丢光了 2022-1-8 20:57

2.2　涉警舆情数据处理

在处理微博平台的数据时，需要去除文本

中的话题标签等无意义信息，使文本内容更具

有实际意义。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去除微

博话题及 @ 用户名等内容，正则表达式匹配结

果如表 2 所示。

2.3　涉警情感词典构建

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析方法基本原理是

使用情感词典提供的代表情绪类别的词语，来

划分文本数据的情感极性。该方法首先输入文

本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操作（包括数据清洗、

数据降噪、去除无效评论等），然后对文本数

据进行分词、去停用词操作，最后根据判断情

绪类别的规则将文本数据的情感极性输出。

已有的情感词典大多为人工构建，人工构

建情感词典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总结已

有的研究成果对情感词语的情感极性以及情感

强度进行人工标注。现在主流的中文情感词典

包括 BosonNLP 情感词典、知网 Hownet 情感词

典、清华大学李军中文褒贬义词典和大连理工

大学情感词汇本体库等。这些情感词典分别包

含不同数量、不同情感强度的积极词语和消极

词语。本文去重融合知网情感词典、大连理工

情感词典和 NTUSD 情感词典构建基础情感词

典，共有 41738 个情感词语。

RESEARCH ON THE THEME DISCOVERY AND EMOTION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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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则表达式匹配结果
正则表达式 文本内容

无 【# 安徽警方通报女生跳河自杀事件 #】@ 安庆望江公安在线 消息，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公安局发布警
情通报称，    2020 年 12 月 4 日 13 时许，望江县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接报警：望江县城吉水桥边有一女
子欲投河自尽。接警后，处警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处置。在民警安抚劝导过程中，女子突然扑入深水区。
处警民警展开施救，后将该女子打捞上岸，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死者自杀原因正在调查 ，相关善后
工作正在进行。针对网友反映的民警、辅警在施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局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对涉
事民警、辅警作出停职接受调查决定。

#(.+?)# 【】@ 安庆望江公安在线 消息，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    2020 年 12 月 4 日 13 时许，
望江县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接报警：望江县城吉水桥边有一女子欲投河自尽。接警后，处警民警立即
赶到现场处置。在民警安抚劝导过程中，女子突然扑入深水区。处警民警展开施救，后将该女子打捞上岸，
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死者自杀原因正在调查 ，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针对网友反映的民警、辅警
在施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局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对涉事民警、辅警作出停职接受调查决定。

@(.+?)[: ] 【】消息，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    2020 年 12 月 4 日 13 时许，望江县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接报警：望江县城吉水桥边有一女子欲投河自尽。接警后，处警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处置。在
民警安抚劝导过程中，女子突然扑入深水区。处警民警展开施救，后将该女子打捞上岸，经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死者自杀原因正在调查 ，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针对网友反映的民警、辅警在施救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我局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对涉事民警、辅警作出停职接受调查决定。

Word2Vec 是用来生成词向量的神经网络

模 型，Word2vec 依 赖 Skip-grams 或 CBOW，

Skip-grams根据当前词预测上下文来进行训练，

而 CBOW 根据上下文预测当前值 [22]。

本文将得到的语料与基础情感词典匹配，

将重复的词语作为基准词语，共有 2246 个基

准词语，其余词语作为新增词语，使用 Skip-

grams 训练模型，计算得到与基准词语最相似的

10 个词语，并把其中的新增词语作为扩充词语。

最后，扩充了 351 个词语，部分扩充词语如表

3 所示。

表 3　部分扩充词语
词语 极性 词语 极性

不怕牺牲 积极 徇私枉法 消极

高素质 积极 脱离群众 消极

2.4　文本主题发现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是 一 种 文

档主题生成模型，它基于贝叶斯理论，有着高

效的计算方法和相对简单的模型结构 [23]。它将

文本数据中的每一篇文档视为一个由若干主题

组成的混合，并假设每一个主题都是由一组词

构成的。LDA 可以自动地探测出文本数据集中

的主题结构，并为每一篇文档分配主题。LDA

模型非常适用于文本数据分析，它能够帮助我

们提取出文本数据中的主题信息，从而实现文

本的自动分类和摘要。

LDA 主题模型最常用的两个评价方法是困

惑度和主题一致性，困惑度 (Perplexity)[24] 可以

理解为对于一篇文章 a，所训练出来的 LDA 主

题模型对 a 属于哪个主题的不确定程度就是困

惑度。困惑度越低，说明聚类的效果越好。困

惑度的公式如下所示：

21

1

log ( )
per ( ) exp[ ]

M
dd

M
dd

p W
plexity D

N
=

=

= −∑
∑   （1）

其中参数 D 表示文档集合，集合 D 中含有

M 篇文档，Nd 为文档 d 中的单词个数；p(Wd)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6.009



涉警网络舆情主题发现及情感分析研究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3 年·第 9 卷·第 6 期 111

为文档 d 中单词 Wd 产生的概率。

主 题 一 致 性 (Topic Coherence) [25] 是 对 于

LDA 生成的主题下词汇的语义一致性的定量评

价指标，较大的一致性指标代表主题下的词汇

联系更紧密。因此，一致性指标最高点即为最

优主题数。主题一致性的公式如下所示：

( , )
o ( ) ( , )

i j
C herence T Score i j=∑      （2）

( , )( , ) log
( )

D i jScore i j
D j

=               （3）

其中，T 代表某一主题，i,j 为该主题内的

词汇，D(i,j) 代表这两个词汇同时出现的文档数

量，D(j) 表示包含该词汇的文档数量。

TF-IDF 是一种基于词频和逆文档频率的统

计方法，可以用于挖掘文章中的关键词 [26]。计

算公式如下：

/TF Count Num=             （4）

Count 是某个词语在特定文本中的出现次

数，Num 是该特定文本的总词数；

log
1
TextNumIDF

texts
=

+              （5）

TextNum 是语料库的文本总数，texts 是包

含该词的文本数。

*TF-IDF TF IDF=              （6）

本文使用 TF-IDF 对 LDA 主题模型的特征

词进一步丰富扩充，能更好地归纳出主题。

3　实证研究

本文对“安徽一女生疑在警察注视下自杀

溺亡引争议”这一事件进行实证分析，根据

如图 3 所示的事件累计评论数将事件分为两

个阶段进行研究。2020 年 12 月 5 日—7 日为

事件热度上涨期，12 月 7 日后为事件热度消

退期。

图 3　累计评论数

3.1　网民情感趋势

对舆情数据按天为单位进行情感分析，

图 4 为网民情感极性变化图。由图可知，

在网络舆情发生时，网民的讨论往往带有

强烈的情绪色彩，并且很容易受到偏见性

文章的影响，造成负面舆情。在该舆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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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负面情绪占比较大，舆情事件经过一

两天的发酵就到达了高峰，随着事件的进

一步发展，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被披露，

引起了网民情感的波动。到了事件的热度

下降时期，网民评论数也随之减少，网民

情感极性数量趋于 0。

图 4　网民情感极性

3.2　舆情主题发现

本文通过困惑度和主题一致性综合考虑选

取最佳主题数。第一阶段的困惑度及一致性随

主题数目变化情况如图 5、图 6 所示。困惑度

呈现递增状态，而主题数目为 3 时一致性最大，

且此时的困惑度比大部分主题数的困惑度小，

所以，该阶段的主题数目取 3。

        

图 5　第一阶段困惑度变化图                              图 6　第一阶段一致性变化图

使用 TF-IDF 对各个主题的特征词进行扩

充，如表 4 所示。

在第一阶段，主题 A 主要话题是救援溺水

女孩的警察不会游泳；主题 B 是警察注视安徽

女孩跳河轻生；主题 C 主要讨论的是望江溺亡

女孩事件中的警察被停职。

表 4　主题特征词
主题 特征词

主题 A 救援，女孩，溺水，警察，游泳，不会

主题 B 警察，女孩，安徽，注视，轻生，跳河

主题 C 警察，溺亡，女孩，停职，望江县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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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困惑度及一致性随主题数目

变化情况如图 7、图 8 所示。困惑度呈现递

增状态，而主题数目为 3 和 4 时一致性最大，

主题数为 3 时的困惑度比主题数为 4 时的

困惑度小得多，所以，该阶段的主题数目

取 3。

       
图 7　第二阶段困惑度变化图                                图 8　第二阶段一致性变化图

使用 TF-IDF 对各个主题的特征词进行扩

充，如表 5 所示。

表 5　主题特征词
主题 特征词

主题 D 警察，望江，女孩，视频，视角

主题 E 警察，女孩，安徽，注视，身亡，跳河 

主题 F 警察，女孩，溺水，救人，救生衣

在第二阶段，主题 D 主要话题是关于望江

女孩的其他视角的视频曝光；主题 E 主要讨论

的是警察注视安徽女孩跳河身亡；主题 F 讨论

了女孩溺水有警察送来救生衣。

综上所述，当涉警舆情事件发生时，舆情

信息传播速度极快。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网民

对于热点事件会密切关注，并且关注的热点话

题会受到事件最新信息的影响而产生变化。每

个阶段的热点话题之间阅读量和讨论量都相差

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全貌的还原，网

民的关注度慢慢下降，负面情绪占比及讨论量

也随之下降，第二阶段的总体讨论量只占到了

第一阶段的 13%。网民的关注点从警方的救援

行动及责任问题，聚焦到了基层治理及应急救

援上。

3.3　各主题下情感演化

两个阶段的舆情主题归纳完毕后，对各主

题下的评论数据进行情感分析，并绘制折线图，

如图 9 所示。舆情处于热度增长阶段时，在“救

援溺水女孩的警察不会游泳”这一主题下，网

民的情感以中性为主，在“警察注视安徽女孩

跳河身亡”主题下，网民情感则以负面为主，

而“涉事警察被停职”主题下的负面情感占比

逐渐增加，是因为有网民认为民警的救援存在

问题是造成女孩溺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应当追

责。在这一阶段，网民对于该事件中警察的救

援行为感到不满而发布了大量负面评论，警方

也及时进行了回应并对涉事警察作出了处罚。

舆情处于热度消退阶段时，在“关于望江

女孩的其他视角的视频曝光”这一主题下，网

民的情感以中性为主。在“警察注视安徽女孩

跳河轻生”主题下，网民的负面情感逐渐减少。

RESEARCH ON THE THEME DISCOVERY AND EMOTION ANALYSIS OF
POLICE-RELATED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ANALYSIS科技情报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3 年·第 9 卷·第 6 期114

“女孩溺水有警察送救生衣”主题下网民的情

感以负面为主。随着更多事件细节披露出来，

网民逐渐了解事件真相，部分网民呼吁不应过

分苛责警方，负面情感也随之下降。

图 9　各主题下网民情感变化

4　意见建议

警察在执法执勤过程中，任何一个过程都

有可能引起群众的关注，一旦有人将事件发布

到网络上，就会迅速形成舆情，舆情有正面也

有负面。现如今，随着网民群体的扩大，部分

网民很容易受到不良言论的影响，在未了解事

件全貌的情况下就发表负面评论，抹黑工作人

员甚至是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通过 3.1 至 3.3 的实证研究，本文向公众、社交

平台、媒体以及警方提出如下意见建议。

4.1　公众应理性看待舆情

公众应该理性看待涉警网络舆情，不盲目

相信不实信息，遵守法律法规，不发表和散布

谣言。在平台上合法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

看法。

4.2　社交平台应加强内容审核

社交平台作为网络舆情传播的重要媒介，

有责任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控和管理，防止网络

舆情造成恶劣影响。加强内容审核，及时删除

虚假、不良信息。对发布不良和过激言论的相

关人员进行禁言等处理。平台及时推荐官方声

明及新闻报道，向用户提供更全面和正确的信

息，进行舆情引导。

4.3　媒体应遵循客观公正原则

媒体应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以确保新

闻报道的公正性。确保所报道的内容是真实、

准确的，避免发布错误虚假的信息，全面客观

地报道事实，避免误导公众。媒体在报道时，

应该遵守法律法规，不发表违法言论或者侵犯

他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尊重警察形象，不进行

无端攻击或者诋毁，引导舆论正能量，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4.4　警方应加强舆情相关建设

警方应该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测，通过实时

监测网络舆情，及时发现负面涉警网络舆情。

当负面舆情发生时，警方应及时介入，对网络

舆情进行监测和评估，了解舆情动态，研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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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措施，合理配置资源进行应对。与公众保持

积极的交流，及时回应群众关心的问题，提供

真实、准确、权威的信息，保证舆情的公开透明，

让群众了解真相，并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引导舆

情，防止负面信息的扩散。对发布不当言论的

相关人员依法进行处罚，重视意见领袖的影响

力，发挥网络大 V 的作用，与其他相关组织和

部门进行协调合作。通过科学有效的网络舆情

调控，避免网络舆情恶化，促进舆论氛围的稳定。

公安机关应当提升各个部门的政治素养和业务

素质，提升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公安机关应重

视涉警网络舆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树立良好

的形象，构建良好、坚固的警民关系。

5　结论

本文使用“安徽一女生疑在警察注视下自

杀溺亡引争议”这一涉警舆情事件进行实证研

究，通过 LDA 主题模型及 TF-IDF 在事件不同

时期归纳得到不同的主题，并分析了该话题下

网民的情感极性以及讨论的热门话题。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涉警网络舆情主题发现和

情感分析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展示舆情的发

展情况，可帮助有关部门挖掘研究涉警网络舆

情的相关规律，同时，为相关部门进行涉警网

络舆情风险研判提供参考。

本文还存在局限和不足之处，一是实验数

据只涉及文本类型，部分社交平台未能包括在

内，未来将对图片、视频等数据进行研究，平

台研究数据也会进一步增加；二是构建领域情

感词典所添加的新词语只包含了两个涉警网络

舆情的数据，后续仍需进行扩充；三是情感词

典不能及时更新且无法识别反讽特殊语句，因

此，如何更为精确地判断网民情感极性还有待

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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