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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监测与恐慌度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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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发公共事件不仅对人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害，而且引起人们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化，由此引发公众恐慌，并激发

衍生突发事件，从而导致造成更大的灾难。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更加快捷，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更加严重。本文

在分析公众恐慌的起因及特点的基础上，通过网络舆情监测实现公众恐慌的度量，为应急管理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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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近年来，突发灾难性事件频繁发生，从中国的

<1=<、雪灾、汶川地震到美国的“+·##”事件、卡特

里娜飓风，印度洋的海啸，对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

了重大损失。由于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事

件不仅影响到一个区域人们的生活，而且影响到

跨区域、跨国界的人群，而影响的范畴也从物质形

态发展到精神层面 > # ?。随着社会系统的复杂化和信

息技术的发展，重大公共安全隐患也越发变得隐

蔽，一旦遇到条件合适就会爆发，造成灾难性的后

果，同时也给公众心理造成伤害，使人群处于恐慌

之中，进而影响着人群的行为决策，产生群体反应

过度，甚至造成突发事件的发展扩大，使其影响范

围和程度进一步扩大和加深，激发衍生突发事件

的产生，造成更大的灾难。信息时代传播技术的发

展也使信息的传播突破了“耳语相传”的局限，关

于突发事件的各种消息通过手机、互联网等新兴

途径快速传播，让人陷于“信或不信”的困惑。

群体性的恐慌常常会对政治的稳定、经济的

发展及社会的和谐造成很大的危害，甚至导致新

的突发事件产生。例如，"**’ 年吉林石化公司爆炸

事故衍生出的哈尔滨市水危机事件。因此，建立政

府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增强对公共危机的可预

见性，以及对公众心理的监控已经成为应急管理

中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公众恐慌的起因

及特点，然后介绍一个利用网络舆情分析实现恐

慌度量与监测的系统，并通过实例说明该系统对

应急管理的决策支持作用。

" 突发事件的公众心理问题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当人们感到原有处理

问题的方式难以应对时，就会产生心理危机，导致

人的情感、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功能失调，导致群体

性的恐慌心理及行为，通常表现为焦虑、恐惧、求

证心切、烦躁心强、盲目和从众行为等。灾难的不

确定性、突然性和巨大的破坏性是恐慌产生的主

要原因，对灾害的无知或者知之不多是恐慌发生

的根本原因。而灾难的发生导致了生活的无序状

态，原有的适应模式被打破，心理失去平衡，是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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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产生的直接原因。

对于突发事件造成的公众心理问题的研究可

以追溯到英国心理学家 #$%&’ 的“灾难心理认知偏

差模型”( ) *。心理恐慌认知引发了对心理紧张刺激

的正反馈，导致了人类对感知到的可能对自己造

成伤害的信息产生误解。之后，很多学者对此模型

做了改进和应用。例如，对 +,-+ 危机所造成的公

众心理状态和心理行为的探讨 ( " *，对不同人群、阶

段心理危机的特点及危机干预和心理辅导方式的

研究 ( . *，对公众风险认知和大众媒体、政府关系的

分析等 ( / *。

现代社会是一个群体社会，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人口密度不断提高，信息网络成为群体沟通的

重要手段。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的发展为民众

内隐的情绪和态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表达途径，

形成了多样化的网络舆情信息，为理解、监测和引

导公众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计算机网络的

发展对群体极化效应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发生

在网络上的恐慌传播速度也会因为群体极化而加

快。曾祥平等人利用元胞自动机方法建立了网络

舆论发展的激励模型 ( ! *，郑军研究了网络舆情监控

的热点发现算法，并设计了 012 舆情监控与上报

系统 ( 3 *，张珏等以中华网社区的实际数据为样本，

利用神经网络预测 44+ 上帖子的回复数 ( 5 *，余红

构建了网络论坛舆论领袖筛选模型，以强国社区

中日论坛为案例进行研究 ( 6 *，以及利用网页挖掘技

术鉴别极端分子活动的技术研究 ( 78 *。

" 基于网络舆情的恐慌度量与

监测系统

由于在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即使一些人

有了恐慌的心理，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并不一定愿

意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表达出来，因此传统的问卷

调查出现了困难，并且对于突发事件这样一个时

效性很强的调查要求，传统的问卷调查设计、发

放、回收、整理、分析过程将消耗很多时间，也就失

去了在恐慌发展蔓延过程中及时跟踪调查的能

力。因此，我们选择网络调查方法来实现对城市公

众恐慌的实时追踪。当突发事件发生或关于恐慌

的流言出现时，全国性或者地域性的论坛往往会

在较早的时间里出现这个话题的讨论。而话题的

受关注程度以及讨论者的参与程度就反映了该突

发事件的影响程度，也体现了城市公众恐慌的情

况。联机分析挖掘方法可以帮助实现对城市公众

恐慌现象的在线分析，利用前端的 012 集成挖掘

工具搜集网络信息平台上与恐慌现象相关的信

息，如论坛中散播的大量还未经证实的消息等，经

过汇总整理后存入数据库，通过挖掘算法进行分

析处理，得到一系列反映公众心理的信息，将其用

于恐慌传播状态和影响力的度量模型，从而实现

对恐慌传播的监控 ( 77 *。

本系统通过对互联网上论坛的发帖、回帖等

相关信息进行自动抓取、主题检索、热点分析及跟

踪，实现对公众心理恐慌的度量和监测。图 7 是公

众恐慌度量与监测系统的处理流程。

该系统设计的目标是对论坛信息进行有效及

时的分析与监控，按照不同的要求筛选信息，进行

多样化的图形展示和模型度量，为各级领导和应

急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支持，以便在适当的时机采

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引导，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恐慌

事件，减少社会危害。该系统具备以下功能。

（7）根据设定的关键词对帖子进行筛选。根据

关注点的不同，当某一事件发生后，按照相关的信

息设定查询关键词，筛选出特定时间和主题的帖

子，观察其数量及比例。

（)）友好的界面展示和多方式输出。分析主题

图 7 公众恐慌度量与监测的处理流程

实践探讨·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监测与恐慌度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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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

/0,1%(

’*%#,

*%*2,

*.’%-34

1,34

表 *.’%- 1,

贴子 34，此字段为关键字

版面 34，标识论坛不同版面

是否为主题贴（主题贴为 5，回贴为 6）

贴子内容

用户 34，即发贴人的标识

发贴时间

主题，回贴的 *%*2, 字段即为对应主题贴的主题

贴子的 34

若为主题贴则此字段为其贴子 34，若为回贴，此字段则

为其相应主题的 34

表 5 数据库字段及含义帖及回帖的标量和增量等信息的变化趋势，进而

分析公众的恐慌程度，以多种方式输出。

（7）发帖群体的信息分析。通过对发帖 34 的

分析，识别相关人员和帖子的有效性。

（"）公众恐慌度量。结合模型和系统分析得出

的数据，计算恐慌值。

如图 8 所示，恐慌度量与监测系统主要包括

信息收集、信息预处理、数据库和显示控制等模

块。

信息收集模块：获取选定网页源码，利用

9,*$:1.(/-*0 ;.1’.1$*%.& 公 司 研 发 的 <==2%&, >?@
’2.1,1 将整个 A,) 站点下载供离线浏览。

信息预处理模块：对网络采集到的数据进行

整理分类，排除不在选定页面的网页，处理非规定

格式的文档。

数据库：由于不同的论坛有不同的页面结构，

应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数据库的结构。例如，针对

“科苑星空”BBC 设置的数据库包含两个表。#$%&
表记录论坛帖子的主要信息，*.’%-D1, 表记录主题

帖和回帖的关系（表 5）。

控制显示模块：查看数据库的信息，通过选定

关键词的运算，在相应的时间段和字段内进行筛

选，或者进行结果内筛选，筛选完成后点击数据分

析图，选择相应的图标和类型进行查看，以多种形

式进行输出 E表 5 F。

" 科苑星空 BBC“火车票”

事件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该系统的有效性，我们以中国科学

院的科苑星空 BBC（))0G H/-$0G $-G -&）为对象，进行

针对性的恐慌度量与监测，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并

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科苑星空有其特有的会

员群体即学生，也有特有的数据格式，故在实证过

程中，我们采用随机访问的方式进行调查，再在论

坛相应版面中搜索，最终选择了“寒假订票”作为

关注的话题。

IG 5 数据获取与恐慌度量指标

首先，确定数据来源，即在科苑星空 BBC 内限

定某些版面。与火车票相关的帖子数量最多的版

面为“科苑特快”、“交通信息”，因此，数据来源为

这两个版面。其次，根据恐慌指标和 BBC 本身的信

息特征，选取所要采集的数据类别。所选数据类别

包括帖子的 34、帖子主题、版面 34、是否为主题帖、

帖子内容、用户 34、发帖时间等。然后，使用 <==2%&,
>?’2.1,1 下载论坛两个版面 7 层以内以“))0G H/-$0G
$-G -&”为起始地址的所有链接。爬虫自动按一定的

文件格式进行保存，得到初始数据文件。最后，将

这些文件中的数据按照固定格式导入数据库中。

以 866J 年 5 月 56 日进行的数据获取为例，两个版

面中所有帖子导入数据库后得到 7"6K 条记录。

为了研究火车票在中科院学生中引发的恐慌

问题，我们利用现有数据，采用多指标方式进行评

价。考虑到帖子总数对目标（火车票类）帖子的影

响不同，将帖子总数作为基数加入模型，得到两个

子指标：

其中，* 为时间（相关帖子出现的第一天，* 记为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图 8 恐慌度量与监测系统的模块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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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截至 $ 时间累计的帖子总数，

是截至 $ 时间累计的目标帖子总数， 是截

至 $ % & 时间点时的累计目标帖子总数。’$ 是一个

标量，反映事件影响相关人群的比例；($ 是增量，

测度事件影响的增加速度，如果选用天为时间单

位，则为日发帖量。我们既可以得到以时间为自变

量，’$ 及 ($ 各自的变化曲线，也可以结合两个指

标，将恐慌值域划分成 ) 个区域，对应不同的恐慌

程度。在图 * 中，’、( 是 ) 个区域的划分界限。

"+ , 结果分析与对策

选择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为监测时间段，在所获取的全部帖子数据中以关

键词“订票”或“火车票”进行检索，将检索到的结

果进行数据分析。为了深入地了解中科院学生关

于火车票的恐慌程度，我们得出一系列图表，包括

每日发帖标量图、每日发帖增量图、帖数累计总量

图、查询前后比例图、帖数按时间分布图、每日主

题帖数与回帖数比较图、发帖 /0 分布图、同主题

发帖统计图等，并按照恐慌指标的两个维度对该

数据进行恐慌度分析。比较帖子数的变化（图 )）和

变化速度（图 "），可以发现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

为 ,##- 年 &, 月 &, 日、&. 日及 ,##. 年 & 月 . 日，

’$ 的最大值出现在 ,##- 年 &, 月 &. 日，($ 的最大

值出现在 ,##- 年 &, 月 &, 日。根据科苑星空的特

点，将 ’ 设为 *&1 ，( 设为 *.，得到图 !。

由图 ! 可见，恐慌只分布在低度恐慌和中度

恐慌两个区域内，并且只有 * 个时间点落在右下

角的中度恐慌区，说明“火车票”事件虽然在这段

时间内在中科院成为热点问题，但并没有造成过

大的慌乱。在低度恐慌区有很多时间点的 ’$ 与中

度恐慌区 * 个时间点的值相差无几，特别是 ,##-
年 &, 月 &. 日的时间点，是 ’$ 的最大值点，可是还

是落入低度恐慌区。从实际情况看，订票期间只是

提出买票申请，在订票前会因无法预知而担心，但

订票之后就只能等待，而在确定是否订票成功的

时候，有大批未订票成功的学生担心买不到票，恐

慌程度明显增高。

在低度恐慌区的时间点，要提高警惕，做好应

对的准备。如果是订票期间，比如 ,##- 年 &, 月 &.
日、,# 日，需要发布准确的订票程序、注意事项、公

布订票结果的时间等。如果订票结果即将公布，比

如 ,##. 年 & 月 ) 日、" 日，则需及时辟谣，发布准

确消息，稳定学生情绪。在中度恐慌区的时间点，

要积极应对，采取适当补救措施。如果是订票期

间，比如 ,##- 年 &, 月 &, 日、&* 日，需要调查听取

图 * 科苑恐慌指标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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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讨·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监测与恐慌度量系统

图 ) 累计目标帖子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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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建议，制订更可行的订票计划，尽可能增大

订票成功的机率。如果订票结果已经公布，比如

"##+ 年 & 月 + 日，则可通过解释订票流程来安抚

未订票成功学生的不安情绪，并给予有价值的信

息帮助。

) 结论与展望

本文首先分析了突发事件引发的公众恐慌的

特征及表现，从恐慌传播以及恐慌的程度考察了

影响恐慌的因素，通过对网络舆情信息的监测得

到反映公众心理的数据，利用恐慌度量模型，得到

度量值。度量值和直观展现恐慌变化的曲线可以

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更好地评测突发事件在某一

个时刻对城市公众产生的影响，以期在突发事件

发生时，在恰当的时间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恐慌

的发展和蔓延，降低恐慌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本文

提出的基于网络的调查方法，通过对论坛、,,- 等

网站的数据挖掘可以得到一个大样本的数据，由

于被调查者是主动地发表观点或者浏览，这也就

保证了数据的客观性。整个调查过程可以很快地

实现数据的统计以及分析阐释，也可以实现实时

的调查分析，因此可以为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提

供决策依据。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言论自由的

提高，网络等信息交流方式必将带来更多的问题，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研究途径和监测渠道，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为应急管

理工作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

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

是模型本身可以进一步扩展，通过听取更多的心理

学专家意见，进一步完善恐慌度量与监测模型，并

在实际的案例应用中测试、改进模型。二是帖子的

内容对恐慌的度量有重要的影响，需要利用文本识

别技术和语义识别技术来区分贴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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