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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藏文网络的舆情传播模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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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研究网络舆情传播的发展现状、趋势及特点, 介绍了藏文网络舆情传播的特点和作用. 根据复杂网

络理论的研究方法对藏文网络舆情传播规律进行实证分析, 设计了一个藏文网络舆情模型结构. 研究表明, 通过

聚类可以提高藏文网络舆情的准确性, Web 挖掘能够有效地从藏文网络上获取并分析相关舆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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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earch of the complex network opinion spread situation,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tibetan networks opinion spread are introduced. Based on the complex network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we design tibetan networks public opinion model. Research shows that Web mining can effectively 

obtain the relevant opinion information and enhance the accuracy about tibetan networks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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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网络舆情受到许

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网络舆情传播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之一 [1]. 能够造成网络舆情的因素主要包括帖子、

Blog、图片、短信、评论等等.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

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公众在网上公开表达对某种社会

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

见[2,3]. 与全国用户增长速度相比, 藏族用户的增长速

度尤为突出. 因此, 藏文网络舆情是当前必须关注的

信息传播与舆论涌现现象. 藏文网络舆情的数量也在

不断增加, 网络信息传播的途径也日益呈现多样化. 

根据藏文网络的这些特点, 在技术上不容易实现, 如

果想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取大量信息相对不容易. 另外, 

目前藏文网页数量巨大, 处理速度相对很慢, 以往的

网络舆情页面的统计是基于手工统计, 效率非常低, 

很难对网络舆情变化做出迅速响应.  

由于藏文网络传播媒介的特殊性, 网络舆情表现 

 

 

出一些不同的特点[4]: 它具有广泛性和匿名性, 自由

度和不可控制性, 互动性和即时性, 且网络传播影响

范围和程度较大. 网络舆情[5]由网民, 公共事务, 情

绪, 意愿, 态度和意见, 时空因素, 强度等构成要素组

成. 信息传播中受传者有着从众心理, 会受到周围人

的影响程度与其中接受信息的人的比例有关[6,7].  

 

1 Web信息挖掘 
互联网已经成为网络舆情监控的重点, 怎样获取

更准确的网络舆情信息是目前的首要任务. 它对网上

大量文本进行表示、特征提取、分类、聚类、内容总

结、关联分析、语义分析以及利用网络文本进行趋势

预测等[8,9]. 主题网络爬虫通过链接内容推测和链接聚

类推测[10,11]. Web 信息挖掘可以有效地从互联网上获

取并分析相关舆情, 达到预警和辅助决策的目的, 为

网络舆情预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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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度分布: 网络中节点的度指的是与该节点连接

的边数, 网络中节点的度所占的比例, 即随机选取一

个网络节点, 节点度的概率分布函数用 )(kP 来表示, 

它指的是节点有 k 条边连接的概率, )(kP 的期望称作

网络的平均度. 如公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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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均路径长度: 在网络拓扑结构中, 节点到所

有其它节点间距离的平均最短距离, 节点间的距离指

的是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所要经历边的最小数

目, 其中所有节点对之间的最大距离称为网络的直径. 

如公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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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公式(2)的 v表示为网络节点集合, N 表示

为节点的总数, )(uvd 表示为节点u 和节点 v之间的

最短距离.  

3) 介数: 节点的介数定量地描述某个节点在网络中

的重要性或影响力. 在网络拓扑结构中, 每两个节点之

间的最短路径组成一个最短路径的集合. 其中, 经过某

一个节点Vm的最短路径的条数, 如公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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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公式(3)中的 jkN 表示为网络节点 j 和网络

节点 k 之间的最短路径的个数, )(iN jk 表示为网络节

点 j 和网络节点 k 之间的最短路径中经过网络节点 i

的个数. 把网络节点 i 对所有节点对的贡献累加起来

再除以节点对总数, 就可以得到网络节点 i 的介数.  

通过复杂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可以描述整个网络结

构及其构成要素, 根据复杂网络拓扑结构的度量指标

以网络的全局属性描述, 通过了解整个网络可以知道

网络舆情的情况.  

   

2 网络舆情信息文本挖掘的模型 
根据网络舆情传播的复杂网络特征, 运用复杂网

络的分析处理方法对网络舆情热点进行挖掘. 首先要

对藏文网络中的信息进行采集, 然后对 Web 网页的抓

取和对数据的存储. 通过用户在网络上对网页的访问

频率的多少进行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发现用户感兴趣

的问题, 从而确定目前的热点网络舆情话题. 最后, 

将藏文网络舆情热点话题根据关键词搜索, 并且根据

每个热点话题进行聚类, 让管理者通过阅读这些话题

可以了解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重要事件, 并提供

自动追踪事件的能力, 帮助管理者快速的了解事件的

全貌.  

研究藏文网络的关键之处是如何结合藏文字、词、

句各类形式特征来确定藏文分词[13], 它是研究藏文信

息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 对于藏文, 只有音节字、句

和段可以通过分隔符来划界, 而词是没有分隔符的. 

藏文作为拼音文字和二维的书写规则等特点, 使得分

词又有别于汉语言分词. 分析藏文网络舆情先把收集

的网络信息转换成文本形式, 再对文本进行处理, 其

中包括对藏语言文本预处理、文本分词、特征提取、

分类、聚类以及关联分析等操作.  

网络舆情传播作为互联网的一个典型代表, 符合

复杂网络中的一些典型拓扑特性. Web 信息挖掘是从

网络信息的内容中发现有效的知识, 主要包括: 基于

内容的网页分类、网络聚类、网页与网页之间内容的

关联规则、主题相似度的计算和发现以及对网页进行

特征提取等.  

 

 

 

 

 

 

 

 

图 1 Web 信息挖掘的网络舆情模型 

 

本文中运用的基于Web信息挖掘的藏文网络舆情

挖掘分析模型如图 1 所示. 构造藏文网络舆情的传播

模型步骤如下:  

1) 假设网络中有 N 个节点, 则每个节点代表一

个用户, 每个节点在[0, 1]之间随机赋予一个随机数作

为初始状态, 即节点的初始意见值 )(iO , 初始时间步

为 0=t .  

2) 设定一个参数值a . 遍历网络中的所有节点

i , 每个节点随机选择与之相关联的一个节点 j , 若

a<- || ji OO , 则两个节点在此时间步不需要移动,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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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意见需要更新.  

3) 令 1+= tt , 节点在每个时间步都与其所有相

邻节点进行交互, 若 a>- || ji OO , 用户意见不需要更

新.  

4) 假设阈值为 10-3, 如果所有用户的意见变化之

和大于阈值 10-3, 则转向步骤（1）, 否则结束.  

 

 

 

 

 

 

 

 

 

 

 

图 2 网络舆情传播模型 

 

在查询的过程中, 先将查询条件向量化, 主要是

根据布尔模型, 最后可以计算出每个文本域查询的相

似度, 从而可以根据相似度的大小, 将查询的结果进

行排序, 排序后的结果与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 将所

有计算结果控制在[0, 1]区间中.  

  计算任意网页文本之间的相似度运用了余弦相似

度 Cosine Similarity PageRank (CSP) 分析算法来挖掘

藏文网络舆情信息[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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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cxsim 为网络新进来的网页文本 x 对于

某一个事件聚类的相似度, N 表示为网页文本集中词

的总个数, jxw 表示集中词 j 在簇 c的权重, q 为两个

向量之间的夹角. 相似度是指两个网页文本 x 和 c 之

间的内容相关的程度, 用它们之间的相似度 ),( cxsim

来度量两个网页文本相关的程度.  

因为藏文网络舆情信息数据量大, 为了提高效率, 

采用网页清理技术, 对收集到的网络信息进行分类、

聚类和挖掘, 按照 Web 网络主题组织信息, 生成经过

处理的一些有针对性的网络舆情信息.  

3 结语 
根据藏文网络舆情分析的特点, 并通过复杂网络, 

Web 信息挖掘的知识能够有效地从网络上获取并分析

相关的藏文网络舆情信息, 对藏文网络舆情传播模型

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 得出网络中的各种观点

的人数比例与最初人群所占比例有关, 最终达到预警

的目的和引导的作用, 为藏文网络舆情传播和预警提

供了很大的帮助, 方便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

防控制, 以此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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