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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自然灾害网络舆情的治理是综合减灾的重要内容。 为探究重大暴雨洪涝灾害引发的

网络舆情特征， 总结相关舆情应对经验， 【方法】以 ２０２１ 年发生的三场重大暴雨洪涝灾害为例， 搜集

了发布于新浪微博平台上的 “山西暴雨” “河南暴雨” “湖北暴雨” 话题相关的微博数据。 利用基于

ＢＥＲＴ 微调模型的机器学习方法进行了时间序列上的情感分析， 梳理了灾害舆情议题的热度和情感强

度变化； 结合以关键词共现语义网络为核心的知识图谱方法， 探寻了不同灾害的舆论热点变化特征。
【结果】结果表明： （１）同类型暴雨洪涝灾害舆情通常具有相似的时序特征， 即通常会持续较长时间，
且舆情高峰都与关键性事件有关。 （２）同类型暴雨洪涝灾害舆情情感色彩分布相似， 但会因灾害严重

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相应变化。 山西暴雨中正向情感占比为 ３６. ８３％， 负向占比为 ２８. ８１％； 河南暴雨

则为 ３４. ２３％和 ４３. ２５％； 湖北暴雨则为 ４５. ９１％和 ２７. ０７％。 （３）类似暴雨洪涝灾害舆情具有相类似的

主题分布， 可分为对致灾因子和灾害本身的关注、 对致灾过程的关注和应急抢险救援的关注、 对洪涝

灾害对于社会经济生态影响方面的关注。 【结论】暴雨洪涝灾害引发的网络舆情的演变特征大致相近，
但因灾害严重程度的差异， 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针对这一特征， 提出了如下建议： （１）做好日常舆

情管控措施， 及时做好突发灾害应对； （２）重视官方灾害信息及时发布， 合理疏导和调控舆情； （３）
建立舆情管控联动机制， 吸取优秀管理经验。 研究成果对于研判灾害舆情变化趋势， 提升灾害舆情治

理体系和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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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ｔｓｅｌ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ｃａ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ｂｕｔ ｓｈｏｗ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ａｄｅ： （１） ｄａｉｌ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ｏｎｅ ｗｅｌｌ； （２）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３）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０　 引　 言

　 　 近年来，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

烈， 暴雨洪涝灾害层出不穷。 ２０２０ 年， 中国共出现

３３ 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 平均降水量 ６８９. ２ ｍｍ， 较

常年偏多 １１. ２％， 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第三多。 ２０２１ 年，
中国共发生 ４２ 次强降雨过程， 面降水量 ６５９ ｍｍ， 较

常年偏多 ６％。 ２０２１ 年的暴雨洪涝灾害尤为严重， 应

急管理部公布的 ２０２１ 年十大自然灾害前 ６ 名中， 有

５ 个灾害是由于暴雨引起的洪涝灾害。 在自媒体环境

下， 由于突发自然灾害事件自身的突发性和高风险

性， 往往使得舆情传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大大增

加。 由于中国仍处于社会经济建设的关键期和转型

期， 民众利益诉求复杂， 突发公共事件时有发生， 相

应的舆情管控压力也不容小觑， 舆情对政府管理产生

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而， 研究由洪涝灾害引发的网

络舆情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突发事件的相关消

息往往会在网络上快速传播， 在极短时间内就会从灾

害发生地快速扩散到全国， 甚至境外地区［１］。 在灾

害发生时， 很多用户会利用社交平台发布灾害实时情

况， 转发求助消息或是为他人的求助信息提供支

持［２］。 国内外学者对于灾害舆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 陈健瑶等［３］ 从分析社交媒体上与自然灾害相关

文本句法特征视角出发， 提出了一种面向突发自然灾

害的网络舆情事件识别方法， 使得从小规模数据集中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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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的识别事件成为了一种可能； 郭宇等［４］ 从危机

管理的视角出发， 研究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变规

律， 为精准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与动态决策提供了新

思路； 刘悦等［５］ 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灾害舆情信

息传播发展路径进行分析， 获取灾害舆情传播特征，
以地震灾害与台风灾害为例， 设计舆情波动影响分析

模块， 得到舆情波动影响因素， 并以 Ｈａｄｏｏｐ 架构为

基础， 设计重大灾情事件网络舆论信息引导 Ｈａｄｏｏｐ
架构， 实现对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智能监

测况； 耿硕璘等［６］ 基于新浪微博为数据源， 以话题

“寿光洪灾” 为切入点， 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评论

数据， 从关注、 认知、 响应 ３ 个维度， 构建出新媒体

用户灾害感知指标体系， 并对新媒体平台下自然灾害

信息扩散以及公众灾害感知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王晰

巍等［７］基于网络舆情传播理论， 提出新媒体环境下

自然灾害网络舆情的三种传播路径， 并以新浪微博为

数据源， 采用蜘蛛爬虫获取 “雅安地震” 话题数据

样本， 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对新媒体环境下自然

灾害舆情传播路径及网络结构进行实证研究。 ＡＤＡＭ
等［８］基于推特数据， 分析了网络舆论对于危机传播

过程中的影响； ＫＲＹＶＡＳＨＥＹＥＵ 等［９］ 基于网络社交

媒体数据， 分析了社交媒体在灾害信息传递中扮演的

角色； ＵＲＢＡＮ 等［１０］以社交媒体数据为基础， 研究了

公共舆论被社交媒体影响的机制； ＬＡＮＤＷＥＨＲ［１１］ 通

过采集发布于特定地区的推特数据， 评估了社交媒体

信息在应对海啸灾害中的作用。
基于此可以认为互联网平台上发布的与灾害相关

的文本， 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反映民众对于突发灾害的

认知情况［１２］。 通过对灾害相关微博正文进行情感分

析及主题分析， 对于研究灾害相关的网络舆情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 但现阶段学者们的研究往往研究的是

单一灾害的相关舆情， 少有学者对多个类似灾害进行

比较研究， 因而本研究在采用了具有一定认可度的研

究方法的同时又具有一定创新性。 本文通过采集新浪

微博平台上与 ２０２１ 年 ７—８ 两个月间发生的三个重大

暴雨洪涝灾害相关的微博正文数据以及相应的发布时

　 　 　 　

间， 利用基于 ＢＥＲＴ 微调模型的情感分析模块进行文

本情感分析， 结合时序变化趋势， 进行可视化呈现，
然后结合语义网络分析进行主题分析， 分析三个接连

发生的、 相同类别的洪涝灾害的网络舆情变化趋势。
本文可为有关部门的舆情引导和管控提供一定的支撑

作用［１３］。

１　 三场暴雨特征及研究方法

１. １　 三场暴雨特征及影响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３ 日，
山西省出现两轮强降雨天气过程， 局部降水量达

２５０ ｍｍ以上， 进而引发严重洪涝灾害， 造成 ６１. ２ 万

人受灾， 因灾死亡失踪 ３５ 人， 直接经济损失 ８２. ８ 亿

元。 同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 ２３ 日， 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

大暴雨， 全省平均降雨量 ２２３ ｍｍ， 多个观测站超过

５００ ｍｍ， 灾害造成 １ ４７８. ６ 万人受灾， 死亡或失踪

３９８ 人， 直接经济损失 １ ２００. ６ 亿元。 同年 ８ 月 ８ 日

至 １５ 日， 湖北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 局地最大日

雨量为 ５１９ ｍｍ， 引发严重洪涝灾害， 造成 １５８ 万人

受灾， 死亡 ２８ 人， 直接经济损失 ３１. ２ 亿元［１４］。 此

外同年 ８ 月下旬陕西也发生了严重暴雨洪涝灾害， 但

据应急管理部公告， 此灾害排名第六， 排名相对较

后； 同年 ９ 月黄河中下游也发生了严重秋汛， 但由于

涉及多个省份， 同样不宜纳入此次研究， 因而均未选

取为此次研究的对象。 三场灾害的简要情况如下表 １
所示。 这三场自然灾害在新浪微博平台上引起了大量

讨论， 其中 “河南暴雨” 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８ 月

１ 日期间， 共 ２９ 次登上微博热搜， 合计占据热搜时

间为 ５ ３２０ ｍｉｎ， 累计热度 ３３ ０４９ ６９７； “湖北暴雨”
在 ８ 月 １２ 日、 ８ 月 １３ 日两次登上微博热搜， 合计占

据热搜时间为 １９３ ｍｉｎ， 累计热度 ６５４ ６２５。
１. ２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构建舆情分析评价方

法： 首先是基于时间序列的 “暴雨” 相关微博情感

变化趋势研究。 利用爬虫程序爬取一定的相关微博数

据， 构建初始语料数据库， 然后对爬取的数据进行数

　 　 　 　
表 １　 ２０２１ 年中国典型暴雨洪涝灾害灾情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２１

灾害名称 发生时间 典型雨情
受灾人
数 ／ 万人

生命损失
直接经济
损失 ／ 亿元

７ 月中下旬山西暴雨洪涝灾害 ７ 月 １０—２３ 日 局部 ２５０ ｍｍ 以上 ６１. ２ 死亡失踪 ３５ 人 ８２. ８
７ 月中下旬河南特大暴雨灾害 ７ 月 １７—２３ 日 平均降雨量 ２２３ ｍｍ， 多地超过 ５００ ｍｍ １ ４７８. ６ 死亡失踪 ３９８ 人 １ ２００. ６
８ 月上中旬湖北暴雨洪涝灾害 ８ 月 ８—１５ 日 最大日雨量为随县柳林 ５１９ ｍｍ １５８. ０ 死亡 ２８ 人 ３１. ２
８ 月中下旬陕西暴雨洪涝灾害 ８ 月 １９ 日—２５ 日 青木川日降水量 ２７６. ８ ｍｍ １０７. ２ 因灾死亡 ２１ 人 ９１. ８
黄河中下游严重秋汛 ９　 月 黄河中下游发生 １９４９ 年以来最大秋汛 ６６６. ８ 因灾死亡失踪 ４１ 人 １５３. ４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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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技术路线

Ｆｉｇ.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ｎｅ

据清洗， 删除无用字符后采用基于 ＢＥＲＴ 的微调模型

进行情感分析， 确定每一微博正文的情感倾向， 再对

时间信息进行整理降维， 也就是将同一天 ２４ ｈ 内不

同时间段发布的相关微博归一到同一天， 从而实现时

间序列上的统一， 进而实现时间序列上的分析； 其次

是基于时间序列的主题分析， 这里采用了关键词共现

语义网络分析方法， 利用完成数据清洗后的相关语料

实现对三个不同暴雨洪涝灾害相关微博的主题归类，
进而分析出三个连续发生的灾害相关微博正文的主题

随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 具体的技术路线框架如图 １
所示。

２　 暴雨相关微博有效信息的抽取

２. １　 数据获取

　 　 本文的数据爬取自新浪微博， 据 ６ 月 １ 日新浪微

博官方发布的 ２０２２ 年 Ｑ１ 财报， 截至一季度末， 微

博月 活 跃 用 户 达 到 ５. ８２ 亿， 日 活 跃 用 户 达 到

２. ５２ 亿。 现已成为当前社会网民发表言论的一个大众

平台， 因而该平台的用户数据往往具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 主要依托基于 Ｃｒａｗｌｓ 的爬虫程序进行采集， 该程

序通过模拟用户搜索微博对应关键词的相关内容， 每

次可获取 ５０ 条微博信息。 本次数据采集分别以 “山西

暴雨”、 “湖北暴雨”、 “河南暴雨” 为搜索关键词， 采

集了这三个暴雨洪涝灾害发生前后合计 ３０ 天中发布于

新浪微博平台的一系列数据， 主要包含用户相关信息，
微博正文内容， 发布时间等关键信息。
２. ２　 三场暴雨相关微博的数据特征

　 　 以 “山西暴雨” 为搜索关键词， 采集了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０ 时至 ８ 月 １ 日 ２４ 时新浪微博用户发布于新

浪微博平台的一系列微博数据，
主要包含用户相关信息， 微博正

文内容， 发布时间等关键信息，
经过爬取， 共获得 ４ ９２８ 条相关

信息。 具体相关微博发布数量随

时间变化趋势图如图 ２（ａ）所示。
以 “河南暴雨” 为搜索关键

词， 采集了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０
时至 ８ 月 １０ 日 ２４ 时发布于新浪

微博平台的一系列数据， 主要包

含用户相关信息， 微博正文内容，
发布时间等关键信息， 经过爬取，
共获得２６ ６２８ 条相关信息。 具体

相关微博发布数量随时间变化趋

势图如图 ２（ｂ）所示。
以 “湖北暴雨” 为搜索关键词， 采集了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０１ 日 ０ 时至 ９ 月 ０１ 日 ２４ 时新浪微博用户发布于

新浪微博平台的一系列数据， 主要包含用户相关信

息， 微博正文内容， 发布时间等关键信息， 经过爬

取， 共获得 ６ ８２７ 条相关信息。 具体相关微博发布数

量随时间变化趋势图如图 ２（ｃ）所示。
分析上述结果可以发现， 这三场暴雨洪涝灾害引

起的舆情在出现高峰后， 热度都会以较快的速度快速

下降， 以河南暴雨最为明显， 在 ７ 月 ２１ 日、 ２２ 日出现

高潮后， 快速衰退， 随后关注度几乎不再出现明显波

动。 山西暴雨由于涉及到了两次接连发生的灾害， 因

而出现了两次高潮， 随后便开始趋于平稳。 湖北暴雨

与山西暴雨类似， 但是只有一波高潮， 按正常情况应

该会快速趋于平稳， 但是 ２７ 日出现反常高峰， 经查证

是由于当天湖北省相关部门发布了问责通知， 对相关

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因而导致出现了反常波动。 总体

来看， 这三场灾害的相关微博发布数量都是伴随突发

事件陡然出现高峰， 随后开始快速衰退， 日趋平稳。
２. ３　 数据清洗

　 　 由于爬取的微博正文中含有大量的无用字符， 诸

如 “＠ ＸＸＸ”， “＃ＸＸＸ”， 因而正则化中文文本， 去

除非中文字符， 以及＠ 号后的相关内容， 从而实现初

步清洗。 对于存在 ｅｍｏｊｉ 表情， 由于该表情本身就含

有一定的情感含义， 因而不能直接删除， 这里采用

ｅｍｏｊｉｓｗｉｔｃｈ 库将 ｅｍｏｊｉ 表情替换为中文字符。

３　 三场暴雨相关微博语义情感特征分析

３. １　 ＢＥＲＴ 微调模型

　 　 ＢＥＲＴ 是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中衍生出来的预训练模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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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相关微博数量时间序列

Ｆｉｇ. ２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ｅｉｂｏ

型， 可将其沿用至自然语言处理任务［１５］。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是 Ｇｏｏｇｌｅ Ｂｒａｉｎ 中 Ａｓｈｉｓｈ Ｖａｓｗａｎｉ 等在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ｌ
Ｙｏｕ Ｎｅｅｄ 中所提出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模型［１５］， 应

用方式主要是先进行预训练语言模型， 然后适当地分

配给下游任务如分类、 标记等［１６］。 本文采用的 ＢＥＲＴ
微调模型是哈工大讯飞联合实验室（ＨＦＬ）发布的基于

全词掩码（Ｗｈｏｌｅ Ｗｏｒｄ Ｍａｓｋｉｎｇ）技术的中文预训练模

型 ＢＥＲＴ⁃ｗｗｍ， 该模型的训练语料包含了 １０ 个领域

（均匀分布）的 ５ 万条新闻， 包括体育、 金融、 技术

等。 对于二分类的情感分析任务有着较高的准确率：
对于其开发集的准确率达 ９５. １％， 对于测试集的准

确率则达到 ９５. ４％［１７］。 该模型可以实现对给定的短

文本内容进行情感分类， 根据其情感倾向， 给与 ０ 至

１ 的情感得分。 得分越接近 ０， 负面情感越明显； 越

接近 １， 正面情感越明显； 当趋向于 ０. ５ 时， 被认为

是接近中性情感。 由于本次情感分类的需求也为二分

类， 因而该 ＢＥＲＴ 微调模型对于本文的微博短文本具

有较高的适用性。

３. ２　 三场暴雨相关微博语义情感分类

　 　 将获取的 “山西暴雨” 相关微博数据进行清洗，
最终合计获得 ４ ９２８ 条有效相关微博数据。 将获得的

数据带入 ＢＥＲＴ⁃ｗｗｍ 微调模型进行分析， 得到情感

色彩区间的分布， 对得到的情感数值进行可视化处

理， 可以得到如图 ３（ａ）所示的情感色彩分布区间图。
对 “山西暴雨” 相关微博的相关结果进行进一

步统计， 发现情感得分位于区间 “０. ０～０. ２” 呈现强

烈负向情感色彩的微博数量为 ５２８ 条， 典型语料为

“雨下的好大， 太可怕了”； 情感得分位于区间

“０. ２～０. ４” 呈现负向情感色彩的微博数量为 １ ２８７
条， 典型语料为 “雨下了几天了， 有点吓人”； 情感

得分位于区间 “０. ４～０. ６” 呈现中性情感色彩的微博

数量为 １ ６９３ 条， 典型语料为 “气象台发布气象预

警”； 情感得分位于区间 “０. ６ ～ ０. ８” 呈现正向情感

色彩的微博数量为 １ ０６８ 条， 典型语料为 “雨终于要

停了， 会好起来的”； 情感得分位于区间 “０. ８～１. ０”
呈现强烈正向情感色彩的微博数量为 ３５２， 典型语料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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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暴雨相关微博情感色彩分布区间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ｅｉｂｏ

表 ２　 暴雨相关微博情感色彩分布区间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ｅｉｂｏ

情感得分 情感倾向
山西暴雨 河南暴雨 湖北暴雨

微博数量 占　 比 微博数量 占　 比 微博数量 占　 比

０ ～０. ２ 强烈负向 ５２８ １０. ７１％ ３ ５１０ １３. １８％ ７９１ １１. ５９％
０. ２ ～０. ４ 负　 向 １ ２８７ ２６. １２％ ５ ６０５ ２１. ０５％ ２ ３４３ ３４. ３２％
０. ４ ～０. ６ 中　 性 １ ６９３ ３４. ３５％ ５ ９９７ ２２. ５２％ １ ８４５ ２７. ０３％
０. ６ ～０. ８ 正　 向 １ ０６８ ２１. ６７％ ６ ４７１ ２４. ３０％ １ ４４７ ２１. ２０％
０. ８ ～１. ０ 强烈正向 ３５２ ７. １４％ ５ ０４５ １８. ９５％ ４０１ ５. ８７％

为 “加油， 相信政府”。 在计算了各自的百分比后，
可以得到如下表 ２ 所示的结果。 可以发现此次山西暴

雨洪涝灾害的舆情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为中性文本， 占

比达到 ３４. ３５％， 超过了 １ ／ ３。 而强烈正向情感色彩

的相关微博占比相对最少， 仅为 ７. １４％， 强烈负向

情感的相关微博占比紧随其后， 为 １０. ７１％。 整体而

言， 本次舆情中有 ３６. ８３％的负向情感评论， ２８. ８１％
的正向情感评论， 在不考虑大量中性文本的情况下，
可以认为本次灾害负面舆情占据了主导地位， 有待进

一步引导。
对 “河南暴雨” 的 ２６ ６２８ 条相关微博数据进行

情感色彩分析， 得到如图 ３（ｂ）所示的结果。 对结果

进行进一步统计， 发现位于区间 “０. ０～０. ２” 的微博

数量为 ３ ５１０ 条； 位于区间 “０. ２ ～ ０. ４” 的数量为

５ ６０５ 条； 位于区间 “０. ４～０. ６” 的数量为 ５ ９９７ 条；
位于区间 “０. ６～０. ８” 的数量为 ６ ４７１ 条； 位于区间

“０. ８～１. ０” 的数量为 ５ ０４５。 在计算了各自的百分比

后， 可以得到如下表 ２ 所示的结果。 可以发现此次河

南暴雨洪涝灾害的舆情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为正向文

本， 占比达到 ２４. ３０％， 超过了 １ ／ ５。 而强烈负向情

感色彩的相关微博占比相对最少， 仅为 １３. １８％， 强

烈正向情感的相关微博占比紧随其后， 为 １８. ９５％。
整体而言， 本次舆情中有 ３４. ２３％的负向情感评论，
４３. ２５％的正向情感评论， 在不考虑大量中性文本的

情况下， 可以认为本次灾害正面舆情占据了主导

地位。
对 “湖北暴雨” 的 ６ ８２７ 条相关微博数据进行情

感色彩分析， 得到如图 ３（ｃ）所示的结果。 对结果进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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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一步统计， 发现位于区间 “０. ０～０. ２” 的微博数

量为 ７９１ 条； 位于区间 “０. ２ ～ ０. ４” 的数量为 ２ ３４３
条； 位于区间 “０. ４～０. ６” 的数量为 １ ８４５ 条； 位于

区间 “ ０. ６ ～ ０. ８ ” 的数量为 １４４７ 条； 位于区间

“０. ８～１. ０” 的数量为 ４０１。 在计算了各自的百分比

后， 可以得到如下表 ２ 所示的结果。 可以发现此次湖

北暴雨洪涝灾害的舆情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为负向文

本， 占比达到 ３４. ３２％， 超过了 １ ／ ３。 而强烈正向情

感色彩的相关微博占比相对最少， 仅为 ５. ８７％， 强

烈负向情感的相关微博占比紧随其后， 为 １１. ５９％。
整体而言， 本次舆情中有 ４５. ９１％的负向情感评论，
２７. ０７％的正向情感评论， 在不考虑大量中性文本的

情况下， 可以认为本次灾害负面舆情占据了主导

地位。
３. ３　 三场暴雨洪涝灾害情感趋势对比分析

　 　 结合这三个类似洪涝灾害的影响范围和造成的生

命财产损失情况以及利用 ＢＥＲＴ 模型计算出的相关舆

情情感倾向情况， 汇总得到如表 ３ 所列的灾害损失情

况及相关舆情情况对比表。 可以发现， 当出现暴雨洪

涝灾害时， 均会产生大量的负面情感倾向的相关微

博。 对比山西暴雨和湖北暴雨可以发现， 受灾人数越

多， 则直接遭遇灾害的人数越多， 这些人直接发布灾

害相关的微博， 且多为负面情感倾向， 从而使得比重

会逐渐增大。 但当灾害严重到一定程度， 如河南暴雨

造成了大量生命财产损失， 则会吸引更多非灾害直接

发生地方的人关注， 为灾区人员祈福等， 进而推进更

多积极情感的文本的发布。 为了营造积极正面的网络

舆论环境， 减少因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利舆情， 应当做

好舆论引导， 进一步把控舆论环境， 避免由于负面言

论泛滥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损失和可能产生的不安定

因素。 由于人们普遍存在从众心理， 相关部门进行舆

论引导时， 可以有针对性的淡化灾害本身的相关话

题， 转而更多的引导人们给身处灾难中的人们加油打

气， 从而推进舆论环境的快速正面化。

４　 暴雨相关微博情感色彩的时相变化特征

　 　 为使得可视化效果更佳明显， 将情感值得分进行

了进一步处理。 具体处理方式为将对初始值为 ０～０. ５
　 　 　 　

的负向情感得分减去 ０. ５， 使之更加直观的显示为
－０. ５～０， 从而位于坐标轴下方； 对初始值为 ０. ５ 至

１ 的正向情感得分同样减去 ０. ５， 使之更加直观的显

示为 ０ 至 ０. ５， 从而位于坐标轴上方。
４. １　 三场暴雨相关微博的情感色彩随时间变化趋势

　 　 对以 “山西暴雨” 为关键词的 ４９２８ 条微博正文

内容进行情感分析， 并逐一计算情感得分均值， 将对

应每一日期内的所有正向情感得分和负向情感得分分

别加和， 并从而求出每一天的情感得分情况， 然后绘

制如图 ４（ａ）所示的山西暴雨相关微博情感分值时间

序列变化图。 分析可以发现， 在 ７ 月 １１ 日前后， ７
月 ２３ 日前后， 出现了两轮情感高潮， 且第二轮负向

情感明显多于第一轮。
对以 “河南暴雨” 为关键词的 ２６ ６２８ 条微博正

文内容进行上述操作， 可以得到如图 ４（ｂ）所示的时

间序列图。 分析可以发现， 仅在 ７ 月 ２０ 日， ７ 月 ２１
日出现了舆情高潮， 经过查证， 这与大量官方媒体的

竞相报道有很大关系， 且呈现出正向情绪略多于负向

情绪的特点。
对以 “湖北暴雨” 为关键词的 ６ ８２７ 条微博正文

内容进行同样的操作， 可以得到如图 ４（ｃ）所示的灾

前情感分值时间序列变化图。 分析发现， 在 ８ 月 １３
日前后出现了舆情高潮， 在 ８ 月 ２７ 日又一次出现了

小高峰。 经查证发现第一次系大规模降水， 出现了相

关报道， 第二次则为湖北省相关部门对此次灾害做出

了总结， 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处置。
４. ２　 三场灾害时间序列分析及其差异性

　 　 结合这三场灾害的舆情时相特征， 可以发现： 三

个灾害舆情的高峰阶段都伴随着重要事件的出现： 山

西暴雨相关微博的发布数量在 １０—１１ 日、 １８—２３ 日

两轮强降雨的到来时同步出现峰值； 湖北暴雨相关微

博的发布数量于 １１—１２ 日襄阳、 随州出现大暴雨时

出现高峰， ８ 月 ２７ 日湖北省纪检监察机关发布了事

件调查报告和相关追责问责公告后， 出现了第二个小

高潮； 河南暴雨相关微博数量则在 ２０ 日多方报道后

出现高峰。 三个灾害的峰值热度相差较大： 从相关微

博的发布数量上看， 河南暴雨的微博相关话题数量最

多， 达 ２６ ６２８ 条， 山西暴雨为 ４ ９２８ 条， 湖北暴雨则

　 　 　 　
表 ３　 三场灾害损失及舆情情况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灾害名称 受灾人数 ／ 万人 生命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偏负向占比 偏正向占比 最大占比色彩

山西暴雨 ６１. ２ 死亡失踪 ３５ 人 ８２. ８ ３６. ８３％ ２８. ８１％ 中　 性

河南暴雨 １ ４７８. ６ 死亡失踪 ３９８ 人 １ ２００. ６ ３４. ２３％ ４３. ２５％ 正　 向

湖北暴雨 １５８ 死亡 ２８ 人 ３１. ２ ４５. ９１％ ２７. ０７％ 负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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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三场暴雨相关微博情感色彩时间序列

Ｆｉｇ. ４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Ｗｅｉｂｏ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ｓ

为 ６ ８２７ 条； 从单日情感累计得分来看， 河南暴雨的

正向情感日累计得分峰值接近 １ ０００ 分， 负向情感峰

值为近－１ ０００ 分； 山西暴雨正向峰值为 ５０ 左右， 负

向峰值为 － ２００ 分左右； 湖北暴雨正向峰值接近

１３０ 分， 负向峰值接近－３００ 分。
可以发现出现舆情高峰和重点事件存在紧密相关

性， 且滞后效应相对不太明显， 一旦突发自然灾害事

件出现， 会迅速产生舆情［１８］。 在不发生次生事件或

灾害重复发生的情况下， 相关事件的热度会随着时间

推移而逐渐降低， 且会逐渐呈现正向情感占据主导地

位的情况。 山西由于发生了第二轮灾害， 导致产生了

第二波舆论高峰， 且第二轮舆情出现时， 负向情绪明

显占据主导地位，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连发生灾

害， 导致民众不满， 因而产生了大量负面情绪。 这也

表现出当地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时的举措失当， 未能

很好的化解舆论风波， 放任不良情绪发酵， 带来了较

大的负面影响。 湖北暴雨的相关主题出现了反常， 经

过查证，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湖北省进行过了相关责任

追究， 民众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 这表明政府对于公

共事件的回应会带来公众的巨大关注和舆情爆发效

应， 从而使得原本已经平复的舆情再次爆发。 这也从

另一角度验证了政府官方发布消息对于舆情变化的重

大意义。 因而在政府做出回应或出台处理办法时， 必

须慎重考虑， 权衡可能产生的舆情， 并为可能爆发的

次生舆情做出预先筹划， 从而使得舆情可控， 舆论环

境平稳［１９］。

５　 三场暴雨相关微博正文的主题分析

５. １　 语义网络

　 　 语义网络主要基于 ＴＦＩＤＦ 算法。 ＴＦＩＤＦ 也叫做词

频反文档频率， 结合了词频计算公式和反文档频率的

计算公式。 ＴＦＩＤＦ 的计算公式为

ＴＦＩＤＦ ｉｊ ＝ ｌｏｇ（ ｆｉｊ） × ｌｏｇ Ｎ
ｎ ｊ

■

■
|

■

■
| （１）

式中， ｆｉｊ 代表词 ｊ 在文档 ｉ 中的出现频率， 即词 ｊ 在文

档 ｉ中出现的频次与文档 ｉ中总词数的比； Ｎ代表总文

档数； ｎ ｊ 代表出现词 ｊ 的文档数。 用 ＴＦＩＤＦ 值可以弱

化常见词， 保留重要的词。 若某个词在某个文档中是

高频词， 在整个语料中又是低频出现， 那么这个词将

具有高 ＴＦＩＤＦ 值， 它对这篇文档来说， 就是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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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三场暴雨相关微博关键词共现语义网络

Ｆｉｇ. ５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ｉｂｏ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ｓ

或主题词。 ＴＦＩＤＦ 的值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表示这个

词 ｊ 对这篇文章 ｉ 比较重要［２０］。 解决的是当一个文档

中有相同词频的不同词时， 区分这些词对文档的重要

性问题。 由于中文习惯所致、 语料往往是整个句子，
而并非单一汉字的堆叠， 因而我们需要把句子准确切

割为一个个词语， 考虑现有的分词算法的精确性便捷

性后， 本文采用了 ｊｉｅｂａ 分词算法［２１］。 本文利用 ｊｉｅｂａ
进行分词后利用统计出现最高的 ２００ 个关键词， 分别

对山西暴雨相关语料、 河南暴雨相关语料、 湖北暴雨

相关语料中的高频词构建了语义网络图。

５. ２　 三场暴雨相关微博关键词语义网络分析

　 　 对以 “山西暴雨” 为关键词的 ４ ９２８ 条微博正文

文本进行分词， 并取出词频最高的 ２００ 个关键词， 并

构建语义网络图， 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

１０ ０２７ 条连接线， 进而可以得到如图 ９ 所示的 “山
西暴雨” 相关微博语义网络图。 山西暴雨的语义网

络图呈现明显的 ３ 个板块， 颜色分别为橙色、 紫色、
绿色， 占比分别为 ５３. ５％、 ３５％、 １１. ５％。 这三个主

题表明这一阶段存在 ３ 个明显的主题。 这 ３ 个主题分

别是： （１）山西发布气象预警， 多地出现大风大雨等

强对流天气； （２）山西省局部地区形成内涝， 相关部

门开启抢险救灾工作； （３）部分风景区出现洪涝灾

害， 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
对以 “河南暴雨” 为关键词的 ６ ８２７ 条微博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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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进行分词， 并取出词频最高的 ２００ 个关键词， 并

构建语义网络图， 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

１８ １７１ 条连接线， 进而可以得到如图 ５（ ｂ）所示的

“河南暴雨” 相关微博语义网络图。 河南暴雨的语义

网络图呈现明显的 ３ 个板块， 颜色分别为紫色、 绿

色、 橙色， 占比分别为 ６４. ５％， ２１. ５％， １４％。 这 ３
个主题分别是： （１）河南多地出现强降水， 局部地区

开始出现内涝等现象， 生产生活秩序被破坏； （２）包
括河南省内多地区形成内涝， 学校等地处于险情中，
相关部门开启抢险救灾工作； （３）消防等力量开展抢

险救灾工作， 全力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对以 “湖北暴雨” 为关键词的６ ８２７条微博正文

文本进行分词， 并取出词频最高的 ２００ 个关键词， 并

构建语义网络图， 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系形成了

１３ ４４１ 条连接线， 进而可以得到如图 ５（ ｃ）所示的

“湖北暴雨” 相关微博语义网络图。 湖北暴雨的语义

网络图呈现明显的 ３ 个板块， 颜色分别为紫色、 橙

色、 蓝色， 占比分别为 ４１％、 ３３％、 ２６％。 表明这一

阶段存在 ３ 个明显的主题。 这三个主题是： （１）湖北

省发布气象预警， 孝感等多地出现较大降雨； （２）对
湖北省内多地区形成内涝， 电力等基础设施无法正常

使用， 相关部门开启抢险救灾工作； （３）部分地区出

现洪涝灾害， 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险情， 造成群众生命

财产损失。
５. ３　 三场暴雨相关微博主题对比分析

　 　 分析这三场灾害， 可以发现相关微博的主题分类

大体相当。 相关微博经过主题分析后， 都呈现明显的

三个大类： （１）对致灾因子危险性的关注， 也即对暴

雨事件本身发生发展过程的关注， 这一关注主题主要

集中在雨情上， 也就是哪些地方出现了降水， 以及相

应的伴随过程， 诸如泥石流、 大风等； （２）对暴雨因

灾的洪涝的致灾过程和应急抢险救援过程的关注， 包

括对城市内涝影响、 河道洪峰、 应急响应特征的关

注， 主题体现在开始出现积水、 内涝， 出现通讯中

断， 救援部门开展抢险救灾； （３）对暴雨洪涝灾害产

生的社会经济生态影响方面的关注， 包括对社会民

生、 经济行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影响， 诸如电力

通讯等出现一定时间的中断， 铁路等公共交通出现段

中断， 人民群众生民财产出现损失等。
尽管相关主题类似， 但是这三场灾害相关微博的

主题占比呈现出不同比例： 山西暴雨的相关话题占比

情况为 ５３. ５％， ３５％， １１. ５％； 河南暴雨的相关微博

占比分别为 ６４. ５％， ２１. ５％， １４％； 湖北暴雨的相关

话题占比分别为 ４１％， ３３％， ２６％。 由于这三场灾害

都是同类型灾害， 即由于短时间内大量降雨导致城市

内涝型灾害， 因而民众对与此类话题的讨论从主题上

归类应该是相近的， 这也符合人们朴素的情感认知。
由于这三场灾害的严重程度有区别， 影响的范围不尽

相同， 因而导致了其不同主题的不同占比。 降雨程度

越严重， 则其第一个主题的占比越高， 如河南暴雨多

地降雨量超过 ５００ ｍｍ， 则其第一类主题的占比最高，
达到 ６４. ５％。 这也进一步导致了， 当出现相类似的

灾害时， 由于相似灾害的反复刺激， 民众的认知疲劳

度开始上升， 导致人们仅仅对于灾情最为严重的河南

暴雨洪涝灾害最为关注， 而对于同类型的其他两个灾

害关注度明显不足。 当然这也为相应的舆情管控给出

了一定的提示， 即某一灾害发生后可以梳理此次舆情

的变化趋势， 从而为下次类似舆情的应对提供值得借

鉴的经验［２２－２５］。

６　 结果讨论与建议

６. １　 讨　 论

　 　 微博是现阶段反映舆情民意的一个重要载体， 因

而分析微博平台上与洪涝灾害有关的文本内容对于研

究舆情存在较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了自然语言处

理的方法， 提高了对于大量文本的情感分析， 主题分

类的工作效率， 对进行洪涝灾害的舆情研究有着一定

的创新意义。 本文主要依托新浪微博上网友发布的与

暴雨相关的微博正文内容进行文本信息发掘， 由于相

关法律法规等的限制， 部分微博可能会被不定期删

除， 因而此次采集的数据只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微博用

户对于灾害的舆情， 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正文情感

分析部分则主要采用了基于 ＢＥＲＴ 模型的算法， 相较

于其他中文情感分类模型， 在准确率上相对较高； 但

即使经过预训练， 应用于文本情感分析也无法做到绝

对精准， 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本文的文本主题

分类主要依托于基于 ＴＦ⁃ＩＤＦ 的主题聚类分析， 对于

聚类的结果仍然需要人工进行总结， 会随个人经验和

认知水平的差异而造成结果的难以统一， 因而存在一

定的不足。 因此， 未来亟需加强灾害舆情主题分类的

研究， 从而实现更加精确， 更加高效舆情监管机制的

建立， 进而使得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时进行更加合理精

确的舆情管控与疏导［２６］。
６. ２　 应对暴雨洪涝灾害网络舆情的建议

　 　 网络舆情平稳有序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安定

团结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放任网络舆情随意发展，
那么很可能由于境外势力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员进

行煽动， 而使得整个舆情呈现出负面态势， 甚至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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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舆论的彻底失控。 结合上述分析得出的暴

雨洪涝灾害相关舆情特点， 可以认为对于暴雨引起

的洪涝灾害的舆情处理， 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１）
做好日常舆情管控措施， 出现灾害立即做出应对。
由于灾害的突发性， 以及网民中普遍存在的从众心

理［２７］ ， 如果相关部门在灾害之初不能及时做出反

应， 引导舆论正向发展， 很可能导致出现不利于安

定团结的网络环境， 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利影

响［２８］ ， 因而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管控措施， 从而实现

对灾害舆情的及时管控［２９］ 。 （ ２） 重视官方信息发

布， 合理疏导调控舆情。 由于灾害发生后互联网上

大会在短时间内迅速产生舆情， 相关信息会充斥整

个社交媒体。 因此官方进行相关信息的发布就显得

尤为重要， 相关部门在发布灾害相关信息时， 必须

慎重考虑相关发布后可能产生的次生舆情， 慎重发

布相关信息， 从而引导舆情向积极正向的方向发

展。 （３）建立舆情联动机制， 吸取优秀管理经验。
在山西两次接连发生的灾害中， 则可以很明显发现

第二次灾害负向情绪大幅减少， 正向情绪大量增

加， 这显示出了山西舆情管控的经验教训。 尽管这

三个灾害发生的间隔时间很短， 但是从舆情应对的

角度来看， 并没有很好的吸取先前的经验教训［３０］ ，
发生时间相对靠后的河南暴雨和湖北暴雨仍然出现

了较为明显的负向舆情潮， 这表明借鉴其他地区舆

情管控经验的机制尚不成熟， 仍然有待改进。

７　 结　 论

　 　 （１）对于同类型的暴雨洪涝灾害， 微博平台上发

布的灾害相关微博的时序特征是类似的。 这三场类似

灾害的舆情高峰都与关键性事件相关， 通常为出现突

发事件的一天左右会出现舆情高峰， 如果后续不再出

现突发性事件或次生事件进行二次发酵， 通常舆情会

很快趋于平稳。 且当政府等公权力机构针对灾害相关

问题做出回应时， 极易产生次生舆情。
（２）对于同类型的暴雨洪涝灾害， 微博平台上发

布的相关微博的情感特征是类似的。 针对这三场相似

的灾害， 分析其相关微博情感色彩， 可以发现都呈现

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 且正向情感明显多于负向情

感。 当灾害越严重， 则会促使发布祈福等相关微博的

人增加， 使得正向情感占比进一步提升。
（３）对于同类型的暴雨洪涝灾害， 微博平台上发

布的相关微博的主题分类是类似的。 这三场类似灾害

发布的相关微博， 大体上都可以分为对致灾因子及灾

害本身的关注、 对致灾过程的关和应急抢险救援的关

注、 以及对洪涝灾害对于社会经济生态影响方面的关

注， 但是由于灾害严重程度的不同， 这三个部分各自

占据的比例也通常会有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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