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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挖掘社会安全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与多属性演化特征，为网络舆情事件的应对和治理提供参

考。[ 方法 / 过程 ] 以“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为例，从舆情主题、参与主体和网民情绪三个角度进行社会安全事件

网络舆情多属性演化分析，探究舆情各阶段网民的关注焦点和情感动向；其次基于事理逻辑构建舆情事件知识图谱，

以明确舆情事件间的关联关系和演化规律。[ 结果 / 结论 ] 不同阶段的舆情主题、关键主体与情感特征具有明显的区别。

网络舆情多属性演化分析有助于舆情监管部门迅速把握事件的多属性演化动态，而舆情事件知识图谱可以厘清事件传播

路径、定位事件关键治理节点并还原舆情全貌。[ 局限 ] 后续研究将考虑细粒度情感分析，同时结合事件及关系抽取模

型构建舆情事件知识图谱，扩展事件类型和数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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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Excavate the propagation law and multi-attribut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n social security even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ponse and governa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vents. 

[Methods/Processes] Taking the “LaLaMove Female Passenger Jumping Incide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ulti-

attribute evolution of social security event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ublic opinion them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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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etizens’ emotions, and explores the focus and emotional trends of netizens at all stages of public opinion; Secondly, the 

knowledge graph of public opinion event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logic of affairs to clarify the correlation and evolution law 

between public opinion events. [Results/Conclusion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public opinion themes, key subjects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multi-attribute evolution analysis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help public opinion 

regulators quickly grasp the multi-attribute evolution dynamics of events, and the knowledge graph of public opinion events 

can clarify the propagation path of events, locate the key governance nodes of events, and restore the overall picture of public 

opinion. [Limitations] The follow-up research will consider fine-grained emotion analysis, and combine the event and relationship 

extraction model to build the knowledge graph of public opinion events, so as to expand the event type and data scale.

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event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knowledge graph; topic mining; emotional evolution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逐渐成为舆论产

生和传播的主战场，其中由社会安全事件引发

的网络舆情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极易引发各种

风险，给舆情监管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约车用户规模达 3.97 亿，

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3123 万，占网民整体的

39.2%[1]。一方面，网约车平台为用户出行提供

了更为便捷的服务；另一方面，由于平台监管

机制存在缺陷、安全保障体系不够完善，近年

来网约车安全事故频发。2018 年，“乐清顺风

车乘客遇害事件”、“滴滴空姐遇害事件”相

继发生，造成了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和舆论压

力，导致滴滴平台被全国范围内叫停并严令整

改。在此背景下，网约车行业为何再次出现“货

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研究此类舆情事件的

传播规律及多属性演化特征对于政府相关部门

引导舆情健康发展并预防此类事件发生具有重

要意义。

面对海量、碎片化、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

数据，传统的舆情分析方法表现出明显的局限

性，必须开拓思路创新研究更为科学的知识组

织技术和智能化的知识处理技术 [2]。知识图谱

作为一种语义丰富的知识表示方式，在舆情热

点话题发现、趋势预测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其中以事件为中心的知识图谱聚焦动态事件及

其间的顺承、时序和因果关系，为挖掘动态事

件信息及逻辑关系、揭示事件的传播演化规律

提供有力支持。本文以“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

为例，结合知识图谱相关方法探索知识图谱与

网络舆情的融合应用，以期为相关部门舆情治

理工作提供借鉴。

1  相关研究

1.1　社会安全事件网络舆情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指网民围绕即将发生

或已发生的突发事件，来呈现个人或群体的情

绪、态度、意见等带有个人倾向性的信息 [3]。

社会安全事件网络舆情则是存在于社会安全领

域的网络舆情，目前国内针对此类问题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舆情特征与演变机理 [4]、舆情传播

与演化规律 [5]、舆情监测与预警机制 [6]、舆情

应对与治理策略 [7] 等方面，部分研究成果也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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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众情感分析 [8]、政策议程设置等内容。陈

璟浩等 [9] 运用生存分析方法对 70 起重大社会安

全事件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各类社会安全事件

网络舆情的生存周期，探索了作案人数、社会

地位等因素对网络舆情生存时间的影响；陈贵

梧等 [10] 通过构建“两阶段多源流”理论框架，

以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为例分析了网络舆论与

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社交

网络舆情中的信息传播机制、情绪识别与群体决

策等问题，并采用仿真模拟、社会网络分析、传

播动力学等方法探究舆情演变特征。Kim 等 [11]

对网络信息传播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

究，发现微博舆情的极化和分散与政治意识形态

密切相关；Uthirapathy 等 [12] 提出了一种基于舆

论冲击矩阵的社交媒体网络突发公共事件实时舆

论预测方法；Bandhakavi 等 [13] 从带标记的 Twit-

ter 语料库中提取用于 Twitter 情感分析的词汇，

建立情绪语料库用于情感分类和情感强度预测。

在网络舆情的演化方面，研究者主要聚焦

舆情主体、主题与网民情感的演化分析，并采

用网络舆情主题图谱、情感图谱、话题图谱等

形式进行可视化表示。其中网络舆情主体图谱

是由网络舆情主体之间的点赞、评论、转发等

行为形成的关于特定舆情事件的主体关系网络，

对于精准定位舆情治理关键主体具有重要价值。

情感图谱是融合网络用户社交关系与情感态度

倾向的分布图 [14]，构建社交用户的情感图谱有

利于掌握网民情绪动向，并快速锁定重要的情

绪传播节点。如张柳等 [15] 基于 LDA 主题模型

构建了微博用户主题聚类图谱，研究了网络社

群间的主题传播路径。安璐等 [16] 结合利益相关

者的社会网络情感网络图谱分析了公众情感变

化态势。刘雅姝等 [17] 通过构建舆情话题图谱以

识别话题讨论内容并对话题演化过程进行追踪。

王丹等 [18] 从主体、客体、全景生态三个维度构

建了微博舆情图谱。周红磊等 [19] 基于态势感知

理论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话题 - 情感图谱，

探究了新冠疫情话题背后的网民情感演变。

1.2　基于知识图谱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

知识图谱是揭示实体之间关系的语义网络，

2012 年由谷歌公司首次提出，目前已被广泛应

用于语义搜索、智能问答、个性化推荐等领域 [20]。

构建以舆论研判分析需求为导向的舆论知识图

谱，可以提高总体态势感知能力，及时掌握各

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21]。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

度进行了网络舆情与知识图谱融合研究的探索，

如王晰巍等 [22] 利用知识图谱方法对突发事件网

络舆情领域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及可视化分析，

指出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现状及发展趋势；

娄国哲等 [23] 提出了基于知识图谱的网络舆情知

识组织架构；袁国栋等 [24] 提出了基于知识发现

的突发事件舆情风险演化模型。有研究通过构

建舆情事理图谱并对舆情进行推演及预测，如

田依林等 [25] 在事件泛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事理图

谱来剖析新冠相关舆情的发展趋势和演化路径；

Hernes 等 [26] 提出了一种金融事件知识的语义表

示方法，通过自动处理和分析金融事件的意义

以辅助决策。其他研究成果则利用知识图谱辅

助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和治理，如马哲坤等 [27]

提出了一种基于知识图谱的网络舆情监测方法；

张思龙等 [28] 对基于知识图谱的网络舆情研判系

统的构建实践和应用进行了探讨；安宁等 [29] 分

别构建了微博和抖音平台的知识图谱并进行对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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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析，发现不同平台上舆情信息内容和知识

分布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案例

分析、仿真模拟、生存分析、复杂网络分析等

方法对网络舆情进行研究，而网络舆情与知识

图谱的融合研究集中于舆情事件主题与情感演

化、舆情趋势预测、舆情知识组织方法、舆情

生态等方面，构建的图谱主要有主题图谱、情

感图谱、多维图谱和事理图谱。针对某一特定

类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知识图谱构建研究较

少，所涉及的方法难以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突发

事件网络舆情研究。此外，使用事理图谱进行

舆情推演与预测的研究多基于事件之间的顺承

和因果关系，对于舆情事件时空关系和用户情

感变化趋势不能很好的表达。

针对以上情况，本文首先结合舆情生命周

期理论，从舆情主题挖掘、舆情主体关系分析、

网民情感演化三个角度进行社会安全事件网络

舆情多属性演化分析，以探究网络舆情的传播

规律与阶段性演化特征。其次，基于事件演化

逻辑构建网络舆情事件知识图谱，以揭示事件

发展脉络和演化路径，定位关键事件管控节点

并还原舆情事件全貌。最后，以“货拉拉女乘

客跳车事件”为例，采用 LDA 主题模型、社会

网络分析、情感分析方法针对实际案例展开研

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舆情治理和引导策略，

以期为舆情监管部门提供借鉴。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框架

本文的研究过程由数据来源与处理、网络

舆情事件多属性演化分析和舆情事件知识图谱

构建三部分组成，具体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微博热点话题

数据清洗

文本分词

文本语料库

停用词表

Gephi

词性标注

LDA主题模型

社会网络分析法

情感分析法

提取事件
参与主体

获取主体
关系

主体图谱

事件关系判定

热点话题提取

本体构建

知识图谱

建立词典、
语料库

主题提取

特征词生成

Gephi

情感倾向
判断

情感图谱
评论转发关

系获取

情感词典 Neo4j

确定最优主
题数

评论、转发
数据爬取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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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DA主题模型构建

LDA 主题模型由 Blei 等于 2003 年提出，

其采用词袋方法，将每篇文档视为一个词频向

量，考虑潜在的语义信息，并以概率分布的形

式给出每篇文档的主题 [30]。记每个舆情阶段

的评论集为 D=(d1,d2,…,dm)，其中包含 m 篇博

文评论数据，评论集中共有 k 个主题，记为 Zi, 

i=(1,2,…,k)，每条评论由 n 个词语构成，记为

d(w1, w1, wn)，主题分布和词分布都服从多项式

分布，分别记为：

| ( ) ( )Z Multinomialθ θ=              （1）

| , ( )W Z Multinomialφ φ=               （2）  

则在评论 dj 条件下生成词 wi 的概率表示为：

1

( | ) ( | ) ( | )
K

i j i j
s

P w d P w z s P z s d
=

= = ∗ =∑  （3）

其中，P(wi|z=s) 表示词 wi 属于第 s 个主题

的概率，P(z=s|dj) 表示第 s 个主题在评论 dj 中

的概率。

其次采用基于余弦相似度的自适应最优

LDA 模型选择方法来确定最优主题数，具体步

骤如下：

①取初始主题数为 k，得到初始模型，计算

各主题之间的相似度，计算公式如下：

   

1

2 2

1 1

•cos( )
|| || || ||

( ) ( )

n

i i
i

n n

i i
i i

A Bsimilarity
A B

A B

A B

θ

=

= =

= = =

×

×

∑

∑ ∑               （4）

其中 Ai , Bi 分别代表向量 A 和 B 的各分量。

②增加或减少 k 值，重新训练模型，再次

计算各主题之间的相似度。

③重复步骤②直到得到最优 k 值。

2.3　网络舆情事件知识图谱构建

事件是人类社会的核心概念之一，人们的

社会活动往往是事件驱动的，网络舆情管控不

仅需要掌握网络舆情的演化特征、演化规律及

传播特点，而且需要准确地分析舆情事件之间

的关联关系，把握舆情的演化路径 [31]。本文在

构建网络舆情事件知识图谱时采用自顶向下的

构建方式，先为知识图谱定义好本体 [32] 与数

据模式，再将实体加入到知识库中。具体步骤

如下：

（1）构建网络舆情事件本体；

（2）判定事件中各热点话题之间的逻辑关

系；

（3）提取舆情事件的所有参与主体；

（4）将热点话题间的逻辑关系与实体间的

关系以三元组的形式进行整理，并通过代码导

入 Neo4j 图数据库中。

采用 protégé 软件构建网络舆情事件本体，

结果如图 2 所示，该本体包括热点话题、媒体、

一级评论者、二级评论者和转发用户 5 类实

体，如表 1 所示，实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有报

道、评论、回复和转发。图 2 中事件实体即

舆情事件相关的微博热点话题，事件间的逻

辑关系包括顺承、因果、上下位和转折关系，

如表 2 所示。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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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舆情事件本体结构图

表 1  网络舆情事件本体中的实体类别

实体类别 属性 实例

事件实体 热点话题

话题ID 
话题名称 
阅读量 
讨论量
阶段
主题

topic_1 
#23岁女生在货拉拉车上跳窗身亡# 

14.8亿  
81000万
爆发期

女性安全

机构实体
媒体

（警方
平台）

机构ID 
机构名称 
粉丝量 
关注数

media_1 
头条新闻 

1.04亿 
1676

人物实体
一级评论者
二级评论者
转发用户

用户ID 
用户名称

netizen1_1 也桃c
netizen2_1  juve吐司

repost1_1  月亮天天开心

表 2  网络舆情事件本体中的关系类别

关系类型 描述 neo4j编码 实例

报道 媒体对热点话题的报道 report media_1——report——>topic_1

评论 一级评论者对媒体发表博文的评论 comment netizen1_1——comment——>media1

回复 用户对一级评论者的回复 reply netizen2_1——reply——>netizen1_1

转发 用户对博文的转发 repost repost1_1——repost——>media_1

顺承 某事件紧接着另一事件的发生 顺承 topic_1——顺承——>topic_2

因果 某一事件导致另一事件的发生 因果 topic_1——因果——>topic_2

上下位 某事件是另一事件的上位或下位事件 上下位 topic_1——上下位——>topic_2

转折 某事件与另一事件形成对立 转折 topic_1——转折——>topic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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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微博作为当前最热门和极具代表性的社交

平台之一，在反映社情民意、传播网络舆情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较高的用户活跃度和广泛

的人群覆盖面使得微博热议话题及其评论转发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研究价值。本文以新浪微博

为数据源，选取“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为

研究对象，筛选该事件相关热点话题共 35 个，

结合舆情生命周期理论将该事件划分为爆发期、

蔓延期、二次爆发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绘制

舆情热度趋势如图 3 所示。在此基础上，采用

八爪鱼数据采集软件爬取图 3 中话题下热门微

博的所有评论及转发数据，经数据清洗后共保

留评论 47195 条，转发数据 221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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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舆情热度趋势图

3.2 “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多属性演化分

析

3.2.1　各阶段舆情主题挖掘

为探究舆情演化过程中网民的关注焦点和

心理动态，本文采用 LDA 模型挖掘舆情不同

阶段的主题。根据 2.2 节构建的 LDA 模型，首

先将评论及转发数据进行去重合并、分词、词

性标注并去除停用词，筛选部分情感词汇作为

本事件专属情感词典，其次基于知网情感词典

和自建词典将词语集划分为正向、中性和负向

三类并分别建立对应的语料库，使用 Python 的

gensim 模块对每个舆情阶段正面、中性、负面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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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数据分别构建 LDA 主题模型，对每个主

题生成 10 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语以及相应的概

率，根据特征词总结舆情各阶段网民评论关注

点和情绪特征，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舆情各阶段主题分布

舆情阶段 特征词 正面主题 中性主题 负面主题

爆发期
（topic1-topic6）

女孩、跳车、司机、真相、搬家、自杀、
希望、垃圾、危险、宠物、行车记录仪、
跳窗、平台、警方、刹车、证据、猜测、

侵害

逝者安息、
期待真相大白、

相信警方

平台整改、
监控录音、
女性安全

女孩跳窗自杀、
司机三次偏航、

货拉拉倒闭

蔓延期
（topic7-topic17）

老实人、希望、女孩、跳窗、法医、平台、
赔偿、谅解、家属、公道、弟弟、监控、
可怕、凶手、尸体、自杀、刹车、威胁

女孩家属发声、
司机被刑拘、

平台赔偿

女孩拒付运费、
弟弟制造舆论、
货拉拉致歉、

严惩凶手、
犯罪嫌疑、

司机言语威胁

二次爆发期
（topic18-
topic22）

司机、平台、超时、赚钱、法律、搬家、
尊重、过失、悲剧、态度、报警、沟通、

跳车、理解、服务、拒绝

互相尊重、
女孩月薪过万、

人情世故

沟通重要性、
超时搬运、
司机不容易

态度恶劣、
女孩过度恐慌、
司机过失致死

衰退期
（topic23-
topic35）

司机、舆论、支持、男女对立、羁押、
无罪、跳车、判决、上诉、律师、倒霉、
法院、依法治国、司法、长沙、正义

支持司机上诉、
依法判决、
程序合法

法院指定法律援助、
案件未公开审理、

平台整改措施

舆论定罪、
男女对立、司机

被超期羁押

结合图 3 与表 3，对舆情各阶段主题挖掘

结果分析如下：

事件爆发期：“女孩跳窗坠亡”、“货拉

拉司机被释放”等话题引发广泛讨论，该时期

由于信息不完整，网民主要围绕事件真相进行

猜测或推理。讨论关键词集中于“行车记录仪”、

“性侵”、“真相”、“平台”等，表达对女

孩遭遇的同情与惋惜、对货拉拉司机的愤怒和

谴责、对平台审核机制、监管力度以及办事效

率的质疑，体现出对网约车市场的不信任，同

时也引发了对女性安全的担忧。此阶段官方仍

未给出回复，舆情热度持续上升并衍生出多个

热搜话题。

事件蔓延期：随事件的持续发酵，更多细

节被曝光，长沙高新公安、货拉拉平台等有关

部门纷纷回应并采取措施，司机再次被刑拘，

公众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定。评论特征词涉

及“司机”、“平台”、“法医”、“涉事双

方家属”等多个对象，讨论焦点主要有女孩家

属的安抚与赔偿、事件证据和真相的继续挖掘

以及对平台的问责。

二次爆发期：在警方公布事件调查结果

后，网民关注度再次上升，舆情二次爆发。

此阶段高频关键词为“沟通”、“服务态度”、

“过失致死”、“悲剧”等，即网民主要关

注女孩和司机的职业和背景、二人沟通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事件真相的分析，与爆

发期相比，网民的关注点更加宽泛，对事件

的思考也更全面。

衰退期：随着信息的充分披露及监管部门

的介入，货拉拉道歉并进行整改，司机入狱，

事件整体关注度有所下降，但舆情仍在半年多

的时间内存在反复趋势。2022 年 1 月 7 日，“货

拉拉女乘客坠亡案二审维持原判”再次引发热

议，网民对于审判结果的态度呈现出两极分化

的态势。此阶段网民讨论焦点主要是司机是否

应该上诉以及法律程序的公平问题，同时涉及

一些男女对立话题的讨论，评论特征词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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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正义”、“支持上诉”、“羁押”、“舆

论”等。

根据 LDA 主题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网民针

对本次事件的关注范围在不断扩大，涉及主体

在不断增多，争议的焦点也在不断深化。从最

初的就事论事，关注司机、女孩、货拉拉平台

等主要涉事主体，到质疑网约车行业准入门槛、

抵制货拉拉；从试图还原真相，到深挖女孩职

业背景及家庭关系，引发“女孩弟弟故意制造

舆论”、女孩职业是“杀猪盘”、“女性出行

安全”、“资本压榨底层劳动人民”、“性别

对立”、“法律公正”等一系列讨论；从探究

事件发生原因到质疑案件审理结果，不断发酵

出新的热议话题。

3.2.2　舆情事件主体关系分析

网络舆情主体即通过网络表达意见的个人

或组织机构，主要包括普通网民、意见领袖、

媒体、政府机构等 [33]。舆情主体推动舆情事件

的传播和发展，并决定事件的发展方向，各主

体之间的关注、点赞、评论、转发等行为形成

特定舆情事件的主体关系网络。本文将处理后

的评论转发数据导入 Gephi 软件绘制“货拉拉

女乘客跳车事件”舆情主体图谱，其中节点包

括主流媒体、一级评论者、二级评论者和转发者，

节点之间的关系包括评论、回复和转发，结果

如图 4 所示。

图 4 “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舆情主体图谱

该主体图谱由 74213 个节点，87313 条连

边组成，其中紫色连边表示评论关系，橙色表

示转发关系，绿色表示回复关系。从结构上来看，

该网络平均度为 1.177，网络直径为 6，模块度

为 0.809，社团数量为 20。图中较大聚簇表示

在事件传播过程中影响力较大的媒体，如“头

条新闻”、“央视新闻”、“澎湃新闻”、“瓦

特视频”、“长沙高新公安”等，他们对事件

的报道引起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对事件

舆论走势和网民情感态度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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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京报动新闻”、“九派新闻”、“环

球网”、“新浪财经”等媒体也是舆情传播过

程中的重要节点。网络中度最大的节点为“头

条新闻”，其出度为 11165，此外大部分节点的

度较小，表明大多数网民主要通过主流媒体的

报道以了解事件动向，但对于事件的参与程度

并不高，影响力也有限。

在微博舆情演化过程中，前排热门评论往

往会为舆论后续的讨论奠定基调和方向，对于

舆情趋势的判断具有参考价值。为进一步明确

各阶段的关键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本文选取了

度较大的前 100 个用户绘制不同阶段的关键主

体图谱，结果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知，不同

阶段的关键主体差异较大，但均呈现以主流媒

体为核心，普通网民交互影响的规律。事件爆

发期和二次爆发期主体图谱的节点分布较为集

中，而蔓延期和衰退期网络社团数量更多，网

络结构更分散。

            
 a.爆发期关键主体图谱                                                       b.蔓延期关键主体图谱

   
            

c.二次爆发期关键主体图谱                                                      d.衰退期关键主体图谱
 

图 5  各阶段舆情关键主体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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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网络舆情情感演化图谱分析

对网络舆情中的评论数据进情感分析，

可以分析舆情发展过程中不同情绪类别的分

布情况及其变化趋势，以追踪舆情发展动

态，掌握网民信息诉求。在获取“货拉拉女

乘客跳车事件”微博评论转发关系网络的基

础上，划分网民的情绪类型并嵌入社会关系

网络中，以探究网民情绪的动态变化。采用

基于词典的情感分类方法将评论和转发数据

划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种类型，计算舆

情各阶段中每种情感类型的占比，结果如图

6 所示。

爆发期 蔓延期 二次爆发期 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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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阶段网民情感倾向比例变化趋势

由图 6 可知，在整个舆情周期内，负面情

感所占比例最高，并在舆情二次爆发时达到

最高点。正面情感所占比例最低且变化幅度

很小，最大值仅为 20%，表明较少数网民能

理性对待本次事件并保持乐观态度。中性情

感占比位于正负二者之间，其变化趋势与负

向情感相反，在蔓延期达到峰值。总体来看，

网民针对此次事件的情感整体较为消极，体

现了“货拉拉事件”对公众情感和社会信任

造成的不良影响。

为直观展示“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舆

情情感演化动态，通过 Gephi 绘制基于舆情周

期的情感演化图谱。如图 7 所示，图中节点表

示媒体及参与舆情事件微博用户，节点颜色表

示该微博用户的情感类别，红色代表负向情感、

绿色代表正向情感、黄色代表中性情感；节点

间的连边表示微博用户的关联关系，紫色表示

转发关系、绿色表示回复关系、橙色表示评论

关系。

如图 7a 所示，爆发期情感图谱由 15979 个

节点，17297 条连边组成，网络平均度为 1.802，

社团数量为 17，网络直径为 3。网络整体呈现

出以“瓦特视频”、“封面新闻”、“红星新闻”

等网络媒体为核心节点高度聚集的态势，且红

色节点居多，表明在爆发期少数热点话题引发

高度关注，网民愤怒、惋惜等消极情绪集中爆发。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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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爆发期情感图谱                                                              b.蔓延期情感图谱

 

          
c.二次爆发期情感图谱                                                  d.衰退期情感图谱

图 7  各阶段舆情情感图谱

如图 7b 所示，蔓延期情感图谱由 21245 个

节点，23435 条连边组成，网络平均度为 1.103，

社团数量为 41，网络直径为 4。整体结构较爆

发期更为发散，社团数量更多，表明舆情热度

虽有所下降但仍在蔓延。除“澎湃新闻”、“紧

急呼叫”等媒体之外，主流媒体“央视新闻”

开始介入并表明立场，“货拉拉 APP”官方发

表致歉整改声明，此阶段网民负面情绪由 51.3%

下降至 44.6%，正面情绪占比则上升约 7%。

如图 7c 所示，二次爆发期情感图谱由

11299 个节点，12010 条连边组成，网络平均度

为 1.056，社团数量为 56，网络直径为 3。警方

通报案件细节后，“长沙高新公安”、“央视新闻”、

“头条新闻”等主流媒体成为新的核心节点，

这类媒体公信力与影响力更强，其对舆论引导

及事态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此阶段网民负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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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达到峰值，而正面情绪占比最低。

如图 7d 所示，舆情衰退期情感图谱由

23878 个节点，27120 条连边组成，网络平均度

为 1.136，社团数量为 11，网络直径为 4。在衰

退期舆情表现出发散趋势，公众情绪趋于平稳，

热点话题数量较多但关注度整体不高。核心节

点以主流媒体居多，此阶段网民消极情绪下降，

正面和中性情绪占比有所上升。其中，以“中

国新闻网”、“中国新闻社”、“微博法律”

为核心的团簇中绿色节点所占比例较高。

3.3　网络舆情事件知识图谱构建

基于上述多维分析结果，结合 2.3 节中的

网络舆情事件知识图谱构建流程，使用 Neo4j

建立“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知识图谱。部

分数据导入代码如表 4 所示。

表 4  Neo4j 中实体和关系构建代码（部分）

导入对象 实例 Cypher 代码

媒体节点表
media_1，头条新闻，媒体，
1.05 亿，1678

LOAD CSV WITH HEADERS FROM”file:///media.csv”AS line
Create(event:Media{media_id:line.media_id，name:line.name，label:line.label，
粉丝量 :line. 粉丝量，关注数 :line. 关注数 })

热点话题表

topic_1，#23 岁女生在货
拉拉车上跳窗身亡 #，热
点话题，14.8 亿，81000，
爆发期，女性安全

LOAD CSV WITH HEADERS FROM”file:///topic.csv”AS line
Create(event:Topic{topic_id:line.topic_id，name:line.name，label:line.label，
阅读量 :line. 阅读量，讨论量 :line. 讨论量，所属阶段 :line.stage，主题 :line.
topics})

报道关系表
m e d i a _ 1 ,  t o p i c _ 1 , 报
道 ,directed

LOAD CSV WITH HEADERS FROM”file:///media-topic.csv” AS line with line
match(from:Media{media_id:line.start})
merge(to:Topic{topic_id:line.end})
merge(from)-[r:report{relation:line.relation，type:line.type}]->(to);

为获取每个事件子话题的关键主体，结合舆

论传播的“前 10 效应”[34]，选取每个热点话题

下热门微博的前 10 个一级评论者和转发用户参

与事件知识图谱的构建。考虑到二级评论的重要

性及数量通常低于一级评论，故选取一级评论下

前 5 个二级评论者加入图谱中，结果如图 8 所示。

图 8  “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网络舆情事件知识图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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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 所示，“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

知识图谱由 2104 个实体、2106 条关系组成，图

中红色节点代表媒体，浅蓝色节点代表热点话

题，深蓝色、绿色和黄色节点分别代表一级评论、

二级评论和转发用户。根据所构建的舆情事件

知识图谱，可明确事件的整体脉络、各话题的

基本信息以及重要参与主体。使用 Cypher 语言

可以查询与某一特定话题相关联的所有实体和

关系，有利于事件复盘分析与关键用户的精准

引导。本事件各子话题间的演化逻辑如表5所示。

表 5  各子话题演化逻辑

start end relation

topic_1：#23岁女生在货拉拉车上跳窗身亡#
topic_3：#货拉拉回应23岁女生跳窗身亡# 顺承

topic_4：#涉事货拉拉司机已被释放# 顺承

topic_3：#货拉拉回应23岁女生跳窗身亡# topic_12：#货拉拉发布致歉整改公告# 顺承

topic_4：#涉事货拉拉司机已被释放#
topic_2：#家属回应女孩跳货拉拉车窗身亡# 顺承

topic_8：#货拉拉跳窗身亡女孩母亲发声# 顺承

topic_10：#货拉拉涉事司机被刑拘# 顺承

topic_5：#货拉拉跳窗身亡女孩搬家视频曝光# topic_6：#重走货拉拉遇害女生搬家路线# 顺承

topic_6：#重走货拉拉遇害女生搬家路线# topic_21：#警方还原货拉拉乘客跳窗案经过# 顺承

topic_8：#货拉拉跳窗身亡女孩母亲发声#
topic_5：#货拉拉跳窗身亡女孩搬家视频曝光# 顺承

topic_7：#货拉拉跳窗女孩本打算买房订婚 上下位

topic_9：#医生讲述跳车窗女孩送医时伤情细节# 顺承

topic_9：#医生讲述跳车窗女孩送医时伤情细节# topic_17：#法医分析货拉拉跟车女孩身亡# 顺承

topic_10：#货拉拉涉事司机被刑拘#
topic_11：#货拉拉司机家属回应女孩跳窗身亡# 因果

topic_15：#女子货拉拉跳车涉事司机父亲发声# 顺承

topic_11：#货拉拉司机家属回应女孩跳窗身亡# topic_14：#跳车窗女孩家属与货拉拉协商一致# 顺承

topic_12：#货拉拉发布致歉整改公告#
topic_13：#央视评女孩跳车身亡货拉拉难辞其咎# 顺承

topic_24：#货拉拉公布整改进度# 顺承

topic_13：#央视评女孩跳车身亡货拉拉难辞其咎# topic_16：#交通运输部回应货拉拉事件# 顺承

topic_16：#交通运输部回应货拉拉事件# topic_23：#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约谈货拉拉# 顺承

topic_18：#货拉拉女用户跳车身亡事件最新通报# topic_19：#货拉拉涉事司机被批捕# 因果

topic_19：#货拉拉涉事司机被批捕# topic_26：#货拉拉跳车事件司机妻子发声 因果

topic_20：#货拉拉涉事司机抢接下一单更改路线# topic_1：#23岁女生在货拉拉车上跳窗身亡# 因果

topic_21：#警方还原货拉拉乘客跳窗案经过#
topic_20：#货拉拉涉事司机抢接下一单更改路线# 上下位

topic_22：#货拉拉事件现场无打斗痕迹# 上下位

topic_18：#货拉拉女用户跳车身亡事件最新通报# 顺承

topic_23：#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约谈货拉拉# topic_24：#货拉拉公布整改进度# 因果

topic_24：#货拉拉公布整改进度# topic_25：#货拉拉CEO发反思信# 顺承

topic_26：#货拉拉跳车事件司机妻子发声 topic_27：#货拉拉跳车死亡案涉事双方发声# 顺承

topic_27：#货拉拉跳车死亡案涉事双方发声# topic_30：#货拉拉女乘客跳车坠亡案开庭# 顺承

topic_28：#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被告人已签认罪
书#

topic_29：#货拉拉跳车事件司机妻子申请换律师# 转折

topic_32：#货拉拉司机过失致人死亡案一审宣判# 顺承

topic_30：#货拉拉女乘客跳车坠亡案开庭#
topic_28：#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被告人已签认罪书# 顺承

topic_31：#货拉拉女乘客跳车坠亡案开庭哪些点值得关注# 上下位

topic_32：#货拉拉司机过失致人死亡案一审宣判# 顺承

topic_32：#货拉拉司机过失致人死亡案一审宣判# topic_33：#货拉拉乘客坠亡案司机获释后发声# 顺承

topic_33：#货拉拉乘客坠亡案司机获释后发声# topic_34：#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司机提出上诉 转折

topic_34：#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司机提出上诉 topic_35：#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二审维持原判# 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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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各子话题演化路径

如图 9 所示，“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

主要围绕警方、涉事双方父母以及货拉拉平台

3 个链条进行传播，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多为

顺承关系，同时也涉及因果、转折和上下位关系。

图中 topic_4:“# 涉事货拉拉司机已被释放 #”、

topic_8:“# 货拉拉跳窗身亡女孩母亲发声 #”、

topic_21: “# 警方还原货拉拉乘客跳窗案经过 #”

和 topic_30:“# 货拉拉女乘客跳车坠亡案开庭 #”

为事件传播演化的关键节点，在这些节点处，

事件产生多个分支话题，极易引发衍生舆情，

有关部门应予以重点关注并及时引导。

4　管理启示

根据以上多属性演化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不同舆情阶段的舆情主题、参与主体和网民情

感具有明显的差异。从舆情主题角度来看，各

阶段舆情的主题均围绕涉事主体、货拉拉平台、

警方和法院而产生，但随着舆情事件信息的不

断披露和有关部门的相继介入，网民对事件的

认知更加全面，关注主题更广泛，思考也逐渐

理性而深入；从参与主体角度来看，舆情事件

主体图谱整体呈现以主流媒体为传播中心，涉

事平台、警方、有关部门、网络媒体等多方共

同参与，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交互影响的复杂

态势。其中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的影响力和公

信力较强，而大部分普通网民的参与度和影响

力有限；从网民情感角度来看，在整个舆情周

期内网民负面情绪占主导地位，并在舆情爆发

期和二次爆发期得到集中宣泄，而在舆情蔓延

期和衰退期，网民情绪相对平缓，情绪传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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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较为发散，网络社团数量增加，表明舆情热

度有所下降，更多理性的言论和观点得到关注。

“货拉拉女乘客跳车事件”作为网约车市

场的又一负面案例，暴露了网约车市场经营和

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公众对各网约车

平台的抵触和社会信任的缺失，让司法公信力

也受到质疑，给社会带来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纵观整个事件，愤怒、非理性甚至煽动性的言

论比比皆是，如对司机与女孩的个人信息泄露

与网络暴力、对货拉拉平台的大力抵制、对资

本压榨底层民众的控诉以及对性别对立情绪的

挑拨，这些网络舆论乱象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

盾并引发社会恐慌，背离了“清朗网络空间”

的建设目标。对此类舆情事件的治理需要采取

更加及时和精准的引导措施，从平台、媒体、

社会公众、司机、女孩等方面进行反思并提出

建设性意见。

5　结语

本文构建了社会安全事件网络舆情本体及

知识图谱，结合实例从多个维度对舆情事件进

行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安全

事件网络舆情的主题、参与主体及公众情感呈

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舆情事件的治理需要

更加及时和精准的引导措施。（2）舆情热度、

参与主体、主题特征与网民情感动态密切相关。

舆情热度越高，越容易出现网民群体的聚集与

情绪的集中爆发，而当舆情热度下降时，对应

的社交网络结构更加发散、网民情绪波动幅度

变小并产生多个衍生话题。（3）通过对事件演

化逻辑的梳理及传播路径的可视化，可明晰舆

情演化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对这些节点进行管

控有利于控制舆情后续走势。

研究结果为网络舆情的监管工作提供了参

考：首先，在舆情的治理过程中，应把握事件

发展的关键节点，注重主流媒体对网民情绪的

引导，避免为了流量和热度挑起话题争议，引

发次生舆情。其次，舆情参与主体的社交行为

和情绪特征对舆情主题的演化及事件的发展具

有主导作用，有关部门应实时监测网络舆情多

属性演化动态，制定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应对策

略。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控

制舆情主题引导网民关注焦点，如强化舆情各

阶段正面主题的影响力，借助主流媒体对正面

主题的引导来对冲负面主题，以削弱舆论的消

极影响从而控制事态发展；二是通过控制各阶

段关键用户的情感倾向从而影响网民整体的情

绪分布；三是主动发起新的话题以转移网民的

注意力，把握舆情引导主动权，持续跟进并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四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社

会网络分析和网络舆情知识图谱等方法和工具

辅助舆情数据和处理和舆情态势的综合分析。

综上所述，结合主题、主体与情感的多属

性演化分析有助于舆情监管部门迅速把握事件

的多属性演化动态，而舆情事件知识图谱可以

厘清事件传播路径、定位事件关键管控节点并

还原舆情全貌，对有关部门的舆情分析与治理

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研究考虑对网民情

感进行细粒度分析，同时结合事件及关系抽取

模型构建网络舆情知识图谱，扩展事件类型和

数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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