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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ake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 public resorted to Sina Weibo as a major plat-
form for the trend of the pandemic. Research on public sentiment and topic mining of major
public sentiment events based on Sina Weibo’s comment data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end of public opinions during major epidemic outbreaks.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to emotion categories in psychology, we use open source tools to build naive
Bayesian models to classify Weibo comments. Visualization of comment topics is achieved with
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methods. Commented topics are mined with the help of the latent
Dirichlet distribu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sychological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naive Bayesian model can reflect the evolvement of public sentiment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that the latent Dirichlet distribution model and 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can effectively mine the topics of public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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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新浪微博成为公众了解疫情动向的重要平台。基于微博评论数据研究疫
情期间公众情绪演化过程以及重大舆情事件的话题挖掘，对于把握重大疫情期间的舆论走向，做
好舆论引导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心理学界对于中文的情感划分，通过开源编程软件构建
朴素⻉叶斯模型对微博评论进行情感分类；基于词共现网络方法实现评论话题可视化；基于潜
在狄利克雷分布模型实现对评话题的挖掘。研究结果表明，结合心理学的中文情感与朴素⻉叶斯
模型可以体现公众在疫情期间的情感变化过程，结合潜在狄利克雷分布模型与词共现网络方法
可以有效挖掘舆论场话题。
关键词 词共现；狄利克雷分布；可视化；朴素⻉叶斯；情绪分类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论坛、博客、QQ、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成为公

众发表意⻅和表达情绪的重要途径。社交媒体平台具有海量网络信息资源，并以其方便快捷的交
互方式对公众在工作、学习以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同时公众可以在网上发表
自己的言论。本文通过分析疫情期间公众在新浪微博中的评论，分析公众的情绪变化，通过理论
研究对实践层面的监管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1.1 背景介绍
2020年春节期间，2019新型冠状病毒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2019 novel coro-

navirus, 以下简称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并迅速蔓延全国乃至全世界，病毒潜伏期较⻓，同时传染
性较强，疫情的爆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的正常生活。为控制疫情，中国疫情大暴
发中心武汉于 1 月 23 日开始实施出行禁令，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紧急应对措施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此时正逢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心态骤变，加之权威防疫信息不足，公
众心态触发了网络舆论，而网络舆论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疫情中的公众心态。

根据国发院百分点数据智能与国家发展实验室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公众调研》报告
(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2020)，该报告采用大小数据融合的方式，通过线上调研问卷收集⺠众
的直接情绪反馈，结合微博采集的数据对直接采集的情绪信息进行补充和辅助研判，力争深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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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人⺠群众在本次疫情期间的心理状态、行为轨迹、认知变化和疫后看法等，以及⺠众对国家疫
情期间政策的态度。报告显示，随着疫情的发展，官方数据的不断公布，各方渠道的集中报道，
受访者接收了大量的疫情信息，对于疫情的发展状况非常担忧，‘‘比较担心’’ 与 ‘‘非常担心’’ 整
体占比达到 90%（如图1所示），焦虑、难过、心烦、恐惧、愤怒等负面情绪整体占比为 80% 以
上（如图2所示）。

图 1: 对疫情的担心程度

图 2: 对疫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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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的发展，公众情绪不断变化，本文基于博文文本的情感分析，分析此次疫情从开始
到武汉解封、全⺠逐渐复产复工的过程中，分析微博评论情感演变态势，发现舆情演变规律和潜
在⻛险，为舆情引导提供决策支持。

1.2 研究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 β 冠状病毒属，是一种潜伏期⻓、传染性强且可致死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主要通过⻜沫和接触传播，自 2019 年底于武汉集中爆发后呈向全国乃至全球蔓延的发展趋
势 (赵文明等, 2020)。由于疫情早期群众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受感染个体无法依靠客观知识正确
判断自己是否感染，加之春节将近流动人口数量激增等因素使得感染人员数量激增，为了遏制疫
情蔓延势头、阻断疫情外溢，2020 年 1 月 23 日上午武汉封城，与此同时全国也进入了疫情高发
期。

为防止过度恐慌情绪的产生和蔓延并及时政府及媒体及时提出应急决策，对公众情绪进行
实时监测及分析发生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公众的情绪衍变也显得尤为重要。但仅针对小
数据或大数据的单一数据来源的研究很难实现主客观数据的融合，因此为更好的进行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期间公众情绪衍变趋势研究，本文收集了主流媒体数据和疫情期间确诊人数数据，基于
朴素⻉叶斯、词云、潜在狄利克雷分布和词共现社群挖掘方法的情感分类组合模型，分析了大众
在本次疫情期间在不同时间段的情绪变化、关注热点话题和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1.3 文献回顾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属于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容易

催生舆情主体的各种负面情绪和非理性行为。高文斌等 (2003) 通过心理咨询人数探索了 SARS
流行期间社会公众心理行为，证实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公众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心理压
力。朱霞等 (2005) 分析了 SARS 期间调查问卷数据得出了突发性事件中不同⻆色公众的情绪状
态也是不同的结论。

然而在通讯和网络发达的如今，仅通过小样本调研的方式已经无法完全获得公众全面的意
⻅和看法，而社交媒体不仅是可以分享个人生活的平台，还可以用来监测公众对社会事件的看法
及情绪变化的数据 (Han et al., 2019; Liu et al., 2010)，由此，广大学者也开始针对如何从互联网
大数据中获取公众的情感指标进行分析研究。词频分析是定量语言学分析中一种广为人知、深入
研究使用的统计方法 (Rajput et al., 2019, 2020; Moreno-Sánchez et al., 2016)。刘韩松 (2013)、
孟雪井等 (2016)、陈茜等 (2015) 等学者从不同应用场景出发证实了通过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分
析等方式可以将文字转化为对应的情绪，并进行量化分析和分类预测。王晰巍等 (2018) 基于⻉
叶斯模型对网络舆情用户情感演化进行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微博用户相比于欠发达地区
对同一话题的态度更加乐观。张海涛等 (2019)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探索了微博热点事件评论与网
⺠情感波动间的关系，并证实了网络舆论会影响对于舆情事件的发展方向。王一博等 (2014)、赵
文清等 (2012) 等对中文期刊、微博新闻进行分析，证实了词共现方法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基于互联网大数据，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容易使公众及网⺠产生负
面情绪事件进行了研究，邢云菲等 (2018) 基于情感极性及情感强度理论证实了负向情感很容易
到达极端值，何高奇等 (2018) 也通过构建群体情绪感染模型证实了少数个体的恐慌情绪会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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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大规模的公众恐慌情绪。因此有学者将研究聚焦于缓解大众过度恐慌情绪的研究领域，杨阳
等 (2020) 通过构建以网⺠和政府为代表的动态博弈模型证实了政府、媒体等权威官方组织的不
同表态会诱发网⺠不同的情绪化行为和态度。安璐等 (2017) 利用社会网络情感网络图谱分析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情感状态和分布，发现在事件爆发期和蔓延期，主流媒体和
自媒体对普通群众的情感影响较大；在衰退期，政府人员和医护人员参与的增加对群众情感影响
较大。由此可⻅发生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及媒体对公众情绪进行实时监测，做出合理
的应急策略，对减少人员不必要伤亡、缓解公众恐慌情绪使非常必要的。

2 方法设计
2.1 数据采集

本次研究数据通过百分点互联网数据采集系统获取，两类数据源分别来自互联网公开确诊
病例数据和微博数据。百分点互联网数据采集系统已覆盖 16000 余家资讯站点，近 4000 家论坛
社区，以及主流微博、微信公众号，通过成熟的文本规则引擎，实现对信息内容的精准挖掘，提
取与用户相关的价值信息。同时使用大量的人工标注的语料作为训练集，通过提取文本特征，构
建分类器来实现情感的分类。
1. 公开数据
基于百分点互联网数据采集系统爬取全国各地卫健委疫情数据，其中新增确诊、累计确诊的
数据颗粒度精确到地级市与市改区。

2. 微博数据
基于百分点互联网数据采集系统爬取疫情期间的新浪微博评论，同时经过文本去重（相同文
本）、限制文本⻓度（最低 1 个中文字符以上）、剔除无意义（空白，纯符号）数据等预处理
手段过滤，本次疫情期间共获取有效评论共计 647323 条，数据采集时间范围是 1 月 15 至 3
月 1 日。

2.2 疫情时间划分
目前全国共有地级市与市辖区共计 499 个，大约覆盖全国 76% 人口，通过分析疫情期间每

日新增确诊病例的区域数量趋势，发现新增确诊病例的区域数量趋势与疫情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从空间⻆度反映了全国的疫情发展状况，本文依据图3所示，将本次疫情分为 5 个阶段，分别为
前期、发展期、平台期、回落期、稳定期，具体划分如下：

疫情前期：1 月 15 日-1 月 20 日，每日新增确诊的区域较少；
疫情发展期：1 月 21 日-1 月 27 日，每日新增确诊的区域急剧增加；
疫情平台期：1 月 28 日-2 月 8 日，每日新增确诊的区域保持在较高水平；
疫情回落期：2 月 9 日-2 月 25 日，每日新增确诊的区域下降；
疫情稳定期：2 月 26 日-3 月 1 日，每日新增确诊的区域保持在较低水平；
由图3所知，在疫情前期，1 月 15 日-1 月 20 日，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的区域较少，说明疫情

此时正处于潜伏阶段，社会并未进入防疫阶段，1 月 21 日进入发展期后，随着检测力度的提高，
新增确诊病例的区域数量快速攀升，并于 1 月 28 日进入平台期，每日新增确诊的地区数量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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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疫情期间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的区域数量

200 以上，全国近半数的区域均出现了疫情，说明疫情进入战略对峙阶段，处于防疫最关键期，
疫情于 2 月 08 日左右进入明显的回落期，随着前期防疫手段有效执行，在回落期全国各区域的
疫情均得到初步控制，每日新增确诊的区域逐日减少，疫情于在 2 月 26 日进入稳定期，在这个
阶段，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的区域数量均在较低水平，说明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各方面处于恢
复阶段。

2.3 情感的分类
本文基于表1对微博公众评论数据进行情感分类。目前心理学界对于中文情感的划分主要有

7 大类，分别是乐、好、怒、哀、惧、恶、惊。本文依据实际情况，添加 ‘‘中’’ 作为补充的情感大
类，主要代表中立的言论，表1是关于更新后的情感大类解释：

2.4 朴素⻉叶斯模型情感分类概述
朴素⻉叶斯模型 (刘艳文等, 2020)（Naive Bayes Model），是一种基于⻉叶斯定理与特征条

件独立假设的分类方法，能处理多分类预测任务，在情感分类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本次朴素⻉叶斯模型的实现过程：

1. 随机选择已完成数据预处理的评论文本数据，基于人工标记情感类别，训练样本为 1 万条有
效评论，标注比例约 1.5%；

2. 将训练文本数据进行分词处理，并且组成一个包含所有词语的词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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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情感分类表

编号 情感大类 情感分类 编号 情感大类 情感分类
1 乐 快乐 12

惧
慌张

2 安心 13 恐惧
3

好
尊敬 14 羞愧

4 赞扬 15

恶

烦闷
5 相信 16 憎恶
6 喜爱 17 贬责
7 怒 愤怒 18 嫉妒
8

哀
悲伤 19 怀疑

9 失望 20 惊 惊讶
10 内疚 21 中 建议
11 思念 22 设想

3. 将每条文本训练数据转换成词袋集合⻓度的向量；
4. 构建朴素⻉叶斯模型，基于词向量计算每条评论属于某类情感的概率。

2.5 潜在狄利克雷分布模型话题聚类概述
潜在狄利克雷分布 (林江豪等, 2012) 是一种非监督机器学习技术，可以用来识别大规模文

档集或语料库中潜藏的主题信息。它采用了词袋的方法，这种方法将每一篇文档视为一个词频向
量，从而将文本信息转化为了易于建模的数字信息。每一篇文档代表了一些主题所构成的一个概
率分布，而每一个主题又代表了很多单词所构成的一个概率分布。在本中潜在狄利克雷分布模型
将用于对公众评论进行关键词抽取，完成话题聚类，洞察舆论焦点。

2.6 词共现网络模型可视化概述
共现词是在大量文本中经常搭配、共同出现的词汇，某词的共现词的集合在某种程度上描述

了该词的语义环境，共现词之间的关联强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这些词所代表的语义之间的
关联强度。因此，以大规模语料库为基础，构建词之间的共现网络，分析他们之间连接强度，是
一种可行的分析词所代表的语义关联情况的定性定量化方法。本文将使用词共现模型对公众评
论进行可视化分析，基于可视化挖掘热点话题事件。

2.7 分析过程
本次课题研究主要实现步骤如下：

1. 基于百分点大数据爬取系统收集疫情期间新浪微博公众评论，并输出结构化文本数据；
2. 基于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主要处理手段为文本去重（相同文本）、限制文本⻓度（最低 10
个中文字符以上）、剔除无意义（空白，纯符号）数据，对评论时间戳进行年∕月∕日格式转
换，最终剩余 647323 条有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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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评论训练集人工标注情感标签示例

评论 日期 情绪
天呐！要注意安全啊！白衣天使！ 1 月 20 日 惊
希望这些医护人员都平安。 1 月 20 日 好
请不要再伤害医护人员请不要再伤害医护人员请不要再伤害医护人员。 1 月 20 日 怒
钟南山访问要点：
1、确认可以人传人，基于武汉和广东案例。
2、有医务人员被传染。
3、源头目前不清楚，但可能是竹鼠、獾这种野生动物（尽量别去碰野味）。
4、有发热及时就医。
5、买不到 N95，普通口罩也可以起到阻止⻜沫传播的作用（该戴口罩戴口罩）。

1 月 20 日 中

前有肆虐的病毒，后有病人的砍刀，为所有奋斗在前线的医护人员祈祷。 1 月 20 日 好
别扩大范围了，在武汉别出了，没在武汉别进了。 1 月 20 日 惧
希望试剂可以发到全国各个城市，不论发达还是落后。
越是落后的省份危机越大。大家防范意识弱或消息闭塞，医疗不发达无法确诊较多。
希望国家给每一个省份发相关试剂，拜托!
很多农⺠工都是从发达城市包括武汉返乡过年，希望重视!

1 月 20 日 惧

我是武汉人。我今天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带了口罩，我的家人同学也都是
尽量不出⻔的。我们也不想发生这种事。所以那些地域黑的给我闭嘴! 1 月 20 日 怒

只有钟南山院士出来说话大家才相信才踏实！希望我们医护人员平安！ 1 月 20 日 好
医护人员辛苦了尽量减少出入人多的场所吧. 1 月 20 日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医护人员冒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向他们致敬！
不希望再出现伤害医生的事件了，没有他们，我们只剩下绝望！
17 年前的非典我们都战胜了，我们现在医学更强大了，要相信
国家和医护人员，按照专家的建议做好防御。

1 月 20 日 好

这个病是跨年前一天医院内部就通报了，现在快一个月了，
学生工人该回家的都回的差不多了，这一点才是最可怕的。 1 月 20 日 惧

经历过 SARS 的人现在听到钟南山这三个字心里都觉得踏实 1 月 20 日 好
病毒肆虐，医生被传染，然后医生被砍了！北京朝阳医院医生又被砍了，
被砍的是眼科某一细分领域的 top10，文章呢？安检进医院呢？
我都开始担心我做医生的父⺟了！！！他们是去治病救人的，他们有生命危险了！

1 月 20 日 惧

一开始就是很明显的人传人迹象，非得大面积扩散了，才承认，
现在就想问问这责任谁担。 1 月 20 日 恶

向白衣天使致敬。你们辛苦了。早日康复。 1 月 20 日 好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平安善有善报。 1 月 20 日 好
我真的希望武汉人最近不要外出，不是歧视。 1 月 20 日 惧
武汉市，湖北省，一直拖！到了今天春运高峰才引起中央重视，
责任很大。节后估计才是高峰期。 1 月 20 日 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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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随机抽取的 1 万条有效评论文本进行人工标注情绪标签，建立模型训练集；
4. 基于训练集搭建朴素⻉叶斯情感预测模型，对剩余全量评论进行情感预测；
5. 基于潜在狄利克雷分布模型对公众评论数据进行关键词抽取，完成话题聚类；
6. 对公众评论进行中文分词，计算词频，筛选有效评论词；
7. 基于有效评论词通过计算机软件搭建词共现网络，通过可视化形式挖掘热点事件。

3 数据分析
3.1 疫情期间情绪演化

基于朴素⻉叶斯情感预测模型获取全量文本情感预测标签，结合时间维度通过数据透视表
得到表3分析结果，由表3情感占比表与图4情感趋势图可知，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公众的情绪
发生了明显变化，疫情由前期发展到平台期，公众情绪中偏正面的 ‘‘好’’、‘‘乐’’ 的情感占比持续
下降，较为中立的 ‘‘中’’ 情绪也持续走低，而在较偏负面情绪的 ‘‘惧’’、‘‘哀’’、‘‘恶’’、‘‘惊’’、‘‘怒’’
整体占比则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公众 ‘‘惧’’ 的情绪占比在发展期达到高峰，占比为 38.2%，说明
在疫情发展期内，公众对于疫情爆发感到焦虑与恐慌，而在进入平台期后，公众 ‘‘怒’’ 的情绪则
达到 27.6%，说明在疫情进入平台期后，疫情衍生的相关事件易引起舆情，引发公众愤怒的情绪。
疫情由平台期发展至回落期，偏正面的 ‘‘好’’、‘‘乐’’情绪回升明显，分别达到 27.3%和 16.5%,

其余偏负面的情绪 ‘‘惧’’、‘‘哀’’、‘‘恶’’、‘‘惊’’、‘‘怒’’ 占比则显著降低，说明随着疫情的回落，疫
情正面信息逐渐增多，疫情压力对于公众逐渐降低，通过情感分布可知公众的信心已有所提升，
社会舆论偏正向发展。
疫情由回落期进入稳定期，国内疫情话题不再是公众首要关注，国外疫情与国内其他热点占

据舆论场，因此各项情绪占比分布已趋于合理。
本次课题研究，通过对各时期的公众评论进行汇总并进行主题抽取，抽取原则为系数排名前

6 的话题词，如表4所示，通过话题结构挖掘出各时期的公众重点关注事件，实现对疫情各期间
的话题演化的追踪，洞悉舆论走向。

在疫情前期，由话题抽取结果得知，公众情绪普遍对疫情的应对保持乐观，话题主要集中在
对医护人员的祝福、相信钟南山等。

表 3: 疫情期间公众情感占比表

情绪/时期 前期 发展期 平台期 回落期 稳定期
好 37.8% 15.6% 8.5% 27.3% 16.6%
乐 2.5% 0.1% 0.0% 16.6% 12.7%
中 28.9% 11.9% 8.9% 13.5% 10.6%
惧 13.7% 38.2% 16.1% 8.4% 7.6%
哀 7.0% 10.5% 17.6% 10.2% 6.4%
恶 5.2% 1.3% 8.6% 1.2% 2.3%
惊 3.4% 7.8% 12.7% 7.2% 15.6%
怒 1.5% 14.7% 27.6% 15.6%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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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疫情期间情感趋势

表 4: 疫情期间公众评论潜在狄利克雷分布模型话题抽取结果

时间段 话题结构组成（权重前 6）
前期 医护 × 0.096 + 平安 × 0.086 + 致敬 × 0.076 + 钟南山 × 0.072 + 相信 ×

0.065 + 武汉 × 0.054
发展期 武汉 × 0.12 + 口罩 × 0.098 + 野生 × 0.086 + 物资 × 0.074 + 响应 × 0.68

+ 加油 × 0.65
平台期 李医生 × 0.142 + 红十字 × 0.114 + 物资 × 0.098 + 公道 × 0.892 + 武汉 ×

0.075 + 大理 × 0.64
回落期 复工 × 0.078 +延期 × 0.072 +口罩 × 0.065 +加油 × 0.063 +致敬 × 0.045

+ 中医 × 0.053
稳定期 外国 × 0.075 + 条例 × 0.065 + 反对 × 0.064 + 调查 × 0.045 + 武汉 × 0.36

+ 北京 × 0.34

在疫情发展期，公众的话题则主要集中在武汉的疫情、口罩物资、谴责乱吃野生动物等，说
明疫情持续发展后，因新冠肺炎需要口罩进行个人防护，公众提高了对口罩物资的关注，同时因
疫情对生活造成了影响从而产生了对疫情源头的谴责情绪。

在疫情平台期，由疫情衍生了多起舆情事件，由话题抽取得知主要因 ‘‘李文亮牺牲事件’’，
‘‘红十字物资分配’’，‘‘大理口罩事件’’ 事件导致舆论爆发。说明在疫情防疫的关键期内，各类关
于疫情的社会矛盾点会集中爆发，易引起影响力较大的舆情事件，需重点关注，引导舆论走向。

在疫情回落期，随着疫情的减缓，公众对于复工、开学延期等⺠生话题关注度提升，对于急
需的口罩关注度也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回落期，关于疫情的利好消息逐渐增多，公众对于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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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提升，关于加油祝福的话题也占据一定的声量。
在疫情稳定期，公众对于国内疫情的关注逐步降低，相反疫情之外 ‘‘外国人永久居住条例’’

占据了较高的话题量，说明疫情后期，公众的注意力已逐步从疫情转移至其他热⻔话题。

3.2 疫情期间重大舆情事件挖掘与情绪分析
由图5公众评论词共现网络图所示，公众评论主要集中在 5 大集合，由评论词集合的可视化，

发现疫情期间公众主要的话题讨论集中在 ‘‘李医生’’、‘‘封城’’、‘‘北京’’、‘‘红十字’’、‘‘大理’’、‘‘口
罩’’、‘‘物资’’、‘‘医院’’、‘‘武汉’’、‘‘湖北’’ 等关键词相关的热点事件，说明在疫情期间，以上关键
词所对应的话题事件，是本次疫情期间主要的舆情事件。
主要的舆情事件：‘‘李文亮牺牲事件’’、‘‘红十字物资分配’’、‘‘大理截取口罩’’、‘‘武汉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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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疫情期间部分公众评论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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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重大舆情事件的事件跨度示例

事件/筛选条件 时间跨度 关键词
李文亮牺牲事件 2 月 6 日-2 月 8 日 李文亮、李医生、牺牲
红十字物资分配 1 月 3 日-2 月 1 日 红十字、物资、湖北
大理截取口罩 2 月 4 日-2 月 6 日 大理、口罩、云南
武汉封城 1 月 23 日-1 月 24 日 武汉、封城
离汉女子进京 2 月 26-2 月 27 日 女子、北京、湖北

表 6: 重大舆情事件的公众情绪分布

事件/情绪 好 乐 中 惧 哀 恶 惊 怒
武汉封城 43.2% 1.4% 12.1% 7.5% 1.4% 0.1% 17.5% 16.8%
红十字物资 3.5% 0.1% 2.6% 1.2% 9.0% 3.5% 25.6% 54.5%
李文亮牺牲 1.5% 0.0% 2.6% 1.2% 42.5% 3.1% 14.6% 34.5%
大理截扣口罩 1.3% 0.1% 2.6% 4.3% 6.5% 6.1% 30.6% 48.5%
离汉女子进京 2.4% 0.2% 11.5% 5.0% 19.5% 3.4% 23.5% 34.5%

‘‘离汉女子进京’’。
基于词共现图所挖掘的主要舆情事件，通过开源资料对舆情事件进行背景调查，基于重大舆

情事件的起始时间与其重点的关键词等筛选条件获取针对化的评论数据集，课题研究通过筛选
共筛选出 5 份评论数据集，如表5所示，分别代表 ‘‘李文亮牺牲事件’’、‘‘红十字物资分配’’、‘‘大
理截取口罩’’、‘‘武汉封城’’、‘‘离汉女子进京’’ 等舆情事件，最后通过数据透视表对各舆情事件进
行情绪分布的分析。
由表6重大舆情事件的公众情绪占比得知，除 ‘‘武汉封城’’事件偏正面外，其余在疫情期间发

生的舆情事件均引起了较为严重的负面情绪，其中 ‘‘红十字物资事件’’ 的 ‘‘怒’’ 情绪最高，说明
公众对于红十字的物资分配十分不满。在 ‘‘李文亮牺牲’’ 事件中公众 ‘‘哀’’ 的情绪最高，其 ‘‘怒’’
的情绪也相对较高，说明公众对于 ‘‘李文亮牺牲’’主要表达的是哀思与不满。‘‘大理截扣口罩’’事
件在 ‘‘惊’’、‘‘怒’’ 方面占比均较高，说明工作对于大理单方面截扣重庆口罩的行为表示不满与震
惊。在 ‘‘离汉女子进京’’ 事件中，公众情绪集中在 ‘‘怒’’、‘‘惊’’，除此之外 ‘‘哀’’ 的情绪也偏高，
说明公众情绪除了不满与震惊外，还包含对事件的失望心情。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朴素⻉叶斯、词云、潜在狄利克雷分布和词共现社群挖掘方法的情感分类组合模型
分析了主流媒体和疫情期间确诊人数数据，按照疫情期间确诊人数划分了 5 个阶段，分别分析
了⺠众情绪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衍变趋势。

得到结论如下：
1. 随着疫情阶段的推移，偏正面的公众情绪持续下降，较偏负面情绪则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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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安全事件发生的中后期政府和有关部⻔更应关注公众情绪的演化方向。
2. 公众负面情绪大多来源于物资短缺、人员伤亡和生活不便，因此政府和相关部⻔可根据地区
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以尽可能减少不公平事件和哄抬物价等会造成公众负面情绪的情
况产生。

3. 疫情期间主要的舆情事件中除 ‘‘武汉封城’’ 事件引起公众的情绪偏正面外，其余在疫情期间
发生的舆情事件均引起了较为严重的负面情绪。

由此可⻅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公众情绪演变趋势与话题挖掘进行研究，不仅为进一步的疫
情防控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政府及相关部⻔在类似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进行应急
决策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持。

4.2 研究意义
2019 新型冠状病毒因具有潜伏期⻓、初期症状识别性较低以及致死率较高等显著特点，加

重了疫情地区⺠众对疫情的治愈性的担忧，这种负面情绪经过网络传播大范围蔓延，甚至衍生了
恐慌以及愤怒、憎恶、指责的情绪，给疫情防控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尽早进行心理干预与
支持，通过政府、媒体等具有影响力的官方渠道提供可靠信息均可提高公众安全感，从而减少因
群体恐慌情绪而造成的不必要的人员患病和公共医疗资源的浪费。

4.3 实践和管理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突发的疫情公共卫生事件多发，国外的如埃博拉病毒疫情、美洲的塞卡病毒，

国内的如非典型肺炎、H7N9 禽流感病毒、甲型 H1N1 流感等，突发的疫情对国家经济发展、人
⺠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次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次挑动着全世界人⺠的神经，
严重威胁人⺠的生命健康。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 公众借助微信、微博、论坛等随
时随地收到最新消息同时对信息进行传播、表达公众情感，但是微博中信息的来源、内容、形式
纷繁多样，而且公众越来越希望信息透明化，但是当人们面临着大量的信息，人们很容易在信息
中迷失了自己，所以很容易引起社会过度恐慌，不利于政府处理危机 [21]。通过本文分析判断整
体群体的情感发展趋势，为建立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和管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政府
有效的引导网⺠情绪，维护社会秩序，针对于疫情发生的不同阶段，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有效应急
方案。

4.4 未来研究方向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本文主要以国内的微博进行情感分析，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

众的情感状态与情感传播规律，本文结合疫情演化的生命周期分析各时期公众的情感类型和情
感强度，并进一步分析随疫情话题的演化公众的情感演化过程。本研究为进一步研究互联网情感
信息传播规律及特征提供参考依据，另外，有益于相关部⻔实时了解公众情感走势，及时控制情
感传播源，采取有效的情绪引导措施，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提供了支持，从而避免群体
情绪极化现象的发生，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仅通过微博无法全
面获取公众的立场和情感态度。因此，在后续研究中针对具体事件还应搜集并整合来自多渠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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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以更全面反映舆情发展与⺠众情绪。因本文主要探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公众情绪
衍变趋势的研究，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深入分析情感图谱的网络特征，探索影响用户情感
表达与传播的因素，并建立社会网络情感传播模型，以期更好地服务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
和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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