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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基于情感分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微博评论用户画像构建技术路线，将计算得到的情感倾向
度与其用户特征进行相关分析，提出可选取与用户评论情感倾向度具有相关性的性别、年龄、粉丝数、点

赞数、简介、标签６个用户特征为内容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微博评论用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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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相关舆情高度集

中。目前，网络社交媒体已成为网络舆情传播的重

要平台［１］。充分挖掘微博用户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话题相关评论的主观信息，识别其情感倾向及用

户特征，能够为舆情管理部门开展舆情监控和引导

工作提供决策支持和信息参考，对消除社会恐慌具

有重要意义。

情感倾向反映网络用户对网络事件的态度，影

响网络舆情的走向［２］。情感倾向可基于情绪知

识［３］、传统机器学习［４］和词向量［５］等多种方法进行

判定。网络用户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评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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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倾向往往表现出一定集群性，即性别、年龄、

地区等特征相似的网络用户有着较为接近的情感倾

向［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过程中提前识别出

具有特定情感倾向的微博评论用户特征，进而制定

具有针对性的舆情引导策略，对防控舆情风险具有

重要作用。

用户画像是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从海量数据中

获取的描述用户的标签，广泛运用于推荐系统和产

品运营，近年来被逐渐引入医疗健康领域［７］。但将

用户画像应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

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运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微博评论数据及评论用户特征

数据，对评论数据进行情感分析，计算其情感倾向

度；将计算得到的情感倾向度与用户特征进行相关

分析，探索与其存在相关关系的用户特征集合，并

将评论用户的情感倾向及与其存在相关关系的用户

特征共同构成用户画像，用于提升网络舆情监控和

引导的精确性，见图１。

图１　用户画像构建技术路线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方法

２１１　网络爬虫　网络爬虫能够批量检索和下
载数据，对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信息采集及分析

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其获取网络信息的基本

步骤为：根据用户需要确定初始网页地址 （ｕｎｉ
ｆｏｒ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ｔｏｒ，ＵＲＬ）；请求网页数据，获
取响应内容并对其进行解析；存储到数据库或保

存为特定格式的文件。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

取研究数据的步骤如下。 （１）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
设计语言编写爬虫代码，调用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库对新浪
微博网页端 ＵＲＬ发起请求。 （２）获得响应后，

将请 求 的 数 据 信 息 返 回 ｊｓｏｎ格 式，使 用
ｊｓｏｎｌｏａｄｓ（）方法解析数据，提取所需评论数
据及评论用户个人主页信息，包括性别、年龄、

粉丝数、评论点赞数、简介、标签、关注数以及

昵称长度等用户特征数据。（３）将爬取到的数据
保存到 Ｅｘｃｅｌ文件中。

２１２　文本处理　微博用户评论数据具有语言
不规范、半结构化的特点，在对其进行分析之前

需经过分词处理。Ｊｉｅｂａ分词是当前效果较好的中

文分词器，主要支持精确模式、全模式和搜索引

擎模式３种分词模式，同时还支持繁体分词及自
定义词典。本文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中的 Ｊｉｅｂａ分词工具对

新浪微博用户评论数据进行分词，依据哈尔滨工业

大学停用词表去除停用词，并将处理好的评论文本

命名为ｔｅｘｔ。

２１３　情感倾向分析　情感倾向分析指对包含主
观信息的文本进行情感处理、分析、归纳和推理的

过程［８］。百度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
开放平台是国内较为常用的情感倾向分析人工智能

平台，以应用程序接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
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ＰＩ）或开发库工具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ｉｔ，ＳＤＫ）等形式对外共享其在语音、图像、自然

语言处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ＮＬＰ）等领
域积累的技术［９］。用户可以直接调用这些 ＡＰＩ对中

文文本进行情感分类，准确度较高。本文应用百度

ＡＩ开放平台，选择创建应用，获取 ＡＰＩＫＥＹ及 Ｓｅ

ｃｒｅｔＫＥＹ。在 Ｐｙｔｈｏｎ３９环境下，输入 ＡＰＩＫＥＹ、
ＳｅｃｒｅｔＫＥＹ，利用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ｔｅｘｔ）命
令，对命名为 ｔｅｘｔ的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倾向分析，

以对所有评论文本的情感倾向进行分类。

２１４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
上处于同等地位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方

法。通常采用相关系数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

性，相关系数定义为：

ｒ＝
∑ （Ｘｉ－Ｘ

－
）（Ｙｉ－Ｙ

－
）

∑ （Ｘｉ－Ｘ
－
）２∑ （Ｙｉ－Ｙ

－
）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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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ｒ为相关系数，Ｘｉ和 Ｙｉ分别为两个分析

变量的数值，ｒ的取值范围在 （－１，＋１）之间。ｒ

的绝对值越大，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越大。

运用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对新浪微博用户评论数据

情感倾向度与用户特征进行相关分析。在进行相关

分析之前，需对用户特征文本数据进行编码，见

表１。

表１　用户特征文本数据编码情况

序号 用户特征 文本 编码

１ 性别 男 ０
女 １

２ 昵称 昵称名

（如：ａｂｃｄｅ）

昵称名长度

（如：“ａｂｃｄｅ”的编码为 “５”）

３ 简介 有简介 １
无简介 ０

４ 标签 有标签 １
无标签 ０

５ 年龄 出生日期 ２０２２— “出生年”

２２　数据来源

在微博高级搜索中，选择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如重大传染病防控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部

热门微博，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２３日—４月 ８

日，选取微博用户评论数大于１０００条的１０条微博

作为数据来源，见表２。

表２　数据来源情况

序号 微博编号 发布者 评论数 发布时间

１ ０１２００１２４ 央视新闻 ２１７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４日
２ ０２２００１３１ 环球时报 １３０３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
３ ０３２００２１４ 人民日报 ２３０３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
４ ０４２００２１５ 央视新闻 ２１７０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５日
５ ０５２００３１７ 人民日报 ２０８８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
６ ０６２００３１７ 央视新闻 １３１４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
７ ０７２００３３１ 胡锡进　 １５１５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８ ０８２００４０７ 人民日报 １４００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９ ０９２００４０７ 头条新闻 １１４２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１０ １０２００４０８ 头条新闻 ２２３６ 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

爬取上述１０条微博的评论数据及评论用户个

人主页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粉丝数、评论点赞

数、简介、标签、关注数以及昵称长度等用户特征

数据。受平台对每条微博评论数据爬取数量的限

制，共得到评论数据３４０８条，评论用户特征数据３

１４５条。使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对重复、无关的评论数据，

以及缺失、错误的用户特征数据进行删除。最终得

到评论数据３３６７条，评论用户特征数据３１０７条。

３　结果

３１　情感倾向度计算

调用百度ＡＩ平台的自然语言处理ＡＰＩ，计算所

有用户评论文本的情感倾向度。若一个用户发表了

多条评论，则分别计算该用户每条评论的情感倾

向。情感倾向度 （Ｑ）计算公式为：

Ｑ＝１×Ｐ１＋（－１） ×Ｐ２ （２）

其中，Ｐ１为文本内容属于积极类别的概率，Ｐ２为

文本内容属于消极类别的概率，当 Ｑ≥０时，用户

情感为正向；当Ｑ＜０时，用户情感为负向。

以评论 “多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一起加油”

为例，得到以下结果：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ｂ：０９９９８９，ｃｏｎｆｉ

ｄｅｎｃｅ：０９９９７５６，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ｂ：００００１０８，ｓｅｎｔｉ

ｍｅｎｔ：２。该结果表示文本内容属于积极类别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ｐｒｏｂ）的概率为０９９９８９，属于消极类别 （ｎｅｇ

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ｂ）的概率为 ００００１０８，分类的置信度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为０９９９７５６。则该用户的情感倾向度

为０９９９８９－００００１０８＝０９９９７８２，情感为正向。带

有正向情感的用户评论其情感倾向度计算结果均大于

０，带有负向情感的用户评论其情感倾向度计算结果

均小于０，可认为此情感倾向度计算方法可行。

３２　情感倾向度、用户特征相关分析

对微博评论情感倾向度与性别、年龄、粉丝

数、评论点赞数、简介、标签、关注数以及昵称长

度８个用户特征分别进行相关分析。在进行相关分

析之前，首先对微博评论情感倾向度进行正态性检

验，显著性水平确定为００５，柯尔莫哥洛夫正态性

检验结果Ｐ＜００５，微博评论情感倾向度不符合正

态分布，因此选择斯皮尔曼相关系数进行相关分

析，见表 ３，微博用户情感倾向度与性别、年龄、

粉丝数、评论点赞数、简介和标签６个用户特征之

间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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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相关分析结果

序号 用户特征 Ｆｒｏｍ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１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０１１５ ００００

２ 年龄　　　 Ａｇ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１

３ 粉丝数　　 Ｆａｎ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１

４ 评论点赞数 Ｌｉｋ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０

５ 简介　　　 Ｉｎｔｒｏ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８

６ 标签　　　 Ｔａ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７ 关注数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 － ００８５
８ 昵称长度　 Ｎｉｃｋｎａｍ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 ０１２９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３３　用户画像构建

随机选取的３个微博评论用户为例，分别构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微博评论用户画像 （ＩＤ＝００１、
００２、００３），见图２。用 “＋”表示正相关， “－”
表示负相关，则上述３例用户画像中用户特征与其
情感倾向度的相关关系，见表４。此３例用户画像
的用户特征与其情感倾向度的相关关系与表３相关
分析结果一致。

图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微博评论用户画像举例

表４　用户特征与情感倾向度的相关关系

画像ＩＤ（情感倾向度） 性别 年龄 粉丝数 评论点赞数 简介 标签

００１（０９９９９８６） 女 （＋） ２６（－） １３５４（＋） ３（－）　 －　　　 －

００２（－０９２３８５５） 男 （＋） ３３（－） １６（＋）　 ６７（－） －　　　 －

００３（０９９９６９１） 女 （＋） －　　　 －　　　　 －　　　 有 （＋） 有 （＋）

４　讨论

４１　女性更倾向于发表正向评论，男性更倾向于
发表负向评论

　　性别与情感倾向度成正相关。相对于男性，女
性更倾向于发布正向评论，这可能是因为在面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男性更理性，更关注事件本身

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男性用户更倾向于对反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报道发表

评论，因此更倾向于发表负向评论；而女性更感

性，更关注感人瞬间，具体表现为更倾向于对反映

人性光辉的报道发表评论，因此更倾向发表正向

评论。

４２　用户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发表负向评论，年龄
越小越倾向于发表正向评论

　　年龄与情感倾向度成负相关。年龄对用户情感
倾向的影响机制可能与性别类似，即年龄越大的用

户越理性，更倾向对反映出现问题的报道发表评

论，因此更倾向于发表负向评论；年龄越小的用户

越感性，更倾向于对反映人性光辉的报道发表评

论，因此更倾向发表正向评论。

４３　用户粉丝越多越倾向于发表正向评论，粉丝
数越少越倾向于发表负向评论

　　粉丝数与情感倾向度成正相关。一方面可能是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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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自身发表评论的影响较大，粉丝多的用户发

表评论更为谨慎。另一方面自 ２０１３年国家开展
“净网”行动以来，用户开始自觉规范自己的网络

行为，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对待突发公共事件在

舆论表达上变得规范和有序，在态度立场上更加理

性和专业［１０－１２］。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粉丝数越

多的用户越倾向于发表正向言论。

４４　有简介、标签的用户更倾向于发表正向评论，
无简介、标签的用户更倾向于发表负向评论

　　简介、标签与情感倾向度成正相关。这可能与网
络用户真实身份信息展示程度有关。对于用户在网络

舆情事件中的参与行为，在实名制网络平台中要比非

实名制平台中理性得多［１３］。简介和标签在一定程度

能够展示用户的身份信息，有简介和标签的用户在

发表评论时会更理性，也会更注意评论的措辞，因

此有简介和标签的用户更倾向于发表正向评论。

综上所述，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微博评论用户特

征而言，年龄大、粉丝数少、无简介、无标签、男性

的用户更倾向于发表负向评论。因此，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发生时，一方面可以通过构建用户画像对可能

发表负向评论的用户进行识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网络舆情的精准监控。另一方面，可以根据用户

特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分类引导，如针对男性用户

可及时推送事件发展动态及问题解决方案，使其全

面、客观、准确了解事件发展全过程；针对无简

介、标签的用户在发表评论时显示其网络地址等。

５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新浪微博

用户评论进行情感分析，计算出用户评论的情感倾

向度，并通过相关分析方法探索用户评论情感倾向

度与用户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进而以用户评论情感

倾向度以及性别、年龄、粉丝数、点赞数、简介、

标签６个用户特征为内容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微
博评论用户画像，并对用户评论情感倾向度与上述

６个用户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讨论。由于微博舆
情复杂多变，本研究仅进行了初步工作，且需要满足

以下条件：微博用户的个人信息均是真实的；数据获

取时间段内没有微博评论被删除或删除微博的数量对

本研究的总体工作没有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将在对

用户评论情感倾向度与用户特征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

上，进一步以情感倾向度为因变量，以用户特征为自

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并融合用户评论中的表情、图

片等信息进行多模态数据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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