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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并实现基于新媒体的医学舆情平台，分析平台需求，阐述平台构建，包括整体架构、数据
层、业务层、应用层等方面，介绍平台应用效果，指出该平台有助于高效完成医学舆情信息收集与分析，

为相关领域人员分析、预警医学舆情事件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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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２０２０－Ｉ２Ｍ－２－００２）。

１　引言

根据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截至
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国互联网移动用户达１３１９亿［１］，移

动用户已成为互联网信息获取及传播的主要参与

者［２］。随着互联网移动用户增加及新媒体平台应用

普及，新媒体平台已逐步成为公众信息获取与传播

的重要渠道［３］。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平台信息

传播及时性、互动性及广域性促进了信息交流，同

时也对舆情信息采集、预警及分析带来挑战［４］。自

２０２０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以下简称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有超过１０亿条疫情新闻、防
控信息、科普短视频等在新媒体平台中传播［５］，传

统舆情采集及分析平台仅通过数据爬虫、文本分

词、命名实体识别等手段已无法满足新媒体环境下

舆情信息采集与分析，因此本研究通过分布式网络

爬虫、新媒体平台数据接口、医学知识组织体系等

技术方法，设计并构建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医学舆情

平台，辅助卫生决策者及研究人员追踪卫生事件源

头、分析卫生事件演化进展，及时做出有利于推动

社会卫生事件发展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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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相关研究现状

２１　舆情信息采集

邱雅［６］等针对传统网络爬虫技术缺陷，提出设

置监控机制监测爬虫收集速度、根据目标网站流量情

况调整爬虫策略、调用网络搜索引擎提高爬虫数据收

集覆盖率等改进技术方案，为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收集

信息数据提供优化方案。袁畅［７］等提出以分布式平

台为基础，搭建网络爬虫模块，构建信息收集及算力

可拓展的舆情分析架构。刘斌［８］利用 Ｔｗｉｔｔｅｒ平台提
供的应用程序接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ｔｅｒ
ｆａｃｅ，ＡＰＩ），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方法进行数据清洗，
结合潜在狄利克雷分配 （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ＬＤＡ）模型，筛选Ｔｗｉｔｔｅｒ平台中的热点话题。

２２　舆情事件下公众情感分析

研究人员针对互联网中的文本信息，基于历史

数据训练舆情传播分析模型，利用统计学、机器学

习方法对舆情事件传播趋势、公众情感取向进行分

析。习海旭等［９］通过情感词典及ＴＦ－ＩＤＦ算法构建
语义情感分析模型，用于判断及分析互联网特定事

件下的公众情感。肖倩［１０］等针对信息传播中的时序

信息，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设计热点舆情的识

别方法，为新媒体环境下热点舆情发现与分析提供

技术支持。

２３　舆情事件传播和演化特征分析

传染病及其变种模型为模拟舆情信息在新媒体

中传播提供理论基础，研究人员通过以上模型对特

定舆情事件传播和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张连峰等［１１］

基于ＳＩＲ传染病模型基础，结合超网络理论概念，
分析微博平台舆情事件传播关键节点、路径及特

征，为微博平台舆情事件传播演化提供技术基础。

彭程［１２］等基于 ＳＩＲ传染病模型与 ＥＧＭ灰色预测模
型，构建舆情防控及预测模型，通过特定数据训

练，挖掘特定舆情事件预测及传播规律。周琦萍［１３］

等借助ＳＩＳ传染病模型，分析舆情事件随时间的演
化过程，挖掘舆情事件暴发临界点，为舆情信息预

警与公众疏导提供理论支持。调研以上研究进展为

本平台舆情数据采集、舆情信息预警、公众情感分

析、舆情信息传播路径追踪提供设计及技术支持。

３　医学舆情平台需求分析

传统舆情信息收集及分析平台通常采用浏览器

／服务器 （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Ｂ／Ｓ）架构，由数据层完
成数据采集及封装处理，业务层实现平台各功能逻

辑，应用层用于响应用户请求及平台功能呈现［１４］。

随着政府、研究机构、商业、媒体等机构对互联网

热点信息、公众舆论分析需求日益增加，国内厂商

陆续推出各类舆情分析产品，如百度舆情、人民网

舆情、中青华云舆情、慧科舆情等，为用户提供领

域热点信息分析、舆情信息预警、特定事件分析等

服务。由于医学名词专业性及复杂性、呈现方式的

多元化以及新媒体环境下医学健康信息数据不断激

增，基于传统文本采集及分析的舆情系统已无法满

足各领域用户对医学健康事件的挖掘、追踪和分析

需求，影响用户对医学健康舆情事件的分析和演化

判断。

４　医学舆情平台设计与构建

４１　架构设计 （图１）

图１　医学舆情平台架构设计

４２　数据层建设机制

４２１　概述　医学舆情数据采集的广泛性与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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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舆情信息分析及趋势判断的关键因素，为保证

医学舆情数据采集全面性、及时性、可靠性，采取

数据爬虫及数据接口两种模式获取相关数据，通过

采集网页、新媒体、客户端等渠道信息为本平台提

供底层数据支持。

４２２　数据爬虫模式　利用数据爬虫技术，根据
采集任务需求实时抓取网页、新闻客户端、微博微

信及新媒体、贴吧论坛等渠道全网数据。平台通过

协作式爬虫技术对各渠道信息数据进行分工式爬

取，同时部署针对各渠道内容分类列表、关键词内

容的多线程数据爬取方案，以满足医学舆情数据采

集的及时性和高效性。在数据爬虫虚拟地址部署方

面，采取代理式 ＩＰ技术，通过代理 ＩＰ池信息及时
更换，完成数据不间断采集，以保证平台信息采集

稳定性。同时为保证数据采集能力拓展性，针对不

同规模数据采集需求，采用私有云爬虫部署机制，

通过云技术协调和部署数据采集规模，提升平台数

据采集拓展能力。

４２３　数据接口模式　考虑到新媒体平台已逐渐
成为医学舆情信息的首发源，针对新媒体平台数据

传播速度快、影响广泛的特点，根据医学舆情任务

采集需求，通过数据加密接口间断性获取微博、问

答网站、短视频应用等新媒体舆情热点信息、信息

传播流量、用户个人数据、用户评论信息、信息传

播路径等数据。为平台舆情传播趋势分析、传播路

径追踪、参与用户分析提供全面数据支撑。

４３　业务层建设机制

４３１　概述　业务层由数据预处理、舆情分析、
报告自动生成模块构成。可实现底层数据清洗及结构

化处理，匹配名词标准库、医学主题词表、行业知识

库等权威知识库信息，开展舆情信息关联分析、数据

地域分析、统计分析、舆情传播趋势分析。

４３２　数据预处理模块　 （１）数据清洗。将所
有原始数据分别进行噪声过滤、重复度检验。平台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算法提取站点中的有效标签内

容，通过人工纠正不断提升标签内容提取正确率，

从而过滤站点中的广告、链接信息等噪音数据。系

统将过滤后的数据通过 ｈａｓｈ算法进行重复度检验，
重复数据只保留原始链接地址，用于医学舆情信息

溯源及路径追踪。（２）数据关联标注及结构化转换。
为追踪医学舆情信息传播路径，辅助医学舆情信息分

析，平台基于医学主题词表、行业知识库、舆情信息

库等本体库实现原始数据重新组织及信息关联。系统

将清洗后的每条医学舆情信息按内容及类别存储在结

构化文档中，并形成信息的层级关联，见图２。

图２　舆情信息关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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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红色节点代表构成舆情信息的重要分类，如

舆情概述、传播数据、发布人、参与者，蓝色节点表

示该分类的主要元素信息，灰色节点表示基于新媒体

平台接口的隐私数据，箭头表示各层级间的关系，系

统同时赋予关联网络每个节点相应数字作为唯一标

识。系统根据医学主题词表信息自动标注舆情内容

中的疾病名称与别名、疾病及症状、药物成分及商

品名称，实现医学舆情信息内容关联。

４３３　医学舆情分析模块　 （１）可视化分析。

基于清洗后的结构化数据，根据数据渠道来源、舆

情传播量、医学热词数据等维度，通过饼状图、折

线图、散点图、词云等可视化分析图像动态展示舆

情信息传播趋势，直观呈现舆情信息传播数据。

（２）信息传播路径分析。基于ＳＩＲ传染病模型及社

会网络模型，以用户转发及评论、用户关系、用户

个人数据为基础，结合舆情信息传播量，分析医学

舆情事件传播关键用户节点，筛选用户评论意见领

袖，通过力导图呈现传播路径，为分析舆情事件暴

发节点、跟踪信息传播路径、分析事件演化过程提

供有力支撑。（３）评论信息情感分析。基于自然语

言处理及语言情感判断技术，通过拆分医学舆情事

件中每个用户评论语句，进行情感分析及加权计

算，经过数据汇总获得公众对该舆情事件的情感取

向，为判断公众对舆情事件情感态度、意见取向提

供适当参考。

４３４　报告自动生成模块　为便于用户撰写医学

舆情分析报告，平台设置报告自动生成模块。报告

模板预设由事件标题、事件概述、事件传播趋势、

事件传播路径、公众热点评论５部分构成。用户可

根据个人需求选择性插入舆情分析图表、特殊案例

等信息。平台可导出带有页眉页脚标签、个性化水

印的ＰＤＦ或ＤＯＣＸ文档，同时支持事件传播数据导

出功能，便于用户对舆情事件多类型数据分析。

４４　应用层功能集成与服务

４４１　概述　应用层提供舆情信息采集、分析、

预警服务等功能，通过对医学舆情事件数据整合分

析、挖掘利用实现事件分析、信息预警、数据大屏

展示等多种服务方式，为用户追踪健康事件源头、

分析健康事件演化进展提供支持，辅助用户及时做

出事件处理决策，根据用户需求可个性化集成各类

型服务。

４４２　事件分析服务　用户通过 “与”、 “或”、

“非”关系设置分析关键词的关联逻辑，引导平台

数据采集模块完成目标区域数据收集。由于不同身

份特征用户对医学分析关键词表述具有差异性 （如

不同用户将阿尔茨海默症表述为 ＡＤ、老年痴呆症、

失智症等），平台在医学舆情事件数据采集、内容

关联、事件数据回溯等分析服务模块中引入医学主

题词表及医学拓展词表，结合舆情事件传播路径追

踪、数据可视化等模块辅助分析医学健康舆情事件

传播过程。（１）舆情事件传播路径分析。平台通过

采集舆情事件首发时间、首发人、转发人、评论信

息、传播层级等数据绘制舆情事件传播路径，并对

促进事件传播的节点人物、关键评论进行高亮显

示。有助于用户梳理舆情事件传播发展脉络，挖掘

舆情传播关键节点，为分析舆情事件演化提供参

考。（２）舆情事件数据可视化分析。平台基于用户

设置的关键词，采集全网新闻、文章等信息，并关

联网站链接、发帖时间等数据。利用数据可视化插

件，分别按时间、传播热词等维度提供舆情事件传

播趋势、热词概览等可视化服务。

４４３　信息预警服务　根据用户提交的预警关键

词，设置监测地理区域、媒体范围、时间段及预警

信息推送方式、推送频率等关键指标。平台提供国

内网页、纸媒及新媒体在内的全网媒体２４小时不

间断监测预警。平台根据用户设置的预警关键词，

自动匹配并推荐相应医学关联词、事件关联词及地

域信息，辅助用户对关键词事件的预警设置，同时

平台实时根据新媒体客户端热点榜数据接口、文章

传播趋势数据，提供健康、时政等领域的分类舆情

热点预警。平台提供短信、微信、邮箱等不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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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警信息推送功能。满足用户对预警推送的各类

需求。

４４４　数据大屏展示　基于数据可视化分析及展

示模块，自适应不同尺寸大屏展示需求，用户可通

过拖拽方式设置舆情传播数据、预警信息等各类型

舆情数据可视化模块展示位置。同时基于用户物理

坐标及地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ＧＩＳ）定位，提供舆情监测区域动态数据呈现

功能。

５　平台应用与实践

医学舆情平台基于面向服务架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

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Ａ），灵活地将各功能模块通

过接口及协议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实现平台功能更

新的快速部署及新模块整合。平台在开发过程中采

用分布式处理及算力、存储拓展技术，保证平台面

向多任务处理的拓展性、稳定性。平台前端利用

Ｅｃｈａｒｔｓ插件实现数据可视化呈现，用户可根据个人

需求设置图表颜色及样式。同时平台通过采用相应

数据安全等级保护、用户动态登录认证、用户行为

安全认证等多种数据安全保证措施，保证数据存

储、利用及用户各项操作的安全性。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应用该平台进行 “国内各地区新增确诊新冠

病例”、 “秋冬季流感病毒”、 “丹麦变异新冠病

毒”、“新冠疫苗研发”等事件的全网舆情信息收集

与分析，共收集舆情信息１０７１１５３条、公众评论

１２０３５条，撰写舆情报告 ２３期，部署专题医学舆

情预警４期，高效完成医学舆情信息收集、预警与

分析工作。医学舆情事件案例监控页面，见图３。

图３　医学舆情事件案例监控页面

６　结语

新媒体环境下医学健康事件传播的复杂性和广

泛性为舆情信息分析带来挑战，本研究采用分布式

数据爬虫技术及新媒体平台数据接口方式，广泛采

集舆情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医学知识组织方

法、数据可视化技术等从大量数据中梳理舆情事件

发展脉络、分析公众舆论焦点、挖掘事件传播关键

节点，为相关领域人员分析、预警医学舆情事件提

供平台保障。面对新媒体环境下各类应用不断增加

的短视频信息，目前平台通过协议方式依托数据接

口获取短视频数据，过程繁琐且被动，易受到短视

频应用平台限制和制约，下一步将继续开展视频爬虫

及视频内容识别技术的探索与应用，不断完善平台在

新媒体信息收集、存储及分析的功能模块，为新媒体

环境下医学舆情信息收集与分析提供有力保障。

（下转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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