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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自然灾害事件网络舆情信息监测平台
!

刘!悦! 杨!桦

$开封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河南 开封 #?U%%%%

摘!要! 对重大灾害自然事件舆论信息进行有效管理! 能够避免虚假信息传播引起群众情绪波动问题! 保障社会

和谐发展' 为此提出并设计了基于大数据分析法的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智能监测平台! 首先利用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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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E88G架构为基础! 设计重大灾情事件网络舆论信息引导

4CH88G架构! 实现对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智能监测' 为检验该方法的有效性! 对比现有灾害事件网络

舆情监管情况进行了验证' 实验结果表明! 改进设计平台可有效对自然灾害网络舆情信息进行监测! 其有效性可

达到 'UV! 效果远胜于传统监测平台! 可满足真实准确的信息传输要求以及为灾后紧急救援提供基础依据'

关键词! 生存分析( 网络舆情( 突发自然灾害( 网络媒体( 应急救助( 灾害信息管理(

中图分类号! T#"" 3$%'" *QQU" 5$%"!!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T#$%&'$%#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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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土面积辽阔! 人口基数庞大! 自然灾害

频发! 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

工作' 随着现代化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灾害

事件借助网络的便利平台快速传播! 有助于帮助网

友更好的了解灾情! 但同时也易造成虚假) 不良消

息误导网友情绪"&#

' 为了对重大自然灾害网络舆情

信息进行有效管理和分析! 对我国近年来重大自然

灾害网络舆情信息传输的快捷) 时序性等特性进行

探究! 对当前重大自然灾害网络舆情信息监测平台

进行采集和分析! 提出了对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重大

自然灾害网络舆情信息智能监测平台的优化设计'

该平台以突发灾害事件为研究对象! 对灾害的媒体

报道周期特征进行研究! 通过灾害存活情况对事件

网络舆论进行分析和讨论! 建立自然灾害网络舆情

引导4CE88G架构图! 对网络舆情信息监管体系) 内

容) 监管流程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和创新! 提

升政府对灾难舆情的监管和应对能力! 进行有效舆

情监测! 为重大自然灾害应网络舆情信息监管机制

提供重要技术参考的设计目标"$#

'

&!基于数据分析的灾害舆情传播特征

我国地大物博! 自然灾害频发且种类多! 重

大自然灾害的发生会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安全和国

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根据网友对 $%%'

年汶川特大地震和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灾情关

注情况不难发现! 随着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的发

展! 人民群众对重大自然灾害信息的获取和关注

度日益上涨""#

' 同时! 随着重大突发性自安灾害

事件的发生! 网络舆论信息热点也激增! 网友情

绪极易受灾害信息的影响! 在重大灾害面前一旦

出现负面及虚假信息! 极易导致网友悲愤和恐慌

等负面情绪的发生! 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

由于网络信息传播过程存在快捷时序) 覆盖面广

等特性! 对网络舆情信息检测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为了更好的对灾害信息舆情传播过程进行有效管

理! 首先基于数据分析的方法对灾害舆情信息传

播发展路径进行分析! 其流程如下'

如图 & 所示! 随着当前对我国对电子信息技术

和手持智能终端平台技术的创新和设计! 以及各

种新型网络媒介的推广! 网络舆情信息的传播和

发展路径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渠道! 以便网友

对灾情和救援信息进行更快速的获取"U#

' 在重大

自然灾害事件中对舆情信息传播过程进行计算!

以便对网络舆情下灾害救援的变量影响因素进行

检验"Q >?#

' 设灾害舆情关注度为 !! 灾害应急救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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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灾害事件网络舆情发展路径

效率为"! #为第$个事件发生时刻的风险个体数!

则自然灾害网络舆情自变量的影响系数算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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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舆情信息利用网络进行发布与传播可有

效提高灾情救助信息! 从而帮助救援人员及时)

准确的获取救灾渠道"'#

' 但同时由于网络的快捷

性! 也使复杂的救援行动显得相对滞后和被动!

为了支持政府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进行科学合理

的紧急救援决策! 保障救援工作有序执行! 排查

网络舆论压力! 对网友的灾害舆情关注情况进行

了复杂) 精准的计算后得出下表信息'

标准的数据主要来源为对我国近 &% 年突发自

然灾害事件进行详细计算后所得"P#

'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舆情波动影响

因素

!!根据前文算法对近 &% 年的自然灾害案例进行

计算和筛查发现! 我国近年来的重点自然灾害以

地震和台风灾害为主' 其他类型的灾害数据相对

较小! 易影响结果分析的准确性! 因此以地震灾

害与台风灾害为例设计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舆情

波动影响分析系统如下'

如图 $ 所示! 该系统主要包含基于大数据分析

的舆情信息指标评估! 以及利用 W3神经网络技术

进行灾情数据风险预测的两个部分! 从而提高对

舆情监测和控制的精准度' 为了更好的对系统进

行利用! 对近年来我国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舆情监

测波动情况进行分析并绘制如下$图 "%'

该系统结合了大数据分析算法和神经网络算

法对现有灾害舆情信息传输速度和社会影响等方

面进行归纳与总结! 从而弥补当前网络舆情信息

图 $!灾害舆情波动影响分析流程

图 "!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舆情监测波动

监管技术中存在的难度和缺陷! 从而更好的应用

于实际情况' 基于上述思想! 对神经网络控制方

法进行分析! 以便利用该技术对网络舆情信息监

控系统设计$图 #%'

如图 # 所示! 该方法主要分为输入) 输出和隐

含层三个部分! 首先通过输入层对大量灾情舆论

信息数据进行获取和排查! 在隐含层对变异信息

进行结构归纳和分类! 最后于输出层对信息数据

进行采集和交汇! 从而有效屏蔽恶意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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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自然灾害舆情关注信息调查

灾害舆情因变量
灾害舆情

自变量
衰减系数

舆情波动

系数
灾害舆情因变量

灾害舆情

自变量
衰减系数

舆情波动

系数

网络关注数

关注量 %:%#U "U#'

悲

关注量 %:%&# UP#U

转发量 %:%QU >%:&## 转发量 %:%#' &U?'

喜 %:%#' >%:#U& 喜 %:$&$ >U:?&U

怒 %:%'? >%:&$# 怒 %:#U? ##U:&

信息评论数

关注量 %:%P# >&$:#&

惧

关注量 %:#U& P:#U?

转发量 %:%Q# &$:%# 转发量 %:?U' ':&##

喜 %:%&$ &:$#U 喜 %:#$& >%:#&%

怒 %:%'# >&U#:# 怒 %:%&U P:#'&

信息监测情况

关注量 %:%QU %:U#&

怒

关注量 %:#U& P:#U'

转发量 %:%#Q &:U#' 转发量 %:U#? ':&#U

喜 %:%#& >&$:U# 喜 %:%&# >%:&#U

怒 %:%U# %:#'# 怒 %:#?U P:#U%

图 #!神经网络控制方法原理

"!自然灾害网络舆情信息监管平台

设计

!!结合前文设计的灾害舆情波动影响分析系统对

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网络舆情信息监管平台进行设

计! 灾害舆情信息管理系统结构主要包含灾害舆情

数据源) 灾害舆情信息采集以及灾害舆情处理分析

三大部分! 其中每个部分有包含多个小模块! 以便

更好的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处理' 具体灾害舆情信

息管理系统结构功能模块设计如图 U所示'

如图 U 所示! 系统中灾害舆情数据源可以通过

微博) 论坛) 自媒体等各种渠道及时获取灾害情

况及救援信息' 灾害舆情信息采集主要通过网络

搜索引擎对灾害的发生时间和空间位置等要素进

行主题识别和搜索! 以便网友对灾害信息进行有

效获取' 灾害舆情处理分析系统则主要是针对灾

图 U!灾害舆情信息管理模块功能结构

害信息的传播和发展进行检测! 有效避免虚假信

息的谣传! 避免造成网友的负面情绪! 保障救援

工作顺利进行' 基于上述分析对受灾舆情关注重

点要是进行调查取证分析得到图 Q'

结合图 Q 中的自然灾害舆情关注重点内容对

网络信息内容进行过滤和提取! 从而有效对信息

内容和发展趋势进行监控和管理' 将灾害事件的

空间位置) 关注热度) 和救援情况等进行真实有

效的监管和引导! 对灾害事件强度) 损失及救助

等内容指标进行预警! 引导信息发布! 从而建立

自然灾害网络舆情引导 4CE88G 架构图如图 ?

所示'

基于大数据分析方法对自然灾害舆论发展规

律进行研究! 对灾害信息关键词汇本体带动的情

绪及要素间影响情况进行分析! 并将其划分为时

间流数据! 并进行多级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和检验!

根据检验结果对舆情发展汇率监控流程进行设计!

设计结果如图 ' 所示'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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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受灾舆情关注重点信息 图 ?!重大灾情事件网络舆论信息引导4CE88G架构图

图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灾害舆情监控方法

#!仿真实验与总结

为验证该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进行了仿真

实验' 首先对近年来! 以某特大地震为例进行调

查! 调查发现在灾害发生时! 媒体以最快速度根

据并发布自然灾害事件信息! 并准确真实的对信

息进行跟踪报道! 则在媒体对灾害事件发展进行

跟踪报道的过程中! 对群众的关注度及情绪影响

波动进行调查和研究得到如下结果'

基于上述背景对传统网络舆论检测技术和基

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检测平台使用效果进行对比!

得到图 P'

根据图 P 不难发现!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重大自

然灾害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智能监测平台可更好的

对舆情信息进行检测和引导! 从而稳定群众情绪!

保障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 为了更好的检验该平

台的可操作性! 进行了实际实验! 对某灾害信息

的网络监管力度进行检测! 对比传统监管效果与

图 P!灾害事件网络检测效果

实验效果! 得到如下数据$表 $%'

表 $!灾害信息的网络监管效果检测

灾害类型 关注度 情绪波动
虚假信息删失

监管力度 百分比RV

传统方法 Q% Q% # #:#'

实验方法 Q% #% Q ':U%

整体 Q% U% > >

!!根据上述检测结果可知!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

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网络舆情信息智能监测平台可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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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对大型自然灾害舆情信息进行检测和管理!

及时有效的剔除不良及虚假信息! 从而平复群众

情绪! 真实的对灾害情况进行报道'

U!结束语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大型自然灾

害信息的发布和传递也更加快捷高速' 这既有利

于及时进行灾害救援! 同时也易导致群众受虚假

信息影响造成不必要的情绪波动! 不利于社会团

结' 基于上述背景对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网络舆情

信息智能监测平台进行了创新和完成! 从而达到

有效监管灾害舆论信息! 保障网络环境安全的设

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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