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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舆情演变规律，对国际舆情资源进行应急管理和舆论疏导
有重要借鉴价值。本文使用谷歌新闻数据库以各国针对COVID-19的报道为对象，构
建国际舆情数据集。采用主题模型、图神经网络模型，结合时间、空间维度与舆情生
命周期探究全球舆论主题-情感的演化态势，模型准确率为0.7973，F1值为0.7826，性
能优于其他基线模型。研究发现，各国舆情呈现放射传播状态。国际媒体舆论的情感
倾向和讨论主题存在正相关且随时间进行转变。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舆情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主题模型 ；图神经网络 ；时空演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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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in sudden public health emer-
gencie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resources. This article uses Google News
database to construct a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dataset based on repor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on COVID-19. Using topic model and graph neural network model,
combined with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 and public opinion lifecycle, the evolution
trend of global public opinion topic emotion was explored.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was 0.7973, with an F1 value of 0.7826, which outperformed other baseline model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public opin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is in a radiating state of
spread. The emotional tendencies and discussion topics of international media public
opin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change over time.

Keywords: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 Sudde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 Topic
model , Graph neural network ,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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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是指群体针对特定突发事件所表达的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面对复杂的国际形
势，各国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保障事件等突发事件的态度有所不同，研究国际舆情有助于
了解国际舆论风向，针对性地调整国家战略以应对可能的风险和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
突发性、急剧性、不可预测性等特征，往往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并引发公
众恐慌、不满、愤怒等复杂情感(An et al., 2018)。媒体报道往往会带动公众情绪，从报道的情
绪中识别公众意见倾向并融合主题信息，判断舆情的大体走向，把握舆情演化规律才能有效引
导舆情(曾子明and 陈思语, 2023)。

自2020年初全球大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媒体
及大众对疫情相关信息高度关注。突发的国际舆情事件在公众关注度、情感态度、舆论导向等
方面随时间动态演变，不同地区用户情感受该事件影响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并存在明显的跨地
域传播。这都使得单一围绕时间-地点的信息切片，或仅面向单一主题的舆情分析无法完整反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国际舆情演化全貌(边晓慧and 徐童, 2022)。

高效、全面、准确地分析国际舆情演化态势，对于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下有效疏导公共舆
论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新冠肺炎的国际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国际舆情数据集，基于
主题模型、图神经网络及舆情周期理论提出了国际舆情演化分析框架。采用多主题视角和全局
视角分析舆情时空演化态势，挖掘舆论主题及情感倾向的跨地域动态扩散特征，进而使各国政
府把握全球疫情焦点舆论和发展方向，结合本国舆情态势制定相关干预和引导舆论方向战略。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2.1 舆舆舆情情情演演演化化化分分分析析析

舆情事件的演化往往具有生命周期(史波, 2010)。国内外研究者均对舆情的传播过程进
行了探索，这些研究根据不同角度将舆情按照事件发生序列和发展生命周期来划分阶段并
构建模型(甘宇祥et al., 2021)。Burkholder and Toole (1995)提出三阶段模型：潜伏期、扩散
期、消退期。Canton (2006)基于三阶段模型结合医学知识提出著名的四阶段F模型：前驱
期(Prodromal)、发作期(Breakout)、延续期(Chronic)、痊愈期(Resolution)。潘崇霞 (2011)提
出简化的网络舆情演化三阶段模型：初始传播、迅速扩散、消退。上述采用生命周期理论对公
共事件进行阶段划分的研究，对于挖掘网络舆情演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2.2 文文文本本本挖挖挖掘掘掘

随着文本挖掘技术的不断成熟，使用高效的文本挖掘技术处理大量的文本数据成为了主
流，弥补了文本数据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中需要大量人工的缺点。Huang et al. (2012)将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模型应用到微博短文本主题检测。Cheng et al. (2021)基于LDA模
型对国务政策进行主题提取，研究政策主题演化。当前，LDA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主题挖掘研
究中，但该模型存在无法融合上下文信息的问题，导致主题挖掘性能欠缺。

2.3 情情情感感感分分分析析析

情感分析方法是国际舆情分析研究的关键技术，目前主要基于三种方法，即情感词典、机
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史伟et al., 2022)。情感词典作为早期重要的情感分类工具，词典的精细程
度决定了对文本情绪分类的准确性。曾子明and 万品玉 (2018)基于情感词典提出一种多层次融
合模型，对文本进行正负情感的分类。使用情感词典进行情感分类有着明显的领域针对性以及
泛化性较低的缺点。机器学习作为使用大量语料进行模型训练的方法，在情感分类领域有着
较好的效果。邓君et al. (2020)基于Word2Vec和SVM对舆论进行二分类任务，该方法并没有利
用语法结构的信息。Machuca et al. (2021)NLP技术融合回归算法针对舆情背景下的Twitter舆
论进行分类。机器学习方法未考虑上下文语义信息对情感分类效果的影响。深度学习有着更
好的特征提取能力，通过融合文本的上下文信息增强情感分类准确性。传统的深度学习模型
在长期依赖问题中依旧乏力，Vaswani et al. (2017)构建Transformer模型，使用自注意力机制
进行词向量嵌入对长期依赖问题有着较好的效果。为充分利用左右两侧的上下文信息，Devlin
et al. (2018)基于微调的多层双向Transformer模型编码器构建了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 from Transformers) 预训练模型，并用于提取文本特征，从而达到融合两侧信
息的效果(Burkholder and Tool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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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一方面，现有研究缺乏对国际舆情在主题和情感维度的动态探索。另一方面，以新
冠疫情为背景的舆情分析研究，缺乏国际主题-情感的动态演化分析。本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背景，关注国际媒体对于该事件报道的主题和情感维度随时间的变化。提出了国际舆情演化
分析框架，采用主题模型，生成更符合当下舆论风向的主题分类，证明了图神经网络模型在情
感分类任务的优越性。结合报道的时间和空间信息进行国际舆情时空演化分析，探索世界各国
舆情演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3 研研研究究究方方方法法法

本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构建国际舆情演化的研究框架(见图1)。

1）数据采集与预处理：获得国际媒体关于“COVID-19”的报道，进行数据预处理。

2）主题-情感信息挖掘：采用BERT-LDA挖掘舆情数据主题信息，由图神经网络模型挖掘
舆情数据的情感倾向，并证明模型的优越性。

3）舆情周期划分及时空演化分析：根据舆情演化三阶段模型，划分为初始传播、迅速扩
散、消退。结合报道时空信息和主题-情感信息进行国际舆情时空演化分析及现象挖掘。

图 1: 国际舆情演化分析研究框架

3.1 图图图神神神经经经网网网络络络情情情感感感分分分类类类模模模型型型

本文采用图神经网络情感分析模型(见图2)对舆情文本进行情感分析。传统的词向量模型适
合对短句和简单的句子进行分析。针对长文本情感分类，还应考虑上下文本及单词与单词之间
的关系的问题。首先，利用BERT预训练模型充分挖掘文本上下文特征信息，生成舆情文本的
特征向量V (见式1)，将所有文本的特征向量作为舆情图的节点集合：

V = BERT (t) = [V1,V2, . . . ,Vn] (1)

通过余弦距离计算舆情图节点集合中不同节点之间的语义相似度(见式2)，当两节点之间距
离在特定范围内时，构建其两点语义关系的边(见式3)。在构建的初始舆情图的基础上引入三
层图神经网络模块学习节点嵌入进行特征融合，输出考虑相似文本节点之间相互作用的特征信
息(见式4)(Zeng et al., 2023)：

CosineDistance =
V · V′

|V| × |V′|
=

∑n
i=1 (Vi × V′

i)√∑n
i=1 (Vi)

2 ×
√∑n

i=1

(
V′

i

)2 (2)

Eij =

{
1, 0 <= ConsineDistance ij <= 0.2

0, other
(3)

v
(l+1)
i = σ

∑
j∈Ni

1

cij
v
(l)
j w(l) + b(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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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图神经网络的情感分类模型

其中，t为舆情文本数据，V为舆情文本的特征向量，n为向量维度，V
′
i为GCN生成的融合节

点特征，Eij为语义关系边，v
(l)
j 表示在第l层节点j的特征，σ表示非线性变换，cij为归一化因

子，Ni表示节点i和节点i的邻居，W (l)表示第l层的权值，b(l)表示第l层的截距。

为了提高模型在情感分析任务中的泛化能力，本文引入对比损失函数，基于源数据集
的情感标签信息，对隐藏向量进行对比学习。给定小批量文本的隐藏向量H = {Vi}Nb

i−1，对
于一个Vi ∈ H，如果Vt和Vi有相同的情感标签，即yt = yi则Vi被认为是Vt的正例，而其他例
子Vx ∈ H被认为是负例。计算所有正例(Vt, Vi)和(Vi, Vt)的对比损失(见式5，6)(Liang et al.,
2022)。将最终的特征向量输入到分类器中进行分类，使用交叉熵损失函数作为分类器损失函
数：

Lcl =
1

Nb
ΣViϵH l(Vi) (5)

l(Vi) = log

∑Nb
t=1 1[t̸=i]1[yt=yi]exp

(
sim(Vt,Vi)

τs

)
∑Nb

x=1 1[x ̸=i]exp
(
sim(Vx,Vi)

τs

)
−1

(6)

其中1[t ̸=i]ϵ(0, 1)为指示函数，sim(Vt,Vi)计算向量Vt和Vi的余弦相似度。

图神经网络模型利用BERT预训练模型进行文本的特征编码，增大模型提取特征和融合上
下文特征的能力。由于舆论文本的情感分类任务相同类别的不同文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通
过引入图神经网络融合不同文本的特征表示，设置融合模块通过学习相邻节点的信息来更新节
点自身的特征表示，生成考虑相似文本节点之间相互作用的新特征，可以有效的增加舆情情感
分类的准确性。为增加模型的泛化能力充分利用文本相似性，引入对比学习模块更好的将模型
学习到的类别特征延伸至不同的目标数据，进一步提高了分类的准确性。本文利用BERT预训
练模型，引入图神经网络特征融合及对比学习模块，有效的利用舆情文本的相似性增强舆论情
感特征提取能力，在舆论情感分类任务中具有较好的性能。

3.2 舆舆舆论论论主主主题题题聚聚聚类类类

为了剖析全球新闻媒体的舆情演化趋势，探究研究期间新闻媒体讨论的主要话题，本文构
建BERT-LDA模型进行主题细粒度分析。针对LDA模型无法有效提取上下文信息的问题，本文
通过BERT预训练模型提取文本特征，并与LDA模型融合进行主题聚类分析，实现报道主题与
报道上下文结合。困惑度计算常用来评价LDA模型的预测和泛化能力，困惑度越低表示模型性
能越好(蔡政群et al., 2022)。实验中，困惑度计算(见式7)确定主题最优数k。

Perplexity(D) = exp

[∑M
d=1 log p(wd)∑M

d=1Nd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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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为文档所有词的集，M为文档数量，Wd为文档D中的词，Nd为每个文档中D的词
数，p(wd)为文档中词出现的概率。

4 实实实证证证分分分析析析

4.1 数数数据据据收收收集集集与与与预预预处处处理理理

在深入挖掘新闻文本内部蕴含的主题-情感特征信息之前，本文选取谷歌新闻数据
库GDELT (The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设置关键检索字段“V1
THEMES”为“COVID-19”，本文认为在该事件爆发初期存在着较多的因无知所造成的影响，
这其中缺乏人们对待这个事件理性的认知以至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最终选取实验时间区间
为2022年7月1日 2022年8月31日，获取新闻来源、新闻获取链接、发布位置信息等属性信息，
利用爬虫爬取指定链接的新闻报道。经数据预处理获取新闻事件120,679条，使用大规模语言模
型对数据集进行情感倾向标注，其中消极为0积极为1，具体来说，本文在大模型的标注阶段使
用的为通义千问作为数据标注的大模型，在标注阶段设置的prompt是以ICIO框架作为基础框架
对其中的提示条件例如描述具体任务、任务的背景信息引导模型做出更好的回复、输入数据的
格式以及输出数据的格式进行设置。为了验证大模型标签的有效性，我们采用人工验证选取部
分数据一组为500条，邀请两位了解新冠肺炎事件的团队成员对两组数据进行标注，将两组人
工标记数据分别与大模型标记数据进行对照试验，度量标准为kappa（k）系数，其中结果分别
为0.69、0.73，整体一致性较高，证明数据集标注的有效性。

4.2 舆舆舆论论论情情情感感感演演演化化化分分分析析析

4.2.1 情情情感感感分分分类类类模模模型型型评评评估估估

运用图神经网络模型对舆论进行情感分类，结合自身数据集特性模型参数设置见表1。为
验证提出的情感分类模型在该任务上的优越性，选取四个对照实验证明模型的有效性，选取精
确率P(Precision)、召回率R(Recall)、F1值(F1-Score)和准确率(Accuracy)作为评估指标。实验
对比基本模型选择TF-SVM(王新宇, 2016)、LSTM(王楠and 吕欣隆, 2021)、BERT-SVM(严佩
敏and 唐婉琪, 2020)、BERT-AAD(Ryu et al., 2022)，对比实验结果见表2。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GCN学习率 0.001
GCN隐藏层数 3
Batchsize 256
预训练次数 5
损失函数 交叉熵损失函数
函数优化 Adam算法

表 1: 模型参数设置

实验模型 模型对比侧重 P R F1 Acc

TF-SVM 词袋模型不能更好的提取文本特征 0.5312 0.5518 0.5366 0.5523
LSTM 无预训练模型且为单向记忆网络 0.6183 0.6337 0.6119 0.6350

BERT-SVM 未考虑相似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 0.6512 0.6734 0.6672 0.6833
BERT-AAD 未考虑相似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 0.7026 0.7219 0.7013 0.7230

BGCN 模型泛化性较差 0.7405 0.7463 0.7311 0.7387
BGCN-CL 0.7857 0.7880 0.7826 0.7973

表 2: 模型评估对比

实验结果表明，图神经网络情感分类模型在性能上优于其他模型。对比传统的词袋模型
以及深度学习模型，引入BERT预训练模型可以更好的提取文本的特征用于分类任务。BGCN-
CL模型在F1指数上比BERT-AAD模型有着较明显的提高，说明考虑相似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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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要的。在去除CL对比学习模块后模型性能有所下降，证明了对比学习模块在模型中的有效
性，可以有效的提升模型学习不同类别的特征，从而获得更好的模型泛化能力。综上，本文提
出的模型可以有效的对舆情进行情感分析，情感倾向预测结果样例见表3

文本ID 文本部分内容 标签结果

20220706073000-544

From digital payments to video banking, the way con-
sumers conduct basic financial transactions has changed
substantially throughout the past decade,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only accelerated the trend to-
ward digital banking.

NEG

20220803133000-750

CBC News LoadedBritish ColumbiaB.C.opens up im-
munizations to children 4 and under in next phase of
COVID-19 fightInfants, toddlers and pre-schoolers can
now get appointments for the first of two recommended
Moderna Spikevax COVID-19 vaccine doses. Social Shar-
ingChildren between six months and four years old can
now get appointments for the Moderna vaccine David P.

POS

20220831134500-741

Get our free mobile app According to their website, the
program which launched this past January has not been
fund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continue. Because
Congress hasn’t provided additional funding to replenish
the nation’s stockpile,The good news is that you still have
time to place your order for the free kits before Friday
amp; apos; s final day. HOW TO GET FREE COVID-19
TESTING KITSEach household can order 8 free COVID-
19 at-home testing kits for free.

POS

表 3: 预测结果样例

4.2.2 舆舆舆论论论情情情感感感态态态势势势分分分析析析

针对舆情新闻数据及同一时间新增病例数目进行计量分析(见图3)，由图可知舆情报道数量
和感染病例数量有着直接关系，即随着当日确诊人数的增多，

图 3: 新闻报道与新增病例数目统计

有关舆情的新闻报道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趋势。因此，感染数目的变化会导致新闻媒体
上关于舆情的报道数量变化(Burkholder and Toole, 1995)。图中曲线变化体现了从开始到爆发
再到消退的三阶段现象，这也得益于舆情信息公开及在爆发初期政府进行策略优化，进一步消
除公众的不知情恐慌与无端猜测，遏制负面情绪的增长(张冬and 魏俊斌,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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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中的消极词汇和积极词汇进行统计，计算在报道中的情绪占比即Positive
Score、Negative Score以 日 平 均 为 单 位 进 行 可 视 化 分 析(见 图4)。 由 图 可 知Positive
Score与Negative Score变化趋势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当新闻媒体报道中出现的带有积极
情绪的词汇占比增加，报道所用的消极词汇的数量就会减少，反之亦然。

图 4: 消极词汇和积极词汇占比时序变化

图 5: 情感倾向时序演化图

采用情感分析模型研究国际媒体情感演化过程，获得情感随时间变化趋势(见图5)。由图可
知全球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消极情感高于积极情感，且在2022年7月18日和2022年7月31日新闻
报道的消极情绪达到顶峰。媒体的积极情感整体表现为局部波动，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大体呈
现负相关的特点。舆情生命周期划分及特点见表4。

阶段 时间段 特点

初始传播 7月1日-7月13日
消极情绪呈上升趋势，积极
情绪平稳而消极情绪有小幅
度震荡

快速扩散 7月13日-8月12日
消极和积极情绪均处于大幅
度震动，消极情绪波动大于
积极情绪，并存在负相关

消退 8月12日-8月31日
情绪态度趋于稳定，积极情
绪逐渐增加

表 4: 舆情生命周期划分及特点

初始传播阶段，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印度洋岛国斯里兰
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宣称斯里兰卡已经破产。他告诉国会，国家已经陷入深度衰退，食品、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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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药品的严重短缺将继续存在。”此事件的发生得到了全球各界的高度关注，使得群众对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平稳后的经济状况感到担忧，但因信息传播速度影响，公众在该阶段对该事件
的态度相对平稳。

迅速扩散阶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使得全球经济出现新的挑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深受影响，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外交变得困难。中美双边关系影响，导致欧美国
家对中国的报道相对负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在时局动荡的情况
下“访台”，严重践踏一个中国原则，损害我国的利益。中国始终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由
于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能导致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报道相对负面。在该时段内，国际关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讨论多以中国为主，即中国主流媒体为主要来源。随着国家及主流媒体引导在短
时间中出现积极情绪主导的状态。以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新冠病毒限制中国外交，强行干
预国家内政及大肆宣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中国病毒导致国际舆论恶化。由于外交和病毒等多
方原因造成围观热度和舆论压力，使得公众情绪在恐慌和抱怨中逐渐转向以负面情绪为主导。

消退阶段，由于国家增加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的管控以及猴痘疫情逐渐蔓延，人们将
关注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其他相关症状上，虽然有关该事件的舆论热度逐渐消退，公众情绪呈现
积极向上的状态，但负面情绪仍有波动性起伏。

4.3 舆舆舆论论论主主主题题题演演演化化化分分分析析析

为 直 观 分 析 舆 情 热 点 制 作 新 闻 热 点 词 云 图(见 图6)。 词 云 图 展 现 国 际 更
多 关 注 卫 生 防 控 及 病 毒 疫 苗 的 研 发 ， 带 有 明 显 情 感 倾 向 的 词 语 出 现 较
少，“epidemic”、“N95”、“prevention”、“vaccine”、“control”等关键词表明国际讨论重心着
眼于如何预防病毒以及治疗病毒、如何抗击病毒等卫生防控角度，反映该事件舆情态势目前较
于稳定。 本文意在研究舆论主题随时间的转变，探究各个阶段主题的动态变化获取国际舆论风

图 6: 热点词云图

图 7: 主题时序演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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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基于困惑度计算确定最优主题数并进行主题分类得到频率均值最高的四组主题分别为“经济
市场”、“病毒变异”、“企业影响”、“疫情防控”，由潜在主题中出现词汇概率排位较高的十个特
征词来表示舆论主题，见表5-7。计算不同阶段下新闻报道主题与上述四组主题的相关性，统计
每个主题出现频率随时间的动态演变(见图7)。

初始传播阶段，舆论倾向病毒变异和病毒防控两个部分。病毒并没有大规模爆发，讨论如
何应对新一轮的卫生防控成为首要问题。结合情感倾向结果分析出媒体舆论情感相对稳定，正
负情感均有波动但幅度较小。政府应加强病毒知识科普，完善公众防护措施控制舆论风向。

主题 关键词

病毒变异
’covid’,’virus’,’health’,’hospital’,’epidemic’,’N95’,’delta’,
’omicorn’, ’policy’, ’public’

疫情防控
’epidemic’,’prevention’,’N95’,’covid’,’health’,’sports’,
’vaccine’,’quarantine’,’public’,’positive’

表 5: “初始传播阶段主题-词”

快速扩散阶段，随着病毒的大规模扩散对社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断增加，股票下跌、企
业盈亏的现象增加导致国际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经济市场及企业影响的讨论增加。病毒变
异及防控的讨论随着扩散规模的严重也显得尤为重要。主题词中的“negative”，“decline”反映
出世界经济形势较差，结合情感倾向结果分析媒体舆论倾向较为消极且情感波动较大。政府应
积极制定经济相关政策，引导主流媒体对该事件积极信息的报道传达主流价值观，减少公众因
消极信息而带来的恐慌提升政府公信力。

主题 关键词

经济市场
’pneumonia’,’amp’,’covid’,’business’,’market’,’china’,
’area’,’policy’,’republic’,’negative’

病毒变异
’covid’,’virus’,’health’,’hospital’,’epidemic’,’N95’,’delta’,
’omicorn’, ’policy’, ’public’

企业影响
’enterprise’,’Biden’,’business’,’market’,’policy’,’response’,
’decline’,’amp’,’pandemic’,’evolution’

疫情防控
’epidemic’,’prevention’,’N95’,’covid’,’health’,’sports’,
’vaccine’,’quarantine’,’public’,’positive’

表 6: “快速扩散阶段主题-词”

消退阶段，媒体更加关注大规模卫生健康问题对企业经济的影响以及防控措施和病毒知识
的科普。结合情感倾向结果分析媒体舆论情感整体较为积极，源于政府积极普及防疫措施和疫
苗注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效的减小该事件所造成的危害。通过主流媒体宣传防疫成果引
导社会舆论倾向，使得公众对待该事件的态度出现由消极到积极的转变。

主题 关键词

病毒变异
’covid’,’virus’,’health’,’hospital’,’epidemic’,’N95’,’delta’,
’omicorn’, ’policy’, ’public’

企业影响
’enterprise’,’Biden’,’business’,’market’,’policy’,’response’,
’decline’,’amp’,’pandemic’,’evolution’

疫情防控
’epidemic’,’prevention’,’N95’,’covid’,’health’,’sports’,
’vaccine’,’quarantine’,’public’,’positive’

表 7: “消退阶段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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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舆舆舆情情情主主主题题题-情情情感感感时时时空空空演演演化化化分分分析析析

为动态观察各国舆论主题随时间变化规律，根据上文划分的阶段，对不同阶段各个国家的
主题向量进行聚类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可视化展示，绘制全球地图其中国家颜色与图7主题颜色对
应(见图8)。

图 8: 主题-情感时空演化图

由图8可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在国际上具有以舆情处于初始爆发阶段国家为中心，向
周围国家放射性传播舆情态势的特点。以中国即周边国家为例，在中国周边国家处于舆情的迅
速扩散阶段时，中国境内正在处于初始传播阶段。随着舆情在周边国家的发展，中国由初始传
播阶段进入到迅速扩散阶段，政府的积极治理使得中国舆情由迅速扩散到消退的转变。对比多
个国家发现中国在由初期传播到消退的转变明显，反映出中国虽作为发展中国家，但对于突发
卫生事件的防控及认真态度站在世界前列，中国各级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果断实施相应政
策，极大缓解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公众恐慌，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卫生防控提供了一套重要
的管理模式，为世界公共卫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总总总结结结与与与展展展望望望

本文针对与“COVID-19”相关新闻报道构建了从“国际舆情数据收集及预处理”、“舆情情感
分类”、“舆情主题聚类”、“国际舆情周期演化分析”的全过程研究框架，揭示了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在全球各时间段的发展态势，通过对比实验证实了模型的优越性。以“初始传播、迅速扩
散、消退”三个阶段在时间维度上进行研究，发现在初始传播和消退阶段的新闻报道在情感和讨
论主题上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在快速扩散阶段由于确诊数量的不断增加，也增大了各国媒
体对该事件的担忧程度，从而使得各国新闻的情感和讨论主题更加偏向于消极的态度。在全球
空间维度研究中，针对各国媒体的舆论主题和情感倾向，结合三阶段时间维度动态观察每个阶
段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分析实验结果得出结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各国之间存在舆
情态势放射性传播的现象，当目标国家出现并爆发大规模疫情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邻国也会慢
慢的由相对平稳的初始传播阶段转入快速扩散阶段。该发现有利于各国政府在邻国出现疫情问
题后，及时地制定相关外来人员入境政策以防止国内大规模疫情的爆发。

本文存在一些不足，如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相对较短，无法更加多样、更加深层的挖掘舆
情演化态势。数据类型局限于报道文本，较为单一。今后的研究会着重考虑增加数据类型，引
入多个模态的数据更加深层的挖掘舆情演化。扩大研究数据集深层挖掘舆情时间维度信息，为
相关部门提供更全面的舆情现象分析及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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