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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系统界面。概览面板中的堆叠面积图表达各主题文章阅读总量随时间的变化；主题地图面板描述主题的分布；事件排序面板展现事件在时

间维度和多种情感属性下的排序；事件范式面板将具有相似演化范式的事件聚集在一起；详情面板提供某个被关注事件的详细信息。

概述 
掌握疫情发展趋势与关键节点、感知舆论话题与情

感的动态演变、理解事件的热度演化范式对于政府

和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可

视分析系统，它能够帮助分析者从话题和词汇两个

语义级别，从描述词、人物、机构等多个角度完成

上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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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模型与分析任务 
数据：如下表，我们收集的数据包括：头条号热文

数据、热点事件数据以及疫情新闻列表，时间跨度

为：2019 年 12 月 23 日～2020 年 5 月 10 日  
 

 
模型：对于热文数据，我们运用主题模型将它们分

为 25 个主题，接着运用 UMAP 算法投影在二维平面

上（主题地图面板）。对于热点事件数据，我们使

用 Tsfresh 提取热度序列的特征，并使用 PCA 和

UMAP 算法将事件投影至二维平面（图 1D）。此外，

我们根据事件的文本数据，运用已经训练好的主题

模型和降维模型，将事件投影在主题地图中（图 5）。 
 

分析任务： 

1. 明确疫情发展阶段，识别重大热点事件 

2. 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尺度探究舆论关注点的转变 

3. 找出在情感相关维度上特殊的热点事件 

4. 挖掘热点事件的热度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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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WordStream揭示舆论关注点在词级别的演化 

 

2 可视分析系统简介 
如图1，我们的系统界面包括五个部分。Galex[1]

（图2）和WordStream[2]（图3）分别用于揭示舆论

热点在主题级别和词级别的演化，聚光灯支持检视

主题地图各处的语义含义。事件排序面板（图4）中

节点颜色和大小分别表示事件的情感倾向和热度。 

图 2：主题地图揭示舆论关注点在主题级别的演化 

图 4：疫情相关事件在时间维度上的分布 

3 发现 
图1和图2揭示了疫情舆论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2月23日至1月20日（国内疫情舆论“密

切关注期”）。疫情尚未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 

第二阶段，1月21日至2月15日（国内疫情舆论“爆

发期”）。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新闻引爆了公

众关注度，疫情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高度重视。 

第三阶段，2 月 16 日至 3 月 8 日（国内疫情舆论

“平缓期”）。但在 2 月 19、20 日出现了一个爆

发式增长，这是因为山东任城监狱以及浙江十里丰

监狱发生了规模较大的聚集性感染。 

第四阶段，3 月 9 日至 5 月 10 日（国际疫情舆论

“爆发期”）。此阶段，疫情在全球爆发。 

在图3中，“韩国/欧洲/南美疫情”话题和“美国/

日本疫情”话题中热词的转变与疫情在国际的传播

过程高度吻合，即从日韩开始，再到欧洲，再到美

国、南美。图4揭示与疫情相关事件中的负面事件大

多与“不遵守防疫规定、散布谣言”等行为相关。 

图5中，与“中央疫情部

署”话题相关的事件的

情感均为正面，说明了

公众对于中央的信任与

支持。与“警务/法务”

话题相关的事件的情感

近乎都为负面。 

图5：事件嵌入在主题地图中 

4 结论 
我们设计并实现了一个用于分析疫情期间舆情演化

与热点事件模式的可视分析系统，它整合了一些新

颖的可视设计并提供了大量灵活的交互。实际上，

它支持多种类型的文本数据和时序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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