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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微博作为我国主要社交平台，具有“碎片化”信

息、“病毒式”传播、多样化信道等特点[1]，是当前国内

舆情主要发生地。微博提供的“热搜、话题、热点流”

三大应用功能使无任何关联的用户进行信息交互，从

而加快了舆情传播速度，使舆论在短时间内迅速扩

散。而舆情当事人的回应、政府对舆情事件的介入、

网络推手和意见领袖的引导等因素，使舆情在传播过

程中产生多个话题，这些话题此消彼长、相互关联，从

而使得舆情衍生话题传播现象逐渐涌现。如2021年
1月18日“郑爽张恒代孕”事件，在证据发布、官方评

价和当事人回应多方影响下，至1月23日共出现九个

高热度微博话题传播。微博舆情衍生话题的存在扩

大了舆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其带来的负面情绪和不

实言论极大地干扰着网民日常生活，给社会稳定造成

影响，因此，微博成为我国政府舆情管理的重中之重，

对微博舆情衍生话题传播规律的研究十分必要。

近年来，基于传播动力学模型在社交网络信息

传播方面的研究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由于在线社

交网络中的信息传播机制与传染病传播机制相似，

大多数网络传播动力学研究主要基于经典的传染病

传播模型，如Kermack等[2]提出的经典的SIR模型，将模

型中的人划分为三类：S(易感染者)、I(传播者)、R(免疫

者)；陈波等 [3]、Witbooi[4]考虑接收到舆情但并未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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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在SIR模型中加入E(潜在传播者)构建了SEIR
舆情传播模型。之后，不少学者基于不同考虑在上述

经典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如Zhao等[5]考虑遗忘和

记忆机制对个体的影响，提出SIHR模型。随着网络

舆情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对特定环境下微博舆

情进行了研究，魏静等[6]构建改进的SIR模型对微博

网络结构和信息传播进行分析；刘泉等[7]构建了考虑

反从众心理因素的微博舆情演化模型；张志花等[8]基于

唤醒机制，构建“冬眠者”被意见领袖唤醒再次进行传

播的微博谣言传播模型；马宁等[9]将微博舆情划分为两

个阶段，分析网络推手和官方微博在舆情中的博弈，并

基于SIR模型和Lotka-Volterra竞争模型进行分析。

在人人触媒时代，微博舆情衍生话题传播逐渐盛

行，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微博舆情话题的衍生特性，朱恒

民[10]和李青等[11]基于SIR模型构建了微博舆情单一话

题传播演化模型；王治莹等[12]考虑多种异质信息在出

现时间差异情境下的竞争传播规律，构建了非正式信

息和正式信息的两阶段竞争传播模型；丁学君[13]以SIR
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网民接触状态，构建了基于SCIR
的微博舆情话题传播模型；陈富集等[14]在SEIR模型基

础上加入舆情话题衍生率，构建了SEIRS微博舆情传

播演化模型；崔金栋等[15]以SEIR模型为出发点，考虑话

题的二次传播，构建了微博话题式信息传播H-SEIR
模型；田世海等[16]对SIR模型进行改进，分别构建了网

络舆情信息生态群落横向和纵向衍生模型；Jiang等[17]

将人群划分为敏感、消极、积极、恢复四个状态，依据真

相是否出现将舆情传播过程划为两个阶段，分别建立

模型进行研究；Zhang等[18]基于 SEIR模型，建立初始

话题传播层与衍生话题传播层双层舆情传播模型，研

究主题推导率及主题连接方式对传播趋势的影响。

虽然以上研究成果对舆情传播的研究做出了重

要贡献，近几年关于微博舆情衍生话题的研究也逐渐

增加，但有些研究[15-19]未考虑将原始话题与衍生话题

分离为两类不同传播人群，或者未考虑到免疫者接触

到新话题时再次转化为衍生话题传播者的现象，且同

一舆情不同话题的传播也会存在竞争情况。因此，本

文基于已有研究提出改进的微博舆情衍生话题传播

模型，改进之处有两点：①加入免疫者接触到新话题

会转化为新话题传播者的情况；②将同一舆情不同话

题传播者进行区分，划分为不同传播人群，并构建

Lotka-Volterra模型，分析不同话题传播之间的竞争。

1 传统的传播模型

1.1 SIR模型

SIR模型是最为经典的传播模型，其将全体人群

分为三类：未知者S，指尚未得知舆情信息的人群；传

播者 I，指正在传播舆情信息的人群；免疫者R，指对舆

情信息不感兴趣或已经传播过舆情信息的人群。SIR
模型的传播路径为S→I→R，未知者S以α的比率变为

传播者I，传播者I再以γ的比率变为免疫者R。当传播

过程结束后，网络中只存在S和R两种状态。其传播

路径如图1所示。其传播动力学微分方程表示如下：

dS(t)
dt =-αS(t)I(t) (1)

dI(t)
dt =αS(t)I(t)-γI(t) (2)
dR(t)
dt =γI(t) (3)

图1 SIR传播模型

1.2 SEIR模型

SEIR模型是基于SIR模型的一个扩展模型。该

模型在SIR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潜伏人群E，其表示

已经知道了舆情信息但尚未决定是否传播信息的人

群。SEIR模型的传播路径为 S→E→I→R，未知者 S
以α的比率变为潜伏者E，潜伏者E若对舆情感兴趣

以μ的比率变为传播者 I，否则以β的比率变为免疫

者R，传播者 I以γ的比率变为免疫者R。其传播路

径如图2所示。其传播动力学微分方程表示如下：

dS(t)
dt =-αS(t)I(t) (4)

dE(t)
dt =αS(t)I(t)-(μ+β)E(t) (5)

dI(t)
dt =μE(t)-γI(t) (6)
dR(t)
dt =βE(t)+γI(t) (7)

图2 SEI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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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进SEIR模型的微博舆情衍生话题传播构建

2.1 微博舆情衍生话题传播模型描述

由于在线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机制与传染病传

播机制相似，考虑微博舆情传播过程中存在潜在传

播者人群和舆情在平台中扩散后产生衍生话题的实

际情况，本文对传统SEIR模型进行改进。若话题得

到进一步深入或反转，舆情新话题的出现会增加网

民对该舆情事件的关注，进入的新话题使免疫者重

新转化为传播者。与已有研究将传播者划分为谣言

传播者和辟谣者不同的是，本文考虑了同一舆情在

话题方向上的差别也会存在传播的竞争，因此在构

建模型时将不同话题传播者进行区分。

微博平台信息传播过程中，每个节点(网民)状态

会随着事件信息的发布、传播而发生转变，从而对传

播过程及微博网络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17]。依据舆

情传播特点[3]，将网民划分为 S(未知者)、E(潜在传播

者)、I(传播者)和R(免疫者)四类，S表示对舆情事件并

不知情的微博用户，E表示接收到舆情信息后点赞、

评论而并未转发的微博用户、I表示对舆情信息进行

传播的微博用户，若同一舆情有差别较大的不同话

题扩散时，分别用 Ia、Ib、Ic…In表示舆情不同话题传

播者，其中 I=Ia+Ib+Ic+…+In。R是指对舆情信息不

感兴趣的微博用户。用S(t)、E(t)、I(t)、R(t)表示四类群

体在 t时刻所占比例，N表示社交网络平台中总人

数，则S(t)+H(t)+I(t)+R(t)=N。

2.2 微博舆情衍生话题传播模型建立

当舆情只有一种话题传播方向时，则为最基本的

SEIR传播模型，微博舆情单一话题传播模型如图3所
示，网民在微博社区进行舆情传播的规则为：①S(未知

者)遇到 I(传播者)后，若对舆情感兴趣以α1的比率转化

为E，否则以α2的比率转化为R(免疫者)。未知者遇到

传播者后，则已获取了舆情信息，其状态发生改变，故

α1+α2=1；②E(潜在传播者)经过考虑后以μ的比率转化

为I(传播者)，以β的比率转化为R(免疫者)，μ代表了潜

在传播者参与舆情传播的意愿，其中μ+β=1；③考虑到

当前舆情传播速度快、周期短的特点，I(传播者)在遇到

R(免疫者)后以γ的比率转化为R(免疫者)，其中 I表示

舆情事件所有话题传播者，k表示微博网络平均密度。

图3 微博舆情单一话题传播模型

当一种舆情话题传播得到质疑或新证据散布后，

舆情往往出现不止一种话题传播方向，根据舆情事件

的发展不断衍生出新话题，微博舆情双话题传播模型

如图4所示，传播模型中各符号含义如表1所示，网民

表1 微博双话题传播模型中各符号含义

符号

S(t)
Ia(t)
E(t)
Ib(t)
R(t)
α1
α2
μ1
μ2
β
γ1
γ2
θ

符号含义

在 t时刻网络平台中尚不知道舆情事件的人数

在 t时刻网络平台中传播舆情事件初始话题的人数

在 t时刻网络平台中知道舆情事件但未传播话题的人数

在 t时刻网络平台中传播舆情事件新话题的人数

在 t时刻网络平台中对舆情事件不感兴趣的人数

微博平台中未知者S转化为已知者E的比率

微博平台中未知者S转化为免疫者R的比率

微博平台中潜在传播者E转化为初始话题传播者 Ia的比率

微博平台中潜在传播者E转化为新话题传播者 Ib的比率

微博平台中潜在传播者E转化为免疫者R的比率

微博平台中初始话题传播者 Ia转化为免疫者R的比率

微博平台中新话题传播者 Ib转化为免疫者R的比率

微博平台中免疫者R转化为新话题传播者 Ib的比率

图4 微博舆情双话题传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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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社区进行双话题传播的规则为：①S(未知者)
遇到 I(传播者)接触到舆情信息后若对舆情话题感兴

趣，则以α1的比率转化为E(潜在传播者)，否则以α2的

比率转化为R(免疫者)，其中α1+α2=1；②(潜在传播者)
E经过考虑后以μ1的比率转化为 Ia(传播者)，以μ2的

比率转化为 Ib(传播者)，以 β的比率转化为R(免疫

者)，其中μ1+μ2+β=1；③Ia、Ib(传播者)遇到R(免疫者)
时分别以 γ1、γ2的比率转化为R(免疫者)；④R(免疫

者)遇到 Ib(新话题传播者)时，若对新话题感兴趣，则

以θ的比率转化为 Ib(新话题传播者)。同理，微博舆

情事件出现多话题传播时，其传播模型如图5所示。

图5 微博舆情多话题传播模型

基于图 3微博舆情单一话题传播模型和传播规

则，给出状态转移微分方程如下[8]：

dS(t)
dt =-α1kS(t)I(t)-α2kS(t)I(t) (8)

dE(t)
dt =α1kS(t)I(t)-(μ+β)E(t) (9)

dI(t)
dt =μE(t)-γkI(t)R(t) (10)
dR(t)
dt =α2kS(t)I(t)+βE(t)+γkI(t)R(t) (11)

基于图4微博舆情双话题传播模型和传播规则，

给出状态转移微分方程如下：

dS(t)
dt =-α1kS(t)I(t)-α2kS(t)I(t) (12)

dE(t)
dt =α1kS(t)I(t)-(μ1+μ2+β)E(t) (13)

dIa(t)
dt =μ1E(t)-γ1kIa(t)R(t) (14)

dIb(t)
dt =μ2E(t)-γ2kIb(t)R(t)+θkIb(t)R(t) (15)

dR(t)
dt =α2kS(t)I(t)+γ1kIa(t)R(t)+γ2kIb(t)R(t)+

E(t)-θkIb(t)R(t) (16)

基于图5微博舆情多话题传播模型和传播规则，

给出状态转移微分方程如下：

dS(t)
dt =-α1kS(t)I(t)-α2kS(t)I(t) (17)

dE(t)
dt =α1kS(t)I(t)-(μ1+μ2+…+μn+β)E(t) (18)

dIa(t)
dt =μ1E(t)-γ1kIa(t)R(t) (19)

dIb(t)
dt =μ2E(t)-γ2kIb(t)R(t)+θ1kIb(t)R(t) (20)

…

dIn(t)
dt =μnE(t)-γnkIn(t)R(t)+θn-1kIn(t)R(t) (21)

dR(t)
dt =α2kS(t)I(t)+γ1kIa(t)R(t)+…+γnkIn(t)R(t)+

E(t)-…-θn-1kIn(t)R(t) (22)
3 微博舆情衍生话题传播模型分析

3.1 单一话题和双话题的传播阈值分析

考虑舆情是在有N个节点(网民)的混合均匀网

络中传播，舆情终止传播时，网络中传播者密度为

零，剩下免疫者及少量的无知者，达到稳定状态。设

舆情传播达到稳定状态时，免疫者数量为R=R(∞)=
limt➝∞ R(t)，也称为舆情传播最终数，通过舆情传播最

终数可推导出舆情传播阈值。单一话题传播模型

和双话题传播模型的舆情传播阈值的推导过程可

见附录1①。

通过求解得到单一话题传播模型的传播阈值为

α～1= 11 - β ，如果舆情传播率α1＜α～1，舆情便不会得到

扩散，因此，可通过提高舆情传播阈值防止舆情的传

播，由于传播阈值与β成正比，则可通过减少网民对

舆情的传播兴趣(增大网民免疫率β)等措施增大微

博舆情单一话题传播阈值。双话题传播模型的舆情

传播阈值为：α～1= 1
1 - β - θμ2γγ2 - θ

，新话题产生时网民

对其免疫率较低，根据舆情双话题传播阈值可知，若

γ2＜θ，即网民对舆情新话题传播的兴趣值大于其免

疫率时，舆情双话题传播阈值小于舆情单话题传播

阈值，故双话题存在时舆情更容易传播。因此，在对

舆情衍生话题传播进行管理时，要注重减少网民对

新话题舆情的传播兴趣(减少新话题转化率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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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详细研究不同参数对传播阈值的影响，对阈

值分析部分进行可视化，图6展示了参数在[0，0.5]范
围时对传播阈值的影响，其他参数取值参考朱恒民

等[10]的研究，其中新话题转化率θ取值为0.3，新话题

传播者 Ib转化为免疫者R的比率γ2取值为0.2，潜在

传播者 E转化为新话题传播者 Ib的比率μ2取值为

0.4。由图6可知，随着免疫率的增加，两种话题传播

模型的传播阈值均明显增加，从而促使传播人数减

少，达到减少舆情事件影响的作用，且由于γ2＜θ，可
以明显看出，在相同条件下，双话题的传播阈值低于

单一话题的传播阈值，说明在此情况下，双话题更易

传播扩散。

图6 参数β传播阈值的影响

3.2 原始话题与衍生话题的竞争分析

微博舆情在不同传播时期存在不同群体和信息

之间的竞争，使用Lotka-Volterra竞争模型研究舆情

进入发展期时不同话题传播演化过程。若舆情传播

时两种舆情话题都得到了扩散，则舆情话题1与舆情

话题2之间存在两种力置的竞争，属于不同信息之间

的竞争。借鉴Lotka-Volterra竞争关系模型可得两种

信息之间的竞争关系如下：

dx1dt =γ1x1
æ
è
ç

ö
ø
÷1 - x1K1

- σ1
x2K2

(23)
dx2dt =γ2x2

æ
è
ç

ö
ø
÷1 - x2K2

- σ2
x1K1

(24)
其中，x1(t)、x2(t)分别是话题 1和话题 2通过微博

信息交互争取到的追随者数量，即传播者 Ia、Ib。γ1、

γ2分别为两者的增长率，K1、K2为对应的传播者数量

上限，σ1为舆情话题 2对舆情话题 1的竞争参数，σ2

为舆情话题1对舆情话题2的竞争参数。

令方程(23)、(24)右端等于 0，根据微分方程组平

衡点稳定性的判定方法，得出网络舆情话题 1与话

题 2两者之间竞争可能出现四种竞争结果：①微博

舆情话题1胜，平衡点为P1(K1，0)，稳定条件为σ1＜1，
σ2＞1；②微博舆情话题2胜，平衡点为P2(0，K2)，稳定

条件为σ1＞1，σ2＜1；③两种话题稳定共存，平衡点为

P3( 1 - σ11 - σ1σ2
K1，

1 - σ21 - σ1σ2
K2)，稳定条件为σ1＜1，σ2＜1；

④两种话题不稳定共存，平衡点为P4(0，0)，具体结果

见表2。
3.3 与现有衍生话题模型对比分析

现有衍生话题模型研究多是基于 SEIR模型进

行改进，依据衍生话题的传播特点考虑免疫者转化

为传播者或未知者，而很少将原始话题与衍生话题

传播者区分为两类人群。为了体现本文研究的先进

性，将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图 4)与仅考虑一种传播者

模型(图7)进行比较，利用Matlab进行仿真模拟，参考

陈福集等[14]的研究，设置参数α1=0.8，α2=0.2，μ=0.7，
β=0.3，γ=0.3，θ=0.1，μ1=0.4，μ2=0.3，γ1=0.3，γ2=0.2。

图7 现有衍生话题传播模型

表2 模型平衡点稳定性

平衡点

P1(K1，0)
P2(0，K2)

P3( 1 - σ11 - σ1σ2
K1，

1 -σ21 - σ1σ2
K2)

P4(0，0)

稳定条件

σ1＜1，σ2＞1
σ1＞1，σ2＜1
σ1＜1，σ2＜1

不稳定

稳定结果

话题1得胜

话题2得胜

两种话题稳定共存

两种话题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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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展示了两种模型下各人群密度比例变化，

图 8(a)表示现有衍生话题传播模型各人群密度变化

趋势，从中可以看出，传播者人数上升至峰值后开始

下降，免疫者人数不断上升。图8(b)表示将传播者划

分为原始话题和衍生话题传播者时各人群密度变化

趋势，从中可以看出，在传播过程中，先是原始话题

传播者人数达到高峰，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话题传

播者人数逐渐下降，而衍生话题传播者人数开始上

升，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免疫者人数不断上升。由

图8可知，将传播者划分为原始话题传播者和衍生话

题传播者，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不同话题传播者密

度变化趋势，更加符合微博话题随时间变化的衍生

特性，从而帮助政府等有关部门对衍生话题传播进

行精准干预。

4 微博舆情衍生话题案例分析

4.1 微博舆情衍生话题案例选取

微博社交平台中舆情信息众多，关于道德及教

育安全的事件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造成快速扩

散。2020年5月30日，“广州方圆实验小学老师体罚

学生至吐血”事件快速引起媒体、公众人物的关注及

转发，引起较大的影响。且该事件在传播过程中衍

生出多个话题，舆论发展随着话题扩散存在较大反

转，对当地教育部门、公安部门及媒体公众的形象都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网民的从众发言也有警醒作

用。因此，选择该案例进行分析不仅符合模型描述

假设，也可为微博舆情衍生话题现象的处理带来一

定的理论参考。

案例描述：2020年5月30日6点43分，账号名为

＠小岛里的大海发布一条有关“女儿患有哮喘，但被

老师体罚致吐血抢救”的微博，反映广州市方圆实验

小学一名教师涉嫌体罚学生。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

于当天发布《声明》，成立专项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

调查。5月31日01点44分，广州白云警方发布通报

称网传相关信息为发帖人故意编造的谎言。事后官

方证实，该舆情初始话题为发布者雇买网络推手扩

散形成，而广州白云山公安局发布调查声明时，网民

对该舆情的负面情绪并未下降且引起新话题传播，

当舆情传播范围下降后，官方发布声明证实该舆情

为谣言，舆情再次得到关注和扩散。

在此舆情传播过程中，微博平台出现了该案例

引起的多个衍生话题，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且内容

差别较大的话题进行研究，话题1为“广州一小学体

罚哮喘儿童至吐血抢救”，话题2为“广州市教育局回

应小学教师涉嫌体罚学生”，话题3为“警方通报教师

涉嫌体罚学生为家长造谣”。其中话题2在话题1发
展期时开始，话题 3在话题 1、2进入消亡期之后开

始。使用“八爪鱼采集器”对该舆情事件三个热搜话

题分别进行采集，采集时间设置为：2020年5月30日
0点—5月 31日 24时，采集数据2850条，包括三个热

搜阅读数、讨论数、每个用户发布内容、点赞数、转发数、

图8 不同衍生话题传播模型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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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数、发布时间等信息。其中“知微事见”平台发布

该事件传播中参与话题人数的变化趋势如图9所示。

图9 舆情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人数变化趋势

4.2 舆情传播过程的案例仿真

微博作为当前国内舆情主要发生和讨论的平

台，网民可在平台上浏览不同用户发布的信息，根据

刘志明等 [20]研究可知，微博网络与初始无标度网络

相似，因此利用Netlogo构建无标度网络。节点初始

化为1100，网络结构示意图如图10所示，主体 turtles
表示该舆情事件中六类不同状态网民：S(未知者)、E
(潜在传播者)、Ia(话题1传播者)、Ib(话题2传播者)、Ic
(话题3传播者)、R(免疫者)。

图10 构建初始无标度网络界面

在建立好的无标度网络中构建舆情传播规则，

参考马宁等[9]的参数设置计算依据、“知微事见”中的

数据，并结合案例本身特殊性，模型中各参数取值根

据其含义设置如下：由于该案例初始传播时存在网络

推手，初始化舆情话题1传播者 Ia为30；考虑网络推

手和网民对该事件的激化和同情心理，设置未知者转

化为潜在传播者和免疫者的比率α1、α2分别为0.9、0.1；
潜在传播者转化为话题1传播者和免疫者的比率μ1、

β分别为0.9、0.1；话题1传播者的免疫率，r1为0.05。在

话题1传播者比例达到20％时，官方发布声明后话题

2开始传播，潜在传播者转化为话题1传播者比率μ1

为 0.07，话题 1免疫率 r1增加至 0.3，潜在传播者和免

疫者转化为话题 2传播者比率μ2、θ为 0.2，话题 2免
疫率 r2为0.2，官方辟谣声明发布后话题3开始传播。

根据以上设置，模拟六种人群变化如图11所示，

从中可知，在0-ts之间，话题1(“体罚儿童”)开始传播

时，网络推手扩散了信息传播范围，吸引大量网民加

入传播，话题传播速度加快，未知者人群极速下降，

其他人群数量开始增多，舆情在短时间内达到较大

规模。当地政府发布调查声明后，话题2(“教育局回

应”)开始传播和扩散，两种话题存在较长时间的共

同传播，且下降趋势缓慢，在 ts时刻舆情传播缩小至

一定范围。而 ts之后，官方发布辟谣声明，话题 3
(“警方辟谣”)得到传播和扩散，同时话题2传播者人

数也有所上升，但舆情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得到下降，

免疫者人群不断增多，舆情危机消失。

图11 模拟舆情传播过程中不同群体人数变化

该舆情传播者人数(所有话题传播者)变化如图12
所示，从中可知，该舆情传播人数比例较大，在官方

发布调查声明后引起网民对舆情的不断讨论，该期

间内传播峰值较高，传播人数下降缓慢，舆情传播持

续时间久，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当辟

谣声明发布后再次引起舆情的传播，但传播峰值有

所减少，下降速度较快。且图12中传播者趋势与图9

图12 模拟舆情总传播人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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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真实数据传播趋势相同，从而验证了本文构建的

微博舆情衍生话题传播模型的有效性。

4.3 原始话题和衍生话题的竞争仿真

根据“八爪鱼采集器”采集该舆情事件的三个热

搜话题的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参考王治莹等 [12]

的参数设置，本文设置话题 1(“体罚儿童”)传播者和

话题 2(“教育局回应”)传播者初始值分别为 600和

50，话题1和话题2的竞争系数分别为0.4和2。设置

话题 2和话题 3(“警方辟谣”)竞争时初始值分别为

400和 50，竞争系数分别为 2和 0.1。使用Matlab软

件进行仿真可得话题之间进行竞争的传播趋势，两

种竞争结果如图13所示。

从图13(a)可知，舆情话题1传播者和话题2传播

者之间的竞争较弱，话题1迅速上升后与话题2在较

长时间内同时传播，促进了网民话题的讨论，扩大了

舆情传播规模。从图 13(b)可知，话题 3的竞争系数

较大，促进网民迅速转化为话题 3传播者，话题 3的
产生虽然也引起了较大规模的舆情传播，但舆情在

较短时间内得以控制。

5 微博舆情衍生话题传播应对策略

随着微博、微信、论坛等平台的发展，网民对舆

情事件的讨论使舆情话题不断增多，国内许多“群体

事件”的重大舆论影响都始于微博，加上微博主推的

“微博热搜话题”功能，舆情可在短时间内爆发，并不

断产生新话题，不同话题之间也存在竞争使舆情下

降缓慢，具有虚假信息的衍生话题的传播会使网民

陷入舆论争端，引起网民的悲愤情绪，扰乱社会秩

序，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对相关当事人造成极大

的心理冲击，且有可能导致突发事件的爆发。通过

对微博衍生话题传播模型的研究，并根据实例分析

提出在微博舆情衍生话题危机治理过程中可从以下

方面入手：

(1)加强异常用户检测

当前，网络推手对舆论、新闻进行操纵的现象已

经十分普遍 [21]，其以故意操纵新闻和舆论达到谋利

的目的，传播虚假信息，在网络媒体上霸占话语权，

煽动网民传播虚假信息，不断破坏着网络舆论各方

面的真实性，妨碍网络舆论的正常秩序。如本案例

中学生家长为了提高所编造谣言的阅读量，仅花费

760元雇佣网络推手便实现了 5.4亿假信息阅读量，

可见网络推手造就的舆情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

此，国家相关机构、各级政府部门应联合制定舆论检

测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或开展综合治理行动，在遇到

舆论危机时及时检测是否有异常用户的存在，采取

法律手段坚决打击操纵网络舆情、网络违法信息传

播等非法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建设积极健康

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

(2)提高媒体、意见领袖和网民素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进入人人触媒的社交媒

体时代后[22]，网络信息传播中存在不同主体，媒体首

先在平台上散发舆情信息，快速引起网民的注意从

而引起舆情扩散，而意见领袖以较高影响力引导舆

论走势，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更加频繁深入，媒体、

意见领袖和网民三方主体在推进舆论、扩大影响方

图13 不同话题竞争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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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本案例中在初始虚假信

息扩散时，不少微博领袖、媒体在未判断信息真伪时

便进行了转发，引起大比例网民跟风转发，扩大了舆

论影响。因此，建设积极健康的信息传播环境的根

本途径在于培养媒体、意见领袖及网民的综合素养，

形成“不信谣、不传谣”的批判意识，提升自我管理，

政府应与各社交平台合作加强公民的媒介素质教

育，定时定期开展知识科普、防范谣言等违法行为的

培训。

(3)及时关注衍生话题及网民情绪

舆情事件引起大规模扩散后形成舆论，伴随着

事件的进展和舆论走向不断产生新的衍生话题，且

极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在舆情事件发生时，政府

及事件当事人应积极采取措施增加传播者转化为免

疫者的比率，减少网民对舆情新话题关注度，对于一

些网民比较敏感的舆情话题，如社会型、安全型等与

网民利益密切相关或情感传递较容易的舆情，政府

应加强舆情的监测和预防，做到对事件的公开化、透

明化。同时，减少网民对舆情话题的讨论，舆情话题

数量越多政府越不易管控，在舆情爆发时，政府应及

时对舆情事件进行调查并做出详细描述，同时要注

意网民情绪，与微博媒体和意见领袖合作发声，提高

政府的公信力。如本案例中官方察觉到舆情时仅发

布了调查声明，对网民情绪并未留意，造成网民对官

方调查的不信任，负面情感并未下降且增加了舆情

的话题讨论，导致舆情传播规模增大。

6 结语

在“互联网+”背景下，舆情事件引起多个衍生话

题传播现象，对于舆情事件处理及网络舆论环境具

有较大影响，对衍生话题采取积极有效的控制和引

导是十分关键的。本文以微博舆情衍生话题为研究

对象，分别构建微博舆情单一话题传播和多话题传

播模型，建立微分方程对其传播阈值进行求解，同

时，利用“八爪鱼采集器”对真实案例进行数据采集，

运用Netlogo软件对改进的SEIR模型进行仿真模拟，

并运用Matlab软件基于Lotka-Volterra竞争模型进行

模拟。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基于衍生话题传播现象

构建了衍生话题传播模型和不同话题竞争传播模

型，并利用数学理论推导出具有衍生话题的模型其

传播阈值低于单一话题的传播阈值，且人们对新话

题的兴趣越大传播阈值越低，说明衍生话题扩大了

舆情传播规模和影响。实践贡献在于利用真实案例

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舆情衍生话题传播模型的可行

性，以及舆情不同话题之间存在竞争现象。

本文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模拟仿真节点数较少，

与真实微博网络结构仍有一定差距，同时衍生话题

传播时会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

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https://pan.baidu.com/s/16XtrL4lLsfB-MEWqSba-lg提取

码：9h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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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icroblog Public Opinion Derived Topic Communication
based on Improved SEIR Model

Wang Xiaoli Zhang Jing Zhao Laijun Xia Zhijie

Abstract：In the new media era, the dissemination of microblog public opinion derived topic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law of this kind of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scholars. Based on the improved SEIR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model, conside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mmune
people into new topic communicators under the attraction of new topics and the competi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topic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icroblog public opinion derived topic communication model, calculates the
communication threshold through differential equation for analysis, and uses Lotka-Volterra competi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competitive evolution of different topics. Based on the real case, the model is simulated by using NetLogo
and MATLAB softwar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microblog public opinion derived topic communication
model are verified through specific ca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tuation that immunized people start to spread
new topics again expands the scale and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re is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topics
of the same public opinion, and its competition increases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Finally, it provides
some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communication of microblog
public opinion derived topics.

Key words：Microblog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Derivative topic;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NetLogo simulation; Lotka-Volterra competi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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