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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致力于建设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完善公共舆情应对机制的大背景下，聚焦于如何提高舆情信息传播的真实可

信性、现实可行性和引导可控性，基于信息鉴伪和情感计算，研究立体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共演机制与导控策略。具体工作：一

是通过信息鉴伪，精准清理和过滤虚假信息，去伪存真，确保所使用的舆情传播数据更为真实和可信，提高研究的实证基础；二

是通过情感计算，充分理解情感因素在舆情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将情感纳入传播模型，系统分析情感对舆情传播的影响机

理，确保对舆情传播的规律解读更加符合现实和可行，增进研究的理论深度；三是采用立体网络耦合的传播模型结构，考虑多重

网络环境因素和传播条件，更全面还原传播场景，以共演机制和导控策略为主线，确保舆情信息传播更加科学引导和可控，提升

研究的示范价值。通过模拟仿真分析和拟合实证分析，验证共演机制和多元导控策略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效果和效能，为决策

者舆情治理与导控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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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stablishing the comprehensive network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response mechanism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in this paper how to improve the 

truthfulness and credibility, the feasibility of reality and the controllability of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ere focused on. The co-evolution mechanism and control strategy of 

stereoscopic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ere researched based on information 

authentication and affective computing. Firstly, through information authentication, false information was 

accurately cleaned up and filtered, and falsehoods were eliminated to ensure that the data used for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was more authentic and credible, improving the empirical basis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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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 through affective computing, the role of emotional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was fully understood, emotion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issemination model,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s on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o 

ensure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of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was more realistic and feasible, 

enhancing the theoretical depth of the research. Thirdly, a stereoscopic network-coupled dissemination 

model structure was adopted, multiple network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conditions of dissemination 

were considered, the dissemination scenario was restored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co-evolution 

mechanism and control strategy were focused on to ensure that the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as more scientifically guided and controllable, enhancing the demonstrative value of the 

research. Through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fitting empirical analysis,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co-execution mechanism and multiple control strategies i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were 

verified, and the scientific basis was provided for policy makers in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and control.

Key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pinion mining; modeling prediction; 

transmission dynamics

1 引言

当前，网络舆情传播面临着信息碎片化、虚假信息

泛滥以及舆情事件快速蔓延等挑战，严重威胁社会的稳

定和公共秩序。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可采用共演机制

和导控策略。共演机制能深度挖掘舆情事件的内在规

律和趋势，帮助预测和抑制舆情的不良发展；导控策略

能够引导舆情走向，化解危机，保障社会稳定。共演机

制和导控策略的实施对改善舆情传播至关重要，为应对

网络舆情挑战提供了关键性的解决方案和策略路径。

随着网络的不断复杂化，信息传播已不局限于单一

平台或渠道，而涉及多种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传统媒

体及其他通信渠道，构建了立体、多维度的信息传播结

构。这种立体网络架构增加了信息传播的路径复杂性

和舆情传播的不确定性和难度。因此，需要加强共演机

制和导控策略的应用，理清信息传播的复杂关系，有效

控制舆情的发展趋势，更好地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和稳定。

虚假信息在舆情传播中的危害不容忽视。高仿账

号作为虚假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2024年2月23日

人民网三评“高仿账号”系列文章特别强调了其对社会

稳定和舆情秩序的严重影响。其存在破坏了信息的真

实性和公正性，扰乱了舆情传播的正常秩序，使得公众

难以获得准确、全面的信息。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对网络

空间秩序和公众权益的严重侵害，还直接影响了公众的

判断和决策，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必须高

度警惕虚假信息在舆情传播中的危害，公众也应提高警

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轻易相信未经核实的信息，共

同维护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在当前立体网络环境下，理解和应对网络舆情传

播问题尤为重要。通过情感计算，能更准确捕捉舆情

事件中群众的情绪和态度，为舆情导控提供精准指

导，加强了对舆情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应对能力。因

此，情感计算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为应对

网络舆情挑战提供了重要支持。

当前网络舆情治理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首要问题

之一是社交平台上存在大量虚假信息，另一个问题是以

往的舆情传播研究往往忽略了信息携带的情感对于传

播过程的影响。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一个

基于信息鉴伪和情感计算的立体网络舆情传播动力学

模型。不仅引入了信息鉴伪和情感计算技术，更将其应

用于立体网络环境中，以应对多渠道传播所带来的复杂

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共演机制和导控策略，以理清

信息传播的复杂关系，有效控制舆情的发展趋势，维护

网络空间的秩序和稳定。因此，信息鉴伪、情感计算、共

演与导控策略的有机结合为应对复杂的立体网络舆情

信息传播挑战提供了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和策略路径。

基于以上背景，从复杂网络传播动力系统视角研

究网络舆情多要素传播的共演机制及多元导控策略，

重点分析立体网络中舆情信息传播主体演变特征、虚

假信息和情感因素对传播主体的影响，探讨舆情导控

的合适时机和最佳策略。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2.1 舆情导控策略、仿真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和应对，不仅对创造一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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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有序的公众上网环境，塑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社会

价值取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对维护整个社会的

和谐稳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媒体引导措施的仿真主要集中在强化消息传播

和制造话题分歧。楚永杰[1]基于传播规律从舆情引导

时间节点、引导内容和引导平台的选择三个方面提出

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杨红叶[2]建立SHIAIBOR正反

观点竞争传播模型,研究网络暴力事件中两种不同观

点的传播机制,同时考虑网民观点转化率、社交媒体影

响引导对公众观点演化的影响。

政府治理仿真以治理强度、治理时机和治理节点

的影响分析为主。张静[3]在考虑政府干预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情况加入意见领袖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

将舆情传播者划分为支持者、中立者和反对者三类，

构建多主体干预下的三分意见群体网络舆情传播模

型。黄少安[4]运用四方演化博弈分析,研究政府采购

舆情各方在舆情发展过程中的策略演化过程。

多元导控、协同治理策略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引起关

注。李雪[5]研究意见领袖在舆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就

医药企业、网民、政府等关键三方建立博弈模型，根据其

在博弈中策略选择而获得的收益与损失，生成收益矩阵，

构建复制动态方程。孙钦莹[6]基于信息生态视角,通过

分析信息、信息人和信息环境三要素,将舆情系统划分为

事件、网民、媒体和政府子系统,构建信息供需、情绪态势

双重失衡环境下的系统动力学舆情演化模型,并利用

Vensim PLE软件进行模拟仿真。

舆情导控策略及仿真研究发展脉络如图1所示。

舆情导控策略及仿真的现有研究在技术上普遍

存在对网络复杂性和异质性的简化，对实际决策和行

为理解不足的问题。

图 1 舆情导控策略及仿真研究发展脉络

2.2 传播机制设置、演进类型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当今舆情传播领域主流趋势在于结合网络理论

和传播动力学方法，传播机制对总结舆情传播规律、

治理舆情传播起到导向作用。

事件本身的属性对舆情传播有一定影响，信息的模

糊度、时效性和多样性等方面是研究者考虑的重点，信

息的重要性和模糊性对个体的信息认知加工产生影响，

事件本身的破坏力和曝光时间对舆情传播有重要影响。

张毅君[16]等考虑到风险信息的记忆性、时效性、社会加

强性。Wieland[17]在模型中结合信息的时效性。

个体的感性认知是产生舆情的情感因素，个体特

征主要包括关注程度、讨论度、讨论扩散程度、质疑程

度、对立程度、教育水平、心理特征和个人兴趣。个体

之间的情感交互行为对舆情传播速度有一定影响。

Huo[18]考虑到个体免疫和个体失去兴趣的机制。

传播机制设置及演进类型研究发展脉络如图 2

所示。

网络舆情研究应具有多种视角，目前研究集中于

特定领域的机制研究。舆情事件演化的机制具有交

互性、复杂性、时序性、过程性等特征，若不考虑舆情

信息传播过程多机制的协同和共演效应将无法全面

准确揭示信息传播规律。

2.3 传播模型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信息在网络中的扩散过程和疾病在人群中的传

播过程具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网络传播规律的思

路之一就是根据生物数学领域中的传染病动力学理

论，构建符合社交网络的新的传播规则和模型。在线

社交网络上的许多行为如点赞、转发等与传染病的传

播有一些相似之处。因此，研究网络传播规律的另一

条思路是引入情绪为参考量来研究个体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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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加权网络就是将信息级联分层的同时引入用

户情感作为权重。如果信息体现的积极情绪很多，用

户就更愿意转发。田世海[46]考虑了正面情绪的净化

作用,建立了情绪演变模型研究舆情传播态势。任怡

燃[47]以情感为主线、构建了情感从个体向群体流动的

情感感知—共鸣—聚集模型。Gu[48]考虑个体情绪来

研究未经证实的信息与流行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

知情-知情-不知情-易感-感染-易感（UAU-SIS）模型。

舆情传播动力学研究发展脉络如图3所示。

现有研究虽然考虑了情感因素对传播模型的影

响，但是没有精准计算情感对舆情传播每一步的影响

大小，得出的结论不够具体。

图 3 舆情传播动力学研究发展脉络

2.4 立体网络传播动力学分析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舆情在社交平台之间存在转发和共享等广泛的

散播互动，“溢散”效果更加明显，舆情传播控制要反

映不同社交平台的独特信息传播模式，也要考虑平台

间的互动传播过程[61]。基于舆情传播规律的立体网

络建模主要体现在构建立体网络描述社会舆论和信

息传播等。

数据筛选层的主要目的是在多层网络中去除虚

假信息，以提高信息的质量和可信度。李丹丹[62]等构

建了由线上社交网络和线下物理接触网络构成的双

层社会网络模型，通过理论分析计算出稳态时的舆情

传播者比例。

情感传播层聚焦于分析情感传播的影响因素、情

感对信息传播的作用。冯兰萍[63]基于社会影响理论，

分析政府干预和主流情绪引导对群体情绪转移的影

响，提出一种基于政府干预－主流情绪的突发事件网

络舆情群体情绪演化模型。唐露[64]基于系统动力学

理论进行反转网络舆情情绪演化分析，从情绪层面分

析影响反转网络舆情演化的具体因素。

图 2 传播机制设置及演进类型研究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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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网络传播动力学研究发展脉络如图4所示。

虽然立体网络模型现有研究在理论上可以很好

地模拟现实中的信息传播过程，但在实际应用中缺少

数据筛选层的信息鉴伪和情感传播层的情感计算。

因此，通过跨学科合作，引入信息鉴伪和情感计算，可

以更好地理解立体网络中的信息传播机制，并为模型

的建立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

图 4 立体网络传播动力学研究发展脉络

2.5 现有研究评述

对于立体网络舆情信息传播共演机制与导控策

略的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舆情导控策略、网络结构和

传播机制。

第一、已有的舆情导控措施更多集中在舆情爆发

后的干预，但及时预警和导控同样关键。随着网络舆

情对社会影响的日益显著，关于如何提高响应速度和

预警准确率领域的研究受重视程度也有所增加。

第二、基于数据驱动的现实拟合是舆情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方向，目前舆情传播动力学的分析仍多依赖

于仿真分析，其初始参数多由人为设定，基于多源异

构的真实数据利用神经网络进行初始参数逼近和设

定的研究非常有限。

第三、已有的信息传播模型研究多聚焦于模型或

规律的某一方面的改进，未充分考虑到立体网络中多

元因素的共演机制对舆情事件演化的驱动作用。因

此，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真实节点的状态和传播因素

之间的共演机制，以此来完善现有的舆情事件传播

模型。

第四、社交媒体是公众了解和参与社会事件的重

要途径，贴合现实的立体舆情信息传播网络的模型构

建应该是数据驱动的，数据的可靠性对信息传播规范

至关重要。信息鉴伪技术在立体网络舆情传播中的

研究和应用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第五、在已有的舆情信息传播研究中，情感计算

主要聚焦于公众情感态度的监测和分析，取得了一定

成果。但情感计算作为共演机制的一部分在深入研

究立体网络舆情传播的应用上仍面临挑战，需进一步

探索和完善。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将基于信息鉴伪和情感计

算，立足于立体网络，通过深入分析不同因素在舆情

信息传播的作用和共演机制，揭示舆情事件演化的驱

动力。同时，通过真实数据的拟合来验证和改进网络

结构，综合考虑导控策略的多元化，为网络舆情的精

准引导和监管提供政策建议。

3 立体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研究框架

在立体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研究框架下，基于信

息鉴伪和情感计算的方法，探讨政府、媒体、平台和网

民等多要素之间的共演机制和导控策略对网络舆情

传播的影响。具体包括：

（1）以提高舆情信息传播真实可信性为目标，开

发和应用高效的信息鉴伪技术和方法，精准识别和处

理舆情信息中的虚假内容，提高网络舆情传播中信息

鉴伪的效率和准确性。

（2）以提高舆情信息传播的现实可行性为目标，

深入探究情感因素在舆情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揭

示情感对舆情传播的影响方式和程度，提出适用于舆

情传播的情感计算模型和方法，将情感因素纳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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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立体网络，优化舆情传播策略，提高舆情引导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以提高舆情信息传播的引导可控性为目标，构

建一个综合考虑情感因素、网络环境因素、传播条件因

素等多重因素的立体网络模型，更全面、真实地还原舆

情信息传播场景。通过模型仿真分析和真实数据拟合，

揭示舆情信息传播的内在规律和机制，探索舆情传播的

共演机制和导控策略，为舆情引导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立体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共演机制与导控策略

研究思路图如图5所示。

图 5  立体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共演机制与导控策略研究思路图

共分为 5 个模块，各模块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

关系。

第一个模块为数据准备，包括数据信息鉴伪处理

和情感计算两个部分，首先通过信息鉴伪得到更加真

实的数据，然后通过情感计算得到更加符合现实的数

据，为后续模型构建提供数据基础。

第二个模块为理论分析及模型的构建，将网络舆

情传播要素与情感计算技术相结合。通过使用复杂

网络理论和系统动力学，构建一个立体耦合的舆情动

力学模型，整合从大数据中提取的情绪指标，以捕获

信息的情感质量及其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方式。模

型专注于分析网络用户的情绪反应及其对舆论趋势

的影响，同时确保模型的稳定性，以支持准确的舆情

分析和预测。

第三个模块为模型的仿真研究，主要从理论模型

角度分析各个传播要素对舆情的传播过程造成的

影响。

第四个模块为模型的实证研究，在前三个模块的

基础上，结合实际数据对相关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在

确保模型的有效性基础上，进一步对舆情传播的各环

节进行分析，得出舆情传播相关特征以及舆情治理的

相关结论。

第五个模块为政策建议，基于模块二、模块三和

模块四的仿真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网络舆情风险路

径的发现时间，媒体引导和政府导控不同阶段的政策

建议等。

3.1 数据信息鉴伪处理与情感计算分析 

（1）数据的信息鉴伪、去伪

虚假信息的发布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真

实用户发布的虚假信息，另一种是由操纵的社交机器

人账号冒充人类发布虚假信息。针对这两种情况，信

息检测需要考虑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发布者的身份。

在这个二分类属性的问题中，可以采用社区发现算法

进行检测和区分，将信息分为真实和虚假两类。

1）社区发现用于虚假信息检测

社区检测是虚假信息检测的重要方法之一，尤其

在社交网络和其他图结构数据中更为有效。其基本

思想是网络中的社区通常代表具有共同特征或交互

模式的节点组，检测这些社区内的异常或不一致有助

于识别虚假信息或恶意行为者。其中的难点在于如

何从社区结构中识别出虚假信息，因为虚假信息可能

会与真实信息混杂在同一个社区中，这需要综合考虑

社区内部的特征和交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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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发现算法中，有几种方法可供选择，例如社

群检测算法、社区标签算法以及基于社交网络的假新闻

检测框架等。这些算法的挑战在于如何充分利用社交

网络的结构和用户行为信息，识别出潜在的虚假信息传

播者或社区，以及确定他们与真实信息传播者的差异。

如图6所示，社交网络中不同社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由此可以推断出以虚假信息形成的网络对真实话题

网络、用户网络等形成了很强的影响。

图 6 社区网络影响力示意图

社群检测算法通过分析网络结构，识别出具有相

似交互模式的用户群体，从而更好地理解虚假信息是

如何在社交网络中传播的。同时，社区标签算法可以

根据假新闻分类器的输出结果将社区分为良性或恶

意社群，以评估社区在分享准确或虚假信息方面的可

信度。此外，一些新框架如 SAFER (socially aware 

fake news detection framework）则结合了图神经网络

等技术，考虑了传播内容的性质和用户的社交网络，

提高了假新闻检测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利用社区发现算法进行虚假信息检测

的关键在于充分挖掘社交网络结构和用户行为信息，

从而有效识别出虚假信息传播者或社区，并与真实信

息进行区分，以应对虚假信息传播的挑战。

2）社交机器人账号检测

针对社交网络中存在的机器人账户，其复杂性和

欺骗性行为给检测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需要深入分析

机器人账户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特征和行为过程，以

加强特征提取和应用，从而提高对社交机器人账户的

检测精准性。

如图 7所示，针对社交机器人账号的检测过程可

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对节点进行编码，包括微博文本、账户信息、

账户活动、传播特征等，同时根据用户之间的关注关

系绘制有向图。其次利用定义的图卷积等深度学习

模型运算，聚合本节点及邻接节点的特征，并进行迭

代处理。然后利用更新后的节点特征判断待检测用

户是否为机器人。最后对筛选出的机器人账户进行

进一步分析，判断其为无害机器人、广告机器人或僵

尸机器人。

近年来在线社交网络中的社交机器人的复杂性

不断进化，社交机器人模拟越来越接近人类行为，基

于交互权重特征对于社交机器人进行检测的方法无

法完全满足现今的检测需求。文本特征、账户信息、

账户活动、传播特征等多特征结合的特征标签并使用

图神经网络、Transformers等深度学习模型进行检测，

是当今社交机器人检测研究的方向。对比已经开展

的实验，图 7中所示的研究方法对已有方法进行改进

并有如下几个优势：①从账户多方面挖掘和提取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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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除文本特征外，交互关系等图数据特征的加入

是近年来研究方向的重点。②使用图神经网络、

Transformers 等深度学习模型进行检测，可以充分利

用数据的多种特征性，提高检测的准确率。③对复杂

数据中社交机器人账户的关系图网络进行扩展和深

入挖掘，揭示当前社交网络中社交机器人的行为传播

规律，确定活跃度高且影响力大的社交机器人账户，

并对它们重点监测。

图 7 社交机器人检测

（2）情感计算

在情感计算领域，虽然基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的方法在处理情感分析任务上表现出色，但由于它们

对大规模标注数据的需求以及在新领域中的泛化能

力限制，这些方法在某些情境下并非最佳选择。对于

一些场景，尤其是在资源有限、标注数据难以获取的

情况下，选择采用基于情感词典的方法。相对于机器

学习和深度学习，基于词典的方法更为直观，省去了

大量训练数据的需求，具有无监督、快速的优势。

基于词典的情感计算方法主要集中在构建情感

词典和进行情感分析两个方面。构建情感词典时，我

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包含正面和负面情感词汇的词典，

以覆盖各种情感表达。而在情感分析阶段，通过对待

分析文本中出现的情感词进行统计和计算，我们能够

推断出文本所蕴含的情感倾向以及情感的强度。

总体而言，本模块主要通过采用基于情感词典的

方法来进行文本情感分析。尽管这种方法具有快捷

无监督的优势，但其准确性受到词典质量的制约。通

常情况下，现有中文通用词典手动构建，存在无法自

动发现新词和情感歧义的问题，特别是在跨领域应用

时，现有词典质量还有待提高。因此，本模块进一步

探索一种基于语义规则的领域自适应中文情感词典

自动构建算法，实现对通用领域中文词典的自动扩

充，以更好地适应不同领域的情感表达，提高情感计

算的准确性和适用性。

接下来，将这些情感信息融入到传播动力学模型

中，将情感视为信息传播中的重要节点。具体而言，

我们考虑了情感对信息扩散、用户互动和网络结构的

影响。通过深入研究情感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定位情感在信息传播网络中的角

色，并识别其对网络动态的重要贡献。这一研究框架

不仅为舆情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提供

了实证分析方法，为舆情治理决策提供了更为全面和

可操作的指导。通过这些深入的情感计算步骤，揭示

信息传播中情感的复杂动态，为网络舆情管理提供更

智能、精准的科学支持。

本模块通过进行数据信息鉴伪处理和情感计算，

为后续模型构建提供真实可信和现实可行的数据基

础，是本研究基本的数据准备部分。

3.2 立体耦合网络舆情多主体共演传播理论框架 

（1）立体耦合网络的构建

对于网络舆情的立体网络，主要设置数据层、信

息鉴伪层、情感计算层、社交网络层、媒体层及政府层

六层，如图8所示。

数据层是网络的基础，涉及到多源数据的采集与

融合。使用自动化工具从社交平台（如抖音和微博）

获取并标准化各种格式的数据，确保一致性和可交互

性；数据预处理包括去噪、格式统一、缺失值处理和质

量评估，确保数据准确可用。

49



第 6 期信息传播研究

信息鉴伪层在数据层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鉴伪

和去伪方面的创新性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鉴别与过滤

虚假信息、谣言和非真实数据。采用社群检测算法用

于虚假信息的检测以及结合特征信息和深度学习用

于机器人账号的检测。这一创新性步骤不但增强了

数据的真实性，同时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

一个更为清净的数据环境来分析舆情动态。

情感计算层对网络构建极为关键，主要利用情感词

典方法，无需大量标注数据且适合资源有限场景，快速

分析文本情感。为适应各领域，开发一种自动构建情感

词典的语义规则算法，增强词典的质量和覆盖范围。这

一层所提供的情感分析结果是信息传播模型的核心部

分，帮助深入理解情感对信息传播的影响。

社交网络层内含有多个社交平台，例如微博、抖

音，它们之间的内容分享障碍正在减少，用户可以在

不同平台之间进行单向或双向信息传播，形成各平台

间的耦合关系。例如，抖音用户构成抖音层的节点，

通过有向边展示他们之间的关注和交互模式；而微博

层则通过有向边展示用户间的关注，示意舆论流向。

媒体引导层由不同的媒体机构组成，它们通过无

向边反映合作，负责塑造和引导舆论。

政府控制层由政府机构构成，通过有向边表示其管

理作用，与媒体协同影响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和政策宣

传。这种立体结构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分析社交媒体中

的信息传播模式和它们受到的媒体与政府影响。

（2）传播节点细粒度表征与共演机制动力学模型构建

本文设立多个网络节点，综合信息属性机制和个

体差异性机制，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一种基于

立体耦合网络的传播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网络舆

情传播中群体的多样性特征，并将传播群体细分为信

息接受者、犹豫者、传播者、对抗者、停止者和控制者

等角色，形成反映不同状态的网络节点。该模型将结

合模糊度、时效性、多样性和吸引力等信息属性机制

和教育水平、心理状态、观点情绪与行为特征、网络地

位等个体差异性机制，并考虑立体网络的层级结构及

其耦合关系进行构建。

本模块提出了立体耦合网络舆情多主体共演传

播理论框架，此框架在构建立体耦合网络的基础上，

分析传播节点细粒度表征，实现共演机制动力学模型

构建，确保准确的舆情分析和预测，为后续共演机制

和导控策略的仿真分析和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是

本研究的核心架构。

3.3 同质网络和异质网络共演机制与导控策略仿真分析

本模块关注于通过仿真分析深入探讨同质网络

和异质网络中的共演机制以及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仿真实验包含两个核心部分：首先，在没有干预的情

况下，集中研究在自然环境下网络中舆论是如何传播

的规律性；其次，在模拟的控制环境中，研究不同变量

如何影响网络中公众舆论传播的机制。

（1）网络节点演化规律的数值仿真

在本模块中，首先定义了同质网络和异质网络的

具体特征。同质网络假设所有节点的连接模式和流

行信息的传播几率是一致的，而异质网络中节点的特

性和连结关系各异。根据设定的网络拓扑结构和初

始参数条件，利用数值仿真方法模拟多情境下节点的

演化趋势。研究内容集中在分析单一或多条信息在

网络中的传播路径、速度、覆盖范围，以及不同属性人

群的接受、犹豫、传播、对立和停止等状态的变迁过

程。此外，网络中的临界值如何影响传播达到饱和的

阈值以及群体状态的什么样的改变趋势会出现，都在

仿真分析中得到体现。

（2）多要素传播机制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阶段进一步涉及分析包括个体的社会文化背

景、心理状态、行为特质在内的人群特点，以及信息属

性如真实性、紧急度、复杂度等对信息传播过程的具

体影响。仿真测试中将结合各种社会网络分析算法

以及节点重要性分析，来评估意见领袖和关键传播节

图 8 网络舆情立体耦合网络

50



2024年 宋金宝，等：基于信息鉴伪和情感计算的立体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共演机制与导控策略研究

点在舆情形态构建中的作用。模拟过程重点研究的

是，在不引入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舆情如何自然

发展，以及在引入政府监管等导控措施时，舆情传播

动态会有怎样的变化。

（3）导控策略的仿真分析

通过细致的参数化仿真实验，深入剖析外部控制

因素（如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在信息管理和群众引

导上的多重路径和机制。特别关注于政府的监管强

度、公信力，以及媒体在引导公众意见时的时机选择、

引导力度和自身的影响力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设定

一系列导控措施的初始参数，从而全面探索这些变量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重点研究不同导控参数

的变化，尤其是情感因素的变化如何影响传播者和抵

抗者群体的密度，从而揭示信息扩散的规模、速度和

时间维度。此外，对比分析在同质性和异质性网络环

境中的信息传播规律，以及各种导控策略在不同网络

结构中的差异性效果。通过这些综合分析，旨在为理

解和优化信息管控策略提供更深入、多维的视角。

本模块在立体耦合网络舆情多主体共演传播理

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仿真研究，从理论模型角度分析

各个传播要素对舆情的传播过程造成的影响，为后续

网络舆情传播实证分析提供仿真基础，是本研究的仿

真验证部分。

3.4 数据驱动的网络舆情传播实证分析

基于经过信息鉴伪与情感计算得到的真实数据，针

对舆情数据库驱动网络舆情传播进行实证分析至关重要。

（1）舆情事件的规律识别 

 在舆情事件的规律识别研究中，对典型舆情信息数

据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以揭示其内在规律和趋势，主

要采用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和统计建模等方法。

（2）舆情态势演化综合研判 

在完成相关参数的精准估计后进行舆情动力学

模型的数据拟合分析，以评估模型的有效性。首先通

过将估计得到的参数和时间全序数据导入舆情动力

学模型，进行数据拟合，以验证模型对真实舆情事件

的还原程度。其次进行敏感性分析，对模型中的各个

影响因素进行深入评估。最后基于真实数据拟合结

果进行实证分析，并与仿真实验结果进行比对和交叉

验证，全面评估舆情动力学模型的性能。

本模块在前三个模块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数据对

相关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在确保模型的有效性基础

上，进一步对舆情传播的各环节进行分析，得出舆情

传播相关特征、规律以及舆情导控、治理的相关结论，

为后续导控舆情策略提供数据驱动的实证支撑和科

学依据，是本研究的模型实证部分。

3.5 媒体、政府与多元导控舆情策略 

本模块根据风险路径发现时间，提出完整导控策

略。由仿真结果多维度、多视角了解网络舆情的影响

因素、传播过程和阶段特征。对事件属性、节点特征、

网络结构、媒体和政府的导控路径、导控时间、导控强

度、导控速度、政府公信力、媒体影响力等不同机制的

影响提出完整的导控策略。

（1）媒体引导与舆情控制策略

首先，进行多维度仿真分析，利用仿真模型，多维

度、多视角观察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因素和阶段特

征，特别关注不同节点曲线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趋

势。其次，对速率和拐点时间分析，对各节点曲线随

参数变化的速率、到达峰值或拐点的时间进行详细分

析，识别网络舆情的发展阶段及其关键时间节点。最

后，分阶段选择引导策略，根据仿真结果，结合舆情传

播的不同阶段，制定媒体引导策略。

（2）政府治理舆情控制策略

通过深入分析舆情传播的多种机制，包括社交网

络结构、信息传播途径、用户行为等，确定影响最为显

著的关键路径。通过节点度、紧密度等指标揭示关键

节点和网络密度，跟踪信息传播路径和进行情感分

析，识别关键信息传播路径用户行为分析，考查用户

活动模式和关系，理解用户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对

政府公信力与影响力进行综合考量，结合政府公信力

和媒体影响力等因素，综合权衡各种机制对导控的影

响，以确定最有效的导控路径。根据不同舆情传播的

时间特征，制定因地制宜的导控时间表。

（3）多元导控、协同治理舆情控制策略

首先，建立政府、媒体和公众的信息共享平台，实

现跨层级的信息共享，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和透明

度，实现实时数据共享，使各方能够共同分析和理解

舆情态势，提前制定协同治理策略。其次，制定统一

的信息标准，建设虚假信息数据库，汇总并分类不实

信息，形成可追溯的数据库，媒体、政府和公众共同参

与虚假信息的打击，采用技术手段追溯虚假信息的源

头，协同制定打击措施。最后，建立政府主导的危机

指挥中心，集成媒体和公众参与，实时响应网络舆情，

协同制定应对方案，定期进行模拟演练，检验多元导

控策略的实时性和有效性，不断优化应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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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块基于模块二、模块三和模块四的仿真和实

证分析结果，提出网络舆情风险路径的发现时间，媒

体引导和政府导控不同阶段的政策建议等，是本文的

策略生成部分。

4 结论

本文聚焦于提高舆情信息传播的真实可信性、现

实可行性和引导可控性。

一是提高舆情信息传播的真实可信性。关键在于

对虚假信息的识别与过滤。随着虚假信息的传播日益

猖獗，其对社会的影响日益严重，对信息传播方式和机

制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通过信息鉴伪，精准清理和过

滤虚假信息，去伪存真，确保所使用的舆情传播数据更

为真实和可信，为决策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更为清净

的数据环境来分析舆情动态，提高研究的实证基础。

二是提高舆情信息传播的现实可行性。人们的

态度和情绪状态直接影响着信息的传播和接受，因

此，情感计算在舆情传播中的应用是一大关键问题。

通过情感计算，充分理解情感因素在舆情传播过程中

的作用机制，将情感纳入传播模型，系统分析情感对

舆情传播的影响机理，确保对舆情传播的规律解读更

加符合现实和可行，增进研究的理论深度。

三是提高舆情信息传播的引导可控性。多重网

络环境因素对舆情传播的影响也是关键问题之一，传

统的传播模型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因此，采用立体

网络耦合的传播模型结构，考虑多重网络环境因素，

更全面还原传播场景，以共演机制和导控策略为主

线，确保舆情信息传播更加科学引导和可控，提升研

究的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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