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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F-IDF算法
在微博热搜话题发现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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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目的与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信息交互与传

播迅速且敏捷，网络中重要的信息常淹没在

海量数据中发现热点话题、追踪热点话题演

变以及预测话题的发展倾向，为有需求的用

户及时提供有效网络舆情信息、舆情监控和

竞争情报具有很大意义。



经典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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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层面来看，管理部门要制定科技政策、集中优势去发展新兴领域

从微观层面来看，科研工作者依然需把

握时代的脉搏，发现有潜力、有价值的

研究领域，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有效果

的科研工作。

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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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挖掘

方法

科学计量

分析方法

二、研究话题发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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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挖掘方法是指：一部分的研究借助于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对科技文献和专利文献中的话题、关键词或受控

词进行深度挖掘分析，从而成功实现对话题发现的研究。

二、研究话题发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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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计量分析方法是最为常用的方法，即利用以

科技文献元数据的分析与挖掘为基础的方法，主要

包括各种引用关系网络、共现关系网络的分析方法。

二、研究话题发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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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新闻话题发现研究

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全面地了解网络热点事件，也有助于相

关部门积极开展对应工作，对于舆情监控、个性化推荐等

具有重要意义。

三、话题发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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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LSA的舆情事件子话题发现模型

成功实现了从海量网络舆情事件中提取到有效的事件种类，所

生成的话题标签有着高度准确性，更精准的概括事件内容。

通过一系列的统计分析方法，话题标签可以轻松发掘事件的共

同点，及时反馈出此话题热度的变化趋势。

三、话题发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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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研究者将新闻话题发现和情感极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以真实的在线网络新闻为研究对象，通过一系列算法和改进，该方

法可以及时的了解到在线新闻用户对热点新闻话题所持态度和立场，有

助于相关部门对于问题的及时解决，并做出相应的回应和疏导，积极避

免负能量、错误观点的传播，为维护社会法治安定做出贡献。

三、话题发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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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话题识别
与跟踪的

概念产生

1997年

•开始了对
于这一问
题的初步

研究。

2016年

•提出了一
种对文本
进行隐含
主题提取
的话题发

现方法。

2021年

•改进了
WMD算
法和传统
SP算法。

四、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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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具

备新闻语

料特性的

描述模型；

(2)针对时

序性新闻

报道的检

测与跟踪

策略；

(3)机器学

习与自然

语言处理

技术的有

效融合；

(4)跟踪与

检测模型

的自适应

学习与更

新策略；

(5)新闻语

料特有的

特征提取

与信息挖

掘技术。

TDT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将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五、未来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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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来发展展望

在如今的背景下，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交话题发现所带来的多语适用性

不足和低内聚、低效率。

第一点是为了解决多语适用性不足所带来的问题，多语语义串自动发现上

下文信息的计算模型的使用于改进是关键；

第二点是为解决丰富长短文本特征抽取的有效性和处理效率的问题，多语

语义关键特征抽取是关键；

第三点是为解决低内聚、低效率的热点话题发现问题，基于关键特征的TOP 

N热点话题发现和归类算法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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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了解微博圈的动态，有必要对海量的微博信息进

行组织和分析，提出有效的算法从这些信息中对话题行

提取，并以简洁的形式提供给用户。

五、未来发展展望



前沿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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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现状

卡内基-梅隆大学采用向量空间模型，在时间窗口内，利用组平均聚类的方法

先把报道聚成小类，再利用最近邻聚类将小类与已有的信息合并。

实验证明，这种按照时序进行组内优先聚类的方法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把

时间相近的报道以更大的优先级聚到一起。

实验发现，组平均聚类更适合于“突发性的事件”，而最近邻聚类适合“持

续性事件”，把两者混合起来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前沿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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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现状

与之相似的是IBM公司所采用的两层聚类方法，当时间窗口增大时，系统

的效果提高得比较明显。

马萨诸塞大学采用了两种模型：向量空间模型和语言模型。

实验发现,采用K最近邻聚类，K取1时效果是最好的。

前沿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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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现状

与此同时,Dragon系统公司和TNO大学都采用的是语言模型。

其中,TNO大学在最近邻聚类中引人了聚类结果调整的策略

即当一个时间窗口内的报道处理完毕时，重新比较每一-篇文档和已有

的类，把文档调整到最相近的类中，并且如果一个类在一段时间内不发生

变化，这个类就固定不动了。

实验表明，结果调整的策略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效果。

前沿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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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研究现状仍然以传统基于统计策略的信息检索、

信息过滤、分类和聚类等技术为主，忽视了新闻语料

本身具备的特点

当前的研究趋势是将多种方法进行融合，并嵌入新

闻语料特性实现话题的识别与追踪

当前研究不足

前沿进展



模型Demo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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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o演示

利用爬虫爬取了5天内的微博
其中每一条包括了：
是否原创、微博id、微博内容、微
博位置、发布时间、点赞、评论、
转发数量以及发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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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o演示

爬取微博id并且进行数据去重
得出了微博id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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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o演示

利用Spyder爬取数据，
将config_follow作为参数，
根据list_0，输入cookies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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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o演示

设置了从哪天开始到哪天的爬取
用csv和txt的格式导出
防止因为数据量较大，
微博发现异样而禁止爬取，
控制速度在6-8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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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o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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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o演示

计算生成话题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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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o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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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o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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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o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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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Demo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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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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