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７８ ／ ｊ．ｃｎｋｉ．ｊｎｕｉｓｔ．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５

钱胜胜１ 　 张天柱１ 　 徐常胜１

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的研究与展望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媒体网站．用户可
以非常方便地在这些网站上分享想法、
图片、帖子和从事其他相关活动．当一个
流行事件发生时，它可以在不同社会媒
体网站中快速地进行传播，同时产生大
量的多媒体数据．因此，研究多媒体社会
事件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能够让人们及
时地了解社会事件随时间演变的发展趋
势．本文对近年来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
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并针对多媒体
社会事件表示、多媒体社会事件检测和
跟踪、多媒体社会事件动态演变和多媒
体社会事件主题观点分析这 ４ 个具体任
务进行了详细总结．随后，对多媒体社会
事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最后，对多
媒体社会事件分析方面未来可能的研究
课题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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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社会事件是发生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的特定行为，它由许多随

时间发生的子事件组成．热点社会事件分析是伴随互联网发展起来的

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网络的盛行，它不仅能减少人们浏览庞大的互

联网信息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协助人们在浩瀚的网络数据中快速、
准确地了解所关注的社会事件，而且能够为国家宏观把握、监控网络

舆论走势提供技术支撑．如图 １ 所示，如果能在地图上可视化整个事

件随时间发展的演变过程，用户更易于理解整个事件的发展趋势，不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看海量的事件数据．因此，对社会事件的分析

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技术以社会多媒体事件为研

究对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现有的社会事件多媒体数据，实现发

现子事件、梳理事件的发展脉络、实时监控事件的演变动态、挖掘不

同平台的事件观点等．在当今时代，互联网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早已

在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同时也

是社会媒体事件的传播器和放大器，互联网中的社会热点事件更容

易受到公民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在此影响下，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的

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 Ｇｏｏｇｌｅ 统计，在 ２０１４ 年全球网站数量就突破 １０ 亿大关，到

２０１６ 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已经超过 ３０ 亿．在国内，据《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道，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７．１０
亿，网民每天平均上网时间接近 ３．８ ｈ．另外，随着移动设备和移动互

联网的普及，促使新型社交媒体网站呈现爆发式增长，诸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Ｆｌｉｃｋｒ、ＹｏｕＴｕｂｅ、Ｇｏｏｇｌｅ Ｎｅｗｓ 等新型社交网络平台往往拥有大量的用

户基础，通过这些媒体平台，用户能够方便地发表评论、分享经验和

获取新闻资讯．因此，当一个社会流行事件发生时，在社交网络上每个

人都是事件的传播者和评论者，社会热点事件会在大量网络用户的

交互参与下迅速发酵，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多媒体数据．如图 １ 所示，
２０１１ 年的“英国暴乱”这一事件在爆发之后短短 ４ ｄ 时间，在网络上

迅速演化、蔓延，在互联网中产生了大量相关的多媒体数据．
然而，由于社会多媒体数据主要来自互联网中不同的社交网络

平台，数据呈现出跨平台 （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例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Ｆｌｉｃｋｒ 和 ＹｏｕＴｕｂｅ）、多模态（例如文本、图像和音频）、大规模、噪声大

等特点．对于这 ４ 大特点，传统社会事件分析在检测精度和监控效率



　 　 　 　

图 １　 “英国暴乱”事件蔓延趋势

Ｆｉｇ １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Ｒｉｏｔｓ”

方面面临更高的要求和挑战．社会事件数据的复杂

性主要体现在如下 ４ 个方面：
１） 社会事件数据具有跨平台特性

社会媒体数据的跨平台特性也称数据多源性，
是指同一社会事件对应的多媒体数据会分布在不同

的社交媒体平台中，需要分别获取不同社交媒体平

台中的媒体数据进而分析社会事件．当前社交媒体

网站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不同社交媒体网站可能

会在内容上提供类似的事件信息，在形式上呈现出

差异化表示．例如 Ｇｏｏｇｌｅ Ｎｅｗｓ 和 Ｆｌｉｃｋｒ．这些相关的

数据有不同的视角，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Ｎｅｗｓ 上的信息是官方

的，在 Ｆｌｉｃｋｒ 上的是信息是非官方的，其中有个人的

评论和有趣的照片．对于同一社会事件，由于这些不

同平台是从不同角度表现数据的，所以简单地对某

一个平台的数据进行单独的分析处理很难全面分析

相应的社会事件．如微博是当前流行的社交媒体平

台，其主要特点是用户群体对新闻热点进行即时评

论和转发，一般是用户简短的观点；博客的博文更偏

向于日记的形式，用户通过较多的篇幅详细介绍一

个主题．由此可知，不同平台的数据有所侧重，各有

特点，可以利用跨平台数据的不同视角互补从而更

全面准确地描述社会事件，因此，跨平台社会事件的

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不同平台的数据结构

和描述重点不同，使得跨平台社会事件分析面临重

大挑战，如何设计通用的跨平台社会事件分析方法

变得更加重要．
２） 社会事件数据具有多模态特性

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文本通常是网络中的数

据的主要表现形式，伴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微博

等社交媒体平台的蓬勃兴起，社会事件往往会产生

大量网络媒体数据，包括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多

媒体数据模态．如“美国总统竞选”事件，在竞选期

间，ＣＮＮ 新闻、推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媒体平台上不仅会

发布和分享很多关于总统竞选的文本信息（如演讲

词、新闻评论等），而且会上传大量图片、视频等数据

（如反对者游行图像、辩论视频等）．图片、视频等数

据模态能生动直观地使用户明白事件的概况，帮助

用户了解事件，文本信息能让用户更加详细深刻地

研究事件的细节内容．对于同一个社会事件，尽管不

同的用户在媒体平台上表述的文本内容可能不同，
但是其平台上的视觉信息可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
因此，虽然不同模态的数据的表现力有所差别，但是

这些多模态信息可以相互补充，能够帮助用户全方

位、深层次理解事件．但是，由于网络环境十分复杂，
社会媒体数据多模态化的同时也造成传统的文本分

析技术不适用于现阶段的社会事件分析任务．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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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数据，如何对文本数据以外的其他数据特征

进行合理表示、如何有效建立 ２ 种模态的语义关联、
如何设计统一的多模态模型等，都是目前急需解决

的技术难题．
３） 社会事件数据具有大规模特性

在移动互联网和 Ｗｅｂ ２．０ 发展的浪潮下，社交

媒体网站蓬勃发展，互联网用户的数量急剧增加，导
致社会媒体数据呈现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特性．据
统计，２０１６ 年 Ｔｗｉｔｔｅｒ 月活跃用户 ３．１０ 亿，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月活跃用户达到 １６．５ 亿．在中国，２０１６ 年腾讯 Ｗｅ⁃
Ｃｈａｔ 第二季度月活跃用户达 ８．０６ 亿，ＱＱ 月活跃用

户也超过 ８ 亿，而且这些数字还在呈增长的趋势．社
交媒体网站具有大量的用户群体，用户成为媒体数

据的产生者和传播者，用户产生的数据成为媒体主

流势必使社会媒体数据的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另
外，智能手机、监控摄像头等智能设备是数据的主要

来源，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在微博、 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社交网

络中分享和传播信息，而监控摄像头则更是无时无

刻不在制造视频数据．由上述描述可知，大规模数据

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事件分析技术和大数据

处理技术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大规模的数

据分析非常有用，对某条公路长期监控录像分析，可
以获得汽车流量和某一时段路况等信息，为公民出

行提供道路建议．对“美国总统选举”事件，可以根据

Ｔｗｉｔｔｅｒ 数据或新闻媒体数据等统计分析，分析候选

人支持率从而推断获胜概率等．大规模数据信息给

社会事件分析带来很大的好处，同时也面临诸多严

峻的挑战．
４） 社会事件数据具有噪声大、信息冗余的特性

社交网络平台中的数据大多是基于用户分享

的，而由于用户本身产生的数据往往有结构不规则、
信息不完整、描述偏向口语化、评论趋于感情化等因

素，其产生的数据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噪声．例如，对
于“朴槿惠亲信门”和“美国总统选举”事件，网友产

生的文本信息可能只是“支持、反对、发起抗议”等

没有辨识力的短语或短句，用户上传的图片信息也

可能包含很多图像表情等，不能描述事件的特点．另
外，网络数据普遍存在重复、冗余的特点，当用户浏

览互联网数据的时候，可能只是倾向于了解最近发

生了什么事、某事最近的发展情况等，然而噪声干扰

搜索引擎只能返回大量相关数据，显示的信息重复

而且冗余．又如，在监控视频中，有价值的数据可能

仅有几秒，但由于传感技术的限制，必须要同时存储

和处理大量的噪声．结果是，用户必须反复地来回切

换，以便完全理解事件的主题．通常情况下，用户浏

览这些庞大的文件是非常耗时的，几乎不可能捕捉

到整个事件的演化过程．除此之外，由于互联网环境

复杂，数据噪声可能会含有大量虚假内容，这不仅增

加社会事件分析的难度还会降低分析精度．所以，互
联网中的社会媒体数据噪声大、信息冗余的特性，成
为社会事件分析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事件数据来自不同的网站，
具有多跨平台、多模态、大规模、噪声大等特点，所以

基于社会事件的分析研究非常具有挑战性．如何对

上述社会媒体数据特点进行处理，研究社会事件分

析方法、设计有效的社会事件分析模型成为未来社

会事件分析研究的关键问题．基于社会媒体数据的

研究也从未间断，自 １９９６ 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

署提出话题检测与跟踪项目 （ Ｔｏｐ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ＤＴ）以来，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技术逐渐

成为多媒体领域内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受到国内外

学者的关注．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在 ＤＡＲＰＡ 的支持下，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ＮＩＳＴ）每年都要举办专

门 ＴＤＴ 国际会议，进行相应的系统评测．虽然国内学

者对相关工作的开展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并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本文总结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

领域已有的技术，尽可能全面地分析已存在的方法

的优缺点．本文重点介绍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领域

中典型的研究方向：多媒体社会事件表示、多媒体社

会事件检测、多媒体社会事件跟踪与演变分析、多媒

体社会事件主题观点挖掘，从这 ４ 个方向入手总结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在多媒体社会事件领域的主要研

究进展，分析国内外主要机构的研究特色和差距，并
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１　 研究现状

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研究顺应移动互联网和社

交媒体网站快速发展的趋势，可用于社会热点事件

分析、社会舆情分析和预测等领域，并涉及到自然语

言处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等多个研究

领域的知识．本章将主要介绍社会事件分析中的多

媒体社会事件表示、多媒体社会事件检测与跟踪、多
媒体社会事件动态演变分析和多媒体社会事件主题

观点分析 ４ 个方面．

１ １　 多媒体社会事件表示

多媒体社会事件表示是指利用社会事件对应的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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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数据信息获取具有良好判别力的社会事件表

示，从而进一步执行其他相关社会事件分析任务．多
媒体社会事件研究强调社会事件的载体是互联网多

媒体数据，多媒体数据包括文本、图像、视频等多模

态信息．传统的社会事件表示主要是基于文本进行

研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多模态数据的普及，基于

图像等其他模态的社会事件分析技术逐渐被提出，
基于多模态信息的社会事件分析越来越流行并且受

到研究者的重视．
１） 文本特征表示

文本特征表示是将文档内容转换为计算机可识

别的信息，因为必须将其转化成一个简洁的、统一

的、能够被学习算法和分类器识别的结构化形式，从
而应用到其他文本处理中．目前最常用的文本表示

方法是将文本表示为向量的形式．词袋模型（Ｂａｇ⁃ｏｆ⁃
Ｗｏｒｄｓ，ＢｏＷ） ［１］ 是最常用文本表示方法之一，但是

ＢｏＷ 模型只包含了单词在词典中的索引和词频信

息，而忽略了文本的其他信息，实质上造成了文本语

义信息的缺失，文本的表示向量一般为字典长度，造
成向量维度灾难．词袋模型很长一段时间是文本表

示应用的主要方法，在传统词袋模型的基础上，有 ２
个主要研究问题：一个是特征选择问题，另一个是计

算特征权重问题．常见的特征选择方法有：特征频

率、互信息、期望交叉熵等，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特

征频率［２］，这是一种基于统计的方法，把度量值小于

给定阈值的特征过滤掉，大于给定阈值的特征认为

是有效特征．以上方法是基于文本的向量表示方法，
文献［３］提出了一种基于图的文本表示方法，这个方

法首先根据自己所定义的特征把文档转化为特征文

本，然后在特征文本上构图，并且定义了计算图之间

相似度的度量公式，这样就可以通过计算图的相似

度计算出文档的相似度，这种方法弥补了上述方法

的不足，考虑了文本特征之间的有序关系，但是由于

构建图的过程中涉及到过多的参数，其实验效果远

不如向量空间模型好．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对文本表示的研究

逐渐向基于语义的文本表示方法转移，从原来的特

征选择转变为语义特征学习研究［４⁃６］ ．语义特征学习

的方法获得的文本特征表示可以认为是文本的深层

表示．这种方法弥补了词袋模型和向量空间模型的

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文本的语义信息．主题模

型 ＬＳＩ（Ｌａｔ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４］、 ＰＬＳＩ（Ｐｒｏｂａｂｉ⁃
ｌｉｓｔｉｃ Ｌａｔ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 ［５］、 ＬＤＡ （ 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６］ 等模型，通过无监督的学习，
从文本中提取语义信息，也就是平时所说的“主题

（Ｔｏｐｉｃ）”．其中，ＬＤＡ 模型将每一篇文档表示为一系

列主题组成的概率分布，把每一个主题表示为一系

列单词所组成的概率分布．这个模型能够识别大规

模文档集中潜在的语义信息． ＬＤＡ 模型凭借其在文

本表示中表现出的优良性能，吸引了很多研究者对

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量的改

进算法．文献［７］在 ＬＤＡ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有监督的隐含狄利克雷分布模型，利用文档语料库

中的监督信息优化学习过程，从而获得更好的文本

表示．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发展的日益成熟，深度学

习［８⁃９］在文本表示领域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词向量

（ｗｏｒ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是深度学习用于文本表示的核心

技术，也是深度学习应用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ＮＬＰ） 中的关键技术之一． Ｗｏｒ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是由

Ｈｉｎｔｏｎ［１０］提出的一种词向量表示方法，区别于 ｏｎｅ⁃
ｈｏｔ 表示方法［１１］，把文本中的每一个单词对应向量

中 的 每 一 维， 易 造 成 维 数 灾 难 的 情 况， ｗｏｒ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将每个词映射为一个低维的实数向量，所
有这些向量构成词的向量空间，每个词可以看作是

向量空间中的一个点，这样，语义相似的词在向量空

间中的距离就会更近． Ｍｉｋｏｌｏｖ 等［１２］ 提出的 Ｓｋｉｐ⁃
ｇｒａｍ 模型是一种对文本集进行快速训练获得 ｗｏｒ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的模型，该模型主要思想是用当前词来预

测其上下文，具有良好的时间性能．随着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１２］

工具的提出，研究者开始越来越重视词嵌入模型的

探索［１３⁃１４］ ．循环神经网络（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由 Ｅｌｍａｎ 等［１５］在 １９９０ 年首次提出．该模型的核心是

通过循环方式逐个输入文本中的各个词，并维护一

个隐藏层，保留所有的上文信息．但是循环神经网络

的语义都会偏向文本中靠后的词．因此，循环神经网

络很少直接用来表示整个文本的语义，由于其能有

效表示上下文信息，因此被广泛用于序列标注任务．
２） 图像特征表示

图片是除文本以外的最常见的社会媒体数据的

表现形式，传统的图像表示方法是采用类似于文本

表示的词袋模型（ＢｏＷ） ［１，１６］，其主要步骤为：提取局

部特征、构建词典、特征编码、特征池化．虽然传统词

袋模型（ＢｏＷ）常被用于图片检索领域，但是其忽略

了以下问题：首先，图像局部特征不同于文本中的单

词能够表示一个独立的语义单元信息，其次，在图像

词袋模型中，大部分方法为了提高编码效率，都采用

２０６
钱胜胜，等．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的研究与展望．

ＱＩＡＮ Ｓｈ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 均值聚类方法对局部特征描述子进行聚类从而得

到词典［１７⁃１８］，进而将图片表示为这些视觉单词的特

征向量，这使得大部分局部特征描述子丢失了其判

别性．其聚类中心是由出现最多的局部特征描述子

决定的，而不一定是包含图片最多的图片内容信息

的描述子．由于上述基于图像词袋模型的特征表示

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也有其他研究人员提出其他

图像编码方法．文献［１８］提出一种新的非参数朴素

贝 叶 斯 最 邻 近 （ Ｎａｉｖｅ⁃Ｂａｙｅｓ 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ＮＢＮＮ）编码方法，克服了 ＢｏＷ 中局部特征描述子判

别性差的缺点，使局部特征描述子不需要进行编码

量化，但是这种方法在执行效率方面并不尽如人意．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发展的日益成熟，深度学习在

图像特征表示领域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基于

监督学习的深层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分类中取得的

重大突破［１９］，此后更多的深层神经网络相继被提

出［２０⁃２３］，这些深层次的网络结构都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３） 多模态特征表示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中不仅存在大量的文本

数据，而且存在大量的其他类型的数据．图片、视频

等数据中往往富含大量的信息，并对文本信息有一

定的补充作用，然而，传统的基于单模态的特征表示

方法忽略了事件的多模态属性．如何充分利用社会

媒体多模态信息已成为社会事件分析的研究热点问

题之一．本部分主要探讨近年来不同模态数据结合

表示的相关方法．早期的多模态数据表示常采用相

关性分析方法［２４⁃２７］，如典型相关性分析（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ＣＡ） ［２４］ ．典型相关分析是研究

２ 组变量之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这
种方法利用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反映 ２ 组指标之

间的整体相关性．典型相关性分析方法没有考虑变

量组内部的诸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考虑变量之间

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文献［２５］用典型相关性分析

方法把文本和图像映射到同一特征空间，然后对图

像提取语义特征表示．这种方法把文本和图片 ２ 种

模态之间的相关性以及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获得的

语义特征表示结合起来．文献［２８］使用典型相关性

分析方法提取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其数据集包含

标注的图像． 除此之外， 文献 ［ ２６］ 把多核学习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ＫＬ）应用在多模态数据

表示中，对文本和图片标注信息分别建立核函数，通
过结合不同的核函数达到特征融合的目的．文献

［２９］通过学习视觉特征和听觉特征之间的关联性作

为互补信息，并用于对图像⁃音频数据集进行聚类分

析．近年来，基于主题模型的多模态特征融合方法受

到更多研究者的注意．文献［３０］提出 Ｃｏｒｒ⁃ＬＤＡ 模

型，捕捉图片及其注释在主题上的关系．文献［３１⁃
３３］提出一种多模态隐含狄利克雷模型（ｍｍ⁃ＬＤＡ），
同样也使用主题模型对文本和图片进行建模．上述 ２
种方法都是在主题空间上对文本和视觉 ２ 种模态进

行特征表示，２ 种方法都是假设文本和图片 ２ 种模态

的主题是一一对应的．文献［３２］研究了图像和视频

的注释 ２ 种模态，考虑了不同主题之间的关系．文献

［３４］针对社会事件数据的跨平台多模态特性，提出

非参贝叶斯的协同学习框架，通过采用共享域先验

和共享模态先验的方式，实现跨平台多模态事件数

据的语义层次关联．类似的，文献［３１］还提出多模态

概率模型挖掘用户的主题信息，通过对用户的文本

注释信息和用户上传的图像信息进行建模，并将该

多模态主题模型用于协同推荐和个性化图像搜索

中．文献［３５］提出对多媒体文档中的文本和图像内

容同时建模，分析多模态的语义主题关联，并应用于

跨媒体检索问题．文献［３６］认为，社会多媒体数据类

型不限于模态多样，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媒体数据，比
如社会链接、地理信息等．文献［３７］提出利用社会媒

体的属性信息如标签、空间和时间等特征构建融合

的事件特征表示，并解决缺省属性值的问题，最终通

过分类性能验证了提出的特征表示的有效性．最近，
基于 ｗｏｒ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的多模态数据表示成为新的研

究方向．基于主题模型和 ｗｏｒｄ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思想的混合

模型被提出［３８⁃３９］ ．近年来，深度学习也被用于多模态

特征表示学习中［４０⁃４１］，主要思想就是用不同模态的

数据同时训练多层自编码器（ ａｕｔｏｅｎｃｏｄｅｒｓ）或者受

限玻尔兹曼机（ＲＢＭ），从而得到共享的特征表示来

对不同模态数据进行统一表示．

１ ２　 多媒体社会事件检测与跟踪

多媒体社会事件检测与跟踪是指利用事件多媒

体数据进行分析，进而实现发现新事件、检测不同种

类的事件以及跟踪各个子事件等任务．社会事件检

测与跟踪起源于话题检测与跟踪（ Ｔｏｐ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ＤＴ） ［４２］，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在 ＤＡＲＰＡ
的支持下，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ＮＩＳＴ）每年都

要举办专门 ＴＤＴ 国际会议，进行相应的系统评测．话
题检测主要包括文本的分类任务和聚类任务，最早

的文本分类的思想是美国 ＩＢＭ 公司的 Ｌｕｈｎ 在 ２０ 世

３０６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９（６）：５９９⁃６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９（６）：５９９⁃６１２



纪 ５０ 年代所做的研究，到 １９６０ 年，Ｍａｒｏｎ［４３］ 最先提

出基于关键词的自动分类技术，Ｍａｒｏｎ 利用贝叶斯

公式自动对文本进行分类，在文本分类领域做出了

巨大贡献．之后提出的大量的分类算法可用于文本

分类，包括朴素贝叶斯方法［４４⁃４５］、决策树（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算法［４６］、 Ｋ⁃最邻近（ＫＮＮ）算法［４７］、支持向量

机（ＳＶＭ） ［４８］等．聚类方法是一种无监督的机器学习

问题，大致可把聚类算法分为层次聚类算法［４９］、划
分式聚类算法［５０］、基于密度和网格的聚类算法［５１］ ．
层次聚类算法使用数据的连接规则，通过一种层次

架构方式，反复将数据进行分裂和聚合．划分式聚类

算法需要余弦规定聚类数目，经过反复迭代，逐步降

低目标函数误差值，当目标函数收敛最终聚类完成．
除此之外，在聚类算法领域，文献［５２］早期做了很多

研究工作，分别从理论、算法和应用 ３ 个层次来讨论

聚类和分类技术，全面分析了聚类和分类算法的关

键技术，总结了在统计、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等领域

的聚类、分类算法．
传统事件检测基于上述基础分类算法和聚类算

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关功能，但是检测效果不尽

如人意．近年来，随着社会事件数据在互联网各个社

交媒体平台上的大量增长，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方

法［３７，５３⁃５８］对社会事件数据进行建模，以期达到更好

的检测效果．这些方法主要分为基于单模态分析和

多模态分析这两类．在单模态数据分析中，存在的方

法主要采用文本信息（比如，事件名字、事件时间、事
件位置、标题、标签和描述等）或者视觉信息（比如，
图像和视频） ［５５⁃５６］来建模社会事件．文献［５５］通过分

析和事件相关的 Ｔｗｉｔｔｅｒ 推文信息，对事件可视进行

研究分析．Ｍａｋｋｏｎｅｎ 等［５６］ 提取有效的语义特征，比
如名字、时间和位置等，然后学习了一个基于单个簇

分区的相似性度量．Ｂｅｃｋｅｒ 等［５７］ 利用和社会媒体数

据关联的丰富的上下文信息并且使用一个新颖的聚

类算法进行事件识别．清华大学的朱军等［５９］ 通过利

用 Ｍａｘ⁃ｍａｒｇｉｎ 的思想将 ＳＶＭ 分类器思想融合到传

统主题模型中，利用新的损失函数训练模型，大大提

高了主题模型在多标签分类任务的准确度．然而，这
些单模态的方法忽略了事件的多模态属性，不会好

于多模态的方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许多研究者提

出了多个不同特征相结合（比如，时间、标签、位置特

征、图像和视频等） 来进行社会事件数据的表

示［３７，５３⁃５４，５８］ ．文献［３７］探究事件媒体数据的不同特

征以及如何处理社会媒体数据中的缺失值．文献

［５８］计算事件文档的相似性，是基于单个不同的特

征，比如时间、标签和位置信息．文献［５３］通过使用

机器学习方法训练的模型和多个特征建模文档的相

似性，媒体文档被分类到相关的事件中．文献［５４］对
每类媒体事件构建了一个特征独特性度量的组合，
应用到事件识别框架．文献［６０］利用主题模型建模

多模态社会媒体数据，为处理大规模数据难以建模

的问题，将模型融合到一个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算法中，构建了

大数据集下的多媒体社会事件检测框架．
传统的话题跟踪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ＴＴ）主要包括基于知识和基于统计的 ２ 种研究方

向．前者的核心问题是分析报道内容之间的关联与

继承关系，通过特定的领域知识将相关报道串联成

一体．后者则根据特征的概率分布，采用统计策略裁

决报道与话题模型的相关性．基于社会媒体的社会

事件跟踪是社会事件分析领域传统且富有挑战性的

话题，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社会事件跟踪相关的研

究［６１⁃６３］ ．事件跟踪主要有 ２ 个挑战性的因素．首先，社
会媒体包含了大量的非结构化的多模态媒体数据，
它不同于传统的只有单一模态的数据，比如只有文

本数据．在不同的社会媒体平台，社会事件具有丰富

的多模态信息形式，比如文本、图片、视频．这些多模

态信息形式可以互相补充，能够更好地帮助用户理

解事件［６４⁃６５］ ．例如，对于同一个社会事件，尽管不同

的用户在媒体平台上表述的文本内容可能不同，但
是其平台上的视觉信息可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然
而，目前的一些工作可能都是集中研究某一种形态

比如文本或者图片［５６，６６］，而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多模

态数据进行社会事件的分析．其次，在社会事件的跟

踪过程中，各个媒体网站可能具有相似的事件报道，
比如“占领华尔街”、“美国总统选举”，它们都具有

相似的主题，类似“美国，政府，总统”．但是，由于很

多信息都是由用户产生的，所以有可能会存在一些

噪音．例如，评论和相应的图片可能表述的事件没有

关系．这些问题很可能导致在线的社会事件跟踪产

生模型漂移．所以设计一个多模态融合策略和避免

模型漂移问题的在线跟踪方法对于社会事件跟踪是

非常有必要的．
针对上述挑战，目前已有学者提出相应的解决

方案．有些方法采用视觉信息（例如图像和视频）或
文本信息（例如名称、时间参考、位置、标题、标签和

描述） ［５７，６６⁃６７］对事件进行检测并跟踪建模事件数据．
文献［６８］提出了一种新颖的主题检测算法，主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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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首先将传入的新闻分类成预定义的类别，然后

使用启发式的条件式主题来识别新的事件．文献

［５７］利用丰富的上下文相关的社交媒体数据，使用

聚类算法来识别事件．在社会事件分析中，很少有工

作聚焦于一个统一的方式来分析多模态数据．当前，
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中，社交媒体事件具有丰富

的多模态信息，例如文本、图像和视频，它们有助于

社会事件分析［６４⁃６５］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学者［６９］ 假设

社会媒体网络之间存在中间层主题空间，提出把社

会流媒体网络 Ｔｗｉｔｔｅｒ 的推文信息和视频分享网络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中的视频标签信息投影到共同主题空间中

进行数据关联和聚合．最近，多模态的社会事件分析

已经受到相当大的关注． Ｋｅｎｄｅｒ 等［７０］研究手动标注

的视觉概念（例如网站、人和对象）和文本主题标注

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利用图形切割技术对话题进行

聚类． Ｚｈａｉ 等［７１］提出了一种概念跟踪方法，通过相

关文本和关键帧匹配来连接不同电视频道的新闻报

道． Ｚｈａｎｇ 等［６３］提出了一种用于跨域多事件跟踪的

ＣＯ⁃ＰＭＨＴ 算法，它可以通过使用跨域知识来跟踪事

件，并随时间获取其摘要信息．

１ ３　 多媒体社会事件动态演变分析

多媒体社会事件动态演变分析是指根据已有的

事件多媒体数据训练相应的模型，从而对即将到来

的多媒体数据进行新事件的发现和与历史事件的关

联，并通过一定的可视化手段将事件时间节点上发

生的子事件进行可视化展示，从而达到方便用户了

解事件发展脉络、把握事件发展动态的目的．互联网

中含有大量的媒体数据，当人们浏览网页或是搜索

感兴趣的社会事件时，往往会得到一系列杂乱无序

的相关事件，不利于用户方便地理解社会事件．时序

性事件动态演变分析主要针对某个社会事件，方便

快捷地可视化出该事件的时序性主题相关信息，使
人们方便地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而达到事件时序

性动态演化分析的目标．时序性事件动态演化分析

的内容是，给定一个社会事件起始时间的数据信息，
首先要对后续的社会多媒体事件进行识别，判断该

事件的相关数据内容，并提取其主要的主题信息，从
而进一步将事件的时序性发展进行可视化．时序性

社会事件动态演变分析是社会事件分析的重要的研

究领域，与社会事件检测和社会事件跟踪密切相关．
许多基于主题模型的时序性主题演变方法被提出来

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文献［７２］考虑了时间动态上的

主题模型，获得每个时间片的主题分布；文献［７３］组

合传统 ＬＤＡ 和 ＳＬＤＡ 模型，提出一种跨时空的事件

发现方法，为事件动态演变分析提供基础．如何检测

大规模流文本的主题，并对主题的演变进行模拟，也
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文献［７４］提出一种在线

的主题模型，用于顺序分析文档集合中主题的时序

性演化，通过提出长时间和短时间等不同尺度的依

赖关系，学习鲁棒的时序性主题模型．文献［６８］提出

了连续时间动态主题模型（ｃＤＴＭ），利用时序观测文

本的稀疏性处理离散时间点的数据，但随着事件粒

度的增加，模型复杂性也迅速升高；文献［７５］利用主

题模型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随时间的演变过程，以
及消费者兴趣随时间的变化，其模型可以根据当前

数据和历史估计结果自适应地跟踪兴趣的趋势变

化；文献［６３］为应对高效地组织和监控多媒体社会

事件面临的挑战，提出一种跨域的多个事件跟踪模

型，利用不同域的多媒体数据协同合作提高事件的

跟踪性能．社会事件动态演化在实际场景中也有重

要的应用，如突发事件监控对维护社会安定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文献［７６］通过研究应急领域 Ｗｅｂ 数

据，着重解决突发事件不确定性对事件跟踪和演化

的影响；文献［７７］为应对海量时序性社会多媒体数

据中社会事件分析的难题，提出一种基于多模态主

题模型的社会事件跟踪和演变框架，不仅能有效捕

捉多模态社会事件主题，同时也能够获得社会事件

的演变趋势．
话题发现是事件演变分析的前提．文献［７８］使

用字典学习识别新兴主题，并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时序数据流

上进行实验；文献［７９］提出一种分组主题模型，改进

了传统主题模型主题发现能力．社会事件的发展是

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包括事件产生、发展和消亡，
其相关话题同样也有一定的生命周期［８０］ ．事件动态

演变分析首先需要对社会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主题进

行主题关联，但是由于不同时刻的事件主题变化可

能较大，需要对事件演变过程产生的数据进行聚类．
文献［８１］提出一种演变聚类方法，为保证邻近时刻

之间主题不会发生太大的偏差，将时间平滑度整合

到聚类算法中，从而使模型对短期噪声不敏感．文献

［８２］使用 ＤＰ 方法自动确定聚类的数目．文献［８３⁃
８４］将事件依赖性结合 ＤＰ 方法，用以建模相邻时间

的数据．文献［８５］通过在相邻时刻添加时间依赖关

系，发现不同时刻的事件演变模式，并在多重文本语

料库中进行实验． 文献 ［ ８０］ 采用分层狄利克雷

（ＨＤＰ）模型发掘事件内容的演变模式，并用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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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呈现实验结果． Ｗａｎｇ 等［８６］ 没有专注于事件的

发展演变，转而研究事件主题的消亡行为．文献［８７］
提出一种主题热度演化模型，引入基于内容和基于

连接的热度计算方法，最后通过热度演化模型预测

出新兴热点话题．
事件摘要是时序性事件演变可视化的基础工

作，多文档摘要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过载问题，在过

去几十年中备受关注．Ｇｏｎｇ 等［８８］ 提出了一个通用的

文本摘要方法，从原始文档中提取句子进行排序获

得摘要． Ｈａｇｈｉｇｈｉ 等［８９］提出了一个新颖的产生式概

率图模型用于多文档摘要的分析，利用一个层次

ＬＤＡ 模型来表示多个语义层次的主题．Ｚｈｏｕ 等［９０］提

出了一种 ２ 层摘要生成框架，来总结多个与灾难相

关的文档．Ｗａｎｇ 等［９１］提出了一种基于句子级语义的

多文档摘要分析框架，主要是利用对称非负矩阵分

解模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者对社会事件的跟踪

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９２］，通过结合事件抽取、时
序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抽取出主题事件中的关键

信息，并进行时序分析．

１ ４　 多媒体社会事件主题观点分析

多媒体社会事件主题观点分析是通过分析社会

事件多媒体数据，挖掘出不同组织或个人对热点社

会事件的观点，也是网络舆情分析的必需技术．观点

挖掘应用广泛，不止用于用户观点意见倾向分析，也
可用于其他观点分析、观点预测方向．主题观点挖掘

是多媒体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基

于产品评论的主题观点挖掘［９３］、跨不同的新闻媒体

的社会事件主题分析［３４，９４⁃９５］、政治争议性观点挖

掘［９６］和基于电影评论的主题观点挖掘［９７］ ．但是，传
统的观点挖掘方法在准确率和应用范围上仍然有很

大的不足．为提高观点分析的准确度，文献［９８］提出

统一的细粒度观点分析框架，在预测精度和召回率

上达到更好的性能．但是其研究观点挖掘主要针对

的是文本数据，无法适应社会多媒体数据的观点挖

掘任务．文献［９９］从实用性应用出发研究客户语音

情感和来电意图，通过对声音数据的分析挖掘其情

感类别．文献［１００］通过综合考虑社会事件多媒体数

据的多模态和多视角属性，通过多媒体数据多模态

属性互补的特点充分挖掘社会事件的主题，通过分

析不同视角的多媒体数据挖掘不同平台的观点差

异，分析结果有助于指导用户理解不同媒体的观点

倾向．
上面提出了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面临的多模态

问题，另外，社会事件的主题学习在多个新闻媒体中

也具有多视角属性．这是因为不同的新闻媒体对于

某个热事件可能有相似的报道，然而他们也在同一

主题中有些主题差异性．通常，来自不同媒体的报告

内容信息可以被分为 ２ 部分：来自所有数据集合（新
闻媒体）的共同主题（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ｐｉｃｓ）和来自每个集

合的特定主题（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ｏｐｉｃｓ）．现实场景

中事件观点也具有多视角属性．通过上述主题学习

的主题不仅包含描述主题的词，而且包含表达关于

主题观点的词．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不同集合中这

些学习得到的多模态主题自动识别其观点倾向并发

现不同集合中的多视角差异．因此，多视角主题观点

挖掘的目的是通过利用多个跨域数据集，联合学习

代表性的主题和对应的观点．我们以多个社交新闻

媒体的社会事件分析的主题观点挖掘为例，在政治

辩论、报纸和许多社交媒体网站（例如 ＹｏｕＴｕｂｅ、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Ｇｏｏｇｌｅ Ｎｅｗｓ）上有许多政治上有争议的社

会事件，这些事件有可能影响成千上万的人，例如

“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内战”和“阿富汗战争”．对
于这些事件，每个新闻媒体对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

仅有许多不同的方面，而且有自己的观点倾向，并且

在这些话题中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因此，联合主题观

点挖掘是很重要的，能够自动理解具有争议性的社

会热点事件的主题以及不同新闻媒体对这个事件的

观点倾向．而且，主题观点挖掘可以从社交新闻媒体

中大量的多个信息源发现集体和主观的信息，并且

挖掘结果可以用于许多应用，例如多视角检索［９６］、
观点挖掘和情 感 分 析［１０１］， 以 及 多 视 角 关 联 可

视化［１０２］ ．
如何在不同数据集合上进行多视角的主题观点

挖掘已经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基本上，主要有

２ 个主要的研究课题：
１）跨数据集合的细粒度主题分析，主要是通过

采用扩展的跨数据集合的主题模型来发现所有数据

集合中的共同主题，以及建模跨多个集合的相似性

和差异．例如，Ｐａｕｌ 等［１０３］ 提出了一种跨数据集合主

题挖掘算法来学习 ２ 个不同的主题分布：共同主题

和特定主题，并且应用于跨文化分析．
２）主题和观点的组合分析，主要是通过采用扩

展主题模型方法或其他隐变量模型，同时学习主题

和对应的意见．例如，文献［９７，１００⁃１０１］提出了一种

基于主题的舆论挖掘方法并应用于在线客户评论的

产品分析． Ｑｉｕ 等［９５］通过联合建模 ３ 个重要因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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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特定主题偏好、用户身份和用户交互，提出了一个

潜在主题模型，用于论坛帖子的观点挖掘．
这 ２ 个研究话题主要聚焦于文本领域中的主题

观点挖掘，通过利用一个隐变量模型来建模跨数据

集合的数据．
近年来，基于概率主题模型的主题观点挖掘成

为领域内研究的热点．在文献［９６］中，作者提出了一

个新颖的相互依赖的主题模型，能够从在线产品评

论中学习潜在的主题及其评分信息． 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
等［１０１］综合分析了一系列基于 ＬＤＡ 变形的主题模型

在观点挖掘方面的有效性．在社会事件分析中，也有

许多的观点挖掘的研究工作［９５，１０４］ ．在文献［９５］中，
通过联合建模 ３ 个重要因素：视点特定主题偏好、用
户身份和用户交互，作者提出了一个潜在变量模型

用于观点发现． Ｆａｎｇ 等［１０４］ 提出了一种多模态主题

观点挖掘模型，通过联合建模主题和观点来提取文

本和视觉 ２ 种模态之间语义的相关性以及主题和观

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Ｆａｎｇ 等［９６］提出了一种跨视

角的主题模型，他们将词汇表中词拆分成不同生成

过程的主题术语和观点术语．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等［１０５］ 提出了

一种多语言主题模型，从多语言非并行数据中同时

学习一组共同主题，并自动发现跨语言社区对这些

主题的观点差异，用于理解多视角的文化差异．近年

来基于社会多媒体事件的舆情分析吸引了很多学者

的注意，文献［１０６］通过研究网络突发事件舆情的发

展态势和规律，将舆情演变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扩
散、变换和衰减 ４ 个阶段，并分别对每个阶段的议题

展开研究．微博是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是监

控公众舆论的重要平台，文献［１０７］以微博数据为研

究对象，开发出一个基于神经网络的微博舆情趋势

预测系统．

２　 发展趋势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社交媒体的蓬勃

发展，互联网多媒体数据将迎来进一步的爆炸式增

长．智能手机和 ４Ｇ 网络为用户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

方便，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分享身边发生的事情，用
户从信息的获取者转变成了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

者．大数据背景下的多媒体数据成为互联网信息的

主要载体和社会事件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
多媒体大数据集为社会事件分析提供了充足的数据

基础，为更加准确地挖掘分析社会事件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多媒体大数据集是大数据背景下进行社

会事件分析的一个严峻挑战．不仅如此，当今互联网

用户成为信息发布和上传数据的主体，使得互联网

数据没有统一的结构和规范，大数据集也会造成多

媒体数据的多模态、跨平台、数据噪声大、信息冗余

等难题．因此，当前多媒体事件分析的一个研究趋势

是如何针对大数据难以训练的挑战提出新的方法，
或者是改进现有的方法使之适应大规模数据集．总
结来说，当前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领域有以下几个

发展趋势：
１） 基于深度学习的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研究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在学术界和工业界掀起巨大

的浪潮，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深度学习的优势，如卷

积神经网络在图像特征表示方面、循环神经网络对

语言的描述能力等．目前，深度学习在图像处理和计

算机视觉等领域应用广泛，但是在社会事件分析领

域中仍没有系统的方法．所以，将深度学习引入到社

会事件分析的各个任务中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例如，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和词嵌入技术对图像和文本特征

进行表示学习，利用递归神经网络考虑事件的时间

信息进而研究事件跟踪问题等．因此，将现有深度学

习方法应用于社会事件分析任务，并研究有效深度

网络结构解决社会事件分析难题是我们进一步要研

究的问题．
２） 事件预测相关理论探索．
事件预测是根据历史事件演变过程和当前的多

媒体媒体数据进行分析，了解事件的发展脉络和发

展速度，从而对事件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如预测事

件未来的热度、关注度等．虽然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

研究社会事件预测的相关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但是大部分研究大多是基于统计分析和基

于因果关系的预测方法，没能提出一个统一的有效

的社会事件预测模型．另外，不同源的社会事件数据

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研究多源事件的协同学习，挖
掘出相似事件的共性，为社会事件预测提供了一种

思路．因此，如何高效地学习多源事件的协同主题，
利用不同源数据促进预测分析是下一阶段我们研究

的重点问题之一．
３） 基于二元空间的事件关联分析

移动互联网时代，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件在网络

空间中也会有相应的数据呈现．物理空间和网络空

间中的事件往往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目前大多

数事件关联分析研究都是基于网络空间数据，忽略

了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事件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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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利用二元空间数据的互补性和共生性，解决社会

热点事件的协同关联分析等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

究的问题．另外，二元空间事件关联分析面临一些难

题，如多源空间数据异构，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数据

分别具有多模态性，二元空间数据不同步等问题．如
何解决这些难题，综合二元空间的数据进行联合建

模实现社会事件关联分析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

重视．

３　 需求与展望

在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领域的发展研究中，国
内外的研究者提出了很多高效的模型和方法，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逐步形成了 ４ 个研究方向：多媒

体社会事件表示、多媒体社会事件检测与跟踪、多媒

体社会事件动态演化分析和多媒体社会事件主题观

点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应对多媒体数据的跨

平台、多模态、大规模、噪声大和信息冗余等挑战，从
而对多媒体数据进行高效、准确的分析，从中发现有

价值的信息．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科研工作者在多媒体社会事

件分析领域取得了很多骄人的成绩，但是在新时期

的发展背景下仍然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随
着可穿戴设备（如智能眼镜等）和监控设备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实际场景的社会媒体数据可被用于多媒

体社会事件分析，因此研究实用性更强的多媒体社

会事件分析系统需要被提上日程．其次，当今计算机

硬件的性能增长速度不能满足多媒体数据的增长速

度，在利用大规模多媒体数据的同时，不能忽视大规

模和超大规模社会媒体数据的冗余和噪声，设计良

好的数据过滤算法是提高数据质量、减轻计算负荷

的重点．最后，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的研究不仅仅是

局限于单领域的研究，必须结合语言学、社会学、计
算机科学等多领域知识，只有如此才能开发出切合

实际的社会事件分析系统，为国家政治经济决策、社
会舆论监控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本文围绕多媒体社会事件表示、多媒体社会事

件检测与跟踪、多媒体社会事件动态演化分析、多媒

体社会事件主题观点分析 ４ 个方面介绍国内外在多

媒体社会事件分析领域的研究进展，总结国内外现

有的社会事件分析技术方法，分析国际学科发展趋

势以及国内的研究进展和研究特色．近年来国内外

学者在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的 ４ 个方面进行了广泛

的研究并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另外研究者并未停止

对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其他领域的探索，如社会事

件预测、社会舆情分析等．尽管如此，在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社交媒体背景下，仍需要在方法创新、应用

拓展以及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并注重

加强学术界到工业界从技术到产品的转换以及交叉

学科的互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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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
钱胜胜，等．多媒体社会事件分析的研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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