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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分析视角下非正式信息交流主题与主题簇演化分析

■ 王晓１　马超２　翟姗姗１

１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２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目的／意义］针对当前非正式信息交流主题演化研究在分析层次和测度指标两方面存在的局限，提出一种具有通

用性的演化分析方法，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探究主题演化特征与规律。［方法／过程］引入会话分析理论，以新浪微

博和知乎为例，通过对主题和主题簇运行过程进行分析，从会话内容和讨论方式两个维度揭示非正式信息交流演

化特征与规律。同时，设计主题持续性计算判定方法，丰富主题演化的衡量标准。［结果／结论］主题演化分析结

果显示新浪微博和知乎意见群体的发文主题存在明显偏重，且表明了意见群体参与社会焦点事件讨论中观点的

主要切入角度；主题簇演化分析发现了新浪微博意见群体在一定范围内发散探索多元主题、知乎意见群体始终关

注聚焦核心主题的讨论特点。两个社交媒体中意见群体在会话内容和讨论方式方面的区别，喻示了新浪微博和

知乎在网络环境的非正式信息交流中主要承担的角色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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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和受到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影响，

非正式信息交流大量迁移并越发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

中。在社交媒体中大量生成、裂变传播并迅速更新的

用户生成内容（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ＧＣ）里，潜藏

着多种多样的主题，常被用于表征社交媒体用户的内

容偏好［１］。基于社交媒体客观记录的痕迹数据，全面

刻画主题演化趋势、深入探究主题演变规律，有助于准

确把握非正式信息交流的特征规律，应用于具体情境

中可为舆情智能监控、个性化内容推荐等提供服务参

考。

　　现有研究中，各类主题识别方法研究成果较为丰

富，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技术保障。主题演化研究

从多个方面深化拓展，但在分析层次方面相对宏观，集

中于以主题为表征的特定情境中非正式信息交流的内

容演化，有关主题和主题簇演化过程中内部运行情况

的微观和中观层次分析较为缺乏；同时主题演化情况

的测度指标着重讨论主题强度量化，忽视了从存续时

间角度对主题持续性的考察。会话分析研究为非正式

信息交流分析提供了社会学理论基础，但在社交媒体

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基于此，本文引入会话分

析理论解析主题和主题簇演化运行过程，结合主题持

续性概念内涵、测度及判定标准的界定，以期从微观和

中观层面深入探究非正式信息交流演化过程及特征规

律，为优化完善社交媒体平台中网络舆情管理的沟通

交流策略提供参考。实证分析中，以新浪微博和知乎

平台为数据来源，将ＵＧＣ视作基于社交媒体的非正式

信息交流的异步会话过程展开分析。

２　相关研究

２．１　非正式信息交流中的主题识别与演化研究

　　社交媒体平台为非正式信息交流中用户、互动关

系及信息流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环境［２］，因此网络环境

下非正式信息交流研究多将新浪微博、知乎、Ｔｗｉｔｔｅ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及在线论坛等作为信息交流载体和实证数据

来源。

　　主题识别研究，依据表示方法可主要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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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于词的主题表示，以基于加权算法的主题识别方
法为代表，将词频统计结合词性［３］、逆文档词频［４］等计

算词的贡献度，通过排序筛选提取主题内容；②基于词
簇的主题表示，以基于文本聚类的主题识别方法为代

表，多使用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构建特征词集结合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
算法［５－６］提取文本主题；③基于概率分布的主题表示，
使用主题模型识别文本主题，其中 ＬＤＡ模型因具有优
秀的数据降维和隐含语义挖掘能力，被应用于多项研

究中识别社交媒体短文本主题［７－８］。此外，社交媒体

中大量非文本特征，如用户、地理、互动、时序等，也被

分别引入主题模型［９］或结合文本内容特征构建超网络

模型［１０］，以实现主题联合挖掘。

　　主题演化研究，依据演化结构可主要分为两类，即
主题线性结构演化和主题非线性结构演化。其中，前

者在主题演化研究早期占主流地位［１１］，主要通过主题

内容或讨论强度在时间轴上的线性演变呈现，揭示以

主题为表征的文本内容时序变化特征与规律。而主题

非线性结构演化研究于近年来逐渐增多［１２］，借助故事

脉络分析［１３－１４］探究主题间关系的演变过程。此外，针

对主题演化的发展阶段，相关研究通常以生命周期理

论为基础，提出三段论［１５］、四段论［１６］、五段论［１７］等多

种划分方式。主题演化分析维度方面，不同研究中通

过引入空间［１８］、用户［１９］等维度对单一时序加以拓展，

或藉由多维特征整合［２０］等方式加以丰富。

２．２　会话分析研究
　　会话分析理论（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ｙ），分
属语言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领域。其中，语言学研究

中的会话分析，强调语法、语篇、话轮和话题等语言形

式与功能的分析［２１］；社会学研究中的会话分析，则旨

在通过发现人类言语交际的规律与模式阐释其背后蕴

含的社会规律与社会秩序［２２］。相关研究数据主要来

自非正式信息交流过程中的会话记录，可分为线下会

话语料和线上会话语料两类。

　　线下会话语料，多使用自然或半实验环境下记录
人们会话交流的音频、视频，转换为文字加以整理形

成。基于此的会话分析研究重点关注由序列结构分析

反映出言语交际中的特征与规律，分别就外语教

学［２３］、医患交流［２４］、跨文化工作［２５］等具体情境以及协

商请求［２６］、故事讲述［２７］等具体行为中的会话交流展开

研究。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网络环境中客观记录的
海量交流数据推动着基于线上会话语料的会话分析研

究与时俱进、日益增长。学者们从内容、关系、行为等

多个维度，探究学术虚拟社区［２８］、微信平台［２９］等多种

社交媒体中用户的信息交流特征。此外，分别对多模

态大数据环境下的会话分析方法［３０］以及基于会话分

析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３１］、团队决策支持系统［３２］等加

以改进优化。

　　综上所述，主题识别研究成果丰富，为文本主题分

析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技术支持。主题演化研究从演化

结构、发展阶段、分析维度等多方面得以深化拓展，但

也存在一定局限：①分析层次相对宏观，集中于以主题

为表征的特定情境中非正式信息交流内容演化，有关

单个主题和由若干关系紧密的主题所组成的主题簇在

演化过程中的内部运行情况的微观和中观层次分析较

为缺乏。②主题演化情况的测度指标着重讨论主题强

度量化计算，忽视了从存续时间角度对主题持续性的

探究。会话分析研究提供了基于信息交流数据分析揭

示人类言语交际的社会学规律的理论依据，但在基于

社交媒体的非正式信息交流分析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

阶段。因此，本研究以文本主题为核心，将会话分析结

合主题分析，旨在基于主题和主题簇运行过程分析，从

微观和中观层面揭示非正式信息交流的特征与规律。

同时，从连贯性延续和间断性延续两方面探讨主题持

续性内涵，并基于相对讨论强度制定持续性判断标准，

以量化分析主题演化情况。

３　基于会话分析的非正式信息交流主题
演化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会话分析理论梳理主题运行过程并界定

其中各类运行状态，进而结合发文数量和参与人数指

标计算主题的相对讨论强度，以可视化呈现主题运行

过程及衡量主题演化过程中的持续性特征。通过主题

运行过程分析及其持续性测度，探究社交媒体用户在

主题讨论内容中的偏重特点。

３．１　主题运行过程分析

　　在包含若干时间片段的时间区间中，主题由启动

到终止的运行过程之间，可能出现延续、沉默、回逆等

运行状态。此处有关运行状态的讨论皆限定在一定范

围内，如讨论时间、讨论参与者等。主题运行过程中各

种状态的具体描述如下：

　　（１）主题启动。指的是由一名用户发文提出新的

讨论主题并介绍相关内容，可能引发其他用户参与讨

论；

　　（２）主题延续。指的是在主题启动后，由引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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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用户或其他用户接连发文，以深入挖掘或延伸

扩展的方式，持续发表与该主题有关的看法；

　　（３）主题沉默和主题回逆。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
念，指的是主题相关发文在某一个时间片段暂时停止，

但在其后处于研究选定的整体时间范围内的某一个或

某几个时间片段，该主题相关发文再次出现；

　　（４）主题终止。指的是与这一主题有关的发文完
全结束，观测范围内的所有参与者不再发表该主题相

关讨论。

　　社交媒体平台中，不同主题可以同时被同一名用
户发文讨论，同一主题可以同时被不同用户发文讨论，

社交媒体中不同主题的发文多以并行关系呈现，每个

主题的运行过程相对独立。但是同时，受有限时间精

力的影响，用户在接收、处理与表达信息过程中具有选

择性，导致不同主题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竞争获取该时

间片段中更多用户的关注与讨论。因此，探究特定时

间区间中多个主题的运行过程，可通过计算各个主题

的相对讨论强度，在表现主题之间此消彼长关系的同

时，分析主题讨论焦点变化和判定主题持续性特征，揭

示用户发文主题在内容方面的偏重及其变化。

３．２　主题相对讨论强度计算
　　当某一个主题占据了当前时间片段中最大比例的
用户发文讨论条目时，其他主题可能不被提起，或可能

被个别用户通过少量发文进行有限的讨论。若在下一

个时间片段中，另一个主题取代了上一时间片段中最

大比例讨论的主题，成为了这一时间片段中用户讨论

的重心，关于该主题以及其他主题的讨论状态，同样存

在前述两种可能。由此，计算某一主题在单个时间片

段中的相对讨论强度，主要考虑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

论的用户数量占比和发文数量占比两个指标。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所示：

　 　 Ｔｏｐ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ＴＰｔｐｔｉ）＝
Ｃｏｕｎｔ（Ｕｔｐｔｉ）
Ｔｏｔａｌ＿Ｕｔｉ

）· α＋

Ｃｏｕｎｔ（Ｐｏｓｔｔｐｔｉ）
Ｔｏｔａｌ＿Ｐｏｓｔｔｉ

·β 公式（１）

　　其中，ｔｐ是主题的编号，ｔｐ＝１，２，…，ｎ；ｔｉ是时间片
段编号，ｔｉ＝１，２，…，ｍ；Ｃｏｕｎｔ（Ｕｔｐｔｉ）为时间片段 ｔｉ中参

与主题ｔｐ讨论的用户人数，Ｃｏｕｎｔ（Ｐｏｓｔｔｐｔｉ）为时间片段ｔｉ
中关于主题ｔｐ讨论的发文数量，Ｔｏｔａｌ＿Ｕｔｉ为时间片段ｔｉ
中进行发文讨论的用户总人数，Ｔｏｔａｌ＿Ｐｏｓｔｔｉ为时间片段
ｔｉ中的总发文数量，α和β表示两个指标对于主题相对
讨论强度的影响因子。ＴＰｔｐｔｉ代表主题 ｔｐ在时间片段 ｔｉ

中的相对讨论强度，取值范围为［０，１］，若 ＴＰｔｐｔｉ＝１则

表示时间片段ｔｉ中所有用户的所有讨论发文均为主题

ｔｐ相关内容，若ＴＰｔｐｔｉ＝０则表示时间片段ｔｉ中没有用户

发表主题ｔｐ相关的内容。

３．３　主题持续性及其判定

　　主题的持续性，表现为ＵＧＣ中与该主题相关的讨

论延续于被观察的整个时间区间，可从连贯性延续和

间断性延续两种方式界定。其一，连贯性延续中，主题

持续性表现为主题相关发文横跨整体时间区间中若干

时间片段，即ＵＧＣ在多个连续时间片段中均涉及该主

题。其二，间断性延续中，主题持续性表现为 ＵＧＣ文

本流上若干时间片段中发布与该主题相关内容条目，

即该主题相关发文所存在的时间片段数量在整体时间

区间中的占比超过设定阈值。上述两个角度均从时间

维度出发衡量用户对某一主题的偏重，考虑用户受有

限时间精力影响自发筛选可能接触和发表看法的主题

内容，可通过每个时间片段中的相对讨论强度计算，实

现主题的纵向演化分析和横向对比分析。

　　本文选择从存续时间的角度，采用连贯性延续的

定义方式，结合相对讨论强度计算制定主题持续性判

定标准，即在整体时间区间包含的所有时间片段中，主

题的相对讨论强度均大于 ０。同时设立一个例外情

况，即若某一主题的相对讨论强度偶发性地为０，仍应

将该主题视为具有持续性特征。相对而言，主题的非

持续性是指主题在时间区间中被短暂或频繁间断地发

文讨论，即主题仅在部分时间片段中的相对讨论强度

大于０，而在其他时间片段中相对讨论强度为０，且相

对讨论强度为０的情况是非偶发性的。

４　基于语义关联过滤的非正式信息交流
主题簇识别

　　由若干语义相似主题组成的主题簇，反映了社交

媒体用户围绕某一事物发表各不相同但又隐性关联的

观点视角，通过对主题簇的组成结构、运行过程及主导

主题进行分析可综合揭示用户的讨论方式特征。其

中，主题簇内部呈现出的运行状态，可揭示主题簇或稳

定持续、或扩展丰富、或收敛衰退的变化过程；结合簇

内各主题间持续性及相对讨论强度对比确定的主导主

题，可反映用户发文中或丰富多元、或聚焦深入的讨论

特征。因此，为有效提取非正式信息交流中的主题簇，

本文首先分析了主题相似性常用计算方法的适用情

况，其后设计关联过滤条件以确定候选相似主题对，最

后探讨完整主题簇构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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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主题相似性计算
　　为衡量主题之间相似性，需首先基于 ＴＦＩＤＦ计算
获得表征各个主题核心内容的主题词集合，映射至语

义空间得到相应主题向量以进行计算，主要指标如余

弦相似度、ＫＬ散度、对称ＫＬ散度、ＪＳ散度等。
　　其中，余弦相似度计算方法使用主题向量之间的
夹角余弦值度量其相似性，要求两个主题处于同一语

义向量空间。主题Ｔｉ与主题Ｔｊ的余弦相似度，通常记
为Ｓｉｍ（Ｔｉ，Ｔｊ），具体计算公式如公式（２）所示，余弦相
似度Ｓｉｍ（Ｔｉ，Ｔｊ）的值越大，主题之间的相似性就越大：

　　Ｓｉｍ（Ｔｉ，Ｔｊ）＝
｜Ｔｉ｜×｜Ｔｊ｜

Ｔｉ）槡
２× （Ｔｊ）槡

２
公式（２）

　　若两个主题来自不同向量空间，则通常选择 ＫＬ
散度、对称ＫＬ散度、ＪＳ散度等，基于主题概率分布的
距离测度其相似性，以相同维度的概率分布为计算前

提。即假定ｐ是主题Ｔｉ的概率分布，ｑ是主题 Ｔｊ的概
率分布，ｐ和ｑ中的概率分布维度，即词汇总数，均需为
ｎ。若主题Ｔｉ和主题 Ｔｊ的词汇空间不相同，则需对主
题概率分布的来源词表进行合并增补，以保证主题概

率分布中相同的维度数量和词汇项目。此三种计算方

法所得结果取值越小，代表主题间概率分布的差异性

越小，两个主题的相似性越大。

４．２　相似主题对选取
　　以相似性计算结果为基础，主题间相似关系的确
定还需设定相应的过滤规则和阈值，滤除相似度低的

主题对，保留真正具有相似关系的主题对，构成候选主

题簇。

　　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是选取若干对相似度较大的主
题，求取它们的相似度平均值并设置为相似主题对的

判定阈值。显然，这种方法受主观影响，随机性较大。

若将每个主题与其他主题之间的相似性大小进行倒序

排列，假设对于Ｔ＿ｉ而言，相似度最大的是主题 Ｔｊ，即
认为Ｔｉ和Ｔｊ之间存在主题关联，则可能导致因主题之
间关联关系纯粹基于最大相似度判定和构建，使得主

题之间实际关联性较弱的情况产生。因此，需要采取

一种改进的关联过滤方法，将主题Ｔｉ与主题Ｔｊ的语义
相似性计算结果，记做Ｓ（Ｔｉ，Ｔｊ）：
　　（１）设定一个临界阈值ε，相似度小于该阈值的主
题之间不存在相似性关联关系；

　　（２）对于主题 Ｔｉ而言，与主题 Ｔｊ和主题 Ｔｍ皆存
在大于临界阈值的相似性关联，若相似度 Ｓ（Ｔｉ，Ｔｍ）＜

θ×Ｓ（Ｔｉ，Ｔｊ），θ为设定的关联度阈值，则主题 Ｔｉ与主
题Ｔｊ具有更强相似性关联，相较之下主题 Ｔｉ与主题

Ｔｍ之间的相似性关联关系太小以至于可以被忽略不
计。

　　经过以上过滤处理后，可将具有相似性关联关系
的若干个主题对所组成的集合视为一个主题子集，即

Ｔｉ，Ｔｊ∈ＴＣ。
４．３　主题簇提取条件
　　经过关联过滤后的相似主题对，依据其间相似关
系组成了若干个主题子集。主题子集需进一步通过判

断条件修剪，以确保簇内主题之间具有紧密的相似关

系，才能最终确定主题簇提取结果。判断主题子集是

否构成一个完整的主题簇，可以考虑以下三种判断条

件：

　　（１）构成一个主题簇中的各个主题，两两之间皆
需要存在相似性关联关系；

　　（２）构成一个主题簇中的各个主题，仅需要与簇
内至少一个其他主题存在相似性关联关系；

　　（３）构成一个主题簇中的各个主题之间存在的相
似关系数量，需根据簇内所包含的主题数量分情况讨

论，若一个主题簇包含的主题数量大于三个，则每个主

题需与主题簇内至少三个其他主题存在相似性关联关

系；若一个主题簇包含的主题数量小于等于三个，则每

个主题需与主题簇内其他主题两两之间存在相似性关

联关系。

　　其中，前两种限定条件存在因过于严苛或宽泛可
能导致主题簇的规模过小或过大的问题；相较而言，第

三种判定条件较为恰当。因此，本文选用第三种判定

条件对所得主题子集进行修剪以确定主题簇。

５　实证分析

５．１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社交媒体中高影响力用户的发文会吸引更多追随
者和普通用户的关注，由高影响力用户组成的意见群

体通过呼应发文和重复曝光，引发主题关注量的指数

级增长，进而影响网络舆论乃至现实事件的发展走向。

鉴于此，对高影响力用户组成意见群体用户生成内容

ＵＧＣ的主题和主题簇演化运行过程进行分析并测度
主题持续性，可对意见群体在讨论内容和讨论方式等

方面的特点与变化进行揭示，为突发事件应对、网络舆

情管理等情境中有效的沟通交流策略提供参考。

　　本文首先通过梳理现有研究中社交媒体用户影响
力测度指标［３３－３５］构建用户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分别识别新浪微博和知乎

平台中参与社会焦点事件“江歌案”讨论的高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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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组成社交媒体平台的意见群体样本，采集两组意

见群体为期３７个月的发文作为本研究实证分析数据
来源。其后，清洗发文数据，获得新浪微博意见群体共

计１２４５５６条有效发文数据，知乎意见群体共计２８３３
条有效发文数据。经过分词、去停用词等预处理后，调

用百度ＡＩ的词向量表示功能并结合ＴＦＩＤＦ计算筛选
每篇发文的特征词组成文本向量，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中的
Ｓｃｉｋｉｔｌｅａｒｎ函数计算误差平方和与轮廓系数确定最优
主题数量Ｋ值，通过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得到７０个新浪微博
意见群体主题和３５个知乎意见群体主题。最后，计算
各主题类团中关键词的 ＴＦＩＤＦ值并将降序排名前１０
词语作为主题词描述主题内容，并参考新浪微博与知

乎以及清博指数、知微事见等舆情网站和人民网、新浪

新闻等新闻网站确定主题标签，以方便后续分析表述。

５．２　非正式信息交流主题演化分析
　　首先，依据知乎和新浪微博平台来源实验数据的
时间分布特点，分别选择适合的时间片段划分单元。

然后，依据主题相对讨论强度计算公式（公式１），计算
每个主题在各个时间片段中的相对讨论强度。最后，

基于主题相对讨论强度，对选定实验时间跨度范围内

新浪微博和知乎平台中用户讨论主题的运行情况及其

持续性展开分析。

　　就在线主题讨论而言，由多名用户发文讨论点的
主题，通常比仅被少数用户讨论的主题更为活跃、传播

范围更广。因此，主题相对讨论强度计算公式（公式

（１））的两个影响因子α和β中，参与用户指标对于主
题相对讨论强度的影响显然要大于相关发文指标，同

时参考已有研究中的相关设定［２９］，令 α＝０．６，β＝
０．４。同时，本文将主题相对讨论强度为０的“偶发性”
界定为１次，即若某一主题的相对讨论强度仅在１个
时间片段中取值为０，则其仍被视为具有持续性。
　　（１）新浪微博中的主题演化分析。新浪微博中发
文较为频繁，因此本文分别考虑以天和以周为单位时

间片段进行划分。若以天为单位时间片段，则依据本

文判定标准，新浪微博意见群体主题均不具备持续性

特征，且时间片段缺失数量较多。因此，本文选择以周

为单位时间片段进行新浪微博意见群体的主题演化分

析，为期３７个月的整体时间区间被划分为１６１个时间
片段，后文中以“ＴＳ＋编号”表示。指标参数经统计代
入相对讨论强度计算公式（公式（１））中，得到新浪微
博中各个主题在各时间片段中的相对讨论强度。以

Ｔｏｐｉｃ２、Ｔｏｐｉｃ３６和Ｔｏｐｉｃ４７作为示例，绘制主题运行
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新浪微博意见群体主题运行过程示例

　　由图１可知，内容以观点评论为主的Ｔｏｐｉｃ３６在整
个时间区间内具有较高的相对讨论强度，表现出明显

的持续性特征，反映了新浪微博意见群体对个人观点

意见具有持久、强烈的表达欲望。Ｔｏｐｉｃ２和Ｔｏｐｉｃ４７的
相对讨论强度整体较低，且在若干个时间片段中出现

主题沉默，相对讨论强度非偶发性地取值为０，不具有
持续性特征。其中，Ｔｏｐｉｃ２围绕着节日红包展开，周期
性的主题回逆表现突出；Ｔｏｐｉｃ４７主要与方舟子、彭剑

诈骗安保资金案有关，作为由高影响力用户主导和推

动吸引其他网民关注的舆情事件，其相对讨论强度的

分布变化呈现出较为完整的生命周期过程。即 Ｔｏｐ
ｉｃ４７相关的发文从曝光相关信息（ＴＳ４）开始，随着事
件进展接连披露相关信息并延伸相应讨论；在ＴＳ３０至
ＴＳ３９和ＴＳ４９至 ＴＳ６５期间达到主题讨论的高潮阶段，
其间主题相对讨论强度较大且时间片段相对连续；此

后该主题发文呈现频繁的沉默与回逆状态，表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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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进入衰退期；最后在ＴＳ１３２及其后进入沉默状态，
直至相关讨论彻底结束，主题终止。

　　（２）知乎平台中的主题演化分析。基于知乎平台
发文时间间隔特点，本文考虑了以周或月为单位时间

片段的划分方案。若以周为单位时间片段，由于知乎

用户发文的时间分布较为稀疏，知乎意见群体主题均

不具备持续性特征。因此，需按月进行划分，共计３７
个时间片段，以“ＴＳ＋编号”表示。相关参数数值经统
计代入公式１中，计算知乎意见群体主题在各时间片
段中的相对讨论强度。以 Ｔｏｐｉｃ１、Ｔｏｐｉｃ７、Ｔｏｐｉｃ１６和
Ｔｏｐｉｃ１７作为示例，绘制主题运行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知乎意见群体主题运行过程示例

　　图２中可以看出，Ｔｏｐｉｃ７在启动后的所有时间片
段中相对讨论强度均大于０，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特征，
且相较于其他三个主题更加被意见群体发文所偏重，

反映知乎意见群体从法律角度进行专业性解读的特

点，并将此偏好特点延续至社会焦点事件的讨论中。

Ｔｏｐｉｃ１６自启动后，除在 ＴＳ２５中相对讨论强度偶发性
地为０，其余所有时间片段中均被意见群体发文讨论，
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表明受知乎平台对发文内容详尽

解析的鼓励，意见群体将突发性社会焦点事件与个人

长期兴趣爱好（如文学作品）相结合以表达自身观点

的特点。同时，意见群体自ＴＳ１８开始发文参与社会民
生主题（Ｔｏｐｉｃ１７）相关讨论，尽管在初期（ＴＳ１９和
ＴＳ２０）出现短暂沉默，但后续时间片段中的相对讨论强
度较为平稳，显示出该意见群体逐步发展出对社会事

件的讨论参与偏重。此外，Ｔｏｐｉｃ１在多个时间片段中
的沉默状态和在 ＴＳ１８及其后时间片段中频繁的沉默
与回逆交替状态，均显示出电影娱乐等无关主题不是

基于社会焦点事件讨论形成的意见群体所共享的集体

偏好，该类主题仅代表个别成员的兴趣爱好且通常不

会与事件信息进行关联的隐喻表达。

　　依据本文制定标准判定，新浪微博意见群体发文
中共计６个主题具有持续性特征，相应主题内容反映
出该平台中由社会焦点事件讨论形成的意见群体对于

社会事件、社会名人动态与访问等社会类主题以及对

政务权威信息发布、观点意见与情感交流等主题的参

与偏好。知乎中共计３个主题具有持续性特征，揭示
出该平台意见群体参与社会焦点事件的讨论是基于对

海外留学等事件相关内容主题的日常关注，并在意见

表达时结合法律等专业特长和文学等兴趣爱好进行解

读的交流内容特征。

５．３　非正式信息交流主题簇演化分析
　　主题相似性计算中，因本研究中主题向量来源于
同一语义空间采用余弦相似度衡量主题相似性。其次

关联过滤中，临界阈值 ε的取值范围参考现有研究设
定为０．２－０．４；关联度阈值θ的取值范围，相关研究中
通常被设定在０．５－０．７之间［３６］，本文实验分别计算

了新浪微博和知乎中θ＝０．７、θ＝０．６５和 θ＝０．６三种
取值方案所提取的候选相似主题对数量，依据可提取

的候选主题簇数量与规模确定新浪微博中θ＝０．６５和
知乎中θ＝０．７，得到新浪微博意见群体发文中４８对相
似主题和知乎中４１对相似主题，通过可视化工具 Ｇｅ
ｐｈｉ绘制主题的相似关系网络，见图３。
　　由图３可以看出，新浪微博意见群体主题相似关系
中，Ｔｏｐｉｃ３与Ｔｏｐｉｃ４２之间存在明显相似关系，且二者分
别与Ｔｏｐｉｃ６６存在较强相似性，其余各个主题之间的相
似关系较弱且交织复杂。知乎意见群体主题相似关系

中，Ｔｏｐｉｃ２与Ｔｏｐｉｃ２２之间存在明显语义相似性，Ｔｏｐｉｃ３
与Ｔｏｐｉｃ２６、Ｔｏｐｉｃ１０与Ｔｏｐｉｃ２５、Ｔｏｐｉｃ１１与Ｔｏｐｉｃ２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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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主题相似关系网络

均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各个主题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若

干个较为明显的主题子集。

　　（１）新浪微博中的主题簇演化分析。依据４．３小
节中讨论选用的主题簇提取条件，本文在新浪微博意

见群体的７０个发文主题中共计提取１４个主题簇，其
中仅１个主题簇由３个以上相似主题构成，其余５个
主题簇分别由３个相似主题构成，８个主题簇分别由２
个相似主题构成。构成主题簇的不同主题，体现出意

见群体围绕同一议题从不同视角出发进行分析解读与

意见表达，揭示了不同主题之间在ＵＧＣ蕴含的主观认
识中建立的隐性关联，有助于对意见群体发文讨论的

切入角度进行更加丰富且深入的理解。例如，主题簇

１共包含了９个主题，涉及社会、生活、政务、时政、突
发事件等多类主题，显示出新浪微博意见群体对与人

民群众日常生活及利益息息相关的多个方面内容的关

注；构成主题簇２的３个主题主要涉及政务和时政类
内容，反映了新浪微博意见群体在对政府工作动态的

关注中，延伸出对于国内城市建设与管理、国际交流与

合作等的讨论。以主题簇２为例，绘制其中主题在各
时间片段中相对讨论强度的变化，如图４所示，分析主
题簇内运行过程中各主题之间关系。

图４　新浪微博中主题簇２运行过程示例

　　由于新浪微博中时间片段较多且该主题簇内各主
题的讨论强度变化频繁，导致图４中散点折线的交织
复杂，因此未在图中标识出各种运行状态。可以看出，

其中Ｔｏｐｉｃ１５和 Ｔｏｐｉｃ３１在多数时间片段中呈现延续
状态，且根据相对讨论强度值的变化显示出两个主题

交替占据意见群体在该主题簇内的讨论侧重；Ｔｏｐｉｃ２３
则在一段时间的频繁发文（ＴＳ１至 ＴＳ３２）之后逐渐消

退，主题运行在沉默与回逆两种状态之间频繁转换。

在分析所有新浪微博主题簇的运行过程和主导主题

后，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主题簇与图４中主题簇２的运
行状态相似，其中由多个活跃主题交替主导主题簇内

讨论揭示出新浪微博主题簇演化过程中内容丰富、多

元的特点。此外，少数仅包含２个主题的主题簇呈现
出由１个主题占据绝大部分讨论的运行状态，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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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１１、１２和１４，其运行过程与５．２小节图１中所示相
似。

　　（２）知乎平台中的主题簇演化分析。依据相同主
题簇提取条件，从知乎意见群体的３５个发文主题中共
计提取１１个主题簇，其中共４个主题簇分别由３个以
上相似主题构成，其余７个主题簇分别由２个相似主
题构成。

　　构成主题簇的不同主题同样体现出知乎意见群体
从不同视角分析同一议题的解读与表达特点，但相较

于新浪微博意见群体发文主题簇涵盖内容较为丰富、

呈现出横向关联特征而言，知乎意见群体发文中提取

的主题簇在涵盖内容范围上相对聚焦、呈现出纵向深

入特征。以包含３个以上主题的主题簇为例，主题簇１
主要涵盖影视娱乐内容，主题簇２专注法律专业内容，
主题３聚焦竞技体育内容，主题簇４偏重社会生活内
容。这些主题簇中，部分内容与意见群体参与社会焦

点事件讨论中选择的剖析视角相关联，其他内容则揭

示出意见群体具有较为广泛且持续的兴趣爱好。以主

题簇１为例，绘制其中各个主题的相对讨论强度的变
化，如图５所示：

图５　知乎中主题簇１运行过程示例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意见群体前期（ＴＳ１至 ＴＳ１７）
讨论以Ｔｏｐｉｃ１６为主，间或谈及其他主题，整体内容较
为单一；而在后期（ＴＳ１７之后）发文中，不同主题的发
文增多，该主题簇中的讨论内容更加丰富；主题簇涵盖

内容随时间推移逐渐拓展丰富的这一特点，在知乎意

见群体发文数据中较为普遍。具体运行过程中，则发

现Ｔｏｐｉｃ１６不仅具有持续性特征，且在多数时间片段中
占据了所述主题簇讨论的热点地位。其余主题的运行

过程中，均存在或短或长时间的沉默期和沉默与回逆

之间频繁的状态切换。尽管 Ｔｏｐｉｃ２４和 Ｔｏｐｉｃ２９在
ＴＳ１７之后呈现出围绕较高水平的相对讨论强度均线
进行波动的状态，且在个别时间片段中居于主题簇１
的热点地位，但在多数情况下Ｔｏｐｉｃ１６仍是主题簇１中
的核心主题。在分析所有知乎主题簇的运行过程和主

题簇内主导主题后，可以发现各知乎主题簇均分别由

一个主题占据主导地位，簇内其余主题或存在较长时

间的沉默期、或在沉默与回逆间频繁切换，整体而言体

现出知乎意见群体专注聚焦核心主题的讨论方式特

点。

６　总结与展望

　　本文引入会话分析理论，通过分析主题和主题簇
运行过程揭示非正式信息交流的微观和中观层面的演

化特征与规律，并提出主题持续性探索演化分析衡量

标准。实证分析中以社会焦点事件中高影响力用户构

成的意见群体为例，分析新浪微博和知乎中的主题和

主题簇运行过程，揭示意见群体在非正式信息交流的

主题讨论内容和方式上的偏重特点与变化趋势，以期

为网络舆情管理中制定有效沟通交流策略提供参考。

　　分析发现，主题持续性反映了意见群体在该主题
内容上的明显偏重，并表明了意见群体在社会焦点事

件讨论中意见观点的主要切入角度。同时，新浪微博

和知乎意见群体在具有持续性特征的主题之间存在的

明显差异，揭示出两个社交媒体平台有关社会焦点事

件讨论中高影响力用户在事件相关和日常状态的ＵＧＣ
中主题内容角度的区别，表示二者在网络环境的非正

式信息交流中承担的角色差异。由候选相似主题对集

合形成的关系网络展现了新浪微博中内容交织复杂、

边界模糊与知乎中内容相似性差异明显、边界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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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马超，翟姗姗．会话分析视角下非正式信息交流主题与主题簇演化分析［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１，６５（１７）：９１－１００．

特点，源于两个平台中 ＵＧＣ发文特点、主题识别方法
等多重因素影响，在此情况下，主题簇提取条件中采用

相似关系数量判定的方法有助于完整主题簇的准确判

定。同时，主题簇运行过程分析，展现了新浪微博意见

群体在一定范围内发散探索不同主题，知乎意见群体

始终关注聚焦核心主题的讨论特点。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与不足，后续研究中可
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其一，从间断性延续的角度

探讨主题持续性，并与本文研究中的连贯性延续进行

对比，以进一步丰富主题演化衡量标准研究；其二，从

主题和主题簇演化运行角度对比分析事件相关与常规

状态中ＵＧＣ内容的异同，与评价对象与情感倾向角度
相结合，丰富有关突发事件刺激情境下认知相符与失

调研究的分析层次。此外，还可从挖掘用户在跨平台

ＵＧＣ中意见表达变化关联性的角度进行拓展，以加深
对网络环境下非正式信息交流中用户意见表达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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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ａ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ｔｏｐ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ｗｉｔｔｅｒ［Ｊ／ＯＬ］．

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９，１４（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６］．ｈｔｔｐ：／／ｄｏｉ．ｏｒｇ／１０．

１３７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０２１６９２２．

［１９］王臻皇，陈思明，袁晓如．面向微博主题的可视分析研究［Ｊ］．

软件学报，２０１８，２９（４）：１１１５－１１３０．

［２０］刘雅姝，张海涛，徐海玲，等．多维特征融合的网络舆情突发

事件演化话题图谱研究［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９，３８（８）：７９８－

８０６．

［２１］ＳＡＣＫＳＨ，ＳＣＨＥＧＬＯＦＦＥＡ，ＪＥＦＦＯＲＳＯＮＧ．Ｓｉｍｐｌ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ｎｔａｌｋ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Ｊ］．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１９７４，５０（４）：６９６－７３５．

［２２］吴亚欣，于国栋．为会话分析正名［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０（１）：８５－９０．

［２３］赵焱，张旗伟，徐蕊，等．超语及认同建构作为双语者的学习

手段［Ｊ］．现代外语，２０２１（２）：２５８－２７０．

［２４］ＳＴＯＭＭＥＬＷ，ＶＡＮＧＯＯＲＨ，ＳＹＯＭＭＥＬＭ．Ｏｔｈｅｒ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ｖｉｄｅｏ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ｎｉｎｇｓ：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ｉｄｅｏｍｅ

ｄｉａｔｅｄｖｅｒｓｕｓ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４（６）：２７５－２９２．

［２５］ＡＶＩＳＯＮＤ，ＢＡＮＫＳＰ．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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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５卷 第１７期　２０２１年９月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３（４）：２４９－２６８．

［２６］吴亚欣，刘蜀．请求行为之微妙性的序列组织研究［Ｊ］．现代

外语，２０２０，４３（１）：３２－４３．

［２７］彭欣，张惟．日常交谈中故事讲述的会话分析［Ｊ］．山西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４２（４）：１３７－１４４．

［２８］卢恒，张向先，张莉曼，等．会话分析视角下虚拟学术社区用

户交互行为特征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０，６４（１３）：８０

－８９．

［２９］巴志超，李纲，毛进，等．微信群内部信息交流的网络结构、行

为及其演化分析———基于会话分析视角［Ｊ］．情报学报，

２０１８，３７（１０）：１００９－１０２１．

［３０］ＧＵＹ，ＬＩＸＹ，ＨＵＡＮＧＫＸ，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ｉｔｈ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ｅｎｃｏｄｅｒｄｅ

ｃｏｄｅｒ［Ｃ］／／ＡＣ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６ｔｈＡＣＭ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Ｍ，２０１８：５３７－５４５．

［３１］ＨＯＵＳＬＥＹＷ，ＡＬＢＥＲＴＳ，ＳＴＯＫＯＥ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ｂｉ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Ｃ］／／ＡＣＭ．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ｈａｌｆｗａｙｔｏ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ＣＭ，２０１９：１－４．

［３２］ＫＯＮＯＳ，ＡＩＨＡＲＡ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ｓｔｉ

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ｐ ｓｔａｔｕｓ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６：４０－４９．

［３３］张星，魏淑芬，王莉，等．危机事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５，３４（１）：６６－７５．

［３４］ＣＵＩＬ，ＰＩＤ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ｏｐｉｎｉｏｎｌｅａｄｅｒ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ｕｓｅ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ｎｏｄ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４１－１５４．

［３５］安璐，胡俊阳，李纲．突发事件情境下社交媒体高影响力用户

画像研究［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０，４１（６）：６－１６．

［３６］郭晓利，周自岚，刘耀伟，等．基于 ＤＴＳＩＬＤＡ模型和关联过

滤的新闻话题演化分析［Ｊ］．应用科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５（５）：６３４

－６４６．

作者贡献说明：

王晓：提出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收集分析数据，撰写

论文；

马超：处理分析数据；

翟姗姗：提出论文修改意见，参与论文修订。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ｏｐｉｃａｎｄＴｏｐｉｃ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１　ＭａＣｈａｏ２　Ｚｈａｉ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ｈｕａ３２１００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ｂｏ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ｅｘ
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ｏｐ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ｒｏｄｕ
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ｔａｋｉｎｇＳｉｎａ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ａｎｄＺｈｉｈｕａ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ｔｙ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ｏｐｉｃｓａｎｄｔｏｐｉｃ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ｉｓｐａ
ｐ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ｊｕｄｇ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ｏｆａｔｏｐｉｃ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ＳｉｎａＭｉ
ｃｒｏｂｌｏｇａｎｄＺｈｉｈｕａ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ｂｉａｓｅｄｉｎｔｏｐ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ｏｐｉｎ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ｃｕｓ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Ｓｉ
ｎａ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ａｎｇ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ｏｓｅｆｒｏｍＺｈｉｈｕａｌｗａｙ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ｔ
ｔｌｅｄｃｏｒｅｔｏｐｉｃ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ｔｙ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ｐｉｎ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ｌｅｏｆＳｉｎａ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ａｎｄＺｈｉｈｕ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ｐ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ｐｉｃ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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