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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to use digital twinning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simulation deduction system for public 

opinion warning in the face of public emergencies. It aims to improve the public opinion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and response system, so a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to make a prediction, a decision and 

then a response in time on different aspects, like possibility of the public opinion, its size and time, even its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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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向突发公共事件，研究如何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完善舆情智能决策及应对机制，

提升舆情引导能力，实时对舆情是否出现、出现时间、规模大小、发展走势、舆情研判等方面的进行预判、决

策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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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舆情管控是企业或政府正确把握自己的名誉的

重要环节，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在以大

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智能时代，

舆情数据呈现出突发性、爆炸性、不对称性等特点。

当前对舆情数据的研究主要是应用传媒学、系统动力

学、传染病模型等方法
[1-3]

在传播模式、传播规律、传

播模型等方面进行理论探讨，ArcGIS、TOOM 等也研发

了相应的舆情管控系统。但是，在如何利用舆情数据

实现对舆情发展趋势的仿真推演，进而实现智能的决

策分析方面，还没太多研究。对舆情数据的智能处理

与仿真推演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针对舆情的预警

与管控，本文在研究数字孪生技术的基础上，对舆情

数据进行可视化的仿真分析、推演预判和智能决策，

构建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模型，并通过实际案例进

行验证。 

2.大数据时代舆情管控的特点 

互联网新媒体每天都产生和承载着海量社会舆

情信息，这些信息蕴含着社会大众的评价和观点，如

果管控不到位，极有可能引发恶劣的群体行为，甚至

引发影响极大的社会舆情事件。当前，基于新媒介传

播的舆情预警管控行动是一项实时动态的系统工程，

需在统一的指挥部门领导下多部门协同完成，涉及公

安、通信、社区等多部门。 

目前，舆情预警及管控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四个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71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5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 (ISEMSS 2021)

Copyright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089



方面： 

一是舆情数据采集难。对舆情预警及管控而言，

社交媒体是主要的舆情信息源，其信息量大，数据重

复多样，想要准确、实时地采集到这些数据比较困难。

信息采集不全，直接对社会舆情预警及管控的后续数

据处理及数据分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是舆情数据挖掘分析难度大。社会舆情不仅信

息量大，而且结构形式非常复杂，传统舆情分析工具

难以统一分析处理。现有社会舆情预警及管控系统在

数据处理方面，一般是将采集的数据经过简单整理后

直接进行人工经验判断，或者借助统计学方法进行研

判
[4]
。对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解决大量的非结构化

数据的技术研究不够。数据挖掘分析直接会影响后续

的决策和控制。 

三是缺乏有效的舆情预警推演研判机制。舆情特

别是网络舆情的爆发周期缩短、传播速度加快，留给

舆情管理部门监控、预警、处理的时间大大减少，很

多情况下还没来得及处理，舆情就快速蔓延、爆发甚

至已经对社会公众和秩序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这也给

政府的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加之现有的

舆情预警及管控系统缺乏科学系统的研判指标和方

法
[4]
，从而使得研判结果不科学，决策的有效性降低。 

3.基于数字孪生的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设

计 

全球最具权威的 IT 研究与顾问咨询机构

Gartner 在 2017-2019 年报告中连续将数字孪生列为

十大战略科技发展趋势之一。数字孪生技术基于丰富

的历史、实时数据和先进的算法模型实现对对象状态

和行为高保真度的数字化表征、模拟试验和预测
[5]
。

数字孪生是源自工业界的概念，随着 5G 通讯、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孪生在理论层面和应用层面均

取得了快速发展，逐渐延伸到智慧城市、智慧园区、

智慧交通、智慧传媒等应用领域。 

舆情管控的核心需求和数字孪生的技术在数据

分析和仿真推演方面的优势高度契合。基于数字孪生

的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对舆

情实体对象进行动态定位、监测、仿真、分析、推演

和预判。仿真数据是实时数据在数字环境中的孪生和

映射，实时数据与仿真数据形成双向闭环，互相影响

和制约。 

基于数字孪生的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可为舆

情预警、动态监控、人员时空分布、人员类型分析、

舆情研判、舆情趋势预测、舆情态势评估等提供基本

支撑，并为舆情预警管控行为效果进行预测和分析。

从整体上来讲，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可提供３大类

数据服务：舆情时空大数据、监管区域人员基础信息、

舆情预警管控推演专题信息。涉及的数据形式有：地

图矢量数据、地图栅格数据、实景影像数据、文本图

表及网络流媒体数据等。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将这

些数据统一管理，通过舆情数据采集模型、信息融合

模型、舆情传播效果评估模型分析、处理和推演，得

出人文地理信息和舆情影响空间分布、舆情影响人员

分析、舆情传播过程分析、舆情管控效果分析和舆情

传播态势分析等专题信息，并将相关信息进行可视化

演示，从而使监管人员能够实时的了解舆情演变整体

状态和发展趋势，为舆情智能决策与应对，舆情预警

管控效果评估等提供辅助决策。舆情数据工程流程如

图 1 所示。 

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框架可分为三个层次，即

数据处理层、计算仿真层和推演决策层。如图 2 所示。 

一是数据处理层，主要通过动态感知来获取数据。

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系统可以动态的从

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各类传感器实时动态地获取舆

情数据，从而更全面、及时地实现对舆情环境的状态

感知。 

 
图 1 舆情数据工程流程 

二是仿真推演层，主要包含数据挖掘分析和仿真

推演两方面，是为数字孪生上层智能决策应用提供技

术支撑的关键层次。一方面，要对所获取数据的初级

模型进行深入挖掘，建立更高层的知识模型，即发现

一些规律、分布和关联，获取出更高层语义的知识。

另一方面，利用这些知识去做仿真演算，从而能够为

上层应用实现通过现实的把握来预测未来。 

三是智能决策层，数字孪生的核心应用是预警和

决策。通过应用数字孪生，可以在多个平行世界中通

过对基于历史数据的仿真推演来验证我们的策略和

决策是否合理，再进一步利用智能优化技术，不断迭

代改进策略和决策，最后再通过控制系统来实施策略

和决策。 

 
图 2 基于数字孪生的舆情推演仿真系统 

4.基于数字孪生的舆情推演仿真系统关键应

用 

基于数字孪生的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关键应

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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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使用数字孪生技术可实现舆情数据快速、

准确、有效地采集。以舆情信息科学分类、充分获取

舆情信息为基础，使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舆情数据的

智能采集，舆情数据实时的反映舆情实际态势和趋势。

通过对舆情数据进行清洗，确保采集到各类舆情信息

全面、真实。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均可以根据自己的

权限从系统中得到相应的服务。 

第二，深度分析舆情信息。对舆情大数据进行数

据挖掘分析就是将舆情中特定的事件进行智能识别、

对敏感的话题进行界定与分析、对有嫌疑的群体或个

人进行相应的行为分析。数字孪生应用于舆情预警管

控，是通过整合大数据采集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人

工智能和可视化技术，对采集到的各类舆情数据进行

采集、清洗、分类、聚类、分析和决策，为各类用户

提供舆情监测、预警和管控等服务。通过可视化的分

析和决策结果，为各用户部门提供分析依据，有利于

提早做出舆情预防、全面把握舆情动态、及时做出舆

情导控。基于数字孪生的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平台

实时记录着公众当时关注点与兴趣点、移动路径、性

格情绪、社会行为、社会关系链等特征。 

第三，实现各部门统一协调管理。舆情预警管控

的实践中，相关部门众多，他们在制订与实施社会舆

情导控方案时，就很难进行统一的沟通协调，导致社

会舆情导控管理效果大打折扣，从而增加社会舆情事

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通过数字孪生舆情预警仿真推

演系统，可以实现社会舆情预警管控相关的部门统筹

协作。通过数据平台产生的分析和决策数据可以实时

的分发给相关部门，并实时生成可视化的决策方案，

实时联动各部门进行仿真推演，从而使各部门的数据

格式统一、预警态势统一、决策部署统一，通过线上

的协同实现线下的协调统一。 

5.基于数字孪生舆情预警管控案例分析 

结合四维图新的时空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和数

据采集系统，将基于数字孪生的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

统在实际场景中进行了实验验证。通过数据采集、生

产、挖掘和制作建立舆情预警与管控数据库。结合时

空大数据，对采集处理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实现

了舆情数据来源、范围、发展趋势的可视化动态展示。

我们通过对不同区域的舆情进行监控，实时掌握该区

域交通设施、生活设施以及人员流动等情况，通过舆

情监控为地图数据的更新维护提供了情报信息。对舆

情是否出现、出现时间、规模大小、发展走势等方面

进行了预判，具体如图 3-4 所示。 

 

 

图 3 基于数字孪生的舆情数据采集可视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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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数字孪生的舆情数据采集可视化-2 

6.结论 

本文对数字孪生技术在舆情预警与管控中的应

用进行研究。围绕大数据时代舆情特点，设计了基于

数字孪生的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对其关键应用进

行了阐述，并利用实际场景对系统进行了验证。面向

突发公共事件，要充分利用舆情预警仿真推演系统，

不断提升对突发重大舆情信息的监测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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