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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类虚假新闻极⼤影响了
美国证券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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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新闻的技术迫在眉睫



基于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法研究 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点⼀ 研究点⼆ 总结与展望系统应⽤研究背景与意义

⽬录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研究点⼀：基于双重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 

4. 研究点⼆：情感偏好增强的虚假新闻即时检测 

5. 线上系统应⽤ 

6. 总结与未来展望

6



基于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法研究 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点⼀ 研究点⼆ 总结与展望系统应⽤研究背景与意义

• 相关术语：情感 (affection)，情感态度 (sentiment)，情
绪 (emotion)，感受 (feeling)等 [3]. 

• 本研究使⽤“情感”来泛指各种粒度、各个层⾯的综合情

感。例如：在研究点⼀中，我们建模的“情感特征”中既包

含了细粒度的情绪特征 (emotion)，也包含了正负极性的

情感特征 (sentiment).

相关术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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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沿⽤的定义为：虚假新闻是指故

意捏造并可被证实为假的消息 [1-2]，且我
们关注的是在社交媒体 (如微博、推特）上
发布的互联⽹在线新闻。

[1] Xinyi Zhou, et al. A survey of fake news: Fundamental theories, detection methods, and opportunities. ACM Comput. Surv., 2020.

[2] Kai Shu, et al. Fake news detection on social media: A data mining perspective. ACM SIGKDD Explorations Newsletter, 2017.

[3] Myriam Munezero, et al. Are they different? Affect, feeling, emotion, sentiment, and opinion detection in text. IEEE Transactions on Affective Computing, 2014.

虚假新闻

情感

“虚假新闻”相关术语之间的联系

“情感”相关术语之间的联系 
本图源⾃[3] 

本图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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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学的相关研究：情感与虚假新闻存在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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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lport G W, Postman L.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Henry Holt, 1947.

[2] Ralph L Rosnow. Inside rumor: A personal journe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对[1]中提出的“谣⾔公式”，应融⼊“个
⼈焦虑” (Personal Anxiety) 作为因⼦

谣⾔  重要性  模糊度  个⼈焦虑∼ × ×

1947年：The Psychology of Rumor [1]

① 假新闻能够释放⼈们⼼中的情感冲动 
② 假新闻能够让⼈产⽣对当前处境的共鸣 
③ 传播假新闻其实是⼀种向他⼈表达情感与倾

诉⾃我的⽅式

1991年：Inside Rumor: A Personal Journe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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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作（WWW 2021）：2011年，Castillo等⼈在实验中发现了与情感相关的特征 
(如正负向情感词、感叹号等）对新闻可信度评估很重要 [1]. 

• 后来，陆续有学者在新闻⽂本中挖掘不同的情感特征，来辅助虚假新闻的检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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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los Castillo, et al.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on twitter. WWW 2011.

[2] Oluwaseun Ajao, et al. Sentiment Aware Fake News Detection o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IEEE ICASSP 2019.

[3] Anastasia Giachanou, et al. Leveraging Emotional Signals for Credibility Detection. ACM SIGIR 2019.

计算机科学的现有研究：基于情感信息的虚假新闻检测

与情感相关的特征更靠
近决策树模型的根结点

J48 决策树

模型

实验发现

本图源⾃[1] 

WWW 2011

本图源⾃[3] 

SIGIR 2019

LSTM

模型

额外融⼊情感信号，能
增强LSTM的检测效果

实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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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现有⼯作利⽤情感信息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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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新闻检测器 
 (Fake News Detector）

抽取的检测特征 
 (Detection Features）

可信度预测 
 (Prediction）

特征融合 
 (Fusion）

抽取的情感特征 
 (Emotion Features）

1. 抽取新闻发布者情感

2. 情感与其他特征的融合

SIGIR 2019语义特征

情感特征 先拼接，再⽤ 
MLP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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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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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厌恶 赞许、质疑

新闻原⽂ 新闻原⽂

安徽太和县发生了一起强拆惨案，

黑社会打死了一家七口！目前，不

作为的县政府已经封锁了消息！

惊异、愤怒

被扣押的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出庭

时，脚上正穿着一双浅蓝色的鸿星

尔克运动鞋

⽆明显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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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发布者情感 
真、假新闻的情感种类，
情感强度，以及情感词表
达上有显著区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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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uan Guo, Juan Cao, Xueyao Zhang, et al. Exploiting Emotions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on Social Media. arXiv:1903.01728, 2019.

[2] Soroush Vosoughi, et 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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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 如何抽取新闻发布者情感？

16

新闻发布者情感 
 (Publisher Emotion）

ᆹᗭཚ઼৯ਁ⭏Ҷа䎧ᕪṸˈ

唁⽮Պᢃ↫Ҷаᇦгਓʽⴞࡽˈн

ѪⲴ৯᭯ᓌᐢ㓿ሱ䬱Ҷ⎸ʽ

ཪᕪᢹ䟿

䈕Ṛⓗᨻᗓ���

ᵰே⪅ྍ侦ᜑ䟿

���

���

新闻原⽂
利⽤情感词典、预训
练情感模型抽取新闻
发布者的情感特征

解决⽅案

特征类型 利⽤资源 情感信号的粒度 特征维度（中/英语料）

情感类别 预训练的情感模型 (Baidu AI） 句⼦级别 8 / 16

情感词
专家情感词典 (⼤连理⼯情感词
典、HowNet情感词典）

词级别 21 / 8

情感强度 词级别 21 / 8

情感极性 句⼦级别 3 / 6

辅助情感特征集 
 (包括表情符号、标点符
号、⼈称代词等）

专家情感词典 (HowNet情感词
典）、维基百科等

词级别、符号级别 13 / 14

总计：66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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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如何抽取社区群体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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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群体情感 
 (Social Emotion）

社区评论

分别获取评论中的群体平
均情感与群体极端情感

解决⽅案

群体平均情感

群体极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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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三：如何捕捉双重情感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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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群体情感 
 (Social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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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评论

双重情感差异 
 (Emotion Gap）

利⽤差分的⽅式捕捉双重情感之
间的差异（共鸣/分歧）

解决⽅案

差分融合

群体平均情感

新闻发布者情感

双重情感差异

群体极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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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评估设计

• 评估⼀：双重情感特征集⾃身的有效性 

其是否优于现有的情感特征集？ 

其构建过程中所使用的五个类型的情感特征是否均为有效？ 

• 评估⼆：基于双重情感特征的虚假新闻检测框架的有效性 

双重情感特征集能否提升现有检测器的检测效果？ 

• 评估三：双重情感特征集中各部件的有效性 

新闻发布者情感、社区群体情感与双重情感差异，是否均可以提升虚假新闻
检测器的效果？ 

哪个部件对于检测器的增强效果更好？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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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集

• 中⽂数据集 
Weibo-16 [1] 
Weibo-20 (本研究⾸次提出) 
基于Weibo-16，增加了2014年4
⽉-2018年11⽉的新闻数据 

假新闻来源：微博社区管理中⼼ 

真新闻来源：AI识谣系统 

• 英⽂数据集 
RumourEval-19 [2]

20

[1] Jing Ma, et al. Detecting rumors from microblogs with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IJCAI 2016.

[2] Genevieve Gorrell, et al. SemEval-2019 Task 7: RumourEval, Determining Rumour Veracity and Support for Rumours. SemEval@NAACL-HLT 2019.

三个数据集的统计情况

https://service.account.weibo.com
http://www.apple.com.cn


基于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法研究 研究点⼀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点⼆ 总结与展望国内外研究现状 系统应⽤

评估⼀： 双重情感特征集⾃身的有效性

21
[1] Oluwaseun Ajao, et al. 2019. Sentiment Aware Fake News Detection o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IEEE ICASSP 2019.

[2] Anastasia Giachanou, et al. 2019. Leveraging Emotional Signals for Credibility Detection. ACM SIGIR 2019.

1. 建模情感信号⽅式的有效性：(1) 新闻发布者情感优于 Emoratio [1] 与 EmoCred [2]; (2) ⽆论移除哪⼀种

类型的情感信号，双重情感特征集的Macro F1值均会有所下降 
2. 建模社区群体情感、双重情感的重要性：双重情感差异 > 社区群体情感 > 新闻发布者情感 
3. 双重情感特征集的有效性：联合使⽤新闻发布者情感、社区群体情感以及双重情感差异后的检测性能最好

在五层MLP模型上，仅使⽤情感特征作为输⼊ 移除双重情感特征集中某个特定类型的情感信号

(评估指标为Macro F1检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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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于双重情感特征的虚假新闻检测框架的有效性

22

1. 检测框架的有效性：在三个实验数据集上，双重情感特征集的引⼊均能够显著提升各类模型的检测指标 
2. 双重情感特征集的兼容性与鲁棒性：引⼊Emoratio或EmoCred时更容易使模型过拟合，⽽双重情感特征集则拥有更好

的泛化性，这证明了不能只关注新闻原⽂中的情感，更要关注⽤户评论的情感以及这⼆者之间的关系

英⽂数据集
RumourEval-19

中⽂数据集
Weibo-16、Weib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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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三： 双重情感特征集中各部件的有效性

23

1. 各部件的有效性：（1）任意⼀个部件均有效；（2）⽐起利⽤MLP隐式地学习“新闻发布者情感”与“社区群体情

感”之间的联系，显式地引⼊“双重情感情感差异”更为有效 
2. 建模社区群体情感、双重情感的重要性：“双重情感差异”与“社区群体情感”的检测效果更好 
3. 双重情感特征集的必要性：同时使⽤三个部件对现有模型的提升最⼤

评估指标为Macro F1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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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双重情感特征集对现有模型错误的纠正

24

各模型 
判定结果

极度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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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双重情感为何有效？

1. 对情感信号的建模：专家先验知识（情感词典） + ⼤规模预训练模型中蕴含的知识 

2. 双重情感的差分融合：极⼤贴合了虚假新闻中双重情感的呈现模式（拥有独特的共鸣与分歧）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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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基于双重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

• 贡献总结 

问题贡献：提出并确认了双重情感信号在真、假新闻之间具有显著区别 

⽅法贡献：双重情感特征集的性能增益显著、泛化性好、兼容性强 

数据集贡献：新的中⽂数据集 (Weibo-20).

26

• 研究成果 
论⽂：Xueyao Zhang, et al. Mining Dual Emotion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WWW 2021. 

专利：《⼀种基于双重情感的舆情检测⽅法及系统》. 曹娟；张雪遥；盛强；谢添；李锦涛.  

相关⼯作的引⽤次数共为83（⾕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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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研究点⼀：基于双重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 

4. 研究点⼆：情感偏好增强的虚假新闻即时检测 

5. 线上系统应⽤ 

6. 总结与未来展望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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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从延时检测到即时检测

28假新闻⾃发布后的评论数量变化趋势 (Weibo-16 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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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假新闻⾃发布后的评论数量变化趋势 (Weibo-16 数据集)

依靠新闻评论的延时检测，⽆法
满⾜虚假新闻防治的即时性需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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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新闻评论的延时检测，⽆法
满⾜虚假新闻防治的即时性需求

结论

定义

即时检测

新闻⼀经发布就进⾏的检测

1. 如何更好地表征新闻内容 [1] 
2. 如何融⼊外部知识 [2]

难点

[1] Xinyi Zhou, et al. Fake news early detection: A theory-driven 
model. Digital Threats, 2020.

[2] Qiang Sheng, et al. Zoom out and observe: News environment 
perception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AC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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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即时检测的场景中利⽤情感信息？

29

新闻原⽂

安徽太和县发生了一起强拆惨案，

黑社会打死了一家七口！目前，不

作为的县政府已经封锁了消息！

惊异、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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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的县政府已经封锁了消息！

惊异、愤怒

模型 Weibo-16

BiLSTM 0.807

    + 新闻发布者情感 0.809

BERT 0.824

    + 新闻发布者情感 0.850

Weibo-16数据集上的Macro F1值

抽取新闻发布者情感，作为辅助特征已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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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打死了一家七口！目前，不

作为的县政府已经封锁了消息！

惊异、愤怒 为何情感信号为不同模型带来
的增益差别如此之⼤？

0.2% ↑

2.6% ↑

模型 Weibo-16

BiLSTM 0.807

    + 新闻发布者情感 0.809

BERT 0.824

    + 新闻发布者情感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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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新闻发布者情感，作为辅助特征已知⽅案 模型⾃身已经拥有⼀
定的情感表征能⼒ 不同模型对于情感的

表征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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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打死了一家七口！目前，不

作为的县政府已经封锁了消息！

惊异、愤怒 为何情感信号为不同模型带来
的增益差别如此之⼤？

0.2% ↑

2.6% ↑

模型 Weibo-16

BiLSTM 0.807

    + 新闻发布者情感 0.809

BERT 0.824

    + 新闻发布者情感 0.850

Weibo-16数据集上的Macro F1值

抽取新闻发布者情感，作为辅助特征已知⽅案

模型⾃身建模情感的潜能仍可挖掘

模型⾃身已经拥有⼀
定的情感表征能⼒ 不同模型对于情感的

表征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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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点⼆：情感偏好增强的虚假新闻即时检测

30

辅助模型判别

虚假新闻检测器 
 (Fake News Detector）

抽取的检测特征 
 (Detection Features）

可信度预测 
 (Prediction）

特征融合 
 (Fusion）

抽取新闻发布者情感

现有⼯作

研究动机：增强模型对情感信号的建模，将会提升其检测假新闻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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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取检测特征时就加以⼲预，增
强模型对情感信号的偏好学习

本研究

辅助模型判别引导模型学习

虚假新闻检测器 
 (Fake News Detector）

抽取的检测特征 
 (Detection Features）

可信度预测 
 (Prediction）

特征融合 
 (Fusion）

抽取新闻发布者情感

现有⼯作

研究动机：增强模型对情感信号的建模，将会提升其检测假新闻的能⼒



基于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法研究 研究点⼆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点⼀ 总结与展望国内外研究现状 系统应⽤

序列特征融合

⽅法设计：情感偏好增强的虚假新闻检测框架 (EmoPref)

31

⽂本特征抽取器 
 (Text Encoder） p1 p2 … P

可信度预测 
 (Prediction）

现有的检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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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抽取器 
 (Text Encoder） p1 p2 … P

可信度预测 
 (Prediction）

现有的检测模型

为每个词(或符号)分配不同的学习权重

核⼼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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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抽取器 
 (Text Encoder） p1 p2 … P

可信度预测 
 (Prediction）

情感偏好分布图

情感偏好学习器 
 (Emotion Preference Learner）

情感偏好增强模块
现有的检测模型

为每个词(或符号)分配不同的学习权重

核⼼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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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抽取器 
 (Text Encoder） p1 p2 … P

可信度预测 
 (Prediction）

加权融合 
(Attention)

情感偏好分布图

情感偏好学习器 
 (Emotion Preference Learner）

情感偏好增强模块
现有的检测模型

为每个词(或符号)分配不同的学习权重

核⼼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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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问题：如何设计情感偏好学习器？

32

安徽太和县发生了一起强拆惨案，

黑社会打死了一家七口！目前，不

作为的县政府已经封锁了消息！

新闻原⽂

32

情感偏好分布图

情感偏好学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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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词
不作为的

!惨案

安徽太和县发生了一起强拆惨案，

黑社会打死了一家七口！目前，不

作为的县政府已经封锁了消息！

新闻原⽂

32

情感偏好分布图

情感偏好学习器

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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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词

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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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偏好学习器

偏好！ 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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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 远离！

发⽣ ⼀起

封锁

…
消息

强拆

如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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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词都可能蕴
含着情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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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强拆

如何利⽤？

每个词都可能蕴
含着情感信号

需要建模词与词
之间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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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问题：如何设计情感偏好学习器？

32

情感词
不作为的

!惨案 安徽太和县

⿊社会

实体词

县政府

安徽太和县发生了一起强拆惨案，

黑社会打死了一家七口！目前，不

作为的县政府已经封锁了消息！

新闻原⽂

32

情感偏好分布图

情感偏好学习器

偏好！ 远离！

发⽣ ⼀起

封锁

…
消息

强拆

如何利⽤？

每个词都可能蕴
含着情感信号

需要建模词与词
之间的关联性

异构图⽹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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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设计：情感偏好分布图的⽣成流程

33

不作为的

! 安徽太和县

⿊社会

发⽣

⼀起封锁

…

惨案

强拆

县政府

消息

异构图卷积操作图⽹络构建 相关性矩阵迭代 情感偏好分布图的读出

初始化的图⽹络 G(0) 不作为的

! 安徽太和县

⿊社会

发⽣

⼀起封锁

…

惨案

强拆

县政府

消息

迭代后的图⽹络 G(L)

情感偏好分布图 M

结点特征 H(l)相关性矩阵 A(l)

结点特征 H(l+1) 相关性矩阵 A(l+1)

第  层l

第  层l + 1

× L
图⽹络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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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情感偏好分布图的读出

34

不作为的

! 安徽太和县

⿊社会

发⽣

⼀起封锁

…

惨案

强拆

县政府

消息

情感偏好分布图的读出

迭代后的图⽹络 G(L)

情感偏好分布图 M

• 主要思想： 
在分配每个词符的情感偏好权重时：
(1) 将其与所有情感词符之间的相关性
累积起来，作为需要增强的⼀项； 

(2) ⽽将其与所有实体词符之间的相关
性累积起来，作为需要减弱的⼀项。

mi =
nS

∑
k=1

A(L)
S (i, k) −

nE

∑
k=1

A(L)
E (i, k)

词符 的情感 
偏好权重

mi

情感词符的数量 实体词符的数量

所有结点与情感（实体）词符结点 
之间构成的相关性矩阵 （ ）A(L)

S A(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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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评估设计

• 评估⼀：EmoPref框架的有效性 

使模型在学习过程中偏好情感信号是否能够有利于其检测假新闻？ 

• 评估⼆：EmoPref框架中情感偏好学习器设计的有效性 

使学习器感知到情感词、实体词的先验知识是否必要？ 

增强模型对情感词的偏好是否必要？抑制模型对实体词的偏好是否必要？ 

• 评估三：对EmoPref框架中⽣成的情感偏好分布图的探讨分析 

在情感偏好增强的虚假新闻检测中，模型会更关注哪些词符？ 

虚假新闻样本的情感偏好分布图会反映出哪些信息？

35



基于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法研究 研究点⼆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点⼀ 总结与展望国内外研究现状 系统应⽤

实验数据集

• 中⽂数据集（和研究点⼀相同） 
Weibo-16 [1] 
Weibo-20 

• 英⽂数据集 
Twitter [2]：是虚假新闻即时检
测任务上，规模最⼤的英⽂数据
集之⼀

36

[1] Jing Ma, et al. Detecting rumors from microblogs with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IJCAI 2016.

[2] Qiang Sheng*, Xueyao Zhang*, et al. Integrating pattern- and fact-based fake news detection via model preference learning. CIKM 2021.

Twitter数据集的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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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EmoPref框架的有效性

37

1. EmoPref的有效性：⽆论把哪⼀种基线模型融⼊到EmoPref框架中均能得到提升 
2. 情感偏好增强学习的有效性：EmoPref 能够为BERT-pEmo带来提升，说明仅把情感信号

作为⼀种辅助特征仍是不够的，通过情感偏好增强的学习，能够进⼀步挖掘情感的作⽤

研究点⼀中的“BERT+新
闻发布者情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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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EmoPref框架的有效性

37

1. EmoPref的有效性：⽆论把哪⼀种基线模型融⼊到EmoPref框架中均能得到提升 
2. 情感偏好增强学习的有效性：EmoPref 能够为BERT-pEmo带来提升，说明仅把情感信号

作为⼀种辅助特征仍是不够的，通过情感偏好增强的学习，能够进⼀步挖掘情感的作⽤

研究点⼀中的“BERT+新
闻发布者情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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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情感偏好学习器设计的有效性

38

1. 先验知识的重要性：  并未带来性能提

升（因为此时模型依然主要依靠新闻可信度标签的监

督信息，来学习对不同词符的利⽤权重） 
2. “增强情感”与“削弱实体”都很重要：(1) ⽆论是

还是  都会带来性能提

升；(2) 这⼆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劣关系 
3. “增强情感”与“削弱实体”拥有互补性：完整的

EmoPref框架效果最好

EmoPrefGCN

EmoPrefemo↑ EmoPrefentity↓

三种消融实验： 
• ：完全不依赖情感词、实体词的先
验知识，并使⽤同构的GCN实现EmoPref 

• ：只增强对情感词符的利⽤ 

• ：只减弱对实体词符的利⽤

EmoPrefGCN

EmoPrefemo↑

EmoPref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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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三：对情感偏好分布图的探讨分析

39BiGRU模型通过EmoPref框架学到的（⾮）偏好词集

研究点⼀中辅助情感特征
集建模的⼀些情感信号

发布者⾃我表
达的词语

与特定新闻要素相关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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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三：对情感偏好分布图的探讨分析

39BiGRU模型通过EmoPref框架学到的（⾮）偏好词集

研究点⼀中辅助情感特征
集建模的⼀些情感信号

发布者⾃我表
达的词语

与特定新闻要素相关的词语

复数形式的⼈称代词——在拥有明显假
新闻模式的帖⼦中，经常包含对某些群
体的讨论，或者旨在怂恿读者⾏动起来

单数形式的⼈称代词——常出现在具体事件描述
的帖⼦中，这些帖⼦通常会与特定的⼈或事物有
关，因此模型便很难从中学到⼀些模式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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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三则Weibo-20数据集上的假新闻

颜⾊越深，代表增强（削弱）模型偏好的程度越⼤

案例1 (情感信号⾮常强烈) 
BiLSTM 已能够判对

案例2 (情感信号弱，实体信号强) 
在EmoPref的引导下才能判对

案例3 (情感信号强，实体信号强) 
在EmoPref的引导下才能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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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EmoPref为何有效？

41

1. 对先验知识的利⽤：情感词、实体词的先验知识能够被有效建模与传播。 

2. 对数据的“有偏式”学习：“为每个词符分配不同的学习权重”的设计思想启示我们，需要引导模
型有偏好地学习⼀部分代表性数据，引导模型有选择地关注⼀些具有特殊含义的信号



基于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法研究 系统应⽤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点⼀ 总结与展望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点⼆

⽬录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研究点⼀：基于双重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 

4. 研究点⼆：情感偏好增强的虚假新闻即时检测 

5. 线上系统应⽤ 

6. 总结与未来展望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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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数据测试（⼀）：在不均衡数据下的性能表现

43

1. 数据极度不均衡，将会创造异常困难的业务场景 
2. BERT-pEmo w/ EmoPref 模型具有优异的泛化性由AI识谣平台导出，真:假的倾斜⽐从10:1到100:1

模型 BERT-pEmo w/ EmoPref (训练集为Weibo-20)

数据

Standardized Partial AUC，适⽤于

数据不均衡分类任务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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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系统评估（⼆）：与线上模型的性能⽐较

44

• 模型 
BERT-pEmo w/ EmoPref 

• 训练数据（与线上模型相同） 
AI识谣平台中的95277条新闻数据
（47415条假新闻，45162条真新闻） 

• 评估结果 
假新闻的F1值提⾼了6.5% 
真新闻的F1值提⾼了1.4% 
Macro F1值提⾼了3.9%

BERT-pEmo w/ EmoPref 模型与平台上的多个
⽅法共同决策出新闻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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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研究点⼀：基于双重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 

4. 研究点⼆：情感偏好增强的虚假新闻即时检测 

5. 线上系统应⽤ 

6. 总结与未来展望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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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总结

46

从新闻原⽂中抽取情感特征

只建模新闻发布者的情感， 
忽略了假新闻对读者的情绪煽动

基于双重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

建模社区群体的情感， 
并挖掘双重情感之间的联系

只把情感作为辅助特征， 
忽略了可以增强模型⾃身对情感的表征

情感偏好增强的虚假新闻即时检测
对模型的学习过程加以引导， 

增强其对情感的偏好

已有研究 研究点⼀

研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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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情感信号与外部证据的联合检测 

既要利⽤基于情感检测⽅法的及时性、便捷性，也要兼顾

基于外部证据检测的可靠性、可解释性 

• 多模态虚假新闻检测任务中的情感利⽤ 

新闻的图⽚、视频、⾳乐等媒介中都存在丰富的情感信号 

多个模态间的情感信号是否存在关联？如何融合多个模态

的情感信号？ 

• 从延时检测到即时检测的迁移学习 

模型的训练数据字段完整，但测试数据字段不完整

47

基于情感的检测⽅法，理论上
很难判断该新闻的真实性

⼀则 Weibo-20 数据集上的真新闻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点⼀ 研究点⼆ 总结与展望基于情感的虚假新闻检测⽅法研究 国内外研究现状 系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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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成果
学术论⽂: 

[CCF-A；代表作] Xueyao Zhang, et al. Mining Dual Emotion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WWW 2021 (⻓⽂；Oral；⼀作). 
[CCF-B；代表作] Qiang Sheng*, Xueyao Zhang*, et al. Integrating Pattern- and Fact-based Fake News Detection via Model 
Preference Learning. CIKM 2021 (⻓⽂；Oral；共同⼀作). 
[CCF-A] Qiang Sheng, Juan Cao, Xueyao Zhang, et al. Zoom Out and Observe: News Environment Perception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ACL 2022 (⻓⽂). 
[CCF-A] Qiang Sheng, Juan Cao, Xueyao Zhang, et al. Article Reranking by Memory-enhanced Key Sentence Matching for 
Detecting Previously Fact-checked Claims. ACL 2021 (⻓⽂). 

专利: 
曹娟；张雪遥；盛强；谢添；李锦涛.《⼀种基于双重情感的舆情检测⽅法及系统》.

曹娟；盛强；张雪遥；钟雷；谢添. 《引述句和辟谣模式句引导的“谣⾔-辟谣⽂章”匹配⽅法及系统》.

曹娟；盛强；张雪遥；钟雷；谢添. 《基于模式信息和事实信息的联合虚假新闻检测⽅法》.

曹娟；盛强；张雪遥. 《基于新闻环境信息建模的虚假新闻检测⽅法》.


研究项⽬： 
⽹络谣⾔检测与舆论引导算法研究（国家⾃然科学基⾦-新疆联合基⾦ U1703261）

⾯向⽹络空间的事件全⽣命周期监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7YFC0820604）



硕⼠学位论⽂答辩

敬请各位⽼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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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评阅意⻅与修改情况

• 评阅结果（4位评阅⼈） 
总体评价：4票优秀 
答辩建议：3 票“同意答辩”，1 票“修改后答辩（论⽂需通过⼩的修改后答 
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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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评阅意⻅与修改情况

问题1：研究点⼀中，是否有必要额外地建模双重情感差分？建议作者在消融实验
中补充“新闻发布者情感+社区群体情感”的消融实验。

修改情况： 
在论⽂的2.3.4.3 节中，增补了“【检测模型】+【新闻发布者情感+社区群体情
感】”的消融实验。 
由表 2.8 中的实验结果可知： 
1. 同时引⼊“新闻发布者情感”和“社区群体情感”，能够⽐单独使⽤这⼆者具有更
好的检测 Macro F1 值； 

2. 但在此基础上引⼊“双重情感差异”（即： 使⽤完整的“双重情感特征集”）能够
进⼀步提升检测性能。由此可知：额外地显式建模“新闻发布者”与“社区群体
情感”的差分，能够⽐单独依赖 MLP 学习带来更好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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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评阅意⻅与修改情况

问题2：研究点⼀中，RumourEval-19的实验结果为何远低于两个中⽂数据集？

修改情况： 
论⽂重新修改了对于RumourEval-19检测指标很低的解释： 

1. ⼀⽅⾯，相关⽂献[1]的分析指出，该数据集的训练集、验证集、测试集的类别分布
差距很⼤，例如：训练集中的待查证新闻的⽐例，远多于验证集和测试集中的⽐例
（表 2.2），这也造成了模型对于待查证新闻的检测效果较差（如表2.7 所示，待查
证新闻的F1值远低于真、假新闻）； 

2. 另⼀⽅⾯，由于 RumourEval-19的数据规模⾮常⼩，这也造成了模型学习和检测指
标结果的极⼤波动性。 

对于两个中⽂数据集，由于其训练集、验证集、测试集的类别分布都较为均衡（都约为
1:1），且数据规模都相对较⼤，因此更有利于机器学习模型展现出良好的检测能⼒。

[1] Li Q, et al. Eventai at semeval-2019 task 7: Rumor detection on social media by exploiting content, user credibility and propagation information. SemEv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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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中的即时检测和实时检测有什么区别？有⽆客观的标准（如时间节点
等），来界定即时检测和早期检测、延时检测？ 

修改情况： 
已在1.2.2.2节中作出补充说明。具体地： 
1. “实时检测（Real-time Detection）”⼀般代表的是软、硬件系统具有极快的响应
时间，更多针对的是对系统或算法的运⾏性能的约束； 

2. 本⽂中的“即时检测（Instant Detection）”代表的是“新闻⼀经发布就进⾏的检
测”，它约束的是事件的发展阶段。 

在领域内的已有研究中，暂⽆客观标准来明确给出“即时检测-早期检测-延时检
测”之间的界限。本⽂是从“对数据、信息或知识的利⽤程度”的来区别这三者，是
⼀种启发式的定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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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论⽂写作、格式规范问题： 

包括：（1）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总结章节；（2）系统章节对本⽂⼯作的介绍；（3）公
式3.2的⽂字解释；（4）建议将“本研究”改为“本⽂”；（5）个别⽂字可再凝练。⽐如 
p52, "在本章中，本研究针对的是...问题" 可考虑改为 “本章针对问题”；（6）论⽂中的脚
注信息⼤部分实际上是引⽤，应该采⽤引⽤的格式；（7）论⽂中很多地⽅⽤楷体来进⾏
专⽤名词的描述，但是哪些词⽤楷体，哪些词不⽤楷体不是很明确，建议讨论是否有必
要性⽤字体来表示这些概念；（8）建议⽂中将相关的"证明"改成"验证"或者"表明"等。

修改情况： 
均已完成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