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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食品安全事件的网络舆情呈现爆发式传播态势。公众通过

抖音、小红书平台等渠道实时发布、讨论食品安全问题，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舆论场。本研究以“3.15
某品牌黄焖鸡事件”为切入点，依据2025年3月13日18时02分抖音央视新闻发布国务院食安办向山东省

食药安办、河南省食安办发出挂牌督办通知书的视频为事件时间区分点，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对抖音平台

官方媒体与娱乐个人媒体发布的视频评论文本进行系统性分析。通过词云可视化、词频统计和LDA主题

模型揭示两类媒体的话语建构差异，结合情感分析模型量化受众情感极化程度。结果发现，(1) 央视发

声前后舆情阶段分化特征显著。(2) 官方媒体与娱乐个人媒体在舆情传播中形成二元分化结构。(3) 央
视发声前后情感倾向呈现显著变化。(4) LDA主题模型显示两类媒体用户关注点存在时空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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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mobile Internet, online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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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od safety incidents has shown explosive propagation. The public has been posting and discuss-
ing food safety issues in real time through channels such as TikTok and rednote platforms, forming 
a public opinion field with social influe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3.15 incident of a brand of cassou-
let” as the entry point, and based on the video released by TikTok CCTV News at 18:02 on March 13, 
2025, in which the State Council’s Food Safety Office issued a registered supervisory notification to 
the Food and Drug Safety Office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Food Safety Office of Henan Province, 
the time point of the incident was differentiated, and the video released by official media and enter-
tainment personal media on the TikTok platform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text mining technology. 
The text mining technology is us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video comment texts released by 
the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personal media. The differences i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media are revealed through word cloud visualization,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and 
LDA topic model, and the degree of audience sentiment polarization is quantified by combining with 
sentiment analysis model.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the stage differentiation of public opinion be-
fore and after CCTV’s voice is characterized significantly. (2) The official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personal media formed a binary polarization structur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public opinion. (3) 
Emotional tendencies showed significant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CCTV’s voice. (4) The LDA topic 
model shows that there is a temporal and spatial mismatch in the focus of users of the two types of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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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食品安全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议题，始终牵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在社交媒体深度融

入生活的今天，短视频平台凭借其信息传播的即时性、视觉化与互动性，逐渐成为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发

酵与扩散的核心场域。此类舆情不仅关乎企业品牌形象，更可能引发公众信任危机甚至社会稳定性问题

[1]。例如 2025 年“3.15 某品牌黄焖鸡加盟店后厨乱象”事件中，隔夜食材回收、员工无证上岗等问题通

过暗访视频曝光后，迅速登上热搜并引发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显示出食品安全舆情的巨大破坏力[2]。 
近年来，学者们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关注度显著提升[3]-[5]，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微博[6]、微信等

传统社交媒体，对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特性与情感特征缺乏探讨。2024 年石锦钰使用网络舆情研究方法从

微博平台获得数据，得到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五个高风险时期[7]。2024 年陈镜贤在微博平台爬取数据，

从主题关联视角出发，结合舆情生命周期理论，应用基于 LDA 主题模型的主题演化分析方法，构建融入

舆情情感分析的舆情主题与情感演化框架[8]。2024 年胡志超以海天酱油“双标”事件为例，结合舆情传

播生命周期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法等，梳理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演化的基本规律，进一步探析

食品添加剂引发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并提出建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及具体路径[9]。2019
年 Xu 等人通过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扩展情感词典，显著提升了情感分析的精准度和适用性[10]。2020 年，

Chen 等基于 BP 神经网络模型构建食品安全舆情预测模型[11]。2021 年，Lang 等提出包含政府作用的巴

斯扩散模型，并给出了相应的解析解，通过具体案例证实政府管理是抑制网络舆情的关键[12]。 
相较于文字主导的平台，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通过画面叙事、音乐渲染、弹幕互动等多模态符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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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情感共振场域，使得舆情传播呈现出“情绪先于事实”“情感裹挟理性”的显著特征[13]。尤其在官

方媒体(以机构认证账号为代表)与娱乐个人媒体(以娱乐公司、草根用户为主体)的二元传播结构中，信息

生产逻辑的差异可能导致舆情走向的显著分化：前者倾向于遵循风险沟通框架，强调事实核查与权威解

读；而后者往往采用情感驱动策略，通过戏剧化叙事、情绪化表达争夺流量关注。这种话语权力的碰撞

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与情感倾向，成为亟待破解的学术命题[14]。 

2. 研究方法及工具 

2.1. 文本预处理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文本被视作是由单词、短语或段落所构成的组合。针对大部分未处理的文本

数据不能直接使用的问题，通过文本预处理的方式可以将数据从结构化转换为结构化，从而使计算机更

容易有效地处理它们[15]。 
本文评价文本信息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数据，采用 Power BI 进行文本预处理，具体如下所示： 
(1) 去除非文本数据。使用去除在爬取文本数据过程中存在无用的符号(包括网络标签、URL 地址、

表情符号等)。 
(2) 去停用词。去停用词的优势在于语义特征可充分与机器运算拟合，从而进一步提高计算机处理速

度。 
(3) 中文分词。中文与英文有着极大不同。中文词语比较复杂，常常蕴含着一词多义的情况，分词能

极大提升数据分析的效率。 

2.2. TF-IDF 

TF-IDF 的中心思想之一是，如果单词在文档中或单词本身出现的频率高于在另一个文档中出现的频

率，那么这个单词出现的次数越少，被赋予的分量就越大，这表明它有很高的能力与众不同[16]。TF 在

TF-IDF 中表示词频，IDF 则表示逆向文档频率。TF 是项 ti 在文档 d 当中出现的频率。ti 的区分能力越好，

它的 IDF 值就越大，所包含某个项 ti 的文档数就越少。TF-IDF 公式为： 
  , ,TF-IDF TF IDFi j i j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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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Fi,j 是词频，IDFi 是逆向文档频率， D 是语料库中的文档总数， { }: i jj t d∈ 是包含某项 ti 的文档数

目。 

2.3. LDA 主题模型及困惑度 

LDA 主题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潜在狄利克雷分配)是一种基于概率生成的无监督学习算

法，用于从文档集合中自动提取隐含主题结构[17]。其核心思想是将文档视为多个主题的概率混合，每个

主题则表现为词汇的概率分布，从而实现对大规模文本的语义分析和知识发现。其核心原理与特点在于： 
1) 生成过程假设 
LDA 假设文档的生成遵循以下步骤： 
① 每篇文档从狄利克雷分布中采样生成一个主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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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每个词从主题分布中选择一个主题 
③ 从该主题对应的词汇分布中采样生成具体的词语 
数学上，文档的联合分布可表示为(其中，θ为文档–主题分布，ϕ为主题–词汇分布)： 

 ( ) ( ) ( ) ( ), , ,1 1, , , ,M N
i i j i i j i ji jP w z P P z P w zθ φ θ θ φ

= =
=∏ ∏  (4) 

2) 词袋模型假设 
LDA 忽略词语顺序，将文档视为词语的集合，简化建模复杂度。 
3) 参数估计方法 
通过变分贝叶斯推断或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如吉布斯采样)算法求解模型参数，最终输出文档–主

题分布和主题–词汇分布。 
困惑度(Perplexity)是一种用来评估模型预测能力的指标，它通常用于衡量 LDA 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

度[18]。困惑度的计算基于似然函数，通过衡量模型对未见过的文档预测准确性来确定模型的表现。其数

学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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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 表示整个文档集， dw 是文档 d 中的所有词汇，P( dw )是基于模型计算的词汇出现概率， dN 是文

档 d 中的词汇数量。困惑度值越小，说明模型对文档的预测越精确。它反映了模型的泛化能力，即模型

在新数据上的表现。 

2.4. 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是自然语言处理(NLP)领域中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它通过分析文本的

情绪倾向，来判断文本所表达的态度或情绪，通常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三种。情感分析的方法主要有

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的方法和基于情感词典的方法[19]。本文采用基于朴素贝叶斯分

类算法的 SnowNLP 库对文本数据进行情感分析[20]。 

3. 实验分析 

3.1. 事件热度演变 

本文选择最近 3.15 消费者权益日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事件——“某品牌黄焖鸡事件”[2]。 
2025 年 3 月，记者暗访了多家某品牌黄焖鸡加盟店，发现不少食品安全问题：使用存放多天的发酸

食材，顾客食用后的剩菜回收再加工售卖，隔夜发黑的牛肉加色素后冒充新鲜牛肉。记者调查中还发现，

多家门店招聘时不需要员工提供健康证，大量无证店员直接上岗。 
2025 年 3 月 12 日中午，该品牌发布致歉信表示，对于近期旗下涉事加盟门店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

公司向广大消费者致以最深切的歉意。此次事件暴露出公司在涉事加盟门店的加盟管理、监督执行上的

重大漏洞，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同日，河南省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媒体报道“某品牌黄焖鸡后厨

乱象”涉及我县某品牌黄焖鸡加盟店相关问题，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已对涉事门

店查封，对食材封存检验，全面展开调查。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严肃处理。3 月 13 日，国

务院食安办向山东省食药安办、河南省食安办发出挂牌督办通知书，对两地核查处置工作实行挂牌督办；

同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称，将排查某品牌黄焖鸡全市所有门店，对存在问题的餐厅进行查处。3 月 21
日，针对“某品牌黄焖鸡后厨乱象”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东省济南市及河南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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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商丘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见表 1)。 
 

Table 1. Event key nodes 
表 1. 事件关键节点 

关键时间 关键事件 

2025 年 3 月初 记者暗访多家加盟店，曝光食品安全问题 

2025 年 3 月 12 日中午 某品牌总部发布致歉信 

2025 年 3 月 12 日当天 河南省某县市场监管局行动 

2025 年 3 月 13 日当天 国务院食安办发出挂牌督办通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回应 

2025 年 3 月 21 日当天 国务院食安办、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地方政府 

 
本文根据百度指数、微博指数等网络舆情平台监测(见图 1、图 2)，发现“3.15 某品牌黄焖鸡事件”

网络舆情事件演变符合舆情传播正态分布，其中 3 月 13 日舆情热点达到顶峰而后下降，在 3 月 21 日后

舆情指数有上涨趋势。据此，以 2025 年 3 月 13 日 18 时 02 分抖音央视新闻发布国务院食安办向山东省

食药安办、河南省食安办发出挂牌督办通知书，对两地核查处置工作实行挂牌督办为界，将事件分为央

视发声前和央视发声后。 
 

 
Figure 1. Baidu index for a brand of cassoulet incident 
图 1. 某品牌黄焖鸡事件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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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Weibo index for a brand of cassoulet incident 
图 2. 某品牌黄焖鸡事件微博指数 

3.2. 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网络爬虫软件抓取抖音“3.15 某品牌黄焖鸡事件”，按照发布媒体类型、热度、评论

数、点赞数、发布时间等将视频进行分类排序，最终选择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京报等 6 个官方媒体

[20]，凤凰网、鑫中有娱等 4 个娱乐个人媒体所发布的视频，共计 42,878 多条文本数据作为数据源(见表

2)。其中文本数据主要包括昵称、日期、地区、用户 ID、评价内容、评价点赞数等，利用 Power BI 进行

数据清洗及预处理操作，删除过短以及无意义的评论[21]，最终得到 35,032 条评论数据。 
 

Table 2. Media for data collection 
表 2. 采集数据媒体 

发布媒体 媒体类型 粉丝量 发布时间 发布链接 点赞量/万 

新京报 官方 2576.9 万 2025.3.12 11:09 https://v.douyin.com/i5ny29q6/ 22.3 

大象新闻 官方 3259.8 万 2025.3.12 15:49 https://v.douyin.com/spiPH8ZKiVw/ 6.3 

鑫中有娱 娱乐个人 24.2 万 2025.3.12 19:03 https://v.douyin.com/t_N0qo1FBgE/ 10.7 

焖鸡正弘 娱乐个人 1115 2025.3.12 19:03 https://v.douyin.com/i5nUmSAd/ 1.5 

央视新闻 官方 1.7 亿 2025.3.13 18:02 https://v.douyin.com/i5nUXfY8/ 147.7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5.15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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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民日报 官方 1.8 亿 2025.3.13 20:29 https://v.douyin.com/i5WXtSpP/ 118.2 

96 女狮子 娱乐个人 1271 2025.3.14 11:21 https://v.douyin.com/i5nXE2dv/ 4.8 

凤凰网 娱乐个人 1806 万 2025.3.14 13:36 https://v.douyin.com/i5nXwyX3/ 2.1 

央视网快看 官方 3783.2 万 2025.3.21 19:38 https://v.douyin.com/Xs3u5s3HU3s/ 2.6 

央视财经 官方 1629 万 2025.3.22 10:37 https://v.douyin.com/y1ZZbHkCdbI/ 2.3 

3.3. 舆情热点分析 

通过对“3.15 某品牌黄焖鸡事件”央视发声前后官方媒体和娱乐个人媒体的评论信息可视化，生成

相应词频统计表(见表 3、表 4)及词云图(见图 3)，充分挖掘出信息潜在的价值，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 
 
Table 3. Keywords before the CCTV voice (partial) 
表 3. 央视发声前关键词(部分) 

央视发声前–官方媒体 央视发声前–娱乐个人媒体 

关键词 TF-IDF 关键词 TF-IDF 

外卖 0.024461664 品牌 0.017197821 

微笑 0.023122192 干净 0.015344466 

泪奔 0.01224285 不吃 0.014634074 

没有 0.012221425 外卖 0.014031028 

食品安全 0.01220835 鸡肉 0.012667305 

问题 0.011756595 卫生 0.012578243 

餐饮 0.011141552 厨房 0.0119906051 

判刑 0.0059119168 泣不成声 0.0088086626 

严查 0.004995991 预制 0.0061174749 

治理 0.0003702349 僵尸 0.0035857057 
 

Table 4. Keywords after the CCTV voice (partial) 
表 4. 央视发声后关键词(部分) 

央视发声后–官方媒体 央视发声后–娱乐个人媒体 

关键词 TF-IDF 关键词 TF-IDF 

食品安全 0.030633044 外卖 0.032335216 

爱心 0.023152583 流泪 0.018892569 

外卖 0.021832814 不吃 0.014915622 

流泪 0.018670375 泪奔 0.010847247 

感谢 0.017948366 还好 0.010794744 

食品 0.017175984 鸡肉 0.010752157 

鼓掌 0.017118569 感谢 0.0101637667 

米饭 0.0158938323 预制 0.0081767886 

严查 0.0143190072 严查 0.0030991761 

督办 0.0080796204 责任 0.000864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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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央视发声前–官方媒体                        (b) 央视发声前–娱乐及个人媒体 

 
(c) 央视发声后–官方媒体                         (d) 央视发声后–娱乐及个人媒体 

Figure 3. Word cloud diagram 
图 3. 词云图 

 
在官方媒体和娱乐个人媒体中，“问题”、“治理”等词汇是官方媒体区别于娱乐个人媒体的关键特

征词，而且在央视发声后官方媒体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词汇比例权重处于上升趋势。“流泪”、“外

卖”、“食品”、“品牌”等词汇同时出现在官方媒体和娱乐个人媒体，表明了公众群体都对食品安全健

康的关注及对“3.15 某品牌黄焖鸡事件”的气愤。综合来看，官方媒体下的评论用户更加理性、更加关

注社会层面及个人层面对食品安全问题事件的应对，娱乐个人媒体用户多表示自己的情绪及下一步自身

的应对方式，呈现出“情绪先于事实”“情感裹挟理性”的显著特征。 
在央视发声前，“外卖”、“品牌”等词汇出现频率较高，“食品安全”，“卫生”等关注食品健康

词汇较少，表明了前期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关注、存在质疑的心理。在央视发声后，“食品安全”、

“感谢”、“鼓掌”等词汇比例加大，表明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关心和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事件的

认同。说明了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事件发生时，国家及权威机构的及时处理对此类舆情事件起重要影响。 

3.4. 主题分析 

本文采用困惑度为评估参数，利用 LDA 模型进行主题分类，最终确定央视发声前官方媒体及娱乐个

人媒体主题分类数为 5，央视发声后官方媒体及娱乐个人的主题分类为 4。 
通过央视发声前主题分类及主要关键词(见表 5)、央视发声后主题分类及主要关键词(见表 6)发现官

方媒体和娱乐个人媒体都有“鸡肉问题”主题和“商家管理”主题。在“鸡肉问题”主题中，两者主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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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都有“鸡肉”、“卫生”、“僵尸”等，表明了公众对鸡肉产业链中的担忧，如“僵尸肉”(冷冻过

期肉)、“科技肉”(添加剂滥用)及大肠杆菌污染等。其中，“白眼”、“怪不得”、“黑脸”、“恶心”

等词表明了消费者对鸡肉连锁店品质的负面情绪化表达。 
 

Table 5. Classification of topics before the CCTV voice 
表 5. 央视发声前主题分类 

 央视发声前–官方媒体  央视发声前–娱乐个人媒体 

主题分类 占比 关键词(部分) 主题分类 占比 关键词(部分) 

餐饮行业 21.39% 餐饮、全国、连锁、变质、关门、 
黑心、乱象、环境、隔夜饭、凭良心 厨房卫生 16.78% 厨房、香菇、直播、顾客、牛肉、监

控、冰箱、小哥、平台、员工 

鸡肉问题 20.81% 鸡肉、土豆、卫生、大肠、味道、 
白眼、挂不得、僵尸、科技、重灾区 鸡肉问题 20.27% 鸡肉、卫生、黑脸、恶心、味道、鸡

腿、僵尸、成本、激素、厨师 

媒体曝光 19.87% 曝光、记者、市场、总部、监督、 
员工、门店、厨房、检查、消费者 品牌信任 23.93% 品牌、问题、餐饮、关门、门店、加

盟、个别、影响、良心、消费 

商家管理 17.82% 
老板、郑州、加盟店、连锁、医院、某

品牌、拉肚子、利润、责任、健康证 商家管理 19.36% 
老板、商家、曝光、剩菜、没人、黑

心、饭店、全国、环境、食品 

食品监督 20.11% 食品安全、问题、品牌、商家、食品、

河南、食材、罚款、餐饮行业、监管 卫生漏洞 19.66% 食材、视频、加盟店、公司、总部、

老鼠屎、垃圾、管理、记者、镜头 
 

Table 6. Classification of topics after the CCTV voice 
表 6. 央视发声后主题分类 

 央视发声后–官方媒体  央视发声后–娱乐个人媒体 

主题分类 占比 关键词(部分) 主题分类 占比 关键词(部分) 

食品监督 21.39% 
食品安全、问题、国家、食品、人民、

力度、关注、整治、乱象、饮食 食品监督 21.37% 
食品安全、问题、餐饮、曝光、时

间、影响、平台、垃圾、罚款、管理 

鸡肉问题 20.81% 
米饭、鸡肉、牌子、良品铺子、山东、

味道、拉肚子、垃圾、恶心、科技 鸡肉问题 29.95% 
鸡肉、味道、香菇、恶心、僵尸、快

餐、肚子、科技、老鼠、饭菜 

商家管理 19.87% 
餐饮、品牌、商家、卫生、重罚、事

件、行业、监管、小哥、彻查、食材 商家管理 23.44% 
商家、品牌、小哥、店里、河南、加

盟店、总部、关门、黑心、剩菜 

政策支持 17.82% 
爱心、饭店、监督、老板、厨房、直

播、顾客、餐饮业、监控、约谈 厨房卫生 25.24% 
厨房、直播、饭店、老板、食材、卫

生、摄像头、骑手、价格、流量 
 

在商家管理主题上，央视发声前官方媒体主要关键词为“加盟店”、“医院”、“拉肚子”、“利

润”、“责任”、“健康证”等，一方面反应了食品安全事故对消费者健康的危害，另一方面表现了连锁

加盟模式的弊端，如郑州、济南等地加盟店因利润压缩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如健康证造假、食材以次充

好)。高频词“某品牌”暗指某知名火锅品牌曾因“老鼠门”事件被整改，通过此知名品牌案例警示食品

行业。央视发声后官方媒体主要关键词为“品牌”、“商家”、“卫生”、“行业”、“监管”、“彻查”

等，表现了公众对政府高压监管餐饮商家的支持，其中关键词“彻查”、“重罚”对应 2025 年市场监管

总局“春雷行动”，重点打击卫生不合格、食材造假等行为。央视发声前后娱乐个人媒体主要关键词为

“商家”、“剩菜”、“黑心”、“全国”、“关门”等，表明了公众对商家“黑心”、“剩菜回收”、

“环境脏乱”等具体案例的愤怒，同时全国、市场等词暗示问题普遍性，如多地小餐馆重复使用废弃油

脂。 
央视发声前后的官方媒体和央视发声后的娱乐个人媒体都存在“食品监督”主题，而央视发声前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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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个人媒体对应主题为“卫生漏洞”。在卫生漏洞主题中，主要关键词有“食材”、“视频”、“加盟

店”、“老鼠屎”、“垃圾”、“管理”、“快餐”、“记者”、“镜头”。在“食品监督”主题中，官

方媒体主要关键词有“食品安全”、“问题”、“品牌”、“商家”等，而娱乐个人媒体主要关键词有“食

品安全”、“问题”、“餐饮”、“曝光”、“垃圾”、“罚款”。表明了公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视，

另一方面表明了官方媒体的用户偏理性问责，娱乐个人媒体在用户主要偏直观情绪化表达，官方及权威

媒体的及时回应对娱乐个人媒体用户网络言论起积极作用。 
在央视发声前官方媒体餐饮行业主题中，主要关键词“全国”、“变质”、“关门”、“黑心”、“凭

良心”等词，表明了公众以“3.15 某品牌黄焖鸡事件”为例，对全国连锁餐饮品牌的系统性风险，如食

材变质、隔夜饭售卖、门店环境脏乱等问题的担忧。同时，反映了消费者对“凭良心经营”承诺的失望。

在“媒体曝光”主题中，主要关键词为“记者”、“监督”、“市场”、“总部”、“员工”、“厨房”

等，表示了通过记者暗访、市场抽查等方式揭露违规行为，强调政府监管部门介入、公众参与监督与行

政执法联动的必要性。同时总部、门店等词暗示品牌方对加盟店管理的失控，如总部监管流于形式。在

央视发声后官方媒体“政策支持”主题中，主要关键词为“爱心”、“监督”、“厨房”、“直播”、“监

控”、“约谈”，表明了公众对国家相关部门整治食品行业和“监管–企业–消费者”协同治理模式的支

持。 
央视发声前后娱乐个人媒体都存在“厨房卫生”主题，并且在央视发声后，“厨房卫生”主题占比从

16.78%上升至 25.24%，增幅超 50%。一方面在于央视的权威报道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和卫生问题的集中

关注，自媒体为响应热点迅速跟进。另一方面说明食品安全是民生刚需，公众对餐饮行业透明度的需求

被激活，推动话题持续发酵。央视发声前厨房卫生主题主要关键词有 “厨房”、“冰箱”、“监控”、

“员工”、“小哥”，说明了自媒体早期通过曝光后厨具体乱象吸引流量。央视发声后厨房卫生主题关键

词为“厨房”、“老板”、“饭店”、“卫生”、“摄像头”、“直播”、“流量”，关键词从“员工”、

“小哥”转向“老板”、“饭店”，矛头指向管理者责任与商业模式。同时“直播”、“摄像头”、“流

量”对应着部分餐饮企业借直播厨房实况进行危机公关，同时暗示公众对“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的

呼吁。 

3.5. 情感分析 

利用基于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的 SnowNLP 库对抖音采集的所有文本数据进行情感分析。使用 
SnowNLP( ). sentiments 方法进行情感打分，规定 0 ≤ sentiments score 为“消极文本”、0.4 ≤ sentiments 
score ≤ 0.6 为“中性文本”、0.6 < sentiments score ≤ 1 为“积极文本”。为直观清晰展示文本数据情感(见
表 7)，统一将消极文本定义为−1，中性文本为 0，积极文本为 1。 

 
Table 7. Sentiment analysis results of selected text data 
表 7. 部分文本数据情感分析结果 

抖音文本数据 情感标签 

从来不吃外面的黄焖鸡 家里自己烧也很快 1 

官方出手就是赞，食品安全必须严处。 1 

是哪些人长期点外卖的！ 0 

我也是做餐饮，要做到我们自己能吃的，客人也能吃 0 

黄焖鸡真不便宜，还是僵尸肉 −1 

罚款加直接关门吧，这辈子不能再进去食品行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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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得到，网络评论情感分析的计算结果(见图 4)，央视发声前官方媒体正面情感占比 19.12%，负面

情感占比 39.87%，中性情感占比 41.01%。央视发声前娱乐个人媒体正面情感占比 21.21%，负面情感占

比 43.73%，中性情感占比 35.0%。央视发声后官方媒体正面情感占比 28.3%，负面情感占比 33.08%，中

性情感占比 38.62%。央视发声后娱乐个人媒体正面情感占比 24.3%，负面情感占比 40.74%，中性情感占

比 34.96%。 
 

 
Figure 4. A graphic comparison of emo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CCTV voice 
图 4. 央视发声前后情感对比图 

 
总体而言，与官方媒体相比，娱乐个人媒体的负面态度占比更高，说明了娱乐个人媒体更注重话题

性和关注度。事件中的争议点更容易吸引用户其关注并进行负面评论，同时其报道的客观性和专业性相

对较弱，更加倾向于情绪化表达。央视发声前后，官方媒体和娱乐媒体的态度倾向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变化，官方媒体在央视发声后正面态度上升、负面态度下降，说明央视的发声对舆论导向起积极调整作

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事件中的争议和质疑，体现了用户对央视等官方权威媒体的认可。娱乐个人媒

体虽然也受到央视发声的影响，但调整幅度相对较小，仍保留较高的负面态度比例，反映了其与官方媒

体在报道风格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媒体属性和定位有关，也受到群体需求和市场竞争等

因素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总结 

本研究基于“3.15 某品牌黄焖鸡事件”的抖音视频数据，以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通知发布为时间

节点(2025 年 3 月 13 日 18 时 02 分)，区分官方媒体和娱乐个人媒体，从文本内容特征、主题聚类分析、

情感变化三个维度揭示了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研究发现： 
(1) 央视发声前后舆情阶段分化特征显著。央视发声前：娱乐个人媒体主导传播，高频词出现“泣不

成声”、“预制”、“僵尸”等具象化风险描述，词云呈现情绪化、碎片化特征；官方媒体出现以“判

刑”、“严查”等程序性词汇，但信息密度较低。央视发声后：官方媒体高频词“鼓掌”、“严查”、“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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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等政策执行类术语比重提高，词云结构呈现系统性；娱乐个人媒体则新增“严查”、“责任”等监督

性词汇，但仍有部分账号使用“黑心商家”、“老鼠屎”等标签化语言。 
(2) 官方媒体与娱乐个人媒体在舆情传播中形成二元分化结构。官方媒体聚焦食品安全监管和政策

支持，“国务院”、“挂牌督办”、“彻查”、“约谈”等关键词表明官方媒体用户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及

支持。娱乐个人媒体用户侧重卫生漏洞和情感宣泄，“恶心”、“黑心”等情绪化词汇出现频率达普通文

本的 2.3 倍。 
(3) 央视发声前后情感倾向呈现显著变化。官方媒体负面情感下降 6.79% (39.87%→33.08%)，娱乐个

人媒体负面情感降幅仅 3.0% (43.73%→40.74%)，表明官方及权威媒体介入能有效缓解公众焦虑，但对娱

乐草根用户的情绪调节存在滞后性。 
(4) LDA 主题模型显示两类媒体用户关注点存在时空错位。官方媒体在事件后期新增“政策支持”主

题(占比 17.82%)，包含“约谈”、“春雷行动”等政策关键词。娱乐媒体持续强化“厨房卫生”主题(后
期占比 25.24%)，包括“摄像头”、“直播”等可视化关键词。 

4.2. 启示 

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事件传播过程中，央视等主流媒体的发声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能够影响其他

媒体的态度和报道方向。官方媒体的报道更加理性和客观，娱乐个人媒体由于其自身的商业属性和受众

需求，在舆论传播中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和话题性。未来，应进一步加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同

时规范娱乐个人媒体的传播行为，营造健康、理性的舆论环境。 
(1) 政府部门可建立“黄金 6 小时”响应机制，利用 BERT 模型实时监测舆情情感拐点，创建制度信

任–情感共鸣的螺旋传导机制。制度信任：通过将“挂牌督办”等政策转化为进度条可视化系统，每周

发布企业整改、被约谈商户整改轨迹等信息。情感共鸣：开设专栏，用 AI 技术将监管报告转译成表情符

号，设置“恶心→放心”情绪转化进度条，实时展示卫生改善数据。螺旋传导：建立舆情熔断机制，当娱

乐媒体负面情绪化词汇密度超标时，自动触发联系监管部门。 
(2) 媒体平台可增设情感监测系统，对负面情感超过阈值的视频实施分级推送限制，设立“专家辟谣”

弹幕通道，在争议视频中增设食安检测报告的可视化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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