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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谣言是没有事实依据，且通过网络介质传播带有攻击性、目的性的不实信息。突发性强、流传速度

极快，且内容往往耸人听闻，容易引发公众恐慌和不安。研究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有助于及时揭露谣

言，为公众提供准确信息，避免其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从而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和判断力。本文介绍了

谣言传播机制，使用SIR和LSTM时间序列模型研究网络谣言在不同时间的传播状态及趋势，分析网络谣

言的传播规律，识别关键传播节点。本文基于真实案例“房屋养老金”谣言，使用两个模型研究谣言传

播机制，这对于制定有效的谣言控制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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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rumors are unfounded pieces of information that are disseminated through online media, 
characterized by their aggressive and purposeful nature. They often emerge abruptly, spread rap-
idly, and contain sensational content that can easily incite public panic and unease. Investigating 
the propagation mechanisms of internet rumors is crucial for promptly debunking these falsehoods, 
providing the public with accurate information, preventing the public from being misled by misin-
formation, and thereby safeguarding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and their ability to make informed 
judgmen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echanisms of rumor propagation, employing the SIR and 
LSTM time series models to study the state and trends of internet rumor dissemination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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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he patterns of rumor spread, and identify key nodes in the propagation network. This pa-
per is based on the real case of the “House Pension” rumor, utilizing two model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of rumor propagation, which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formulat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control r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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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

我国网民规模近 11 亿人(10.9967 亿人)，较 2023 年 12 月增长 742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0%。社交媒

体的普及和便捷性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快速地分享和传播信息，

同时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互动和讨论，从而加速网络谣言的传播。 
例如 2024 年 1 月 17 日，“清华大学辟谣 80%毕业生出国”的消息，迅速传播。清华大学公布的毕

业生就业去向显示，本科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为 80.8%，硕士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为 12.8%。2024 年

4 月 19 日，网传湘潭大学有学生在外卖中投毒致偷外卖的学生被毒死。湘潭大学回应：网传偷外卖被投

毒不属实。不法分子编造虚假信息，将谣言炒得沸沸扬扬，换取不正当利益。虚假信息容易导致公众不

安，危害社会稳定，尤其是在涉及公共安全或健康的事件中。 
传统谣言传播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难以量化分析、缺乏预测能力等。将时间序列分析

方法应用于网络谣言传播研究，能够捕捉传播趋势、识别关键节点、预测未来走向等。网络谣言传播的

研究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对网络谣言传播规律深入研究，可以丰富传播学、

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 

2. 网络谣言传播特性 

网络谣言的定义建立在网络传播的基础之上，互联网是新时代下谣言传播的全新工具及媒介。随着

微博、抖音、小红书等新兴网络软件的兴起，网络谣言的传播具有极高的效率。针对于近年来网络谣言

传播的频繁发生，此前已有学者针对谣言传播进行了系列研究[1]-[4]。 
网络谣言传播的整个过程所需时间极大的缩短，从谣言产生、传播到爆发极大的舆论浪潮，只需要

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时间。通过分析近几年主要平台谣言传播的规律，可将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分为图 1
中的五个阶段。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online rumors 
图 1. 网络谣言传播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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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可以识别谣言传播的关键节点、路径和高峰期，从而为及时辟谣、

阻断谣言扩散提供科学依据。下面基于 2024 年网络真实案例(房屋养老金)，研究网络谣言传播规律。 

3. 网络谣言传播数据研究 

在 2024 年 8 月 25 日，一则关于“房屋养老金的收费标准”的传言在社交平台引起热议。传言称，

“上海浦东试点房屋养老金的收费标准提前透露，主要依据房屋的面积和楼层而定”，还像模像样地标

注了不同房屋的收费细则。在极短时间内，“房屋养老金”相关谣言，通过社交平台迅速以图片、视频、

真人解读等形式在个人账号、营销号急速传播。社交平台的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谣言往往借助情

绪化内容吸引关注，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信息爆炸”。 
本文通过网络舆情监测平台“知微事见”收集得到“房屋养老金”谣言的传播数据(2024 年 8 月 25

日~2024 年 9 月 6 日)，数据包括微博、微信、网媒、抖音等主要网络平台的谣言传播量。图 2 分别给出

了每天和每时“房屋养老金”谣言传播量数据图。 
 

 
Figure 2. Trends in the spread of rumours 
图 2. 谣言传播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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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第一图数据表示每日新增谣言传播量，共 13 天的观测值，传播周期约为两周。从最低 34 到

最高 3804，跨度较大，表明谣言传播过程经历了显著的变化。第一天到第二天传播速度极快，谣言在初

期迅速扩散，高峰期持续较短，衰减期较长，网络谣言传播逐渐减弱。 
图 2 中第二个图数据表示每小时新增谣言传播量，共 240 小时的观测值。从最低 0 到最高 529，跨

度较大，传播过程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传播过程中存在多个峰值和波动，传播动态复杂。 

3.1. SIR 模型 

网络谣言的传播和传染病传播在在扩散方式、人群分类上表现出极高的相似性，故在传染病模型视

域下探索网络谣言传播问题。SIR (susceptible infected recovered)模型被运用于研究谣言传播扩散[5] [6]，
也有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带辟谣机制[7]、怀疑机制[8]谣言传播模型。 

SIR 模型中 S 是尚未接触谣言但可能传播谣言的人群、I 是已经接触并正在传播谣言的人群、R 是已

经知道谣言但不再传播的人群(包括对谣言失去兴趣或认为谣言不真实的人)。易感人群按照一定的比例 A
转化为感染人群，感染人群按一定的比例 B 转化为康复人群，如图 3 所示。参数 A 的估计通过数据拟合

方法确定具体采用最小化模型预测值与实际传播数据的均方误差作为目标函数，并运用优化算法进行迭

代调整。参数 B 主要利用传播量下降阶段的数据进行衰减期拟合。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方法确定 B 值，同

样辅以初始值设定和敏感性分析来确保估计的准确性。 
 

 
Figure 3. SIR rumor propagation model 
图 3. SIR 谣言传播模型图 

 
SIR 谣言传播模型中，假定总人口 N 为一个固定值，通过微分方程描述传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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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2 提供的每天、每日“房屋养老金”谣言传播时间序列数据，分别拟合 SIR 模型，绘制拟合

曲线。 
在拟合 SIR 模型后，可计算 SIR 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残差，即 

( ) ( )ˆ
t I t I tε = −  

并绘制残差图。图 4 中左侧上下两幅图为 SIR 模型每天、每时拟合曲线图，右侧上下两幅图为每天、

每时残差图。 
通过图 4，我们可以直观发现 SIR 模型在拟合谣言传播数据时，能够较好地描述传播的基本动态，

但通过残差图，我们可以看到预测值和实际数据存在差异，预测精度稍微有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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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SIR model fits the curve 
图 4. SIR 模型拟合曲线图 

 
此外，还可使用 SIR 模型分别可视化每天、每小时谣言传播变化趋势、谣言传播速度。通过 SIR 模

型，还可以提取谣言传播过程中的关键特征(峰值点、爆发期、衰减期、传播关键节点等)。 
 

 
Figure 5.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rumor dissemination 
图 5. 谣言传播趋势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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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5，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谣言每天、每时传播速度、爆发期、衰退期、传播关键节点等关键特

征。图 5 的分析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谣言传播的动态过程，并根据关键节点的确定、谣言传播

阶段的划分，合理制定防控策略。 

3.2. LSTM 模型 

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建模是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一种特殊的循环神经网络

(RNN)，擅长处理时间序列、文本等具有序列依赖性的数据[9]。此外，也有学者将 LSTM 模型应用于传

染病[10]、股票分析[11] [12]等研究。 
LSTM 模型的网络结构包含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输入层的时间步长设为 24 (小时数据)或 7 (天

数据)，与传播周期相匹配。隐藏层采用 2 层 LSTM 结构，每层 128 个神经元，并加入 Dropout 层(比率

0.3)防止过拟合。输出层使用全连接层输出单值预测结果。损失函数采用均方误差；优化器选择 Adam。

调整过程中，采用 7:3 的数据划分进行交叉验证，并实施早停法监控验证损失。敏感性分析表明，128 个

神经元和 0.3 的 Dropout 比率为最优选择。该结构设计确保了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下面将根据网络谣言真实案例的传播量数据，利用 LSTM 模型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整体趋势、周期

性特征，建模及分析过程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LSTM model steps 
图 6. LSTM 模型步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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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TM 模型通过引入记忆单元和门控机制来解决传统 RNN 的梯度消失问题。LSTM 单元的核心结构

包括以下部分： 
1. 遗忘门： 

[ ]( )1,t t t t ff W h x bσ −= ⋅ +  

2. 输入门： 

[ ]( )1,t i t t ii W h x bσ −= ⋅ +  

[ ]( )1tanh ,t c t t cC W h x b−= ⋅ +  

3. 记忆单元更新： 

1t t t t tC f C i C−= ⋅ + ⋅   

4. 输出门： 

[ ]( )1,t O t t OO W h x bσ −= ⋅ +  

( )tanht t th O C= ⋅  

在时间序列预测中，常用的损失函数时均方误差 

( )2

1

1 ˆ
N

i i
i

MSE y y
N =

= −∑  

常用的优化算法是 Adam，结合了动量法和自适应学习率。Adam 算法的关键在于同时计算梯度的一

阶矩(均值)和二阶矩(未中心的方差)的指数移动平均，并对它们进行偏差校正，以确保在训练初期时梯度

估计不会偏向于 0。算法的更新规则如下： 

( )1 1 11t tm m Lβ 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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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的数据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形成时间序列数据。使用 LSTM 模型学习这

些时间序列数据中的模式，理解谣言传播的趋势和规律。 
通过 LSTM 模型特征提取，提取谣言传播过程中的关键特征，如传播速度、爆发期、衰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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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LSTM model fits the amount of rumor spread (days) 
图 7. LSTM 模型拟合谣言传播量(天)图 

 
通过图 7，发现谣言传播初期迅速达到峰值(第 1 天，3804 例)，随后快速下降。衰减期持续时间较

长，但新增感染者数量逐渐减少。还可通过图 5 看到谣言传播的关键节点：峰值点：第 1 天为传播高峰，

是防控干预的关键时间点。爆发期：前 4 天为传播加速阶段。衰减期：从第 4 天起传播速度下降，进入

消退阶段。 
 

 
Figure 8. The LSTM model fits the amount of rumor spread (hours) 
图 8. LSTM 模型拟合谣言传播量(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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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8，发现谣言传播初期迅速达到峰值(第 34 小时，529 例)，随后快速下降。衰减期持续时间较

长，但新增感染者数量也是逐渐减少。从图中可看到关键节点，峰值点：第 34 小时为传播高峰，是防控

干预的关键时间点。爆发期：前 34 小时为传播加速阶段。衰减期：从第 35 小时起传播速度下降，进入

消退阶段。 
该条谣言已经通过上海辟谣平台从上海市住建委、市房管局获悉，传言不实。在官方进行辟谣之后，

此谣言的传播量几乎为零。辟谣后，谣言传播量迅速下降，但仍有一些用户因情感驱动继续转发。 

3.3. 模型对比分析 

3.3.1. 定量评价 
衡量 SIR 模型和 LSTM 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平均平方误差，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均方

误差 

( )2

1

1 ˆ
N

i i
i

MSE y y
N =

= −∑  

衡量 SIR 模型和 LSTM 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平均绝对误差，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平均

绝对误差 

1

1 ˆ
N

i i
i

MAE y y
N =

= −∑  

通过 python 软件计算，我们发现 LSTM 模型的 MSE 值和 MAE 值更小，其拟合的效果也更好。 

3.3.2. 定性评价 
使用 SIR 模型和 LSTM 模型分析网络谣言传播趋势，通过网络谣言传播数据与 SIR 模型、LSTM 模

型绘制传播趋势图，可以直观评估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模型识别的关键节点与实际数据的吻合程度。

从上面的几幅拟合图、特征识别图中，我们可以发现 LSTM 模型在网络谣言传播拟合趋势的效果、模型

特征识别的效果更好，并由表 1 给出了两种模型的对比分析。 
可视化每日、每时谣言传播量的变化趋势，分析传播速度的加速或减速趋势，识别谣言传播的爆发

期和衰减期。这些特征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谣言的传播机制，能够有效遏制谣言传播，维护社会稳定。 
 

Table 1. Model comparison analysis 
表 1. 模型对比分析表 

 SIR 模型 LSTM 模型 

理论基础 基于传染病模型 基于深度学习 

传播趋势分析 适用于简单传播场景 适用于复杂传播场景 

关键节点识别 通过求解模型参数识别 通过预测结果识别 

计算复杂度 计算简单，速度快 计算复杂，速度较慢 

适用场景 理论分析、简单传播场景 数据驱动的复杂传播预测 

4. 阻止谣言传播措施 

利用时间序列方法研究网络谣言的传播，识别出传播周期、爆发点、衰减特征等，有目的有层次地

阻断谣言。通过数据预处理、模型训练等，可以实现对传播数据的准确预测和分析。了解谣言传播机制，

在关键节点阻止谣言的扩散和传播。在不同时期阻断谣言传播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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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谣言产生期 
初期通过监测预警和快速反应。可利用 AI 关键词拦截和权威账号联动等技术手段实时监测网络平

台，及时发现谣言苗头。一旦识别到可能为不实信息，即可求证，并截断传播源头。对于出现的谣言及

时拦截。在微博、微信等多以文字 + 图片类谣言的传播平台，可以使用 AI 关键词拦截，实时监测高频

敏感词(如“收费”“试点”)，自动标记可疑内容。 
2. 谣言爆发期 
高峰期通过技术拦截和法律手段。爆发期对应谣言传播的高峰期，是防控的关键阶段。例如，“房

屋养老金”谣言可在爆发期初期(第 1 天到第 2 天)、(第 25 小时到第 35 小时)采取快速干预措施并对案例

中的首发账号封禁并追溯法律责任。又如在视频类谣言传播平台如抖音、快手、B 站等可通过画面分析、

语音识别、智能打标系统等技术手段拦截谣言并下架相关视频。如 2023 年“疫苗致死”谣言视频，通过

识别伪造的医院场景，下架率达 89%。通过权威渠道，如：主流媒体、公众号、公告等方式及时澄清谣

言。以“房屋养老金”谣言为例，可在微博热搜页面嵌入住建委的辟谣声明，并限制相关关键词的搜索

推荐。此外，公众应提高辨别能力，自觉不轻信、不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 
3. 谣言衰退期 
衰退期通过持续澄清和教育宣传。衰减期对应谣言传播的消退阶段，传播速度逐渐减慢。在波动衰

减阶段持续监测传播动态，防止传播反弹。即使谣言热度下降，仍可持续发布权威信息，消除残余影响。

以“疫苗致死”谣言衰退期为例，系统持续捕获 32 个死灰复燃的传播节点，卫健委官微每日发布接种数

据对比图，使残余传播量再降 83%。建立谣言举报渠道，完善相关法律，严惩制造和传播谣言的行为。

长期则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和信息透明。如衰退期在微信朋友圈广告推送“谣言辨识”公益广告，公众号

嵌入“谣言粉碎机”小程序，提供实时查证功能。 
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有效阻断谣言传播，维护社会稳定。 

5. 结论 

谣言不仅造成个体伤害，也在破坏个体共识。谣言经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谣言干扰真实信息

的传播，危害社会和谐稳定。本文详细介绍了谣言传播机制，并使用 SIR 谣言传播模型和 LSTM 模型拟

合谣言传播趋势，研究了网络谣言传播的时间序列特征。通过建模和分析谣言传播的动态过程，可以为

及时制定有效的谣言防控策略提供支持。本文使用的谣言传播动力学模型和深度学习模型分析方法研究

网络谣言传播，下一步可以进行多源数据融合，应用其他深度学习模型研究谣言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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