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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知识型社区主题的响应时间进行分析，观察到主题的响应时间呈现近似幂率分布，大部分主题 

的响应时间发生在帖子发出后的 2 h之内．基于该研究结果 ，可以模拟网络论坛中用户主题讨论的动态演化过程，并 

利用人们在虚拟环境下对新生事物关注程度逐渐降低这一规律开发出合适的学习推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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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和 web2．0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流．Web2．0技术使得问 

题一回答类网站逐渐成为人们交流经验的主要平台．基于这类网站，人们通过发帖一回答问题的机制来获取 

知识．雅虎知识网站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网站用户可以浏览其他用户提出的问题、搜索特定问题的答 

案、提出问题并等待解答，也可以围绕某个话题展开讨论等．问答类网站通过具有共同兴趣或专业知识的用 

户 自发形成的社区进行信息的收集和经验 的分享 ，从而向用户提供一个面向知识型社区的服务．社区成员通 

过发布、浏览、搜索问答类文档来发现知识．而随着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人们在网上发布问题以及提供答案 

的数目呈几何指数增长，造成大量的问答型网站信息过载，进而严重影响知识获取的效率．因此，如何对这类 

网站内的信息进行过滤，向用户推荐合适的文档文件成为当前研究的主流问题．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寻找合适的专家来回答问题_1 或在社区网站上如何检索到高质量的答案向 

用户推荐 这两个方面．常用策略包括如下 3种．第 1种是对团队中的每个成员的兴趣进行归纳总结，形成 

群组兴趣，从而利用群组兴趣过滤拟推荐条目l_3]；与第 1种方法相反，第 2种方法首先利用个性化推荐生成 

关于每个成员的推荐列表，再对这些推荐列表进行聚合形成群组推荐列表[4]．在这两类方法中，推荐机制利 

用组成员的重要性作为加权聚合过程中的权值，没有考虑问答类网站内成员在社区内的声誉对推荐结果的 

影响，造成推荐结果不准确．考虑到这一点，第 3类方法从社区的角度出发研究推荐机制 ]．首先，通过融入 

社区成员在收集和回答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声誉以及收集到的文档协同生成社区属性；其次，社区成员在浏览 

特定问题时，通常也会对相关问题产生兴趣．传统的问答类系统主要使用关键词来进行匹配，没有考虑问题／ 

答案之间的冗余及互补因素．而实际情况是用户可能需要通过查找更多相关的问题以获得更加完善的答案． 

因此，为了给社区成员提供和补充更加丰富的知识，面向社区的推荐机制考虑了文档之间的互补关系，通过 

问答类文档和社区属性的关联程度进行文档推荐．但是当前工作均没有考虑推荐时机对推荐系统的影响．而 

何时向用户推荐何内容是影响推荐系统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鉴于网络社区聚集了绝大 

多数人们的日常上网行为及活动，对人们在论坛类网站上的行为及活动方式进行了研究．意义如下：首先，研 

究人们在论坛上的行为及活动方式有利于网络管理人员合理利用、统筹网络资源_6 ；其次，有利于更好地了 

解人们在虚拟网络环境下学习的行为特点[7]，以便更好地开发出合适的学习推荐软件． 

本文采用火车头采集器收集 BBS网络论坛[8 的回复时间、回复内容．通过提取论坛成员参与讨论的时 

间以及他们回复的内容，研究人们在问答型论坛中话题响应时间的统计属性，主要步骤包括：首先使用网页 

搜集工具实时地获取 web内容，然后对 web内容进行过滤，提取有用信息，接下来将过滤后的结果存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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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最后对存人数据库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本文针对国内王道论坛(wDBBS)数学模块下的“线性代数超强总结”以及国外 INFOCOM 2005会议上 

与会人员交流的数据集进行样本统计．这两类主题分别代表人们线上线下的互动情况，贴近现实生活，同时 

样本 比较充足，可以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1 相关工作 

网络社区是由共同兴趣、经验、需求和目标的用户自发形成的，感兴趣的主题在社区内进行共享和讨论． 

在社区中用户可以更高效地实现知识共享和信息交流[9 ．目前比较典型的虚拟社区主要包括：BBS论坛、 

讨论版，博客，微博，微信，Facebook，Wretch和雅虎．比如雅虎问答是一个基于发帖和回答问题的知识共享 

平台．它向用户提供知识型社区服务，有共同兴趣和专长的用户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虚拟社区进行信息交 

流．每一个社区成员可以开展一些活动，比如收集文档信息、发布文章、发起一个话题进行讨论或代表社区回 

答问题等．当社区成员在浏览或搜索文档时，将那些他们感兴趣的相关文档进行收集，同时把那些认为对整 

个社 区有帮助的文档进行发布．社区成员也可以代表他们所在的社区参与问题讨论 ，如果他们提供的答案被 

评为最佳答案，则这些信息将记录在社区平台上，同时提高相关用户在整个社区内的声誉值． 

问答类网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的理想平台．本文通过对人们在该类网站上发帖行为进行分析， 

一 方面可以帮助网络管理人员进行网络资源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也可以向推荐系统提供有益的信息，比如 

何时向用户推荐相关内容用户更可能对这些内容进行浏览，而这一点在学习、广告类推荐系统中至关重要． 

2 采集数据的方法及过程 

本节描述数据收集及分析过程．首先，利用火车头采集器收集王道论坛数学模块下的“线性代数超强总 

结”的回复时间及内容，然后将收集的数据截取一部分构建数学模型并进行分析．此外，为了进一步扩大样本 

范围，本文还采用 了 INFOCOM 2005会议提供的开源数据集 ，该数据集提供了人们线下交流的情况． 

2．1 使用火车头采集器 

火车头采集器 如何搜集数据，取决于采集规则．要获取一个栏目里的所有内容，需要先将这个网页的 

网址采下来 ，该部分称为网址采集．程序按一定的规则抓取一定的列表页面 ，从中分析出网址 ，然后再去抓取 

这些网址内的网页里的内容．最后根据采集规则，对下载的内容进行分析，将标题内容等信息分离出来并保 

存．如果选择了下载图片等网络资源，程序会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图片、资源等的下载地址并保存 

到本地．火车头采集器的工作流程如下 ： 

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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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处理数据 

数据l集l l I 辇 辇 
图 1 火车头采集器的工作流程 

由图 1可知，火车头采集器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及数据发布两大功能．数据采集通过对网址和内容进行采 

集，获得抽样数据．数据发布功能负责将收集到的数据发布到网络论坛．可以基于 web在线发布，也可以保 

存在数据库或本地文件内．具体来说，火车头采集器收集的数据在默认情况下保存在本地，具体处理包括以 

下几种情况：第 1种是不做任何处理．因为数据本身是保存在数据库中(Access，db3，MYSQL等等)，如果只 

查看数据，直接用相关软件打开即可．第 2种通过 web将内容发布到网站．程序会模仿浏览器向网站发送数 

据，可以实现手工发布的效果．第 3种是将数据存人数据库．通过 sQL语句将数据导入到数据库中．第 4种 

是将采集到的数据保存为本地文件．程序读取数据库里的数据，按一定格式保存为sQL或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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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使用哪一种工作方式可根据实际需求决定．比如在采集时先采集不发布，等将来有时间了再发布； 

或是采集与发布同时进行；或是先做发布配置再进行数据采集等等． 

2．2 火车头采集器数据采集流程 

利用火车头采集器软件对王道论坛网站下的“线性代数超强总结”的回复时间及内容进行了收集，数据 

采集具体流程如下：(a)网址采集规则：该过程主要用来确定采集网址的开始地址及结束地址．本文使用的 

首页及尾页地址分别是采集的首页地址：http：／／www．cskaoyan．com／thread一61978—1一l_htm1．采集的尾页 

地址 ：http：／／www．cskaoyan．com／thread一61978—296-1．htm1．(b)内容采集规则 ：该过程主要用来确定欲提 

取主题的内容．本文主要对帖子的回复时间、回复内容以及回复时间间隔进行提取／计算．(c)内容发布：最 

后将提取的数据存入到数据库中． 

表 1 帖子的回复时间、内容、相邻帖的回复时间间隔 

表 1显示了收集的部分帖子内容．主要包含 了搜集的数据条数 、帖子的响应时间、帖子内容、相邻回复的 

响应时间差、每个响应与主题的时间间隔等部分． 

3 回复时间分析的方法及步骤 

本节主要介绍回复时间分析的整体框架．分析回复 

时间的关键在于回复时间的获取、计算相邻的回复时间 

间隔以及每个回复时间与发帖的时间间隔，最后统计在 

某个时间段的回复条数．实验用火车头采集器搜集的数 

据主要分为 3个部分：回复时间、回复 内容 、相邻 帖的 回 

复间隔，本实验中主要是对相邻帖的回复时间进行了统 

计分析． 

图 2对相邻 回复时间间隔大于一天的情况进行了显 

示．可以看出相邻回复时间间隔呈现出一定的幂率分布． 

在发帖的第一天内人们对帖子的关注程度比较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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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相邻回复时间大于 l d的折线图(WDBBS) 

人数比较多，人们对讨论内容表现出较高的兴趣．第一天时间内人们回复的比例占总回复比例的 76．68 ． 

同时，同一个帖子相邻的回复时间之间也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即当回帖人数较多时，人们对帖子的关注程度 

比较高，人们一起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此时人们的交流方式类似于断断续续的聊天方式，人们之间对相关 

话题讨论的活跃程度比较高．由此可以得出，在论坛类网站上发帖的第一天时间内人们对帖子的关注程度比 

较高．基于此，可以截取第一天内人们讨论话题的部分内容，研究人们在虚拟空间内进行讨论时的态度及倾 

向，进而，研究对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语义进行分析 ，有利于舆情监测的开展L】 ． 

图 3对相邻回复时间小于 1 d内的帖子在每个时间段的回复情况进行了统计．从图中可以看出，帖子刚 

发出时人们的响应比较强烈，然而随着发帖时间的增长人们对帖子的关注程度逐渐降低．有意思的是在发帖 

的 1 h之内，后续的回复内容大多与前面的回复内容相同，参考价值不大．由此，可以得出在网站论坛上搜集 

需要的信息时，可以把关注的时间集中在发帖的前几小时内，从而提高搜集信息的速度与有效性． 

4 总结与展望 

主要对网站论坛上的热点话题进行实时监控，并运用火车头采集器收集了王道论坛数学模块下“线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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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超强总结”版块主题的回复时间和回复内容，并对回复时间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人们在虚拟环境下的学 

习行为．通过对人们在虚拟环境下以学习为主题的回复响应时间分析，有助于在不同的时段向学习者推荐不 

同的学习资料，今后拟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1)构建响应时间的数学模型，以提高响应时间的准确 

性；2)进一步扩充统计数据的来源 ，使所得结论更具有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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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Time Analysis of Theme in Q&A Community 

FENG Yunzhi，ZHAO Shengjie 

(Colleg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We study the response time of themes and observe one interesting phenomenon．That is，most questions re— 

eeive replies within two hours and the response time shows a power law distribution approximately．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we can model the dynamics of users and develop appropriate learning recommendation software by using the new character— 

istics． 

Keywords：response time；theme response；time analysis；B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