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SSAU 数据科学分析平台 

 

文本分析模块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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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AU中，文本分析模块支持对文本数据进行各类分析，包括切词（词定

位）、绘制词云图、按词或者按行进行文本情感分析、按词或者按行进行文本聚类

分析、社会网络关系图、LDA 主题分析、新词发现和自定义词库（包括新词词库、

停用词和情感词），在 SPSSAU中支持： 

✓ 直接粘贴文本数据/txt和 EXCEL数据上传； 

✓ 最高 10个文本分析数据项目； 

✓ 多样全面化的文本分析（包括情感、聚类、社会网络图和 LDA主题分析

等）； 

✓ 批量自定义词库（包括新词词库、停用词和情感词）； 

✓ 下载各类分析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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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AU数据格式 

进入 SPSSAU文本分析模块之后，首先需要上传文本数据。上传数据涉及以

下内容：支持直接粘贴文本进行上传数据，支持上传 txt或 excel格式数据，上传

文件最高限制为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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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果是通过 excel格式（包括 csv/xls/xlsx格式）时，只需要 1列数据，

该列数据中包括文本信息。将文本全部放置于 A列中，A列不需要有标题信息。

每行（即每个单元格）存在 1 个分析文本。如果是 txt 文档或者粘贴文本进行上传，

那么系统会自动过滤掉空行数据，并且以回车键作为每行（即每个分析文本）标志。 

 

计算公式 

 

1. 基本说明 

SPSSAU通过整合多个强大的 Python包，如 jieba、HanLP、SnowNLP和

gensim，为用户提供了全面且灵活的文本分析工具。这些工具不仅支持基本的分词

和情感分析，还能进行复杂的聚类、社会网络分析和主题建模，使得用户能够深入

挖掘文本数据中的信息，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2. 词云分析等 

词云分析借助于 Jieba 包进行分词处理，该包已经内置很多停用词如“的”、“了”

等，当然研究者可自行定义停用词或新词，以实现自定义分析。与此同时，

SPSSAU借助 antv包实现可视化展示绘图。 

提示：SPSSAU进行文本分析时出现‘一键处理’是什么意思？ 

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如果切词过多（通常>50万个切词时），其会导致系统内

部出现存储问题。出现此情况时，SPSSAU会建议进行‘一键处理’，即删除掉部分

行（通常在 30%左右），即删除一部分数据后再次自动分析，一键处理即系统会

自动计算大约删除多少数据并且重新进行分析。‘一键处理’后的数据行数会明显少

于原始数据，建议研究者可自己下载 SPSSAU系统分析的真实分析数据。 

 

3. 文本情感分析 

在文本情感分析方面，SPSSAU提供了按词和按行两种方式进行情感评估的功

能： 

✓ 按词情感分析 

该方法基于一个庞大的情感词库，该库由 SPSSAU团队收集和整理，包含约

13万条情感词（包括 BosonNLP、台湾大学、清华大学、知网等情感词库整理得

到）。用户也可以通过“我的词库”功能添加自定义情感词，以增强情感分析的准确

性。SPSSAU将情感词全部压缩在 -1~1之间，并且在输出结果时设置情感方向如

下表格： 

情感分值区间 情感方向 

[-1, -1/3) 负向 

[-1/3, 0) 偏负向 

[0, 1/3) 偏正向 

[1/3, 1]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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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分值时 情感词典中无该词 

如果研究者自定义情感词，设置分数时建议介于-1~1之间，如果并非这样，

SPSSAU会事先对情感分进行压缩处理，便于分值具有可对比性。情感分压缩处理

公式如下： 

𝑎 + (𝑏 − 𝑎) ×
(𝑥 − 𝑥Min)

𝑥Max − 𝑥Min

 

其中： 

𝑎为-1，𝑏为 1 

𝑥为情感分，𝑥Max表示情感分最大值 ，𝑥Min表示情感分最小值 

 

✓ 按行情感分析 

按行情感分析时，SPSSAU首先利用情感词典计算出该行文本中切词的情感得

分（每个切词的情感分值均介于-1~1之间），并且进行求和得到情感分值 x，接着

对分值进行反正弦处理，以便对情感分进行压缩 在-1~1之间。计算公式如下： 

tanh(𝑥) =
sinh(𝑥)

cosh(𝑥)
=
𝑒𝑥 − 𝑒−𝑥

𝑒𝑥 + 𝑒−𝑥
 

其中： 

x为对文本各切词的情感得分求和值 

4. 文本聚类分析 

SPSSAU支持文本聚类分析，用户可以选择按词或按行进行聚类： 

✓ 按词聚类 

该方法将选中词（默认为词频 top20词，研究者可自定义选择）转换为

word2vec 向量表示，然后使用 K-means 算法对这些向量进行聚类。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将具有相似语义的单词归为同一类，从而帮助理解文本中的主题。与此同时，

SPSSAU计算选中词的共词矩阵并且对其处理，进而进行 MDS多维尺度变换，得

到按词聚类可视化图形。关于共词矩阵的处理，如下述： 

𝐴 =

[
 
 
 
 
𝑓1 𝑐12 𝑐13 ⋯ 𝑐1𝑛
𝑐21 𝑓2 𝑐23 ⋯ 𝑐2𝑛
𝑐31 𝑐32 𝑓3 ⋯ 𝑐3𝑛
⋮ ⋮ ⋮ ⋱ ⋮
𝑐𝑛1 𝑐𝑛2 𝑐𝑛3 ⋯ 𝑓𝑛 ]

 
 
 
 

 

其中： 

𝐴：共词矩阵 

𝑓𝑖：第𝑖个词的词频 

𝑐𝑖𝑗：词汇𝑤𝑖和词汇𝑤𝑗之间的‘共现次数’， 其基于行计算，其指两词在‘同

一行’时出现的次数。SPSSAU得到共词矩阵后，为绘制可视化图形，进行如下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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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 =

{
 
 

 
 1,if 𝑖 = 𝑗

1

𝑁𝑖𝑗
× 𝑆,if 𝑖 ≠ 𝑗, 𝑁𝑖𝑗 ≠ 0

0.5 × 𝑆,if 𝑖 ≠ 𝑗, 𝑁𝑖𝑗 = 0

 

其中，𝐴′是处理后的矩阵，其数字越大表示两词之间的共现越少即距离越远。 

𝑁𝑖𝑗是共现词数，即词汇𝑤𝑖和词汇𝑤𝑗的共现次数 

𝑆 = ∑ 𝑓𝑘
𝑛
𝑘=1 是主对角线数据之和，即所有词频的总和 

 

 

✓ 按行聚类 

此方法时，SPSSAU首先获取得到每行文本的切词信息，并且每个切词均有其

TF-IDF值，比如有 1万行文本，共切词 10万个，那么就形成 1万*10万的数据矩

阵； 

接着针对‘TF-IDF’值进行 Kmeans聚类，默认为 3个类别，当然用户可切换

聚类个数；得到聚类别信息即为每行的聚类类别。 

5.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是共词矩阵的可视化（默认是针对词频 top20词，研究者可自定

义选择），关于‘共词矩阵’，说明如下： 

[
 
 
 
 
𝑓1 𝑐12 𝑐13 ⋯ 𝑐1𝑛
𝑐21 𝑓2 𝑐23 ⋯ 𝑐2𝑛
𝑐31 𝑐32 𝑓3 ⋯ 𝑐3𝑛
⋮ ⋮ ⋮ ⋱ ⋮
𝑐𝑛1 𝑐𝑛2 𝑐𝑛3 ⋯ 𝑓𝑛 ]

 
 
 
 

 

其中： 

𝐴：共词矩阵 

𝑓𝑖：第𝑖个词的词频 

𝑐𝑖𝑗：词汇𝑤𝑖和词汇𝑤𝑗之间的‘共现次数’， 其基于行计算，其指两词在‘同

一行’时出现的次数。 

社会网络图绘制时，词频体现节点的大小，节点之间的关系为‘共现词数’的

体现。 

6. LDA主题分析 

SPSSAU利用 gensim包进行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分析，提

供了一系列功能以帮助用户深入理解文本数据中的主题结构。以下是该分析模块的

详细描述和功能优化： 

 主题与词权重及视化图 

SPSSAU生成一个表格展示各主题与关键词的权重值。其包括词、词频及对应

主题的权重信息等。通过可视化工具展示各主题与关键词的权重值。研究者可以点

击特定主题的气泡，以仅展示该主题下某词的权重，并按权重从大到小排序。这种



SPSSAU 数据科学分析平台 

 

交互式图形能够帮助用户直观理解不同主题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个词词在特定主题中

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可视化图还展示各主题与词的权重值，采用气泡图形式呈现。气泡

的大小与权重成正比，气泡越大表示该词在对应主题中的权重越高。这种可视化方

式使得用户能够快速识别出最重要的词及其在不同主题中的分布情况。 

 主题分布表格 

SPSSAU还提供一个 主题分布表格，展示各行文本隶属的主题编号。此表格

将有助于用户了解哪些文本内容属于哪些特定主题，从而为后续分析提供依据。 

以及用户可以根据实际分析需要确认并修改每个主题的名称。修改后，系统将

重新展示更新后的表格和图形信息，以确保所有输出结果都能准确反映用户对主题

的理解和命名。这一功能增强了模型结果的人性化和可解释性，使得分析结果更符

合实际应用场景。 

 一致性系数 

SPSSAU输出的结果包括 UMass一致性系数，该系数用于评估主题模型的质

量。UMass一致性系数越高，表明主题的内部一致性越强，从而反映出该主题在

文本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 

 总结 

通过以上功能，SPSSAU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全面且互动性强的 LDA主题分析

工具，这些功能不仅帮助用户深入挖掘文本数据中的潜在信息，还提升研究成果的

可读性和应用价值。 

7. 新词发现 

新词发现算法针对中文文本分析才有意义，SPSSAU借助于 Hanlp包完成新词

发现。新词发现算法基于信息熵和互信息，具体可参考文章《基于信息熵和互信息

的新词提取实现》或《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语言学：基于 SNS的文本数据挖掘》。 

 信息熵：信息熵越高，表示词汇与其他词组合成新词的可能性和稳定性更

强。 

 互信息：互信息值越高，表明词汇之间的关联性更强，增加新词出现的可

能性。 

通常情况下，新词更可能在信息熵较高（约 0.5）且互信息值较高（50~200）

时出现。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这两个指标的标准，并重新进行分析。研究

者如果某些词为‘新词’，可直接将其加入‘新词词库’或者批量加入‘新词词库’

中。 

8. 我的词库 

SPSSAU中提供自定义‘新词’、‘停用词’和‘情感词’，每个词库最多

5000词。 

提示：在词云分析和词定位分析等处，均有加入或者移出停用词的功能。但通

常情况下建议一次性将停用词批量处理，在处理完成后，重新进行分析，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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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方式为：点‘我的项目’-》点击‘重新分析 ICON’。 ‘新词’或‘情感词’

的处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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