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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 AI 语言理解推理之图谱应用

陆　苗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江苏连云港　222000

摘　要：随着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社交大数据蕴含的价值日益凸显。本文围绕基于知识图谱的社交网络语言理解与推理

技术展开分析，系统探讨了知识图谱的构建方法、社交文本的语义理解机制，以及推理决策的关键任务，提出融合知识图

谱与深度学习的社交语言理解框架，并针对具体任务给出技术实现路径。研究旨在充分挖掘社交数据价值，提升社交网络

智能化水平，为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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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交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的重要平台。

然而，由于社交大数据的异构性、语义隐含性等特点，对社

交文本语义的理解和用户行为的分析推理仍面临诸多挑战。

知识图谱作为一种结构化知识库，为深度挖掘社交数据语义

提供了新思路。将知识图谱引入社交媒体分析，有助于提

升对社交文本语义和用户行为模式的理解能力，实现更加智

能、精准的社交计算，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1. 知识图谱的相关概述

知识图谱是一种用于表示实体、概念及其关联的结构

化知识库，通过将现实世界的海量异构数据以图的形式进行

语义化表示和关联，构建起多维度、多层次的语义网络。其

核心在于实现知识的语义化表示、存储、检索与推理，并通

过知识的关联发现新的隐含知识 [1]。知识图谱具备高度结构

化、语义化、关联性强等特点。高度结构化体现在实体与关

系的类型、属性被明确定义，易于机器理解和处理；语义化

则赋予了实体和关系以现实世界的语义，使图谱能表达更丰

富、更精准的知识；关联性强意味着实体之间通过多样的关

联构成网状结构，便于挖掘实体间的隐含联系，产生新的知

识。基于这些特点，知识图谱在智能搜索、问答系统、知识

推理、辅助决策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当前知识图谱

在构建、应用中仍面临知识获取难度大、知识表示粒度不一、

跨域推理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亟须在知识抽取、知识融合、

知识推理等环节进行进一步突破和创新。未来，伴随知识获

取、自然语言理解、机器学习等技术的迭代发展，知识图谱

必将向着更大规模、更细粒度、更强语义理解与推理能力的

方向不断演进，持续引领人工智能在知识驱动领域取得突破

性进展。

2. 基于知识图谱的社交网络语言理解模型

2.1 整体架构设计

本文提出的基于知识图谱的社交网络语言理解模型，

旨在充分利用知识图谱的语义表示和推理能力，结合社交网

络语言的特点，构建一个全面、有效的语义理解框架。该模

型的整体架构可分为三个主要模块：社交网络语料获取与知

识图谱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语义理解和基于知识图谱的上

下文理解 [2]。首先，模型需要从社交网络平台获取大规模的

用户生成内容，并对其进行语料清洗、命名实体识别、关系

抽取等预处理，构建起高质量的领域知识图谱。其次，基于

构建的知识图谱，设计融合知识表示的语义理解机制，实现

对社交文本的实体级和事件级语义表示，捕捉文本的深层语

义信息。最后，引入知识图谱中的结构化信息，建立多粒度

的上下文表示，实现指代消解、共指消解等关键任务，增强

模型对社交对话语境的理解能力。通过这三个紧密联系、相

互支撑的模块，可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实现将外部知识持

续引入模型、指导模型训练、赋能模型理解的目标，全面提

升模型在社交网络语言理解任务上的性能。

2.2 社交网络语料获取与知识图谱构建

社交网络语料的获取和知识图谱的自动构建是该模型

的基础。首先，需要通过社交网络平台的开放 API，爬取和

收集目标领域的海量用户生成内容，如用户发帖、转发、评

论等。然后，对获取的原始语料进行去噪、分词等数据清洗

和预处理操作，提取出高质量的文本数据集。在语料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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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采用命名实体识别技术，从文本中识别出人名、

地名、机构名、日期等关键实体词，并使用实体链接方法将

这些实体词映射到知识库中的标准化概念。进一步，利用关

系抽取技术，从实体共现的句子结构和上下文信息中，发现

并提取实体间的多种语义关系。最后，基于抽取的实体概念

和关系事实，通过知识融合算法消除冗余和矛盾，并使用本

体构建方法组织这些概念、实例、关系，形成高度结构化、

语义丰富的领域知识图谱。这一自动化的知识获取和构建过

程，可持续集成社交网络中的新增语料，实现知识图谱的持

续更新和扩展。

2.3 基于知识图谱的语义理解

基于构建的社交知识图谱，可实现对社交文本的深层

语义理解。语义理解分为实体级理解和事件级理解两个层

次。在实体级语义方面，将知识图谱中的实体及其属性信息

与社交文本中的实体词进行匹配关联，实现对实体词更加

准确、细粒度的语义表示 [3]。例如，对于文本中出现的“乔

布斯”实体，通过链接到知识图谱中的对应实体节点，获取

语义信息，从而表征出“乔布斯”在特定语境下的确切概念

和角色。在事件级语义方面，通过知识图谱中事件类型概念

及其论元结构，对社交文本中的事件语义进行抽象表示。一

方面，这种事件抽象有助于归一化社交文本中的事件表述；

另一方面，基于事件论元结构，可进一步对事件关联进行推

理，该方法可以有效提升事件抽取和事件关系理解的准确性

和全面性。

2.4 基于知识图谱的上下文理解

自然语言的歧义性和口语化特点，使得社交媒体文本

的上下文理解极具挑战性。为此，该模型基于知识图谱，构

建了多粒度的语境表示机制，实现指代消解、共指消解等关

键任务。

在指代消解任务中，模型不仅考虑了代词与候选实体

在文本中的共现信息，还充分利用知识图谱引入实体间的结

构化语义信息。在共指消解任务中，模型也可利用图谱中实

体的别称、同义词信息，实现对文本中多个指称项的归一化。

此外，在跨句子、跨文档的长距离语境理解中，知识图谱同

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将局部篇章内的实体、事件进行语义

抽象， 与知识图谱的全局知识进行关联，可以构建出跨越

局部语境的全局语义表示。这种机制使得模型能够更好地捕

捉和保留社交对话的上下文语义，并实现更长距离的语境纠

错和语义推理。

3. 基于知识图谱的社交网络推理决策

3.1 基于本体推理的知识发现

基于社交知识图谱的本体推理，可以实现隐含知识的

发现和外显化。本体推理通过定义形式化的本体规则，对知

识图谱中的实体和关系进行推理，从而挖掘出蕴含在实体关

联中的新知识。例如，通过本体规则“如果 A 认识 B，B 认

识 C，则 A 可能认识 C”，可以在社交关系图谱中发现用户

之间的潜在关系。推理过程需充分考虑本体规则的适用条件

和置信度，引入概率图模型等不确定性推理机制。此外，本

体推理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规则冲突、推理结果不一致等问

题，需进一步引入基于证据理论、可信度评估的冲突消解方

法。基于本体推理得到的新知识，可用于丰富原有知识图谱，

实现社交领域知识的自动化扩充。本体推理是知识图谱应用

中的重要环节，在社交知识的融合、挖掘与应用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

3.2 基于图谱推理的用户意图理解

在社交平台中，自然语言表达的用户意图识别是一项

关键任务。针对社交网络语言碎片化、隐晦化的特点，直接

从文本中识别意图面临诸多困难。引入知识图谱推理，则可

从多个维度增强意图识别的准确性。一方面，将社交文本表

述与图谱中的概念、实体进行语义关联，可消除词汇表面形

式差异，提取出准确的语义意图；另一方面，知识图谱中概

念间的层次语义关系，如同义、上下位等，可用于意图的泛

化和细化，实现多粒度意图的柔性表达。在意图识别过程中，

还可利用图谱本体定义的意图规则库，对识别到的意图概念

进行推理，形成意图之间的关联网络。例如，“手机售后”

意图可关联到“质量问题”“维修服务”等子意图，通过途

径推理将这些显式和隐含意图进行有机串联，形成意图推理

链，最终实现对用户意图的全面、准确理解。

3.3 基于路径推理的社交关系挖掘

社交网络分析的一个核心任务是从海量用户互动数据

中，挖掘出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和社群结构。传统的社交网

络分析主要基于用户互动的显式关系，如好友关系、转发评

论关系等。而在社交知识图谱的框架下，可通过挖掘用户在

图谱中的关联路径，推理出用户之间更加隐含、复杂的社会

关系。具体而言，首先基于协同过滤、关联规则等算法构

建用户 -实体偏好矩阵，刻画用户对实体内容的偏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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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虑用户 - 实体偏好的动态演化特性，引入时间衰

减函数，建立时序感知的用户偏好表示。在此基础上，通过

随机游走、蚁群优化等图上推理算法，以用户为起点在知识

图谱中进行路径探索，发现用户之间的多跳语义关联。对推

理得到的关系路径进行模式挖掘，可总结出不同社交关系的

特征性路径模板。在后续应用中，只需将新用户的互动行为

与已有路径模板进行匹配，即可高效、可解释地预测用户间

的社会关系。这种基于知识图谱的社交关系路径推理方法，

突破了传统显式关系分析的局限，对于刻画社交网络的深层

关联结构，理解群体社交行为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3.4 推理结果的应用场景与实例分析

基于社交知识图谱的推理分析技术，在社会计算、智

能商业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一个典型应用是社交用

户细分与群体画像。基于知识推理得到的用户关系网络，可

自动发现社交网络中的紧密子群体，刻画群体成员在人口属

性、兴趣偏好等方面的共性特征。以某母婴用品品牌的社交

推广为例，通过对其社交账号下用户的互动行为进行知识推

理，发现了几个稳定的育儿妈妈社群，她们聚集在“婴幼儿

辅食”“母婴护理”等话题下。进一步对这些社群的关键意

见领袖进行意图分析，发现她们对“宝宝湿疹护理”话题存

在普遍关注。品牌方据此规划了一系列“婴儿护肤”系列

的精准营销内容，在社群中引发热烈互动，显著提升了营

销效果。类似地，用户链路推理也被广泛应用于社交网络

影响力分析，通过分析用户在转发链等社交传播途径上的

结构洞作用，可识别出具有关键影响力的节点用户。在冷

启动的场景下，还可利用知识图谱扩充的方法，将新用户

与已有用户进行关系路径匹配，预测其影响力，为影响力

营销活动提供精准的种子用户。总之，社交推理分析技术

在信息传播、精准营销、行为预测等社会计算任务中大有可

为，对于深度理解社交网络的行为机理，把握社会群体的行

为规律具有重大意义。

结束语：

基于知识图谱的社交网络语言理解与推理研究，为深

度挖掘社交大数据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从知识

图谱构建、社交语义理解、用户意图挖掘、社会关系推理等

方面，探讨了知识图谱驱动的社交计算的关键技术，并初步

实现了一个面向社交领域的知识推理分析框架。未来工作将

着重于融合知识表示学习、本体推理与深度学习技术，进一

步完善社交知识图谱表示模型，提升社交推理的可解释性和

鲁棒性，扩展其在社会计算、智能商业等领域的应用。知识

驱动的社交智能分析必将推动社会计算研究的持续深入，为

数字社会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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