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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题目与分析

• 论文总体情况

• 评阅中发现的问题

• 优秀论文亮点展示



问题背景

• 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繁荣，文本形式的在线旅游（Online Travel Agency，
OTA）和游客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数据成为了解
旅游市场现状的重要信息来源。OTA 和UGC 数据的内容较为分散和碎片化，
要使用它们对某一特定旅游目的地进行研究时，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从文本中
抽取相关的旅游要素，并挖掘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和隐含的高层概念的可视化
分析工具。

• 为此本赛题提出本地旅游图谱这一概念，它在通用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加入了
更多针对旅游行业的需求。本地旅游图谱采用图的形式直观全面地展示特定
旅游目的地“吃住行娱购游”等旅游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

• 在近年来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我国游客的旅游消费方式已经发生
明显的转变。在出境游停滞，跨省游时常因为零散疫情的影响被叫停的情况
下，中长程旅游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游客更多选择短程旅游，本地周边游规
模暴涨迎来了风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研究分析游客消费需求行为的变
化，对于旅游企业产品供给、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市场持续开拓具有长远而积
极的作用。本赛题提供收集自互联网公开渠道的 2018 年至 2021年广东省茂
名市的 OTA 和 UGC 数据，期待参赛者采用自然语言处理等数据挖掘方法通过
建立本地旅游图谱的方式来分析新冠疫情时期该市周边游的发展



问题1：微信公众号文章分类

• 构建文本分类模型，对提供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文章根据其内容与文旅的相关性分为“相关”和“不
相关”两类。与文旅相关性较强的主题有旅游、活

动、节庆、特产、交通、酒店、景区、景点、文
创、文化、乡村旅游、民宿、假日、假期、游客、
采摘、赏花、春游、踏青、康养、公园、滨海游、
度假、农家乐、剧本杀、旅行、徒步、工业旅游、
线路、自驾游、团队游、攻略、游记、包车、玻
璃栈道、游艇、高尔夫、温泉等等。



问题1分析

• 分类问题，但缺乏标注；

• 题目给出了旅游相关的部分关键词

• 思路一：首先利用题目给出的关键词进行
人工标注，然后学习一般分类模型；甚至
可以引入主动学习的思想，对难以区分的
词条挑出来进一步扩充学习学习集。

• 思路二：无监督聚类，根据聚类结果进行
分类；理想情况是：如果某个子类含有题
目相关的关键词，则可以判断成相关。



问题2：周边游产品热度分析

• 从附件提供的OTA、UGC 数据中提取包括景

区、酒店、网红景点、民宿、特色餐饮、
乡村旅游、文创等旅游产品的实例和其他
有用信息，将提取出的旅游产品和所依托
的语料保存。建立旅游产品的多维度热度
评价模型，对提取出的旅游产品按年度进
行热度分析，并排名。



问题2分析

• 提取旅游产品提取：景区、酒店、餐饮中
的旅游产品可能比较明确，但游记和旅游
公众号的旅游产品需要通过实体命名识别
方法进行提取。

• 建立多维度热度评价模型，模型的合理性。
文本情感分析可以是热度分析的出发点。



问题3：本地旅游图谱构建与分析

• 依据提供的 OTA、UGC 数据，对问题2中提

取出的旅游产品进行关联分析，找出以景
区、酒店、餐饮等为核心的强关联模式，
在此基础上构建本地旅游图谱并选择合适
方法进行可视化分析。并且力争挖掘旅游
产品间隐含的关联模式并进行解释。



问题3分析

• 关联规则发现，关键词共现等方法挖掘旅
游产品之间的关联；

• 游记或者公众号中的时间先后、一条龙服
务等可能提供一定的隐含关联，



问题4：疫情前后旅游产品需求的变
化分析

• 基于历史数据，使用本地旅游图谱作为分
析工具，分析新冠疫情前后茂名市旅游产
品的变化，并撰写一封不超过 2 页的信件

向该地区旅游主管部门提出旅游行业发展
的政策建议。

• 分析：该问题主要是一个旅游产品需求的
疫情前后对比分析，政策建议需要“言之
有数”



论文总体情况

• 随着泰迪杯挑战赛的深入，大家对文本处
理的基本流程还是比较熟悉，掌握了关键
词提取、文本向量化、以及多种端到端的
深度学习方法；

• 比较熟悉常用的机器学习方法，熟练使用
Python机器学习包完成分类任务；



典型求解方法

• 问题1：TF-IDF或者Word2vec向量化，机器
学习方法(如NB, RF, SVM等等)进行分类；

• 问题2：TextRank, LDA, CRF等实体命名识别
方法；SnowNLP情感识别；AHP, TOPSIS或者
模糊评价；

• 问题3：Apriori, FP-Growth等关联规则发现，
灰色关联分析；

• 词云比较对比差别；



评阅中发现的问题

• 问题1：虽然是分类问题，但很多同学没有把
笔墨用在训练集合的构造上，而大部分笔墨放
在分类方法的数学模型介绍上，抄录了一大堆
公式；缺少多种方法效果对比；

• 问题2：很大部分同学没有游记和微信公众号
进行旅游产品提取；综合评价三板斧(AHP, 
TOPSIS, 模糊评价)

• 问题3：隐式关联分析很少；

• 问题4：疫情前后对比比较粗糙，政策建议比
较空泛。



优秀论文亮点展示

• 001C和464C各有特色

• 001C论文引入了对偶对比学习技术，解决

了旅游产品相关训练样本数据缺乏的问题；
采用图神经网络进行链路预测，抽取出旅
游产品间的隐含关系；

• 464C获奖论文能够充分考虑问题特征，进
行模型选取及优化；调用百度API可视化效
果挺不错。



001C亮点(1)

• 问题1文本分类

– 通过爬虫技术获取旅游类文本并结合THUCNews
新闻文本分类数据集，构建旅游文本分类训练
集；

– 文本摘要减少输入文本长度(BiGRU>TextRank)；
– 基于RoBERTa-BiGRU-Attention 融合模型进行文
本分类；

– 对偶对比学习，标签启发式增强样本



分类效果



001C亮点(2)

• 问题3隐含关系抽取
– 先利用改进Apriori 算法进行关联分析，并抽取

(实体，关系，实体)三元组，相较于传统算法
效率更高；

– 构建了GNNLP模型，以抽取出的三元组为基础
建图，并利用图神经网络进行链路预测，对隐
关联进行挖掘；

– 测试结果表明，利用GNNLP 模型挖掘出的隐含
关联关系较普通单一模型效果平均提高了
11.76%。



强关联与隐含关联

海陵岛和海景湾大酒店通过上层概念捞粉建立关系



464C亮点

• 问题1求解方法：扩充词库，构造伪标签进
行学习

创新思路

题目给出了一些文旅相关
主题词

（旅游、景点、高尔夫等）

生成伪标注数据

有监督模型训练

关键词提取
匹配

Bert预训练模
型

主题词扩充



注:

1. 本文提及的主题词是指题目中所指跟文旅相关与否的主题词；关键词是指文章提取的中心词。

2. 特征提取的做法是：选取TextRank和TF-IDF形成的前50个关键词与文章标题的核心词去重后作为文章特征。

464C亮点



文章ID 分类标签

1001 不相关

1002 不相关

1003 相关

1004 不相关

1005 不相关

1006 相关

…… ……

7282 不相关

7283 不相关

7284 不相关

7285 不相关

7286 不相关

最终结果：
result1.csv

准确率

训练集
（70%）

98.23
%

测试集
（30%）

96.57
%

模型评价
三个标签一致：4945条

Bert模
型训练

Bert模
型预测

三个标签不一致：1341条

预测结果

将依赖人工标注的数据转化为自动标注的数据，并且模型准确率高达97%。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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