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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应用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



研究背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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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研究成果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

前期成果：GAMHN

一份报告：基于 BP 神经网络对社交媒体机器人的识别及对现有模型的修改



前期研究成果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

中期成果：CDCL

领域研究分析 提出解决方案 异质图对比学习 模型优势分析

模型效果对比 数据集选择 对比实验 消融实验



前期研究成果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

中期成果：CDCL

针对以往工作忽视社交网络结构特点以及GNNs过度平滑问题，提出利用社区检测与连接预测方法，在
图层面识别出社交网络中的社区，在节点层面对社区子图进行对比学习，提升模型对机器人的识别能力。



前期研究成果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

中期成果：CDCL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community 𝜶𝜶 community 𝜷𝜷 push away
hard negative samples

community-aware hard sample mining
contrastive learning 

on hard samples

pull closer
hard positive samples

研究动机： 拉近难分正样本，推远难分负样本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CACL: Community-Aware Heterogeneous Graph Contrastive Learning for Social Media Bot Detection

针对以往工作忽视社交网络结构特点以及GNNs过度平滑问题，提出具有社区感知能力的图对比学习框架，
在图层面对社交网络进行社区检测，在节点层面对社区子图进行对比学习，提升模型对机器人的识别能力。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CACL：社区感知模块

 利用图编码器对大规模的用户图进行社区

检测，在粗粒度层面识别出社区结构，将

用户图分割为小规模的子图，从而挖掘出

难分正样本与难分负样本

 利用图解码器重构网络空间，实现连接预

测，融合图结构信息以及节点信息，为对

比学习中的图增强过程提供有力支持，避

免了随机图增强对图结构的破坏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CACL：图对比学习模块

 利用图卷积模型（如GAT、SAGE、HGT），

深入挖掘异质子图信息，提取不同类型节

点的高维特征表示

 在拓扑结构、用户属性、文本信息三个角

度，基于连接预测进行边增强、基于

PageRank对节点信息自适应扰动、基于

WordNet进行近义词替换，实现图增强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CACL：对比损失函数

拉近难分正样本，推远难分负样本push away
hard negative samples

pull closer
hard positive samples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CACL框架与不同的基线模型相比呈现出显著的改进，这表明对比学
习和社区感知模块有助于GNNs模型更好地捕捉节点信息。

CACL：主实验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无监督对比损失函数、有监督对比损失函

数、静态与动态情况下的社区感知对比损

失互相对比，验证损失函数的有效性

 对三种不同的图增强方法、三种数据结构

成分分别进行消融，探究模型架构、数据

组成对模型的影响

CACL：对比实验与消融实验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宗辰辰学长：试试信息熵

为了探究模型的内部机理，采用信息熵衡量

社区内部节点类别纯度的变化。在静态情况

下，社区内部信息熵基本稳定；动态情况下，

信息熵逐步下降，证明检测出的社区内部类

别趋于一致，有利于节点分类

 为了证明对比损失函数的有效性，对难分正

样本、难分负样本，社区内部、社区之间的

余弦相似度的变化进行观察，证明节点特征

按预期同类相聚、异类相斥

CACL：内部机理探究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办法

Issue：手写的代码缺乏优化，导致时间复杂度过高

Solution：利用Pycharm图形化性能测试工具Profile查找高消耗函数并进行优化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办法

Issue：Twibot-22数据集过大（100GB+），单卡显存（24GB）不足

Solution：将模型串行部署到两个显卡上，动态更新图卷积网络参数

GPU0

GPU1



后期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项目成果后续研究方法

深圳零一学院·开放嘉年华 项目海报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项目成果后续研究方法

深圳零一学院·开放嘉年华 项目获得一等奖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项目成果后续研究进展

论文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项目成果后续研究进展

论文：投稿至自然语言处理顶会ACL 2024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项目成果后续研究进展

论文评审结果

ARR  Review评分：4/3.5/2.5
Meta 评分：4（推荐接收）
5月15日出结果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前期研究成果 项目成果后续研究进展

国家发明专利
受理通知书

提取并编码用户信息
构建社交网络异质图

提取社交用户同质图
多层图卷积网络编码

计算用户间边的权重
划分节点至不同社区

对社区子图进行增强
构建异质社区子图池

计算两两子图相似度
获取匹配的社区子图

利用图对比学习
拉远负样本
拉近正样本

计算对比学习损失
计算梯度更新参数 所有子图对遍历完成？

分类损失收敛？

不

是

获得最优模型参数
用于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

是不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

研究进度记录（学长查看）

论文撰写、审稿
全流程老师指导

前期研究成果 项目成果后续研究进展



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项目成员：陈思远  梁松松  徐敬  施文韬

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

指导老师：李丕绩

2023年度大创结项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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