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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判决文书数据中演化模式的挖掘和可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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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的司法数据分析以传统的统计图表为主, 与案件数据的内部信息关联不够, 低效落后, 难以满足司法

数据的分析需求. 因此, 针对司法判决文书数据, 提出一种通过用户交互的方式展示司法数据时序演化过程的方法. 

首先提出基于分层结构的层次演化视图, 从整体上分析时序变化; 结合矩阵视图、词网络视图、主题聚类图和词云, 

展开案件内部多元信息的精细化分析; 提取案情三元组信息, 并展开关键实体的约束布局, 帮助快速定位和掌握案

件内容. 基于千万级规模司法判决文书数据, 展开案件纠纷类型演变和案件内部关系的案例分析, 并针对多个视图

任务结合评分方式展开定量用户研究评估, 反馈得到所有问题平均评分均大于 3.5, 为后续司法文书数据的可视分析

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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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f Evolutionary Patterns in Judicial Judgment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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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ing analysis of judicial data is mainly based on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charts, and can not better 
relate to the internal information of judicial document nor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judicial data analysis. A 
visual analysis approach is proposed to analyze the judicial judgment document data by interactively pre-
senting the evolution of judicial data. First, the approach consists of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based evolution 
view to analyze the overall changes of judicial judgment document data. Second, the approach combines 
matrix view, word network view, topic clustering graph, and word cloud to carry out a refined analysis of 
internal multiple information. The triplet information of the case is further extracted and the key entities are 
visualized with constraint layout to help locate and grasp the contents of the case quickly. Based on a 
large-scale judicial judgment documents, case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evolution of case dispute types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case, and quantitative use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for multiple view tasks 
combined with the scoring method are carried out. The average score of all questions is larger than 3.5, 
which provides a potential solution for the subsequent visual analysis of judicial docume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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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活动的

日益丰富 , 法律的规制和法律体系变得越来越庞

杂; 同时, 得益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 
司法数据呈爆炸式增长[1]. 现有的司法数据处理系

统以传统报表为主 , 对海量数据的处理方法相对

落后, 这导致了数据堆积, 新旧数据未能建立有效

联系, 无法高效地利用新数据. 因此, 研究司法大

数据有助于解决司法判决文书数据的堆积问题 ; 
有助于掌握社情民意, 全面感知社会矛盾风险, 透
视社会矛盾的热点、重点、难点和新点[2-3].  

然而, 在当前的司法大数据处理工作中, 存在

以下几个技术难点和问题: 如何高效、系统地掌握

案件详情 , 同时对新旧司法数据进行关联性的挖

掘分析; 如何处理数量巨大、类型多样且数据特征

隐藏较深的数据; 如何用可视化方式对案件主题

的多特征信息进行呈现.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难点和问题 , 本文提出了

对司法判决文书数据进行演化模式探索的可视分

析方法. 采用文档图谱视图对个案进行可视化, 对
非结构化文本采用深度学习的方法抽取 , 结合结

构化文本的关键信息 , 基于实体布局约束算法进

行三元组排布展示, 帮助用户快速、准确地掌握案

件数据之间的联系 . 通过层次演化视图进行不同

层级案件类型的聚合和分解 , 同时使用时间控制

器控制展示堆叠图中细粒度级别的时间段 , 并与

词云进行交互探索呈现众多类别随时间的变化 , 
以观察案件纠纷类型的演变 , 帮助用户发现热点

纠纷类型和特殊时间节点 . 矩阵视图基于主题强

度和熵值, 通过横向与纵向对比颜色插值的变化, 
探索案件文档主题的关注度与聚合程度 , 同时结

合基于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
tion, LDA)模型训练得到的主题聚类视图, 帮助用

户直观地了解不同案件主题之间的关系 . 词网络

视图使用关键词共现的方式将词频和共词相结合, 
帮助用户更好地识别案件的发展过程 , 找出不同

类型的关键词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发现热点问题.  
整个可视分析过程从宏观到微观分析司法数

据的演变 . 针对案件抽取出三元组形式构建新型

的可视呈现方式 , 帮助更好地挖掘实体之间的关

联; 面向司法数据提供一种可视分析思路, 结合文

书内部关联、案情关系与时序进行可视分析; 基于

本文系统提供的司法案例分析和用户实验 , 检验

了可视分析系统的可用性和有效性. 

1  相关工作 

1.1  时序可视化 
近年来, 可视化被广泛应用于分析面向时间的

数据. Sultanum等[4]利用时间线与 breadcrumbs和直

方图为医生提供了自动化审计和可定制性, 同时也

可链接到病人相关病史的原始文本. Galex[5]帮助用

户探索任意学科的演化和交叉过程, 允许用户通过

时间刷选取时间片来探索某个领域迅速扩展到其他

哪些领域, 以及某些学科的研究近况. Flowstrates[6]

从热力图中可以显著地看出随着年份的变化, 难民

从起源地流动到目的地的数量变化情况. CiteRiv-
ers[7]提供了与数据挖掘技术集成的多个协调视图, 
它利用光谱聚类技术, 在用户可以交互调整的粒度

级别上分层地聚合文档、期刊和会议. Cuenca 等[8]

使用多种交互技术, 根据各个时间序列间的邻近程

度进行层级分组, 方便用户的探索. 然而, 对于层

级的分组和内部的探索都是单独存在的, 研究者很

难提取更多的时序信息.  
Yang 等[9]提出了一种交互式指导方法对大数

据进行数据分析, 利用公众知识和个人知识监督分

层聚类, 该方法有助于以有效的方式构建定制的聚

类树. 通过对过去 20 年间可视化领域发表的论文

进行处理, Isenberg等[10]从主题和关键词变化这 2个
角度分别进行了分析. ArchiText[11]主要用于文本数

据分层主题建模的交互, 运用人在回路的主题建模

方式, 帮助用户探索和指导流程, 更好地产生符合

需求和更高质量的主题. TMvis[12]通过用户对数据

和任务的理解调整主题模型, 并可视化主题建模得

到主题语义的信息 , 以帮助用户理解主题模型 . 
El-Assady 等[13]设计了一种数据转换方式, 用结构

化的方式表示主题模型的输出结果, 并支持用户在

主题内和主题间进行疾病症状的探究. 主题随时间

演变趋势的可视化支持对大型文档的理解, 因此本

文设计了交互的方式探索主题的演变.  
1.2  文本分析可视化 

文本可视化中涉及众多内容总结和相关信息

提取的方式. VISPubComPAS[14]是一个需求驱动的

分析系统, 用于分析和比较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可视化会议上出版物的作者和从属关系, 以帮助用

户找到适合自己需求的合作者. PyramidTags[15]在摘

要文档集中将可视化标签的时间演变和语义关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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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 利用悬停选择标签的方法探索语义关系

并检索最相关的文档, 通过概览语料库的主要术语

和短语方式掌握其主要思想. embComp[16]提出了一

种用于比较 2 个嵌入的方法, 将局部信息与全局视

图相关联, 可以捕获类似单词或文档对象之间的相

似性. 有些文本可视分析系统允许用户对单篇文档

进行可视化表示. 本文将通过构建模型的方式展示

单篇文档中数据的内在联系.  
文本可视化也适用于各个领域 . VAiRoma[17]

运用文本分析技术, 从时间、地点、事件和它们之

间的关系等多个角度展示罗马的历史 , 提供的树

状和环状视图更加有利于用户探索主题信息 . 张
玮等[18]通过文本关联和时空角度对宋词进行可视

分析 , 使文学爱好者可以从宋词文本和词人本身

的年代背景等多个角度进行关联性地探索分析宋

词的诸多特性. Carvalho等[19]设计了一个用于自动

提取文档语义信息的模型 , 用于提高法律文本的

可读性. 而本文针对司法数据进行文本可视化, 将
有价值的部分展示给用户.  
1.3  智慧司法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线以来, 裁判文书的公开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对司法从业人员和数据从

业人员探索智慧司法具有重大价值. 谢小平等[20]通

过计量学和可视化分析进展, 探索我国司法鉴定领

域发展脉络, 刻画法医学工作热点和前沿动态.  
司法数据内容繁杂, 信息较多, TextRank[21]的

文本摘要已经无法满足快速预览案件内容的需求, 
而面向司法领域知识图谱的工作可以满足上述需

求. Chen 等[22]关注网络嵌入的问题, 在网络的结

构信息外增加了网络中边的标签信息 , 以更好地

捕捉节点之间的关系. Ghiasnezhad 等[23]提出的规

则挖掘模型, 通过对规则相关的子图进行采样的方

式, 在减少算法的搜索空间和计算量的同时保存了

必要信息. 本文同样涉及案情知识图谱, 但增加了

对段和关键实体的绑定, 使图谱更加有章可循.  
目前 , 将智慧司法与可视化技术结合的工作

较少, 现有工作形式单一, 缺乏可探索性. 本文通

过对多个视图进行交互性分析 , 对司法数据进行

多角度展示, 具有一定开创性.  

2  系统概览和数据处理 

2.1  系统分析任务和设计目标 
通过司法判决文书的数据特征并总结用户需

求, 确定了以下分析任务.  

任务 1. 在单个司法案件层面, 发现个案数据

之间的联系.  
任务 2. 在时空语义层面, 探索司法案件随时

间地点的变化而演变的规律.  
任务 3. 在主题分布及语义信息层面, 挖掘案

件主题的演变规律.  
针对上述任务, 本系统的设计目标如下.  
目标 1. 抽取并可视化单个案件的多方面信

息, 如事件起因、赔偿情况和法院判决等(任务 1).  
目标 2. 可视化编码不同类型案件数量, 支持

多层级类型案件数量之间的比较 , 并设定区间分

析案件内部关联 , 以及可视化对比不同地域之间

的案件数量(任务 2).  
目标 3. 可视化司法案件主题, 基于文本层面

直观地了解不同案件主题的被关注程度及聚合演

化情况(任务 3).  
2.2  系统流程介绍 

本文系统流程如图 1所示. 首先对数据进行预

处理, 然后根据依赖语法分析方法, 将预处理后的

文本进行三元组抽取 , 对抽取出的结果进行约束

布局, 用于构建文档图谱视图; 接着对数据进行分

类, 并根据时间段进行模型训练与算法计算, 采用

颜色渲染的方式展示; 最后, 结合文书内部关联、

案情关系与时序通过可视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多

角度展现. 
2.3  数据处理 

数据集是基于 2014—2018 年总共 10 012 571
篇司法判决文书, 包括序列号、案件名称、所属纠

纷、原被告、审判庭、立案时间、结案时间和案件

内容 8个参数. 本文支持用户对司法关键词的搜索

及可视化分析, 由于对搜索的快速性要求较高, 因
此本文的数据集使用 Lucene 进行数据存储. Lu-
cene 数据库是一个用于全文检索和搜索的开放源

代码程序库 , 它提供的关键词全文检索和相关度

排序功能 , 可以极大地提升文书检索的速度和判

断的准确率.  
司法判决文书中包含大量的数据信息且较为

复杂, 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 因此, 对原有数

据进行了预处理 , 包括案件内容的分词、数据采

样、数据降维、词向量模型和文书分类等. 
(1) 案件内容的分词. 对原始数据中的案件内

容进行分词处理 , 即去掉 340 个停用词(如“的” 
“吗”), 包括各种符号, 并且去掉 208 个无关词(如
“甲方”“乙方”“民事判决书”). 

(2) 数据采样. LDA主题模型无法处理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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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文系统流程 
 

数据集这么庞大的数据 , 因此需要对原数据进行

采样. 这里不直接对原数据随机采样, 因为某些类

型的案件数量占比较少 , 随机采样后的数据量过

小会影响该类型的熵值 , 所以选择对各类型数据

随机采样 2万条进行熵值计算.  
(3) 数据降维. 采用非监督式算法 Doc2Vec将

文本数据进行向量表达. 在可视化质量方面, 统一

流形近似与投影(uniform manifold approximation 
and projection, UMAP)降维比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 多 维 尺 度 变 换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 t 分布随机近邻嵌

入(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 t- 
SNE)降维保留了更多的全局结构, 具有优越的性

能. 最重要的是UMAP降维方法对嵌入维数没有计

算限制, 因此本文采用此方法进行数据向量降维.  
(4) 词向量模型. 将原数据集中对案件内容进

行分词处理结束后, 以行为单位来处理文本. 所以

每条数据占一行 , 由此组成语料库 , 再利用

Word2Vec生成一个 100维的词向量训练数据集.  
(5) 文书分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

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11] 41号)》
文件中的案件所属类别划分可知 , 此文件将案件

划分为了 43个大类、424个子类和 838个细类.  
 

3  可视分析与设计 

本文结合可视化的方式 , 挖掘司法大数据的

演变 . 基于对案件三元组中实体的约束布局设计

了文档图谱视图, 用于直观地展示案件人物关系; 

采用层次演化视图对不同层级的案件纠纷在时序

上进行比较分析 , 结合词云发现热点纠纷类型及

案件前后的内容变化; 矩阵视图和主题聚类视图

从主题分布和语义层面挖掘数据的演变; 运用词

网络视图识别案件热点方向随时间的发展过程 . 
整个可视化系统如图 2所示. 
3.1  文档图谱视图 

单篇司法文书之间的案件人物关系越来越复

杂, 用户很难快速掌握单一案件数据之间的联系, 
本文采用司法文档图谱视图对个案进行可视化 . 
通过规则梳理形成的司法文档图谱能够运用到个

案, 用于辅助用户对案件信息进行处理, 帮助用户

快速地检索相关法务内容 , 提高法院审判工作质

量和效率. 文档图谱是由节点和链接组成的结构化

视图, 将原需阅读长篇案件内容转换为只需浏览关

系型图解, 对于快速掌握案件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在司法文书案件中 , 构建案件的知识图谱需

要结构化文本和非结构化文本 . 结构化文本包括

案件名称、所属纠纷、原被告、审判庭、立案和结

案时间; 非结构化文本需抽取案件内容. 本文采用

深度学习的方法抽取出案件内容中的三元组(实体- 
关系-实体), 再结合结构化案件内容展示案件中的

关键信息. 对于实体对的抽取, 从案件内容的句法

规则出发 , 利用实体在上下文中的语法关系进行

抽取. 对于句法规则的处理, 采用 Hanlp 中的依存

句法分析模块, 通过寻找“主谓关系”“定中关系”等
语法关系, 构建句中不同词之间的内在联系. 根据

依存句法分析, 得到句子的句法关系树, 依据设定

好的句法规则对该树进行深度搜索 , 以抽取出语

义三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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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司法判决文书数据可视化系统 
 
以“主谓宾”三元组为例抽取语义三元组 . 首

先确认句子的核心节点, 如图 3 中的“涉及”, 再通

过主谓关系搜索到核心节点下的主语节点“合同纠

纷”; 同理 , 通过“动宾关系”搜索到宾语节点“关
系”, 得到初步的主谓宾三元组{合同纠纷 , 涉及 , 
关系}. 对于初步的三元组能有效表示该句子的核

心含义, 但不难看出存在过于简略的缺陷, 对此又

通过搜索“状中结构”“定中关系”等搜索到主谓宾

的修饰词, 有选择性地扩充到初步的三元组中, 最
终得到的主谓宾三元组为{合同纠纷 , 往往涉及 , 
多方金融关系}. 其中图 3底部字母(nz专有名词、

d副词、v动词、n名词、u助词)是按照北大标准/
中国科学院标准的汉语词性对照表进行标注的 , 
底部阿拉伯数字是词在句中的序号. 

 

 
 

图 3  依存句法分析样例 
 
对最终得到的三元组基于传统力引导算法进

行布局, 显示如图 4所示. 可以看到案件内容展示

杂乱并无逻辑, 用户难以找到案件的分析入口. 因
此, 为了增强阅读逻辑, 本文在段落时序逻辑上对

三元组进行排布. 排布的重点是选好关键实体, 选
择的标准是: 若某个实体在案件中的不同段落出

现率高于所设阈值 , 则将此实体作为案件内容的

关键实体 . 那么节点链的排布以关键实体为主体

展开 , 每列内的关键实体是按在原始案件文书内

容的出现顺序排列的 , 并把关键实体连接节点多

的实体尽量放置到中间位置 , 这样布局从美观度

上也有很好的效果 . 详细的实体布局计算过程如

图 5所示. 

基于本文方法可视化出的文档图谱视图 , 一
列代表司法判决文书中的一段 , 将文书从上到下

的段落顺序用从左到右的方式可视化呈现出来 , 
以从左到右的段落时序逻辑顺序引导用户逐步了

解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 效果展示如图 6所示. 其
中, 灰色代表非关键实体, 其余颜色代表不同的关

键实体. 通过分析大量的判决文书, 发现段落顺序

即是逻辑顺序, 因此对每段均进行三元组的抽取, 
并在视图中按段落顺序将三元组排布在不同区域

中. 图 6中显示有 3列即为 3段, 段与段之间用虚

线分割, 节点链均被限定在固定区域内, 阅读顺序

是箭头指向的顺序. 此外, 将不同段落的相同关键

实体设置在一条线上(如图 6中 1, 3段中的“被告卞 



第 3期 王慧, 等: 司法判决文书数据中演化模式的挖掘和可视分析 475 

 

     
      

 
 

图 4  基于传统力引导算法的文档图谱视图 
 

 
 

图 5  实体布局算法流程图 
 

洪 × ”), 其余节点基于关键实体线分散排布. 通过

浏览关键实体和存在关系的实体可以快速掌握案

件内容的逻辑重点 , 散落的非关键实体负责对案

件内容进行额外的描述补充. 

3.2  层次演化视图 
司法判决文书数据是存在众多类别的时间序

列数据 , 通过描述类别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观察

案件纠纷类型的变化 , 发现热点纠纷类型或特殊

时间节点 . 本文使用河流图的形式将文书数据的

新旧案件串联起来, 划分出不同类型的纠纷数据, 
沿着时间序列的方式 , 根据类型的层级进行时间

流的聚合和分解 . 若将不同类型纠纷的数据可视

化为无序堆叠的图形 , 会严重限制用户发现视图

中有趣之处. MultiStream[8]是改进的堆叠图, 它允

许用户根据聚合和分解分层结构探索数据的演化

过程. 因此, 本文依照上文数据处理部分的文书分

类进行数量上的整合, 采用 MultiStream 方法在时

序上可视化呈现案件数量. 在此基础上, 为了帮助

用户理解纠纷类型及发生案件的关键信息 , 还增

加了词云视图. 整个层次演化视图包含层次流图、

时间控制器和词云 3部分.  
如图 7所示, 时间控制器是用于控制展示堆叠

图中细粒度级别而非粗粒度级别的时间段 , 对应

于时间轴上的灰色区域和 2条垂直红线. 基于时间

刷 , 它允许移动或扩展时间控制器以更新堆叠区

域 , 从而帮助用户更好地探索细粒度纠纷类型的

演变信息. 时间控制器显示的是 2014—2018 年的

数据变化情况, 它的设计是由灰色垂线、红色垂线

和蓝色垂线各 2条组成. 
如图 8所示, 层级流图用于分层展示案件纠纷

数量随时间的演变. 其中, 流的粗细表示在当前时

间该类型纠纷的案件数量多少 , 密集的竖线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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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本文方法得到的文档图谱视图 
 

 
 

图 7  时间控制器 
 

 
 

图 8  层次演化视图的交互展示 
 

表示时间信息, 根据所属类型进行了颜色编码(如
民间借贷纠纷用紫色表示). 这有助于区分层次结

构中的不同分支, 保留层级演变并增强比较任务. 
鼠标悬停位置相对应的纠纷类型颜色显示的饱和

度会增强, 其余部分饱和度降低, 同时弹出一个文

本框显示此时间和数量的信息 . 要想了解此纠纷

类型或对比前后发生案件的关键内容 , 用户可以

通过对时间控制器的移动 , 在灰色区域选定时间

段, 双击流中某类纠纷, 此类纠纷在该灰色时间段

内关键字的重要性会显示出来 , 权重较大的关键

词于中间位置. 
3.3  矩阵视图 

司法判决文书数据是存在时间序列的文本数

据, 适合从主题分布及语义信息层面挖掘演变, 帮
助用户直观地了解不同案件主题之间的关系 . 使
用矩阵视图挖掘分析案件文档主题的演化主要涉

及 2个方面: 一是用于度量在时序下各个主题集合

的分布的主题强度; 二是通过时间轴的方式探索

文档主题语义上的聚合程度的主题熵值. 
(1) 主题强度是用于探索特定主题在特定时

间内的被关注程度. 因此, 计算出的数值越大, 代
表该主题的关注度越高, 反之相反. 主题 c 在时间

窗口 t 内的被关注程度为
43

1

t t t
c c x

x

Q D D
=

= Σ . 其中, Dc
t

表示主题 c 在时间窗口 t 内的案件总数; 根据主题

划分情况, 将 x 的取值设置为 1~43. 在得到 Qc
t 后, 

对其值进行归一化到 0~1, 越接近 1表示关注度越

高. 由于案件时间分为立案时间和结案时间, 因此

对两者分别进行计算. 
(2) 主题熵值是对 43 种主题类型纠纷在时序

下混乱度的度量标准, 其中 12 种因原数据集中数

量极少, 在此不对其进行计算分析, 所以仅计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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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原数据集中数量多的 31 种. 计算出的主题熵值

越大, 表示该主题文档内部越混乱; 熵值越小, 表
示主题文档关联更紧密.  

要计算主题熵值 , 首先需要对主题进行聚类

投影. 采用 LDA主题模型对 31种主题类型进行内

部主题划分. 尽管 LDA 是非监督的主题模型, 但
仍需根据案件内容人工确定需要划分的主题数 . 
因此, 引入了 Pr用于确定合适的主题数量. Pr值越

低, 表明聚类效果越好. 计算公式为 

r
1 1

( ) exp lb ( )
Z M

d
d

P d P w N
=

■ ■■ ■
= -| || || |■ ■■ ■

Σ Σ . 

其中 , Z 为当前主题个数 ; M 为当前主题个数 ; 
N 为数据集中的分词后的所有词(不去重); d 为数

据集的每篇文档; ( )P w 为数据集中出现每个词的

概率 , 计算公式为
1 1 1

( ) ( | ) ( | )
Z N M

z w d

P w P z d P w z
= = =

= ΣΣΣ . 

其中 , z 为训练过的主题 ; ( | )P z d 为一篇文档中

每个主题出现的概率; ( | )P w z 为每个词对应某个

主题出现的概率.  
由 rP 值确定主题数量, 将数据处理中用于计

算熵值采样出的数据, 以 60 个月为基准时间单位, 
对立案时间进行划分; 再通过 LDA 模型及 UMAP
降维, 得到主题聚类图; 最后进行混乱度的计算. 

混乱度的计算公式为 f
1 1

( , ) ( , )
a b

x y

C P x y H x y
= =

= ΣΣ . 其

中, 将主题聚类图分割为 a b× 个小格( a , b为自行

确立的适宜常量)后 ; ( , )P x y 为第 ( , )x y 格包含点

的数量 ; ( )( )

( )( )1 1
( , ) lb

U V
c vc v

C uC Uu v

PP
H x y

PP= =

■ ■
= - | || |

■ ■
ΣΣ . 其中 , 

( )C u 为数据集中某一大类; U 为数据集汇总大类

的总量; ( )c v 为 ( )C u 中某一小类; V 为 ( )C u 中小

类的总量 ; ( )C uP 为第 ( , )x y 格中属于 ( )C u 类点的

数量 ; ( )c vP 为第 ( , )x y 格中属于 ( )c v 类点的数量 . 

对每格 ( , )x y 计算混乱度后再根据该区域的数据量

对值进行加权并累加 . 如果区域只包含一个类的

数据, 则值为零. 最后将计算得到的值进行归一化

处理.  
对于上述计算得到的熵值 , 采用矩阵热力图

的可视方式 , 通过横向与纵向对比颜色插值的变

化展示时序演变过程 , 以展示某个案件文档主题

的混乱程度, 横轴代表 31 类纠纷类型(仅部分标

注), 纵轴代表 2014年到 2018年每年的 12个月份, 

颜色越深 , 表示该文档主题语义上的聚合程度越

差 , 通过颜色映射深浅可以直观地看出各个主题

混乱度随月份的变化情况, 展示图如图 9所示.  
 

 
 

图 9  5年每个月熵值热力图 
 
为了更加形象地比较上述度量指标产生的演

变情况, 本文设计了一个可视化组件, 揭示每个小

方格所代表案件文档主题的关注度与聚合程度 . 
采用饼状图的方式 , 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不同指

标, 绿色表示结案时间强度, 黄色表示立案时间强

度, 红色表示熵值; 使用圆环弧度的大小表示不同

日期内用户对该主题的关注程度和该主题的聚合

程度, 如图 10所示. 
在图 2中的 C区域展示由饼状图+矩阵图组合

成的多指标矩阵热力图. 其中, 横轴代表 5×12 个

月份, 纵轴代表 31 类纠纷类型(由于其中 12 种计

算出的主题强度极小, 几乎为零, 所以图中不再展

示). 可以直观地看到主题在哪些时间窗口被关注

度比较集中 , 在哪些时间窗口文档主题在语义上

的混乱度明显提高 , 以及混乱度是否与文档主题

的被关注程度存在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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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饼状图 
 

3.4  词网络视图 
为了有效地利用司法文书数据中各类型的特

点, 识别案件的发展过程, 找出不同类型的关键词

随时间变化关系, 发现热点问题, 本文使用关键词

共现的方式设计词网络视图 , 包括词频分析和共

词分析. 前者通过计算文本中的关键词频次, 确定

该文本数据中的关键实体, 能够简单、直接地概括

文本的核心内容; 后者通过分析文本中关键词共

同出现的情况 , 确定该文本中各关键词之间的关

系. 本文采用这 2种方法相结合并基于力导向布局

的方式展示案件文档的主要关注内容 , 直观地了

解该类型案件的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  
词网络视图中每个圆代表一个关键实体 , 每

个关键实体的确定是通过将某类型纠纷在当前时

间窗口下、每篇文档用 Hanlp 取词频的前 20 个词

后去掉单个字符 , 再依次加入词库取出词频位于

前 50 的词作为视图中显示的关键实体. 词的共现

是计算每篇文档 2 个不同关键实体是否共同出现, 
在视图中以连接线的方式体现.  

为了防止出现视觉混乱 , 将上文数据处理部

分生成的词向量模型, 利用 Word2Vec 计算出词与

词之间的语义相似度 , 只有相似度值大于阈值

0.65 的前提下才会建立连接, 并且只保留存在有

连接线的实体; 然后对坐标点不断进行迭代, 此处

迭代 500次. 图 11展示的是不同年份 12月合同纠

纷的词网络视图, 可以看出借款、本金和偿还等词

的圆偏大, 说明这些词的词频较高; 借款、利率和

月利率存在连接线且线条较粗, 表明这 3个词互相

出现在某一篇文档的概率比较高. 

4  案例分析 

4.1  案件纠纷类型的演变分析 
本案例通过系统展示热点纠纷在整个纠纷中 

 
 

图 11  不同年份 12月词网络视图 
 

的演变情况, 根据规定将案件划分成 43 种类型后, 
观察分析某类纠纷在不同时序下的演变情况 . 本
案例选择对合同纠纷的 12月份进行同比分析.  

为了获取及分析合同纠纷随月份改变的主题

信息, 首先, 用户点击图 2 中“矩阵图”按钮, 此时, 
图 2中的 C区域切换为矩阵视图, 横向比较小方格

中的饼状图发现 , 合同纠纷的主题强度和熵值随

月份呈上升态势.  
然后 , 若要更细致地对比分析主题的演变规

律, 用户可以点击矩阵图中的小方格, 在图 2中的

F区域弹出相应的主题聚类视图的同时, 在图 2中
的 D 区域显示出词网络视图. 当用户同时选择多

个小方格时 ,  会同时弹出多个主题聚类视图 (图
12a 和图 12b)以切片的可视化方式呈现出. 在图

12a和图 12b中用不同的颜色编码合同纠纷类型案

件中包含的不同主题, 可以看出主题 22与主题 4、
主题 37、主题 40距离相对较远, 说明主题 22与另

外 3个主题之间的相关性较低. 另外, 还发现主题

4、主题 37、主题 40的散点数量在变多的同时, 距
离上也越来越近, 这表明三者之间主题更近了. 结
合表 1, 通过图 12 中主题的颜色编码和标注序号, 
从表 1中找到一致的主题序号对应的主题词, 发现

以上 3 个主题序号对应的主题词都是与民间借贷

相关的 , 从侧面反映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不断

增加的同时 ,  案件之间的关联度也越来越高 . 
为了反映出合同纠纷当下较之前产生的热点

问题, 用户点击 2014-12 对应的合同纠纷小方格, 
图 2 中的 D 区域显示出词网络视图(图 11a), 用户

再次点击 2014-12对应的合同纠纷小方格时D区域

切换为图 11b. 从图 11a到图 11b, 通过比较圆圈大

小发现, 借款、本金、偿还和贷款类关键词明显增

多, 说明此类案件数量较往年增长迅速. 从图 11b 
中借款、利率、年利率和月利率之间的连线粗细可

知, 这些词同时出现在同一篇案件中的频率较高. 
与此同时, 也出现了借条、欠条、滞纳金以及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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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年 12月份合同纠纷的主题聚类图的效果对比 
 

表 1  合同纠纷部分主题划分 

主题 
序号 

主题词 

0 商品房 房地产 办理 开发 交付 登记 买卖合同 房屋 

3 借款 偿还 本金 月利率 借据 本息 农村信用社 期限 

4 借条 出具 借贷 偿还 民间 关系 现金 月息 

9 抵押 担保 债权 财产 优先 登记 融资 拍卖 

17 货款 付款 买卖合同 价款 购买 货物 产品 发票 

21 服务 物业 业主 物业管理 小区 交纳 服务费 物业费 

22 信用卡 透支 滞纳金 还款 本金 偿还 合约 欠款 

23 工程 施工 工程款 结算 项目 建设工程 价款 建设 

24 贷款 罚息 利率 本金 分行 复利 逾期 律师费 

27 支行 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 农村 签订 商业银行 本息 偿还

28 租赁 有效 租金 签订 使用 内容 解除 承租人 

37 利率 借贷 年利率 逾期 民间 偿还 适用法律 超过 

40 借款 本金 归还 还款 期限 借款人 到期 告谢 

44 共同 夫妻 个人 夫妻关系 问题 解释 存续 证明 

 
率等词 , 然而这些词大多出现在合同纠纷中的民

间借贷纠纷类型中 , 说明民间借贷纠纷面临的是

与图 11a中关键词密切相关的问题, 如民间借贷的

利率问题和借条是否有效等.  
另外, 结合地理位置分析时序演变, 对裁决文

书中的序列号按省份简称进行匹配 , 若未匹配则

根据案件内容句首包含的省份再次匹配 , 可得到

案件所属省份 . 统计并比较得到各时间段出现的

案件数量最多的省份, 分别有浙江省、广东省、江

苏省、山东省和河南省, 绘制出地域折线图(图 13), 
横轴代表月份, 纵轴代表案件总量. 用户点击图 2
中 F区域的“折线图”按钮时, 系统会将 F区域视图

切换为地域折线图. 从图 13左图中发现在 2014-12
月份内, 案件数量最多的是江苏省( ); 从图 13右
图中发现在 2017-12月份内, 案件数量最多的是广

东省( ). 前 4 个省都是沿海省份, 经济发展水平

高 , 推测我国的案件总体数量受经济发展水平差

异的影响;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 说明这也可能与人

口数量相关.  

 
 

图 13  不同月份下地域折线图的效果对比 
 
通过以上海量数据的分析 , 可以为今后法院

对社会热点问题和案件提供较高的数据参考价值

和决策支撑依据. 
4.2  案件数据关系的展现 

本案例将通过关键词搜索的方式实现个性化

的类案推送 , 并展示与之相匹配的司法判决文书

的数据内容. 如图 2 所示, 首先, 用户在系统界面

A 区域的输入框中输入“工伤 公司 车祸”多个关

键词; 然后, 用户点击系统中的“搜索”按钮, 此时, 
系统在图 2 中的 B 区域展示出了与工伤、公司、

车祸关联度最高的 12 例案件 , 案件的顺序由

Lucene 数据库自带的倒排索引查询顺序的相关度

决定, 用户可以看到文档列表中的“案件 1 2015- 
04-09”排在第 1, 这表明案件 1对应的司法判决文书

在出现工伤、公司、车祸时的相关度最高; 最后, 用
户点击列表中各案件序号, 如“案件 1 2015- 04-09”, 
此时, 系统中以文档图谱视图的方式在图 2 中的 C
区域展示出与此案件对应的司法判决文书的详情内

容(图 6). 
由图 6第 1段中可知: 本案件是由被告卞洪 ×

驾驶的浙 F 车在未注意观察周围时造成原告 ××良

粉碎性骨折, 因此认定被告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原告无责任. 图 6第 2和 3段展示了具体赔付情况, 
可以看到原告 ×× 良在此次事故中提供的诸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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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损失较多, 但同时原告未提供护理人员的收入

证明 ; 也可以得知被告卞洪 × 需要赔付的费用款

项, 以及被告卞洪 × 投保的车险公司 ××财险需要

赔付的费用款项 . 与案情相关的重要信息均可在

可视化展现中快速、准确地获取.  

5  用户实验 

5.1  问  卷 
为了评估本文设计的可视化系统, 邀请了 15

位计算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完成一份有 9 个问题

的问卷 , 针对本文方法对可视分析系统设计的实

用性、有效性进行评估.  
在每项任务开始之前 , 先为每位参与者演示

本文系统的每处细节 , 之后针对主要任务要求参

与者完成一系列任务 , 任务罗列以问卷调查的形

式, 如需要, 也会进一步对参与者讲解. 当所有参

与者的任务完成后 , 让参与者在李克特量表上对

任务进行评级打分, 打分的标准是 1~5分表示从非

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从图 14 中的评级结果来看, 参与者普遍认为

通过文档图谱视图能够快速定位到司法文书中的

关键实体 , 而实体关联动作事件的方式也对掌握

主体内容有帮助(平均 4 分). 参与者认为, 层次演

化视图通过流的宽度变化较好地展现了司法纠纷

类型的变化 , 一些特殊的变化如短时间内突然变

宽等足以引起深入探索的兴趣, 此外, 词云的辅助

展示能帮助用户掌握到某一类的主要内容(平均 4
分). 但在对高粒度到细粒度的分解上认可度不高, 
这可能是由于颜色渐变不够显著 , 需要花一定的

时间进行理解(平均 3.5 分). 对于矩阵视图中展示

的主题信息 , 通过纵向与横向的饼状图细节信息

对比 , 可以帮助比较主题关注度在不同类型不同

月份的演化规律(平均 4 分), 而主题聚类视图在一

定程度上能帮助区分不同主题的分布 , 但当主题

数较多时使用了过多颜色 , 对于发现某些主题之

间的变化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代价(平均 3.5 分). 
总体而言, 所有问题的平均评分都大于 3.5, 证明

了可视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5.2  用户反馈 

本文设计的可视化系统面向的目标用户是普

通用户和司法人员, 所以另外邀请了 6名法学院研

究生进行用户反馈 , 结合计算机相关专业和其他

领域法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对本文系统的反馈总

结如下.  

 
 

图 14  用户的任务设计和评分分析 
 
在可视化设计方面 , 所有用户一致认为该系

统很直观, 对交互式印象深刻, 交互流畅, 对分析

和探索司法数据很有帮助. 
在可用性方面 , 所有用户均认为本文系统对

于司法文书的演化探索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有效

性 , 并且法学相关专业的用户希望在研究中使用

该系统 , 指出这个过程从宏观到微观的方式探索

模式是合理的, 对司法数据分析有用, 并且易于交

互, 方便掌握.  
在建议方面 , 对于纠纷种类的层次分解上的

揭示 , 由于细粒度层的颜色区分不够显著需要耗

费一定的时间理解. 建议揭示更多的信息, 分析更

多的内容 , 如案件运用到的相关法律及最终诉讼

的胜负. 这说明本文系统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6  结  语 

基于司法判决文书数据 , 本文设计了一套可

视分析流程, 用于交互式可视化挖掘和分析, 以帮

助挖掘案件的时序演化模式 . 在可视化分析视图

中, 针对案件内容抽取出三元组形式, 基于关键实

体约束的布局算法与可视分析相结合 , 实现段落

在时序逻辑上的文档图谱视图 , 更加有利于快速

理清案情的数据关系 . 通过层次演化视图提供分

层展示不同数据类型的层级关系 , 并利用时间控

制器控制时间段对词云进行交互探索 . 矩阵视图

与词网络视图及主体聚类视图的交互 , 更好地帮

助用户从整体到局部挖掘演变 . 通过分析用户需

求, 构建了一个面向司法领域的可视分析系统, 允
许用户从宏观到微观进行探索 , 使其能够基于大

量真实数据分析演变, 发现社会热点问题, 也可以

推广到其他领域.  



第 3期 王慧, 等: 司法判决文书数据中演化模式的挖掘和可视分析 481 

 

     
      

然而, 本文工作也有不足之处. 首先, 在设计

文档图谱视图中没有考虑案件本身在时间上的分

布, 不能很好地从时间上构建实体关系的关联; 另
外 , 不能满足多个类型案件之间的词关联度可视

分析. 因此, 在后续的工作中, 将针对单篇司法文

书研究对案件过程进行时间上的梳理与排序 , 以
及进行多类型案件之间的联合探索 , 便于结合新

的可视化设计解决可扩展性的问题 . 当然也更希

望其他学者能够从本文工作中得到启发 , 参与到

可视化技术的工作中来 , 对司法领域的数据进行

更深入、更具价值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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