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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INFORMATION



任何時刻when

Scenario/Topic -5w1h

who 位在新竹民眾

where 新竹地區

what 預測PM2.5濃度

why 空氣中的不良物質使人
體衍生出許多疾病

how 利用機器學習進行預
測，建立模型



Scenario/Topic -target

預測系統可以提供相關的資訊，用來制定較佳的政
策，在空氣汙染超過上限值時，可以提出警告。

高空氣汙染區域之居民和通勤者可以調整其活動
來因應。

空
污

可以協助決策者得到預警，並採取有效的環境管
理措施保護民眾的健康。

為大眾提供有用的資訊，採取預防措施，降低對人
體健康之風險。

利用機器學習對PM2.5特性
建立每小時之預測



Data-pre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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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data-preprocessing process



Data-preprocessing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

 將訓練資料依照年份下載並且合併



Data-preprocessing
 資料原形



Data-preprocessing
 將所需的變數拉出



Data-preprocessing
 讀取資料

 將資料更改格式，並處理空值



Data-preprocessing
 pollution.csv



Data-preprocessing
 觀察影響PM2.5變因的資料型態



Data-preprocessing
 觀察影響PM2.5變因的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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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
training process

result



Model-LSTM

 為循環神經網路一種

 LSTM 是要改善 RNN之缺點



Model-architecture

 將資料集轉化為監督學習問題



Model-architecture

 資料集劃分為訓練集和測試集



Model-architecture

 原始模型建立



Model-architecture

 損失函數圖



Model-architecture

 計算誤差百分比



Model-improve

 原始模型
隱藏層內神經元：50 Epoch 數：100 優化演算法：adam

6.513RMSE 0.10872321誤差率



Model-improve

 增加記憶細胞數目
隱藏層內神經元：100 Epoch 數：100 優化演算法：adam

6.513 → 6.507RMSE 0.10872321→0.11089778誤差率



Model-improve

 增加epoch數目
隱藏層內神經元：50 Epoch 數：50 優化演算法：adam

6.507→6.400RMSE 0.11089778→0.07877497誤差率



Model-improve

 調整cell數目
隱藏層內神經元：128 Epoch 數：50 優化演算法：adam

6.400→6.364RMSE 0.07877497→0.076035604誤差率



Model-improve

 調整優化器
隱藏層內神經元：128 Epoch 數：50 優化演算法：adagrad

6.364→6.822RMSE 0.076035604→0.14410850誤差率



Model-improve

 增加dropout
隱藏層內神經元：128 Epoch 數：50 優化演算法：adagrad
丟棄率：0.3

6.822→6.196RMSE 0.14410850→0.042892274誤差率



Model-improve

 改善步驟

Step 神經元數 Epoch 數 優化演算法 丟棄率 誤差百分比
原 50 100 adam - 10.87%
1 100 100 adam - 11.09%
2 50 50 adam - 7.88%
3 128 50 adam - 7.6%
4 128 50 adagrad - 14.41%
5 128 50 adam 0.3 4.29%



Result
 訓練過程

 最佳損失涵數以及均方根誤差

 最低誤差百分比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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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Future work



資料修補方式
找尋更加適合的變量加入模型中訓練

Discussi
on

結合 CNN 及 LSTM
數據視覺化
擴及全台(部分無觀測站區)

Future 
work

Conclusion



高精
準度

空氣
品質
警告

預防
措施

藉由LSTM建立具有較高預測能力的
預測模型

預先對民眾提出空氣品質警告

提醒民眾事先做出預防措施，降低
PM2.5對人體造成的傷害

Conclusion



Dataset：https://www.epa.gov.tw/

Reference

Model：助教上課內容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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