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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主題說明 

植物學家時常需要至野外拍攝記錄各種類新舊品種的植物，作為後續

研究分析的數據資訊，但植物學家外出拍攝後回到基地，需要將拍攝的照

片首先進行讀取，存到電腦中後，再進行手動的操作去分類各植物的品

種，整理照片，成千上萬的照片分類會耗費龐大的作業時間。本團隊將自

己定位為提供照片分類技術的企業，使用深度學習建模，使照片能智能化

的自動辨識並進行植物品種的分類歸檔，如此可以大大減少植物學家的負

擔與時間。植物學家只需連接電腦等待照片上傳後，系統便會自動做完後

續的分類歸檔。植物學家就可直接從分類歸檔好的資料集中取用需要研究

的照片資料，進行後續的研究作業。 

針對此研究主題，5W1H分析說明如下表： 

表一、5W1H分析 

項目 內容 

What 植物學者需要手動將搜集的照片進行分類歸檔，耗時龐大且

不具效率，屬於時間浪費的行為 

Where 研究基地，需上傳拍攝後的照片並進行分類歸檔作業 

Who 植物學者、智能照片分類歸檔團隊 

When 野外搜集植物照片返回基地整理照片時 

Why 透過深度學習的模型，建構植物品種辨識並自行分類歸檔的

功能，提供植物學者便捷有效率的技術，節省人員手動操作

的時間與精力，改善植物學者的時間利用率 

How 植物各類物種照片的資料前處理及 CNN模型訓練 

 

二、 資料分析與前處理 

1. 資料來源與結構分析  

團隊由 Kaggle資料科學社群平台網站(圖一)獲取雛菊、蒲公英、玫

瑰、向日葵與鬱金香五種植物品種的各式照片資料，共 4323筆照片，資料

檔案分類格式如圖二所示。其中雛菊 769筆，蒲公英 1052筆，玫瑰 784

筆，向日葵 734筆，鬱金香 984筆。 

每個品種的植物資料夾下有數量不等的該品種植物各種角度、時期、

光線、遠近、環境下的照片，以鬱金香照片為例，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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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Kaggle資料科學社群平台網站 

 

 

圖二、植物品種檔案分類資料 

 

 

圖三、鬱金香資料夾照片資料 

 

結合以上照片的資料來源，我們將透過資料前處理並應用 CNN的深

度學習方法來訓練模型，進行植物品種的辨識分類，並期望最後準確率有

超過八成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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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前處理 

(1) Step1：定義取得照片來源資料的函數程式，並以此程式讀取照片資料

及標籤，將照片重新尺寸統一化，獲得每個類別植物照片張數 

◼ Code >  

 

◼ Outp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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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p2：隨機印出部分讀取後的照片資料，如下圖 

◼ Code >  

 

◼ Outp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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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p3：數據修正與調整 

1. Label Encoding the Y array (i.e. Daisy->0, Rose->1 etc...) & then One 

Hot Encoding. 將植物品種數據化編碼從 0開始，以此類推，灰階

的圖片數值為 0~255之間，將它縮放到 0~1之間，並對類別資料做

onehot-encoding處理 

2. Splitting into Training and Validation Sets. 將照片資料分為訓練與驗

證組 

3. Setting the Random Seeds. 

◼ Code >  

 

 

三、 模型架構 

1. 模型架構與應用方法論 

模型建構步驟如下： 

     

本模型使用 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卷積神經網絡)演算法

建構，此演算法對影像識別方面的威力非常強大，許多影樣辨識的模型也都

是以 CNN的架構為基礎去做延伸。下段將對模型訓練及參數調整做進一步

說明。 

 

 

 

 

 

資料前處理 模型建立 數據調整 模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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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數設定與模型訓練過程 

(1) 模型建立 

以下將詳述模型建構過程。 

Step 1：filter為 32，kernel size為(5,5), padding為(same)，max pooling size

為(2,2) 

Step 2：filter為 64，kernel size為(3,3), padding為(same)，max pooling size

為(2,2)，步長(Strides)為(2,2) 

Step 3：filter為 96，kernel size為(3,3), padding為(same)，max pooling size

為(2,2), 步長(Strides)為(2,2) 

Step 4：filter為 96，kernel size為(3,3), padding為(same)，max pooling size

為(2,2), 步長(Strides)為(2,2) 

Step 5：平坦化 

 

 

(2) 數據調整 

Using a LR Anne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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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ugmentation to prevent Overfitting 

 

 

Compiling the Keras Model &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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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訓練 

在訓練過程中，設定模型 fitting跑 50個 epoch。 

 

 

 

四、 模型校度驗證 

取得測試集準確率： 

  

模型分類準確率，如下圖。整體平均預測準確率達 82%。 

 

繪製 Loss與 Accuracy對 Epochs的關係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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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與未來展望 

由模型調整訓練的結果發現植物品種分類的準確率確實達到了八成以上，

未來或許可以從再對模型的訓練做更多的調整有望使分類準確度達到九成五以

上，更能減少植物學家發現分類歸檔錯誤後修正的時間。並且可以更廣泛的應

用到其他領域，像是其他生物物種，海底動物，鳥類等等。或者擴張到影像的

物種辨識裡，在影片中辨識出動植物的種類自行剪輯出影像或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