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膚癌類型之圖形辨識分析
-以 ISIC 公開資料集為例
109034532_Group9_張郁杰



皮膚癌是人類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主要透
過視覺檢查，從臨床篩檢開始，至皮膚鏡
分析與活體組織切片等。

因皮膚損傷的細微變化，使用圖形辨識進
行皮膚癌種類分辨是一項困難的任務！

此研究使用 ISIC公開資料集，用於深度學
習與人類專家進行比較。

研究目的



5W1H

What
皮膚出現異常症狀需
要進行檢測確認

Why
篩檢過程複雜，皮膚
細微損傷難以辨識

How
以深度學習進行圖像

識別癌症種類

When
皮膚癌症狀顯現

前中後期

Who
皮膚癌患者

Where
於醫院檢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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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取和處理資料

資料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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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hot Encoding

資料標準化

9

8

6

7

資料增強

CNN模型建立

超參數調整

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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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素瘤
Melanoma

血管病變

Benign keratosis - like lesions

黑色素細胞痣
Melanocytic nevi

基底細胞癌
Basal cell carcinoma

資料介紹/處理

良性角化病樣病變
Dermatofibroma

光化性角化病
Actinic keratoses

皮膚纖維瘤
Vascular lesions



資料介紹
 共計 10,015筆圖形與數值資料

 共計 57 筆空值於年齡資料，以平均值補值

 新增 Cell_type_idx將 7 種皮膚癌類型編號為 0 ~ 6

 因圖片維度過大（450*600*3)，縮小為 (125*100*3)



資料介紹



EDA
 皮膚癌種類& 識別分佈



EDA
 皮膚癌位置& 年齡分佈



EDA
 皮膚癌性別& 年齡種類分佈



資料前處理
 以 80:20 之比例將資料分割為訓練資料與測試資料

 資料正規化

 one-hot encoding



資料前處理
 以 90:10之比例再將訓練資料分割出驗證資料

 確認各資料集圖形維度



Model Building
CNN
OPTIMIZER: Adam

LOSS: Categorical

LEARNING RATE: 0.001

EPOCHS: 50

BATCH SIZE: 10

DATA AU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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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 Activation Function
超參數優化

Tra in in g Va lid a tio n Te s tin g

So ftm a x 0 .76 39 0 .7319 0 .7224

Re LU 0 .6 6 9 2 0 .6 6 33 0 .6 724

Sig m o id 0 .74 70 0 .715 7 0 .70 79



 調整 Batch Size
超參數優化

Tra in in g Va lid a tio n Te s tin g

10 0 .76 39 0 .7319 0 .7224

5 0 0 .79 73 0 .75 4 3 0 .74 4 8

10 0 0 .8 110 0 .76 18 0 .76 19



 調整Neuron
超參數優化

Tra in in g Va lid a tio n Te s tin g

32, 32, 6 4 0 .8 110 0 .76 18 0 .76 19
32, 6 4 , 6 4 0 .8 0 0 3 0 .76 5 6 0 .75 5 4
6 4 , 6 4 , 6 4 0 .78 8 2 0 .76 0 6 0 .75 6 4
6 4 , 6 4 , 32 0 .78 25 0 .75 9 3 0 .75 6 4
6 4 , 32, 32 0 .778 6 0 .75 5 6 0 .76 13
32, 32, 32 0 .76 9 0 0 .75 9 2 0 .76 0 7



評估分析



結論

● Label3(基底細胞癌)之症狀其幾
乎無法有效地正確識別

● Label4(黑色素細胞痣)為現行多
數人較易獲得之皮膚癌症狀，且
其症狀明顯顏色差異大較易識別

研究結果

●持續改善，減少病理學檢查(活體切
片)等造成的時間與成本浪費

●發展創新檢測模式新增識別機會，
提升模型識別率

未來展望



THANKS FOR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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