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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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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動機

 大多數民眾對於野鳥認識甚少，鳥類的搜索

方式通常是靠粗淺的外觀描述，如毛色、體

型大小……等進行關鍵字搜索，相當不便。

 本研究以VGG16 建立鳥類識別器，幫助使用

者直接從影像就可以辨識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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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1H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一般民眾、學術單位 鳥類品種辨識 需要辨識鳥類品種時

鳥類出沒的地點 鳥類種類繁多而且特徵
難以辨識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
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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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搜集與整理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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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資料集使用 Kaggle網站中的

325 Bird Species Classification資

料集，資料集包含325種鳥類照

片，被劃分為訓練集477332張、

驗證集以及測試集皆1625張。

此外，所有圖像都是 jpg 格式的

224 X 224 X 3 彩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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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前處理

使用ImageDataGenerator來讓資料集之圖片進
行標準化、裁切、縮放和水平翻轉，以利模
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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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構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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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G16 (1/2)

本研究使用之深度學習模型為

VGG16。VGG 是英國牛津大學

Visual Geometry Group 的縮寫，

主要貢獻是使用更多的隱藏層，

大量的圖片訓練提高準確率。共

為16層(13個卷積層及3個全連接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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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G16 (2/2)

特點

• 卷積核大小(kernel size)統一為3x3

• 最大池化層(maxpool)統一為2x2

• 利用較小的卷積核來替代較大的

卷積核

優/缺點

• VGG的架構簡單統一

• 證明較深的層數能提高效能

• 參數量龐大，計算資源需求高

• 訓練時間過長，難以調整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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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立與訓練 (1/2)

VGG16 模型從 ImageNet 上預訓練加載權重

Pre-train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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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立與訓練 (2/2)

優點

 減少訓練模型時間

 僅對幾個層進行反向傳播和

更新權重，節省計算時間。

Freezing base layer:

Adding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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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分析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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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Epoch次數

 確認一個固定的Epoch，

往後的實驗設計都將套

用這個Epoch數值

 當Epoch=25右圖呈現收

斂的狀態，故實驗設計

Epoch都將設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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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優化(1/3)

Factor\Level Level1 Level2 Level3

Dropout 0.3 0.4 0.5

Batch Size 32 64 128

Activate Function Relu Sigmoid T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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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優化(2/3)

Dropout Batch Size Activate function  Train acc Test acc

1 0.3 32 Relu 0.9242 0.9206

2 0.3 64 Sigmoid 0.9847 0.9348

3 0.3 128 Tanh 0.9876 0.9225

4 0.4 32 Sigmoid 0.9748 0.9212

5 0.4 64 Tanh 0.9487 0.9274

6 0.4 128 Relu 0.8732 0.9206

7 0.5 32 Tanh 0.8535 0.9194

8 0.5 64 Relu 0.8874 0.9145

9 0.5 128 Sigmoid 0.9455 0.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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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優化(3/3)

Dropout Batch Size Activate function  Train acc Test acc

最佳組合 0.3 64 Sigmoid 0.9868 0.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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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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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化性測試

20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透過VGG16對325種鳥類進行分析，並得到良好的準確度得以見

得VGG16優良的訓練成效

 透過實驗設計L9直交表並使用統計軟體統計出最佳組合，最後本研究

用資料集以外的圖片進行辨識，且成功識別。

 未來希望可以使用特有種鳥類的資料集進行訓練，讓本模型可以支援本

土特有種鳥類的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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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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