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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PART ONE



背景介紹

目前問題

• 傳統手動管理效率低下

• 容易出現管理錯誤

• 需應對市場需求和顧客期望

餐飲店在日常運營中經常面臨食品管理效率低下的問題，這包括手動分類食品和管理
庫存的不準確性。這些問題不僅導致運營成本增加，還可能造成食材浪費。

專案目標

• 使用深度學習模型進行食品影像辨識

• 自動識別和分類食品

• 減少人力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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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食品影像及其分類結果。

WHO
餐飲業者，包括滷味店、餐廳。

WHERE
餐廳後台管理系統和櫃台結帳。

WHEN
在需要對食品進行自動分類和管理時，
以及在訂單高峰期進行快速處理時。

WHY
傳統分類方式效率低且容易出錯，
無法滿足餐飲業對高效管理的需求。

HOW
利用深度學習模型進行食品影像識別，
實現自動分類和管理。



實驗方法

PART TWO



資料集介紹

在本專案中，我們選用了來自Foodcam的UEC FOOD 100 Ver 1.0資料集。

◆100種不同的食品類別

◆12740張的食品影像

◆味噌湯類別的影像數量最多，共有729張

◆蛋包飯類別的影像數量最少，只有101張影像DATA 範例圖



資料集介紹

每個類別目錄下都包含一個名為bb_info.txt的文件，其中記錄了食品影像的邊界框訊息。



Model介紹

◆YOLO(You Only Look Once)是即時物件偵測中重要的技術。

◆這項演算法在各種領域和應用中被廣泛使用。

◆在過去幾年裡生成了許多版本。

◆YOLOv8 引入了一些新的設計思想和技術，以提高模型的精度和速度。



YOLOv8 架構



模型訓練

PART THREE



資料前處理

圖像增強



資料前處理

標準化邊界框數值



資料前處理

目錄結構轉換



YOLOv8 超參數優化

Epoch Batch Size Optimizer
50 8 Auto
50 8 SGD
50 16 Auto
50 16 SGD
75 8 Auto
75 8 SGD
75 16 Auto
75 16 SGD



YOLOv8 Run



YOLOv8

Epoch Batch Size Optimizer Precision Recall mAP@0.5 mAP50-95 Time(hrs)

50 8 Auto 0.6377 0.6605 0.595 0.3101 1.72

50 8 SGD 0.6677 0.6853 0.5995 0.3146 1.667

50 16 Auto 0.6992 0.659 0.6054 0.3178 1.62

50 16 SGD 0.6458 0.6291 0.5879 0.301 1.635

75 8 Auto 0.667 0.6768 0.603 0.314 2.52

75 8 SGD 0.6621 0.6743 0.6023 0.3139 2.786

75 16 Auto 0.6833 0.6732 0.6018 0.317 2.681

75 16 SGD 0.6948 0.6688 0.5967 0.3148 2.616

實驗結果



YOLOv8

實驗結果



YOLOv5 Run



YOLOv5

Epoch Batch Size Precision Recall mAP@0.5 mAP50-95 Time(hrs)

50 8 0.6472 0.6534 0.6 0.3011 1.924

50 16 0.649 0.652 0.612 0.3148 1.714

75 8 0.6541 0.6775 0.6213 0.3058 2.912

75 16 0.6539 0.6362 0.598 0.2998 2.762

實驗結果



顧客及管理者功能

PART FOUR



顧客及管理者功能



顧客及管理者功能



顧客及管理者功能



DEMO

PART FIVE

DEMO.mp4


結論

PART SIX



結論

本專案通過結合深度學習模型和網頁應用，實現了食品影像辨識的自動化，並在此基
礎上開發了一個完整的餐飲管理系統。系統具備以下主要功能：

1. 食品影像自動分類：通過使用YOLO v8進行食品影像的分類，我們能
夠準確識別和分類多種食品。

2. 食品價格計算：系統根據識別結果，自動計算食品的價格。這不僅提
高了效率，還減少了人工計算的誤差。

3. 生成付款QR碼：系統根據計算出的價格，自動生成對應的支付QR碼，
方便顧客使用手機進行快速支付，提升了顧客的購物體驗。



貢獻

主要貢獻為：

1. 提升工作效率：本系統通過自動化食品識別和價格計算，顯著提升了
餐飲業者的工作效率，減少了手動操作的時間和成本。

2. 降低錯誤率：通過使用深度學習模型進行食品分類，減少了人工操作
中可能出現的分類錯誤，確保了數據的準確性和一致性。

3. 改進顧客服務：系統自動生成支付QR碼，簡化了支付過程，提升了顧
客的購物體驗，提高了顧客滿意度和忠誠度。



侷限性

主要侷限性為：

1. 資料依賴：模型的準確性依賴於訓練資料的品質和多樣性，對於未見
過的食品類別或新的影像資料，模型的識別準確性可能會有所下降。

2. 模型更新需求：隨著食品類別和樣本的變化，模型需要定期更新和重
新訓練，以保持其準確性和適用性。

3. 計算資源要求：深度學習模型的訓練和運行需要較高的計算資源，對
於一些小型餐飲業者，可能需要額外的技術支持和硬體投入。



適用性

主要適用性為：

1. 餐飲業：系統主要適用於餐飲行業，尤其是需要進行大量食品分類和
價格計算的餐廳、外賣店和食品配送中心等。

2. 零售業：系統可以擴展應用於超市和便利店等零售場景，實現商品的
自動分類和價格計算，提升運營效率。



未來展望

擴展資料集 優化模型
性能

新增更多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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