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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媒合意者請洽AI - 魚種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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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領域

技術類別

技術簡介

逢甲大學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周天穎

與海洋保育署合作推動公民科學家之休閒垂釣回報機制，透過魚種辨識 AI 強化垂釣回報機
制與流程、降低魚種辨識門檻。

深度學習、影像辨識

團隊應用 AI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技術建立一個適合於臺灣地區的魚種自動辨識模型，以解決
過去需耗費巨大的時間以及知識累積之人為辨識，並透過不同的模型架構 : 例如 VGG16、
VGG19、ResNet50、GoogLeNet…等，重新構築適合臺灣之深層卷積神經網路。除了模型的
訓練、微調與最佳化之外，為克服對特定魚種的分類資料相對有限，利用圖片增益演算法
增加訓練與驗證用的資料量。另為針對不同魚種之間的特徵差異，團隊訓練了基於 Faster-
RCNN 之魚種的物件偵測模型來進行魚種照片資料的預處理，讓所有圖片中魚的面向是一致
的，這使得模型能更專注於不同魚種特徵上之訓練。最後加入 SPP-Net 讓模型能增加對於
魚種體型特徵的考量，更提升了 AI 對於魚種辨識的準確性。

基於人工智慧之智慧交通系統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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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林維崙

目前已與台南市政府合作，利用此系統進行路口車輛的辨識，同時進行計數與追蹤，並且
藉由我們自主設計獎懲系統的強化學習，執行路口號誌燈的切換頻率，進而達到更高效的
道路使用率。

影像辨識、物件追蹤、強化學習

以往若想要在一般攝像頭外掛嵌入式裝置執行影像辨識及追蹤，容易遇到運算模型過大或
硬體運算能力不足的問題，也因為此系統要應用在行車路口，所以必須在運算速度及準確
度上都達到一定的水準。為此我們使用 YOLO V3 其辨識速度是更能達到實時性的，同時我
們也使用 Deep Sort 以進行更準確的車輛追蹤，在以上條件下，一般的嵌入式系統是無法負
荷其運算量，因此，我們採用 TensorRT 進行系統優化，優化後 FPS 為先前的兩倍，同時對
我們的運算模型進行剪枝，剪枝後的模型大小為原本的 25%。過程也使用 Sumo 軟體進行
路口的車流模擬，進行強化學習的訓練，在最佳化的獎懲機制中達到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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