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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及系統後端

本研究爬取的資料為個案公司內太陽能發電系
統的網頁，所以利用網路爬蟲的方式爬取每10

分鐘一筆的太陽能發電資料。

資料拆分
完整資料使用的資料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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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模型訓練方法

預測訓練流程圖(如右圖)，在使用機器
學習預測模型部分，本研究提出5種不
同機器學習分類模型進行太陽日射量預
測的研究，分別為

• K-近鄰演算法(K-nearest neighbors

algorithm)

• 隨機森林(Random Forest)

• 自適應增強(AdaBoost)

• 支援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 多層感知器(Multilayer perceptron)

本研究是利用以化纖廠之公用設施太陽能發電系統的發電資料來進行訓練及預測，使用病毒最佳化演算法結合機器學習方法藉以進行超參
數優化之分析建立日射量預測模型，利用啟發式的方法去設定參數範圍，根據資料量的大小及搭配的機器學習方法不同再來進行比較，得
知哪個方法預測結果較準確、較合適，使人員能夠更有效率的監控路燈設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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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未來展望為嘗試更多不同的訓練模型方法，來找出最適合廠內路燈開關的模型，提升穩
定性及準確度，建立更精確的日射量預測不只能更有效的控制路燈的開關，也可以降低投資建設
的風險，協助評估建設太陽能發電系統，推動再生能源的使用。
路燈的開關決策，利用工業工程的最佳化方法來考量電力成本以及天氣狀況等因素，期許未來

能往自動化邁進，能夠更有效率的監控路燈系統，並且達到節約能源的永續發展，也使廠內因路
燈照明造成的危險降到最低，找出最佳化路燈開啟的方式。

此研究有三種指標，Recall代表實際應該要關燈但預測沒關燈，Precision代表預測認為要關燈但實際不關燈，以公司層面來考慮不管是安全還
是省電方面都很重要，所以此研究已Accuracy為基準去選擇最佳模型。進行比對後認為完整資料ADA的模型最為穩定，以下為ADA所產生的
結果。

Tab4.完整資料五種機器學習方法之時間比較

Tab2.完整資料五種機器學習方法之分數比較

Tab3.完整資料ADA的混淆矩陣

Tab1.完整資料ADA Accuracy最佳參數

資料比對

Fig4. 夏天度開關燈比對

Fig1. 整年度開關燈比對 Fig2 春天度開關燈比對 Fig3. 秋天度開關燈比對

Fig5. 冬天度開關燈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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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設章節
	投影片 1: 機器學習之超參數優化-以化纖廠之共用設施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