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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在 2020 年
全世界有三大疾病需要重視，包括 ：心血管
疾病、憂鬱症與愛滋病。
其中許多的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患者罹患
憂鬱症的風險增加，而憂鬱症也可能促進心
血管疾病的發展。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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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資料預處理

• 模型一：全部資料進行模擬預測

• 模型二：刪除兩項與憂鬱症低相關係數項目

• 模型三：全部資料進行超參數分析

• 模型四：刪除兩項與憂鬱症低相關係數項目

進行超參數分析

運用預測方法建
立預測模式

優化機器學
習參數分析並比結果結論

透過四種機器學習模型（邏輯式回歸、隨機森
林、極限梯度提升、 K -近鄰演算法）進行預

測比較，找出最佳預測方法與結果。

研究目標

模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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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預處理

刪除低相關項目Cholesterol（膽固醇）、
FBS over 120（空腹血糖是否超過 120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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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法—最佳模型

邏輯式

回歸

(模型四)

隨機森

林

(模型四)

KNN           

(模型三)

Xgboost

(模型四)

準確率 0.85 0.77 0.91 0.78

精確率 0.92 0.68 0.94 0.86

召回率 0.89 0.89 0.81 0.71

F1-Score 0.90 0.77 0.87 0.78

最佳模型比較

結論

•機器學習的表現總結
在高召回率要求的醫療篩查中，建議使用邏
輯回歸或KNN模型。因其在召回率與 F1-

Score 表現最佳。隨機森林雖召回率佳但精確
率低，可能誤報較多，可作輔助模型XGBoost

召回率偏低易漏診，不建議用於疾病篩查。

•模型三與模型四的比較
模型四在穩定性、召回率與泛化能力上略勝
一籌，特別是在處理存在低相關特徵的數據
集時表現優異；而模型三則適合數據完整且
特徵高度相關的場合，提供最高的準確率與
精確度。

K-近鄰演算法 模型三

邏輯式回歸 模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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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參數分析

• 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
• 網格搜索（Grid Search）
• 隨機搜索（Random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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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建議在實際應用中，優先採用邏輯式回
歸或 KNN，並根據數據特性進行模型微調。
同時，應在部署模型前進行充分的交叉驗證
與測試，以確保模型在預測憂鬱症時具備穩
定性與可靠性，從而提升篩查的效率與效果。

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