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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三、計畫目的：

物種辨識率優化：依據年度溪魚調查作業及由執行團隊跟隨台大團隊拍攝之魚隻影像照

片資料，進行模型校正測試，評估結果顯示照片品質不佳導致準確率下降，但因可增加

照片多樣性，建議再累積更多照片數再次進行模型校正。

1.

AI模型體長推算標的物更換：本年度修改比例尺推算樣本為2.5cm*2.5cm方格，測試結

果魚體長的預測與實際測量之間的平均誤差均值為10mm以下，而體全長的預測與實際測

量之間的平均誤差均值為10mm以下。偵測體長與體全長，並且可以準確抓出方格與魚

體，但存在限制：魚種樣本數過於少，如果屬於不曾標注過的魚種，抓取時會有偏差機

率出現。

2.

實驗性評估以錄影方式辨識：實驗結果中，團隊成功實現魚種的準確辨識，並能夠處理

魚種在畫面中的任意擺放，辨識結果將被儲存於資料庫中，並且當畫面中出現魚種時，

將觸發資料儲存的流程。資料將以每秒一次的頻率回存，同時顯示該次出現魚種中最常

見的種類，以及體長與體全長中最長的數值。在後續應用中建議採使用方式為進行調查

時拍攝的影片將被上傳至AI辨識平台，使用實驗性評估模型進行偵測。成功偵測的結果

將回傳至資料庫，供專家查閱，或者可回傳至Survey123，提供更廣泛的使用。

3.

Species recognition rate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annual stream fish

survey ult and fish image data captured by the execution team following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eam, model calibration tests were conducte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indicated a decrease in accuracy due to poor photo

quality, but it was suggested to accumulate more diverse photos for another

round of model calibration.

1.

AI model target length estimation update: This year, the scale for

estimating samples was modified to 2.5cm*2.5cm squares.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error between predicted fish length and actual measurement

was below 10mm, as well as for total body length. The model can detect body

length and total length accurately and identify squares and fish bodies.

Limitation: the sample size of fish species is too small, which may lead to

bias if fish species that have not been labeled before are captured.

2.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video-based identific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team successfully achieved accurate species recognition and

could handle fish species placed arbitrarily in the frame. The recognition

results will be stored in the database, and when a fish species appears in

the frame, the data storage process will be triggered. Data will be stored

at a frequency of once per second, displaying the most common species and

the longest values for body length and total length among the appearances.

In subsequent applica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o upload videos captured

during surveys to the AI recognition platform for detection using the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model. Successfully detected results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database for expert consultation or can be sent back to

Survey123 for broader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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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五、結果與討論：

本年度經過專案過程實地拍攝測試AI辨識結果，無論是物種辨識率及體長推算上準確率均不

佳，其中物種辨識上，溪流魚類因趨同演化體色相近，在人工辨識上原先就存在相當程度困

難，尚無法確認是否為準確率未能提升之主因；至體長辨識，因魚隻於量魚板上擺放的姿態會

影響長度之識別，專案模型仍有可精進之空間，評估整體上仍待後續累積更多照片數及標註資

料，以確實評估引用AI影像辨識技術能否達到溪流魚類調查作業輔助效果。

六、結論：

因AI辨識結果物種辨識率及體長推算上準確率均不佳，溪流魚類調查作業現階段仍維持採用人

工調查搭配專家確認方式進行，後續待累積足夠照片數後，可再重啟進行模型建構及評估。

七、參考文獻：

無。

維護溪流魚類AI影像辨識系統系統，搭配本署外業調查E化工具資料串接及回傳需求，

輔助現場作業執行。

1.

優化溪流魚類AI影像辨識系統，搭配年度本署溪魚調查工作之影像蒐集，優化及調校AI

模型，並加強專家平台功能介面便利意見回復，以整體提升物種辨識正確率。

2.

進行錄影方式影像蒐集之實驗性評估，爭取現場溪魚拍攝作業時效。3.

物種辨識率優化：1.

依據年度溪魚調查作業拍攝之魚隻影像、AI自動辨識結果及專家意見，進行AI影像辨

識模型調校，專案期間配合影像蒐集數量情形，進行至少2次模型調校作業，準確率

已達到80%以上之常見魚種需提升至85%以上，而低於80%以下且非常見或照片量不足

之魚種。訓練照片數達500張應達80%以上之辨識成功率為基準。

(1)

統計模型調校前後物種辨識正確率、可信度變化，搭配歷史資料回推修正或其他由廠

商提出可為佐證之指標，並據以評估專家平台參照可信度篩選待確認魚隻照片之建議

值。

(2)

AI模型體長推算標的物更換：因應新製發量魚板（原體長推算標的物由量魚板置放10元

硬幣，調整為雷射雕刻方格），配合實地測量數據蒐集，修正體長推算AI模型及參數設

定。

2.

實驗性評估以錄影方式辨識：為本署溪魚調查作業採電魚法，魚隻拍攝過程需把握時間

有效性，並儘可能縮短魚隻離水時間降低調查過程魚隻之死亡率，於專案內進行實驗性

評估，依現行拍攝作業改採錄影方式拍攝影片，由系統自行擷取影像進行魚隻個體分辨

及影像辨識之可行性，評估內容需包含對應外業調查表單資料串接回傳及專家平台作業

需求與資料流程；如經評估本方法具推動效益，應一併提出拍攝過程需注意事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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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專案概述 

一、 專案名稱 

112ጒ溪流魚類 AI影像辨識系統維護暨優化案。 

二、 專案起源 

本署 110ጒ間委託辦理Ƨ112ጒ溪流魚類 AI影像辨識系統維護暨優化案ƨႦ案，

結合外業調查 E化作業推動，發展溪流魚類 AI影像辨識技術，目前已整合外業調查工

ؕ及表單哚ESRI ArcGIS Survey123哛，搭配ࢪ仁拍攝ʨ傳之溪魚影像，ࢍ運用 AI影像

辨識技術進行魚種ۂ識及體長量測，並搭配Ⴆ家ࢎ運作，進行辨識結果確認及校正ƞ

為確保系統持續穩定運作，透過累積蒐集之溪魚影像提升 AI辨識正確性，本案Ⴅ辦理

系統維護工作，持續優化 AI辨識能力與Ⴆ家ܽࢎ能，並Ⴅܾ入實驗性評估項目，以

期強化系統應用效益ƞ 

三、 Ⴆ案目標 

(一) 維護溪流魚類AI影像辨識系統系統，搭配本署外業調查E化工ؕ資料串接及

回傳需求，輔助現場作業執行ƞ 

(二) 優化溪流魚類AI影像辨識系統，搭配ጒ度本署溪魚調查工作之影像蒐集，

優化及調校AI模型，並ܾ強Ⴆ家ܽࢎ能介面便利意見回復，以整體提升

物種辨識正確率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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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行錄影方式影像蒐集之實驗性評估，爭取現場溪魚拍攝作業時效ƞ 

四、 Ⴆ案範圍 

(一) 物種辨識率優化哬 

(一) 依據ጒ度溪魚調查作業拍攝之魚隻影像ƝAI自動辨識結果及Ⴆ家意見，

進行AI影像辨識模型調校，Ⴆ案期間配合影像蒐集數量情形，進行至少

2次模型調校作業，前案準確率已達到80%以ʨ之常見魚種需提升至

85%以ʨ，而Ϭ於80%以ʩ且非常見或照⛥量不足之魚種ƞ訓練照⛥數

達500張應達80%以ʨ之辨識成ܽ率為基準ƞ以ʨ訓練照⛥需使用非前

案照⛥且新收集溪魚照⛥ƞ 

(二) 廠商應統計模型調校前後物種辨識正確率Ɲࢍ信度變化，搭配歷史資料

回推修正或ؔ他由廠商提出ࢍ為佐證之指標，做為本Ⴆ案執行ʩؕ體優

化物種辨識率之證明，並據以評估Ⴆ家ࢎ參照ࢍ信度篩選待確認魚隻

照⛥之建議值ƞ 

(二) AI模型體長推算標的物更換哬因應本署保育組新製發量魚板哚原體長推算

標的物由量魚板置放10元硬幣，調整為雷射雕刻方格哛，配合實地測量數據

蒐集，修正體長推算AI模型及參數設定ƞ 

(三) 實驗性評估以錄影方式辨識哬為本署溪魚調查作業採電魚法，魚隻拍攝過

程需把握時間有效性，並儘ࢍ能縮短魚隻離水時間降Ϭ調查過程魚隻之死

亡率，於Ⴆ案進行實驗性評估，依現行拍攝作業改採錄影方式拍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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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系統自行擷取影像進行魚隻個體分辨及影像辨識之ࢍ行性，評估容需

包含Ⴋ應外業調查表單資料串接回傳及Ⴆ家ࢎ作業需求與資料流程哭如

經評估本方法ؕ推動效益，應一併提出拍攝過程需注意事項ƞ 

(四) 輔Ⴌ溪魚調查團隊之魚種辨識Ⴆ家運用Ⴆ家ࢎ進行AI辨識結果確認及修

改，並配合ࢎ使用過程Ⴆ家所提之意見回饋，滾動進行介面及ܽ能調整，

便利Ⴆ家操作ƞ 

(五) 為利AI辨識結果確認，伺服器端於接收到調查資料ƝAI辨識流程完成後，

應透過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Ⴆ家至ࢎ進行辨識結果確認ƞ 

(六) 調整與外業調查後ࢎAPI之介接流程 

1. 為避免Ⴆ家確認AI辨識結果前䒾成之資料空窗哚魚種及體長哛，調

整現行API資料流程，接收到溪魚調查表單紀錄後，第一時間先就

AI自動辨識結果回傳哚需能識ۃ為AI自動辨識而非Ⴆ家確認結果哛，

待Ⴆ家ࢎ確認結果時再行回傳ƞ 

2. 配合Ⴆ案期間本署Ƨ溪魚調查ƨ表單之修正，進行必要之介接程式

調整ƞ 

五、 更新溪魚資料庫之學ࢫ資訊哬配合中央研究院物種ࢫ錄 API發布，建立溪

魚資料庫學ࢫ及學ࢫ編碼哚如Ⴆ案期間物種ࢫ錄新⛦發布，應調整為物種編

碼哛自動更新機制，並Ⴋ應更新系統資料庫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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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成果報告 

一、 成果報告 

成果報告情形概述: 

 

工作項目 作業方法 

物種辨識率優化 

陪ࢪ實地訪查，搜集調查魚種照⛥，使用搜集新照⛥之物種做影

像辨識提升ƞ 

AI 模型體長推算標的

物更換 

原推算魚長推算機制為 10元硬幣，本案Ⴅ改採新量魚板ʨ固定

方格，後續依照固定方格推算體長和體؆長 

 

實驗性評估以錄影方

式辨識 

陪ࢪ調查時採用錄影方式，後續協助評估採用影⛥模式快䒽辨識

魚種與體長 

現場陪ࢪ調查及相關

教育訓練 

協助陪ࢪ調查與教育訓練 

 

AI模型體長推算標的物更換拍攝方式如ʩ哬 

Ø 量魚板ʨ僅放一條溪魚 

Ø 魚板方格請勿遮擋哚不限制ϫ置需保留一個方格哛 

Ø 手機與量魚板行 

Ø 適當亮度(勿太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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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拍攝溪魚؆身 

Ø 魚長度佔照⛥一半以ʨ 

Ø 避免遮擋溪魚特徵 

Ø 照⛥清晰勿模糊 

 

依據ጒ度溪魚調查作業拍攝之魚隻影像，跟隨ࢎ大團隊搜集資料共搜集魚種與照

⛥數，如ʩ哬 

表 1、第一批新取得魚類物種照片分類模型 

魚種 照片數 準確率 

日本瓢鰭鰕虎 30 91% 

台東間爬岩鰍 20 81% 

台灣白甲魚 30 91% 

台灣石賓 30 93% 

明潭吻鰕虎 29 65% 

高身白甲魚 30 91% 

粗首馬口鱲 11 91% 

細斑吻鰕虎 3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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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第二批新取得魚類物種照片分類模型 

中文名 學名 precision recall f1-score support (測試樣本數) 

台灣石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90.00% 78.30% 83.70% 23 

臺灣鬚鱲 Candidia barbata 100.00% 100.00% 100.00% 3 

台東間爬

岩鰍 

Hemimyzon 

taitungensis 
57.10% 100.00% 72.70% 4 

高身白甲

魚 

Onychostoma 

alticorpus 
66.70% 80.00% 72.70% 10 

台灣白甲

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88.50% 97.90% 92.90% 47 

粗首馬口

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20.00% 25.00% 22.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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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Ɲ新取得魚類物種照⛥分類 Matrix 

 

2021 年魚種辨識準確率為：臺灣白甲魚 91%、日本瓢鰭鰕虎 88%、臺灣石 (魚

賓)92%、臺灣鬚鱲 82%、粗首馬口鱲 88%、高身白甲魚 91%、明潭吻鰕虎 57%、臺

東間爬岩鰍 75%、細斑吻鰕虎 0%，透過本次新收集到照片做模型校正後準確率修正

如下：臺灣白甲魚 91%->91%、日本瓢鰭鰕虎 88%->91%、臺灣石 (魚賓)92%->93%、

臺灣鬚鱲 82%->100%、粗首馬口鱲 88%->91%、高身白甲魚 91%->91%、明潭吻鰕虎

57%->65%、臺東間爬岩鰍 75%->81%、細斑吻鰕虎 0%->60%，因第二次照片拍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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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不佳會導致準確率下降，但因可以增加照片多樣性，因此建議本次照片搜集後續照

片數累積更多後再次做模型校正。 

 

 

新增照片收集方法，拍攝到方格其中之一，需平行拍攝，部分拍攝角度傾斜，校

正誤差與偏差值，於擺放不需魚吻對其，隨意擺放，光線照射於其中方格上，照片搜

集樣本如下： 

照片 

 

- 13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17 

 

 

 

- 14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18 

 

 

 

- 15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19 

 

 

 

- 16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20 

 

 

 

- 17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21 

 

 

 

- 18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22 

 

 

 

- 19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23 

 

 

 

- 20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24 

 

 

 

 

 

AI模型體長推算標的物更換 

依貴署規範修改比例尺推算樣本魚 2.5cm*2.5cm 方格照片如下，照片將重新續訓

練，並於台大團隊實地調查時拍攝測試照片與訓練樣本數： 

- 21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25 

 

 

 

 

 

- 22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26 

 

 

 

已將比例尺推算更換至方格，更換測試結果如下： 

預測魚體長 

(cm) 

預測魚體全

長 (cm) 

實際魚體長 

(cm) 

實際魚體全

長 (cm) 

魚體長誤差 

(cm) 

體全長誤差 

(cm) 

* 誤差說明

原因 

10.3 12.5 10.2 12.5 0.1 0 
 

7.6 9.4 7.5 9.4 0.1 0 
 

11.2 13.7 10.9 13.4 0.3 0.3 
 

11.9 14.3 11.4 13.9 0.5 0.4 
 

8.4 10.8 8.5 10.5 -0.1 0.3 
 

9.2 11.5 8.8 10.7 0.4 0.8 
 

8 9.9 7.9 9.3 0.1 0.6 
 

9 11.2 8.8 10.9 0.2 0.3 
 

7.5 9.4 7.4 8.9 0.1 0.5 
 

8.4 10.4 8.0 10.0 0.4 0.4 
 

8 9.9 7.8 9.6 0.2 0.3 
 

6.1 7.8 6.0 7.5 0.1 0.3 
 

7.1 9 7.0 8.8 0.1 0.2 
 

4.8 6 4.6 5.8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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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魚體長 

(cm) 

預測魚體全

長 (cm) 

實際魚體長 

(cm) 

實際魚體全

長 (cm) 

魚體長誤差 

(cm) 

體全長誤差 

(cm) 

* 誤差說明

原因 

4.4 5.9 4.5 5.7 -0.1 0.2 
 

8.4 10.5 8.3 10.4 0.1 0.1 
 

8 10 7.6 9.2 0.4 0.8 
 

4.3 5.6 4.3 5.5 0 0.1 
 

7.7 9.4 7.6 9.3 0.1 0.1 
 

9 9.8 8.2 9.7 0.8 0.1 
 

9.2 10.6 8.0 9.4 1.2 1.2 
 

8.3 8.7 7.3 8.7 1 0 
 

7.5 9.3 7.5 9.0 0 0.3 
 

10.4 11.3 9.1 11.1 1.3 0.2 
 

7.8 8.5 7.1 8.5 0.7 0 
 

7.6 8.1 6.6 7.8 1 0.3 
 

12.6 15.6 11.6 14.5 1 1.1 
 

6.2 7.3 6.0 7.0 0.2 0.3 
 

6 7.5 5.8 7.2 0.2 0.3 
 

7.3 9 6.4 8.0 0.9 1 
 

5.6 7 5.5 6.8 0.1 0.2 
 

12.3 13.9 11.6 13.9 0.7 0 
 

7.6 8.6 7.5 9.2 0.1 -0.6 
 

6.6 8.5 6.7 8.2 -0.1 0.3 
 

6.7 7.7 5.6 6.6 1.1 1.1 
 

6.4 8.6 6.5 8.1 -0.1 0.5 
 

7.5 8.9 7.2 9.1 0.3 -0.2 
 

2 3.7 6.8 8.5 -4.8 -4.8 

*魚的畫面不

完整 

4.9 5.2 5.0 5.7 -0.1 -0.5 
 

5.3 6.4 5.2 6.4 0.1 0 
 

5 5.7 4.7 5.7 0.3 0 
 

4.6 5.8 4.5 5.5 0.1 0.3 
 

4.1 4.9 3.9 4.7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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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測試利用了 41張照⛥進行了魚體長和體؆長的測試ƞ相較於之前的測試結

果，比例尺更換且模型的表現有了明顯的提升ƞؕ體來說，魚體長的預測與實際測量

之間的均誤差均值為 10mm 以下，而體؆長的預測與實際測量之間的均誤差均值

為 10mm 以下ƞؔ中有誤差過多檢視結果為拍攝時魚體無拍攝完整，故誤差過高ƞ 

 

實驗性評估以錄影方式辨識哬 

訓練方法哬 

大量標注方格與魚種，並偵測出魚種，後續偵測體長與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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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結果 

偵測體長與題全長，並且可以準確抓出方格與魚體，限制：魚種樣本數過於少，如果去不曾標

注過魚種抓取時會有偏差機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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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專案是一個實驗性項目，旨在透過錄影方式進行魚種分類以及體長、體全長的偵

測。在實驗結果中，系統將偵測並量測魚版上的方格與魚種。一旦魚種出現於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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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系統將持續追蹤該魚種。測試中，團隊成功實現魚種的準確辨識，並能夠處理魚

種在畫面中的任意擺放。 

此外，系統也能辨識魚種的種類，並測量魚的體長和體全長。辨識結果將被儲存於資

料庫中，並且當畫面中出現魚種時，將觸發資料儲存的流程。資料將以每秒一次的頻

率回存，同時顯示該次出現魚種中最常見的種類，以及體長與體全長中最長的數值。 

在後續應用中建議採使用方式為進行調查時拍攝的影片將被上傳至 AI 辨識平台，使

用實驗性評估模型進行偵測。成功偵測的結果將回傳至資料庫，供專家查閱，或者可

回傳至 Survey123，提供更廣泛的使用。 

 

現場陪同調查及相關教育訓練描述如下： 

5/4  專案人員陪同至大崙溪、鹿寮溪，兩條溪流做照片搜集，增加魚種的樣本數，並

且同時拍攝調查時影片，作為實驗性使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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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當日同仁執行教育訓練至苗栗縣大湖鄉民生路 127號，並至汶水溪參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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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維護服務 

調整與外業調查後臺 API 之介接流程如下： 

 

 

 

已確認修正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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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API 格式回傳給互動內容如下： 

第一測試魚種：纓口臺鰍 

- 44 -
1124638

https://www.coa.gov.tw


 

48 

 

 

第二測試魚種：臺灣白甲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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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互動接受後資料  

 

流程調整 

互動開發 APP溪流魚類調查： 

Ø 互動 APP 專為魚類調查而設計，讓用戶能夠輕鬆拍攝溪流中的魚類照片。 

Ø 互動 APP 會收集拍攝照片的相關資料，例如拍攝地點、日期、時間等。 

資料傳送至 AI Server： 

Ø 拍攝完成後，APP 會將相關的魚類照片以及相關資料傳送至連接的 AI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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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Server 辨識魚種與體長、體全長： 

Ø AI Server負責處理接收到的資料。 

Ø 它會進行魚種的辨識，同時測量魚的體長和體全長。 

Ø 辨識結果會在第一時間回傳至互動。 

第一次辨識結果回傳至魚互動： 

Ø APP接收到 AI Server 的辨識結果後，會將相關的資訊呈現給用戶。 

Ø 用戶可以查看被拍攝魚類的種類、體長和體全長。 

專家平台修正魚類物種： 

Ø 如果溪流魚類專家在專家平台上發現了辨識結果中的任何錯誤或需要進一步的修

正，他們可以在專家平台上進行相關的修正。 

修正辨識魚種辨識結果： 

Ø 專家在專家平台上進行修正後，所做的修正將被傳送回互動。 

Ø 修正後的魚類物種辨識結果將取代之前的辨識結果，並在互動資料中更新。 

 

 

更新溪魚資料庫之學名資訊：配合中央研究院物種名錄所發布溪魚資料庫學名及學名

編碼，本次使用爬蟲將溪魚資料抓取下來，並建立溪魚資料庫學名及學名編碼更新機

制，並對應更新系統資料庫。系統資料庫截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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