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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林耀南獎助學金 學習心得報告 

 

父母自幼離異，我與三位弟妹由母親獨力撫養長大，雖然生活稍嫌艱辛，

母親卻深知因經濟困窘而無法繼續求學之遺憾，不斷鼓勵我莫駐足於現狀，盡

全力去探索廣闊的知識世界。 

在博士求學期間，仰賴學貸及研究助理的薪資尚能於學業及日常生活中維

持收支平衡，但也培養了許多新的技術並經手了多個計畫的規劃與執行。由於

所在的實驗室著重在空氣污染暴露及衛星遙測等相關議題，加入實驗室後便持

續在學習地理資訊系統的操作、衛星數據的收集及應用及各式人文、土地或社

經發展的資訊檢索以用於更加精準的空污暴露預測。 

隨著近代對於空氣汙染的深入探討，發現懸浮微粒中複雜的金屬及無機鹽

成分可能導致各式心肺相關慢性疾病，接手的計畫中也開始引入 X射線螢光光

譜儀進行微粒中金屬成分的分析。然而在透過儀器分析懸浮微粒樣本的過程卻

並不順利，該計畫與成大環工進行合作，將採集的樣本平分後用於離子及金屬

成分的分析。由於切半後的樣本無法覆蓋整個儀器要求的探測範圍，過往會使

用與樣本基底材質相的的墊片限縮探照範圍，然而在新式的儀器上無法得到精

準的結果。為此還與遠在荷蘭的原廠技術人員諮詢如何解決目前的困境，得知

儀器 X射線的探照範圍比技術規範更小，然而明確的大小卻無法確定。此時我

便藉由以往在醫療領域及攝影方面的經驗，利用牙科 X光取得 X射線掃射的區

域並利用底片沖洗技術還原儀器的探測範圍，在加上樣本定量時進行重複測

試，經過 4個多月的努力，終於能取得穩定的分析結果。 

近幾年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的風潮席捲全球，實驗室也開始嘗試以機器學

習取代傳統統計模型，試圖透過上述的資料結合新式的機器學習以得到更好的

預測結果。我也開始學習 Python與機器學習演算法如極限梯度提升(XGBoost)，

這對從未學習過 R以外程式語言的我著實不易，幸好網路上有非常多的學習資

源，輔助我一步步建立用於懸浮微粒暴露預測的模型。在初步建立模型時，教

授也鼓勵我去參加了 NASA舉辦的 PM2.5預測模型競賽，在比賽中藉由主辦方提

供的資料加上 XGBoost建立預測模型並取得第 10名的成績，也體現出 XGBoost

相較統計模型與其餘機器學習演算法的強勢之處。而在這半年間我也不斷的根

據計畫此用的資料以及追求更加的演算效率而不斷改善 XGBoost模型，並在預

測 2019年的懸浮微粒離子成分空間分佈取得不錯的預期成果。 

除了衛星相關計畫的進行，我也參與了採用主動運輸以減少碳排放、建立

全球暖化及空污物質分布關聯資料庫與以社區為基礎的氣候變遷危害因應措施

等相關計畫的規劃與執行，力求結合危害暴露預測、危害未來發展趨勢及改善

社區面對危害之脆弱度為一個完整的研究架構。希冀未來能有機會進入產業界

或公部門實習，學習將研究所學更有效率且更具體的應用於改善群眾的問題及



國家的發展之中。 

當然，這一路上要感謝財團法人臺北岱宇國際慈善基金提供的獎助學金，

減少我在學貸以及研究計畫的日常開銷，令我能無後顧之憂的投入學術研究的

規劃及推動。 

 

利用牙科 X光片取得 X射線螢光光譜儀的探測範圍(黑色部分) 

 

 
NASA Airathon懸浮微粒組_預測模型競賽結果(第 10名: cm818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