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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介 

乳癌為造成全球女性致死的頭號殺手，為了協助醫師準確且快速篩檢乳房病變，

進而幫助病患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故針對乳房X光影像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偵測與辨識

病變。在《人工智慧產業關鍵技術拔尖計畫》智慧醫療與健康管理技術與應用分項-乳

房病變先期防治，107年以乳房四種病變偵測技術開發為主，包括：腫塊、鈣化點、結

構變形、局部不對稱。108年研究提升病變偵測效能的方法之外，並形塑BI-RADS深度

學習自動化分類模組。109年以3D乳房X光影像的病變偵測技術為主，尤其指的是數位

乳房斷層合成影像。運用107年和108年基於2D乳房X光影像偵測模型和訓練經驗，導

入遷移學習(transfer learning)等方法加速模型收斂，並提升病變偵測效能(病變指的是腫

塊和鈣化點)，以便於醫師迅速且精準判讀。此外，部分病變的樣本數量較少且標記結

果不足，甚至DBT案例數量遠少於mammogram案例數量，在上述情況下訓練病變辨識

模型，達到適當的辨識效能更是研究重點。 

二、 計畫目標 

本研究計畫目標希冀研究者能開發乳房病變辨識技術，以二維乳房X光影像利用

人工智慧(指的是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等方法)實現自動辨識病變。由於乳房X光影像的

病變辨識在實務應用中遇問題，未曾獲得滿意的解答，故透過本研究計畫可針對這些

問題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尤其以使用深度學習提升病變辨識的效能。本研究計畫目

標簡述如下： 

 整理現行學術和實務使用深度學習於乳房影像的病變辨識方法，乳房影像指的

是二維乳房X光影像 (mammogram)和數位乳房斷層合成影像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DBT)。 

 利用深度學習訓練二維乳房X光影像的基本病變辨識模型，並且達到良好的辨識

效能。 

 面對不同廠牌拍攝的二維乳房X光影像的數量較少，且僅有部分影像對應病變標

記結果，在小樣本資料的情況下，希冀透過調整與再訓練既有病變辨識模型方

式產生適合小樣本資料的病變辨識模型。 

三、 計畫範圍 

為了提升乳房X光影像的辨識效能，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如：深度學習、機器學習)

來訓練病變辨識模型，而採用低劑量放射性X光拍攝的乳房X光影像類型有：二維乳房

X光影像、和數位乳房斷層合成影像。由於實務上遭遇問題未能獲得滿意的解答，希

冀透過計畫分包方式與學界合作解決問題。 

病變辨識模型的效能優劣除了與特徵選取、樣本群數量等因素有關之外，若測試

影像與訓練影像分屬於不同廠牌機器所拍攝，而訓練樣本群的影像數量較少、病變標

記結果不足的情況下，使得模型對於該機型的影像產生較差的辨識效能。舉例來說，

若訓練模型時使用H廠牌的乳房影像，而測試時輸入X廠牌的影像則辨識失敗。因此，

本計畫除了針對腫塊和鈣化點兩種乳房病變之外，基於原有病變辨識模型依照不同廠

牌的數位乳房影像進行調整與再訓練，以獲得高辨識率的病變辨識模型。本計畫範圍

規劃如下： 



 基於H廠牌的乳房影像訓練基本的病變辨識模型 

 依照不同廠牌的乳房影像調整和再訓練基本模型，以提升模型的辨識效能 

 其他廠牌的影像資料包含兩種情況下，訓練病變辨識模型： 

 數位乳房影像的數量較少，皆有對應的病變標記結果 

 數位乳房影像的數量正常，僅有部分資料有對應的病變標記結果 

四、 預期成果(明確說明合作研究成果之產出) 

 預期效益 

 基於深度學習在mammogram和DBT的乳房影像上的應用，針對實務上不同的議

題，由執行團隊檢索相關資料、設計技術架構等項目提供對應的解決方法，得

以提升病變辨識效能。 

 預期成果 

 執行團隊完成兩份研究報告文件，其細節如下： 

 完成「結合小樣本學習之乳房病變辨識技術」期中報告，應包括:人工智慧

在乳房X光影像病變辨識的相關資料檢索、技術架構設計等內容，另外包

含專利構想簡報。 

 完成「結合小樣本學習之乳房病變辨識技術」期末報告，應包括:不同議題

下的解決方法之技術架構與演算法、實驗結果等內容。 

 在本研究計畫期間，不定期地與本項目技術人員進行階段性成果討論，提升人

員專業知識與技能。 

 每個議題所發展的病變辨識模型可以串接至主計畫內使用。 

※前述成果如有專利構想或專利申請產出時，需注意專利申請之新穎性(novelty)。因凡經公

開發表之研發成果，如擬申請專利，須於公開發表後 6 個月內完成，前述成果如是以論文

方式公開發表，將無法取得大陸與歐盟等國之專利。 

 

五、 執行方式(包括計畫時程、計畫分工方式) 

本研究計畫執行方式，將由研究者於計畫期間定期產出「結合小樣本學習之乳房

病變辨識技術」兩份文件；同時，也需要於計畫期間不定期與本項目技術人員進行階

段性成果討論。有關於計畫時程如下： 

 109/06/15前，完成「結合小樣本學習之乳房病變辨識技術」期中報告交付。 

 109/12/01前，完成「結合小樣本學習之乳房病變辨識技術」期末報告交付。 

 109/12/15前，與本項目技術人員不定期進行階段性成果討論，每月至少1次討論

會議，以強化研究者與本項技術人員成果交流。 

 109/12/15前，由資策會團隊不定期提供醫學影像給計畫執行團隊訓練模型與測

試實驗，該些影像不得使用於本計畫以外的場合。 

六、 計畫期程及預估計畫總經費 

計畫執行區間： 109 年 1 月 1 日 至 109 年 12 月 15 日  



總經費：600,000元（新台幣） 

七、 驗收標準(含教育訓練) 

 期中報告：完成「結合小樣本學習之乳房病變辨識技術」報告一份，內容包含：

文獻檢索與分析、技術規劃等，此外一份「專利構想書」與本報告一併交付。 

 期末報告：完成「結合小樣本學習之乳房病變辨識技術」報告一份，內容包含：

技術架構、測試效能等。此外，須將程式碼、測試報告、和安裝手冊與本報告

一併交付。 

八、 技術能力需求(請詳述所需要之技術能力或專長) 

由於本研究計畫涉及醫學影像、圖像辨識、人工智慧等技術，研究者專業背景也

可含相關技術能力和專長，並以近年有相關研究經驗者為最佳。關於技術能力需求如

下所列： 

 醫學影像處理 

 醫學影像分析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機器學習） 

 圖像辨識 

 

附件1：契約書格式 

1-1：計畫書格式 

1-2：經費動支報表 

1-3：成果報告撰寫須知 

1-4：報告格式 

1-5：論文格式 

1-6：保密聲明書 

1-7：委託匯款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