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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文 摘 要 現有膳食諮詢系統，大多以營養需求條件為主要設計因素，其往往忽略了用餐者味覺的需求。但人們口味上的

喜好通常具有個人色彩，而符合營養條件的電腦菜單，卻往往很難滿足大多數人的口感。而本研究透過模糊推論，對模糊

不明確性資料如個人的口感進行分析，做出較佳的決策，並使系統面對未曾輸入的全新食譜菜色，仍可做出有效的判別。 

首先決定膳食口味之模糊語意變數，即影響因子。利用2種影響因子配對決方式，決定出不同的影響因子配對。再利用後

續研究驗証所選的影響因子的合適性。此外，讓膳食口感系統增加學習功能，針對某一組影響因子配對在不同的語言項界

線中，讓系統可自動產生模糊近似推論中的規則庫語意矩陣。再進行模糊推論，比較問卷調查口感值與學習式膳食諮詢系

統推測值，相似程度為何。本研究於資料庫選出八個主要影響因子分別是總熱量、總油脂量、含油食材量、總肉量、單位

熱量、單位油脂量、單位含油食材量與單位肉量，進行配對測試後，發現以單位熱量-總肉量為最佳的影響因子配對。此

影響因子配對在不同語言項界線進行模糊推論，發現以10等份口語項，訓練組準確率為78.3%，而測試組準確率為72.5%為

最高值。在重複測試中，反覆測試後訓練組的準確率平均值有74.25%，而測試組的預測準確率平均為69.25%，顯示該影響

配對組於十等份語言項為最佳解。 故可知本系統可選擇出最佳的口感影響因子配對，可減少人為干擾及失誤，使模糊推論

能有效的遴選出較合乎諮詢者所需的菜單。並且本系統有效提升膳食系統中配菜能力，使其更符合人性化需求。而在未來

，本研究之分析、推論與學習方法，除可應用於膳食系統中，也很容易應用於不同事物的推論，如應用於生物資訊領域。

關鍵詞 : 學習式模糊推論引擎 ; 膳食諮詢系統 ; 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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