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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類價值與福祉日益受到重視的現代社會，記錄社會大眾群體生理尺寸之人體計測資料庫的重要性因而大幅提昇。但人

體計測資料的量測、蒐集與整理皆須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與時間，而過程之中因人員疏失、儀器誤差或樣本差異所造成

的資料異常或遺漏也在所難免。如何以低成本與高精確度的方法進行異常值的偵測與修正、遺漏值的填補成為資料庫建立

與維護之中一項重要的課題。 傳統用以評估與修正數值的數學方法為具有線性關係的統計式，然而人體並非依循線性模式

而發展，線性式並不適用於非線性的人體系統。因此本研究將灰色系統理論導入人體系統的發展預測，以廣義的能量系統

定義人體系統，透過人體系統的歷史狀態預測系統的未來狀態。並以統計分析方法評估一次累加生成建模、雙向建模、除

法建模、開平方轉換之一次累加生成建模、對數轉換之一次累加生成建模、殘差均值修正、階躍數列建模與一次累減生成

建模等八種灰預測模型建立方法應用於人體計測的適用性。以期對於日後的相關研究、人體計測資料庫的建立與維護有所

俾益。 本研究分別選出適用於高齡與非高齡時期人體計測發展之灰建模法，並建議以順向推估為主要評估方式，而以逆向

推估對順向推估盲點進行評估，以模型預測值與實際值之均值取代異常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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