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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當我們試圖分析自然世界中不同或同一族群的影響現象關係時，從小到原子、氣體分子、生物基因與蛋白質、大到食物鏈、流行病學等的研究上，

不得不注意她們彼此相互間存在的相依關係與交互作用，而這些交互現象所存在的結構，其邏輯上所顯現的結構為何？正是我們期望理解與解讀的。 
分子（Molecular）間充滿彼此間的交互影響，從最近分子生物學藉由微陣列，研究大批的基因與某種的生理現象或疾病等的影響揭開序幕，資訊科

學的研究，無不在試圖提供最佳解答的方法途徑上下最大的功夫。 面對這些大量、複雜且無頭緒的資料，進行預測，以?決策支援，第一步往往是

將資料分群，經由分群延展以瞭解資料所形成的結構，透過一些正規式方法的描述，是否能詮釋更深刻的且更形有用的 Ontology 式知識，正是我

們所關注的。 近些年來，各項研究，紛紛顯示，越龐雜越鉅量的資料，看似無意義，其實顯現著無比的規律，而這規律又顯現出相當巨大的能量。

而這些能量超過一定的承受程度時，會造成這些資料所顯現系統的巨變。為了描述這種隨時間與環境變遷而逐步改變的現象，或稱之為滲透

（percolation），許多相關的模型陸續提出，這些模型主要在交代系統的穩態、不平衡態與失控；透過這些模型，除協助我們瞭解資料所呈現的出

來的意義外，並可達成系統模擬，藉以深入剖析在不同狀況下的未來世界；流行病學、生態學、環境工程、演化等學問，都多少以此為基底，探求

未來。 本研究設計適當演算法，進行高維資料資料之分群，首先將以建立高維資料的同質性處理，無論是結構式或非結構式的資料為主之分群為

主，發展文獻與資料自動蒐錄整理及內容萃取系統，以 Topological Geometry 呈現資料的空間關聯與交錯現象，並能區分時間，並結合機率規則進

行動態變化的判斷推估，本研究中將分別探討隨機、與特定條件下的變化，當然先行於 Distribution Free 模式，進行推估；隨後進行資料流動之動

態分析，以能自動產生相容且相關之 Taxonomies，並能據以建立內涵且具決策能力的推論式 Ontology，透過視覺化的人機介面，協助專家瞭解資

料中語義內涵的交叉關聯與隨時間產生的變化，或可稱之為典範遞移，並利用所隱含知識使可協助專家修正規則以獲得正確的數位內容之具時間判



別之決策 Ontology，最後協助專業人事進行決策模擬，可利用時間序列動態分群機器學習技術進行鑑別判斷，俾利能修正 決策 Ontology 產生程序，

使接近於主題相關之正確 Taxonomic 及 Decision Ontology。 而此一動態模式所顯現的流動性，依資料所顯現的特徵，可輔助我們區隔參數的重要

與否，透過他們彼此間 Likelihood 的比較，產生相對應重要值，也就是所獲得的分數，此分數結果，可經由 nomogram 之對應建立事前與事後的預

測期望，協助專家進行往後的推理判斷，並做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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