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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為因應需求多變性的市場，決策者必須有一套
精準的預測模型以降低開發前置時間。

此論文採取田口方法校準預測模型的可控制因
子，找出影響較大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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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I)
預測執行視horizon length(水平時間範圍)、開發

成本、data period(數據週期) 、校正次數(頻
率)、應用種類、模型辨識能力以及觀測值大
小(Delurgio, 1998)而定。但是必須更深層研究
如何找出關鍵可控制因子和計算彼此交互作
用並且去證實其最佳水準設置(Radaev, 1998; 
Russell et al.,2000)才是目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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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II)
田口方法用來降低成本，改善品質(Taguchi, 
1986)並且提供穩健設計之解決方法(Khoei et 
al. ,2002) 。即使因子有交互作用(interactions)
存在，利用田口方法仍能夠建立最佳設計架
構，譬如Casab(2003)的酵素結合免疫吸附法
(ELISA)的最佳化；或者McMillan(1998)運用
田口方法設計兩階段篩選實驗決定顯著因子
等。

使用雜訊比(S/N)和變異數分析(ANOVA)做主
效應和交互作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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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III)
此論文的研究目標如下：

1. 探討可控因子主效應和特定時間序列裡的交互作
 用。

2. 將參數套用在預測模型上，選擇影響大的作為雜訊
 因素。

3. 透過內外部直交表討論可控制因子和水準設置的最
 佳組合。

4. 讓決策者能明確指出適當的數據週期、水平時間、
 需要的觀測值大小做資料收集，然後建立有效的預
 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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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 (I)
1. Taguchi method

田口玄一於1960年發展出一套改善產品品
 質的有效方法。以品質損失函數所發展的
 信號噪訊比(signal to noise ratio ，簡稱

 S/N比) 作衡量品質的指標，並用直交表做
 實驗設計，可以用較少之實驗次數達到穩

 健參數設計的目的。使得可以較低的成本
 而獲得較高的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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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 (II)
2. 決定可控制因子和水準設置以建立內部直交表

3. 決定外部直交表的參數

田口將控制因素和雜訊因子以內部陣列和外部陣列分開

4. 利用田口方法評估可控因子和水準
信號雜訊比(S/N)是將許多重覆之品質特性值整合成一個反應變異存在

 大小值；其值越大越好。
S/N=-10Log10 (MSD) 

y1,y2,…為試驗結果

n為重覆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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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anking of selected factors
利用ANOM (analysis of mean)篩選因子和排序因子。

6. Pooling of factors
將不顯著的因子合併至誤差項

7. Validation of experiment
利用指標「平均絕對誤差率」做最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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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llustrated example
選擇台灣電力公司為分析對象，蒐集1987年1
月至2001年12月的資料，並且以BPN(倒傳遞
網路模型)預測模型為基礎。

Data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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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 level settings of controllable factor

因為單位為月，
可以將資料劃分為以月、季、
半年來作數據期間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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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 BPN’s topology and parameters 
for outer orthogonal array
＊考慮BPN拓樸和參數為雜訊因子(外部直交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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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說明

ANOVA
table

顯著

不顯著，列入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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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NOM分析，分別計算三因子各水準之平均S/N。

故最佳水準設置即為:data period 為6個月；horizon length
為12個月；需要觀測值大小為12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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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 of experiment

tab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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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台電的例子說明，即使大量資料裡有很多不顯
著的可控制因子，但是田口方法還是能提供預
測的正確性。

因為同時考慮內部與外部直交表的結果，能使
決策者快速處理及有效地蒐集資料並且做出競
爭性策略。

可將此研究擴展到其他生產應用的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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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11+4.5198+2.6936/3=3.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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