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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將實現「提醒遊客穿救生衣」的功能，
透過我們所訓練出來 YOLOv4深度學習神經網路
模型判斷遊客是否正確穿上救生衣。我們將在
該場域架設攝影機與本實驗所實作之 NVIDIA 
Jetson TX2並將影像判斷其未穿救生衣之結果
透過廣播方式提醒遊客要穿救生衣，以降低因
未穿救生衣而發生的不幸事故。 

I. 前言 

「穿著救生衣的重要性」比我們想像中還更
需要得到重視。經查閱過去的所有研究成果報
告與文獻探討，並沒有使用深度學習來提升海
上救難效率的計劃與產品，因此本次研究計畫
之偵測是否有穿戴救生衣系統可說是首次提出
之創新概念，就我們目前所蒐集的文獻可知，
沒有相關的研究報告是關於此系統概念的提出
與分析可行性。本研究計畫可視為利用科技方
法提升海域安全之先趨研究。 

又為何這項提案如此需要受到重視? 據眾多
報導指出，當釣客在海釣時，時常會遇到致命
的災害，諸如長浪、稱湧浪、瘋狗浪等等，這
些災害都可能造成釣客不幸落水。以熱門的磯
釣場地東北角及北海岸來說，皆不時會發生釣
客意外落海或遭異常長浪捲走溺斃的案件，但
落水的死亡率並非極高，而是與釣客是否有穿
救生衣有很大的關連。 

救生協會曾調查，釣客落水若穿著救生衣，
九成以上可獲救，不穿救生衣者致死率七成；
他們也曾向海巡調申請統計資料，十多年之間
落海死亡六千多人，其中東北角落海者，研判
都是釣客居多。雖因海釣而溺水的事件，近年
來確實有因罰金的提升而逐年下降，不過若要
達成此成果，政府必須派遣不少海巡人員適時
地在海邊巡邏取締。 

統計資料更顯示從事如釣魚、潛水、泛舟等
水上活動的民眾日益增多，以釣魚為例，每 10
個台灣居民就有一位是釣魚的愛好者，因此我

們認為這將會是個需求性與迫切性均極高的提
案。 

II. 研究方法 

A. 神經網路選擇 

在精確但速度稍慢的 R-CNN 系列與速度、

精準度都有相當水準且體積較小的 YOLO系列

中，為了達到本實驗能即時呈現結果且適用於

戶外場合的需求，我們的選擇是 YOLO模型。 

不同於 R-CNN系列，YOLO將定位和判斷物

件視為迴歸任務，使其僅僅需要一個神經網

路，不需要 RPN和 classifier 分開，進而增

加 throughput。

 

B. 資料集準備 

 藉由自行前往水域活動場域拍攝與自網路上
蒐集所有需穿上救生衣之水域活動圖片約一千
張後，再利用 LabelImg程式手動產生，主要分
成二類:O為有穿救生衣、X為沒穿救生衣。 

C. 訓練 

 本研究訓練環境為在 Ubuntun18.04上建
製 PyTorch 環境，供程式執行，並使用
RTX2080 ti GPU提昇訓練速度，並從訓練集
隨機挑選出八百一十三張照片來訓練，並使
用翻轉、模糊、加躁點等等資料增強的方法，
總共訓練六百 epochs。並從其中找尋表現較
好之權重，用於偵測的任務。下圖為訓練過
程中的 loss，可以看出來隨著 epoch的增加，
loss都有下降，而沒有卡在 local minimun，
是因為經過多次的測試batch size所達成。 

 



D. 攝影與提醒系統 

為了應用在各式的場域，並且可以實時的偵

測現場是否有沒穿救生衣的人，所以需要隨

時監測，而不是使用單張單張的歷史影像來

做偵測，而要做到此效果，就不能使用普通

的監測系統，而是要為監視系統搭配辨識模

型，方可達成。提醒系統:搭配偵測結果，

對於攝影畫面內長時間有人沒穿救生衣就會

利用聲音警告在場的人們及時穿上救生衣。 

E. NVIDIA Jetson TX2 與 YOLOv4 的配合 

 Jetson TX2為一台高性能、低功耗的超級電
腦模組，能夠支援像是 YOLOv4這類型的深度學
習神經網路。在本研究計劃中，為了實現嵌入
式系統的邊緣運算，來達成降低硬體成本的目
標，Jetson TX2變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環。使
用 YOLOv4能快速且不失精準地偵測目標，但從
上面的數據來看，整體正確率還有待提升。而
Jetson TX2 則讓本研究實現 AI 邊緣計算，使
此研究不會因為網路問題，造成效能上的瓶頸，
同時也因為 YOLOv4是個輕巧且執行花費不大的
模型，使其能在 Jetson TX2上順利運行並且擁
有一定程度的準確率與 FPS，這也是我們選擇
YOLOv4 的主要原因之一。 

 

III. 研究結果 

在收集過來的一千張訓練集裡，除去掉訓

練集，剩餘的兩百多張全部拿去給訓練好的模

型測試。而其中在偵測有穿著救生衣的 recall

和 precision達到八成和七成多，而沒穿救生

衣的則來到七成和八成。 

 Accuracy Recall Precision 

有穿 0.79971989 0.83513514 0.770547945 

沒穿 0.79971989 0.76162791 0.81619938 
Acc=正確預測有或沒穿之資料數/模型預測之所有資料數 

Recall=正確預測沒穿之資料數/實際沒穿之資料數 

Prec=正確預測沒穿之資料數/預測沒穿之資料數 

 

IV. 問題與討論 

 有毒的資料增強：為了提昇訓練的速

度，我們將照片的解析度調小，但也

導致使用 blur或 pepper and salt 這

種影像處理的方式如果用得太強，反

而讓整張照片連人都沒辦法看清楚，

經過多次實驗，此種圖像反而會對模

型造成傷害，所以後來的解決方法是

針對照片的大小使用恰當的資料增強。 

 模型訓練：模型訓練需要花費大量的

時間，而且訓練出來的結果常常不理

想，只能盡量蒐集夠多資料、調大

batch size、加入各式各樣的資料增

強技巧來改善。 

 邊緣計算：第一次接觸能夠實現 AI 邊

緣計算的嵌入式系統，雖現今嵌入式

系統已將很多的操作加入了更直覺的

使用者介面，但仍然有些更加複雜的

設定是無法藉由這些介面達成，所以

需要花時間熟悉操作並布置讓模型運

作的環境。 

 資料集蒐集和標注：因為疫情和季節

的緣故，如果到實際應用的現場蒐集

資料，可能會蒐集不夠，所以改成在

網路上蒐集圖片，然而雖然改成在網

路上蒐集圖片，卻因為多變的背景(並

非只有水域環境)，利用到yolov4中一

個重要的資料處理技巧:mosaic，來讓

訓練出來的模型更加的可靠。另外標

注資料是一件非常花費時間跟精力的

事，而且可能會發生標錯之類的事。 

 

V. 未來展望 

未來希望可以針對本研究中的細節缺點做 

改進，包含增加模型的穩定度、準確率等等 

。除此之外，希望除了可以將辨識結果傳至

server端，在網頁上亦可以有更多功能設計供

使用者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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