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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to Food Additives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Abstract 
Nowaday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adulterated food products found on the market, also, 

plenty of products contains additives. However, we are not sure which kind of additive is 
alright to have some, and which is going to bring side effects to our body. It is true that we 
can easily get those information once we search for it. For example, places like Wikipedia, 
Baidu Baike, bloggers’ blog and so on are all great ways to check out. But at the same time, 
some information are too complicated to understand, which lead us difficulties making sure 
whether they are correct. Beside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food- testing instrumentations in 
our countries, most of them are expensive and not easy to carry on. Therefore, our program 
adopted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 which is simple and easy to operate, to help 
people gain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those on the internet. We conducted photo scanning of 
the text character-by-character, analysis of the scanned-in image, an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public information of products contains additives from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the detail from Wikipedia. In addition, we also collected health magazine, hospital journals’ 
cases as a reference to classify the dangerous degree of product contains additives. Currently, 
the identified correct rate of OCR achieves 96.54%. 
Keywords: Food safety, Food component, Food-testing, Food Additives. 



 
 

壹、 前言 

隨著食品產業的進步，多元的食品加工技術賦予了食品多樣化的型態、機能、

口味，不但能幫助人們生產出更多的食物，免除飢餓之虞，亦可滿足消費者的味

蕾需求。然而，近來國內食品安全之議題層出不窮，在衛生福利部、臺大食品安

全中心、網路媒體、以及平面媒體等管道的相繼揭露下，消費者對於飲食安全的

危機意識逐漸高漲。在這樣的環境下，食品安全訊息的正確性、可靠性以及完整

性變得更加重要。然而現今人們對於食品安全與否之判斷，多仰賴自身經驗或新

聞傳播媒體甚至聽信民間謠傳，而許多食品的安全訊息其實並不正確也不客觀。

根據全國意向 Lifewin線上市調網的資料顯示，民國 102年有百分之 58.75%的民

眾在購買食品時會留意成分或添加物，而行政院亦在 104年的報告中指出，在購

買食品時會時常注意營養或成分標示的消費者的比例高達 68.5%(行政院, 104)，

如圖 1。可見注意食品成分和添加物的民眾有上升的趨勢，也說明現今消費者對

於食安的疑慮。 

本研究使用光學文字辨識技術，將圖像轉換成文字，並以衛生福利部所公佈

之各項添加物之詳細資料及蒐集維基百科有關條目，做為比對基準，同時也擷取

醫院周刊之病症資訊，做為系統查詢警示與建議，以協助使用者正確認知食品安

全的知識。 

 

圖 1：行政院 102年度至 104年度國民消費意識及消費行為調查報告(本研究整

理) 

本文第二節回顧相關技術與研究，第三節描述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及流程，第

四節討論實驗結果，檢視所提出的概念成效，並與相關研究比較，最後於第五節

提出結論，並對往後研究發展提出未來展望。 

貳、 文獻探討 

本研究探究食品安全、食品添加物以及健康管理議題，並比較及分析使用相

關技術。 

一、食品安全與健康管理 

“安全”一詞，是指“沒有危險，不受損害，不受威脅”之意，即某一對象處於

不受威脅和沒有危險的狀態與環境之中，或者對象本身是安全無危害的。所謂食

品安全，應該包含兩層涵義：一是食品本身沒有受到外來因素的威脅（如細菌汙

染導致的黴變、溫度導致的變化等），食品的基本屬性（如營養性、功能性等）

沒有發生變化；二是食品對食品消費者的安全性，即食品不會對消費者的身心健

康造成危害(鄭輝印, 2013)。第一層涵義我們比較難以辦別，因為此層涵義較難用

外在判斷，必需使用專業檢驗之技術，因此本研究將著重在於第二層涵義的探討。 



 
 

健康是人生重要指標，如果失去健康，個人所努力的成果將會變得毫無意義，

而健康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俗話說，食衣住行育樂，民以食為天，由此知道食

列為首，吃是生活中的極為重要部份。因此本研究將健康管理與食品添加物做結

合，讓消費者了解何種食品添加物會對使用者造成影響，什麼添加物應該去避免

或少量食用，讓消費者從飲食方面管理自己的健康生活。 

二、食品添加物食品安全與健康管理 

食品添加物為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儲藏的過程中，用以著

色調味、防腐、乳化、添加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增加營養、

防止氧化或其他用途而添加或接觸於食品的物質，因此，現在各類食品或多或少

有使用食品添加物。一般而言，食品添加物應具備以下重要的條件：(1)有安全性、

(2)對消費者有益、(3)有效果、(4)分析可以確認成分(陳志銘, 2013)。基於民眾對

於食品添加物的認知有限與憂慮，本研究以食品添加物作為研究分析對象。據了

解添加物成分皆須呈現在食品包裝上，因此為宣導民眾快速、簡易的認知添加物

內容，本研究將以取得包裝上食品添加物的文字為主要辨識分析對象 

 

三、辨識技術 

（一） 語音辨識 

語音辨識就是要使電腦能辨識人類的語言，換言之，就是要讓電腦根據接收

到的語音和電腦資料庫做比對，電腦依據語音分析的方法抽取語音中的特徵參數，

與電腦資料庫中的特徵參數做比對，藉此辨識出何種語音代表何種指令，進而執

行所欲達成的工作(夏崇舜 & 王定欽, 2005)。語音辨識已廣泛應用於語音撥號、

語音導航、室內設備控制、語音文檔檢索、簡單的聽寫數據錄入等。如：中文漢語

語音辨識系統，是以接收未知語音後，經語言包辨識出中文漢字，再與字詞樹、

語音、字詞蒐尋器等做比對，選出最相似的路徑(江永進, 呂仁園, & 江永進, 2005)。

語音識別技術與其他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如機器翻譯及語音合成技術相結合，可以

構建出更加複雜的應用。然而儘管語音是人類所擁有最自然的溝通管道，幾十年

來各個專門領域包括從工程學、語言學到認知科學等的研究也都花在提高機器理

解語言的能力上，但基於處理語音時意想不到的變化，在人機介面的實際應用就

相對保守(Munteanu & Penn, 2017)。因此，本研究所涉及的食品添加物名稱，許

多化學字詞較為艱深難懂，一般人也難以正確讀出，因此在後續實驗並不考慮採

用此項辨識技術。 

 

（二） 條碼辨識 

一維條碼的結構為一組印在商品包裝上的平行黑線和號碼，因此有了「條碼」

（BarCode）的稱呼。而黑線與空白按照一定的編碼規則組合起來的符號，用以

代表一定的字母、數字等資料，只要利用條碼閱讀機（Barcode Reader）來讀取

商品上的條碼，得到一組反射光信號，此信號經光電轉換後變為一組與黑線、空

白相對應的電子訊號，解碼後還原為相應的文數字，再傳入電腦，即可辨別所有

商品，是一種可靠性高、輸入快速、準確性高、成本低、應用面廣的資料自動收

集技術(張勝茂, 高翊峰, & 陳馨雯, 2009)。在商品條碼的應用，如(陳連福, 2007)

的研究，透過多媒體的整合設計出一互動式行動購物商品展示介面，透過手機可

提供消費者多元的商品展示。此外，在許多場景，將靜態訊息嵌入到物件中被證

明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將導航訊息嵌入路面，我們可以啟用無人駕駛汽車，同



 
 

樣的，將訊息嵌入主結構如建築物牆壁內，可協助分類碎片等(Moshir & Singh, 

2014)。隨著食品安全的問題層出不窮，以往在產品上鮮為人注意的條碼於是受

到重視，成為判斷產品來源的重要依據。雖然市面上的商品都有一維條碼，但是

根據條碼辨識所得到的結果卻多只有商品、廠商名稱和價格，並無添加物之資訊，

因此本研究也不考慮採用此項辨識技術。 

 

（三） 手寫辨識(Handwriting Recognizer) 

手寫辨識技術應用於桌上型、筆記型電腦愈來愈普及化，隨著行動裝置的蓬

勃發展與特殊手寫硬體出現，及手寫技術應用在不同領域等因素，更加速手寫文

字辨識的用途並帶動成長趨勢。(Pranav Mistry & Pattie Maes, 2008; P. Mistry & P. 

Maes, 2008; Mistry, Sekiya, & Bradshaw, 2008)透過超音波與紅外線接受器，結合

手寫筆開發電子備忘錄與電子繪圖工具，其主旨為將手寫資料轉換為電子資料，

以利新增、刪除或者提醒，透過接收器記錄手寫軌跡座標，之後透過軌跡座標轉

換對應繪製成圖檔。其過程不需經過傳統掃描器，且即時將一般紙張的手寫筆跡

電子化。透過此方法，可省去以往處理手寫文件需要重新輸入的情況。手寫辨識

也應用於文件簽名，以達到確保文件之有效性(陳永添 & 陳稔, 1989)；或應用於

銀行手寫表單辨識，以改善日常業務流程 

近來由於觸控式技術的發展，造就了許多不同種類的觸控螢幕，如電容式、

電阻式、電磁式及紅外線式等。觸控技術應用的領域相當廣泛，包含：可攜式產

品、公共資訊系統及資訊家電等設備，透過手指或觸控筆接觸螢幕，即可達到輸

出的效果。新型的手寫辨識系統則不需要外加手寫板或手寫筆，透過手指或手寫

筆在觸控螢幕上書寫，即可得到想要寫出的字元(何恭毅, 2011)。基於不少手機已

有此功能，雖民眾接受度高，但食品添加物頗多艱澀字彙及外來文字，對一般使

用者有臨摹照錄的困難。 

 

（四） 光學文字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光學文字辨識(OCR)，是一種廣泛應用於包裝業的視覺系統工具。與條碼技

術一樣，OCR 也是一種數據採集的方法。該技術主要核心為將圖像中的文字進

行辨識，再轉換為純文字型態。其作業原理為通過掃描儀器、照相機等光學設備，

將整頁文本圖像輸入電腦，接著將文檔資料轉換成黑白點陣的圖像文件，然後通

過 OCR識別軟體將圖像中的文字轉換成文本格式(朱懷中, 2012)。 

光學文字辨識技術應用在中文的辨認上有幾個困難點，第一、中文字集的文

字數量太過龐大；第二、印刷文件中的中文字有不同的常見字體；第三、中文字

有不少筆劃較多的字；第四、中文字有很多外觀相似的字。所以通常在使用時都

會使用前處理和後處理的技術。前處理是將輸入的文件影像先經過雜訊去除及傾

斜校正，而後處理則是針對辨識後的各個文字區塊或表格的欄位區域，進行文字

行的擷取與內容文字抽取。在相關研究中常有錯字更正或是擷取候選字，將這些

抽取出來的單一字元送到辨識核心作辨認，最後根據文件屬性，利用事先建立的

辭典來校正原先的辨識結果(曾逸鴻 & 林裕淵, 2007)。 

徐忠禎 and 周文光 (2012)認為字元辨識前須要經過嚴謹的前置處理，如影

像二值化 (Noise reduction) 、邊緣檢測(Edge detection)、切割(Segementation)等。

依此進行圖片去除雜訊、座標轉換、切割等影像處理技術參考，以將圖片最佳化，

為辨識做前置處理。Huang, Lin, and Chang (2014)研究發現若圖片中光線不均勻

或有複雜的背景時，不一定能夠辨識出正確的結果，故減少影像的變異量以確保



 
 

影像品質，作為影像辨識的基礎是必要的。 

比較前述語音辨識、條碼辨識與手寫辨識與等三種辨識技術，由於採用光學

文字辨識，可直接透過照相，達到瞬間擷取圖文，以便進行後續處理，因此成為

本研究的實驗焦點。在一項辨識藥袋圖像以萃取用藥資訊的相關研究中，該研究

先將藥袋圖像進行拉整、去除光影等圖片修整前處理後，經由 OCR初步辨識後

進行用藥資訊擷取，包括：藥名、用藥時間等。然而在擷取過程需校正圖片相對

應資訊位置，因此受限於醫院藥袋格式(林彥佑 & 鍾聖倫, 2015)。經觀察食品包

裝均有統一字型格式，因此不受特定格式所影響，可集中於辨識後的字詞處理。 

四、 字詞處理  

諸多研究顯示資訊擷取的良窳與字詞處理有密切關係。在字詞處理中，詞為

最小有意義且可以自由使用的最小單位，但中文與英文文件的不同處，在於英文

有明顯的空白區隔，能區分出詞與詞之間的邊界，而中文因字詞間無間隔，必須

利用標點符號將文章標示成獨立的字串，再將字串轉換成詞的組合。目前最常見

的斷詞處理主要分為詞庫斷詞、統計斷詞與混合斷詞法。其中詞庫斷詞是以既有

詞庫比對文件為取詞依據，此法擁有高品質取詞水準，但無法處理新詞；統計斷

詞是以連詞詞頻為取詞辨識方式，常用來擷取新詞。混合斷詞法則事先利用詞庫

把字詞過濾出，繼而利用統計法處理未斷出之字詞，可兼顧詞之品質與新詞之考

量，此法已成為多數研究者採行的方法。此外，一個中文句子往往有相當多可能

的斷法，且不同的斷法可能有不同的意義，因此「斷詞的歧義性(ambiguity)」便

成為中文斷詞的問題之一(Chen & Bai, 1998)。所幸由於食品標籤上添加物名稱大

部分使用標點符號做為區隔各個添加物名稱，因此藉助標點符號，就能像歐美語

系文字一樣能夠容易的分割出所需字詞，而不需使用上述斷詞處理技術，即可擷

取添加物名稱。 

五、 相似性測量  

在資訊檢索領域中，有關相似係數(similarity coefficient)測量的方法一直是研

究的重點之一，透過合適的相似性測量方法，以匹配最佳查詢結果，或進行群聚

(clustering)、分類研究。在諸多相似性測量方法中，Dice、Jaccard、與 Cosine 

coefficients 因具有簡易、正規化的優點，因此最常被使用於文件群聚研究(Edie, 

1992)。其中 Dice 與 Jaccard 相似性係數計算方式十分相近，都是比較兩組的成

員，以查看哪些成員是共享的，哪些是不同的。Dice coefficient = (the number in 

both sets) * 2 / (the number in either set) * 100；Jaccard coeffficient = (the number in 

both sets) / (the number in either set) * 100。可見 Jaccard計算結果較為保守，也比

較不會有高估的情況。Cosine coefficient是測量兩個非零向量內積空間的餘弦角

度，當兩個向量有相同的指向時，餘弦相似度的值為 1；兩個向量夾角為 90°時，

餘弦相似度的值為 0；兩個向量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時，餘弦相似度的值為-1。

惟此方法通常用於正值的高維度空間(字詞-文件/文件-文件)，其結果介於[0,1]之

間，基於本研究將以食品上的添加物的成分經 OCR辨識結果，比對資料庫，其

複雜度低，適合採用保守的 Jaccard coefficient，藉此提高食品成份指認正確率。 

 

參、 方法與實作步驟 

為進行有效實驗，本研究團隊蒐集了衛福部以及維基百科上的資料，並實際



 
 

到實體通路隨機抽樣 100 項食品做為施測比對之樣品，之後藉由 Google Cloud 

Vision來進行光學文字辨識及後續驗證。本研究系統流程如圖 2。  

 
 

圖 2：系統流程圖 

 

一、樣本與資料庫之蒐集 

本研究是以政府(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釋出的資料庫內容資料為

主，共計 797筆的資料，並以 Excel檔的方式轉入伺服器中，資料格式如圖 3，

為本研究的官方資訊，再撰寫爬蟲程式從維基百科以添加物名稱為搜尋關鍵字，

抓取 bodyContent中 mw-content-text資訊，共計 200筆的資料來當作本研究的非

官方資訊，如圖 4。另外本研究也加入醫師期刊、華人健康網等網站有關病症警

示資訊。在後續查詢功能設計時，可依照使用者所輸入之身體資訊，做出警示，

幫助使用者進行健康把關。當使用者查詢時，將回傳分析結果，包含：(1)類別(2)

名稱(3)用途，並且可以選擇官方或非官方的訊息來查看。 

 



 
 

 

圖 3：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成分資料 

 

圖 4：網路爬蟲資料圖 

二、光學文字辨識 

有關 OCR 的辨識引擎，目前軟體開發者常用的有 Google Cloud Vision, 

Tesseract, scanR。其中 Google Cloud Vision含有地標偵測，安全搜索、臉部偵測、

影像物件辨識分類、以及 Logo圖文辨識等。由於該程式支援各國語言、僅需註

冊費、雲端運算，且辨識率高，符合我們研究所需的辨識中文、成本小、操作容

易、運算速度快、資源消耗少、監控資源等條件。本研究使用其參數 Annotate Image 

Request，對伺服器做出請求，並設定要傳送的圖片以及設定所要使用的功能，並

利用 Label Detection進行標籤文字辨識。由於目前市面上的食品添加物呈現的格

式近乎相同，且較少斜體或難辨識的字體，所以本研究不採前處理之技術，作為

圖片過濾的考量。 

三、字詞處理 

經觀察每項食品包裝上所標示的食品添加物名稱，均以標點符號進行區隔，

因此本研究以標點符號為標記做為斷詞處理依據，藉此提取食品成分內的每一項



 
 

成分敘述。例如：經手機拍照食品包裝所擷取區塊文字，如圖 5下方，透過 OCR

引擎辨識結果，如圖 5上方所示。接著藉由標點符號標記，擷取[成分]項下的所

有成分單元列表共六項，如圖 6。最後再將斷詞結果一一比對食品添加物資料庫，

所獲得的食品添加物成分清單，包括：檸檬酸鈉、檸檬酸、氯化鈣、偏亞硫酸氫

鈉，等四項，如圖 7。使用者可點選任一項瞭解其詳細成分說明。圖 8展示檸檬

酸鈉的成分說明。至於檸檬、糖兩項成分，因未列入衛福部公告清單，則不提供

點選。 

 

圖 5：辨識結果 

 

圖 6斷詞處理結果 



 
 

 

圖 7：添加物清單 

 

 

圖 8 展示成分說明 

四、 辨識錯誤成分勘誤後處理流程 

經過 OCR引擎辨識以及斷詞處理後，辨識成功者立即可點選閱讀詳細成分

說明；辨識錯誤者，則移交勘誤後處理流程。勘誤後處理為一系列相似度計算及

擇優提取過程，如圖 9。 



 
 

 

圖 9 勘誤後處理流程 

 

為提取資料庫中與辨識錯誤者最相似的名稱，我們採用 Jaccard coefficient方

法(如公式 1)計算相似度係數。我們將每一個辨識錯誤者與資料庫所有成分進行

相似度比較計算，步驟如表 1。根據計算步驟，首先將兩字串合併去除重複，列

出所有字詞單元，再以 Exact Match標準逐一比對兩字串中的成份單元，設資料

庫食品成分名稱為 A，辨識錯誤名稱為 B，我們以 1為 True，代表字串與資料庫

字詞單元比對一致，0為 False，代表字串與資料庫字詞單元比對不一致。以辨識

錯誤名稱「5'-鳥嘌呤$苷磷酸二納」為例，經一一比對資料庫，其中與成分「5'-

鳥嘌呤與苷磷酸二鈉」比對結果，其成分單元總數為 14，相同單元數為 10，如

表 2所示。得出相似係數為 0.714*100=71.4%，在所有成分中相似度最高。 

Jaccard(𝐴, 𝐵) =
|𝐴∩𝐵|

|𝐴∪𝐵|
=

∑ 𝐴𝑖𝐵𝑖
𝑛
𝑖=1

∑ 𝐴𝑖
2+∑ 𝐵𝑖

2𝑛
𝑖 −∑ 𝐴𝑖𝐵𝑖

𝑛
𝑖=1

𝑛
𝑖=1

               公式 1 

 

表 1：Jaccard相似係數計算步驟 

步驟 內容 

1 計算二者之間相同的單元數 

2 計算兩個集合中不重複的單元總數 

3 將相同單元數（1）除以單元總數 

4 將（3）所得的數字乘以 100 

 

表 2：成分比對資料庫結果之一範例 

資料庫正確單元(A) 辨識錯誤名稱(B) T/F 

5 5 1 

' ' 1 

- - 1 

鳥 鳥 1 

嘌 嘌 1 



 
 

呤 呤 1 

核 $ 0 

苷 苷 1 

磷 磷 1 

酸 酸 1 

二 二 1 

鈉 納 0 

A+B=14 True:10 

 

5 +  ′ +   −  +  鳥 +  嘌 +  呤 +  苷 +  磷 +  酸 +  二

5 + ′ +  −   +  鳥 +  嘌 +  呤 +  核+  $ +  苷 +  磷 +  酸 +  二 +納+鈉

=  
10

14
= 0.714  

 

五、健康管理之病症警示資訊 

本研究健康管理的疾病來源，搜尋自醫院的期刊雜誌、華人健康網、維基百

科和五行蔬菜湯等網站，找尋疾病應避免食用哪些食品添加物之資訊，並將這些

資訊到其他網站做搜尋來確認真實性，這些資訊對照使用者所輸入的個人病症，

如該使用者所搜尋的添加物為該病症所無法食用，系統將提醒使用者並顯示原因

及影響的資訊，如圖 10。 

 

圖 10 健康管理警示資訊 



 
 

 

肆、 實驗評估與討論 

 

一、相似性門檻值選定測量評估 

本研究使用隨機抽樣方法，到實體通路找尋抽樣商品，分別抽取食品添加物

成分較多的食品類、調味品類、餅乾類、飲品類，每類以貨架上商品排列的順序

以相距兩項的間隔的方式抽取各類產品 25項，全部商品有 100項，總共 510個

添加物成分，用來實際測試本研究的正確率。經人工紀錄每個食品包裝的添加物

數量，經 OCR辨識及斷詞後比對資料庫，其中可辨識出的添加物數量為 348個，

正確率為 68%。 

在上一單元進行的相似係數計算，仍需要設定門檻值來過濾相似性不足的配

對。然而，門檻值設太高則降低比對率；門檻值設太低則提高錯誤率，因此本研

究針對所蒐集的食品標籤來進行門檻值設定實測。實驗使用精確率以及召回率作

為萃取結果的衡量準則如表 3及公式(2)、(3)所示。精確率是指比對出的添加物

成分，正確的結果所佔的比率，精確率愈高表示系統在檢出及配對能力愈好；召

回率則是指系統能找出所有正確的成分比率，如果召回率很高，則表示實驗方法

考量很周全，不輕易漏掉正確的資訊。 

經設定 Jaccard coefficient 門檻值為 0.65 時，比對資料庫可辨識及擷取之個

數為 592，但其中錯誤個數達 98個之多，沒辨識出者為 16個，精確率為 83.45%、

召回率為 96.86%。當門檻值調為 0.7時，比對資料庫可辨識及擷取之個數大幅減

少為 498，其中錯誤個數也陡降為 16個，正確率與召回率都分別高達 96.79%、

94.51%。當門檻值再往上調為 0.75 時，比對資料庫可辨識及擷取之個數大幅減

少為 420，錯誤個數歸零，正確率百分之百，但召回率減為 82.35%，如表 4、圖 

11。由此，可清楚看出雖然門檻值在 0.75時，精確率為 100%，但是沒辨識出太

多成分，並不是一個好選擇；而門檻值為 0.7時，綜合表現最佳，因而訂為後續

測試的標準。依此，在前述範例中的 0.714，則通過門檻值標準，可將勘誤結果

查詢回覆給使用者。 

表 3: 檢索結果差異判斷表 

Results Correct Match Incorrect Match 

Retrieved A B 

Not Retrieved C D 

 

P = Precision rate = A/ A +B                    公式 2 

R = Recall rate = A/ A + C                            公式 3 



 
 

            
 

表 4：Jaccard coefficient門檻值測試表 

門檻值                     辨識                       正確 錯誤 沒辨識出 

0.65 494 98 16 

0.7 482 16 28 

0.75 420 0 90 

 

 

 

圖 11 相似係數門檻值比較 

二、實驗結果討論 

本研究採樣辨識原始辨識正確率為 68%，以門檻值設定為 0.7的情況下，使

用 Jaccard coefficient計算相似係數之後勘誤處理，可辨識出的食品添加物成分正

確率提升到 96.79%。可見本研究採用相似係數加入後處理，確實具有 OCR勘誤

的效果，茲列出部分商品勘誤後實際檢測結果如 

表 5。因此後續 APP 的開發將使用此辨識技術，應用於健康管理部分的食

品添加物查詢，協助使用者取得正確的食品添加物資訊，進而達到健康管理之效

果。 

本研究歸納實驗過程中辨識錯誤情形共有兩種：一為成分單元辨識錯誤，例

如，成分為：「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經辨識後呈現「5'-鳥嘌呤$苷磷酸二納」，

其中「核」辨識為「＄」，「鈉」辨識為「納」，二為成分單元辨識不出，如：「脂

肪酸甘油酯」被辨識為「肪酸甘油酯」。若以 Exact Match方式比對資料庫，可能

因拍照角度、光線、搖晃或包裝紙縐摺等因素，而影響 OCR作業正確辨識結果，

最終將無法比對出資料庫成分說明，提供給使用者。然而藉由本研究的相似係數

設定，發揮了容錯的功能，在不須進行繁複的圖片前處理情況下，也能矯正辨識

失誤，順利檢出標的物件。 



 
 

表 5：實際檢測表 

編號 品項 添加物數量 辨識錯誤數量 正確率 

1 鱈魚香絲 12 1 91.67% 

2 海苔蛋捲 7 1 85.71% 

3 乖乖(椰子) 1 0 100% 

4 乖乖(五香) 4 0 100% 

5 檸檬片 4 0 100% 

6 鬆餅粉 12 1 91.67% 

7 
瑪格麗特起司披

薩 
7 1 85.71% 

8 
三點一刻即溶咖

啡 
4 0 100% 

9 泰式打拋豬肉飯 11 1 90.9% 

10 彎の脆果 5 0 100% 

11 
孔雀餅乾-蜂蜜燕

麥 
7 0 100% 

12 
自然的顏-胡椒香

蔥 
5 0 100% 

13 義美小泡芙-牛奶 
3 0 100% 

14 義美巧克力夾心

酥 
1 0 100% 

15 可口美酥 7 1 85.71% 

 

伍、 結論與展望 

在現今食安風暴的壟罩下，消費者對於飲食安全的危機意識逐漸高漲，但不

能只單方面仰賴政府的制度管理，每個人都應該學習食品安全知識，提高自我保

護能力，為自己的健康安全把關，因此透過本研究所開發之 APP 能幫助使用者

快速取得正確的食品添加物資訊，達到普及食品安全知識的效果，最終達到人人

食品安全從嚴把關的目的。 

一、本研究之 APP特色 

(一) 專業及客觀的食品添加物資訊 

消費者通常由電視媒體獲取食品安全資訊，且電視媒體只在食安問題爆發時

才有相關新聞，而民眾無法進一步判斷消息正確性，且電視媒體常有不明的消息

來源，本研究以衛生部食品藥物署提供之官方資訊為主建置資料庫，提供專業及

客觀之正確資訊，並從維基百科上搜尋出 200筆的食品添加物資料使得現有的食



 
 

品添加物資料庫更加完整。 

(二) 應用於行動裝置 

在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的時代，結合本 APP 透過簡易明瞭的操作即可快速

取得食品添加物之資訊，不須購買任何額外裝置設備。  

(三) 添加物查詢與危險警示連動 

即時的警示連動，可以幫助使用者在最短時間內判斷該添加物對自己的危險

程度、也可以由使用者查看詳細資料由使用者自己判斷。 

(四) 精準且大量的獲取資訊 

由前述所說之光學文字辨識技術大量獲取食品標籤上添加物名稱將圖像轉

換為文字，再以轉換後文字做後處理，以斷詞判定將辨識後長篇字串下條件，判

定出那些為有效字詞，再將無效字詞做模糊查詢，減少辨識錯誤或是因拍照時的

其他因素造成的誤判。 

二、相關系統特色比較 

經搜尋目前市面上在食品安全較普遍的應用程式，並比較歸納其優缺點，如

表 6。我們也匯集這些優點並列出幾項較為重要的功能，與本研究所開發的系統

進行比較，具有所述功能者，在空格處標記「●」之符號，如表 7。結果顯示本

研究開發之 APP功能最為齊全。 

 

表 6：相關 APP優缺點分析 

APP 名

稱 

APP介紹 優點 缺點 

食安資

訊 

能提供食安資訊，

民眾能更有效及迅

速地掌握食安方面

的最新消息及資

訊。 

提供食安常識和

食品預警等資

訊。 

有些資訊過於複雜，難以讀

懂，像是成分都以專有名詞

來呈現，使用者無法得知這

項添加物之功效，過多或過

少是否會有影響。本研究產

品將會提供食品添加物成分

說明、成效細節、俗名以較為

生活化的資訊來幫助使用者

快速了解。 

產銷履

歷追溯

號碼查

詢(農產

品、食

品)安全

追溯、

生產追

溯 

能掃描條碼或是

QR-code 或輸入履

歷追溯號。 

快速地追溯食品

的來源等資訊。 

目前食品包裝上的 QR-code

並不普及，而且主要查詢大

多是以農產品為主。本研究

不需掃描任何一維或二維條

碼，不需要廠商配合更改食

品包裝標籤，且鎖定的是與

食品中添加物成分更能貼近

食品安全主題。 



 
 

義美食

品安全 

提供義美食品之相

關商品，像是蛋糕、

餅乾、點心、冰品、

冷凍調理食品、冷

藏調理食品、乳製

品、飲品等產品的

檢驗項目、成分、

營養標示。 

說明每個產品的

檢驗項目、成分、

營養標示、定期

更新食品安全相

關新聞與訊息。 

大多都是義美公司本身所出

產之商品資訊為主，較無其

他的食品資訊。本研究使用

文字辨識，無論是哪個品牌

的產品，僅需有食品添加物

標籤，皆可獲取資訊。 

 

健康食

品法規

大 全 _

試用版 

搜集台灣最新的健

康食品相關法規與

通過健康食品認證

的產品。 

可迅速協助您試

算符合您購買需

求預算的商品，

並可以離線使

用。 

完整版需要花錢購買，試用

版的資訊又較為稀少、無法

直接查詢想搜尋的商品之資

訊。本研究可以單獨查詢單

項添加物，且非為試用版，資

訊較多。 

 

表 7：APP比較表 

 本研究 食安資訊 

產銷履歷

追溯號碼

查詢 

義美食品

安全 

健康食品

法規大全_

試用版 

添加物資

料來源準

確性 

● ●  ● ● 

有無食安

新聞 
 ●  ● ● 

查詢方便

性 
●  ●   

資料完整

及詳細度 
●     

三、 本研究之產業利用價值與其他 APP之比較 

(一) 提供醫院醫師協助病人初步了解其生病期間所需注意的食品添加物之攝

取，藉此協助醫院療養科、營養科的醫師協助他們的病人初步了解其生病期

間所需注意之成分攝取。 

(二) 辨識成分技術可應用於不同的產業 ex:化妝品、藥品等，只須符合辨識成分

的標籤格式，以及抽換成份資料庫即可應用於該領域。因此本研究之跨領域

的應用門檻較低。 

(三) 整合網路上之食品成分資訊，提供統一的窗口及全方位食品資訊。幫助大

眾瞭解更多平常所未接觸但卻極其重要的各式成分資訊，更可以幫助一般民



 
 

眾快速了解食品安全的相關資訊，未來在食品添加物資料庫的維護上擬訂蒐

集使用者之回饋，藉此擴展食品相關資訊範圍及完整性，運用我們所學為這

個社會盡一份心力，達到普及食品安全知識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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