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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地球所江博明所長榮膺亞洲岩石圈委

員會主席暨國際地球科學期刊總主編 

地球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江博明於今年 1

月獲聘為國際地球科學期刊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Elsevier Publishers）總主編暨國際岩石圈計畫

（ILP; International Lithosphere Program）轄下之亞洲岩石

圈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Asian Lithosphere）主席。 

此外，江所長也擔任數種國際著名地學期刊之

associate editor 或編輯部委員（editorial board member），包

括“Precambrian Research”（Elsevier）、“Chemical Geology”

（Elsevier）、“Island Arc”（Blackwell）、“e-Earth”（European 

Union of Geosciences）、“Episodes”（IUGG-IUGS）。 

人事動態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董啟功奉核定為該所研

究助技師，聘期自 95 年 1 月 1 日起。 

基因體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鈴津及研究員陳仲瑄

奉核定兼任該中心副主任，聘期自 95 年 1 月 20 日至

96 年 12 月 31 日。 

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王璦玲奉核定兼任副所

長，聘期自 95 年 2 月 10 日至 97 年 2 月 9 日。 

 

 

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晉龍奉核定兼任副所

長，聘期自 95 年 2 月 10 日至 96 年 7 月 31 日。 

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陳熙遠奉核定兼任資訊

室主任，聘期自 95 年 3 月 1 日至 96 年 2 月 28 日。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語言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鄭錦全於 95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 日赴越南，進行國際研究生招生計畫，出

國期間，所務由研究員兼副所長孫天心代理。 

王世杰院長講座  

時    間：95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講    題：水晶球之外的經濟預測 

主 講 人：管中閔院士（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主 持 人：劉翠溶副院長 

報名方式：請於 3 月 9 日前以網址：http://www.sinica.  

edu.tw/pr.html 報名，以利彙整參加人數。 

備    註：凡參加本活動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

證時數 2 小時。會後備有茶點，歡迎院內、

外人士及高中以上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洽詢電話：（02）2789-9408 秘書組公關科。 
 
編輯委員：李旭東 扈治安 鄭明修 羅久蓉 羅紀琼 
編輯兼排版：吳漪琳  黃淑娥 

http://www.sinica.edu.tw/as/weekly/index.html 

E-mail: wknews@gate.sinica.edu.tw 

地址：台北市 11529 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2789-9488；傳真：2782-1551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如有意見或文章，歡迎踴躍賜稿。本報於每週四出刊，
前一週的星期三下午 5:00為投稿截止時間，逾期稿件由本刊視版面彈性處理。投
稿請儘可能使用 E-mail，或送總辦事處秘書組公關科 31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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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單位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統計 

2/27(一)

10:30 

本所 

2 樓交誼廳 

紀月雲博士 

（Univ. of Washington, USA） 

Joint Modeling of Longitudinal and Survival 

Outcomes 

3/1(三) 

10:30 

本所 

2 樓交誼廳 

陳定立博士 

（Mathematical Technologies 

  Inc.,USA） 

Topics in Statistical Image Analysis 

應科 3/3(五) 

14:10 

本中心 

P2E 演講室 

劉柏良博士 

（Univ. of Arizona,USA） 

Surface and Interface Studies of GaN(0001) 

Heteroepitaxy on ZrB2(0001) 

生多 2/27(一) 

15:00 

細生所 

2 樓會議室 

 Dr. Roland Kirschner 

（J.W. Goethe-Univ., Germany） 
The Great Diversity of the Small Fungi 

史語 2/24(五) 

14:00 

本所研究大樓 

701 會議室 

劉巧楣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談 19 世紀的歇斯底里攝影紀錄 

民族 2/27(一) 

14：30 

本所新大樓 

第 3 會議室 

Prof. Mark Mosko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  

  Australia） 

Partible penitents：Christianity and Dividual 

Personhood in Melanesia and the West 

經濟 2/24(五) 

15:00 

本所 

B 棟 110 室 

林常青博士候選人 

（Univ. of Michigan, USA） 

Estimation and Testing of the ARCH(1) Effect 

in Panel Data when N and T are Large 

人社 3/1(三) 

14:30 

本中心 

第 3 會議室 

徐永明助研究員 

（本中心） 

Party System, Political Coali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知識天地  

流形學習與人臉辨識 

劉庭祿（資訊所副研究員） 

在計算機科學的相關研究領域裡，常需利用向量的形式來描述所欲探討之資料物件。以視訊影像為例，一張

解析度為 64 x 64 像素的灰階影像，可用一 4096 維度的特徵向量（feature vector）來表示，其中每一維度儲存了

相對應像素的灰階值。將物件以特徵向量之數學化形式呈現後，一個物件即可被視為向量空間中的一點，而一群

物件將會在空間中形成某種分佈，這有益於實際應用上的分析，如物件的特徵萃取（feature extraction）、分群

（clustering）、分類（classification）或辨識（recognition）。 

直覺上，若將資料物件表示的越詳盡，或提供更多的特徵於向量表示中，應可提昇問題處理上的正確率才對；

然而在絕大多數實例中，這樣的做法是有其極限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採用較複雜物件特徵時，也相對提高了向量

空間的維度，而在過高維度的空間裡，物件的樣本數需要以近乎指數的成長（exponential growth），才能維持穩定

的資料分析正確率。由於實際應用上可用資料往往是有限的，如此一來將物件特徵表示的較為詳盡之好處，並無

法彌補高維度空間所導致樣本數不足及其衍生問題，這個現象稱之為維度的詛咒（the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另一方面，近來由於多媒體應用的蓬勃發展，常需要分析如視訊、聲音、超文件或高解析度醫學影像等資料，這

些物件其特徵向量在本質上往往就是高維度的，為了計算上的效率與避免維度的詛咒，一般可於初始的物件表示

上，使用較高維度的向量盡量去包含此類物件的特徵資訊，再透過降維（dimensionality reduction）演算法，來萃

取或保持其在高維度空間裡所隱含的重要性質。降維分析可適用於資料分類或分群，亦可作為其他進階應用的前

處理。而我們所要介紹的流形學習（manifold learning）就是一種降維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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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斯（Heraclitus）曾說：「一個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條河兩次」，因為萬物皆在流轉變動；

以人臉來說也是如此，隨著各種不同的內在及外在變因，即使是同一個人的臉也會顯現出不同的外徵

（appearance）。較嚴格來說，我們亦不曾看過同一張臉兩次，然有趣的是人類的視覺系統並不會因此感到困擾，

而造成人臉辨識上的困難。不論是同一條河或同一個人，不管外徵型態有多不同，我們大都能輕易地加以辨識。

Seung 與 Lee〔3〕曾在 Science 期刊提出以下的觀點來解釋此一現象，假設使用影像的形式記錄人臉，並將影像

向量化，則每一張人臉就成為影像空間中的一點，而影像空間的維度即是影像的像素數。若觀察平滑變動下的人

臉影像，其在影像空間中，會沿著一個低維度（遠低於影像空間的實際維度）的連續曲面移動；連續的原因是基

於平滑的變動，而低維度曲面的成因則是基於變動因素往往只為極

少數。舉例來說，在影像空間中（同平面）旋轉的人臉其變動維度

可能只有一維，即是攝影機的旋轉角度。在圖一中，顯示 2 組不同

旋轉角度的人臉影像，由於變動的維度只有旋轉角度一項，在高頻

率拍攝情況下，2 組影像資料在（高維度）影像空間中，各自形成

一維（低維度）的連續曲線。Seung 與 Lee 的所提及的（相較於原

影像空間之）低維度曲面在數學上稱之為流形（manifold）。（註：

簡單來說，流形空間在定義上為一拓撲空間，其區域性（local）子

空間可被視為為歐氏空間（Euclidean space），亦即其二相鄰座標點

間之距離可用歐氏距離（Euclidean distance）來衡量。） 

流形學習的方法就是基於所要分析的物件資料在高維度空間中

有平滑流形分佈的假設，再利用轉置（re-embed）的方法將物件資

料映到較低維度的歐氏空間，並區域性（locally）保持其原有在流形上的分佈。在 2000 年的 Science 期刊中，有

兩篇非常具貢獻性的流形學習演算法被提出，一是由 Tenenbaum 等人所發表的 Isomap（ISOmetric feature 

MAPping）〔4〕，另一是由 Roweis 與 Saul 所提出的 LLE（Locally Linear Embedding）〔2〕（註：這兩篇論文的作

者今年都將出席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舉辦的 2006 年 Machine Learning Summer School）。透過 Isomap 與 LLE 的使用，

可將原先分佈於高維空間的資料點，在低維度的空間中呈現，並保持這些資料點在高維度空間中的重要分佈結

構；若降維後的空間，其維度設定為二維，則這些資料點將變為可視化（visualize），這對許多研究都是具有相當

幫助的。 

然而 Isomap 與 LLE 仍有其受限制之處，這兩個流形學習方法主要是透過降維對資料之可視化進行最佳化

處理，著重於對訓練資料的表示（representation）而不是分類（classification）；且有 out of sample 的問題，亦即

是當有新的物件資料時，就需要重新學習出轉置降維。有鑑於此，我們發展出一個取名為 Local Discriminant 

Embedding（簡稱 LDE）〔1〕的監督式學習演算法，針對具有標示類別（class label）的物件資料，進行以分類為

目標的最佳化處理。LDE 演算法的特色為建構於二個物件資料鄰近關係圖（neighborhood graph），分別用於記錄

物件間的類別關係，與鄰近幾何關係，並可將最佳化問題推導至解特徵值問題，因此最佳降維空間可經由簡易的

特徵值與特徵向量的計算而獲得。此外 LDE 沒有 out of sample 的問題，可直接處理新的測試資料。由於人臉資

料的分佈在影像空間中常有流形的特性，且有較多的標準資料集可供測試，我們遂將 LDE 應用於人臉的辨識。

由於篇幅所限，以下僅概述一個簡單的例子：係考慮 CMU 大學所提供的 PIE 人臉資料庫進行演算法測試，從其

中挑選出 37 個未帶眼鏡者，如圖二（a）所示，將人臉影像作±40 度的旋轉（每次增加 10 度），個別產生 9 張人

臉影像；再使用 LDE 將這 37 人的影像資料（旋轉後共有 333 張）降維至二維可視空間中，如圖二（b）所示。

若每一張人臉影像以一正方形來表示，不同顏色用以區隔不同人，從圖二（b）中可看出經 LDE 降維轉置後，資

料的分佈確實對辨識有最佳化的效果，亦即有同一類別的資料點聚集，而不同類別的資料點分開的性質。事實上，

這個資料集經 LDE 降維至三維後，就可將來自這 37 個人的影像完全分對。 

 

圖一：高維度的影像空間中，2 組不同旋轉角度的

人臉影像，各自形成 1 個一維的連續平滑曲線。（圖

片引用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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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報投稿須知暨審稿原則  

一、投稿須知： 

（一）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自 90 年 1 月起更改為每週四出刊，前一週的星期三下午 5:00 為投稿截止

時間。所有來稿請儘可能使用 E-mail：wknews@gate.sinica.edu.tw或送總辦事處秘書組公關科 3111

室或傳真至 2782-1551《週報》編輯收。 

（二） 稿件性質不限，惟須避免人身攻擊或不實描述；請勿一稿兩投。篇幅約 800 字為佳。 

（三） 投稿文章一律以真名發表。 

（四） 其他刊物轉載週報內容，應以書函徵求編輯委員會及作者同意。 

（五） 原則上除特約稿外不致稿酬。 

二、審稿原則： 

（一） 本報對來稿有刪改權。 

（二） 本報以平衡報導為原則。在審稿過程中，稿件如係投書且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

位並約定答覆期限。若後者未能於期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編輯委員會對回覆稿亦有刪改權。 

（三） 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僅擇 1、2 篇刊登。 

（四） 文稿遇有爭執議題，以一次答辯為限。 

（五） 投稿文章經編輯委員會決議修改、緩登或不予刊登時，將以書面通知作者建議修改之處或陳明緩

登、未予刊登之緣由。 
 

 

 
（a） （b） 

圖二：（a）經旋轉後，其中 1 人的 9 張人臉影像資料。（b）使用 LDE 將 37 人的人臉影像資料降維至二

維空間後的分佈情形。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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