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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建模 -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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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韓國大邱市新冠肺炎病毒確診人數

（2020年2月20日-2020年4月4日）



數學建模 - COVID-19

假設1（ Assumption 1 ）

當未被感染的人接觸傳染病後便會即時感染，而感染後便能永久免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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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總人口為 𝑁的某地區裡，已感染
人口為 𝐼，那麼未被感染人口為 𝑁 − 𝐼。

𝑁 − 𝐼

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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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間 𝑡時，未被感染人口為 𝑃 𝑡 ，感染率為 𝑖 𝑡 =
𝐼(𝑡)

𝑁

𝐼(𝑡1)

𝑃 𝑡1 = 𝑁 − 𝐼(𝑡1) 𝑃 𝑡2 = 𝑁 − 𝐼(𝑡2)

𝐼(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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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2（ Assumption 2 ）

在這個地區中，每人每日接觸 𝜇個人

已感染人群當天接觸的總人數: 𝐼(𝑡) × 𝜇。

因為當中只有部分人口還未被感染，

新增感染人數: 𝐼(𝑡) × 𝜇 × (1 − 𝑖(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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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新增感染速率可以表示為

𝑑𝑖(𝑡)

𝑑𝑡
=
𝐼(𝑡) × 𝜇 × (1 − 𝑖(𝑡))

𝑁
= 𝑖 𝑡 × 𝜇 × 1 − 𝑖 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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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積分我們可以便得出 Logistic function 

𝑖 𝑡 =
1

1 + 𝑒−𝜇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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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Logistic模型時，會考慮加入兩項變量 𝐾和 𝑃0

𝐼 𝑡 =
𝐾

1 +
𝐾 − 𝑃0
𝑃0

𝑒−𝜇𝑡
.

𝑃0 表示第一天的確診人數。

lim
𝑡→∞

𝐼(𝑡) = 𝐾，表示某個地區的確診總人數。

三項變量的Logistic模型常用於研究不同傳染病散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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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三項變量的Logistic模型與大邱市新冠肺炎病毒確診人數的比較

（2020年2月20日-202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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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建模時應注意的事項

如何量化不同數學模型的表現?

了解數學模型的所提出的假設

如何改進數學模型?

嘗試了解新模型的特性



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理論 實踐

人工智能主要用來處理有關相片、文字、語音數據等。
透過數學建模，幫助找出一些形態、樣式。



芒果質量預測

評估芒果是否可口?
1. 用肉眼/憑靠經驗：觀察顏色、斑點、軟硬、氣味
2. 人工智能：拍照，建立數據庫，建立模型分析



芒果質量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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