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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一. 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二. 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三. 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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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統計製程管制（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 SPC)：
設計者必須了解製程

 基礎統計知識
具備變異的概念
知道如何運用及分析數據
了解統計學原理

 管制圖
了解真實製程狀況
提早發現偏移/變異
與製程溝通的語言知識

 製程能力
DFMA
公差設計的必備知識
設計的量產性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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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SPC的興起

 SPC取代經驗，為公認的品質管制方法

 SPC 的興起:
 手工藝的產業為經驗取勝。
 當經驗可以整理，再加上設備、製程或系統時，那SPC就自

然成熟了。

 品質公共認證的時代：
 1980年以前，客戶大都以自己的資源與方法，來認定某些

合格的供應商，造成買賣雙方的浪費。
 1980年以後，因ISO 9000的興起，而重視產品生產的『製程』

與『系統』，故更須有賴 SPC 來監控製程與系統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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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基礎統計知識

1. 統計製程管制基本概念
2. 統計功能簡介
3. 母體與樣本
4. 數據特徵
5. 常用圖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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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統計製程管制基本概念

 SPC發明已近 100 年。

 統計制程管制可用來區別可歸屬原因與機率原因的發生，並指
出何時製程受到可歸屬原因影響。

 統計製程利用統計的方法監控製程的狀態，使生產過程在管制
的狀態下，以降低產品品質之變異。

Input Output
SPC

預防性品質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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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統計製程管制基本概念
製程變異的類型

 機率變因是一個製程固有之變異，它們隨時都存在且無法
符合效益的控制，對製程之影響性小。我們稱這些機率變
因 。他是製程之自然變異，又稱為共同原因(common 
causes)。

 可歸屬變因與機率變因不同，是原料產生差異或人為操作
錯誤，使產品品質發生重大變異，這類因素對可以避免，我
們稱之為可歸屬變因，又稱為特殊原因(special causes)。所
謂異常就是特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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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SPC三部曲

製程解析

 有特殊原因存在時，無法計算製程真實能力

製程管制

製程改善
(製程能力)

特殊原因+共同原因

共同原因

共同原因變異降低

統計製程管制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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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統計功用簡介

 利用統計分析數據
 數據是最佳的證據

 統計可以將數據， 資料， 以統計科學化的方式篩選，避免偏見或
錯誤經驗影響決策判斷。

 根據事實作決策。

 統計可以將繁複的數據進行整理， 以圖形等方式表現，易於讓人
清楚了解數據背後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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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統計功用簡介

 統計也會有誤判的風險
 收集資料數量太少
 選用的分析工具不正確
 資料收集方向錯誤
 資料收集方法不正確
 抽樣誤差

 正確使用工具，才能達到該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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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統計功用簡介
統計方法的分類

敘述統計 利用圖表或匯整數據來描述資料狀態 平均數、Cp 、Cpk
推論統計 利用資料推論，並下結論 實驗設計、假設檢定

推論就是假設，會有誤差，統計即在可接受的誤差下做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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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母體與樣本
母體與樣本關係
 抽樣應注意是否隨機
 抽樣數夠多才具代表性

抽樣是推論統計，在有設定的前提下，推論具有信賴性

母體 N

樣本 n

量測值

統計分析

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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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計數型與計量型數據
依收集資料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下列兩大類：

計量型數據
1. 經由量測的方式取得資料
2. 連續的

溫度、溼度

計數型數據
1. 經由計數的方式取得資料
2. 不連續的

不良品個數

設計單位主要針對的是計量型數據，是由儀器量測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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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計量值數據與計數值數據差異

 計量型數據是統計工具的最佳選擇，規矩少又準確。

 盡量將計數型數據轉換成計量型數據來分析。

 注意事項
 不同的數據類別， 分析的工具不同。
 計數值蒐集資料數量需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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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要養成看到數據，就會想知道 數據的準度及穩度的習慣。

 如何利用平均數與標準差判斷資料穩度與準度好不好？

 注意事項
準度(Ca)或穩度(Cp)應分別評估。
當樣本數很多時，建議不使用R2去判斷穩度(離中趨勢)
比較不同組資料的集中趨勢與離中趨勢時。
建議增加假設檢定等手法。不宜直接以數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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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結合準度及穩度才能了解數據的輪廓，再確認其分配型態，方能了解
該數據代表的意涵。

http://www.ni.com/white-paper/4018/z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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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集中趨勢表示一組數據中央點位置所在的一個指標，就是數據的準
度，越接近目標越準。

最常用的集中趨勢指標

平均數 缺點是易受極端值影響，Ex: 1、3、3、3、100。

中位數
一組數據，由小至大排序後，最中間的那個數。缺
點是當數據差異大時，較無代表性。

眾數 一組數據，出現頻率最高的那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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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離中趨勢表示一組數據差異或數值變化的一個指標，就是數據的穩度
(分散程度)，越小數據越穩。

離中趨勢指標

全距
最大值減去最小值。缺點是只關心Max、Min而
忽略其他數據資訊

標準差 (所有數據到平均數的距離平方/(n-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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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常態分配
 常態分配使預測現實世界成為可能。一般來說，計量型數據的平

均值分佈多為常態分佈，呈現鐘型曲線對稱於平均數。

http://www.twword.com/wiki/%E9%90%98%E5%BD%A2%E6%9B%B2%E7%B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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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常態分配

 學習到統計工具大都以常態分配為前提，其重要性為：
實際生產資料的分配大多為常態分配。
不連續分配的一般近似常態分配。
統計理論的基本假設為常態分配， 如管制圖、Cpk計算。

 數據是否為常態分配，一般判斷使用：
直方圖(容易誤判)
常態機率圖
常態檢定(可利用統計學軟體，Ex：Minita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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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常態分配
 直方圖法有點類似目視檢查。
人的變異很大，不可靠。

 由資料的分布型態判斷其是否左右對稱， 並集中於中央。

http://www.lai18.com/content/10529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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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常態檢定
常態檢定是假設檢定的應用之ㄧ，5%是誤判風險

判定： P-Value >0.05 常態分配

http://www.syscom.com.tw/Print_Preview.aspx?id=94&grou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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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中央極限定理

 當資料非常態分配時：
增加抽樣個數 (中央極限定理)

一組數據的平均數為 μ ，變異數為 σ2，從這組數據中隨機抽取
k 組樣本。 當樣本數足夠大 (n>30) 時， 樣本平均數將服從常態
分配。

轉換資料後，再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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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數據特徵
中央極限定理
抽樣後平均值的分布趨近於常態。
抽樣後平均值的分布標準差為母體的1/n1/2，但用平均值表示會造

成判斷時忽略了實際母體的變異。

http://molecular-service-science.com/2013/07/27/central-limit-theorem-and-rule-of-th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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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常用圖表簡介

 統計為計算整理過的數據 ，數據至少應考量集中趨勢、 離中趨
勢、及涵蓋在特定範圍內的機率

 統計分析可以了解製程是否穩定或有異常發生，而為 SPC 製程
能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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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常用圖表簡介
盒鬚圖
盒鬚圖是可以同時展現多組數據的準度及穩度。
構造基於中位數和四分位數，而非平均數和標準差
可比較不同數據之間之分散度及集中度
可判別數據是否有離群值

離群值(Outlier)：
1. > Q3+1.5 x (Q3-Q1)
2. < Q1-1.5x(Q3-Q1)

http://www.math.nsysu.edu.tw/~lomn/homepage/R/R_plo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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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常用圖表簡介
管制圖
 Dr. Shewhart 於貝爾實驗室提出。 (1924)
 為品質圖解記錄。
 包含中心線及上下管制界線 (Upper Control Limit , UCL; Lower 

Control Limit LCL) 。
 管制界線內區域為穩定狀態，超出則判定為異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A1%E5%88%B6%E5%9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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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管制圖
Dr. Shewhart 的觀點：
 所有流程皆會有變異。
 「穩定」不代表好，不代表沒有變異，也可能是「穩定的壞」。
 不穩定就代表未來不可預測。

https://www.nics.org.tw/old_nics/magazine/17/04/17-4-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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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管制圖
變異的來源
 管制圖的目的即用來監控「特殊原因」造成的變異。
 原本穩定突然有異常，很容易被發現，且幾乎皆是特殊原因造成。

一般原因/
不可歸屬原因
(Common Cause)

系統固有的變異製程中由原料、
機器、人員、方法、量測與環境
等條件在標準內的變化。

機器震動、溫度微小變化

特殊原因/
可歸屬原因
(Special Cause)

製程中不常發生但造成製程的較
大變異。

瑕疵的原料、機台錯誤設
定、人員違反SOP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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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管制圖
RD 運用管制圖/製程能力的目的與時機

 設計前
 輸入正確的設計，進一步確認廠方及供應商提供的製程能力狀

況是否有異常。
 開發驗證
 從供應商送樣數據中，了解供應商實際製程能力。
 利用生產線/供應商初步SPC Chart 管制監控，提早發現設計規

格是否有偏差。
 量產
 量產回饋SPC Chart 供RD作為後續設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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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管制圖
管制圖的原理
 利用機率來推論母體是否因特殊原因產生偏移或變異。

 管制圖建立在常態分佈的假設下。常態分佈的資料超出 ± 3σ之
機率為 0.27%。當管制圖中有任何一點超過 ± 3管制界線，則可
能發生異常。

http://www.taifer.com.tw/taifer/tf/052001/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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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管制圖
規格界限 vs 管制界限
 規格界限 (USL/Target/LSL)
制定於產品設計開發階段，除非設計/工程變更才更改。

 管制界限 (UCL/CL/LCL)
根據製程的實際狀況所計算出。

http://www.six-sigma-material.com/Voice-of-the-Custom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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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管制圖
管制圖異常判讀準則

A. 任何一個數據超過±3 σ
B. 最後三個數據有兩個超過±2 σ
C. 最後五個數據有4個超過±1σ

1. 一點超出 3 倍管制界限外
2. 連續九點在中心線的同一邊
3. 連續六點上升或下降
4. 連續十四點一上一下
5. 連續三點有二點在同邊 B(2σ) 區外
6. 連續五點有四點在同邊 C(1σ) 區外
7. 連續十五點在 C(1σ) 區內
8. 連續八點在 C(1σ) 區外兩邊
這些規則都是利用機率來檢定母體，是否因特殊原因產生偏移或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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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管制圖
管制圖種類

管制圖種類十分多，不同的數據型態，使用不同的管制圖。
以下為幾種常用的：

計量值資料

• 多樣本/固定時間或片數
• 單點測量/樣本

2~10樣本 Xbar-R chart
樣本 > 10 Xbar-S chart

• 單樣本/固定時間或片數
• 單點測量/樣本

X-Rm chart

計數值資料

管制不良數
檢驗數固定 NP chart
檢驗數不固定 P chart

管制缺點數
檢驗數固定 C chart
檢驗數不固定 U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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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管制圖
管制圖的繪製流程
管制圖必須在製程能力穩定及滿足下完成，否則只能當作參考。

收集數據

分析用管制圖

資料分析

樣本皆落於
管制界限？

製程能力滿
足規格？

管制用管制圖

製程能力提升/定
期檢視管制界限

去除異常原因以
達穩態

檢討機器設備等
等

提升製程能力

穩定

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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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管制圖
越接近目標成本就會越高，只要不超白色就合格，哪個比較好？

http://www.ni.com/white-paper/4018/zht/



38

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製程能力即充分標準化各條件，使製程在統計的管制狀態下所
呈現的能力。
衡量指標：
產量、效率
不良率、缺點數
品質特性
準度、穩度

製程能力是將穩度與準度跟規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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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製程能力指標 (Process Capability Index)

製程能力滿足產品技術標準(產品規格/公差)的程度

用數字表示製程品質
穩定度指標 (Cp)
準確度指標 (Ca)
綜合指標 (C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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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穩定度指標 (Cp)
 Cp又稱為潛在製程能力，代表製程未做 6 sigma 改善前的極限能力

Nominal 
value (

Upper 
Specification

Limit

Lower 
Specification

Limit

允許變動的範圍

實際變動的範圍

雙邊規格
Cp = 
(USL-LSL)/ 6s =
允許變動的範圍/實際變動的範圍

單邊規格
Cpu = (USL-)/3
Cpl = (-LS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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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製程能力適當就好，越高可能成本越高

Cp 等級參考表

等級 Cp 值 製程能力評價 處置原則

A Cp≧1.67 製程能力過高 應視具體情況而定

B 1.67>Cp≧1.33 製程能力充分 繼續維持

C 1.33>Cp≧1.0 製程能力尚可 需改進為B級
D 1.0>Cp≧0.67 製程能力不足 需立即改善製程

E 0.67>Cp 製程能力嚴重不足 需採緊急措施，檢討變異原因進
行改善，必要時需停線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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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Cp 只考慮標準差， 只要標準差相同 Cp 即相同。故 Cp 高不代表

良率佳，需與規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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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準確度指標(Ca)

 Ca 的偏離程度是與單側允差比，不是整個允差

 Ca=2|μ-T|/(USL-LSL)=實際偏移程度/允許變動程度

T USL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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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Ca的判斷
 Ca 越小越好

Ca 等級參考表

等級 Ca 處理原則

A Ca < 12.5% 維持原狀

B 12.5% < Ca ≦ 25% 需改進

C 25% < Ca ≦ 50% 須立即改進

D Ca > 50% 緊急應變，討論異常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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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綜合指標 (Cpk)
 Cpk = (1 - Ca)Cp

https://www.spcforexcel.com/knowledge/process-capability/cpk-improvement-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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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製程能力判讀
當 Cp 或 Cpk 值大於 2.0 時要注意是否為公差太寬鬆

CL USLLSLCL USLLSLCL USL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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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Cpk、規格、管制圖

 Cpk vs 規格
Cpk 是製程實際結果與規格的比較值
因 Cpk 與規格有關，所以除了製程有責任，設計者也有責任。

 Cpk vs 管制圖
Cpk 取管制圖的資料來計算

 管制圖 vs 規格
管制圖判斷有變異，純自機率觀點出發，與規格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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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長期與短期的製程能力

 Ppk 又稱為長期製程能力指標。Cpk 只計算組內變異，Ppk 包含
組間及組內變異

 總變異=組間變異+組內變異
σPpk

2= σCpk
2+ σ組間

2

 Pp = (USL-LSL)/(A+B+C)

Cp = (USL-LSL)/ Avg( A+B+C)

 組間變異越大，PpK 與 Cpk 變異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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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需考慮的問題

 穩定製程前提下回饋的製程能力才有意義。

 對製程輸出監控為必要的第一步， 但最終需直接對輸入參數監控
才是目標，進行預防性的品質管制。

 使用管制圖管控前， 需先確認量測系統正常。

 建構管制圖主要目的是監控異常，讓製程穩定。



50

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需考慮的問題
 用什麼統計數值代表穩定與集中？(製程能力)
 造成組間變異大的原因有哪些？(長期與短期製程能力)
 Cp 小(差) 最難改善的。若 Cp 太差,，Ca 再準也沒有用。

精密度佳，準確度差 (Cp大，Ca大) 精密度佳，準確度佳 (Cp大，Ca小)

生產線製程條件受控制，人員與機台
穩定，規格有偏差，只需調整機台參
數將規格做到中心值
容易改善

製程條件控制極佳，品質受到管控
考慮縮小公差已達到更精密規格

精密度差，準確度差 (Cp小，Ca大) 精密度差，準確度佳 (Cp小，Ca小)

產線沒有達到量產標準，人員與機台
變異很大，須重新確認生產品質。
全部重新規劃機台參數及人員管控，
需長時間改善。

產線平均在規格附近，但變異量大，
製程條件不穩，機台與人員可能時常
變動
須重新調整機台及人員穩定度需較長
時間改善，或可放寬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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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製程能力分析注意事項

 何謂製程能力
製程能力可用來預測績效，是管理體系關鍵。

 需要了解工具才不至於誤用。

 製程能力分析能回答：
製程的優異程度。
提供設計中重要因子的變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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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製程能力的功能

製程診斷

製程品質水準預測
製程必須是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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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穩定且可預測的製程

http://woodsidequality.blogspot.tw/

 本製程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平均值會落在0.977左右，所有
的點都會落在0與3.191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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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不穩定且無法預測的製程

http://woodsidequality.blogspot.tw/

無法由數據預測未來的觀測值
這些數據僅用於診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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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連續型與離散型數據

連續 不間斷的 溫度、溼度
以 Cp、Cpk、Pp、
Ppk 表示

離散
1. 間斷的
2. 計數的

不良品個數
比率、數目、抽
樣單位缺陷數

 連續型數據可進行製程能力分析

 流程必須是：
穩定的：以製程行為圖判斷
常態的：常態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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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製程能力分析

 統計數據三要素：
 中心值：平均值、中位數、眾數
 分布情形：全距、變異數、標準差
 分布趨勢：鐘型、雙峰、單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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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長期數據 vs 短期數據

http://woodsidequality.blogspot.tw/

前期看起來非常穩定

短期數據只包含機率原因，只有組內的變異。
長期資料會包含機率原因以及可歸屬原因，涵括了組內與組間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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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長期數據使變數能充分表達其特性：
小樣本會低估變異量
小樣本不易捕捉到數據中主要的偏移
收集數據的時間不長，難以充分表達變數之特性

 如果要呈現優化的報告結果，則使用同一批原料、同一操作員、
同一機台、生產中抽取少數樣本。

 如果想呈現流程真實的情形，則讓變數有充分表現的機會，從
不同機台、不同批原料、不同操作人員中抽取多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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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改善製程能力

在不違反法規及客戶意願下，將規格放鬆，是最簡便的改善方法。

調整平均值比減少標準差容易 (平均值 vs 散佈)

 製程能力指標
單批製程Cp/ Cpk 短期標準差估計
顯示能提高水準的界線

 Pp/PpK 顯示長期標準差估計
顯示長期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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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品質數據的趨勢分析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改善製程能力

 流程穩定性
比較 Cp 與 Pp 若有很大差異，表示數據有偏移。
以檢查流程圖來確認。
找出流程之不穩定及不可預測性。

 流程居中性
比較 Cp 與 Cpk 若有差異，將平均值移動到範圍的中間。

 流程能力
Cpk > 1.5則達世界水準
執行 6 sigma 可減少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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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http://www.r-project.org/



62

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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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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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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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https://www.rstudio.com/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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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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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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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程式編碼區

控制台

物件清單

1. 執行結果
2. 套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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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設定工作目錄

設定編碼 (UTF-8)
*可使中文不會產生亂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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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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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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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library(qcc)
test<-read.csv(file.choose(),)
attach(test)
test<-qcc.groups(weight, sample)
qcc(test[1:25,], type="xbar")

程式碼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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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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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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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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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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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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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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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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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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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常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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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常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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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xST : 短期數據
xLT : 長期數據
LSL : 規格下限
USL : 規格上限
f.na.rm : 忽略空白
f.main : 主標題
f.sub : 副標題

library(SixSigma)
ss.study.ca(xST=test, xLT=NA, 
LSL=295, USL=300, Target=297.5, 
alpha = 0.05, f.na.rm=TRUE, 
f.main="Process Capability 
Analysis", f.sub = "")

程式碼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常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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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xST : 短期數據
xLT : 長期數據
LSL : 規格下限
USL : 規格上限
f.na.rm : 忽略空白
f.main : 主標題
f.sub : 副標題

library(SixSigma)
ss.study.ca(xST=test, xLT=NA, 
LSL=297.5, USL=298.5, 
Target=298, alpha = 0.05, 
f.na.rm=TRUE, f.main="Process 
Capability Analysis", f.sub = "")

程式碼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常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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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p-value = 0.1607 > 0.05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常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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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使用的軟體

qqnorm(weight, xlab = "Z-socres", ylab = "weight" )
qqline(weight)
shapiro.test(weight)

程式碼

使用 R 計算製程能力-常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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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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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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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material<-read.csv(file.choose(),)
material$Date <- strptime(material$Date, "%Y/%m/%d")
source("calendarHeat.R")
calendarHeat(dates=material$Date, values=material$Amount, 
varname="Requirement Schedule")

程式碼

下載 calendarHeat.R
http://web.ydu.edu.tw/~alan9956/rdata/calendarHeat.R

原始檔：calendarHeat.txt
修正為：calendarHea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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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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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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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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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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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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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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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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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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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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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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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程式碼-1.1

#Loading 需要的套件
library(igraph)
library(RColorBrewer)
library(tidyr)
library(dplyr)

#Load data
mydata <-read.csv(file.choose(),)

#定義圖形中網絡的資料
g <- graph_from_data_frame(mydata, directed = TRUE)

#節點列表
V(g)

#關係連結列表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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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程式碼-1.2
#繪圖
plot(g)

#分群並設定繪圖條件
ggroups <- cluster_optimal(g)
V(g)$color <- brewer.pal(12, 'Set3')[membership(ggroups)]
plot(g, 

vertex.label.color='darkblue', 
vertex.label.cex=1, vertex.frame.color = NA,
edge.arrow.size = 0, edge.arrow.width = 0)

#圓形圖
circle <- layout_in_circle(g, order = order(membership(ggroups)))
plot(g, 

layout = circle, 
vertex.label.color='darkblue', 
vertex.label.cex=1, vertex.frame.color = NA,
edge.arrow.size = 0, edge.arrow.width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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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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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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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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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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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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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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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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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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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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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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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113

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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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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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程式碼-2.1
#清除非主管關係
index.vistor <- V(g)$name %in% mydata$vistor
dis <- distances(g, V(g)[!index.vistor], to = V(g)[!index.vistor])
dis[!upper.tri(dis)] <- NA
d <- dis %>% 
as.data.frame() %>% 
bind_cols(data_frame(agy1=row.names(.)), .) %>% 
gather(agy2, d, -agy1, convert=T) %>% 
filter(d==2)

#新的關係圖
g2 <- graph_from_data_frame(d, directed = F)
plot(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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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程式碼-2.2
#分群關係圖
ggroups <- cluster_optimal(g2)
V(g2)$color <- brewer.pal(12, 'Set3')[membership(ggroups)]
plot(g2, 

vertex.label.color='darkblue', 
vertex.label.cex=0.75, vertex.frame.color = NA,
edge.arrow.size = 0, edge.arrow.width = 0)

#圓形圖
circle <- layout_in_circle(g2, order = order(membership(ggroups)))
plot(g2, 

layout = circle, 
vertex.label.color='darkblue', 
vertex.label.cex=1, vertex.frame.color = NA,
edge.arrow.size = 0, edge.arrow.width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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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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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119

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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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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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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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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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社群網路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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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程式碼-1
#下載套件
install.packages("rJava")
install.packages("Rwordseg", repos="http://R-Forge.R-project.org")
install.packages("tm")
install.packages("tmcn", repos="http://R-Forge.R-project.org", type="source")
install.packages("wordcloud")

#啟用套件
library(tm)
library(tmcn)
library(Rwordseg)

#指定資料夾
d.corpus <- Corpus(DirSource("doc"), list(language = NA))

# 移除標點符號
d.corpus <- tm_map(d.corpus, removePun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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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程式碼-2
# 移除數字
d.corpus <- tm_map(d.corpus, removeNumbers)

# 移除大小寫英文與數字
d.corpus <- tm_map(d.corpus, function(word) {
gsub("[A-Za-z0-9]", "", word)

})

# 進行中文斷詞
d.corpus <- tm_map(d.corpus, segmentCN, nature = TRUE)

# 選取名詞
d.corpus <- tm_map(d.corpus, function(sentence) {
noun <- lapply(sentence, function(w) {

w[names(w) == "n"]
})
unlist(no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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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程式碼-3
#建立資料矩陣
d.corpus <- tm_map(d.corpus, PlainTextDocument)
tdm <- TermDocumentMatrix(d.corpus, control = list(wordLengths = c(2, Inf)))

#繪出文字雲
library(wordcloud)
m1 <- as.matrix(tdm)
v <- sort(rowSums(m1), decreasing = TRUE)
d <- data.frame(word = names(v), freq = v)
wordcloud(d$word, d$freq, min.freq =10, random.order = F, ordered.colors = F, 
colors = rainbow(length(row.names(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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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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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64-bit Java

32-bit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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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re8-downloads-2133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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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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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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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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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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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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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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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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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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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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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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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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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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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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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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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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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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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決策樹
程式碼

mydrug <- read.csv(file.choose(),)
library(rpart)
(m.part <- rpart(Disintegration ~., data = mydrug))
library(rpart.plot)
rpart.plot(m.part, digit=3)
library(‘rattle’)
fancyRpartPlot(m.part, digi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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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系統的統計分析應用

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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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resent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