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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等同采用 ＩＳＯ燉ＩＥＣＴＲ１５２７１：１９９８《信息技术 软件生存周期过程指南》。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和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光龙、黄嘉启、宿为民、冯惠、谢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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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和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是世界性的标准化专门机构。国家成员体（它们都

是 ＩＳＯ或 ＩＥＣ的成员国）通过国际组织建立的各个技术委员会参与制定针对特定技术范围的国际标

准。ＩＳＯ和 ＩＥＣ的各技术委员会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内进行合作。与 ＩＳＯ和 ＩＥＣ有联系的其他官方的

或非官方的国际组织也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对于信息技术领域，ＩＳＯ和 ＩＥＣ建立了一个联合技术委员会，即 ＩＳＯ燉ＩＥＣＪＴＣ１。
技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国际标准，但在例外情况下，技术委员会可以提出下列类型之一的技

术报告。
——类型 １：虽然一再努力，但仍不能获得出版一项国际标准所需要的支持时；
——类型 ２：所讨论的项目仍处于技术发展阶段；
—— 类型 ３：当技术委员会所搜集到的各类数据与正式出版为国际标准的数据不同（例如：技术发

展水平）时。
第 １和第 ２种类型的技术报告在出版后 ３年内应提交复审，以决定是否将它们转成国际标准。第 ３

种类型的技术报告不是务必要进行复审，除非它们提供的数据已被认为不再有效和不再有用。
ＩＳＯ燉ＩＥＣＴＲ１５２７１技术报告属于上述的第 ３种类型，它是由 ＩＳＯ燉ＩＥＣＪＴＣ１“信息技术”联合技术

委员会的 ＳＣ７“软件工程”分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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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目的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目的是为软件生存周期过程标准（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应用提供指南。
本 指 导 性 技 术 文 件 对 应 用 ＧＢ燉Ｔ ８５６６时 必 须 考 虑 的 各 种 因 素 作 了 详 细 说 明，并 就 可 以 应 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各种不同场合作了说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并不打算对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标准的基本原理加以

阐述。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讨论了三种主要的生存周期模型并且给出了一些剪裁示例。

 读者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是为在签定合同时（不考虑项目的大小或复杂度），或在一个组织内进行自我评

估时，或在进行软件过程的改进时，使用或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标准的人员而写的。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讨论对于不同类型的软件如何使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标准，并且指出每种情况与

哪些过程有关。
当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被 用 作 为 需 求 文 档 和 作 为 指 导 模 板 使 用 时，本 指 导 性 技 术 文 件 对 其 提 供 支 持。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自己被用作为过程改进活动的一部分，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整个标准都必须理解，但可

通过参照特定的条款把它应用于各种特定的情况。
 先决条件

使用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先决条件有：
ａ）能得到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ｂ）熟悉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ｃ）熟悉相关组织的政策；
ｄ）具有软件管理、软件工程和软件生存周期模型的一般知识。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条文。本指

导性技术文件出版时，所有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各方应探讨

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２００１ 信息技术 软件生存周期过程（ｉｄｔＩＳＯ燉ＩＥＣ１２２０７：１９９５）
ＧＢ燉Ｔ１６２６０—１９９６ 信息技术 软件产品评价 质量特性及其使用指南

（ｉｄｔＩＳＯ燉ＩＥＣ９１２６：１９９１）
ＩＳＯ燉ＩＥＣＴＲ１５５０４（所有部分） 信息技术 软件过程评估

 标记法

图 １给出了按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使用的风格绘制的过程和活动的图形标记。

１



图 １ 图形标记法

 ﹩﹣燉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工程规范

与一些传统的工程学分支相比，软件工程的应用与实践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因此，传统工程

项目所常用的控制手段，不一定总能在软件中实现。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基本原理是，对于如软件开发与维护这些活动应当按工程规范的方式进行。遵循这

一方法，就可以建立一个与系统工程环境有着明显联系的框架，也就是一个包括软件、硬件、人员和业务

实践的框架。
 软件生存周期的体系结构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建立了从概念开始直到退役为止的软件生存周期的顶层体系结构。此体系结构由一组

过程和这些过程间的相互关系组成。这些过程基于两个基本原则：模块化和责任。
 模块化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标准的过程是模块化的，因为它们是：
１）强内聚的。一个过程的所有部分都紧密地相互联系。
２）低耦合度的。过程之间的接口保持在最少数量。
原则上，每个过程在生存周期内只专注于一个单独的功能，并可以使用关于专用功能的另一个过

程。下面介绍关于过程的确立、范围与构造的规则：
ａ）一个过程必须是模块化的。即在整个生存周期中一个过程宜且只宜执行一个功能，而且任意两

个过程之间的接口宜达到最少；
ｂ）每个过程应在该体系结构中被引用；
ｃ）如果过程 Ａ只被过程 Ｂ引用，则过程 Ａ属于过程 Ｂ；
ｄ）如果一个功能被多个过程引用，则该功能本身成为一个过程；
ｅ）在软件生存周期模型中，任何功能都必须是可以验证的；
ｆ）每一个过程宜具有充分确定的内部结构，以便于执行。

 责任

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组织”和“参与方”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几乎相同。组织是因为某种特定的目的组

成的团体，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公司、代理机构、协会、联盟或俱乐部。“组织”的大小可从一个人到许

多人。当“组织”整体或部分地进入一个合同时，它就成为“参与方”。“组织”是单独的实体，但“参与方”
可能来自同一个“组织”或来自多个分离的“组织”。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的每一个过程都被看作“参与方”的职责。一个组织可以执行一个或多个过程。一个

过程也可以被一个或多个组织执行，其中一个组织被认定为责任方。执行一个过程的责任方需要对整个

过程负责，即使各个任务的执行是由不同的人员进行的。
软 件 生 存 周 期 体 系 结 构 的 责 任 特 征，使 得 那 些 可 以 由 许 多 人 正 式 参 加 的 项 目 剪 裁 和 应 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标准更容易。
 过程的性质

过程被分成三大类：
ａ）基本过程；
ｂ）支持过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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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组织过程。
 基本过程

基本过程有：
ａ）获取过程；
ｂ）供应过程；
ｃ）开发过程；
ｄ）运作过程；
ｅ）维护过程。
在实践中，获取过程启动整个软件生存周期。供应过程通过使用开发、运作和（或）维护过程来对获

取过程作出响应。
 支持过程

支持过程有：
ａ）文档编制；
ｂ）配置管理；
ｃ）质量保证；
ｄ）验证；
ｅ）确认；
ｆ）联合评审；
ｇ）审核；
ｈ）问题解决。
一个支持过程可以被另一个过程所使用，这样使前者得到了某种特定用途的支持。

 组织过程

组织过程有：
ａ）管理；
ｂ）基础设施；
ｃ）改进；
ｄ）培训。
一个组织可以在组织范围内使用这些过程，以建立、实现和改进生存周期过程。

 过程的细化

每个过程可用其构成的活动来定义，而每个活动又可以其构成的任务来定义。过程内的活动是一组

紧密相关的任务。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内，它们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过程的分解

类 型 过 程 活 动 任 务

基本类 ５ ３５ １３５

支持类 ８ ２５ ７０

组织类 ４ １４ ２７

合 计 １７ ７４ ２３２

任务以需求、自声明、建议或可允许动作等形式表示。为此，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谨慎使用某些助动词以区

别任务的不同表达方式。
——“Ｓｈａｌｌ”（应）表示双方或多方之间有约束力的规定。
——“Ｗｉｌｌ”（意愿）表示一方作出的目的或意向申明。
——“Ｓｈｏｕｌｄ”（宜）表示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建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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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可以）表示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范围内所允许的动作。
 过程与项目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描述了用于大且（或）复杂的软件项目的一组过程。然而，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被设计成可剪裁

的，以适用于任何类型以及规模较小、复杂性较低的软件项目。并且在设计时已考虑到，不管软件是一个

独立的实体，还是作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都可使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过程、活动和任务以最一般和最自然的位置顺序安排。这个位置顺序并不表示就

是生存周期模型的次序，其意图是要让软件项目合适地或适当地选择、整理、剪裁和重复这些过程、活动

和任务。
对于同一个项目，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可以分别地多次使用。比如，在一个给定的软件项目中，需方可能要

求供方同需方一起进行软件开发，并且要求供方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然后供方可以要求它的分承包商完

成全部或部分软件开发。供方（此时处于获取地位中）和它的分承包商（此时处于供应者地位中）分别应

用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在两种情形下，均有必要对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进行剪裁，以反映各自的安排。
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第 ６章“应用于项目”。

 过程与组织

一个组织（或参与方）从当前进行的过程中获得其称谓。例如，进行获取过程时它就叫做获取方或

需方。
为了适应多种多样的组织，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的过程组成一个综合性的集合。无论大的或小的组织均

可 以 依 据 它 的 业 务 目 标，从 这 些 过 程（和 相 关 的 活 动 与 任 务）中 选 择 合 适 的 子 集 来 实 现 其 目 标。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意图是应用于一个组织的内部或被两个或多个组织用于处理合同关系。为便于在内部和

合同情况下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标准内的任务都是用合同式的语言表达的。在内部使用时，合同式的语言

被解释成自己要求的任务，正如第 ７章（应用于组织内部）所述的。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要与组织已有的策略和标准协调一致。通常情况，组织一直都在使用它自己现存的标

准和特定的软件开发技术。因此，在组织内部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时，重要的是要澄清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组织自

己的标准，以及已使用的不同技术之间的关系。
图 ２给出了这种关系的一个可能的例子，它在组织内部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时或许有用。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处于第一层，组织内部的标准处于第二层，第三层是用于特定项目的具体的开发活动、开发技术和开发

工具。在第二、三层中定义和使用的术语都必须与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相一致。
任何冲突解决都留给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组织来完成，可能包括建立映射，必要时还需填充缺少的

部分。

图 ２ 和现存文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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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与系统

 与系统工程的接口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使整个系统和软件之间建立了很强的联系。这可能是由于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是建立在一般的

系统工程的基础上的缘故。
就某种程度而言，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设计目标是要在系统工程过程的范围内起作用。当软件是整个系

统的一部分时，软件首先要从系统中分离、然后生产出软件、并反过来集成到系统中。在没有可用的系统

级标准时，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这一特点是有用的。当软件关系到全局利害时，系统级的任务可作为一种有用

的指南。其他情况下，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能使得软件工程有效地参与到系统工程中。
 软件与系统的关系

一个系统是硬件、计算机、软件、材料、人员和设备的特定组合（如图 ３所示）。实际上，这正是一个系

统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在父系统中存在一些过程，如业务过程。软件通过在计算机上执行这些过程的某

些功能提供服务。软件可以常驻于计算机内、嵌入于一片固件或集成到一个硬件组件中。任何情况下，
软件的获取、供应、开发、运作和维护都需要与父系统的这些过程相协调。

图 ３ 系统中的软件

在组织内部可能有许多计算机系统支持着业务过程（如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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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组织中的计算机系统

 以软件为基础的系统

尽管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定义了系统，但它只包括了以软件为主的系统的生存周期过程（如开发过程、运作

过程和维护过程）。因此，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没有关于硬件生存周期过程的定义。
 系统与软件活动的分类

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开发过程中有两种类型的活动，它们是系统活动和软件活动。这些活动的名字反

映了它们的范围。
图 ５把这些活动按类型分成两组，用“Ｖ”字形描述阐明系统活动和软件活动之间的对称及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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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与软件有关的活动

图 ５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活动分类

如图 ５所示，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开发过程的系统活动始于系统需求分析（５３２），止于系统合格性测试

（５３１１）。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第 ８章描述了系统是怎样由硬件、软件和人工操作而组合成的。将系统分成这

些要素是通过系统体系结构设计活动（５３３）完成的。从这个体系结构设计得出的软件活动从软件需求

分析（５３４）开始直到软件合格性测试（５３９）为止。
一旦软件开发结束，硬件和人工操作就通过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软件集成（５３１０）进行集成，接着进行

系统合格性测试（５３１１）。根据以上描述的活动，可以得到推论：系统活动是软件活动的超集。
 管理与规划

对于每一个基本过程和支持过程，项目级的过程管理是按照管理过程的以下实例进行的。正是通过

这个管理过程，达到对所有其他计划好的事件的规划、执行和控制。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７１２１中定义了计

划所必须包含的条款，７１３为过程报告作规定，７１３３则用于问题报告。
 项目管理计划

在供应过程中，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５２４５要求产生项目管理计划，并在 ５２５１中执行和控制这个计

划。在 ５２５３中支持过程进一步规定了针对技术性能、成本和计划表的监督和报告。
 附属计划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５２４５中列出的需要考虑的项，包括那些与支持过程类过程和组织过程类过程有

关的项。许多这类过程要求制定计划，如质量保证、验证和培训。依据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同时考虑

到需要转包部分或全部工作，这些计划或者被合并到项目管理计划中，或者生成独立的附属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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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用 到 分 包 商 时，建 立 适 当 的 接 口 变 得 尤 为 重 要，为 此，这 些 附 属 计 划 应 该 通 过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５２４５进行管理，以使计划同步。
这套附属计划的概要可以从表 Ｂ２和表 Ｂ３得到。

 文档控制

关于管理文档（包括计划）的有关要求在文档编制过程中作了描述。
 质量管理原则的实现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以下面三种基本方式实施质量管理原则。
 质量集成到生存周期中

对覆盖整个软件生存周期的一组综合的、集成的过程，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给出了有关需求。它通过改进过

程为每个过程提供了对“计划—实施—检验—行动”环的访问。它将所有与质量有关的活动看作为整个

软件生存周期的一部分，并且使那些活动与生存周期的相关过程相适应。也就是，对每个过程及负责执

行过程的人员都分配了与过程内部质量有关的活动。
 质量保证过程

质量保证过程是为了确保产品与服务遵从对它们所确立的需求和已建立的计划。负责这些过程的

人员都被授予必要的组织上的自主和权力。组织上的自主是指相对那些直接负责生产产品的人员的自

主，而权力意为进行评估与纠正行动的权力。
 改进过程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包括一个改进过程，用于在组织范围内（如与合同要求无关的）进一步的质量改进。
 对发展中的新技术的灵活性与响应能力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对发展中的软件工程规范来说是灵活的和易响应的。它通过提供顶层的开放式的体系

结构实现这一点，即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是：
ａ）对以下任何一种情况都可用的：
——生存周期模型（如：瀑布型、增量型、演化型）；
——软件工程方法或技术（如：面向对象的设计、结构化编码、自顶向下的测试、原型法）；
——编程语言（如：ＣＯＢＯＬ、Ａｄａ、汇编）；
这些将依赖于项目和技术现状，故把它们的选择留给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使用者。
ｂ）灵活的（从高层次的观点来看），即软件生存周期过程的活动和任务是“做什么”的项，而不是“怎

么做”的项。也就是说，一个任务可能是“开发和编制体系结构设计文档”，但不是“用自顶向下的功能设

计方法开发或编制体系结构设计文档”。这种方案为需方提供了一个途径来规定最终的产品和服务，而

同时允许供应商有创新性并可选择适当的方法、技术以及工具来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
ｃ）适应于任何诸如军事或商业应用等具体产业的习惯做法，或者适用于任何国家或组织的文化。

 过程与文档编制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不是一个文档编制标准，即尽管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要求有过程的输出文档，但它没有规定文

档的格式和内容，也没有说明怎样将性质相似的输出文档（如计划、规格说明书、测试需求）相关联起来。
关于文档编制需求的详细介绍，可参阅附录 Ｂ。
 软件度量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没有用特定的度量术语和指标项来定义或规定软件的属性（如：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它的确给出了规定这种软件属性的方法，但是把细节留给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用户。
 依从性

可以按照以下方法遵守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ａ）组织公开声明以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一套过程、活动和任务作为交易的条件，该组织的供应者都要

遵守；
ｂ）软件项目剪裁合适的过程、活动和任务，它们依照合同建立的准则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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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包含一套以“应”形式陈述的需求。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用户不一定遵从整个标准，因为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还

有在遵从整个标准时要求的不带“应”形式的陈述。这可以由双方协商确定。各参与方可以同意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本身作为协议的基础，或者同意为满足他们特定的需求剪裁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小结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不是软件系统的系统化的、规范的管理和工程的替代品。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提供了能合适地

表示标识、计划和执行同软件相关的过程、活动和任务的框架。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包含一套已定义好的积木块

（过程）。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用户必须选择、剪裁并装配它们，使之对于组织和项目是适合、有效的。剪 裁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时宜保持它的体系结构、目的及完整性。如：包含该要素，但注明“不适用”并且加上不应用的

原因。

 ﹩﹣燉的实施

 概述

实施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包括：
——用于特定的项目，定义其所需要的软件过程、活动和任务；
——被一个组织用来改进其软件过程；
——作为更大的系统生存周期模型过程的组成部分。
无论实施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原因是什么，建议实施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策略包括以下几点：
ａ）制定实施计划；
ｂ）剪裁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ｃ）开展试验性项目；
ｄ）方法的定型；
ｅ）方法的制度化；
此策略是在组织或项目进行变革时，必须遵循的典型方法。当项目或组织需要采用一些其他附加的

过程和（或）该过程被改进时，上述的实施策略可以进行多次重复。
当项目或组织已经处在稳定状态时，即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过程已经建立并且制度化了，实施策略就可

以被缩短，可能仅包括：
ａ）制定实施计划；
ｂ）剪裁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按工作的风险级别）；
ｃ）开展项目。

 制定实施计划

实施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宜作为一个专门的项目来考虑，并为之制定计划。
以下是制定项目实施计划时应该考虑的条款的例子：
ａ）确定项目的范围。可能包括：
——一个单独的项目（或者是组织内部的，或者是双方的合同的一部分）；
——在期望为组织带来收益的地方，集中注意一些关键的过程甚至某个单独过程。这个方法可以在

事先已发现薄弱点且将来可能促成全面实施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之处使用；
——可能以逐步引入的方式，对一系列项目采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这里该组织可能没有或几乎没有已

定义的过程，故应按照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来标准化。
——对所有项目和组织的所有部分，采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除了非常小的组织外，很少有组织会采取这

种方法。事先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应用于工作实践是明智的，哪怕只是对于某个现存组织的新子公司。
ｂ）确定项目目标并决定它们如何适应整个组织范围的业务目标。如果在该项目和组织业务重点之

间没有建立明显的连接，则实现项目目标的承诺将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维持；
ｃ）确定项目小组或组织的角色与责任，同时为每个过程指定唯一的责任。许多情况下，一个组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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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负责多个过程，特别是在小的项目或组织中；
ｄ）确定实施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可利用的资源，如：时间、资金、人员和设备；
ｅ）创建并编制实施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项目管理计划文档。

 剪裁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当需要进行剪裁的时候，就利用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附录 Ａ中定义的剪裁过程。关于剪裁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用

作 特定用途的建议包含在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第 ６章（应用于项目）、第 ７章（在组织中的应用）和第 ８
章（使用系统生存周期模型的应用）中。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中关于剪裁的建议，必须结合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附录 Ｂ中的通用剪裁建议阅读，同时

使用与环境相应的材料。例如，应用可以在组织内部并且包括系统生存周期模型的各方面。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图 ６显示了剪裁过程的事件序列，这一点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附录 Ａ中有详细的

讨论。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附录 Ｄ中有专门关于剪裁的例子。这些例子：
——利用具体场景来定义项目环境；
——必要时，定义附加的活动和任务；
——概述剪裁决定并给出剪裁的基本原理。

图 ６ 剪裁活动

 标识项目环境与特性

组织的特性可以通过考虑以下问题决定：
——哪些过程、政策和程序已经就位？（标识现有的成功过程和实践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都需要合

并到所需的整套过程中去）；
——这个过程对达到组织的目标是主要的吗？
——存在高的业务风险吗？
——问题区域在哪里？
——组织的文化是什么？（倡导改革者和保守者？）
——需要哪些支持？
项目特性可以通过考虑以下问题决定：
——将采用什么系统或项目生存周期模型？
——特殊过程的成熟度是什么？
——技术风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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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安全性十分重要的系统吗？
——采用了新技术吗？

 请求输入

从相关业务和合同要求中得到的需求，是剪裁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主要驱动源。例如，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可以根

据产品的供应者和购买者之间的合同进行剪裁。客户可能只要求进行软件的设计，而不是软件系统的全

部开发。又如，如果客户的需求是安全性十分重要的软件，而不是消费性软件，那么从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得

到的任务的数目就大不相同了。
有关各方宜都参与剪裁决定。这些人员可协助确保经过剪裁得到的过程是可行的和有用的。如果

可能，还包括以前项目的反馈。
 选择过程、活动和任务

标识那些准备实施的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过程或其子集，并给定优先权。通常，可从那些会产生最重大效益

的过程开始，而不是企图一下子实施整个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没有定义过程、活动及任务的顺序，也没有规定任何特殊的软件生存周期模型。在这个

阶段，一种可取的方法是把当前的过程、实践和（或）方法映射到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过程、活动及任务上。
这种映射可用于验证方法的完整性，即标识当前情况与目标情况（即使用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过程之

处）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编制有关剪裁决定和理由的文档

在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时，宜把从所定义的过程、活动和任务到已选的软件生存周期模型的映射，同已

决定的剪裁关系及采纳它的理由一起编制成文档。若需评估所采用的方法（或过程）成功与否，还要将这

些文档合并到有关项目管理计划中，以提供评估的参照框架。
附录 Ｄ中的例子解释了如何编制映射文档。

 进行试验性项目

当一个承担很多项目的组织引入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时，在关键领域内和为某关键过程进行试用将帮助该

组织降低风险。成功的引入通常包括以下途径：

ａ）确定能利用所选过程的试验性项目。必须根据高优先权工作选择这些试验性项目，即它们能导

致重大的改进，成功的可能性大，并且可以期望带来迅速而明显的效果；

ｂ）选择一个志愿小组来进行试验性项目，然后宣传并酬谢他们的努力；

ｃ）培训所有涉及的人员。除了正规的培训之外，在实施过程中定期进行交流将有助于提高认识；

ｄ）制定试验性项目的计划和标识成功的关键因素；

ｅ）对每个试验性项目，将所选的经过剪裁的过程纳入项目管理计划。适当地引用或包括本指导性

技术文件的 ５３４中描述的文档。

ｆ）实施试验性项目，跟踪并记录所有关键成功因素的性能。把整个试验性项目取得的教训编成文

档，并将这些取得的教训纳入到修正过程中。
 方法的定型

方法的定型涉及一个新过程的引入，该新过程应跨越几个项目和（或）面向整个组织。诸如培训、文

档编制、提供过程支持工具以及对新过程的使用与验收情况的跟踪观察等。宜对任何已经结束和正在进

行的项目向新过程的转移进行规划。
注意：可以通过项目级的监督活动来对一个项目进行改进。也可以通过项目之间的比较决定哪些方

法是成功的、哪些宜放到将来的项目中去来实现改进。
 方法的制度化

制度化的重点是确保一个过程能够在整个项目或组织中得到一致、自动的贯彻。这也涉及到过程性

能的度量，以及必要时所实施的过程改进。还可能包括对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 ７３所描述的改进过程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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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于项目

这一章给出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应用于项目的附加指南。然而，该指南并非详尽无遗的，因为项目的情况

各有不同。
影响如何获取、开发、运作和维护软件的因素包括如下几方面：
——组织政策与规程的变更；
——项目专用的获取燉供应策略；
——项目的规模和复杂度；
——系统需求。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是为适应这种变更和为任何项目制定的。然而，为降低成本、改进质量，可能需要针对

各特定的项目对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加以剪裁。宜让参加该项目的所有人员都有机会参与剪裁工作。
 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要素

下面的若干条考察在项目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时必须考虑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不是详尽无遗的，只

是代表当前的想法，并且会依赖于软件项目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若考虑具体的项目环境，则一种有效的方式是将这些要素组合到以下几方面中：
——组织问题；
——项目风险；
——资源的能力燉成熟度。

 系统生存周期模型

使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使之作为对软件项目的要求或指南，并对其加以剪裁的程度，依赖于软件项目在

系统生存周期模型中的相对地位（参阅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附录 Ｃ“典型生存周期模型概述”）。
要标识软件在系统生存周期模型中的当前角色（参阅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 ８１）。这种判定有助于：
——区别该软件是系统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
——标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是否被用作进行计算机建模和模拟的方法；
——标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是否用来进行软件的开发、运作和维护。
参阅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后几章的相关部分，并确保必要的接口均已在系统生存周期模型中建立。

 组织的策略与规程

标识软件项目所必须遵从的涉及组织（尤其是需方与供方）的相关策略和规程。与策略和规程相关

的例子有：
——保密性；
——安全性；
——私密性；
——风险管理；
——独立的验证和确认机构的使用；
——特定的计算机编程语言的使用；
——硬件资源。
标识所有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包括那些可能影响软件项目的，与环境、公共安全及私密性相关的法

律和法规。为确保系统依从这些法律和法规，可能有必要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对这些外部原始资料加以不

断的监控。
在软件的开发、运作及维护过程中，如果合适的话，上述策略与规程也需加以考虑。例如：如果有安

全性和保密性策略，那么，开发过程的需求分析活动和运作过程的系统操作活动需要纳入这些策略。
 系统特性

将子系统和配置项标识到适当的详细程度。标识系统的特性，尤其是那些分配给软件的特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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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对系统的运行起关键作用的特性。
宜考虑的系统级特性（如果分配给软件）的例子包括：
——系统间和系统内部接口；
——用户接口；
——软件错误对系统安全性和保密性的影响；
——计算机规模和时间方面的制约；
——固件配备情况；
——可提供的合适计算机。
如果系统有许多子系统或配置项，那么宜仔细地为每个子系统和配置项执行开发过程中的系统级

活动。宜考虑所有的接口需求和集成需求。对于小规模的系统就不用如此严格。
 软件特性

标识软件级的特性。例如包括：
——软件配置项的潜在编号；
——软件的类型、规模和关键性；
——技术风险；
——文档的类型、范围和介质；
——是新开发？修改？或重用？
——包含在 ＧＢ燉Ｔ１６２６０中的特性，如：可靠性；
如果软件有许多软件配置项、部件和单元，宜仔细地为每个软件配置项执行开发过程中的软件级活

动。宜考虑所有的接口和集成需求。对于小规模的软件就不必这么严格。
考虑到系统和软件特性的关键性，应确定软件所需的管理控制的程度，以及与评价相关的活动的

范围。
 软件维护策略

标识该软件维护应考虑的问题。应考虑的典型问题包括：
——维护的期望周期；
——变动燉时间比；
——该应用的重要性；
——谁来进行维护；
——培训的范围和程度；
——软件维护（包括测试）所需要的环境。
宜考虑所有的文档编制需求，在软件预期有较长的维护周期或预期会有重大的变动时尤其需要。如

果有可能，应当有文档编制环境，以保存和便于将来的检索。
在整个维护期间得到电子方式的文档是有益的。

 项目的生存周期模型

为项目选择一个或多个合适的生存周期模型（请参阅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附录 Ｃ）。确定软件生存

周期模型是系统生存周期模型的子部分，还是一个完整的生存周期模型。
附录 Ｃ中的每个生存周期模型包括一些顺序、重复和联合执行的过程和活动。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的过

程的活动宜被映射到所选择的生存周期模型中。对于增量型、演化型、构造型和预先策划好的产品改进

等方法，生存周期模型某一活动的输出将反馈到下一次活动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文档编制宜

在该活动结束时（即在下一个活动开始前）完成。
 参与方的多样性

标识项目中将会涉及到的各方，及他们将对哪些过程负责。对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所有与各方之间的接

口有关的活动和任务都宜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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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包含许多人员的大的项目需要有效的管理监督和控制。例如：对于大项目来说，内部的和独立

的评价、评审、审核、检查以及报告生成都是很重要的手段。对于小项目来说，这些控制可能过多，宜谨慎

运用。
 软件类型

由于不同类型的软件要求有不同的剪裁决定，所以需要确定所涉及的软件类型。
软件类型的例子如下：
ａ）新开发的软件；
ｂ）现货软件；
ｃ）固件；
ｄ）独立软件；
ｅ）非交付的软件。
下面列出了关于关键软件类型的基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必须牢记的要点是：不同类型的软件是在开

发过程的不同活动点进入开发过程的。
ａ）新开发的软件

这类软件在一开始就进入开发过程，宜考虑开发过程的所有要求。
ｂ）现货软件

——原封不动地使用现货软件。这种类型的软件已经被设计、编码并经过测试。但是，根据诸如应

用的关键性和使用历史等因素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测试。此时走全部的开发过程可能过于烦琐，但至

少不应迟于软件合格性测试进入开发过程。宜评价与软件有关的性能、文档、版权和今后的支持。
——不经过修改，只需进行必要的应用参数的配置即可使用的现货软件。例如：必须设置币种、日期

格式和纸张大小等项参数。这类软件可根据情况在软件单元测试或集成后，进入开发过程。此时走全部

的开发过程可能过于烦琐。宜评价与软件类型有关的性能、文档、版权和今后的支持。
——需修改的现货软件，如需增加更多合适的报表格式等。根据软件的关键性和所预期的改变，宜

通过维护过程来引用开发过程。应在软件编码和测试时进入开发过程。宜评价与软件有关的性能、文档、
版权和今后的支持。

ｃ）固件

嵌入或集成到系统中的软件或固件。因这种软件是大系统的一部分，故宜考虑开发过程中与系统相

关的活动。在与系统相关的活动中，只有一个动词“执行”或“支持”需要选择。若软件或固件将来不大会

被修改，宜仔细核查文档编制需求的范围和程度。
ｄ）独立软件

独立的软件。因这种软件不是最后系统的一部分，故不要求开发过程的相关活动。宜仔细检查文档

需求，特别是关于维护的部分。
ｅ）非交付的软件

因为没有什么软件项正在被获取、供应或开发，只需要考虑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的开发过程的 ５３１５。
但是，如果需方出于将来运作和维护的考虑，要求获得一个这样的软件，那么这个软件宜按上述的 ｂ）到

ｄ）处理。
 项目规模

与比如说只有三人的小项目相比，一个包括几十或几百个人员的大项目，管理问题就显得特别重

要。大的项目或有分承包商的项目需要谨慎的管理监督和控制。一些项目通过联合评审、审核、验证、确

认和质量保证实现这一点。对于小的项目这些控制就过多了。
 项目关键性

越是依赖于软件的正确运作和按时完成的系统，就越需要过程可见性和过程控制。相反，对非关键

软件的过分的监督和控制可能不能做到成本有效性。（请参阅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６４１对关键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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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风险

软件开发可能会有技术风险。如果使用的软件技术不成熟，正在开发的软件又是前所未有的或十分

复杂的，或者软件包含有安全性、保密性或其他重要的需求，那么可能需要严格的规格说明、设计、测试

和评价。独立的验证和确认是重要的。

 组织内的应用

 考虑和技术

一个组织通常会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帮助其改进与软件有关的过程。该标准可以单独使用，或与现有

的过程评估和能力决定方法（如 ＩＳＯ燉ＩＥＣＴＲ１５５０４技术报告）一起使用。
在整个组织内对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应用，可按与应用于项目相同的方法进行。需考虑的因素已包含在

第 ６章中提出的问题中，而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第 ５章中描述的策略是组织在使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时应遵

循的。
 应用时机

要在整个组织内部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理由可能包括以下几方面：
ａ）验证现有方法的充分性。当方法是内部开发，或虽采用标准但已并被大量修改时，这种验证是必

要的；
ｂ）使现有的方法适应于进入新市场的风险。因为已意识到风险，需要有更严格的；
ｃ）开发新的方法以满足新组织的需求。这包括通过合并或业务联盟创立的组织。它可能有必要去

维护几个过程模型以适应某些特定的活动；
ｄ）对引用新技术进行管理。例子包括现存人工过程的自动化或用于实现软件产品的技术的改变。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定义了可用于技术改变前后对该方法的完备性进行基准测试的准则；
ｅ）评价组织的内部能力以满足某一准则。如：作为投标评审过程的一部分；
ｆ）建立可开发改进程序的基准程序。如：针对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进行审核并使用改进过程本身。

 管理者承诺

对于任何会导致工作惯例改变的计划，要显式地责成受影响的组织的管理者来实现和支持这种变

动。当涉及到两个组织时，可以合同方式加以制约，然后就像一般的组织应用惯例那样，建立覆盖相关各

方的策略。

 系统生存周期模型的应用

本章具体说明了系统或项目的一般生存周期模型，并描述了怎样在这个系统生存周期模型内应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参阅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附录 Ｃ有关典型生存周期模型的概述。
 系统生存周期模型

一个典型的系统生存周期模型从一个想法或一个需求开始，贯穿系统的开发、生产、运作和维护，在

退役时结束。生存周期模型一般用时间段或里程碑来划分。每个时间段都代表将要被执行的主要的、不

同的活动和任务，在从一个时间段向另一个时间段过渡时可能需要某种授权。
例如，系统生存周期的一个模型可按如下方式进行划分，每种不同方式的划分适应于不同的系统生

存周期模型：
ａ）需求判定；
ｂ）概念探索和定义；
ｃ）论证和确认；
ｄ）工程实施燉开发；
ｅ）生产燉制造；
ｆ）提交试用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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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运作；
ｈ）维护和支持；
ｉ）退役。

 软件生存周期模型

一个典型的软件生存周期模型是由若干活动组成的。它从软件产品或服务的一个构想或概念开始，
经过系统工程和软件工程阶段，然后进行运作、维护和支持，到退役结束。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将这些活动及其

相关活动条理化为软件生存周期模型的基本过程、支持过程和组织过程等几个大的过程类型。
 在系统生存周期的一般模型中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应用实例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图 ７显示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在一个实例系统的生存周期模型中应用的要点，简要

陈述了其基本目的，然后说明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使用方式。表 ２给出系统生存周期的各项活动和适用的软

件生存周期过程。
对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任何活动或者整个生存周期模型而言，一个组织既可以在其内部使用，又可要求

供方部分或全部按标准的要求提供产品或服务。

图 ７ 利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来支持一个系统的生存周期模型

 确定要求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中，识别和确定新的或者需改进的系统要求或构想。应当陈述最关键的一些要求，并对

诸如系统成本、关键性和可行性等指标进行评审。
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开发和承诺前，可利用获取过程来帮助做出决定，以确定要求是否在技术上

和运作上都是可行的，甚至可利用开发过程来开发决策所需要的软件、方法或模型。
 概念探索和定义活动

这个活动是初始的计划阶段。在这个阶段，通过综合的研究、试验性开发和概念评价对技术的、策略

的和经济、市场的基础进行评估。为满足所确定的需求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被细化，或者通过可行性

评价、估算（如：成本、计划进度、市场、智力和后勤）、折中方案研究和分析来选择备选的解决方案。这个

活动的输出通常是初步系统需求，还可能有软件的原型，它们将被输入给下一个活动。
获取、供应和开发过程可以用来：
——帮助判定初始的系统需求；
——开发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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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把用户的反馈纳入到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开发过程本身可成为一种方法，以开发用于进行相关的决策支持的分析燉模拟模型软件。

 论证和确认活动

在这个活动中，系统特性、有关概念，以及解决方案（包括计算机资源）将通过实施系统工程、配置主

要设备、开发原型软件、测试以及评价等方式得到进一步的定义。系统特性及其相关概念、所有解决方案

都得到确认，以便论证该系统（包括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是否适合于工程化的开发方式。然后，系统需

求将被设定为系统的基线，并初步分配给系统的相关部件（如：硬件、计算机、软件和人员）。这些活动的

输出将被输入给下一个活动。
获取、供应和开发过程可以用于分析和定义系统需求、最高层的系统设计方案和系统各部件（包括

软件）的初步需求。开发过程可以作为进行需求分析、论证、确认、测试、制作原型以及设计解决方案的一

种方法。
 工程化燉开发活动

该活动是系统硬件、计算机、软件、设备、人员子系统、培训和支持项被设计、制作、集成、测试和评价

的阶段。输出是一个很接近目标产品的系统、下一活动所必需的文档和证明所生产的系统合格的测试

结果。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完全适用于该活动。获取、供应和开发过程的过程、活动和任务宜经过适当的选择、剪

裁，以实施软件的开发或升级。该活动所涉及的开发过程是由软件与其他系统部件共同协调实施的，可

以是开发过程的一次执行或多次迭代执行。其输出是关于软件需求、设计和编码的基线。
如果要开发的软件将要成为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开发过程的所有活动都是必需的。此外需要搞清楚

开发者是否将执行或支持与系统有关的活动。如果将要开发的软件是独立的而不是系统的一部分，那么

就不需要进行与系统有关的活动，但宜加以考虑。
 生产燉制造活动

在 此活动中，设计和开发好的系统要经历为需方（用户）进行生产或为进入市场（消费者）进行制造

等阶段。生产阶段包括批准生产、生产过程、直到系统被交付和验收，目标是有效地为需方（用户）生产并

交付可正常运行且享有支持服务的系统。制造阶段是从批准制造和制造过程到系统被重新设计或者退

役。目标是有效地为消费者制造和交付可正常运行的、并享有支持服务的系统。
与硬件相比，软件生产燉制造的工作量是极小的。它包括，为各种用户燉消费者将开发好的软件和文

档复制到适当的介质上，对此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没有明确的任务，可利用当地业界的惯例和政府法规。配

置管理过程的发行管理和交付活动可以用来控制相关的任务。其他的活动（如：完整性验证）可以在适当

的地方使用。
 提交试用燉销售活动

在此活动中，系统经历向需方（用户）提交试用或向客户销售等阶段。提交试用阶段从向需方（用户

和维护者）交付第一个可运作的系统开始。销售阶段从向用户发放第一批系统开始，直到系统退出市场

为止。
获取、供应和开发过程可以用于安装和检查已开发的或者经修改的软件。

 运作活动

该活动包括操作、运行或用户和消费者对系统的使用，并在系统撤离运作时结束。
获取、供应和运作过程可以用于软件的运作和为关联的用户提供运作支持。

 维护和支持活动

在该活动中，依据错误、不足、问题、用户请求或组织的改编、改进需要修改系统。该活动包括向用户

（或消费者）提供后勤、技术和修复支持。
获取、供应和维护过程可以用于软件的维护和向组织、用户和消费者提供支持服务。
与开发过程的所有接口需要被决定。根据该项工作的影响，考虑到适用的情形，需要的开发过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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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以有所不同。
 退役活动

在本阶段中，系统从正常的服务中退役。它包括将退役的系统存档和在给定的一段时间内向它的用

户提供有限的支持。
获取过程和维护过程的退役活动可以用于软件退役和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向组织、用户和消费者

提供支持服务。
 一般系统生存周期模型中的软件生存周期过程

表 ２给出了系统生存周期各阶段中的软件生存周期过程布局的一个例子。只给出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基本过程。可通过基本过程使用支持或组织过程。其中“Ｓ”代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一个过程的使用；“Ｍ”代

表方法的使用；“（Ｓ）”或“（Ｍ）”代表可能的使用。
表 ２ 一般的系统生存周期模型中的软件生存周期过程

软件生存周期过程

获 取 供 应 开 发 运 作 维 护

系统生存

周期过程

的阶段

需求判定 Ｓ （Ｍ）

概念探索与定义 Ｓ （Ｓ） （Ｓ），Ｍ

论证和确认 Ｓ Ｓ Ｓ，Ｍ

工程化和开发 Ｓ Ｓ Ｓ，Ｍ

生产燉制造

提交试用燉销售 Ｓ Ｓ Ｓ

运作 Ｓ Ｓ Ｓ

维护和支持 Ｓ Ｓ Ｓ

退役 Ｓ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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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质量过程和评价需求

与质量相关的支持生存周期过程，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的图 １中用结构图分组显示。这些过程是：

——质量保证；
——验证；
——确认；
——联合评审；
——审核。
在每个基本过程内，特定的任务引用这些过程来实施评价或评估，但是就任务实施者的责任而言，

还有一些附加的评价任务，这些附加任务的目的是逐渐改进任务、活动和过程的质量。对某些项目而言，
这将导致比生产一个质量合格产品需要双倍甚至更多的工作量。而对另外一些项目（如负有关键使命的

项目）而言，将需要所有的评价过程、活动和任务。因此使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剪裁与质量

相关的过程来适合于正在从事的项目，以及把特定的质量过程映射到执行项目的各个角色。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将这个重要的任务作为质量计划的准备，必要时由其他有关计划支持，如验证和确认计划。

对与质量有关的任务的剪裁可能导致将一些特殊的任务委托给其他的一些人。例如：在为公司开发

一个内部使用的管理信息系统的小项目中，所做的质量计划可能允许由项目组自己执行验证和确认工

作，并只执行一个简单的管理评审过程。而对于为客户开发的大的负有关键使命的系统，则项目计划可

能要求安排独立的验证和确认小组，并需要进行联合评审和审核。这里行使驱动权力的是项目的大小和

复杂度以及所生产的应用或系统的完整性级别。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表 Ａ１给出了与产品、服务和过程有关的评价需求。在项目或过程的生存周期

的活动中，评价者评价组织自己的或者其他组织的软件产品和服务。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将这些评价归成下面

列出的五种类型。前面四种评价类型是项目级的，最后一种是组织级的。这些评价必须根据项目的或组

织的策略和需要的范围、数量、复杂度和关键性按比例进行选择和剪裁。评价所产生的问题、不一致性和

改进报告输入给问题解决过程。
表 Ａ１ 产品、服务和过程的评价需求

评价类型 参考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 目 的 实 施 者 备 注

过程内评价 ５１到 ５５ 日常活动
执 行 过 程 内 指 定 任 务 的

人员
—

质量保证 ６３

独 立 地 确 保 软 件 产 品 及

服 务 与 合 同 的 需 求 一 致，
并遵守所建立的计划

组 织 内 独 立 于 软 件 开 发

人员的人

可 以 使 用 其 他 活 动 的 结 果

作 为 输 入；可 以 将 这 些 活 动

和其他评价活动协同进行

验证和确认 ６４和 ６５
依 据 项 目 在 不 同 的 深 度

验证和确认产品

需 方、供 方、开 发 者、运 作

者、维 护 者、中 立 方 或 第

三方

不 可 以 重 复 或 取 代 其 他 评

价，即它们是补充的

联合评审

和审核
６６和 ６７

基 于 已 经 同 意 的 计 划 表，
评 价 产 品 和 活 动 的 状 态

和依从情况

评 价 方 （评 审 者 或 审 核

者）和 被 评 价 方 （受 评 审

者或受审核者）的联合

—

评估和改进 ７３ 有效的管理和自我改进 管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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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过程输出分类

本附录标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所要求或推荐进行文档编制的过程的输出。只列出了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那些

要求输出的章节。这些输出的文档宜根据项目或组织的范围、数量、复杂性和关键性按比例选择和确定。
在表 Ｂ１中，“输出”栏中不一定是文档的名称或标题。

表 Ｂ１ 生存周期基本过程的输出

过 程 条 目 输 出 输出类型

获取过程 ５１１８ 获取计划 计划

５１１９ 验收策略和条件 描述

５１２１ 建议书（或标书） 描述

５１２１ 获取文档 描述

５１３１ 供方选择规程 程序

５１３４ 合同 合同

供应过程 ５２２１ 建议书 建议书

５２４５ 项目管理计划 计划

５２６４ 评价、评审、审核、测试和问题解决报告 报告

开发过程 ５３１２ 问题和不一致记录 记录

５３１４ 开发计划 计划

５３２１ 系统需求规格说明书 描述

５３３１ 系统体系结构文档 描述

５３３１ 系统分配文档 描述

５３４１ 软件规格说明书 描述

５３４２ 软件规格说明书评价 记录

５３５１ 软件配置项 软件

５３５１ 体系结构规格说明书 描述

５３５２ 接口软件规格说明书 描述

５３５３ 数据库顶层设计 描述

５３５４ 用户手册 手册

５３５５ 测试需求 描述

５３５６ 设计评审 记录

５３６１ 详细设计 描述

５３６２ 详细接口软件规格说明书 描述

５３６３ 详细数据库设计 描述

５３６５ 软件单元测试需求 描述

５３６７ 详细设计评审 记录

５３７１ 软件单元和数据库 软件

５３７１ 测试程序 程序

５３７２ 软件单元测试结果 记录

５３７５ 软件编码和测试结果评审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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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１（完）
过 程 条 目 输 出 输出类型

５３８１ 软件集成计划 计划

５３８２ 软件集成和测试结果 记录

５３８５ 软件集成计划和文档评审 记录

５３９１ 软件配置项合格性测试结果 记录

５３９３ 软件集成评审 记录

５３９４ 软件集成审核 记录

５３１０１ 系统集成和测试结果 记录

５３１０２ 系统合格性测试需求 描述

５３１０３ 系统合格性测试评审 记录

５３１１１ 系统合格性测试结果 记录

５３１１３ 系统审核结果 记录

５３１２１ 软件安装计划 计划

５３１２２ 软件安装事件和结果 记录

５３１３１ 软件验收评审和测试 记录

运作过程 ５４１１ 运作计划 计划

５４１２ 问题报告程序 程序

５４１２ 问题报告 记录

５４１３ 操作环境的测试程序 程序

维护过程 ５５１１ 维护计划 计划

５５１１ 维护程序 程序

５５１２ 问题和修正请求程序 程序

５５２４ 问题燉修正请求记录 记录

５５３１ 修正记录 记录

５５３２ 修正测试结果 记录

５５５２ 移植计划 计划

５５６１ 退役计划 计划

表 Ｂ２ 生存周期支持过程的输出

过 程 条 目 输 出 输出类型

文档编制过程 ６１１１ 文档编制计划 计划

配置管理过程 ６２１１ 配置管理计划 计划

６２４１ 配置管理报告和记录 记录

质量保证过程 ６３１３ 质量保证计划 计划

６３１４ 质量保证记录 记录

验证过程 ６４１５ 验证计划 计划

确认过程 ６５１４ 确认计划 计划

联合评审过程 ６６１４ 联合评审结果 记录

审核过程 ６７１５ 审核结果 记录

问题解决过程 ６８１１ 问题报告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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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３ 生存周期组织过程的输出

过 程 条 目 输 出 输出类型

管理过程 ７１２１ 管理计划 计划

７１３３ 问题分析 报告

基础设施过程 ７２１２ 基础设施计划 计划

７２２１ 基础设施配置 描述

改进过程 ７３１１ 组织过程程序 程序

７３２１ 过程评估程序 程序

培训过程 ７４１１ 培训计划 计划

７４３１ 培训记录 记录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附录 Ａ中的剪裁过程是提供来作为规范的参考。引用时，需要下面的输出。
表 Ｂ４ 剪裁过程的输出

过 程 附 录 输 出 输出类型

剪裁过程 Ａ４１ 剪裁决策和理由 记录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生存周期模型

有许多的软件生存周期模型。但是，其中有三种主要的模型，它们是：
——瀑布型；
——增量型；
——演化型。
这些生存周期模型中的每一种都可以原封不动地使用，或者也可以把它们结合成一种混合型的生

存周期模型。通过生存周期模型的选择，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过程、活动和任务被链接起来，并且它们的优先

关系被定义。
本附录描述上述三种主要的生存周期模型，以及与它们相关的风险因素（原因）和时机（益处）。在为

项目决定生存周期模型时，宜考虑这些风险因素和时机。

﹤ 瀑布型

瀑布型生存周期模型本质上是一次通过、每个活动做一次的方法。简单来说即：
——确定用户要求；
——定义需求；
——设计系统；
——制作系统；
——测试；
——改正；
——交付或使用。
在这种方法中，随着每个软件项的开发，开发过程的活动和任务通常是顺序地执行。然而，在顺序的

活动相交时，它们有可能部分平行执行。
当并发地开发几个软件项时，可以对所有的软件项平行地使用开发过程的活动和任务。维护和运作

过程通常在开发过程后使用。获取、供应、支持和组织过程通常和开发过程平行地使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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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Ｃ１ 瀑布型例子

﹤ 风险

在评价该方法时，要考虑以下相关的风险因素：

ａ）需求未被充分理解；
ｂ）系统太大而不能一次做完所有事；

ｃ）事先打算采用的技术迅速发生变化；
ｄ）需求迅速发生变化；

ｅ）有限的资源，如：现有的工作人员燉资金；

ｆ）无法利用某一中间产品。
﹤ 时机

可使用该方法的时机，即当希望：

ａ）所有的系统功能一次交付时；
ｂ）必须同时淘汰全部老系统时。

﹤ 增量型

增量型生存周期模型，也叫作有计划的产品改进型，它从一组给定的需求开始，通过构造一系列的

可执行工作版本来实施开发活动。第一个工作版本纳入一部分需求，下一个工作版本纳入更多的需求，
以此类推，直到系统完成。每个工作版本都要执行必要的过程、活动和任务，如：需求分析和体系结构设

计需要执行一次，而软件详细设计、软件编码和测试、软件集成和软件合格性测试在每个工作版本构造

过程中都执行。
在这种方法中，在开发每个工作版本时，开发过程中的活动和任务顺序地或部分平行地使用。当相

继的工作版本在部分并发开发时，开发过程中的活动和任务可以在各工作版本间平行地被采用。
在所有的工作版本中，开发过程的活动和任务通常按相同的顺序被重复使用。维护过程和运作过程

可以与开发过程平行地使用。获取过程、供应过程、支持过程和组织过程通常与开发过程平行地进行。

﹤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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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该方法时，有些相关的风险因素需要考虑：
ａ）需求未很好地被理解；
ｂ）一次要求所有功能；
ｃ）事先打算采用的技术迅速发生变化；
ｄ）需求迅速发生变化；
ｅ）长时期内有限的资源的保证（工作人员燉资金）。

﹤ 时机

可使用该方法的时机，即当希望：
ａ）需要早期获得功能；
ｂ）中间产品可以提供使用；
ｃ）系统被自然地分割成增量；
ｄ）工作人员燉资金可以逐步增加。

→可能的信息流

Ｒ：需求 Ｃ燉Ｔ：编码和测试

Ｄ：设计 Ｉ燉ＡＳ：安装和验收支持

图 Ｃ２ 增量型例子

﹤ 演化型

演化型生存周期模型也是通过构造系统的各个可执行的工作版本来开发系统的，但是，与增量型生

存周期模型的区别是承认：需求不能被完全了解，且不能在初始时就确定。在该方法中，需求一部分被预

先定义，然后在每个相继的工作版本中逐步完善。
该方法中，每个工作版本在开发时，开发过程中的活动和任务顺序地或部分重叠平行地被采用。
对所有的工作版本，开发过程中的活动和任务通常按同一顺序被重复使用。维护过程和运作过程可

以与开发过程平行地使用。获取过程、供应过程、支持过程和组织过程通常与开发过程平行地使用。
表 Ｃ１说明了怎样映射软件生存周期模型过程，来产生演化型生存周期的生存周期模型。这里只考

虑了开发过程。做标志的条目表明一个活动或任务的实例，水平轴代表时间刻度。如果需要，该映射可

以做得更详细。
﹤ 风险

在评价演化型方法时，有些相关的风险因素需要考虑：
ａ）一次要求所有功能；
ｂ）长时期内有限的资源（工作人员燉资金）的保证。

﹤ 时机

可使用本方法的时机，即当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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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需要早期获得功能；
ｂ）中间产品可以提供使用；
ｃ）系统被自然地划分为增量；
ｄ）工作人员燉资金可以逐步增加；
ｅ）需要通过用户反馈来理解全部需求；
ｆ）便于对技术变化的监督。

→信息流（细化）

Ｒ：需求 Ｃ燉Ｔ：编码燉测试

Ｄ：设计 Ｉ燉ＡＳ：安装和验收支持

图 Ｃ３ 演化型例子

表 Ｃ１ 演化型开发映射例子

过程燉活动燉任务 时间刻度

过程实施     

系统和软件需求分析      

系统和软件结构设计      

软件详细设计      

软件编码和测试      

软件集成和合格性测试      

系统集成和合格性测试      

软件安装和验收支持      

运作过程                  

维护过程                  

文档编制过程                   

配置管理过程             

质量保证过程             

验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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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Ｃ１（完）

过程燉活动燉任务 时间刻度

确认过程             

联合评审过程           

审核过程     

问题解决过程                 

开发过程管理             

维护过程管理            

基础设施过程              

培训过程        

改进过程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剪 裁 示 例

﹥ 工作惯例的范围扩充

本示例解释了如何通过增加新的活动来剪裁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以扩展其范围，使之适应合同要求。同时

包括设计成与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具有相同风格的详细文本。
﹥ 场景

需求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决定应如何满足特定的需求，有可能仅用软件解决方案来满足需求，但

改变现有的工作惯例可能会更有益。
注意：这里的“工作惯例”是指工作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执行任务的方式。一个例子是文档的处理，

当系统改变时，可以不同的顺序对文档进行更加有效的处理。
在某些情况下，包括软件在内的系统的实施会对一个目标组织内的工作惯例产生重要的影响。经典

的例子如：工资单燉人员和信息管理系统，尤其是在从手工向电子运作转变的过程中。在所供应的软件是

现成的软件包，使用时需要少量修改或不需要修改时，期望改变工作惯例也是合理的。
﹥ 剪裁决定

以下活动已经被添加到开发过程：
——工作惯例的需求分析；
——工作惯例的设计和文档编制；
——工作惯例的集成。
以下活动已经被添加到运作过程：
——工作惯例的评价。

﹥ 剪裁理由

在 考 虑 应 用 到 更 宽 的 系 统 背 景 的 同 时，ＧＢ燉Ｔ ８５６６着 重 于 软 件 的 生 存 周 期 过 程。尽 管 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针对系统的一些活动和验证过程提供了对惯例工作惯例的支持，但如果更加突出工作惯

例部分，就能获得更有效的全面解决方案。当由于需要良好的通信和组织一级的改进控制而使工作惯例

显著改变时，这一点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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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Ｄ１ 工作惯例剪裁示例

以下 ４条是按照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风格定义的。它们详细说明了在每个增加的活动中宜执行的任务。
﹥ 工作惯例需求分析

该活动由以下任务组成，开发者应按照合同要求执行或支持这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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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应结合软件需求分析活动来分析现有的工作惯例，以确定实施系统的最有效的方法。它应包括

对业务活动、组织结构和每个相关组织单元的权利与职责的评审。工作惯例的需求应编成文档。
ｂ）评价工作惯例应考虑以下列出的准则。评价的结果应编成文档：
——系统和软件需求的可追溯性；
——来自股东和各联合体的资源的充分性；
——实施的可行性；
——对规章制度要求的依从性；
——系统的可审核性。

﹥ 工作惯例的设计和文档编制

对每个可标识的独立的工作惯例，本活动由以下任务组成：
ａ）开发者应协同利益相关小组决定与工作惯例相关联的过程流；
ｂ）开发者应开发程序化文档的初步版本；
ｃ）开发者应开发工作惯例的培训资料；
ｄ）开发者应把系统的引入看作一个整体，开发用于与获取组织中的人员进行通讯的宣传资料。

﹥ 工作惯例的集成

对每个独立的可标识的工作惯例，该活动包括以下任务：
ａ）开发者应根据初步的程序化文档和有关的软件开发一个试验性现场培训计划；
ｂ）开发者应使用程序化文档的初步版本进行培训，以决定文档和培训资料的有效性；
ｃ）开发者应参考以下准则来评价程序化文档、培训资料和宣传资料。评价的结果应编成文档：
——系统和软件需求的可追溯性；
——与软件组件运作的一致性；
——对规章制度的依从性；
——操作简便性；
——通信有效性；
——系统的可审核性。
ｄ）开发者应在必要时更新程序化文档和有关的资料。

﹥ 工作惯例的评价

本活动包括以下任务，运作者应按合同要求执行这些活动：
ａ）对软件产品或程序化文档的每一次发行，运作者都应确保系统是一致的；
ｂ）应开展用户满意度的定期调查，并进行分析，以决定系统的适用性。这些分析应在适当时推荐文

档化的活动进程。如：通过附加的培训、工作惯例评审或软件修正。

﹥ 小系统原型化举例

本例详细说明了如何剪裁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来适应小系统的原型化。
﹥ 场景

对小业务系统的开发，若完全覆盖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可能过于烦琐，这样会导致工作的浪费，所产生的

文档意义不大，却不必要地增加了项目的成本。在这种情形下，原型化解决方案可能是达到需求目标的

费效最佳的方法。
这种解决方案的关键目标是在项目的早期获得尽可能多的细节。这是通过软件开发者和熟悉相关

业务过程的用户之间的直接通讯实现的。系统需求由用户说明，尤其是系统功能和外部接口，相关业务

过程通过用户对原型的一系列评价加以细化。
对于小系统来说，硬件、操作系统软件和数据库包可以在市场上通过购买比较标准的产品而获得。

软件开发者可以使用带有第四代语言开发环境的数据库快速地设计屏幕和灵活地添加、修改和删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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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项。用户也可有机会通过在真实环境下试运行，并凭经验来迅速验证该解决方案。
需求分析和合格性测试之间的时间间隔将大幅度减少，可以期望这种解决方案能更充分地满足需

求，因为它因融入了用户的理解和投入而得到增强。
﹥ 剪裁决定

以下标准活动已经组合到利用所谓第四代语言进行软件编码的独立活动中：
——软件体系结构设计；
——软件详细设计；
——软件集成。
该独立活动如图 Ｄ２中所示的那样使用。图中，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有关的活动被醒目地显示并被连接到

原型方法的一个图形描述。
时间盒方法是一种允许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制作原型，并可以进行任意次的迭代的方法。

﹥ 剪裁理由

需要原型化方法以便快速而精确地决定用户界面。一旦该界面被认可，系统的开发就可以开始考

虑，如数据变换和性能特性等方面。
软件开发者通过以下几点控制原型的制作：
——需求按优先权排序；
——施加时间盒限制；
——最终用户的介入。

﹥ 快速应用开发的例子

前面的例子介绍了原型化。本例在一个完整的系统开发生存周期模型中使用原型化，通常称作快速

应用开发（ＲＡＤ）。
注 意：本 ＲＡＤ例 子 来 自 动 态 系 统 开 发 方 法（ＤＳＤＭ），一 个 公 共 领 域 的 ＲＡＤ方 法（ｗｗｗ．ｄｓｄｍ．

ｏｒｇ）。
﹥ 场景

ＲＡＤ方法要获得成功，开发者必须和最终用户一起工作，必须在技术上以及对所使用的工具有经

验，并且应用领域必须是非关键性的（商用的）。在这些前提条件下，ＲＡＤ还有以下重要的成功因素：
——给业务需求安排优先权，正好与系统运行特性的质量相反；
——进行基于产品的评审，该评审强调工作产生出什么，它比基于活动的评审更灵活，后者强调工

作是怎样完成的；
——使用强壮的配置管理程序，因为每个改变都可能被撤销；
——激励团队实现业务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完成所分配的任务。
——贯穿整个生存周期的集成测试；
——把时间和成本估算建立在最终产品的功能上，而不是期望的开发活动；
——风险评估关注系统功能，而不是系统的构造；
——给高层次的需求划定基线，使之在开发过程中分解有足够的灵活性。

﹥ 剪裁决定

所采用的 ＲＡＤ生存周期模型包括如图 Ｄ３中描述的各部分：
ａ）可行性

审查项目是否满足 ＲＡＤ成功的准则；
注意：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的 ５３１中的开发过程——过程实施覆盖了这一点。
ｂ）业务研究

定义范围和开发原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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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的 ５３１中的开发过程——过程实施覆盖了这一点。

图 Ｄ２ 原型化剪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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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功能模块迭代

产生一个功能原型、非功能性需求的描述和实施策略；
注 意：这 可 能 是 作 为 开 发 过 程 的 附 加 的 非 交 付 项，通 过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 的 ５３１过 程 实 施 调 用。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其他方面，如验证和质量保证，可能是有用的。
ｄ）设计和建立迭代

生产经测试的满足所有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的系统。
注意：这是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５３３到 ５３８——系统结构设计到软件集成的快速迭代。
ｅ）实施

此处，开发者在用户环境中实现系统，同时提供文档和培训。
注意：这是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５３１２——软件安装与文档编制和培训过程的组合。在 ｃ）和 ｄ）中，开发

者标识原型，确认计划表，然后创建和评审这些原型。该迭代周期的每个方面都按时间盒方式：即设置时

限并按照初始调查、细化和强化三层次迭代规范。
注意：对于完整的剪裁，宜在任务级建立 ＲＡＤ方法和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之间的映照。

﹥ 剪裁理由

ＲＡＤ方法经常因为要迅速得到新系统或者在完整的系统开发期间紧急地要得到系统而被采用。

图 Ｄ３ 快速应用开发示例

﹥ 维护举例

本例详细说明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可以怎样通过增加和删除活动进行剪裁以适应特定的维护环境。同时包

括与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相同风格的详细文本。

﹥ 场景

在供应过程中对合同进行调查时，维护者可以希望向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增加过程和任务。例如，在获取

过程中，维护者可能与原先的系统供方不同，即维护者可能想要对所获取的将要维护的软件产品进行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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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析。根据这些分析，维护者可以在激活整个维护过程之前，对软件产品进行再工程。这就可以通过

向获取过程增加称作软件工程和质量评估的活动来适应。在获取过程中，重要的是，确保这些任务在合

同中有所反映并且在验收和完成时执行。
如果决定要对软件产品进行再工程，维护者可能不想执行维护过程的所有活动。通常，在决定进行

再 工 程 时，软 件 产 品 的 寿 命 就 扩 展 了，有 可 能 超 出 合 同 的 持 续 时 间。因 此，剪 裁 掉 退 役 活 动（参 阅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５５６）是适当的。
可以通过向联合评审过程（参阅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６６）增加任务来实现附加的质量要求。维护者可能

需要在开发过程和维护过程中由维护人员做非正式的同行评审，并且在交付软件产品之前进行。
维 护者可以通过在所有过程中使用质量度量来增强改进过程。对改进过程（参阅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的

７３）增加一个度量收集、分析和解释的任务将有助于改进。
图 Ｄ４提供了本例中如何剪裁维护过程的图形描述。该例不宜作为维护剪裁的完整处理来理解，而

仅是特定的添加和删除的例子。
﹥ 剪裁决定

命名为软件工程和质量评估的活动已经增加到获取过程。
软件退役活动已经从运作过程中删除。

﹥ 剪裁理由

在合同验收之前，维护组织需要对现有软件进行分析。合同规定的条件不包括处理退役的需求。
﹥ 软件工程和质量评估

该活动包括下列任务，维护者应该按照合同要求实施或支持这些活动：
ａ）应分析所交付软件产品的代码来决定软件的可维护性。评价应特别考虑以下几点：
——软件产品的规模；
——注释代码行数和源代码行数；
——软件组件的复杂度。
ｂ）应分析所交付软件产品的代码来决定是否需要再工程。应实施以下几点：
——找出多余的代码；
——标识从不执行的代码区域；
ｃ）基于所标识的不必要的代码的数量及其复杂度，应做出对软件产品再工程的决定。应实施以下

几点：
——删除多余的代码；
——删除从不执行的代码；
——重新设计和开发高复杂度的代码；
——重新构造软件产品。
注意：本例的目的是，如果需要工程化，那么需要对开发过程的进一步的剪裁。

﹥ 软件退役

应从维护过程中删除退役活动，因为：
——维护者将不执行维护过程的退役活动。

﹥ 同行评审

下列任务应增加到联合评审过程：
——在依照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的 ６６，在软件开发过程的软件详细设计、软件编码和测试、软件集成和

软件合格性测试活动期间，维护者应进行非正式的同行评审。
﹥ 质量度量

下列任务应在过程改进活动中增加到改进过程中（参阅 ＧＢ燉Ｔ８５６６中的 ７３）：
——维护者应收集、分析和解释与维护过程有关的软件质量度量，以帮助过程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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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Ｄ４ 维护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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