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开发的形式化工程方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软件开发的形式化工程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2183174

10位ISBN编号：7302183171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少英

页数：4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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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介绍了软件开发技术的最新成果——形式化工程方法，并在精确而简单的概念
描述和必要的数学定义基础之上，以大量浅显易懂的案例系统地阐述了一个具体的系统建模和功能描
述语言SOFL(Structured Object-Oriented Formal Language)以及在此语言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并具有代表
性的形式化工程方法，称为SOFL方法。。大家都知道，大型软件产品的开发是一个一般需要多数开发
人员参加的复杂过程。它的主要环节有三个：理解、创造和确认。为了给用户提供满意而正确的软件
产品，开发者首先必须正确和全面地理解用户的要求，包括功能要求。必要的数据资源。对功能与数
据资源或系统行为的限制。在此基础之上，开发者必须通过系统的设计，构建软件系统的体系结构。
数据结构和有效的算法，并以一定的编程语言实现其代码。这一系列的创造过程是不可能完全自动实
现的，它必须依靠软件开发者来完成。然而，开发者是不能保证不出错的。实际上，大型软件系统的
开发过程中一般都要出现大量的人为错误，经常造成软件产品的生产费用增大，不能按时交货，或不
能保证质量。为此，完成的软件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到严密的确认以后其产品才能送交用户使用。保证
软件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软件开发方法。开发方法是不是实用有效，一般取决于它是否具备
三个要素：简单。可视化和精确。也就是说，该方法必须用起来简单，其表现形式要有效地发挥图形
语言的可视化效果，同时所表达的内容必须精确以确保其意思能被准确理解。传统的软件开发方法，
像结构化和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基本上都用自然语言或语义不明的图形语言来描述用户的需求和系
统设计文档。由于自然语言表达结构和所用术语的意思不清楚所造成的二义性，使得软件文档经常被
误解或被随意解释以造成大量严重的设计或实现上的错误。这种局面也严重地影响了切实有效的支撑
工具的开发和建立。.。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Hoare逻辑和Dijkstra的最弱前置谓词演算为基础发展
而来的形式化开发方法为严密地开发软件系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为解决上述问题迈出了重要的
一步。这些技术包括形式化规范说明书写作语言，逐步求精的开发方法，以及程序正确性证明技术。
但遗憾的是，这些形式化技术只重视规范说明书的精确性和软件开发的严密性，而未能在简单可行和
有效的可视化方面取得可喜的进展。恰恰相反，大型软件系统的形式化规范说明书往往复杂难懂，修
改花费时间，出错的可能性很大。加之，逐步求精的开发方法和正确性证明技术都对开发人员的抽象
和逻辑演算能力要求很高，使得这种技术很难被一般企业的软件开发者所接受。如何才能使严密性很
高的形式化开发方法融合到传统的软件工程过程和技术中以提高和促进它们的严密性。有效性以及可
控制性从而最终达到提高软件生产效率和软件质量的目的就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形式化工
程方法和SOFL方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逐渐形成并发展而来的。其目的就是建立起
能把形式化开发方法有效地结合到传统的软件开发过程和方法中的技术，使得形式化方法能够更加简
单地被一般软件开发者使用，发挥其高严密性的特长以促进传统软件开发技术的有效性和系统性，并
使软件开发过程能得到更加有效的工具支撑。为建立有效的系统模型和确切的需求规范说明书，SOFL
方法提供了具有简单。可视化和精确特点的形式化规范说明书语言和行之有效的建立形式化规范说明
书的三步法。为有效地查出需求规范说明书中的错误，SOFL提供了严密的复审(review)和说明书测试
技术。为有效地利用结构化和面向对象设计方法的各自优势，SOFL提供了把结构化和面向对象的设计
方法有机结合的技术，使得结构化方法在需求分析和抽象设计方面发挥其优点以方便开发者和用户之
间的交流和合作，而使面向对象方法在详细设计和编码方面发挥其特长以增强所开发系统的可维护性
和重用性。它也提供了把结构化设计转化成面向对象的程序代码的方法和技术。为有效地发现程序中
的错误，SOFL提供了基于形式化规范说明书的严密检查(inspection)和严密测试技术。虽然这最后两种
查错技术没有包括在本书之内，但它们已形成SOFL方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总而言之，SOFL是集结
构化。面向对象和形式化方法于一身，并具有简单。可视化和精确的特点的形式化工程方法。它已被
工业界和多数软件工程人员所使用，其效果正在引起更多软件工程师和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本书的
内容反映了作者在为提高软件开发质量以及开创严密有效和实用可行的形式化工程方法这个新技术领
域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并为进一步彻底的解决软件危机这个一直在困扰软件工程的重大难题，提出
和阐述了“智能软件工程环境”这个未来软件工程的发展方向。作为本书的作者，在2008年第29届奥
运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能将此书与国内读者见面，我感到由衷的欣慰，也很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极
大热情和努力，帮助我实现了多年来想把形式化工程方法SOFL介绍给国内软件工程界的大学生。研究
生。研究者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夙愿。我衷心希望读者能通过学习本书的内容享受到形式化工程方法
的新思想，掌握其应用的系统技术，并提高开发高质量软件产品的技巧和能力，为自己的学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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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及工作创造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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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books are to be whole-heartedly welcomed because they are written with an acute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for designers of useful software. 　　--Cliff B. Jone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robably the best coverage
of any formal treatment I have seen. 　　--Peter Lindsa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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