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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度量信息系统交付质量》针对软件分析。设计、测试，维护等各个阶段，研究提高软件可信性的理
论和方法，研究如何对软件可信性进行评估和度量。全书共分为十五章，具体包括：信息系统质量概
述、软件质量概念和管理问题概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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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前面的两种缺陷同时发生。解决这类型的问题有时需要领域知识。 在某些情况下
，当我们试图集成一个RBT时，我们发现并不是只有叶子节点会与其他RBT或局部DBT产生交迭。在
这些情况下，这种冗余可以在集成时被排除。 虽然从原理上讲，构造一个算法使得集成步骤“自动化
”是可能的，虽然，现在已有支撑工具可以用来识别满足集成匹配准则的节点。但是集成问题是我们
在实际系统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因此如果能有人参与控制整个集成过程效果会更好。我们在大型工业
系统中进行集成的经验是，这种方法能够及早发现用传统形式化审查方法发现不了的一些问题。我们
获得经验是，需求集成是一种关键的完整性检查，所以对用于构建设计基础的需求集进行完整性检查
是明智的。 审查及自动化检测缺陷 一旦我们拥有一组被表示为集成设计行为树的功能需求，我们就
有了实施缺陷检测步骤的有利条件。设计行为树证明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表示法，它能反映出一系列在
初始需求描述中常见的、不完全的及不一致的缺陷。微波炉系统案例研究中提到了不完整性及其他缺
陷。 DBT可以进行人工书面形式化审查，但由于行为树拥有形式化语义（Winter，2004），因此我们
也可以使用工具（Smith等，2004）进行自动化的形式分析。这些工具的组合为发现缺陷提供了一个强
有力的武器。对简单的实例来说，如微波炉系统，我们很容易进行书面审查并识别大量的缺陷。对较
大的系统，即拥有大量状态及复杂的控制结构的系统，自动化工具对系统的、基于逻辑、可重复的缺
陷发现十分重要。我们现在认识到很多有条不紊的人工和自动缺陷检查能够基于DBT开展。 4.5.3缺失
条件和事件 一个常见问题是关于初始需求描述方面的。初始需求描述了可能应用在系统行为中的某一
点的一组条件，其中通常会遗漏促使行为完整的情况。这种最简单的情况是：在需求中的某个位置说
明了如果运用某一条件应该会发生什么，但其中并没有记载如果没有运用这个条件会发生什么。在系
统行为的某一点中也可能会存在缺失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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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度量信息系统交付质量》可作为从事军事信息系统建设的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学习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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