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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关键软件开发与审定》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是DO-178系列标准的直接制定者之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基于最新版本的DO-178C标准进
行高安全软件开发，既包括对标准的全面介绍，又包括依据该标准进行开发和审定的实用指南；既包
含多年从事高安全软件研制、管理、审定工作的经验，又包含相关最新软件技术的深入讲解。主要内
容有：在系统与安全性大视野中的软件；DO-178C标准的具体解释及如何有效使用；DO-178C相关的
工具鉴定、基于模型的开发、面向对象技术、形式化方法；成功开发高安全软件及审定的实用建议；
以及与高安全软件开发和验证相关的深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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