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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5000《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1部分:SQuaRE指南;
———第2部分:计划与管理;
———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第12部分:数据质量模型;
———第20部分:测量参考模型和指南;
———第21部分:质量测度元素;
———第22部分:使用质量测量;
———第23部分: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测量;
———第24部分:数据质量测量;
———第30部分:质量需求;
———第40部分:评价过程;
———第41部分:开发方、需方和独立评价方的评价指南;
———第42部分:评价模块;
———第45部分:可恢复性的评价模块;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第60部分:易用性测试报告行业通用格式(CIF):易用性相关信息的通用框架;
———第62部分:易用性测试报告行业通用格式(CIF);
———第63部分: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使用周境描述;
———第64部分: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用户要求报告;
———第65部分: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用户需求规格说明;
———第66部分: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评价报告。
本部分为GB/T25000的第5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5000.51—2010《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商业现货

(COTS)软件产品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与GB/T25000.51—201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GB/T25000.51—2010等同采用ISO/IEC25051:2006,本部分修改采用ISO/IEC25051:2014。
b) 术语和定义作了调整和补充。
c) 本部分中增加了“信息安全性”和“兼容性”的有关产品质量特性的表述,使用质量特性调整为

“有效性”、“效率”、“满意度”、“抗风险”和“周境覆盖”5大特性,相关的子特性也做了修改、调
整和补充(增加的条款详见5.1.2.1、5.1.4、5.1.6.2、5.1.6.3、5.1.8.4、5.1.10、5.1.15、5.1.16、
5.1.17、5.2.13.1、5.2.15.1、5.2.16.1、5.2.17、5.2.18.1、5.2.19.1、5.3.3、5.3.4.1、5.3.5.5、5.3.6.1、
5.3.7.1、5.3.9、5.3.10、5.3.11、5.3.12、5.3.13、6.2.4、6.2.5、6.2.6、6.2.7)。

d) 附录部分也作了调整。
本部分采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IEC25051:2014《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

(SQuaRE) 就 绪 可 用 软 件 产 品 (RUSP)的 质 量 要 求 和 测 试 细 则》(英 文 版)。本 部 分 与

ISO/IEC25051:2014的主要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a)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将原国际标准中引用的ISO/IEC25000删去,因为正文中未引出;将

ISO/IEC25010替换为注日期引用的国家标准GB/T25000.10—2016,因为质量模型的引用

必定是注日期引用。
Ⅲ

GB/T25000.51—2016



b) 由于GB/T25000.10—2016是修改采用ISO/IEC25010:2011,据此5.1、5.2、5.3的相关特性

说明做了相应修改,主要针对依从性问题。
c) 国际标准中5.1.4.1“产品说明中描述的全部功能,应依照软件质量特性的要求进行分类(5.3.2~

5.3.9)”纠正为“产品说明中描述的全部功能,宜按照软件产品质量特性的说明进行归类(5.1.5~
5.1.1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国家应用软件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深圳市中安测标准技术有限公司、佛山柯维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软件评测中心有限公司、南京大学、珠海南方软件网络评测中心、湖北软件评测中

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软件评测中心、内蒙古电子信息产品质量检验院、南昌金庐软件园软件评测

培训有限公司、上海泽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得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
本部分起草人:张旸旸、冯惠、蔡立志、胡芸、王威、丁晓明、宋红波、罗亮、潘宇聪、何志明、廖辉、

张毅、薛保平、徐宝文、侯建华、王瑞、杨桂枝、夏启铭、黄兆森、刘潇健、李晓春、丁为清、高海龄、巩韶飞、
张雪莉、陈海、李英华。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544—1998;
———GB/T25000.5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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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广,其正确的运行对于业务、安全或个人的应用往往

至关重要。
RUSP可以是一种打包出售给对其特征和其他质量没有任何影响的需方的软件产品。典型情况

是,这种软件产品与其用户文档集一起预先包装好出售,或者从 Web商店下载。用户能在任何时间通

过云计算使用的软件产品可以认为是RUSP。包装封面提供的信息或者供方网站上的信息往往是制造

商或营销组织能与需方或用户交流的唯一手段。因此,给出基本信息,使需方能按自己需要来评价

RUSP的质量是重要的。
由于RUSP可能要在各种环境中运行,并且用户没有机会就所选择的产品与类似产品作性能比

较,因此选用高质量的RUSP是极其重要的。供方需要一种方式来确保用户信任RUSP提供的服务。
一些供方可能选择符合性评价组织的评价或认证,以协助其提供这种信任。

此外,当用户要求提供涉及业务或安全攸关风险的保证时,这种保证可能需要由用户在采购后选用

特定的技术来处置。本部分不规定RUSP的最低限度的业务或安全攸关的质量要求,但给出了资料性

指南(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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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
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
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

测试细则

1 范围

GB/T25000的本部分确立了:
a) 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
b) 用于测试RUSP的包含测试计划、测试说明和测试结果等的测试文档集要求;
注1:用于测试的文档的汇集称为“测试文档集”。

c) RUSP的符合性评价细则。
本部分还包括关于安全或业务攸关的RUSP的建议。
本部分仅涉及向用户提供对产品的信任,即RUSP能按所提供的和交付的说明运行。不涉及生产

实现(包含各种活动和中间产品,例如规格说明)。供方的质量体系超出了本部分的范围。
本部分适用于RUSP。
注2:RUSP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处理程序、电子表格、数据库控制软件、图形包、以及用于技术的、科学的或

实时的嵌入式功能的软件(例如实时操作系统)、人力资源管理软件、销售管理、智能手机应用、免费软件以及

诸如 Web网站和主页生成器之类的 Web软件。
注3:开源软件不属于RUSP的范畴。

本部分的预期用户包括:
a) 供方,当:

1) 规定RUSP的需求时;
2) 对照所声称的特性评估其软件产品时;
3) 发布符合性声明[ISO/IEC17050]时;
4) 申请符合性证书或标志[ISO/IEC导则23]时;

b) 希望建立某种认证模式(国际级、地区级或国家级)[ISO/IEC导则28]的认证机构;
c) 遵循本测试细则提供符合性证书或标志而进行测试的测试实验室[ISO/IEC17025];
d) 认可注册机构或认证机构以及测试实验室的认可机构;
e) 潜在的需方,其可能:

1) 把预期的工作任务要求与现有软件产品的产品说明信息进行比较;
2) 寻求已获认证的RUSP;
3) 检验要求是否被满足;

f) 可从更好的软件产品获益的最终用户;
g) 正在进行以下活动的组织:

1) 根据本部分的质量要求和方法建立管理和工程环境;
2) 管理和改进其质量过程及人力资源配置;

h) 可能对安全或业务攸关的应用中使用的RUSP提出要求或推荐使用本部分的要求的监管

机构。
附录B给出了如何使用本部分的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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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合性

RUSP满足以下条件即符合本部分:
a) 具有第5章中规定的特性;
b) 已按所编制的符合第6章要求的测试文档集进行了测试;
c) 记录测试期间发现的异常,并在产品发布前解决了这些异常。应消除违背广告宣传的性能声

称的异常,否则应取消此种性能声称。如果存在下述两种情况,可认为已知的异常是可接

受的:
1) 该异常不违背所声称的性能;
2) 供方已适当考虑了该异常的性质和对潜在需方的影响,认为该异常可忽略不计,并且已保

存了有关这些异常的文档以备日后改进。
第7章和附录A是可选的。
注:为便于符合性评价,本部分的要求是以第3级子条方式给出的(编号为X.X.X.X)。资料性注释完善这些条款,

可以作为指南。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

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4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4.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1.1 

需方 acquirer
从供方获取或采购产品或服务的利益相关方。
注:需方可能是以下之一:买主、顾客、拥有者、采购者。

[ISO/IEC12207:2008]
4.1.2 

异常 anomaly
与基于需求规格说明、设计文档和标准等的期望值的偏离或与某个人的感知或经验的任何条件的

偏离。
[IEEEstd1044—2009]

4.1.3 
应用管理职能 applicationadministrationfunction
由用户履行的职能,包括安装、配置、备份、维护(打补丁和升级)、卸载等。

4.1.4 
符合性评价 conformityevaluation
对产品、过程或服务达到规定要求的程度所进行的系统性考核。
[ISO/IEC导则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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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符合性评价报告 conformityevaluationreport
说明对RUSP实施评价的行为和结果的文档。
注:改写IEEEstd610.12—1998。

4.1.6 
就绪可用软件产品 ReadytoUseSoftwareProduct
RUSP
无论是否付费,任何用户可以不经历开发活动就能获得的软件产品。
注1:RUSP包括:

———产品说明(包括全部封面信息、数据表、网页信息等);
———用户文档集(安装和使用软件所必需的文档),包括为运行该软件产品所要求的操作系统或目标计算机的

任何配置;
———计算机媒体(磁盘、CD-ROM、网络可下载的媒体等)上的软件。

注2:软件主要由程序和数据组成。
注3:本定义也适用于产品说明、用户文档集,以及作为单独的制成品而被生产和支撑的软件,该软件不收取通常的

商业费用和证书费用。

4.1.7 
最终用户 enduser
最终受益于RUSP功能的个人。
注:最终用户可以是软件产品的正式操作员;或是临时用户,例如公众中的一员。

[GB/T25000.1—2010,定义4.14]
4.1.8 

故障 fault
计算机程序中不正确的步骤、过程或数据定义。
[IEEEstd610.12—1998]

4.1.9 
维护 maintenance
在交付后对软件系统进行修改的过程。
注:目的是更正错误、改进性能和属性、适应环境等。

[IEEEstd610.12—1998]
4.1.10 

通过/失败准则 pass/failcriteria
用于确定软件项或软件特征是否通过测试的判定准则。
[IEEEstd829.12—1998]

4.1.11 
产品说明 productdescription
陈述软件各种性质的文档。
注:主要目的是帮助潜在的需方在采购前对软件本进行适用性评价。

4.1.12 
产品标识 productidentification
软件产品的名称、版本、变体和日期信息。

4.1.13 
需求文档 requirementsdocument
包含RUSP要满足的要求或规则的任何组合的文档。
注:这些文档可以是技术报告、标准、针对某类用户的要求列表(或模型需求规格说明)或者是行政机构或管理机构

颁发的条例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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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软件功能 softwarefunction
软件中算法的实现,利用该实现,最终用户或软件可以执行某一工作任务的部分或全部。
注:功能不一定是最终用户可调用的(例如:数据的自动备份保存)。

4.1.15 
软件测试环境 softwaretestenvironment
对软件进行合格性测试或其他测试时所需要的设施、硬件、软件、固件、规程和文档集等。
[ISO/IEC/IEEE24765:2010]

4.1.16 
供方 supplier
与需方签订协议,为其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组织或个人。
注1:供方可能是承包商、生产方、供货商或零售商。
注2:在某些情形下,供方和需方属于同一组织。

[ISO/IEC12207:2008]
4.1.17 

测试(活动) test
在规定的条件下执行系统或组件、对结果进行观察或记录,并就该系统或该组件的某些方面作出评

价的活动。
[IEEEstd610.12—1998]

4.1.18 
测试用例 testcase
为某个特定目标(例如,为演练具体的程序路径或验证对特定需求的依从性)而开发的输入、执行条

件以及预期结果的集合。
[IEEEstd610.12—1998]

4.1.19 
测试文档集 testdocumentation
测试活动特有的文档汇集。

4.1.20 
测试目标 testobjective
待测量的已标识的软件特征的集合,通过在规定的条件下将实际的行为与要求的行为进行比较而

测量。
注:改写IEEEstd610.12—1998。

4.1.21 
测试计划 testplan
说明预期的测试活动的范围、途径、资源和进度的文档。
注:改写IEEEstd610.12—1998。

4.1.22 
测试规程 testprocedure
对于给定测试用例的设置、执行和结果评价的详细说明。
[IEEEstd610.12—1998]

4.1.23 
测试 (过程) testing
在规定的条件下运行某一系统或组件,观察或记录其结果,并就该系统或组件的某些方面作出评价

的过程。
[IEEEstd610.1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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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 
测试说明 testingdescription
测试执行条件的说明(即测试规程)。

4.1.25 
用户 user
使用RUSP并获得收益的组织或个人。
注:在同一人或组织中,用户角色和操作员角色可能被同时赋予或先后赋予。
[ISO/IEC12207:2008]

4.1.26 
用户文档集 userdocumentation
随同软件提供的协助用户使用该软件的信息。

4.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M:配置管理(ConfigurationManagement)
RUSP: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eadytoUseSoftwareProduct)
SQA:软件质量保证(SoftwareQualityAssurance)
SQC:软件质量控制(SoftwareQualityControl)

5 RUSP的要求

5.1 产品说明要求

注:在ISO/IEC9127《软件工程 用于顾客软件包的用户文档集和封面信息》中有关封面信息的段落可用作编制产

品说明的输入。

5.1.1 可用性

产品说明对于该产品的潜在需方和用户应是可用的。

5.1.2 内容

5.1.2.1 产品说明中宜阐明所运行软件的质量特性。
5.1.2.2 产品说明应包含潜在需方所需的信息,以便评价该软件对其需要的适用性。
5.1.2.3 产品说明应避免内部的不一致。
5.1.2.4 产品说明中包括的特性陈述应是可测试的或可验证的。

5.1.3 标识和标示

5.1.3.1 产品说明应显示唯一的标识。
5.1.3.2 RUSP应以其产品标识指称。
5.1.3.3 产品说明应包含供方和(当适用时)供货商、电子商务供货商或零售商的名称和邮政或网络

地址。
5.1.3.4 产品说明应标识该软件能完成的预期的工作任务和服务。
5.1.3.5 当供方想要声称符合有影响到该RUSP的法律或行政机构规定的文件时,则产品说明应标识

出这些需求文档。
5.1.3.6 产品说明应陈述是否对运行RUSP提供支持。
5.1.3.7 产品说明应陈述是否提供维护。如果提供维护,则产品说明应陈述所提供的维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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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映射

产品说明中所提及的全部功能,宜按照软件产品质量特性的说明进行归类(5.1.5~5.1.12)。

5.1.5 产品质量———功能性

5.1.5.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功能性的陈述,要考虑功能完备性、
功能正确性、功能适合性以及功能性的依从性,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依从性证据。
5.1.5.2 产品说明应提供该产品中最终用户可调用的功能的概述。
5.1.5.3 产品说明应描述用户可能遭遇关键缺陷的所有功能。

注1:关键缺陷可能是:
———数据丢失;
———死锁。

注2:更多的信息参见ISO/IEC15026。

5.1.5.4 产品说明应给出用户可能碰到的所有已知的限制。
注:这些限制可能是:
———最小或最大值;
———密钥长度;
———一个文件中记录的最大数目;
———搜索准则的最大数目;
———最小样本规模。

5.1.5.5 当有软件组件的选项和版本时,应无歧义地予以指明。
5.1.5.6 当提供对软件的未授权访问(不管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的预防措施时,则产品说明应包含这

种信息。

5.1.6 产品质量———性能效率

5.1.6.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性能效率的陈述,要考虑时间特性、
资源利用性、容量以及性能效率的依从性,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依从性证据。
5.1.6.2 所有已知的影响性能效率的条件都应说明。

注:所陈述的条件可能是:
———系统配置;
———RUSP有效工作所需的资源,例如带宽、硬盘空间、随机存储器、视频卡、无线互联网卡、CPU速度等。

5.1.6.3 产品说明中应描述系统的容量,尤其与计算机系统相关的容量。

5.1.7 产品质量———兼容性

5.1.7.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兼容性的陈述,要考虑共存性、互操

作性以及兼容性的依从性,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依从性证据。
5.1.7.2 产品说明应以适当的引用文档指明RUSP在何处依赖于特定软件和(或)硬件。
5.1.7.3 产品说明应标识用户调用的接口和相关的被调用软件。

5.1.8 产品质量———易用性

5.1.8.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易用性的陈述,要考虑可辨识性、易
学性、易操作性、用户差错防御性、用户界面舒适性、易访问性以及易用性的依从性,并以书面形式展示

可验证的依从性证据。
5.1.8.2 产品说明应指明用户接口的类型。

注:这些接口可能是:
———命令行;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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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窗;
———功能键。

5.1.8.3 产品说明应指明使用和操作该软件所要求的专门知识。
注:这些专门知识可能是:
———所使用的数据库调用和协议的知识;
———技术领域的知识;
———操作系统的知识;
———经专门培训可获得的知识;
———产品说明中已写明的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的知识。

5.1.8.4 如适用,产品说明应描述防止用户误操作的功能。
5.1.8.5 当预防版权侵犯的技术保护妨碍易用性时,则应陈述这种保护。

注:这些保护可以是:
———程序设置的使用截止日期;
———拷贝付费的交互式提醒。

5.1.8.6 产品说明应包括可访问性的规定标示,特别是对有残疾的用户和存在语言差异的用户。

5.1.9 产品质量———可靠性

5.1.9.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可靠性的陈述,要考虑成熟性、可用

性、容错性、易恢复性以及可靠性的依从性,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依从性证据。
注:除非开发者能以服务数据或其他可验证的数据证实所做的声称,否则开发者不宜作出可靠性声称。

5.1.9.2 产品说明应就软件在遇到由用户接口出错、应用程序自身的逻辑出错、系统或网络资源可用性

引发差错的情况下的继续运行(即可用)能力作出说明。
5.1.9.3 产品说明应包括关于数据保存和恢复规程的信息。

注:指明数据备份由操作系统的功能来执行也是可接受的。

5.1.10 产品质量———信息安全性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信息安全性的陈述,要考虑保密性、完整

性、抗抵赖性、可核查性、真实性以及信息安全性的依从性,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依从性证据。

5.1.11 产品质量———维护性

5.1.11.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维护性的陈述,要考虑模块化、可
重用性、易分析性、易修改性、易测试性以及维护性的依从性,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依从性证据。
5.1.11.2 产品说明应包括用户所需的维护信息。

注:这些信息可能是:
———监控应用程序的动态性能信息;
———监控意外失效和重要条件的信息;
———监控运行指示器(如日志、警告屏)的信息;
———监控由应用程序处理本地数据的信息。

5.1.11.3 当该软件能由用户作修改时,则应标识用于修改的工具或规程及其使用条件。
注:使用的条件可能是:
———参数的变更;
———计算算法的变更;
———接口定制;
———功能键指派。

5.1.12 产品质量———可移植性

5.1.12.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可移植性的陈述,要考虑适应性、
易安装性、易替换性以及可移植性的依从性,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依从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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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2 产品说明应指明将该软件投入使用的不同配置或所支持的配置(硬件,软件)。
注1:针对不同工作任务、不同的边界值或不同的效率要求,可以规定不同配置。
注2:这些系统可能是:

———操作系统;
———包括协处理器的处理器;
———主内存规模;
———外存的类型和规模;
———扩展卡;
———输入和输出设备;
———网络环境;
———系统软件和其他软件。

5.1.12.3 产品说明应提供安装规程信息。

5.1.13 使用质量———有效性

5.1.13.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使用质量中有效性的陈述。
5.1.13.2 产品说明应对用户指明为实现特定目标产品所遵循的任何依从性基准。

5.1.14 使用质量———效率

5.1.14.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使用质量中效率的陈述。
5.1.14.2 产品说明应指明该RUSP预定是在单一系统上供多个并发最终用户使用,还是供一个最终

用户使用,并且应说明在所要求的系统的所陈述的性能级别上可行的最大并发最终用户数。
5.1.14.3 产品说明应说明用户实现特定目标所需的资源信息。

5.1.15 使用质量———满意度

5.1.15.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使用质量中满意度的陈述,要考虑

有用性、可信性、愉悦性和舒适性。
5.1.15.2 产品说明中应提供供方的联系方式,以便用户为了满意地使用该产品而联系他们。

5.1.16 使用质量———抗风险

5.1.16.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使用质量中抗风险的陈述,要考虑

经济风险缓解性、健康和安全风险缓解性和环境风险缓解性。
5.1.16.2 在软件的使用存在已知的风险或需要特殊培训的情况下,产品说明中应包括非公开信息。

5.1.17 使用质量———周境覆盖

5.1.17.1 适用时,产品说明应根据GB/T25000.10—2016包含有关使用质量中周境覆盖的陈述,要考

虑周境完备性和灵活性。
5.1.17.2 如果产品说明中包含依从性的信息,该依从性的覆盖范围应明确说明。

5.2 用户文档集要求

注:ISO/IEC9127《软件工程 用于顾客软件包的用户文档集和封面信息》有关封面信息的段落可以用于创建用户

文档集。

5.2.1 可用性

用户文档集对于该产品的用户应是可用的。

5.2.2 内容

用户文档集包括的功能应是可测试的或可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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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标识和标示

5.2.3.1 用户文档集应显示唯一的标识。
5.2.3.2 RUSP应以其产品标识指称。
5.2.3.3 用户文档集应包含供方的名称和邮政或网络地址。
5.2.3.4 用户文档集应标识该软件能完成的预期工作任务和服务。

5.2.4 完备性

5.2.4.1 用户文档集应包含使用该软件必需的信息。
5.2.4.2 用户文档集应说明在产品说明中陈述的所有功能以及最终用户能调用的所有功能。
5.2.4.3 用户文档集应列出已处理处置、会引起应用系统失效或终止的差错和缺陷,特别是列出那些最

终导致数据丢失的应用系统终止的情况。
5.2.4.4 用户文档集应给出必要数据的备份和恢复指南。
5.2.4.5 对于所有关键的软件功能(即失效后会对安全产生影响或会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社会损失的

软件),用户文档集应提供完备的指导信息和参考信息。
注:更多信息参见附录A。

5.2.4.6 用户文档集应陈述安装所要求的最小磁盘空间。
5.2.4.7 对用户要执行的应用管理职能,用户文档集应包括所有必要的信息。

注:信息示例———让用户能验证是否成功执行应用管理职能的信息。

5.2.4.8 如果用户文档集分若干部分提供,在该集合中至少有一处应标识出所有的部分。

5.2.5 正确性

5.2.5.1 用户文档集中的所有信息对主要的目标用户应是恰当的。
注:用户文档集中的所有信息的正确性都宜追溯到权威来源。

5.2.5.2 用户文档集不应有歧义的信息。

5.2.6 一致性

用户文档集中的各文档不应自相矛盾、互相矛盾以及与产品说明矛盾。

5.2.7 易理解性

5.2.7.1 用户文档集应采用该软件特定读者可理解的术语和文体,使其容易被RUSP主要针对的最终

用户群理解。
5.2.7.2 应通过经编排的文档清单为理解用户文档集提供便利。

5.2.8 产品质量———功能性

用户文档集中应陈述产品说明中所列的所有限制。

5.2.9 产品质量———兼容性

5.2.9.1 用户文档集中应提供必要的信息以标识使用该软件的兼容性要求。
5.2.9.2 用户文档集应以适当的引用文档指明RUSP在何处依赖于特定软件和(或)硬件。

注:这种引用可包括:
———软件和(或)硬件的名称;
———版本;

———特定操作系统。

5.2.9.3 当用户文档集引证已知的、用户可调用的与其他软件的接口时,则应标识出这些接口或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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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产品质量———易用性/易学性

用户文档集应为用户学会如何使用该软件提供必要的信息。
注:用户文档集可引用RUSP自身包含的或诸如培训之类辅助材料中包含的附加信息。

5.2.11 产品质量———易用性/易操作性

5.2.11.1 如果用户文档集不以印刷的形式提供,则文档集应指明是否可以被打印,如果可以打印,那么

指出如何获得打印件。
5.2.11.2 卡片和快速参考指南以外的用户文档集,应给出目次(或主题词列表)和索引。
5.2.11.3 用户文档集应对所用到的术语和缩略语加以定义,以便用户可以理解文档中的用词。

5.2.12 产品质量———可靠性

用户文档集应描述可靠性的特征及其操作。

5.2.13 产品质量———信息安全性

用户文档集应对用户管理的每一项数据所对应的软件信息安全级别给出必要的信息。

5.2.14 产品质量———维护性

用户文档集应陈述是否提供维护。如果提供维护,则用户文档应陈述和软件发布计划相应的维护

服务。

5.2.15 使用质量———有效性

用户文档集应能帮助用户达到产品说明陈述的使用质量有效性的目标。

5.2.16 使用质量———效率

用户文档集应能帮助用户达到产品说明陈述的使用质量效率的目标。

5.2.17 使用质量———满意度

5.2.17.1 用户文档集应能帮助用户达到产品说明陈述的使用质量满意度的目标。
5.2.17.2 用户文档集应提供供方的联系方式,以便用户反馈满意度信息。

5.2.18 使用质量———抗风险

用户文档集应能帮助用户达到产品说明陈述的使用质量抗风险的目标。

5.2.19 使用质量———周境覆盖

用户文档集应能帮助用户达到产品说明中陈述的使用质量周境覆盖的目标。

5.3 软件质量要求

5.3.1 产品质量———功能性

5.3.1.1 安装之后,软件的功能是否能执行应是可识别的。
注:对功能良好的验证可通过如下方式进行:利用所提供的测试用例,或按相应的消息自测试,或由用户进行的其

他测试。

5.3.1.2 在给定的限制范围内,使用相应的环境设施、器材和数据,用户文档集中所陈述的所有功能应

是可执行的。
5.3.1.3 软件应符合产品说明所引用的任何需求文档中的全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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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 软件不应自相矛盾,并且不与产品说明和用户文档集矛盾。
注:两种完全相同的动作将产生同样的结果。

5.3.1.5 由遵循用户文档集的最终用户对软件运行进行的控制与软件的行为应是一致的。

5.3.2 产品质量———性能效率

软件应符合产品说明中有关性能效率的陈述。
注:当等待响应的时间不合理时向最终用户发送消息。

5.3.3 产品质量———兼容性

5.3.3.1 如果用户可以进行安装操作,则软件应提供一种方式来控制已安装组件的兼容性。
5.3.3.2 软件应按照用户文档集和产品说明中所定义的兼容性特征来执行。
5.3.3.3 如果软件需要提前配置环境和参数,以执行已定义的兼容性,应在用户文档集中明确说明。
5.3.3.4 在用户文档集中应明确指明兼容性、功能、数据或流的类型。
5.3.3.5 软件应能识别出哪个组件负责兼容性。
5.3.3.6 如果用户可以进行安装操作,且软件在安装时对组件有共存性的约束条件,则在安装前应予以

明示。

5.3.4 产品质量———易用性

5.3.4.1 用户在看到产品说明或者第一次使用软件后,应能确认产品或系统是否符合其需要。
5.3.4.2 有关软件执行的各种问题、消息和结果都应是易理解的。

注1:借助以下的手段可以达到易理解性:
———恰当地选择术语;
———图形表示;
———提供背景信息;
———由帮助功能解释;
———提供易理解的文字或图形输出;
———提供清晰的音频输出。

注2:关于易用性问题,鼓励依据本部分达成协定的各方调查应用ISO9241系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特别是

宜考虑ISO/IEC9241系列标准的第1、2、10至17部分及GB/T25000.62《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和

评价(SQuaRE) 易用性测试报告行业通用格式(CIF)》。

5.3.4.3 每个软件出错消息应指明如何改正差错或向谁报告差错。
注:这种信息可以是对用户文档集中某一项的引用。

5.3.4.4 出自软件的消息应设计成使最终用户易于理解的形式。
注:这些消息可能是:
———确认;
———软件发出的询问;
———信息;
———警告;
———出错消息。

5.3.4.5 屏幕输入格式、报表和其他输出对用户来说应是清晰且易理解的。
5.3.4.6 对具有严重后果的功能执行应是可撤销的,或者软件应给出这种后果的明显警告,并且在这种

命令执行前要求确认。
注:数据的删除和盖写以及中断一个很长的处理操作均具有严重的后果。

5.3.4.7 借助用户接口、帮助功能或用户文档集提供的手段,最终用户应能够学习如何使用某一功能。
5.3.4.8 当执行某一功能时,若响应时间超出通常预期限度,应告知最终用户。
5.3.4.9 每一元素(数据媒体、文件等)均应带有产品标识,如果有两种以上的元素,则应附上标识号或

标识文字。
5.3.4.10 用户界面应能使用户感觉愉悦和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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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产品质量———可靠性

5.3.5.1 软件应按照用户文档集中定义的可靠性特征来执行。
5.3.5.2 与差错处置相关的功能应与产品说明和用户文档集中的陈述一致。

注:软件不能承担源自操作系统或网络的各种失效的责任。

5.3.5.3 在用户文档集陈述的限制范围内使用时,软件不应丢失数据。
注:这种要求即使在下面的情况下也要满足:
———利用的容量达到规定的极限;
———试图利用超出规定极限的容量;
———由产品说明中列出的其他软件或由最终用户所造成的不正确输入;
———违背用户文档集中明示的细则。

5.3.5.4 软件应识别违反句法条件的输入,并且不应作为许可的输入加以处理。
5.3.5.5 软件应具有从致命性错误中恢复的能力,并对用户是明显易懂的。

5.3.6 产品质量———信息安全性

5.3.6.1 软件应按照用户文档集中定义的信息安全性特征来运行。
5.3.6.2 软件应能防止对程序和数据的未授权访问(不管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
5.3.6.3 软件应能识别出对结构数据库或文件完整性产生损害的事件,且能阻止该事件,并通报给授权

用户。
5.3.6.4 软件应能按照信息安全要求,对访问权限进行管理。
5.3.6.5 软件应能对保密数据进行保护,只允许授权用户访问。

5.3.7 产品质量———维护性

5.3.7.1 软件应按照用户文档集中定义的维护性特征来执行。
注:例如缺陷诊断的能力,使能修改的能力。

5.3.7.2 软件应能识别出每一个基本组件的发布号、相关的质量特性、参数和数据模型。
5.3.7.3 软件应能在任何时候都识别出每一个基本组件的发布号,包括安装的版本,以及对软件特征产

生的影响。
注:基本组件可能是:
———数据屏幕;
———数据库模型;
———子程序;
———接口。

5.3.8 产品质量———可移植性

5.3.8.1 如果用户能够实施安装,遵循安装文档中的信息应能成功地安装软件。
5.3.8.2 对于软件应用程序的成功安装和正确运行,应就产品说明中列出的所有支持平台和系统加以

证实。
5.3.8.3 软件应向用户提供移去或卸载所有已安装的组件的方法。

5.3.9 使用质量———有效性

5.3.9.1 软件应按照产品说明中陈述的使用质量———有效性特征来执行并通过用户文档获得帮助。
5.3.9.2 软件应能提供评价其对期望的依从性目标的影响的手段。

5.3.10 使用质量———效率

5.3.10.1 软件应按照产品说明中陈述的使用质量———效率特征来执行并通过用户文档获得帮助。
5.3.10.2 软件应能提供评价其在须达到目标时的使用效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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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使用质量———满意度

5.3.11.1 软件应按照产品说明中陈述的使用质量———满意度特征来执行并通过用户文档获得帮助。
5.3.11.2 维护合同生效后,软件应提供直接与供方进行联络的途径。

5.3.12 使用质量———抗风险

5.3.12.1 软件应按照产品说明中陈述的使用质量———抗风险特征来执行并通过用户文档获得帮助。
5.3.12.2 对于所有有风险的功能,软件应提供特定的确认过程和管理权限。
5.3.12.3 对于所有有风险的功能,软件应有审计追踪。

5.3.13 使用质量———周境覆盖

5.3.13.1 软件应按照产品说明中陈述的使用质量———周境覆盖特征来执行并通过用户文档获得帮助。
5.3.13.2 如果软件使用参数限制功能性覆盖,用户应了解当前使用的功能的覆盖情况。

6 测试文档集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目的

测试文档集的目的是证实软件与5.3中规定的要求的符合性。其中包含允许作这种证实的全部

元素。

6.1.2 一致性

6.1.2.1 测试文档集中的每个文档所包含的信息应是正确的并且是可验证的。
6.1.2.2 测试文档集中的每个文档不应自相矛盾,并且不应与产品说明和用户文档集矛盾。

6.1.3 内容要求

6.1.3.1 测试文档集一般应包含:
a) 测试计划;
b) 测试说明;
c) 测试结果(报告)。

6.1.3.2 测试文档集应包含组成该汇集的全部文档的清单,清单中应包含全部文档的标题及其标识符。
6.1.3.3 测试文档集中的每个文档都应包括:

———标题;
———产品标识;
———修改历史,或说明该文档演变的任何其他元素;
———目次或对内容的说明;
———该文档正文中引用的文档的标识符;
———有关作者和审查者的信息;
———术语表。

6.1.3.4 测试文档集可由一个文档或多个文档组成。

6.1.4 方法

注:未推荐特定的技术或方法。

6.1.4.1 在产品说明和5.3软件质量要求中提及的所有质量特性均应经测试用例测试。
6.1.4.2 在产品说明和5.3软件质量要求中提及的每个质量特性至少应经一个测试用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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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测试计划可引用任何其他文档,前提是被引用的文档与用户文档集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6.1.4.3 用户文档集中说明的所有功能,以及待完成的任务的代表性的功能组合,均应经测试用例

测试。
6.1.4.4 用户文档集说明的每个功能至少应经一个测试用例测试。
6.1.4.5 测试用例应能证实软件与用户文档集中的陈述的符合性。
6.1.4.6 当产品说明中提及需求文档时,所涉及的内容应经测试用例测试。
6.1.4.7 应指明选作测试用例设计基础的功能分解层次。

注:功能可能是:
———用户文档中的一段;
———一个Shell命令;
———人机界面的按钮;
———语言命令。

6.1.4.8 应指明测试用例的设计方法。
注:可能的设计方法有:
———边界值分析;
———检查表;
———数据流分析;
———故障插入;
———容量测试。

6.1.4.9 所有安装规程均应经测试用例测试。
6.1.4.10 在产品说明和用户文档集中指明的所有操作限制均应经测试用例测试。
6.1.4.11 对所标识的违反句法条件的输入应经测试用例测试。
6.1.4.12 如果用户文档集中给出若干示例,这些示例应用作测试用例,但整个测试不应局限于这些

示例。
6.1.4.13 当5.3软件质量要求中的任何要求不适用时,应说明理由。
6.1.4.14 应对产品说明和用户文档集中所陈述的所有配置进行测试。

6.2 测试计划要求

6.2.1 通过———失败准则

测试计划应指明用于判定测试结果是否证实软件与产品说明和用户文档集的符合性准则。

6.2.2 测试环境

测试计划应规定将要进行的测试所处的软件测试环境。
注:可采用配置等效性证实。

6.2.3 进度

测试计划应规定每个测试活动和测试里程碑的进度。
注:测试活动可能有:
———测试环境搭建;
———测试文档编制;
———测试执行。

6.2.4 风险

6.2.4.1 测试计划应识别、更新并记录测试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并提供应对措施。

6.2.5 人力资源

测试计划中应明确每个测试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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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工具和环境资源

6.2.6.1 测试计划中应明确执行测试活动所需的工具。
6.2.6.2 如果使用特殊的工具和环境,测试计划中应说明选择这些工具和环境的原因以及预期的结果。

6.2.7 沟通

测试计划中应规定沟通机制和方式,以便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共享测试文档和测试项。

6.3 测试说明要求

6.3.1 测试用例说明

6.3.1.1 对每个测试用例的说明应包括:
a) 测试目标;
b) 唯一性标识符;
c) 测试的输入数据和测试边界;
d) 详细实施步骤;
e) 系统的预期行为;
f) 测试用例的预期输出;
g) 结果解释的准则;
h) 用于判定测试用例的肯定或否定结果的准则;
i) 可陈述的对基于GB/T25000.10—2016的质量特性的引用。

6.3.1.2 当有必要提供与测试计划中提供的信息相比对的补充信息时,应陈述环境及其他测试条件(详
细的配置和初步工作)。

6.3.2 测试规程

6.3.2.1 测试规程应包括:
a) 测试准备;
b) 开始和执行测试所必需的动作;
c) 记录测试结果所必需的动作;
d) 停止和最终重新启动测试的条件和动作。

6.3.2.2 为提供测试的可重复性和可再现性,测试规程应足够详细。
6.3.2.3 在软件被纠正之后,对于所涉及的功能和任何相关的功能,应有一种重新测试的规程。

注:说明测试规程可采用伪语言或命令语言。

6.4 测试结果要求

6.4.1 执行报告

6.4.1.1 执行报告应包括测试用例结果的全部汇总。
6.4.1.2 执行报告应证实已按测试计划执行了所有测试用例。
6.4.1.3 对于每个测试用例,执行报告均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测试用例的标识符;
b) 测试执行日期;
c) 实施测试的人员姓名和职责;
d) 测试用例执行的结果;
e) 发现的异常清单;
f) 对于每一异常,要引用相应的异常情况报告;
g) 可陈述的对基于GB/T25000.10—2016的质量特性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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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异常情况报告

6.4.2.1 异常情况报告应包括所发现的全部异常汇总。如果有的话,还应包括纠正情况和通过再测试

的验证情况。

6.4.2.2 对于每个异常,异常情况报告的说明性部分应包括如下内容:

a) 异常的标识符;

b) 软件的标识符;

c) 对异常的说明;

d) 执行测试用例中异常发生点;

e) 异常的严重程度和可重现程度;

f) 可陈述的对基于GB/T25000.10—2016的质量特性的引用。
注1:异常的严重程度可以是“致命的”“严重的”“重大的”“微小的”“轻微的”。

注2:可重现程度可以是“总是出现”“有时出现”“随机出现”“未尝试”“不可再现”“N/A”。

6.4.2.3 异常情况报告的纠正部分应论证发现的所有异常均已纠正,或者未纠正的原因。

6.4.2.4 异常情况报告的纠正部分对每个纠正项应包含如下内容:

a) 纠正项的标识符;

b) 纠正的日期;

c) 纠正者的姓名;

d) 对应于纠正项的修改标识符;

e) 纠正项的可能影响;

f) 纠正者可能有的评论。

6.4.2.5 异常情况报告中经重新测试验证的部分,应证实所有已纠正的功能都具有用户文档集中定义

的行为。

6.4.2.6 异常情况报告中经重新测试验证的部分对每个验证项应包含如下内容:

a) 验证项的标识符;

b) 验证日期;

c) 验证者的姓名;

d) 用于验证的测试用例;

e) 验证的结果;

f) 可陈述的对基于GB/T25000.10—2016的质量特性的引用。

6.4.3 测试结果的评估

关于执行报告和异常情况报告的评估应表明:在所使用的判定测试结果是否在该软件的符合性准

则的界限内,所有的期望行为是可获得的。

7 符合性评价细则

7.1 一般原则

作为RUSP组成部分的产品说明、用户文档集以及所交付的软件,应就其与第5章的要求做符合

性评价。
注:“符合性评价”这一术语并不隐含任何技术或工具:测试、确认、验证、评审、分析等。

这些细则主要针对符合性评价组织进行的评价。符合性评价组织可以是根据某种认证模式工作的

测试实验室,或是独立于RUSP供方的内部测试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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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符合性评价先决条件

7.2.1 RUSP项已存在

对于RUSP的评价,待交付的所有项(见5.2.4.8)以及在产品说明中标识的需求文档(见5.1.3.5)均
应是可用的。

7.2.2 系统元素已存在

在产品说明中说明的所有计算机系统的所有组件均应存在,并是可供符合性评价使用的。

7.3 符合性评价活动

注:未推荐任何特定的技术或工具。

符合性评价方法宜在文档中予以明确。

7.3.1 产品说明符合性评价

实施符合性评价以确定产品说明与5.1的要求的符合性。

7.3.2 用户文档集符合性评价

实施符合性评价以确定用户文档集与5.2的要求的符合性。

7.3.3 软件符合性评价

通过产生符合第6章要求(不包括与纠正异常和重新测试验证相关的部分)的测试文档集(6.4.2.3~
6.4.2.6)来实施符合性评价,以确定软件与5.3的要求的符合性。

注:测试文档集包括对发现的异常的说明部分,然而对所发现的异常的纠正超出符合性评价组织符合性评价的

范围。

7.4 符合性评价过程

供方将RUSP提供给符合性评价组织。供方还可提供测试文档集。
当供方仅提供RUSP而没有提供测试文档时,符合性评价组织应:
a) 依据7.3的要求,对产品说明、用户文档集及软件实施符合性评价;
b) 依据7.5的要求,将结果记录在符合性评价报告中。
当供方提供RUSP和测试文档时,符合性评价组织应:
a) 依据7.3.1和7.3.2的要求,对产品说明和用户文档集实施符合性评价;
b) 依据第6章的要求,对测试文档实施符合性评价;
c) 依据7.5的要求,将结果记录在符合性评价报告中。
注1:测试文档与第6章的要求的符合性确立了软件与5.3的要求的符合性。
注2:在符合性评价过程中可以生成附加的测试文档。

7.5 符合性评价报告

符合性评价组织应编制符合性评价报告。
符合性评价报告应确立RUSP与第5章的要求的符合性。
符合性评价报告应包含以下各项:
a) RUSP标识;
b) 执行评价的人员姓名;
c) 评价完成日期以及(若有时)测试完成日期;
d) 若有时,用于进行测试的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及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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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的文档及其标识;
f) 符合性评价活动汇总以及(若有时)测试活动汇总;
g) 符合性评价结果汇总以及(若有时)测试结果汇总;
h) 符合性评价的详细结果以及(若有时)测试的详细结果;
i) 若有时,不符合要求项的清单。
符合性评价报告的结果部分[上述的f)~h)]应包含产品说明和用户文档集的符合性评价结果。

根据所提供的元素,它还应包含以下两项之一:
a) 在供方仅提供RUSP而未提供测试文档的情况下,应包含该软件相对于5.3的要求的测试结

果,即异常情况报告(见6.4.2.2)的说明性部分;
b) 在供方提供 RUSP和测试文档的情况下,应包含测试文档与第6章的要求的符合性评价

结果。
注:符合性评价报告仅包含异常情况报告的说明部分,因为纠正异常不是符合性评价组织的职责。

对纸质的符合性评价报告而言,符合性评价报告的标识(测试实验室、RUSP标识、符合性评价报告

日期)及其总页数均应出现在符合性评价报告的每一页上。
符合性评价报告应包括:
a) 效果声明:测试结果(若有时)和评价只与被测试和被评价的项有关;
b) 复制声明:除非以完整报告的形式复制,否则未经测试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符合性

评价报告。

7.6 后续符合性评价

对已进行过符合性评价的RUSP再次进行评价时,要考虑前次的符合性评价。评价活动如下:
a) 文档和软件中的所有变更部分都应予以评价,视同新的RUSP;
b) 预计要受到变更部分影响的,或受到所要求的系统的变更影响的所有未变更部分均应予以评

价,视同新的RUSP;
c) 其他所有部分至少进行抽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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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业务或安全攸关的应用系统中的RUSP的评价指南

A.1 综述

RUSP常用于低风险应用系统,已经开发出来的许多RUSP并未考虑对安全、业务、法律,或对组

织的目标的风险。在非攸关的应用系统中,RUSP的软件功能如果不可操作或不正常工作,最坏情况是

导致用户不满。在最坏的情况下,开发者必须通过修补缺陷、增删某些功能组件使之恢复,以满足用户

反馈的要求。在许多类似的案例中,市场不要求严格的测试,能容忍带有某种程度缺陷的RUSP。
然而,在使用RUSP对安全或业务风险确实产生了影响的情况下,如不能恰当地应用或测试

RUSP,其后果将是严重的。此种环境中的RUSP应用领域包括:航空、医疗设备、医药、空间与探险、电
信、建筑、财务、升降机、铁路、防御系统等。空中和铁路交通管理、癌症患者放射剂量、税务和财务报表

的订正等功能,都是系统内即使只有一个故障也会带来可怕后果的例子。这些系统的功能需求通过提

供按适应广泛设计目标的各种硬件和软件体系结构得到满足。某些设计目标可以用硬件(例如专用集

成电路和可编程逻辑器件)实现,而另一些设计目标用RUSP实现。
对于业务或安全攸关的应用系统,在评价其RUSP的应用时,RUSP的用户最好既考虑产品和过

程的属性,也要考虑应用的功能。
可由RUSP支持的软件设计目标可能包括A.2~A.7几个方面。

A.2 故障检测和包括软件冗余的故障容纳

故障检测是检查系统出错状态的过程。故障容纳技术可以辨识系统能够正确运行的“安全状态”。
通过采用诊断程序,软件检查自身的和硬件的不正确的结果。诊断程序既可以定期运行,也可以作为后

台进程持续运行。诊断程序可包括重复计算两次或更多次、奇偶检验以及循环冗余检验。采用冗余设

计的关键函数,在各冗余组件之间采用表决来判定这些组件的正确性。[IEC61508-7,11]

A.3 重试故障恢复

与通信相关的系统往往利用重试功能来进行故障后恢复,这种恢复技术在实时系统中不常用。系

统监视其自身的故障,并将其重置到以前的安全状态继续运行。在与实时相关的系统中如果采用故障

后恢复技术,则需要确保这种恢复能够在故障显露系统级错误之前完成。[IEC61508-7,11]

A.4 多版本程序设计

在多版本程序设计中,各独立团队生成规定数目为n 份的软件产品,即称为多版本软件。不过,对
于要求安全状态的系统而言,只有3个版本是典型的,而其中的两个版本更胜任实现这种安全状态。软

件产品的所有n 个版本都是软件系统的组成部分。常常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和算法来减少通用模式失

效的出现。不过,由于不合适的顶层规格说明,通用模式差错仍然有出现的可能。在各版本之间可采用

各种表决策略来选择哪一个版本更适合系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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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恢复块程序设计

恢复块程序设计是独立编写的模块自检其正确性的一种技术。在RUSP中使用这种技术,需要将

模块中的RUSP组件隔离,并在退出之前评估任何出错的结果。当模块检测出差错时,另一模块立即

发挥作用,清除封装模块中RUSP的任何副作用并继续无差错操作。

A.6 模型跟随

模型跟随是一种技术,在这种技术中,RUSP组件的基础模型存在于系统之中,并用来验证RUSP
组件本身的正确操作。该模型能以多种技术表示,从简单的表查找到完整的模型表示,这依赖于待建模

的RUSP功能的需求和复杂性。

A.7 封装程序

封装程序是用于保护、隔离或与另一个组件接口的软件层。封装程序是有活力的侯选件,在不修改

RUSP组件的条件下,保护系统免受RUSP组件的影响。封装程序能用来增强被包装的RUSP组件的

体系,这使其能满足所有目标系统的要求。此外,封装程序还能用于掩蔽新的系统实现中尚未使用的

RUSP的功能体系。

A.8 待考虑的确立RUSP质量特征的技术

表A.1提供验证技术列表,可用于评价高风险应用中RUSP的完整性。

表 A.1 高风险应用系统中RUSP导引

特征组件 目 的 可能的措施

存储保护
检查应用系统是否防止访问未得到

授权的地址空间

进行测试,试图在指定的地址范围外执行、
或进行读或写操作

栈溢出保护
检查RUSP是否提供防止栈溢出的

设施

通过调用使栈溢出的功能进行测试。验证

内核是否将任务挂起,或此任务是否将使整

个系统搞垮

动态存储器分配额
检查RUSP是否具有资源保护机制

以防恶性任务无限制地消耗资源

创建一项请求存储器无限循环的任务,而另

一项任务要求的存储量很小。验证此临界

任务不至于被RUSP搞垮

容错
验证内核能否恢复和记载故障出现

前的事件

宜对RUSP的测试进行设计,以展示RUSP
的基础特征组件是否能使系统设计者建立

容错机制

同时中断和中断嵌套
确定系统为响应同时出现的两次中

断所需时间

测量服务于高低两种优先级中断的潜伏时

间。这种测试宜测量系统响应同时出现的

两次中断所经历的时间。验证中断处置具

有优先级处理

包含 可 选 项 或 停 止 活 动 的

代码

验证可选项或停止活动的代码选件

的偶然执行

检查可使“闲”代码被激活的任何条件,然后

测试此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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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特征组件 目 的 可能的措施

封装程序的使用
该封 装 程 序 是 否 保 护 了 系 统 内 的

RUSP组件或掩蔽了不想要的功能

调查 RUSP组件是否用于与原设计不同的

应用周境

RUSP评价
确定RUSP特征组件的适宜性及其

对系统设计的影响
机构内部的快速评价和(或)原型设计

RUSP获取计划
确定许可证、租约、维护协定、访问问

题报告和访问源代码的潜在需要
管理部门与RUSP供方签署的计划

RUSP的CM/SQA计划
确定在机构内部和在 RUSP供方现

场的CM和SQA的由来和发展

管理部门与RUSP供方签署的CM/SQA计

划。评审问题报告,确保对源代码和目标代

码的实际版本控制

RUSP的SQC
依据RUSP进行的系统内和系统外

测试
验证系统的每一个需求

RUSP集成计划 RUSP在系统内待配置的计划

专用 集 成 软 件。正 确 运 行 RUSP 的 专 用

HW平台(计时、划分、不期望的功能、死的

或停止活动的代码的影响)

产品支持 确定产品支持的可用性
评价支持系统的充分性(帮助菜单、操作手

册、产品说明、帮助桌面)

以前的认证与鉴定
RUSP(包括任何法规机构控制的产

品)的服务史

确定 RUSP的服务史是否包括任何高关键

性应用,并调查在此种环境中的性能

使用质量

对使用的 RUSP依从顾客和用户既

定要求提供客观证据(基于测试和试

验数据、数学建模和仿真)

对RUSP适合其目的并满足顾客和用户的

要求所作的论证(通过数学建模和仿真),进
行验证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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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如何使用本部分

  本部分能以如下方式使用:

a) 对RUSP规格说明的有高级要求时,可采用第5章的“质量要求”作为输入,以便详化RUSP
的规格说明;

b) 当要求测试软件作为RUSP的组成部分时:可根据第6章“测试文档集要求”中定义的要求详

化测试文档;

c) 对于要证实RUSP的质量时,即证实与本部分的符合性时,可依据第7章进行符合性评价。然

后,基于符合性评价报告作出认证或供方声明。
注:这3种可能的方式原则上是累加的,即一种情况只有在前面情况付诸实现后才能展开。

另外,附录A可用于业务或安全攸关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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