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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过程的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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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软件开发过程的选择是各软件开发组织在开发软件时首先遇到的问题$不同的开发过程适用于不同的软件

和软件开发组织" 分析影响开发过程选择的主要因素$总结出一个开发方法的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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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软件危机’!人们提出了软件工程的概

念!对软件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在软件生命周期

中!软件开发过程占主要部分( 经过软件工程的实践!
人们总结出了一系列开发模型( 通过这些模型的运用

和研究!又不断改进和提出新的模型!如现在研究较热

门的’((!V)S!OA9:6Q6T6:07N6@2等( 但各种模型都

有其优缺点!都只是适应某类具体情况!没有统一的都

可适用的模型( 因此!对模型的选择就显得很重要(
选择正确的适用具体开发工程项目情况的软件开发过

程!是保证软件开发成功的第一步(
WR4;65等在他们的一篇文中,"- 列出了$#个软件

管理者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其中超过一半涉及到软件

开发技术的选择( 一个具体的软件过程包括开发过

程!及所用方法和工具( VGU4E9:9等在,$- 中提出了一

个量化方法!在相应的开发环境下选择开发方法和工

具( 但开发过程的选择更需要关心( 一个适合的开发

过程应该是基于待开发系统的性质及其与开发环境之

间的关系,D- !通过对这两方面的分析!可以找出一条指

导性的途径!选择开发过程(

"!典型软件开发过程模型

#"$ F0>64@>19X( 最简单)普遍)使用最广泛的软

件开发方法( 即通常所用的方法!不经过设计!直接进

行编程( 错误在所难免!一般到后期才检查纠正错误(
#$$ 瀑布模型( 由 .G.GV0F;6经过大量的工程

实践于"?I#年提出( 其开发过程固定地顺序经过需

求分析!设计!实现!测试和维护几个步骤和阶段( 每

一阶段以前一阶段的开发成果为开发依据(

#D$ Y&模型( 瀑布模型的一种变体( 给每一层

开发活动增加了测试和验证!每进一层的开发!都使系

统模型更加详细!测试也从低层到高层逐渐进行(

#B$ 螺旋模型( U06FRN针对瀑布模型的缺点提

出的改进模型( 是一种循环式开发模型( 每一循环包

括四个相同阶段!即确定目标!选择评估!进行相应开

发下一周期计划( 不断循环!直至得到满意产品(

#C$ 原型模型( 根据已知的系统需求!开发一个

简化版的系统!实现系统的主要功能( 用户据此反馈

回所需增加的需求及进一步可明确的需求!开发者继

续修改和增加原型系统!直至明确用户全部需求(

#%$ VOQ( 原型系统的改进模型( 每一个开发阶

段分成固定的时间片!每个时间片完成一定的内容!这

样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预定的内容( 即对开发时间

进行严格限制(

#I$ +;@FR/4@>/+2489:9Z6( 微软所使用的方法(

不同的小型开发小组进行同步开发!快速开发)快速检

测!以期在较短时间内拿出产品!占领市场( 然后再改

进产品!生产更新和升级版本(

#&$ 增量和迭代开发( 典型的如*V4290@4:的统一

软件开发过程#V)S$( 将大的软件开发项目分成一些

小的项目!每个小项目作为一次迭代!对目前最重要的

开发风险进行评估和处理!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成果!使

系统得以不断的扩展!逐步增加的开发过程最终实现

整个系统(

#?$ 探索模型#,X7:054205;(0>6:$( 在系统需求

很难明确!或者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已知的较少信

息出发构造系统!对系统进行测试!根据结果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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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重复上述过程!直到能得出满意的结果(
#"#$ 基于实体的模型( 有如*基于问题的 开 发

#-EE=6/84E6>>6T6:07N6@2$ 和 基 于 工 作 簿 的 开 发

#.05[800[/84E6>>6T6:07N6@2$( 把%问题’ 或%工

作簿’作为开发的依据!围绕%问题’可以实现并行开

发!而%工作簿’则是作为项目成员间的通信工具(
#""$ 能力成熟度模型( +,-#软件工程组织$将软

件开发组织的%开发能力成熟度’分成五个层次!用于

指导软件开发组织提高软件开发能力!同时找到适合

本组织的软件开发过程( 更多意义上!能力成熟度模

型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开发模型!但通过它的指引!可以

使软件开发组织采用更利于成功的开发过程(
#"$$ OA9:6Q6T6:07N6@2( 即目前研究较热的%敏

捷软件开发’( 基本思想是充分利用用户的参与!在较

短的时间内迅速开发出所需的某项功能!保证所实现

的部分经过充分测试无错( 通过用户及开发小组成员

的充分交流!确保用户需求得以明确并正确理解( 在

每次都开发充分的情况下!经过多次循环!最终开发出

所需系统(
这些是目前软件开发中主要使用的模型!也就是

进行分析的基础(

$!项目性质和开发环境对软件开发

过程选择的影响

主要分析*待开发软件的规模!类型!质量要求!交

付工期!需求明确度!以及投资!可重用!开发者掌握资

源等( 因为这些反映了项目软件的基本特性!以及开

发环境影响开发过程的基本方面!是影响开发过程选

择的主要因数*
$G"软件规模

大规模系统就不能用第#"$种开发过程!因为这样

将无法进行管理( 对小规模的系统!由于复杂性有限!
从实践)成本等方面考虑!采用较复杂的过程可能没有

必要!一般都会用第#"$种方法( 现实中绝大部分个人

开发的小软件都是采用这种方法( 实际上!由于系统

规模小!对其测试也较方便!也容易对质量进行控制(
同时!比较时兴的开发方法如 \S#6\256N6S50A54N<
N9@A!属 OA9:6Q6T6:07N6@2主要部分$也在目前运用

较多!因为\S也是运用于中小系统!而且很有效(
$G$ 软件类型

S56EEN4@提出了八个不同的软件领域!不同领域

的软件有其不同的特点!运用不同的开发过程(
#"$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的开发!需要在工具的支

持下进行( 而且如操作系统等!需要解决多进程的死

锁等问题!要使用形式化方法( 遵从瀑布模型仍然是

一个好的选择!也可以同其他新型开发方法结合使用(
#$$ 实时软件 ( 由于有严格的时间特性!实时软

件一般对质量要求较高!特别是关系到人身)财产安全

的系统!如医疗!军事等方面的应用( 所以实时软件开

发一般要用形式化方法!保证软件的质量( 这样开发

的难度会增加!时间也会更长!相应费用也会增加( 应

该选用对这些不太敏感的过程(
#D$ 商业运用软件( 商业信息处理是最大的单个

软件应用领域( 各业务领域各自特性很强!领域内的

组件可重用性很强!重用组件可达到很高的效率( 又

由于企业业务经常都会变!用面向对象技术和可重用

技术!可以很好地把修改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 因此!
利用可重用技术是首选考虑( 同时!由于原型开发中

从原型到最终产品的转化耗费巨大!所以一般在此领

域也不使用原型开发模型( 需要与领域专家的交流限

制了形式化方法的使用( 除非质量要求很高!一般不

使用形式化方法( 目前 V)S和 \S技术就比较适合于

这方面开发(
#B$ 现代工程和科学计算( 大量的是数值处理(

由于需求较明确!可以采用传统的如瀑布模型!Y&模

型等开发过程(
#C$ 嵌入式( 嵌入式软件是指嵌入到电子产品中

控制其运行的软件( 嵌入式软件的开发一般需要专门

的开发工具( 嵌入式软件开发环境是一个集成的软件

开发工具!用来管理整个嵌入式软件的开发过程( 一

般可用传统的瀑布模型!Y&模型等(
#%$ 个人计算机( 微软的%+;@FR/4@>/+2489<

:9Z6’模式无疑应该是作为个人计算机软件商业开发的

良好模式( 但除了操作系统外!其上还有成千上万的

应用( 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其应用还在扩大( 对

一些简单)小的应用!使用第#"$种方法也是可行的(
#I$ .68应用( 随着网络的发展!该方面应用迅

速增长( 由于很多涉及到跨平台操作!其开发与传统

软件有不同之处( 现在对 )(K应用和 ]OYO等跨平台

语言的研究愈来愈深入!且有众多的工具支持!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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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的V)S给该领域软件开发提供了很好的方向(
#&$ 人工智能( 软件开发初期很难定义系统需

求!因为人工智能方面的系统都是基于猜想)估计和假

设( 一般都是先假设系统的功能和流程!据此快速开

发出系统!再根据对系统的评估进行改进!经过多次循

环!最后得到满意的产品( 这个领域的系统用别的开

发过程都不容易做到(
$GD 软件质量要求

安全性)稳定性要求高的不能用第#"$种方法!因

为这种方法完全靠开发者个人的能力来保证软件的质

量!软件的好坏全靠个人的发挥!无法保证能生产出质

量恒定的产品( 可使用统一软件开发过程或能力成熟

度模型以及敏捷软件开发技术#OA9:6Q6T6:07N6@2$(
其中的\S技术就是所谓的%测试驱动’!以产生高质

量程序为目的的( 这几种模型在保证软件的质量方

面!经实践证明有较好的效果( 还有%净室技术’!该

技术用形式化方法进行系统说明!并对程序进行正确

性证明!产生所谓%零缺陷程序’!能得到高质量的软

件(
$GB 交付工期

用户对交付期要求严格的项目!可以采用快速原

型法即 VOQ法!它将每个开发循环分成固定的时间

片!每个时间片完成一定量的需求!实现一个原型!经

过若干个循环!最后完成完整的产品( 该模型按时间

来安排项目开发!有利于对开发时间的掌握( 同时!也

可以考虑用螺旋模型( 因为螺旋模型每次循环都包括

风险评估阶段!会对下一阶段的实现进行时间上的评

估( 如果估计所需时间超出规定期限!项目将中止(
只不过这样将得不到所需产品!而且对时间的管理也

是估计性的!不是从时间角度出发(
$GC 用户需求明确度

主要影响选用开发方式的因素(
由于瀑布模型的缺点之一便是不能适应用户需求

变化!必须是用户需求很明确!并且开发人员能明确理

解的前提下!可考虑用瀑布模型( 对在开发初期需求

不是很明确!或者需求一直在变的项目!可采用原型和

增量开发的方法!经过不断的循环!逐步明确用户的需

求!直至开发出用户满意的产品( 对于需求不确定!或

者需求还根本不知道的情形!可以使用快速原型法!其

中利用可重用技术!用已有的组件)框架)代码!快速实

现原型!并根据用户反馈!明确或调整系统需求!最终

开发出用户所要求的产品( \S技术也是在需求变化

情况下!很好的方法(
$G% 投资

用探索模型开发的系统就很难进行成本效益核

算!故用户对投资有严格要求的项目不能用此方法(
在螺旋模型中!每次风险评估有对进一步的实现做投

资方面的评估( 如果下一步的投资评估超过了用户限

定!或者终止项目开发!或者经用户同意追加投资(
$GI 可重用

重用可以节约时间和花费( 开发软件系统最难以

实现的目标就是达到高层次的重用( 而面向对象技术

最主要的好处就在于代码和设计的重用!这一点现在

几乎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 其他技术的可重用讨论的

也很多!但到实际运用还有距离( 目前阶段可重用技

术都是和面向对象联系在一起( 即开发者要根据已有

的和可获得的重用构件!以及用户其他要求!开发系统

的特性等决定是否采用可重用技术!以及与可重用技

术相关的开发过程!提高效率(
$G& 开发者掌握资源

对开发过程的选取影响是综合性( 包括人员)技

术)工具以及软件资源等几个方面( 人员方面考虑的

主要因素包括*知识)技术)经验)能力( 开发人员所具

有的开发项目相关领域的知识!所需技术掌握程度!开

发经验!以及综合方面的能力!会对开发过程选择产生

影响( 另外!开发组织采用的技术标准!拥有的开发工

具!也是决定所用模型的重要因素( 开发组织已有的

可重用资源!包括组件)框架)设计模式等!也是考虑的

重要内容(

D!开发过程选择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开发过程的选择受很多因素影响!
选择中开发者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就不

同( 各因素间是并行的!普遍情况下没有先后)主次之

分( 故在选择同时考虑!一种选择的参考模型为*
#"$ 根据待开发项目情况从下表列出可用模型*

#表"$
#$$ 对本开发组织所拥有资源进行评估!从上一

步所列出的可用模型中选择最适合当前开发项目的开

发过程+

&"

$##C 年 第 D 期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专论!综述 +76F94:-EE=6
!

表 "!项目特性与对应开发模型

项目 推荐模型!用序号表示" 理 由

软件规模
小 "#$#D#"$ 开发成本

大 除"#"$ 这两种不适合大规模

软件类型

系统软件 $#D#B#&#"" 根据其特点#已分析

实时软件 &#""#"$ 根据其特点#已分析

商业运用软件 &#""#"$ 根据其特点#已分析

现代工程和科学计算 $#D#"" 根据其特点#已分析

嵌入式 $#D 根据其特点#已分析

个人计算机 "#B#C#I#"##""#"$ 根据其特点#已分析

.68应用 &#"" 根据其特点#已分析

人工智能 %#? 根据其特点#已分析

对软件质量要求
低 不影响

高 &#""#"$ 可切实保证质量

工期要求
不严格 不影响

严格 B#% 可控制时间

需求明确度
不明确#在变 C#%#&#"$ 可适应需求变化

明确#不变 $#D#B 避免了这几种方法的缺点

对投资限定
不严格 不影响

严格 B 有投资评估

可重用技术
不采用 不影响

采用 %#&#""#"$ 重用可更好体现其特点

B!结论

软件项目开发中!开发过程的选择既重要又比较

困难( 有很多因素影响到开发过程的选择!主要包括*
软件规模!类型!交付日期!用户需求明确度!投资!可

重用!开发者掌握的资源( 它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对开

发选择产生影响!需要综合考虑( 通过对这些主要因

素的分析!可以找出一条选择的途径!作为开发者进行

选择时的一个指导( 需要指出的是!所选出的适合模

型只是一个参考模型!还须与具体开发环境结合!对模

型进行裁剪!才能得到具体工程中所使用的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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