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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分三卷出版，分别是基础和管理卷、软件开发和维护卷、软件质量度量和产品评价卷。
本卷为质量度量和产品评价卷，重点阐述了应用现有国家软件工程标准来度量和评价软件产品质量的
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软件质量度量和产品评价的基本概念、国内外软件质量模型述评、软件质量的模糊属性
及其表示、GB/T 16260质量模型、GB/T 16260外部度量、GB/T 16260内部度量、GB/T 16260使用质量的
度量、软件产品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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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基本概念　　1.1　问题的由来　　产品的质量是产品的生命，计算机软件与其他产品一样
，也存在着质量问题。
随着计算机应用范围的日益广泛，计算机软件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国外，由于软件质量而造成问题的
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例如：　　（1）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首次金星探测计划因在用FORTRAN语言编写的程序中某
条D0语句漏掉了一个逗号而惨遭失败，造成探测飞船丢失的后果。
　　（2）在美国国防部的某项工程中，由于软件问题导致AFTl／F一16的首航时间耽误了一年，事先
设计好的先进程序无一可用。
　　（3）一个挂装在F18战斗机机翼上的导弹在点火之后未能成功地从发射装置中分离，其原因是在
导弹发动机产生足够的推力使导弹离开机翼之前，因计算机软件错误而锁住了导弹保持机制，从而使
该战斗机严重失控嘲。
　　（4）在法国气象卫星上的软件由于质量问题，当计算机本来应当给一些气象探测气球发出一个
“读取数据”指令时，竞错误地发出了一个“紧急自毁”指令，从而毁坏了141个气象气球中的72个，
造成了探测任务的失败。
　　（5）据报道，当把在北半球编写的航空软件在南半球使用时，经常会发生一些问题嘲。
　　（6）设计用来将飞机调整到最省油的高度和速度的自动驾驶软件，常常因其错误造成飞机进入
危险的积冰层而受到指责。
　　（7）当B-1A轰炸机在某次因维修舱门而设置机械禁用时，计算机发出了“关闭舱门”命令，该
命令是在维修期间由在舱位上的人按下控制面板的关闭开关而产生的。
在两个小时后，当维修完毕且撤消禁用时，因软件设计缺陷而使该舱门出人意料地关闭了，幸好未造
成人员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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