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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开发方法及一个非典型应用实例 

林 海 徐晓飞 潘金贵 

(南京大学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210093) 

摘 要 敏捷(agile)软件开发方法是近几年来新兴的一种软件开发方法，它的主要特征是允许对过程进行自主调整， 

并且强调软件开发中人的因素，和传统开发方法有着很 多不同。本文对这一新的软件开发方法作一些简单的讨论，简 

要介绍 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种方法，并给 出了自己的一个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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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ile methodology．which is adaptive and people·first oriented．is one 0f the new methodologies in software 

development．This paper will discuss why we need agile and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with some popular methods that 

fit under this agile banner being shown．And an atypical exercise in which agile method is used will be given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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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讨论软件开发，首先需要明确软件开发的含义。目前有几 

种代表性的观点：①数学观，以CAR Hoare为代表；②工程 

观，以Bertrand Meyer为代表；③艺术／工艺观，几乎所有富 

有个性的程序员都这么认为。而本文陈述的软件思想认为： 

“编程本身是一种个体的，富有灵感的、逻辑性强的活动，但是 

现代的软件开发更是一种群体活动[1]。” 

对软件的不同理解引出不同的软件开发方法，但目前最 

常见的开发方法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边写边改”(code 

and fix)，另外一种是所谓的“正规方法”(methodology)L2】。对 

于第一种方法，设计过程往往没有统一的、完整的规划，在小 

系统开发时还可以应付，但是当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就变得难以控制，无法保证软件开发的效率和质量。第二种方 

法和第一种则正好相反，它对开发中的各个步骤都有严格而 

详尽的规定。它借鉴了其他工程领域的实践理论并应用到软 

件开发上来。这种软件工程的方法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过于 

官僚繁琐，影响软件开发的效率，因此有些人称此种方法为重 

型(monumenta1)方法(Jim Highsmith语)。 

和上面两种方法不同，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类新的方法，英 

文叫做 Agile method，中文一般译为敏捷型，轻灵型，或者是 

轻载型方法，本文采用第一种译法，即敏捷型方法。“这类方法 

的诱人之处在于对繁文缛节的官僚过程的反叛。它们在无过 

程和过于繁琐的过程中达到了一种平衡，使得能以不多的步 

骤过程获取较满意的结果L2]。” 

2 敏捷方法的特点 

敏捷型方法主要有两个特点，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方法， 

尤其是重型方法的最主要的特征： 

1、敏捷型方法是“适应性”(Adaptive)而非“预设性” 

(Predictive)的。重型方法试图对一个软件开发项 目在很长的 

时间跨度内做出详细的计划，然后依计划进行开发。这类方法 

在计划制定完成后拒绝变化。而敏捷型方法则欢迎变化。其 

实，它的目的就是成为适应变化的过程，甚至能允许改变自身 

来适应变化。 

2、敏捷型方法是“面向人”的(pe0ple·0riented)而非“面 

向过程”(process·oriented)的 它们试图使软件开发工作能 

够利用人的特点，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它们强调软件开发 

应当是一项愉快的活动。 

下面我们将对上面两点做详细的解释。 

2．1 适应性和预设性 

传统的软件开发方法的基本思路一般是从其他工程领域 

借鉴而来的，比如土木工程等。在这类工程实践中，通常非常 

强调施工前的设计规划。只要图纸设计得合理并考虑充分，施 

工队伍可以完全遵照图纸顺利建造，并且可以很方便地把图 

纸划分为许多更小的部分交给不同的施工人员分别完成。 

但是，软件开发与上面的土木工程有着显著的不同。软件 

的设计是难以实现的，并且需要昂贵的有创造性的人员。土木 

工程师在设计时所使用的模型是基于多年的工程实践的，而 

且一些设计上的关键部分都是建立于坚实的数学分析之上。 

而在软件设计中，完全没有类似的基础。我们对开发计划所能 

做的只是请专家审阅。这就使得我们无法将设计和实施分离 

开来，一些设计错误只能在编码和测试时才能发现。根本无法 

做出一个交给程序员就能直接编码的软件设计。 

所以，软件过程不可能照搬其他工程领域原有的方法，需 

要有适应其特点的新的开发方法． 

软件的设计之所以难以实现，问题在于软件需求的不稳 

定，从而导致软件过程的不可预测。但是传统的控制项目的模 

式都是针对于可预测的环境的，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下，就无法 

使用这些方法。 

但是我们必须对这样的过程进行控制，以使得整个过程 

能向我们期望的目标前进。于是 Agile方法引入“适应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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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该方法使用反馈机制对不可预测过程进行控制。 

下图分别是 XP方法(Extreme Programming，Agile方法 

的一种)(图1)和“进化式”开发方法的模型(图2)[2 ]，从图中 

可以看到，从需求分析开始，这两种方法省略了常规的系统和 

架构的设计步骤，从简单的计划直接进入编码阶段，并进行迭 

代循环。整个过程中编码和设计不存在显著的先后关系，很多 

时候是同时进行，互为因果。本文后面介绍的实例中也是采用 

的这种类似的迭代方法。 

Planning／Feedback Loops 

图1 XP方法模型 

图2 “进化式”方法模型 

2．2 面向人而非面向过程 

“实施一个适配性过程并不容易，它要求一组高效的开发 

人员。高效既体现在高素质的个体，也体现在有能让团队协调 
一 致的工作方式。"【幻 

传统正规方法的目标之一是发展出这样一种过程，使得 
一 个项目的参与人员成为可替代的部件。这样的一种过程将 

人看成是一种资源，他们具有不同的角色，如分析员，程序员， 

测试员及管理人员。个体是不重要的，只有角色才是重要的。 

这样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尽量减少人的因素对开 

发过程的影响。但是敏捷型方法则正好相反。 

著名软件开发专家 Alistair Cockburn在 1994年曾经提 

出了人是“非线性”的观点。这种非线性表现在，给一个人双倍 

的输入(如双倍的时间，或双倍的报酬诱惑)，你不能期待着他 

就能做到双倍的输出(双倍的思考质量，或双倍的代码行)[1】。 

传统方法是让开发人员“服从”一个过程而非“接受”一个 

过程。但是一个常见的情况是：软件的开发过程是由管理人员 

决定的，但是管理人员往往已经脱离实际开发活动相当长的 

时间了，如此设计出来的开发过程是难以为开发人员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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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敏捷型过程还要求开发人员必须有权作技术方面的所有 

决定。IT行业和其他行业不同，其技术变化速度非常之快。今 

天的新技术可能几年后就过时了。只有在第一线的开发人员 

才真正掌握和理解开发过程中的技术细节。所以技术方面的 

决定必须由他们来作出，这样一来，就使得开发人员和管理人 

员在一个软件项目的领导方面有同等的地位，他们共同对整 

个软件开发过程负责。 

敏捷方法特别强调开发中相关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Al— 

istair Cockburn在对数十个项目的案例调查分析后得出一个 

结论，“项目失败的原因最终都可追溯到信息没有及时准确地 

传递到应该接受它的人”。在开发过程中，项目的需求是在不 

断变化的，管理人员之间、开发人员之间以及管理人员和开发 

人员之间，都必须不断地了解这些变化，对这些变化作出反 

应，并实施在随后的开发过程中。敏捷方法还特别提倡直接的 

面对面的交流。Alistair Cockburn认为面对面交流的成本要 

远远低于文档交流的成本，因此，敏捷方法一般都按照高内 

聚、松耦合的原则将项 目组划分为若干小组，以增加沟通，提 

高敏捷性及应变能力。 

5 主要敏捷方法简介 

目前已经出现很多敏捷型方法，它们有许多的共同特征， 

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这里就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几种 

敏捷方法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1．XP(Extreme Programming—— 极 限编程) 在所有 

的敏捷型方法中，XP是最为引人瞩目的。它源于Smalltalk圈 

子，特别是 Kent Beck和 Ward Cunningham在20世纪80年代 

末的密切合作。通过在一些对费用控制严格的公司中的使用， 

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XP有四条基本价值原则：交流，简易，反馈和勇气。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十多条XP项目应遵循的实践准则。XP还有一 

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对测试极端重视。XP的设计过程是 

“纪律性”与“适配性”的高度统一，这也使得 XP在适配性方 

法中成为发展得最好的一种方法。 

2．Cockburn的水晶系列方法 水晶系列方法是由Alis— 

tairCockburn提出的。它与 XP方法一样，都有以人为中心的 

理念，但在实践上有所不同。Alistair考虑到人们一般很难严 

格遵循一个纪律约束很强的过程，因此，与 XP的高度纪律性 

不同，Alistair探索了用最少纪律约束而仍能成功的方法，从 

而在产出效率与易于运作上达到一种平衡。也就是说，虽然水 

晶系列不如XP那样的产出效率，但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接受 

并遵循它。 

3．开放式源码 这里提到的开放式源码指的是开放源 

码界所用的一种运作方式。开放式源码项目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程序开发人员在地域上分布很广。这使得它和其他敏捷 

方法不同，因为一般的敏捷方法都强调项 目组成员在同一地 

点工作。开放源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查错排障(debug)的 

高度并行性，任何人发现了错误都可将改正源码的“补丁”文 

件发给维护者。然后由维护者将这些“补丁”或是新增的代码 

并入源码库。 

4．SCRUM SCRUM 在OO界里已经出现很久了，像 

前面所论及的方法一样，该方法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明确定 

义了的可重复的方法过程只限于在明确定义了的可重复的环 

境中，为明确定义了的可重复的人员所用，去解决明确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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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重复的问题。 

SCRUM强调迭代阶段计划与进度跟踪 它与其他敏捷 

型方法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特别是它可以与XP的编程准 

则很好地结合起来。 

5．Coad的 功 用 驱 动 开 发 方 法 (FDD—— Feature Driven 

Development) FDD是由Jeff De Luca和 OO大师 Peter 

Coad提出来的。像其他方法一样，它致力于短时的迭代阶段 

和可见可用的功能 在FDD中，一个迭代周期一般是两周。 

在 FDD中，编程开发人员分成两类：首席程序员和“类” 

程序员(class owner) 首席程序员是最富有经验的开发人员， 

他们是项目的协调者、设计者和指导者，而“类”程序员则主要 

作源码编写。 

6．ASD方法及其他敏捷 方法 ASD(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方法由 Jim Highsmith提出，其核心是三个非 

线性的、重迭的开发阶段：猜测，合作与学习。 

其他的敏捷方法还有Lean Development，Pragmatic Pro— 

gramming等 。 

4 敏捷方法的一个非典型应用 

4．1 敏捷方法的局限及应用范围 

虽然敏捷方法在对不确定过程的控制上做得非常出色，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 

1．缺乏对分布式环境的支持； 

2．缺乏对转包的支持； 

3．缺乏对产生可重用积累的支持； 

4．缺乏对大group开发的支持； 

5．缺乏对 safety—critical软件的支持； 

6．缺乏对大而复杂的软件开发的支持。 

基于上面这些局限，一般说来，敏捷方法适用于小规模过 

程。对于一些需求不够明确、时间要求紧的项 目，使用敏捷方 

法也是不错的选择。 

4．2 应用实例 

该应用是日本富士通(FUJITSU)公司将其产品Collabo— 

ration Ring从 SOLARIS平台移植到 Linux平台。 

Collaboration Ring是富士通公司的电子商务中间件产 

品，该项目需求明确，规模大(源代码共三百多兆)，原则上并 

不适用敏捷方法。但是考虑到该项目为移植项目，需要的人员 

(一共五个开发人员)及实际的代码量并不多，而且需要进行 

频繁的编译调试过程。这些却非常适合用敏捷方法来解决，所 

以最终我们采用在传统方法中结合敏捷过程来进行开发。本 

例并非一个典型的敏捷方法案例，但是有着一定的普遍性和 

指导意义。 

考虑到移植项目的特点，将整个项目分成两个主要阶段， 

采用三环迭代的方式(参考图3的工作流程图)。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解决代码的编译问题。其目标是要在 

Linux平台上编译通过 Solaris上开发的源代码。首先需要对 

源代码进行一些处理，包括代码的编码修改，编译选项的修 

改，格式转换，环境变量等等。然后就是对代码进行编译，并根 

据结果排除编译中的错误，重新进行编译或者进行代码的处 

理，直到没有错误产生。 

第二个阶段是为了保证移植后代码能够正确运行，并得 

到和 Solaris版本同样的结果。首先 ，需要根据产品结构安装 

上一阶段中编译出来的目标程序，配置相应的运行环境。然后 

对软件进行测试，设计构造通过测试案例，并对其中发现的问 

题进行解决。如果是安装或者测试中出现的问题，则需要再次 

运行调试，或者重新安装产品。 

图3 项目工作流程 

上面两个阶段都分别形成一个迭代的环状结构。同时，在 

第二阶段测试中如果发现问题是由第一阶段的移植过程中产 

生的，则需要重新回到第一阶段开始迭代。这样就形成第三个 

迭代环。当三个迭代环都停止迭代的时候，也就是项目的最终 

结束。 

这样的三环迭代结构就使得任何一个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 ，都可以很快地进行反馈，在下一轮迭代中产生影响。虽然 

敏捷方法中使用反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需求的变化．但 

是在本项 目中，使用该方法适应编译和调试过程中的各种错 

误，也起到了相当好的效果。原本代码编译部分计划至少需要 

两个月完成，最终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效率提高了25 。 

上面谈到的都是有关项目的结构，其中主要是应用了敏 

捷方法中加强反馈的思想。而敏捷方法中的另一个主要思想， 

以人为本，在项目的人员安排，相互协作上，也起到了非常好 

的效果。 

前面提到，项目一共由五个人完成。但是其中第一个阶 

段，完全是由三位在日本开发的组员完成的。由于代码多，人 

员少，我们没有采用很多敏捷方法中使用的“结对编程”的方 

式。但是充分调动了组员之间，开发人员和发注方之间的积极 

的充分的交流和沟通。由于使用迭代结构，每次迭代循环中， 

组员都会将各自发现的问题以最简单的EXCEL表格形式通 

知其他组员，使得这些发现不仅能反馈到自己的迭代过程中， 

同时也反馈到其他组员的工作中。小组还制定了频繁的小结 

制度。每天上午和下午项目组成员都要聚在一起进行一个简 

短的小结，将各自负责部分的问题，方法，难点等进行沟通。在 

任何时候如果发现严重的，或者可能对组员产生影响的问题， 

都可以立即召集所有组员进行交流。但是每次交流都要求简 

短扼要，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这样可以在保证交流充分 

的条件下尽量减少因小结带来的工作停顿。同时，由于该项目 

代码复杂，其中的很多模块也是由发注方的不同部门完成的， 

因此在编译过程中经常发现有模块的缺失或者是不配合。这 

就需要和发注方进行沟通，项目第一阶段在日本进行，也给这 

样的沟通提供了可能。虽然有着语言障碍，但是基本上每次问 

题的反馈，都可以在一到三天内完成，这也是整个项目效率提 

高的一个重要保证。 

·12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在项目控制方面，我们使用了一些简单有效的工具。对于 

代码的管理和 BUG跟踪，使用了 CVS和 bugzilla。组员从 

CVS获取待移植的代码，提交修改过的代码，并且可以对不 

同组员之间的修改进行合并。同时对发现了的问题登记到 

bugzilla中，跟踪该问题的发现过程，影响范围，解决方法及最 

终状态。为了保证修改的完整性，我们要求每个组员每天最终 

提交的代码都必须是可以正确编译的，不能含有正在修改中 

的代码。对于其中缺失或者确实无法编译的部分，我们编写了 

替代(dummy)程序来保证它的编译通过。这样就可以保证任 

何一个时刻从 CVS中取出的代码都是正确的、完整的而且是 

可以编译的代码。 

CVS服务器 Bugzilla服务器 开发服务器 

客户机A 客户机B 客户机 E 

图4 开发使用的网络环境 

图4是该项目使用的网络环境，CVS服务器中包含所有 

源代码、编译环境及各种脚本。开发服务器是项目开发的平 

台。组员通过客户机连接到开发服务器上，从 CVS服务器上 

check out需要修改的代码进行移植，并通过脚本进行编译。 

同时对编译中发现的问题记录到 bugzilla服务器。由于使用 

三台独立的服务器，这样在任何一台服务器出现问题时，都可 

以根据另外两台服务器上的内容重建损坏的环境。在项目中 

我们曾经就因为硬盘损坏导致 CVS服务器中所有最新代码 

丢失，损失了约30天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利用原始 

代码，并根据 bugzilla服务器上的记录，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 

将代码恢复到最新状态，并在开发服务器上重新部署。 

测试也是敏捷方法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很多敏捷方法 

都建议甚至要求有快速的、自动化的测试方法。在我们的项目 

中，这样的测试尤其重要。因为项目庞大，涉及的功能多且复 

杂，手工测试非常耗时而且容易出错。为此，我们编写了相当 

多的脚本，实现测试的自动化。甚至在第一阶段，我们也使用 

了大量的脚本来修改一些代码中的公共移植点。这些脚本使 

得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一条指令就可以从编译，安装开始直 

到测试产品中的每个功能，大大加快了迭代的速度。可以在每 

个小的修改后就进行一次彻底的测试，从而尽量避免同时进 

行多处修改时修改之间的交叉影响。另外，还有一些脚本可以 

完成对代码信息的抽取。可以根据需要从代码中抽取出某日 

某位组员的所有修改．便于对修改的确认和讨论。 

下面是名为instal1．sh的脚本的部分内容，该脚本完成对 

整个产品的重新安装和配置： 

RPM—FILE—NAME—FJSVcrpa 一 ”／FJSVcrpa／FJSVcrpa一5．0— 
1．i586．rpm” 

RPM—FILE—NAME—FJSVcrakb 一 ／FJSVcrakb／FJSVcrakb一 
5．0—1．i586．rpm” 

RPM—FILE—NAME—FJSVcrakc 一 ／FJSVcrakb／FJSVcrakc一 

5．0-1．i586．rpm” 

if[$TARGET一 $NAME—CRF] 
then 

if[”$SE-INST 一 ”NO一] 
then 

PKG—DIR一”$MOUNT—CDR0M／CRF／EBF" 
PKG—RPM—FILE一”$PKG—DIR $RPM—FILE—NAME— 

FJSVebf” 

echo BIN—BASEDIR一 $BIN—BASEDIR > $INST～DIR／ 
$PKG／work／crpm．resp 

echo ETC—BASEDIR一”$ETC—BASEDIR > > $INST— 
DIR／$PKG／work／crpm．resp 

echo$PKG—DIR 

RPM—INSTALL—CMD $PKG—RPM—FILE 

而下面是一个可以完成代码信息抽取的脚本 recExtra— 

tor．sh的部分内容： 

exRec() 

{ 
for i in find．／＼(一name”．h，一0一name，-．H 一0一name”．c，一 

。一name ．cpp -0-name 。．idl 一0一name ’．inl 一0一narile 

．cph 一0一name ．java ＼)一print ；do 

if[一f$i]；then 
if[”$EXDATE !一 ]；then 
grep $EXDATE $i>／dev／null 
retofgrep= $? 

if[$retofgrep—ne 0]；then 
continue 

fi 

fi 

ret一 awk BEGIN{flag=0}／VV＼＼$／{if(flag一一0) 
{flag一1；print flag；}} $i 

if[一n $ret”]；then 
echo $i 

awk BEGIN{isprint一0；count一0；pr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isprint一1}＼ 
{if(isprint一一1){print NR，$0；}}＼ 

$1~／]ifdef／{if(isprint一一1)(＼ 
count+ ；}＼ 

}＼ 
$1~／]ifndef／(if(isprint一一1)(＼ 

count++；)＼ 
}＼ 

$1～／＼#endif／{if(isprint一一1){＼ 
count-- I 
if(count<一0){isprint一0；print 

⋯ ⋯ ⋯⋯ ⋯ 一 ；}＼ 

})＼ 

／＼／＼／＼@＼#／{isprint=0；count一0；print 
⋯ 一一-⋯ 一 ；} $i 

fi 

fi 

done 

) 

最后，给出一个比较表(其中不使用敏捷方法的数值是根 

据以前类似项目的数据进行统计得出的)。 

表1 敏捷方法和普通方法效率对照表 

＼ 比较项 总体比较 单项比较 ＼  
移植需要的总 测试需要总 代码质量 编译一次代码需要 进行一次产品安装 进行一次产品测试需 

方法 ＼ ＼  时间(周) 时间(周) (bugs／100Kline) 时间(小时) 需要时间(小时) 要时间(小时) 

不使用敏捷方法 8 10 < 10 1．5 1 10 

使用敏捷方法 6 7 < 5 0．75 0．25 6 

效率提高百分比 Z5 30 5O 50 75 40 

从表1的统计可以看出，使用敏捷方法后，项 目的单项和 

整体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代码质量也提高了很多．在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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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中，我们将会在更多的项目中尝试使用敏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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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周期各个阶段从关注分离角度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现 

阶段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关注分离问题与需求工程之间的 

关系甚密。虽然在不同的开发背景，不同的阶段．从不同的角 

度．关注的内容不同，但是需求阶段概念建模对于后继阶段的 

关注以及交叉关注的识别具有直接的作用。此外尚未有一个 

统一的模型，能够为软件整个生命周期的关注分离提供支持， 

并且实现在软件的各个阶段之间能够平滑地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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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目前软件业竞争激烈，而且机会稍纵即逝，如何 

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最有效、快捷的开发，就成了其中的焦点 

问题。本文介绍的敏捷开发方法是众多方法中比较有效的一 

种，尤其是对中小型项目的开发。但是它也有着自己的一些局 

限。我们在使用敏捷方法开发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比如最 

开始我们希望使用结对编程，并且要求每半天就要提交一次 

可编译的代码。结果发现组员的负担相当大，大量时间耗费在 

保证代码可编译性上。后来将时间调整为每天一次，而且取消 

了结对编程，改为小结交流，效率明显提高了很多。如何保证 

开发中类似的用于项目控制的开销“刚刚好”，是应用敏捷方 

法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敏捷方法对需求不确定或常常变更的情形是有效的。如 

果要采用适应性方法，你就需要信任你的开发人员，并让他们 

参与(技术)决策。适应性过程的成功依赖于你对你的开发人 

员的信任。如果你认为你的开发人员素质不够，那么就应采用 

传统的预设性方法。 

敏捷方法一般适用于小规模过程，比如 XP最好用于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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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下，水晶方法最多也只能管理5O人左右的项 目组。如果项 

目组规模较大，则敏捷方法恐怕不适合 

总之，没有哪～种开放方法是适用于所有项 目开发的，敏 

捷方法给传统软件开发带来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开发模式 ，但 

也有其适用范围，在实际开发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项目的需 

要来选择合适的开发方法，并尽最大可能发挥人的创造性和 

潜能，利用不同人的不同特点，充分沟通，这才是我们应该从 

敏捷方法中真正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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