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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The research of software process arouses great interest．This paper discusses a database 

model in details．which is used to supporting the Decision—Based Process M。deI—— DBPM ．and de— 

fines main data objects and operations．This mode[can serve as a g~~e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ols and environments to the DBPM ． 

关键词 Decision．Software process，DesignI3ase．Mode[ 

近年来，人们普遍认识到，软件产品和其它产品 

一 样．其生产宰和质量的高低与生产产品的过程有 

关，改进软件过程的质量，可最终获得高质量的软件 

产品。因此 ．从八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和工业界逐渐 

把注意力集中至 软件过程本身的研究上来 。1987年， 

L．Osterweil指出t 软件过程也是软件 ，这种观 

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赞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国际软件工程界在软件过程方面加快 了研究步倪， 

目前的研究重点是描述过程模型的建模语言及其性 

能以及过程驱动的软件工程环境等方面。 

1 支持软件过程的数据库—— 设计库 

软件过程是建立、维护和捕化软件产品的整个 

过程中所有技术墙动和管理话动的集合，也可以认 

为，一个软件过程是一组受约束的协同活动 t其中一 

些话动是自动执行的嘲。 

对软件过程的研究，大致可射分为三个不同的 

方面。首先是过程建模 I其次是过程实旖(Enact)；再 

次是研究以过程为中心的环境与工具。 

软件过程模型是对软件过程的抽象描述，这种 

抽象描述可以是形式化的、半形式化的，也可以是非 

形式化的。进行这种抽象描述的工程活动就称为软 

件过程建模。通常，以过程建模语言来构造软件过程 

模型，这样的语言已多达数十种．典型地 ，如 ALF， 

}玎FSP，APPL／A，M~trreI，SI A G，以及 XYZ／PME 

等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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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涉及的过程模型是基于决定(Decisions) 

的过程模型，模型的描述是以半形式化和非形式化 

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的。有关此模型的详细内容另文 

讨论。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 软件开发与维护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不断地认识问题、解决问甄的过程，针对 

不同的问题，需要做出不同的决定，以便确定合理的 

解决问题的方案，并由此获得解决每一个问题的代 

码。因此在整个软件过程中，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关 

系到软件的质量和产品的性能 。基于决定的过程模 

型就是以决定为中心的过程模型。 

在基于决定的软件开发与维护过程中，有大量 

的过程信息需要存贮、管理与维护，不可避免地需要 

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及其管理机制。我们把支持基于 -- 

决定的 过程模型的数据库称之为设计库 (Design· 

Base)。 

2 设计库的核心模型 

支持软件过程的设计库涉及过程信息的弃贮模 

型以及数据对象的操作。过程信息在设计库中以不 

同对象类型来表示，设计库的操作主要有增加、删 

除、替换、索引和访问等。 

2．1 核心对象类型 

设计库中有四种主要的、不同类型的对象，用以 

描述设计过程的不同方面 ，即问甄元(ProbIem E1e_ 

rrterits)、设计决定 (Design Decisions)、断言 (Asse~- 

tions)gU代码视集 (Code View)。棱心对象以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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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s)集来表示。这些属性大致 上可分为三 

类：①语义属性 ，描述特定对象的语义，这种属性的 

描述可以是形式的、半形式的(结构化语言或图形) 

或者非形式的，典型地，如描述问题语义的属性；@ 

关系属性，用于描述该对象与其它对象的关系，既有 

正向关系，也有反向关系f③状态属性，表示对象的 

当前状态。 

问题元 描述持解决的问题及其解的有关信 

息。这些信息由设计者记录，用于解释和陈述 做什 

么”这一需要设计者解决的问题．设计过程就是从问 

题开始的 。 

在设计库的核心模型中，我们 用 Description、 

Reference、Result—from、Subject—of以及 Status五 

种属性来描述问题元对象 ．属性 Description确定问 

题元的语义。在该模型中，但定语义描述是文本形式 

的．如果支持环境许可，也可以是形式 的或半形式 

的。通过属性 Reference，可存取更多的信息，如参考 

文献、会议备忘录或其它相关信息等。 

埽i于最初设计问题(原始设计问题)的问题元， 

其关系属性 Resuh—from 的值是空的 ，否则问题元 

至少是某个设计决定的结果。反过来，问题元至少是 

某个设计决定的主题，这可通过关系属性 Subject--of 

来描述 。 

状 态属性 Status指明问题元 是否 已被处理 

(Processed)．或悬而未陕(Pending)，或是否将被放 

弃(如果它来自设计库中一个被放弃的决定)。问题 

元的状态和决定的状态是相关的． 

ProMem ：：D}虻ript／oaxReterenoexRes L-from xSub_ 
ofXStstus 

D c mm：：锨 ⅡqG 
Reference：：锨 ⅡqG 

Status=PR0CESSED lIGN0RED lPENDD G 
Re*ult_from=Deelslon_id lNUI，L 

Subject-of=Deelsion~id 
Dec_删加 — ：：T0Kl 

设计决定 是设计库 中的核心概念，描述设计 

与雏护过程中可能做出的陕定(动作或选择)．涉及 

。怎么做 的问题。对设计决定的描述，采用了六种属 

性 ，即属 性 Description，Justification，Alternatives， 

stifmation-of—choice，~bieet以及状态属性 Sta- 

tus。 

属性 Description描述设计者针对特定问题作出 

决定(动作 )的语义，在这里仍以非形式的方式(文本 

方式)来描述}属性 Jtmtifieation描述设计者为什么 

做出这种陕定，或者 为何对此感兴趣? 这一类的问 

题．而属性 subject则描述决定的作用对象(问题 

元 )。 

属性 Alternatives记录设计者解决同一问题时 

可能采用的解决方案。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案很可能 

不止一个，设计者必然会在多个方案中选择其中一 

个方案。属性Justificatlon-of—choice则用来描述设 

计者为什么选择这个方案而不是别的。 

设计决定是针对问题的，每个问题必须有且只 

能有一个设计决定。每个设计决定将导致若干新的 

问题或断言。例如，针对问题 P，设计者可做出这样 

一 种决定，将其分解为问题 P1和 P2，然后分别求 

解 。 

如果设计者为求解一个 问题而做出了某种决 

定 ．则其状态为括的(Active)；否则，如果一个决定已 

被考虑用来求解一个问题，但未被选中．则其状态为 

睡 眠状态(．Sleeping)。 

Decision：：Subject×DescriptionXJustificadon×AIterna- 
tive s×Ju ion—0f—choiceXStatus 

Sahject=Probl Ⅲ一id 
Description：：STRING 

hstifieafion：：Assertlon-id 

Amertion_id 
AItei-xaatlve8~ AI“ Ⅱadve—id— AI健rnative 

Alterna~ve=Solution 

So lution：：STRING 

Status~ACTIVElSLEEPING 
Problem-id．Asserdon．-／d．AIternadve_id：：TOKEN 

断言 这类数据对象记录与描述特定问题及其 

设计信息，以证明做出这样的设计决定是台理的．它 

们解释设计过程或最终产品 为什／厶这样做?” 

设计过程中，设计者使用他们的设计策略和问 

题域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几乎不包含在形式化的 

文档之中。我们提出在断言中记录特定问题与设计 

知识，便于设计者论证他们的陕定为什么是台理的． 

Asserticos=Assertlon_id— Assertion 

朋̂enion：：DeseriptionXReferenceXJusfificatlc0a 

Description：：STR G 

Reference：：SrRING 

Jusdfleatlon：：STRING 
Assertion_／d：：T0K日N 

代码视集 就是基于特定软硬件环境、解决指 

定问题的源程序代码．和传统意义下的代码片段(程 

度段)不同，它是一种代码片集。 

代码视集是根据问题来划分的，既与功能性需 

求有关，也与非功能性需求有关}而传统的程序段 

(程序块)是根据功能来划分的。因此前者的代码行 

可以是连续的，也可能是寓教的 }而后者的代码行通 

常是连续的。并且，两个不同的代码视集的交集可能 

是非空的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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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 
C／d，Sid，Lid：：TOKEN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 出设计库的核心模 

型 ，如图 1所 示 

2．2 设计库的基本操作 

设计库管理、维护与设计过程有关的信 息(记 

录)。除被管理的数据对象扑 ，设计库应提供一系列 

有关管理、生成、查询、访问(浏览 )等方面的操作及 

其支持工具。利用这些工具，人们可以产生(增加)新 

的数据对象；删除无意义的数据对象；接多种方法查 

商设计库中已有的数据对象；以及访问(浏览 )特定 

数据对象的每个属性。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查诲与 

浏览操作．其它操作就不做详细描述了。 

周 1 设计库模掣 

查询操作 设计库由数据对象集以及施加于数 

据对象集上的操作所组成 ，设计库中的每一个数据 

对象都有其特定的标识符。核心模型至少应提供两 

种方式来定位(Addressing)设计库中的数据对象．即 

标识符和关键字。为描述方便．用DesigYL~Se表示设 

计库，用 Oh~ct表示设计库中的数据对象．Oo~ra— 

tions为施加于数据对象上的操作 ，不难得出： 

D曲 nB童皇e：：0 c臼×0Penti0Ⅱ旦 
Objects=Ob~et id-~Object 
Objeet_id：：TOKEN 
Operations：：⋯ ⋯ 

核心数据对象的类型前面已做过讨论。根据对 

象的标识符，定位其对应的对象 ，相 对来说比较容 

易，这里，我们定义操作 AddressJngProhlem和 Ad- 

dressingDecislon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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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ingP~oblem ：Problem—id s — Pr0bIem 

Addr ngDed8 n；Decision id~ Des1gn／3ase~ Decislon 

Ad~essingCodeView CodeVie~ id一 № ign 8e— Code— 

V Jew 

另一种定位数据对象的方法是通过关键字的匹 

配来实现。给定关键字(Keyword)后，扫描设计库中 

所有的对象，能与关键字匹配的数据对象可能有多 

个，也可能 没有。在 这里，我们 定义 了 Searching— 

Problem 和 SearchingDecision这两种最基 本 的操 

作 。 

SearekingProblem 

SearehingDeeision Keyword~  

访问操作 设 库中对某一十数据对象的访问 

涉及数据对象的属性，典型地 ，如增加一个属性；删 

除一十属性；更改指定属性的值；观察指定属性的 

值；以及浏览数据对象所有的属性等。因此，在 

这里稳们定义了下面五种基本操作。如果需要， 

还可以定义更多的操作，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ChaagingAttrlbuteValue；(Attribute×NewValue) 
Object-~Object 

DisplaylngAttrlbuteValue；Attrlbute-~Ob Value 

BrowsingAllValue：()—-()b ” VⅡl 一set 

DeleteAttribute：At【nbute—+0biect—+obi!ct 

AddAttrlbute}A 

结束语 本文只讨论设计库中的一些基本 

操作，仅有这些操作是不够的。须指 出的是．本 

文未做详细讨论或提及的操作并非是次要的或 

可有可无的；相反，可能是必须的，不可缺少的。 

此外 ，因篇幅所限．没有给出每一种操作详细的 

语义描述及 其实现细 节。 

软件过程建模的目的在于 ：使人们易于理 

解软件过程并在此基础 l-进行交流；支持软件 

过程中各参与人员之 间的通讯与 调；支持对 

软件过程的分析与改进}支持对软件过程的实 

施与管理；支持过程重用；提供对过程的指导与 

自动执行支持等。 

研究过程楼型与过程实施对于软件 生产工程 

化、自动化和过程重用有重要意义：可以使软件项目 

具有更好的可预见性}使软件产品具有更高的质量； 

从根本上改善软件生产过程和软件生产宰I使软件 

组织过程更成熟些，以适应各行各业 日盐加剧的对 

软件产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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