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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is to provide a model of what_S needed in a clear． 

precise．unambiguous and consistent statement of the system to be specified Viewpoints are seen as a 

means for separating concerns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a variety of criteria．which 

has a significant role Ln achieving a successful system The paper is a survey of the current multiple 

viewpoints based requirements approaches；a simple example of a distributed multimedia conferencing 

system is used to demonstrate them 

Keywords Requirement engineering，Viewpoint．Distributed multimedia conferencing system 

1 引言 

视点其实是集体工作的一十普遍特性 ：不同的人 

对于要协作完成的工作，根自然地，会从他们所处的角 

度有自己的不同于他』、的看法。视点是指主体(agent) 

和主体的视图(view) 软件开发过程中，比如在建立或 

描述一十复杂的系统摸型时 ，通常需要许多主体的参 

与 。同时 ，也要求主体对系统相关信息的收集尽可能完 

全 ．特别是那些关系到系统成败的关键信息。视点技术 

在定义好的系统结构的基础上有机地分配给开发』、员 

以不同的职责 ，从而使得不同的参与者都能够从一十 

适当的角度观察这十系统 ，即论域，得到各 自的透视 

(perspective)或视 图，例如安全视图、体 系结构视图、 

性能视图等 。虽然每十透视或视图是对整十系统部分 

且不完全 的描述 ，但是因为视点技术允许从 不同的视 

点收集 系统信息，丢失系统关键信息的可能性已经大 

大地减小 ，并且它把一十复杂、难于管理的任务适 当地 

分解成为若干简单、易于管理的于任务 

近年来，国际上对视点在需求工程中的应用作了 

许多理论和实际的工作。需求工程研究的是具有复杂 

结构的大型系统以及若干系统的结构和行为之问的内 

在限制 因此 ，需要多十视点来进行分解．分析和控制 

工作。事实上 ，在软件开发整十过程 中都会遇到视点这 

十问题 ，觋有的许多设计方法，捌如数据流摸型或实体 
一 关系模型 ，都隐含地使用了视点。 

*)国豪教育部重点礓目资助的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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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先是在 SADT(Structured Artalysis and De— 

sign Techinques)_I 中被提到，然而第一攻正式提出 

税 点是 在 C0RE<Controlled Requirements Expres— 

sion)。 中。随后 ．叉出现了许多适用于 软件开 发不同 

阶段 的视点摸型．其中有 ：Finkelstein[5叫 提 出了一十 

基于视点的软件开发方法，以此作为分布式软件开发 

的一十框 架 LeitelB 设计了一个视点摸型．用来识别 

和 解 决 在 需 求 分 析 时 的 完 全 性 和 正 确 性 问 题 ； 

Kotonya和 Sommerville 】主要研 究的是需求工程 的 

视点模型。下面将对这些方法依攻做简要的介绍 ．并 以 
一 十分布式多媒体会议系统作为要进行需求分析的系 

统。 

2 基于多视点的需求工程方法 

2．1 SADT(结构化分析和设计技术) 

SADT方法基于如下假设 ：系统被看成一十』、们 

所关心的活动的集台：只要能够将其分解成易于掌握 

的子部分，』、们就能够处理任何复杂的系统。SADT的 

目的就是找到这些子部分 ，对它们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模型化。 

SADT 主要 由两部分组成 ：(1)用 于结构 化分析 

(SAtStructured Analysis)的 box-arrow图表 。见图1。 

其中矩形框(SA box)代表系统最抽象的活动，左右上 

下四十箭头分别代表输入，输出，控制和机制。机制在 

控制的作用下将输入转变为输出。例如，在代数式 A+ 

h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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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Y中，SA框是整十公式 ，输入是参 数 x．输 出 

是结果 Y．控制是变量 A和 B，机制是运算符+和 * 

(2)设计技术(DT，Design Techniques) 为了高教地使 

图1 结构化分析 图表 

用图表语言 ，就必须学习和掌握设计技术。它是指导思 

维和行动的原则。 

SADT并没有定义 出 视点 这十概念；视点只是 

需求分析者的主观活动 ，通过对敬据的输入端和输出 

端进行分析 ．从 中得出视点。实际上 ．被看成是数据流 

的源或目的地的视点．是 SADT设计技术的一个根自 

然的扩展 。图2给出了一十最抽象的多媒体会议系统的 

模型 ．其中有两十视点： 客户视点”和“会议视点”。 客 

户视点 描述了和与会者有关的输入和输出数据，包括 

与会老身份信息，请求和服务，而 会议祝 点”描述了会 

议信息的改变。其实．控制 ： 客户管理”和 Qos管理”， 

与输凡一样 ，会对输 出数据产生影响．但 SADT没有 

为控制与视点的联系提供应有的框架 

2．2 CORE(受控的需求表达) 

coRE方法是 由System Designers在七十年代后 

朝为英国航天局开发的 C0RE方法诞 生之后，取得了 

很广泛的应用 ．影响很大。 

CORE是一十基于视点的功能化需求分析方法 

需求可以分为两大类 ：功能化需求和非功能化需求 。功 

能化需求的目的是把握部件(可以是一十系统、一十软 

件包或者一十硬件设备)和部件所处的环境之间相互 

交互的特性 ；非功能化需求则对那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给 出一定 的限制 条件 CO RE方 法将视点分 为两 

层 ：第 一层 由与 系统 交 互 的 所 有 实体 组 成 ．其 中， 

CORE提供 了区分功能化视点和非功能化视 点的准 

则；第 二 层 主 要 研 究 的 是 定 义 视 点 (defining 

viewpoint)和边界税点(bounding viewpoint)，其中 ，定 

义视点是与系统直接交互的系统的子 系统 ，而边界视 

点是那些与系统间接交互的实体。 

coRE方法有七十步骤 ，这里t本文只简单介绍与 

需求说明相关的主要内容 ： 

1)识别视点 CORE没有为如何识别视点规定固 

定的规则 ，而是建议 ，系统分析人员和用户一道使用 

图2 一十分布式多媒体会议系统的模型 

脑风暴 方法得到所有可能的视点。然后 ．将得到的视 

点分为功能化视点和非功能化视点(图3) 再把功能化 

视点叉分为定义视点和边界祝点(图4) 

2)结构化视点。在这十阶段 ．目标系统被分懈 为由 

功能化的子系统组成的层次结构 ，其中．每十子系统都 

是一十视点。这样做 的好处是，把分析任务分成若干不 

同抽象层次上的需求说明，便于对分析进行控{5葶。对于 

如何选择和结构化功能化视 点．CORE提出了一些建 

议．如功能化视点应是信息的改变者 ，在每十视点层上 

的功能化视点应不超过五十等． 

3)收集表格 表 格的收集就是收集视点的相关信 

息．并懈冼视点间信息遗 漏和冲突同题 。对于每十视 

点，需要考虑五十方面 ：它执行的动作；输入的数据 ；数 

据源 ；输 出的敬据 敬据目的地 。 

4)结构化敬据。 

5)对单十视点建模。 

6)对复合视点建模。 

7)分析约束条件 ． 

CORE，和SADT一样．都不支持多视点的需求说 

明。但是，CORE支持间接祝点。CORE中的问接视点 

有点象负责发送输入数据到进程，或从进程接受输出 

数据的外部实体。只不过 ，CORE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定 

义视点上．作为进一步分解的基础，定义视点负责将输 

入转化为输出。 

2 5 VO$D 

VOSD(面向槐点的软件开发 ．Viewpomts~)rient— 

ed s0nware Development)中提出 一在开发大型软件系 

统中，需要许多不同软件开发方 向和不同应用领域的 

专家参 与，而且．他们的职责和注意力有可能随着软件 

的开发发生变化。因此，在 VOSD中，使用观点来管理 

软件开发=吐程中各十阶段每十参与者所肩负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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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视点的依据是参与者的职责 ．他们感兴趣 的领域 和领域 相 关 的知 识 。VOSD中 ，每十 视点 由五 十槽 

功能 化砚 直 

三==) 维 巫 ) 

(== (==面 
(== ( 

会议系统 

( ( 

(== 

(==巫 

三至至 < 竺堡 竺!墨至) 

图3 功能化视点和非功能化视点 

图4 定义视点和边界视点 

(sloO组成： 怍计划槽中描述的开发策略来描述论域； 

1)风格，即用以描述视点的表达横式； 5)工作记录，即视点所执行动作的历史记录 ．用以 

2)论域 ，即视点所关注的领域．它是视点的部分标 

识符； 

3)I怍计划，由生成说明的动作的集合．和控制动 

作执行的处理模型组成 视点的所有者负责执行视点 

工怍计划中的处理模型。视点的所有者通常是开发人 

员，但也可以不是开发人员，可以是某种智能工具或专 

家系统； 

4)需求说明，即按风格槽中描述的表达风格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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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视点说明的开发状态和动作记录。 

VOSD借用了CORE的思想，整十需求说明分成 

了若干开发阶段，每十阶段使用一种视点模板。视点模 

板是指仅古有表达风格和工作计划的视点．通过 韧始 

化一十视点模板可以生成一十对特定论域进行说明的 

视点 ，同时 ．由视点的工作计翔生成视点的说明。最后 ， 

视点的配置．即视点的集合，一起构戚系统需求说明 

图5是由CORE方法中表格收集阶段的视点模板生成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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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视点，它描述了多媒体会议系统中客户的活动。 

图5 表格收集阶段的视点 

2．4 视点分析 

Leite提出的视点分析方法，旨在对于需求分析早 

期过程 中的完整姓和正确性问题加 以识别 和分类。他 

认为从多十角度收集信息能够更好地理解需求 ，从而 

可以更好地保证完整性和正确性。为此 ，Leit~给 出了 

如下的概念。 

视点，即需求分析者在分析整十论域时所处的位 

置 。 

透视，即需求分析者观察得到的一组事实，分为数 

据透视 、分析者透视和操作透视 。 

视图 ，即通过一十视图构造过 程而得到透视的集 

成 。注意 t这里 Leite将透视和视图看成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 

层攻 ，即论域中概念的 is—a和pan of层次 。 

此 外 tLeite还提 出了一十视 点语言 (VWPL)，用 

以描述视 点。Leile提出的视点方法中 ，至少要有两十 

分析者 ，即至少要有两个视点。分析者用 VWPL表达 

他们对整十系统的理解，然后使用数据透视 分析者透 

视和操作透视 ，以及 is-a和 parts—of层次的概念形成 

和改进各 自的透视 ，最后消豫透视之间内在的冲突，将 

它们集成为一十视图。 

2 5 V0RD 

Kotonya和 Sommetvflle在其它学者研究工作的 

基 础上 ，开发 出面向视 点 的需 求 定义 VORD(view- 

points~orienled requh'ements definition)方 法 。VORD 

覆盖了需求工程的全过程，从发现需求直到系统建模． 

视点，即需求源，由终端用户、风险承担者、相邻系统和 

系统环境中可能会对系统产生影响的其它实体组成 ； 

视点和系统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视点对系统的要求和视 

点与系统的交互上 。 

VORD分为三十步骤 (1)视点的识别和结构化； 

(2)书写视点文挡；(3)视点需求分析和说明。在第一步 

中 tVORD将“系 统特权者 构造成 一十视 点类的树 

图 ，以此作为识别视点的起 点．所谓。系统特权者”，是 

指对应用领域有兴趣或专家知识的人或文挡，包括 系 

统的终端用户，系统的中介者．系统工程师和现存系统 

的文挡。图6是视点类的一十示倒。当然，这十类的层次 

并不是通用的．每个 系统都应该在自己的需求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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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 自己的视点类的层次。 

VORD将视点的识别分为五个阶段 ： 

t1)去掉视点粪层焱图中与系统无关的视点粪 ； 

(2)系统的风险承担者，即那些将受到系统影响的 

人 ，如果他们投有被包括在视点类层坎中，那么在层狄 

中填加这些类 ； 

(3)通过系统结构模型来识别子系统的视点； 

t4H匿过区分经常使用系统的用户，偶尔使用系统 

的用户和间接使用系统的用户 ．得到系统潜在的视 ； 

(5)对于那些问接视点类，考虑与它们相关的分析 

人员的视 。 

图6 一个视点类的例子 

结柬语 本文中我们集中介绍了一些比较典型的 

基于多视点的需求工程方法，同时，我们用一个简单的 

分布式多媒体会议系统的例子，说明了它们是如何进 

行视点的识别 点的分类 ，祝点的说明 ，视． 的集成 

的。这个领域还有许多甸题，如视点阃或祝点内不一致 

性和冲突的管理等 ，都亟待更好地解决 ，目前已有一些 

学者开始 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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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抽象的程序 ；最后 ，利用精化演算的求精规则由抽象 

程序得到可执行程序代码 。 

目前从形式化规约到程序代码的求精过程主要由 

人工实现，自动化程度较低。如何在求精过程中尽可能 

多地应用机器辅助技术是形式化方法能否成功的关键 

同题之一。例如：刺用机器辅助技术进行数据精化的正 

确性证明．机器辅助实现从 z到精化演算表示体系的 

转换 ．机器辅助实现操作精化 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有大 

量工作要做 ，如对各求精步骤具体、实用策略的深入研 

究、完备的谓词转换定理 系统的建立及其选用簟略的 

研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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