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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S09000和 CMM 的软件配置管理系统的研究 
Study Df Software Configuration M anagement Systems Based on IS09OO0 and  CM M 

李怀璋 李明树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100080) 

Abstract Regarding ISO900O and CM M software quality management as the background，the article 

main1v studies so{tware c0 igura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Br er／Server environment Its aim is to 

realize automated management of document flow and work—flow ，and also the record and statistics in 

tbe middle course． As a result o5 it．better project tracking and condition inspection will made， 

moreover，and enterprise’s capabi[ity ol mature model and continuous software process maprovement 

wil1 be implemented to a great extent． 

1 概述 

箍着软件系统的日益复杂化和用户需求、软件更 

新 的频繁化，配置管理逐渐成为软件生命周期中的重 

要控制过程 ．成为软件工程中质量管理中的重要内容 

软件配置管理 (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是通过技术或 行政手段对软件产品及其开发过 程和生 

命周期进行控制、规范的～系列措施 。配置管理的 目标 

是记录软件产品的演化过程 ．确保软件开发者在软 件 

生命周期中备个阶段都能得到精确的产品配置 它通 

过控制 、记录 、追踪对软件的修 改和每个修改生成的软 

件组成部件来 实现对软件产品的管理功能 。 

为了保证对产品有效地进行 控制和追踪 ，配 置管 

理过程不能仅仅对静态的、成形的产品进行管理，而必 

须对动态的、成长的产品进行管理 由此可见 ．配置管 

理 同软件 开发过程紧密相关 配置管理必须紧扣软件 

开发过程的各个环节 ．使整个开发团队象一个交响 乐 

队 一样和谐而叉错 杂地行进 配置管理工具的应用 ，已 

经成为软件 企业提高开发效率、加强软件质量管理水 

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 

无论是国际标准 ISO900O的软件质量管理 ，还是 

美 国卡 内基梅隆 大学 SEI提 出的 CMM(成熟度能 力 

模型 )_3J．都对软件配置管理有着专 门的阐述和强调 

IS09000对软件配置管理 的要求中 ．强调对必要的 软 

件项进行标 识．然后进行 一定 的控制 、追踪和协调进 行 

变更的控制 而在 CMM 对软件配置管理的要求则更 

加强调对过程的控制 ，以保证项 目的整个软件生命周 

期 中建立和维护软件产品的～致性。它包括选择项 目 

基线项(包括项 目描述、项 目的产品和过 程的规格说 

明)．控制这些项的更改 ，记录并报告这些 软件 项的状 

态和更改 活动 它们 的主要 区别 可 以用表 1来描 述 ． 

IS09000提供 比较宏观的管理_| ．而 CMM 又过于强 

调技术细节管理[：]．而 当前我 国软件企业规模和技术 

水平较低而使之不能完全用得上．但二者 的有机结合 

将很好地 应用于中国的软件企业 

丧 1 IS09000和 CMM 的主 要 压别 之 赴 

(包括 在 配置 管理 方 面 ) 

区别点 IS09000 CMM 

来 自于美国国防部对 

软件丹包商 的能力评 根源和 目标 各行业通用标准 

价 ，具 有 ～定 的 局 限 

性 

强调对过程 的控制、 强调点 管理悴系 

监控整个过程的管理 

对软件的适应性 一般 较强 

详细程度 一般 报详细 

规模比较大的戟件企 

适告规模 所有规横企业 业 ．对 规横小 的戟件 

企业必须进行裁剪 

2 基于 B ／S结构的配置管理的实现 

箍 着网络技 术 的进一 步发展 和应 用 的普 及 ．以 

Web为主的工作模式必然成为未来软件 开发和计算 

机应用的最重 要的方式 即实现协同工作．基于网络环 

境下的软件配置管理必然成为未来 主导 的软件开发模 

式 然而 目前大部分配置管理工具依然是基于 CLknt／ 

Server结 构或 单机 使 用 ．往 往在 CLient／Server模 式 

下，操作命令相当复杂 ．要想熟练操作这些命夸参数 ， 

*)受国家“B63”计 劓B63—306一ZD18—08—1“基于 ISOgOD0和 CMM 的软件磺量平台及其体 系”资助，车工作 同时受国家 自然辩学 

基金 Nos 697 73023 69896250—3的支持淳 怀璋 博士后淳 明树 研究员，博导 ·研究方向 智能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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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工作^员带米了巨大的困难 。 

而综合 CMM 和 Is09000的软件质量管 理理念和 

技 术．建立 Web／Server／Database三层结构 的配置 管 

理 就可 以很好地支持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协 同工作 t它 

可 以提高 团队协作和开发效率 ，已成为 目前软件开发 

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 

2 1 基于 B／S模式的配 置管理实现原理 

2．1．1 文档流时配置 管理 其实现是在版本管 

理工具 CVS的基础 上完成的。由于 CVS提供了文件 

版 本管理 、变更 管理、发行 管理等强 大的版本管理 功 

能 ，因此 ，我们 可以把它作为服务器端 ．而锺过 Web端 

的访问和调运 来实现文件传输和管理。其原理如图i所 

示。在图中，Web与 Se~ver之 间信息通过 Http形式通 

讯 ．主要包括命令信息的传达和文件的上传与下载。需 

要管理的文件信息、权限信息、文件模板等信息都存储 

在数据库中。JSP通过用户提交的 CVS请求 生成相应 

的命令交给 CVS Server处理。并等待 CVS Server执 

行该请求 ：CVS Server执行完该请求后将状 态信息返 

回给 JSP 

图 1 基于 B／S结构的软件配置管理实施框架 

CVS提供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版本管理功能 。版 

本管理是指对由一个或者多个开发者共享的应用程序 

或文档的多个映像 的存储 的管理 。提供文件 的任何版 

本的创建功能 、提供内部版本和用户 自定义版本管理 

功能，提供加锁和监控机制来控制并发访问 ，提供对不 

同版本进行描述的功 能．提供比较文件 两个 任意版本 

的功能，使 用反 向 Delta(增 量)方式存储文件 ．提供分 

支以支持并行开发 ．提供归并功能。 

图2 基 于 Web／Server模式的文档流管理 

文档流管理的实现是在版本管理工具的基础上完 

成的 ．其原理如图2所示 其中，版本管理提供了文件 版 

本管理、变更管理 、发行管理等强大的版本管理功 能， 

因此 ，我们可 以把它作为服 务器端 ，而通过 Web端 的 

访 问和调运来实现文件传输和管理 。文件 的处理过 程 
一 般由编辑、审核和审批几个关键过程组成 ，在文件 审 

批通过以后才形成正式版本。 

2 1 2 工作流 时配置管理 工作 流是指项 目策 

划中所有需要完成的活动 ，如需求分析 、设计 、编码、测 

试 、验收、交付和安装 ，以及采购、度量 、设 备检验等项 

目支持活动 。对于工 作流的配置管理主要 包括 各种活 

动属性的变更的管理 和跟踪 ，工作流过 程的配置管 理 

如图3所示 。活动的变更管理 主要 由以下几种情况 构 

成 ： 

1)资源变更 是 指对原项 目策 划中某一活 动分 配 

的资源的变更，主要包括活动执行时间 、̂ 力和物 力资 

源和工作量等的变更。一般不对活动的流程产生影响， 

只是在时序等方面发生变更 ，同时作好记录 ，根据活动 

路由表对所产生的影噙进行变更。 

2)活动变更。包括对每一个增加或 删除的活动 和 

对已经完成的活动重新去做。如需求分析活动 ，可能已 

经进行到测试阶段了才发现需求分析役有完全符合要 

求．选时重新做 需求分析活动、原来的需求分析活动就 

变成了旧的版本 ．但仍然可以回溯原来的过程记录 ．所 

有变更都必须有记录。 

图3 基 于 B／S结构的工作档流管理 

3)评 审结果的处理 。一般有三种结果 ：通过、部分 

通过和不通过。对于部分通过和不通过都会产生不合 

格品、需要进行不台格的处理，不舍格的处理可 能是返 

工 返 修、报废 、降级使用等处理方式。赊返工需要重新 

分配资源外，其它处理方式都不需要重新分配资源。 

I)项 目的跟踪与监控 。为了对整体项 目进行跟踪 

和监控 ．必须建立过程记录数据库系统 ，它为项 目所包 

括的活动的进行状态可以随时进行跟踪和监控 ．按照 

项目管理 的要求 ．需要建立项 目进程监控图 ．随时可 

以查看项 目进行 的状态 ，这也是配置管理的一个重要 

内容。基于 B／S结构的项 目跟踪与监控 的实现 主要通 

过 applet和 isp技术来实现从 浏览器端 访问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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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进行数据库加工后的绘图和显示。 

5 配置管理的实施 

5 1 配置管理宴旄的管理组织 

实施一个软什开发组织的配置管理过程需要在实 

施初期花费较大的人力物力。这种工作一般是由一个 

临时组成的软件配置管理过程实施小组来完成。遣个 

小组 负责实施配置管理过程中的所有工作 ，包括了解 

本组织的现有开发、管理现状，选择配置管理工具 ．制 

订配置管理规范、安排试验项 目的实施 ．j句通部门问关 

系，获得管理老支持和开拄人员的认同 ] 

配置管理过程实施小组的成员应该包括 ： 

小组负责人 ：其对整个实施过程 负责 主要职责是 

协调与其它部门或与上级主管的关系，监督工作进程， 

协调小组内部关系。 

技术支持专家 ：其负责在技术、设备方面为本组提 

供支持和般务 、并负责 同其它部门就技术问题进 行联 

络 ，如了解相关项 目情况、开发环境 、开发人员状况等。 

配置管理技术专家 ：其对配置管理过程的 实施和 

配置 管理工具十分熟悉 。主要任务是指导配置管理过 

程的实施 帮助制订 配置管理规章 负责对开发 人员进 

行配 置管理工具的培 训。通 常是配置管理工具提供商 

或专 门的配置管理顾问机构的人员担当此任。 

配置管理系统用户代 表 负责从实施初期 了解配 

置管理系统和规程 根据 开发经验协助制订、修改配置 

管理规程 ．并在试验项 目中担任部分开发 角色。选部分 

成 员应包括软件开发项 目经理 、设计人员、编码、测 试 

和实施 、发布 人员。 

该项 目小组成立后 ．可以按 照一定的权限进行 配 

置管理 的操作 将按后述步骤开展配置管理过程的实 

施工作 。从文件 的权限角度 来讲 ．操作权限包括只读、 

排他写 、共享写。对于编辑好的已经提交的文件 ．需要 

经过审校和审批井通过后才确立为新的正式版本 

j．2 配置管理的实施方法 

制订 配置管理流程的方法是 ：通过对 目标机构 的 

调查、评估 ．定义现有的配置管理流程 ．由配置 管理 技 

术专家对它进一步分析 ，结合常规的配置管理 方法制 

订 出新 的流程。之后 ，依据选 定的配置管理 工具的 功 

能，将新流程中可自动化的环节交由配置管理工具处 

理 ．其它环节由新制 的配置 管理规范控制 。 

除了制订配置管理规范外 ，该小组还应制订出适 

合 目标机构 的配置管理基本章程 ，该章程应包括配置 

管理部门的设立、该 郎门的职 责【通常是负责监督配置 

管理规范的执行情况 ，对配置规范进行完善 ，并担当 日 

常的内部配置管理过程支持任务)，定义配置管理过程 

与开发过程的协调关系，以及 备开发 阶段的开发人员 

构成、在配置管理沆程中的责任划分等等 
一 般说来 ，配置管理包括四个方面的活动 ：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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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配置项控制(修改控制)、配置状态报告和配置市 

梭 配置管理规范的制订也应接连四个方面内容进行 

每 一个方面要考虑的问题是 ：配置项 标志、制汀文挡或 

文件编号 、标记体系、定 义文档和 文件之 问的联 系、确 

定受控 的配置项的取舍 【如软件源 码、硬件描述 文件、 

中间文件、目标文件、测试方案、系统数据 等等)、确定 

产品版车和基线的标志体 系、确定库程序 的标 志和管 

理机制、配置项控制、确定产品的版本 的演化策略 【规 

定何时 、何人创建新的基线 ，如何创建 ) 确定修改请求 

控制机构 (CCB--Change Control Board)的人员组成 、 

职能与工作程序、确定修改请求的处理流程和终 止条 

件、确定修改请求处理过程中备开发 人员的职能、确定 

修改请求和所生成的结果的对应机制 、确定文档的修 

改方式 、确定配置项 的提取方式 、配置状态报告 、定义 

报告的 内容、形式与提交方式 、确定产品的发行 事宜 ， 

包括发行时问如何确定、发行说明 的生成发布方 式和 

发行方式等、配置 市枝、确定审核 的执行人 员、执行时 

机，审核的内容和方式 、确定发现问题后的处理方法 。 

全面实施过程主要由配置管理部 门根据新 的配置 

管理流程来指导 。配置 管理过程实施 小组的作用趋于 

淡化．主要起监督和支持作用 由配置管理部门制订各 

个项 目的配置管理宴瓶计划 ；进行全组 织范围的配置 

管理系统和规则 的培训 ；帮助 各个开发项 目向新流程 

转移 ；进行 日常的监督、抽查、评估和规范的完善工作 ， 

结语 建立基于 B／S结构下的配置管理工具 ．可 

以大大提高我国软件 企业的开发效率 、产品质量 和管 

理水平 ．可以加强软件企业的成熟度能力 ．使软件企业 

通过持续的过程改进 ．逐步走向成熟 ．并参与到国际 他 

的竞争中击 另外．配置管理过程的建立是一个 复杂而 

漫长的过程 ．因为’占受 软件开发机构 的许多方 面的影 

响．包括技术、设备、项 目、制度、人员、文化等 因素。就 

象其它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一样，在一 个机 构内刚刚建 

立的配置管理过程必然会受到各方 面的挑战和考验 ． 

因此 需要 有一 个适 应 ．融合 的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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