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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5000《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已经或计划发布以下

部分:
———第1部分:SQuaRE指南;
———第2部分:计划与管理;
———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第12部分:数据质量模型;
———第20部分:质量测量框架;
———第21部分:质量测度元素;
———第22部分:使用质量测量;
———第23部分:系统与软件产品质量测量;
———第24部分:数据质量测量;
———第30部分:质量需求框架;
———第40部分:评价过程;
———第41部分:开发方、需方和独立评价方评价指南;
———第45部分:易恢复性的评价模块;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第62部分:易用性测试报告行业通用格式(CIF)。
本部分为GB/T25000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5000.1—2010《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与评价(SQuaRE)SQuaRE指

南》。与GB/T25000.1—201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22条术语和定义,包括:需方(见2010年版4.1)、分析模型(见2010年版4.2)、质量测

度的属性(见2010年版4.4)、商业现货软件产品(见2010年版4.6)、决策准则(见2010年版

4.10)、派生测度(见2010年版4.11)、标准分部(见2010年版4.13)、实体(见2010年版4.15)、
软件外部质量(见2010年版4.19)、失效(见2010年版4.20)、故障(见2010年版4.21)、功能性

需求(见2010年版4.22)、信息产品(见2010年版4.26)、信息系统要求(见2010年版4.27)、中
间软件产品(见2010年版4.28)、中间软件产品要求(见2010年版4.29)、软件内部质量(见
2010年版4.30)、观察(见2010年版4.39)、操作方(见2010年版4.40)、需求(见2010年版

4.47)、软件使用质量(见2010年版4.54)、软件质量测量(见2010年版4.55)。
———修改了34条术语和定义,包括:属性(见3.1,2010年版4.3)、基本测度(见3.2,2010年版4.5)、

定制软件(见3.4,2010年版4.8)、数据(见3.5,2010年版4.9)、开发方(见3.7,2010年版

4.12)、最终用户(见3.10,2010年版4.14)、评价方法(见3.11,2010年版4.16)、评价模块(见
3.12,2010年版4.17)、隐含要求(见3.15,2010年版4.23)、指标(见3.16,2010年版4.24)、信
息需要(见3.17,2010年版4.25)、维护方(见3.20,2010年版4.31)、测度(名词)(见3.21,
2010年版4.32)、测量(动词)(见3.22,2010年版4.33)、测量(见3.23,2010年版4.34)、测量函

数(见3.24,2010年版4.35)、测量方法(见3.25,2010年版4.36)、测量规程(见3.26,2010年版

4.37)、使用质量(见3.31,2010年版4.42)、质量测度元素(见3.34,2010年版4.43)、质量模型

(见3.35,2010年版4.44)、评定(见3.36,2010年版4.45)、评定级别(见3.37,2010年版4.46)、
标度(见3.39,2010年版4.48)、软件产品评价(见3.41,2010年版4.50)、软件质量评价(见
3.44,2010年版4.53)、利益相关方(见3.45,2010年版4.56)、供方(见3.46,2010年版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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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见3.47,2010年版4.58)、过程目标(见3.48,2010年版4.59)、用户(见3.51,2010年版4.61)、
确认(见3.52,2010年版4.62)、值(见3.53,2010年版4.63)、验证(见3.54,2010年版4.64)。

———增加了12条术语和定义,包括:数据质量(见3.6)、有效性(见3.8)、效率(见3.9)、系统和软件

质量的外部测度(见3.14)、中间系统或软件产品(见3.18)、软件质量内部测度(见3.19)、量化

属性(见3.28)、产品(见3.30)、使用质量测度(见3.32)、质量测度(见3.33)、满意度(见3.38)、
易用性(见3.50)。

本部分采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IEC25000:2014《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产品质量要

求和评价(SQuaRE)SQuaRE指南》。
本部分与ISO/IEC25000:2014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第2章对应ISO/IEC25000:2014中的第3章。
———第3章对应ISO/IEC25000:2014中的第4章。
———第4章对应ISO/IEC25000:2014中的第2章。
———由于ISO/IEC25000:2014第5章的5.1阐述ISO/IEC25000系列标准的组成结构。ISO/
IEC25000现行的所有标准已经或正在被采标为GB/T25000标准。因此,在本部分正文阐述

ISO/IEC25000系列标准的组成结构不尽合理,但为了使读者对国际标准有全面了解,将这部

分内容移到引言中。
———ISO/IEC25000:2014中第5章的5.2概述了ISO/IEC25000系列标准各分部的情况,修改为

GB/T25000的概述。并独立成第5章。
———ISO/IEC25000:2014中第5章的5.3主要概述了GB/T25000共用的公共模型,修改为本部

分第6章。
本部分与ISO/IEC25000:2014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对ISO/IEC25000:2014的第4章“术语和定义”进行了修改。补充了一些GB/T25000各部

分中通用的术语和定义,包括:基本测度(见3.2)、有效性(见3.8)、效率(见3.9)、测量函数(见
3.24)、测量方法(见3.25)、测量规程(见3.26)、量化属性(见3.28)、质量测度(见3.33)、满意度

(见3.38)、测量单位(见3.49)、易用性(见3.50)。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GB/T25000标准相协调,修改了标准的名称;
———ISO/IEC25000:2014的附录A介绍ISO/IEC25000系列标准与其他ISO标准的关系,修改

为GB/T25000标准与相关国家标准或ISO标准的关系;
———ISO/IEC25000:2014的附录B、附录C、附录D介绍了ISO/IEC25000系列标准的历史及应

用情况,由于该内容不适用于GB/T25000标准,因此删去这三个资料性附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中科院软件中心有限公司、珠海南方软件网络评测中心、清华大学、国家应用

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抚州中科院数据研究院、深圳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市软件评测中

心有限公司、广西达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科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福建省

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浙江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所、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北京凯思昊鹏软件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鹏、奉旭辉、史惠康、王威、张旸旸、王在炯、肖芳玲、丁晓明、刘潇健、庞懿丽、

柳毓龙、刘健、李军、李云翔、邓姿娴、顾玉良、吕雪、何志豪、王溪。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500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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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计算机正在广泛应用于日益增多的各种应用领域,其正确的运行对于业务成功和(或)人类安全常

常是攸关的。因此开发或选择高质量的软件产品是极其重要的。对于软件产品质量全面地说明和评价

是保证软件适当质量的关键因素。在考虑软件产品所期望的用途时,通过定义合适的质量特性能够达

到此目标。重要的是规定和评价每个相应软件产品质量特性,尽可能使用确认的或广泛认可的测量。
编制ISO/IEC25000系列标准的总目标是开发一个按逻辑组织的、强化的、统一的系列标准,其覆

盖两类主要过程:在系统和软件质量测量过程支持下的系统和软件质量需求定义和软件质量评价。

ISO/IEC25000系列标准的目的是通过质量需求定义和评价来辅助人们开发和采购系统和软件产品。

ISO/IEC25000系列标准建立了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需求定义及其测量和评价的准则。它包括3个质

量模型(计算机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模型、使用质量模型和数据质量模型),使客户质量定义与开发过程

属性保持一致。此外,ISO/IEC25000系列标准提供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属性的推荐测度,供开发方、
需方和独立评价方使用。

ISO/IEC25000系列标准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ISO/IEC25000系列标准结构

  ISO/IEC25000系列标准由下列分部组成:

a) ISO/IEC2500n———质量管理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定义了由ISO/IEC25000系列标准

中的所有其他标准引用的全部公共模型、术语和定义。这一分部还提供了用于负责管理系统

和软件产品质量需求定义和评价的支持功能要求和建议。

b) ISO/IEC2501n———质量模型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给出了包括计算机系统和软件产品

质量、使用质量和数据的详细质量模型。同时还提供了这些质量模型的使用指南。

c) ISO/IEC2502n———质量测量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包括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测量参考

模型、质量测度的数学定义及其应用的使用指南。给出了软件内部质量、系统和软件外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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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质量测度的示例。定义并给出了构成后续测量基础的质量测度元素。

d) ISO/IEC2503n———质量需求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有助于规定质量需求。这些质量需

求可用在要开发的软件产品的质量需求导出过程中或用作评价过程的输入。

e) ISO/IEC2504n———质量评价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给出了无论由评价方、需方还是由

开发方执行的系统和软件产品评价的要求、建议和指南。还给出了作为评价模块的质量测量

文档编制支持。

f) ISO/IEC25050~ISO/IEC25099———扩展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包括了就绪可用软件

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易用性测试报告行业通用格式(CIF)。
必须强调的是,ISO/IEC25000系列标准只专注于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ISO/IEC25000中ISO/

IEC2500n———“质量管理分部”解决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需求规格、测量和评价,它与在ISO9000系列

标准中定义的过程“质量管理”是独立的,也是截然不同的。
相比于其前身标准(ISO/IEC16260和ISO/IEC14598),ISO/IEC25000系列标准的主要优点

如下:

a) 协调了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测量和评价的指南;

b) 指导了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需求定义;

c) 将ISO/IEC25020《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质量测量框

架》与ISO/IEC/IEEE15939中的软件产品质量测量参考模型进行了融合。

ISO/IEC25000系列标准与ISO/IEC9126及ISO/IEC14598的主要差异如下:

a) 引入新的通用参考模型;

b) 对每个分部引入专门的、详细的指南;

c) 引入系统产品质量;

d) 引入数据质量模型;

e) 在质量测量分部中引入质量测度元素;

f) 引入质量需求分部;

g) 合并并修订评价过程;

h) 以示例形式引入实践指南;

i) 协调并融合ISO/IEC15939的内容。

ISO/IEC25000系列标准提供:

a) 术语和定义;

b) 参考模型;

c) 通用指南;

d) 单个分部指南;

e) 用于质量需求定义、规划和管理、测量及评价目的的标准。

ISO/IEC25000系列标准包括有关质量模型和测量以及质量需求定义和评价的标准。

ISO/IEC25000系列标准代替ISO/IEC9126和ISO/IEC14598系列标准。

GB/T25000标准采标ISO/IEC25000系列标准,在系统和软件质量测量过程的支持下,为系统与

软件质量需求定义和评价提供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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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部分:SQuaRE指南

1 范围

GB/T25000的本部分为GB/T25000整体标准提供使用指南。本部分旨在为GB/T25000标准

的内容、公共参考模型和定义以及各部分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全面说明,允许用户根据其使用目的应用本

部分。

GB/T25000标准适用但不限于系统和软件产品的开发方、需方和独立的评价方,特别是那些负责

定义系统和软件质量需求,及系统和软件产品评价的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注:下列定义适用于GB/T25000的所有部分。

3.1 
属性 attribute
实体的固有性质或特性。能以人工或自动化手段定量或定性地加以辨别。
注:GB/T19000区分两类属性:在事物中固有地存在的一种持久的特性;给产品、过程或系统指派的特性(如产品

的价格、产品的拥有者)。指派的特性并不是产品、过程或系统固有的质量特性。

[来源:ISO/IEC/IEEE15939:2017,定义3.2,有修改]

3.2 
基本测度 basemeasure
按照某一属性及对其量化的方法所定义的测度。
注1:一个基本测度在功能上独立于其他测度。

注2:基于2012年版国际计量学词汇—基础和通用概念及相关术语中“基本量”的定义。

[来源:ISO/IEC/IEEE15939:2017,定义3.3]

3.3 
使用周境 contextofuse
使用某一产品的用户、任务、设备(硬件、软件和物资)以及物理和社会环境。

3.4 
定制软件 customsoftware
根据用户需求规格说明,为特定应用所开发的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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