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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吉阳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北方实验室有限公司、国家网络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济南)。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振宇、蔡立志、梁勇、阳如坤、黄姗姗、郑阳、刘文杰、李海涛、吴学科、郭军、

章文、相福民、张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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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软件运行过程中由于出现异常而导致软件无法正确运行。无论异常何时产生或者在软件生存周期

内何时出现,软件异常分类指南提供了统一的方法。异常数据可应用于多种目的,包括原因分析、项目

管理和软件过程改进(例如:减少缺陷嵌入、或者增加缺陷检测的可能性)。
在软件生存周期内,问题发现的越早,修复的成本越低,修复越容易。本标准鼓励使用各种工具、技

巧和方法学尽早地发现问题。收集本标准描述的数据可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多个方面可提

供有益的应用。标准化的异常数据对于评估工具、技巧和方法学工作的有效性是十分必要的。异常数

据可确定在软件生存周期内何时引入的问题最多。软件优化和问题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异常的解决。异

常数据也有助于评估质量属性,例如可靠性和生产率等。
软件异常分类在多个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首先,在软件产品的开发过程中明确组织(包括企业、

部门、团队)产生异常的类型。在项目执行过程或过程改进中,异常分类是一种丰富的数据来源。正交

缺陷分类和原因分析等技术需要依赖异常分类来确定其产生原因,通过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等过程改

进框架帮助防止缺陷的再次出现。对于项目研发过程中产生的异常,通过对异常属性进行分类来帮助

过程改进。其次,异常分类的标准化使得在开发者之间以及组织之间,能够更好地就异常开展沟通和信

息交换。人们常常用同一个词语表达不同的含义,或者使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同一件事情。类似地,如
果软件为了就数据异常开展高效通信(例如交换数据),必须共享相同的逻辑(而不是物理)数据模型。
如果同样的数据元素在一个软件和另一个软件命名方式不同,通过映射或翻译的方法也可进行数据交

换,但是每一个软件至少识别并实现相同的概念实体(对象)、关系和属性。
一个组织在实施本标准时可使用规程来达到目标,但这可能涉及额外的细节、不同的步骤、相关的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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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 软件异常分类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软件异常分类方法,规定了缺陷和失效的分类属性集。

本标准适用于软件生存周期的所有阶段,用户可根据所选择的软件生存周期模型裁剪分类属性。

本标准规定的分类属性集不是完备的,用户可根据特定应用或用途增加分类属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6260.1—2006 软件工程 产品质量 第1部分:质量模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异常 anomaly
从文档或软件操作观察到偏离以前验证过的软件产品或引用的文档的任何事件。

[GB/T11457:2006,2.64]

3.2

分类 classification
将对象指派给某一目的机制。

[GB/T11457:2006,2.211]

3.3

缺陷 defect
工作产品中出现的瑕疵或缺点,导致软件产品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或者规格说明,需要修复或者

替换。

例如:a)生存周期的早期阶段发现的遗漏或者缺点;b)软件包含的故障,该软件由于不够成熟而导

致操作不成功。

[IEEEStd1044:2009,第2章]

3.4

差错 error
产生不正确结果的人为动作。

[IEEEStd1044:2009,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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