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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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如下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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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参考模型和指南;
———第21部分:质量测度元素;
———第22部分:使用质量测量;
———第23部分: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测量;
———第24部分:数据质量测量;
———第30部分:质量需求;
———第40部分:评价过程;
———第41部分:开发方、需方和独立评价方的评价指南;
———第42部分:评价模块;
———第45部分:可恢复性的评价模块;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第60部分:易用性测试报告行业通用格式(CIF):易用性相关信息的通用框架;
———第62部分:易用性测试报告行业通用格式(CIF);
———第63部分: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使用周境描述;
———第64部分: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用户要求报告;
———第65部分: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用户需求规格说明;
———第66部分: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评价报告。
本部分是GB/T25000的第2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IEC25024:2015《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

评价(SQuaRE) 数据质量测量》,与ISO/IEC25024:2015相比,主要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5000.12—2017代替了ISO/IEC25012:

2008,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
本部分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删去了范围中重复列出的附录内容说明,但保留8.1中有关附录的说明;
———图2中,将“测量”纠正为“由……测量”,“定义”纠正为“由……定义”,并且,为了便于理解,增

加“生成”“由……度量”“包括”等过程描述。
———为体现附录D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特点,在表D.1的最左边增加一列,填写质量测度的英文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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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鸿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复旦大学、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赢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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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力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上海市软件评测中心有限公司、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国家应用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招银云创(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市软件评测中心有限公司、四川省软

件和信息系统工程测评中心、浙江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所、湖北软件评测中心、福建省电子产品监督检

验所、吉林省电子信息产品监督检验研究院、上海丰源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园区企业

信用促进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何志峰、吴毅坚、钱乐秋、张旸旸、赵文耘、王志鹏、刘潇健、高旭磊、蔡立志、

王维东、肖筱华、贾俊刚、孟艳、沈建雄、何志明、周清云、丁绍琼、李光亚、张凯、罗国翔、胡芸、王威、
陈振宇、丁晓明、邢潇、冯丽、季永炜、夏启明、柳毓龙、辛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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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部分是SQuaRE系列标准的一部分。它提供了一个数据质量测度集,通过参照SQuaRE系列的

其他标准(特别是GB/T25000.12—2017)能用于测量和评价数据质量。
本部分中的数据质量测度集是基于其在实践中的价值而被选入的。这些数据质量测度的本意并非

是详尽的;鼓励本部分的用户在必要时对它们加以细化。
质量测量分部

本部分是GB/T25000SQuaRE系列标准中质量测量分部的一部分。ISO/IEC2502n 质量测量分

部目前包括以下标准:
———ISO/IEC25020 测量参考模型和指南:为测量ISO/IEC2501n 质量模型分部中定义的质

量特性提供参考模型和指南。
———ISO/IEC25021 质量测度元素:提供用于规定质量测度元素的格式,以及能用来构建软件质

量测度的质量测度元素的示例。
———ISO/IEC25022 使用质量测量:提供测度,包括相关联的测量方法以及使用质量模型中质量

特性的质量测度元素。
———ISO/IEC25023 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测量:提供测度,包括相关联的测量方法以及产品质量

模型中质量特性的质量测度元素。
———ISO/IEC25024 数据质量测量:提供测度,包括相关联的测量方法以及数据质量模型中质量

特性的质量测度元素。
图1描绘了ISO/IEC2502n 质量测量分部中各个标准之间的关系。

图1 质量测量分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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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RE系列国际标准的概述和组织

SQuaRE系列国际标准由五个主分部和扩展分部组成。SQuaRE系列标准中各分部的概述如下。
———ISO/IEC2500n:质量管理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定义了由SQu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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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管理一个项目的

需求和指南。
———ISO/IEC2501n:质量模型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为使用质量、数据以及系统或软件产品

提供了的质量模型。服务质量正在开发中。还提供了使用该质量模型的实用指南。
———ISO/IEC2502n:质量测量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包括系统与软件产品质量测量参考模

型、质量测度的定义及其应用的实用指南。这个分部给出了系统与软件产品质量测度、使用质

量测度以及“固有的”视点和“依赖系统的”视点的数据质量测量。定义并给出了构成质量测度

基础的质量测度元素。
———ISO/IEC2503n:质量需求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帮助用户规定质量要求。这些质量要

求可用在要开发的系统或软件产品的质量需求抽取过程(设计一个达到必要质量的过程)中或

用作评价过程的输入。
———ISO/IEC2504n:质量评价分部。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给出了无论由独立评价方、需方还是由

开发方执行的系统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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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编制支持。

ISO/IEC25050~ISO/IEC25099保留用于SQuaRE扩展国际标准,目前包括ISO/IEC25051和

ISO/IEC25060~ISO/IEC2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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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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部分:数据质量测量

1 范围

GB/T25000的本部分定义的数据质量测度是针对在GB/T25000.12—2017中定义的特性来定量

地测量数据质量。
本部分包含:
———每一个特性的数据质量测度的基本集合;
———在数据生存周期中应用了质量测度的目标实体的基本集合;
———对如何应用数据质量测度的解释;
———指导组织定义自己的针对数据质量需求和评价的测度。
本部分并没有对这些质量测度的等级或评分进行取值范围的定义,因为这些值是根据系统周境和

用户的需求的不同,分别为每个不同特性的系统定义的。
本部分可以应用到用于任何种类应用的计算机系统中的、保持结构化格式的任何种类的数据。
管理数据和关注数据服务的人是这些质量测度的主要受益者。
本部分旨在给需要生产和(或)使用数据质量测度的人员,在达成自己的责任时使用。这些人员

包括:
———需方(从供方获得或取得数据的个人或组织);
———评价方(执行评价的个人或组织。评价方可以是一个测试实验室,一个组织的质量部门,一个

政府机构或一个用户);
———开发方(执行开发活动———包括在数据生存周期中定义需求、分析、设计、实现和测试数据的个

人或组织);
———维护方(执行数据的操作和维护活动的个人或组织);
———供方(在合同条款下,就供应数据或服务与需方履行合同的个人或组织);
———用户(使用数据来实施特定功能的个人或组织);
———质量管理者(对数据实施系统化检查的个人或组织);
———所有者(对数据的管理和经济价值负责的,对于数据的评价、收集、访问、传播、存储、安全以及

取消拥有法律权利和责任的个人或组织)。
本部分考虑了大范围的目标实体数据。
它可以应用于许多类型的信息系统,示例如下:
———遗留信息系统;
———数据仓库;
———分布式信息系统;
———协同信息系统;
———万维网。
本部分范围不包括以下内容:
———知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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