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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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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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凯思昊鹏软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邮电

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倪、林琳、顾玉良、奉旭辉、袁玉宇、张旸旸、杨金翠、陈天洲、李云翔、郭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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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嵌入式系统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中得到了应用,其高质量运行对业务的成功或人类的安全往往是

至关重要的。嵌入式系统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软件的可靠性。因此开发高质量的嵌入式软件

对嵌入式系统的推广和应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嵌入式软件的质量进行定义和评价是促进其达到足够质量水平的关键因素。量化地定义和评价

嵌入式软件的质量可以通过建立适当的质量模型来实现。嵌入式软件的质量模型提供了定义嵌入式软

件质量需求和评价嵌入式软件质量水平的基础。建立质量模型的依据一方面来自嵌入式软件本身固有

的特点,另一方面来自应用对嵌入式软件的需求。
本标准就是为实现量化地定义和评价嵌入式软件质量这一目的而制定的。它按照嵌入式软件的开

发和使用阶段对质量的关注不同定义了三种质量模型,分别是内部质量模型、外部质量模型和使用质量

模型。这三种质量模型可对处于不同阶段的嵌入式软件的质量进行定义和评价。每种质量模型中都包

含多个特性。内部质量模型和外部质量模型中的特性被分为一系列子特性,每个子特性中都包含一到

若干个测量元。使用质量模型中的特性没有再分为子特性,而是直接包含测量元。以测量元为基础就

可以对嵌入式软件的质量进行定义和评价。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GB/T16260.1—2006、GB/T16260.2—2006、GB/T16260.3—2006、

GB/T16260.4—2006等标准对软件质量进行度量的方法。相对于上述这些标准,本标准增加了一些适

合嵌入式软件的测量元,删除了一些对嵌入式软件意义不大的子特性和测量元,并对一些测量元的名称

和内容做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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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软件质量度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嵌入式软件的内部质量模型、外部质量模型和使用质量模型,并对模型中的各个特

性、子特性和测量元进行了具体的说明。通过这些特性、子特性和测量元可以对嵌入式软件的质量进行

定义和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以下使用者:

a) 需方:需方是从供方获得或采购嵌入式系统、嵌入式软件或服务的个人或组织。

b) 评价者:评价者是对嵌入式软件实施评价活动的个人或组织。

c) 开发者:开发者是执行开发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开发活动包括嵌入式软件生存过程中的需求

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和验收等。

d) 维护者:维护者是执行维护活动的个人或组织。

e) 供方:供方是按合同向需方提供嵌入式系统、嵌入式软件或服务的个人或组织。

f) 用户:用户是使用嵌入式软件执行具体任务的个人或组织。

g) 质量管理者:质量管理者是负责对嵌入式系统、嵌入式软件或软件服务的质量进行检查的个人

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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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457—2006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GB/T18905.1—2002 软件工程 产品评价 第1部分:概述(idtISO/IEC14598-1:1999)

GB/T16260.1—2006 软件工程 产品质量 第1部分:质量模型(ISO/IEC9126-1:2001,IDT)

GB/T16260.2—2006 软件工程 产品质量 第2部分:外部度量(ISO/IECTR9126-2:2003,

IDT)

GB/T16260.3—2006 软件工程 产品质量 第3部分:内部度量(ISO/IECTR9126-3:2003,

IDT)

GB/T16260.4—2006 软件工程 产品质量 第4部分:使用质量的度量(ISO/IECTR9126-4:

2004,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11457—1995、GB/T18905.1—2002、GB/T16260.1—2006和GB/T16260.4—2006界定的

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嵌入式系统 embeddedsystem
置入应用对象内部起信息处理和控制作用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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