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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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采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IEC25012:2008《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和评价

(SQuaRE) 数据质量模型》,与ISO/IEC25012:2008相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5000.1—2010代替了ISO/IEC25000。

———为保持本部分术语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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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参照ISO/IEC25024:2015对本部分术语4.1、4.2、4.7、

4.10、4.14进行了修订。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根据最新SQuaRE系列国际标准的规范,参照ISO/IEC25024:2015对引言中有关SQuaRE

系列国际标准的介绍进行了修订。
———根据最新SQuaRE系列国际标准的规范,对本部分标准名称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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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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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起草单位: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雅康精密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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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移动(深圳)有限公司、国家应用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上海鸿迪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招银云创(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市软件评测中心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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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光亚、吴毅坚、钱乐秋、赵文耘、张旸旸、陈诚、肖筱华、王志鹏、刘潇健、蔡立志、

高旭磊、徐鸿俊、贾俊刚、舒敏根、李莉、何志明、周清云、孟艳、何志峰、张凯、罗国翔、胡芸、王威、陈振宇、
丁晓明、冯丽、季永炜、夏启明、柳毓龙、辛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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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计算机系统处理的数据和信息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数据质量是从这些数据导出信息的质量

和有用性的关键要素,大多数业务过程都依赖于数据质量。
所有信息技术项目的一个共同前提条件是在计算机系统和用户之间以及计算机系统自身之间所交

换、处理及使用的数据的质量。
管理并提高数据质量是重要的,这是由于:
———从数据生产过程的质量未知或较差的组织获取数据;
———存在有缺陷的数据,造成令人不满意的信息、无用结果和客户不满意;
———这种数据在不同所有者和用户之间传播,按照单个组织的工作流需要获取的数据经常缺少对

保证互操作性和合作所必需的一致的和集成的视图;
———需要处理由于语义歧义性或者与其他现有的相关数据间缺乏一致性而无法直接重复使用的

数据;
———遗留体系结构和计算机系统的共存,这些计算机系统包含在不同时期、按照不同标准设计和实

现的分布的系统;
———现存的信息系统(例如万维网)数据频繁变化,集成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本部分定义的数据质量模型旨在满足这些要求,并且考虑到数据生存周期通常比软件生存周期更

长。该数据质量模型可以用于以下示例方面:
———在数据生产、获取和集成过程中定义和评价数据质量需求;
———标识数据质量保证准则,同时也有利于数据的再工程、评估和改进;
———评价数据与法律和(或)需求的依从性。
检测因数据带来的错误或低效,带来了针对数据和数据所在系统的其他组件的改善和纠正性干预,

示例如下:
———数据(例如重新设计、解析、整理、增补、转换、匹配);
———软件(例如修改源程序以实现一致性控制);
———硬件(例如升级计算机系统以提高响应时间);
———人的业务过程(例如对用户培训以避免数据录入过程中的错误;改进管理数据的账目处理)。
本部分定义的数据质量模型,旨在与SQuaRE系列标准中的其他标准一起使用。

图1 SQuaRE系列国际标准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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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RE系列国际标准由五大主分部和扩展分部组成,如图1所示(改写自ISO/IEC25000:

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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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软件产品质量测量参考

模型、质量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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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的数据质量测度。定义并给出了构成质量测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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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部分:数据质量模型

1 范围

GB/T25000的本部分针对计算机系统中以某种结构化形式保存的数据,定义了通用的数据质量

模型。
本部分关注于作为计算机系统一个组成部分的数据的质量,并定义由人和系统使用的目标数据的

质量特性。
目标数据是组织决定通过本模型来分析和确认的那些数据。非目标数据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指

非持久的数据,例如由操作系统处理的数据;第二种指虽然属于本部分范围、但该组织不采用本部分进

行分析评价的数据。
图2中,显示了一个通用系统的结构:系统可以包含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又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计

算机系统。

图2 数据质量模型的目标域

  本部分可以与SQuaRE系列的其他标准共同用于建立数据质量需求、定义数据质量测度或规划并

实施数据质量评价。
数据质量需求和数据质量测度能按5.2中的数据质量特性进行分类,并由评价过程以独立于其他

计算机系统的组件的方式用于分析数据。
本部分旨在支持系统生存周期过程(例如ISO/IEC15288中所定义的)的实现。
本部分考虑了所有数据类型(例如字符串、文本、日期、数字、图像、声音等)、所赋的数据值以及数据

之间的关系(例如同一实体或不同实体中数据之间的一致性);范围不包括嵌入式装置或实时传感器所

产生的、不保留作进一步处理或作为历史信息的数据。
本部分不对数据的物理组织(即数据库管理系统)作出规定;此外,概念、逻辑和物理模式设计活动

也不在本部分的范围之内;与这些数据相关的所有处理和可交付物可以从本部分的应用中获益。
数据与数据设计之间的符合性包含在本部分的范围之内。
本部分为评价数据质量引用了元数据,但元数据的界定由GB/T18391.1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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