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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的发展历程
,

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的用例驱动
、

以架构为中心
、

迭代和

增量进行阐述
,

对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的优缺点进行 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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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的发展历程

2 0 世纪 6 0 年代软件危机的出现
,

使人们认识

到
,

大型的
、

复杂的软件系统的开发是一项工程
,

必

须按工程学的方法组织软件的生产与管理
,

必须经

过分析
、

设计
、

实现
、

测试
、

维护等一系列的软件生命

周期阶段
,

而这一过程的有效性决定了软件产品的

质量
,

或者说过程的质量决定了产品的质量
。

同时人们也认识到
,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
,

编程固

然重要
,

但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系统分析
、

设计并建

立系统模型
。

在一个软件系统构建以前
,

先为它建

立模型
,

其意义就像在建筑楼房前先 要画 图纸

( bl ue p ir nt )
。

随着软件系统复杂度的日益增加
,

好的

建模技术越发显得重要
,

当然
,

好的建模语言及标准

则是建模技术的关键要素
。

2 0 廿蝉己 80 年代
,

随着面向对象方法在编程领

域的兴起和走向成熟
,

面向对象方法开始向系统分

析
、

设计阶段延伸
。

截至 199 4 年
,

公开发表并具有一

定影响的 O O A & D 方法已达 5 0 余种
,

同时
,

出现了

相应的建模方法和语言
。

这众多的 O O A & D 及建模

方法虽然采用 的主要概念与原则大体上是一致的
,

但其差异却给用户的选择带来了困惑
。

所以
,

形成

一种统一的面向对象软件开发过程
、

方法及建模方

法和语言
,

势在必行
。

9 0 年代中期
,

随着 G r a d y B o o e h
、

J i m R u m b a u gh

以及 Iv a r
J

a e o b s o n
陆续加人 R at i o n a l 公司

,

他们开

始把各 自的方法统一起来
,

19 95 年 or 月发布了第

一个版本
,

称作
“

统一方法
”

( u in if de M et h de 0
.

8)
,

但

鉴于这个统一过程的产物主要是一种建模语言
,

所

以从 19 % 年 6 月发布第 2 个版本开始改称
“

统一建

模语言
”

( U n sif e d M o d e l i n g
俪邵鳍 e

)
,

即 u M L 0
.

9
。

19 9 7 年 l 月
,

u M L 被提交给 o M e ( o bj
e e t M a n a g e -

m e n t G r o u p ) 申请标准化
。

19 9 7 年 1 1 月
,

O M G采纳

u M L 1
.

1作为基于 0 0 技术的软件开发标准建模语

言
。

现在
,

U M L 为 O M C 所有
,

2 0 03 年 3 月发布了一

个标准版本是 U M L 1
.

5
。

U M L 是一种用于对软件密集型系统及其制品

( a rt iaf
e ts ) 进 行 可 视 化 ( v i s u a li z i n g )

、

详 述

( s p e e i fy i n g )
、

构 造 ( c o n s t ur e t i n g ) 和 文 档 化

( do cu m en int g )的建模语言
,

尤其适用于分析
、

设计阶

段的软件系统建模
。

它的语义
、

表示法和使用规则的

定义完整而详细
,

表达能力丰富 ;作为一种工业标准

的建模语言
,

它得到了众多软件公司
、

工程师的认可

和支持 ;它还不断融入软件工程领域的新思想
、

新方

法和新技术
,

并逐步完善
。

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和实际运

用
,

并从众多的来源中获得灵感
、

取长补短
,

其定义

和规范不断改进
、

完善
,

包括引人 U M L 建模语言和

方法 ;其目标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

开发出健壮

的
、

有弹性的和可扩充的软件系统
。

目前
,

统一开发

过程已经发展成熟
,

被广泛采用
,

最经典产品是 R ,

ti o n a l公司的 R a ti o n a l U n iif e d P r o c 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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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软件开发过程概述

统一过程是一个通用的过程框架
,

可用于各种

软件系统
、

各种应用领域
、

各种组织机构
、

各种功能

级别以及各种项目规模
。

统一过程使用 UM L来制定软件系统的蓝图
。

统一过程基于面向对象技术和墓于 co m po n
en t

(构件
、

组件或部件 )
。

统一过程的突出特点为
:
用例驱动

、

以架构为中

心
、

迭代和增 t 的
。

2
.

2 统一过租是用例驱动的《u
se ca se d ir ve n)

软件系统是为用户服务的
。

为了构造一个软件

系统
,

必须了解用户孺要该软件为他做什么
、

提供什

么功能
、

具有什么性能
、

用户会怎么使用该软件等

等
。

也就是要获取用户需求
。

为了描述用户需求
、

方便和用户沟通
,

于是我们

描述用例 (
。

se
C a

se )
。

简单讲
,

一个用例就是用户与计

算机之间的一次典型交互活动
,

或者说是一组动作

序列
,

并且要有结果
。

为了让这种用例的描述更直

观
,

于是我们画用例模型图 u( se c as e id a , 飞 m )
。

通过

用例图描述典型的使用情景来展示需求
,

方便理解
。

2
.

3 统一过程是以架构为中心的 ( a or h it日改u er 一

c e n te r ed )

架构刻画了软件系统的整体设计
,

子系统或构

件的集成与相互关联
,

突出了系统的重要特征
。

架构的设计依赖于设计者的知识和经验
,

依赖

于设计者对全局 / 细节
、

重点 / 非重点的判断
。

当然
,

架构的设计也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
,

如
:
软件应用

平台
、

项目实施条件
、

系统运行环境
、

是否要与遗留系

统集成
、

是否有可重用构件或模块
、

非功能需求等
。

当需求确定以后
,

就可以设计架构了
。

首先创

建和用例不太相关的架构的轮廓 ;其次
,

考虑重要的

用例 (代表系统主要功能 )
,

丰富架构设计 ;把更多的

用例考虑进来
,

完善架构设计
,

直到架构稳定 ;同时
,

也在架构设计中完善用例模型
。

2
.

4 统 一 过 季 是 迭 代 ( iet art ive ) 和 增 t

( in c er m e n et 一)的过程

对于一个大型
、

复杂的软件项目
,

我们不太可能

一次把它全部完成
。

这就需要从一个可行的局部开

始
,

逐次增加 (当然也可能是替代 )和完善
,

这就是迭

代和增量的开发过程
。

当然
,

这种迭代和增量的过程

必须是按照计划好的步骤实施的
,

也就是受控的
。

开发人员基于两个因素来确定一次迭代
:
首先

,

一次迭代过程要实现一组用例 ;其次
,

迭代过程要解

决最突出的风险问题
。

在一次迭代的末期
,

要验证目标是否实现 (用例

是否被实现
、

风险是否被降低 )
。

如果目标达到
,

则开

发工作进人下一次迭代 ;如果未能达到目标
,

则孺要

找出问题所在
,

考虑解决它
。

由于不可预见的问题可能会对受控迭代过程产

生较大的影响
,

髻如
:
加插迭代过程或改变迭代过程

的顺序
,

所以
,

如果在对迭代过程进行计划的时候
,

能把不可预见的问题减到最少
,

则可增加受控迭代

过程顺利实施的机率
。

2
.

5 统一过程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着
,

统一过程实际上是一系

列的循环
,

每个循环结束时都应该向用户提交一个

产品版本
。

每个循环包含四个阶段
:
初始 ( i n ce 西on )

、

细化

(
e l a

bo art i o n
)

、

构造 (
e o . utr

e u on )
、

移交 ( t n lr . i* ion )
。

每个阶段又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迭代过程
。

而一次

迭代过程可能经历全部五种工作流 (孺求
、

分析
、

设

计
、

实现和测试 )或部分工作流
。

2
.

5
.

1初始 ( i n e e p t i o n
)

获取需求
,

估计项目成本
、

风险
,

初步的可行性

判断
,

建立业务模型
、

简化的用例模型
,

勾面架构的

轮廓 ;规划下一阶段的工作
。

2
.

5
.

2 细化 ( el a bo ar ti o n
)

详细说明绝大多数用例
,

设计系统的架构
、

确定

架构的基线 ( b as iel
n e

)
,

规划完成项 目的工作任务
、

进度
,

确定风险是受控的
,

确定用例
、

架构
、

计划是稳

定可靠的
。

2
.

5
.

3 构造 (
C o n s

加
e t i o n

)

基 于 架 构 基 线 开 发 出 较 完 善 的 系 统

( , ih et ct uer
一 c e n et阁 )

,

产品应满足用户播求
,

实现

开了方和客户达成了共识的所有用例
,

产品经过了

开发方的测试
。

2
.

5
.

4 移交 ( t二 n s i t i o n
)

制作产品并移交用户
,

提供用户培训和技术支

持 ;用户试用并报告产品的缺陷和不足 ;维护部门会

同开发人员会立即更正那些对最近一个版本的操作

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缺陷
,

另一些缺陷的更正或用户

的改进建议则会在下一个正式版本中体现出来
。

3 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的优缺点

3
.

1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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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式开发方法是一个不断降低风险的过程
,

每一 次迭代过程都选择风险最大的 Use C as e。
执

行
。

因此风险在迭代过程中不断地被发现
、

被消灭
。

迭代式开发方法能够更容易地管理需求的变

化
,

整个开发过程由一次次的独立迭代组成
,

项目经

理能够比较容易地调整迭代过程
,

使最终产品满足

变化的需求
。

开发人员以及项 目相关人员能够及时

地从迭代过程中得到反馈信息
,

并能够及时修改以

前工作中的失误
,

有效地监控开发过程
,

并对迭代工

作流进行校正
,

这对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项目具有

重要的意义
。

以 U se C as
e
驱动

、

体系结构为中心的开发使得

开发人员能比较容易地控制整个系统的开发过程
,

管理其复杂性并维护其完整性
。

体系结构中定义清晰
、

功能明确的组件为基于

组件式的开发和大规模的软件复用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
,

也是项目管理中计划与人员安排的依据
。

R iat on al 公 司提供 了丰富的 C A S E 工具支持

R U P
,

包括可视化建模工具 R at i on al oR se
、

需求管理

工具 R e

咖 is et
orP

、

版本管理工具 lC ae 祀as e 、

文档生

成 so D a 、

测试工具 s QA 和 eP for m en ce 等
。

由于 UR P

采用标准的 U M L 描述系统的模型体系结构
,

因此可

以利用很多第三方厂家提供的产品
。

在多种面向对象建模方法流派并存和相互竟争

的局面中
,

R U P 树起了统一的旗帜
,

使不同厂商开

发的系统模型能够基于共同的概念
,

使用相同的表

示法
,

呈现彼此一致的模型风格
。

而且它从多种方法

中吸收了大量有用 (或者对一部分用户可能有用 )的

建模概念
,

使它的概念和表示法在规模上超过了以

往任何一种方法
,

并且提供了允许用户做进一步扩

展的机制
。

3
.

2 缺点

如果软件本身并不复杂
,

利用统一开发软件过

程提供的方法开发软件将得不偿失
,

反而增加了复

杂性和开发成本
。

不过 R UP 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

也不断地受

到批评
。

来 自工业界的批评主要是
,

它过于庞大和复

杂
,

用户很难全面
、

熟练地掌握它
,

大多数用户实际

上只使用它少部分的概念 ;它的许多概念含义不清
,

使用户感到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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