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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测试为核心控制软件开发过程 
王淑蓉，赵晋松，马小稳 

（西安工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软件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开发团队人员越来越多，人员增加带来管理成本上升，于是引入 ISO9000、CMM，但

最后发现它们实施难度相当大。于是我们介绍一套行之有效的测试控制方法，它能够有效对软件项目开发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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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tware project process controlled by test method 
WANG Shu-rong, ZHAO Jin-song, MA Xiao-wen 

（Dept of Compr Sci&Engr,Xi’an Inst of Tech, Xi’an 710032,China） 
Abstract: The software project become more and more large, 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take part in the software project, so the 

cost of manage raised rapidly, we import the ISO9000、CMM, but we found they can not obviously improve our manage ability. For 

this reason, to solve the problem, we introduced Test Control Method. It can help the project manager to control the software project 

manage effica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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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TC（测试控制方法）是指以测试为核心控制软件项目开发过程的方法，它包括完整的规范 TC系统及
其相关管理理论 TC 理论。主要完成软件开发中开发流程的管控、软件测试、开发绩效评价、持续改进管
控质量等功能。 

 
我们先来看一看软件项目开发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各模块一拖再拖，整个项目无休止延期，开发进度无法得到控制； 
改正了旧问题，又冒出更多新问题，问题层出不穷； 
模块难度、工期质量考核无法量化，更无法与个人收入挂钩； 
技术攻关、需求、分析与设计阶段任务难以进行验收； 
项目负责人需要时刻关注各开发人员的开发过程，没有时间进行项目整体规划； 
项目负责人经常感到失控，开发人员开发出的结果往往与预期效果差异很大； 
项目负责人在模块严重拖期时，不知是应该换人重做，还是再让其开发几天； 
项目经理对各开发团队的开发能力没有客观的认识； 
项目经理对各项目的进度情况不能有效把握，经常被告之以“马上就完了”这样含糊的承诺； 
项目经理对自主开发的产品没有量化的质量评价；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 TC系统中迎刃而解。 
 

TC系统依赖全新的管理思路 
做出好软件 
好的软件是做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软件必须依靠具有一定水平的开发人员集中精力开发，不可能

靠反复的修改来完成。软件修改次数越多，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 
测试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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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开发人员随意提交低质量的程序。例如：我们在测试中有个定义叫返回，意思

是，当开发人员提交了问题过多的程序后，测试人员可以不用告知程序中的问题，直接返回程序要求开发

人员重新修改。这样既控制了被提交程序的质量，也使测试人员把工作重点从寻找简单的低级错误，转移

到寻找程序中复杂的逻辑错误。坚决反对“测试人员是帮助程序人员发现问题的”说法，而强调测试人员

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管理控制层面上。 
绩效考核 
项目开发中的工期与质量采用分值进行量化绩效考核，不单注重质量或进度，将二者统一起来。绩效

是指某人在完成一个工单时，质量和工期的综合评价。一个理想程序员完成工单的绩效为 1，比理想程序
员完成效果好绩效大于 1，完成效果差绩效小于 1，一般程序员的绩效在 0.7左右。 

采用量化绩效可以对项目人员绩效进行考核排队，并与个人收入挂钩。采用量化绩效还能将从事不同

类型工作的项目人员进行排队，如：对开发人员和售后服务人员绩效进行排队。 
弱化人际关系 
项目管控过程中对事不对人，由软件系统确定处理流程，邮件方式传递信息，避免人情关、面子关，

减少在人为交流中的冲突与不确定性。 
全面管控 
借鉴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思想[1]，遵循“怎么想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做，怎么做就怎么记”。

所有工作做到统一安排、有据可依、有史可查。 
 
 

实现流程 

 
TC可以在整个项目的开发过程[2]中进行管控。需求分析，技术攻关，分析与设计，构造实现，测试部

署阶段，甚至在售后服务阶段都可以使用 TC系统进行控制。 
所有工作都以工单的形式派发并跟踪验收。各工单按以下流程进行控制： 

派工单 接收工单 完成工单 申请测试 修改

工单封版

反馈测试报告

                                     图一 
开发团队接到新项目，明确工作内容后，就可以使用 TC系统控制整个项目直至结束。制订工作计划；

派发各阶段的工单，验收工单，封版；如此循环，直至所有工单都封版，表明项目开发完成[3]。 
 

高层数据表现 

除一般的数据查询统计外，TC还提供决策支持的指导性数据图表。 
个人绩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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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绩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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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该曲线 Y轴为开发绩效，X轴为随时间推移开发人员王英武所完成的各工单序号。整个曲线描述王英
武在开发过程中各工单的绩效变化，可以看出其开发绩效在稳步上升。 

项目绩效曲线 
本文中有关项目绩效的陈述都以用户培训管理系统为例。 

项目绩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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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该曲线描述用户培训管理系统在开发过程中的绩效趋势，其中项目初期绩效较低，从中期开始趋于稳

定，在结束时有一段低绩效区，项目问题有可能在此较为突出，建议质量控制人员查看该处详细工作记录。 
公司开发绩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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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绩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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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 
该曲线描述公司的整体开发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整体开发能力有明显提高，同时在图三和图四

的对比后发现，开发用户培训管理系统的团队开发能力低于公司整体开发能力。 
工单完成情况比例图 

 
               图五 
该图描述用户培训管理系统目前开发到哪种程度，工单完成了 48%，16%正在进行，23%还未开始，

说明项目开发到中期阶段。13%的工单在开发中中止，说明整个项目的计划安排稍欠合理，有较多的意外
中断。 

项目绩效正态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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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 
该曲线 Y轴为工单数目，X轴为工单绩效。整个曲线描述用户培训管理系统在开发中各级绩效出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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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对比，其中绩效为 0.2以下和 1.2以上的很少，绩效为 0.7的工单最多，因此可以说明用户培训管理系统
的开发绩效在 0.7左右浮动，平均开发绩效接近 0.7。 

公司绩效正态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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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 
该曲线描述整个公司在项目开发中各级绩效出现次数对比，其中绩效为 0.2 以下和 1.2 以上的很少，

绩效为 0.7的工单最多，因此可以说明公司的开发绩效在 0.7左右浮动，平均开发绩效接近 0.7。 
若单从平均值来看，图六和图七表现的开发能力是相当的，其实不尽然，图七的正态分布趋势要比图

六更向 0.7 紧缩，从图上看图七要瘦于图六，说明图七的开发能力更趋于稳定，而图六的开发能力更难以
预料。因此由以上分析得知用户培训管理系统开发团队的平均质量与公司整体开发质量相当，但远不如公

司整体开发能力稳定。 

适用对象 

TC 适合大多数软件开发团队。由于她的特点是以测试为核心控制软件开发过程，因此她更适合于软
件测试人员配备不是非常充裕的团队，由有限的软件测试人员就可以担当起测试与控制的任务。 

对于开发一般企业级应用软件的开发团队来说，软件开发中一般低级错误是最多的，通过 TC 系统能
使一般低级错误得到控制，测试人员集中精力于业务逻辑关系测试。一般企业级应用软件的开发团队选择

TC系统将会比选择任何一家测试或项目管理软件更实用。 
对于开发控制系统或算法集中的平台类软件的开发团队来说，虽然一般的低级错误可能较少，但 TC

系统能将任务分配、任务的追踪、工期质量统计、测试记录的整理与归纳等工作自动完成，自然可以大大

减少测试人员的事务性工作，帮助测试人员关注核心的算法与逻辑关系测试。 

结束语 
TC 能有效对软件项目进行控制，记录各阶段工作详细内容，并能够对原始数据进行挖掘整理，为各

类项目人员提供全面多方位的信息表现形式，协助公司和个人客观认识自身的开发能力，寻找影响开发能

力的主要因素，为持续改进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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