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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首FF司

GB/T 25000《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QuaRE）》分为如下部分 z

第1 部分： SQuaRE 指南F

第2 部分z计划与管理F

第10 部分z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F

第12 部分：数据质量模型；

第20 部分z测量参考模型和指南F

第21 部分：质量测度元素；

第22 部分：使用质量测量；

第23部分z系统和软件产品质量测量；

第24部分z数据质量测量；

第30部分E质量需求；

第40部分：评价过程；

第41部分E开发方、需方和独立评价方的评价指南；

第42部分z评价模块；

第45 部分：可恢复性的评价模块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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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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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第62 部分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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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用户要求报告；

第65 部分 z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用户需求规格说明p

第66 部分 z易用性的行业通用格式（CIF）：评价报告。

本部分为 GB/T 25000 的第10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T 16260.1-2006《软件工程 产品质量 第1 部分 z质量模型》。 与 GB/T 16260.1-

2006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z

本部分中有关产品质量特性的表述由 6 个特性调整为 8 个特性，使用质量特性由 4 个特性调

整为 5 个特性。 相关的子特性也做了修改、调整和补充。 具体的修订细节在附录 A 中列出。

本部分采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 ISO/IEC 25010 :2011《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

评价（SQuaRE) 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附录 B 阐明了本部分与 ISO/IEC 25010:2011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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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应用软件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深圳市中安测标准技术有限公司、佛山柯维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软件评测中心有限公司、南京大学、珠海南方软件网络评测中心、湖北软件评测中

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软件评测中心、内蒙古电子信息产品质量检验院、上海泽众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得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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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蔡立志、刘振字、冯惠、胡芸、张肠畅、曹祥琼、周悦、王戚、了晓明、李军、张子良、

何志明、张毅、廖辉、薛保平、徐宝文、杨桂枝、王瑞、夏启明、黄兆森、丁为清、高海龄、巩绍飞。

N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t

GB/T 16260-1996; 

GB/T 16260.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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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和软件密集型计算机系统正越来越多地用于实现各种各样的企业和个人的功能。 个人满

足感、业务成功和／或人类安全的目标和宗旨的实现则依赖于高质量的软件与系统。 高质量的软件产品
和软件密集型计算机系统之于利益相关方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提供价值，并避免潜在的负面影响。

软件产品和软件密集型计算机系统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开发方、需方、使用方和使用软件密集型计

算机系统的企业客户。 对软件和软件密集型计算机系统的质量进行全面地规范和评估是保证利益相关

方利益的关键因素，可以通过定义在系统中与利益相关方的目标和宗旨相关的必要的和期望的质量特

性来实现。 这包括相关的软件系统和数据，以及该系统对其利益相关方的影响的质量特性。 同时，尽可

能使用经确认的或被广泛认可的措施和测量方法，对于规定、测量和评价质量特性至关重要。 本部分中

的质量模型可以用来鉴定相关的质量特性，并进一步用来建立令人满意的需求、准则和相关措施。
本部分意在结合 ISO/IEC 25000 系列国际标准的其他部分（ISO/IEC 25000 至 ISO/IEC 25099）和

即将被 ISO/IEC 2504n 分部取代的 ISO/IEC 14598 一起使用。

ISO/IEC 25000 系列国际标准的组织结构如图 1 所示：

质量主要求分部
2503n 

质量模型分部
2501n 

质量管理分部
2500n 

质量测量分部
2502n 

扩展分部
250切～25099

质量评价分部
2504n 

图 1 ISO/IEC 25000 系列标准组织结构

ISO/IEC 25000 系列国际标准由下列分部组成 z

a) ISO/IEC 2500n一一质量管理分部。 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定义了由 ISO/IEC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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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管理软件

产品质量需求和评价的支持功能的要求和指南。

b) ISO/IEC 250ln－一一质量模型分部。 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给出了包括计算机系统和软件产品

质量、使用肆量和数据的详细的质量模型。 同时还提供了使用这些肆量模型的实用指南。

c) ISO/IEC 2502n一一质量测量分部。 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包括软件产品质量测量参考模型、

质量测量的数学定义及其应用的实用指南。 给出了软件内部质量、软件外部质量和使用质量

测量的示例。 定义并给出了构成后续测量基础的质量测皮元素。

d) ISO/IEC 2503n→一质量要求分部。 构成这个分部的标准有助于在质量模型和质量测量的基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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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规定质量要求。 这些质量要求可用在要开发的软件产品的质量需求抽取过程中或用作评

价过程的输入。

e) ISO/IEC 2504n一一质量评价分部。 掏成这个分部的标准给出了无论由评价方、需方还是由

开发方执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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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编制支持。

。 ISO/IEC 25050一25099 这是 ISO/IEC 25000 系列标准的扩展分部。 目前包括了就绪可用软

件的质最要求和易用性测试报告行业通用格式。

本部分的质最模型可以与 ISO/IEC 12207 和 ISO/IEC 15288 结合使用，特别是与需求定义、验证

和确认相关的过程，该过程重点关住质量要求的规程和评价。 ISO/IEC 25030 描述了质量模型如何在

软件质量需求的过程中发挥作用，ISO/IEC 25040 描述了质量模型如何在软件庚量评价的过程中发挥

作用。

VI 

注1, ISO/IEC 25030将转化为 GB/T 25000.30" 

注2, ISO/IEC 25040将转化为 GB/T 25000.40 。

本部分可以与 ISO/IEC 15504 （与软件过程评估有关） 一起使用，以提供z

a) 客户 4供方过程中的软件产品质量定义框架；

b) 在支持过程中对于评审、验证和确认的支持以及一个是量的质量评价框架p

c) 在管理过程中对于设置组织质量目标的支持。

本部分也可以与 GB/T 19001（与质量保证过程有关〉 一起使用，以提供：

a) 对于设立质量目标的支持F

b) 对于设计评审、验证和确认的支持 。



范围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GB/T 25000.10-2016 

GB/T 25000 的本部分定义 了t

a) 使用质量模型，该模型由5个特性组成，每个特性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一 些子特性，这些特性关

系到产品在特定的使用周境中使用时的交互结果。 这一系统模型可以应用于整个人机系统，

既包括使用中的计算机系统，也包括使用中的软件产品。
b) 产品质量模型，该模型由8个特性组成，锋个特性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一 些予特性，这些特性关

系到软件 的静态性质和计算机系统的动态性质。 这一模型既可以应用于计算机系统，也可以

应用于软件产品。

由这两个模型所定义 的特性，与所有的软件 产品和计算机系统有关。 这些特性和子特性为规定、测

量和评价系统与软件产品质量提供了一致的术语。 它们还提供了一 组质量特性，依此可比较所陈述的

质量需求的完备程度。
注1 ：尽管产品质量模型的范围旨在软件和计算机系统，但很多特性也与更广泛的系统和服务有关。

ISO/IEC 25012:2008 中的数据质量模型是对本部分所给出的模型的补充。
注2, ISO/IEC 25012将转化为GB/T 25000.12, 

以上提及的两个模型，其施围 不包括纯功能性性质（见 C.6 ） ，但包括功能性特性（见 4.3.2. 口。

质量模型的应用范围 包括从获取、需求、开发、使用、评价、支持、维护、质量保证和审核相关的不同

视角，对软件 和软件 密集型计算机系统的确定和评价支持。 例如该模型可以被开发者、需方、质量保证

与控制人员以及独立评价者，特别是那些对确定和评价软件产品质量负责的人员所使用。 从质量模型

的使用中能够获得好处的产品开发期间的活动，包括：

2 

标识系统与软件 需求p
确认详细的需求定义 z

标识系统与软件 设计目标z

标识系统与软件 测试目标p

标识作为质量保证一 部分的康量控制准则；

标识软件产品和／或软件 密集型计算机系统的验收准则；

建立支持这些活动的质量特性之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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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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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O/IEC 25012: 2008 软件 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数据质量模型［Software

Engineering-Software product Quality Rquirements and Evaluation(SQuaRE)-Data quality model] 

ISO/IEC 25030: 2007 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质量需求［Software En

gineering-Software product Quality Rquirements and Evaluation(SQuaRE)-Quality requireme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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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 1 

3.2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资产 asset 

对个人或组织具有价值的任何东西。

注1：改写GB/T 19715.1～20邸，定义 3.2。

注2：在本部分中，资产是指工作产品，如需求文档、源代码模块、测度的定义等。

属性 attribute 

实体的固有性质或特性，可由人工或自动化手段进行定量或定性地辨别。

注1: GB／’r 19000 区分两类属性 2 在事物中国有地存在的一种持久的特性；产品、过程或系统的赋予的特性（如产品

价格、产品所有者）。 赋予的特性并不是产品、过程或系统固有的质量特性。

注2：改写GB/T 25000.l一－ 2010 ，定义 4.3 。

3.3 

3.4 

3.5 

3.6 

3.7 

3.8 

基准 benchmark 

可以对照其进行测量或评估结果的标准。

〔ISO/IEC/IEEE 24765 :2010，定义 3.256〕

组件 component 

在一个特定的分析层次上考虑的系统中带有分立结构的实体。 诸如一个组合或软件模块。

[GB/T 18492-2001，定义 3.1]

使用周境 context of use 

用户、任务、设备〈硬件、软件和原材料〉以及使用某产品的物理和社会环境。

[ GB/T 18978.11-2004，定义 3.5]

直接用户 direct user 

与产品交互的个体。

注1：与GB/T 18978.11-2004 中“用户”的定义相间。

注2：在本部分中，它包括主要用户和次要用户。

最络用户 end user 

最终受益于系统结果的单独个体。

注2 最终用户可能是软件产品的常规操作员或是公共场合下的临时用户。

[GB/T 25000.1-2010，定义 4.14]

软件质量外部部1g度 external measure of software quality 

钮含软件在内的系统在指定条件下使用时，软件产品使得系统的行为满足明确和隐含要求的程度

的测度。

注1 ：在测试和运行期间，通过执行软件产品来验证和／或确认行为的属性。

示例s在测试期间发现的失效数是一种与存在于计算机系统中的故障数有关的软件质量外部测度。 这两种测度不

一定是相同的，因为测试不能发现所有的故障；并且在不同的情况下，某一故障会导致明显不同的失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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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 基于 GB/T 25000.1-2010 中 “软件外部质量 ” 的定义 。

3.9 

隐含的要求 implied needs 

可 能未明 确阐述却 是实际 需要的要求。
注 z 当 软件产品用于特定场合时一些隐含的要求就成为显然 的 。
示例 z 隐含 的要求包括 ： 尽管没明确 阐述但通过其他明确 的 要 求 而 隐 含 的 需 要 ， 以及 由 于其被认为是显然 的或显而

易 见 的而未明确 阐 述的需要 。

[GB/T 25000.1-2010 ， 定 义 4.23]

3. 10 

3. 11 

间 接用 户 indirect user 

接收 系统的输出，但是不与系统进行 交互 的个人。

软件盾量 内 部测 度 internal measure of software quality 

软件产品在指 定条件 使用时， 软件产品的一 组静态属 性满足明 确和隐含 要求的程度的测度。
注 1 ： 静态属性包括那些与软件架构 、结构及其组件有关 的 属 性 。

注 2 ， 静态 属 性可通过评 审 、 审查 、模拟和／或 自 动化工具来验证。
示例 z 在走查 中发现的复杂的测度和故障的数量 、严重程度 以 及失 效频 率 ， 是从软件产 品 自 身取得 的 软件 内 部质 量

测度 。

注 3 ， 基于 GB/T 25000.1-2010 中 “ 软件 内 部质量” 的定义 。

3. 12 

3. 13 

3. 14 

测度（名 〉 measure(noun) 

作为测量结果被赋予值的变蠢 。
注 2 该术语的复数 “

measures
”被用来指代基本测度 、 导 出 测度和指标的 统称。

[ISO/IEC 15939 : 2007 ， 定义 2.15]

测 量 〈动 ） measure(verb) 

执行一次测量（ 活动〉 。
[GB/T 11457一2006 ，定义 2.922]

测 量 measurement 

一 组操 作， 其目 的是确定某个测度的值 。
[ISO/IEC 15939 : 2007 ， 定 义 2.17]

注 2 测量可包括分配一个定性的类别 ， 例 如源程序 的语言（A巾，C, COBOL 等） 。

3. 15 

使用 质量 quality in use 

指 定用户 使用产品或系统满 足 其 要求的程度， 以达 到在指 定的使用周境中的有效 性、效率 和满意 度

等指 定目标。
3.16 

3. 17 

质量测度 quality me制ure

由一个测量函 数 所定义 的测度，该函 数具 有两个或多个质量测度元素 的值 。
[ISO/IEC 25021 定义 4.14]

盾量现1g1量元素 quality measure element 

为了 量化一个属 性而通过 该属 性和测量方法 所定义 的测度， 包括 有选择地通过一个数学函 数的转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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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25021 定义 4 .15]

3. 1 8  

康最模型 quality model 

定义 的特征集 以及它们 之间的关系集 ， 为规约 质量需求以及评价质量提供了一个框架 。
〔GB/T 25000.l一2010 ，定义 4.44]

3. 1 9  

展最属性 quality attribute 

可现j 量的质量主要素 〈组 成部 分） 。
3.20 

3.2 1 

风险 risk 

一个给 定威胁 发生 的概率 及该威胁 发生后 的潜 在不利后果的函 数 。
[GB/T 18492-2001 ， 定义 3 . 12]

软件产 晶 software product 

一组 计算机程序 、规程 以及可能的相关文档 和数据。
注 1 ： 产品包括 中 间产 品 和 意 图 用 于开发方和维护 方使用 的 产 品 。

注 2 ： 在 ISO/IEC 25000 系 列 标准 中 ，软件质量和软件产品质量具有 同样的含义。

[GB/T 25000. 1-2010 ， 定义 4.49]

3.22 

3.23 

软件质最 software quality 

在规定条件下 使用时，软件产品满足明 确和隐含 要求的能力 。
注 ： 该 定 义 不 间 于 GB／’r 19000-2008 中 的 质 量 定 义 ， 在 本 部 分 中 软件 质 量 是 指 满 足 明 确 和 隐 含 要 求 ， 而 在

GB/T 19000 质量定义是指满足要 求 。

〔GB/T 25000. 1-2010 ， 定义 4.51]

软件质量特性 software qua)ity characteristic 

支撑 软件质量的软件质量属 性的类 别。
注 ： 软件质量特性可细化为多层 的予特性 ， 最终 细 化为软件质量属性 。

[GB/T 25000. l一2010 ， 定义 4.52〕

3.24 

3.25 

软件质量 槽 求 software quality requirement 

对软件中现 有的质量属 性的需求。

利就相关方 stakeholder 

对系统或系统特性有权和 、共亭 、 主张或兴趣 以满足 其 需要和期望 的个体或组织 。
3.26 

系统 system 

为达 到一个或多个明 确臼 的而组织 起来的、相互 作用的元素 的组合体 。
注 1 ：

一个系统可被认为是一个产 品或它提供的服务 。

注 2 ： 实际上 ，对 系统含义 的解释通常通过使用一个联合名 词来 阐 明 ， 如 飞行器系统。 或者 ，单词
“

系 统”可 简 单地 由

上下文相关 的 同 义i带来替代 ， 如飞行器 ，虽然这可能使系统的观点不太明 显 。

〔GB/T 22032-2008 ， 定义 4. 1 7〕

3.27 

用 户 user 

在系统使用过程中，与系统进行 交互或从系统中获益 的个人或组织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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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z 主要用户 和次要用 户 与 系 统进行交互 ，且主要用户 和间接用户 可 以从系统中获益（见 4.的 。

3.28 

确认 validation 

通过捡查和提供客观证据来证实针对某一特定预期用途的需求 已 经得到满足。

注 1 ： “确认过的”一词用来表示相应 的状况。

注 2 ， 在设计和开发 中 ， 确认涉及检查某个产品 以确定是否符合用户需要 的过程 。

3.29 

注 3 ， 确认通常是对最终产品在规定 的 使用条件下进行 的 。 在早期 阶段 ， 也可能需要进行确认。

注 4 ： 如果有不 同 的预期用途 ， 可 以进行多重确认。

[GB/T 25000. 1-20 10，定义 4.62]

验证 verification 

通过检查和提供客观的证据来证实规定需求 已 经得到满足。

注 1 ＇ “验证过的 ”用来表示相应的状况 。

注 2 ， 在设计和开发中 ， 验证是指对某项规定活动的结果进行检查的过程 ， 以确定该活动对规定需求 的符合情况。

[GB/T 25000. 1-2010 ，定义 4. 64]

4 质量模型框架

4. 1 结构

系统的质量是指该系统满足其不 同利益相关方所 明 确的或隐含的要求的程度 ， 并由此提供了相应

的价值 。 这些明 确的和隐含的要求是通过 ISO/IEC 25000 系列标准中的质量模型予以表达的，其中把

产品质量分类为一些特性 ， 并 在某些情况中进一步被分解为子特性（某些予特性又被分解为子子特性〉 。

这 一层次化的分解 ，提供了便利的产品质量分级。 但是， 本部分选择与某个特性关联的子特性集作为典

型关注的代表 ， 而没有穷取其所有子特性。

一个系统可测量的、与质量相关的属 性被称为与质量测度相关联的质量属 性。 达 到 该质量特性或

子特性的测度 ， 除非可直接测量该特性或子特性， 否 则 ， 就有必要标识那些覆盖该特性或子特性的一组

属 性 ， 获得每一个质量测度 ， 并通过计算把它们组合起来 ， 以达到 对应质量特性或子特性的一个导出的

质量测度 （参见附录 。 。 图 2 给出了质量特性、 子特性和质量属 性之间的关系。

质量

图 2 质量模型结构圄

5 



GB/T 25000. 1 0一20 16

当前，ISO/IEC 25000 系列标准提供 了 3 个质量模型，包括本部分中的使用质量模型和产品质量模

型，以及 ISO/IEC 25012 : 2008 中的数据质量模型。 这些质量模型合起来作为一个框架，以确保所有匮

量特性得到考虑。 这些模型为相关的广涟利益相关方，如软件开发方 、 系 统集成方 、 需方 、 所有 者 、 维 护

者 、合南方 、质最保证和控制人员 、用户 ，提供 了 一个质量特性集 。

贯穿这些模型的质量特性全集，并非相关于每一个利益相关方。 但是，每类利益相关方在确定要使

用的质量特性集之前，宜参与评审和考虑每个模型中相关的质量特性 ， 例如，确立产品和系统的性能需

求或评价准则。

4.2 使用 质量模型及特性说明

4.2. 1 使用 质量模嚣

使用质量模型将使用质量属 性 划 分为 5 个特性： 有 效 性 、 效率、 满 意 度 、 抗 风 险和 周 境 覆 盖 （ 见

图 3） 。 每个特性都可以 被 赋 予 到 利 益相关方的 不 同 的 活 动 中， 例如 操 作 人 员 的交互或开 发 人 员 的

维护。

有效性 效率

使用质量

有用性

可信性

愉悦性

舒适性

经济风险缓解性

健康和安全风险
缓解性

环境风险缓解性

图 3 使用 质量模型

周境完备性

灵活性

系统的使用质量描述了产品 （系统或软件产品） 对利益相关方造成的影 响 。 它是由软件 、 硬件和运

行环境的质量，以及用户 、 任务和社会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 所有这些 因素均有利于系统的使用质量。

4.2 .2 针对使用质量模型中的每个质量特性给出 了 说 明 。

GB/T 16260.4 （将被 GB/T 25000.22 取代） 给出了使用质量测度的实例。

注 ： ISO/IEC 25022 将转化为 GB/T 25000.22,  

4.2.2 特性说明

4.2.2. 1 有效性

用户 实现指定目标的准确性和完备 性。

4.2.2.2 效率

与用户 实现目标的准确性和完备性相关的资源消耗。

注 ： 相关的资源可包括完成任务的时间（人力资源） 、原材料或使用的财务成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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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满意度

产 品或系 统在指定的使用周 境中使用时，用户的要求被满足的程度。

注 1 ： 对于不直接与产品或系统交互的用户 ，仅与 目 标实现和可信性相关。

注 2 ： 满意度是指用户对其与产品或系统交互的反应 ， 包括对产 品使用 的态度 。

4.2.2.3. 1 有用性

用户对实用目标的实现感到满意的程度 ，包括使用的结果和使用后产生的后果。

4.2.2.3.2 可信性

用户 或者其他利益相关方对产品 或系统将如预期地运行有信心的程度 。

4.2.2.3.3 愉悦度

用户 因个人要求被满足而获得愉悦感的程度。

注 2 个人要求可包括获得新的 知识和技 能 、进行个性化交流和引发愉快的 回 忆 。

4.2.2.3.4 舒适性

用户 生理上感到舒适的程度。

4.2.2.4 抗凤险

产 品或系统在经济现状 、 人的生命 、健康或环境方面缓解潜在风 险的程度。

4.2.2.4. 1 经济风险缓解性

在预期的使用周境中，产 品或系统在经济现状 、高效运行 、商业财产 、信誉或其他资源方面缓解潜在

风 险的程度 。

4.2.2.4.2 健康和 安全凤险缓解性

在预期的使用周境中，产 品或系 统缓解人员 潜在风 险的程度 。

4.2.2.4.3 环境凤险缓解性

在预期的使用周 境中，产 品或系统在财产或环境方面缓解潜在风 险程度 。

4.2.2.5 周 境覆盖

在指定的使用周境和超出最初设定需求的周 境中，产 品或系 统 在有效性 、 效 率 、 抗 风 险和满意度特

性方面能够被使用的程度 。

注 z 使用周境与使用质量和一些产品质量特性或子特性相关（即 “指定条件勺 。

4.2.2.5. 1 周境完备性

在所有指定的使用周 境中 ， 产 品 或 系 统 在有 效 性 、 效 率、抗 风 险和满 意皮特性方 面 能 够被使用的

程度。

注 ： 周境完备性既可 以 当作在所有预期 的使用周境中产品在有效性、效率、抗风险和满意度特性方面为达到指定 目

标被指定用户 使用 的程度 ， 也 可 以 通过在所有预期 的 使 用 周 境 中 支持使用 的 产 品 属 性 的 存在 来 进 行 指 定 或
测量。

示,f§IJ ： 在小屏幕、低带宽 、非专业人员 操作以及软件的容错模式 （例如没有 网络连接〉 的条件下软件的 可用程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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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5.2 灵活性

在超出最初设定需求的周境中 ， 产品或系统在有效 性、效率、抗 风 险和满意度特性方面 能 够被使用

的程度 。
注 1 ： 灵活性可通过使产 品适应于额外的用户组、任务和文化来获得〈见 4.3.2.8.1） 。

注 2 ： 灵活性使产品考虑现状、机会和个人喜好等非预期 因 素 。

注 3 ： 如果产品设计时未考虑灵活 性 ， 那 么 在预期之外 的周境下使用该产 品可能是不安全的 。

注 4 ： 灵活性既可 以 当作在附加类型 的使用周境中产品在有效性 、效率 、抗风险和满意度特性方面为达到 附加类型

的 自 标被附加类型 的用户使用 的程度 ， 也可 以 通过修改 以适应新型用 户 、任务和环境 的能力 ， 以及 ISO 9241 

1 10 中定义的个性化的适宜性来进行测蠢。

4.3 产 品质量模型及特性说明

4.3. 1 产 晶质量模型

产品质量模型将系统／软件产品质量属 性划 分为 8 个特性z 功 能性、 性能效率、兼容性、易用性、可靠

性、信息安金性、维护性和可移植性。 每个特性由一组相关予特性组成（见 图 4） 。

功能性 I I 性能效率

::::: II �：，：ft 

功能适合性 II 草草堂

功能性的 性能效率的
依从性 依从性

I I 

兼容性

共存性

If.操作性

兼容性的
依从性

I I 

系统／软件产品质量

易用性

可辨识性

易学位

易操作性

用户主在错防御性

用户界丽舒适性

易访问性

Ii}用性的依从性

I I 

I I 

可靠性

成熟性

可用性

容错性

易恢复性

可靠性的
依从性

回 4 产 晶质量模型

信息安全性

保密性

完整性

II 抗抵秘性 I I 

可核查性

真实性

H 信息安全性的
依从性

维护性

模剧也

可重用性

易分析性

易修改性

易测试性

维护性的
依从性

I I 

可移植性

适应性

易安装性

易替换性

可移糠性的
依从性

产品质量模型可以只应用于软件产品 ， 或者包含软件的计算机系统 ， 因为大多数子特性与软件和系

统相关。

4.3.2 针对产品质量模型中的每个质量特性给出 了 说 明 。

4.3.2 特性说明

4.3.2. 1 功 能 性

8 

在指定条件下使用时 ， 产品或系统提供满足明确和隐含要求的功能的程度。

注 ： 功能性只关注功能是否满足 明 确 和 隐含要求 ， 而不是功能规格说 明 〈见 c.的 。



’ 

4.3.2. 1 .  1 功能完备性

功能集对指 定的任务 和用户 目标的覆盖程度。

4.3.2. 1 .2 功 能正确性

产品或系 统提供具有 所需精 度的正 确的结果的程度。

4.3.2. 1 .3 功 能适合性

功能促 使 指 定的任 务 和目标实现 的程度。
示f§IJ g 不含任何不必要 的 步骤 ， 只提供用户 必要的步骤就可 以 完成任务 。

注 2 功能适合性相 当子 ISO 9241-110 中 的任务 的适合性。

4.3.2. 1 . 4  功 能性的侬从性

产品或系 统遵循与 功能性相关的标准、约 定或法规以及类似规定的程度。

4.3.2.2 性能效率

性能与 在指 定条件下 所使用的资源 量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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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资源可包括其他软件产 品 、 系 统 的 软件和硬件配置 、 以及原材料（如打印 纸和存储介质 ） 。

4.3.2.2. 1 时间特性

产品或系 统执行 其 功能时， 其响应 时间、处理 时间及吞吐率满足 需求的程度。

4.3.2.2.2 资 源 利用性

产品或系 统执行 其 功能时， 所使用资源 数 量和类型满 足 需求的程度。
注 2 人力 资源属 于效率（见 4.2.2.幻 的一部分 。

4.3.2.2.3 容量

产品或系 统参 数 的最大限 量满足 需求的程度。
注 2 参数可包括存储数据项数量 、并发用 户 数 、通信带宽、交易吞吐最和数据库规模 。

4.3.2.2.4 性能效率的侬从性

产品或系 统遵循与 性能效率相关的标准、 约 定或法规以及类似规定的程度。

4.3.2.3 兼睿性

在共享相同 的硬件或软件环境的条件下 ， 产品、系 统或组件 能够与 其他产品、 系 统或组件 交换信息 ，

和／或执行 其 所需的功能的程度。

4.3.2.3. 1 共存性

在与 其他产品共享通用的环境和资源 的条件下 ，产品能够有 效执行 其 所需的功能并且不会对 其他

产品造 成负面影响 的程度。

4.3.2.3.2 互操作性

两个或多个系 统、产品或组件 能够交换信息并 使用已 交换 的信息 的程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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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3 兼容性 的侬从性

产品或系统遵循与兼容性相关的标准 、 约定或法规以及类似规定的程度 。

4.3.2.4 易 用 性

在指定的使用周 境中，产品或系统在有效性 、 效率和满意度特性方面为 了指定的目标可为指定用户

使用的程度 。

注 2 易用性既可 以从它 的 子特性角 度 当 作产 品 质量特性来进行指定或测 量 ， 也 可 以 直接通过测 度 〈使 用 质 量 的 子

集〉来进行指定或测量 。

4.3.2.4. 1 可辨识性

用户 能够辨识产品或系统是否适合他们的要求的程度 （参见 4.3. 2. 1 .3 功 能适合性） 。

注 1 ： 可辨识性将取决于通过对产品 或 系 统 的初步印 象和／或任何相关文档来辨识产 品 或系统功能 的能力 。

注 2 ： 产品或系统提供的信息可 包括演示 、教程、文档 或 网 站 的 主页信息 。

4.3.2.4.2 易 学性

在指定的使用周 境中，产品或系统在有效性 、效率、抗风 险和满意度特性方面为 了 学 习 使用 该产品

或系统这一指定的目标可为指定用户 使用的程度。

注 2 易学性既 可 以 被 当作在指定 的使用周境中产品或系统在有效性、效率、抗风险和满意度特性方面为 了 学 习 使用

该产 品 或 系 统这一指定的 目 标被指定用户 使用 的程度 ， 也 可 以通过相 当 于 ISO 9241-110 中 定 义 的 学 习 的 适 宜

性的产品属性来进行指定或测景 。

4.3.2.4.3 易操作性

产品或系统具有易于操作和控制的属 性的程度 。

注 z 易操作性相 当 于 ISO 9241向1 10 中定义的可按性、 〈操作〉容错性 和与用户 期望的符合性 。

4.3.2.4.4 用 户 慧错 防 御 性

系统顶防用户 犯错的程度。

4.3.2.4.5 用 户 界面舒避性

用户 界面提供令人愉悦和满 意的交互的程度。

注 2 这渺及产 品 或系 统 旨 在提高用 户 愉悦性和满意度的各种属性 ，诸如颜色的使用 和 图 形化设计的 自 然性 。

4.3.2.4.6 易 访 问 性

在指定的使用周境中，为 了 达到 指 定的目标 ， 产品或系统被具有最广泛的特征和能力的个体所使用

的程度。

注 1 ： 能力 的范围包括与年龄有关 的能力 障碍 。

注 2 ： 对具有能力障碍的人而言 ，易访问性既可 以 被 当 作在指定 的使用周境中产品或系 统在有效性 、效率 、抗风险和

满意度特性方面为 了 指定 的 目 标被具有指定能力 障碍 的 用户使用 的程度 ， 也 可 以 通过支持易访问性始产品 属

性来进行指定或测 最 。

4.3.2.4.7 易 用 性 的依从性

产品或系统遵循与易用性相关的标准 、 约定或法规以及类似规定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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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 可靠性

系 统 、 产品或组件在指定条件下 、指定时间 内执行指定功能的程度。

注 1 ： 软件中不会发生损耗。 可靠性的种种局限是 由 需求 、设计和实现中 的故障或周境 的变化所致 。

注 2 : IEC 60050-191 中 的可靠性 （dependability） 特性包括可用性和 它 的 固 有 的 或外部 的影响 因素 ， 诸 如 有 用 性 、 可

靠性〈包括容错性 和易恢复性） 、信息安全性 （包括保密性和完整性） 、维护性 、耐用性和维护支持 。

4.3.2.5. 1 成熟性

系 统 、 产品或辑件在正 常运行时满足可靠性要求的程度 。

注 z 成熟性这个概念可 以 被用 于其他质量特性 中 ， 以表 明 它们在正常运行时满足需求的程度。

4.3.2.5.2 可用 性

系 统 、产品或组件在需要使用时能够进行操作和访问的程度 。

注 g 可用性可 以 通过系统 、产品或组件在 总 时 间 中 处 于 可 用 状 态 的 百 分 比进行外部评估 。 因 此 ， 可 用 性 是成熟性
〈控制失效 的频率） 、容错性和易恢复性 （控制每个失效发生后 的岩机时间长短） 的组合。

4.3.2.5.3 容错性

尽管存在硬件或软件故障，系 统 、 产品或组件的运行符合预期的程度。

4.3.2.5.4 易 恢复性

在发 生中断或失效时 ，产品或系统能够恢复直接受影响的数据并重建期望的系统状态的程度。

注 2 在失效发生 后 ， 计算机系统有时会容机－段时间 ， 这段 时 间 的 长短 由 其易 恢复性决定 。

4.3.2.5.5 可靠性的侬从性

产品或系 统遵循与可靠性相关的标准 、约定或法规以及类似规定的程度。

4.3.2.6 信息安全性

产品或系 统保护信息和数据的程度 ， 以使用户 、其他产品或 系统具有与其授权类型和授权级别一致

的数据访问 度 。

注 1 ： 信息安全性不仅适 用 于存储在产 品 或 系 统 中 的 数据 或 者 通 过 产 品 或 系统存 储 的 数 据 ， 也 适 用 于 传 输 中 的

数据。

注 2 ： 存活性（在受 到 攻击 时 ， 产 品 或 系 统 及 时提供必要 的 服 务 ， 继续履行其任务 的 程度 ） 包 含 在 “ 易 恢 复 性 （见
4.3.2.5.。 ” 中 。

注 3 ： 免疫性 （产品或系统抗攻击的程度）包含在完整性〈见 4. 3.2.6.2） 中 。
注 4 ： 信息安全性有利于可信性（见 4.2.2.3.2） 。

4.3.2.6. 1 保密性

产品或系统确保数据只有在被授权时才能被访问的程度。

4.3.2.6.2 完整性

系 统 、产品或组件防止未授权访问 、篡改计算机程序或数据的程度 。

4.3.2.6.3 抗抵赖性

活动或事件发生后可以 被证实且不可被否认的程度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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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6.4 可核查性

实体 的活动可以被唯 一地追溯 到该实体 的程度。

4.3.2.6.5 真 实 性

对象或资澜 的身份标识能够被证实符合 其声明 的程度。

4.3.2.6.6 倍息安盒性 的侬从性

产品或系统遵循与倍息安全 性相关的标准、 约定或法规以 及类似规定 的程度。

4.3.2.7 维护性

产品或系统能够被预 期的维护 人员修改 的有效 性和效率 的程度。
注 1 ： 修改包括 纠 正 、 改进或软件对环境 、需求和功能规格说 明变化的适应。 修改包括那些 自 专业支持人员 实 施 的 ，

以及那 些 由 业务或操作人员 、最终用户 实施 的 。

注 2 ， 维护 ’险包括安装更新和安装升级 。

注 3 ： 维护 ’性可 以被解释为便于维护活动的一种产 品或系统 固有能力 ， 或者为 了 产 品 或 系 统维护 的 目 标维护人员 所

经历的使用质最 。

4.3.2.7. 1 模块化

由多个独立组件 组成的系统或计算 机程序 ， 其中一个组件 的变更 对其他 组件 的影 响最小 的程度。

4.3.2.7.2 可重用性

资产 能够被用于多个系统，或其他资产建 设的程度。

4.3.2.7.3 易分析性

可以评估预 期变更 （变更产品或系统的一个或多个部分） 对产品或系统的影 响 、诊断产品的缺陷或

失效原 因 、 识别待 修改 部分的有效 性和效率 的程度。
注 2 实现包括为产品或系统提供机制 ， 以 分析其 自 身故 障 以 及在失效或其他事件前提供报告 。

4.3.2.7.4 易修改性

产品或系统可以 被有效地、 有效率地 修改 ，且 不会引 人缺陷或降低现在产品质量的程度。
注 1 ： 实现包括编码 、设计 、文档和验证 的变更 。

注 2 ： 模块化（见 4.3.2.7 . 1 ）和易分析性〈见 4.3.2.7.3）会影 响 到 易 修改性 。

注 3 ： 易修改性是易改变性和稳定性 的 组 合 。

4.3.2.7 .5 易 测试性

能够为 系统、产品或组件建立测试准则 ，并通过 测试执行来确定 测试准则 是杏 被满 足 的有效 性和效

率 的程度。

4.3.2.7.6 维拼性 的侬从性

产品或系统遵循与维护性相关的标准、约定或法规以及类似规定 的程度。

4.3.2.8 可移撞性

系统、产品或组件 能够从一种硬件、 软件、或者其他运行（或使用） 环境迁 移 到另 一种环境的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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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率的程度 。
注 g 可移植性可 以 被理解成产 品或系统促进移植活 动 的 一 种 固 有 能 力 ， 或移植人员 为 了 产 品 或 系 统移植 的 目 标体

验到 的使用质量 。

4.3.2.8.  1 适应性

产 品 或系 统 能够有效地 、 有效率地适应不 阔 的或演变 的 硬 件 、 软件 、 或 者其他运行 （ 或 使 用 ） 环境 的

程 度 。
注 1 ： 适应性包括 内部能力 〈例 如屏幕域 、表 、事务量 、报告格式等〉 的可伸缩 性 。
注 2 ， 适应包括那 些 由 专业支持人员 实施的 ， 以 及那些由 业务或操作人员 ，或最终用户 实施的 。
注 3 ： 如果系统能被最终用户 所适应 ， 那 么 适应性就相 当于 ISO 9241”1 10 中所定义的个性化 的适宜性 。

4.3.2.8.2 易 安装性

在指定环境 中 ， 产 品 或 系 统能够成功地安装和／或 卸 载 的有效性和效率 的程度 。
注 s 如果系统或产品能被最终用 户 所安装 ， 那 么 易 安 装性会影 响 到 所产生的功能合适性和易操作性。

4.3.2.8.3 易 替换性

在相 同 的 环境 中 ， 产 品 能够替换另 一个相 同用途的指定软件产 品 的程度 。
注 1 ： 软件产品 的新版本 的易 替换性在升级时对于用户来说是重要 的 。

注 2 ： 易 替换性可包括易安装性和适应性 的属性 。 鉴于其重要性 ， 易 替换性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特性被引 人 。
注 3 ： 易 替换性将降低锁定风 险 z 因此其他软件产品可 以代替当前产品 ，例如按标准文档格式使用 。

4.3.2.8 .4 可移植性的侬从性

产 品 或 系 统遵循与 可移植性相关 的标准 、 约定或法规 以 及类似规定 的程度 。

4.4 厦量模型 的 目 标

图 5 刻画 了 质量模型及其相关实体的 目 标 。

说明 s

通过模型所测量的对象 ：
咛 － － －－ － － －－ －－ 一些影响使用质量的因毛

注 s 此图与 ISO/IEC 25012 中 的商 2 和 ISO/I配 25030 中的图 5 在概念上相同 ，但却是一个关注质最模型的不 同版本。

圄 5 质量模型 的 目 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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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模型 关住包含 了 目 栋 软件产品的目标计算 机系 统； 而 使用质量模 型 关注包含 了 目标计算

机系 统和目标软件产品的人机系 统。 目标计算 机系 统中还包含 了 计算 机硬件、非目标软件产品、非目标

数据以及目标数据 ，即 数据模 型 的主体（见C.8） 。 目标计算 机系 统包含 在信息 系 统中，该信息 系 统还 可

能包含一个或多个计算 机系 统和通信系 统，如周域网 和广域 网 。 该信息 系 统是范围更广 的人机系 统（如

企业系 统、嵌入式系 统或大型 控制系 统） 的一 部分，并 可能包含用户 和技术与物 理 使用环境 。 其 中，系 统

边界 的判 定取决于 需求或评价的范围 ，以及用户 是谁 。
示例 2 在一个基于计算 机 的 飞行控制系统 中 ， 如果将乘 客 当 作用户 ， 那 么 他们依赖 的 系 统就包含机组 人 员 、 飞 机机架

（机体） 以 及 飞行控制 系 统 中 的硬件和软件 ；而如果将机组人员 当作用户 ， 那 么 他们依赖 的 系 统 只 由 机体 和 飞 行控制 系 统

组 成 。

其他利益相关方，诸如软件 开发方、 系 统集 成方、需方、 所有者、维护者、合 同 方、 质量保证和控制 人

员 ，也会 关注 质量。

4.5 原量模 型 的 使用

产品质量模型 和使用质量模型 ，对确定质量需求、建立质量捕 度以及执行 质量评价均 是有用的（参

见 酣录 。 。 本部分定义 的诸 质量特 性可作为一个检查表予 以使用，以便 确保综合处理 质量需求，由 此

为估算 以后 系 统开 发期间 所需要的工 作和活动奠 定基础 。 在确定或评价计算 机系 统或软件产品质量

时，可以将产品质量模 型 和使用质量模 型 中的特 性，作为一个集合予 以使用。

对一个大型 计算 机系 统或软件产品而宫 ，确定或测量所有部分的所有子特 性是不切 实 际 的。 类似

地 ，不可能针 对所有可能的用户任务场景 确定或测量使用质量。 质量特 性相对重 要性取决于项目 的高

层 吕标和宗 旨 。 因此，宜 在将 模型 作为需求分解 的一 部分使用之前 ，依据利益相关方的产品目标和宗

旨 ，对模 型 进行剪裁 ，以便标识最重 要的、 作为在不同类型 测量之 间 分配 的资源 的那些特 性和子特 性。

4.6 来 自 不同 利益相 关方视角 的质量

质量模 型 为汇总各利益相关方的要求提供了 一个框架 。 利益相关方包括 以下类型 的用户 z

a) 主 要用户 z 为了 达 到主 要目标与系 统进行 交互 的人。

b) 次要用户 ： 提供支持的人，例如：
1)  内 容 提供者、 系 统管理 者、 安 全管 理 者；

2) 维护人员 、 分析 人员、移植 人员 、安装 人员 。

c) 间接用户 ：接收系 统的输出，但不与系 统进行 交互 的人。

在特 定的使用周境中，每类用户 均 对使用质量和产品质量有一 定的要求，表 1 以问句 的形式 给出了
用户 和质量特 性的一 些示例 。

注 ： 内 容提供者对数据质量也有一定要求 。

表 1 中的用户 要求提供了 需求出发点 的示例 ，并 可作为一个基础 ，用于 测量该系 统的质量对使用和

维护的影 响 。

在软件 开发成 获取之前 ，宜 从利益相关方的视角定义 质量需求。 分析 使用需求，将产生一个产品达

到使用需求所需要的导出功能和质量需求。
示例 g 对 系统可靠性的整体主要求 ， 可 导 出 软件产 品成熟性 、可用性 、容错 性 以及可恢复性的 特定需求 。 可靠 性 对 整体

系 统 的有效性 、效率、抗风险和满意度也具有一定 的 影 响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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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使用 质量和产品质量的用 户 要求 示 例

主要用户 次要用户 间接用户

用 户 要 求 内 容提供者 维护人员

交互 交互 维护或移植 使用输 出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执 内 容 提 供 者 更 新 该 维 护 人 员 维 护 或 移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输 出
有效性 行任务 时 ， 需 要 何 种 系统时 ， 需要 何 种 有 植该系 统 时 ， 需要 何 时 ， 需 要 何 种 有 效

有效程度？ 效程度？ 种有效程度？ 程度？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执 内 容 提 供 者 更 新 该 维 护 人 员 维 护 或 移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输 出
效率 行任务 时 ， 需 要 何 种 系 统 时 ， 需 要 何 种 效 植该系 统 时 ， 需 要 何 时 ， 需 要 何 种 效 率

效率程度 ？ 率程度？ 种效率程度？ 程度？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执 内 容 提 供 者 更 新 该 维 护 人 员 维 护 或 移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输 出
满意度 行任务时 ， 需要 何 种 系 统时 ， 需 要 何 种 满 植该系 统 时 ， 需 要 何 时 ， 需 要 何 种 满 意

满意程度？ 意程度 ？ 种满意程度 ？ 程度 ？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执 内 容 提 供 者 更 新 该 维 护 人 员 维 护 或 移 用户 使 用 该 系 统 输 出
抗风险 行任务 时 ， 需 要 何 种 系统时 ， 需 要 何种抗 植该系 统 时 ， 需 要 何 时 ， 需 要 何 种 抗 风 险

抗风险程度？ 风险程度？ 种抗风险程度？ 程度？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执 内 容 提 供 者 更 新 该 维 护 人 员 维 护 或 移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输 出
可靠性 行任务 时 ， 需 要 何 种 系统时 ， 需要 何 种 可 植该系 统 时 ， 需 要 何 时 ， 需 要 何 种 可 靠

可靠程度？ 靠程度？ 种可靠程度？ 程度？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执 内 容 提 供 者 更 新 该 维 护 人 员 维 护 或 移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输 出
信息安全性 行任 务 时 ， 需 要 何 种 系统时 ， 雳要 何 种 信 植该系 统 时 ， 需 要 何 时 ， 需 要何 种 信 息 安 全

信息安全程度？ 息安全程度？ 种信息安全程度？ 程度？
-+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执 内 容 提 供 者 更 新 该 维 护 人 员 维 护 或 移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输 出
周境覆盖 行任务 时 ， 需 要 何种 系统时 ， 需要 何 种 周 植该系 统 时 ， 需 要 何 时 ， 需 要 何 种 周 境 覆 普

周境覆盖程度？ 撞覆盖稼度？ 种周境覆盖程度？ 程度 ？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执 内 容 提 供 者 更 新 该 维 护 人 员 维 护 或 移 用 户 使 用 来 自 该 系 统
易 学性 行任务时 ， 需 要 何 种 系 统时 ， 需 要 何 种 易 植该系 统 时 ， 需 要 何 输 出 时 ， 需要 何 种 易 学

易学程度？ 学程度？ 种易学程度？ 程度？

用 户 使 用 该 系 统 执 内 容 提 供 者 更 新 该 维 护 人 员 维 护 或 移
用 户 使 用 来 自 该 系 统
输 出 时 ， 需 要 何 种 访 问

易 访 问 性 行任务 时 ， 需 要 何 种 系统时 ， 需 要 何 种 访 植该系 统 时 ， 需 要 何
程度？

访问程度？ 问程度？ 种访问程度？

4.7 备厦量模型 间 的关系

软件产 品 和计算机系统 的属性决定 了特定使用周境 中 的 产 品质量 （见表 2） 。

对主要用户 而言 ，功能性 、性能效率 、 易用性 、可靠性 、信息安全性对使用质量具有重大影 响 。 其 中 ，

性能效率 、可靠性和信息安全性还受到专业从事这些领域 的利益相关方 的关注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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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护 系 统 的 次要用 户 而 亩 ， 兼容性 、维护性和可移植性将对使用质量具有重大影响 。

表 2 质量特性的影晌

软件产品

属 性
算机系统属世

产 品 质量

特性

主要用户

使用质量

＊ 

＊ 

任务维护方

使用质量

其他利益相关方

关注 的信息系统质量

．． ． ．． 

国．． 回．， ＊ 

－·· 、， ＊ 

、－ 国．． 性

性一
全

靠
一

安

可

息信

＊
一

＊
一

＊

．． 回··

－·· 田’ ＊ 

＊ 

.. 圃’

－·· 、．． ＊ 

＊ 

注 ： .. 这些属性影 响产品质最。

＊ 产品 质量影响这些利益相关方的使用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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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与 GB/T 1 6260. 1 -2006 中 质量模型的对 比

本部分修订 了 GB/T 1 6260.1 2006 中的质量模型，其 主要技 术差异如下 ：

a) GB/T 16260. 1-2006 中的使用质量模型提 供了 4 个特性 ，没 有子 特性。 本部分将 使用质量模

型的特性调 整 为5 个，并增加 了 子 特性，修订细节如下 ：

1) 将 特性生产率更名 为效 率 p
2)  删 除 了安全d性 特性；

3)  增加 了抗风险 及其子 特性（经济风险缓解 性、健康 和安全风险缓解 性、环境风险援解 性〉 和

周境覆盖 及其子 特性（周境完备 性、灵 活性）

4) 增加 了满意 度的子 特性， 包括有用性、可信 性、愉悦 性和舒适 性。

b) 本部分将 GB/T 1 6260.1-2006 中的外 部和内 部质量模型更名 为产品质量模型， 并 将 其 6 个

特性调 整 为8个特性，修订细节如下 ：

1 )  将 功能性的安全 保密 性子 特性提升 为一个独立 的特性，并更名 为信息安全 性， 其子 特性包

括保密 性、 完 整 性、抗抵赖 性、可核查 性、真实 性和信息安全 性的依 从性p
2) 增加 了兼容 性特性，其子 特性包括共存 性〈它原 本是可移 植 性特性的予特性）、互操 作性

（它原 本是功能性特性的子 特性） 和兼容 性的侬 从性p
3)  还增加 了如下子 特性： 功能性的功能完备 性子 特性、 性能效率 的容 量子 特性、易用性的用

户 差错防御 性子 特性和易访闰 性子 特性、可靠 性的可用性予 特性、维护性的模块化子 特性

和可重用性子 特性；

的 将维护性的易 改变 性和稳 定性合并 成新的子 特性，即易 修改性；

5 )  修改 了 特性或子 特性的名 称 ， 新名 称更 准确， 包括z 准确性更名 为功能正 确性、适合 性更名

为功能适合 性、效率更名 为性能效率、效率 依 从性更名 为性能效率 的依 从性、易 理解 性更

名 为可 辨 识性、吸 引 性更名 为用户 界面舒适性 。

c) 在合适 的情况下 ，对特性及子 特性的阐 述宜扩展 到计算机系 统的范 畴 ，而不是仅限 于软件

范 畴 。
表 人 1 列出了 本部分中质量特性和子 特性与 GB/T 16260. 1-2006 中的对比结果。

表 A. 1 lit部分与 GB/T 1 6260. 1 -2006 中 质 量模型的 对 比

条款 GB/T 25000.10 GB/T 1 6260.1 注释

4.2.1 使用质量模型 使用质量 使用质量现在指 的是 种 系 统质量

4.2.2.1 有效性 有效性

4.2.2.2 效率 生产率
名 字与 ISO/IEC 25062 和 ISO/IEC 9241 1 1 相

对应

4.2.2.3 满意度 满意度

4.2.2.3.1 有 用 性 新增 的子特性

4.2.2.3.2 可信性 新增 的子特性

4.2.2.3.3 愉悦度 新增 的子特性

4.2.2.3.4 舒适性 新增 的予特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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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续〉

条款 GB/T 25000.10 GB/T 16260.1 注释

4.2.2.4 抗风险 安全性 新增 的特性 ， 同 时删 除 了 安 全性特性

4.2.2.4.1 经济风险缓解性 新 增 的 子特性

4.2.2.4.2 健康 和安全风险缓解性 新增的子特性

4.2.2.4.3 环境风险缓解性 新增 的子特性

4.2.2.5 周境覆盖 新增 的特性 ， 明 确 了 隐含 的质量问题

4.2.2.5 . 1  周境完备性
新增 的子特性〈 产 品 在所有必需 的使用 周 撞 中

是可用 的 ， 这点至关重要）

新增 的子特性（确保产 品 被 用 在 新 的 使 用 周 境
4.2.2.5.2 灵活性

中）

4.3.1  产 品质最模型 内部和外部质量 内 部和外部质量统称为产 品 质量

4.3.2.1 功能性 功能性

4.3.2. 1.1 功能完备性 新增 的子特性 ， 覆盖 了 明 确 的要求

4.3.2. 1 .2  功能正确性 准确性 比准确性更通用

4.3.2. 1 .3  功能适合性 适合性 新的名 字更加准确 ， 覆 盖 了 隐含 的要 求

1f.操作性 移至兼容性子特性 中

安全保密性 提升为新 的特性 ， 并更名 为信息安全性

4.3.2.1.4 功能性 的 依从性 功能性 的依从性

性能效率 效率
重命名 是 为 了 避免 与 ISO/IEC 25062 中 效 率

4.3.2.2 
的 定义互相 冲突

4.3.2.2.1 时间特性 时间特性

4.3.2.2.2 资源利用性 资源利用性

4.3.2.2.3 容 量 新增 的 子特性 （尤其适用 于计算机系统）

4.3.2.2.4 性能效率 的依从性 效率依从性 新 的 名 字更加准确

4.3.2.3 兼容性 新增 的特性

4.3.2.3.1 共存性 共存性 源于可移植性 的子特性

4.3.2.3.2 11.操作性 源于功能性 的子特性

4.3.2.3. 3 兼容性 的依从性 新增 的子特性

4.3.2.4 易 用 性 明 确 了 隐含 的质 量 问 题

4.3.2.4.1 可辨识性 易理解性 新 的 名 字更加准确

4.3.2.4.2  易 学性 易 学 ’性

4.3.2.4.3 易 操作性 易操作性

4.3.2.4.4 用户 差错防御性 新增 的特性 （对达到抗 风 险 目 标尤其重要）

4.3.2.4.5 用 户 界面舒适性 吸 引 性 新的名 字更加准确

4.3.2.4.6 易访问性 新增 的予特性

4.3.2.4.7 易 用 性 的依从性 易期性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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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续）

条款 GB/T 25000.10 GB/T 16260.1  注释

4.3.2.5 可靠性 可靠性

4.3.2.5.1 成熟性 成熟性

4.3.2.5.2 可用性 新增 的子 特性

4.3.2.5.3 容错性 容错性

4.3.2.5.4 易 恢复性 易恢复性

4.3.2.5.5  可靠性的依从性 可靠性的依从性

将功能性 的 安 全 保 密 性 子 特 性 提 升 为 个独
信 息安全性 安全保密性4.3.2.6 

立 的特性 ， 并更名 为信息安全性

4.3.2.6 . 1  保密性 新增的予特性

4.3.2.6.2 完整性 新增 的 子特性

4.3.2.6.3 抗抵赖性 新 增 的 予特性

4.3.2.6.4 可 核查性 新 增 的 子特性

4.3.2.6.5 真实性 新增 的子特性

4.3.2.6.6 信息安全性 的依从性 新增的子特性

4.3.2.7 维护性 维护性

4.3.2.7.1 模块化 新 增 的 子特性

4.3.2.7.2 可重用性 新增 的子特性

4.3.2.7.3 易 分析性 易 分析性

易 改变性
将易改变性和稳定性合并 为 易 修 改 性 ， 新 的 名

字更加准确4.3.2.7.4 易 修改怯

稳定性

4.3.2.7.5 易 测试性 易测试性

4.3.2.7.6 维护性的依从性 维护性的依从性

4.3.2.8 可移植性 可移植性

4.3.2.8.1 适应性 适应性

4.3.2.8.2 易 安 装 性 易安装性

共存性 移至兼容性的 子特性 中

4.3.2.8.3 易 替换性 易 替换性

4.3.2.8.4 可移植性 的 依从性 可移植性 的依从性

注 ， ISO/IEC 25062 将转化为 GB/T 2500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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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 料性附录〉
主音 ISO/IEC 250 1 0 : 20 1 1 的 差 异

本部分修改采用 ISO/IEC 25010 :  2011《 系统与 软件工程 系统与 软件 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系
统与 软件 质量模型机 与 ISO/IEC 25010 : 20 1 1 相比 ， 主 要差异如下 z

’ 

’ 

a) 修改了标准的名 称 。

b) 修改了 引 宫 中陈述的内 容 。
c) 删 除 了 “2 符合 性” 。
d) 增加 了规 范性引用文件 ISO/IEC 25012 : 2008 和 ISO/IEC 25030 : 2007 。

巳） 整合 了 “

4 .3 一 般术语” 和“

4 .4 来 自 ISO/IEC 25000 的术语” 。 为避免歧 义 ，只 采用其 中关于

“用户 ” 的两个定义 中的一个，即 采用了 “

4.3. 1 6 用户 ” ， 同 时删 除 了 “

4. 4. 12 用户 ” 。

f) 本部分的产品质量模型的每个特性中，均增加 了 依 从性子特性， 分别是： 功能性的依 从性、性能

效率 的依 从性、兼容 性的依 从性、易用性的依 从性、 可靠 性的依 从性、信 息 安 全 性的依 从性、维

护性的依 从性和可移植 性的依 从性。 相应地 ，删 除 了 3 . 3 的注 以及附录A 中列项 的第 5 项 。
g) 附录 A 修改 为本部分“ 与 GB／丁 1 6260. 1-2006 中质量模型的对比” 。
h) 删 除 了 ISO/IEC 25010 : 2011 附录 B 的内容 及其相关内 容 。

i) 本部分与 ISO/IEC 25010 : 20 1 1 相比 在结构上有 所调 整 ，详见表 B.1 o 

表 B. 1 结构调整说明

ISO/IEC 25010 : 2011 章条编号 调整说明

2 Conformance 删除该条款 ， 并新增 “2 规范性引 用文件”

3 Quality model framework 变更为 “4 质量模型框架”

3. 1  Quality models 提升至 “4.1 结构 ”

变更为 “4.2 .1 使用质量模型 ” ， 与 4.2.2 构 成“4 .2 使用质
3.Z Quality in use model 

量模型及特性说明 ”

变更为 “4.3. 1 产 品质量模型 ” ， 与 4.3. 2 构 成“4.3 产 品 质
3.3 Product quality model 

量模型及特性说明 ”

3.4 Targets of the quality models 变更为 “4.4 质量模型 的 目 标 ”

3.5 Using a quality model 变更为“4.5 质量模型 的使用”

3.6 Quality from different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变更为 “4.6 来 自 不 同利益相关方视角 的质量”

3. 7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ls 变更为“4.7 各质量模型阔 的关系 ”

变更为 “4.2.2 特性说明 飞 与 4.2. 1 构成 “4 .2 使用质量模
4. 1 Quality in use model 

型及特性说明 ”

变更为 “4.3 .2 特性说 明飞 与 4.3 . 1 构成 “4 . 3 产 品 质量模
4.2 Product quality model 

型及特性说 明 ”

4.3 General 和 4.4 Terms and definitions from ISO/IEC 25000 合并为 “3 术语和定义”

Annex A( informative) Comparison with the quality model 修改为
“

附 录 AC资料性附录〉 与 GB/T 16260. 1  2006 中

in ISO/IEC 9 126-1 质量模型 的对比 ”

Annex B( informative) Example of mapping to dependability 
删除该条 款 ， 并新增 “ 附 录 B C 资 料性 附 录） 与 ISO/IEC

25010 , 2011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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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概述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

利用质量模型测量

GB/T 25000. 1 0-20 16 

本 附录 中的信 息 可 能迁 移 到 GB/T 25000 《 系统与 软 件 工 程 系统与 软 件 质量要求和评价

。QuaRE） 》 系列标准的其他 部分的未来版本 中。

C.2 软件厦量测量模型

质量属 性是软件 所固 有 的性质，它有助 于质量。 质量属 性可以归类 为一个或多个（子 ） 特性。

质量属 性通过 测量方法来测量。 测量方法 是一种 逻辑操作 序列，用来 量化 关于 特定标度 的属 性。

测量方法 的结果被称 为质量测度元素 。 质量特性和子特性可以通过 测量函 数来量化 。 测量函 数 是一个

用来组合 质量测度元素 的算法 。 应用测量函 数 的结果被称 为软件 质量测度。 这样 说 来 ，软件 质量测度

就 是对质量特性和子 特性的量化 。 多个软件 质量栅 度可以被用来测量一个质量特性或子 特性。
摘自 ISO/IEC 25020 的图 C. I 表 明 了本 部分中的质量模型、ISO/IEC 2502n 中的测量和ISO/IEC

15939 中提出 的捕 量模型间的关系。
注 ： ISO/IEC 25020 将转化为 GB/T 25000.20. 

软件产品质量

由……组成

指明 质量测度

质量特性
指明

生成

测量函数
由··”··组成

被用于

质量子特性
质量测度元素

圄 C. 1 软件产 品质量测 量参考模型

C.3 质量途径

用户 质量要求包括 在指 定的使用周境中对系统的使用质量的需 求。 当 使用软件产品质量特性和子

特性来规定质量的外 部测度和内 部测度时，这些 巳 确定的要求可被利用。

软件产品质量可 以通过 测量内 部属 性（典型地 是中间产品的静态 测量） ，或通过 测量外 部属 性〈典型

地 是测量代码执行 时的行 为〉 ，或通过现u 量使用质量的属 性（当 产品在实 际或模 拟 中使用时） 来评价 。
（见图 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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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过程质 量〈在 ISO/IEC 12207 和 ISO/IEC 15288 中定义 的 任一生存周 期过 程 的 质 量〉 有助 于

改 进产品质 量，而产品质最 有助于改 进 系统使用质 量。 因 此，评估和改 进过程 是改 进产品质 量的一种手

戳 ，而评价和改 进产品质 量则 是改 进 系统使用质 量的一种手段。 同样 ， 评价系统使用质 量可以为改 进产

品提供反馈 ，而评价产品可出 为改 进过程 提供反馈 。

软件 的 适 当 的 内 部属 性是达 到要求 的外 部行 为的先决条件 ，而 适 当 的外 部行 为则 是达 到使用质 量

的先决条件 （ 见 圈 C.2） 。

影响

使用
周境

圈 C.3 说明 了质 量模型的 目 标实体之 间的 关系。 软件生存周 期过程 （如质 量需 求过 程 、 设计过程和

测试过程 ） 影 响着 软件产品和 系统质 量。 资源质 量（如人力 资源 和用于生存周 期过程 的 工具及技术） 影

响着过程质景 ，进而影 响着产品质 量。

不仅软件产品质 量，还有系统的 其他 组件质 量也影响 着 系统质 量。 质 量影 响 （效用） 是多方面的 ， 这

取决于 使用周境。 使用周 境可以被定义 为一个由用户 、任务和 环境组成的集 合 。 表 1 中给出了 使用周

境的一 些示例 （ 见 4.的 。

量
il
质
度

用
测

使

生存周 期 中 的盾量图 C.2

质量影晌C.4 

f 飞

1 ＇＂＂ι；i＇.）�：号；，，，＞ :{,l 
飞4年二半导到

ISO/IEC 25030 用自形解释 了质 量需求过程 （ 见图 C.4 ） 。 图 中的 “ 利益相关方的 要求”汇集 了 使用

质 量要求和 产品质 量要求 ，然后转化 为特 定的质 量需求 （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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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模型 的 目 标实体及 其 相 互 闰 的 关 系阁 C.3

质量生存周 期 模型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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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方的要 利益相关方的需
求和期望 求

＊ 明确的 利益相关方
需求定义过程 需求分析过程

＊ 隐含的

自所有利益相关
方引出的

＊ 未知的

」 － － 一 － … － － … 一 ＿ _J 

圈 C.4 利益相关方需 求定义和分析

质量生存周 期模型（见图 C.5）攒及软件 产 品 3 个主要 阶段 中 的质量 ：

a) 产 品开发阶段是软件质量 内部测 度 的 主题 ；

b) 产品测试阶段是软件质量外部测 度 的 主 题 F

c) 产 品使用 阶段是使用质量 的主题 。

验证
确认

验证
确认

固 C.5 系统／软件质量生存周期模型

GB/T 25000. 1 0-20 1 6  

系统需求

正式的
系统需求和限制

系统／软件质量生存周期模型还表明 ， 对每种类 型 的 质量而言 ， 达到 可 接 受 的 质量水平应该是其开

发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包括 z 需 求 、实现和结果确 认 。

使用质量需求从用 户 视角 规定要求的质量水平 。 这些需求是从用户 和 其他利益相关方 （ 如 软件开

发方 、 系 统集成方 、需方或所有者） 的要求 中 派生 出 来 的 。 使用质量需求被用户 用作软件产 品 确 认 的 目

标 。 对使用质量特性 的 需求 ， 宜在质量需求规格说明 中用 使用 质量测度准则加 以 明确 ， 该准则 可在评价

产 品 时使用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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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系统使用质量需求有助于标识和定义软件外部质量需求。

示例 1：指定类型的用户能够在指定时间 内 完成指定任务 。

计算机系统质量的外 部测皮 需求从外 部视角规定要 求的 质量水平 。 它们 包括来自利益相关方的 质

量需求（ 包括 使用质量需求〉 。 外 部的 软件 质量需求被用作技术 验证 和软件产品确认的 目 标 。 对质量的

外 部测度需求， 宜 在质量需求规格 说明 中用外 部测度准则 量化地明 确， 该准则 可在评价产品时使用。
注 2 ， 质量的外部测度需求有助于标识和定义软件质量内部测度需求 。

注 3 ： 外部质量评价能用于预估系统使用质量。

示例2 ， 用户 妥善应对错误信息并成功消除错误 。

软件 质量内 部测度需求从产品的 内 部视角规定要 求的 质量水平 。 它们 包括 从外 部质量需求派生的

需求。 软件 质量内 部测皮 需求被用来规定软件 中 闰产品（规格 说明 、 源 代码等） 的 性质。 软件 内 部质量

需求也可以被用来规定町 交付的、非 可执行的 软件产品（如文档 和手册〉 的 性质。 软件 质量内 部谢 度需

求可以被用作各个开 发阶段的 验证 目 标 ，还可以用来定义开 发策略 和开 发期间的评价与 验证 准则 。
注 4 ： 软件质量内部测度能用于预估软件质量外部测度 。

示'f§IJ 3 ： 对所有错误信息规寇其纠 正措施 ，并且用户输入均可被撤消 。

ISO/IEC 25030 描述了 软件 质量需求， ISO/IEC 25040 描述了 软件 质量评价过程。

在开 发期间， 质量模 型与相关的 测度可以用于设 计 和实施 的管理 ， 以确保 质量目 标得到满足 。 质量

模 型与相关测度的一个重要 应用是能够较早地洞察 软件 质量情况。 这种洞察力 可以用来管理 整个生命

周 期中 的 质量和预估 在使用中 质量目 标 是否 有可能得 到满足 。
注 5 ， 在有合同的环境或规范的环境中 ， 例如核安全领域，要求是特定的 ； 而在其他的环境中 ， 则应对隐含的要求进

行标识和定义（ISO 8402 : 1994 ,2 . 1 ， 注 口 。

C.6 软件性质

→ 些软件 性质是软件产品周 有的 ，一 些是被赋予 给产品的。 而 在一个特 定使用周境下 ， 软件产品质

量是由其国 有性质决 定的 。
注 1 ：例如 ，固有性质是指代码的行数和软件提供的计算数值的精度；赋予的性质是指一个软件产品的所有者 、保修

单和软件价格。

固 有性质可以被分类 为功能性性质或者质量性康。 功能性性质决 定了 软件能做什 么 3 质量性质决

定了 软件执行的 有多好 。 质量性质是软件与相关系统所固 有的 。 因此被赋予 的 性段不属 于软件 的 质量

特 性范畴 ， 因 为它 可以被更改而无 需更改 软 件 。 图 C.6 给出了 软件 性质的 分类 。

特定领域的功能性性质

固有性质 质量性质（如功能性 、可靠 性 、 性能效率 、 易 用 性 、信息安全性 、兼容性 、
软件性质

维护性 、可移植性〉

赋予的性质 管理性质〈如价格、交货 日 期 、 产品前景 、产品供应商〉

圈 C.6 软件性质

注 2 ， 特定领域的功能性性质通常只关注输入数据转换为输 出 数据 。 为 了 实现质量性质和约束，需要更多的功能 。

C.7 内 部测 腊 、外部测度和使用质盘测度

对每个子特 性而言 ， 软件 能力 是由一 组可测量的 静态的内 部性质决 定的 。 GB/T 16260. 3 C将 被

GB/T 25000.23 取代〉 给出了 内 部测度的实例 。 根据 系统（ 包含 软件） 提供能力 的程度， 可从外 部来测量

特 性及子特 性。 GB/T 16260.2 （将 被GB/T 25000.23 取代） 给出了 外 部测度的实例 。



注 1 ： 在 ISO/IEC 25023 中不再区分内部测度和外部测 度 。
注2 : ISO/IEC 25023 将转化为 GB/T 25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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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 软件 质量外 部测度提 供了 系统 ／ 软件 的“黑盒 ”观点 ， 并处理与计算机硬件 及操 作系统 上的软

件执行 有关的性 质。 软件 质量内 部测度提 供了 软件 的“ 自 盒”观点 ，并处理 软件 产品静态性 质， 这通常 在

开发期间可被评价。 从内 部测量的软件 质量会 对从外 部测量的系统 ／ 软件 质量有影 响 ， 它 又会 对系统 使

用质量有影 响 。
示例 2 根据 ISO 9241响14 中菜单界面设计指南的一致性程度从 内部测 出的易操作性 ，将有助于根据菜单操作的成功

程度从外 部测量易操作俭 ，这将有助于执行任务时的有效性 、效率和满意度〈使用质量λ

基 于检 测静态 性 质的内 部测度可以用来测量软件工 作产品的固 有性 质（ 见 表 c.口 。 静态 分析 方法

包括检 测和自 动分析 工具 。 工 作产品包括需求和设计 文捕 、惊 代码 和测试流程。

动态性 质的外 部测度可用来测量计算机系统 的固 有性 质（ 见 图 5 中的目标计算机系统） ， 以及软件

产品的系统 依赖 性 。

使用 质量测度〈从现j 试或观察真实或模拟 使用的结果中派生而来〉用来 测量系统 的固 有性 质， 该系

统 可包含 软件 、硬件 、通信 和用户 ， 以及软件 密集型计算机系统或软件 产品的系统 依赖性 。 使用质量测

度关系到系统 对其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

表 C. 1 内 部质 量测 度 、 外部质量测度和使用质量 测 度 的 差 异

测量的性质类型 软件产品性质 计算机系统行为性质 人机系统影 响性质

外部的 2 动态性质的测试和
使用质量 z 对真实或模拟

质量测度类型 内部的： 静态性质检测 使 用 的 结 果 的 测 试 或
建模

观察

软件产品性质类撞 固有的 计算机系统依赖的 人机系统依赖的

计算机系统性质类型 固有的 人机系统依赖的

人机系统性质类型 固有的

软件内 部测度可在系统 ／ 软件 开发过程的早 期阶段用来预 测系统 ／ 软件 质量外 部测度。 对同 一性

质， 通常存 在内 部测度和外 部现� 度， 例如用于估 计预 期响 应 时间的内 部测度， 可用来预 测从外 部测得 的
时间。

C.8 产 品 质量和数据质 量 的 关 系

ISO/IEC 25012 : 2008 中的数据质量模型是产品质量模型的种充z

a) 固 有的数据质量（ 见 表 C.2） 和软件 质量内 部测皮（见 表 C. 1 ） 都 有助 于计算机系统 的总体 质量。

b) 系统 依赖 的数据质量测度和软件 质量外 部测度在计算杭 系统 方面 的评估类 似 。 其区 别在于，

系统 依额 的数据质量测度关注 于数据对计算机系统 质量做出的贡献 ， 而 软件 质量外 部测度关

注 于软件 的贡献 。 但二 者实 际 上测量的都 是计算机系统 的性盾 。

表 C.2 数据固 有性厦与计算机系统性厨 阔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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