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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管理》

前言

　　管理是什么？　　是艺术？是责任？是科学？是决策？　　不同的人，对管理有不同的理解。尽
管很多大师对管理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定义，但是编者认为：无论管理是什么，管理者都必须掌握行业
内不同的技术和方法。这些技术和方法的正确应用，是成为一名成功管理者的前提，这同样适用于软
件测试的管理：　　当你掌握了FMEA（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的时候，对测试风险的管理将会更加
轻松。　　当你了解了TPI、TMM等模型后，对软件测试过程改进就不会那么头疼。　　当你阅读完
书中不同度量的案例之后，你就不会在面对一堆的测试数据而毫无头绪。　　当你了解质量成本后，
你将更加容易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测试方面的沟通。　　当你洞悉测试过程的所有阶段和活动后，
你对软件测试管理将不再迷茫。　　本书就是用来解决软件测试管理过程中的技术和方法问题的书籍
。书中没有伟大的思想、没有崇高的人生境界，有的是经典实用的技术和方法，有的是编者近10年的
软件测试管理实践的经验，以及技术、方法和经验相互结合，提炼得到的一些测试管理问题的解决方
案。相信书中介绍的技术、方法和实践经验能够给读者带来对软件测试管理的全新认识。　　软件测
试发展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们跨入软件测试领域已经有10年之久了。在这10年里，参与了很多
项目的测试，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也随着编者的不同经验、角色和职责而不断
发生变化。　　回头看看这10年走过的软件测试之路，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国内整个软件测试行业
的飞速发展：软件测试从编者刚入门时候的“打杂”角色，已经变成软件工程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软件测试行业水平低下、测试人员技能水平不高、测试人员待遇差等，是过去经常可以看到的观点和
论调。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完全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中国的软件测试在过去的10年中取得了飞速
的发展，无论是人才的储备、测试技术和测试管理能力，还是软件测试从业人员的地位，都已经获得
了极大的提高，总体水平越来越接近于世界一流水平。甚至在过程实施、技术应用方面，已经可以和
世界水平保持同步。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认识到我们和欧美成熟的软件测试行业之间某些方面的
差距，例如：我们在行业发展趋势的把握和推动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外的软件测试行业活
跃着很多从业超过20年的资深软件测试专家，他们在不断推动整个软件测试行业的进步。相比之下，
国内目前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尽管工作年限越多，并不能完全代表能力越强，但是能够专注于一
个行业超过20年的人，对行业的理解是深厚的，也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因此，中国的软件测试
行业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们也希望国内能有更多的人在软件测试行业投入终身的热情，共同推动软件
测试行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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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软件测试管理知识和项目测试实践经验紧密结合，详细阐述了如何有效地开展软件测试过程中
不同的测试管理活动。
本书内容覆盖了测试估算、基于风险的测试、测试过程监控、测试外包、测试行业价值分析等测试管
理过程中比较棘手的问题；分析了复杂的综合系统和安全关键系统的测试管理的难点；结合ISO 9126
质量模型和IEEE 1044事件管理等国际标准，阐述了实际项目中缺陷管理的解决方案；结合软件测试领
域的国际标准和能力模型（TMM、TPI、CTP和SETP等），阐述了测试过程和测试能力改进的方法，
为测试团队的过程改进提供了指导性的方法。本书还为自动化测试工具、测试团队管理和测试人员考
核等难题的解决提供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
本书适用于测试工程师、测试经理和质量改进人员，同时也可以作为国际软件测试认证委员会
（ISTQB）高级测试管理模块的培训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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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iBAS R1.0 IGMP系统测试中定义的角色和职责 110
☆示例：iBAS R1.0项目中对自动化测试的计划 130
☆示例：iBAS R1.0项目测试计划对于自动化测试内容的迭代 132
☆示例：内部失效成本 150
☆示例：应用质量成本分析测试的投资回报 153
☆示例：风险应对和管理在iBAS R1.0项目IGMP功能中的应用 165
☆示例：风险问卷调查法 170
☆示例：风险模板 171
☆示例：失效模式分析的模拟场景 172
☆示例：下面是IGMP测试过程中，由于在早期没有有效地管理和监控“采购IGMP测试仪表”风险，
而对后续测试执行导致的后果 190
☆示例：探索性测试 224
☆示例：“IGMP系统需求规格说明”评审邀请信 246
☆示例：IGMP系统需求规格说明审查收集的数据 249
☆示例：iBAS R1.0中针对IGMP功能提交的一个缺陷报告 265
☆示例：缺陷发现进度度量 266
☆示例：缺陷修复进度度量 267
☆示例：缺陷优先级度量 268
☆示例：缺陷严重程度度量 270
☆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的部分描述 279
☆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部分内容 280
☆示例：中国标准分类 282
☆示例：DO-178B中的软件生命周期数据 284
☆示例：TMM集成级中监控测试过程的子目标 291
☆示例：部分测试监控过程的ATRs 292
☆示例：验证活动的方法 315
☆示例：确认活动的对象和方法 316
☆示例：iBAS R1.0项目的自动化测试用例挑选标准 321
☆示例：TOOL COMMAND LANGUAGE 325
☆示例：针对“创建文件”的检查点 327
☆示例：开源测试工具 333

Page 11



《软件测试管理》

☆示例：iBAS项目自动化测试工具开发 335
☆示例：测试管理工具 339
☆示例：性能测试工具 346
☆示例：Selenium 347
☆示例：有效授权 372
☆示例：有效沟通 373
☆示例：提供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374
☆示例：尊重和认可 375
☆示例：物质奖励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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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可测量　　为了保证对测试结果和测试过程比较的一致性，要求测量的方式是标准的、准
确的、可计量的。为了确定测试中得到的缺陷密度，需要确定哪个度量来提供这些信息，以及测量的
标准是什么，例如：针对缺陷密度，某测试团队采用的度量是每千行代码发现的缺陷数目（从测试的
角度而言，缺陷密度也可以定义为发现的缺陷数目和执行的测试用例数目之间的比值）。　　度量的
定义必须是清楚和准确的。针对缺陷的定义，必须明确哪些缺陷是需要统计的（例如：有的组织在定
义缺陷密度的时候，缺陷数目不包括严重程度级别最低的缺陷，而有的组织是需要包括在内的）。代
码行数的统计也应该有明确的定义，例如：总的代码行数是否包括代码中注释的行数。在组织和项目
内必须对这些度量的定义保持一致。　　（3）目的明确　　整个测度活动应该是目标驱动的。在现
实的测度活动中，经常能够看到度量指标驱动的例子。有些测试团队为了度量而度量，收集了很多度
量数据，而在做度量报告的时候只是简单地罗列这些度量数据，根本不知道度量数据能够得到什么样
的信息。所以，也经常出现度量人员面对一堆度量指标而不知所措的情况。在测度过程中，必须要根
据具体项目和团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度量目标，进而指导整个测度活动。如果一个度量指标就能满足
目标，为什么还要其他的指标呢？所以测度内容不在多少，而在于是否能够满足度量目标。测度收集
的信息和数据必须有特定的目的，例如：收集的信息和数据可以是用于确定在每个测试阶段发现的缺
陷数目和修复缺陷所花费的时间，从而用来确定如何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降低成本，并提高发现和修
复缺陷的效率。　　（4）不针对个人度量数据主要是用来对项目进行分析，并指导下一步的测试活
动。所有的度量数据都不能用来对单个测试人员进行评估。经常会发现有些组织利用缺陷数目对开发
人员和测试人员进行绩效评估。这种方法存在很大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收集度量数据的工作很困难
，即使收集到数据，数据的提供者也可能由于绩效评估方面的顾虑而提供并不准确的数据，最终影响
整个度量的结果。没有人喜欢把自己完全暴露在大家的目光之下，任人评头论足。测度的时候也是一
样的，在制定度量目标的时候，不应该把单个测试人员的度量纳入进来。而且要通过各种沟通渠道，
让数据提供者了解测度的意义，以及这些数据的用途，这样才能保证测度活动的顺利进行。避免将测
度应用于对测试人员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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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软件测试项目成败的要素是有效的测试管理与实践。本书吸收国际软件测试认证委员会ISTQB的
知识精髓，荟萃中国软件测试专家的管理实践，为测试从业者进入测试管理殿堂开启了智慧之门。本
书是从事大型软件测试管理工作不可多得的专业书籍，同时可作为ISTQB高级测试管理认证的最佳中
文参考书。　　——北京昱达环球科技有限公司培训总监 CSTQB资深专家 崔启亮　　书中既有当前
国际国内最新的软件测试管理技术和方法的介绍，又有作者10年软件测试管理实践经验的倾力展示。
无论您是软件开发的项目经理、测试经理，还是过程改进人员，，都能从书中得到有益的收获。　　
——赛宝认证中心高级咨询师 刘小茵　　不同于常见的介绍软件测试理论和方法的书籍，本书结合了
具体的软件测试工作实践，系统讲述了在软件测试过程中所需要的管理技能，让从事普通软件测试工
作的人员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去更好地看待软件测试中所需要的管理技能，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也让
从事软件测试管理工作的管理者们可以系统地去思考日常的工作，对比自身的管理实践，总结经验，
改善自己的理论实践体系，从而更有效地做好软件测试管理工作。读书不在多，而在于精，此书是软
件测试工作者们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　　——IBM OSI People Manager 陆炯　　本书通过贯穿于始终
的真实项目案例，系统而专业地阐述了软件测试过程中各个测试管理活动和对应的管理技能。通过阅
读本书，读者能够了解软件测试管理的思想，掌握测试管理的正确方法。希望本书能成为国内软件测
试行业蓬勃发展的有效推动力。　　——HP Global Test Practice China Manaqer 吴晓臻　　当我看到此
书的目录和部分内容时，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是一本集多年软件测试管理之实践经验和ISTQB管理
理论体系的好书，能为中国软件测试业的发展和ITQB在中国推广起到积极的作用。　　——上海滔瑞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CSTQB资深专家 周震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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