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架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软件架构》

13位ISBN编号：9787111101666

10位ISBN编号：7111101669

出版时间：2002-8

出版社：第1版 (2002年1月1日)

作者：Dikel

页数：196

译者：张恂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软件架构》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描述软件架构与软件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依次介绍了作者根据多年管理经验和研究总结出
的软件架构组织的VRAPS 5项原则——构想(Vision)、节奏(Rhythm)、预见(Anticipation)、协
作(Partnering)和简化(Simplification)，并通过案例分析、模式和反模式展示了如何运用这一模型。本书
的主要读者为软件企业的管理人员、开发人员和软件产品的客户等，也可作为大学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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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恂，1972年生。东南大学计算机软件硕士，国内某自主研发的分布式对象通信中间件的主要开发成
员，曾在国内一家著名移动通信设备厂负责一个大型通信系统软件研发项目的管理近两年，后任某民
营软件公司的CTO，目前主要从事软件工程和面向对象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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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组织结构决定软件架构！
2、VRAPS关注于实现和发展软件架构的组织方面
3、软件架构绝不是纯技术，她同软件组织是密切相关的
4、明白到软件架构的设计，其实就是设计一条可以持续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线。剩下的，看附录A和
附录B的内容就差不多了。作者用模式和反模式的写法并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5、从几个方面讨论了注意事项：目标规划，进度管理，团队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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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软件架构》的笔记-第196页

        目标规划：多方整合。
  客观评价软件架构的质量和稳定性，以及目标的可行性。
  整合客户价值、产品构想和技术创新
  分享知识，推动技术合作。
进度管理：有节奏的进度有益于团队开发与协作
  利用关键特性，进行项目进度安排
  与协作特性同步，加速架构技术的推广
过程管理：
  技术原型引领，及时复审实施结果
  重构或启用替代方案，纠正错误假设。
团队协作：信任，但是要验证
  利用价值链，识别受益人。
  形成明确的契约，合理利用非正式人际关系。
架构演进：
  为其他开发人员建立迁移的途径
  监控架构核心的复杂性

Page 9



《软件架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