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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IEC15940:2013《系统与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环境服务》。
本标准对ISO/IEC15940:2013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第1章说明该标准的起源以及与2006年版差别的两段文字;
———标准正文中对ISO/IEC12207、ISO/IEC15288的引用年份标注时有时无,本标准予以补全;
———修改了标准中明显前后不一致之处和明显笔误之处;
———调整5.1、6.1中所列服务名称的顺序,以使它们与在第5章、第6章中出现的顺序一致;
———删去了附录A、附录C中明显重复的内容;
———修改了附录D中服务类别的名称,使之与正文保持一致;
———删去了附录F,因其仅列出ISO/IEC15940:2013对ISO/IEC15940:2006所做的修改,对本标

准没有意义。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鸿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复旦大学、上海鲁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

术标准化研究院、上海金融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志峰、吴毅坚、沈立炜、张旸旸、张露莹、赵文耘、钱乐秋、胡乃静、曹刚、

韩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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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软件工程环境(简称SEE)是指通过软件工具部分或全部自动化的服务的集合,这些服务用于支持

执行系统和软件工程中的人为活动。
这些活动通常在软件或系统开发和维护项目中进行,覆盖了系统的规格说明、开发、再工程或维护

等领域。

ISO/IEC12207:2008全面地描述了软件生存周期期间实施的所有过程、活动和任务。
术语“软件工程环境”可涵盖多种情况:从仅并置运行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上的少量工具,到能够处

理、监视乃至控制系统和软件生存周期中的所有数据、过程和活动的完全整合的环境。SEE通过一系

列描述环境能力的服务为人为活动提供支持。由SEE支持的软件过程成为一种辅助的或自动化的软

件过程。本标准描述了SEE服务,并以适用于一定范围的组织形式,把它们与ISO/IEC12207:2008联

系在一起。在为某组织定义生存周期过程时,用户需要找到软件工程环境提供的适当的自动化程度。
这可导致建立新的SEE或改进现有的SEE。

经历部分或完全自动化的活动,SEE通过降低成本(更高的生产率)、改进管理,以及由此带来的更

高的产品质量,为组织提供了收益。例如,重复性活动(如执行测试用例)的自动化不仅提高了生产率,
还能有助于确保测试活动的完备性和一致性。

本标准以参考模型的方式从概念上定义了SEE服务,该参考模型能适用于任一SEE,以使一个或

多个软件和系统工程活动自动化。
对特定过程感兴趣的用户,本标准描述了给定系统和软件工程过程、软件工程服务以及相应的典型

软件工程工具之间的关系。
这套SEE服务描述支持ISO/IEC12207:2008中的过程定义。其目的在于定义一组SEE服务,它

们与ISO/IEC12207:2008兼容,并且能用作常规参考或用于定义自动化的软件和系统过程。
本标准的附录A列出了每种SEE服务的典型自动化支持,其中包含对应的服务操作列表,以帮助

读者理解SEE。
附录B给出了SEE服务与ISO/IEC12207:2008的对应关系。
附录C给出了SEE服务与ISO/IEC15288:2008的对应关系。
附录D图示了8类SEE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附录E介绍了可以从本标准中受益的各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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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与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环境服务

1 范围

本标准描述软件工程环境(以下简称SEE)服务,这些服务支持ISO/IEC12207:2008中定义的所

有软件和系统生存周期过程。
这些服务意指作为一个完整的集合,能用于需要选择一项或多项SEE服务的任何系统和软件工程

开发或支持组织,这类组织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使用ISO/IEC12207:2008过程框架的系统和软件项目。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生存周期模型 lifecyclemodel
包含软件与系统产品开发运行和维护中所涉及的过程、活动和任务的框架,贯穿了从需求定义到系

统终止使用的系统生存期。
[ISO/IEC12207:2008]

2.2
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 computer-aidedsoftwareengineering;CASE
在软件工程过程中使用计算机进行辅助。
[ISO/IEC/IEEE24765:2010]

2.3
CASE工具 CASEtool
一种软件产品;它能通过提供对ISO/IEC12207:2008中定义的软件与系统工程生存周期活动的

自动化支持,来辅助软件和系统工程师。
[ISO/IEC14102:2008]

2.4
组织 organization
带有安排责任、权力和关系的人员和设施的团体。
[GB/T19000—2008]

2.5
工作产品 workproduct
通过过程产出的任何一种制品。
注:这可包括文件、文档、产品的一部分、服务、过程、规格说明和发货清单等。

[ISO/IEC/IEEE24765:2010]

2.6
系统工程 systemengineering
治理整体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跨学科方法,从而将一组客户需要、期望和约束转换为解决方案,在该

解决方案的生存期内提供支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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