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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8491在《信息技术 软件测量 功能规模测量》总标题下,目前由下列6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概念定义;
———第2部分:软件规模测量方法对GB/T18491.1—2001的符合性评价;
———第3部分:功能规模测量方法的验证;
———第4部分:基准模型;
———第5部分:功能规模测量的功能域确定;
———第6部分:GB/T18491系列标准和相关标准的使用指南。
本部分为GB/T18491的第6部分。
本部分 等 同 采 用 国 际 标 准ISO/IEC14143-6:2006《信 息 技 术 软 件 测 量 功 能 规 模 测 量

第6部分:ISO/IEC14143系列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的使用指南》(英文版)。由于该国家标准全部为推

荐性标准,ISO/IEC14143-6:2006中列出的技术报告文字在转化为国家标准时作了删除处理。
本部分的附录A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上海宝信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鲁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冯惠、王宝艾、杨根兴、胡国奋、张露莹、艾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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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功能规模测量(FSM)是通过量化软件用户功能需求来测量软件规模的一种技术。最初发表的包

含这种概念的方法是由AllanAlbercht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发的功能点分析。此后,对原有方法

开发出了许多扩展和变种。在ISO/IEC国际标准领域,与功能规模测量相关的如下国际标准和技术报

告已经公布:

ISO/IEC14143系列标准,第1部分至第5部分(对应GB/T18491.1~18491.5);
———ISO/IEC19761:2002;
———ISO/IEC20926:2002;
———ISO/IEC20968:2002;
———ISO/IEC24570:2004。
本部分的编制目的是为FSM方法的用户和开发方提供这些标准的相互关系和使用的指南。
通过测量一个软件所体现的功能规模(FS),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该软件的特性及其开发、维护和支

持活动。与功能规模和(或)功能规模测量的定义及使用相关的标准分三种类型:

a) 概念标准:描述概念和提供定义;

b) 支持标准:提供辅助功能规模测量方法(FSMM)评价的信息,并提供软件领域测量的示例;

c) 方法标准:定义FSMM的实例。
除方法标准之外,只要符合GB/T18491.1,任何FSMM都能用于测量FS。FSMM测量软件的能

力能随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在决定使用哪种FSMM之前,评估用以恰当定出被测软件规模

的方法的能力是明智的。
本部分提供了采用与功能规模测量相关的所有标准去选择适合的FSMM的指南。
应用选出的FSMM得到的功能规模结果,能用于软件生存周期自始至终的各种目的。本部分还提

供了如何使用FSM和功能规模去管理软件开发和维护的说明性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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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软件测量 功能规模测量
第6部分:GB/T18491系列标准

和相关标准的使用指南

1 范围

GB/T18491的本部分提供了功能规模测量(FSM)相关标准的概括说明以及下列标准之间的

关系:
———GB/T18491系列FSM框架标准,这些标准提供了FSM 的定义和概念以及功能规模测量方

法(FSMM)的符合性与验证;
———ISO/IEC FSMM 标 准,即 ISO/IEC 19761、ISO/IEC 20926、ISO/IEC 20968 和 ISO/

IEC24570。
本部分也提供了帮助用户选择和开发满足其需求的FSMM的过程以及如何使用功能规模(FS)的

指南。FSMM包括但不限于ISO/IEC19761、ISO/IEC20926、ISO/IEC20968和ISO/IEC24570四项

标准。

  注:FSMM是符合 GB/T18491.1的必选要求的软件规模测量方法,推荐特定的FSMM超出本部分的范围。

本部分的预期读者群是:
———FSM的用户与潜在用户;
———FSMM的开发方。

2 缩略语

BFC  基本功能组件    (BaseFunctionalComponent)

FS   功能规模      (FunctionalSize)

FSM  功能规模测量    (FunctionalSizeMeasurement)

FSMM 功能规模测量方法  (FunctionalSizeMeasurementMethod)

FUR  用户功能需求    (FunctionalUserRequirement)

3 功能规模测量(FSM)相关标准(GB/T18491系列)和功能规模测量方法(FSMM)标准及两者的关系

3.1 FSM 相关标准概要

3.1.1 综述

功能点分析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后便在世界范围内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衍生和设计

了一些替代方法。这些方法虽然在用于测量软件的规则上有所变化,但都关注软件的FUR。

GB/T18491.1定义了FSM和FSMM的概念。GB/T18491的后续部分(GB/T18491系列)已经

制定出来用以评价FSMM。
以下概括了这些FSM相关标准的要点。

  注:有关FSM相关标准中“范围”一章的副本,见本部分的附录A。

3.1.2 GB/T18491.1
GB/T18491.1是一项概念标准,并且是其他标准的基础,而这些标准划分为支持标准与方法标准

两类。
该部分是所在系列标准的基础标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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