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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需求工程：基础、原理和技术》由Klaus
Pohl著，彭鑫、沈立伟、赵文坛等人译。
本书对需求工程中的主要概念、方法、原理和技术进行了全面介绍，覆盖了面向目标的需求工程、基
于场景的需求工程、面向方案的需求工程以及需求抽取、文档化、协商、确认和管理等需求工程活动
，是一本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需求工程教科书。
全书共分八部分，每一部分针对不同的主题展开论述，并在每一部分的开头对各章节内容分别加注“
基础”和“
高级”标记，方便读者学习。

《需求工程：基础、原理和技术》运用实例来辅助阐述需求工程的各个方面，并提供了大量经过实践
检验的检查表和指南，不仅适合用于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需求工程及相关课程教学，而且还可以
作为软件开发和管理等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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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波尔（Klaus Pohl） 译者：彭鑫 沈立炜 赵文耘  Klaus Pohl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获得计算
机科学博士学位，担任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全职教授、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兼职教授。
他是九十多部著作的作者或合著者。
担任过多个国际、国内会议的主席。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需求工程、基于服务的系统工程、软件质量保证与软件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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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7.2 需求文档 在传统的开发方法中，待开发系统的需求通过需求文档进行定义。
需求文档通常会按照一个通用的参考结构来组织。
典型的需求文档的例子包括客户需求规约和系统需求规约。
然而，越来越多的开发组织开始使用基于数据库的工具来管理文本需求。
当使用数据库进行需求管理时，需求文档可以随时从需求数据库中生成（见3.5节和18.5节）。
因此，一个需求文档可以被视为在一个给定时间点上从需求数据库中（有选择地）获取的需求的快照
。
 17.2.1 需求文档的类型 无论需求是在文档中还是数据库中进行管理的，都经常需要为了某种目的将所
选择的需求汇集在相应的需求文档中，例如定义那些作为一个合同主题的需求。
 一个需求文档可能因以下这些目的而创建： 便于用户、领域专家、需求工程师、软件开发人员等之
间的交流； 作为创建体系结构设计的一个参考模型； 在委托开发任务时用于协商； 作为客户与合同
商之间订立合约的基础； 作为产生诸如用户手册或维护手册等手册的基础； 作为项目规划、监控和
控制的基础。
 鉴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不同的需求文档具有不同的内容，并且在需求定义的细节层次上也存在差异。
 不幸的是，不同类型的需求文档之间并不存在一致的术语体系。
而且，各种文献中给出的关于在项目开发中需要什么样的需求文档以及这些文档应当包含什么内容的
建议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英语国家中的需求文档 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中，一般区分两类软件密集型系统的需求文档： 系统需求
规约。
 软件需求规约。
 系统需求规约定义了关于系统硬件和软件，以及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必要关系的需求（见【IEEE Std
1233—1998】）。
软件需求规约（【IEEE Std 830—1998】）详细描述了系统需求规约中所定义的软件需求。
 在18.1节中，我们将讨论对于需求文档参考结构的使用。
作为一个示例，我们根据【IEEEStd 1233—1998】描述了一个软件需求规约的详细结构。
 德语国家中的需求文档 在使用德语的国家中，一般区分两类需求文档： 要求汇总书（见17.2.2节）。
 责任汇总书（见17.2.3节）。
 系统需求规约与软件需求规约都与责任汇总书相似（参见【Parnas and Madey 1995】）。
 对于软件密集型系统，尤其是嵌入式软件密集型系统而言，除了系统需求文档之外还需要为系统中的
每一个软件和硬件组件创建需求文档。
此时可以区分3种不同的需求文档： 系统需求文档：该文档定义了整个系统的需求，因此也为硬件、
软件以及软硬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定义了需求。
通常，系统需求文档中描述的需求需要进行精化并分配给各个硬件与软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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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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