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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模型的软件开发方法》介绍了一种基于领域和模型的软件开发方法，该方法结合领域驱动
开发方法、模型驱动开发方法及软件构件技术，可有效地缩短开发时间、提高开发效率。
《基于模型的软件开发方法》详细地介绍了领域驱动设计、模型驱动设计、软构件技术等概念；并且
，将这些概念整合到一起，以某领域软件开发作为案例，为开发人员揭示了完整的开发过程，详细地
介绍了技术路线、技术细节，使读者了解模型驱动、领域驱动等概念，同时，能有效地将它们结合起
来，应用到实际开发过程中。
　　《基于模型的软件开发方法》适合软件架构师、开发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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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领域特征模型是面向特征的领域需求规约模型，通过记录领域具有的一组相对稳定的
特征以及特征之间的关系反映整个领域的软件需求。
这组特征分属于两种类型：共性特征和变化性特征。
共性特征存在于领域内的每个系统成员中，变化性特征只存在于领域内的某些系统成员中。
共性特征是领域的主要复用源泉，而变化性特征的范围可控性决定了领域中应用系统的生产成本。
领域的范围决定了共性和变化性之间的平衡关系。
传统的软件需求规约组织结构和领域模型一般采用结构化的自然语言描述需求，并辅以图形化模型增
强对需求的理解。
对需求的组织方式通常采用序列号、层次化编码、层次化文本标签等方法[40]。
这些方法基本上是一种对需求的简单罗列，没有显式地捕捉需求之间存在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
相比之下，特征模型具有许多优点。
（1）可复用性。
由于引入了特征变化性表现机制，特征模型可以描述一类具有共性需求并同时表现出一定变化性的应
用系统。
基于此，一旦关于某个领域的特征模型被建立，则该领域内成员系统的需求可以通过对特征模型的剪
裁和扩展得到，从而达到对需求的复用。
（2）结构良好。
特征表示了一个相对独立和紧凑的需求单元。
特征模型通过识别特征之间存在的语义关系，把各个单独的特征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样，特征模型形成了对需求空间的一种良好分割和组织。
而在传统的需求规约模型中，一个特征可能体现为若干段分散在需求规约中的文字，特征之间存在的
关系也没有被明确的说明。
（3）易于交流。
如同每一个设计模式都对应一个名称一样，每个特征也被赋予了一个体现其含义的简短名称。
所有的特征名称构成了领域内一个公共的术语空间，促进了软件开发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交流。
（4）易于图形化建模。
特征模型捕获领域具有的特征以及特征之间存在的关系。
这种特征一关系的模式使得特征模型易于用图形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借助相应工具的支持，能够
提高特征建模过程的效率。
但是，面向特征的领域分析方法及其特征模型的建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建立特征模型所需的投资相对高昂。
系统地获取特征需要进行针对整个领域的分析活动。
在领域工程中，对领域分析的早期投资被分摊到后期的多次复用活动中。
而在针对单个应用系统的需求获取活动中，进行领域分析所需的投资可能是项目预算所不能忍受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模型的软件开发方法>>

编辑推荐

《基于模型的软件开发方法》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模型的软件开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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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