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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前一版进行了修订，反映了信息系统开发中最前沿的方法。
Bennett、McRobb和Farmer撰写的这本书是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领域的经典图书，是本科生和研究生“
系统分析和设计”课程重要的教学用书。

本书为使用UML 2.2中的主要技术进行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给出了清晰实用的结构，遵循迭代和增量
型方法(它们基于业内标准的统一过程)，将系统分析和设计置于整个系统生命周期的背景中。
本书分为4部分：第1部分为信息系统的分析和设计以及面向对象提供了背景；第2部分关注需求获取和
系统分析活动以及UML的基本标记法；第3部分涉及系统架构和设计活动，以及对象设计的UML标记
法；第4部分介绍系统的实现，如何组织系统生命周期，以及如何开发可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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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班尼特（Simon Bennett） （英国）麦克罗布（Steve McRobb） （英国）法默（Ray
Farmer） 译者：李杨  Simon Bennett是De Montfort大学技术学院的培训顾问，他在这里提供UML、分析
和设计，以及系统架构方面的培训。
他是计算机智能中心的准会员。
之前作为企业架构师供职于Celesio AG，作为ICT主管供职于Leicester议会的复兴和文化事务部，并且
在1999年之前作为首席讲师任教于De Montfort大学。
Simon是Schaum's Outline of UML（2ndedition）书的合著者，该书也由McGraw.Hill出版。
 Steve McRobb是De Montfort大学信息学院的首席讲师。
他教授面向对象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十几年，目前是“计算、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管理”研究生课程
的课程负责人。
他最近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在线隐私以及ICT对权利关系的影响方面。
Steve是YorkshireDales国家公园的前任首席行政主任。
 Ray Farmer是Coventry大学工程和计算学院的副院长。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面向服务架构以及工程和计算教育方面的教学研究。
他定期作为英国和国际上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方面的咨询师。
Ray之前在De Montfort大学的信息系统学院担任不同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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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本书的作者在购买一双鞋子的时候，店员为正确录入商品价格而费尽力气。
会有新的现金金额录入系统，但是因为这双鞋子是促销产品，所以录入起来很困难。
顾客购买这种鞋子，并且免费附赠一双袜子。
因为袜子也是常规商品，所以需要对袜子也进行记录。
这意味着袜子通过促销被“卖出”，尽管是免费的。
处理这种问题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在出售时由助理人员将价格置零。
助理人员会尝试这样做，但是系统可能会特别阻止商品以零售价卖出。
助理求助于经理。
在经过一些类似情况后，会发现解决这种交易的唯一方法就是把鞋子的价格降低1便士，而袜子以1便
士的价格售出，因此总的售价是正确的。
既然店员明白如何做，那么在以后类似的情况下，他们处理起来也就简单多了。
但是处理一项经常出现的任务是很繁琐的。
这种糟糕的设计还有很多例子，它们给用户带来了不少不快，并且浪费了时间。
 “这个系统看起来很美观——但是能用来完成一点有用的事情吗？
” 系统可能设计得美观，易于使用，但是仍然不能处理“正确的”事情，这对于应该由系统执行的任
务来说是一个问题。
例如图书馆分类查询系统，如果只有在书的名称和作者姓名都拼写无误的情况下才能检索出书号，那
么这一系统的功能就受限。
读者在查询的时候很可能不知道书的名称，即便知道作者的姓名，也可能拼写错误。
系统失败的另一个例子是，虽然满足了用户的需求，但是系统性能很差（这一点与刚才系统可用性的
问题重复）。
 系统对用户来说，作用可能值得怀疑，因为系统要求他们按照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方式工作。
用于佐证的例子虽然很古老，但是依旧很有价值，因为作者可以清晰地描述出来。
设计仓库管理系统的部分原因是，提高管理员对仓库中紧张空间的使用控制。
工人发现新的系统为了以最佳的方式最大化存储空间的利用率，但这却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决定权： 因
为他们会看到，节省这些空间能为公司带来改善，他们找到了使用系统的方法。
 他们因为态度不好而饱受管理人员的责难，而且作为部门的主要职员，工人被自认为，不必要的废文
和程序而烦恼，但是使用它们却又是他们对公司的责任。
 如果软件错误和失败危及生命，那么将更加令人忧心。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伦敦救护车服务计算机辅助调度（London Ambulance Service Computer Aided
Dispatch，LASCAD）系统，该系统在1992年发布之后不久就被弃置。
估计总的开发成本为4300万英镑。
该系统本来是为了加快为紧急情况派出救护车的流程，但实际上却降低了响应时间。
在出现几次因为病人长时间等待而导致死亡的情况之后，该系统被弃置了。
虽然这些声明从未被证实过，但是继续运行该系统的风险是不可接受的。
 关于是否是因为软件错误而导致英国皇家空军Chinook直升机在Kintyre半岛的Mull坠机的争论，至今
尚未停息。
机上所有的29人全部丧生，包括高级警官和军方情报长官。
英国政府能接受的定论是飞行员的疏忽大意。
然而，事故调查组的结论是机组人员可能因主要的技术（例如软件）故障而分心。
Computer Weekly的一系列报道以及British TV的4频道新闻，宣称英国国防部内部报告已经对此类型直
升机在特定情况下引擎控制软件的稳定性产生了顾虑。
英国上议院选举委员会建议驳回国防部的观点。
在最近，2007年6月份，又有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官方结论（Collins，2007），但是至今政府拒绝重启调
查，而将责任继续归咎于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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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外计算机科学经典教材:UML 2.2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第4版)》对前一版进行了修订，反映了信息
系统开发中最前沿的方法。
Bennett、McRobb和Farmer撰写的这本《国外计算机科学经典教材:UML 2.2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第4版)
》是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领域的经典图书，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统分析和设计”课程重要的教学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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