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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D_AF_E4_BB_B6_E7_c29_141285.htm 瀑布模型/改进的瀑布

模型 虽然瀑布模型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有待解决,但瀑布模型

仍然是最基本的和最效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软件开发生命周期

模型.瀑布模型要求软件开发严格按照需求->分析->设计->编

码->测试的阶段进行,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定义明确的产出物和

验证准则.瀑布模型在每一个阶段完成后都可以组织相关的评

审和验证,只有在评审通过后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由于

需要对每一个阶段进行验证,瀑布模型要求每一个阶段都有明

确的文档产出,对于严格的瀑布模型每一个阶段都不应该重叠,

而应该是在评审通过,相关的产出物都已经基线后才能够进入

到下一个阶段. 瀑布模型的优点仍然是可以保证整个软件产品

较高的质量,保证缺陷能够提前的被发现和解决.采用瀑布模型

可以保证系统在整体上的充分把握,使系统具备良好的扩展性

和可维护性.但对于前期需求不明确,而又很难短时间明确清楚

的项目则很难很好的利用瀑布模型.另外对于中小型的项目,需

求设计和开发人员往往在项目开始后就会全部投入到项目中,

而不是分阶段投入,因此采用瀑布模型会导致项目人力资源过

多的闲置的情况,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很多人往往会以

进度约束而不选择瀑布模型,这往往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导致这

种情况的一个关键因素往往是概念需求阶段人力不足.因此在

概念需求阶段人力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瀑布模型和迭

代模型在开发周期上并不会存在太大的差别.反而是很多项目

对于迭代或敏捷模型用不好,为了赶进度在前期需求不明确,没



有经过一个总体的架构设计情况下就开始编码,后期出现大量

的返工而严重影响进度. 架构设计是软件开发中一个重要的关

注点.因此在RUP中也提及到软件开发要以架构为核心.因此在

架构设计完成后系统会被分为相关的子系统和功能模块.每个

功能模块间的接口都可以定义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当模块B的

详细设计做完成后往往就没有必要等到其它模块的详细设计

都要完全作完才开始编码,因此在架构设计完成后可以将系统

分为多个模块并行开发,每个模块仍然遵循先设计和编码测试

的瀑布模型思路.这是瀑布模型的一种最重要的改进思路,也可

以说这是一种增量开发的模型. 当一个新系统的开发存在多个

完全不相关的独立需求的功能开发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可以选

择将整个开发过程按独立的需求来分为多个小瀑布进行操作.

这种方式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完全总体的设计,架构设计

人员无法在洞悉了所有需求后从系统的可扩展性,复用等方面

总体规划. 在项目管理中有一种压缩进度的方法叫赶工,因此

瀑布模型的另外改进处就在适当的重叠各个阶段过程,达到资

源的有效利用.比如我们通过讨论,会议确定的实现方式就可以

开始执导下一个阶段的工作而不一定完全等到相关的交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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