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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3.6.1系统维

护概述3.6.1.1系统可维护性概念 系统的可维护性可以定性的

定义为：维护人员理解、改正、改进和改进这个软件的难易

程度。提高可维护性是开发管理信息系统所有步骤的关键目

的，系统是否能背很好地维护，可用系统的可维护性这一指

标来衡量。 1.系统的可维护性的评价指标 可理解性。指别人

能理解系统的结构、界面功能和内部过程的难易程度。模块

化、详细设计文档、结构化设计和良好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等，都有助于提高可理解性。 可测试性。诊断和测试的容易

程度取决于易理解的程度。 可修改性。诊断和测试的容易程

度与系统设计所制定的设计原则又直接关系。模块的耦合、

内聚、作用范围与控制范围的关系等，都对可修改性有影响

。 2.维护与软件文档 文档是软件可维护性的决定因素。由于

长期使用的大型软件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会经受多次修改

，所以文档显得非常重要。 3.软件文档的修改 维护应该针对

整个软件配置，不应该只修改源程序代码。如果对源程序的

修改没有反映在设计文档或用户手册中，可能产生严重的后

果。每当对数据、软件结构、模块过程或任何其他有关的软

件特点作了改动时，必须立即修改相应的技术文档。3.6.1.2系



统维护的内容及类型 系统维护主要包括硬件设备的维护、应

用软件的维护和数据的维护。 1.硬件维护 硬件的维护应有专

职维护人员来负责，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维护活动，一种是定

期的设备保养性维护，保养周期可以是一周或一个月不等，

维护的主要内容是进行例行的设备检查与保养，易耗品的更

换与安装等；另一种是突发性的故障维护，即当设备出现突

发性故障时，由专职的维修人员或请厂方的技术人员来排除

故障，这种维修活动所花时间不能过长，以免影响系统的正

常工作。 2.软件维护 软件维护主要是指根据需求变化或硬件

环境的变化对应用程序进行部分或全部的修改。修改时应充

分利用源程序，修改后要填写程序修改登记表，并在程序变

更通知书上写明新老程序的不同。 软件维护的内容一般有以

下几个方面： 正确性维护 适应性维护 完善性维护 预防性维

护 3.数据维护 数据维护工作主要是由数据库管理员来负责；

主要负责数据库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以及进行并发性控制。数

据库管理员还要负责维护数据库中的数据，当数据库中的数

据类型、长度等发生变化时，或者需要添加某个数据乡、数

据库时，要负责修改相关的数据库、数据字典，并通知有关

人员。 数据维护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代码维护

。3.6.1.3系统维护的管理和步骤 要强调的事，系统的修改往

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程序、文件、代码的局部修改都

可能影响系统的其他部分。因此，系统地维护工作应有计划

有步骤的统筹安排，按照维护任务的工作范围、严重程序等

诸多因素确定优先顺序，制定出合理的维护计划，然后通过

一定的批准手续实施对系统的修改和维护。 通常对系统地维

护应执行以下步骤： （1）提出维护或修改要求。 （2）领导



审查并做出答复，如同意修改则列入维护计划。 （3）领导

分配任务，维护人员执行修改。 （4）验收维护成果并登记

修改信息。3.6.2系统评价3.6.2.1系统评价的目的和任务 信息系

统的评价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信息系统评价是指从

系统开发的一开始到结束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评价。狭义的

信息系统评价是指在系统建成并投入运行之后所进行的全面

、综合的评价。 按评价的时间与信息系统所处的阶段的关系

，又可从总体上把广义的信息系统评价分成立项评价、中期

评价和结项评价。3.6.2.2系统评价的指标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

面综合考虑，建立起一套指标体系理论框架： 从信息系统的

组成部分出发，信息系统是一个由人机共同组成的系统，所

以可以按照运行效果和用户需求（人）、系统质量和技术条

件（机）这两条线索构造指标。 从信息系统的评价对象出发

，对于开发方来说，他们所关心的是系统质量和技术水平；

对于用户方而言，关心的是用户需求和运行质量；系统外部

环境则是主要通过社会效益指标来反映。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

，分别按系统成本、系统效益和财务指标等3条线索建立指标

。 各项指标列出如下：一、系统质量 1.执行准确性，响应速

度、信息存储量，界面质量 2.安全性、可靠性、文档齐全 3.

数据共享性，易维护性，容错性二、技术水平 1.技术先进性 

软硬件先进性 开发技术先进性 软件可重用性 2.技术首创性 3.

开发效率三、运行质量 1.直接应用人员的结构，素质 2.系统

运行库 3.系统维护率四、用户需求 1.领导重视程度 2.功能需

求满足程度（使用程度） 3.人机交互的友善程度 4.系统价格

可接受程度（性能/价格比）五、系统成本 1.开发成本 硬件成

本（购置，基建，安装，调试等） 软件成本（开发，培训，



系统切换等） 2.运行成本（人员费用，消费材料，技术材料

，折旧等） 3.管理成本（监理，审计，服务，行政等） 4.维

护成本（硬件，软件，纠错，适应，完善等）六、系统效益

1.经济效益 按系统功能（如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等） 按服务

对象（如企业，政府等） 按效益类型（如直接/间接，有形/

无形等） 按技术特征（如EDPS,MIS,DSS等） 2.社会效益 对社

会的影响程度 对本企业的影响程度 福利，就业，伦理道德七

、财务评价 1.投资指标（如企业管理费，非生产人员工资等

） 2.收益指标（如销售额，利润等） 3.综合指标（如净现值

，净现值率，内部收益率等）3.6.3系统运行管理3.6.3.1运行管

理制度 1.各类机房安全运行管理制度 2.信息系统的其他管理

制度3.6.3.2日常运行管理内容 1.系统运行情况的纪录 2.审计跟

踪 3.审查应急措施的落实 4.系统资源的管理3.6.3.3系统软件及

文档管理 1.系统软件的管理除日常维护以外，还包括版本更

新和升级等。 2.信息系统文档的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