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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 需求分析阶段的目标、承担人，以及划分阶段： 需

求分析阶段位于软件开发的前期，它的基本任务是准确地定

义未来系统的目标，确定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系统必须做什

么，需求分析工作通常由系统分析员来承担，需求分析分为

两个阶段，需求获取阶段和需求规约阶段，另外，需求关心

的是系统目标而不是系统实现。 2． 需求获取通常面临三大

挑战： 问题空间理解、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需求的不断变化

。 3． 用户需求的分类及内容： 可以分为两大类，功能性需

求和非功能性需求，前者定义了系统做什么，后者定了系统

工作时的特性。 4． 需求获取的基本原则及内容： 需求获取

过程中，划分、抽象和投影是人们常用的组织信息的三条基

本原则，划分捕获问题空间的“整体/部分”关系，抽象捕获

问题空间的“一般/特殊”或“特例”关系，投影捕获问题空

间的多维“视图”。 5． 用况（use-case）及其内容，用况之

间的关系： 一个用况表示了一个系统、一个子系统或其他语

义实体所提供的“一块”高内聚的功能，这样的功能是通过

该语义实体与一个或多个外部交互者（称为参与者）之间所

交换的消息序列，以及该语义实体所执行的一些动作予以表

现的，用况之间的关系为，包含、扩展、泛化。 6． 作为一

个好的需求获取技术的显著特征： 方便通信（可以通过易于

理解的语言），提供定义系统边界的方法，提供定义划分、

抽象和投影的方法，鼓励分析员用问题空间的术语而不是软



件术语去思考问题和编制文档，允许并提醒分析员有多种可

供选择的设计方案，适应需求的变化。 7． 需求规约的目的

： 是对需求定义进行分析，解决其中存在的二义性和不一致

性，并以一种系统化的形式准确地表达用户的需求，形成所

谓的需求规格说明书。 8． 结构化方法及其手段： 结构化方

法是一种系统化开发软件的方法，该方法基于模块化的思想

，采用“自顶向下，逐步求精”的技术对系统进行划分，分

解和抽象是它的两个基本手段，结构化方法是结构化分析、

结构化设计和结构化编程的总称。 9． 结构化分析模型的组

成及详细内容：（本章重点，涉及综合应用） （1）结构化

分析模型及内容： 数据流图（DFD）是一种描述数据变换的

图形工具，是结构化分析方法最普遍采用的表示手段，数据

字典和小说明为数据流图提供了补充，并用以验证图形表示

的正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以上三者构成了结构化分析的

模型。 （2）结构化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 数据流图是一种

描述数据变换的图形工具，系统接受输入的数据，经过一系

列的变换（或称加工），最后输出结果数据，数据流图由以

下四个基本成分组成，加工、数据流、数据存储、数据源和

数据潭，这四个基本成分是结构化设计方法为表达系统模型

的基本概念，这些符号可以覆盖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 加工

是对数据进行处理的单元，用圆圈表示；数据流表示数据和

数据流向，用箭头表示；数据存储用于表示信息的静态存储

，用两条平行线表示；数据源和数据潭表示系统和环境的接

口，是系统之外的实体，数据潭是数据流的最终目的地，数

据源和数据潭用矩形表示。 加工的命名原则，顶层的加工名

就是软件项目的名字，加工的名字最好使用动宾词组（例：



计算费用、准备机票），也可以用主谓词组（例：费用计算

、机票准备），不要使用意义空洞的动词作为加工名（例：

计算、准备）。 数据流表示数据的数据流向，通常由一组数

据项组成，数据流有三种流向，数据流可以从加工流向加工

，也可以从数据源流向加工或从加工流向数据潭，数据流还

可以从加工流向数据存储或从数据存储流向加工，两个加工

之间可以有多个数据流，这些数据流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数

据流图也不表明它们的先后次序。 数据流（数据存储）命名

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数据流（数据存储）的名字用名词或名

词词组，数据流模型是现实系统的抽象，命名时应尽量使用

现实系统中已有的名字，把现实环境中传递的一组数据中最

重要的那个数据的名字作为数据流（数据存储）的名字，不

要把控制流作为数据流，不要使用意义空洞的名词作为数据

流名。 （3）数据字典和小说明： 数据字典以一种准确的和

无二义的方式定义所有被加工引用的数据流和数据存储，通

常包括三类内容，数据流条目、数据存储条目、数据项条目

。 小说明是用来描述底层加工的，小说明集中描述一个加工

的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的逻辑关系，即加工逻辑，小说明并

不描述具体的加工过程，小说明一般用自然语言、结构化自

然语言、判定表和判定树等来描述。 结构化自然语言的语法

通常分为内外两层，外层语法描述操作的控制结构，内层语

法用自然语言描述。 判定表分为四个区，一区内列出所有的

条件类别，二区内列出所有的条件组合，三区内列出所有的

操作，四区内列出在相应的组合条件下某个操作是否执行或

执行情况。 （4）建立系统模型的步骤： 结构化分析从本质

上说是一种运用抽象和分解技术，“自顶向下，逐步求精”



的过程，首先确定系统边界，画出系统环境图，自顶向下，

再画出各层数据流图，定义数据字典和小说明，最后汇总前

面各步骤的结果。 （5）建立系统模型的模型平衡规则： 数

据流图中所有的图形元素必须根据它们的用法规则正确使用

，每个数据流和数据存储都要在数据字典中有定义，数据字

典将包括各层数据流图中数据元素的定义，数据字典中的定

义使用合法的逻辑构造符号，数据流图中最底层的加工必须

在小说明中有定义，父图和子图必须平衡，小说明和数据流

图的图形表示必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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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