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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IEC26551:2016《软件与系统工程 产品线需求工程的工具和方法》。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第3章术语和定义原文部分术语后的编号注释存在错误,进行了修正,3.8改为3.9,3.12改为

3.13;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起草要求,在列项和表前加入引导语;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起草要求,修改了表A.1的表头格式。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九研究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软件

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中船凌久电子(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杭州时代银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烜翊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

司、国家应用软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重庆市软件评测中心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

究院、上海湃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山科数字经济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
北京谷器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昆仑数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创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想

(北京)有限公司、成都淞幸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中船凌久高科(武汉)有限公

司、深圳开源互联网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合肥天源迪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民航信息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华中电力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移互联网有限公

司、来未来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深圳联友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中车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继红、杨梦培、丁艺林、张旸旸、苏伟、李文鹏、张传奇、隋雅倩、陈焕新、曾令将、

李玲璠、陈敏、赵斌、郝琳、吴炜、赵昌军、黄仲年、郑旭飞、李书林、倪浩、吴迪龙、冯正乾、龙梁华、董代、
张文渊、郑永升、王之栋、赵洋、王铁军、刘丽冰、陆德波、王颉、郑二磊、邓雄、王楠、刘潇健、邢统坤、余晓东、
胡兴勇、庞静、墙辉、孙文庆、朱林、楼莉、孙燕、李呓瑾、张玉良、罗娟、许颖媚、吕小敬、胡永力、化思宇。

Ⅲ

GB/T45804—2025/ISO/IEC26551:2016



引  言

  本文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软件与系统产品线(SSPL)需求工程的工具和方法能力的基线。
为了定义产品线范围,会在启动领域需求工程过程之前对领域的原始边界进行决策。通常可变的

需求以及明确的可变性对产品线的产品会产生间接影响,所以领域需求工程以全面的方式进行。领域

需求工程过程的结果在应用需求工程过程中转换为产品系列的需求,因此,在考虑需求工程工具和方法

时,需要同时考虑领域需求工程和应用需求工程。
产品线需求工程能与单产品需求工程区分开来的原因如下。
———需求工程中有两个核心过程,领域需求工程和应用需求工程。领域需求工程过程的主要目标

是分析产品族的共性和可变性,并为可变性建模准备必需的可变性信息。应用需求工程过程

的主要目标是定义应用的特定需求,并关联领域需求工程过程中定义的可变性。
———产品线的成本和收益估算分析至关重要,组织能据此做出关键决策。因此,成本和收益估算作

为评估产品线有效性和效率的指标起着关键作用。
附录A中详细描述了关于单产品需求工程和产品线需求工程的任务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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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与系统工程

产品线需求工程的工具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在软件与系统产品线需求工程的工具和方法的范围内:
———为软件和系统产品线以及相关成员产品的需求工程提供特定的术语和定义;
———定义过程组及在产品线需求工程中执行的过程(这些过程根据目的、输入、任务和输出进行

描述);
———定义方法能力,以支持每个过程的定义任务;
———定义工具能力,将任务或定义的方法能力自动化或半自动化。

本文件关注的是产品族而不是单系统的需求工具和方法的过程和能力。

本文件不适用于实物制品。系统级制品和软件生存周期制品,如需求文件、架构数据、验证计划、行
为模型等,都使用本文件方法和工具生成。对于系统的软件组件,本文件适用于处理产品线的系统要素

和用于处理产品线的软件要素(如有)。产品线过程在不同层次的产品中是递归的。

  注:本文件适用于系统、软件或服务系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应用需求资产 applicationassetsinrequirements
在应用需求工程过程中产生的特定于应用的制品,例如应用需求规格说明(3.4)和应用需求模型。

3.2
应用需求获取 applicationrequirementselicitation
识别与应用相关的利益相关方,获取应用特定需求并绑定适当的变体的子过程。

3.3
应用需求分析 applicationrequirementsanalysis
理解所有应用特定需求(3.9)的子过程,通过建模来仔细检查不正确和不一致的应用需求,并分析

和协商不能通过领域需求来满足的应用需求。

3.4
应用需求规格说明 applicationrequirementsspecification
文档化应用特定需求(3.9)并将其与领域需求规格说明(3.13)集成的子过程,领域需求规格说明的

变体被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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