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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小松!"BA"="$女$天津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质量管理方向研究$!E9%""!""**">+!!#!G=H06%"V30$S:j

;W-I;W-&9K-&J/&

赵小松!何桢!张哲!张哂卿!郭红旗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工业工程系! 天津 !***A)$

摘'要!将六西格玛及其方法工具与软件过程结合起来!建立了软件过程度量过程模型!将相

关的方法工具引入到具体的度量方法中!使得企业在实际中!既可以设计出具有持续改进能力的软

件过程度量流程!又有可以具体操作的度量方法工具% 以软件需求为例将六西格玛设计引入软件

过程中!从新设计软件需求过程!有效地提高了软件需求质量% 研究不但给软件企业软件过程管理

的具体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提供了一套很好的工具方法!具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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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软件企业使用 aDX标准或 2MMh

2MMa模型等进行软件过程管理$实施过程改进活

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软件企业在实施过程

改进中出现一些新问题'没有很好的方法工具支持

过程改进活动#不知道持续过程改进的依据#如何进

行软件过程度量$并将度量结果应用于企业的持续

过程改进中#当过程改进活动对于企业的质量不能

有很大进展时$企业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没有可依

据的理论和方法("M))

&

六西格玛是一套系统的业务改进方法体系$是

一种旨在持续改进企业业务流程$实现客户满意的

管理方法& 它通过系统地%集成地采用质量改进流

程$实现无缺陷的过程设计$并对现有过程进行过程

定义%测评%分析%改进和控制$消除过程缺陷和无价

值作业$从而提高质量和服务%降低成本%缩短运转

周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它不仅是一种质量目标$

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一种理念%文化和方法体系

的集成& 其方法体系的运用不仅局限于解决质量问

题$而且包括业务改进的各个方面'时间%成本%服务

等& 同时$它也不仅仅是统计技术$而是一系列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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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术和工业工程技术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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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BA 年提出了六西格玛不仅可

以用于制造业%服务业$还可以用于软件业& 国内外

很多学者对于软件过程度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没

有一套很好的软件过程度量的方法能持续改进现有

的软件过程度量过程$而大多是从软件工程的角度

对软件需求过程进行了研究$但从质量管理角度研

究的很少(>MC)

&

笔者将六西格玛引入到软件工程管理中$建立

了软件过程度量%过程模型和软件需求过程模型$并

进行分析&

"'基于六西格玛改进的软件过程度量模型

六西格玛改进!OMFa2流程"包括 > 个步骤'定

义%测量%分析%改进和控制&

根据 OMFa2流程设计了软件过程度量过程模

型$如图 " 所示(>)

&

图 "'基于六西格玛改进的软件过程度量模型

其包含五部分'定义度量内容%采集度量数据%

分析影响因素%改进影响因素%度量分析及决策& 在

模型中的每一步均有相关的系列方法工具的支持$

解决了软件企业实施工程改进时缺少理论方法支持

的难题&

依照模型$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商业目标$利用

DaLX2或 L0.9;$图等确定关键问题#用因果图等建

立问题产生的相关因素和项目改进任务书#结合度

量过程和六西格玛改进的相关方法建立收集度量数

据过程$进而对软件过程能力成熟度进行评定#通过

已经采集后的数据对问题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离

噪声$查找问题原因#对问题进行改进$判断过程稳

定性和可归属原因$并对现有过程进行过程能力成

熟度的判定$比较改进结果#最后进行控制&

在六西格玛改进中到了第五步才是控制$本模

型的不同之处是结合六西格玛改进$在软件过程度

量过程采集工程中即有了控制阶段的介入& 能更好

地实现软件过程度量过程& 将软件过程度量过程与

六西格玛改进相结合$充分利用六西格玛完善的体系

结构和其改进方案流程$为软件流程改进提供更有效

地解决方案$也更有助于六西格玛方法在软件行业的

推广和应用&

)'基于六西格玛设计的软件需求过程模型

当过程改进活动对于企业的质量不能有很大进

展$持续改进活动停止不前时$需要打破原有的流

程$重新进行设计$以软件需求工程为例将六西格玛

设计引入其中进行分析&

图 ) 所示为基于六西格玛设计的需求工程过程

模型(>)

&

图 )'基于六西格玛设计的软件需求工程过程模型

其围绕着六西格玛设计的aOOX#流程展开$以

实现顾客需求为中心$运用六西格玛设计的工具$分

阶段逐步细化$最终将用户需求转化为需求文档$为

软件开发的后续阶段提供可靠的依据&

在每一个步骤下分别对应着该步骤所要完成的

任务%过程输出以及所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 该过

程是一环紧扣一环的过程$每一步都是对上一步的

深入%细化& 结合软件需求工程的具体情况$针对目

前软件需求分析中存在的需求可追踪性差%潜在需

求挖掘不深等问题$aOOX#流程为软件需求工程重

新设计分析过程$运用六西格玛设计特有的需求分

析工具进行需求分析$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六西格

玛质量水平的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

!'基于六西格玛改进的软件过程度量过程实例

为了解决代码缺陷率问题$某企业组建过程改

进小组$按照上述的软件过程度量模型中的流程进

行具体的过程改进活动& 首先查找缺陷注入阶段$

重点改进此阶段的代码缺陷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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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L0.9;$图进行缺陷注入阶段查找工作$如

图 ! 所示&

图 !'软件开发各阶段缺陷注入

从图 ! 中可看出编码阶段是缺陷注入的主要阶

段$其次是设计阶段&

过程改进组又对编码阶段的缺陷数据!相关记

录包含产生的原因分析"进行统计$图 @ 是编码阶段

产生的缺陷的(统计图&

从图 @ 中可看出编码过程是不受控的&

图 @'编码阶段产生的缺陷数(统计

接下来又对历史数据进行整理查找编码阶段缺

陷产生原因的相关报告并进行总结$得到产生代码

阶段缺陷的主要原因为'逻辑问题#标准变化#接口

设计问题#理解问题以及一致性问题& 统计发现编

码阶段缺陷率高的主要原因为逻辑的理解错误和标

准问题$如图 > 所示&

图 >'代码阶段缺陷原因排列

根据 +* \)* 定律$过程改进组将关键改正方向

锁定为逻辑问题和标准变化这 ) 个问题上&

标准变化问题由多方面原因组成$软件组织开

发组对此不可控制$为此过程改进组将过程关键因

素锁定为逻辑问题& 图 C 为改进后的(控制图&

图 C'改进后编码阶段产生的缺陷数(统计

从图 C 中可看出$代码过程已受控$并且缺陷率

水平大幅下降!从 )*-" 个缺陷数.每千代码行到

"@-*) 个缺陷数.每千代码行"& 并将之制度化&

@'结'论

针对软件企业的自身特点$结合六西格玛$提出

软件过程的度量过程及软件需求过程模型$为解决

软件质量的控制问题$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获得竞

争优势$提供了依据$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西格玛在软件过程质量管理中应用的研

究$是对六西格玛应用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对于解决

软件过程质量管理中的方法工具提供了解决办法#

尤其是将六西格玛设计应用于软件需求过程$为持

续改进现有过程提供了一套更科学的理论支撑&

)"对六西格玛在软件过程质量管理中的应用研

究将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软件企业的过程改进中

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工具支持过程管理体系$使实施

人员有可依据方法#对于现有的过程数据进行科学

的度量$持续改进企业的现有过程& 从开发底层开

始的重新再设计可更好地进行过程改进活动$因而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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