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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对开发的生命周期的典型说法是把它看作系统开发的不同阶段的总和，但这样做会使

开发者很难评估生命周期对实际工作的真正影响。 
 
即使许多开发组织正致力于使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集成与自动化变得更好，但他们还

不清楚怎样达到这些目标。他们不得不保留分阶段式的设计方式，陷于他们已有基础

环境的限制并且无法减缓典型开发项目的压力。 
 
传统的开发工具可以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支持，但是他们太局限于单一的阶段，只能为

这一阶段的工作带来利益。使各阶段相互协调与顺利衔接的需求必须得到重视并形成

系统化、程序化。 
 
使整个开发生命周期自动化的目标是非常吸引人的，生命周期自动化能使发布周期更

快、更可靠。消除不同阶段工作的隔膜与减缓支持专业领域的负担可以使组织更好地

管理日益复杂的开发项目并实施最佳经验，如果没有生命周期自动化工具，最佳经验

就变得难以实施。 
 
只有实际地解决了开发人员每天为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需要所面临的问题，生命周期

自动化工具才能称得上成功。为了更好地理解实现生命周期自动化所面临的挑战，本

文将阐释当今开发的几个共同特征与导致开发项目陷于混乱的根源。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 象 Telelogic 这样的公司所提供的生命周期工具的日益成熟，这

些问题有望能得到解决。本文介绍的这一技术将最终实现对系统开发项目的生命周期

的支持。通过讨论新工具可以显示出生命周期自动化工具正在逐渐成熟，新的工具将

帮助解决前面提到的不同情况的开发问题。 

 
使流程自动化的动机 
 
因为其它行业已经实现了流程自动化，这些技术方案使得那些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与

繁荣，所有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动机来实现开发流程的自动化。 
 
在开发早期，开发人员并不缺少工具，但是这些只是单一的工具，只支持特定的工作

或任务。当人们力图把它们扩展到整个开发生命周期中去的时候，就超出了这些工具

的范围。早期的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 (CASE) 工具就属于这一类工具。 
 
当今，工具行业正处于一种有利的位置来处理整个开发流程的问题。正如 Telelogic 公
司自己的历史，随着单一工具供应商的相互合并将为整个开发流程自动化提供基础。

当然，前途依然充满风险，但在当今开发所面临的艰难条件下，做这种努力是绝对必

要的。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西三办公楼909室 
电话：+86 10 85185130（31） 传真：+86 10 85185136 邮编：100738 3 



生命周期的复杂性 
 
随着客户对系统的要求越来越复杂，建立这些系统的流程也随着变得更复杂。虽然现

在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开发流程与方法，但是广义地说，它们分为两个阵营：传统的开

发流程与敏捷开发法 [1]。令人感兴趣的是，敏捷开发法是以业界没有能够很好解决

的部分流程做为例子来说明非常细化与复杂的传统流程。 
 
来源于软件工程学院 [2] 的能力成熟度模型提供了对许多种生命周期流程的全面描

述，可以作为建立成熟的开发组织的参考。虽然有许多公司采用 CMM 来改进他们的

流程并取得了良好效益，但对很多开发团队来说，实施 CMM 是相当困难的。有些人

说 CMM 所要求的复杂流程对小组织来说是不现实的――这样的流程要求太高，很难

被用于实践。对生命周期的必要流程进行自动化往往需要改变现有的工作方式。 
 

生命周期中的孤岛 
 
当今的项目开发需要不同团队的专家进行合作，在大型项目的开发中这种合作本身就

是个大问题。即使在认识到开发的瀑布式模型之前，开发各个阶段的专业划分导致流

程与技术过于细化使得开发周期的各阶段成为孤岛。 
 
专业化导致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使用单一的技术、语言、概念、构件、格式与工具；它

们并不都能够被容易地衔接来支持生命周期。开发的各阶段通常是在专业的壁垒中进

行的，由各阶段的专业工具来支撑，从而导致信息的孤岛 [4]。包括系统工程、需求

管理与配置管理在内的生命周期管理技术与领域，只有在后期才被引入来形成全局与

系统的概览。 

图1  基于阶段式的优化所造成的开发竖井，必须使用专业的生命周期管理才能维护整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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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大项目通常由几个工作在特定阶段的专家组来开发。每个小组都有独特的、包

含自己语言与基础的文化。这些团队不得不由生命周期支持专家组来管理，由这个专

家组作为裁判来决定是否每个小组的工作都达到了项目预期结果。每个专家小组都力

图在自己独自的范围内对流程进行优化以获取现阶段的成果。生命周期支持专家组与

在各阶段工作的小组之间经常产生矛盾，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应该使用生命周期自

动化工具来打破这些隔膜从而恢复不同小组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和谐。 
 
需求管理自动化 
 
对于任何系统开发，在自动化之前，你必须充分了解需求。对这一领域必须有深入的

了解并弄清楚对解决方案的期待。生命周期自动化这一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隐藏在

背后的商业动机又是什么？ 

 

使整个生命周期实现专业化与对开发流程的需求是驱动生命周期自动化的关键因素。

自动化的议程有可能改变现有的开发方式，而不仅仅是使那些现有的不完善的流程自

动化。概括地说，整个开发流程的自动化可以获得以下几点益处。 
 

使开发阶段顺利衔接 

 
业界有足够的动力来架起不同开发阶段间的桥梁，已使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衔接更加紧

密。当 CMM 与其它工业标准正在定义生命周期流程的时候，对象管理组织（Object 
Management Group）的模型驱动构架与 UML 2 标准正把可视化开发推向新的层次来

支持更多的生命周期过程。 
 
这代表了另一种最终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生成系统”的远景。虽然从需求直接生

成整个系统还可望不可及，但是可视化开发工具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Telelogic 
Tau®提供了一套工具能够从可视化模型生成关键的源代码，从而减少了贯穿生命周期

不同小组之间的沟通障碍，使从一个开发阶段过度到另一个阶段变的更容易。 
 
使不同阶段的小组之间顺利衔接可以缩短上市时间，并且自动化能成为保证必要的流

程步骤被执行的一种方法。相关的信息能够被传递到下一环节的专家小组中；转换成

适合他们需要的信息。同一信息可以被自动记录与管理以便日后使用，相关状态也能

够马上被更新。 
 
从本质上讲，生命周期自动化工具可以打破开发各阶段的隔膜（正如企业管理系统帮

助打破业务上的隔膜一样），实现在生命周期各阶段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 
 
减少管理的工作量 

 
改善各阶段间的过渡可以减少隔膜与大大地改善效率，同时生命周期自动化也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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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的专业知识与最佳实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支持这些不同阶段的专业领域是生命周期自动化工具与传统单一工具的本质区别。虽

然一些基本的工具集成有助于各阶段的衔接，但要支持整个生命周期的流程则需要更

复杂的技术。 
 
这种困难源于这些领域的投资回报并非是立竿见影的，实施人员的努力也很难得到回

报。这确实需要专业的技能，但不幸的是，这些过程仅仅作为各种值得考虑的最佳经

验，尤其是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典型的例子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需求进行跟踪。充

满压力的实施人员不可避免地会认为这是他们实际工作中的琐事。这些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他们的努力并不总是能在生命周期的后期被明显地表现出来。 
 
通过使开发流程自动化，这些生命周期管理就无需花费什么精力，使最佳的经验实施

起来更容易，并能在组织内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原来需要开发人员或支持工程师大量管理的工作，现在通过生命周期自动管理工具就

可以简单地完成。实施人员再也不必被那些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来完成地琐事所打

扰，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做他们擅长的事，必要的管理工作可以由自动化的工具来完

成。 
 
Telelogic ActiveCM™ [7]，适于软件开发人员的自动且透明的配置管理（CM）解决方

案就是这一技术的很好例子。它可以使用户摆脱繁琐的流程。在这里，需要小心从事

的存入/取出操作由 CM 工具自动在后台完成。 
 
生命周期自动化工具可以减少实施象 CMM 那样最佳实践所需的管理负担。今天的用

户不再需要那种对同样的数据还得进行重复输入的系统。生命周期自动化可以使开发

组织改进他们的流程而无需繁重的管理工作。 

 

主动流程的基础结构 
 
已经有许多标准、书与开发过程可以提供怎样提高开发效率的指导，没有必要再给出

更多的建议了。大多数有经验的开发者只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但在实际的开发项

目中并没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由商业驱动的紧迫的开发项目很少提供这种机会与资

源来实施哪怕是一小部分“应该做的事情”。 
 
在书中或网页上所描述的最佳实践或流程仅仅是一种被动的知识。这种指导必须被应

用，当然这才是真正具有挑战的地方。CMM 已经免费推广了十多年了。特别是对小

的开发小组来说实施生命周期流程还很难，要到达被动流程所描述的能力成熟度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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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自动化工具可以帮助实施这些最佳经验并为主动流程提供实施的基础。主动

流程是通过在应用中支持实施人员，把被动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的工作流程中与并使信

息共享的流程。 
 
对主动流程支持工具可以实现其它方法难以实现的流程。能够支持这种改进的流程的

自动化生命周期工具具有如下特点： 
• 主动生命周期的基础构架能够容纳不同的流程，对不同大小、不同条件的开发项目

可以灵活使用； 

 
•  维护生命周期的内容包括自动且透明地支持生命周期的各个领域使它们更容易实

施； 

 
•  对流程的支持已经被嵌入到支持生命周期自动化的工具中，使它容易执行，即使在

紧迫的时候也不容易被忽略、逃避或遗忘； 

 
•  对偏离所选择的流程很敏感，可以辨识容易忽略的步骤并为日后修补作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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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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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生命周期自动化应该支持一个主动的流程，可以把精力集中于开发本身。内嵌的流程

知识可以容易且快速的生成所需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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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进行测试 

 
开发过程的共同特征 
 
对自动化的生命周期概念的最终测试是看它在实际环境中的能力及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否能解决实际问题。 

 

下面是代表当今实际业务环境中项目开发的七个共同特征。经验表明以下的条件是导

致许多项目开发混乱的祸根: 
 
       •  不协调的团队 
   前面已经提到，项目开发需要把逐渐增加的参与者组织到不同的队伍中。对不同

   的队伍实施生命周期管理是一项很具有挑战的工作。 

 
       •  分阶段的发布 
   现在很难找到一个项目仅做一次系统发布。今天的系统复杂性与流行的迭代式开

   发结合在一起，甚至融合了基于部件的开发技术，这意味着在任何时间内都没有

   一个单一的生命周期能够贯穿始终。每一次发布，无论是对部件还是整个系统或

   是补丁，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使得沟通与对项目的评估变得复杂。 

 
       •  值得质疑的状态 
   对开发活动状态的评估非常不可靠。一般来说，需求与最终给出的结果之间的关

   系总是很模糊，当然也很难确定状态。今天的项目状态报告也仅仅是项目负责人

   主观臆断的结果，与实际的工作情况关系不大。 

 
       •  无处不在的变更 
   在生命周期中变更随时都可能发生，并非通常想象的一劳永逸。变更的不确定性

   与其所产生的一系列不确定的影响是项目混乱产生的根源之一。 
       •  模糊的范围 
   无论是在传统的国防部门获取项目或进行动态的、基于部件的网络开发，项目的

   复杂性都使得系统需要被分解。如果不能定义清楚系统部件的界限与接口，开发

   就会演变成一种混战，导致各方都精疲力竭。 

 
       •  阶段惯性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新阶段开始时进行必要的阶段衔接可以减少交接时间。但是

   在新团队能够承担任务或熟悉工具之前的任务转换与熟悉所需要的时间是必要

   的。随着迭代时间缩短的趋势，总的项目交接过程会大大消耗生产率。 

 
       •  稳态集成 
   系统被分解之后还需要重新集成。当把瀑布式开发模型应用于复杂的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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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导致后期集成工作的大量增加，而迭代式开发与前面提到的分阶段发布会可以

   使开发团队处于连续的、稳态周期的集成与测试之中。减少项目风险可以带来利

   益，特别是在每个周期中都发现新问题与错误时，项目波浪式前进会需要各种资

   源与管理。 
 

从技术角度看问题 
 
今天，工具使得许多关键的开发项目变得可行。对开发新的尝试，如非常编程

（eXtreme Programming ）[6]，能处理大规模协作与更广泛的流程模型，可以改进贯穿

生命周期的协调。开发问题的绝对尺度（开发者每日工作的混乱度）要求组织接受与

采纳这种技术支持与自动化过程。 
 
虽然以上情况看起来有些不尽人意，但新的生命周期技术正在解决这些问题。通过降

低过程改进的难度与提高能力成熟度，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支持象 CMM 这样已经确立

的但需要大量手工的流程框架。 
 
下表显示了 Telelogic 在一段时间内是怎样面对这些问题的。现有的解决方法将会扩展

到支持整个生命周期自动化过程。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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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所需的技术 Telelogic 自动流程的支持 

不协调的团队 主动流程的基础可以帮助实施一个灵活的、贯穿

生命周期的一般性流程。 

通过DOORS & Synergy来实施的需求驱

动开发方式支持团队使需求与产品保持一

致性。 

共享的数据仓库可以管理与控制从开发初期到发

布的所有生命周期。 

Synergy的数据仓库可以管理整个生命周

期的代码并与DOORS集成来保证需求与

代码相关。 

 
被质疑的状态  

每一次的发布都被分解为变更任务以便能够直接

衡量实际的进展情况。 

Synergy的基于任务的变更管理支持从发

布状态到委托实施任务的管理。 

数据仓库技术提供的可跟踪性能够管理从最初需

求、测试与发布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进展状态。 
 

DOORS 提供需求的覆盖与最终发布产品

的关联关系的管理，Synergy的状态报告

可以显示每次发布的状态。DocExpress 
提供自动文档生成，为集成的生命周期提

供了完整的视图。 

分阶段的发布 支持多次、并行的发布，为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提供监控。 

CM Synergy 的流程模型支持发布规划与

管理，可以对底层的开发任务进行管理。 

提供对单个部件发布的跟踪及其与整个系统发布

之间关系的框架。 

 
CM Synergy通过对系统分层结构的支

持，可以支持单独的部件发布。 

无处不在的变更 一个通用的可裁剪的变更管理系统提供对贯穿项

目始终的用户、业务、修改的变更一致性处理。 
ChangeSynergy提供企业级的变更管理可

以满足各种变更要求。 
 

灵活的变更工作流程可以使不同的流程应用于不

同的项目与不同的目标－改变需求要冒很大的风

险。 

DOORS 企业级变更建议系统为控制变更

请求所引起的需求改变提供了灵活的机

制。 

模糊的范围 系统分解支持对每个系统子模块与接口的分层次

的详细描述。。 

DOORS提供对分层结构描述的全面支持

并可维护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 

对需求的描述可以用于驱动随后的开发任务并保

证开发在所定义的范围之内。 

需求驱动式开发提供了保证被分解的任务

是围绕需求进行的手段。 

可视化工程与模型驱动构架提供了从分析到设计

及实际实施与测试的无缝过渡。 
 

在Tau 中建立的UML/SDL模型能够自动

生成可执行的代码。使用与DOORS的接

口可以保证模型是根据需求开发的，同时

测试用例也是从高层的描述生成的。 

自动化流程支持从一个开发阶段的配置到下一个

开发阶段的配置转移。 
 

部件装配与集成的基础框架可以使所选取的部件

迅速生成系统。 
 

CM Synergy的灵活的基于任务的流程自

动化支持软件系统部件从开发到发布的整

个过程。 

CM Synergy 通过支持项目嵌套与子项目

提供逐步集成的方法。 

自动的环境设置可以对配置更新与快速变化进行

集成。 

CM Synergy 的编译管理能力允许对工作

空间/环境的快速刷新，允许快速编译/测
试。 

阶段惯性 

 

 

 

 

 

 

 

 

 

 

稳态集成 

表1 Telelogic现有的解决方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对生命周期自动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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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自动化: 现状报告 

 

本文力图概述生命周期自动化的动机与目标并展示了对新技术的实际测试。虽然所描

述的开发情况对新的生命周期自动化技术是一种挑战，但这种补救本身并不是最大的

动力。真正驱动生命周期自动化不断改进的是我们目前只考虑了今天的开发状态的事

实，明天的挑战更值得我们注意。 
 
值得感谢的是，生命周期自动化的现实正走向我们。上面的表格显示了 Telelogic 的解

决方案是怎样提供足够的能力来面对今天的挑战并展示了当今生命周期自动化的水

平。它表明了这种技术正在变成现实。许多 Telelogic 的用户每天都依赖这种能力来开

发系统去满足他们的 客户。 
 
更多的生命周期功能将会出现－我们是这个充满朝气的产业的一部分，能够满足开发

需要的工具总是会受到欢迎。在激烈的竞争中，从今天的解决方案中所获得的竞争优

势将使你的事业保持优势直到生命周期自动化不在成为前沿技术的时候。Telelogic 力

图成为实现这种未来理想的重要成员，也将不断创新与领导市场走向全面的生命周期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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