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软件过程配置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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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 什么叫软件过程？

➢ 把用于从事软件开发及维护的全部技术、方法、活动、工具，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变换统称为软件过程。

◼ 过程管理与项目管理的关系？

➢ 项目管理是一系列的伴随着项目的进行而进行的、确保项目

能够达到期望的结果的一系列管理行为。

➢ 过程管理就是对软件的过程进行管理，其目的是让过程能够

被共享、复用，并得到持续改进。

➢ 项目管理用于保证项目的成功，过程管理用于管理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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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 为什么需要软件配置管理？

➢ 找不到某个文件的历史版本；

➢ 开发人员使用错误的程序版本；

➢ 开发人员未经授权修改代码或文档；

➢ 人员流动，交接工作不彻底；

➢ 无法重新编译软件的某个历史版本；

➢ 因协同开发，或者异地开发，版本变更混乱导致整个项目失败；

◼ 早期手工版本管理方式

➢ 以日期来命名文件夹，每修改一次都保存一个新版本，解决回溯；

➢ 问题：1.大量的有重复内容，物理空间庞大，管理麻烦；

2.产生版本混乱问题，若团队开发，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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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 软件配置管理如何解决问题？

➢ 问题1：想更改源文件，但找不到最新版本？

➢ 原因：源文件散乱失控。

➢ 解决方法：

(1) 把所有与工作有关的文件放在配置库中。

(2) 使用时从配置库中取出来。

(3) 使用完毕再放回配置库中，这样每次修改的文件就成为文件

的最新版本，同时还可以跟踪文件的所有修改。

(4) 本项目中的其他人都可以从配置库中取出文件的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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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 配置管理如何解决问题？

➢ 问题2：不知道文件最近修改了哪几行，什么原因？

➢ 原因：没有对文件修改的历史记录

➢ 解决方法：

(1) 记录谁最近修改了文件。

(2) 在什么时间修改了文件。

(3) 修改请求是什么（即为什么要修改该文件？）。

(4) 更改的内容是什么——哪一行被修改了。

(5) 改正了什么问题和新增了什么功能。

(6) 其他修改与之有什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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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 配置管理如何解决问题？

➢ 问题3：经常用错文件的版本？

➢ 原因：文件版本之间的关系紊乱

➢ 解决方法：

(1) 给出版本之间的关系。

(2) 每个版本有明确的标识，如时间戳、版本的创建人、版本的

描述、版本的大小等具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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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 配置管理如何解决问题？

➢ 问题4：多人修改同一文件时，有些人的修改被冲掉了？

➢ 原因：开发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各自为政

➢ 解决方法：

(1) 提供各个开发成员的独立工作空间，防止地址冲突。

(2) 提供“锁”控制机制，防止对配置项的修改发生冲突。

(3) 提供对“并发开发”的支持，包括多人开发时能够产生分支、

开发完毕能够合并起来。



10

1.1 引言

◼ 配置管理如何解决问题？

➢ 问题5：程序被误删，尝试恢复不成功？

➢ 原因：没有工作成果保护机制。

➢ 解决方法：

(1) 经常使用配置库，将有效的更改及时地存放到配置库中。

(2) 配置库中属于某个成员的成果，该成员要注意防止其他成员

对该配置项的非法访问。

(3) 防止对所开发的软件包进行的误操作，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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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 配置管理如何解决问题？

➢ 问题6：我和同事共同开发一个项目，程序出了错，我花了一个

星期终于查出来了，结果发现同事上个星期明显修改了其中的

一个程序也没有通知我。

➢ 原因：没有变更消息通知机制。

➢ 解决方法：

(1) 使用配置管理系统提供的自动通知工具，只要有修改，即自

动地将修改信息广播到有关的开发人员，便于评估变动；

(2) 提供修改信息的列表，开发人员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通过查阅

列表记录，尽快地查出是什么样的变化导致了问题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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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 为什么需要软件配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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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 软件配置管理的历史

提出软件配置管理概念 ◼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加利

福尼亚大学Leon Presser教授撰写

《Change and Configuration Control》

配置管理工具CCC被开发 ◼ 1975年，Leon Presser教授成立

SoftTool公司，开发了CCC工具，

成为最早的配置管理工具之一。

美国空军发布配置管理标准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CM

◼ 1962年，为规范设备设计与制造，

美国空军发布第一个配置管理标

准“AFSCM375-1, CM  During the 

Development & Acquisition Phases”

提出控制变更和配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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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配置管理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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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很好的配置管理工具摆在我

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版本混乱时

才追悔莫及，工作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

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

会对它说三个字：我要你。。。。”

◼ 软件配置管理的定义

➢ 软件配置管理(SCM):“是指通过执行版本控制、变更控制的规

程，以及使用合适的配置管理软件，来保证所有配置项的完整

性和可跟踪性。配置管理是对工作成果的一种有效保护。”

——百度百科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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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配置管理的定义

• 版本控制：是指对软件开发过程中各种程序代码、配置文

件及说明文档等文件变更的管理；

例如：程序覆盖问题的避免；

• 变更控制：指建立一套正规的程序对项目的变更进行有效

的控制，其原则为将变更融入项目的计划中。

例如：提出变更请求；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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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配置管理的定义

• 配置项：是指一个软件产品在软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所产生

的各种形式(机器可读或人工可读)和各种版本的文档、程序

及其数据的集合；

例如：软件测试文档，设计文档等；

• 可追踪性：指根据软件需求对软件设计、程序进行正向追踪

，或根据程序、软件设计对软件需求进行逆向追踪的能力。

• 正向追踪：保证软件满足需求，验证做得对不对；

• 逆向追踪：追溯到需求，验证哪些需求没有做。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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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 基本概念

➢ 仓库(repository)/数据库(Database)：用来存放所有的源代

码文件、图像、文档、配置文件和所有与工程相关的软件部件

的区域；通常以一种层次结构来存放文件和文档。对于一个新

产品，要建立新的仓库。

仓库结构举例

• 仓库的逻辑结构与工程的结构一致；

• 放在一个服务器的中心区域；

• 单点接入：提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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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仓库举例：

在服务器端
为Admin用
户建立仓库/
数据库
VSS_TEST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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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仓库举例: 数据库的结构

初始文件: 保存用户和数
据库的选项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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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仓库举例:

保存数据库的数据（a-z的一系列文件夹）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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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仓库举例:

为每个使用数据库的用户创建的文件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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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仓库举例:   为仓库配置新的内容

在客户端为
VSS_TEST
数据库添加
新的工程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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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仓库举例:   为仓库配置新的内容

为数据库
增加了三
个新工程

新增：测试库、开发库、基线库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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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工作空间(Workspaces)：为了完成特定的开发任务(如开发新

功能、进行软件测试、或修复BUG等)，从数据库中选择一组正

确的文件/目录的正确版本拷贝到开发人员的开发环境；

工作空间与仓库的关系

• 工作空间与仓库的同步：

• 从仓库获得文件到工作空间；

• 将修改保存到仓库。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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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客户机与服务器机的连接方式

• 本地用户：局域网方式互联
• 远程用户：虚拟专线VPN互联

局域网互联方式 VPN互联方式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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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资源版本(Resource Versioning)：仓库可以保存项目执行过

程中产生的所有的资源版本，以增量(delta)的形式存储；

• 当一个资源发生改变并且保存到仓库中，称产生了一次修订；

• 将任意两次修订的差别称之为增量(delta)。

一个资源的五次修订过程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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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如何保存并获取不同的资源版本？

①整体拷贝：保存所有的完整资源版本； 占用空间大；

②增量备份：保存基础资源版本和所有的增量； 更高效；

➢ 基于增量备份的资源版本重构方式：

①前向增量重构：保存原始资源版本和前向增量；

②反向增量重构：保存最新资源版本和反向增量；

前向增量重构方式 反向增量重构方式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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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基线(Baseline)：已经正式通过复审和批准的某种规范或产品

，因此基线也即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并且只能通过正式的变

更控制过程能够进行改变；

• 基线(Baseline)是软件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标志是有

一个或多个软件配置项SCI(Software Configuration Item)的

交付， 且这些软件配置项已经通过技术审核而获得认可。

• 基线的作用：把各阶段的工作划分得更加明确，使得本来连

续的工作在这些点上断开，使之便于检验和确认开发成果。

• 基线可分为：功能基线，分配基线，产品基线；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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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功能基线(Functional Baseline)：在系统分析与软件定义阶

段结束时，在经过正式评审和批准的系统设计规格说明书中

对开发系统的规格说明；是最初批准的功能配置标识。

➢ 分配基线(Allocated Baseline)：在软件需求分析阶段结束

时，经过正式评审和批准的软件需求规格说明；是最初批准

的分配配置标识；

➢ 产品基线(Product Baseline)：在软件组装与系统测试阶段

结束时，经过正式评审和批准的有关软件产品的全部配置项

的规格说明；是最初批准的产品配置标识。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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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常用的软件基线举例

系统工程 系统规格说明（功能基线）

需求分析 软件需求规格说明（分配基线）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说明

程序编写 源代码

测试 测试说明、测试结果

系统提交 可运行系统

基线示意图

产
品
基
线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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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建立基线的三大原因：重现性、可追踪性和报告；

• 重现性：及时返回并重新生成软件系统给定发布版的能力；

• 可追踪性：建立项目工件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其目的在于

确保设计满足要求、代码实施设计以及用正确代码编译可执

行文件；

• 报告：报告来源于一个基线内容同另一个基线内容的比较，

基线比较有助于调试并生成发布说明。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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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基线化：将一个或一组软件配置项在其生命周期不同时间点

上通过正式评审而进入正式受控的一种状态的过程。

• 基线是由某个工件的某个版本构成，是开发和进一步演进的

基础。

软件开发过程

软件开发过程中的文档

软件过程配置基线

不断生成与修改配置项

审核

发布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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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基线化：将一个或一组软件配置项在其生命周期不同时间点

上通过正式评审而进入正式受控的一种状态的过程。

• 基线是由某个工件的某个版本构成，是开发和进一步演进的

基础。

软件开发过程

软件开发过程中的文档

软件过程配置基线

不断生成与修改配置项

审核

发布

1.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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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配置管理概述

◼ 软件配置管理的作用 –- 七种武器

➢ 版本控制；

➢ 工作环境管理；

➢ 并行开发与异地开发支持；

➢ 过程控制；

➢ 变更请求管理；

➢ 配置项管理及审计；

➢ 产品发布管理。

集七种武器于一身的要你命3000——

西瓜刀、铁链、火药、硫酸、毒药、
手枪、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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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配置管理概述

◼ 软件配置管理的目标

➢目标1: 软件管理的各项工作要求有计划（

时间约束，人员安排，事物处理）进行。

➢目标2: 被选择的项目产品得到识别（配置

项等技术实施），控制并且可以被相关人

员（配置管理委员会）获取。

➢目标3: 配置控制等技术的实施并且实现系

统的集成。

➢目标4: 使开发的产品有据可查， 高效运行

（错误纠正机制，移植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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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配置管理概述

◼ 配置管理过程的角色分工

➢ 角色：项目经理(PM)、配置控制委员会(CCB)、配置管理员

(CMO)、系统管理员(SIO)、开发人员(DEV)；

➢ 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PM): 根据软件配置控制委员会的

建议批准配置管理的各项活动并控制它们的进程。

具体职责包括如下几项：

• 制定和修改项目的组织结构和配置管理策略；

• 批准、发布配置管理计划；

• 决定项目起始基线和开发里程碑；

• 接受并审阅配置控制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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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配置管理概述

◼ 配置管理过程的角色分工

➢ 配置控制委员会(Configuration Control Board，CCB): 负责指

导和控制配置管理的各项具体活动的进行，为项目经理的决策

提供建议。其具体职责为以下几项：

• 定制开发子系统；

• 定制访问控制；

• 制定常用策略；

• 建立、更改基线的设置，

审核变更申请；

• 根据配置管理员的报告决定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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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配置管理概述

◼ 配置管理过程的角色分工

➢ 配置管理员(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Officer，CMO):根据

配置管理计划执行各项管理任务，定期向CCB提交报告，并列

席CCB的例会。其具体职责为以下几项：

• 软件配置管理工具的日常管理与维护；

• 提交配置管理计划；各配置项的管理与维护；

• 执行版本控制和变更控制方案；完成配置审计并提交报告；

• 对开发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

• 识别软件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拟就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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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配置管理概述

◼ 配置管理过程的角色分工

➢ 系统集成员(System Integration Officer, SIO): 负责生成和管理

项目的内部和外部发布版本，其具体职责为以下几项：

• 集成修改；构建系统；完成对版本的日常维护；

• 建立外部发布版本。

➢ 开发人员(Developer，DEV)：根据组织内确定的软件配置管理

计划和相关规定，按照软件配置管理工具的使用模型来完成开

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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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配置管理概述

◼ 配置管理的初步实施计划 -- 实施步骤

➢ 规划、调整网络开发环境；

• 1) 系统管理员和配置管理员创建硬件环境，分配安装和配置配置

管理工具所需的硬件资源（内存、硬盘、服务器等），根据《配

置管理计划》准备软件环境；

• 2) 系统管理员和配置管理员根据《配置管理计划》安装所需要的

网络协议等，建立网络环境。

➢ 设计配置管理库及配置项；

➢ 定义配置管理系统的角色并且进行人员安排；

➢ 制定配置管理流程；

➢ 相关人员的培训；

➢ 项目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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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件配置管理概述

◼ 配置管理的初步实施计划 – 执行方针

➢ 技术部门经理明确具体项，确定配置管理的技术流程；

➢ 技术部门经理和具体项目主管明确软件配置管理方面的责任；

➢ 明确分配软件配置管理的职责，培训相关人员；

➢ 对软件配置管理工作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 明确管理对象：对外交付的软件产品，在项目中使用的支持类

工具等，软件配置的整体性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得到控制；

➢ 软件质量保证人员定期审核各类软件基准，以及软件配置管理

工作，及时将软件基准的状态和内容通知给相关组别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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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配置管理可以解决如下问题

➢ 版本层叠渐进问题：保证修改同步到所有版本；

渐进式模型特点：阶段式提交可运行的产品版本，同一时间多个版本

状态不同（交付、测试、开发测试）；

➢ 核心代码（公用构件和代码）一致性问题：通知到相关人员；

➢ 接口一致性问题：对于团队合作的大项目，保证接口一致。

1.3 软件配置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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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小结

◼ 重点内容

➢ 软件配置管理能解决哪些问题？

• 版本层叠渐进问题；核心代码一致性问题；接口一致性问题；

➢ 软件配置管理的定义、功能和目标？

• 七大武器、四大目标；

➢ 软件配置管理的执行人角色和职责？

• PM、CCB、CMO、SIO、DEV

➢ 软件配置管理的实施步骤？

• 规划开发环境；设计配置管理库及配置项；安排角色；制定流程；

培训相关人员；具体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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