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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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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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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信息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船级社信息中心、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国家

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第五研究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通信信息中

心、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控海洋装备（浙江）有限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公路研究院南京院、中国民航信息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中咨泰克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计算中心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交投信息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广州港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信德天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梦创双杨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

公司、麒麟软件有限公司、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兆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深信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中科方德软件有限公司、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博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志凌海纳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盈世

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中电科申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太阳塔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苏州棱镜七

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飞致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万维云信科技有限公司、云宏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伟、张洋、李挥剑、钱哨、刘彦文、东方、徐志远、章稷修、樊杰、王佳、

周国强、邢宇鹏、邱培刚、毛勇进、王松波、贾京山、邓文治、孙军、李玉婵、赵冉、孙瑶、田蒴、刘

佳、李晓静、张志强、李杨、周文卫、漆炜、刘学忠、王家祥、徐兵、王楹、潘子翼、王占鳌、郭旭磊、

李凡、郭晓春、严茂胜、侯占伦、李波波、黄永刚、李志刚、孔德楠、余飞、李杜、李征、崔云平、孙

毓林、战茅、王一阳、周金鹏、刘鹏、马相武、周钢、李雪松、李巍伟、黄家鸣、单威、廖芳清、王洪

岩、侯勇、于波、施慧斌、刘景志、韩静霆、齐焕然





T/CCTAS XX—2021

1

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适配测评总体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交通运输行业信创适配要求和测评要求，包含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适配认定和验证、

以及应用软件测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交通运输行业信创适配测评分类范围中的应用软件建设方、应用软件测评需求方及应

用软件测评提供方开展信创应用软件测评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IEEE 729-1983软件工程术语标准词汇表；

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系统与软

件质量模型；

GB/T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
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交通运输、仓储、邮政行业分类；

GB/T 17532-2005 术语工作计算机应用词汇；

JT/T 904-2014交通运输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JT/T 747.4-2020交通运输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第4部分：公路水路信息资源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信创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简称。

交通运输行业信息系统

由硬件、软件、信息资源、信息用户和规章制度组成，支撑交通运输行业采集(或获取)、处理、存

储、传输、分配和检索信息的人机一体化系统。
[来源：JT/T 904—2014，3.2]

供方

与需方签订协议,为其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组织或个人。本文特指应用软件测评提供方。

[来源：GB/T25000.51-2016]

需方

从供方获取或采购产品或服务的利益相关方。本文特指应用软件测评需求方。

[来源：GB/T25000.51-2016]

送测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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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需方向供方提交的应用软件系统或软硬件系统组合产品，待供方进行信创测评的对象。

4 交通运输行业信创适配测评分类

根据行业业务属性特点，交通运输行业信创适配测评分类按照“业务领域—信息系统特征”进行分类，

并以本文件为基础开展业务分类领域标准制定。

业务领域分类

表4-1：交通运输行业信创适配测评业务领域分类表

序号 类别 含义说明

1 铁路运输
与铁路交通运输方式相关的信息系统，包括：铁路旅客运输、铁路货物运输、铁路

安全管理、调度指挥、行车组织、生产作业等为主的业务系统。

2 道路运输
与道路交通运输相关的信息系统，包括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公路旅客运输，道路货

物运输、道路运输辅助活动等为主的业务系统。

3 水上运输
与水上交通运输相关的信息系统，包括水上旅客运输，水上货物运输，水上运输辅

助活动、航道管理、港口管理、海事管理和救捞管理等为主的业务系统。

4 航空运输
与航空交通运输方式相关的信息系统，包括：航空客货运输、通用航空服务、航空

运输辅助活动等为主的业务系统。

5 邮政业
与邮政行业相关的信息系统，包括：邮政基本服务、快递服务、其他寄递服务为主

的业务系统。

6 其他
与两种及两种以上运输方式相关的信息系统，或者与交通运输行业行政办公、规划、

财务、人事、法规、科技、信息、党务等相关的信息系统。

[来源：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交通运输、仓储、邮政行业分类]

信息系统特征分类

表4-2：交通运输行业信创适配测评信息系统特征分类表

序号 特征分类 含义说明 典型系统

1
基础支撑

类信息系

统

包括能够支撑多个交通运输行业信

息系统实现计算、 操作、存储、安

全防护或通信等方面所依赖的基础

设施和管理系统。

如海事卫星通信系统、北斗定位系统、高速公

路信息通信干线传输系统、大数据平台、云服

务管理平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桌面云办

公服务平台、超融合平台、各类综合业务系统

集成平台等。

2
业务服务

类信息系

统

包括行业内各类 MIS、ERP、政务

应用等，也包括支撑交通运输客货

运输服务、决策应急保障等业务，

提供生产运营服务、政务服务、安

全监管等功能的信息系统。

如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管理系统、重点营运车辆

联网联控系统平台、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清

分结算系统等。

3
运行控制

类信息系

统

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营、运输工

具运行起协调控制作用，或者调度

指挥货物、旅客运输生产组织的信

息系统。

如铁路调度系统、城市公交调度系统、地铁综

合监控平台、集装箱码头生产管理系统、高速

公路不停车收费(ETC)系统等。

4 其他信息

系统

包括行业难以划分为以上具体分类

系统的应用系统

[来源：JT/T 747.4-2020《交通运输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第4部分：公路水路信息资源分类》表1.行业分类类目代码表]

5 测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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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环境

需方应提交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部署说明；供方按部署说明进行环境搭建，并提供测试场地、

网络和供电环境。软件测试环境具备中立性和规范性。

送测样品

本文件所描述的送测样品，以信创应用软件样品为主，需方对送测样品负责。送测前，需方应提供

相关交付件给供方进行可信审核等验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基础软件适配报告、测试代码或测试数据。

送测所涉及的样品应满足如下要求：

a) 送测样品组合中所有选用的产品，应为正式设计定型或发布的产品，应有配套的产品手册、

使用说明、合格证或装箱配置单等；

b) 送测样品组合中所选用的产品，应提供自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c) 若送测样品组合中存在整机或外设产品，应通过3C测试或认证，提供相关证书或测试报告复

印件；

d) 若送测样品组合中存在第三方组件，应提供各组件的版权说明和开源情况等信息。

一致性认定

5.3.1 同一组合认定

送测样品变更组合后，在保证稳定与兼容的前提下，经需方与供方协商后，可视为同一组合认定，

不必重复测试。具体包括：

a) 鼠标、键盘、显示器变更；

b) 升级内存的型号及容量；

c) 升级硬盘的型号及容量；

d) 将机械硬盘升级为固态硬盘；

e) 增加内置或外置光驱；

f) 升级应用软件子版本，但不涉及耦合性模块、功能、接口等发生变更。

5.3.2 非同一组合认定

出现以下情况视为非同一组合认定，应重新测试，包括但不限于：

a) 组合中所用样品对应的平台体系架构发生变化；

b) 组合中基础软件环境发生变化；

c) 应用软件主版本升级；

d) 应用软件子版本升级，且耦合性模块、功能、接口等发生变更；

e) 经供方统一协商认为应重新测试的场景。

适配认定

5.4.1 需方

需方应根据送测样品组合的实际情况，提供可能涉及的下列企业适配认证或信创软硬件产品第三方

适配认证材料给供方，做为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适配认定依据。
a) CPU
b) 操作系统/桌面云

c) 中间件

d) 数据库

e) 虚拟化产品

f) 云服务

g) 安全保密软硬件

5.4.2 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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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方提供的认证材料，开展以下适配认定工作：

a) 终端/服务器/专用机/存储设备/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

i. 核心芯片是否采用信创产品，并安全风险可控，是否存在“供应链风险”情况；

ii. 技术路线选型是否兼容，性能、稳定性是否满足需求；

iii. 整机及存储是否符合信创要求，安全风险是否自主可控。

b) 操作系统/桌面云

i. 操作系统/桌面云是否采用信创产品，是否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是否满足自主可控要求；

ii. 操作系统/桌面云是否与送测样品进行了适配，满足兼容性要求。

c) 中间件/数据库/虚拟化

i. 是否采用信创产品，并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满足自主可控要求；

ii. 是否满足高并发业务承载相关要求；

iii. 是否针对所使用的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进行了适配，满足兼容性要求。

d) 云服务

i. 是否采用信创产品，并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满足自主可控要求；

ii. 是否满足送测样品业务使用需求；

iii. 是否对底层软件及关联系统进行了适配，满足兼容性要求。

e) 安全保密软硬件

i. 是否采用信创产品，并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满足自主可控要求；

ii. 是否对部署环境所涉及的软硬件进行了适配测评，满足兼容性等要求。

f) 组织实施能力和条件

i. 当前是否具备信创产品实施条件，是否应购买非信创产品授权或非信创厂商实施；

ii. 是否存在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的供应链风险。

6 测评

测评范围

本文件测评范围包括适配验证和应用软件测评两部分内容，其中适配认定按本文件5.4内容执行，

适配验证按本文件6.3内容执行，应用软件测评按本文件6.5内容执行。适配验证中的基础软件包括操系

统、数据库系统、中间件、语言处理系统（包括编译程序、解释程序和汇编程序）。适配验证中的基础

硬件是指计算机中所有电子器件、机械设备的总称，主要包括：中央处理器（CPU），存储器、输入/
输出设备等组成。

测试工具

测试工具应为商业或开源产品，满足测评所需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手工功能测

评、基于接口的自动化测评、性能测试、安全漏洞扫描等。
[来源：GB/T 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 6.2.6 测试工具和环境资源》]

适配验证

适配要求是指送测样品自身应符合信创或非信创的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适配验证规范流程。

6.3.1 适配验证规范流程

送测样品适配验证包括前期准备、基础环境搭建、应用安装部署、全面适配测试、数据库迁移测试、

适配性能测试六个阶段。具体送测样品适配验证流程见表6-1。

表6-1：送测样品适配验证流程表

序号 阶段 内容

1 前期准备 根据送测样品确定验证边界，编写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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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阶段 内容

2 基础环境搭建
根据送测样品基础环境要求，搭建包括客户端基础硬件、客户端基础软

件、服务器端基础硬件、服务器端基础软件的准备。

3 应用安装部署 在基础环境搭建后，将送测样品下进行安装部署。

4 全面适配测试
在基础环境搭建后，通过双端适配要求，对送测样品各个模块的功能的

使用状况进行全面测试。

5 数据库迁移测试 在基础环境搭建后，对送测样品数据库的可迁移性及迁移效率开展测试。

6 适配性能测试 在基础环境搭建后，对送测样品的性能开展测试。

6.3.2 基础环境搭建范围

送测样品适配验证的基础环境搭建范围，应结合交通运输行业信创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明确信创

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的范围。由于信创产业技术发展迭代速度较快，未来基础环境搭建范围不排除发生

变更或融合的情况。具体实施过程可根据实际情况，在确认环境适配的前提下按实际需求进行调整选择。

6.3.3 双端适配

送测样品应兼容信创或非信创的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并可实现在信创和非信创混合环境下送测样

品正常访问和使用。双端适配分为三个阶段：客户端适配、服务器端适配、双端适配。适配要求见表6-2。

表6-2：双端适配要求表

序号 适配模式 双端适配内容

1 客户端适配 部署于非信创服务器，可同时被非信创客户端和信创客户端访问。

2 服务器端适配 部署于信创服务器，可同时被非信创客户端和信创客户端访问。

3 双端全适配 完成客户端适配和服务器端适配。

6.3.4 数据库迁移测试

送测样品应支持信创数据库产品，并可实现通用的数据库迁移适配方法并成功，同时记录测试样本

数据库迁移效率，估算整体数据迁移周期和风险性。

测评流程

根据不同项目测试需求不同，测评流程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可移植性和兼容性测评；

第二阶段进行功能性测评，确保应用软件在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正常运行全部功能；

第三阶段进行可靠性、性能效率、安全性、易用性等测评工作。

应用软件测评

6.5.1 可移植性

a) 测评目的

应用软件在移植到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后的行为能力。

b) 测评指标

表6-3：测评指标-可移植性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1 适应性 应用软件是否有效地适应于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

2
易安装性

应用软件在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是否能够有效地进行安装和卸载。

3 安装和卸载过程是否实现了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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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4 是否提供了安装文档，安装文档是否通俗易懂。

5
易替换性

应用软件在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重新安装和升

级。

6 在重新安装和升级后，旧版本的数据在新版本软件下是否能够正确使用。
[来源：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中有关可移植性的陈述]
c) 测试项

表6-4 测试项-可移植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试项说明

1
适应服务器端信创操作系

统环境

用户能够在服务器端的信创操作系统环境中完成应用软件的安

装部署，并正常启动使用。

2
适应客户端信创操作系统

环境

用户能够在客户端信创操作系统环境中完成应用软件的安装部

署，并正常启动使用。

3 适应信创数据库环境
用户能够在信创数据库环境中完成应用软件的安装部署，并正常

启动使用。

4 适应信创中间件环境
用户能够在信创中间件环境中完成应用软件的安装部署，并正常

启动使用。

5 适应信创浏览器环境
对于B/S结构的应用软件，用户能够在不同的浏览器环境中正常

使用软件。

6
适应交通运输行业特殊运

行环境

对于运行在交通运输行业特有的特殊运行环境，应着重进行测

试，判断是否能完成应用软件的安装部署，并正常启动使用。

7 安装与运行
用户能够在规定的信创环境下实施安装，能够成功地安装并正确

运行软件。

8 重新安装和升级
用户能够在规定的信创环境下重新安装和升级，重新安装和升级

后软件能够正确运行使用。

9 系统卸载 用户能够停止系统运行，并成功卸载软件。
[来源：GB/T 25000.51-2016《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
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6.5.2 兼容性

a) 测试目的

应用软件在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与其他产品软件交换信息和执行其所需功能的程度。

b) 测评指标

表6-5：测评指标-兼容性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1
共存性

应用软件在与其他软件产品共享信创基础软件环境和资源时，是否能够有效

执行其所需功能。

2 应用软件不会对其他软件造成负面影响。

3 互操作性
应用软件如果涉及到与其他软件产品的相互调用或数据交换，调用过程是否

顺畅，数据交换是否准确及时，软件之间是否能够共同协作完成其所需功能。
[来源：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中有关兼容性的陈述]
c) 测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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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测试项-兼容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试项说明

1 信创办公软件兼容 兼容不同信创办公软件类型与版本范围。

2 安全软件兼容 兼容不同信创防病毒系统或安全系统类型与版本范围。

3 外设兼容
兼容信创外设（如打印机、扫描仪、摄像头等），应用软件可正常访

问和操作外部设备。

4
交通运输行业特有

电子设备兼容

兼容交通运输行业特有的电子设备，例如道路监控设备、高速ETC设备、

船用电子设备等。

5 兼容其他软件产品
兼容其他软件产品，在与其他软件产品发生相互调用或数据交换时能

够成功完成其所需功能。

[来源：GB/T 25000.51-2016《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
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6.5.3 功能性

a) 测试目的

应用软件在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满足其要求功能的程度。

b) 测评指标

表6-7：测评指标-功能性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1
完备性

应用软件在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用户所需要使用的基本功能是否

实现齐备。

2 应用软件适配中，不应该存在因为技术实现障碍导致的关键功能删减。

3 正确性
在执行应用软件适配的输入输出测试时，输出结果和输出精度应符合相关文档

要求，与预期输出结果保持一致。

4

适合性

应用软件在用户文档要求的限制范围和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是否

能够实现其陈述的功能。

5
用户根据用户文档，是否能够对软件进行控制与操作，是否能够成功完成规定

的任务。
[来源：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中有关功能性的陈述]
c) 测试项

表6-8 测试项-功能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试项说明

1 基础功能项 支持产品说明书及用户文档定义出基本功能。

2 扩展功能项 支持特定用户场景及用户需求的扩展功能。

3 业务处理流程
通过对每一阶段处理前后系统状态检查的方式，验证每一阶段处理完毕

后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判断系统功能是否满足需求。

4
交通运输行业特有

业务功能验证测试

针对交通运输行业特有的业务功能，进行专项功能验证测试，判断系统

功能是否满足交通运输行业特有业务需求。
[来源：GB/T 25000.51-2016《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
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6.5.4 性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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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测试目的

应用软件在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执行其功能时的及时度和使用资源量的有效性。

b) 测评指标

表6-9：测评指标-性能效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1 时间特性
应用软件在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执行其功能时，响应时间、处理时

间及吞吐率是否满足需求要求，是否处于合理范围内。

2 资源利用性

应用软件在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执行其功能时，所使用的资源数量

和类型，包括CPU占用率、内存使用率、IO占用率、带宽占用率、数据库资源

利用率等资源利用相关参数是否满足需求要求，是否处于合理范围内。

3 容量
应用软件参数的最大限量，包括最大并发用户数、最大数据记录数、最大文件

长度、最大带宽等容量相关参数是否满足需求要求，是否处于合理范围内。
[来源：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中有关性能效率的陈述]
c) 测试项

表6-10 测试项-性能效率

序号 测试项 测试项说明

1 单一并发测试 针对单个性能测试点，构建一个性能测试场景实施的性能测试。

2 混合并发测试

在合理的基础数据容量下，用户按一定比例并发进行核心功能的组合操作，

并持续运行一段时间。

为了尽量模拟生产线上运行的业务压力或用户使用场景，测试系统的整体性

能是否满足性能需求，把经过一定规则筛选的性能测试点，按照合乎实际逻

辑的虚拟用户请求、并发，组合成一个混合场景。混合场景的特征，通常包

含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脚本组，执行时间较长。

3
企业互认适配

性能测试

企业互认证适配验证的基础环境性能表现，应满足交通运输行业信创产业应

用基础要求，满足核心业务应用承载要求。根据交通运输行业的业务需求特

性，参考业界主流做法，针对计算、网络、存储各子系统进行性能测试，对

核心业务系统尤其是数据库承载进行综合性能测试。

4
交通运输行业

特殊性能要求

对于交通运输行业特殊的性能要求，例如多用户高并发的复杂使用场景，应

重点进行测试。
[来源：GB/T 25000.51-2016《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
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6.5.5 可靠性

a) 测试目的

应用软件在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在规定时间内，软件不引起系统失效的概率。

b) 测评指标

表6-11：测评指标-可靠性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1 成熟性

应用软件在一定的负载压力下使用时，是否能够持续为用户提供相应服务。软件

故障数，平均失效间隔时间，发生失效的比例，系统的完整性级别是否处于合理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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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2 可用性
应用软件在预定的操作时间中，实际可用时间的比例、平均无故障时间是否处于

合理范围内。

3 容错性
因用户操作或硬件环境影响导致应用软件出现错误或异常时，软件应给出合理的

提示信息和处理方式，不应该出现数据丢失。

4 易恢复性
应用软件在发生中断或失效时，能否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能否恢复受影响的数

据，恢复所需时间长短和代价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来源：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中有关功能性的陈述]
c) 测试项

表6-12 测试项-可靠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试项说明

1 单一并发压力测试

并发用户评测应用系统核心功能，采用必要的测试工具进行压力测试，

验证事务的失败率。模拟的用户数应比实际用户数多；模拟的数据量应

比实际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的数据量多；并发用户数据占总用户数的比

例应按照实际业务场景估算，可以根据系统使用的频度在该范围内选择

合适的比例；压力持续的时间应比一般操作时间长。

2 单点故障恢复测试

基于第1项的测试数据，使用应用系统性能测试脚本模拟用户访问。应用

服务器恢复后，在不停止服务的情况下恢复多机负载均衡；数据服务器

恢复后，应该能在不停止服务的情况下恢复服务，数据不丢失。

3 完整压测日志 在压力测过程中，提供完整的性能测试日志文件。

4 多压测报告对比 多次执行的压力测试，对测试报告进行横向对比。

5
交通运输行业关键

软件可靠性测试

对于交通运输行业可能影响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软件，应进行专

项可靠性测试。
[来源：GB/T 25000.51-2016《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
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6.5.6 易用性

a) 测试目的

应用软件在信创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环境下，当特定用户使用时，在有效性、效率和满意度方面达

到的规定目标的程度。

b) 测评指标

表6-13 测评指标-易用性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1 易用性 产品在特定使用环境下为了特定的目标可以为特定的用户使用的程度。

2 易学性
用户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够学会如何使用某一特定的功能，及评估软件系统

的帮助和文档有效性。

3 易操作性
产品在用户没有受到培训情况下对软件系统的认识程度，包括明显的功

能，描述的完整性，延时功能及有效性，输入的有效性等。

4 用户界面舒适性 评估软件系统的外观、主要受屏幕设计、颜色等因素的影响。
[来源：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中有关易用性的陈述]
c) 测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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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4 测试项-易用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试项说明

1 易用性测试

a) 基于初始条件，产品的功能与实际用户可以方便找到操作功能的接近程度；

b) 是否具备演示功能，演示功能有效性比例；

c) 输入框中是否有提示用户输入有效性提示信息；

d) 对于交通运输行业的特有人群(例如交通运输工具的驾驶人员、交通设备的

操纵人员、交通运输活动的直接领导、指挥人员、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人员等)

是否在易用性方面为其单独考虑。

2 易学性测试

a) 是否有帮助性文档，帮助文档的有效性检查；

b) 是否有帮助性信息辅助用户继续操作，包括误操作以及越界操作等；

c) 对于交通运输行业的特有人群，是否在易学性方面为其单独考虑。

3
易操作性测

试

a) 使用中默认值的可用性；

b) 完成指定任务的步骤复杂性程度；

c) 用户操作完成指定任务总体复杂度；

d) 完成指定任务过程中误操作的次数；

e) 实务操作是否有纠正；

f) 用户误操作后对完成任务的影响程度；

g) 用户误操作后，恢复之前状态的能力；

h) 使用中的消息的可理解性；

i) 运新状态的易监控性；

j) 界面元素的易定制性；

k) 界面布局的易定制性；

l) 快捷键的易定义性；

m) 对于交通运输行业的特有人群，是否在易操作性方面为其单独考虑。

4
用户界面舒

适性测试

a) 界面色彩对视觉的吸引性；

b) 界面元素是否统一一致，舒适程度如何；

c) 界面元素的尺寸比例合理性；

d) 布局合理性；

e) 用户直观感受度；

f) 对于交通运输行业的特有人群，是否在用户界面舒适性方面为其单独考虑。
[来源：GB/T 25000.51-2016《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
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安全与保密测评

6.6.1 安全测评应按照 JT/T 1417-2022执行

6.6.2 保密测评应按照 BMZ1-2000、BMZ3-2001、BMB20-2007执行

供应链测评

供应链安全风险管理应按GB/T 36637-2018执行。

代码测评

应用软件代码在提交审查前，应当开展代码测评，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提供代码自主率佐证材料；

b）所有代码注释清晰，语法正确，编译通过；

c） 日志代码完整，业务日志、系统日志分开，中文描述，脱敏处理，状态变更，全部清晰明确；

d）测试代码覆盖全部分支和流程，项目引用关系明确，依赖关系清晰，配置文件描述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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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依据需方源代码进行代码自主率、代码审核、代码开源成分与安全检测等工作。

7 测评终止

7.1.1 正常终止条件

测评活动根据需方要求开展一轮或多轮测试，按照供方依据本标准制定的测试大纲要求完成所规定

的所有测试，则测试正常终止。

7.1.2 异常终止条件

测试过程中，若出现以下情况则测试异常终止，停止测试。

a) 需方提出终止测试；

b) 由于设备或软件故障导致系统无法运行且8小时内无法修复；

c) 系统负载测试崩溃3次；

d) 未经允许修改软硬件配置；

e) 软件测试环境受到干扰，如服务器被临时征用，或服务器的其它使用会对测评结果造成干扰。

8 测评问题

8.1.1 严重程度分级

根据IEEE 729-1983对软件缺陷定义，以及GB/T 25000.51-2016对异常情况说明，将测评问题按照严

重程度分级如下：

a） 致命性问题

导致测评工作无法继续的问题，如系统崩溃或无法执行、资源严重不足、应用模块无法启动或异常

退出、内存泄露、用户数据丢失或破坏、设备死机或重启、严重的数值计算错误、功能设计与需求严重

不符等。

b） 严重性问题

在测评工作可继续的情况下出现影响系统功能或操作的问题或不符合信创相关标准的问题，如功能

未实现、系统刷新错误、数值计算错误、数据通讯错误等。

在测评工作可继续的情况下出现影响系统功能或操作的问题、性能问题或不符合信创相关标准的问

题，如功能未实现、系统刷新错误、数值计算错误、数据通讯错误、异常资源损耗、性能与预期目标相

差巨大等。

c） 一般性问题

界面方面的问题，如操作界面错误、边界条件下错误、提示信息错误、特定条件下的非主要功能失

效、非主要功能可通过操作绕过的功能缺陷等。

d） 建议性问题

只对易用性有影响的问题，如软件功能规格差异、界面显示不规范、辅助说明描述不清楚、提示文

字未采用专业术语、可输入区域和只读区域无明确区分等。

8.1.2 可重现程度分级

根据IEEE 729-1983对软件缺陷定义，以及GB/T 25000.51-2016对异常情况说明，将测评问题按照可

重现程度分级如下：

a） 总是出现

b） 有时出现

c） 随机出现

d） 未尝试

e） 不可再现

f）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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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测评问题处理

测评问题内容以“9.1.2异常报告”内容为准并反馈需方，需方根据异常报告进行纠正，供方根据纠

正后的送测样本开展复测工作。复测次数由供方和需方协商确定。

9 测评结果

9.1.1 执行报告

a） 执行报告应包括测试用例结果的全部汇总。

b） 执行报告应证实已按测试计划执行了所有测试用例。

c） 对于每个测试用例，执行报告均应包括以下内容：

i. 测试用例的标识符；

ii. 测试执行日期；

iii. 实施测试的人员姓名和职责；

iv. 测试用例执行的结果；

v. 发现的异常清单；

vi. 对于每一异常，要引用相应的异常情况报告；

vii. 可陈述的对基于GB/T25000.10-2016的质量特性的引用。
[来源：GB/T 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

（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中6.4测试结果要求]

9.1.2 异常情况报告

a） 异常情况报告应包括所发现的全部异常汇总。如果有的话，还应包括纠正情况和通过再测试的

验证情况。

b） 对于每个异常，异常情况报告的说明性部分应包括如下内容：

i. 异常的标识符；

ii. 软件的标识符；

iii. 对异常的说明；

iv. 执行测试用例中异常发生点；

v. 异常的严重程度和可重现程度；

vi. 可陈述的对基于GB/T25000.10-2016的质量特性的引用。

c） 异常情况报告的纠正部分应论证发现的所有异常均已纠正，或者未纠正的原因。

d） 异常情况报告的纠正部分对每个纠正项应包含如下内容：

i. 纠正项的标识符；

ii. 纠正的日期；

iii. 纠正者的姓名；

iv. 对应于纠正项的修改标识符；

v. 纠正项的可能影响；

vi. 纠正者可能有的评论。

e） 异常情况报告中经重新测试验证的部分，应证实所有已纠正的功能都具有用户文档集中定义的

行为。

f） 异常情况报告中经重新测试验证的部分对每个验证项应包含如下内容：

i. 验证项的标识符；

ii. 验证日期；

iii. 验证者的姓名；

iv. 用于验证的测试用例；

v. 验证的结果；

vi. 可陈述的对基于GB/T25000.10-2016的质量特性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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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

（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中6.4测试结果要求]

9.1.3 测评结果的评估

关于执行报告和异常情况报告的评估应表明：在所使用的判定测评结果是否在该软件的符合性准则

的界限内，所有的期望行为是可获得的。
[来源：GB/T 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

（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中6.4测试结果要求]

10 测试结束

测试结束后，软件、存储介质及配套文档在需方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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