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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测试驱动技术的档案管理系统的开发 
刘  晶

(燕山大学图书馆，秦皇岛 066004) 

摘  要：传统的系统分析设计方法难以保证档案管理系统开发的效率和质量，将测试驱动开发的方法应用于档案管理系统开发，可以明确
档案管理系统的开发需求，减少过度设计，加速开发进程，改进软件的质量。该文介绍和分析了测试驱动技术在档案管理系统开发过程中
的相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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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est-driv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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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can not be guaranteed by traditional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methods. Test-driven development methods in developing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 can identify development requirement, avoid
unnecessary design, quicken the process, and improve software quality. It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application of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est-driv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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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档案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是人们在广泛而丰富多彩

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历史、文化资源，档案资料
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而被高度重视[1]。档案管理既是一门专
业知识，又是一种在各类部门中有广泛应用空间的技术。但
是，由于传统的档案资料保存方式采用的是纸质、人工保存，
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库房空间，提高管理成本，而且档案资料
在保存时极易受到损坏，从而造成不可预测的损失。随着办
公自动化的发展，档案管理正从最初的手工档案管理发展到
信息化管理，但是目前市场上能满足档案管理的办公自动化
系统少之又少。而且，在已经使用的档案管理系统中，大部
分都是由档案室自己组织力量进行系统的开发，都要经历需
求分析、详细设计、编码、测试等多个环节，这种开发模式
周期长、耗资多、费人力，导致档案管理系统之间缺乏协作
和互通，再加上某些系统设计需求的不明确，影响了档案管
理系统的开发质量。因此，档案管理系统领域急需新的方法
和技术来改变目前的状况。利用测试驱动开发(TDD)的先进
理论和成功实践，使用过程和系统的方法来开发高质量的档
案管理系统， 有广泛的应用需求和应用前景，具有极高的理
论价值。 

2  TDD的概念和步骤 
传统的系统开发中，如果缺乏严格的过程，在开发、发

布、实施和维护系统的过程中，可能就会碰到一些严重的问
题，其中需求的不明确可能导致很多问题。当这种情况发生
时，对系统开发的信心会动摇，从而引起系统开发的危机，
甚至这种危机可能会比软件开发人员所面对的其他技术范围
的危机更加严重、更加广泛。 正是针对这一现象，TDD方法

的应用为档案管理系统的建设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2.1  TDD的概念 

测试驱动开发(Test-Driven Development, TDD)是敏捷开
发中的一项核心实践和技术，也是一种设计方法论。TDD的
原理是在开发功能代码之前，先编写单元测试用例代码[2]。
测试代码确定要编写产品的具体需求。TDD的基本思想是通
过测试来推动整个开发的进行，但是测试驱动开发不是单纯
的测试工作，而是把需求分析、设计、质量控制量化的过程。 
2.2  TDD的步骤 

TDD的开发步骤如图 1所示，分为以下 7个步骤： 
(1)快速新增一个测试用例； 
(2)编译所有代码，如有错误编译不通过； 
(3)做尽可能少的改动，让编译通过； 
(4)运行所有的测试，发现最新的测试不能编译通过； 
(5)做尽可能少的改动，让测试通过； 
(6)运行所有的测试，保证每个都能通过； 
(7)重构代码，以消除重复设计。 
在具体的实现上，首先思考如何对这个功能进行测试，

快速完成针对此功能的测试用例编写，缺少对象的测试代码
会出现错误编译不通过。编译器会出现红色编译错误提示(称
为红色步骤)。根据错误提示，编写对应功能代码，满足测试
用例直到测试通过，编译器会显示绿色编译通过的进度条(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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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绿色步骤)。并在此过程中持续进行代码重构，使功能优化，
效率提高，日益完善。然后循环进行添加功能，直到编译通
过完成全部功能的开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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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DD结构 

3  TDD应用于档案管理系统开发的示例及其优点 
3.1  TDD应用于档案管理系统开发的简单示例 

利用TDD方法开发档案管理系统的用户管理系统网上子
系统一个简单的示例。系统功能为增加新用户[4]。 

(1)要测试的这个功能需求，编写这个功能的测试如下：
Public void testAddAccount(Account account)； 

(2)单元测试用例，增加一个新用户，编译测试代码； 
(3)Account类没有定义，编译运行测试失败(红色过程)； 
(4)编译器报警，缺少 Account 类定义和 AddAccount 

(Account account)代码定义； 
(5)根据编译提示，创建 Account 类定义和 AddAccount 

(Account account)代码定义； 
(6)重新编译，看测试用例是否运行通过； 
(7)重构代码，并使得测试通过(绿色过程)； 
(8)循环增加其他测试用例，如测试用例 2：增加一个已

经存在的用户； 
(9)按照上述方法使之测试通过。测试用例 3：增加一个

空用户； 
(10)并按照上述方法使之测试通过。 
 

3.2  利用 TDD开发的优点  
TDD的重要目的不是测试软件，而是在开发过程中帮助

客户和程序员去除模棱两可的需求。TDD首先考虑使用需求
(对象、功能、过程、接口等)，编写测试用例框架对功能的
过程和接口进行设计，而测试框架可以持续进行验证。利用
TDDf方法进行开发，程序员清楚地看到这段工作已经完成，
而传统的方式很难知道何时编码工作结束。同时 TDD可以帮
助程序员全面正确地认识代码和利用代码，而传统的方式却
不能达到这一目的。  

事实证明，使用TDD方法开发档案管理系统，降低开发
小组间交流成本，提高了相互信赖程度，避免了过渡设计。
使系统可以与详尽的测试集一起发布，从而为程序的将来版
本的修改和扩展提供方便[5]。 

4  结束语 
 测试驱动开发的基本思想是在开发功能代码之前，先编

写测试代码。把这个技术的应用领域从代码编写扩展到整个
开发过程。对整个开发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测试驱动，首先
思考如何对这个阶段进行测试、验证、考核，并编写相关的
测试文档，然后开始下一步工作，最后再验证相关的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 TDD的重点不是测试而是开发，其实是开发方
法而非测试方法，这里驱动二字实为动词而非名词，意指：
由测试驱动的、带动的开发。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档案管理
系统的开发需求明确，有助于加快我国档案管理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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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78页) 
络传输、移动存储设备、打印和使用外设等方面造成的信息
泄漏，提高了涉密计算机信息的保密性和可审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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