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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SCM的分级控制 的思想介 绍 了SCM活动在 造纸企 业MIS软件 维护阶段 的应 用。介 绍 了应 用sCM的原 

理扣基本思 想 。从初始基 线生成 、开发版本维护 、基线版本 维护扣 产品版本维护 四个方面描述 了应用sCM活动 的 实现过 

程，对在造纸企业在维护MIS过程中应用SCM能带来哪些实际效果进行 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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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MIS)是对各类信息进行 

收集 、加工 ，并利用信息进行预测 、控制以辅 

助企业管理的系统，包括基本数据处理系 

统、决策支持系统。MIS的开发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与发达国家的同行业相比，我国 

造纸企业的MIS建设存在不少问题 ，如认识 

上存在偏差 、缺少全局观念 、缺少长期建设 

的观念 、重视硬件忽略软件 、只重开发不重 

维护等等，尤其当MIS的规模比较大时开发 

与维护相互脱节问题就更为突出。参考国内 

外领先的软件过程改进方法，解决问题的一 

个有效方法是让企业在软件维护阶段实施 

软件配置管理(scM)。 

我们知道，SCM活动应保证软件产品在 

其生命周期内的各个阶段都能保持一致性 

及完整性。当前造纸企业基于维护MIS软件 

的特殊需要 ，其首要 目标应该是侧重于建立 

软件基线和对基线的变更进行控制。随着 

SCM活动的深入，第二步再逐渐将MIS的开 

发文档、功能清单 、性能指标 、用户手册等纳 

入受控状态。 

l 原理 

根据sCM思想 ，对MIS软件产品实行分 

层控制，因此在逻辑上将软件配置库分成三 

类 ：开发库 、基线库和产品库。这三类库的关 

系如图1所示，注意颜色相同的线条表示基 

于相同的基线版本 ： 

开发库： 

测试时间： 

基线库： 

DO DO’ D1 D2 D3 

评审通过I评审通过I评审通过l评审通过l评审通过 
l TO l rID' l T1 l T2 

测试通过l测试通过I测试通过I测试通过 l 

修改基线l修改基线I修改基线l修改基线l 
BO l B1 l B2 l B3 l B4 

产品库： ·__l_··IVO
_ I - · · l _  _ _  

l 

圈1 配置库关 系圈 

对图1的说明如下 ： 

(1)首先确定一个基线版本BO，此版本 

既是开发版本D0的出发点，又是产品版本 

VO的基准版本。建立基线版本B0是开展SCM 

活动的一个首要条件。 

(2)在基线版本BO建立起来后 ，它的一 

个拷贝就作为开发版本D0的一个初始状态， 

而产品版本VO是对基线版本B0进行系统测 

试后，增加必须的组成要素(比如功能清单 、 

用户操作手册等)后形成。 

(3)开发库由开发人员负责维护 ，基线 

库由SCM小组人员负责维护 ，产品库由企业 

的系统部负责维护(包括市场接 口、用户手 

册编写等相关人员)。 

(4)SCM小组人员对开发人员在开发库 

中的修改进行评审(开发人员需提交变更 申 

请)。评审通过后 ，提交测试人员进行测试验 

证 ，在蔼iI试通过后再合入基线库，形成新的 

基线版本。需注意的是测试验证并不是针对 

V1 l V2 

某一 个 变更 进 行 ，而 

是对某一段时 间内通 

过评审的变更进行集 

中的测试验证工作。 

(5)产品库版本 

可以跨越多个基线版 

本，既可以在基线版 

本形成之初产生 ，也 

可以在基线版本生成 

后任一时间点产生。产品版本的形成可视维 

护需求而定 ，对企业用户发布的MIS版本必 

须在产品库中抽取。 

2 实现过程 

(1)初始基线版本的生成 

选择一个 目前相对 比较稳定，在相应平 

台环境上经受过实际运行考验 的MIS版本 ， 

并准备好相关 的资料 ，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讨 

论后 ，即确定了一个初始基线版本。 

(2)开发版本的维护 

开发人员对开发版本的维护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①改正发现的错误。②增加新的 

功能 。 

这两方面的行为都将导致开发库版本 

的修改 ，开发库版本的修改走的是相对比较 

简单的流程，如图2所示： 

在这个流程 中，只要经过项 目经理审 

核，开发人员即可以对开发库版本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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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开发人员 l 

i修改申请 

l项目经理 I 

l审核 

J开发人员 J 

l合人开发版本 

f开发人员 I 

l初步测试验证 

l开发人员 l 

I基线变更请求 

图2 开发库的版本修改流程 

改。对于新功能的增加，项 目经理只需审核 

开发人员的实现方法是否正确，而不必去关 

心此功能是否应该增加，因为作为开发人员 

肯定是收到了相关的开发任务后才进行开 

发工作，开发人员不能够 自己凭空想象出一 

些功能进行开发。 

开发人员把修改内容合入开发版本后， 

自己进行测试验证工作，发现测试没通过时 

可以再进行修改。测试验证通过后，开发人 

员觉得问题已解决或新的功能已经开发完 

成 ，便向配置管理员(CM0)提交基线变更请 

求 ，基线变更请求需提交的内容视下面两种 

情况有所不 同 ： 

(1)对改正错提交的基线变更请求需包 

括“错误现象”、“错误产生的原因”、“改正的 

方法”、“如何进行测试验证”、“修改所涉及 

的文件”、“修改可能产生的影响”等内容。 

(2)对增加新功能提交的基线变更请求 

需包括“新功能说明”、“详细设计文档”、“测 

试项 目手册”、“修改所涉及的文件”等。 

提交基线变更请求以后 ，开发人员和项 

目经理就要对这些修改负责 ，如果SCM小组 

人员在对这些变更进行评审或测试验证的 

时候发现了问题，开发人员和项 目经理就需 

对这一结果承担责任。 

在正常情况下(即审核 、测试验证都通 

过的情况下)，工作按照前面说明的流程进 

行。如果中间出现审核或者验证不通过的情 

况，流程将返回到开发人员。 

(3)基线版本的维护。 

SCMdx组人员负责对基线版本进行维 

护，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对开发人员 

提交的基线变更请求进行审核、测试验证工 

作。②将通过审核和测试验证工作的变更合 

入基线版本，并发布基线状态。 

基线变更控制在实现过程 中的流程要 

复杂一些 ，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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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员把基线变更请求提交给CMO， 

CMO将对申请单进行初步评审，主要检查是 

否有重复的请求，申请所提交的内容是否齐 

备。如初审不通过，直接返回开发人员；初审 

通过后，分别提交给软件质量保证(SQA)人 

员和变更控制基线(CCB)小组分别进行 审 

核。相对于专业的软件生产企业 ，造纸企业 

在MIS软件开发团队的构成上要相对简单一 

些，可以安排项 目经理、模块负责人、经验丰 

富的系统分析员或者高级技术人员来完成 

CM0根据SQA和CCBdx组的审核结果 ， 

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审核没通过的变 

更 ，反馈给开发人员及其项 目经理 ，开发人 

员及其项 目经理对这一结果承担责任；对审 

核通过的变更 ，合入用于验证和测试 的版本 

(基于基线库最新版本)，并且整理出相应的 

测试项 ，然后提交给测试人员进行测试。 

测试人员进行测试验证工作，然后再将 

CMO收到测试结果后 ，对测试通过的变 

更 ，正式合入基线库，对测试没通过的变更， 

反馈给开发人员、项目经理及CCB小组人员 

(包括SQA)，他们对这一结果承担责任。生 

成新的基线版本后 ，CM0将新基线版本提交 

给开发人员，作为下一个开发版本的起点。 

(4)产品库版本的维护。 

产品库的版本由企业系统部负责维护 ， 

其中包括版本号的确定(指对外发布的版本 

号)，系统级的测试 ，相应的功能清单，需提 

交给用户的资料(包括性能指标 ，操作维护 

手册等等 )等，在作为一个产品的必要组成 

部分准备齐备后，便可以对使用单位发布。 

3 效果 

MIS软件采用三级版本库结构的设置充 

分体现了SCM分级控制的思想，我们在实际 

工作中应用的管理流程不仅明确 了相关人 

员的职责，同时也为MIS软件的质量和规范 

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流程的制定充分从 

简单、有效、可操作性等方面考虑，做到了让 

最清楚的人员去审核 ，并且通过测试来做最 

终的检验 。另外我们在流程【II还增加了对各 

级审核人员的监督 ，以加强 核的力度 。 

SCM的应用规范了各相关人员的行为 ，并对 

其行为进行监督，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前主要 

靠他们的责任性和 自觉性来保证流程实施 

的状况。企业在推行SCM以后 ，对MIS软件的 

维护管理工作做到了心中有数，管理者可以 

完整地把握MIS软件的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 

动态演变过程。由于MIS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的各个阶段都是受控的，这使得系统的功能 

可以灵活的变更和扩充，这是国内大中型造 

纸 企业 非常需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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