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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proposed a software testing and evaluating system for prison information,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the prison application software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ison informati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oftware measurement. The system, as the guide for the evaluation center of 
the prison system software, provides quality assurance for prison application software systems.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prison application software systems, the article uses an improved fuzzy 
synthesis evaluation algorithm to realize an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prison 
information software products as well as a sub-assessment evaluation of the different-level index of the 
quality of th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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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监狱信息化进程中监狱应用软件系统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国内外软件测评的现
状，提出了监狱信息化软件测评体系，该测评体系作为监狱系统软件测评中心的工作指导，为监狱系
统应用软件系统提供质量保证。针对监狱系统应用软件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文中采用了改进的模
糊综合评判算法实现对监狱系统信息化软件产品质量的整体综合评价以及对构成软件质量的不同层
次的评价指标进行分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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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监狱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

监狱信息化应用软件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极

大的推动了监狱信息化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监狱信

息化应用软件系统的质量、安全性、可靠性、兼容性、

可扩展性等问题日益凸显。尤为重要的是信息化应用

软件系统版本不统一。比如狱政管理软件全国目前大

约有 17 种版本，那么监狱如何选择，目前没有一个技

术标准，现实情况是监狱自己找人开发软件，自然每

个省用的都不一样，甚至一个省里的不同监狱就有多

种版本，这种现状的后果是：很有可能找人开发的应

用软件系统在将来会由于不兼容、安全性差等问题被

淘汰，造成人力和物力上的浪费，这方面已有先例。 

要保证软件的质量等相关特性，就要对软件进行

评测，监狱信息化的发展在客观上迫切需要权威性软

件测评机构对其进行检测。考虑到监狱系统的行业特

点和保密性等特殊情况，参照国家相关标准及其他行

业成立的测评中心，监狱系统应该建立自己行业测评

中心。而对软件评测标准体系和流程进行研究，建立

适合监狱信息化的软件测评体系则十分必要。 

2 国内外软件测评现状 

    软件产品必须通过全面测试才可能地发现并排

除存在的故障，提高软件的质量可靠性，并验证和确

认是否达到要求。目前在解决软件质量方面，国际和

国内通常是通过强化测评[1]，提高软件质量。美国使

用方在采购软件时，既对开发项目招标，也对所采购

产品的独立测评工作进行招标，在签订开发合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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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软件独立测评合同。在我国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成

立了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对市场通用的软件产品按要

求或强制进行测评，并且各省以及一些重点市也成立

了地方分中心，承担本地的软件测评工作。其中，在

教育系统内北京交通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分别建立了

软件测评分中心为本行业信息化服务。另外在信息安

全领域成立了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从事信息技术产

品的安全测试和风险评估。 

3 监狱信息化软件测评体系 

3.1 监狱信息化基本概述 

根据《全国监狱信息化建设规划》要求，十个监

狱业务应用系统为监狱安全防范与应急指挥系统、监

管及执法管理系统、教育改造系统、生活保障及医疗

卫生系统、警察管理系统、生产管理与劳动改造系统、

监狱建设与保障系统、狱务公开系统、办公自动化和

决策支持系统
[2]，而由于监狱系统的特殊性及安全保

密要求，监狱信息化中的应用软件系统运行在监狱系

统内网中，监狱系统信息化业务数据流模型如图 1 所

示。在对监狱系统信息化中的应用系统的功能、安全

性、可靠性、易用性、兼容性、可扩展性等特性进行

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监狱信息化

软件测评体系，用于指导监狱信息化应用软件测评的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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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usiness data flow model based on prison information 

 

 

图 1.监狱系统信息化业务数据流模型 

 

3.2 监狱信息化软件测评体系 

监狱信息化软件测评体系是测评人员进行软件测

评工作的纲领和准则，它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规定了测

评的内容和标准。具体来说就是软件测评体系是由

能反映软件质量、属性的若干指标以及每项指标在整

个指标体系中的角色地位的权重系数、评判等级、评

判得分构成。 

文中我们通过对江苏、云南、河北、广西等省的

一些监狱业务软件系统进行调研，并借鉴 B.W.Boehm、

McCall 等人提出的软件质量度量模型及

ISO/IEC9126[3]等相关文献[4]中建立测评体系的原则和

方法将测评体系进行了层次划分，根据各个指标对质

量的影响程度，逐级给出其权重系数，如表一所示。 

监狱信息化软件测评体系的建立给出了反映软件

产品质量的各种指标及体系结构，但如何采用科学准

确的方法实现量化评估才是软件质量度量的关键[5]。

本文根据监狱系统软件系统特点，利用改进的模糊综

合评判算法对软件系统进行分析和测评。 

3.3 监狱信息化软件测评评估 

对表一建立的软件测评体系采用多层次模糊评判

实施评估，具体步骤如下： 

(1) 建立评价集 

根据数据验收时的评价等级划分为 V={v1，

v2，…，v5}={优，良，中，较差，差}如表一所示。

优表示从各个因素综合判断得出所评估的软件应用效

益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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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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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服务器

Ftp 服务器

E－mail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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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ex of software testing and evaluating system for prison information 

表 1 监狱信息化软件测评体系指标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名 称 权 重 名 称 权 重 名  称 权 重 
评估结果 

U111 复杂性 d111      0.2 

U112 正确性 d112      0.2 

U113 可操作性 d113     0.15 

U114 安全性 d114      0.2 

U11 

功能性 

d11 

0.45

U115 需求覆盖性 d115     0.25 

U121 时间特性 d121      0.6 U12 

效率性 

d12 

0.15 U122 资源特性 d122      0.4 

U131 可操作性 d131      0.5 

U132 用户满意度 d132    0.3 
U13 

可用性 

d13 

0.2 
U133 可理解性 d133      0.2 

U141 容错性 d141      0.4 

U142 稳定性 d142      0.2 

U1 

软 

件 

可 

用 

性 

d1 

 0.4

U14 

可靠性 

d14 

0.2 
U143 易恢复性 d143      0.4 

V1  优 

 

V2  良 

 

V3  中 

 

V4  较差 

 

V5  差 

U211 易分析性 d211     0.15 

U212 可更正性 d212      0.2 

U213 可扩充性 d213     0.25 

U214 模块性 d214      0.2 

U21 

可维护性 

d21 

0.35

U215 可测试性 d215      0.2 

U221 模块性 d221      0.3 

U222 一致性 d222     0.15 

U223 易扩展性 d223      0.3 

U22 

可扩展性 

d22 

0.35

U224 描述性 d224     0.25 

U231 操作系统兼容性 d231      0.3 

U232 格式兼容性 d232      0.3 

U233 自测性 d233     0.25 

U2 

软 

件 

可 

维 

护 

d2 

0.3 

U23 

兼容性 

d23 

0.3 

U234 描述性 d234     0.15 

V1  优 

 

V2  良 

 

V3  中 

  

V4  较差 

 

V5  差 

U311 模块性 d311     0.3 

U312 易安装性 d312      0.3 

U313 易替换性 d313      0.2 

U31 

可移植性 

d31 

0.35

U314 适应性 d314      0.2 

U321 可扩充性 d321     0.25 

U322 模块性 d322     0.25 

U323 可重用性 d323      0.2 

U32 

可复用性 

d32 

0.3 

U324 可配置性 d324      0.3 

U331 模块性 d331      0.3 

U332 集成性 d332      0.3 

U333 通信共同性 d333      0.2 

U3 

软 

件 

可 

移 

植 

性 

d3 

0.3 

U33 

适应性 

d33 

0.35

U334 数据共同性 d334      0.2 

V1  优 

 

V2  良 

 

V3  中 

 

V4  较差 

 

V5  差 

 

(2) 确定评判指标 

评判指标的分类和选取直接利用表一所建立的监狱信

息化软件测评体系指标项，共为 3 级，各级指标项的

名称与编号已经给出。模糊综合评判因素集以各级指

标项的分解和细化隶属关系逐级组成，如一级指标对

应的评判因素集为 U＝{U1，U2，U3}；U1 对应的二级

指标评判因素集为 U1={U11，U12，…，U15}，U11 对

应的三级指标评判因素集为 U11={U111，U112，U113}，

其余各级指标如表一所示。 

(3) 确定各级评估指标的权重 

权重数已在表一中给出。这里各项指标的权重是

经过“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通过 3 次轮回统

计求得，在二级指标权重分配向量中有： 

0≤dij≤1， =1 当 i=1 时 n=4,当 i＝2,3


n

j

ij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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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n=3。 

(4) 建立模糊评判矩阵进行评判 

Ui(i=1，2，3)集中的各指标权重为 Di=

（di1,di2,…dij）对 U 中的每一个指标 Ui做一个评价

f(Ui)，则可的 U 到 V的一个模糊映射[6]f，即： 

Ui     f（Ui）＝（ri1，ri2，…，rim）∈F(V) 

其中，F(V)是 V 上的模糊集合全体，根据模糊变

换的定义，模糊映射可以确定一个模糊关系 R，称为

模糊评判矩阵： 

     r11 r12 ...r1m 

    r21 r22 ... r2m 

R＝ …   …    … 

    rn1 rn2 ... rnm 

 模糊矩阵元素值就是各指标项对于评语集 V 中

各元素（评语）的隶属度值，其值的确定是通过被评

软件所具备的 终产品经过测试、分析和统计而求。

Ui的单层次综合评判结果为 Bi＝DiRi=(bi1,bi2…bim)，

其中 

  Bim＝ （i＝1,2,3，j=1,2,…,m） ,
3

1

ijj

i

i rd 




在计算出 B＝（b1,b2,...,bm）后，对 B中各元素进行

归一化处理[7]，即 bj=bj/ 
i 1

,这样即实现了运算的

综合度量，又避免了有效信息的丢失。为了避免以某

一项指标的好坏而影响综合性的全面度量，我们针对

评价集中的元素按所处的难以程度赋予级别值，即针

对 V={v1，v2，…，v5}赋予级别值 l1,l2,...,l5，记

作：L＝（l1,l2,...,l5），用公式 

m

ib

        E＝B·LT=  j

j

j db 




5

1

求出评判对象的总后评判结果。 

（5）多层次综合评判 

依据上述步骤从三级指标所对应的模糊评判矩阵

开始，逐项计算出二级指标项所对应评判值，经归一

化处理可作为二级指标项对于评语集的隶属度，由此

二级指标的模糊评判矩阵被确定。再以此矩阵出发，

用类似的方法求出一级指标项的评价值，并进行归一

化处理，作为一级指标对于评语集的隶属度，进而构

成一级指标的模糊评判矩阵，由此 后求出被评软件

产品的模糊综合评判值。 

4 结  论 

实践证明监狱信息化软件测评体系的建立以及

改进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于软件质量评估具有很好

的符合率、准确性和可信度。该方法既可以对软件产

品的质量进行整体综合评价，也可以对构成软件质量

的不同层次评价指标进行分项评估，这种灵活多样的

评价模式，对监狱信息化软件质量评价工作是非常有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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