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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软件架构认证委员会 (iSAQB
®
 e.V.)2023 

本课程大纲只能在满足以下前提条件下使用： 

1. 您希望获得CPSA
®
软件架构师基础级认证证书或CPSA

®
软件架构师高级认证证书。为了获得证书，

您应该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创建工作副本来使用这些文本文件和/或课程大纲。如果打算以其他方

式使用文件和/或课程大纲，例如将其传播给第三方、用于广告等，请写邮件至info@isaqb.org

询问是否允许这样做。然后还须签订一份单独的许可协议。 

2. 如果您是培训师或培训机构，一旦获得使用许可，您就可以使用这些文件和/或课程大纲。如有

任何问题都可发送至info@isaqb.org咨询。在许可协议内对所有方面都有全面的规定。 

3. 如果既不属于以上情况1，也不属于情况2，但仍想使用这些文件和/或课程大纲，请写邮件联系

iSAQB
®
 e.V. info@isaqb.org。您将获得通过现有许可协议获得相关许可的可能性，从而获得所

需的使用授权。 

缩写“e.V.”是iSAQB
®
官方名称的一部分，代表“注册协会”，根据德国法律，该协会描述其作为法

律实体的地位。为简便起见，iSAQB® e.V.在下文中称为iSAQB
®
，不再使用上述缩写（iSAQB® e.V.）。 

  

mailto:请写信至info@isaqb.org#tdsub
mailto:请写信至info@isaqb.org#tdsub
info@isaqb.org
mailto:iSAQB%20e.V.%20info@isaq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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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列表 

 LG1-1：讨论软件架构的定义（R1） 

 LG1-2：理解和解释软件架构的目标和收益（R1） 

 LG1-3：将软件架构理解为软件生命周期的一部分（R2） 

 LG1-4：了解软件架构师的任务和职责（R1） 

 LG1-5：将软件架构师的角色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联系起来（R1） 

 LG1-6：能解释开发方法和软件架构之间的相关性（R2） 

 LG1-7：区分短期和长期目标（R2） 

 LG1-8：区分显性陈述和隐性假设（R1） 

 LG1-9：在大的架构背景下软件架构师的职责（R3） 

 LG 1-10：区别IT系统的不同类型（R3） 

 LG1-11：分布式系统的挑战（R3） 

 LG 2-1：选择和使用架构开发的方法和启发式方法（R1，R3）  

 LG 2-2：设计软件架构（R1） 

 LG 2-3：识别并考虑影响软件架构的因素（R1-R3） 

 LG 2-4：设计和实施横切（Cross-Cutting）概念（R1） 

 LG 2-5：描述、解释并适当应用重要的解决方案模式（R1，R3） 

 LG 2-6：解释和使用设计原则（R1-R3) 

 LG 2-7：管理构建块（Building Blocks）之间的依赖关系（R1） 

 LG 2-8：用适当的方法和技术达到质量需求（R1） 

 LG 2-9：设计和定义接口（R1-R3） 

 LG 2-10：了解软件部署的基本原则（R3） 

 LG 3-1：解释并考虑技术文档的需求（R1） 

 LG 3-2：描述和沟通软件架构（R1-R3） 

 LG 3-3：解释并应用符号/模型来描述软件架构（R2-R3） 

 LG 3-4：解释和使用架构视图（R1） 

 LG 3-5：解释和应用系统的上下文视图（R1） 

 LG 3-6：记录和沟通横切概念（R2） 

 LG 3-7：描述接口（R1） 

 LG 3-8：解释和记录架构决策（R1-R2） 

 LG 3-9：了解文档化的其他资源和工具（R3） 

 LG 4-1：讨论质量模型和质量特性（R1） 

 LG 4-2：明确软件架构的质量需求（R1） 

 LG 4-3：软件架构的定性分析（R2-R3） 

 LG 4-4：软件架构的定量评估（R2） 

 LG 5-1：了解需求、约束和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R3） 

 LG 5-2：了解解决方案的技术实施原理（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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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础级培训教授什么？ 

获得授权认证的软件架构专业人员 – 基础级（CPSA-F
®
: Certified Professional Software 

Architect - Foundation Level）培训将为参与者提供在设计、阐述并记录软件架构所需的知识和

技能，以满足中小型系统的相应需求。参与者基于他们个人的实践经验和现有技能，将学习从现有

系统愿景和详细需求中得出系统架构决策。CPSA-F
®
培训过程教授的是独立于特定开发过程的软件架

构的设计、文档化以及评估等的方法和原则。 

重点是以下技能的教育和培训： 

 与需求、管理、开发、运营和测试的利益相关方讨论并协调基本架构决策 

 理解软件架构的基本活动，并为中小型系统开展这些活动 

 基于架构视图、架构模式和技术概念来记录和沟通软件架构。 

此外，培训还包括： 

 软件架构的术语及其含义 

 软件架构师的任务和职责 

 软件架构师在开发项目中的角色 

 最新的软件架构开发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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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目的是为获得相应的应用所需的高级知识和技能而提供基础知识。 

培训中不包括的内容 

本课程大纲反映了iSAQB
®
成员目前认为对实现 CPSA-F

®
的学习目标是必要的和有用的内容，但它不是

对“软件架构”整个领域的全面描述。 

以下主题或概念不属于CPSA-F
®
培训内容： 

 具体的实现技术、框架或库 

 编程或编程语言 

 特定的过程模型 

 建模符号（如UML）的基础知识或建模本身的基础知识 

 系统分析和需求工程（请参阅IREB
®
 e.V.的培训和认证计划。https://ireb.org，国际需

求工程委员会） 

 软件测试（请参阅ISTQB
®
 e.V.的培训和认证计划。https://istqb.org，国际软件测试认

证委员会） 

 项目或产品管理 

 介绍特定的软件工具。 

 

  

https://ireb.org/
https://istq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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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iSAQB
®
 e.V.可以通过相应的问题检查以下认证考试的先决条件。 

参与者应具备以下知识和/或经验。特别是，具有在团队中丰富的软件开发实践经验是理解学习材料

和成功认证的重要前提: 

 正式教育之外，通过团队开发多个系统获得的超过18个月的软件开发实践经验 

 至少具备一种高级编程语言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尤其是： 

◦ 针对如下概念 

 模块化（包、命名空间等） 

 参数传递（按值调用，按引用调用） 

 范围，即类型和变量的声明和定义 

◦ 类型系统的基础知识（静态与动态类型、通用数据类型） 

◦ 软件中的错误和异常处理 

◦ 全局状态和全局变量的潜在问题 

如下基本知识： 

◦ 建模和抽象 

◦ 算法和数据结构（即列表、树、哈希表、字典、映射） 

◦ UML（类、封装/包、组件和序列图）及其与源代码的关系 

◦ 软件测试方法（例如单元测试和验收测试）  

此外，以下内容将有助于对多个概念的理解： 

 命令式、声明式、面向对象和函数式编程的基础和区别 

 如下的实践经验 

◦ 一种高级的程序设计语言 

◦ 设计和实现分布式应用程序，如客户端-服务器系统或web应用程序 

◦ 技术文档，尤其是记录源代码、系统设计或技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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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结构、时长和教学方法 

以下课程大纲中给出的学习时间只是建议。培训课程的持续时间至少为三天，但也可以更长。培训

机构可能在持续时间、教学方法、练习的类型和结构以及详细的课程大纲方面有所不同。示例和练

习的类型（领域和技术）可以由培训机构自主确定。 

内容 推荐的时长（分钟） 

1. 软件架构基本概念 120 

2. （软件架构的）设计与开发 420 

3. （软件架构的）规格说明与沟通 240 

4. 软件架构和质量 120 

5. 示例 90 

  

总计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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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与考试的关联性 

课程大纲各章的结构中对学习目标进行了优先级划分。对于每个学习目标，明确说明了该学习目标

或它的子目标的考试相关性（通过R1、R2、R3分类，见下表）。每个学习目标都描述了要教授的内

容，包括其关键术语和概念。 

关于（学习目标）与考试的相关性，本课程大纲使用了以下类别： 

标识 学习目标类别 含义 与考试的关联性 

R1 能够或掌握 这些内容是参与者在完成课程后能够独立实践的内

容。在课程中，这些内容将通过练习和讨论来涵

盖。 

该内容将作为考

试的一部分。 

R2 理解 这些是参与者原则上应该理解的内容。它们通常不

会是培训中练习的主要重点。 

该内容可能

是考试的一

部分。 

R3 知道 这些内容（术语、概念、方法、实践或类似内

容）可以增强对主题的理解和启发。如果需要，

这些内容可以包含在培训中。 

该内容不属

于 考 试 内

容。 

如果需要，可以进一步阅读学习目标中的参考资料，包括标准或其他来源。每章的“术语和概念”

部分列出了与本章内容相关的术语，其中一些术语用于描述学习目标。 

当前版本和公共存储库 

您可以在官方下载页面上找到此文档的最新版本 https://public.isaqb.org/。 

该文档保存在公共存储库中，位于 https://github.com/isaqb-org/curriculum-foundation，

所有变更和修改都是公开的。 

请在我们的公共问题跟踪器中报告（您发现的）任何问题 https://github.com/isaqb-

org/curriculum-foundation/issues。 

  

https://public.isaqb.org/curriculum-foundation/
https://public.isaqb.org/
https://github.com/isaqb-org/curriculum-foundation
https://github.com/isaqb-org/curriculum-foundation
https://github.com/isaqb-org/curriculum-foundation/issues
https://github.com/isaqb-org/curriculum-foundation/issues
https://github.com/isaqb-org/curriculum-foundation/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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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架构的基本概念 

时长：120 分钟 练习：无 

相关术语 

Software architecture（软件架构）；architecture domains（架构域）；structure（结构）；

building blocks（构建块）；components（组件）；interfaces（接口）；relationships（关

系）；cross-cutting-concepts（横切概念）；software architect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软件架构师及其职责）；tasks and required skills（任务和所需技能）；

stakeholders and their concerns（利益相关方及其关注点）；requirements（需求）；

constraints（约束）；influencing factors（影响因素）；types of IT systems (embedded 

systems; real-time systems; information systems etc.)（IT系统的类型 （嵌入式系统、实时

系统、信息系统 等）） 

学习目标 

LG 1-1：讨论软件架构的定义（R1） 

软件架构师知道软件架构的若干定义（包括ISO 42010/IEEE 1471、SEI、Booch 等），并可以说出

它们的相似之处： 

 具有接口和关系的组件/构建块 

 构建块是一个通用术语，组件是其特殊形式 

 结构、横切概念、原则 

 架构决策及其对整个系统及其生命周期的影响 

LG 1-2：理解和解释软件架构的目标和收益（R1） 

软件架构师可以说明软件架构的以下基本目标和收益： 

 支持系统的设计、实现、维护和运行 

 实现功能需求或确保能够满足这些需求 

 实现可靠性、维护性、可互换性、信息安全性、性能效率等要求 

 确保所有相关利益相关方理解系统的结构和方案 

 系统化地降低复杂性 

 为实现和运营指定与架构相关的指导方针 

LG 1-3：将软件架构理解为软件生存周期的一部分（R2） 

软件架构师理解他们自身的任务，并可以将其成果集成到IT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他们可以： 

 识别与软件架构相关的需求、技术或系统环境变更的后果 

 详细说明IT系统与支持的业务和运营过程之间的关系 

LG 1-4：了解软件架构师的任务和职责（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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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架构师负责满足需求并创建解决方案的架构设计，根据所使用的实际方法或过程模型，他们必

须将这一职责与项目管理和/或其他角色的总体职责保持一致。 

软件架构师的任务和职责： 

 澄清和仔细检查需求和约束条件，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细化，包括所需特征和所需约束条

件 

 决定如何将系统分解为构建块，同时确定构建块之间的依赖关系和接口 

 确定并选定横切概念（实例持久化、通信、图形用户界面等） 

 基于视图、架构模式、横切和技术概念来沟通和记录软件架构 

 陪同架构的实现和实施；如有必要，将相关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整合到架构中；评审并确保

源代码和软件架构的一致性 

 分析和评估软件架构，特别是有关涉及满足需求的风险，请参见 LG 4-3：软件架构的定性

分析（R2-R3）和 LG 4-4：软件架构的定量评估（R2） 

 为其他利益相关方识别、强调、表明架构决策识别架构决策的后果 

他们应该独立地认识到所有任务中迭代的必要性，并指出适当和相关反馈的可能性。 

LG 1-5：将软件架构师的角色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联系起来（R1） 

软件架构师能够解释他们的角色，他们应该在特定的背景下，结合其他利益相关方和组织单元，调

整他们对软件开发的贡献，特别是与： 

 产品管理和产品负责人 

 项目经理 

 需求工程师（需求或业务分析师、需求经理、系统分析师、业务负责人、领域专家等） 

 开发人员 

 质量保证人员和测试人员 

 IT运营人员和管理员（主要适用于生产环境或信息系统的数据中心） 

 硬件开发人员 

 企业架构师和架构委员会成员 

LG 1-6：能解释开发方法和软件架构之间的相关性（R2） 

 软件架构师能够解释迭代方法对架构决策的影响（关于风险和可预测性）。 

 由于固有的不确定性，软件架构师通常必须迭代式地工作和做出决策。为此，他们必须系

统性地从其他利益相关方那里获得反馈。 

LG 1-7：区分短期和长期目标（R2） 

软件架构师可以解释短期和长期目标之间的潜在冲突，以便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LG 1-8：区分显性陈述和隐性假设（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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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架构师： 

 应明确提出假设或先决条件，从而防止隐性假设 

 知道隐性假设可能会导致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潜在误解 

LG 1-9：在大的架构背景下软件架构师的责任（R3） 

iSAQB
®
CPSA

®
基础级的重点是单一软件系统的结构和方案。 

此外，软件架构师还应熟悉其他架构领域，例如： 

 企业IT架构：应用程序环境的结构 

 业务和过程架构：业务流程等的结构 

 信息架构：跨系统的结构以及信息和数据的使用 

 基础设施或技术架构：技术基础设施、硬件、网络等的结构。 

 硬件或处理器架构（用于硬件相关系统），这些架构领域不属于 CPSA-F
®
的重点内容。 

LG 1-10：区分IT系统类型（R3） 

软件架构师了解不同类型的IT系统，例如： 

 信息系统 

 决策支持、数据仓库或商业智能系统 

 移动系统 

 云原生系统（请参阅[Cloud-Native]） 

 批处理过程或系统 

 基于机器学习或人工智能的系统 

 硬件相关系统；在这里，他们理解硬件/软件协同设计的必要性（硬件和软件设计的时间和

内容相关性） 

LG 1-11：分布式系统的挑战（R3） 

软件架构师能够： 

 识别给定软件架构中的分布 

 分析给定业务问题的一致性准则 

 解释分布式系统中事件的因果关系 

软件架构师知道： 

 分布式系统中的通信可能会失败 

 现实世界数据库一致性方面的限制 

 “大脑分裂/脑裂”问题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很难解决 

 确定分布式系统中事件的时间顺序是不可能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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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 2021], [Gharbi+2020], [iSAQB
®
 References], [Lorz+2021], [Starke 2020], 

[vanSteen+Tanenb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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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架构的设计与开发 

时长：330 分钟 练习：90分钟 

相关术语 

Design（设计）；design approach（设计方法）；design decision（设计决策）；views（视图）；

interfaces（接口）；technical and cross-cutting concepts（技术和横切概念）；

architectural patterns（架构模式）；pattern languages（模式语言）；design principles

（设计原则）；dependencies（依赖）；coupling（耦合）；cohesion（内聚）；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方法）；model-based design（基于模型的设计）；

iterative/incremental design（迭代/增量设计）；domain-driven design（领域驱动设计） 

学习目标 

LG 2-1：选择和使用架构开发的方法和启发方法(R1,R3) 

软件架构师能够说出、解释和使用架构开发的基本方法，例如： 

 自顶而下和自底而上的设计方法（R1） 

 基于视图的架构开发（R1） 

 迭代和增量设计（R1） 

◦ 迭代的必要性，尤其是当决策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时（R1） 

◦ 设计决策反馈的必要性（R1） 

 领域驱动设计，见[Evans 2004]（R3） 

 演进式架构，参见[Ford 2017]（R3） 

 整体分析，见[Hofmeister+ 1999]（R3） 

 模型驱动架构（R3） 

LG 2-2：设计软件架构(R1) 

软件架构师能够： 

 基于为既不是安全关键型也不是业务关键型的软件系统，基于已知功能和质量需求，设计、

适当沟通和记录软件架构 

 就系统分解和构建块结构做出与结构相关的决策，并有意识地设计构建块之间的依赖关系 

 识别并说明设计决策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权衡性的合理性 

 解释术语黑盒和白盒，并有目的地应用它们 

 逐步细化并定义构建块 

 设计架构视图，尤其是构建块视图、运行时视图和部署视图 

 解释这些决策对相应源代码的影响 

 将架构的技术和业务/领域相关元素分开，并说明这些决策的合理性 



iSAQB
®
 基础级教学大纲 

© iSAQB e.V. 15 

 

 

 识别与架构决策相关的风险。 

LG 2-3：识别并考虑影响软件架构的因素(R1-R3) 

软件架构师能够澄清和考虑需求（包括限制他们决策的约束），他们明白，他们的决策可能会对正

在设计的系统、其架构或开发过程产生额外的需求（包括约束）。 

他们应该认识到并说明以下方面的影响： 

 产品相关需求，如（R1） 

◦ 功能需求 

◦ 质量需求 

 技术约束，例如 

◦ 现有或计划中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R1） 

◦ 数据结构和接口的技术约束（R2） 

◦ 参考架构、库、组件和框架（R1） 

◦ 程序设计语言/编程语言 

 组织约束，例如 

◦ 开发团队和客户的组织结构（R1），特别是康威（Conway’s）定律（R2）。 

◦ 公司和团队文化（R3） 

◦ 伙伴关系和合作协议（R2） 

◦ 标准、指南和过程模型（例如批准和发布过程）（R2） 

◦ 可用资源，如预算、时间和人员（R1） 

◦ 员工的可用性、技能组合和承诺（R1） 

 监管约束，如（R2） 

◦ 地方和国际法律约束 

◦ 合同和责任问题 

◦ 数据保护和隐私法 

◦ 合规问题或提供举证责任的义务 

 趋势，如（R3） 

◦ 市场趋势 

◦ 技术趋势（如区块链、微服务） 

◦ 方法论趋势（例如敏捷） 

◦ 利益相关方进一步的关注和授权设计决策的（潜在）影响 

软件架构师能够描述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设计决策，并可以通过为其中一些因素提供示例来详细说明

影响因素变化的后果（R2）。 

LG 2-4：设计和实施横切概念 (R1) 

软件架构师能够： 

 解释横切概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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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并设计横切概念，例如持久化、通信、GUI、错误处理、并发性、性能效率 

 识别和评估这些决策之间潜在的相互依赖关系。 

软件架构师知道这样的横切概念可以在整个系统中重复使用。 

LG 2-5：描述、解释并适当应用重要的解决方案模式 (R1, R3) 

软件架构师知道： 

 各种架构模式，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应用它们 

 模式是在给定的上下文环境中为给定的问题和需求实现特定质量的一种方式 

 存在各种类型的模式（R3） 

 与模式相关的特定技术或应用领域的其他资源（R3） 

软件架构师可以解释并提供以下模式的示例（R1）： 

 分层式： 

◦ 抽象层隐藏细节，例如：ISO/OSI网络层，或“硬件抽象层”。请参阅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dware_abstraction 

◦ 另一种解释是分层（逻辑上）分离功能或职责，请参阅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ltitier_architecture 

 管道和过滤器：代表数据流模式，将逐步的过程拆分处理为一系列处理活动（“过滤器”）

和关联的数据传输/缓冲功能（“管道”） 

 微服务将应用程序拆分为多个通过网络进行通信的、独立可执行文件 

 依赖注入作为依赖反转原则的可能解决方案[Newman 2015] 

软件架构师可以解释以下几种模式，解释它们与具体系统的关联性，并提供示例（R3）：  

 黑板：处理确定性算法无法解决但需要多样化知识的问题 

 代理（Broker）：负责协调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通信，应用于分布式系统。负责转发请

求和/或传输结果和异常 

 组合子（同义词：闭合操作），对于T类型的域对象，寻找输入和输出类型都为T的运算。

参见[Yorgey 2012] 

 CQRS（Command-Query-Responsibility-Segregation 命令查询责任分离）：分离信息系统

中的读写问题。需要一些数据库/持久化技术的环境，以了解“读取”和“写入”操作的不

同特性和需求 

 事件溯源(event sourcing)：通过一系列事件处理对数据的操作，每个事件都记录在一个

仅能添加的存储（append-only store）中 

 解释器：将领域对象或DSL表示为语法，提供独立于领域对象本身，实现领域对象语义解释

的功能 

 集成和消息传递模式（例如，来自[Hohpe+2004]） 

 MVC（模型视图控制器）、MVVM（模型视图视图模型）、MVU（模型视图更新）、PAC（表示

抽象控制）模式系列，将外部表示（视图）与数据、服务及其配合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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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模式，如适配器、外观、代理。这样的模式有助于子系统的集成和/或依赖关系的简化

架构师应该知道，这些模式可以独立于（对象）技术使用 

◦ 适配器：解耦消费者和供方 —— 供方的接口与消费者的接口不完全匹配，适配器将

一方与另一方的接口更改从而解耦 

◦ 外观（Facade）：通过提供简化的访问，简化消费者使用供方的过程 

◦ 代理(Proxy)：消费者和供方之间的中介，实现时间解耦、结果缓存、控制对提供者的

访问等。 

 观察者：感兴趣的对象（观察者）与另一个对象（主题）登记注册，以便主题在有变更时

通知观察者。 

 插件：扩展组件的行为 

 端口和适配器（类似于洋葱架构、六边形架构、干净架构）：将领域逻辑集中在系统的中

心，在边缘与外部世界（数据库、UI）建立连接，依赖关系仅由外向内，从不由内向外 

[Lange 2021][Martin 2017] 

 远程过程调用：使函数或算法在不同的地址空间中执行 

 SOA（面向服务的架构）：一种向系统用户提供抽象服务而非具体实现的方法，以促进跨部

门和公司之间服务的复用 

 模板和策略：通过封装特定算法，使其变得灵活 

 访问者：将数据结构的遍历与具体处理分开 

软件架构师知道架构模式的初始来源，如POSA（例如[Buschmann+1996]）和 PoEAA（[Fowler 2002]）

（用于信息系统）（R3）。 

LG 2-6：解释和使用设计原则 (R1-R3) 

软件架构师能够解释什么是设计原则。他们可以概述它们在软件架构方面的总体目的和应用。（R2） 

软件架构师能够： 

 解释下面列出的设计原则，并可以举例说明 

 解释如何应用这些原则 

 解释需求如何确定哪些原则应该使用 

 解释设计原则对实现的影响 

 分析源代码和架构设计，以评价这些设计原则是否已经应用或应该应用 

抽象（R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得出有用且泛化的方法 

 作为一种设计技术，构建块依赖于抽象而非实现 

 接口作为抽象 

模块化（R1-R3） 

 信息隐藏和封装（R1） 

 关注点分离-SoC（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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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散但功能足够的构建块耦合（R1），见LG 2-7 

 高内聚（R1） 

 SOLID原则（R1-R3），在一定程度上与架构级别相关 

◦ S：单一责任原则（R1）及其与SoC的关系 

◦ O：开闭原则（R1） 

◦ L：里氏替换原则（R3）作为 OO 设计中实现一致性和概念完整性的一种方法 

◦ I：接口隔离原则（R2），包括其与LG 2-9的关系 

◦ D：通过接口或类似抽象的依赖反转原则（R1） 

概念完整性（R2） 

 表示类似问题解决方案的统一性（同质性、一致性）（R2） 

 作为实现最小意外原则的手段（R3） 

简单性（R1-R2） 

 作为降低复杂性的手段（R1） 

 作为KISS（R3）和YAGNI背后的驱动因素（R3） 

预期错误（R1-R2） 

 作为稳健和弹性系统的设计手段（R1） 

 作为鲁棒性原则（伯斯塔尔法则）的泛化 

其他原则（R3） 

软件架构师知道其他原则（如CUPID，请参见[Nygard 2022]），并可以应用它们。 

LG 2-7：管理构建块（Building Blocks）之间的依赖关系 (R1) 

软件架构师理解构建块之间的依赖关系和耦合，并可以有针对性地使用它们。他们： 

 了解和理解构建块的不同类型的依赖关系（例如，通过调用/委派耦合、消息传递/事件、

组合、创建、继承、时间耦合、通过数据耦合、数据类型或硬件） 

 理解依赖关系如何增加耦合 

 可以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些类型的耦合，并可以评估这种依赖关系的后果 

 了解并能够应用减少或消除耦合的可能性，例如： 

◦ 模式（见LG 2-5） 

◦ 基本设计原则（见LG 2-6） 

◦ 依赖关系的外部化，即在安装或运行时定义的具体依赖关系，例如通过使用依赖注入。 

LG 2-8：用适当的方法和技术达到质量需求 (R1) 

软件架构师理解并考虑质量需求对架构和设计决策的巨大影响，例如： 

 效率、运行时性能 

 可用性 

 维护性、易修改性、易扩展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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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效性 

他们可以： 

 解释和应用解决方案选项、架构策略、适当的实践以及技术可能性，以实现软件系统的重

要质量需求（对于嵌入式系统或信息系统不同） 

 识别并沟通此类解决方案及其相关风险之间可能的权衡 

LG 2-9：设计和定义接口(R1-R3) 

软件架构师知道接口的重要性。他们能够设计或指定架构构建块之间的接口，以及系统与系统外部

元素之间的外部接口。 

他们了解： 

 接口的所需特性，并可在设计中使用： 

◦ 易于学习、易于使用、易于扩展 

◦ 难以误用 

◦ 从用户或使用它们的构建块的角度来看，功能是齐全的。 

 区别对待内部和外部接口的必要性 

 实现接口的不同方法（R3）： 

◦ 面向资源的方法（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 面向服务的方法（请参阅基于WS-*/SOAP-基于web的服务） 

LG 2-10：了解软件部署的基本原则 (R3) 

软件架构师： 

 了解软件部署是向用户提供可用的新软件或更新软件的过程 

 能够命名和解释软件部署的基本概念，例如： 

◦ 自动化部署 

◦ 可重复构建 

◦ 一致的环境（例如使用不可变的一次性基础设施） 

◦ 将所有内容置于版本控制之下 

◦ 发布容易被撤消 

参考资料 

[Bass+ 2021], [Fowler 2002], [Gharbi+2020], [Gamma+94], [Hohpe+2004], [Martin 2003], 

[Buschmann+ 1996], [Buschmann+ 2007], [Starke 2020], [Lilienthal 2019], [Lorz+2021] 

  



iSAQB
®
 基础级教学大纲 

© iSAQB e.V. 20 

 

 

3. 软件架构的规格说明与沟通 

时长：180 分钟 练习：60分钟 

相关术语 

(Architectural) Views（（架构）视图）；structures（结构）；(technical) concepts（(技术)

概念）；documentation（文档）；communication（沟通）；description（描述）；stakeholder-

oriented（面向利益相关方）；meta structures and templates for description and 

communication（用于描述和交流的元结构和模板）；system context（系统上下文）；building 

blocks（构建块）；building-block view（构建块视图）；runtime view（运行时视图）；

deployment view（部署视图）；node（节点）；channel（通道）；deployment artifacts（部署

工件）；mapping building blocks onto deployment artifacts（将构建块映射到部署工件上）；

description of interfaces and design decisions（接口和设计决策的描述）；UML, tools for 

documentation（UML，文档工具） 

 

学习目标 

LG 3-1：解释并考虑技术文档的需求 (R1) 

软件架构师了解技术文档的需求，在记录系统时可以考虑并满足这些需求： 

 可理解性、正确性、效率、适当性和维护性 

 为利益相关方量身定制的形式、内容和详细程度 

他们知道，只有目标受众才能评估技术文件的可理解性。 

LG 3-2：描述和沟通软件架构 (R1-R3) 

软件架构师使用文档来支持系统的设计、实现和进一步开发（也称为维护或演进）（R2） 

软件架构师能够（R1）： 

 为相应的利益相关方记录和沟通架构，从而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例如管理层、开发团队、

质量保证-QA、其他软件架构师，以及可能的其他利益相关方 

 整合和协调不同发起方群体的风格和内容 

 制定和实施措施，支持书面和口头沟通的融合，并适当平衡两者 

软件架构师知道（R1）： 

 基于模板的文档的好处 

 文档的各种属性取决于系统的特定属性、其需求、风险、开发过程、组织或其他因素。 

例如，软件架构师可以根据情况调整以下文档特征（R3）： 

 所需文件的数量和详细程度 

 文件格式 

 文件的可访问性 

 文件形式（例如，符合元模型的图表或简单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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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的正式评审和签字过程 

LG 3-3：解释并应用符号/模型来描述软件架构 (R2-R3) 

软件架构师至少了解以下UML（参见[UML]）图来描述架构视图： 

 类、封装/包、组件（所有 R2）和复合结构图（R3） 

 部署图（R2） 

 序列图和活动图（R2） 

 状态机图（R3） 

软件架构师了解UML图的替代符号，例如：（R3） 

 Archimate，参见【Archimate】 

 用于运行时视图，例如流程图、编号列表或业务过程建模符号（BPMN）。 

LG 3-4：解释和使用架构视图 (R1) 

软件架构师可以使用以下架构视图： 

 上下文视图 

 构建块或组件视图（软件构建块的组成） 

 运行时视图（动态视图、运行时软件构建块之间的交互、状态机） 

 部署视图（硬件和技术基础设施以及软件构建块到基础设施的映射） 

LG 3-5：解释和应用系统上下文视图 (R1) 

软件架构师能够： 

 描述系统上下文，例如以带有解释的上下文图的形式 

 在上下文视图中表示系统的外部接口 

 区分业务和技术上下文。 

LG 3-6：记录和沟通横切概念 (R2) 

软件架构师能够充分地记录和沟通典型的横切（跨领域）概念（同义词：原则、观点），例如，持

久化、工作流管理、UI、部署/集成、日志记录。 

LG 3-7：描述接口(R1) 

软件架构师能够描述和指定内部和外部接口。 

LG 3-8：解释和记录架构决策 (R1-R2) 

软件架构师能够： 

 系统地采取、论证、沟通和记录架构决策 

 识别、沟通和记录设计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软件架构师了解架构决策记录（ADR，见[Nygard 2011]），并可以将其应用于记录决策（R2）。 

LG 3-9：了解文档化的其他资源和工具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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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架构师了解： 

 用于描述软件架构的几个已发布框架的基础知识，例如： 

◦ ISO/IEEE-42010（以前为1471），参见[ISO 42010] 

◦ arc42，参见[arc42] 

◦ C4，参见[Brown] 

◦ FMC，参见[FMC] 

 软件架构的创建、文档编制和测试的检查表的想法和示例 

 创建和维护架构文档的可能工具 

参考资料 

[arc42], [Archimate], [Bass+ 2021], [Brown], [Clements+ 2010], [FMC], [Gharbi+2020], [Lorz+2021], 

[Nygard 2011], [Starke 2020], [UML], [Zörn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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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架构和质量 

时长：60分钟 练习：60分钟 

 

相关术语 

Quality（质量）；quality characteristics (also called quality attributes)（质量特性（也

称作质量属性））；DIN/ISO 25010（德国工业标准/国际标准组织 25010）；quality scenarios

（质量场景）；quality tree（质量树）；trade-offs between quality characteristics（质量

特性之间的权衡）；qualitative architecture analysis（定性架构分析）；metric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度量和定量分析） 

学习目标 

LG 4-1：讨论质量模型和质量特性 (R1) 

软件架构师可以解释： 

 质量和质量特性的概念（基于例如[ISO 25010]或[Bass+2021]） 

 通用质量模型（如[ISO 25010]、[Bass+2021]或[Q42]） 

 质量特性的相关性和权衡，例如： 

◦ 可配置性与可靠性 

◦ 内存需求与性能效率 

◦ 信息安全与易用性 

◦ 运行时灵活性与维护性。 

LG 4-2：明确软件架构的质量需求 (R1) 

软件架构师可以： 

 明确和制定要开发的软件及其架构的具体质量需求，例如以场景和质量树的形式 

 解释并应用场景和质量树。 

LG 4-3：软件架构的定性分析(R2-R3) 

软件架构师： 

 了解软件架构定性分析的方法（R2），例如ATAM 规定的方法（R3）； 

 能定性分析较小的系统（R2） 

 应知晓以下信息来源有助于架构的定性分析（R2）： 

◦ 质量需求，例如以质量树和场景的形式 

◦ 架构文档 

◦ 架构和设计模型 

◦ 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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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量 

◦ 系统的其他文档，如需求、操作或测试文档。 

LG 4-4：软件架构的定量评估 (R2) 

软件架构师知道软件定量评估和评价的方法。 

他们了解： 

 定量评估有助于识别系统内的关键部分 

 进一步的信息有助于评估架构，例如： 

◦ 需求和架构文档 

◦ 源代码和相关度量，如代码行、（圈）复杂性、向内（inbound）和向外（outbound）

依赖关系 

◦ 源代码中的已知错误，尤其是错误集群 

◦ 测试用例和测试结果。 

 将度量作为目标会导致其无效，如古德哈特(Goodhart)定律所述（R3） 

参考资料 

[Bass+ 2021], [Clements+ 2002], [Gharbi+2020], [Lorz+2021], [Martin 2003], [Stark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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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软件架构的示例 

时长：90 分钟 练习：无 

本节与考试无关。 

学习目标 

LG 5-1：了解需求、约束和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 (R3) 

软件架构师应识别和理解需求和约束以及至少一个示例采用的解决方案之间的相关性。 

LG 5-2：了解解决方案技术实施的基本原理(R3) 

软件架构师应至少了解一个解决方案的技术实现（实施、技术概念、使用的产品、架构决策、解决

方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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