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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B专业需求工程师认证（CPRE） 

国际需求工程委员会成立于 2007年。它是由有着深厚需求工程背景知识的专家组成，

覆盖广泛的领域，包括工业、咨询、研究和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对这个领域所

做的贡献而闻名于世。 

 

委员会成员创建了一个需求工程领域的教程和认证，即专业需求工程师认证，修完此

课程便能获得证书。其目的是建立需求工程领域既定的标准化的、高质量的教学和持

续的培训，从而提高需求工程的实践。本文中提供的术语表是 IREB CPRE的标准术语

表。2007年，国际需求工程委员会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率先取得成功。自从提供了

英语课程之后，专业需求工程师认证(CPRE)便被推广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并已真正地

走向国际化。它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巴西）课程正在翻译中。 

 

认证过程中所涉及的四个主要参与方：国际需求工程委员会(IREB)，被认可的培训机

构，不同国家的认证机构，然后就是参加培训课程的学员和考生。 

 

IREB安排课程表、出相应的考试题、定义并规范考试过程、授权认证机构管理考试、

确认培训机构的培训课程是否符合专业需求工程师认证课程。在不同国家，IREB 委托

的专业认证机构负责管理证书考试。 

 

形式上，IREB 的课程类似于其他已建立起来的教学和持续培训标准的课程（例如，国

际软件测试认证委员会（ISTQB）认证测试人员），并兼顾了 ISO和 IEEE 的相关标准。

初级课程包括需求工程的基本知识，包括需求获取、编写文档、验证和管理。IREB 认

证所覆盖的内容可以在公开课程中查阅到。 

 

通过其教程，IREB 提供一套在培训中所需要材料、培训内容以及达到学习目标和进行

实际演练所需的时间等的指导方针。这套需求工程专业词汇术语表和其它补充材料是

对 IREB 教学大纲的补充。 
 
有关国际需求工程委员会（IREB e.V.）和专业需求工程师认证的所有信息都能在 IREB的
网站上找到。 
 
http://www.ireb.org  
  

http://www.ir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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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如果想要查找需求工程术语的定义，你可以在网上搜索找到几乎所有术语的定义。然

而，这样的搜索很费时，而且结果的质量无法保证。通常情况下，查找到的不同来源

的定义之间存在歧义。现有的需求工程的教科书中的术语表通常只针对本教科书所涵

盖的章节。一直缺乏将术语系统地翻译成英语以外的主要语种。 

 

本术语表的目的是收集需求工程术语的现有的知识,并仔细地、连贯地定义核心术语。

在超过一个定义的情况下，或从不同视角有不同的定义时，多个定义或视角都将包括

在内。对于既具有一般的含义，又有需求工程上下文特定的含义的术语，两个含义都

将包括在内。重要的术语将补充提示和附加信息。此外，所有术语均翻译成了德语。

其他语言的翻译，尤其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已在计划中。 

 

这个术语表是对国际需求工程委员会（IREB）认可的课本的补充。在即将出版的由 Klaus 

Pohl 和 Chris Rupp编写的教材“需求工程基础”一书中的术语定义和这个词汇表中的术

语定义已经做了双向核准。 

 

参考文献中列出了我所定义术语的来源。我不去列举个别定义的来源，因为我觉得不能简

单地通过复制和粘贴去编译从现有的各种来源中得到的定义，而是根据当今的用法，仔细

地连贯地重新表述所有的定义。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定义或其中某些部分逐字引用了所

列出的文献之一，我并不打算彻底改造世界。有些定义是与他人协作的结果。基于本人在

需求工程领域超过 25年的经历，我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使用术语的个人知识和经验，是另一

个我不能也不用引用的来源。在第 54页的“来源”部分，给出了对定义的来源及协作工作

的鸣谢。 

 

这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工作。目前已经定义了 128 个术语，这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基本术语。

就流程、项目管理和产品管理方面的相关术语，还存在一些欠缺。一些专门的术语，如需

求获取或解决冲突的具体技术术语还待定义。我打算逐步填补这些空白。 

 

本术语表由两部分组成：英文的术语定义及其它语言的词典。我希望学员和需求工程的专

业人士会发现这种结构非常有用，并认为值得去使用此术语表。 

 

我想感谢 IREB的成员，特别是 Karol Frühauf, Colin Hood, Klaus Pohl, Chris Rupp 

及他的学者团队, Thorsten Weyer, 感谢他们对此术语表所做的贡献和许多建议，这些建

议帮助提高了质量。我也非常感谢很多人耐心地等待了一年多，等待这个术语表的出现。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 Angelika。如果没有她的爱心、耐心和理解，我的大部分专业工

作，包括这个术语表将不可能实现。 

 

Martin Glinz，2011年 5月于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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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定义与缩略词 

术语定义 

Acceptance 验收 评估一套系统是否满足其所有需求的过程 

Acceptance test 验收测试 评估一套系统是否满足其所有需求的测试 

Activity diagram 活动图 是 UML 中的一个图类，它模拟一个系统或组

件中的动作流，包括数据流和那些必要的责

任划分。  

Actor 施动者 1. 在需求工程中一般是指系统环境中与系统

进行交互的一个人、一套系统或技术设

备。 

2.  在面向目标的需求工程中特指为了实现

某些目标可能会采取行动并处理信息的一

个人、一套系统或技术设备。 

Adequacy 

(of a requirement) 

(需求的）充分性 一个需求表达出利益相关者真正的愿望和需

要的程度（即他们在陈述需求时实际上在心

里想的那些需求）。 

Application Domain 应用领域 现实世界中那些确定系统环境的相关部分。 

Artifact 制品 系统开发的中间或最终结果，例如需求规格

说明书。 

Attribute 属性 一个实体的特性。 

Baseline 基线 制品的一个稳定的、变更控制的配置。 基线

用于版本规划和版本定义及项目管理，如估

算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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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model 行为模型 描述一个系统或组件行为的模型，比如状态

机、活动图。 

Bug 缺陷 见 Defect 

Cardinality 基数 1.  在建模中表示对象在一种关系中的最小

和最大数目。 

 

在 UML中，用多重数（Multiplicity） 

表示基数（Cardinality）。 

2.  在数学上表示一个集合的元素数量。  

Change control 

board 

变更控制委员会 一个由客户和供应商代表组成的一个来决定

变更请求的委员会。简称：CCB 

Change request 变更请求 在需求工程中指一个论据充分的请求，要求

改变一个或多个已经设置了基线的需求。 

Changeability 

(of an artifact) 

(制品的）易改变性 制品能够满足所需改动的程度。 

Checking 

(requirements) 

检查（需求） 包括验证需求和检查需求质量，如明确性或

可理解性。 注：一些文献给出了验证的更广

泛的定义，并且认为检查和验证是同义词。 

Class 类 表示一组在结构上、操作方式和行为上相同

类型的对象。 

Class diagram 类图 一个类模型的图形表达。 

Class model 类模型 包含一组类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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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ness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完整性 1. 对于一个单一的需求：一个需求包含所有

必要的信息的程度。 

2. 对于需求规格说明书：需求规格说明书所

包含的对于开发一个满足利益相关者愿望

和需要的系统所有必要的信息的程度。 

Compliance 遵从 制品遵从标准、法规、法律或其它正式实施

的文件的能力。系统常常需要服从系统所在

地的标准、法规和法律的制约。只有从检查

需求的遵从性开始，才能确保这种遵从性的

系统性。 

Component 组件 1. 一般而言指系统的可定界的部分。 

2.  在软件架构中指一套共同提供服务的相

关联的对象或类。 

注：孤立地看，组件本身是一个系统。 

Configuration 配置 逻辑上连贯的各个单位的相容的集合。单位

是在一个版本中的各个可识别的制品或制品

部件（如需求）。 

Conformity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符合性 需求规格说明符合某些标准的程度。 

Consistency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一致性 对一套需求的描述无前后矛盾程度。 

Constraint 约束，边界条件 一种需求，它限制解决方案在那些必要的满

足给定的功能需求和质量需求之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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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环境，上下文 1. 一般是指对理解现象或言论所需要的思维

和含义网。 

2.  在需求工程中特指系统周边对理解系统

和其需求紧密相关的环境部分。 

第二个含义也称为系统环境。 

Context Boundary 环境边界 一个系统的环境和那些对系统和其需求无关

紧要的应用范围之间的边界。 

环境边界将待开发的系统周边相关的部分从

不相关的部分，即那些不影响系统的开发，

因而在需求工程的过程中不必考虑的部分，

分离开来。 

Context diagram 环境图，上下文图 1.  环境模型的一种图形表达。 

2.  在结构化分析中，环境图（上下文图）

是分层次数据流图的最顶层。 

Context model 环境模型，上下文

模型 

描述系统在其环境中的模型。 

Correctness 正确性 包含在制品中的信息可被证明是真实的程

度。在需求工程中，正确性经常被用作充分

性的代名词。 

Customer 客户 接受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或组织。也请参见利

益相关者。 

Customer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客户需求说明 从客户的角度对一个系统所需功能的粗略描

述。通常由客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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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flow Diagram 数据流图 以进程（也称为活动）、数据存储和数据流

的形式对系统或组件的功能进行建模的图

形。输入数据流触发处理进程，处理程序然

后消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转换，读写数据

存储器中的持久性数据，然后产生新的数据

流。该数据流可能是中间结果将触发其它进

程，或是最终结果而退出系统。 

Decision table 决策表 一种系统地描述一个复杂、多重准则决策逻

辑的图表结构表示。 

Defect 缺陷 一个制品中的缺点、不正确的描述或制作。

也称故障 

Domain 领域，范围 (´对某些给定的事情）相关东西的范围，例

如，一个应用范围。 

Effectiveness 有效性 某些事情以其应该发生的方式所实际发生的

程度。 在需求工程中主要是指，系统能够让

用户实现他们在系统需求说明中所列出的目

标的程度。 

Efficiency 效率 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所达到一种结果的程度。 

Elicitation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获取 见Requirements elicitation 

End user 最终用户 见 User 

Entity 实体 1. 一般而言，实体是指一个元素或元素的集

合，它可以表示任何可想象的产品，例

如，一个系统、现实的一部分、一件东

西、一个组织、一个过程等。 

2.  在实体关系建模中指单个对象，它具有

一个标识，并且不依赖于另一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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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 

实体关系图 实体关系模型的图形表示。 

缩写为 ERD 

Entity-relationship 

model 

实体关系模型 一个系统或一个应用域数据的数据模型。一

个实体关系模型由一组具有各自特性的并且

通过关系链接的实体类型组成。 

缩写：ERM，ER模型 

Error 错误 观察到的行为或结果和规定的行为或结果之

间的差异。 

错误通常是在某一制品中存在的故障或缺陷

的表征。 

在英语口语中错误和故障之间有时没有区

别。 

Fault 故障 见 Defect 

Fault Tolerance 容错性 尽管有（硬件或软件上的）故障存在，系统

继续进行正常操作的能力。 

故障容限可以作为质量需求。 

Feature 特征 一套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价值的系统可界定的

特征。 

一般包括多种需求，并用于与利益相关者在

更高度的抽象上的沟通以及表达可变的或供

选的特征。 

Functional 

Requirement 

功能性需求 有关由系统（或组件或服务）的一项功能应

该提供的行为结果的需求。 

Functionality 功能性 一套系统如由功能性需求所规定的能力。 

Glossary 术语表 在一些领域中相关术语定义的集合。通常情

况下，术语表还包含交叉引用词、同义词、

同音异义词、首字母缩写词和缩略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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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目标 事情的一个理想状态（即利益相关者想要达

到的目标）。 

目标描述利益相关者的意图。它们可能互相

冲突。 

Goal model 目标模型 表示某些事情目标的模型，为子模型的一种

有序的结构。 

Homonym 同形同音异义词 一个术语和另一个术语写法相同，但具有不

同的含义。例如，bill为银行票据，而 bill

作为一个（材料的）列表，它们是同形同音

异义词。 

Inspection 审查 一种评审，由一个专家小组按给定的标准检

查制品。专家的审查意见收集起来后再做整

理。 

Kind of requirement 需求类型 有多种类型的需求。需求工程主要关心的是

系统需求。除此之外，还有项目需求和工艺

需求。 

需求通常分为功能需求、质量需求和约束

（边界条件）。后两者也被称为非功能性需

求。 

Language 语言 一套结构化的表达和交流信息的符号。符号

是用于交流的元素：表达一种语言、记号、

手势等。 

Maintainability 易维护性 一套软件系统能够修改的难易程度，以纠正

故障或适配系统不断变化的需求。 

易维护性可作为质量需求。 



 
Certified Professional for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需求工程专业认证术语表 
 

 

 

 第14页/总33页 

 

Model 模型 一个存在的现实或一个将要创建的现实的抽

象表达。 

这个定义涵盖了需求工程中最常见的情况，

但稍微有点偏窄。更广泛地说，模型是现有

实体或将要创建的实体的表达，而实体表示

现实的任何部分或任何其它可能的元素或现

象，包括其它模型的组合。就模型而言，实

体称为原件。 

在需求工程中，需求可用模型来说明。 

注：此处定义的实体是它一般性的含义，不

同于它在实体关系模型中的含义。 

Modeling Language 建模语言 以一种特定的形式来表达模型的语言。可以

是文字、图形、符号或它们的某种组合。 

Multiplicity 多重性 见 Cardinality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 

非功能性需求 一个质量需求或一个边界条件。 

性能需求可被视为另一类的非功能性需求。

在本术语表中，性能需求被认为是质量需求

的一个子类。 

同义词：额外功能性需求（Extra-

functional requirement）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性能需求 描述性能特性（时间、速度、体积、容量、

吞吐量）的需求。 

在本术语表中认为是质量需求的一个子类，

但也可以认为是它自己的一个非功能性需求

类。 

Phrase template 句型模板 一个以自然语言表达一条需求语句的句法结

构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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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bility 可移植性 一套系统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上（而不影

响其功能）的难易程度。 

可移植性可以作为质量需求。 

Priority 

(of a requirement) 

(需求的）优先级 根据给定的原则，一个需求相较于其它需求

的重要性。 

Process verb 过程动词，过程词 用自然语言编写的需求中，用来表征所需动

作的动词。 

Prototype 原型 1.  在制造业：在大规模生产开始前所制造

的一件（产品）。 

2.  在软件工程中：一套可执行的软件，它

预先执行系统的关键部分。 

在需求工程中，原型是用于获取需求和验证

需求的一种手段。 

Quality 质量 实体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 

实体可以是一个系统、服务、产品、制品、

过程、人、组织等等。固有特性是一个实体

的显著特征或属性，它固有于实体，但没有

明确地指定给实体。 

这是在工业中通常使用的质量的概念。需要

注意的是，在这个定义上，质量只意味着如

在需求说明中陈述的使用的合适性。它不同

于口语中意味着卓越的品质的质量概念。 

Quality Requirement 质量需求 涉及质量的需求，是非功能性的需求。 

Redundancy 冗余 相同的信息或资源的多重出现。 

Release 发布 已经发布了的用于客户安装和使用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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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可靠性 一套系统在规定的条件下运行时，维持其功

能和性能达到规定的水平的能力。 

可靠性可作为质量需求。 

Requirement 需求 1.  用户为解决某一问题或达到某个目标所

需要的条件或能力。 

2.  系统或系统部件必须满足或处理的条件

或能力以满足合同、标准、规格说明或其

它正式的强 制性文件的要求。 

3.  如在（1）、（2）中所述的条件或能力

的文档表达。 

注: 上面的定义是 1990年 IEEE610.12 

 标准的一个经典定义。 

另外，我们还提供一个更现代的定义： 

1.  一个利益相关者所感觉到的需要。 

2.  一套系统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或性能。 

3.  对需要、能力或性能的文档表达。 

Requirements 

analysis 

需求分析 1.  分析已经获取的需求以理解和编写这些

需求的文档。 

2.  需求工程的同义词。 

Requirements 

Baseline 

需求基线 一组需求的基准线。 

Requirements 

Discovery 

需求获取 见 Requirements elicitation 

Requirements 

document 

需求文档 一份由需求规格说明组成的文档。常作为需

求规格说明书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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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Elicitation 

需求获取 从现有的需求来源中寻找、捕获和强化需求

的过程。可包括重建或创建需求。 

别名：需求发现(Requirements discovery） 

Requirements 

engineer 

需求工程师 与利益相关者合作，进行需求获取、编制需

求文档、验证和管理需求的人员。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需求工程 以一套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法对需求进行规

范说明和管理，有以下目标： 

1.  了解相关需求，就这些需求在利益相关

者中达成共识，按照给定的标准编写需求

文档，并且系统地管理需求。 

2.  了解并记载利益相关者的愿望和需求， 

3.  制定需求规格说明书和管理需求，以将

所提供的系统不符合利益相关者愿望和需

求的风险降到最低。 

缩写：RE 

注：所有这三个目标指出了需求工程的重要

方面：（1）过程导向（2）聚焦利益相关者

（3）风险和价值考量的重要性。 

Requirements 

management 

需求管理 管理现有需求和与需求相关的制品的过程。

特别包括需求的存储、变更和追踪（可追踪

性）。 

Requirements model 需求模型 以对需求进行规格说明为目的而已经创建的

模型。 

Requirements source 需求来源 导出需求的来源。典型的来源有利益相关

者、文档、现有的系统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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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需求规格说明 通常对一个满足给定条件的系统或组件系统

地描述的需求集合。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区分客户需求说明书

（通常由客户编写）和系统需求规格说明书

或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由供应商编写）。 

需求规格说明也可以表示对需求进行规格说

明的活动。 

Requirements 

template 

需求文档模板 需求的句法结构的蓝图。 

语句模板是为以自然语言编写需求的一个特

定的需求模板。 

Review 评审 一个正式组织的、由专家小组检查一个制品

的活动。 

可对内容和一致性进行检查。 

Risk 风险 威胁到成功的事件，例如威胁到开发或运行

一套系统成功的事件。通常以其概率和潜在

的损害做风险评估。 

Safety 安全性（使用的安

全性） 

运行一套系统不会导致对人、财产或环境造

成损害所达到的可接受的概率水平的能力。 

安全性需求可以作为质量需求或功能性方面

的需求加以说明。  

Scenario  场景，情景实例 1.  描述一个潜在的能促成想要达到的（或

不想要的）结果的事件序列。 

2.  合作伙伴之间，特别是系统和外部施动

者之间的一个有序的交互序列。可以是一

个具体的序列（实例场景）或一组潜在的

序列（类型场景、用例）。 

3.  在 UML中：执行用例跟踪。 

Scope (of a system) 系统范围 在开发一个系统时，可以规划和设计的东西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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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安全性（信息的安

全性） 

（a）系统保护其数据和资源，防止未经授权

使用的能力 

（b）系统保护其合法用户不被设备拒绝服务

的能力。 

Semantics 语义 一个符号或一组符号在一种语言中的含义。 

Semi-formal 半正式的,半形式化

的 

某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式的，但又不完

全是正式的。 

如果一个制品包含正式的部分，但还没有全

部正式化，这个制品称为半正式的。通常情

况下，一个半正式的制品具有一个定义完整

的句法，但语义定义不完整。 

Sequence diagram 顺序图,时序图 是 UML 中的一个图类，它描述所选定的一组

对象和（或）施动者之间按顺序的交互。 

Software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软件需求规格说明 有关软件系统的需求规格说明。简称：SRS 

Source 

(of a requirement) 

(需求的）来源 见 Requirements source 

Specification 规格说明 对一个满足给定准则的实体（一个系统，一

个设备等）的属性所作的系统性的描述。 

可以是关于需求属性（需求规格说明）或实

现属性（例如，产品技术规格说明）的说明

书。 

Specification 

language 

规格说明语言 一个为了表达规格说明书而创造的人造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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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 利益相关者 一个对系统的需求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

个人或组织。 

间接影响也包括一个人或组织受系统影响的

情况。 

Standard 标准 一套对理解、制造或执行某些东西的统一的

规则。 

State machine 状态机 一个用一组有限的状态和状态转换来描述系

统或组件行为的模型。状态转换是由事件触

发，可以反过来触发动作和新的事件。 

相关术语：具有原子态状的状态机称为有限

状态机。具有分层和（或）正交分解状态的

状态机称为状态图。 

State-transition 

diagram 

状态转换图，状态

迁移图 

状态机的图表表示。 

Statechart 状态图 具有分层和（或）正交分解状态的状态机。 

Steering committee 指导委员会 负责督导项目的委员会。 

Structured Analysis 结构式分析，结构

化分析 

一种基于数据流图的层次结构对系统的功能

进行规格说明的方法。数据流以及持久性数

据在数据字典中有定义。环境图模写输入数

据流的来源和输出数据流的目的地。 

Supplier 供应商 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或组织。 

Synonym 同义词 一个与另一个有相同含义的词。 

Syntax 句法 在一种语言中构建有结构的符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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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系统 1.  通常情况下指顺序和结构的原则。 

2.  在信息学中指连贯的、可界定的一套通

过协调的动作而提供服务的组件。 

需求工程注重对由软件组件、技术要素（电

脑硬件、设备、传感器，...）和组织要素

（人、岗位、业务流程，...）组成的系统的

需求做规范说明。 

注：一个系统可以包含其它系统。因此，一

个系统的组件或服务也可认为是系统。 

System boundary 系统边界 一个系统和它周边环境之间的边界。 

系统边界把待开发系统从它的环境中分开，

也就是说，系统边界把可以通过开发过程修

改或改变的现实的一部分，从不能改变或修

改的环境方面分离开来。 

System context 系统环境 与定义和理解待开发系统需求相关的系统周

边的环境部分。 

System requirement 系统需求 涉及一个系统或系统组件需求。 

System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系统需求规格说明 涉及一个系统的需求规格说明书。 

经常看作是需求规格的代名词。 

Tool(in software 

engineering) 

(软件工程）工具 一套帮助开发、运行和维护系统的（软件）

系统。 

在需求工程中，工具用来支持需求管理以及

建模、编写文档和验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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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ability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可追踪性 （1）向后追溯一个需求到它的起源的能力；

（2）向前追溯一个需求至其对应设计和实现

的能力；（3）追踪一个需求与其它需求之间

依赖关系（反之亦然）的能力。起源可以是

利益相关者、文档、逻辑依据等。 

回到需求起源的可追踪性也称为前 RS可追踪

性。相反，对一个需求前行至实现设计和编

程的可追踪性也称为后 RS可追踪性。 RS代

表需求规格说明。 

有时，对需求的逻辑依据的可追踪性看作是

它自身的可追踪性类别。 

UML UML 统一建模语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的缩写，一种为问题或解决方案建模的标

准化的语言。 

Unambiguity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明确性 一个需求的表达不能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

解的明晰程度。 

Usability 可用性 系统让用户理解、学习、使用、喜欢的能

力。 

可用性（或其部分）可以作为质量需求。 

Use case 用例，用况 描述可能在施动者和系统之间发生的交互，

当系统执行时则提供附加价值。 

从用户（或其它外部施动者）的角度来看，

用例对系统做规格说明：每一个用例都描述

一些系统必须向用例中所涉及的施动者提供

的功能。 

Use case diagram 用例图，用况图 是 UML 中模写施动者和系统用例的一类图

表。 

施动者和用例之间的边界构成了系统边界。 

User 用户 一个使用系统所提供的功能的人。也称为终

端用户。 



 
Certified Professional for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需求工程专业认证术语表 
 

 

 

 第23页/总33页 

 

Validation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确认 检查需求文档是否与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相匹

配的过程。 

注：一些文献定义了更广泛的需求确认，还

包括检查质量需求，如明确性或可理解性，

从而认为是确认的同义词。 

Verifiability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可验证性 可以检查系统满足需求的程度，如通过定义

验收测试例、测量或检查程序等来检验。 

Version 

(of an entity) 

(实体的）版本 如果一个实体存在于多重的、有时序的事件

中，每次事件的发生都是通过修改它的前导

事件而创建的，那么每次事件的发生就是该

实体的一个版本。 

View 视图 对一个制品摘选只是那些目前感兴趣的部

分。 

视图可以提取或聚合一个制品的多个部分。 

Viewpoint 观点，视角 对系统需求的一个特定的视角。 

典型的观点是利益相关者或利益相关者群的

看法（如，最终用户的观点，运营商的观

点）。然而，也可以是某个专题的观点，如

从安全性角度出发的观点。 

注：这个定义与国际标准 ISO/IEC42010：

2007（IEEE标准 1471-2000）对架构观点

(architectural viewpoint)的定义有所不

同。 

Walkthrough 走查，预排 评审的一种方式。评审时，制品的作者引导

专家小组对制品系统地查看一遍。专家的审

查意见收集起来后再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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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 

 

CCB Change Control Board 变更控制委员会 

CPR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for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专业需求工程师认证 

ER Entity-Relationship 实体关系 

ERD 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 实体关系图 

ERM Entity-Relationship Model 实体关系模型 

IREB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Board 

国际需求工程委员会 

RE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需求工程 

SRS Software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软件需求规格说明 

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统一建模语言 

  



 
Certified Professional for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需求工程专业认证术语表 
 

 

 

 第25页/总33页 

 

第二部分：词典 

英文  - 中文词典 

英文 中文 

Acceptance 验收 

Acceptance test 验收测试 

Activity diagram 活动图 

Actor 施动者，行为者 

Adequacy (of a requirement) (需求的）充分性，恰当性 

Application domain 应用领域，应用范围  

Artifact 制品 

Attribute 属性 

Baseline 基线 

Behavior model 行为模型 

Bug 缺陷 

Cardinality 基数 

Change control board 变更控制委员会 

Change request 变更请求 

Changeability (of an artifact) (制品的）易改变性 

Checking (requirements) 检查（需求） 

Class 类 

Class diagram 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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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model 类模型 

Completeness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完整性 

Compliance 遵从，符合 

Component 组件 

Configuration 配置 

Conformity (of requirement) (需求的）符合性 

Consistency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一致性 

Constraint 约束，边界条件 

Context 环境，上下文 

Context boundary 环境边界 

Context diagram (系统）环境图，关系图 

Context model 环境模型 

Correctness 正确性 

Customer 客户 

Customer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客户需求说明 

Dataflow diagram 数据流图 

Decision table 决策表 

Defect, Bug, Fault 缺陷 

Domain 领域，范围，域 

Effectiveness 有效性 

Efficiency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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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citation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获取 

End user 最终用户，终端用户 

Entity 实体 

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 实体关系图 

Entity-relationship model 实体关系模型 

Error 错误 

Fault 故障 

Fault Tolerance 故障容限  

Feature 特性  

Functional requirement 功能性需求 

Functionality 功能性  

Glossary 术语表 

Goal 目标 

Goal model 目标模型 

Homonym 同形同音异义词 

Inspection 审查 

Kind of requirement 需求类型 

Language 语言 

Maintainability 易维护性 

Model 模型 

Modeling language 建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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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icity 多重性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 非功能性需求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性能需求 

Phrase template 句型模板 

Portability 可移植性 

Priority (of a requirement) (需求的）优先级 

Process verb 过程动词，过程词 

Prototype 原型 

Quality 质量 

Quality requirement 质量需求 

Redundancy 冗余 

Release 发布 

Reliability 可靠性 

Requirement 需求 

Requirement analysis 需求分析 

Requirements baseline 需求基线 

Requirement discovery 需求获取 

Requirements document 需求文档 

Requirements elicitation 需求获取 

Requirements engineer 需求工程师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需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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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management 需求管理 

Requirements model 需求模型 

Requirements source 需求来源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需求规格说明 

Requirements template 需求文档模板 

Review 评审 

Risk 风险 

Safety 安全性（使用的安全性） 

Scenario 场景，情景实例 

Scope of a system 系统范围 

Security 安全性（信息的安全性） 

Semantics 语义 

Semi-formal 半正式的 

Sequence diagram 顺序图 

Software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软件需求规格说明 

Source (of a requirement) (需求的）来源 

Specification 规格说明 

Specification language 规格说明语言 

Stakeholder 利益相关者 

Standard 标准 

State machine 状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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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chart 状态图 

State-transition diagram 状态转换图，状态迁移图 

Steering committee 指导委员会 

Structured Analysis 结构式分析，结构化分析 

Supplier 供应商 

Synonym 同义词 

Syntax 句法 

System 系统 

System boundary 系统边界 

System context 系统环境 

System requirement 系统需求 

System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系统规格说明 

Tool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软件工程）工具 

Traceability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可追踪性 

UML 统一建模语言 UML 

Unambiguity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明确性，无二义性 

Usability 可用性 

Use case 用例,用况 

Use case diagram 用例图，用况图 

User 用户 

Validation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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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ability (of requirements) (需求的）可验证性 

Version (of an entity) (实体的）版本 

View 视图，看法 

Viewpoint 观点 

Walkthrough 走查，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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