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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软件度量方法的工作量大、度量困难问题，以行为学研究和软件度量为依据，提出了操作简单、度量

简单的行为学度量方法来进行软件进度度量。通过实践项目的数据统计，发现改进后的软件进度度量方法有效地降低了软件

度量的工作量，减轻了工程管理人员进行软件度量的工作压力。同时偏差分析也有效地识别出了软件度量中的虚假数据。新

的软件度量方法提高了项目管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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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measurement, a new simple and convenient software measurement 

method on behavioral research and software measurement research is given in this paper. The data of practical 
projects are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ent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workload of software 
measurement and alleviate the press of software measurement technician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iation analysis 
can identify fake data in softwar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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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度量学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空前的发

展，成为软件工程方面研究的热点方向之一[1]。本

文针对当前软件度量方法的工作量大、度量困难，

实现了统计击键和代码量的方式来进行软件度量的

方法。 

1  软件度量概述 
当前软件度量的主要研究领域[2-3]有度量的理

论基础研究、软件产品度量、软件过程度量等。它

们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帮助编制成功的项目计

划的度量体系；另一类为确保项目成功，协助项目

日常管理的度量体系[4]。 
软件度量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

软件度量的问题仍依然存在[5]，所以传统的度量往

往由于度量计划目标不明确、度量定义不合理等情

况而出现各种问题[6-7]： 

(1) 度量的定义不精确。 
(2) 度量了不正确的事物或属性。 
(3) 度量得太多，太频繁。 

2  软件度量的理论基础 
依据概率论的大数定理可以计算出一个软件度

量周期的时间。大数定理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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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符号Pm表示软件度量周期，Dt表示一周时间，

Dw表示一周的工作日，这样式(1)里的n可以用软件

度量周期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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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规定管理人员要有95%的把握保证编程人

员5天工作日有1天会出现报告数据和软件统计数据

不一致的情况的概率不大于5%，那么由大数定律可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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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3)得到软件度量周期Pm=95 d。 
 假设由于使用了基于行为学的软件度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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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人员报告数据和统计数据不一致的概率Ex有所

下降，异常情况和度量周期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异常情况和度量周期的关系 

Ex 1/5 1/6 1/7 1/8 

Pm/d 95 82 73 64 

 
由表中可以看出采用了新的度量方法会使软件

度量周期减少，周期的减少会使得对项目进度的把

握更加准确[8-10]。 

3  项目数据度量的改进 
为了避免上述软件度量中的部分问题，本文提

出一种基于程序员行为学的项目跟踪的方法。该方

法分为3个部分：(1) 记录程序员击键行为。(2) 监
控文件系统变化的程序。(3) 记录工作任务。下面将

分别给予介绍。 
3.1  记录程序员击键行为的程序 

核心代码在于拦截键盘输入，在user32.dll中，

WindowsAPI包含了3个方法来实现该目的：(1) Set- 
Windows-HookEx，负责建立键盘钩子。(2) Unhook- 
WindowsHookEx，负责移去键盘钩子。(3) CallNext- 
HookEx，负责把击键信息传递到下一个监听键盘事

件的应用程序。创建一个能够拦截键盘的应用程序

的关键是，实现前面两个方法，而“放弃”第三个。

结果是，任何击键都只能传递到这个应用程序中。

其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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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击键程序的流程图 

通过图1的程序可以得到项目组成员击键的记

录和统计。 
根据图2可以看到，一天工作时间内，10:00～

12:00点、14:00～18:00点是正常工作，击键次数1 800
次左右；9:00～10:00点、13:00～14:00点击键次数较

少，原因可能是刚刚开始工作；而12:00～13:00点则

是午休时间，所以击键次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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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某程序员一天的击键行为统计 

3.2  监控文件系统变化 
该程序是用于统计程序员编码工作的规模的参

考。实现该功能首先在系统中制定要监视的文件夹，

并注册文件监视器。其核心代码如下： 
///<summary> 
/// 注册文件删除事件 
///</summary> 
this.fileWatcher.Deleted +=  
new FileSystemEventHandler(this.OnDelete); 
///<summary> 
/// 注册文件创建事件 
///</summary> 
this.fileWatcher.Created +=  
new FileSystemEventHandler(this.OnCreated); 
//查找路径文件 
foreach(FileInfo tempfile in Dir.GetFiles(searchPath))  
{ 
//得到文件信息 
     FileInfo fileInfo =new  FileInfo(filePath); 
     //得到文件大小 
     int len=fileInfo.Length;    
} 

图3为程序统计的某工程师一周内每天撰写的

代码量的统计，代码大小的单位是Byte。可以看出

该工程师在周一的工作量为2 968 Byte代码的工作

量，周二为2 718 Byte代码的工作量，而周五只有 
1 023 Byte代码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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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代码量变化统计 

3.3  记录工作任务的程序 
图4为工作量统计程序界面。该程序自动记录每

项工作的工作时间，在系统运行时自动运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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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执行某项任务时，首先在选择框中选择当前正

在进行的任务，然后点击计时，系统会自动开始计

算该任务的执行时间。如果程序员切换为另一项任

务，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另一项任务名称，系统会

自动切换到该任务进行计时。 

 
图4  工作量统计程序界面 

4  软件度量方法的比较 
本文对使用和不使用行为学工具的项目进行了

比较，使用上述行为学工具的项目，在软件度量上

花费的工作量明显降低，并且从工程师的感受来说，

行为学工具很大程度上帮助工程师完成了工作量很

多的自我管理的工作，抵触情绪降低很多。图5是软

件度量时间的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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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软件度量工作量月报比较 

可以看出，在不使用行为学工具的项目1中，每

月花费160个工时用于收集项目数据、填写项目个人

周报；而在使用行为学工具的项目2中，花费在项目

周报上的时间减少为45工时。这为项目组节约了大

量的项目管理时间。 
另外，行为学工具在识别假数据上的功能，根

据统计数据，可以得出某工程师在某项目中一周5
天的工作时间、击键次数和文件大小改变的统计数

据及其离散系数。 
表2  工作量度量和行为学统计标准差比较 

时间 
报告的工作时间 击键统计 文件大小改变 

值 离散系数 值 离散系数 值 离散系数 

周一 8.0 0.975 609 756 13 164 1.090 854 851 2 968 1.202 008 748 
周二 8.5 1.036 585 366 11 792 0.977 161 987 2 718 1.100 761 380 
周三 8.0 0.975 609 756 12 285 1.018 015 181 2 848 1.153 410 011 
周四 8.5 1.036 585 366 13 260 1.098 810 037 2 789 1.129 515 633 
周五 8.0 0.975 609 756 9 837 0.815 157 944 1 023 0.414 304 228 
 

根据上述的标准差计算，可以得出如图6所示的

数据度量异常统计图。 
由图6可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的

报告工作时间和击键行为、文件大小的统计标准差

基本吻合，但周五的报告工作时间和击键行为、文

件大小有明显偏差，调查发现是项目组成员在该天

的工作上报告了不正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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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数据度量偏差统计 

5  总  结 
本文在软件度量方法的基础上使用3个行为学

的工具，有效地改进了软件度量的方法。帮助项目

组更准确、更方便地收集数据。在实际项目中，通

过工程实践得到了统计比较的数据，证明了统计学

工具能有效地降低软件度量的工作量，并可以有效

地识别出不准确的项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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