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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软件工程研究软件系统构造、开发、运行、维护、演化

的创新方法以提高效率和质量.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软件工程经历了从结构化到面向对象、网络服务化

的演进.软件工程研究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展,其应用和实践也不断延伸,正发展成为结合人工智能、社会计算、

认知科学、数据科学与工程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为及时反映我国学者在结合大数据技术的软件工程研究新进展以及在大数据软件应用开发方面的最新实

践经验,“大数据时代的软件工程”专题围绕上述新兴热点问题,同时也兼顾经典问题的最新突破,征集本领域近

期取得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专题的征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面向特定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开发、调试、部署及运

行管理过程中的软件工程问题、软件工程数据质量问题、面向开源软件生态系统的数据分析、软件生命周期

中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大规模群体协同的软件开发方法与平台环境、面向软件系统创新与产品线演化的模型、

理论与工具、面向特定领域的大数据应用需求分析、用户行为数据收集与系统可用性分析、软件数据分析的

代价与价值评估. 

专题公开征文,共征得投稿 22 篇.特约编辑邀请了国内外在该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参与审稿工作,每篇投

稿至少邀请 2 位专家进行初审.大部分稿件经过初审和复审两轮评审,部分稿件经过了两轮复审.通过初审的稿

件还在 NASAC 2016(第 15 届全国软件与应用学术会议)大会上进行了现场报告,作者现场回答问题,并听取了

听众的修改建议.最终有 13 篇论文入选本专题.入选论文覆盖开源软件生态分析、软件分类检测与推荐、软件

故障与缺陷预测、面向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开发方法. 

在互联网环境下,以开源软件生态为代表的、以群体化协同模式开发的、深度结合用数据分析技术的软件

系统成为软件研究新主题. 

杨波等人《GitHub 开源软件开发过程中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的工作通过分析 GitHub 开源软件的开

发过程,提出了问题解决速度、问题增加速度等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影响因素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张宇霞等人的《OpenStack 开源社区中商业组织的参与模式》采用雪球采样方法对 OpenStack 相关的文本

数据进行收集、过滤和归纳,总结出不同商业组织参与 OpenStack 的模式,为商业组织参与开源项目提供经验参

考与决策支持. 

杨程等人的《基于多维特征的开源项目个性化推荐方法》从开源项目自身流行度、关联项目技术相关度

以及大众贡献者之间的社交关联度这 3 个维度度量开发者和开源项目之间的关联关系,并利用线性组合等方

法构建推荐模型,从而为开发者提供个性化的项目推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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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软件工程规模和项目数量的快速增长,软件制品的检测与分类问题成为软件工程领域的热点问题. 

王浩宇等人的《大规模移动应用第三方库自动检测和分类方法》提出第三方库自动检测和分类方法,采用

多级聚类技术和机器学习方法对第三方库进行识别和分类,并对 130 000 个 Android 应用进行实验分析. 

徐培兴等人的《一种面向软件配置管理制品的层次分类方法》提出一种面向 CMT 制品的基于在线非结

构化描述文档分析的层次分类方法.该方法利用标签共现性关系建立层次类别体系,基于描述属性特征,实现对

CMT 制品的层次分类器;并使用混合的样本划分方式针对数据倾斜问题进行了改进.对超过 11 000 例训练数据

和 1 000 例测试数据进行了实验. 

软件代码的搜索、理解和提交是目前学术界和工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研究主题. 

黎宣等人的《基于增强描述的代码搜索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增强描述的代码搜索方法 DERECS.该方法

基于开源项目、问答系统等,构建一个代码-描述语料库,并分析代码及自然语言描述,提取方法调用和代码结构

相关特征值,然后基于代码片段中的方法调用及代码片段的结构特征对代码进行描述增强,以减小被搜索的代

码与自然语言查询语句之间的差异,扩大搜索的范围. 

黄袁等人的《基于关键类判定的代码提交理解辅助方法》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发现,识别出提交中关键

及依赖类,能够辅助代码提交的理解,据此提出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关键类识别方法,将判定提交中的关键类建

模为二分类问题. 

软件质量、可靠性和安全性是软件工程研究的重要问题. 

王子勇等人的《一种基于执行轨迹监测的微服务故障诊断方法》提出一种基于执行轨迹监测的微服务故

障诊断方法.利用动态插桩监测服务组件的请求处理流,利用调用树对请求处理的执行轨迹进行刻画,利用树编

辑距离来评估请求处理的异常程度,分析执行轨迹差异来定位引发故障的方法调用,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抽取引

起系统性能异常波动的关键方法调用. 

何吉元等人的《一种半监督集成跨项目软件缺陷预测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搜索的半监督集成跨项目软

件缺陷预测方法 S3EL.该方法首先通过调整训练集中各类数据的分布比例,构建出多个朴素贝叶斯基分类器,

随后利用具有全局搜索能力的遗传算法,基于少量已标记目标实例对上述基分类器进行集成,并构建出最终的

缺陷预测模型.在 Promise 数据集及 AEEEM 数据集上和多个经典的跨项目缺陷预测方法进行了对比. 

蔡维德等人的《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系统开发方法研究》从技术层面及应用层面分析区块链的特征,对区块

链的设计需求、区块链的一致性和可扩展性进行了深入分析.给出了区块链的应用系统开发思路,以及账户区

块链和交易区块链的双链设计模型,提出了链上代码并行执行模型应用原则,并对区块链技术应用进行总结和

展望. 

俞一峻等人的《小模型大数据:一种分析软件行为的代数方法》通过问题框架方法分析软件需求领域知识

的结构化建模,诠释需求的可满足性.需求可满足性的定性分析及争辨能够支持早期设计决策,选择合理的软件

体系结构和设计.该文从软件抽象目标行为的角度深化问题框架的分析思路,针对特定行为建立相应的概率描

述模型,提出一种基于代数的分析方法,以弥补纯粹数据驱动思路的大数据分析盲点.通过对安全和隐私性需求

实例的探讨,对大数据软件系统需求研究给出启示. 

海量数据的搜集、存储、分析、处理和利用成为软件系统的热点应用. 

朱美玲等人的《基于车牌识别流数据的车辆伴随模式发现方法》针对新兴的智能交通应用中车牌识别流

式大数据 ,将 Platoon 伴随模式发现问题映射为数据流上的带有时空约束的频繁序列挖掘问题 ,提出

PlatoonFinder 算法在车牌识别数据流上即时挖掘 Platoon 伴随模式.算法在序列挖掘的过程中有效处理频繁序

列元素之间复杂的时空约束关系;并融入了伪投影等性能优化技术. 

王建民的《领域大数据应用开发与运行平台技术研究》为降低大数据技术在各行各业应用普及的门槛,

为面向领域的大数据应用系统的快捷开发和高效运行提供方法、工具和平台支撑.该文指出,由于大数据固有

的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及其价值独创性,目前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大数据软件开发方法,难以满足不同领域

对大数据全生命周期处理的多样化需求.大数据时代的软件工程面临的挑战,体现在互为依赖的两方面:面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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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集成设计开发环境和基于软件生命周期的系统运行分析工具.结合特定领域的实际需求,该

文探讨研究面向领域的大数据应用系统开发与运行一体化平台技术,覆盖大数据生命周期(获取、清洗、集成、

分析、呈现)以及软件生命周期(设计、开发、运行、优化),形成自管理、自适应、自优化的平台化解决方案.  

本专题主要面向软件工程研究与应用领域的相关人员,反映了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在此,我

们要特别感谢《软件学报》编委会对专题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感谢编辑部各位老师从征稿启示发布、审稿专家

邀请至评审意见汇总、论文定稿、修改及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工作和汗水,感谢专题国内外评审专家及时、耐心、

细致的评审工作.此外,我们还要感谢向本专题踊跃投稿的作者对《软件学报》的信任. 

最后,感谢专题的读者们,希望本专题能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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