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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盒测试概述 

 一、黑盒测试 

      黑盒测试顾名思义就是将被测系统看成
一个黑盒，从外界取得输入，然后再输出。
整个测试基于需求文档，看是否能满足需
求文档中的所有要求。黑盒测试要求测试
者在测试时不能使用与被测系统内部结构
相关的知识或经验，它适用于对系统的功
能进行测试。 

        



 黑盒测试的优点有： 
1）比较简单，不需要了解程序内部的代码
及实现； 

 2）与软件的内部实现无关； 

 3）从用户角度出发，能很容易的知道用户
会用到哪些功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4）基于软件开发文档，所以也能知道软件
实现了文档中的哪些功能； 

 5）在做软件自动化测试时较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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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盒测试的缺点有： 

1）不可能覆盖所有的代码，覆盖率较低，
大概只能达到总代码量的30%； 

 2）自动化测试的复用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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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盒测试概述 

 二、静态与动态黑盒测试 

 

                    静态黑盒测试 

 黑盒测试 

                        动态黑盒测试  

 

静态测试：只是检查和审阅 

 

动态测试：运行和使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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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静态黑盒测试              产品描述属性检查 

对产品说明书进行高级审查 

 设身处地为用户着想                       产品描述用语检查 

 研究现有的标准和规范 

 审查和测试同类软件 

1、测试标准 

 公司惯用语和约定 

 行业要求 

 国家标准 

 硬件和网络标准 

 图形用户界面（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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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描述属性检查清单 

 完整 

 准确 

 精确 

 一致 

 合理 

 代码无关 

 可测试 

 



§1黑盒测试概述 

3、产品描述用语检查清单 

 是否有绝对、肯定和切实认定的叙述，针对其设计用例。 

 比较模糊的用语。某些、有时····· 

 功能清单是否有等等、诸如此类、依此类推，无法测试的
词汇。 

 在性能上不确定的说法。 

 隐藏大量需要说明的功能 

 如果·····那么·····（没有否则）。 



§2 等价类划分法 

 一、基本概念 

 1、等价类划分法 

        把所有可能的输入数据,即程序的输入
域划分成若干部分（子集）,然后从每一个
子集中选取少数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作为测
试用例。 

        该方法是一种重要的,常用的黑盒测试
用例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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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划分等价类 

      等价类是指某个输入域的子集合.在该子
集合中,各个输入数据对于揭露程序中的错
误都是等效的。 

        并合理地假定:测试某等价类的代表值
就等于对这一类其它值的测试。因此,可以
把全部输入数据合理划分为若干等价类,在
每一个等价类中取一个数据作为测试的输
入条件,就可以用少量代表性的测试数据，
取得较好的测试结果。 
在该子集合中，各个输入数据对于揭露程序中的错误都是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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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效等价类和无效等价类  
        

      等价类划分可有两种不同的情况:有效等价
类和无效等价类。 

     有效等价类:是指对于程序的规格说明来说
是合理的,有意义的输入数据构成的集合。利用
有效等价类可检验程序是否实现了规格说明中所
规定的功能和性能。 
    无效等价类:是指对于程序的规格说明来说，
是不合理的，无意义的输入数据构成的集合。        

     设计测试用例时,要同时考虑这两种等价类。
因为,软件不仅要能接收合理的数据,也要能经受
意外的考验。这样的测试才能确保软件具有更高
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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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等价类表 

        在确立了等价类后,可建立等价类表,列
出所有划分出的等价类:  

输入条件      有效等价类       无效等价类  

     ...                     ...                   ...  

     ...                     ...                   ...  

 

注：实际表格比此复杂，见实际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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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价类的划分原则(根据输入输出条件) 

 ①在输入条件规定了取值范围或值的个数
的情况下,则可以确立一个有效等价类和两
个无效等价类。 

 ②在输入条件规定了输入值的集合或者规
定了“必须如何”的条件的情况下,可确立
一个有效等价类和一个无效等价类。 

 ③在输入条件是一个布尔量的情况下,可确
定一个有效等价类和一个无效等价类。 



 ④在规定了输入数据的一组值（假定n个）,并且
程序要对每一个输入值分别处理的情况下,可确立
n个有效等价类和一个无效等价类。 

 ⑤在规定了输入数据必须遵守的规则的情况下,可

确立一个有效等价类（符合规则）和若干个无效
等价类（从不同角度违反规则）。 

 ⑥在确知已划分的等价类中各元素在程序处理中
的方式不同的情况下,则应再将该等价类进一步的
划分为更小的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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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1、数据取值是从1-99（一个有效等价类，
两个无效等价类） 

 2、变量名义字母开头（一个有效等价类、
一个无效等价类） 

 3、条件A>100（一个有效等价类、一个无
效等价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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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举例 

     1、三角形的例子 

        某程序规定：“输入三个整数作为三边的边

长构成三角形。当此三角形为一般三角形、等腰
三角形及等边三角形时，分别做计算…”。试用等

价类划分方法为该程序的构成三角形部分进行测
试用例设计。 

 

     请同学们根据上面的划分原则设计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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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价类划分法 

 分析： 
 （使用等价类划分方法必须仔细分析和推敲题目所给出的要求。） 

 本题的输入条件要求的关键之处有：1）整数； 2）
三个数；3）非零数；4）正数。 

 输出条件要求的关键之处有：5）应满足两边长
之和大于第三边边长；6）等腰；7）等边。 

 其中，3）、4）和5）并没有在题目上明显给出，
但这些条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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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等价类（三边为整数） 

 

 

 

 整数                                                                         a为非整数 

                                               一个边不为整数         b为非整数 

                                                                                  c为非整数 

                                                                                 a、b为非整数 

                   无效等价类          两个边不为整数        a、c为非整数 

                （三边不为整数）                                           b、c为非整数 

                                                     三边不为整数  

                                                     a、b、c不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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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话号码 

      某城市电话号码由三部分组成。它们的名称
和内容分别是： 

     地区码：空白或三位数字； 

     前  缀：非‘0’或‘1’的三位数字； 

     后  缀：4位数字。 

     假定被测程序能接受一切符合上述规定的电
话号码，拒绝所有不符合规定的电话号码。根据
该程序的规格说明，作等价类的划分，并设计测
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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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条件 有效等价类 无效等价类 

地区码 

 

1.空白； 

2.三位数； 

 

    5.有非数字字符； 

    6.少于三位数字； 

 7.多于三位数字。 

前  缀 

 

3.从200到999之间的三
位 

 

8.有非数字字符； 

9.起始位为‘0’； 

10.起始位为‘1’；  

11.少于三位数字； 

12.多于三位数字。 

后  缀 4.四位数字。 13.有非数字字符； 

14.少于四位数字； 

15.多于四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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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试用例设计 

    从划分出的等价类中按以下三个原则设计测试
用例:  
①为每一个等价类规定一个唯一的编号。 

 ②设计一个新的测试用例,使其尽可能多地覆盖尚
未被覆盖地有效等价类,重复这一步.直到所有的
有效等价类都被覆盖为止。 

 ③设计一个新的测试用例,使其仅覆盖一个尚未被
覆盖的无效等价类,重复这一步，直到所有的无效
等价类都被覆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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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三角形的测试用例 

 以下分两步进行： 

 （1）列出等价类表（表中号码为等价类编号） 

 （2）列出覆盖上述等价类的测试用例： 

                a      b      c                       覆盖等价类号码 

               

                3      4      5                   （1）--（7） 

                4      4      5                   （1）--（7），（8） 

                4      5      5                   （1）--（7），（9）     

                5      4      5                   （1）--（7），（10） 

                4      4      4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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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无效等价
类的测试用例 



2、电话号码的测试用例 

方
案 

 

内容  

输   入 

预期 

输出 

地区码 前缀 后缀 

1 空白（1） 200～999之间的三
位数字（3） 

四位数字（4） (   )276-2345 有效 

2 三位数字（2） 四位数字（4） (635)805-9321  有效 

3 有非数字字符（5） (20A)723-4567  无效 

4 少于三位数字（6） (33 )234-5678 无效 

5 多于三位数（7） (5555)345-6789  无效 

6 有非数字字符（8） (345)5A2-3456 无效 

7 起始位为‘0’（9） (345)012-3456  无效 

8 起始位为‘1’（10） (345)132-3456 无效 

9 少于三位数字（11） (345) 92-3456 无效 

10 多于三位数字（12） (345)4562-3456 无效 

11 有非数字字符（13） (345)342-3A56 无效 

12 少于四位数字（14） 345)342- 356  无效 

13 多于四位数字（15） (345)562-34567 无效 



§3 边界值分析法 

一、边界值分析方法的考虑:  
 

   长期的测试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大量的错误是发生
在输入或输出范围的边界上,而不是发生在输入输
出范围的内部.因此针对各种边界情况设计测试用
例,可以查出更多的错误。 

 使用边界值分析方法设计测试用例,首先应确定边
界情况.通常输入和输出等价类的边界,就是应着
重测试的边界情况.应当选取正好等于,刚刚大于
或刚刚小于边界的值作为测试数据,而不是选取等
价类中的典型值或任意值作为测试数据。 
 

      边界值分析方法是对等价类划分方法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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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在作三角形计算时，要输入三角形
的三个边长：A、B和C。我们应该注意到
这三个数值应当满足 A+B＞C、A+C＞B及
B+C＞A才能构成三角形。但如果把三个不
等式的任何一个大于号）错写成大于等于
号≥，那就无法构成三角形。问题恰恰出现
在那些容易被疏忽的边界上。这里所说的
边界是指，相对于输入等价类和输出等价
类而言，稍高于其边界值及稍低于其边界
值的一些特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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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遵循的原则 
 针对边界值设计测试用例时，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如果输入条件规定了取值范围，或是规定了值的
个数，应以该范围的边界内及刚刚超出范围的边界外的值，
或是分别对最大、最小个数及稍小于最小、稍大于最大个
数作为测试用例。例如，如果程序的规格说明中规定：
“重量在10公斤至50公斤范围内的邮件，其邮费计算公
式为……”。作为测试用例，我们应取10及50，还应取
10．01，49。99，9．99及50．01等。如果另一问题规
格说明规定：“某输入文件可包含1至255个记录，……”，
则测试用例可取1和255，还应取0及25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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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针对规格说明的每个输出条件使用前面
的第（1）条原则。例如，某程序的规格说
明要求计算出“每月保险金扣除额为0至
1165．25元”，其测试用例可取0．00及
1165．2、还可取一0．01及1165．26等。
如果另一程序属于情报检索系统，要求每
次”最多显示1条情报摘要”，这时我们应
考虑的测试用例包括1和4，还应包括0和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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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如果程序规格说明中提到的输入或输出
域是个有序的集合（如顺序文件、表格
等），就应注意选取有序集的第一个和最
后一个元素作为测试用例。 

  ④分析规格说明，找出其它的可能边界条
件。 



 另一种看起来很明显的软件缺陷来源是当软件要
求输入时(比如在文本框中),不是没有输入正确
的信息，而是根本没有输入任何内容，单单按了
Enter键。这种情况在产品说明书中常常忽视，
程序员也可能经常遗忘，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却时
有发生。程序员总会习惯性的认为用户要么输入
信息，不管是看起来合法的或非法的信息，要不
就会选择Cancel键放弃输入，如果没有对空值进
行好的处理的话，恐怕程序员自己都不知道程序
会引向何方。 

 正确的软件通常应该将输入内容默认为合法边界
内的最小值或者合法区间内某个合理值，否则返
回错误提示信息。 

§3 边界值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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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边界值设计测试用例的例子  

 1、规格说明 

 某一为学生考试试卷评分和成绩统计的程序，其规格说明
有如下的要求： 

 程序的输入文件（标准答卷、学生的答卷）由一些相关记
录组成，每个纪录为80个字符。这些记录分成三组： 

 ① 标题纪录 

 这组纪录只有一个记录，其内容为输出报告的名字。 

 ② 试卷各题的标准答案纪录 

 该组纪录的每一个记录都在第80个字符处标以数字“2”； 

 该组纪录的第一个记录的第1到3个字符为所出题目的个
数（取值为1-999）； 

 该组纪录的第一个记录的第10到59个字符为第1至第50题
的标准答案（每个合法字符表示一个答案）； 



 如果题目数超过50个，则相应有第二个、第三个记
录……，该组纪录的第二个记录、第三个记录……相应的
第10到50个字符分别为第51题到第100题，第101题到第
150题……的标准答案。 

 ③ 每个学生的答案纪录 

 该组纪录的每一个记录都在第80个字符处标以数字“3”； 

 每个学生的答卷由若干个记录组成，每个学生答卷的第一
个记录的第1到第9个字符给出学生的姓名及学号，第10
至第59字符是学生所做的第1到第50题的答案； 

 若试题数超过50个，则每个学生的答卷纪录的第2、第3
个……纪录分别给出该学生的第51至第100，第101至第
150题的解答； 

 一个学生的答卷记录全部给出以后，接着是另一个学生的
答题纪录。 

 ④ 学生数 

 学生数最多不超过200人。 



§3 边界值分析法 

 2、输出要求 

 该程序给出四个输出报告： 

 ① 按学生学号排序，每个学生的成绩和成
绩等级报告； 

 ② 按学生得分排序，每个学生的成绩； 

 ③ 平均分数，最高分和最低分之差； 

 ④ 按题号排序，每题学生答对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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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输入文件（记录）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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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条件分析 

 （1）输入文件 

 （2）标题 

 （3）出题个数 

 （4）答案记录 

 （5）学生人数 

 （6）学生答题 

§3 边界值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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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边界值设计测试用例说明： 

                           无标题纪录 

如：标题     边界情况         标题只有一个字符                       输入条件 

                                           标题有80个字符 

 

 

       输入文件     边界情况      输入空文件 

 

 



§3 边界值分析法 

 

                         标题纪录后没有标准答案纪录 

 答案纪录         标准答案纪录多一个 

                         标准答案纪录少一个 

 

                      出了1题 

                      出了50题 

                      出了51题 

 出题个数      出了100题 

                      出了999题 

                      没有出题 

                      题目数是非数值量 



§3 边界值分析法 



 输出条件分析 

（1）学生的得分情况 

（2）排序时的学号情况 

（3）输出平均成绩时的平均分数的情况 

（4）答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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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学生得分相同 

                              所有学生得分都不相同                    输出条件 

    学生得分            一些学生（不是全部）得分相同 

                               一个学生的0分 

                               一个学生的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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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1：有三个无符号整型数a 、b 、c ，由
键盘输入，输出其中最大数。试分别用等
价类划分和边界值分析的方法设计测试用
例。 

 



§3 判定表法 

 一、什么是判定表 

     在一些数据处理问题中，某些操作是否
实施依赖于多个逻辑条件的取值。也即在
这些逻辑条件取值的组合所构成的多种情
况下，分别执行不同的操作。处理这类问
题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分析和表达工具是判
定表（Decision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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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首先看一个简单的实例，用以说明什么是判定表。 

     在翻开一本技术书的几页目录之后，读者看到一张表，
名为“本书阅读指南”。表的内容给读者指明了在读书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以及作者针对各种情况给读者
的建议。表中列举了读者读书时可能遇到的三个问题，若
读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判定取真值），标以字母“Y”；若
回答是否定的（判定取假值），标以字母“N”。三个判
定条件，其取值的组合共有8种情况。该表为读者提供了
4条建议，但并不需要每种情况都施行。这里把要实施的
建议在相应栏内标以“X”，其它建议相应的栏内什么也不
标。例如，表中的第3种情况，当读者已经疲劳，对内容
又不感兴趣，并且还没读懂，这时作者建议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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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程序设计发展的初期，判定表就已被当作编写程序的辅助工具使

用了。由于它可以把复杂的逻辑关系和多种条件组合的情况表达得既明确
又具体，因而给编写者、检查者和读者均带来很大方便。  

 图3.1 读书指南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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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表通常由4个部分组成，如下图
（3.2）所示，用双线分割的四个部分是： 

         条件茬（Condition  Stub） 

         动作茬（Action  Stub） 

         条件项（Condition  Entry） 

         动作项（Action  Entry） 



§3 判定表法 

 图3.2 判定表的4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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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茬部分列出了问题的所有条件，
除了某些问题对条件的先后次序有特定的
要求外，通常在这里列出的条件，其先后
次序无关紧要。条件项部分是针对它左列
条件的取值，在所有可能情况下，给出真
假值。 

        动作茬则列出了问题规定可能采取的
操作。这些操作的排列顺序一般并没有什
么约束，但为了便于阅读也可令其按适当
的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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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项和条件顶紧密相关。它指出了
在条件项的各组取值情况下应采取的动作。
我们把任何一个条件组合的特定取值及其
相应要执行的操作称为规则。在判定表中
贯穿条件项和动作项的一列就是一条规则。
显然，判定表中列出多少组条件取值，也
就有多少条规则，即条件项和动作项有多
少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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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判定表的化简 

 
        在实际使用判定表时，常常先把它化简。化简工作是

以合并相似规则为目标的。若表中有两条或多条规则具有
相同的动作，并且其条件项之间存在着极为相似的关系，
我们便可设法将其合并。例如，在图3.3中左端的两规则
其动作项一致，条件项中前两条件取值一致，只是第三条
件取值不同。这一情况表明，在第1、2条件分别取真值
和假值时，无论第三条件取任何值，都要执行同一操作。
也即要执行的动作与第3条件的取值无关。于是，我们便
将这两个规则合并。合并后的第3条件项用特定的符号
“—”表示与取值无关。 

  
    与此类似，无关条件项“—”在逻辑上又可包含其它的
条件项取值，具有相同动作的规：则还可进一步合并，如
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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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  两条规则合并成一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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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两条规则进一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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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表最突出的优点是，它能把复杂
的问题按各种可能的情况一一列举出来，
简明而易于理解，也可避免遗漏。 

        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不能表达重复执
行的动作，例如循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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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上

述合并规
则的办法，
可把“读
书指南”
判定表加
以简化，
简化后的
判定表见

图3.5。  

图3.5   两条规则进一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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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判定表在功能测试中的应用  

  一些软件的功能需求可用判定表表达得非常清楚，
在检验程序的功能时判定表也就成为一个非常有
力的工具。 

     如果一软件的规格说明指出： 

     ①当条件1和条件2满足，并且条件3和条件4不
满足，或者当条件1、3和条件4满足时，要执行
操作1。 

    （2）在任一个条件都不满足时，要执行操作2。 

    （3）在条件1不满足，而条件4被满足时，要
执行操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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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6    根据规格说明得到的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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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这个判定表中4个条件的16种
规则并未一一给出。只是给出了16种规则
中的4种，事实上，除这一条以外的一些规
则是指当不能满足指定的条件，执行3种操
作时，要执行1个默许的操作。在没有必要
时，判定表通常可以略去这些规则。但如
果我们打算用判定表来支持设计测试用例，
那就有必要列出这些默许的规则（见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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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1 Y Y Y Y Y Y Y Y N N N N 

Y 

N 

N 

N N N N 

条件2 Y Y Y Y N N N N Y Y Y N N N N 

条件3 Y Y N N Y Y N N Y Y N Y Y N N 

条件4 Y N Y N Y N Y N Y N Y Y N Y N 

动作1 * * * 

动作2 * 

动作3 * * * * 

默认 * * * * * * * * 

规则2 规则1 
规则3 

规则4 规则5 规则8 

规则6 规则7 颜色相同者可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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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默许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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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eizer指出了适合于使用判定表设计测试用例的条件： 

     ①规格说明以判定表形式给出，或是很容易转换成判
定表。 

     ②条件的排列顺序不会也不应影响执行哪些操作。 

     ③规则的排列顺序不会也不应影响执行哪些操作。 

     ④每当某一规则的条件已经满足，并确定要执行的操
作后，不必检验别的规则。 

     ⑤如果某一规则得到满足要执行多个操作，这些操作
的执行顺序无关紧要。 



        B.Beizer提出这5个必要条件的目的是
为了使操作的执行完全依赖于条件的组合。
其实对于某些不满足这几条的判定表，同
样可以借以设计测试用例，只不过尚需增
加其它的测试用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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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险的例子 



 作业：若要求“…对功率大于50马力的机
器、维修纪录不全或已运行10年以上的机
器，应给予优先维修处理…”，请给出判定
表 



1 2 3 4 5 6 7 8 

条
件

  

功率大于50马力 Y Y Y Y N N N N 

维修纪录不全 Y Y N N Y Y N N 

运行超过过10年 Y N Y N Y N Y N 

动
作 

进行优先维修 X X X X X 

作其他处理 X X X 



1 2 3 4 5 

条件 功率大于50马力 Y Y Y N N 

维修纪录不全 Y N N _ _ 

运行超过过10年 _ Y N Y N 

动作 进行优先维修 X X X 

作其他处理 X X 



 错误推测法  
 
错误推测法: 基于经验和直觉推测程序中所有可能存在的
各种错误, 从而有针对性的设计测试用例的方法.  
错误推测方法的基本思想: 列举出程序中所有可能有的错
误和容易发生错误的特殊情况,根据他们选择测试用例. 例
如, 在单元测试时曾列出的许多在模块中常见的错误. 以
前产品测试中曾经发现的错误等, 这些就是经验的总结. 
还有, 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为0的情况. 输入表格为空格或
输入表格只有一行. 这些都是容易发生错误的情况. 可选
择这些情况下的例子作为测试用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