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能测试基础知识  

  



 
Agenda  

一．软件性能、性能测试概念 

二．性能测试的目的  

三．性能测试工程师职责描述 

四．性能测试基本过程 五．性

能测试类型 六．性能测试工具 

七．术语  



 

教学目标  

一．了解性能测试概念 

二．了解性能测试的目的  

三．掌握性能测试工程师职责描述 

四．掌握性能测试流程  

五．掌握性能测试类型  



 

软件的六大质量属性  

https://blog.csdn.net/xifeijian/article/details/8542255  



 

软件的六大质量属性  

完整诠释软件质量模型ISO 25010：http://www.hezongedu.cn/267.html  



 

认识软件性能  

•  软件性能与性能测试：  

 软件性能的覆盖面广泛，对一个系统而言，包括执行效率、  

 资源占用、稳定性、安全性、兼容性、可扩展性、可靠性等 

等。  

 性能测试用来保证系统运行后的性能可以满足用户需求。  

 性能测试在软件质量保证中起重要作用。  



 

认识软件性能  

• 用户眼中的软件性能  

 响应快！  

 运行稳！ 

 无错误！  



 

认识软件性能  

• 开发人员视角的软件性能  

架构是否合理 系统架构 

数据库设计是否存在问题 数据库设计 

代码是否存在性能方面的问题 代码 

系统中是否有不合理的内存使用方式 代码 

系统中是否有不合理的线程同步方式 设计与代码 

系统中是否有不合理的资源竞争 设计与代码 



 

认识软件性能  

• 系统管理员视角的软件性能  

系统管理员关心的问题 软件性能描述 

服务器的资源使用状况合理吗 资源利用率 

系统是否能够实现扩展 系统扩展性 

系统最多支持多少用户的访问， 
系统容量 

支持多少业务处理量 

系统可能的瓶颈在哪里 系统扩展性 

更换哪些设备能提高系统性能 系统扩展性 

是否支持7*24的业务访问 系统稳定性 



 

认识软件性能  

• 性能测试的角度  

1.  服务器硬件性能  
2.  根据需求和历史数据制定性能目

标 3.  建立性能通过模型  
4.  对开发代码框架和硬件框架进行性能分

析 5.  针对开发发布版本的基准测试  
6.  执行软件性能验收及稳定性测

试 7.  生产环境的配置和优化  
8.  制定性能测试的测试用

例 9.  制定性能测试的场景

设计 10.协调各部门配合  
11.特定的性能分析  



 

案例分享  

•  美国医保网站故障  
奥巴马14日紧急召开记者会，称已听到怨声载道，保证医保网站在月底前完成修复，  解决 所

有软件及硬件问题。他对先前宣称民众现有保单不会受新法案影响的言论道歉，  又承认 在

“医保交易所”投保不会像在苹果公司iTunes购买音乐一样简单。  

未经过POC测试  



 

案例分享  

• 北京奥运售票网站  

能力规划不足  
并发测试不充分  



 

案例分享  
•  12306  



 

为什么进行性能测试  

测试目的  

- 能力验证 - 

能力规划 - 

性能提升 - 

系统可用性  



 

为什么进行性能测试  

• 能力验证  

 容量是否满足要求  

响应时间是否满足要求 

 系统是否可以稳定运

行  



 

为什么进行性能测试  

• 能力规划  

 探索性的测试（POC测试）  了

解系统性能以及获得扩展性能  



 

为什么进行性能测试  

• 性能提升  

 发现系统性能瓶颈  

 通过性能调优解决性能瓶颈 

 对比产品升级前后的性能表

现  



 

为什么进行性能测试  

• 系统可用性  

 评价系统的可用性如何  

 测试系统高可用机制是否完备健

全  评估系统恢复时间和商业风险  



 

职责描述  

角色 职责 

1.负责提出性能测试需求的人员或组织，包括公司内部客户或外部客户的技 

术支持、实施、咨询组织  客户、产品经理  
2.配合测试组制定测试需求、测试目标等，一般提供唯一接口人协助落实性 

能测试项目工作。  

1.负责性能测试体系的裁剪和执行，使之符合性能测试项目的实际情况，保  
项目经理/性能 证性能测试工作的有效进行。 
测试经理 统筹整个项目的支持实施。 

2.负责项目进度、质量、成本及风险 

1.在项目经理的组织下，负责性能测试的需求分析，测试方案、测试案例、 
测试场景等的设计工作。 

性能测试分析师 2.分析系统的瓶颈及调优建议。 
3.协助编写测试报告 
4.可以由项目经理兼任。  

1.负责性能测试的测试脚本开发、参数化数据准备工作 2.

负责监控部署  性能测试工程师  
3.负责任务执行、结果搜集及瓶颈初步定位。 4.

协助编写测试报告工作  



 

性能测试基本过程  



 
性能需求分析  

性能需求分析是整个性能测试工作开展的基础，如果连性能的需 

求都没弄清楚，后面的性能测试工具以及执行就无从谈起了。 在

这一阶段，性能测试人员需要与PM、DEV及项目相关的人员 进

行沟通，同时收集各种项目资料，对系统进行分析，确认 测 试

的目标。并将其转化为可衡量的具体性能指标。  

测试需求分析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分析被测系统及其性能需求， 

建立性能测试数据模型，确定性能测试范围，确定合理性能指 

标，并进行评审；  



 

性能测试准备  
主要包括：编写测试方案、测试策略、设计场景、编写脚本、准 备

测试环境，构造测试数据，环境预调优等；  

针对系统的特点设计出合理的测试场景。  
为了让测试结果更加准确，这里需要很细致的工作。如建立用户 

模型，只有知道真实的用户是如何对系统产生压力，才可以设计 

出有代表性的压力测试场景。这就涉及到很多信息，如用户群的 

分布、各类型用户用到的功能、用户的使用习惯、工作时间段、 系

统各模块压力分布等等。只有从多方面不断的积累这种数据， 才

会让压力场景更有意义。最后将设计场景转换成具体的用例。  

测试数据的设计也是一个重点且容易出问题的地方。生成测试数 

据量达到未来预期数量只是最基础的一步，更需要考虑的是数据 

的分布是否合理，需要仔细的确认程序中使用到的各种查询条

件 ，这些重点列的数值要尽可能的模拟真实的数据分布，否则测

试 的结果可能是无效的。  



 

性能测试准备  

预调优指根据系统的特点和团队的经验，提前对系统的各个方 

面做一些优化调整，避免测试执行过程中的无谓返工。比如一 

个高并发的系统，10000人在线，连接池和线程池的配置还用 默

认的，显然是会测出问题的。  



 

执行性能测试  

执行阶段工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执

行测试用例模型，包括执行脚本和场景；  

其次测试过程监控，包括测试结果、记录性能业务指标和资源 

占用情况  



 

结果分析与性能调优  

发现问题或者性能指标达不到预期，及时的分析定位，处理后 

重复测试过程。性能问题通常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表面上 

看到的现象很可能不是根本问题，而是另一处出现问题后引起 

的反应。这就要求监控收集数据时要全面，从多方面多个角度 

去判断定位。调优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平衡的过程，在系统的 

多个方面达到一个平衡即可。  



 

性能报告与总结  

编写性能测试报告，阐明性能测试目标、性能结果、测试环境、 数

据构造规则、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等。并对此次性能测试 经验

进行总结与沉淀。  

上面所有内容中，如果排除技术上的问题，性能测试中最难做 好

的，就是用户模型的分析。它直接决定了压力测试场景是否 能够

有效的模拟真实世界压力，而正是这种对真实压力的模拟， 才使

性能测试有了更大的意义。可以说，性能测试做到一定程 度，差

距就体现在了模型建立上。  

 至于性能问题的分析、定位或者调优，很大程度是一种技术 

问题，需要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数据库、操作系统、网络、开 发

都是一个合格的性能测试人员需要拥有的技能，只有这样， 才

能从多角度全方位的去考虑分析问题。  



 

性能测试模型  

说明：  
a点：性能期望值  
b点：高于期望，系统资源处于临界点 c

点：高于期望，性能处于拐点  
d点：超过负载，资源不够用，系统处于崩溃  



 

性能测试类型  
性能测试的定义为：在一定的负载情况下，系统的响应时间等特 

性是否满足特定的性能需求。  

性能测试是指通过模拟生产运行的业务压力量和使用场景组合， 

测试系统的性能是否满足生产性能要求。  

目的：验证系统是否有其宣称具有的能力。  
特点：对系统性能已经有了解的前提，对需求有明确的目标， 并

在已经确定的环境下进行的。  

关注的是系统性能是否和具体的性能需求相一致，而当系统性 

能超过性能需求的时候，系统的表现并不是测试人员关心的重 

点。  



 

负载测试  

是指对系统不断地增加压力或增加一定压力下的持续时间， 

直到系统的某项或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安全临界值，例如某种 

资源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等  

目的: 找到系统处理能力的极限。了解系统的性能容量，或 

是配合性能调优来使用。  
特点：对系统性能已经有了解的前提，对需求有明确的目标， 并

在已经确定的环境下进行的。  

•  产出：  
 1.得出线下系统最大TPS。  

 2.得出线下系统最大TPS时硬件资源利用率。  

3.得出线下系统极限并发数。  



 

压力测试（强度测试）  

压力测试是评估系统处于或超过预期负载时系统的运行情况。 

压力测试的关注点在于系统在峰值负载或超出最大载荷情况下 

的处理能力。  

目的：检查系统处于大压力性能下时，应用的表现。 特点：一

般通过模拟负载等方法，使得系统的资源使用达到较 高的水

平。  关注点:发现功能测试不能发现的非功能性缺陷。  

•  产出：  
 得出线下系统崩溃点的TPS。  

得出线下系统崩溃时资源使用率 

 得出线下系统极限并发数  



 

稳定性测试（可靠性测试）  

在给系统加载一定业务压力（性能测试压力或者参考 80/20

原则）的情况下，使系统运行一段时间，以此检测 系统

是否稳定。  

目的：主要目的是验证是否支持长期稳定的运行。 

关注系统稳定性。  

产出：  
长时间测试中系统稳定不宕机 

不测试业务场景无性能问题  
某业务出现错误时系统可稳定持续运行  
系统稳定状态下的资源利用、连接池、TPS、响应 时间、DB 健

康情况等数据  



 

容量测试  
容量测试的目的是通过测试预先分析出反映软件系统应用特征 

的某项指标的极限值（如最大并发用户数、数据库记录数等）， 系

统在其极限状态下没有出现任何软件故障或还能保持主要功 能

正常运行。  
容量测试还将确定测试对象在给定时间内能够持续处理的最大 

负载或工作量。  
基本原理是通过不同的负载测试找出系统在资源饱和，无故障的 

情况下的最大性能指标，如：并发，吞吐流量等。  

产出:  
1.获取系统在拐点时的性能数据 2.获

取系统性能点下降时的性能数据  3.容量测试在资源占用和以及其他应用方面都有设定的指标。比 

如：CPU，memory，Disk usage，load average等。那么这 些指标如何设定。

一般采用80/20原则。如：CPU不超过80%  



 

配置测试  

配置测试主要是针对硬件而言，了解各种不同环境对系统性能影 

响的程度，从而找到系统各项资源的最优分配原则。主要目的是 

了解各种不同因素对系统性能影响的程度，从而判断出最值得进 

行的调优操作。  



 

基准测试  

在系统无任何负载压力情况下，对系统施加单个用户，为了获 取

单用户的各业务响应时间作为性能基准数据的测试 基准测试是

指在一定的软件、硬件及网络环境下，模拟一定数 量的虚拟用户

运行一种或多种业务，将测试结果作为基线数据， 在系统调优或

系统评测的过程中，通过运行相同的业务场景比 较测试结果，确

定调优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或者为系统的 选择提供决策数

据。  

基准测试一般基于配置测试，通过配置测试得到数据，并将这 

个数据作为基准来比较每次调优后的性能是否有所改善。  



 

软件性能的核心概念－响应时间  

• 什么是响应时间  

请求  发出请求  

用户  

感受响应 
返回数据 

应用界面 D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系统响应时间 呈现时间 

指的是客户发出请求到得到响应的整个过程的时间  



 

软件性能的核心概念－响应时间  

• 什么是系统响应时间  



 

软件性能的核心概念－响应时间  

•  网络传输时间：N1+N2+N3+N4  

•  应用服务器处理时间：A1+A3 •  

数据库服务器处理时间：A2  
•  响应时间：N1+A1+N2+A2+N3+A3+N4  



 

软件性能的核心概念  
1. 负载：模拟业务操作对服务器造成压力的过程，比如模拟100  

 个用户进行发帖。  

2. TPS：每秒完成的事务数，通常指每秒成功的事务数，性能测  

 试中重要的综合性性能指标。一个事务是一个业务度量单位， 有时一个事务会包

含多个子操作，但是为了方便统计，我们会 把这多个子操作计为一个事务。比如一笔

电子支付操作，在后 头系统中可能会经历会员系统、账务系统、支付系统、会计系 统、

银行网关等。但对于用户来说只想知道整笔支付花费了多 长时间。  

3. RT/ART：响应时间/平均响应时间，指一个事务花费多长时间  

 完成（多长时间响应客户请求），为了使这个响应时间更具代 表性，会统计更多

的响应时间然后取平均值，即得到了事务平 均响应时间（ART），为了方便大家通常会

直接用RT来代替 ART，ART与RT是代表同一个意思。  

4. PV（Page View）:每秒用户访问页面的次数，此参数用户分  

 析平均每秒有多少用户访问页面。  



 

软件性能的核心概念  
5. Vuser虚拟用户（Virtual user）:模拟真实业务逻辑步骤的虚 拟用户，虚拟用户模拟的步骤

都被记录在虚拟用户脚本里。 Vuser脚本用于描述Vuser在场景中执行的操作。  

6. Concurrency并发，并发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并发， 即所有的用户在同一时刻做

同一件事情或操作，这种操作一遍针 对同一类型的业务，或者所有用户进行完全一样

的操作，目的是 测试数据库和程序对并发操作的处理。广义的并发，即多个用户 对

系统发出了请求或者进行了操作，但是这些请求或者操作可以 是不同的。对整个系统

而言，仍然有很多用户同时进行操作。狭 义并发强调对系统的请求是完全相同的，多

适用于性能测试、负 载测试、压力测试、稳定性测试场景；广义并发不限制对系统的 

请求操作，多适用于混合场景、稳定性测试场景。  



 

软件性能的核心概念  
7. 场景（Scenario）：性能测试过程中为了模拟真实用户的业务 处理过程，在LR中构建的基

于事务、脚本、虚拟用户，运行设置、 运行计划、监控、分析等的一系列动作的集合，

称之为性能测试 场景。场景中包含了待执行脚本、脚本组、并发用户数、负载生 成器、

测试目标、测试执行时的配置条件等。  

8. 思考时间（Think Time）:模拟正式用户在实际操作时的停顿 间隔时间。从业务的角度

来讲，思考时间指的是用户在进行操作 时，每个请求之间的间隔时间。在测试脚本中，

思考时间体现为 脚本中两个请求语句之间的间隔时间。  

9. 标准差（Std.Deviation）:该标准差根据数理统计的概念得来， 标准差越小，说明波动越小，

系统越稳定，反之，标准差越大， 说明波动越大，系统越不稳定。包括响应时间标准差、

TPS标准 差、Running Vuser标准差、Load标准差、CPU资源利用率标准 差、Web Resources标准差等。

举例响应时间标准差。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