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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团队最佳实践系列      

撰文 / 莫映 

条款 2：为小型团队明确设立质量跟踪和产品集成角色，并实行

轮值制度 

对于一个 5－10 人的小型开发团队——正如我所在的团队——也许每个人都曾经或者正在
承担着繁重的开发任务，但这不足以成为可以忽略质量跟踪与产品集成的充分理由。在软件

过程中，质量跟踪与产品集成的角色是不可以被轻视的。前者负责全程监督并持续跟踪软件

产品的质量状况，确保软件质量不出现问题；而后者则负责将软件各组分集成并统一于一个

全局视图。 

实践故事 

我们不打算设立专职人员，因为高质量专业化的独立测试是中小规模团队所无法承担的，沟

通不利和效果不彰的先例屡有所闻。我们也不打算刻意强调过程文档化，包括我在内，过重

的文档往往让人产生抵触情绪。并且，过程控制的复杂性也无益于小型团队对快速变化的响

应能力。 
 
为了在可调配资源与软件质量之间取得平衡，我们没有对质量跟踪和产品集成做严格区分，

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角色，同时强调其职责的明确性，以及沟通的充分性。 
 
在我们的团队里，质量跟踪人员的日常事务包括： 
l 根据软件的规格说明对其进行集成测试，并负责将 Bug提交至 Issue tracking系统。随
后，一封邮件将会由 Issue tracking系统自动发送给相关责任人。这里的软件规格说明，
除了简明的专有文档外，更细粒度的软件特性，事先都已经转化为 Issue tracking 中的
New Feature或者是 Improvement了。 

l 监控和跟踪由持续集成平台所反映的有关产品集成与构建的问题。持续集成平台每天午

夜会有一次完整的自动构建，并生成相应的测试报告和构建日志，构建结果将会作为邮

件发送给全部组员。质量跟踪人员在次日早上会根据构建日志的记录情况，就具体问题

寻找相关人员进行沟通。 
l 我们的质量跟踪人员还需要负责搭建和维护软件产品的相关集成环境和测试环境，包括

对自动化脚本的维护工作。充分利用自动化脚本工具（比如：Ant、Maven），可以简化
许多与质量跟踪、产品集成相关的工作，比如：自动准备测试数据，自动运行测试用例

（包括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根据需要自动发布质量报告，自动生成可供演示的运行

系统，以及多个子项目的并行管理，等等。 
 
另一项值得一提的辅助实践是轮值制度：在团队中每隔一定时间，我们将会对质量跟踪的角

色做一次轮换，通常是 1至 2个月。根据迭代周期的具体情况，我们还会要求团队成员不定
期的轮换进行集成测试。因而，前任者还负有一项将“实践经验”传授给继任者的附加职责。 

http://morningspace.51.net/
mailto:moyingzz@etang.com


http://morningspace.51.net/                                              mailto:moyingzz@etang.com 

 2

道理分析 

首先，我们认为保证软件产品质量是开发人员的本职工作，因而由开发人员担当质量跟踪的

角色是可以理解的。并且，通过测试驱动、持续集成等相关措施的保障，我们可以利用较低

的成本，可控而稳定的达到可见的软件质量水平。 
 
其次，开发人员需要有必要的“打扰”，否则他们未必了解自己所负责的模块中存有缺陷和

隐患，也未必意识到自己在某项任务上花费的时间是否对开发进度构成风险。成员天生的“惰

性”是需要坦然承认的，这没什么好避讳的。相反，在接受这一事实之后，我们就有理由将

该项因素充分考虑，并制订出更为务实的措施。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软件质量和开发进

展有全局认识的人，他会视情况不厌其烦的“打扰”其他成员，而当其他成员就项目当前状

况提出疑问时，他也应该马上能够做出反馈。 
 
轮值的目的在于培养和复制共同经验，使团队成员在质量跟踪方面有更为深刻的切实体认。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时常发现，开发人员在负责局部模块时，主观上总会缺乏对软件整体视

图，或他人负责模块的了解和认识的热情。这对于一个小型敏捷团队而言是十分致命的，而

轮值可以为团队成员们习惯于从全局角度把握软件本身以及开发过程创造契机。实际上，轮

值制度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极限编程思想的启发，这看起来很符合“共同所有权（collective 
ownership）”的精神。 
 
最后一点，轮值制度也可以避免因为人员变更而导致软件过程失去控制的危险。 
 
一段时间之前，我将持续集成的维护工作转交给了继任者。就在几天前的早上，当我打开邮

箱收到一封来自持续集成服务器的“build failure”报告之后没过多久，新的负责人正在关切
的向另一位同事询问 failure的原因……半个小时后，我再次收到了来自服务器的自动邮件，
不过这次是一个让人欣喜的结果。 

注意事项 

不要以为集成环境的搭建与维护是轻而易举的。根据我们在上一次开发周期中的统计数据显

示，在质量跟踪与产品集成上的精力投入大约花去了单人有效工作时间总和的 2/3，而这其
中有一半的时间是花在持续集成平台的搭建与维护上的（包括自动脚本的维护）。但是，这

样的投入是值得的，并且随着团队成员对工具与环境的逐步熟识，所花成本将会相应递减。 

其他 

虽然工具的使用并非主导因素，但是我也很乐意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目前围绕质量跟踪与软

件集成所使用的相关工具。以下是一个工具清单，仅供参考。 
 

工 具 说  明 
Jira Issue tracking系统 
Anthill Pro 持续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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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 自动构建脚本 
Cvs 版本控制与管理 
Wiki/Blog 统一的文档与内容发布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所谓的“最佳实践”并非是彼此孤立的“金科玉律”，正如极限

编程所倡导的，应该充分相信其“加和效应”。我们的团队也依然处在持续改进的过程之中，

远非理想状态。但是在这里，并不会有管理制度自上而下的全盘性贯彻或指派，因为我们相

信，这很容易流于形式，且无法长久。我们所选择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在某些适度

实践得到巩固并保持良好延续之后，在成员们切实体会到某些关联实践的必要性之后，再依

次引入那些关联性实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我们意识到小版本发布的反馈情况，对过程

控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时，我们引入了持续集成，而当我们深入实践持续集成的时候，我

们又逐步意识到，为了使持续集成更有价值，需要加强单元测试的力度。我很高兴的看到，

目前大家编写单元测试的自觉性有了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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