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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上

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勤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迅策科技有限

公司、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信息化工程研究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内蒙古大学、江苏中数据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江、苏志远、卫凤林、张群、杜小勇、陈敏刚、黄先芝、公维锋、陈文捷、蔡立志、

王建华、李正、耿大为、赵志强、颜怀柏、顾美营、张勇、朱志祥、马小宁、吴艳华、赵正阳、韩梅、李华、魏清、

张海静、王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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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大数据

分析系统功能测试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数据分析系统的数据准备模块、分析支撑模块、数据分析模块、流程编排模块的功

能测试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大数据分析系统的设计、开发和交付。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　信息技术　大数据分析系统功能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大数据分析系统　犫犻犵犱犪狋犪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狊狔狊狋犲犿

在大数据存储和处理系统提供的原始数据和计算框架的基础上，集成了一系列数据分析生命周期过

程中所用工具的系统。

４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ＡＰＩ：应用程序接口（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ＵＣ：ＲＯＣ曲线下方的面积（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ＣＣｕｒｖｅ）

ＣＰＵ：中央处理器（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

ＧＰＵ：图形处理器（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

ＨＤＦＳ：分布式文件系统 （Ｈａｄｏｏ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ＪＳＯＮ：ＪＳ对象标记（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Ｏｂｊｅｃｔ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ＬＡＰ：联机分析处理（ＯｎＬｉｎ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ＣＡ：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Ｔ：表述性状态转移（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ＯＣ：接受者操作特性（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ＳＱＬ：结构化查询语言（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Ｑｕｅｒ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ＳＤ：固态硬盘（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Ｄｒｉｖｅｓ）

ＸＭＬ：可扩展置标语言（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Ｍａｒｋｕ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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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概述

本标准根据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规定的大数据分析系统的功能要求，给出了相应的测试要求。测试示

例参见附录Ａ。

６　数据准备模块功能测试

６．１　数据抽取功能测试

数据抽取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按照需求抽取存放在存储系统中的数据；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对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提供不同抽取方法；

ｃ）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提供全量抽取及增量抽取模式；

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主动抽取和被动追加；

ｅ）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定时批量抽取；

ｆ）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分布式数据抽取，并测试在数据抽取过程是否实

现负载均衡。

６．２　数据清洗功能测试

数据清洗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数据一致性；

ｂ）　应通过进行无效数据值删除、修正等操作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处理无

效值；

ｃ）　应通过填充缺失值或删除缺失值对应数据条目等操作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

持处理缺失值；

ｄ）　应通过合并重复数据或者删除重复数据等操作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处理

重复数据；

ｅ）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提供清洗前后的数据比对功能；

ｆ）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逻辑矛盾、关联性验证、不合理数据的清洗。

６．３　数据转换功能测试

数据转换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通过对结构化数据进行列转换操作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结构化数据列

转换；

ｂ）　应通过对结构化数据进行行转换操作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结构化数据行

转换；

ｃ）　应通过对结构化数据进行表转换操作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结构化数据表

转换；

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非结构化数据的结构化处理；

ｅ）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对文本、网页类数据的规范化处理，是否支持将文

档类数据转化成单一规范形式；

ｆ）　应通过进行语音和音频输入，检测输入识别结果准确性，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

支持对语音／音频数据的识别处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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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应通过进行图像输入，检测输入识别结果准确性，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提

取图像信息。

６．４　数据加载功能测试

数据加载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把经过清洗和转换之后的数据加载到大数据分析

系统；

ｂ）　应按照加载的目标结构将转换过的数据输入到目标结构中去，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

块是否支持全量加载；

ｃ）　在目标结构中已经存在数据时，应通过在保存已有数据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数据，测试大数据分析

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增量加载；

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准备模块是否支持实时加载或批量加载。

７　分析支撑模块功能测试

７．１　查询功能测试

７．１．１　查询接口测试

查询接口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通过标准的数据库连接接口进行查询；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ＲＥＳＴＡＰＩ查询接口进行查询。

７．１．２　查询优化测试

查询优化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通过建立数据索引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达到查询加速的效果；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精确查询和模糊查询；

ｃ）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基于规则或者基于成本的查询优化；

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数据分片和多副本技术；

ｅ）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通过ＳＱＬ进行复杂条件高并发查询；

ｆ）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二级索引。

７．２　机器学习功能测试

７．２．１　数据集管理功能测试

数据集管理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能够将输入数据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ｂ）　应通过将训练、验证过的模型导入到大数据分析系统中，以及将大数据系统中训练所得的模型导

出的操作，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提供机器学习模型的导入和导出的功能。

７．２．２　支持算法测试

支持算法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回归与分类算法；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聚类算法；

ｃ）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协同过滤算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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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降维算法；

ｅ）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频繁模式挖掘算法；

ｆ）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神经网络算法；

ｇ）　应通过检查是否具有特征提取、特征转换、特征选择、模型选择、交叉验证、模型调优组件测试大

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提供机器学习流程的其他组件；

ｈ）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Ｊａｖａ、Ｓｃａｌａ、Ｐｙｔｈｏｎ、Ｒ等一种或多种语言，并且是

否支持二次开发增加新的算子。

７．２．３　模型评估功能测试

应通过检查机器学习模块中包含交叉验证、模型选择等核心评估组件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

模块是否能够支持算法模型的评估模块。

７．３　统计分析功能测试

统计分析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通过计算最大值、最小值、求和、总数等统计量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基

本的数值统计；

ｂ）　应通过计算平均数、中位数、众数等统计量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分析数据

集中趋势的统计；

ｃ）　应通过计算极差、方差、标准差等统计量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分析数据离

散程度的统计；

ｄ）　应通过计算协方差、相关系数等统计量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分析多个随

机变量的关系；

ｅ）　应通过保存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案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统计分析的自定义

模板能力。

７．４　可视化功能测试

可视化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通过以Ｅｘｃｅｌ、关系型数据库、ＪＳＯＮ、ＸＭＬ格式输入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

持常见的数据源数据格式作为输入；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对高维数据的可视化展示；

ｃ）　应通过检查是否可以以柱状图、饼图、折线图等方式展示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

支持可视化分析工具库；

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分析支撑模块是否支持算法模型的评估相关的可视化工具。

８　数据分析模块功能测试

８．１　分析模式测试

８．１．１　离线数据分析功能测试

离线数据分析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结构化查询语言；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对离线数据的分布式分析；

ｃ）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具有通过标准接口支持第三方应用的能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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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分布式计算或并行计算等计算框架；

ｅ）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对海量工作任务的切分和分布式调度；

ｆ）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集成第三方的机器学习算法库；

ｇ）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使用内存或ＳＳＤ存储作为缓存；

ｈ）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分布式执行计划层面的优化；

ｉ）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对文本类、音视频类以及图像类数据的分析；

ｊ）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对关系型数据库和大数据存储系统中的数据源进

行交叉查询、聚合、关联操作的能力；

ｋ）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使用ＧＰＵ对特定算法加速分析。

８．１．２　流数据分析功能测试

流数据分析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按时间切片后进行批量处理；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基于事件触发或者采样的流式处理；

ｃ）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实时流上的数据统计；

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流式数据的排序；

ｅ）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与静态表之间的关联；

ｆ）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多个数据流的关联处理；

ｇ）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采用滑动窗口方式的实时分析任务，并测试其时

间窗口大小是否可调；

ｈ）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实时数据的分组、优先级调度；

ｉ）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对文本类、音视频类以及图像类数据的分析。

８．１．３　交互式联机分析功能测试

交互式联机分析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对数据进行分布式的联机

分析；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对数据进行即席查询；

ｃ）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利用可视化中间件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显示；

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在交互式分析过程中定义计算公式和参数配置；

ｅ）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交互式分析过程的自动保存和回退等操作；

ｆ）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在交互式分析过程中对分析结果的保存和发布；

ｇ）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基于在线联机分析的交互式数据分析；

ｈ）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对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

８．２　分析类型测试

８．２．１　预测型分析功能测试

预测型分析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趋势预测、回归分析等多种预测分析方法；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准确率以百分比数值化形式呈现，并测试是否精

确到小数点后至少１位；

ｃ）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使用可视化方式进行显示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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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对训练好的模型的发布应用。

８．２．２　描述型分析功能测试

描述型分析功能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使用相关关系分析方法进行描述型分析；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可视化展示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是否支持展示

模型训练效果，是否支持对训练好的模型可存储和发布；

ｃ）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分析模块是否支持分析结果的良好直观呈现。

９　流程编排模块功能测试

９．１　工作流管理测试

工作流管理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通过拖拉方式进行流程编排和修订等操作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流程编排模块是否支持可视化

的流程编排操作界面；

ｂ）　应通过配置工作流的触发时间的启动时间、执行周期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流程编排模块是否支

持工作流的调度触发机制，并且是否支持配置触发时间或触发事件；

ｃ）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流程编排模块是否支持通过管理界面对工作流进行启动、停止操作；

ｄ）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流程编排模块是否支持并行执行多流程任务；

ｅ）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流程编排模块是否支持通过数据管道实现工作流的串联；

ｆ）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流程编排模块是否支持多人协同功能；

ｇ）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流程编排模块是否支持流程编排结果的持久化保存。

９．２　告警和日志测试

告警和日志测试要求如下：

ａ）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流程编排模块是否支持跟踪计算或任务的执行状态，并测试是否对异常

任务给出告警；

ｂ）　应测试大数据分析系统流程编排模块是否支持任务执行状态的细节输出到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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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测试示例

犃．１　数据准备模块功能测试示例

犃．１．１　数据抽取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１～表Ａ．６。

表犃．１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１ａ）

测试项 ６．１ａ）

测试示例
在全量／增量／负载均衡三种常见需求中选择抽取方法进行测试。分别执行表Ａ．３或表Ａ．６的

测试示例

表犃．２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１ｂ）

测试项 ６．１ｂ）

测试示例

ａ）　可选择以下至少一种结构化数据的抽取方法：

１）　数据库复制：从源数据库读取数据，写入目标数据库；

２）　数据库同步：在源数据库变化时，动态更新目标数据库中的数据，保持源数据库和目标

数据库内容一致；

３）　数据抽取转换：从源数据库中读取数据，经过转换处理，然后写入目标数据库。

ｂ）　可选择以下至少一种非结构化数据的抽取方法：

１）　单文件复制：将单个文件从源存储地址复制到指定的目标存储地址；

２）　批量文件复制：将选取的多个文件从源存储地址复制到指定的目标存储地址；

３）　文件夹复制：将选取的一个或多个源文件夹中存储的所有文件复制到指定的目标存储地址；

４）　文件夹同步：采用同步更新机制实现源文件夹中存储的文件与目标存储的文件同步

表犃．３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１ｃ）

测试项 ６．１ｃ）

测试示例

数据存储在源数据库或文件系统中，抽取到目标数据库或文件系统：

ａ）　全量抽取操作：对待抽取的源数据库或源文件内容进行签名，全量抽取并存储到目标数据

库或文件系统后，全量抽取后再进行签名，对比签名是否一致；

ｂ）　增量抽取操作：目标数据库或文件存储中已经包含全量抽取的内容，对待追加的数据记录

或文件内容进行签名，向目标数据库或文件系统中追加新增的数据记录或文件，增量抽取

后再签名，对比签名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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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１ｄ）

测试项 ６．１ｄ）

测试示例

数据存储在源数据库或文件系统中，抽取到目标数据库或文件系统：

ａ）　主动抽取操作：系统能够将待抽取的数据记录或文件从源数据库或文件系统，通过拉取

（ｐｕｌｌ）方式进行全量抽取或增量抽取，测试示例与表Ａ．３相同；

ｂ）　被动追加操作：外部系统通过数据准备模块的ＡＰＩ，将待抽取的数据以推送（ｐｕｓｈ）方式追

加到目标数据库或文件系统，追加前后分别对数据进行签名，对比签名是否一致

表犃．５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１ｅ）

测试项 ６．１ｅ）

测试示例

源数据存放在数据库或文件系统中。对待抽取的数据进行签名，执行定时批量抽取操作到目

标数据库或文件系统，然后对数据进行签名，对比抽取前后数据的签名是否一致：

ａ）　设置分钟级定时任务，批量抽取过程中修改系统时钟；

ｂ）　设置小时级定时任务，批量抽取过程中修改系统时钟，并模拟抽取过程中跨天的情况；

ｃ）　设置天级定时任务，批量抽取过程修改系统时钟

表犃．６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１ｆ）

测试项 ６．１ｆ）

测试示例

数据存放在数据库中，并能够继续追加数据。在数据库中存入足够多的文件内容足够大的数

据，把监控探针分别部署到数据库每个节点（≥２），然后进行为期１ｈ的数据抽取，分析监控探

针传回的监测数据，得到每个节点的负载情况

犃．１．２　数据清洗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７～表Ａ．１２。

表犃．７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２ａ）

测试项 ６．２ａ）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进行检查，分析数据一致性。筛

选出不一致的数据，对不一致的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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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８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２ｂ）

测试项 ６．２ｂ）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对数据表中的数据项进行检查，删除或修改数据中

的无效值

表犃．９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２ｃ）

测试项 ６．２ｃ）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记录进行检查，删除存在缺失值

的数据记录或将缺失值补全

表犃．１０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２ｄ）

测试项 ６．２ｄ）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记录进行检查，删除或合并重复

数据记录

表犃．１１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２ｅ）

测试项 ６．２ｅ）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提供清洗前数据信

息和清洗后数据信息的自动比对或人工比对功能，并输出数据清洗前后变化结果

表犃．１２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２ｆ）

测试项 ６．２ｆ）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

ａ）　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进行检查，分析数据逻辑，删除或修改存在逻辑矛盾的数据；

ｂ）　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进行检查，分析数据关联性，删除或修改存在关联性错误的数据；

ｃ）　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进行检查，分析数据合理性，删除或修改不合理的数据

犃．１．３　数据转换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１３～表Ａ．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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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３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３ａ）

测试项 ６．３ａ）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对数据表的一个或

多个字段的值进行转换或生成一个新的字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操作：

ａ）　分组或分级：如按照年龄段分组，按照用户消费额大小划分用户等级；

ｂ）　变换或替换：如字符与数值之间的变换，或用归一化的数值替换原来字段值；

ｃ）　拆分或组合：如将一个列拆分成多列，或将多列组合成一列

表犃．１４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３ｂ）

测试项 ６．３ｂ）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对数据表按照行进

行转换操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操作：

ａ）　行过滤：如按照某个标称值过滤掉不符合条件的行；

ｂ）　行变换：如把一行数据按照某种条件或规则分裂成多行数据，或把多行按组聚合成一行

表犃．１５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３ｃ）

测试项 ６．３ｃ）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对数据表整体进行

转换操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操作：

ａ）　从一个表抽取部分数据生成一个新的表；

ｂ）　抽取表的元数据信息，然后通过行列转置，生成一个新的表

表犃．１６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３ｄ）

测试项 ６．３ｄ）

测试示例

非结构化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在文本、网页／文

档／语音、音频／图片／图像五种常见需求中选择抽取非结构化数据类型功能要求的测试示例

进行测试。分别执行表Ａ．１７、表Ａ．１８或表Ａ．１９的测试示例

表犃．１７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３ｅ）

测试项 ６．３ｅ）

测试示例

非结构化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

ａ）　文本、网页类数据的规范化处理操作：提取文本、网页类数据信息，将提取的信息生成结构

化数据；

ｂ）　文档类数据的规范化处理操作：提取文档内容及文档属性信息，将提取的数据生成结构化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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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８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３ｆ）

测试项 ６．３ｆ）

测试示例
非结构化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将语音／音频内容

转换为计算机可读的输入，测试系统能否识别语音、音频中的词汇

表犃．１９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３ｇ）

测试项 ６．３ｇ）

测试示例

非结构化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

ａ）　提取图片内容操作：将图片中的内容转换为字符文本；

ｂ）　提取图像信息操作：提取图像信息，将提取的信息生成结构化数据

犃．１．４　数据加载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２０～表Ａ．２３。

表犃．２０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４ａ）

测试项 ６．４ａ）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在全量加载／增量

加载／实时加载／批量加载四种常见需求中选择加载类型对应的测试示例进行测试。分别执

行表Ａ．２１、表Ａ．２２或表Ａ．２３的测试示例

表犃．２１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４ｂ）

测试项 ６．４ｂ）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数据加载时，若目标结构

中无数据，直接加载写入新数据；若目标结构中已有数据，删除原有数据并加载写入新数据

表犃．２２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４ｃ）

测试项 ６．４ｃ）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数据加载时，若目

标结构中的已有数据与加载的新数据不会产生重复记录，直接加载写入新数据记录；若目标

结构会产生重复记录，丢弃加载的新数据记录或者以不同版本数据记录加载写入目标结构

１１

犌犅／犜３８６４３—２０２０



表犃．２３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６．４ｄ）

测试项 ６．４ｄ）

测试示例

数据已经抽取到分析系统的结构化存储，并经过了数据清洗模块的处理。

ａ）　实时加载操作：实时通过流数据处理方式将转换过的数据输入目标结构中；

ｂ）　批量加载操作：采用批量导入方式，将转换过的数据输入目标结构中

犃．２　分析支撑模块功能测试示例

犃．２．１　查询功能测试示例

犃．２．１．１　查询接口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２４～表Ａ．２５。

表犃．２４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１．１ａ）

测试项 ７．１．１ａ）

测试示例
提供使用标准接口类型的验证程序样例源码、编译环境及预设目标。编译生成可执行的二进

制程序连接数据库执行检测，检查结果是否完整以及是否符合预设目标

表犃．２５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１．１ｂ）

测试项 ７．１．１ｂ）

测试示例
建立匹配大数据分析系统ＲｅｓｔＡＰＩ接口相关的检测环境和预设目标。编译并执行测试样例

程序，检查结果是否完整以及是否符合预设目标

犃．２．１．２　查询优化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２６～表Ａ．３１。

表犃．２６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１．２ａ）

测试项 ７．１．２ａ）

测试示例

审阅关于基于规则或基于成本优化的文件，看其是否规定了相应的优化途径。在同一套正常

运行的大数据分析系统中构造检测数据环境，在该环境中通过两次执行相同的查询，一次带

有数据索引的查询，一次不带数据索引，并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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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７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１．２ｂ）

测试项 ７．１．２ｂ）

测试示例
建立完成检测所需数据及精准查询和模糊查询的查询语句，并设定检测目标。执行精准查询

和模糊查询的查询语句，检测查询结果与预设目标的一致性

表犃．２８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１．２ｃ）

测试项 ７．１．２ｃ）

测试示例
系统具备基于规则或基于成本优化组件正常工作的证明手段，建立可体现查询优化功能的检

测方法。执行构建的检测方法，并使用提供的证明手段进行结果检查

表犃．２９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１．２ｄ）

测试项 ７．１．２ｄ）

测试示例
构建检测方法及检测数据，具备可直观查看查询性能的手段，并设定检测目标。通过适当调

整数据副本数，检查调整前后的查询耗时情况

表犃．３０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１．２ｅ）

测试项 ７．１．２ｅ）

测试示例
建立带有复杂条件的ＳＱＬ语句及并发测试工具，并发过程中ＳＱＬ的条件不应取固定值。执

行并发测试工具并记录结果，通过工具输出物进行结果检查

表犃．３１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１．２ｆ）

测试项 ７．１．２ｆ）

测试示例
构建特定的能够建立二级索引的语句或程序，并设定检测目标。执行二级索引语句或程序，

检测查询结果与预设目标的一致性

犃．２．２　机器学习功能测试示例

犃．２．２．１　数据集管理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３２和表Ａ．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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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２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１ａ）

测试项 ７．２．１ａ）

测试示例
加载数据集，并调用数据集划分ＡＰＩ，将数据按设定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检查训练

集数据、验证集和测试集数据是否按预期正确划分

表犃．３３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１ｂ）

测试项 ７．２．１ｂ）

测试示例

在文件系统中准备好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模型和测试数据集，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算法及Ｉｒｉｓ数据集

（可以选择其他机器学习模型与数据集），导入并加载已训练好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使用该模型

对Ｉｒｉｓ数据集中的一条或多条数据记录进行预测，并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导出到文件系统

犃．２．２．２　支持算法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３４～表Ａ．４１。

表犃．３４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２ａ）

测试项 ７．２．２ａ）

测试示例
调用系统的回归算法ＡＰＩ，对数据集进行回归分析，并检查回归分析的结果；调用系统的分类

算法ＡＰＩ，对Ｉｒｉｓ数据集进行分类，并检查分类的结果

表犃．３５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２ｂ）

测试项 ７．２．２ｂ）

测试示例 调用系统的Ｋ均值聚类算法ＡＰＩ，对Ｉｒｉｓ数据集进行聚类，并检查聚类的结果

表犃．３６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２ｃ）

测试项 ７．２．２ｃ）

测试示例 调用系统的协同过滤算法ＡＰＩ，对数据集中的用户进行推荐，并检查推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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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７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２ｄ）

测试项 ７．２．２ｄ）

测试示例
调用系统的降维ＡＰＩ，比如ＰＣＡＡＰＩ，对 ＭＮＩＳＴ（手写体数字识别）数据集进行降维，并可视

化降维结果

表犃．３８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２ｅ）

测试项 ７．２．２ｅ）

测试示例
调用系统的频繁模式挖掘ＡＰＩ，比如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ＡＰＩ，对构造的数据集进行频繁模式计算，并

查看关联规则

表犃．３９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２ｆ）

测试项 ７．２．２ｆ）

测试示例 调用系统的神经网络ＡＰＩ，对 ＭＮＩＳＴ数据进行分类，并查看分类结果

表犃．４０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２ｇ）

测试项 ７．２．２ｇ）

测试示例
构造数据集，并调用系统的特征提取、特征转换、特征选择等ＡＰＩ，实现模型的训练、模型选择、

交叉验证

表犃．４１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２ｈ）

测试项 ７．２．２ｈ）

测试示例
采用Ｊａｖａ、Ｓｃａｌａ、Ｐｙｔｈｏｎ、Ｒ等一种或多种语言编写一种或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并用数据集验

证机器学习算法可在系统中正确运行

犃．２．２．３　模型评估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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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２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３

测试项 ７．２．３

测试示例
确认机器学习模块中包含交叉验证、模型选择等核心评估组件；确认机器学习模块中包含混

淆矩阵、精度、召回率、ＲＯＣ曲线、ＡＵＣ等模型性能度量指标

犃．２．３　统计分析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４３～表Ａ．４７。

表犃．４３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３ａ）

测试项 ７．３ａ）

测试示例

选择相应的统计分析算子并连接需要统计的数据表，对数据表执行基本数值统计操作，包括

但不限于：

ａ）　求最大值；

ｂ）　求最小值；

ｃ）　求和；

ｄ）　求总数

表犃．４４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３ｂ）

测试项 ７．３ｂ）

测试示例

选择相应的统计分析算子并连接需要统计的数据表，对数据表执行数据集中趋势统计操作，

包括但不限于：

ａ）　求平均数；

ｂ）　求中位数；

ｃ）　求众数

表犃．４５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３ｃ）

测试项 ７．３ｃ）

测试示例

选择相应的统计分析算子并连接需要统计的数据表，对数据表执行离散程度统计操作，包括

但不限于：

ａ）　求极差；

ｂ）　求方差；

ｃ）　求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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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６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３ｄ）

测试项 ７．３ｄ）

测试示例

选择相应的统计分析算子并连接需要统计的数据表，对数据表执行分析多个随机变量的关系

操作，包括但不限于：

ａ）　求协方差；

ｂ）　求相关系数

表犃．４７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３ｅ）

测试项 ７．３ｅ）

测试示例
将多个统计分析算子按照分析需求进行自定义组合，形成统计分析ｐｉｐｅｌｉｎｅ，并保存为自定义

模板。后续统计分析可以使用该模板，作为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案

犃．２．４　可视化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４８～表Ａ．５１。

表犃．４８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４ａ）

测试项 ７．４ａ）

测试示例

可视化功能连接的数据源可以支持多种常见的数据格式，包括但不限于：

ａ）　Ｅｘｃｅｌ文件；

ｂ）　关系数据库；

ｃ）　ＪＳＯＮ文件；

ｄ）　ＸＭＬ文件

表犃．４９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４ｂ）

测试项 ７．４ｂ）

测试示例
可视化功能能够支持３维以上的数据源数据的加载，并按照选择的维度和展现方式进行高维

数据可视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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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５０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４ｃ）

测试项 ７．４ｃ）

测试示例

可视化功能加载各种数据源数据，支持多种可视化展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ａ）　柱状图；

ｂ）　饼状图；

ｃ）　折线图；

ｄ）　表格；

ｅ）　散点图；

ｆ）　雷达图；

ｇ）　网状图；

ｈ）　时间线；

ｉ）　热力图；

ｊ）　地图

表犃．５１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７．４ｄ）

测试项 ７．４ｄ）

测试示例

在文件系统中准备好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模型和测试数据集，导入并加载已训练好的模型，使

用该模型对测试数据集做预测，检查系统能否将模型预测结果的混淆矩阵、精度、召回率、

ＲＯＣ曲线等模型评估度量指标以可视化的形式显示

犃．３　数据分析模块功能测试示例

犃．３．１　分析模式测试示例

犃．３．１．１　离线数据分析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５２～表Ａ．６２。

表犃．５２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ａ）

测试项 ８．１．１ａ）

测试示例 数据存放在分布式文件系统或数据库中，调用结构化查询语言，验证数据查询结果

表犃．５３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ｂ）

测试项 ８．１．１ｂ）

测试示例
集群正常运行，在 ＨＤＦＳ上准备测试数据集，上传分布式离线数据分析测试程序，运行测试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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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５４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ｃ）

测试项 ８．１．１ｃ）

测试示例 第三方应用可通过标准接口，获得离线分析的结果

表犃．５５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ｄ）

测试项 ８．１．１ｄ）

测试示例
可对存储在分布式文件系统或数据库中的数据，利用数据分区的机制，实现数据在多台计算

节点中分布式计算和结果汇总

表犃．５６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ｅ）

测试项 ８．１．１ｅ）

测试示例
可对存储在分布式文件系统或数据库中的数据，按计算任务进行切分，并实现任务在多台计

算机节点的调度

表犃．５７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ｆ）

测试项 ８．１．１ｆ）

测试示例
分析系统可正确安装、配置第三方机器学习算法库，如ｓｃｉｋｉｔｌｅａｒｎ。运行第三方机器学习算法

库的自带案例检查是否运行正确

表犃．５８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ｇ）

测试项 ８．１．１ｇ）

测试示例
将分析系统常用数据缓存到内存或ＳＳＤ中，对缓存中的数据进行分布式计算。数据分布式计

算的时间应小于没有缓存加速计算时间

表犃．５９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ｈ）

测试项 ８．１．１ｈ）

测试示例
通过比对数据的分布式执行计划的优化配置与非优化配置，比对数据处理的时间性能。分布

式执行计划层面优化后的数据计算时间应小于非优化配置的计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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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６０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ｉ）

测试项 ８．１．１ｉ）

测试示例
在系统中存储文本、图像及音视频类的数据，利用系统提供的机器学习ＡＰＩ对文本、图像与音

视频数据实现预期的数据分析，如对文本实现自然语言处理、对图像实现分类等

表犃．６１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ｊ）

测试项 ８．１．１ｊ）

测试示例
在关系型数据库和大数据存储系统中分别存储数据表，利用ＳＱＬ语句实现不同数据源的交叉

查询、聚合和关联操作

表犃．６２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１ｋ）

测试项 ８．１．１ｋ）

测试示例
使用神经网络算法对 ＭＮＩＳＴ数据集进行分类，比对使用ＧＰＵ与使用ＣＰＵ分类算法的时间，

是否使用ＧＰＵ后分类算法的时间应小于使用ＣＰＵ的时间

犃．３．１．２　流数据分析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６３～表Ａ．７１。

表犃．６３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２ａ）

测试项 ８．１．２ａ）

测试示例
将流数据按时间比如按３０ｓ切后，输入流数据分析系统，系统对切片时间周期内容数据进行

处理

表犃．６４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２ｂ）

测试项 ８．１．２ｂ）

测试示例
在流数据构造事件或采样模式，如日志中的Ｅｒｒｏｒ事件或按１ｓ采样一次，系统对事件和采样

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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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６５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２ｃ）

测试项 ８．１．２ｃ）

测试示例 将流数据输入流数据分析系统，系统可实现数据的统计功能，如总数、均值等

表犃．６６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２ｄ）

测试项 ８．１．２ｄ）

测试示例
将一个时间周期，如１ｍｉｎ的流数据输入流数据分析系统，系统可实现对时间周期内的数据按

需求进行排序

表犃．６７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２ｅ）

测试项 ８．１．２ｅ）

测试示例 将流数据输入流数据分析系统，系统可实现实时数据与静态表中数据的关联查询

表犃．６８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２ｆ）

测试项 ８．１．２ｆ）

测试示例 将两个流数据输入流数据分析系统，系统可实现对两个流数据进行关联查询

表犃．６９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２ｇ）

测试项 ８．１．２ｇ）

测试示例
将流数据输入流数据分析系统，系统可采用滑动窗口的方式实现ＴｏｐＫ计算，其中时间窗口

可调节，并且在不同时间窗口下的结果都应该符合预期结果

表犃．７０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２ｈ）

测试项 ８．１．２ｈ）

测试示例
将流数据输入流数据分析系统，系统可按字段对数据进行分组，并根据优先级对分组数据进

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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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７１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２ｉ）

测试项 ８．１．２ｉ）

测试示例
将文本类、图像类及音视频类流数据输入流分析系统，系统可按预期对各类实时数据进行数

据分析

犃．３．１．３　交互式联机分析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７２～表Ａ．７９。

表犃．７２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３ａ）

测试项 ８．１．３ａ）

测试示例
将数据表存入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调用结构化查询语言，对数据进行分布式的联机分析，如

对１个事实表和多个维表进行ＯＬＡＰ操作

表犃．７３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３ｂ）

测试项 ８．１．３ｂ）

测试示例
将数据表存入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调用结构化查询语言，通过设置查询条件，对数据进行即

席查询

表犃．７４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３ｃ）

测试项 ８．１．３ｃ）

测试示例
将数据表存入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调用结构化查询语言，通过设置查询条件，对数据进行查

询，并通过可视化中间件展现查询结果

表犃．７５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３ｄ）

测试项 ８．１．３ｄ）

测试示例 将数据表存入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自定义用户函数，对数据进行自定义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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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７６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３ｅ）

测试项 ８．１．３ｅ）

测试示例
将数据表存入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并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对数据进行多个查询操作，查询

的过程可自动保存到文件系统，并可调用回退操作，撤销上一步的查询操作

表犃．７７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３ｆ）

测试项 ８．１．３ｆ）

测试示例
将数据表存入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并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对数据进行查询操作，并将查询

结果保存到文件系统，并可将查询结果发布到可视化系统

表犃．７８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３ｇ）

测试项 ８．１．３ｇ）

测试示例 将数据表存入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调用结构化查询语言，对数据进行交互式联机分析

表犃．７９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１．３ｈ）

测试项 ８．１．３ｈ）

测试示例
将非结构化数据存入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通过调用自定义查询语言，对数据进行交互式

查询

犃．３．２　分析类型测试示例

犃．３．２．１　预测型分析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８０～表Ａ．８３。

表犃．８０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２．１ａ）

测试项 ８．２．１ａ）

测试示例

选择相应的预测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包括但不限于：

ａ）　趋势预测；

ｂ）　回归分析

３２

犌犅／犜３８６４３—２０２０



表犃．８１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２．１ｂ）

测试项 ８．２．１ｂ）

测试示例
检查预测结果的准确率呈现形式，是否实现准确率数值化，是否实现百分比形式呈现并精确

到小数点后至少１位

表犃．８２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２．１ｃ）

测试项 ８．２．１ｃ）

测试示例 检查分析结果的呈现方式是否能符合７．４的要求。分别执行表Ａ．４８～表Ａ．５１的测试示例

表犃．８３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２．１ｄ）

测试项 ８．２．１ｄ）

测试示例 将表Ａ．８０中训练好的模型发布成应用，如通过服务的方式发布成应用

犃．３．２．２　描述型分析功能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８４～表Ａ．８６。

表犃．８４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２．２ａ）

测试项 ８．２．２ａ）

测试示例 检查是否能用相关关系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表犃．８５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２．２ｂ）

测试项 ８．２．２ｂ）

测试示例 检查分析结果的呈现方式是否能符合７．４的要求。分别执行表Ａ．４８～表Ａ．５１的测试示例

表犃．８６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８．２．２ｃ）

测试项 ８．２．２ｃ）

测试示例 用可视化组件呈现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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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　流程编排模块功能测试示例

犃．４．１　工作流管理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８７～表Ａ．９３。

表犃．８７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９．１ａ）

测试项 ９．１ａ）

测试示例
检查流程编排模块是否提供了可视化流程编排操作界面，测试是否可以通过拖拉方式进行流

程编排和修订

表犃．８８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９．１ｂ）

测试项 ９．１ｂ）

测试示例
检查流程编排模块是否具有流程运行的调度功能，测试能否支持工作流的调度触发，以及是

否可配置触发时间或触发事件，工作流的触发时间的启动时间、执行周期是否可配置

表犃．８９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９．１ｃ）

测试项 ９．１ｃ）

测试示例 检查是否提供工作流运行的管理界面，测试是否支持对工作流进行启动、停止操作

表犃．９０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９．１ｄ）

测试项 ９．１ｄ）

测试示例 测试是否支持多流程任务的并行执行功能

表犃．９１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９．１ｅ）

测试项 ９．１ｅ）

测试示例 测试是否支持能够通过数据管道实现机器学习任务的串联

表犃．９２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９．１ｆ）

测试项 ９．１ｆ）

测试示例 测试是否支持多人协同创建机器学习流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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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９３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９．１ｇ）

测试项 ９．１ｇ）

测试示例 创建新的机器学习流程编排，测试是否支持保存流程功能

犃．４．２　告警和日志测试示例

测试示例见表Ａ．９４和表Ａ．９５。

表犃．９４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９．２ａ）

测试项 ９．２ａ）

测试示例
运行选定的机器学习流程任务，测试是否能够支持跟踪计算或任务的执行状态，对异常任务

是否能够给出告警

表犃．９５

功能要求 ＧＢ／Ｔ３７７２１—２０１９９．２ｂ）

测试项 ９．２ｂ）

测试示例 检查流程编排模块的运行日志，测试任务执行状态的细节是否已经输出到日志

６２

犌犅／犜３８６４３—２０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