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赛事信息化 软件测试规范（征求意见稿）》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2021 年体育标准化工作要点》有关内容，提出

“组织开展 2021 年体育国家、行业标准立项申报和重点标准制修订工作。完成

全民健身、冰雪运动、体育场地设施等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推进体育彩票、

绿色体育场馆、赛事信息化、运动营养品等行业标准制定工作”。赛事信息化

所时使用的软件必须经过测试后才能在赛事中正式使用，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信息中心向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了《体育赛事信息化 软件测试

规范》行业标准制定立项申请。2022 年 3 月，体育总局发布了《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体经字〔2022〕78 号），批准了行

业标准体育赛事信息化 软件测试规范》（计划号：202231）的制定立项。

（二）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主编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壹体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为：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苏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奥实体育计时服务有限公司、中体数科（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盈越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未来国际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陕西省信息化工程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刘硕、阳琳赟、李玮、刘秀超、温建超、田时光、

邹明辉、唐晓龙、王荣、蔡婧、高昂、肖鑫、陈晓静、翟创、李家明、高牧、

王军、王茜、张勇。



（三）主要工作过程

1．建组与调研阶段

成立标准工作组，在标准编制前期，拟定工作计划，充分重视调查研究工

作，广泛收集信息系统软件测试以及体育赛事信息化系统测试相关的资料性文

件，查阅相关资料，对国际标准进行了翻译校对，形成调研成果，为标准的编

制提供依据，完成标准草案稿。（本阶段工作成果：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和编制

说明）

2．起草阶段

开展内部研讨会，在调研基础上完善初稿，并就完善后的初稿向工作组成

员单位做说明，组织起草单位有关人员及相关专家开展标准研讨会，对标准具

体条款进行讨论、征求意见，根据会议意见修改后，组织召开第二轮标准研讨

会，并根据会议意见进行修改，请标准化专家对讨论稿进行标准技术审核。期

间，工作组与有关部门做了经常性沟通汇报。（本阶段工作成果：标准征求意

见稿和编制说明）

3.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9 月 30 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印发了关于对《体育赛

事信息化 软件测试规范》等 5项行业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信息中心、标

准编制工作组向相关单位发放征求意见函件，共收到 19 份回函。包括社会各相

关单位意见，共收集意见 19 条。工作组依据征求意见情况，逐条分析、整理。

意见采纳的已依据意见情况修改标准文本；不采纳的逐条回复不采纳理由。

（四）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体育赛事管理是体育赛事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信息化水平是决定体

育产业健康良好发展的关键因素。体育赛事信息化软件测试是使用规范流以及



多方位的测试范围，完成对体育赛事信息系统软件的测试，主要有功能性、性

能效率、兼容性、易用性、可靠性、信息安全性、维护性、可移植性等质量特

性，对于体育赛事系统软件的实用与流程有重大的作用，提高体育赛事信息化

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严谨性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定编写，且确保与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中的术语和词汇保持一致，采用国家标准中规定的术语和广大用户熟悉的词

汇。

（2）合理性

本标准是建立在国内关于体育赛事信息化管理的通用规则基础上，对体育

赛事信息化软件测试的流程、方法等进行了规定。

（3）可扩充性

本标准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和相关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不断完善而进行充实和更新。

（三）本标准主要内容

(1) 赛事信息化软件测试流程；

(2) 测试计划和控制；

(3) 测试分析和设计；

(4) 测试实现和执行；

(5) 测试评估和生成报告。

（四）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GB/T 25000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三、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和试验验证分析

本标准首先对缺陷等级和变更控制委员会等术语进行定义。

本标准主要阐述了体育赛事信息化软件测试的流程，主要有分五个流程：

测试计划和控制、测试分析和设计、测试实现和执行、测试评估和生成报告以

及最后的测试结束。每个子流程都有主要的工作以及该流程中应提交的材料。

并且附上缺陷列表和检查报告的模板。

最后对测试范围以及测试指南做详细阐述，测试范围主要包括：功能性、

性能效率、兼容性、易用性、可靠性、信息安全性、维护性、可移植性等质量

特性。测试指南则分别对功能性、性能效率、兼容性、易用性、可靠性、信息

安全性、维护性、可移植性等质量特性作详细的测试方法。

四、本标准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本标准根据国内多次大型综合赛事的总结材料编制。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比对了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信息化软件测试管理要求

的内容。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并与参照采用的相关标准

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确保与国家现行法律与部门规章相协调。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规定了体育赛事信息化软件测试的术语定义、测试条件、测试流程、

测试范围和测试指南等。适用于第三方检测机构在体育赛事信息化系统中的软



件测试过程管理。建议在本标准通过审定后，尽快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

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包括政策措施、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宣贯培训、试点示范和配套资金等内容）

（一）组织措施：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的组织协调下，以标准起

草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工作。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十、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