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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邮箱发送页面的两种测试方法对比

陈 阳 李昕昕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为研究正交测试和决策表两种测试方法在针对同一测试对象进行测试时的不同表现,本文针对QQ
邮箱的普通邮件发送页面进行测试。研究过程中分别使用正交试验法和决策表测试法对其功能设计测试

用例,然后分析两种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最终得到两种测试方法的优缺点。
【关键词】正交测试;决策表;QQ邮箱

1 引言
邮件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常用的一种交流方式。

其相较于即时聊天工具,邮件沟通显得更加正式且

对实时性要求不高。随着邮箱应用的普及,人们对

邮件的要求愈发严格。在日趋激烈的竞争过程中,

QQ邮箱因其受众广泛,是目前国内使用人数最多

的一款邮箱应用软件。因此本文选择使用正交测试

法和决策表测试法分别对QQ邮箱的发件功能进行

测试,以此分析两种测试方法的优缺点以及适用

环境。

2 方法概述及用例设计

2.1 正交试验法
在正交试验法中,将影响试验结果的变量叫做

因素,每个因素的状态叫做因素的水平,也叫做水

平。由测试环境得到因素和因素对应的水平个数之

后,凭此从标准正交表中选取合适的正交表,通过填

入数据/化简,最终得到最合适的正交表,其中的试

验次数为行数,列数为因素数个数,正交表中的内容

为水平数[1]。
表现形式为:L

 

行数(水平因素)比如
 

L
 

4(2
 

3)就是

总共4次试验,其中因素数个数为3,每个因素数的

水平数为2,具体表现形式如表2-1:
表2-1

1 2 3

1 1 1 1

2 1 2 2

3 2 1 1

4 2 2 1

  Tips:表内容中的1和2代表因素数的不同表

现形式。

2.1.1
 

正交试验测试用例设计

对邮件发送页面(图2-1)中的功能点进行分析

筛选后,得到如表2-2
 

所示的测试内容点:

图2-1
表2-2

因素 水平数

收件人 有效收件人/无效收件人

添加抄送 可有/可无

添加密送 可有/可无

主题 可有/可无

彩色主题 可有/可无

添加附件 可有/可无

超大附件 可有/可无

在线文档 可有/可无

照片 可有/可无

文档 可有/可无

截屏 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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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素 水平数

表情 可有/可无

更多 可有/可无

格式 可有/可无

正文 可有/可无

发送 点/不点

定时发送 点/不点

存草稿 点/不点

关闭 点/不点

  对表2-2
 

统计后可知:
共有19个因素且都只有2个水平,因此选用

L20(219)如图3-2
 

所示正交表

图2-2

依据图2-2将实际数据填入后可得到表2-3
表2-3

实

验

发

送

定

时

发

送

存

草

稿

关

闭

收

件

人

添

加

抄

送

添

加

密

送

主

题

彩

色

主

题

添

加

附

件

超

大

附

件

在

线

文

档

照

片

文

档

截

屏

表

情

更

多

格

式

正

文

1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 × × √ ×
13 × √ √ √ √ × × √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 × × × × √ × √ ×
15 √ √ √ × × √ × × √ √ × × × × √ × √ × √
16 √ √ × × √ × × √ √ × × × × √ × √ × √ √
17 √ × × √ × × √ √ × × × × √ × √ × √ √ √
18 × × √ × × √ √ × × × × √ × √ × √ √ √ √
19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 × ×

Tips:√代表正确的输入;×代表错误输入。

  由表2-3可得到测试用例表如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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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实

验

发

送

定

时

发

送

存

草

稿

关

闭

收

件

人

添

加

抄

送

添

加

密

送

主

题

彩

色

主

题

添

加

附

件

超

大

附

件

在

线

文

档

照

片

文

档

截

屏

表

情

更

多

格

式

正

文

预

期

结

果

1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2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失败

3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失败

4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5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6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失败

7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失败

8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失败

9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10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11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12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13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14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15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16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17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18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失败

19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20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成功

2.2 决策表
决策表是由条件桩和动作桩所组成的一张判定

表,由决策表中各种动作项的组合来反映出最终的

结果[2]。
其设计测试用例的主要步骤为:

1)依据需求说明,列出所有条件桩和动作桩;

2)填入条件项;

3)填入动作项;

4)化简、合并相似规则。
合并规则:
假如有两条或多条规则的结果完全相同,但是

其原因只有一项不同,则可以将这些规则兼并成为

一条规则
 [3]。

其表现形式如表2-5所示:

表2-5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条件桩

C1:a、b、c
 

构成三角形吗? Y Y Y Y Y Y Y Y N

C2:a=b? Y Y Y Y N N N N -

C3:b=c? Y Y N N Y Y N N -

c4:a=c? Y N Y N Y N Y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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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动作桩

A1:等边三角形 √

A2:等腰三角形 √ √ √

A3:一般三角形 √

A4:非三角形 √

A5:不可能 √ √ √

Tips:“
 

-
 

”代表无关条件,即动作的执行与该条件无关

2.2.1
 

决策表测试用例设计

对图2-1中的条件项进行分析、化简后所得决策表(表2-6)
表2-6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LSE

条件桩

收件人 Y Y — — — — — — —

添加抄送 — — Y Y — — — — —

添加密送 — — — — Y Y — — —

主题 — — — — — — — — —

彩色主题 — — — — — — — — —

添加附件 — — — — — — — — —

超大附件 — — — — — — — — —

在线文档 — — — — — — — — —

照片 — — — — — — — — —

文档 — — — — — — — — —

截屏 — — — — — — — — —

表情 — — — — — — — — —

更多 — — — — — — — — —

格式 — — — — — — — — —

正文 — — — — — — — — —

发送 Y — — Y Y — — — —

定时发送 — Y Y — — Y — Y —

设置正确发送时间 N/A Y Y N/A N/A Y N/A — N/A

存草稿 Y

关闭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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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LSE

动作桩

发送成功 √ √ √

定时发送(存草稿成功) √ √ √

存草稿成功 √

发送失败 √ √

关闭页面 √

  将实际数据填入表2-6后得到决策表的测试用例表(表2-7):
表2-7

用例编号
输入

收件人 添加抄送 添加密送 发送 存草稿 定时发送 正确的定时点 关闭
预期输出

CASE1 √ √ 发送成功

CASE2 √ √ √ 定时发送成功

CASE3 √ √ √ 定时发送成功

CASE4 √ √ 发送成功

CASE5 √ √ 发送成功

CASE6 √ √ √ 定时发送成功

CASE7 √ 发送失败

CASE8 √ 未定时,发送失败

CASE9 √ 关闭页面

CASE10 发送失败

  Tips:CASE10表示不进行任何操作

3 测试结果比对
对正交测试以及决策表的测试用例执行后得到如表3-1所示比对信息

表3-1

比对项 正交测试 决策表

测试用例数 20 10

缺陷发现率 0 0

用例覆盖率 95% 100%

结果分析

邮件的成功发送与否主要相关联

的是是否有收件人/抄送人/密送

人三者之一或者三者中的更多,并

且必须点击了发送/定时发送按

钮,与邮件的内容无关

邮件的成功发送与否主要相关联的是是否有收件

人/抄送人/密送人三者之一或者三者中的更多,

并且必须点击了发送/定时发送按钮(定时发送需

设定正确时间节点),与邮件的内容无关

  由表3-1可知:
虽然正交测试与决策表的测试结果都是pass,

但是正交测试对于各功能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梳理

不是很明确,以至于某些测试点的表达不是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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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测试用例的覆盖率稍低。

4 两种测试方法的优缺点
对比两种测试方法可知:
优势:

1.在正交试验法中,对选用的各个测试点都是

平等对待,通过部分测试后能够找到最优的实验条

件,能够有效地降低测试成本以及工作量,适用于大

工作量的测试环境。

2.在决策表测试法中,可以讲话将在多种逻辑

条件下,不同操作的各种执行状况诠释出来,具有很

强的逻辑性。
不足:

1.在正交试验法中,对功能点的测试没有侧重

点,对某些重要的功能点反而没有进行一个重点测

试,所以还需要针对该功能点设计新的测试用例来

使测试更加全面。

2.决策表测试法中对功能点是重复执行的动作

的点不能很好的表达。

5 结语
经过分析可知:
在多水平、多因素的测试环境下,使用正交表可

以达到良好的测试效果,并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
力,对其中重要的/有流程的测试点可以使用场景法

或者其它测试方法设计的测试用例来补充,使其

完整。
决策表适用于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以及输入变量和输出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测试环

境中。然而决策表对于反复执行的动作不能完全的

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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