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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视角诊查法是一种新近出现的界面可用性测试方法。文章根据文献 ,介绍了视角诊查法产生的背

景 ,并对视角诊查法的定义、特征以及几个重要概念做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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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诊查法是一种重要的界面可用性测试方法。

研究发现 ,在使用常用的诊查法时 ,诊查者发现可

用性问题的百分率是很低的[1 ,2 ] 。这是因为这些

方法需要每一个诊查者都对同样的可用性问题做

出诊查 ,而要让每一位诊查者同时找出所有的可

用性问题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些诊查法为诊查者

的诊查提供的帮助很少 ,诊查效果受诊查者专业

背景和水平的影响很大 ,比如认知走查法 (cogni2
tive walk through)主要用于测查新手用户对界面

的理解和学习 ,而引导法 ( guide2line) 和启发式

(heuristic)评估法则主要适用于可用性专家[1 ] 。

针对这些问题 ,界面诊查者和研究者试图找

出一种既能克服以前方法的缺陷又能融合其优势

所在的方法 ,这就是视角诊查法 (perspective2based

inspection , PB I) [1 ,3 ] 。

2 　概述

2. 1 　定义

视角诊查法是每一个诊查者都从自己的视角

出发对特定的问题进行诊查的方法。它是视角阅

读技术 (perspective2based reading) 与诊查 (inspec2
tion)方法的结合。目前主要应用于软件必带文

档 (required documents) 的诊查 ,并在其它的界面

诊查领域受到重视[1 ,4～6 ] 。

2. 2 　特征

与其它的可用性诊查法相比 , PB I 具有以下

特征[1 ,7 ,8 ] : ①强调个人责任 :同组的每一位诊查

者都有不同于他人的、重点解决的任务 ,而不是每

一位诊查者都要解决全部的问题。②系统性

(systematic) : PB I 为诊查者提供了一套情境 ( sce2
nario) ,以帮助诊查者明确自己的任务以及具体的

操作方法。③诊查过程分阶段 ( session) 进行 :每

一个诊查时间段都要集中解决与一个或几个与可

用性视角相关的可用性问题 ,而不是一次解决全

部问题。

2. 3 　诊查视角

视角是因界面的不同诊查者与界面的不同关

系而形成的诊查角度 ,是由诊查者的专业背景、熟

练水平以及在界面中的不同身份地位等决定的 ,

比如从在人机界面中的身份地位来划分 ,可以有

人机界面开发者、测试者、用户、维修人员等不同

的视角[3 ,9 ] 。每一个视角都要包含三部分内容 :

一个解决问题的视角 ,一份有关要解决的可用性

问题的诊查提问表 ,以及如何进行诊查的特定程

序。

2. 4 　诊查情境 (scenario)

诊查情境是对诊查操作方式的描述说明[8 ] 。

借助于情境 ,诊查者就可以知道要诊查的内容以

及如何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对人机界面进行诊查。

一套诊查情境或程序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

容[2 ] : ①导言 :介绍不同的界面当事人关心的问

题以及与此视角相关的因素。②指南 :包括诊查

者要诊查的文档 ,如何阅读这些文档以及如何从

这些文档中提取出合适的信息。③与要诊查的内

容相关的问题。

3 　相关研究

3. 1 　视角诊查法优于传统诊查法吗 ?

基于 PB I 与传统诊查法相比具有的优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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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研究者相信 PB I 的使用效果与传统诊查法相

比也具有优势 ,提出了以下假设[1 ,8 ] :

(a) 在个体水平上 ,采用 PB I 的诊查者在自

己的视角内发现的可用性问题要多于采用传统诊

查法发现的可用性问题。

(b) 在小组水平上 ,采用 PB I 的诊查者发现

的可用性问题要多于同样数量的诊查者采用传统

诊查法发现的可用性问题。

针对这些假设 ,研究者做了相关的研究 ,但是

研究结果却存在差异。
表 1 　用户诊查情境示例[1 ]

　　用户的目标是填写并提交表格 ,这个目标可以分成几个子目标 ,每一个子目标都包括下面的阶段 ,在

每一阶段都包含用于诊查的相应问题。

第一阶段 :根据用户使用人机界面时应当达到的效果来设计子目标

(a) 用户是否知道怎样才算达到目标 ?

第二阶段 :确定要达到使用效果所必需的行为步骤

(a) 是否有用户容易理解的使用说明或在线帮助 ,以及是否为如何操作提供了足够的指导 ?

(b) 用户是否知道如何获得在线帮助 ,以及获得在线帮助后如何返回界面 ?

(c) 人机界面使用的视听觉线索比如标志、图标和声音对用户来讲其可懂性如何 ,以及在用户

界面的不同位置其一致性如何 ?

(d) 按钮和其它可点击的对象看上去是否具有点击属性 ?

(e) 表单中的题目含义是否清楚 ?

第三阶段 :执行行为。每一种行为都涉及到以下问题

(a) 是否有用户容易理解的使用说明或在线帮助 ,以及是否为如何操作 (选择 ,数据输入 ,导

航 ,提交等)提供了足够的指导 ?

(b) 用户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能否寻求在线帮助 ?

(c) 用户依靠已有的知识能否正确地操作 ?

(d) 同样的行为在用户界面的不同位置是否可以采用一致的操作方式 ?

(e) 是否说明了数据输入的格式 ?

第四阶段 :对系统反馈的觉察

(a) 用户的每一步操作是否都能得到不可能漏掉的反馈。

(b) 在某些方面有残疾或者计算机支持不够 (如用户图解)的用户能否觉察到反馈。

第五阶段 :了解进展情况

(a) 用户完成每一步操作 (选择 ,数据输入 ,导航 ,提交等)后 ,用户界面是否提供了反馈以帮助

用户了解自己的进展情况 ?

(b) 用户是否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进展情况 ?

　　有的研究证明了 PB I 与传统诊查法相比较

的优势。一项研究发现[1 ] ,诊查者使用 PB I 比使

用启发法不仅可以发现更多的自己视角内的可用

性问题 ,而且还可以发现更多的一般性的可用性

问题 ;同时多个 (3 个) 诊查者使用 PB I 合作发现

的问题数也多于使用传统诊查法发现的问题数。

另一项研究发现 ,无论是在个体水平上还是小组

水平上 ,使用视角阅读技术都比使用诊查表法

(checklist2based reading) 和即兴阅读法 (Ad Hoc)

法发现更多的可用性问题[5 ] 。还有一项研究也

发现 ,视角阅读技术发现的可用性问题数比诊查

表法发现的问题多 41 % ,而发现同一个问题的花

费则平均低 58 %[10 ] 。

但是也有的研究未支持视角诊查法优于传统

诊查法的假设。研究者发现在团队水平上 ,采用

视角阅读技术发现的问题占存在问题的比例与采

用即兴阅读法和诊查表法发现的问题比例之间并

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个体水平上 ,视角阅读技术发

现的问题比例略低于即兴阅读法发现的问题比

例 ,但是与使用诊查表法发现的问题比例没有显

著差异[8 ] 。

3. 2 　诊查者的经验会影响视角诊查的效果吗 ?

研究发现[5 ] ,无论诊查者使用的视角是设计

者、测试者还是用户 ,诊查者发现问题的比率

(rate)与经验水平之间的相关很低。经验丰富诊

查者的诊查效果并不优于经验较少者 ;不仅如此 ,

经验较少的诊查者甚至比经验丰富者学习使用视

角诊查法的效果更好些。另外一项研究也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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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视角诊查法时诊查绩效与经验程度之间并不

存在相关[11 ] 。研究者认为原因可能是新手比较

容易接受视角诊查法 ,在诊查过程中会严格遵循

操作规程 ,而专家则会过多依赖常用的传统方法 ,

在诊查过程中容易偏离视角诊查法的操作规

程[5 ] 。

4 　小结

视角诊查法与传统的诊查法相比具有很多优

势 ,它充分利用了诊查者经验不同这一无法改变

的事实 ,为诊查者和诊查任务量身定做诊查视角

和诊查程序 , 力图做到诊查的“用户化设

计”[7 ,12 ] ,从而为提高诊查技术的诊查效果奠定

了基础。

但是作为一种比较新的诊查技术 ,视角诊查

法的应用范围还比较窄 ,目前主要应用于文档界

面和源代码的诊查[3 ] ,其较好的诊查效果可能是

以花费更多精力和时间为代价的[13 ] ,还有可能漏

掉一些简单的问题[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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