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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语句重要度，提出一种新的变异测试对象选择方法，以减少变异体的数量． 首先，给出反映变

异测试对象重要性的 3 个因素; 然后，基于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建立评价所选测试对象重要性的指标; 最后，基于这些

指标的值，选出重要度高的语句作为变异测试对象． 将所提方法应用于 8 个基准和工业程序的变异测试，实验结果表

明，所提方法在维持很高变异测试充分度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变异测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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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ng Objects to be Mutated Based on Statement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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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atement，a novel method of selecting mutation object is proposed so as to re-
duce mutants． In this method，three factors that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an object are given，and then an index system of evalu-
ating the importance of an object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factors． Finally，statements with high impor-
tance a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s to be mutated according to the values of these indexes．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pplied to test
eight benchmark or industrial programs，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mutation testing with high mutation su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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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软件测试是保证软件可靠性的重要手段［1 ～ 3］，变异

测试是一种面向缺陷的软件测试方法，能够有效的评

价和改进测试用例的质量［4］． 变异测试通过向原程序

中人为的植入缺陷，以模拟实际的软件缺陷． 每个缺陷

副本，称为一个变异体． 设计测试集以尽可能多的揭示

植入的缺陷，如果测试用例能够从结果上区分原程序

和某一变异体，那么，称该变异体被杀死．
作为一种测试技术，变异分析能够真实的反映实

际软件的各种缺陷［5］． 但是，实际软件通常包含规模庞

大的代码行、复杂的语句，以及各种变量，显著增加了可

变异的位置和可实施的变异算子类型，从而产生为数

众多的变异体． 为了杀死这些变异体，必须采用充分的

测试用例，反复执行原程序和变异体，降低了变异测试

的效率，从而限制了变异测试的应用范围．
本文提出基于语句重要度的变异测试对象选择方

法，与以往方法不同，通过分析原程序中语句的成分及

其之间的关系，选择部分变异测试对象实施变异操作，

减少需要杀死的变异体，从而提高变异测试的效率．

2 相关工作

Zhang 和 Gopinath 等生成所有的变异体之后，通过

随机方法，仅选择一定比例的变异体，用于执行变异测

试，此即抽样变异测试［6，7］．
我们基于弱变异测试准则，通过分析由变异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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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形成的变异分支之间的占优关系，约简被占优的

变异分支，仅对非被占优变异分支对应的变异体实施

变异测试［8］．
Kinits 等根据控制流图中节点之间的控制关系，生

成二阶变异体，以减少变异体的数量［9］．
Delamaro 等提出一种基于增长模型的变异算子选

择方法，不断增加变异算子数量，直到生成的测试用例

能够杀死所有的变异体为止，从而得到一个完备的变

异算子集［10］．
我们曾提出了评价语句覆盖难度的 4 个指标，并给

出了这些指标的计算方法，以选择最容易覆盖的语句

作为目标语句，从而提高了语句覆盖测试数据生成的

效率［11］．
Ghiduk 等研究语句覆盖测试时，考察语句之间的

占优关系，以非被占优作为语句重要程度的衡量依据，

并选择非被占优的语句作为目标语句，减少了需要覆

盖语句的数量［12］．
上述变异体的约简方法，有的是在变异操作之后

删除部分变异体，有的是在变异操作之前选择部分变

异算子，从而生成较少的变异体． 已有工作用于测试对

象重要程度的衡量，但是，在变异测试方面，基于测试对

象重要度的工作还很少且不深入．

3 变异测试对象选择办法

首先，给出反映变异测试对象重要性的 3 个因素:

然后，基于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建立评价变异测试对象

重要性的指标; 最后，提出一种变异测试对象选择办法．
3． 1 反映变异测试对象重要性的因素

总体上讲，反映变异测试对象重要性的因素主要

体现在如下 3 个方面: ( 1) 变异测试对象所在语句的类

型; ( 2) 变异测试对象包含关键变量的个数; 以及( 3) 变

异测试对象包含的其它变量依赖的变量个数．
首先，考虑变异测试对象所在语句的类型． 一般的，

一个程序中，条件语句的影响最大，循环语句次之，影响

最小的是空语句． 鉴于此，采用变异测试对象所在语句

的类型反映测试对象的重要性，是非常必要的．
记变异测试对象为 o，语句类型集为{ 表达式语句，

条件语句，循环语句，函数调用语句，复合语句，空语

句} ． 如果 o 位于第 i 种语句类型中，那么，该变异测试

对象关于语句类型的重要度为 αi ( o) ．
然后，考虑变异测试对象包含关键变量的个数． 鉴

于条件或循环语句在程序中的重要性，因此，能够影响

条件或循环语句的走向的变量称为关键变量． 包含关

键变量越多，那么，该对象的变异对程序的执行影响越

大． 因此，通过包含关键变量的个数反映对象的重要度，

是十分合理的．

对于变异测试对象 o，记该对象包含的关键变量个

数为 β( o) ，那么，该变异测试对象关于包含关键变量个

数的重要度为 β( o) ．
最后，考虑变异测试对象包含的其它变量依赖的

变量个数． 所谓依赖，具体而言，对于程序的 2 个变量 u
和 v，如果在对 v 的赋值时利用了 u，那么，称 v 依赖于

u． 比如，u = x + 1，v = u － 4．
对于一个变异测试对象，如果该对象包含的变量

有很多其它变量依赖它，那么，对该对象的变异，必然影

响其它变量所在的语句，因此，有理由认为，该对象的变

异对程序的执行影响大．
对于变异测试对象 o，记该对象中包含的变量为

v1，v2，…，vm，依赖 vi，i = 1，2，…，m 的变量个数为γ( vi ) ，

那么，该变异测试对象关于变量依赖个数的重要度为

Υ( o) = ∑
m

i = 1
γ( vi ) ．

3． 2 变异测试对象重要度评价

记变异测试对象集为 O = { o1，o2，…，on } ，该集合

包含 n 个变异测试对象，在这些测试对象中，有的是重

要的，有的对程序的执行没有太大影响． 我们期望从 O
中选择一个子集 O'，该子集包含 n'个最重要的变异测

试对象 o'1，o'2，…，o'n'，n'≤n． 对于每一被选择的对象

o' i，i = 1，2，…，n'，计算该对象关于上述 3 个因素的重

要度，记为 I( o' i ) ，那么，所选子集 O'的重要度为:

I( O') = ∑
n'

i = 1
I( o' i ) ( 1)

为了计算 I( o' i ) ，考虑上述 3 个因素及其重要度． 我们

知道，在上述 3 个因素中，变异测试对象所在语句的类

型是最重要的，包含关键变量的个数次之，再次是包含

的其它变量依赖的变量个数． 鉴于此，针对上述因素，给

出反映它们重要性的权重，分别为 w1，w2，w3，w1≥w2≥
w3≥0，w1 + w2 + w3 = 1，那么，

I( o' i ) = w1αi ( o' i ) + w2β( o' i ) + w3Υ( o' i ) ( 2)

3． 3 变异测试对象选择

首先，从变异测试对象集 O 中随机选择一个子集

O'，并计算该子集的重要度; 然后，从 O 中选取一定数

量的变异测试对象，替换掉 O'中相同数量的对象． 如果

替换后子集的重要度大于原来的子集，那么，更新该子

集; 最后，将选取的变异测试对象从 O 中删除． 重复上

述过程，直到 O 中不包含任何变异测试对象为止． 此

时，得到的子集即为具有很大重要度的变异测试对象

集． 选择算法的步骤如下:

步骤 1: 设置算法的参数取值，包括: O 和 O'分别包

含的变异测试对象的个数 n 和 m、每次从 O 中选取的对

象个数 k;

步骤 2: 从 O 中随机选择 m 个对象，形成初始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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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测试对象子集 O'，并将这些对象从 O 中删除;

步骤 3: 依据式( 1) 和( 2) ，计算 O'及其所含元素的

重要度，并依重要度对 O'的对象降序排列;

步骤 4: 如果 O 为空集，转步骤 8;

步骤 5: 从 O 中随机选取 k 个变异测试对象，替换

O'中重要度最小的 k 个，形成新的子集 O″，并将这些对

象从 O 中删除;

步骤 6: 依据式( 1) 和( 2) ，计算 O″及其所含元素的

重要度;

步骤 7: 如果 I( O″) ≥I( O') ，令 O' = O″; 否则; 舍弃

新选入的语句，保留 O'; 转步骤 4;

步骤 8: 输出 O'中的元素，作为具有重要度的变异

测试对象，算法结束．

4 实验

4． 1 实验环境
为了评价所提方法的性能，选取 8 个基准和工业程

序作为被测程序［13 ～ 15］，这些程序均采用 Java 语言编写，

其基本信息如表 1 所列． w1，w2，w3 的取值分别为 0． 5、
0． 3、0． 2． 此外，其它参数的取值见表 2． 采用随机法与

本文方法比较，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通过约简

变异测试对象，提高变异测试效率的成熟方法．
表 1 被测程序基本信息

ID 测试程序 行数
方法 变异体

总数 可测试数 总数 可测试数 等价变异体数
程序功能

J1 Mid 26 1 1 115 115 18 求 3 整数的中间值

J2 TrashAndTakeOut 30 2 2 111 111 29 未知

J3 Triangle 36 1 1 325 325 40 判定三角形类型

J4 WordUtils 173 2 2 262 243 34 字符串操作

J5 DurationFormatUtils 365 9 3 722 576 65 时间格式化

J6 FieldUtils 142 15 3 242 237 28 未知

J7 HelpFormat 416 39 2 301 275 36 未知

J8 NumberUtils 636 47 21 912 780 154 未知

Sum 1824 116 35 2990 2662 404

表 2 参数设置

参数 条件语句 循环语句 函数调用语句 复合语句 表达式语句 空语句 包含关键变量的个数 包含的其它变量依赖的变量个数

取值 0． 3 0． 25 0． 15 0． 1 0． 05 0 0． 1 0． 05

实验基于 Microsoft Window XP SP3 操作系统和 E-
clipse 3． 4 集成开发环境． 首先，采用 MuClipse 生成变异

体，并通过对日志文件“mutation － log”的解析，自动生成

变异分支集; 然后，根据选出的变异测试对象，选取对

应的变异分支，插入到原程序 P 的相应位置，得到转化

后的被测程序 P'，采用随机法生成测试用例． 根据弱变

异测试准则，能够覆盖变异分支的测试用例，同样能够

杀死对应的变异体．
4．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4． 2． 1 测试对象的约简

表 3 中，“可变异语句数”表示初始变异语句的大

小，“选取的语句条数”表示杀死所选变异测试对象生

成变异体的测试用例，能够维持很高的变异测试充分

度时，选取的变异测试对象个数．
由表 3 可知，( 1) 在 8 个被测程序中，J3 获得了最

大的约简率，为 73． 9% ; 最小约简率来自 J8，为 46． 8% ;

( 2) 所有程序均达到了很高的约简率，8 个被测程序的

平均约简率为 59． 8% ，也即采用本文的方法，能够约简

将近 60% 的被测对象． 因此，所提方法能够显著的减少

测试对象的数量．
表 3 本文方法的约简率

ID 可变异语句数 选取的语句条数 约简率( % )

J1 12 5 58． 3

J2 12 5 58． 3

J3 23 6 73． 9

J4 76 28 63． 2

J5 132 57 56． 8

J6 61 22 63． 9

J7 21 9 57． 1

J8 356 185 46． 8

平均值 － － 59． 8

4． 2． 2 测试用例的有效性

对于测试对象约简前后的每一被测程序，分别生

成覆盖对应变异分支的测试用例，并利用这些测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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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执行变异测试，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列．
表 4 测试对象约简前，生成测试用例的有效性

ID 语句数
被覆盖的变

异分支数

变异分支

覆盖率( % )

被杀死的

变异体数

变异得分

( % )

J1 26 115 100 97 100

J2 30 111 100 82 100

J3 36 317 100 279 98． 1

J4 173 237 98． 3 201 96． 5

J5 365 566 100 497 97． 3

J6 142 237 100 207 96． 7

J7 416 275 100 256 96． 3

J8 636 769 98． 6 735 97． 0

平均值 － － 99． 6 － 97． 6

由表 4 可知，对于 8 个被测程序，测试对象约简之

前，生成测试用例的变异分支覆盖率平均为 99． 6% ，除

了 J4 和 J8 的变异分支覆盖率为 98． 3% 和 98． 6% 之外，

其它 6 个程序实现了变异分支全覆盖; 在变异得分方

面，这些测试用例的平均变异得分为 97． 6% ，变异得分

最小的为 J7，也达到了 96． 3% ．
表 5 测试对象约简后，生成测试用例的有效性

ID
选取的

语句数

被覆盖的变

异分支数

变异分支

覆盖率( % )

被杀死的

变异体数

变异得分

( % )

J1 5 115 100 96 99． 0

J2 5 110 99． 1 82 100

J3 6 317 100 274 96． 1

J4 28 236 98． 3 199 95． 2

J5 57 566 100 495 96． 9

J6 22 233 98． 3 202 94． 7

J7 9 261 94． 9 243 91． 3

J8 185 739 96． 1 706 93． 2

平均值 － － 98． 4 － 95． 8

从表 5 可知，对于约简测试对象之后的 8 个被测程

序，生成测试用例的分支覆盖也高达 98． 4% ，且有 3 个

程序达到变异分支全覆盖; 对于变异得分，这些测试用

例的平均变异得分也高达 95． 8% ，且变异得分最小的

程序 J7 已经达到 91． 3% ．
4． 2． 3 评价体系的有效性

采用随机法，选取与采用本文方法同样数量的语

句，作为测试对象; 基于这些测试对象，生成测试用例，

并对测试对象约简之前的变异体执行变异测试，考察

其变异得分; 此外，还考察达到与本文方法相同的变异

得分，需要选取的语句数，实验结果如表 6 和表 7 所列．
由表 6 可知，本文方法的变异得分高于随机法． 比

如，对于程序 J1，本文方法的变异得分为 99． 0% ，而随

机法的变异得分仅为 76． 3% ; 对于所有被测程序，本文

方法的变异得分为 95． 8% ，远高于随机法的 75． 1% ． 这

说明，采用本文方法约简被测对象，基于此生成的测试

用例具有更高的变异测试充分度．
表 6 基于不同方法选择被测对象，生成测试用例的变异得分

ID
选取的

语句数

本文方法 随机法

被杀死的

变异体数

变异得分

( % )

被杀死的

变异体数

变异得分

( % )

J1 5 96 99． 0 74 76． 3

J2 5 82 100 72 87． 8

J3 6 274 96． 1 213 74． 7

J4 28 199 95． 2 146 69． 9

J5 57 495 96． 9 379 74． 2

J6 22 202 94． 7 166 77． 8

J7 9 243 91． 3 184 69． 3

J8 185 706 93． 2 538 71． 0

平均值 － － 95． 8 － 75． 1

由表 7 可知，为了得到相同的变异得分，本文方法

需要变异的语句少于随机法． 比如，对于所有 8 个被测

程序，得到 70% 的变异得分，本文需要变异 240 个语

句，而随机法需要变异的语句却高达 316; 得到 90% 的

变异得分，本文需要变异 301 个语句，而随机法需要变

异的语句高达 541，这说明，本文提出的评价语句重要

性的指标体系是合理的．
表 7 达到某变异得分，不同方法所需的语句数

ID
70% 90%

本文方法 随机法 本文方法 随机法

J1 3 5 5 8

J2 3 4 4 8

J3 4 5 6 11

J4 17 30 26 57

J5 37 56 55 117

J6 17 21 20 39

J7 7 10 9 15

J8 152 185 176 286

合计 240 316 301 541

5 结束语

变异测试虽然是一种重要的测试方法，但是，为数

众多的变异体影响了变异测试的效率，本文提出一种

基于语句重要度的变异测试对象选择方法，与以往方

法不同，通过分析原程序中语句的成分及其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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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选择部分变异测试对象实施变异操作，减少需要杀

死的变异体，从而提高变异测试的效率． 将所提方法应

用于 8 个被测程序，并与随机法比较，结果表明，采用

本文方法是有效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方法性能的评价，仅限于 8 个

基准和工业程序，今后需要在规模更大的工业程序上，

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还有，本文方法设置的参数值

也未必是最优的，确定各参数的最优取值已经超出了

本文的研究范围． 因此，采用合适的方法，确定所需参

数的最优值，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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