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脚本生成2.0
基于智能体的脚本生成与修复之道

陈超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陈超

中兴通讯青年奖得主/数通产品测试经理

数通产品测试经理、资深测试专家，近十年来一直从事数通产品软件测试

的工作，牵头负责有线研究院自动化脚本AI生成方案制定与落地推广。

2025年，数通产品自动化脚本累计生成代码行数82W+行，个人脚本开

发效率提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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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

PART 01



项目挑战 24年新品切换UFP平台，多产品并行对测试交付能力挑战高

24年挑战
承接产品数增加83%（6->11）

• 测试设计需求数：增加25%（1574->1965）；

• 执行用例数：增加104%（38031->77827）

• 手工执行用例数：增加20%（6500->7783）；

• 流水线执行用例数：增加122%（31531->70044）；

• 人均脚本开发数：增加84%（2.6个/天>4.8个/天）；

• 流水线失败分析数：增加82%（550->1000）;

路径

分析

类别
23Q4

（现状）
24Q4

（预计）
效能提升目标 可达路径 说明

测试设计需求数 1574 1965 25%
存量用例复用提效14% 探索AI辅助测试设计，基于

本地知识库实现场景推荐后备TSE分担11%

手工执行用例数 6500 7783 20% 
特性终结在领域提效15%

/
领域测试环境配置提效5%

测试开发效率
（人天）

2.6 4.8 84%
存量脚本复用提效25%

19%的提效路径未找到
AI辅助脚本开发提效40%

自动化执行
用例数

31531 70044 122%

静态资源夜间纳管提效50%

/每周产品差分运行提效39%

补充1000核资源提效33%



数通产品特点 组网灵活多样、测试步骤多 测试开发最耗时

B1版本 B2版本 B3版本 B4版本

需求手工测试

需求测试开发

需求手工回归

测试
自动化

回归测试
...

B2版本需求回归依赖手工完成

测试开发
工作流 脚本编写 环境准备 脚本调试 脚本入库

工作量分布
（单条平均）

75分钟

40%

10分钟

5%

95分钟

52%

5分钟

3%

产品特点 常见类型 详细信息

• 产品类

型多
✓ 路由器

✓ 交换机

主要测试对象是路由器和交换机，由于在网络中位置不同，有六大类产品，

每个产品还有多个型号。

不同产品支持功能各不相同，测试需求和模块繁多。

• 组网灵

活多样
✓ 2台设备

✓ 3台设备

✓ 4台设备

     ...

✓ N台设

备

➢ 3台基础场景组网 ➢ 4台常见业务场景组网 ➢ N台方案场景组网

• 测试步

骤多
✓ 场景配

置

✓ 操作步

骤

✓ 结果校

验

✓ 流量校

验

➢ 条件和数据多，
场景配置复杂

➢ 功能复杂，
操作步骤多

➢ 步骤结
果校验
多

➢ 多端口发流，
流量校验多

数据产品测试对象的特点：产品类型多、组网灵活多样、测试步骤多 需求测试开发最耗时的活动是脚本编写、脚本调试



方案1.0 基于RAG+FewShot技术实现从用例生成脚本提升脚本编写和脚本调试的效率

用例标准化 脚本编写 脚本调试入库
测试开发
流程

AI
应用

应用
系统

用例标准化❶

手工完成
测试用例改写

脚本执行
调试修正

可执行脚本

拆分命令行配置
（与关键字1对1）

命令行拆分❷
生成脚本片段❸

查找匹配关键字
选择TOP1

查找脚本示例
动态组装提示词

向大模型提问
生成脚本片段

脚本模拟执行
校验准确率

脚本片段
合并和排序

替换关键字参数为
拓扑图变量名

脚本组合❹

自研星云通信大模型 自研一体化测试平台

查找关键字 关键字参数编写 合并关键字

RAG+FewShot
脚本入库

脚本调试入库❺



方案1.0应用效果 项目脚本开发效率提升100%
数通测试的底层逻辑：

• 数通产品的测试动作的本质：设备命令、仪表命令的组合

• 手工测试的本质：通过人脑将自然语言表述的文本用例进行设备命令组合的转义

• 中台关键字的本质：建立了每一个设备命令到唯一原子关键字的关联关系

• 自动化测试的本质：将设备命令的组合通过原子关键字的组合实现对文本用例的脚

本转义

脚本开发效率提升 AI脚本生成效率提升
AI脚本生成准确率提升

100% 40倍 50%

2.6 
3.0 

5.2 

3月 6月 9月

脚本开发效率(个/人天) AI脚本生成时间(秒/个) AI脚本生成准确率

200

20
5

3月 6月 9月

55%

80%
90%

3月 6月 9月

关键技术：

• 知识库：基于积累的6K+原子关键字，2.5W+存量脚本，低成本快速构建知识库

• 确定性输入：手工测试完成对被测对象猜想的验证，确定性输入，结果可预期

• 配置拆分：分割配置文件为原子配置，提升模型解析精度，突破长文本限制

• 经验加速：存正确脚本于记忆库，重复任务快速调用，提升响应速度，减轻AI负担



方案1.0问题 脚本生成采纳率提升依赖于人的参与度 无法替代人完成测试执行工作

人的参与度，决定了方案1.0生成脚本的采纳率

人精准定义任务，大模型才能高效工作

用例非标准化表达，大模型理解困难

存在的

问题

现状：

• 方案1.0需记录手工执行的命令和日志，将文本用例转

换为大模型可理解格式，才能生成高采纳率的脚本

根因：

• 缺乏统一的标准，自然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大模

型带来了额外的认知负担和处理挑战

现状：

• 测试开发涵盖配置、校验等多个环节，每脚本平均需40个关键

字和300个参数，开发易错且效率低；方案1.0要求人工预分配

任务内容，大模型完成指定任务，辅助人完成测试开发工作

根因：

• 大模型不理解领域知识情况下，任务复杂度越高，生成错误概

率越大



问题提出 如何才能让大模型“替代”人完成测试执行工作？

当前大模型不具备测试开发需要的全部能力

规划和决策的能力
理解测试用例，并将测试用例拆分为前后置、用

例步骤，确定脚本开发顺序，采用不同的方法完

成脚本开发

使用工具的能力
能够使用脚本开发的调试工具、环境部署工具、

用例管理工具、关键字检索工具等工具，完成

测试开发工作

学习和适应的能力
具备持续学习业务知识、关键字使用文

档、并可以根据错误反馈修改脚本

推理的能力
能够结合历史分析结论进行脚本失败

分析，并给出解决方案 测试开发
需要的能力



解决思路

PART 02



智能体的能力 智能体让大模型具备了“替代”人完成测试开发执行的全部能力

智能体
规划

记忆

工具

行动

自我反思

反射

思维链

子目标拆解

短期记忆 长期记忆

智能体 智能体
交互协作

用例管理工具

环境部署工具

关键字检索工具

脚本执行工具

更多...

智能体具备学习与适应、规划和决策、推理、使用工具的能力



智能体替代人 智能体替代人的关键是把智能体当作人

脚本生成2.0方案的核心是将智能体视为团队成员

新手期：人对智能体工作流程进行指导，并对
结果进行分析和反馈，智能体进行反思和修正。

成长期：智能体通过持续的学习，积累经验（记
忆），可以独立完成部分测试开发工作

成熟期：智能体可以独立解决未知领域的问题，
实现替代人完成测试开发工作



方案升级 从“个体”到“团队”

方案1.0
人作为团队成员

使用工具（大模型）完成工作

方案2.0
人作为团队Leader，下发任务

智能体作为团队成员，调用工具完成工作

• 人获取任务，理解用例，拆分任务；

• 人提供配置命令、标准化用例；

• 人使用脚本生成工具完成脚本编写

• 人理解脚本内容，申请环境并执行；

• 人分析失败日志，明确脚本问题；

• 人完成脚本问题修正

• 人获取任务，人下发任务，智能体拆分任务；

• 智能体获取知识，完成用例标准化改写；

• 智能体调用脚本生成工具完成脚本编写；

• 智能体理解脚本内容调用工具申请环境并执

行脚本；

• 智能体分析失败日志，明确脚本问题；

• 智能体完成脚本问题修正；

• 人完成交付物质量确认；

更智能

更高效



方案2.0演进思路 构建基于SOP的多智能体协作系统 复杂任务简单化 中间结果可验证

方案1.0存在的问题 方案2.0关键技术

• 基于SOP固化工作流程

1）规范AI处理过程，复杂任务拆解为规范的子任务和处

理流程，允许具有专业知识的智能体来验证中间结果

2）增强过程的可解释性，利用智能体反思能力实现过程错

误自修复

• 基于意图识别的用例标准化

1）基于复杂的业务逻辑，提炼抽象通用的表达范式

2）利用思维链推理，分步骤完成文本用例到标准化用例的

生成

• 用例缺乏统一的标准，自然语言表达增加了大模

型的认知负荷和处理难度

• 大模型不理解领域知识情况下，任务复杂度越高，

生成错误概率越高



实践方案

PART 03



方案2.0 基于SOP的多智能体系统 帮助智能体实现“替代”人完成测试执行工作

将复杂任务流程标准化（SOP），分阶段和按步骤完成整个工作流，降低单智能体对大模型理解、规划能力的要求

基于智能体协作的测试开发SOP

用例标准化

脚本生成

脚本执行

结果分析

问题修复

用例标准化智能体

脚本生成智能体

脚本执行智能体

脚本检查智能体

脚本修复智能体

标准化用例

脚本

执行结果

错误信息

理解用例

编写脚本

执行脚本

修正脚本

分析结果

人机交互

根据用例
编写脚本

验收脚本

测试开发流程

下发任务

验证结果



方案2.0智能体工作流 测试开发智能体实现从用例到脚本自动生成

活动
流

理解测试用例 编写脚本 调试脚本（执行、校验、修正）

应用
构建

用例标准化智能体

观察：用户

输入

思考：任务

步骤

行动：调用

工具Api

用例

用例提取

意图识别

用例标准化

意图识别 标准用例步骤

脚本生成智能体

观察：用例

步骤标准化

智能体输出

思考：任务

步骤

标准用例步骤

关键字搜索

脚本示例搜索

组装提示词

生成脚本片

段

关键字搜索

脚本示例搜索 组装提示词

生成脚本片段

脚本执行智能体

观察：脚本

生成和脚本

修复智能体

输出

思考：任务

步骤

行动：调用

工具Api

脚本

选择环境

执行脚本 执行结果

模拟执行or

真实执行

申请环境

脚本执行

发布结果到环境

结果检查智能体

观察：脚本

执行智能体

输出

思考：任务

步骤

行动：调用

工具Api

执行结果

对比预期结果

和执行结果

正确or分析

错误类型

输出结论

结果对比

错误分析

脚本正确

错误类型

Y

N

脚本修复智能体输出

输入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RAG应用
中台RF脚本执行机

执行结果校验工具

环境-智能体信息交互
从环境获取用例

RDC
获取用例

脚本入库

用例提取 用例提取工具

RAG应
用

用例原子拆分 脚本片段合并

脚本生成工具

行动：调用

工具Api

观察：结果

检查智能体

输出

思考：任务

步骤

行动：调用

工具api

错误类型

（错误信息）

获取错误

类型

补充错误示

例到提示词

重新生成

脚本

环境中获取错

误类型

补充错误示例

到提示词

RAG检索错

误示例

大模型重新生

成脚本

输入

输出

脚本修复工具

输入
输出



用例标准化关键技术 基于意图识别解决自然语言表达大模型理解困难的问题

标准意图及其描述（知
识库）

③参数补全

用例前置配置
（知识库）

＋

提示词模板 大模型

操作1：
 输入参数：XXXXX
输出参数：XXXXX

.......

拆解后标准动作（带参数）

②匹配标准动作
意图对应的标准操作

（知识库）

＋

规则匹配算子

操作1：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

拆解后标准动作（不带参数）

④用例组装
＋

规则组合算子
标准化用例
（输出）

基于用例片段识别的意图

①意图识别 ＋
文本用例
（输入）

规则拆分算子

＋

提示词模板 大模型

意图1
意图2
.......
意图n

基于思维链推理，通过意图识别、标准动作匹配、参数补全、用例组装逐步完成生成标准化测试用例



脚本生成关键技术 复用1.0方案实现脚本自动生成

拆分

用例步骤

用例前置

知识库

语料

向量数据库

正则表达式

动态向量数据库
top-20
脚本示例 动态组装

提示词

RAG

LLM

脚本片段
top1

关键字

FewShot
标准测试用例

组装

完整脚本

智能体将用例拆分为前置和步骤，利用RAG定位脚本示例，结合标准步骤和示例动态构建FewShot提示词，生成脚本



②真实执行
（脚本级）

①模拟执行
（关键字级） 生成的脚本

配置类关键字

校验类关键字

配置命令

回显取值

标准化用例

用例前置配置

校验预期

文本逐行对比

生成的脚本
分析环境特征

环境模型
执行脚本

执行环境 执行日志
申请

错误类型
分析日志

错误类型

单关键字执行

“关键字级”模拟执行，快速识别80%生成错误，省时省资源；脚本级执行，识别健壮性问题

脚本执行\检查关键技术 分级执行，资源有效利用 



错误类型

生成的脚本
修复方法（智能体反思）：

➢ 错误记忆库直接修正

➢ 提示词补充错误示例

➢ 提示词补充关键字说明

➢ 新增关键字

.......

错误示例、正确示例

存入知识库
知识库

反思修复：根据经验积累和动态记忆（智能体从环境中感知到的信息），对历史的推理决策进行反思
知识积累：“过程知识”存入知识库，将仅靠沟通传播的知识，结构化的管理起来，降低知识流转成本

脚本修复关键技术 智能体根据脚本执行结果进行反思完成错误修复



从产品配置手册提取语料，经工具清洗转换，TSE完成评估后抽取为业务场景库、意图-标准动作库的知识

基于产品配置手册，基于大模型构建评测集，利用自动评测，识别当前知识建设节点和模型能力匹配度

TE对用例标准化Agent和脚本生成Agent输出的内容进行人工审核和调试，对存在质量问题的知识进行修正

知识质量测评 自动评测识别当前知识建设节点和模型能力匹配度

知识飞轮
• 通过应用评测识别知识库中的

知识漏洞与关联断裂
• 基于专家校准机制，实现精准

知识补全与关系整合

构建

用例标准

化Agent

补充

主观题

人工审核

人
工
调
试

抽取20%

原始语料

建模/抽取清洗/转换

（根据文档子标题）

采集

产品配置手
册（输入）

配置指导

配置实例

自然语言
表达的语料

配置指导

配置实例

Markdown
表达的语料

业务场景库

Q：场景名称

A：配置说明

A：配置思路
意图-标准动作库

Q：测试意图

A：标准动作

A：参数模板

格式/内容评估

（TSE）

配置指导

配置实例

评估后的语料

标准化

用例初稿

标准化

用例终稿

反
哺

脚本生成

Agent

测试脚

本初稿

测试脚

本终稿

反哺

判断题

选择题

知识质量测评
测评集初稿

（评测背书能力）

知识建设节点和

模型能力匹配度

知识注入

判断题

选择题

主观题

测评集终稿

（评测推理能力）

用例标准化Agent

模型测评打分：

电信大模型2.0：40

星云大模型6.0：72

deepseekR1-qwq：84

deepseekR1满血版：92

生成采纳率26%
生成采纳率66%
生成采纳率80%
生成采纳率88%

题目难度比例：

3：4：3

评
测



测试开发工程化 嵌入研发流程

测
试
策
略

回归测试

功能流水线

UST场景流水线

用例+

场景

RDC

需求

一体化看板

报告统计

脚本度量

全
流
程
管
理

需求测试

脚本生成 脚本调试修正

测试开发

领域验收 系统验收

需求验收

测试设计

Gerrit

脚本库

手工回归

回归测试 专题测试

专题流水线 59-070

C89E

59-090

61-FPPV2

C600E99-SSP3

99-SSP4

15Kv6

T8000

61-070

99盒式

版本发布

环境类型
任务模板

环境模板

建
立

堆叠

单机

混插

单主控

双芯

双主控

三芯

单芯

SPN典型场景 DC典型场景

IPRAN典型场景

安全测试 性能容量

内存拷机

引用任务模板自动创建不同流水线(26条)，实现测试全覆盖

固化稳定环境，规范执行反馈
任
务
自
动
下
发



实践过程&效果

PART 04



实践过程

1.自动获取文本用例内容

①获取用例信息 ②用例标准化 ③生成脚本 ④测试执行



实践过程

2.完成文本用例步骤标准化改写

①获取用例信息 ②用例标准化 ③生成脚本 ④测试执行



实践过程

3.标准化用例生成完整测试脚本

①获取用例信息 ②用例标准化 ③生成脚本 ④测试执行



实践过程

4.执行测试脚本并返回执行结果

pas
s

①获取用例信息 ②用例标准化 ③生成脚本 ④测试执行



实践过程 完成脚本错误自修复

①脚本生成

②脚本执行校验

③脚本修复

执行智能体 收到脚本 执行智能体获取结果 检查智能体检查结果

检查智能体检查结果 脚本修复成功 修复智能体尝试修复

执行智能体获取结果 执行智能体收到脚本 修复智能体获取新脚本



实践过程 测试执行全程无人化



实践效果 释放人力 提升质量

交
付
能
力
提
升

项
目

项
目
应
用

交付质量

交付效能

提升76%

需求交付效率

增加65%

自动化覆盖率

提升88%

测试吞吐

提升17%

产品质量

零
因脚本问题泄露的故障

• AI应用覆盖到200+需求，5K+用例

• AI累计生成代码达到82W+行

• 脚本生成采纳率>90%

• 2024全年脚本生成率呈指数级增长

收益越来越显著

0.32% 1.82% 3.27%
8.49%

16.80%

29.80%

41.90%
46.60%

53.20%
59.60%

65.20%
70.20%

75.7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5年1月25年2月25年3月

脚本生成率趋势图



总结与展望

PART 05



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效？

知识建设匹配模型能力，提效需要“量变”引起“质变”

评测识别问题，知识精准补充

指标尚可，提效的外部感知不明显

关键变化
模型能力

肉眼可见的提升

原因分析：

• 指标无法反应真实情况，生产过程依然是人机协作，人工

审核、修正、验收的工作被忽视也难以准确统计

• 知识工程落地需要信仰，知识建设投入大，门槛高，反馈

延时长，这类工作往往需要信仰，信仰是稀缺资源

改进思路：

• 大模型的生产力是模型能力和知识“化学反应”的结果，知识

建设应当基于应用对象的能力变化而调整，教一个3年工作经

验的骨干远比教一只有3个月经验的新人要容易得多

• 通过人机协作的过程，识别需要人工干预的问题，横向推理形

成通用的范式来解决同类问题；通过将这些通用的范式纳入评

测集，在生产前就进行知识全景的识别，精准补充



从人类智能到人工智能

人工时代

1.0

2.0

下一步

人类智能

人工智能

人通过理解用例、查询关

键字、复用旧脚本完成脚

本编写

●

人利用大模型的推理模仿

能力，通过RAG和

Fewshot技术，实现脚本

生成

●

人将现有的测试活动总结

为标准的作业程序，并将

复杂任务拆分为多个子任

务

●

大模型替代人编写脚本，

脚本编写效率大幅提升

●

多个智能体基于标准程序

各自完成子任务，并通过

与人合作完成任务

●

利用人工评估反馈，大模

型反思的方式提升任务完

成的质量

●

大模型能力进一步提升，

对产品有深入理解，更好

的指令跟随能力以及反思

能力

●

智能体随着模型能力提升，

可以自主构建标准作业程

序，智能完成工具的使用

●

智能科技， A I 的新时代

通过代码补全、断点调试

等手段辅助编写和调试

●

智能体自主采集测试活动

中生成的数据，伴随式完

成模型训练，实现智能体

自学习和自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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