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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PART 01



行业背景

工作量激增

软件迭代周期缩短1-2周，测试工作

量极速增长，人工测试难以满足效

率要求。

质量要求提升

分布式架构的复杂性不断增长，面

临的技术环境。 对于稳定性、体验、

资损等专项类保障期望逐渐增多

成本压力显著

人力成本上涨与质量高要求得矛盾

要求需要技术手段优化投入产出比



AI技术发展

技术成熟
技术成熟度显著提升，各类AI模型准确率不断提升

基础完善
AI服务从模型种类、基础服务提供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接入门槛大大降低

广泛应用
AI在自动驾驶、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取的可观的成效，为全面替代传统测试奠

定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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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PART 02



传统迭代模式的弊端

新需求 需求评审 技术评审 开发中
手工用例
评审

提测/测试 验收 灰度 发布 线上巡检

人工成本大 维护困难 容易遗漏

用例
评审

需求
评审

提测
测试

测试用例人为编写需花费大量时间 线上
巡检

传统UI自动化用例测试方式为
DOM扫描维护成本高

提测
测试

用例平台执行的接口自动化用
例结果不稳定，维护投入大

用例
评审

手工测试用例的一些临界点容
易出现遗漏

提测
测试

自动化用例的边界情况无法测
试完全

测试稳定性有限

线上
巡检

传统UI自动化用例测试且易受
前端迭代影响，不太稳定

提测
测试

页面测试过程中需频繁变更账
号或环境，手动操作各个环节，
麻烦且费时

排查不方便

提测
测试

自动化用例的测试结果一旦出
现报错，由于用例存在多个节
点且有上下文依赖关系，难以
快速排查出错误原因

需求排期采用班车制，需求集中
处理，人工评审、排期调整工作
量大

无法对需求新增或修改的接口自
动化用例完成快速覆盖，人为新
增需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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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思路

业务逻辑 工作流程 工具平台 数据 测试能力

学习&实践 总结

方案

思考出方案

Review

基础资料

执行验证

思考过程

执行过程 执行验证 结论

整体思路：利用AI的学习和推理能力完成常态化的测试活动

方案
Review、补充

学习&实践 总结

人工处理 AI处理 人工辅助



整体架构

业务

基础
能力

AI框架

智能化
流程

需求处理 测试方案输出

手工测试用例

安全测试方案
接口智能用例

Bitto

AKALI平台 ANT平台 大模型API fe-test平台

性能测试方案

接测模式 需求排期

用例信息 用例类型

UI智能用例 AI模拟操作助手

分析结果

问题列表

差异图

页面自动操作

操作可视化

关键节点截图

智能工具

知识库 需求文档 接口文档 用例历史记录 基准图库 录制流量

LLM 增强检索RAG

投稿 创作中心稿件审核

MCP

智能测试报告

用例通过率

接口用例
修正数

UI用例分析数



整体设计

生产流程

Agent

数据

业务文档 需求文档 Akali自动 代码仓库

数据获取

AI

LLM

知识库

QA

AI产出方案

人工确认

产出
需求分级 自动化用例补充 智能测试报告

数据处理

任务识别 任务特性

获取方案

持续学习

知识学习

需求分级

需求评审 开发中用例评审 提测 测试中 灰度 发布

标准化文档

结果反驳

接口智能用例生成 UI智能用例测试|智能测试报告

模拟操作助手

MCP



具体实现

PART 04



需求分级实践-数据准备

创作

多媒体审核

业务模型 业务文档

业务俗语 系统依赖

业务流程 计算规则

梳理

向量数据库

需求内容

需求评估

清洗 QA问答

样本库
需求用例

人工经验

形成
规则

优化&
验证

Tapd数据

prompt

关联
23% 27%

42%
57%

8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准确率

准确率

线上巡检需求评审阶段 技术评审
手工用例
评审

提测 测试 灰度 发布验收开发



需求分级实践-实践结果

Step1: 流程触发

Step2: AI分级结果

Step3: 手工用例结果

Step4: 更新结果



具体实现—接口智能用例

接口信息

接口路径：xx
参数描述：xx
环境信息：xx
..

Akali平台

接口
元信息

测试
计划

测试
用例

AI分析 结果反馈

数据加工
智能用例prompt

流程要求

1.解析参数定义
2.结合知识库流量分析

3.生成自动化接口

1.参数生成规范
2.断言规范

3.用例类型规范

智
能
用
例
分
析

Retriever

LLM

知识库

Kakashi平台

流量录制

智能用例

接口路径

用例基本信息

接口入参

接口断言 接口类型

正常用例

用例类型

异常用例

边界用例

权限认证

其他信息

环境信息

录入

反馈优化

用例检查

用例执行

通过 不通过

用例预执行

录入

模型优化

需求评审
阶
段

技术评审 开发
手工用例
评审

提测 测试 验收 灰度 发布 线上巡检



应用实践—接口智能用例

Step1: 选择流量集

Step2: 解析流量集

Step3: 根据接口信息生成用例

Step4: 生成测试报告



具体实现—UI智能用例

执行

测试截图

截图地址：xx
截图文件名：xx
截图元数据：xx
..

UI
用例

云存储

上传云

模
拟
用
户
操
作

截取

基准截图

截图地址：xx
截图文件名：xx
截图元数据：xx
..

AI分析

UI
用
例
分
析

UI用例prompt

流程要求 图库

1.下载测试截图
2.下载基准截图

1.过滤动态内容
2.UI比对检测

差异

1.回答规范
2.结果二次确认

下载

LLM

结果反馈

数据加工

UI智能用例测试结果

AI分析结果

AI输出
问题列表

AI输出差异图

剔除传统繁琐断言，AI快速决策

快速定位问题原因

差异可视化

UI
基准

执行 截取
人
工
核
查

上传云

线上巡检需求评审阶段 技术评审
手工用例
评审

提测 测试 灰度 发布验收开发



应用实践—UI智能用例
UI智能用例案例

基
准
截
图

本
次
测
试

对
比
结
果

对比(缺少文案) 对比(动态区域不一致) 对比(完全一致)



具体实现—AI模拟操作助手

cookie
自动注入

浏览器
会话管理

网站控件
信息获取

视频文件
上传

页面截图
浏览器执
行JS代码

html
内容获取

DOM
控件解析

MCP server

用户

操作描述

使用xx账号
打开xx页面
进行xx操作
..

AI分析

tool

页面

意图识别 参数提取

账号 操作

结果处理

自动分析
调用工具

数据加工

结果反馈

分析结果

自动打开
页面登录
账号

AI模拟操作

自动完成
所有页面
相关操作

模拟操作
流程可视
化执行

操作验证

关键操作
截图展示

线上巡检需求评审阶段 技术评审
手工用例
评审

提测 测试 灰度 发布验收开发

提
示
词

提
示
词

提
示
词

提
示
词

提
示
词

提
示
词

提
示
词

提
示
词



应用实践—AI模拟操作助手
AI模拟操作案例

Step1: 用户提问

Step2: claude
           模型分析

Step3: mcp tool
           执行

Step4: 模拟操作
           执行

Step5: 截图查看
           验证



具体实现—智能测试报告

接
口
映
射

AI分析

接口用例prompt

流程要求 历史示例关键词库

专家配置
关键词

结果反馈

接
口
用
例
分
析 用例历史记录

纳入参考
1.关键词过滤
2.深度分析

1.约束限制
2.回答规范

用例执行

接口用例结果

LLM

数据加工

接口路径：xx
接口参数：xx
返回结果：xx
..

接口
用例

UI
用例

UI
用例

。。

UI
智
能
用
例
测
试

用例执行
接口
用例

AI用例结果 智能测试报告

用例整合 AI分析
   用例通过率

AI修正
    接口用例数

AI分析
UI用例数

AI分析结果
AI输出
问题列表

AI输出
差异图

UI
用例

AI修正结果 AI分析原因
AI推荐
处理方式

需求评审阶段 技术评审 开发
手工用例
评审

提测 测试 验收 灰度 发布 线上巡检



应用实践—智能测试报告
接口自动化用例执行不稳定案例

Ai分析结果

该用例经过AI分析
发现命中关键词
（服务器错误），
AI修正结果为成功，
符合预期

案例描述：用例节点
执行出现服务器错误，
并非代码变更导致的
错误

Prompt LLM Result

案例描述：用例节点
出现断言报错，确实
是用例存在问题导致
的错误

Ai分析结果

AI快速分析出失败
原因，判断出用例
执行本身存在问题，
AI判定结果为失败，
符合预期



AI流程典型问题
AI模拟操作助手+UI智能用例

1. css组件信息人为补充困难，扩展
性差

底层使用mcp+claude，所有
组件信息支持自动分析调用

2. 难以确定模拟操作流程是否准确

mcp加入截图工具

截图工具加入特定提示词

测试结果截图直观展示，
功能可快速覆盖各个主流程,

UI智能用例测试结果可信度增加
收益

问题
&
解决
方式

AI
流程

接口智能用例生成格式规范，
用例生成准确性明显提升

接口智能用例 智能测试报告

关键词过滤可准确解决95%以上的
失败问题，剩余5%通过深度分析可

给出有效建议和AI修正结果

排除需求内容中无关部分，能有效
减少干扰，增加准确性和有效率

3. AI容易对以下UI差异产生误判
• 微小像素偏移 / 字体渲染差异 / 

阴影 / 背景渐变

• 页面中的动态内容（如时间戳、
广告、头像）

提示词工程优化：
只关注“明显 UI 异常”：如
元素缺失、错位、颜色严重错
误，忽略“微小差异”和“动
态内容”

1. AI获取接口文档数据，数据中容
易混杂 Markdown、表格、自然语
言描述

限定生成结构

引导模型提取核心字段

2. AI推理接口路径、字段命名、示
例值不标准

知识库增加历史用例

1. 用例执行失败存在明显差异，大
部分是用例抖动导致，极少部分是
代码原因导致，AI难以作出准确判
断

提示词加入第一层关键词过滤

提示词加入第二层深度分析

知识库增加历史用例执行结果

AI智能分级

1. 业务特性差异

2. 针对无效内容生成用例

需求内容清洗，去掉背景收益等。

历史逻辑需要知识库形式存在

3. 用例采纳率较低

提示词抢到用例提示提供参考依
据，否则不生成

针对不同业务，采用配置产生提
示词。例如阈值、业务核心模块

等



整体收益

需求处理
• 需求分级：单次需求沟通会，接测评估效率提升2h

测试阶段

用例维护

• 手工用例生成：单次需求手工智能用例占比达到40%以上

• AI模拟操作助手：降低测试人员编写自动化用例的成本，可通过描述性语言智能驱动UI自

动化测试，AI模拟操作助手使用率占全组80%以上，累计完成2000次以上模拟操作, 召回17

个有效问题

• UI智能用例：高频迭代页面用例复用率由20%提升至 90%，维护成本下降近60%，单人每

周节省维护工时约 3 h

• 接口智能用例：平均每个复杂接口提升用例设计与编写时间约 20 min

• 智能测试报告：1h/天的人力用例问题排查投入降低到0.2h/天的人力用例问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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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PART 05



总结

AI赋能的智能化测试体系实现了全链路质量保障升级，极大的降低

了人力投入，提高了测试效率；该流程目前还在起步阶段，距离完

全实现全流程智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大家继续努力。



展望

• 应用AI能力时进一步控制资损，提升性能及稳定性

• 构建测试知识持续学习系统，实现模型能力的动态进化

• 未来的接口智能用例应从单一接口验证向多阶段场景智能化演进

• UI智能用例测试和AI模拟操作能力的愈加完善将完全替代前端页面

的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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