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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 高级测试工程师

8年移动端开发测试经验，对各类客户端的UI测试、专项测试、性能测试

等，有较为丰富的探索及实践，负责集团基于移动客户端的本地和平台层

工具建设，推动测试技术在集团内的推广落地，助力集团测试人员持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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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UI自动化为什么难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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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年的需求调研来看，UI自动化呼声一直不减



UI自动化的历史落地情况

多而不精的自动化方案

UI自动化看起来很“简单”，
市面上各种开源的自动化框架
搭配起海量的入门级教程，导
致前期各业务产线几乎“人手
一个”自动化测试“自研”框
架

不断的冗余投入建设 难以为继的维护需求

由于各产线间的信息并不总
是共通的，面对相似的需求，
可能仍然会不断的有冗余的
投入建设

由于产线的UI自动化用例大
部分采用代码框架的形式进
行建设，而各人的代码水平
良萎不齐，导致在人员变动
的时候，自动化测试用例往
往面临难以为继的处境



从可选方案来看UI自动化为什么难落地



我们是如何推进UI自动化落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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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自动化推进的整体演进策略

统一代码框架

解决不同产线闭门造成
带来的人力冗余

平台可视化管理

解决自动化相关数据资
产的可视化管理、流程
类的场景互联互通

智能化

降低门槛，提高UI自动
化的编写效率，降低用
例的后续维护成本



step1：统一标准-支持多种测试场景的应用层自动化
开发框架

定
位
：
自
动
化
场
景
能
力
覆
盖
的
应
用
级
框
架

外围支持

日志系统

多端互动

底层支持

Androi d  W in   国 产 系 统 iOS   小 程 序

驱动能力

远端调用

场景能力

用例分发 O C R驱动

控件驱动 图像驱动并行执行

测试报告

自动邮件 范式约束

一 键 部 署>

A I辅 助 生 成case>

平 台 运 行 支 持>生态

支持



step2：平台建设-更高一层的需求用测试平台来解决

可视化结果管理

01

• 自动化的成功率曲线是什

么样的？

• 自动化发现的问题数趋势

如何？

• 自动化的执行次数如何？

云端硬件池共享

02

• 本地机器不够怎么办？

标准化能力提供和统一化演进

03

• 自动化框架的合理设计和

演进技术门槛很高怎么办？

• 各业务产线不同业务怎么

保证产出水平相近？

数字资产管理

04

• 自动化用例怎么多人协作

完成？

• 每月新增用例数是多少？



step3：智能化在线编写支持-降低门槛，提高效率

01

03

02

AI技术融合
通过大模型驱动的自然语言转低代码，实现智能化测

试的突破，降低技术门槛，提高测试效率。

动态交互优化
采用左右分栏“翻译式”脚本编写方式，实现自然语
言与低代码之间的双向映射，提升用例可维护性。

兼容性设计
结合Git与平台双模式协作，无缝对接CI/CD流程，

确保自动化测试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最终解决方案：AI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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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愿景- “三零”测试：零人工介入（全自动）、
零场景遗漏（智能遍历）、零延时响应（实时分析）



产品主要功能

左右分栏“翻译式”脚本编写

支持多种元素类型在线编辑

代码和语义编写的混合支持

云端和本地设备的实时控制

功能测试到自动化链路打通

PO设计模式的产品化呈现



从需求到功能用例的智能一键实现



智能翻译式的自动化编写平台



多步骤自动转换，从需求到自动化用例的全能力
要素实现



实现点解析_大模型token数优化：输入裁剪

为什么要对大模型的输入进行裁剪？

01

02

03

费用问题

越高的token会产生更多的费用，对高频次的使用来说，裁多

少几乎等于省了多少钱

生成效果问题

并不是给的信息越多越好，大量的信息下，会干扰大模型的生

成，生成效果反而会差一些

生成速度问题

越长的token，传输的时间越长，会拖慢大模型的生成速度

在UI自动化中，最大的token产生来自于
基于Dom技术的页面信息，裁剪手段如
下：

- 删除视界外的元素信息

- 删除对大模型决策无用的属性，如：
"@class", "@focusable", 
"@focused", "@scrollable", 
"@long-clickable"等

- 删除非属性值均为空的节点元素

- 。。。



实现点解析_大模型token数优化：输出裁剪

通过在提示词内进行约束，仅允许输

出关键信息，例如，虽然大模型可以

输出要元素完整的所有信息，但仍然

约束只给出一个唯一标识值如id

由于后续仍然会需要用到元素的其他

值如text，但是由于大模型的输出进

行了裁剪，不包含该项内容了，因此

需要编码通过唯一标识进行反查，反

向再补全所有所需信息

01 02

prompt约束 编码补全



实现点解析_prompt优化：使用结构化框架
示例提示词

#Role: 文字排版大师

#Profile:

- author: 李继刚

- version: 0.1

- language: 中文

- description: 使用 ASCII 符号和 Emoji 表情符号来优化排版已有信息, 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

##Goals:

- 为用户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让信息更易于理解

- 增强信息可读性，提高用户专注度

##Constrains:

- 不会更改原始信息，只能使用 ASCII 符号和 Emoji 表情符号进行排版

- 排版方式不应该影响信息的本质和准确性

##Skills:

- 熟悉各种 ASCII 符号和 Emoji 表情符号的使用方法

- 熟练掌握排版技巧，能够根据情境使用不同的符号进行排版

- 有较强的审美和文艺能力

##Workflows:

- 作为文字排版大师，将会在用户输入信息之后，使用 ASCII 符号和 Emoji 表情符号进行排版，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

- 排版完毕之后，将会将整个信息返回给用户。

##Initialization: 欢迎用户, 并提示用户输入信息

使用提示词框架编写提示词的原因在于它们
提供了系统化的方法来设计有效的提示，使
得用户能够更准确地指导AI模型完成特定任
务。这些框架可以帮助用户明确表达自己的
意图，并为AI模型提供足够的上下文信息，
从而获得更好的结果。此外，它们还能帮助
避免歧义，减少试错次数，提高工作效率。
每种框架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适用场景，可
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框架来优化与
AI的交互。

APE

常见的提示词框架类型：

BROKE CHAT

CRISPE CARE COAST

RACE LangGPT ...

参考资料：https://zhuanlan.zhihu.com/p/5182226589



基于三种方式的优缺点，我们设计了两种生成策略

实现点解析_生成策略：效果优先和速度优先

大模型对目标的识别，目前有三种方式：Dom

树、Ocr、视觉识别；三种各有优缺点

- Dom树：输出结果最精确，但是占用token

多，且无法支持webview内的控件识别

- Ocr：能够支持原生控件和webview控件，

但是无法支持非文字类控件

- 视觉识别：几乎可以支持所有类型控件，但

是对非主流App的识别效果支持的不够好

优先保障生成的速度，同时获取这三种类型的控件，谁先返回结果，那么就

采用处理后交给大模型

速度优先策略

优先保障生成的效果，同时获取这三种类型的控件，如果Dom树有结果且结

果正确，那么优先采用Dom树，再次视觉识别，再次Ocr

效果优先策略



实现点解析_效果优化：set-of-mark预处理输入图像

set-of-mark是对图像进行预处理的步骤：

通过对图像进行预先的分割，并给予分割区域以标记；

再把做过标记的图像给视觉处理模型如GPT4V进行处理，
而不是直接将原始的图片直接交给视觉处理模型；

可以获得比直接输入原始图片更好的理解效果。

参考资料：https://github.com/microsoft/SoM



实现点解析_效果优化：历史步骤辅助AI决策

对单步骤的自然语义转换到自动化用例步骤而言，
不存在历史的概念；但如果是步骤的生成，则需要
给大模型增加“记忆”数据，大模型才能够更准确
的知道自己当下应该做什么。

对记忆数据而言，主要有两种来源：

- 已经执行过的步骤记录

- 之前已经生成好的操作链路

01
内容为在一轮的多步生成内，之前已经做了什么，每一步的含义和操作对

象的属性值；

辅助大模型根据当前的页面，判断之前的操作是否正确的被执行了

执行步骤记录

02
内容为根据当前待实现的步骤，匹配出之前历史用例内，最为匹配的整条

操作链路；

辅助大模型根据本次的操作目的，借鉴历史上的操作链路生成步骤

历史操作链路



内部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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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成效数据

集团内部应用情况

55%
功能用例采纳率

* 用户采纳的AI生成用例数/生成用例数

60%
自动化步骤采纳率

* 用户采纳的AI生成步骤/生成步骤总数

50%
自动化编写效率提升

* 调研结果，相较传统的代码编写方式而言



未来展望：走向完全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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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结语

从大模型问世以来，每一年的迭代升级速度都远超人们预期，思考能
力变得越来越强，能够支持的输入维度越来越多，上下文的token数
越来越多。。。

从前很多技术上觉得遥不可及的限制，都在逐步的优化缓解，在未来，
我们可以用大模型来做越来越多的尝试；

也许有一天，我们给到工具的测试指令就是一句话：“这里有个
app，你来测一下”







扫码领取会议PPT资料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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