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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 network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ecurity 
of data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network.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Internet, the threat to network securit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forcing us to take strong protective measures to deal with i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computer network 
security,	common	threats	and	challenges,	and	specific	preven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network	security,	focusing	on	the	central	role	
of computer network security in protecting user information, e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network services, and suppor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analyzes the main threats, which not only endanger personal data, but also 
may damag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entire network system.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practical preventive strategies, hoping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network protection through systematic programs. Thus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rotective strategies is expected to effectively reduce security threats and prevent illegal infringement of 
network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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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威胁与防范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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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机网络安全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安全和网络的稳定性，随着互联网的快速进步，网络安全
受到的威胁愈加严峻，迫使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防护措施应对，论文深入讨论了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必要性，常见威胁与挑
战，以及提升网络安全的具体防范措施，重点说明了计算机网络安全在保护用户信息、保障网络服务稳定性以及支持经济
社会发展方面的核心作用，结合现状分析了主要威胁，这些威胁不仅危及个人数据，还可能破坏整个网络系统的平稳运
行，进一步提出了实用的防范策略，希望通过系统化方案提升网络防护水平，从而保障网络环境的安全，通过这些防护策
略的落实，有望有效减少安全威胁，防止网络数据遭受非法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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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化时代下，计算机网络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个人信息的存储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运转都依赖

于网络技术，网络安全也因此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

展，计算机网络环境日益复杂，安全威胁不断演变，深入研

究并实施有效的防范策略已经变得格外关键，论文详细分析

了计算机网络所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并提出了系统性的解

决方案，旨在增强网络的防御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

能力。

2 维护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必要性

2.1 保护敏感数据
计算机网络安全对保护敏感数据至关重要，当前信息

化时代下，个人信息、商业机密、金融记录和政府数据等大

量数据在计算机网络中存储和传输，这些数据因其敏感性和

高价值，吸引了黑客和网络犯罪分子的注意，而一旦这些数

据被未经授权访问或泄露，便可能引发隐私侵犯、经济损失

和信誉危机。网络安全措施包括防火墙、加密技术、访问控

制以及实时的安全监控，这些手段组成了一个防御系统，专

门用于防范非法入侵和数据泄露，且随着技术发展和新型攻

击方式的不断涌现，网络安全工具也在更新，以应对新的威

胁与挑战 [1]。比如数据加密技术能确保即使数据传输中被截

获，没有对应的解密密钥也无法获取内容。网络安全不仅是



33

信息科学与工程研究·第 05卷·第 11 期·2024 年 11 月

技术层面的问题，还牵涉法律与道德层面，组织有责任保护

用户和客户的数据免遭滥用或非法获取，因此，落实网络安

全措施不仅可以防范外部威胁保护敏感数据，同时也增强用

户信任，维护企业品牌声誉和市场地位。

2.2 防止网络攻击
维护计算机网络安全至关重要，能够有效防止网络攻

击带来的潜在破坏，这些攻击往往以病毒、木马和勒索软件

等形式存在，每一种形式都通过不同方式对网络系统造成威

胁，病毒可以借助电子邮件附件传播感染系统文件，直接干

扰系统的核心功能，木马会伪装成合法软件，一旦用户下载

便可能窃取用户不知情的敏感信息，勒索软件则直接锁定系

统中的重要数据，以要求支付赎金作为解锁条件，因此，通

过强化网络安全措施来保障系统安全尤为重要。例如，对系

统进行定期更新并执行补丁管理以修补漏洞，能够显著降低

攻击风险，此外，部署高效的防病毒软件和入侵检测系统有

助于在攻击初期将其遏制，确保网络不受损害，员工的网络

安全教育和培训也十分关键，能大幅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并

降低因人为因素引发的安全事件。

2.3 维持业务连续性
维护计算机网络安全直接关系到业务的连续性和服务

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数字化高度依赖的今天，各类企业和组

织的日常运营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网络，面对 DDoS 攻击、

恶意软件或数据泄露等网络风险，关键业务系统极易受到冲

击，从而导致服务中断甚至瘫痪，像一次成功的攻击足以关

闭在线交易、切断供应链或使客户服务系统停摆，建立稳固

的网络安全体系可以成为应对这一类风险的基础 [2]。通过采

用先进的安全技术和协议、定期更新系统、修补漏洞、实施

全面的入侵检测和防御体系对潜在威胁进行实时监控和响

应，同时制定有效的灾难恢复计划也至关重要，有了这一体

系，企业在面对数据丢失或系统故障时才能迅速恢复业务运

行，从而降低因网络攻击带来的经济损失，并维持客户信任

和企业信誉，以此为企业的持续发展与稳定奠定基础，维护

计算机网络安全也因此成为所有依赖现代技术的企业必须

执行的核心策略。

3 计算机网络安全中常见的威胁挑战分析

3.1 恶意软件攻击
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维护是防止数据泄露、保护用户隐

私和确保设备正常运行的关键工作，而在这过程中，恶意软

件攻击已成为普遍而棘手的威胁。恶意软件攻击形式多样，

主要包括病毒、蠕虫、特洛伊木马和勒索软件，它们通过不

同手段侵入用户设备，带来一系列破坏。病毒一般依附在宿

主文件中，通过自我复制扩散来损坏系统，蠕虫则无需宿主

文件即可自我传播至其他计算机，且不需要用户参与；特洛

伊木马常伪装成合法程序，欺骗用户下载并运行，一旦执行，

它便会为攻击者打开远程访问的后门，进而实现对设备的控

制或数据窃取。勒索软件通过加密用户重要文件后索要赎金

来获取经济利益。恶意软件的传播方式广泛，常见路径包括

电子邮件附件、软件下载以及操作系统和应用漏洞的利用，

尤其是钓鱼邮件中的恶意附件会诱使用户点击，导致恶意程

序安装在设备上开始破坏；下载不安全来源的应用程序也让

用户更容易受到恶意代码的威胁。此外，未修补的系统和应

用漏洞为攻击者提供了便利，让他们借机植入恶意软件，从

而破坏设备或窃取登录信息、金融数据等敏感信息。

3.2 网络钓鱼攻击
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维护非常重要，其中常见威胁挑战

包括网络钓鱼攻击。网络钓鱼攻击作为一种具有破坏力的安

全威胁，通常运用社会工程学技巧欺骗用户，攻击者常假扮

可信的个人或机构，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短信或社交媒体消

息，诱使用户执行特定操作，这些信息往往伪装成银行、社

交平台、电子支付服务等合法来源，容易让用户产生信任，

从而按照指示点击链接或打开附件。钓鱼邮件或消息的内容

通常带有紧急或诱导性的语言，目的是促使用户快速响应，

而其中的链接通常指向外观上高度仿真的恶意网站，意图诱

导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信用卡信息等敏感数据。用户在

这些虚假网站上输入的信息，往往会被攻击者截获，用于非

法访问、身份盗窃或其他欺诈活动 [3]。网络钓鱼的成功率高，

一方面由于攻击者设计手法精细，策略持续变化以应对最新

的安全防护，另一方面由于用户在不同平台上往往使用相似

或相同的账号信息，这意味着一旦一个账户遭到入侵，其他

账户也可能面临风险。

3.3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计算机网络安全中，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是

一种常见且严重的威胁，这类攻击意在使目标的网络服务或

资源过载到无法正常使用的程度。攻击者通过控制大量被恶

意软件感染的计算机组成的僵尸网络，同时向目标发送海量

请求或数据包，使目标服务器或网络超出其负载。DDoS 攻

击通常有多种形式，比如通过大量合法请求消耗服务器资源

的 HTTP 洪水攻击，即以大量 HTTP 请求耗尽网站服务能力，

或者通过发送大量 UDP 数据包使网络带宽被填满的 UDP 洪

水攻击，阻断合法流量。DDoS 攻击影响力大且成本低，不

仅迅速瘫痪网络服务，且其技术门槛不高，攻击者甚至能直

接租用僵尸网络发动攻击而无需自行搭建复杂设施。此类攻

击通过协调产生压倒性请求流来突破网络服务的处理极限，

且因来源分散，单一安全措施难以有效拦截，对依赖网络服

务的组织而言，DDoS 攻击始终是重大安全威胁。

4 促进计算机网络安全的防范策略分析

4.1 安全教育与培训
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多种防范策略中，安全教育与培训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环节，其核心在于通过定期的培训和

教育课程让员工深刻意识到网络安全的潜在威胁，同时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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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网络钓鱼等常见网络攻击的方法，尤其网络钓鱼针对的

是组织中易受攻击的人员，通过培训课程向员工详细讲解如

何辨别可疑的电子邮件、链接和附件等常见钓鱼手段，同时

该教育培训还应涵盖安全的互联网使用习惯，如设定安全密

码并定期更换、避免在不安全网络中执行敏感操作等，此

外，员工需学习数据保护的实际操作，如在传输重要文件前

加密文件，以及使用安全的数据传输与存储解决方案 [4]。类

培训不仅局限于新员工的入职学习，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因为网络安全威胁不断演变，只有通过不断更新培训内容，

才能确保员工的安全知识始终处于最新状态，通过模拟攻击

演练、安全意识活动、网络安全研讨会和定期安全通信等形

式，可以使员工保持高度警觉，并有效应对新兴的网络安全

挑战。这种系统化的教育方式不仅强化了员工个人的安全意

识，还为整个组织筑起一道稳固的防线，极大降低了由于疏

忽导致的安全风险。

4.2 使用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
计算机网络安全的防范措施中，部署防火墙和入侵检

测系统（IDS）是关键手段，防火墙作为保护网络的第一道

防线，负责监控和管理进出网络的数据流，依靠预设的规则

来阻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并防范潜在攻击，这些规则通常基于

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协议或端口号，使防火墙在筛选入

站和出站流量时更具针对性。与此同时，入侵检测系统专注

于监测网络内部活动和数据传输，能够识别和响应内部的异

常行为和威胁，IDS 通过分析网络数据包，与已知攻击模式

进行比对已发现恶意活动，一旦检测到可疑行为便发出警

报，并可能根据配置自动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损害和数据

泄露，现代网络环境通常结合防火墙、IDS 以及入侵预防系

统（IPS），后者在识别威胁的同时能够主动阻止攻击，通

过这种集成的安全系统，组织得以全面掌控网络安全，实时

防护来自各方的潜在威胁。

4.3 数据加密
计算机网络安全中的数据加密技术通过算法将信息转

化为特定格式，仅拥有正确密钥的人可以读取，成为提升网

络安全的重要方式。个人身份信息、财务记录及公司内部数

据等敏感信息，在服务器存储或网络传输时都应进行加密，

这样即使数据被截获或非法访问，没有解密密钥的第三方也

无法读取真实内容。加密技术包含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两

种方式，其中对称加密使用相同密钥来加解密数据，适合大

量数据加密，速度较快，而非对称加密则采用公钥加密、私

钥解密，尽管处理速度较慢但能提供更高的安全性，适合传

输过程中的密钥加密和少量数据加密。此外，现代加密技术

还包含数字签名和数字证书等手段，数字签名用于确保数据

完整性和发送方身份，数字证书则用于验证公钥真实性，通

过这些方式有效提升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数据来源的可信

性，从多方面保障了网络中传输和存储的数据免受未授权访

问和篡改。

4.4 应用程序和系统的及时更新
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的及时更新是维护网络安全的关

键，软件开发商会持续发布新版本以修复发现的安全漏洞，

如果企业或个人没有及时应用这些更新，他们的系统就会持

续暴露在这些已知漏洞下，给攻击者带来攻击机会，除了操

作系统本身，所有安装的应用程序和依赖库也都需要保持最

新状态，更新过程自动化则能有效减少人为忽视或延迟的风

险，很多系统和应用程序都带有自动检测和安装更新的功 

能 [5]。大幅简化了管理流程，对于大型企业，集中管理更新

效果更显著，专门工具如补丁管理系统能够更高效地保障整

体网络的安全，零信任架构的应用则能进一步增加保护，即

便部分系统未及时更新，也可以限制威胁的扩散，在更新前

进行测试也非常重要，可以确保这些更新不会影响现有系统

的兼容性，避免更新可能引发的功能问题或新的安全隐患。

因此企业在推送更新至生产环境之前，会在测试环境中进行

充分的测试。

5 结语

计算机网络安全涉及技术、防护管理、法律规范和安

全教育等多领域问题，网络安全威胁正日益复杂，仅凭一方

努力难以应对，需要多方共同作用，通过技术防护升级、法

律法规健全、公众安全意识提升和国际合作等手段，共同构

建全面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网络技术在未来将持续发展并

深入应用，网络安全的挑战也将不断多元化，这要求在安全

策略上不断创新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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