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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ilway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very important to ensure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social stabi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railway network information syst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faces more security threa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personnel awarenes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At the technical level, strengthening encryption technology and system protection capability are 
key; at the management level, improving security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training to enhance employees’ security awareness; 
at the regulation level,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relevant regulations to provide legal support for security; at the personnel 
awareness level, it is crucial to improve security awareness and establish security culture. These measures jointly build a three-
dimensional line of defense of railway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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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对保障运输安全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铁路网络信息系统日趋复杂，面临更多安
全威胁。论文分析了铁路网络信息安全在技术、管理、法规及人员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策略。技术
层面，强化加密技术和系统防护能力是关键；管理层面，完善安全机制和加强培训提升员工安全意识；法规层面，制定和
执行相关法规为安全提供法律支撑；人员意识层面，增强安全意识和建立安全文化至关重要。这些措施共同构建了铁路网
络信息安全的立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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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铁路网络已经成为国家重要

的交通命脉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之一。铁路网络信息安全问

题直接关系到铁路运输的安全与效率，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经

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探讨铁路网络信息安全存

在的问题及防范策略显得尤为重要。铁路网络信息系统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一直是铁路运输领域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

着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铁路网络信

息系统日益复杂，面临的安全威胁也日益增多。从国内外轨

道交通网络安全事件中不难发现，恶意攻击、人员误操作、

系统漏洞等问题时有发生，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2 相关理论概述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是确保铁路运输系统稳定运行和数

据不受威胁的关键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铁路

网络信息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加，面临的安全挑战也日益

严峻。

2.1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定义与范畴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所涵盖的领域，旨在保护铁路系统

中的关键网络设施、信息系统以及数据不受未授权的访问、

破坏、修改或泄露等威胁的影响。这包括但不限于列车调度

指挥系统、客票发售预订系统、铁路运输管理系统等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这些系统构成了铁路运输的神经中枢，一旦遭

到破坏或数据泄露，可能会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和社会秩

序造成严重影响。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定义不仅包括技术层

面的防护，还涉及管理、法律、人员培训等多个维度，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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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铁路网络的完整性、可用性和保密性得到全面保障。

2.2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关键技术
确保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关键技术是构建网络安全防

御体系的基石。这些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防火墙、入侵检测系

统、防病毒软件、数据加密技术、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SIEM）

系统等。防火墙作为网络的第一道防线，能够有效地监控和

控制进出网络的流量，防止恶意软件和攻击者入侵。入侵检

测系统和入侵防御系统则进一步监控网络和系统是否有被

攻击的迹象，并在潜在攻击发生时立即采取措施。数据加密

技术则确保了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防止敏感

信息被非法截获和解读。

2.3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相关法规与标准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法规与标准是确保其安全性的基

石。《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铁路网络信息安全提

供了基础性框架，确立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的保护要求、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等关键

制度。这些规定为铁路网络的安全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

作标准，确保了在遇到安全威胁时，能够依法采取有效措施。

《铁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

铁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要求。该办法明确了铁路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定义，即在铁路领域中，一旦遭到破坏、

丧失功能或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和

公共利益的重要网络设施和信息系统。

3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现状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是确保铁路运输系统稳定运行和数

据不受威胁的关键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铁路

网络信息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加，面临的安全挑战也日益

严峻。

3.1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主要威胁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涵盖了恶意攻

击、人员误操作、系统漏洞、网络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

问题等多个方面。随着新的攻击手段，如 APT（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的出现，铁路通信网络覆盖面积的增加，

以及系统对外界依赖性的增强，针对铁路信号系统网络的恶

意攻击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这些攻击可能包括对

铁路网络的非法侵入、干扰、破坏，以及数据泄露，严重时

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和公共利益。在人员误操

作方面，由于技术水平跟不上铁路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加之

人员素质及责任心的问题，人为因素已成为造成安全隐患的

重要原因。

3.2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的现状分析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且持续

的过程，涉及技术、管理、人员等多个层面。当前，铁路网

络信息安全防护主要从内网物理隔离的角度出发，在必要的

地方增加外围防护。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外部攻

击，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外围防护和系统本身的功能

安全防护并未协同考虑，这导致了在实际防护中存在一定的

脱节。功能安全防护侧重于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而信息

安全防护则更关注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这两者

的结合是实现系统内生安全的关键，但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

巨大差距。高速铁路信号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包括调度

集中网的建立，该系统采用新一代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

综合了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现代化控制技术，以提

高列车运行的安全性和效率。这种系统的设计原则是“故障

导向安全”，即在设计阶段就采用热备、容错、冗余等机制

来保障设备和系统的高可靠性、高可用性、高可维修性和高

安全性。

4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是确保铁路运输系统稳定运行的关

键，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铁路网络信息系统的复杂性

日益增加，面临的安全挑战也日益严峻。

4.1 技术层面的安全隐患
铁路网络技术层面的安全隐患主要涉及网络设施和信

息系统等关键组件的脆弱性。随着铁路系统数字化转型的深

入，运营技术（OT）系统与信息技术（IT）系统的融合带

来了新的安全挑战和风险。例如，传统的 OT 系统在设计时

往往侧重于功能的实现和系统的稳定性，而缺乏对网络安

全威胁的充分考量，导致系统在面对恶意攻击时显得脆弱。

老旧系统可能由于缺乏内置的安全特性而难以适应当前的

网络安全要求，增加了安全防护的难度。系统的广泛分布和

数量众多也使得标准化和管理变得更加复杂。铁路网络的覆

盖面积不断扩大，系统对外界的依赖性增强，使得针对铁路

信号系统网络的恶意攻击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供应商

的依赖性、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更新系统的安全性问题都

是技术层面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应用层的自主开发能力虽

然在提升，但在操作系统、芯片以及数据库等方面仍然依赖

国外厂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漏洞的主动辨识和应对

能力。

信号系统网络的相对封闭性虽然有助于防止外界入侵，

但也易遭到多样化、隐蔽性的攻击。信号系统采用的安全计

算机平台虽然关注了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安全性等

指标，但计算性能相对有限，难以实现有效的安全防护，直

接对抗攻击的能力较弱。信号系统基本按照等级保护的要求

安装了基本的安全设备，但区域防护能力不完善，设备接入

控制技术有限，非法接入风险较大，边界防护能力亟待提升。

4.2 管理层面的安全隐患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管理层面安全隐患是一个多维度

的问题，它不仅涉及组织结构的合理性，还与人员素质和内

部流程的规范性密切相关。在组织结构方面，一个明确、高

效的管理框架对于确保铁路网络信息安全至关重要。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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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铁路运营单位在组织结构上可能存在职责不明确、协调

不充分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安全管理上的盲点和漏

洞，从而增加网络信息安全的风险。人员素质的提升也是管

理层面的一个重要议题。技术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

能、安全意识以及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识别和应对能力，直接

影响到铁路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的有效性。

4.3 法律法规层面的安全隐患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层面安全隐患主要体现

在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完善程度及其执行力度上。当前，

铁路领域的网络安全法规尚处于完善阶段，现有的铁路特定

法规可能尚未全面涵盖网络安全的各个方面，导致基本服务

运营商（OES）在遵守网络安全要求时面临源自不同法规的、

非统一的标准和要求。这种法规间的不一致性，不仅增加了

企业合规的难度，也可能导致安全防护措施的执行不到位，

从而影响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整体水平。对于网络安全指令

的理解和遵从可能需要大量的工作来集成信息并执行管理

任务，这对 OES 在遵守不同国家法规施加的网络安全要求

时构成了挑战。根据《铁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国家铁路局负责制定铁

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规则，并报国务院公安部门备案，

抄送国家网信部门。这要求运营者不仅要理解《管理办法》

的具体要求，还要能够将其与现有的网络安全实践相结合，

确保法规得到有效执行。

4.4 人员安全意识层面的安全隐患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不仅受制于技术与管理层面，人员

的安全意识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铁路部门的网络

安全实践中，员工对于网络安全的认识水平参差不齐，整体

而言，对网络安全需求的意识仍然偏低。尽管安全要求至关

重要，但面对频繁更新的网络安全规定，安全团队必须投入

额外的时间与资源以确保安全机制的完整性，这无疑增加了

保护信息的难度。

5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对策

针对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现存的问题，采取全面的解决

对策是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的关键。这些对策需要从技术、管

理、法律法规及人员安全意识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施策。

5.1 技术层面的防范策略
技术层面的防范策略是确保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基础。

加强加密技术的应用是提升数据传输和存储安全性的关键。

通过采用先进的加密算法和协议，如 TLS/SSL 协议，可以

有效地保护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被窃取或篡改。提升系统安

全防护能力是另一项重要措施。这包括但不限于强化网络边

界的防火墙配置、定期进行系统漏洞扫描和补丁管理，以及

部署入侵检测系统和入侵防御系统来及时发现和响应潜在

的安全威胁。

5.2 管理层面的防范策略
管理层面的防范策略是确保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完善信息安全管理机制要求建立一套全面的安全

政策和程序，以规范员工的行为并减少人为错误。加强人员

安全培训则要求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和技能培训，

以提高他们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认识并提升其应对能力。

5.3 法律法规层面的防范策略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防范策略构成了维护网

络安全的基石。在数字化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铁路网络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其安全性

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的实施为铁

路网络信息安全提供了基础性的法律框架，对保护个人信

息、治理网络诈骗、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作出了明

确规定。

5.4 人员安全意识层面的防范策略
人员安全意识层面的防范策略是提升铁路网络信息安

全的关键。增强全员安全意识要求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所有

员工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安全文化则要求在组织

内部营造一种重视网络安全的氛围。

6 结语

铁路网络信息安全是确保铁路运输系统稳定运行的关

键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铁路网络信息系统的复

杂性日益增加，面临的安全挑战也日益严峻。论文从技术、

管理、法律法规及人员安全意识等多个层面，深入分析了铁

路网络信息安全现存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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