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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在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网络安全不可忽视，它是业务连

续性和数据保护的关键要素。我们已经深入探讨了信息化建

设与网络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在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探讨了网络安全管理模型和框架的重要性以及

安全最佳实践，包括安全策略和规程、安全技术应用、风险

管理和响应策略以及安全文化的建立。同时，数学模型和计

算机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企业更好地理

解、评估和管理网络安全。通过数学模型，我们可以量化风

险、评估事件严重性以及优化安全策略和风险管理策略。计

算机语言则提供了自动化、定制化和监控的能力，以支持网

络安全的实施和维护。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企业建立强

大的网络安全体系，确保业务的可持续性和数据的保护。通

过深入了解网络安全的关键因素，并结合数学模型和计算机

语言的应用，企业可以更好地应对不断演变的网络威胁，实

现信息化建设的成功与可持续发展。网络安全是一项永无止

境的挑战，我们鼓励企业始终保持警惕，不断提升其网络安

全水平，以确保其在数字时代取得持续成功。

参考文献
[1] 朱磊.国有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网络安全管理探讨[J].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2023(9):16-18.

[2] 卫欣,李昊轩.对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网络安全管理问题的探讨

[J].信息系统工程,2023(7):95-98.

[3] 杨豫,符鹏,陈鸿君.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网络安全管理问题[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2(9):47-50.

[4] 王秀斌.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网络安全管理问题分析[J].中国管

理信息化,2021,24(6):103-104.

[5] 刘忠海,刘永胜,于海,等.对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网络安全管理

问题探讨[J].数码世界,2020(11):258-259.



48

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第 2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

【作者简介】袁由兵（1984-），男，中国浙江温州人，本科，工程师，从事信息技术研究。

大数据时代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及防护策略研究
Research on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Strategi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袁由兵

Youbing Yuan

杭州吉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浙江 杭州 310000

Hangzhou Geely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China

摘  要：论文探讨了大数据分析在威胁检测和预防中的作用，强调了其在提高网络安全的效率和准确性方面的重要性。详

细讨论了大数据时代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数据泄露和隐私问题、高级持续性威胁（APT）、内部威胁、

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等。基于这些问题，论文提出了大数据驱动的网络安全防护策略，旨在帮助组织更好地

保护其网络免受各种威胁和攻击。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big data analysis in threat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and emphasizes its importance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network security. A series of problems of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se include data breaches and privacy issues,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s (APT) , internal threats, 

and large-scale denial-of-service attack (DDoS). Based on the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big data-driven network security 

protection strategy to help organizations better protect their networks from various threats and attacks.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网络安全；防护策略

Keywords: big data era; network security; protection strategy

DOI: 10.12346/csai.v2i1.9114

1 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已经成为

组织和个人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网络安全问题涉及数据隐

私、网络入侵、恶意软件攻击等多个方面，而这些问题的复

杂性和严重性不断增加。因此，要着重探讨大数据分析在

威胁检测和预防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大数据时代计算机网络

信息安全所面临的问题，为组织提供更好的网络安全保护

方法。

2 大数据分析在威胁检测和预防中的作用
在当今数字化的世界中，数据已经成为企业、政府和个

人的重要资产。然而，随着数据的增加，安全威胁也日益增

多，给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如何

有效地检测和预防这些威胁成为当务之急。而大数据分析在

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1 行为分析和异常检测
大数据分析在网络安全中的关键作用之一是对网络流

量、用户行为和系统操作进行深入分析。这种分析有助于识

别出不符合正常行为模式的异常活动。通过监控大规模的数

据流，系统能够检测到潜在的威胁活动，如异常登录尝试、

未经授权的数据访问等。例如，系统可以识别出在非工作时

间大量访问敏感数据的情况，这可能是内部威胁或外部入侵

的迹象。通过分析用户和系统行为，可以及时发现潜在风险

并采取措施进行防御 [1]。

2.2 实时威胁监控
大数据技术提供了处理大量实时数据的能力，这使得网

络安全团队可以迅速响应威胁事件。通过监控实时数据流，

系统可以即时发现并应对网络入侵、恶意软件传播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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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控不仅有助于减少潜在威胁造成的损害，还可以迅速

隔离受感染的系统，以阻止威胁扩散。例如，如果有大量异

常流量涌入系统，实时监控可以及时发出警报并自动采取措

施，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小攻击的影响。

2.3 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
大数据分析可以应用机器学习算法来识别威胁模式。通

过训练模型来识别恶意代码、恶意链接或网络攻击模式，系

统可以自动学习并提高威胁检测的准确性。这种方法可以适

应不断变化的威胁，因为机器学习模型能够在不断积累新数

据的情况下不断改进。例如，如果一个系统可以识别出新的

恶意软件变种，它可以将这些信息用于更好地保护网络。

2.4 大规模数据存储和检索
数据技术的强大之处在于其提供了出色的数据存储和检

索能力。通过这项技术，我们可以存储来自各种数据源的大

量网络活动日志、事件数据和威胁情报。这些数据对于后续

的分析和调查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和追踪

潜在的威胁行为。通过存储和检索大数据，网络安全团队能

够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更好地了解攻击者的模式和策略。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系统检测到一次网络入侵，我们

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追溯攻击者的行动路径，从而为进一步

的调查和防御提供帮助。这种能力对于网络安全至关重要，

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攻击者的行为方式。通过分析

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攻击者可能使用的常见模式，并及时

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此外，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帮助我们发

现潜在的漏洞和弱点，并及时进行修复，从而提高整体的网

络安全性。总之，大数据技术为网络安全团队提供了强大的

工具，使他们能够存储和检索大量的网络活动数据，并通过

深入分析来了解攻击者的模式和策略。这种能力对于识别和

追踪威胁行为至关重要，并且有助于进一步的调查和防御

工作。

2.5 情报共享和协同防御
大数据分析也用于威胁情报共享，不仅在单个组织内部，

还可以跨组织共享威胁情报。这有助于构建更强大的网络安

全生态系统，通过协同防御来抵御复杂的威胁。通过共享威

胁情报，组织可以互相警告并采取措施来应对威胁，从而提

高整个网络生态系统的安全性。这种合作有助于将威胁感知

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使攻击者更难以找到弱点。

3 大数据时代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和重要。以下是大数据时代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存在的主要

问题。

3.1 数据泄露和隐私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泄露和隐私问题成为严重的安全挑

战。大量的个人和机密数据被存储和处理，一旦这些数据暴

露，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数据泄露可能来自外部攻击，像

黑客入侵也可能源自内部泄露，如员工不当行为。随着数据

规模的扩大，隐私问题也日益突出，因为大数据分析通常需

要汇总和连接多个数据源，可能会泄露敏感信息 [2]。

3.2 高级持续性威胁（APT）
高级持续性威胁是一类难以检测和防御的网络攻击，攻

击者通常长期潜伏在受害组织内，秘密收集信息并渗透系

统。这些攻击通常采用高度精密的技术，如零日漏洞利用、

社会工程学和高级恶意软件。APTs的目标可能是政府机构、

大型企业或研究机构，他们的攻击意图通常是间谍活动、知

识产权盗窃或破坏。

3.3 内部威胁
威胁是指那些可能对组织造成威胁的来自内部的因素，

包括员工、合作伙伴或供应链成员。这种威胁可以是出于恶

意的行为，也可能只是因为员工的疏忽或无意中的错误。无

论是出于恶意还是无意，这些内部威胁都可能导致一系列问

题，如数据泄露、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恶意软件的传播等。

因此，组织在处理内部威胁方面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

安全防护体系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3.4 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
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是一种广泛的网络攻击形

式，攻击者试图通过同时向目标服务器发送大量的请求来使

其不可用。这种攻击会导致网络服务中断，造成严重的业务

连续性问题。攻击者通常使用僵尸网络或大规模恶意软件来

发动 DDoS 攻击。

4 大数据驱动的网络安全防护策略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安全防护策略也需要

不断更新和优化。在大数据驱动下，网络安全防护策略需要

更加注重数据分析和挖掘，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

息，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安全威胁。

4.1 基于大数据的威胁检测和预防技术
基于大数据的威胁检测和预防技术在当今复杂的网络安

全环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项技术的核心在于充分利用海

量数据进行分析，以提高网络威胁的检测和防御效率。通过

深入分析网络流量、用户行为和系统操作，系统能够识别出

异常模式和潜在威胁，从而更及时地响应和防范潜在风险。

此外，借助模式识别技术，可以检测到恶意攻击的特定模式，

如零日漏洞利用或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实时监控和

响应机制确保了威胁能够被及时发现并迅速应对，最大程度

地减小了潜在的损害。同时，黑名单和白名单管理帮助系统

更加智能地区分合法和恶意流量，提高了防护层级的精细程

度。其中，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应用使系统能够自动识别

新的威胁模式，并不断优化威胁检测模型。

4.2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中的应用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中的应用已经带来了革

命性的改变。这些技术利用了其强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