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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系统设计 

解晓丽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随着网络攻击手段的不断演进，传统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已经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威胁形势。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网络

安全防护系统设计方案。该系统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海量网络数据，快速识别异常行为模式，及时发现威胁并自动采取防御措施。通过

自主学习和模型优化，系统可提高对未知威胁的识别能力，实现智能化防护。同时，该系统自动化了许多安全防护流程，降低了运营成本。

该设计方案旨在提高网络安全防护的智能化水平，增强威胁检测和响应能力，为计算机网络带来更加可靠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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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信息时代，计算机网络已经无处不在，成为了现代社会

的重要基础设施。从政府机构到企业组织，从金融系统到交通运输，

无不依赖于计算机网络的正常运转。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

展，网络安全威胁也日益增多，给计算机网络的安全运行带来了巨

大挑战。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系统，就是在这

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利用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人工智能技术，

能够快速识别异常行为模式，及时发现潜在威胁，并自动采取相应

的防御措施，从而为计算机网络带来更加智能化和主动式的安全防

护。 

一、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技术的现状 

（一）网络安全威胁的多样化 

当前，网络安全威胁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给计算机网络

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典型的威胁包括网络蠕虫、计算机

病毒、黑客攻击、钓鱼网站、电信诈骗以及恶意二维码等。这些威

胁具有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破坏力大、追求非法利益等特点。

网络蠕虫和计算机病毒能够自我复制和传播，在短时间内感染大量

主机，造成系统瘫痪和数据损坏。黑客攻击手段也日益专业化，包

括网络入侵、拒绝服务攻击、数据窃取等，对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

信息系统构成严重威胁。另外，钓鱼网站、电信诈骗等社会工程学

攻击则是针对人的弱点，诱骗用户泄露敏感信息或支付钱财。近年

来，恶意二维码等新型攻击手段也开始出现，进一步增加了网络安

全的防护难度。 

（二）网络安全防护技术的局限性 

传统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如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等，在应

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网络攻击时，已经显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这些

技术大多基于已知的攻击模式和规则，对未知的新型攻击手段往往

无能为力。防火墙主要通过访问控制策略来阻挡已知的恶意流量，

但面对隐蔽性强的攻击很容易被绕过。入侵检测系统虽然能够监测

网络异常行为，但其依赖于预先定义的攻击特征，难以及时发现新

型攻击。另外，这些被动式的防护技术在发现威胁后，通常需要人

工干预才能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响应效率较低。此外，传统防护

技术也缺乏对大量异构数据的处理能力，无法对海量的网络流量、

日志信息等进行深入分析，从而难以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攻击痕迹。 

（三）网络安全意识的不足 

尽管网络安全威胁日益严峻，但许多用户和企业对网络安全的

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缺乏必要的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措施。这为

攻击者可乘之机，导致网络安全漏洞的普遍存在。一方面，普通用

户对网络安全知识的了解有限，容易被钓鱼网站、恶意软件等攻击

手段所欺骗，泄露个人隐私信息或感染病毒。另一方面，部分企业

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忽视了网络安全投入，导致系统存在严重漏洞，

一旦遭到攻击将付出沉重代价。此外，一些组织内部缺乏完善的网

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响应机制，网络安全意识在员工中没有得到

充分重视和贯彻。一旦发生安全事件，往往无法及时发现和有效应

对，从而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 

二、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中的重要性 

（一）提高威胁检测和响应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海量网络数据，快速

识别异常行为模式，及时发现潜在威胁。具体来说，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利用深度学习、聚类分析等算法，对网络流量数据、日志信息、

安全设备告警等异构数据源进行多维度分析，自动挖掘出可疑的数

据模式，实现对已知和未知威胁的主动发现。同时，该系统还可以

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学习，不断优化威胁检测模型，提高对新型攻击

手段的识别能力。另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的网络安全防护系统不

仅能够发现威胁，还可以根据威胁情况自动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

大大提高了网络安全防护的响应速度和效率，有效降低了人工干预

的需求。 

（二）增强安全防护的智能化水平 

传统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往往依赖于预先定义的规则和签名，

难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网络攻击手段。而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防护系

统则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持续优化威胁检测模型，提高对未知威胁

的识别能力，实现真正的智能化防护。具体来说，人工智能系统可

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大量的网络数据和攻击样本进行训练，自动

学习到网络攻击的特征模式和规律，而不需要人工预先定义规则。

另外，人工智能系统还可以通过持续的模型优化和迭代，不断提高

对未知威胁的检测能力。当发现新的攻击手段时，系统可以自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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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纳入训练样本，重新训练模型，从而实现对新型威胁的快速适应

和响应，跟上网络攻击手段的快速演进。 

（三）降低网络安全防护的运营成本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化许多网络安全防护的流程，如数据收

集、分析、决策等，减轻人工干预的需求，从而降低网络安全运营

的人力和资源成本。传统的网络安全防护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工参与，

如安全分析人员审计海量日志数据、运维人员配置防护策略、应急

响应人员处置事件等，这些工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而且效率低下、

容易出错。而基于人工智能的网络安全防护系统则可以自动完成大

部分流程，如自动收集分析数据、识别潜在威胁、自动调整防护策

略等，极大减轻了人工干预的需求。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应

用于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预判等环节，提高安全运营的前置性

和主动性，从而降低事后处置的成本。 

三、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系统设计 

（一）数据收集和预处理模块 

数据收集和预处理模块负责从各种来源收集相关数据，并对原

始数据进行清洗、标准化和特征提取等预处理，为后续的分析和建

模做准备。该模块需要从网络流量数据、各类主机和安全设备日志、

安全设备告警信息等多个异构数据源采集数据。收集到的原始数据

通常存在格式不统一、冗余、噪声等问题，需要进行数据清洗，如

去除无效数据、格式转换等，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接下

来，需要对清洗后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其转换为统一的数据

格式，方便后续的特征提取和分析。特征提取是数据预处理的关键

环节，旨在从原始数据中提取出对于威胁检测和分类有意义的特征，

如 IP 地址、端口号、协议类型、文件哈希值、用户行为模式等。特

征提取可以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也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自动挖

掘特征。不同类型的数据需要提取不同的特征，因此需要针对不同

数据源设计合理的特征提取策略。经过预处理后的数据将被输入到

后续的威胁检测和分类模块，为网络攻击行为的识别和威胁类型的

判断提供数据支撑。数据预处理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检测

和防护效果，因此需要在该模块投入足够的精力。 

（二）威胁检测和分类模块 

威胁检测和分类模块是基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防护系统的核心

模块，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识别潜在的

网络攻击行为和威胁类型。该模块可以采用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如

决策树、支持向量机、深度神经网络等，根据具体场景和数据特征

选择合适的算法。首先，该模块需要基于已知的攻击样本和正常数

据对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训练，使其学习到网络攻击行为的特征模式。

在训练过程中，可以采用有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或者半监督学习

等不同的学习方式，并通过特征选择、模型优化等技术提高模型的

准确性。训练完成后，该模块可以对实时的网络数据进行分析和预

测，识别出潜在的网络攻击行为，如垃圾邮件发送、恶意扫描、网

页挂马、数据窃取等，并对攻击行为进行分类，判断具体的威胁类

型，如病毒、蠕虫、木马等。该模块还需要具备持续学习和自我优

化的能力。一方面，它可以将新发现的攻击样本不断纳入训练集，

重新训练模型，从而提高对未知威胁的检测能力；另一方面，它还

可以根据模型的实际检测效果，自动调整算法参数和特征选择策略，

持续优化模型性能。 

（三）威胁响应和防御模块 

威胁响应和防御模块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网络安全防护系统的执

行模块，根据威胁检测和分类的结果，自动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

如阻断恶意流量、隔离受感染主机、更新安全策略等，从而实现对

网络攻击的快速响应和主动防御。该模块需要与网络基础设施和安

全设备深度集成，如防火墙、入侵防御系统、VPN 网关、反病毒系

统等，以便能够直接下发并执行相应的防御策略和指令。例如，一

旦发现恶意 IP 地址，该模块可以直接在防火墙上添加阻断规则；一

旦检测到主机中毒，可以通知隔离主机并调用反病毒软件进行病毒

查杀等。同时，该模块还需要具备智能决策能力，能够根据威胁类

型、危害程度、响应成本等多个因素，自主选择最优的防御策略。

例如，对于低危但频发的攻击，可以采取自动化的防御措施；而对

于高危攻击，则需要发出预警并等待人工确认后再执行相应的防御

操作。此外，该模块还可以通过反馈机制，将新发现的威胁信息用

于模型优化和知识库更新。具体来说，一旦发现新的攻击手段，该

模块可以将其作为新的训练样本，反馈给威胁检测模块，以提高对

未知威胁的检测能力；同时还可以将新的攻击特征和防御策略更新

到知识库中，为后续的威胁分析和响应提供支持。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系统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未来，该系统将融合更多人工智能技

术，如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知识图谱等，提高对复杂威胁的理解

和分析能力，同时引入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实现网络空间的主动防

御。另外，随着 5G、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该系统必

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网络空间的安全可控性提供有

力保障。总之，基于人工智能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正在开启新阶段，

必将为构建更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高义升.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系统设计

[J].网络安全和信息化，2024（04）：127-128. 

[2]孙瑜.基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防御系

统设计分析[J].网络安全和信息化，2024（02）：143-145. 

[3]施雪清.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系统

设计[J].信息与电脑（理论版），2023，35（23）：199-202. 

[4]吴晓倩.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防御系统设计

[J].信息记录材料，2023，24（10）：67-69. 

[5]徐楚原.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防御系统

设计分析[J].数字技术与应用，2023，41（07）：216-218. 

作者简介：解晓丽（1978.10.29-），女，汉族，宁夏中卫，宁夏

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大学，研究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安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