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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的网络安全管理方法 

解晓丽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的蓬勃发展，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面临的主要网络安全隐患，

针对这些安全隐患，文章提出了相应的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如加强数据隐私保护、增强系统安全性、防范误导信息和恶意软件等。此外，

制定完善的安全政策和标准也是确保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网络安全的关键措施。本文为提高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的网络安全水平提供

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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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信息时代，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

域，显著提高了生活和工作的便利性。与此同时，网络安全问题也

随之而来，给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网络攻

击手段日益复杂，安全威胁形式多样化，如何妥善管理网络安全风

险，确保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的可靠运行，已成为需要解决的重

要课题。 

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的网络安全隐患 

（一）数据隐私与泄露风险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极大依赖于海量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一

方面，这些数据中蕴含着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如姓名、地址、联系

方式、财务状况、健康记录等。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将给个人带来

名誉和财产损失的风险。此外，企业运营数据、技术秘密、商业模

式等商业机密若遭泄露，也将对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造成重创。另

一方面，人工智能算法训练所使用的数据集，可能存在数据偏差或

数据污染等问题。例如，训练集中包含了种族、性别等方面的偏见

信息，那么训练出的人工智能模型在做出决策时，也可能继承并放

大这些偏见，导致歧视性的结果。此类算法偏差会严重影响人工智

能决策的公平性和准确性，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潜在伤害。 

（二）系统脆弱性与黑客攻击风险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系统由各种硬件和软件模块组成，任何一个

环节存在漏洞或弱点，都可能被黑客利用实施攻击。物联网设备安

全性能通常较低，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有限，安全防护措施薄弱，

很容易被攻击者入侵和控制。一旦大量物联网设备被黑客控制，将

形成僵尸网络，对网络基础设施和关键信息系统造成严重威胁。人

工智能系统的决策模块也是黑客攻击的重点目标。攻击者可以通过

投毒训练数据、构造对抗性样本等手段，使人工智能系统产生误判

和失控。例如，若自动驾驶汽车的感知模块被攻击，就可能导致严

重的交通事故。 

（三）误导性信息与恶意软件风险 

人工智能系统对输入数据的质量和真实性极为敏感，任何误

导性或被篡改的信息，都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做出错误的决策。例

如，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若输入的文本包含虚假谣言，那么

人工智能的文本理解和判断就会受到影响。在计算机视觉任务中，

对抗性对象可以欺骗物体识别模型。此外，恶意软件也可能潜伏

在物联网设备或人工智能系统中，对系统造成破坏。恶意软件可

能来自黑客入侵，也可能在设备供应链环节被植入。一旦被恶意

软件感染，系统可能遭到勒索或数据窃取，甚至被远程控制执行

违法操作。 

二、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的网络安全管理办法   

（一）加强数据隐私与泄露风险管理 

确保个人隐私和企业机密数据的安全，是网络安全管理的重中

之重。应当采取严格的加密和访问控制措施，对数据的全生命周期

进行全方位保护，包括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和使用等各个环节。

同时，政府应当制定并执行严格的隐私保护法律法规，规范数据处

理行为，明确数据处理者的义务和责任，并对违规行为实施有力惩

处。除了技术手段和法律约束之外，还需加强隐私保护意识的宣传

教育，增强全社会的隐私保护意识。企业和组织也应树立良好的数

据道德和合规文化，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恪守商业道德，切实保护

用户和客户的隐私权益。 

例如在数据收集环节，可以采用匿名化技术，避免收集过多的

个人身份信息；在数据传输环节，需要使用端到端加密技术；在数

据存储环节，需要对数据进行分类存储、加密和访问控制。具体来

说，对于较为敏感的数据，如个人身份信息、财务数据、健康记录

等，应当使用高强度加密算法，限制访问权限，只有授权人员才能

查阅。同时，需要建立完善的访问审计机制，记录每一次数据访问

的时间、人员和目的，防止数据被滥用或泄露。在数据使用环节，

也要加强管控，明确规定数据的使用场景和目的，禁止将数据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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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授权的其他用途。 

（二）增强系统脆弱性与黑客攻击风险管理    

对于系统漏洞和黑客攻击风险，需要采取主动发现、及时修复

的方式。定期对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系统进行安全性评估和漏洞扫描，

全面检测各类漏洞和弱点。一旦发现漏洞，需要立即修复，并推送

安全补丁更新。对于物联网设备和工控系统等资源受限的环境，由

于无法及时更新补丁，容易遭受攻击和入侵，所以还需采取其他保

护措施，如隔离高风险设备、部署专用防火墙和入侵监测系统等。

同时应当加强对物联网设备的认证和访问控制，提高设备的安全性

能，从根本上降低被攻击的风险。及时发现和修复系统漏洞，是防

患于未然的根本举措，需要运维人员和安全专家的长期努力和持续

投入，方能真正确保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 

例如，2021 年 5 月，全球遭受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勒索软件攻击

“暗网熊猫”。该勒索软件利用了微软 Exchange 服务器的一个漏洞，

成功入侵了全球数万台系统，加密了大量数据，并勒索赎金。这个

事件引发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影响范围遍及全球上百个国家和

地区，政府机构、医疗卫生、教育、金融等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均遭

到了严重攻击。事后调查发现，微软早在两个月前就发布了相关补

丁，但许多用户和组织疏于更新，才导致了如此惨重的后果。因此，

除了要主动发现漏洞之外，及时安装补丁更新同样至关重要。 

（三）防范误导性信息与恶意软件风险 

针对误导性信息和恶意软件的威胁，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输入

数据的检验和过滤，及时发现并清除错误和恶意信息。同时构建健

全的软件和固件更新机制，确保及时为物联网设备推送最新的安全

补丁和反病毒签名库。对于误导性信息的防范，除了基于事实查证、

谣言检测等技术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用户的辨识能力，提高

信息鉴别素养。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和培训，教育公众如何识别

虚假信息和钓鱼陷阱，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同时，也需要加强

舆论引导，及时辟谣，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此外，对于涉及重要

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还可以引入人机协作的模式，确保系统输出

符合预期且可控。 

例如，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可以先对输入文本进行事实查

证、谣言识别等处理，剔除虚假和不当内容。此外，还需要引入多

样化的反病毒和防火墙技术，有效阻挡恶意软件的入侵和传播。具

体来说，可以通过部署实时在线扫描系统，自动检测和拦截恶意软

件和钓鱼网站。针对已知的恶意软件家族，也需及时更新病毒特征

库和拦截规则。此外，应用沙箱等隔离技术，可以对未知威胁进行

行为分析，及时发现并阻止恶意行为。 

（四）制定安全政策和标准 

网络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技术机构等各方

的通力合作。应当共同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网络安全政策、标准和规

范，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的安全可靠运行提供顶层设计和制度

保障。网络安全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安全专业人才，以及先进的检测、

防护、应急响应等技术装备，还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长期

持续投入。政策和标准的制定需要与时俱进，持续跟进技术发展的

新动向，并加大资金和人才的投入，为网络安全建设提供充足的硬

件和软件支持。只有从法律、技术、资源等多方面入手，网络安全

管理才能行之有效。 

例如，美国政府于 2019 年发布了“人工智能系统的可信赖人工

智能框架”，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透明度、公平性等提出了具

体的原则和实践方法。欧盟则在 2021 年颁布了“人工智能法案”草

案，旨在规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确保其安全可靠。这些政策

和法规为人工智能系统的网络安全管理提供了统一的指导方针。除

了政府主导制定顶层政策外，业界标准化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IEEE 在 2016 年成立了“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伦理规范工作

组”，旨在制定符合伦理道德的技术标准；新加坡在 2019 年发布了

“人工智能治理实践指南”。这些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为人工智能

和物联网应用在产品开发、算法设计、系统部署、运营维护等各个

环节的网络安全管理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性要求。 

结束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必将得到更广泛

地应用。然而，网络安全风险却无处不在，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加以

防范。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应用面临的主要网络安全隐患，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管理对策，为相关领域的网络安全防护提供了参

考。网络安全是一项永恒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技术机构

和用户的通力合作，方能最终达成安全、高效、可靠的人工智能和

物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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