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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维护与网络安全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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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信息时代，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已经无处不在，对个人、企业和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然而，网络安全威

胁和数据通信网络维护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强调了加强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维护和网络安全的必要性，当前网络面临的

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旨在为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维护与网络安全问题提供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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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

有效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无论是企业的内部办公系统，还

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业务协作，抑或个人在家中上网、在线支

付、远程工作等，都离不开数据通信网络的支撑。它使信息

能够高效率、实时地在不同节点间传递，为人类的工作和生

活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同时，病毒、木马、黑客入侵等攻击

手段层出不穷，给企业和个人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和隐私泄

露风险。一旦关键网络系统受到破坏，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都将遭受冲击。因此，加强对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的维护和

安全防护，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 加强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维护与网络安全的必要性

在当今信息时代，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越来越依赖于

互联网和数据通信。从支付账单到远程办公，从社交媒体到

在线娱乐，网络已经无处不在。然而，网络安全威胁也与日

俱增。病毒攻击、数据泄露等事件时有发生，给个人和企业

乃至社会带来重大财产损失和隐私风险。加强网络安全意味

着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稳定 [1]。同时，

现代社会对高效可靠的数据传输和通信有着迫切需求。无论

是企业内部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还是远程办公、视频会议

等跨地域沟通，数据通信网络都扮演着关键角色。数据通信

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信息能够快速传递。从以太网到无线局

域网，再到 5G 移动通信，这些技术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生活质量。然而，只有对数据通信网络进行良好的建设和维

护，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优势。

2. 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面临的安全隐患  

2.1 计算机病毒的入侵

计算机病毒是当今网络环境中最常见也最危险的安全

威胁之一。只需轻轻一个疏忽，病毒就可能悄无声息地潜入

系统，给数据通信网络带来灾难性后果。病毒具有自我复制

和传播的能力，可通过多种途径感染计算机系统，如木马程

序、电子邮件附件、U 盘拷贝等。一旦入侵成功，病毒会破

坏系统文件、删除重要数据、窃取机密信息、控制系统资源

等，导致网络瘫痪、数据泄露等严重问题。

2.2 系统环境安全性低

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所处的系统环境，包括硬件、操

作系统、防火墙、网络拓扑结构等方方面面，如果存在配置

不当或管理疏忽，极易导致整体安全性降低。硬件缺陷可

能使系统面临物理层面的攻击风险 [2]。老旧的操作系统版

本和防火墙规则如果没有及时更新，会留下可被利用的漏

洞。网络拓扑结构不合理，就无法有效隔离危险区域和关

键区域。内外网边界管控不当，也可能使内部网络暴露在

外部威胁之下。

2.3 用户行为习惯的影响

在很多情况下，最危险的网络安全威胁并非来自病毒

或黑客，而是源于用户本身的不当行为习惯。有些用户对于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在上网浏览、发送邮件、

使用 U 盘等环节疏于防范。他们可能随意打开不明来源的

附件、访问不安全网站、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给网络带来极

大隐患。更有甚者，一些内部人员可能会蓄意实施破坏性行

为，从内部渗透并攻击网络系统。

3. 加强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维护与网络安全的有效举措

3.1 加强对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的维护

3.1.1 定期巡检网络设备。保持网络设备的正常运行是

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维护的基础。定期对网络硬件设备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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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器、交换机、服务器等进行全面巡检，是发现并解决潜

在故障的有效途径。巡检的内容包括检查设备的工作状态参

数、更新固件版本、清理积灰和故障备件的更换等 [3]。同时

要查看设备的配置是否正确、线路连接是否牢固、供电和散

热是否良好等。对于发现的故障隐患，要及时记录并采取应

对措施，确保网络畅通。例如大型企业内部，IT 运维人员

每月会对机房内数百台网络设备进行彻底检查，包括做数据

性能测试、更新 IOS 系统、清洁风扇滤尘网等。这种工作的

持续开展，就能极大降低网络中断风险。

3.1.2 检查应用程序。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上运行着大

量应用程序，用于办公、管理、通信等目的。这些程序若有

缺陷或被恶意代码感染，将直接影响网络的正常运作。因此，

对应用程序的严格检查和监控至关重要。必须密切关注应用

程序的使用情况和运行状态，确保它们始终处于最佳状态。

这包括对应用程序的版本更新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确保程序

始终处于最新版本，避免因为版本过旧而带来的安全风险。

同时，还要关注应用程序的内存和 CPU 占用率，防止因为

资源过度消耗而导致的网络拥堵或崩溃。除此之外，对应用

程序的行为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通过专业的工具和技

术手段，对应用程序进行深入的行为分析，判断其是否存在

恶意行为。

3.1.3 优化网络拓扑结构。网络拓扑结构设计，作为数

据通信网络构建的核心环节，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网

络的性能与安全性。一个优秀的拓扑结构能够确保网络的稳

定传输、高效扩展以及严密的安全防护 [4]。相反，不合理的

拓扑结构不仅可能导致数据传输效率低下，还可能增加安全

风险，给企业的运营带来严重困扰。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网

络拓扑结构的设计与优化工作。在实际操作中，应根据企业

的实际需求，对网络拓扑进行持续的评估和调整。这包括根

据功能需求，合理划分不同的安全域，如七层 DMZ 区、服

务器区、办公区等，并通过防火墙、VPN 等先进技术实现

各区域之间的有效隔离和访问控制。同时，在核心和广域网

区域，还应采用备份冗余链路的设计，以提高网络的容错能

力，确保在突发情况下网络的稳定运行。

3.2 保障网络系统安全

3.2.1 建立网络安全保护体系。网络安全不应是一蹴而

就的工作，而需要一个持续完善的保护体系作为支撑，明确

责任主体、管理流程和技术措施。首先要建立完备的网络安

全管理制度和流程，包括风险评估机制、事件响应预案、责

任追究等内容。同时确立统一的网络安全管理部门，对各项

措施的实施进行规划、协调和监督。其次要落实严格的人员

准入和授权管理。对所有人员身份进行核实、访问权限控制，

关键系统更要采取双人值守等措施。再者要建设各类安全技

术防护设施，如入侵检测、防火墙、网闸等。此外，成熟的

网络安全保护体系还应包括紧急情况处理预案、安全知识培

训、定期审计、资源投入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只有全方

位构建和落实好这一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为网络安全保驾护

航。  

3.2.2 强化安全防护策略。制定并持续优化网络安全防

护策略，是确保数据通信网络安全的关键一环。防护策略需

要根据实际网络环境、面临的威胁种类等因素制订，全面覆

盖安全防护目标 [5]。例如，针对外部入侵威胁，要部署防火

墙、IPS/IDS、VPN 等设备，限制非法访问；针对内部威胁，

要采取最小权限原则，控制关键系统的访问权限；针对计算

机病毒，要安装防病毒软件，并及时更新病毒码库等。同时，

在具体防护策略上，须遵循分级分域、确保完整性、适应性

强等原则。企业还可参考 ISO27001 等安全标准，对策略进

行规范化管理。此外，要针对新出现的攻击手段，及时修订

和完善防护策略。

3.2.3 开展网络漏洞检测和修复。无论是操作系统、应

用软件、网络设备、Web 应用等，只要参与到数据通信网络中，

它们都可能存在编程缺陷或配置疏忽导致的安全漏洞。这些

漏洞为黑客入侵提供了机会，必须及时检测并修复。漏洞检

测的方式包括人工代码审计、自动化漏洞扫描工具、模糊测

试、渗透测试等。重点需检测的漏洞种类有溢出、注入、跨

站脚本、认证绕过等，而且漏洞数量增长迅速。对于发现的

高危漏洞，要根据厂商提供的补丁尽快修复，降低被利用风

险。同时要采取临时的缓解措施，如限制访问、增加监控、

采用虚拟补丁等。如果漏洞有被利用迹象，还应对事件开展

调查，追查源头并消除影响。

3.2.4 规范网络应用软件的开发和使用。应用软件在数

据通信网络的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软件开发和使用

过程缺乏规范，不仅会引入安全漏洞，也可能导致系统效率

低下、数据错乱等问题。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软件开发生

命周期管理制度，从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到发布上线，

均须严格遵守相关标准和规范。譬如 OWASP 对 Web 应用



科研管理
2023 年 5卷 12 期

    34

安全编码规范有明确要求，SDLC 阶段要引入安全评审等。

开发过程中，要优先选用成熟可信的编程语言框架，严格执

行输入验证和数据过滤，防止注入漏洞。同时要遵守最小权

限原则，避免授予不必要的系统权限。代码要经过彻底审计

和渗透测试，确保无高危漏洞。此外，对于网络中运行的所

有应用软件，要及时安装补丁更新，制定并执行严格的使用

政策和权限控制措施。 

3.2.5 加强信息技术保密管理。保护关键数据和系统免

受泄露是网络安全的重中之重。为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信息

技术保密管理制度，规范数据分类分级、授权使用、存储销

毁等全生命周期管理 [6]。首先要识别机密信息和关键业务系

统，对其进行分级保护。如敏感个人信息、商业秘密、关键

基础设施控制系统等都需要最高级别的保密防护。其次要落

实严格的访问控制措施，如身份认证、权限管控、监控审计

等。对于重要系统和数据，可采取须知和最小权限原则，并

引入双人值守等机制，确保关键节点无法被单人攻破。存储

介质的保密防护也不容忽视。要加密存储机密数据，使用可

信赖的加密算法和密钥管理措施。对报废介质要做好磁盘清

除和物理销毁处理。此外，网络上传输的重要数据也须进行

加密保护。

4. 结束语

总之，加强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维护与网络安全，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努力。未来，随着信息

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挑战和威胁将源源不断出现。比如，

5G/6G、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网络架构和应用模式，给网

络安全防护带来了新的复杂性；量子计算的兴起，也可能使

传统加密算法失去保护能力。因此，网络维护和安全防护工

作也须与时俱进，紧跟技术发展步伐。只有坚持不懈地完善

各项保障措施，从技术、制度、人才、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入手，

才能为数据通信网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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