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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漏洞扫描与修补技术研究

覃晓文
云南云盾信息安全测评有限公司Ǔ云南Ǔ昆明Ǔ650000

摘Ȟ要：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安全漏洞成为威胁信息系统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网络

安全漏洞扫描与修补技术，通过详细分析漏洞扫描的原理与方法，以及修补漏洞的策略与手段，为构建安全的网络环

境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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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安全问题日益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安全漏洞的存在不仅可能导致敏

感信息泄露、非授权访问、身份假冒等严重后果，还可

能造成拒绝服务等系统瘫痪问题。因此，研究网络安全

漏洞扫描与修补技术对于保障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至

关重要。

1��网络安全漏洞概述

1.1  网络安全漏洞的定义与分类
网络安全漏洞是信息安全领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它指的是在计算机系统、网络协议、应用程序或安全策

略中存在的缺陷或弱点。网络安全漏洞种类繁多，产生

原因也各不相同。根据GB/T 30279-2020《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漏洞分类分级指南》，可以将网络安全漏洞大

致分为以下几类：（1）设计缺陷：这类漏洞通常源于系
统架构或协议设计时的考虑不周。例如，在设计阶段未

能充分考虑到安全因素，或者采用了存在安全隐患的架

构和协议。（2）编程错误：这类漏洞是由于开发者在编
写代码时未能充分考虑到安全因素所导致的。常见的编

程错误包括缓冲区溢出、输入验证不足等，这些错误都

可能被攻击者利用来执行恶意代码或获取未授权访问权

限。（3）配置不当：这类漏洞是由于系统管理员在设置
系统参数或安全策略时的疏忽所造成的。例如，未正确

配置防火墙规则、未及时更新安全补丁等，都可能导致

系统暴露在风险之中。

1.2  漏洞对系统和数据的威胁
网络安全漏洞的存在对信息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构成

了严重威胁。攻击者可以利用漏洞进行各种形式的攻

击，如入侵系统、窃取敏感数据、篡改系统配置或破坏

系统服务。这些攻击行为不仅可能导致数据泄露、隐私

侵犯等严重后果，还可能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经

济损失或社会影响[1]。例如，SQL注入漏洞可能被攻击者

利用来执行任意SQL语句，从而获取数据库中的敏感数据
或破坏数据库结构。跨站脚本（XSS）漏洞则可能使攻击
者在用户浏览器中执行恶意脚本，窃取用户的个人信息

或进行其他恶意操作。而跨站请求伪造（CSRF）漏洞则
可能使攻击者利用用户的身份进行非法操作，如修改用

户设置或发送恶意请求。因此，及时发现并修补网络安

全漏洞对于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定期的安全评估、漏洞扫描和修补工作，可以有效

地降低系统遭受攻击的风险，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和隐

私权益。

2��网络安全漏洞扫描技术

2.1  漏洞扫描方法
2.1.1  主动扫描技术
主动扫描技术的核心在于通过主动向目标系统发送

探测数据包或请求，以揭示其存在的安全漏洞。这种方

法通常包括以下几个关键步骤：①端口扫描：旨在识别

目标系统上开放的网络端口。通过向目标IP地址的各个端
口发送连接请求，可以了解哪些端口是活动的，进而判

断可能运行的服务。②服务识别：在识别出开放的端口

后，下一步是确定这些端口上运行的具体服务。这通常

通过发送特定的协议请求并分析响应来实现，如HTTP请
求用于识别Web服务器。③操作系统识别：通过发送特制
的ICMP（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回显请求或
其他类型的探测包，并分析响应中的细微差异，可以推

断出目标系统的操作系统类型及版本。④漏洞扫描：在

确定了目标系统的服务类型和操作系统后，扫描器会针

对已知的安全漏洞发送特定的测试数据包，以检查这些

漏洞是否存在于目标系统中[2]。

2.1.2  被动扫描技术
被动扫描技术并不直接与目标系统进行交互，而是

通过分析目标系统的网络流量数据和日志文件来寻找线

索。这种技术主要依赖于以下实现：①网络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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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这类工具专门用于捕获和分析网络中的数据包。通

过对数据包的深入解析，它们能够识别出异常行为、数

据泄露迹象或潜在的安全漏洞。网络流量分析器是被动

扫描技术的核心组件之一。②日志分析工具：除了网络

流量分析，日志分析也是被动扫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收集和分析目标系统的日志文件，如系统日志、应用

日志等，可以发现异常登录尝试、权限提升等可疑活

动，这些活动可能指向潜在的安全漏洞。

2.1.3  代码审查
代码审查是一种深入且细致的漏洞扫描方法，它通

过对源代码进行逐行分析，以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和漏

洞。这种方法需要审查者具备扎实的编程知识和丰富

的安全经验，从而能够准确识别出代码中的薄弱环节。

在代码审查过程中，审查者会仔细检查代码的每一个细

节，包括变量使用、函数调用、逻辑判断等，以确保代

码没有留下可被攻击者利用的后门或漏洞。同时，他们

还会关注代码是否符合安全编码规范，是否存在常见的

编程错误，如缓冲区溢出、输入验证不足等。

2.2  工具与方法
在进行漏洞扫描时，选择合适的工具和方法至关重

要。以下是一些常用的漏洞扫描工具及其特点：（1）
Nessus Professional：专为安全专家设计，旨在深入挖
掘各类系统、应用及网络设备中的潜在漏洞。其庞大的

漏洞数据库不仅涵盖已知风险，还能通过智能算法预测

未知威胁。该工具以深度扫描著称，能精准定位并解析

复杂的漏洞问题，同时提供详尽的漏洞描述与修复指

南。其灵活的报告生成机制及可定制的扫描策略，满足

了不同安全场景下的需求。（2）Burp Suite Enterprise 
Edition：它不仅包含自动化的扫描器模块，还集成了代
理、爬虫、入侵者测试等多种功能，形成了一套全面的

安全测试体系。针对Web应用中难以察觉的复杂漏洞，如
SQL注入、XSS攻击等，Burp Suite能进行深度扫描并提
供详尽的分析报告。其用户友好的界面设计和强大的自

定义能力，使得安全团队能够轻松定制扫描策略，提升

测试效率。

3��网络安全漏洞修补原则

漏洞修补是网络安全维护中的关键环节，其有效实

施应遵循以下核心原则：一是及时性：一旦发现漏洞，

应立即启动修补流程，以最快的速度减少漏洞被恶意利

用的风险。这要求组织建立高效的漏洞响应机制，确保

漏洞信息能够及时传递至相关团队，并迅速采取修补措

施。二是安全性：在修补漏洞的过程中，必须确保不会

引入新的安全问题或加剧现有风险。这包括对补丁进行

充分测试，验证其兼容性和稳定性，以及在修补过程中

保护敏感信息和数据的安全性。三是最小化原则：为了

减少攻击面，应仅开放必要的服务和端口，关闭或限制

那些不必要或高风险的功能。这一原则有助于降低系统

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同时提高整体的安全性。

4��网络安全漏洞修补方法

4 . 1   设计缺陷类漏洞修补方法：跨站请求伪造
（CSRF）漏洞
跨站请求伪造（CSRF）漏洞是一种利用受害者当前

已登录的会话，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未授权操作的攻

击方式。这种漏洞通常发生在系统设计时未能充分考虑

到跨站请求的安全性，导致攻击者可以通过构造特殊的

网页或链接，诱使受害者点击后，在受害者的浏览器中

发送恶意请求到目标应用程序，从而执行非法操作，如

修改用户数据、转账等。

4.1.1  修补方法
（1）使用CSRF令牌：
在服务器端为每个用户会话生成一个唯一的CSRF令

牌，该令牌应具有足够的随机性和复杂性，难以被攻击

者预测或重现。将生成的CSRF令牌嵌入到需要保护的表
单或请求中，例如在HTML表单的隐藏字段中添加CSRF
令牌[3]。在用户提交请求时，服务器端对接收到的CSRF
令牌进行验证，确保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果令牌验证

失败，则拒绝该请求。

（2）设置SameSite属性：
将Cookie的SameSite属性设置为Strict，意味着只有

在请求来源与Cookie的源站点完全相同时，才会发送该
Cookie。这可以有效地防止跨站请求携带的Cookie被利用
进行CSRF攻击。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希望允许从外部站
点发起的GET请求携带Cookie（例如，从社交媒体站点
分享链接时），可以将SameSite属性设置为Lax。但请注
意，这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因此应谨慎使用。

（3）敏感操作二次确认：
对于重要的敏感操作，如资金转账、密码修改等，

可以要求用户输入一次性验证码（如短信验证码、邮件

验证码等）进行二次确认。除了常规的身份验证外，还

可以要求用户进行额外的身份验证步骤，例如通过指纹

识别、面部识别或二次密码验证等方式来确认操作的合

法性。

4.2  编程错误类漏洞修补方法：跨站脚本（XSS）
漏洞

跨站脚本（XSS）漏洞是一种注入攻击，它允许攻击
者在受害者的浏览器中执行恶意脚本。这种漏洞通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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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开发者在编写代码时未能对用户输入进行严格的验

证和过滤，导致攻击者可以通过注入恶意脚本代码来窃

取用户信息、劫持会话、进行钓鱼攻击或执行其他恶意

操作。XSS漏洞可以分为存储型XSS、反射型XSS和基于
DOM的XSS等类型。

4.2.1  修补方法
输入验证和输出转义：

对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严格的验证，确保输入内容

符合预期的格式和范围。对于不合法的输入，应拒绝或

进行适当的处理。在将用户输入的数据输出到浏览器

之前，对其进行转义处理，以防止恶意脚本的执行。例

如，将特殊字符（如 <、>、&等）转义为HTML实体，
从而避免它们被解释为HTML或JavaScript代码。
使用Content Security Policy（CSP）：
通过设置HTTP响应头的Content-Security-Policy，限

制页面中可执行的脚本来源和可加载的资源来源。例如，

可以指定只允许加载来自特定域的脚本和资源，从而防止

攻击者注入恶意脚本。根据应用程序的实际需求，细化

CSP策略，确保只允许必要的脚本和资源加载[4]。同时，

定期审查和更新CSP策略，以适应应用程序的变化和安全
威胁的发展。

安全编程规范：

对开发人员进行定期的安全编程培训，使其掌握安

全的编程规范和实践。培训内容应包括XSS漏洞的原理、
防范方法和最佳实践等。建立代码审查机制，对开发人

员的代码进行定期审查，确保代码中不存在XSS漏洞和其
他安全隐患。鼓励开发人员使用经过验证的安全编码库

和框架，以减少自行编写代码时引入XSS漏洞的风险。
4.3  配置不当类漏洞修补方法：CORS配置不当漏洞
CORS（跨源资源共享，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是一种机制，它使用额外的HTTP头来允许浏览
器放松同源策略（Same-Origin Policy）。同源策略是浏览
器的一个安全功能，用于防止一个域的文档或脚本访问另

一个域的资源。然而，如果CORS配置不当，就可能导致

敏感信息泄露给未经授权的源，从而引发安全风险。

4.3.1  修补方法
（1）正确配置CORS策略：
只应允许那些确实需要访问资源的域。避免使用通

配符（*）来允许所有域访问，除非确实有必要。明确指
定允许哪些HTTP方法（如GET、POST等）进行跨域请
求。如果某些请求头对于跨域请求是不必要的，或者可

能包含敏感信息，应将其从允许的请求头列表中排除。

（2）实施严格的身份验证和授权机制：
要求所有跨域请求都携带有效的身份验证令牌，以

确保请求者具有访问资源的权限。定期审查和更新权限

确保只有授权的用户和应用程序才能访问敏感资源。

（3）监控和日志记录：
记录所有CORS请求的相关信息，包括请求的源、方

法、头信息等，以便于事后分析和审计。当检测到异常

或可疑的CORS请求时，及时触发警报并通知相关人员进
行处理。

结语

网络安全漏洞扫描与修补技术是保障信息系统安全

的关键手段。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这些技术，可以有效

提高网络系统的抗攻击能力和安全防护水平。未来，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拓展，网络安全漏洞扫

描与修补技术将为构建更加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提供

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姜可.计算机网络安全与漏洞扫描技术的应用研究
[J].计算机产品与流通,2020,(10):105.

[2]殷庆荣,王国伟.网络安全漏洞扫描与修复自动化技
术研究[J].智能物联技术,2024,56(03):38-41.

[3]张晨.Web网站CSRF网络安全漏洞挖掘和防范方法
[J].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8(04):68-71+92.

[4]付康,Web应用跨站脚本攻击(xss)漏洞的可信鉴别
与验证方法研究.江西省,江西省计算技术研究所,2018-06-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