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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网络安全是全社会都关注并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如何保护自己的网络以及网络系统中的数据不被破坏和丢失，如何保证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如
何避免数据被篡改以及数据的真实性，是本书所阐述的问题。

    本书重点介绍了与计算机系统安全有关的一些基础知识，如安全级别、访问控制、病毒和加密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教材，也可作为计算机网络的系统管理人员、安全技术人员的相关
培训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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