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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3篇15章。
第1篇为网络安全基础，共3章，主要讨论了网络安全的基础知识，并从网络协议安全性的角度出发，
阐述了当今计算机网络中存在的安全威胁；第2篇为保密学基础，共5章，较祥细地讨论了网络安全中
涉及的各种密码技术；第3篇为网络安全实践，共7章，主要介绍了网络安全实践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产
品及其技术应用。
    本书内容丰富，概念清楚，语言精练。
在网络安全基本知识和保密学理论方面，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网络安全产品方面，力求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特别是每章的后面提供了很多习题，在书末也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便于有兴趣的读者继续深入地
学习有关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安全、通信、计算机等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网络安全
工程师、网络管理员和计算机用户的参考用书，或作为网络安全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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