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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入侵检测系统和数据挖掘技术的概念、特点和关键技术，分析了入侵检测系统中信息收

集的主要数据来源，结合传统的入侵检测方案的缺点，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具有自我学习、自我

发展能力的入侵检测系统的体系结构模型，此模型针对不同的信息来源应用不同的数据挖掘方法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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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ion, the characteristic and key technique of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and Data Mining are introduced. And the main data source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 the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s analyzed.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shortcoming 

of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Intrusion Detection, and also specifies a framework of a 

self-training and self-development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Data Mining. The 

framework adopts different methods of Data Mining to identif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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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得益于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巨大机遇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信息安全问题的严峻考

验。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攻防的战斗也愈演愈烈。防范网络攻击，最常用的对策是构建防火

墙。防火墙是一种应用层网关，按照设定的规则对进入网络的IP 分组进行过滤，同时也能针对各种

网络应用提供相应的安全服务，但对于那些成功地绕过防火墙而进入系统的黑客来说，防火墙只能

望“黑”兴叹了。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是近年出现的新型网络安全技术，

是一套软件和硬件的结合体。IDS 能弥补防火墙的不足，为受保护的网络提供有效的入侵检测及采

取相应的防护手段；入侵检测是一个全新的、迅速发展的领域，并且已成为网络安全中极为重要的

一个课题；入侵检测的方法和产品也在不断的研究和开发中，已经在网络攻防实例中初步展现出其

重要价值。 

本文分析了传统的入侵检测方法，如概率审计法等，一般采用固定模式的入侵原型(或许可原

型，将待检测的数据包通过模式匹配算法与系统中固有的入侵原型(或许可原型)进行匹配以检测入



 第 5 期  詹瑾瑜  等：基于 DM 的入侵检测系统结构方案       505 

侵，这样的入侵检测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能检测到非法的入侵，但由于系统总的入侵原型(或许可原

型)是固定的，只能通过人工的方法进行扩充，而且无法对大量的系统中没有入侵原型的入侵行为(或

没有许可原型的正确行为)做出准确的判断而造成漏报(或误报)，使具有入侵行为动机的数据包顺利

通过而造成严重的损失(或使正确行为数据包被拒绝)。基于传统方法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具

有自我学习、自我发展能力的入侵检测方案，实现系统在非人工的方式外丰富入侵原型(或许可原

型)，更好的检测非法的入侵行为，该方案中引入数据挖掘(Data Mining，DM)技术，发挥其能从大

量数据中有效地提取特征和规则的优势，以解决目前入侵检测系统的迫切需要的自我学习和自我发

展能力问题。 

 

1  入侵检测技术
 

入侵检测技术是对计算机网络或计算机系统中若干关键点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1,2]，从中检测

到网络或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非法攻击、恶意破坏、错误操作等违反安全策略的行为或迹象，并

对此做出有效的防范和防卫行为。入侵检测系统不仅能够检测到网络上的非法入侵，还能对计算机

内部的一些非法的越权处理、滥用职权和错误操作等行为做出准确的判断，是防火墙的合理补充，

帮助系统对付网络攻击，扩展了系统管理员的安全管理能力(包括安全审计、监视、进攻识别和响

应等)，提高了信息安全基础结构的完整性。入侵检测系统被认为是防火墙之后的第二道安全闸门，

在不影响网络性能的情况下能对网络进行监测，从而为系统提供对内部攻击、外部攻击和误操作等

的实时检测和保护。 

入侵检测系统主要分两大类：基于网络的入侵检测系统和基于主机的入侵检测系统[3～6]。 基于

网络的入侵检测系统保护整个网段，监听网络中的所有数据包，从中发现有攻击特征的包并对它做

出防范或防卫行为。基于主机的入侵检测系统不管网络上的数据包，而是检测系统内部的数据、日

志信息、应用程序等，从中发现被攻击的各种迹象并做出响应的缩小损失的处理。现在多数入侵检

测系统都兼顾了以上两种入侵检测系统的功能，同时对网络上和系统内的非法入侵做出反应。 

入侵检测系统通过入侵检测的模式匹配算法将当前检测的数据包与系统中的知识库，进行比

较，从而判断当前的数据包是否为入侵行为，然后根据检测结果做出响应。其过程原理图如图1所

示。 

 
 
 

入侵检测系统所使用的知识库的来源主要是通过信息收集得到的数据，其内容包括系统、网络、

数据及用户活动的状态和行为，重要的有以下面4个方面： 

1) 系统和网络日志文件  

  黑客经常在系统日志文件中留下他们的踪迹，因此，充分利用系统和网络日志文件信息是检测

入侵的必要条件。日志文件中记录了各种行为类型，每种类型又包含不同的信息，通过查看日志文

件，能够发现成功的入侵或入侵企图，并很快地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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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录和文件中的不期望的改变  

  网络环境中包含重要信息的文件和私有数据文件经常是黑客修改或破坏的目标。目录和文件中

的不期望的改变(包括修改、创建和删除)，特别是那些正常情况下限制访问的，很可能就是一种入

侵产生的指示和信号。 

3) 程序执行中的不期望行为  

  网络系统上的程序执行一般包括操作系统、网络服务、用户起动的程序和特定目的的应用，每

个在系统上执行的程序由一到多个进程来实现。一个进程出现了不期望的行为可能表明黑客正在入

侵你的系统. 

4) 物理形式的入侵信息  

  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 未授权的对网络硬件连接；2) 对物理资源的未授权访问。黑客会

想方设法去突破网络的周边防卫，如果他们能够在物理上访问内部网，就能安装他们自己的设备和

软件。 

 

2  数据挖掘技术 
数据挖掘[7, 8](Data Mining，DM)也称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

KDD)，狭义上是指从数据库提取知识，具体的说应是从数据库中对数据进行处理，从而获得隐含

的、事先未知的、潜在的而又是非常有用的知识，提取出的这些知识一般表示为概念、规律、模式

等形式。数据挖掘技术是一种决策支持过程，它能自动分析数据源，得出归纳性的推理，挖掘出潜

在的模式。数据挖掘方法有多种，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关联分析、序列模式分析、分类分析、聚类分

析等. 

1) 关联分析 

关联分析，即利用关联规则进行数据挖掘，而关联规则是描述事物之间同时出现的规律的知识

模式，关联分析的目的是挖掘隐藏在数据间的相互关系。在数据挖掘研究领域，对关联分析的研究

开展得比较深入。 

2) 序列模式分析 

  序列模式分析和关联分析相似，它把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与时间联系起来，为了发现序列模式，

不仅需要知道事件是否发生，而且需要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其目的也是为了挖掘数据之间的联系，

但序列模式分析的侧重点在于分析数据间的前后序列关系。 

3) 分类分析 

分类分析就是通过分析示例数据库中的数据，为每个类别做出准确的描述建立分析模型或挖掘

出分类规则，能够把数据集中的数据映射到某个给定的类上。目前已有多种分类分析模型得到应用，

其中几种典型模型是线性回归模型、决策树模型、基本规则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 

4) 聚类分析 

与分类分析不同，聚类分析输入的是一组未分类的数据，并且这些数据的分类情况事先未知，

通过聚类分析后把数据划分到不同的组中，组之间的差别尽可能大，而组内的差别尽可能小。 

 

3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实现入侵检测系统 
3.1  理论分析 

数据挖掘技术可以自动高效地分析处理大型数据库，并从中挖掘出潜在的规律、模式等知识。

所以在入侵检测系统中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从历史数据构成的数据源中提取有用的知识，建立知识

库，可以使入侵检测系统具有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能力，不需人为就可自主地丰富入侵检测系统

中入侵原型(或许可原型)的数量，使入侵检测系统具有智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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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介绍了数据挖掘技术的4种基本方法：1) 关联分析；2) 序列模式分析；3) 分类分析；

4) 聚类分析，它们可以协同工作在入侵检测系统中进行知识的提取。 

1) 利用关联分析方法来总结出某种操作和入侵行为或各种入侵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某种

操作通常伴随着某种入侵行为，或某两种入侵行为通常相伴发生等知识。 

2) 黑客进行入侵行为通常是有步骤的，所以可以利用序列分析方法对各种入侵行为和某些操

作发生的先后关系做出归纳，比如黑客要实施入侵行为前，通常要扫描计算机的端口，如果某时刻

入侵检测系统发现有人在扫描计算机的某个端口就应做好提前的准备，以防范非法的入侵。 

3) 黑客的入侵行为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危害，可以利用分类分析方法将不同目的、不同危

害的入侵行为进行分类处理，同时还可以利用分类分析方法将用关联分析方法和序列模式分析方法

归纳总结出的各种知识进行分类处理。 

4) 在入侵检测系统中还可以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利用通过前面4种方法归纳总结出的知识对用

户的行为进行划分，并用显式或隐式的方法对不同的划分进行描述，获得更多的入侵原型(或许可

原型)。 

3.2  构造模型 

入侵检测的过程原理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在此不赘述，而数据挖掘技术的过程通常可以分成数

据准备、挖掘、表述以及评价4步，根据入侵检测系统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特点，本文提出一种将此

二者合理地融合的思路——一种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入侵检测系统，其体系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入侵检测系统体系结构图 

 

1) 数据库：存放通过信息收集得到的各种数据包，由于信息收集不断的在进行，所以数据库

中的数据包也就不断的丰富，这样可以向系统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以挖掘出更多的有用知识。 

2) 数据准备：从数据库中获取数据包，并进行选择和预先处理，比如去除数据包中存在的二

义问题，以供挖掘之用。 

3) 挖掘：利用前面所描述的各种数据挖掘方法对预处理过的数据包进行分析，从中提取特征、

规则等有用的知识。 

4) 表述及评价：通过对数据的挖掘提取出了有用的特征和规则等知识，再根据这些知识表述

出各种入侵原型和许可原型，并对这些原型进行评价。 

5) 知识库：存放了系统所挖掘出的各种入侵原型和许可原型，由于每加入新的数据包进数据

库，再进行数据挖掘后得到的入侵原型和许可原型可能会增加，所以这个知识库是一个不断扩展的

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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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入侵检测：根据模式匹配算法将待检测的数据包与知识库中的知识进行比较，做出判断并

给出相应的响应，如果是入侵行为，则应向系统报警并采取一定的防卫措施；如果是许可行为，则

继续监听，等待下一个数据包的到来。 

 

4  结 束 语 
本文介绍了传统方法的缺点，描述了入侵检测系统和数据挖掘技术的概念、特点以及方法，并

提出了一种将二者相融合、具有智能性的入侵检测系统的体系结构，按照这种思路设计出的入侵检

测系统能通过不断的信息收集丰富数据库，使系统在非人为的情况下挖掘出更多的知识和原型丰富

知识库，实现该入侵检测系统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能力，在检测入侵方面的准确性也较传统的固

定原型的入侵检测系统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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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单/双 YBCO 高温超导薄膜的研制 

 

主研人员：李言荣  刘兴钊  陶伯万  姜  斌  罗  安  徐  进  何世明 

为提高大面积 YBCO 高温超导双面薄膜性能的两面一致性和面内均匀性，在研究了工艺参数对 YBCO 双面薄膜性能

影响的基础上，采用独特的基片旋转方法，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将“自外延技术”应用于研制大面积 YBCO 高温超导双

面薄膜，提高了5 mm(2英寸)双面 YBCO 高温超导薄膜的性能。在 LaAlo3单晶基片上研制的5 mm YBCO 高温超导双面薄

膜性能优异，Tc=91.8 K, ∆Tc=0.4, Jc(77 K)＞1×106 A/cm2,  Rs(77 K, 10 GHz)=0.1～0.31 mΩ, 所研制的5 mm 以内的各种尺寸

YBCO 高温超导双面薄膜已小批量生产，应用到有关产品中，为高温超导器件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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