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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讲述Internet/Intranet的安全结构，首先从构成Internet/Intranet的基本部件的安全
性着手，分别叙述了它们各自的安全问题和安全措施，然后从总体上介绍一个综合运用各部件
的实际安全网络方案，该方案有机地糅合了各个安全部件，从而使大家进一步认清各个安全部
件的相互关系。
本书内容覆盖了TCP/IP协议、域名系统、防火墙技术、电子邮件系统、WWW
系统、网络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等各部分的安全。
本书行文流畅、示
例丰富、讲解清晰、介绍全面，必能让读者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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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可选组件
30.5 客户机体系结构
30.5.1 Schedule十
30.5.2 表单设计程序
30.5.3 可选的信息服务
30.6 服务器的高级安全保护
30.6.1 高级安全保护工作原理
30.6.2 密钥管理服务器
30.7 数字签名
30.7.1 邮件签名
30.7.2 加密邮件
30.7.3 解密邮件
30.7.4 选择加密类型
30.8 增加MicrosoftExchangeServer安全保护
30.8.1 改变在服务器安装过程中创建的共享目录的权限
30.8.2 配置加密RPC
30.9 保护Intemet连接
30.9.1 配置Intemet邮件连接器
30.9.2 保护用户帐号
30.9.3 使用WindowsNT文件系统
30.9.4 使用和配置服务
30.9.5 使用Intemet邮件连接器连接到sMTP主机
30.9.6 使用Intemet连接站点
30.9.7 DNS
30.10 允许客户在Intemet上安全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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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1 指定宿主服务器
30.10.2 配置由宿主服务器域验证
30.10.3 配置防火墙允许RPC通信
30.11 本章小结
第三十一章 报表编辑和数据填充系统
31.1 概述
31.2 通信机制
31.3 软件组成和功能
31.3.1 报表查询子系统
31.3.2 报表设计子系统
31.3.3 Web报表上载系统
31.4 本章小结
第三十二章 综合应用实例
32.1 背景
32.2 需求分析
32.3 ACME组成、功能与结构
32.3.1 ACME的组成
32.3.2 系统结构
32.3.3 功能要求
32.4 系统物理配置
32.4.1 网络连接设备配置。

32.4.2 Intemet和信息服务设备配置
32.4.3 OA和系统化业务支持设备配置
32.4.4 应用开发设备配置
32.4.5 网络/电话综合线系统
32.6 某开发区节点配置
32.5 安全考虑
32.5.1 攻击入口
32.5.2 安全构件的设置
32.6 本章小结
附录A 内容安全工具――MIMEsWeeper
附录B 扫描工具
附录C 网络监听工具
附录D 检测和分析工具
附录E 网络访问控制验证工具
附录F 一些防火墙产品
附录G 一些邮件安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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