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巡检使用指南 
1.概述安全巡检是对组织内的网络设备、服务器、操作系统、应用系统等进行周期性的状态

检查、安全扫描、日志分析和补丁管理的过程。它旨在及时发现设备存在的问题，收集巡检

对象信息，核实客户提供信息与实际状况的符合程度，并针对存在信息不符、缺失的情况，

从中发现长期运行的系统安全隐患、新的安全漏洞，并进行及时修复。 
2.核心组成安全巡检通常包括以下核心组成部分： 
• 安全设备状态检查：检查安全设备的运行状态、设备负载等是否正常。 
• 安全漏洞扫描：对网络设备、主机、数据库、应用系统进行漏洞扫描。 
• 安全日志分析：对安全设备产生的日志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 
• 补丁管理：对存在严重系统漏洞的主机进行补丁更新。 
• 报告及安全建议：提交巡检报告及安全建议。 
3.巡检流程 
3.1 巡检准备 
• 确定巡检范围：明确需要巡检的系统和排除的系统。 
• 获取必要的授权：确保巡检活动合法，并得到管理层的授权。 
• 准备巡检工具：选择和准备安全巡检工具，如漏洞扫描器、日志分析工具等。 
3.2 巡检实施 
• 检查安全设备状态：查看安全设备的运行状态、设备负载等是否正常。 
• 安全漏洞扫描：对网络设备、主机、数据库、应用系统进行漏洞扫描。 
• 安全日志分析：定期为用户信息系统内安全设备产生的日志进行分析，发现潜在的风险点。 
• 补丁管理：对存在严重系统漏洞的主机进行补丁更新。 
3.3 巡检报告 
• 编制巡检报告：编写详细的巡检报告，包括发现的问题、风险评估和修复建议。 
• 提交巡检报告：将巡检报告提交给管理层和相关部门。 
3.4 持续改进 
• 问题跟踪：跟踪巡检中发现的问题，确保问题得到解决。 
• 改进措施：根据巡检结果，持续改进系统和巡检流程。 
4.巡检工具 
• 自动化巡检平台：如飞书低代码平台，支持自动化的巡检任务分配和执行。 
• 日志管理工具：如 ELK Stack（Elasticsearch,Logstash,Kibana）或 Splunk。 
• 漏洞扫描工具：如 Nessus、OpenVAS。 
• 配置管理和补丁管理工具：如 Puppet、Chef。 
5.维护与管理 
• 定期更新巡检工具：确保巡检工具和漏洞数据库保持最新。 
• 培训团队：提高 IT 和安全团队对安全巡检的理解和操作能力。 
• 审计和合规：确保巡检活动符合行业标准和法规要求。 
6.应用场景安全巡检适用于各种规模的组织，特别是那些对系统安全有严格要求的金融机构、

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 
7.优势 
• 提高安全性：通过识别和修复漏洞，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 合规性：帮助组织满足各种法规和标准对系统安全的要求。 
• 降低风险：通过及时发现和修复漏洞，降低潜在的安全风险。 
• 增强信任：提高客户和合作伙伴对组织系统安全管理能力的信任。通过遵循本指南，组织

可以有效地进行安全巡检，确保系统资产的安全和保护，同时满足合规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