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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技术中虚拟专用网络技术的应用具备较大的现实意义，能够确切提高数据在传递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
定性。虚拟专用网络技术的应用类型相对较多，工作人员在对相关技术进行具体使用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实际问题进行具体
的分析和判断，来采取对传输数据的最优化设置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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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虚拟专用网络

技术能够结合虚拟连接，实现各类数据信息的传递、传输。

通过整合加密技术、隧道技术、密钥管理技术、身份认证技

术来保障相关网络体系连接的安全与稳定，从而进一步保障

用户信息的安全，构建良好的网络环境。

2 虚拟专用网络技术的概念

虚拟专用网络技术是当前网络生态中最为核心的组成

部分，具备较强的实用性。虚拟专用网络在多变的网络环境

中基于传统网络的连接方式进行了创新、创造，确保网络数

据在虚拟专用网络的传输、传载过程中具备较高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同时还能够充分地发挥计算机网络整体的优势。在

虚拟专用网络体系中，网络节点运行不仅依靠原有的网络终

端，并且需要进一步借助公共网络资源，形成动态组合运行

的形式。因此可以看出当前虚拟专用网络技术需要结合公共

网络作为基本载体，在数据传递过程中提高相应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 [1]，虚拟专用网络技术可以通过结合加密技术来进一

步提高整体网络信息传输的稳定性，尽可能发挥其具备的灵

活特性，并提高相关技术所具备的延展性和拓展性，来实现

对于相关音频影像等数据的多样化传输。

此外，为了操作的便捷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节点，结合

不同的开源数据以及不同类型的数据来源布置具有针对性

的数据通道，为用户提供虚拟专用网络的专项服务。总体来

说，虚拟专用网络技术能够进一步扩充现有公共网络平台的

发展维度和广度，能够高质量、高效率地推动网络管理工作，

加强整体网络系统的安全保障，提高相关数据信息的传递的

精确性和可靠性，实现对多类型数据的科学管理。

3 虚拟专用网络技术常见的技术类型

3.1 加密技术

虚拟专用网络技术立足于虚拟的网络环境体系，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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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相应的虚拟网络连接实现实体网络的连接，完成对各项

数据信息的传递。虚拟专用网络技术的使用需要结合加密技

术来提高数据传递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在该过程中，用户

主要是结合加密技术来实现对重要数据的加密处理，抵御非

法入侵、窃取数据信息的状况。在当今网络发展态势下，加

密技术主要分为主动加密和被动加密两种形式。主动加密通

常是结合程序软件来对特定的数据信息进行加密处理；而被

动加密与个人意愿无太大的关联，针对磁盘的数据加密技术

便是被动加密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

随着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犯罪的现

象也在不断地增加，并且给社会和个体带来不良的影响，加

密技术在当今复杂的网络运行体系中能够确切地保护用户

的信息及资料的安全，降低数据安全风险，保障网络环境安

全、稳定的运行。

3.2 隧道技术

在当今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隧道技术也具

备较大的实用意义。隧道技术作为虚拟专用网络技术的核心

技术之一，能够实现对相关数据信息的压缩处理，然后结合

压缩包的数据传递形式来完成大数据的传递。结合隧道技术

对相应的文件资料进行压缩处理，能够避免相关数据在传输

过程中出现丢失、遗失的状况。当前网络传输通道并不完全

具备安全性，而融合隧道技术能够在局域网中实现对数据包

的包装和编辑，使得相关数据在传递期间不会受到外部的干

扰。因此在当前网络安全管理工作中，结合隧道技术的使用

能够确保数据信息的传递更加安全、有效。

3.3 身份认证技术

在现有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中，身份信息认证工作也变

得更加复杂多样，例如需要结合身份实名认证来实现用户通

过计算机软件系统完成对应用平台的登录。但是出于对用户

隐私信息的保护，如何确保用户数据信息的安全也是当前身

份认证技术的核心管控内容。身份认证技术本身具备较强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特征，是保障整个网络安全管理工作稳步高

效推进的关键技术之一。身份认证技术能够完成平台对用户

信息的认证，通过为用户提供特有的身份认证形式，帮助用

户实现快速查询和使用相关的数据信息。只有通过身份认证

之后用户才能够进行后续的操作，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安全

性。当前，身份认证技术在虚拟网络环境中的应用也具备

较大的现实意义，能够确切地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及财产安

全，但是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

3.4 非对称加密技术

在虚拟专用网络中，通常会结合非对称加密技术进一

步保障数据信息的存储安全，避免相关信息数据被黑客或非

法分子盗取。非对称加密技术作为当前信息化技术发展过程

中所留下的重要产物，在当今公开的网络环境中具备较强的

使用隐蔽性和安全性，以此来提高用户数据信息的安全性、

稳定性。

4 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中虚拟专用网络技术

的应用探究

4.1 MPLS虚拟专用网络技术

虚拟专用网络技术主要是实现在特定的网络平台上搭

建专业化的数据信息传递通道、实现对数据信息的加密处

理，确切的保障数据传递的安全性。使得虚拟专用网络体系

的运转更加高效、稳定。首先结合MPLS的虚拟专用网络

技术建立分层服务，根据现有的网络服务协议的差异性，从

不同的维度方面分析虚拟专用网络技术的安全性以及提供

的安全服务类型，在公共网络与虚拟专用网络之间构建数据

信息的交流通道。其次，结合MPLS的虚拟专用网络技术

需要以路由器作为基本的媒介，来对 VPN转发的表格数据

进行构建，将各项数据分配到 CE设备，同时标记各项数据

对应的数据接口、IP地址，实现对数据信息的定向传递。

但是在对相关技术具体的使用过程中，还需要甄别各项操作

步骤所具备的差异性，按照对应的顺序要求来对实际的应用

技术进行有效的应用 [3]。

4.2 终端安全管理技术的应用

为了防止数据接收方和发送方在计算机网络信息传递

期间存在非法行为，需要实现对数据接收方和发送方的身份

进行验证。而身份验证作为网络安全管理工作的基础，有利

于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和稳定。虚拟专用网络技术结合终端

身份认证识别技术，在业务层、传递层和应用层完成对整个

数据信息传递过程的优化和改善。但是要想进一步提高整体

网络环境的安全稳定性，需要注重对业务层和应用层的监管

工作。具体来说，需要率先在网络体系中构建信息虚拟传输

的节点，来连接各个区域的数据信息，对用户发出的指令进

行传递，最终实现对相关数据的传输。如果在该过程中终端

设备出现故障，则对应的虚拟专用网络技术需要对终端设备

进行科学处理，从源头根治问题。

4.3 结构化安全管理技术

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需要借助结构化的安全管理技术，

来为隧道技术提供良好的使用环境。结合信息传递的方式将

相关数据信息结构的差异特征进行分类，实现数据的综合传

递。结构化安全管理技术的使用也需要确保数据的整体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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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性，明确网络传递过程中的关键区域节点，设置安全检

验指令，保障数据信息传递具备较高的安全效用，在完成对

整个系统的检验之后，实现对相关数据的持续传输。如果在

后续传递过程中出现问题，则通过结合开机防护机制对整个

传输渠道进行调整和改善，并且进行监控，实现在一个周

期内完成对数据信息的传输，确保隧道传递信息的安全和

稳定。

5 结语

总体来说，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中虚拟专用网络技术

的应用能够保障各类数据的信息安全，同时结合人工智能等

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虚拟专用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当

今网络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具备较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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