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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非常有用的网络安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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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 蠕虫
15.5网络和Internet对病毒的敏感性
15.5.1网络对文件病毒的敏感性
15.5.2 引导病毒
15.5.3宏病毒
15.6病毒类型
15.6.1多态病毒
15.6.2Stealth病毒
15.6.3Slow 病毒
15.6.4Retro病毒
15.6.5多头病毒（Multipartite
Viruses）
15.7反病毒程序如何工作
15.7.1病毒扫描程序
15.7.2 内存扫描程序
15.7.3完整性检查器
15.7.4行为阻止者
15.7.5启发式扫描器
15.8预防措施和治疗
15.8.1防止和修复引导记录病毒
15.8.2防止和修复可执行文件病毒
15.8.3修复读取隐藏病毒感染的文
件
15.8.4防止和修复宏病毒
15.9WindowsNT下病毒行为概况
15.9.1WindowsNT下的主引导记录
病毒
15.9.2WindowsNT下的引导记录
病毒
15.9.3 Windows NT DOS框内的DOS
文件病毒
15.9.4WindowsNT下的Windows
3.1病毒
15.9.5WindowsNT下的宏病毒
15.9.6本机的WindowsNT病毒
15.10总结
第五部分 附录
附录A 安全性信息来源
附录BInternet安全性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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