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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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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蜂窝网络的工业无线通信安全测评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蜂窝网络的工业无线通信安全测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安全测评服务机构、工业蜂窝网络运营使用单位及主管部门对工业蜂窝网

络的安全状况进行安全测评并提供指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202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8448-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GB/T 35673-2017 工业通信网络 网络和系统安全 系统安全要求和安全等级

GB/T 36627-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试评估技术指南

GB/T 41780.1-2022 物联网 边缘计算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YD/T 2910-2015 LTE/SAE 安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239-2019、GB/T 22240-2020、GB/T 35673-2017、GB/T 41780.1-2022界定的及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访谈 interview

测评人员通过引导测评对象相关人员进行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交流以及帮助测评人

员理解、澄清或取得证据的过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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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 examine

测评人员通过对测评对象（如制度文档、各类设备及安全配置等）进行观察。以帮助测

评人员理解、澄清或取得证据的过程。

3.3

测试 test

测评人员使用预定的方法/工具使测评对象（各类设备或安全配置）产生特定的结果，

将运行结果与预期的结果进行对比的过程。

3.4

评估 evaluate

对测评对象可能存在的威胁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综合评价和预测的过程。

3.5

测评对象 target of testing and evaluation

测评过程中不同测评方法作用的对象，主要涉及相关配套制度文档、设备设施及人员等。

4 测评方法要求

测评实施的基本方法是针对特定的测评对象，采用相关的测评手段，遵从一定的测评流

程，获取需要的证据数据，给出是否达到特定的安全保护能力的评判。

本文件中针对每一个要求项的测评构成一个单项测评，针对某个要求项的所有具体测评

内容构成测评实施。

5 测评内容要求

5.1 物理环境安全

5.1.1 室外控制设备物理防护

室外控制设备物理防护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室外控制设备应放置于采用铁板或其他防火材料制作的箱体或装置中并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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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对象：室外控制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室外控制设备是否放置于采用铁板或其他防火材料制作的箱体或

装置中并紧固。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b） 箱体或装置具有透风、散热、防盗、防雨和防火能力等；

测评对象：室外控制设备箱体或装置。

测评实施：应核查室外控制设备箱体或装置是否具有透风、散热、防盗、防雨和防

火能力。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c） 室外控制设备放置应远离强电磁干扰、强热源等环境，如无法避免应及时做好应急

处置及检修，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测评对象：室外控制设备物理位置。

测评实施：应核查室外控制设备物理位置是否远离强电磁干扰、强热源等环境，如

果无法避免是否及时做好应急处置及检修，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5.1.2 蜂窝网络接入节点的物理位置

应为蜂窝网络接入设备的安装选择合理位置，避免过度覆盖和电磁干扰。

测评对象：蜂窝网络接入设备物理位置。

测评实施：应核查蜂窝网络接入设备的物理位置是否能够避免过度覆盖和电磁干扰。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5.2 通信网络安全

5.2.1 网络架构

工业控制系统网络架构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工业控制系统与企业其他系统之间应划分为不同区域，区域间应采用技术手段实现

安全隔离；

测评对象：网闸、路由器、交换机和防火墙等提供访问控制功能的设备。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工业控制系统和企业其他系统之间是否部署单项隔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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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核查是否采用了有效的单项隔离策略实施访问控制；

3） 应核查使用无线通信的工业控制系统边界是否采用与企业其他系统隔离响度

相同的措施。

单元判定：如果1）～3）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

分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b） 工业控制系统内部应根据业务特点划分为不同的安全域，安全域之间应采用技术手

段实现安全隔离；

测评对象：路由器、交换机和防火墙等提供访问控制功能的设备。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工业控制系统内部是否根据业务特点划分了不同的安全域；

2） 应核查各安全域之间访问控制设备是否配置了有效的访问控制策略。

单元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

分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c） 涉及实时控制和数据传输的工业控制系统，应使用独立的网络设备组网，在物理层

面上实现与其他数据网及外部公共信息网的安全隔离；

测评对象：工业控制系统网络。

测评实施：应核查涉及实时控制和数据传输的工业控制系统是否在物理层面上独立

组网。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d） 对重要生产系统，应在无线蜂窝网络的边界采用屏蔽或干扰手段，隔离物理边界外

对无线蜂窝网络的访问。

测评对象：无线蜂窝网络边界。

测评实施：应核查无线蜂窝网络边界是否采用屏蔽或干扰手段，隔离物理边界处对

无线蜂窝网络的访问。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5.2.2 通信传输

在工业控制系统内使用工业生产网络进行控制指令或相关数据交换的应采用加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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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实现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和数据加密传输。

测评对象：加密认证设备、路由器、交换机和防火墙等提供访问控制功能的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工业控制系统中使用广域网传输的控制指令或相关数据是否采用加密

认证技术实现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和数据加密传输。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

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5.3 区域边界安全

5.3.1 边界保护

应保证有线网络与蜂窝网络边界之间的访问和数据流通过无线接入网关设备。

测评对象：无线接入网关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边界之间是否部署无线接入网关设备。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

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5.3.2 蜂窝网络使用控制

工业蜂窝网络使用控制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对所有参与蜂窝网络通信的用户（人员、软件进程或者设备）提供唯一性标识和

鉴别；

测评对象：蜂窝通信网络及设备。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蜂窝通信的用户在登录时是否采用了身份鉴别措施；

2） 应核查用户身份标识是否具有唯一性。

单元判定：如果1）和2）均为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

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b） 应对所有参与蜂窝网络通信的用户（人员、软件进程或者设备）进行授权以及执行

使用进行限制；

测评对象：蜂窝通信网络及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蜂窝通信过程中是否对用户进行授权，核查具体权限是否合理，

核查未授权的使用是否可以被发现及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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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c） 应对蜂窝网络通信采取传输加密的安全措施，实现传输报文的机密性保护；

测评对象：无线通信网络及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无线通信传输是否采用加密措施保证传输报文的机密性。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d） 对采用蜂窝网络通信技术进行控制的工业控制系统，应能识别其物理环境中发射的

未经授权的蜂窝网络设备，报告未经授权试图接入或干扰控制系统的行为。

测评对象：蜂窝通信网络及设备和监测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工业控制系统是否可以实时检测其物理环境中发射的未经授权的

无线设备，检测时被应及时发出告警并可以对视图接入的无线设备进行屏蔽。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5.3.3 接入控制

应保证只有授权的终端节点可以接入。

测评对象：终端节点设备和设计文档。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终端节点设备接入机制设计文档是否包括防止非法的终端节点设备接

入网络的机制以及身份鉴别机制的描述。

2） 应对边界和蜂窝网络进行渗透测试，测试是否不存在绕过白名单或相关接入控

制措施以及身份鉴别机制的方法。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

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5.3.4 入侵防范

工业网络入侵防范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终端节点应能够限制与终端节点通信的目标地址，以避免对陌生环境的攻击行为；

测评对象：终端节点设备和设计文档。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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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核查终端节点设备安全设计文档，是否有对终端节点通信目标地址的控

制措施的说明；

2） 应核查终端节点设备，是否配置了对终端节点通信目标地址的控制措施，

相关参数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 应对终端节点设备进行渗透测试，测试是否能够限制终端节点对违反访问

控制策略的通信目标地址进行访问或攻击。

单元判定：如果1）～3）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测

评单元指标要求。

b） 终端节点应能够限制与网关节点通信的目标地址，以避免对陌生环境的攻击行为；

测评对象：终端节点设备和设计文档。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终端节点设备安全设计文档，是否有对终端节点通信目标地址的控

制措施的说明；

2） 应核查终端节点设备，是否配置了对终端节点通信目标地址的控制措施，

相关参数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 应对终端节点设备进行渗透测试，测试是否能够限制终端节点对违反访问

控制策略的通信目标地址进行访问或攻击。

单元判定：如果1）～3）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测

评单元指标要求。

c） 应能够检测到非授权蜂窝网络接入设备和非授权移动终端的接入行为；

测评对象：终端节点设备和设计文档。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终端节点设备安全设计文档，是否有对终端节点通信目标地址的控

制措施的说明；

2） 应核查终端节点设备，是否配置了对终端节点通信目标地址的控制措施，

相关参数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 应对终端节点设备进行渗透测试，测试是否能够限制终端节点对违反访问

控制策略的通信目标地址进行访问或攻击。

单元判定：如果1）～3）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测

评单元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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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应能够检测到针对蜂窝网络接入设备的网络扫描、DDoS 攻击、密钥破解、中间人

攻击和欺骗攻击等行为；

测评对象：抗APT攻击系统、网络回溯系统、威胁情报检测系统、抗DDos攻击系统

和入侵保护系统或相关组件。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能够通过网络扫描、DDos攻击、秘钥破解、中间人攻击和欺骗

攻击等行为进行检测；

2） 应核查规则库版本是否及时更新。

单元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测

评单元指标要求。

e） 应能够阻断非授权蜂窝接入设备或非授权移动终端；

测评对象：终端准入控制系统、移动终端管理系统或相关组件。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能够阻断非授权无线接入设备或非授权移动终端接入；

2） 应测试验证是否能够阻断非授权无线接入设备或非授权移动终端接入。

单元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测

评单元指标要求。

f） 对重要生产系统应采用探针和异常检测技术对网络行为进行实时检测；

测评对象：探针、异常检测技术。

测评实施：应核查是否对重要生产系统采用探针和异常检测技术对网络行为进行实

时检测。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g） 对重要生产系统宜部署态势感知及蜜罐系统进行持续监控，并对网络攻击行为进行

捕获。

测评对象：态势感知及蜜罐系统。

测评实施：应核查是否对重要生产系统部署态势感知及蜜罐系统进行持续监控，对

网络攻击行为进行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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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5.3.5 安全审计

工业蜂窝网络区域边界安全审计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在网络边界、重要网络节点进行安全审计,审计覆盖到每个用户,对重要的用户行

为和重要安全事件进行审计；

测评对象：综合安全审计系统等。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部署了综合安全审计系统或类似功能的系统平台。

2） 应核查安全审计范围是否覆盖到每个用户。

3） 应核查是否对重要的用户行为和重要安全事件进行了审计。

结果判定：如果 1）～3）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

分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b） 审计记录应包括事件的日期和时间、用户、事件类型、事件是否成功及其他与审计

相关的信息；

测评对象：综合安全审计系统等。

测评实施：应核查审计记录信息是否包括事件的日期和时间、用户、事件类型、事

件是否成功及其他与审计相关的信息。

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c） 应对审计记录进行保护,定期备份，避免受到未预期的删除、修改或覆盖等；

测评对象：综合安全审计系统等。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采取了技术措施对审计记录进行保护。

2） 应核查是否采取技术措施对审计记录进行定期备份，并核查其备份策略。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测评

项指标要求。

d） 应能对远程访问的用户行为、访问互联网的用户行为等单独进行行为审计和数据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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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对象：综合安全审计系统等。

测评实施：应核查是否对远程访问用户及互联网访问用户行为单独进行审计分析。

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5.4 计算环境安全

5.4.1 工业蜂窝网络控制设备安全

工业蜂窝网络控制设备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控制设备自身应实现相应级别安全通用要求提出的身份鉴别、访问控制和安全审计

等安全要求，如受条件限制控制设备无法实现上述要求，应由其上位控制或管理设

备实现同等功能或通过管理手段控制；

测评对象：控制设备。

测评实施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控制设备是否具有身份鉴别、访问控制和安全审计功能；

2） 如控制设备不具备上述功能，则核查是否由其尚未控制或管理设备实现同

等功能或者通过管理手段控制。

单元判定：如果1）或2）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的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

分符合本测评单元的指标要求。

b） 应在经过充分测试评估后，在不影响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情况下对控制设备进行补

丁更新、固件更新等工作；

测评对象：控制设备。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有测试报告和测试评估记录；

2） 应核查控制设备版本、补丁及固件是否经过充分测试后进行了更新。

单元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

分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c） 应关闭或拆除控制设备的软盘驱动、光盘驱动、USB 接口、串行口或多余网口等，

确需保留的应通过相关的技术措施实施严格的监控管理；

测评对象：控制设备。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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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核查控制设备是否关闭或拆除设备的软盘驱动、光盘驱动、USB接口、

串行口或多余网口等；

2） 应核查保留的软盘驱动、光盘驱动、USB接口、串行口或多余网口等是否

通过相关的措施严格的监控管理。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d） 应使用专用设备和专用软件对控制设备进行更新；

测评对象：控制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是否使用专用设备和专用软件对控制设备进行更新。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e） 应保证控制设备在上线前经过安全性检测，避免控制设备固件中存在恶意代码程序。

避免设备中存在未授权的无线网络通信模块。

测评对象：控制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由相关部门出具或认可的控制设备的检测报告，明确控制设备固

件中是否不存在恶意代码程序。

单元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5.4.2 终端节点设备安全

工业蜂窝网络终端节点设备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终端节点设备应保证只有授权的用户可以对终端节点设备上的软件应用进行配置

或变更；

测评对象：终端节点设备。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终端节点设备是否采取了一定的技术手段防止非授权用户对设备

上的软件应用进行配置或变更；

2） 应通过试图接入和控制传感网访问未授权的资源，测试验证感知节点设备

的访问控制措施对非法使用感知节点设备资源的行为控制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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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测

评单元指标要求。

b） 终端节点设备应具有对其连接的网关节点设备进行身份标识和鉴别的能力；

测评对象：网关节点设备（包括读卡器）。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对连接的网关节点设备（包括读卡器）进行身份标识与鉴别，

是否配置了符合安全策略的参数；

2） 应测试验证是否不存在绕过身份标识与鉴别功能的方法。

单元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

分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c） 终端节点设备应具有对其连接的其他终端节点设备进行身份标识和鉴别的能力；

测评对象：其他终端节点设备（包括路由节点）。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对连接的其他终端节点设备（包括路由节点）进行身份标识与

鉴别，是否配置了符合安全策略的参数；

2） 应测试验证是否不存在绕过身份标识与鉴别功能的方法。

单元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

分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d） 对重要生产系统，当终端节点设备通过非可信网络访问（例如远程访问）控制系统

时，控制系统应为其提供多因子认证的能力；

测评对象：控制系统。

测评实施：应核查控制系统是否具有对通过非可信网络访问系统的多因子认证的能

力。

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e） 控制系统应具备对经由不可信网络访问控制系统的访问控制限制的方法，例如可限

制未授权的 IP 地址接入。

测评对象：控制系统。

测评实施：应核查控制系统是否具有对经由不可信网络访问系统的限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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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5.4.3 网关节点设备安全

工业蜂窝网络网关节点设备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网关节点设备应具备对合法连接设备进行标识和鉴别的能力；

测评对象：网关节点设备。

测评实施：

1） 应检查网关节点设备是否能够对连接设备（包括终端节点设备、路由节点、

数据处理中心进行标识并配置了鉴别功能。

2） 应测试认证是否不存在绕过身份标识与鉴别功能的方法。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

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b） 网关节点设备应具备过滤非法节点和伪造节点所发送的数据的能力；

测评对象：网关节点设备。

测评实施：

1） 应核查是否具备过滤非法节点和伪造节点发送数据的功能。

2） 应测试验证是否能够过滤非法节点和伪造节点发送的数据。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

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c） 授权用户应能够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对关键密钥进行在线更新；

测评对象：网关节点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网关节点设备是否对其关键密钥进行在线更新及在线更新方式是

否有效。

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d） 授权用户应能够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对关键配置参数进行在线更新；

测评对象：网关节点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网关节点设备是否支持对其关键配置参数进行在线更新及在线更

新方式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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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e） 网关节点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应满足 GB/T 17626 (所有部分) 、GB/T 17799.1-2017、

GB/T17799.2-2003、GB 17799.3-2012、GB 17799.4-2012、GB/T 17799.5-2012、

GB/T 18268.1-2010.GB/T 19286-2015、GB/T 19287-2016、GB/T 22451-2008、CISPR

16-1-1、CISPR 16-2-1、IEC61000-4-1、IEC 61000-4-2、IEC 61000-4-3、IEC

61000-4-4、IEC 61000-4-5、IEC 61000-4-6.IEC 61000-4-7、IEC 61000-4-8、IEC

61000-4-9、IEC 61000-4-10、IEC 61000-4-11、IEC61000-4-12、IEC 61000-6-1、

IEC 61000-6-2、IEC 61000-6-3、IEC 61000-6-4 等标准中的要求。

测评对象：网关节点设备。

测评实施：应核查网关节点设备的电磁兼容性是否满足 GB/T 17626 (所有部分)、

GB/T 17799.1-2017、GB/T17799.2-2003、17799.3-2012、GB 17799.4-2012、GB/T

17799.5-2012 、 GB/T 18268.1-2010.GB/T 19286-2015 、 GB/T 19287-2016 、 GB/T

22451-2008、CISPR 16-1-1、CISPR 16-2-1、IEC61000-4-1、IEC 61000-4-2、IEC 61000-4-3、

IEC 61000-4-4、IEC 61000-4-5、IEC 61000-4-6.IEC 61000-4-7、IEC 61000-4-8、IEC

61000-4-9、IEC 61000-4-10、IEC 61000-4-11、IEC61000-4-12、IEC 61000-6-1、IEC

61000-6-2、IEC 61000-6-3、IEC 61000-6-4等标准中的要求。。

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5.4.4 抗数据重放

工业蜂窝网络终端节点设备抗数据重放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终端节点设备应能够鉴别数据的时效性，避免历史数据的重放攻击；

测评对象：终端节点设备。

测评实施：

1） 应核查终端节点设备鉴别数据时效性的措施，是否能够避免历史数据重放。

2） 应进行终端节点设备历史数据重放测试，验证其保护措施是否生效。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

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b） 终端节点设备应能够鉴别对历史数据的非法修改，避免数据的修改重放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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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对象：终端节点设备。

测评实施：应测试验证终端设备是否能够检测到历史数据的非法修改，避免数据的

修改重放攻击。

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5.4.5 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节点的设计、开发和应用应满足GB/T 41780.1-2022中的要求。

测评对象：边缘计算节点。

测评实施：应检查边缘计算节点的设计、开发和应用是否满足GB/T 41780.1-2022中的

要求。

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测

评项指标要求。

5.4.6 安全审计

工业蜂窝网络计算环境安全审计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启用安全审计功能，审计覆盖到每个用户，对重要的用户行为和重要安全事件进

行审计；

测评对象：终端和服务器等设备中的操作系统（包括宿主机和虚拟机操作系统）、

网络设备（包括虚拟网络设备）、安全设备（包括虚拟安全设备）、移动终端、移动终

端管理系统、移动终端管理客户端、感知节点设备、网关节点设备、控制设备、业务应

用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和系统管理软件及系统设计文档等。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开启了安全审计功能。

2） 应核查安全审计范围是否覆盖到每个用户。

3） 应核查是否对重要的用户行为和重要安全事件进行审计。

结果判定：如果1）～3）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

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b） 审计记录应包括事件的日期和时间、用户、事件类型、事件是否成功及其他与审计

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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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对象：终端和服务器等设备中的操作系统（包括宿主机和虚拟机操作系统）、

网络设备（包括虚拟网络设备）、安全设备（包括虚拟安全设备）、移动终端、移动终

端管理系统、移动终端管理客户端、感知节点设备、网关节点设备、控制设备、业务应

用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和系统管理软件及系统设计文档等。

测评实施：应核查审计记录信息是否包括事件的日期和时间、用户、事件类型、时

间是否成功及其他与审计相关的信息。

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c） 应对审计记录进行保护，定期备份，避免收到未预期的删除、修改或覆盖等；

测评对象：终端和服务器等设备中的操作系统（包括宿主机和虚拟机操作系统）、

网络设备（包括虚拟网络设备）、安全设备（包括虚拟安全设备）、移动终端、移动终

端管理系统、移动终端管理客户端、感知节点设备、网关节点设备、控制设备、业务应

用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和系统管理软件及系统设计文档等。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采取了保护措施对审计记录进行保护；

2） 应核查是否采取技术措施对审计记录进行定期备份，并核查其备份策略。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测评

项指标要求。

d） 应对审计进程进行保护，防止未经授权的中断。

测评对象：终端和服务器等设备中的操作系统（包括宿主机和虚拟机操作系统）、

网络设备（包括虚拟网络设备）、安全设备（包括虚拟安全设备）、移动终端、移动终

端管理系统、移动终端管理客户端、感知节点设备、网关节点设备、控制设备、业务应

用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和系统管理软件及系统设计文档等。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采取了保护措施对审计记录进行保护；

2） 应核查是否采取技术措施对审计记录进行定期备份，并核查其备份策略。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5.4.7 数据完整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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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蜂窝网络计算环境数据完整性保护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采用校验技术或密码技术保证重要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完整性，包括但不限于鉴

别数据、重要业务数据、重要审计数据、重要配置数据、重要视频数据和重要个人

信息等；

测评对象：业务应用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系统管理软件及系统设计文

档、数据安全保护系统、终端和服务器等设备中的操作系统及网络设备和安全设备等。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系统设计文档,鉴别数据、重要业务数据、重要审计数据、重要配

置数据、重要视频数据和重要个人信息等在传输过程中是否采用了校验技

术或密码技术保证完整性。

2） 应测试验证在传输过程中对鉴别数据、重要业务数据、重要审计数据、重

要配置数据、重要视频数据和重要个人信息等进行篡改，是否能够检测到

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并能够及时恢复。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

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b） 应采用校验技术或密码技术保证重要数据在存储过程中的完整性，包括但不限于鉴

别数据、重要业务数据、重要审计数据、重要配置数据、重要视频数据和重要个人

信息等。

测评对象：业务应用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系统管理软件及系统设计文

档、数据安全保护系统、终端和服务器等设备中的操作系统及网络设备和安全设备等。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设计文档,是否采用了校验技术或密码技术保证鉴别数据、重要业

务数据、重要审计数据、重要配置数据、重要视频数据和重要个人信息等

在存储过程中的完整性；

2） 应核查是否采用技术措施(如数据安全保护系统等)保证鉴别数据、重要业

务数据、重要审计数据、重要配置数据、重要视频数据和重要个人信息等

在存储过程中的完整性；

3） 应测试验证在存储过程中对鉴别数据、重要业务数据、重要审计数据、重

要配置数据、重要视频数据和重要个人信息等进行篡改,是否能够检测到

数据在存储过程中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并能够及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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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定：如果1）～3）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

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5.5 建设运维安全

5.5.1 产品采购和使用

工业控制系统重要设备应通过专业机构的安全性检测后方可采购使用。

测评对象：工业控制系统重要设备检测报告类文档。

测评实施：

1） 应访谈安全管理员系统使用的工业控制系统重要设备及网络安全专用产品是

否通过专业机构的安全性检测。

2） 应核查工业控制系统是否具有通过专业机构出具的安全性检测报告。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5.5.2 外包软件开发

应在外包开发合同中规定针对开发单位、供应商的约束条款，包括设备及系统在生命周

期内有关保密、禁止关键技术扩散和设备行业专业等方面的内容。

测评对象：外包软件开发合同

测评实施：应核查是否在外包开发合同中规定针对开发单位、供应商的约束条款，包括

设备及系统在生命周期内有关保密、禁止关键技术扩散和设备行业专业等方面的内容。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符合

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5.5.3 运维

运维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指定人员定期巡视终端节点设备、网关节点设备的部署环境，对可能影响终端节

点设备、网关节点设备正常工作的环境异常进行记录和推护；

测评对象：设备运行维护记录

测评实施：

1） 应访谈系统运维负责人是否有专门的人员对终端节点设备、网关节电设备

进行定期维护，由何部门或何人负责，维护周期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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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核查终端节点设备、网关节点设备部署环境维护记录是否包含维护日期、

维护人、维护设备、故障原因、维护结果等方面的内容。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

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b） 应对终端节点设备、网关节点设备入库、存储、部署、携带、维修、丢失和报废等

过程作出明确规定，并进行全程管理；

测评对象：终端节点、网关节点设备安全管理文档

测评实施：应核查终端节点和网关节点设备安全管理文档是否覆盖终端节点、网关

节点设备入库、存储、部署、携带、维修、丢失和报废等方面。

结果判定：如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本

测评项指标要求。

c） 应加强对终端节点设备、网关节点设备部署的保密性管理，包括负责检查和维护的

人员调离工作岗位应立即交还相关检查工具和检查维护记录等。

测评对象：终端节点、网关节点设备部署环境的管理制度

测评实施：

1） 应核查终端节点和网关节点设备部署环境管理文档是否包括负责核查和

维护的人员调离工作岗位立即交还相关核查工具和检查维护记录等方面

的内容。

2） 应核查是否具有终端节点设备、网关节点设备部署环境的相关保密性管理

记录。

结果判定：如以1）和2）均为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

分符合本测评项指标要求。

5.5.4 安全检查及响应措施

安全检查及响应措施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定期进行常规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包括系统运行、系统漏洞和数据备份等情况；

测评对象:信息/网络安全主管和记录表单类文档。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访谈信息/网络安全主管是否定期进行了常规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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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核查常规安全检查记录是否包括了系统日常运行、系统漏洞和数据备份

等情况。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符

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b） 应定期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包括现有安全技术措施的有效性、安全配置

与安全策略的一致性、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等；

测评对象:信息/网络安全主管和记录表单类文档。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访谈信息/网络安全主管是否定期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

2） 应核查全面安全检查记录是否包括了现有安全技术措施的有效性、安全配

置与安全策略的一致性、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等。

结果判定：如果1)和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

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c） 应制定安全检查表格实施安全检查，汇总安全检查数据，形成安全检查报告，并对

安全检查结果进行通报；

测评对象：记录表单类文档。

测评实施：应核查是否具有安全检查表格、安全检查记录、安全检查报告、安全检

查结果通报记录。

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d） 应及时向安全管理部门报告所发现的安全弱点和可疑事件；

测评对象:运维负责人和记录表单类文档。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访谈运维负责人是否告知用户在发现安全弱点和可疑事件时及时向安

全管理部门报告；

2） 应核查在发现安全弱点和可疑事件后是否具备对应的报告或相关文档。

结果判定:如果 1)和 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

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e） 应制定安全事件报告和处置管理制度，明确不同安全事件的报告、处置和响应流程，

规定安全事件的现场处理、事件报告和后期恢复的管理职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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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对象:管理制度类文档。

测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核查是否建立了安全事件报告和处置管理制度；

2） 应核查安全事件报告和处置管理制度是否明确了与安全事件有关的工作

职责、不同安全事件的报告、处置和响应流程等。

结果判定:如果 1)和 2)均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或部分

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f） 应在安全事件报告和响应处理过程中，分析和鉴定事件产生的原因、收集证据、记

录处理过程总结经验教训。

测评对象:记录表单类文档。

测评实施:应核查安全事件报告和响应处置记录是否记录引发安全事件的原因、证

据、处置过程、经验教训、补救措施等内容。

结果判定:如果以上测评实施内容为肯定，则符合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否则不符合

本测评单元指标要求。

6 测评结果判定要求

本项要求如下：

a） 针对整体测评后的单项测评结果中部分符合项或不符合项所产生的安全问题，结合

关联测评对象和威胁,分析可能对定级对象、单位、社会及国家造成的安全危害。

b） 结合安全问题所影响业务的重要程度、相关系统组件的重要程度、安全问题严重程

度以及安全事件影响范围等综合分析可能造成的安全危害中的最大安全危害（损失）

结果。

c） 根据最大安全危害严重程度进一步确定定级对象面临的风险等级，结果为“高”“中”

或“低”。

d） 对测所有测评项的单项测评结果进行统计，计算出综合得分，具体要求如下：

1） 符合项记1分；

2） 部分符合记0.5分；

3） 不符合记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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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结合测评结果中所有测评项的单项测评结果中部分符合和不符合项的统计结果、安

全问题导致测评对象面临的风险情况、以及测评综合得分情况，形成测评结论，测

评结论分为三种情况：

1） 符合：测评对象中未发现安全问题,测评结果中所有测评项的单项测评结果中

部分符合和不符合项的统计结果全为0,综合得分为61分；

2） 基本符合：测评对象中存在安全问题,部分符合和不符合项的统计结果不全为0,

但存在的安全问题不会导致定级对象面临高等级安全风险，且综合得分不低于

36.6分；

3） 不符合：测评对象中存在安全问题,部分符合项和不符合项的统计结果不全为

0,而且存在的安全问题会导致定级对象面临高等级安全风险，或者综合得分低

于 36.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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