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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安全可视化是近年来网络安全研究的热点。首先说明网络安全可视化的必要性，并给出网络安全可视化的概

念、研究步骤及分类，深入分析了多种网络安全可视化方法的优缺点。最后，讨论了该领域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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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network security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Abstract: 

Network security visualization is a highlighted topic of network security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necessity of network security visualization was presented firstly, and then an overview of network 
security visualization including the concepts, steps, taxonomy, many current algorithms,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ere presented . Finally,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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