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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缓冲区溢

出漏洞是一种常见的安全漏洞，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执行恶意代码，获取系统权限，从

而窃取敏感信息或破坏系统。

缓冲区溢出漏洞的危害

缓冲区溢出漏洞可以导致程序崩溃、数据泄露和系统被攻击者控制等严重后果，对信息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

研究意义

研究混合式缓冲区溢出漏洞检测模型对于提高软件安全性、保护用户隐私和防止恶意攻击

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提出了多种缓冲区溢出漏洞检测技术，如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符号执行等。然而，这些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误报率高、漏报率高等问题。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机器学习的缓冲区溢出漏洞检测技术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未来，

混合式缓冲区溢出漏洞检测模型将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技术的优点，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

效率。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提出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混合式缓冲区溢出漏洞检测模型。该模型将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技术的优点，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程序进行自动化分析和检测。

研究目的

通过本研究，旨在提高缓冲区溢出漏洞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降低误报率和漏报率，为软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对缓冲区溢出漏洞的原理和检测技术

进行深入研究；其次，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的混合式缓冲区溢出漏洞检测模型；最后，通过实验验证模型

的有效性和性能。

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混合式缓冲区溢出漏洞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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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溢出漏洞原理

当程序向缓冲区写入的数据超出了其分配的内存空间，导致相邻内存空间的数据被覆盖

或破坏。

缓冲区溢出

程序在运行时，会在内存中分配一定大小的缓冲区用于存储数据。如果程序没有正确检

查输入数据的大小，或者错误地计算了缓冲区的大小，就可能导致缓冲区溢出。攻击者

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故意输入超长的数据来覆盖相邻内存空间中的关键数据，从而改变

程序的执行流程或窃取敏感信息。

原理详解



结合多种攻击手段，如代码注入、堆喷等，

提高攻击成功率和隐蔽性。

不仅限于特定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具有

广泛的攻击面。

由于攻击手段的多样性和隐蔽性，传统的

检测方法难以有效识别和防御。

混合利用

跨平台性

难以检测

混合式缓冲区溢出漏洞特点



导致受影响的系统或应用程序崩溃，无法

正常运行。

系统崩溃

攻击者可以窃取受影响的系统或应用程序

中的敏感数据，如用户密码、个人信息等。

数据泄露

攻击者可以在受影响的系统或应用程序中

执行恶意代码，进一步控制受害者的计算

机或网络。

恶意代码执行

一旦攻击成功，攻击者可以利用受影响的

系统或应用程序作为跳板，进一步攻击其

他系统或网络，扩大攻击范围。

影响范围扩大

漏洞危害及影响



混合式缓冲区溢出漏洞检测模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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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兼容性
设计适用于不同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的检测模型，确保广泛的适用
性。

高性能计算支持
利用并行计算、分布式计算等技术，提高检测速度和准确性。

模块化设计
将检测模型划分为静态分析、动态检测、数据处理与可视化等模块，
降低系统复杂性，提高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模型总体架构设计



源代码解析

对源代码进行词法分析、语法分

析、控制流分析等，提取关键信

息。

漏洞模式匹配

基于已知的缓冲区溢出漏洞模式，

对源代码进行模式匹配，发现潜

在漏洞。

静态分析结果输出

生成静态分析报告，包括潜在漏

洞的位置、类型、危害等级等信

息。

静态分析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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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监控

在程序运行时监控关键变量的状态变化，如缓冲区大
小、输入长度等。

异常行为捕获

捕获程序运行过程中的异常行为，如内存访问越界、
非法写入等。

动态检测结果输出

生成动态检测报告，记录异常行为的发生时间、位置、
原因等信息。

动态检测模块设计



01 将静态分析和动态检测的结果进行整合，形成全面的

漏洞信息数据库。

数据整合

02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漏洞信息数据库进行关联分析、

聚类分析等，发现漏洞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数据挖掘

03 通过图表、动画等形式，直观地展示漏洞的分布情况、

危害程度等信息，为安全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支持。

可视化展示

数据处理与可视化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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