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现代科技研究 第 5 卷 第 7 期 2025 年 

 277

零信任架构下动态访问控制模型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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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围绕零信任架构背景下的动态访问控制模型展开研究，重点分析其对身份认证、行为分析和风险评估的综合应用。

模型通过多维上下文感知实现访问权限的实时调整，提升系统安全性与响应效率。在企业实际部署中体现出良

好的兼容性与扩展性，强化了权限管理的灵活性与审计可追溯性。研究表明，动态访问控制是未来安全体系建

设的重要方向，将在智能化、分布式与合规化方面持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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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ynamic access control model within the context of zero trust architecture，particularly its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in identity authentication，behavior analysis，and risk assessment.The model achieves 

real-time adjustment of access permission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context awareness，thereby enhancing system 

security and response efficiency.In practical enterprise deployments，the model demonstrates excellent compatibility and 

scalability，enhancing the flexibility of permission management and the traceability of audits.Research indicates that 

dynamic access control is a critical direction for future security system development，with ongoing advancements in 

intelligence，distribution，and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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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零信任架构提出“永不信任、始终验证”的理念，重新

定义了安全访问的基本逻辑。在此框架下，访问控制机制需

突破静态授权的限制，转向动态、细粒度、上下文驱动的新

模式。如何实现对用户行为、设备状态及环境因素的实时感

知，并据此做出灵活的访问决策，成为当前安全领域亟需解

决的核心问题。这一转变不仅涉及技术架构的重构，也推动

着整体安全策略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 

一、零信任架构对访问控制的新要求 

零信任架构作为一种新型的安全设计理念，强调“从不

默认信任，始终持续验证”的核心原则，彻底颠覆了以往以

网络边界为中心的信任机制。在此背景下，访问控制作为实

现安全策略的核心技术之一，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压力与

挑战。在零信任架构中，所有用户、设备和应用无论位于网

络内部还是外部，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身份认证和权限评估才

能获得访问资源的机会。这种无差别不信任的机制要求访问

控制体系必须具备更高的细粒度、更强的实时性和更广泛的

上下文感知能力。传统的基于角色或属性的静态访问控制策

略，因缺乏对环境状态、行为模式及风险等级的动态考量，

已无法适应零信任环境下复杂多变的业务场景。为了支撑零

信任架构的安全目标，访问控制机制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重

构。 

一方面，系统应实现对主体身份的持续验证，不仅包括

初始访问时的身份确认，还应在整个会话周期内实施动态的

身份绑定与行为追踪。另一方面，访问决策不应再仅依赖于

固定的角色分配，而应融合多种上下文信息，如设备状态、

地理位置、访问时间、操作行为等，形成基于情境感知的动

态授权机制。访问控制策略的执行方式也需向分布式、细粒

度方向发展。传统集中式的策略管理方式在面对大规模、异

构化网络环境时存在响应滞后、扩展性差等问题，难以满足

零信任架构下高并发、低延迟的应用需求。构建一种支持自

动化策略分发、本地化决策判断的访问控制框架，成为实现

高效安全管理的关键路径。 

与此同时，数据驱动的访问控制理念逐渐成为研究热

点。通过引入机器学习与行为分析技术，系统可对用户的访

问行为进行建模，并基于历史行为特征识别异常操作，从而

在访问过程中动态调整权限配置。随着网络流量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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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务场景的日益复杂，策略引擎需要具备更强的实时处理

能力，以应对海量访问请求带来的性能压力。同策略执行节

点应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能力，能够在本地完成上下文信息

的综合判断，减少对中心策略服务器的依赖，提升整体系统

的响应速度与稳定性。策略更新机制也需具备自适应能力，

能够根据环境变化自动优化规则参数，确保安全策略始终与

实际业务需求保持同步。 

二、传统访问控制机制的局限性分析 

传统访问控制机制长期依赖于静态授权模型，其核心逻

辑建立在对用户身份和角色的预先定义之上。这种机制通常

以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或自主访问控制（DAC）

为主，强调权限的稳定性与可管理性，适用于边界清晰、网

络结构相对固定的信息化环境。然而，在当前网络架构日益

复杂、攻击手段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传统访问控制方式暴露

出诸多难以忽视的局限性。从安全性角度来看，传统机制缺

乏对访问行为全过程的持续监控与动态调整能力。一旦用户

通过初始认证获得访问权限，系统便默认其后续操作处于可

信状态，无法有效应对身份冒用、权限滥用等内部威胁。这

种“一次认证、永久授权”的模式，在零信任理念下显得尤

为脆弱，极易成为攻击者横向渗透的突破口。 

在策略执行层面，传统访问控制往往采用集中式管理方

式，权限分配和策略更新依赖人工干预，导致响应速度慢、

灵活性差。面对大规模异构网络环境中的频繁访问请求，这

类机制难以实现快速决策与实时调整，影响整体系统的运行

效率。此外，策略粒度过粗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使得权限配

置难以精准匹配业务需求，容易造成权限过度授予或不足的

现象。从上下文感知能力来看，传统机制普遍缺乏对访问环

境和用户行为的综合判断依据。访问决策通常仅基于身份或

角色信息，忽略了设备状态、地理位置、访问时间、操作路

径等关键因素的影响。这种单一维度的判断逻辑，无法满足

现代信息系统对安全性和灵活性的双重诉求，限制了访问控

制的智能化发展。 

在跨域协作与多系统集成方面，传统访问控制机制也存

在明显的兼容性问题。不同系统之间的权限体系和策略标准

不统一，导致跨平台访问时难以形成一致的安全保障。随着

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用户与资源的交互方式

日趋多样，传统机制在支持灵活授权、细粒度控制等方面愈

发捉襟见肘。传统访问控制机制在审计与风险识别方面的支

持能力有限。其日志记录和行为追踪功能多停留在基础层

面，难以支撑深度的行为建模与异常检测。 

三、基于上下文感知的动态访问控制模型设计 

基于上下文感知的动态访问控制模型通过整合多源数

据，构建一个融合身份认证、行为分析与风险评估于一体的

综合决策框架，实现对访问请求的持续验证和权限的按需调

整。该模型的核心在于引入上下文信息作为访问决策的关键

依据。上下文信息涵盖用户身份、设备状态、地理位置、访

问时间、网络环境、操作行为等多个维度，通过对这些信息

的实时采集与综合分析，系统能够更全面地掌握访问场景的

安全态势，从而做出更具针对性的授权判断。这种多维数据

驱动的控制方式，使访问策略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精准性，

有效提升整体安全水平。 

在模型结构设计上，采用分层架构以实现功能模块的解

耦与协同。第一层为上下文感知层，负责从终端设备、网络

节点、应用接口等渠道获取原始数据，并进行清洗、归一化

处理，确保输入信息的准确性与时效性。第二层为策略决策

层，基于预设的安全规则和实时风险评分机制，结合机器学

习算法对访问请求进行动态评估，生成相应的授权指令。第

三层为执行与反馈层，负责将策略决策转化为具体的访问控

制动作，并对执行结果进行持续监控，形成闭环反馈机制，

确保策略的有效落地。为了提升系统的响应效率和扩展能

力，模型采用分布式的策略执行机制。在边缘计算节点部署

轻量级策略引擎，使得访问控制决策能够在靠近用户端的位

置完成，降低中心系统的负载压力，同时减少网络延迟带来

的影响。 

模型支持策略的自动更新与动态推送，确保在面对新型

威胁或业务变化时，能够快速调整控制逻辑，维持系统的安

全弹性。在安全性方面，模型强调访问过程中的持续验证机

制。不仅在初始访问阶段实施严格的身份认证，在整个会话

周期内也持续监测用户行为特征，识别异常活动并动态调整

权限级别。通过引入行为基线建模与风险评分机制，系统可

在发现潜在威胁时及时采取降权、阻断等措施，防止权限滥

用造成的安全事件。在可管理性层面，模型提供统一的策略

配置界面和细粒度的权限定义能力，支持按业务需求灵活定

制访问规则。 

四、动态模型在企业应用场景中的实施效果 

在企业信息化环境日益复杂、安全威胁持续升级的背景

下，基于上下文感知的动态访问控制模型的引入，对提升整

体安全防护能力与业务连续性保障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该

模型通过实时采集用户行为、设备状态、网络环境等多维信

息，结合风险评估机制，实现了对访问权限的按需分配与动

态调整，有效增强了企业在零信任架构下的安全响应能力。

在身份验证与权限管理方面，动态访问控制模型显著提升了

认证过程的安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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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静态权限体系通常依赖固定角色或用户组进行授

权，难以适应企业内部频繁的岗位变动与跨部门协作需求。

而动态模型通过整合多因素认证、行为基线分析与实时风险

评分，能够在不同场景下灵活调整用户访问权限，避免因权

限固化带来的越权访问风险。系统在访问过程中持续验证用

户身份，确保其行为模式与预期一致，从而降低身份冒用或

凭证泄露引发的安全隐患。在网络边界模糊化趋势下，企业

内部终端设备类型多样、接入方式复杂，传统的集中式访问

控制策略难以满足精细化管理要求。动态模型通过边缘计算

节点部署轻量级策略引擎，在靠近用户的接入点完成访问决

策，大幅降低了中心系统的响应延迟，提高了访问效率。 

与此同时，系统可根据设备健康状况、地理位置、访问

时段等多维因素自动评估访问请求的可信度，并实时调整访

问权限级别，提升访问控制的精准性与安全性。动态访问控

制模型在数据保护与合规审计方面展现出更强的管理能力，

通过完整的日志记录与行为追踪机制，全面留存用户身份、

设备指纹、操作路径及策略执行结果等关键信息，为安全审

计和异常溯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策略配置支持版本管理

和变更追踪，有助于满足行业监管要求，增强企业的合规保

障能力。该模型具备自动化策略分发与本地化决策能力，实

现策略模板的批量部署与远程更新，显著简化权限维护流

程，提高运维效率并降低人为配置风险。 

五、自适应访问控制的未来演进方向 

在技术融合方面，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将成为自适应访

问控制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构建行为分析模型，系统可对用

户的历史操作模式、访问路径及交互特征进行深度建模，并

基于这些信息预测潜在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规则匹配方式，

基于 AI 的风险评估能够实现更精细化的异常检测，使访问

决策具备更高的准确性与前瞻性。算法模型将持续学习新的

行为样本，动态更新判断依据，确保策略随环境变化而自我

优化。 

在策略制定与执行层面，未来的自适应访问控制将朝着

去中心化与分布式的架构演进。传统集中式策略管理存在响

应延迟高、扩展性差等问题，难以满足大规模异构网络中的

高效控制需求。新一代访问控制体系将借助边缘计算和微服

务架构，在本地节点完成策略解析与执行，减少对中心系统

的依赖，提高整体系统的灵活性与容错能力。策略引擎将支

持多级联动机制，确保在不同网络区域之间实现一致的安全

控制逻辑。在上下文感知能力方面，未来的自适应模型将进

一步拓展数据采集维度，提升对环境状态的综合判断能力。

除了用户身份、设备属性等基础信息外，系统还将整合更多

动态因素，如网络流量特征、应用调用链路、系统资源使用

情况等，形成更为完整的访问画像。通过对多源异构数据的

实时融合分析，系统能够更准确地识别访问请求的真实意

图，从而做出更具针对性的授权判断。 

在人机协同与策略自治方面，未来的访问控制将引入智

能策略推荐与自动生成机制。管理员可通过自然语言输入策

略意图，系统自动将其转化为具体规则，并结合历史数据进

行模拟验证，确保策略的合理性与安全性。系统还具备自修

复能力，可在检测到配置冲突或逻辑漏洞时，自动调整参数

或提供优化建议，降低人工干预成本，提升策略维护效率。

面对混合云、多云及跨组织协作需求，系统将强化身份联邦

机制与策略互通协议，实现跨平台权限流转与一致性控制，

助力企业打破信息孤岛。系统将加强敏感数据的细粒度访

问控制与审计能力，结合加密日志与不可篡改记录，保障

隐私安全与合规性要求，支撑企业构建高效、可信的安全

治理框架。 

结语 

在零信任架构不断深化应用的背景下，动态访问控制已

成为提升信息系统安全防护水平的关键技术。通过对上下文

信息的实时感知与策略的灵活调整，动态访问控制有效提升

了权限管理的精准性与安全性。随着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

技术的发展，未来访问控制将向更智能、更自适应的方向演

进，具备更强的风险识别能力和自动化决策能力。同时，跨

平台协同与合规保障需求也将推动该领域持续优化与标准

化，为构建高效、可信的安全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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