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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信中心的可公开验证多秘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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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秘密共享是通过一次计算过程就可以实现同时对多个秘密进行共享的密码体制，在一般的多秘密共享
中，都需要可信中心的参与，由可信中心进行秘密份额的分发．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保证可信中心的存在，即
使存在可信中心，它也很容易遭受敌手的攻击，成为系统的盲点．该文提出了一个无可信中心的可公开验证多个秘
密共享方案，共享的多个随机秘密是由参与成员共同产生的，密钥份额的有效性不仅可以被份额持有者自己验证，
而且可以被其他任何成员验证，这使方案具有更广的应用背景，可用于设计电子投票协议、密钥托管协议等．为了
适用于无线自组网等新的网络环境，该文也讨论了无可信中心的条件下动态撤出和增加成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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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为了确保秘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Ｓｈａｍｉｒ［１］和
Ｂｌａｋｌｅｙ［２］于１９７９年分别基于拉格朗日插值多项式
和射影几何理论最先提出了门限秘密共享方案．在
一个（狋，狀）的秘密共享方案中，一个秘密共享在狀个
服务器中，其中的任意狋个服务器都可以合作重构
出秘密，而少于狋个的服务器均不能正确地重构出
秘密．然而，这两个秘密共享方案并不能保证分发者
和份额持有者的诚实性问题．文献［３４］提出了两个
著名的可验证秘密共享方案，解决了上述问题．文
献［５６］则提出了两种具有公开验证能力的秘密共
享方案，分发者分发的秘密份额的正确性不仅能被
份额持有者自己验证，而且可以被其他任何成员验
证．Ｇｅｎｎａｒｏ等人［７］提出了一个无可信中心的可验
证秘密共享方案，在没有可信中心的情况下，可以实
现秘密共享的目的．

上述的所有方案每次只能共享一个秘密，有时
候我们需要同时保护多个秘密，或者把一个比较大
的秘密分成多个子秘密，通过保护子秘密来保护秘
密，这样就需要一个方案能够实现一次共享多个秘
密的目的．为此，多秘密共享的方法被提出来．在一
个多秘密共享方案中可以同时共享多个秘密，门限
个份额持有者合作可以重构出所有秘密．Ｈｅ和
Ｄａｗｓｏｎ［８］基于单向函数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多秘密
共享方案．Ｙａｎｇ等人［９］基于Ｓｈａｍｉｒ的秘密共享体
制［１］提出了一个多秘密共享方案，方案的运算效率
较高，但不具有可验证能力．文献［１０１４］提出了具
有可验证功能的多秘密共享方案，可避免因份额分
发者和持有者的欺骗而导致不能重构出正确秘密的
问题．

观察目前已有的多秘密共享方案，存在下面两
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首先，多秘密共享方案中都
需要一个可信中心负责分发份额，这在很多应用中
是不现实并难以实现的，比如在无线传感网和无线
自组网中．因此，提出无可信中心的多秘密共享方案
具有重要的应用背景．其次，目前已有的方案多数不
具备可公开验证的属性，即份额持有者所得到份额

的正确性只能由自己验证，其他成员无法验证它是
否正确．由于秘密共享的许多应用（比如电子投票、
密钥托管、电子支付协议等）都需要可公开验证的性
质，因此，构造具有可公开验证性质的多秘密共享方
案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为了解决上述这两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无
可信中心的可公开验证多秘密共享方案．方案基于
同态结构，与使用单向函数（或双变量单向函数）的
多秘密共享不同，具有同态性质的方案可以较容易
的实现联合生成秘密的目标．为了使联合生成的份
额能被每个成员验证，利用可公开验证的方法进行
秘密分发，任意成员都可以对所有份额进行验证．为
了能够一次性重构出多个秘密，文中给出了一个多
秘密求解算法，多于一定数目的成员通过该求解算
法，可以计算出联合生成共享的多个秘密．此方案也
可方便地实现成员的撤出和加入．

２　预备知识
２１　定　义

定义１．　无可信中心的可公开验证多秘密共
享由两个阶段组成：秘密产生阶段和秘密恢复阶段．

（１）秘密产生阶段．当参与者要生成犿个随机
秘密时，每个参与者犘犻都分别为所有参与者犘犼（犼＝
１，…，狀）产生随机秘密份额狊犻犼，使用加密函数犈犻生
成加密的犛犻犼＝犈犻（狊犻犼），并将犛犻１，…，犛犻狀公开．任何
成员都可验证犛犻犼是否是犘犻为犘犼生成的狊犻犼的正确加
密形式，成员犘犼可以通过解密函数获取份额狊犻犼．犘犼
可以通过狊犻犼（犻＝１，…，狀）最终计算获得份额狊犼．

（２）秘密恢复阶段．当参与者要重构秘密时，犘犼
提供份额狊犼并证明它是一个正确的解密形式．运行
重构函数计算最终共享的秘密犽０，犽１，…，犽犿－１．
２２　所需工具

（１）Ｓｈａｍｉｒ的（狋，狀）秘密共享方案［１］

令狇为大素数，假定要分发的秘密为狊∈犣狇，分
发者选择随机多项式犳（狓）＝∑

狋－１

犼＝０
犪犼狓犼（ｍｏｄ狇），这里

犪０＝狊，犪犼∈犚犣狇（犼＝１，…，狋－１）．计算份额狊犻＝犳（犻）
（犻＝１，…，狀），并将狊犻秘密地发送给成员犘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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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重构时，任意狋个成员的集合犅拿出他们
的份额狊犻，计算狊＝∑犘犻∈犅犆犅犻狊犻（ｍｏｄ狇），其中插值系数
犆犅犻＝∏犘犼∈犅＼｛犘犻｝

犼
犼－犻（ｍｏｄ狇）．

（２）非交互的离散对数相等的零知识证明协议
犇犔犈（犵１，犺１；犵２，犺２；α）［１５］

设犵１，犵２是素数狇阶乘法群犌狇的两个生成元，
证明者犘向验证者犞证明他知道某个秘密α∈犣狇，
满足α＝ｌｏｇ犵１犺１＝ｌｏｇ犵２犺２，而不泄露α的值．

首先，犘选取狑∈犚犣狇，计算犪１＝犵狑１，犪２＝犵狑２，
犮＝犎（犪１‖犪２），狉＝狑－α犮（ｍｏｄ狇），公布（狉，犮）．然后，
犞验证犮≡犎（犵狉１犺犮１‖犵狉２犺犮２）是否成立．若成立，犞则相
信犘确实知道秘密信息α；否则，不相信．

３　提出的无可信中心的可公开验证
多秘密共享方案

３１　符号定义
狆，狇表示两个大素数，满足狇｜（狆－１），犌狇为犣狆

的唯一狇阶子群．犵，犺表示犌狇中两个不同的生成
元．Ω＝｛犘１，…，犘狀｝表示所有参与成员构成的集合．
成员犘犻的私钥表示为狕犻∈犣狇，对应的公钥表示为
狔犻＝犺狕犻（ｍｏｄ狆）．犎表示一个密码ｈａｓｈ函数，狋表示
门限值，犿表示共享的多秘密个数，犃表示协议执行
中不诚实的成员集合．
３２　提出的求解多个共享秘密的算法犆犕犛（狆，狇，

犌狇，犵，τ，犛狓１，犛狓２，…，犛狓τ）
狆，狇，犌狇，犵遵循３．１节的定义，τ－１表示共享

多项式犳（狓）的指数，犛狓１，犛狓２，…，犛狓τ表示以犵为底，
以该多项式τ个解犳（狓犻）（犻＝１，…，τ）为指数所计算
的幂．令一随机多项式为犳（狓）＝∑

τ－１

犻＝０
犪犻狓犻（ｍｏｄ狇），

α狓犻＝犳（狓犻），犛狓犻＝犵α狓犻（犻＝１，…，τ），该算法输入：狆，
狇，犌狇，犵，τ，犛狓１，犛狓２，…，犛狓τ，输出：犽０＝犵犪０，犽１＝
犵犪１，…，犽τ－１＝犵犪τ－１．

构造的算法可以按照以下过程求解：
（１）令集合犅＝｛狓１，狓２，…，狓τ｝，将犳（狓）写成

犳（狓）＝∑
τ

犻＝１
α狓犻∏犼∈犅＼｛狓犻｝

狓－狓犼
狓犻－狓犼　　　　　　　　　

＝∑
τ

犻＝１

α狓犻
∏犼∈犅＼｛狓犻｝狓犻－狓犼

∏犼∈犅＼｛狓犻｝狓－狓犼（ｍｏｄ狇）（１）
　　展开多项式整理的狓犽项的系数

犪犽＝∑
τ

犻＝１

α狓犻
∏犼∈犅＼｛狓犻｝狓犻－狓犼

λ犽，狓犻（ｍｏｄ狇），

其中犽∈｛０，…，τ－１｝．因此，按照式（１）可展开求解
出λ犽，狓犻，犽∈｛０，…，τ－１｝．

（２）对所有的犽∈｛０，…，τ－１｝，做以下计算：

犵犪犽≡犵
∑
τ

犻＝１

α狓犻
∏

犼∈犅＼｛狓犻｝
狓犻－狓犼

λ犽，狓犻（ｍｏｄ狇）

≡∏
τ

犻＝１
犵

α狓犻
∏

犼∈犅＼｛狓犻｝
狓犻－狓犼

λ犽，狓犻（ｍｏｄ狇）

≡∏
τ

犻＝１
（犛λ犽，狓犻狓犻 ）

１
∏

犼∈犅＼｛狓犻｝
狓犻－狓犼

（ｍｏｄ狇）

（ｍｏｄ狆）
输出：犽０＝犵犪０，犽１＝犵犪１，…，犽τ－１＝犵犪τ－１．

３３　方案思想
为了不依赖于可信分发中心，需要所有成员犘犻

（犻＝１，…，狀）联合生成秘密．采用同态结构，所有秘
密的值都可由一个多项式的相应系数来计算，门限
个成员可通过线性插值来重构秘密．为了获取可公
开验证的能力，采用的方法考虑下面两种情况：

（１）当秘密个数不大于门限值，即犿狋时．在
秘密产生阶段，各成员构造的多项式次数是狋－１，
公开对多项式系数的承诺，并公开加密后的子秘密
份额，该成员构造证据以便使他人相信他所公开的
子秘密份额都是正确的，任何成员都可以通过公开
信息验证子密钥的正确性，最后，成员可通过加密子
密钥和他的私钥来计算自己的份额．在秘密恢复阶
段，该成员需向其他成员证明他的份额确实是从加
密的子密钥份额中解密出来的，不少于狋个诚实成
员可利用提出的求解多个共享秘密的ＣＭＳ算法来
获取重构秘密．

（２）当秘密个数大于门限值，即犿＞狋时．在秘
密产生阶段，各成员所要构造的多项式的次数是
犿－１，公开该多项式上的犿－狋个解和对应的承诺，
其他步骤与犿狋时相似．重构秘密时，首先，通过
同态关系，计算犿－狋个公开份额，任何不少于狋个
诚实成员利用犿－狋个公开份额和他们的子密钥，
执行提出的求解多个共享秘密的ＣＭＳ算法，其输
出即为所有共享的全部秘密．
３４　方案具体描述

当犿狋时，方案描述如下：
（１）秘密产生阶段
①成员犘犻随机选取犪犻犼∈犚犣狇（犼＝０，１，…，狋－１），

构造多项式犳犻（狓）＝∑
狋－１

犼＝０
犪犻犼狓犼ｍｏｄ狇，计算并公布对

系数的承诺犆犻犽＝犵犪犻犽ｍｏｄ狆（犽＝０，１，…，狋－１）和
犢犻犼＝狔犳犻（犼）犼 ｍｏｄ狆（犼＝１，２，…，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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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成员犘犻构造证据，以便使其他成员相信他们
收到的犢犻犼是有效的，即满足犡犻犼＝犵犳犻（犼）ｍｏｄ狆，犢犻犼＝
狔犳犻（犼）犼 ｍｏｄ狆．为此，犘犻任意选取狀个随机数狑犻犼∈犚犣狇
（犼＝１，２，…，狀），计算
犪１犻犼＝犵狑犻犼ｍｏｄ狆，犪２犻犼＝狔狑犻犼犼ｍｏｄ狆，犼＝１，２，…，狀．
然后构造质询值
犮犻＝犎（犵‖犺‖犡犻１‖…‖犡犻狀‖犢犻１‖…　　

‖犢犻狀‖犪１犻１‖…‖犪１犻狀‖犪２犻１‖…‖犪２犻狀）（２）
并计算
　犚犻＝（狉犻１，…，狉犻狀）＝（狑犻１－犮犻犳犻（１）（ｍｏｄ狇），…，

狑犻狀－犮犻犳犻（狀）（ｍｏｄ狇））．
　　公布证据犘狉狅狅犳犘犻＝（犮犻，犚犻）．

③任何成员犘犾∈Ω／｛犘犻｝都可根据对多项式
犳犻（狓）的公开承诺犆犻犽来计算

犡犻犼＝∏
狋－１

犽＝０
犆犼犽犻犽ｍｏｄ狆，犼＝１，２，…，狀．

　　④然后，犘犾∈Ω／｛犘犻｝再利用已知的犮犻，狉犻犼，犵，犺，
犡犻犼，犢犻犼（犼＝１，２，…，狀），计算犪１犻犼和犪２犻犼：

犪１犻犼＝犵狉犻犼犡犮犻犻犼ｍｏｄ狆，犪２犻犼＝狔狉犻犼犼犢犮犻犻犼ｍｏｄ狆，
犼＝１，２，…，狀．

验证式（２）是否成立．若成立，则表明成员犘犻分
发的份额是正确的．否则，广播对成员犘犻的指控，经
过不少于狋个成员的确认后，将犘犻加入不诚实成员
集合犃，犃＝犃∪｛犘犻｝．

⑤所有成员都已分发了子秘密份额后，每个
成员犘犼∈Ω可计算出加密的秘密份额犢犼＝
∏犘犻∈Ω－犃犢犻犼ｍｏｄ狆，再利用私钥狕犼从加密子密钥犢犼中
计算出最终的秘密份额犛犼＝犢狕

－１
犼
犼ｍｏｄ狆．

（２）秘密恢复阶段
参与秘密恢复的成员犘犼∈Ω提供犛犼，并按下面

的步骤向其他成员证明犛犼确实是从犢犼中解密出来的．
①成员犘犼任意选取狑犼∈犚犣狇，并计算犫１犼＝

犺狑犼ｍｏｄ狆，犫２犼＝犛狑犼犼ｍｏｄ狆，狉犼＝狑犼－犮犼狕犼（ｍｏｄ狇），其
中犮犼＝犎（犫１犼‖犫２犼）．

②成员犘犼公布（狉犼，犮犼）作为他知道秘密信息狕犼
的证据．

③其他验证者验证犮犼≡犎（犺狉犼狔犮犼犼‖犛
狉犼
犼犢

犮犼
犼）是否

成立．若成立，则证明犛犼确实是从犢犼中解密出来的．
④任何狋个证明了他们提供了正确份额犛狓犻的

成员犘狓犻（犻＝１，２，…，狋，狓犻∈｛１，…，狀｝），通过执行
犆犕犛（狆，狇，犌狇，犵，狋，犛狓１，犛狓２，…，犛狓狋）算法，输出
的狋个值的前犿个就是联合产生的随机秘密犽０，

犽１，…，犽犿－１．
当犿＞狋时，方案描述如下：
（１）秘密产生阶段
①成员犘犻选取犪犻犼∈犚犣狇（犼＝０，１，…，犿－１），构

造多项式犳犻（狓）＝∑
犿－１

犼＝０
犪犻犼狓犼ｍｏｄ狇，公开该多项式的

犿－狋对解（犼，犳犻（犼）），其中犼＝狀＋１，…，狀＋犿－狋，并
公开对系数的承诺犆犻犽＝犵犪犻犽ｍｏｄ狆（犽＝０，１，…，
犿－１），犢犻犼＝狔犳犻（犼）犼 ｍｏｄ狆（犼＝１，２，…，狀）．

②成员犘犻构造证据，以便使其他成员相信他
们收到的犢犻犼是有效的，即满足犡犻犼＝犵犳犻（犼）ｍｏｄ狆，
犢犻犼＝狔犳犻（犼）犼 ｍｏｄ狆（犼＝１，２，…，狀）．为此，成员犘犻任意
选取狀个随机数狑犻犼∈犚犣狇（犼＝１，２，…，狀），计算
犪１犻犼＝犵狑犻犼ｍｏｄ狆，犪２犻犼＝狔狑犻犼犼ｍｏｄ狆，犼＝１，２，…，狀．
然后构造质询值
犮犻＝犎（犵‖犺‖犡犻１‖…‖犡犻狀‖犢犻１‖…　

‖犢犻狀‖犪１犻１‖…‖犪１犻狀‖犪２犻１‖…‖犪２犻狀）（３）
并计算
　犚犻＝（狉犻１，…，狉犻狀）＝（狑犻１－犮犻犳犻（１）（ｍｏｄ狇），…，

狑犻狀－犮犻犳犻（狀）（ｍｏｄ狇））．
　　公布证据犘狉狅狅犳犘犻＝（犮犻，犚犻）．

③任何成员犘犾∈Ω／｛犘犻｝都可根据对多项式
犳犻（狓）的公开承诺犆犻犽来计算

犡犻犼＝∏
狋－１

犽＝０
犆犼犽犻犽ｍｏｄ狆，犼＝１，２，…，狀．

④然后，犘犾∈Ω／｛犘犻｝再利用已知的犮犻，狉犻犼，犵，犺，
犡犻犼，犢犻犼（犼＝１，２，…，狀），计算犪１犻犼和犪２犻犼：

犪１犻犼＝犵狉犻犼犡犮犻犻犼ｍｏｄ狆，犪２犻犼＝狔狉犻犼犼犢犮犻犻犼ｍｏｄ狆，
犼＝１，２，…，狀．

验证式（３）是否成立．若成立，则表明成员犘犻分
发的犢犻犼是正确的．否则，广播对成员犘犻的指控，经
过不少于狋个成员的确认后，将犘犻加入不诚实成员
集合犃，犃＝犃∪｛犘犻｝．

⑤任何成员都可以通过下面等式验证（犼，
犳犻（犼）），（犼＝狀＋１，…，狀＋犿－狋）是否成立

犵犳犻（犼）≡∏
犿－１

犽＝０
犆犼犽犻犽（ｍｏｄ狆）．

若成立，则表明成员犘犻公开的犳犻（犼）（犼＝
狀＋１，…，狀＋犿－狋）是正确的．否则，广播对成员犘犻
的指控，经过超过狋个成员的确认后，将犘犻加入不诚
实成员集合犃，犃＝犃∪｛犘犻｝．

⑥所有成员都分发了子秘密份额后，每个成员犘犼∈
Ω可计算出加密的秘密份额犢犼＝∏犘犻∈Ω－犃犢犻犼ｍｏｄ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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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私钥狕犼从加密秘密份额犢犼中计算出最终的
秘密份额犛犼＝犢狕

－１
犼
犼ｍｏｄ狆．

⑦每个成员犘犼∈Ω计算联合生成多项式的另
外犿－狋个份额
犜犼＝∏犘犻∈Ω－犃犺犳犻

（犼）ｍｏｄ狆（犼＝狀＋１，…，狀＋犿－狋）．
　　（２）密钥恢复阶段

参与秘密恢复的成员犘犼∈Ω提供犛犼，并按下面
的步骤向其他成员证明犛犼确实是从犢犼中解密出来的．

①成员犘犼任意选取狑犼∈犚犣狇，并计算犫１犼＝
犺狑犼ｍｏｄ狆，犫２犼＝犛狑犼犼ｍｏｄ狆，狉犼＝狑犼－犮犼狕犼（ｍｏｄ狇），其
中犮犼＝犎（犫１犼‖犫２犼）．

②成员犘犼公布（狉犼，犮犼）作为他知道秘密信息狕犼
的证据．

③其他验证者验证犮犼≡犎（犺狉犼狔犮犼犼‖犛
狉犼
犼犢犮犼犼）是否

成立，若成立，则证明犛犼确实是从犢犼中解密出来的．
④任何狋个证明了他们提供了正确份额犛狓犻的

成员犘狓犻（犻＝１，２，…，狋，狓犻∈｛１，…，狀｝），通过执行
犆犕犛（狆，狇，犌狇，犵，犿，犛狓１，犛狓２，…，犛狓狋，犜狀＋１，…，
犜狀＋犿－狋）算法，就可以输出犿个联合产生的随机秘
密犽０，犽１，…，犽犿－１．

４　安全性分析
定理１．　当狀２狋－１时，即使存在多达狋－１

个成员是不诚实的，通过提出方案，各诚实成员在分
发阶段仍然可以获得正确的份额，在秘密恢复阶段，
仍然可以恢复出正确的秘密．

证明．　首先，考虑犿狋的时候．在密钥产生
阶段，当成员犘犻分发了份额后，验证者利用公开的
犮犻犼，狉犻犼计算犪１犻犼，犪２犻犼，然后把得到的犪１犻犼，犪２犻犼与犵，犺，
犡犻犼，犢犻犼代入式（２），如果得到的结果与成员犘犻所公
布的犮犻犼相同，则说明成员犘犻分发了正确的份额；否
则，当犪１犻犼，犪２犻犼，犵，犺，犡犻犼，犢犻犼中的任何一个值有误
时，等式（２）均不成立，说明成员犘犻分发了错误的
份额．事实上，如果成员犘犻分发了正确的份额，那么
犵狉犻犼犡犮犻犼犻犼＝犵狑犻犼－犮犻犼犳犻（犼）犵犮犻犼犳犻（犼）＝犵狑犻犼（ｍｏｄ狆），狔狉犻犼犼犢犮犻犼犻犼＝
狔狑犻犼－犮犻犼犳犻（犼）犼 狔犮犻犼犳犻（犼）犼 ＝狔狑犻犼犼（ｍｏｄ狆）．每个成员都可以通
过自己的私钥解密犢犼，获取自己正确的份额犛犼＝
犢狕

－１
犼
犼ｍｏｄ狆．密钥恢复阶段，只有当犛犼确实是从犢犼中
解密出来的，犘犼才能通过①～③的零知识证明步
骤，事实上，假设犛犼是从犢犼中解密出来的，也就是
犛犼＝犢狕

－１
犼
犼ｍｏｄ狆，有犢犼＝犛狕犼犼ｍｏｄ狆，那么就有犺狉犼狔犮犼犼＝

犺狑犼－犮犼狕犼犺狕犼犮犼＝犺狑犼＝犫１犼（ｍｏｄ狆），犛狉犼犼犢
犮犼
犼＝犛狑犼－犮犼狕犼犼 犛狕犼犮犼犼＝

犛狑犼犼＝犫２犼＝（ｍｏｄ狆）．因为狀２狋－１，即使存在多达
狋－１个成员是不诚实的，仍然有不少于狋个成员是
诚实的，通过这些诚实成员仍然可以在④步中联合
产生共享的秘密．

相似的，在犿＞狋时，定理仍然成立． 证毕．
定理２．　若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假设成立，则提出

方案中的份额加密算法是安全的．
证明．　假设提出方案中的份额加密算法是不

安全的，即存在算法犐能攻破份额加密算法，可以利
用算法犐来攻击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假设．假设给定输
入犵，犺，犡犻犼，狔犼，犢犻犼（犘犻∈Ω－犃），算法犐能以某个不
可忽略概率ε成功计算出犘犼的份额犛犼（＝犺犳（犼）＝

犺∑犘犻∈Ω－犃
犳犻（犼）），注意到犡犼＝∏犘犻∈Ω－犃犡犻犼ｍｏｄ狆（犵犳

（犼））．给
定犵α和犵β，我们的目标是使用算法犐计算狕＝犵αβ．
令犻′＝｛ｍｉｎ（犻）｜犘犻∈Ω－犃｝，选择α′，β犻，γ犻（犘犻∈
Ω－犃），提供给算法犐一随机输入犵，犺＝犵αα′，犡犻′犼＝
犵ββ犻′，犡犻犼＝犵β犻（犘犻∈Ω－犃且犻≠犻′），狔犼＝犺γ，犢犻′犼＝
犺β犻′γ，犢犻犼＝犺β犻（犘犻∈Ω－犃且犻≠犻′），则算法犐能够以

ε概率输出：犛犼＝犵
αα′β∏犘犻∈Ω－犃β犻，由此可以计算狕＝

（犵
αα′β∏犘犻∈Ω－犃

β犻）α′
－１∏犘犻∈Ω－犃

β－１犻＝犵αβ．
这与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假设矛盾，所以提出方案

中的份额加密算法是安全的． 证毕．
定理３．　提出的方案中，若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假

设成立，则任意狋－１个成员利用他们的份额都不能
恢复出任何秘密．

证明．　利用反证法，假设攻击者知道狋－１个
成员的子密钥，并能利用这狋－１个成员的子密钥恢
复出某个秘密．不失一般性，假设这狋－１个成员是前
狋－１个成员犘犻（犻＝１，…，狋－１），恢复的秘密是犽１．

首先，考虑犿狋的情况．假定每个成员犘犻选择的
多项式为犳犻（狓）＝∑

狋－１

犼＝０
犪犻犼狓犼（ｍｏｄ狇），最终联合生成的

秘密多项式为犳（狓）＝犪０＋犪１狓＋…＋犪狋－１狓狋－１（ｍｏｄ狇），
因此犳（狓）＝∑犘犻∈Ω－犃犳犻（狓）．构造一个模拟系统来模拟
攻击者犐在实际协议中的所有观察，设置如下：

（１）令犺＝犵α，对所有犘犻∈Ω－犃，随机选择
犆犻１（犵犪犻１）满足∏犘犻∈Ω－犃犆犻１＝犵β．这就隐含确定了犆１＝
犵β（犪１＝β），也隐含确定了犪犻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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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所有的犻＝１，…，狀，随机选取狋－１个值
犳犻（１），犳犻（２），…，犳犻（狋－１）∈犚犣狇，这狋－１个值和所
有犆犻１就固定了函数犳犻（狓）．

（３）计算前狋－１个犡犻犼和犢犻犼的值：犡犻犼＝犵犳犻（犼），
犢犻犼＝狔犳犻（犼）犼 （犼＝１，２，…，狋－１）．

（４）下面利用公开值和固定的犆犻１值来计算犆犻犼
（犼＝０，２，３，…，狋－１）．由犳犻（狓）＝∑

狋－１

犼＝０
犪犻犼狓犼ｍｏｄ狇，

可得
１ １ … １
１ ２２ … ２狋－１
… … … …
１（狋－１）２ …（狋－１）狋－

烄

烆

烌

烎１
·

犪犻０
犪犻２


犪犻（狋－１

烄

烆

烌

烎）

＝

犳犻（１）－犪犻１·１
犳犻（２）－犪犻１·２


犳犻（狋－１）－犪犻１·（狋－１

烄

烆

烌

烎）

（４）

记犃＝
１ １ … １
１ ２２ … ２狋－１
… … … …
１（狋－１）２ …（狋－１）狋

烄

烆

烌

烎－１
，因为犃的秩

是狋－１，所以，它必有逆矩阵，记为犃－１，不妨设求解

的犃－１＝

犫００ 犫０２ … 犫０（狋－１）
犫２０ 犫２２ … 犫２（狋－１）
… … … …

犫狋－１，０犫狋－１，２ …犫（狋－１）（狋－１

烄

烆

烌

烎）

，则原方程

可以写成另一种形式
犪犻０
犪犻２


犪犻（狋－１

烄

烆

烌

烎）

＝犃－１

犳犻（１）－犪犻１·１
犳犻（２）－犪犻１·２


犳犻（狋－１）－犪犻１·（狋－１

烄

烆

烌

烎）

，

故犪犻犼＝∑
狋－１

犾＝１
犫犼犾（犳犻（犾）－犪犻１·犾）（犼＝０，２，３，…，狋－１）．

可得

犵犪犻犼＝犵∑
狋－１

犾＝１
犫犼犾（犳犻（犾）－犪犻１·犾）＝∏

狋－１

犾＝１
犵犫犼犾（犳犻（犻）－犪犻１·犾）

＝∏
狋－１

犾＝１
（犡犻犼）犫犼犾∏

狋－１

犾＝１
犆犫犼犾·犾犻１ｍｏｄ狆．

即犆犻犼＝∏
狋－１

犾＝１
（犡犻犼）犫犼犾∏

狋－１

犾＝１
犆犫犼犾·犾犻１（犼＝０，２，３，…，狋－１）．

（５）计算其余的犡犻犼，犡犻犼＝∏
犻－１

犾＝０
犆犼犾犻犾ｍｏｄ狆（犼＝

狋，…，狀）．
（６）最后，构造狔犻，犢犻犼（犼＝狋，…狀）．随机选取

狌犼∈犚犣狇（犼＝狋，…，狀），令狔犼＝犵狌犼，犢犻犼＝（犡犻犼）狌犻（犻＝
狋，…，狀）．则犢犻犼满足犢犻犼≡狔犳犻（犼）犼 ，这是因为犢犻犼＝
（犡犻犼）狌犼＝（犵犳犻（犼））狌犼＝（犵狌犼）犳犻（犼）＝（狔犼）犳犻（犼）．

通过以上模型系统就可以模拟敌手的所有观
察．由于已假设狋－１个成员犘犻（犻＝１，…，狋－１）可以
恢复出秘密犽１＝犺犪１，又因为犺＝犵α，犆１＝犵β．所以，这
狋－１个成员通过模拟器必可以计算出犵αβ＝（犵α）β＝
犺犪１＝犽１，这与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假设矛盾．

然后，考虑犿＞狋的情况，假定成员犘犻选择的多
项式为犳犻（狓）＝∑

犿－１

犼＝０
犪犻犼狓犼（ｍｏｄ狇），所有最终生成的秘

密多项式为犳（狓）＝犪０＋犪１狓＋…＋犪犿－１狓犿－１（ｍｏｄ狇），
因此犳（狓）＝∑犘犻∈Ω－犃犳犻（狓）．构造一个模拟系统来模拟
攻击者犐在实际协议中的所有观察，设置如下：

（１）令犺＝犵α，对所有犘犻∈Ω－犃，随机选择
犆犻１（犵犪犻１）满足∏犘犻∈Ω－犃犆犻１＝犵β．隐含确定了犆１＝
犵β（犪１＝β），也隐含确定了犪犻１．

（２）对所有的犻＝１，…，狀，根据公开的犳犻（犼）（犼＝
狀＋１，…，犿＋狀－狋），计算犳（犼）＝∑犘犻∈Ω－犃犳犻（犼）（ｍｏｄ狇）
（犼＝狀＋１，…，犿＋狀－狋）．随机选取狋－１个值犳犻（１），
犳犻（２），…，犳犻（狋－１）∈犚犣狇，这狋－１个值和犳犻（犼）（犼＝
狀＋１，…，犿＋狀－狋）以及犆犻１就固定了函数犳犻（狓）．

（３）计算前狋－１个犡犻犼和犢犻犼的值：犡犻犼＝犵犳犻（犼），
犢犻犼＝狔犳犻（犼）犼 （犼＝１，２，…，狋－１）．

（４）利用公开值和固定的犆犻１值来计算犆犻犼（犼＝０，

２，３，…，犿－１）．由犳犻（狓）＝∑
犿－１

犼＝０
犪犻犼狓犼ｍｏｄ狇，且根据

式（４）求解犪犻犼的方法相似，可以知道

犪犻犼＝∑
狋－１

犾＝１
犫犼犾（犳犻（犾）－犪犻１·犾）＋∑

狀＋犿－狋

犾＝狀＋１
犫犼犾（犳犻（犾）－犪犻１·犾），

这里（犼＝０，２，３，…，犿－１），犫犼犻是相应系数矩阵的逆
矩阵中的对应元素．因此

犵犪犻犼＝犵∑
狋－１

犾＝１
犫犼犾（犳犻（犾）－犪犻１·犾）＋∑

狀＋犿－狋

犾＝狀＋１
犫犼犾（犳犻（犾）－犪犻１·犾）

＝∏
狋－１

犾＝１
犵犫犼犾（犳犻（犻）－犪犻１·犾）·∏

狀＋犿－狋

犾＝狀＋１
犵犫犼犾（犳犻（犻）－犪犻１·犾）

＝∏
狋－１

犾＝１
（犡犻犼）犫犼犾·∏

狀＋犿－狋

犾＝狀＋１
（犡犻犼）犫犼犾

∏
狋－１

犾＝１
犆犫犼犾·犾犻１·∏

狀＋犿－狋

犾＝狀＋１
犆犫犼犾·犾犻（ ）１ ｍｏｄ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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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犆犻犼＝∏
狋－１

犾＝１
（犡犻犼）犫犼犾·∏

狀＋犿－狋

犾＝狀＋１
（犡犻犼）犫犼犾∏

狋－１

犾＝１
犆犫犼犾·犾犻１·∏

狀＋犿－狋

犾＝狀＋１
犆犫犼犾·犾犻（ ）１ ，

这里，犼＝０，２，３，…，犿－１．
（５）计算其余的犡犻犼，犡犻犼＝∏

狋－１

犾＝０
犆犼犾犻犾ｍｏｄ狆（犼＝

狋，…，狀）．
（６）最后，构造狔犻，犢犻犼（犼＝狋，…，狀）．随机选取

狌犼∈犚犣狇（犼＝狋，…，狀），令狔犼＝犵狌犼，犢犻犼＝（犡犻犼）狌犻，这里
犻＝狋，…，狀．则犢犻犼满足犢犻犼≡狔犳犻（犼）犼 ，这是因为犢犻犼＝
（犡犻犼）狌犼＝（犵犳犻（犼））狌犼＝（犵狌犼）犳犻（犼）＝（狔犼）犳犻（犼）．

通过以上模型系统就可以模拟敌手的所有观
察．因为已假设狋－１个成员犘犻（犻＝１，…，狋－１）可以
恢复出秘密犽１＝犺犪１，又因为犺＝犵α，犆１＝犵β，所以这
狋－１个成员通过模拟器必可以计算出犵αβ＝（犵α）β＝
犺犪１＝犽１，这与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假设矛盾． 证毕．

５　相关工作的比较
下面该文将提出的方案与文献［３］的方案、文献

［６］的方案、文献［７］的方案、文献［８９］的方案和文
献［１０］的方案进行比较．文献［３］的方案能对份额进
行验证，但不能公开验证份额，且不能一次对多个秘
密进行共享．文献［６］的方案虽然能公开验证份额，
但也不能同时对多个秘密进行共享，且需要可信中
心．文献［７］的方案虽然不需要可信中心，但只能一
次对单个秘密进行共享．文献［８９］的方案能一次对
任意多个秘密进行共享，但不具有可（公开）验证能
力，也需要可信中心的参与．文献［１０］的方案能一次
对多个秘密进行共享，但不具有公开验证的能力，且
需要可信中心的参与．该文提出的多秘密方案，不仅
能公开验证份额，而且不需要可信中心，这使得方案
具有更广的应用，如应用于可撤销匿名性的电子支
付协议及电子选举协议等．表１给出了几种秘密共
享方案在相关方面的比较．

表１　相关工作

方案 是否能
验证份额

是否具有
可公开
验证属性

是否能
同时共享
多个秘密

是否
不需要
可信中心

文献［３］的方案 是 否 否 否
文献［６］的方案 是 是 否 否
文献［７］的方案 是 否 否 是
文献［８９］的方案 否 否 是 否
文献［１０］的方案 是 否 是 否
提出的方案 是 是 是 是

６　成员的动态加入和删除
在一些实际的网络环境诸如无线自组网中，秘

密共享在密钥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
这些网络中，难以存在可信中心且成员往往需要动
态变化．因此，如何在无可信中心的情况下实现成员
的动态撤出和加入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上述提出
的方案实现成员的撤出是十分容易的，如果成员犘犻
需要撤出多秘密共享方案时，只需所有成员将犘犻的
公钥狔犻注销，在以后秘密恢复阶段，不再接受犘犻的
份额即可．

当成员犘狀＋１加入上述多秘密共享方案时，可利
用文献［１５］的思想，执行下面的协议完成．令犅表
示协议执行时不诚实的成员集合，初始化犅＝．

（１）首先，犘狀＋１选择他的私钥狕狀＋１∈犣狇，公开对
应的公钥狔狀＋１＝犺狕狀＋１（ｍｏｄ狆）．

（２）每个成员犘犻（犻＝１，２，…，狀）选择一随机多
项式犵犻（狓）＝∑

狋－１

犾＝０
犫犻犾狓犾（ｍｏｄ狇），计算并公布承诺犅犻犼＝

犵犫犻犼（ｍｏｄ狆），０犼狋－１和犣犻犼＝狔犵犻（犼）犼 （ｍｏｄ狆），犼＝

１，２，…，狀＋１．令犈犻犼＝∏
狋－１

犾＝０
犅犼犾犻犾＝∏

狋－１

犾＝０
（犵犫犻犾）犼犾＝犵∑

狋－１

犾＝０
犫犻犾·犼犾＝

犵犵犻（犼）（ｍｏｄ狆），犼＝１，２，…，狀＋１．
（３）每个成员犘犻（犻＝１，２，…，狀）选择狀＋１个

随机数狑′犻犼∈犚犣狇（犼＝１，２，…，狀＋１），计算犪′１犻犼＝
犵狑′犻犼（ｍｏｄ狆），犪′２犻犼＝狔狑′犻犼犼（ｍｏｄ狆），这里犼＝１，２，…，
狀＋１．
然后构造质询值
犮′犻＝犎（犵‖狔１‖…‖狔狀＋１‖犈犻１‖…‖犈犻（狀＋１）‖犣犻１‖…

‖犣犻（狀＋１）‖犪′１犻１‖…‖犪′１犻（狀＋１）‖犪′２犻１‖…‖犪′２犻（狀＋１））
（５）

并计算
犚′犻＝（狉′犻１，…，狉′犻（狀＋１））＝（狑′犻１－犮′犻犵犻（１）（ｍｏｄ狇），…，

狑′犻（狀＋１）－犮′犻犵犻（狀＋１）（ｍｏｄ狇））．
最后，公布证据犘狉狅狅犳犘犻＝（犮′犻，犚′犻）．

（４）成员犘狀＋１对于每个犼（犼＝１，２，…，狀＋１），先
计算犈犻犼＝∏

狋－１

犾＝０
犅犼犾犻犾＝∏

狋－１

犾＝０
（犵犫犻犾）犼犾＝犵犵犻（犼）（ｍｏｄ狆），再计

算犪′１犻犼＝犵狉′犻犼犈犮′犻犻犼（ｍｏｄ狆）和犪′２犻犼＝狔狉′犻犼犼犣犮′犻犻犼（ｍｏｄ狆）．然
后，验证等式（５）是否成立．若成立，则表明成员犘犻分
发的犣犻犼是正确的，犘狀＋１计算
δ犻（狀＋１）＝（犣犻（狀＋１））狕－１狀＋１＝（狔犵犻（狀＋１）狀＋１ ）狕－１狀＋１＝犺犵犻（狀＋１）（ｍｏｄ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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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广播对成员犘犻的指控，经过不少于狋个成员的
确认后，将犘犻加入不诚实成员集合犅，令犅＝犅∪
｛犘犻｝．最后，犘狀＋１计算δ狀＋１＝∏犘犻∈Ω－犅δ犻（狀＋１）（ｍｏｄ狆）．

（５）每个成员犘犽（犽＝１，２，…，狀）对于每个犼（犼＝
１，２，…，狀＋１）需验证犘犻分发的犣犻犼是否正确．先计算

犈犻犼＝∏
狋－１

犾＝０
犅犼犾犻犾＝∏

狋－１

犾＝０
（犵犫犻犾）犼犾＝犵∑

狋－１

犾＝０
犫犻犾·犼犾＝犵犵犻（犼）（ｍｏｄ狆），再

计算犪′１犻犼＝犵狉′犻犼犈犮′犻犻犼（ｍｏｄ狆）和犪′２犻犼＝狔狉′犻犼犼犣犮′犻犻犼（ｍｏｄ狆）．
然后，验证等式（５）是否正确．若成立，则表明成员
犘犻分发的犣犻犼是正确的；否则，广播对成员犘犻的指
控，经过不少于狋个成员的确认后，将犘犻加入不诚实
成员集合犅，令犅＝犅∪｛犘犻｝．

（６）每个成员犘犼（犼＝１，２，…，狀）计算犛′犼＝犛犼·
∏犘犻∈Ω－犅δ犻犼（ｍｏｄ狆）．
（７）每个成员犘犼（犼＝１，２，…，狀）选择狑犼（狀＋１）∈犚犣狇，

先计算犪１犼（狀＋１）＝犺狑犼（狀＋１）（ｍｏｄ狆）和犪２犼（狀＋１）＝
犛′犼狑犼（狀＋１）（ｍｏｄ狆）；再计算
犮犼（狀＋１）＝（犺‖犛′犼‖狔犼‖犢犼∏犘犻∈Ω－犅犣犻犼‖犪１犼（狀＋１）‖犪２犼（狀＋１）），

狉犼（狀＋１）＝狑犼（狀＋１）－犮犼（狀＋１）·狕犼（ｍｏｄ狇） （６）
最后，公布犘狉狅狅犳犘犻＝（犮犼（狀＋１），狉犼（狀＋１））．

（８）每个成员犘犼（犼＝１，２，…，狀）计算并广播θ犼＝
犛′犼（狔狀＋１）狕犼（ｍｏｄ狆）．

（９）成员犘狀＋１解密θ犼·（狔狕狀＋１犼 ）－１＝犛′犼（狔狀＋１）狕犼·
（狔狕狀＋１犼 ）－１＝犛′犼犺狕狀＋１狕犼·犺－狕犼狕狀＋１＝犛′犼（ｍｏｄ狆），并计
算犪１犼（狀＋１）＝犺狉犼（狀＋１）犼 狔犮犼（狀＋１）犼 （ｍｏｄ狆）和犪２犼（狀＋１）＝
犛′犼狉犼（狀＋１）犢犼∏犘犻∈Ω－犅犣犻（ ）犼犮犼（狀＋１）（ｍｏｄ狆），然后，验证等
式（６）是否成立．成员犘狀＋１选择狋个通过上述验证
的成员的编号犼（犼∈Λ，｜Λ｜＝狋），最后计算它的份额
犛狀＋１＝∏犼∈Λ犛′犼犆Λ犼

（狀＋１（ ））δ狀＋１（ｍｏｄ狆），这里犆Λ犼（狀＋

１）＝∏犻∈Λ狀＋１－犻犼－犻．
在上述协议的（２）（３）步中，成员犘犻（犻＝１，２，…，

狀）产生随机份额δ犻犼将其加密的版本犣犻犼分发给成员
犘犼（犼＝１，２，…，狀＋１）；在第（４）（５）步中，犘狀＋１和犘犽
（犽＝１，２，…，狀）验证犣犻犼（犼＝１，２，…，狀＋１）是否是正
确的加密版本，并分别解密获取δ犻（狀＋１）和δ犻犼（犼＝１，
２，…，狀）；在（６）步中，犘犼（犼＝１，２，…，狀）计算份额犛犼
的盲化版本犛′犼；在第（７）（８）步中，犘犼（犼＝１，２，…，狀）
将犛′犼加密成θ犼发送给犘狀＋１，并证明它是一个正确的
加密版本；在第（９）步中，成员犘狀＋１解密犛犼的盲化版

本犛′犼，并验证其正确性，最后插值并解盲化获取其
份额犛狀＋１．

７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无可信中心的可公开验证多秘

密共享方案，在没有可信分发中心的情况下，所有成
员可一次性联合生成多个随机秘密，任意狋个成员
只要拿出正确的秘密份额就可恢复出秘密．方案中，
份额的正确性不但能被份额持有者验证，还可以被
任何其他成员验证．本文证明了方案的安全性，也给
出了与其他相关工作的对比．最后，讨论了在无可信
中心的条件下成员的动态撤出和加入问题．

参考文献

［１］ＳｈａｍｉｒＡ．Ｈｏｗｔｏｓｈａｒｅａｓｅｃｒｅ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ＡＣＭ，１９７９，２２（１１）：６１２６１３

［２］ＢｌａｋｌｅｙＧＲ．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ｋｅｙ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
１９７９：３１３３１７

［３］ＦｅｌｄｍａｎＰ．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８ｔｈＩＥＥ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ＳＡ，
１９８７：４２７４３７

［４］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Ｔ．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ｓｅｃｕｒｅ
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ＹＰＴＯ’９１．
Ｓｎａ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ＵＳＡ，１９９１：１２９１４０

［５］ＳｔａｄｌｅｒＭ．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ＥＵＲＯＣＲＹＰＴ’９６．Ｓａｒａｇｏｓｓａ，Ｓｐａｉｎ，１９９６：１９０１９９

［６］ＳｃｈｏｅｎｍａｋｅｒｓＢ．Ａｓｉｍｐｌｅ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ｖｏ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ＣＲＹＰＴＯ’９９．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ＵＳＡ，１９９９：１４８１６４

［７］ＧｅｎｎａｒｏＲ，ＪａｒｅｃｋｉＳ，ＫｒａｗｃｚｙｋＨ，ＲａｂｉｎＴ．Ｓｅｃ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ｋ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ｌｏｇｂａｓｅｄ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ｃｒｙｐｔ’９９．Ｐｒａｇｕｅ，Ｃｚｅ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１９９９：２９５３１０

［８］ＨｅＪ，ＤａｗｓｏｎＥ．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ｏｎｅｗａ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４，３０（１９）：１５９１
１５９２

［９］ＹａｎｇＣＣ，ＣｈａｎｇＴＹ，ＨｗａｎｇＭＳ．Ａ（狋，狀）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４，１５１（２）：４８３４９０

［１０］ＤｅｈｋｏｒｄｉＭＨ，ＭａｓｈｈａｄｉＳ．Ｎｅｗ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８，１７８（９）：２２６２２２７４

［１１］ＥｓｌａｍｉＺ，ＡｈｍａｄａｂａｄｉＪＺ．Ａ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１８０（１５）：２８８９２８９４

７３０１５期 于　佳等：无可信中心的可公开验证多秘密共享



［１２］ＨｕＣ，ＬｉａｏＸ，ＣｈｅｎｇＸ．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ＦＳ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４４５（１）：５２６２

［１３］ＨｅｒｒａｎｚＪ，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Ｒ，ＧｅｒｍｎＳ．Ｎｅ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ｓ．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ｏｄｅｓａｎｄ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３：１２４

［１４］ＷｕＴＹ，ＴｓｅｎｇＹＭ．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ｆｒｏｍｂｉｌｉｎｅａｒｐａｉｒｉｎｇｓ．ＩＥ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３，７（３）：２３９２４６

［１５］ＹｕＪ，ＫｏｎｇＦ，Ｈａ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ＮＰＤ’０７．Ｑｉｎｇｄａｏ，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１９４１９９

犢犝犑犻犪，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６，Ｐｈ．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ｙ．

犆犎犈犖犢犪狀犵犓狌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４，Ｍ．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犎犃犗犚狅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６，Ｍ．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ｙ．
犓犗犖犌犉犪狀犢狌，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８，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ｒｙｐ
ｔｏｌｏｇｙ．

犆犎犈犖犌犡犻犪狀犵犌狌狅，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９，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ｙ．

犘犃犖犣犺犲狀犓狌犪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６，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ｉｎｗｈｉｃ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ｃａｎｂｅ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ｓｈａｒ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ｎ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Ｊａｃｋｓｏｎ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ｌ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ｓｉｎｔｏ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ｎｅ
ｔｉｍｅｕｓ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ｕｓｅｔｙｐｅ．Ｉｎｔｈｅｏｎｅｔｉｍｅｕｓｅｔｙｐｅ，
ｗｅｍｕｓｔ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ｄｏｗｓｔｏ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ｏｎｃｅｓｏｍ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ａｒ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ｙｐｅ，ｗｅｄｏｎｏｔ
ｎｅｅｄ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ｅｖｅｎｉｆｓｏｍ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ａｒ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ｅｙａｌｓｏ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ｂｙｏｎｅｗａ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ＳＳ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ｅｌｅｇａ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ｓｃｈｅｍｅｕｓｅｄｔｗ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ｏｎｅｗａ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ｓ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ｕｒｉｎｇ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ｈａｓｅ．Ｕｎｆｏｒｔｕ
ｎａｔｅｌｙ，ｉｔｃａｎｎｏ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ｄｅａｌ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ｎｔｓａｒｅｈｏｎｅｓｔｏｒｎｏｔ．Ａ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ｃ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ｗａｓａｌｓｏ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Ｅｓｌａｍｉｅｔａ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ａｂｏｖｅ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ｓ，ｔｈｅｒｅ
ｉｓａｔｒｕｓｔｅｄｃｅｎｔｅｒ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ｒｅｔ
ｓｈａｒｅｓ．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ａｔｒｕｓｔｅｄｃｅｎｔ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ｓ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ｍａｎ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ｖｅｎｉｆ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ｔｒｕｓｔｅｄ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ｉｔｉｓ
ｅａｓｉｌｙ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ｆｏｒａｎ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ｅａｂｌｉｎｄｓｐｏｔｏｆ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ｂｏｖｅ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ｕｔｈｏｒｓｄｉｄｎｏ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ｏｏｎｅ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ｃａｎｎｏｔ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ｏｔｈｅｒ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ｍａｎ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ｖｏｔｉｎｇ，ｋｅｙｅｓｃｒｏｗ
ｅｔｃ．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ｒｕｓｔｅｄ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
ｓｈａｒｅｓｃａｎｂｅ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ｙ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ｕｔａｌｓｏｂｙ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Ｓｈａｒ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ｅｃｒｅｔｓ
ａｒｅｊｏｉｎｔｌ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
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ｅａｄａｐｔｔｏｔｈｅｎｅｗ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ｃｈａｓａｄ
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ｅａｌｓ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ｈｏｗｔｏｄｙｎａｍ
ｉｃａｌｌｙ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ｎｄａｄ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ｒｕｓｔｅｄｃ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Ｎｏｓ．６１２７２４２５，
６１３０３１９７，６１２０２４７５，Ｑｉｎｇｄａ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Ｎｏｓ．１２１４２（１６）ｊｃｈ，
１２１４２（１４）ｊｃｈ，１３１４１５１ｊｃｈ，Ｈｕａｗｅ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ｕｎｄＮｏ．ＹＢ２０１３１２００２７，ｔｈｅＯｐ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ｏ．ＳＤＫＬＣＮ２０１３０３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８３０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