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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效的多犘犓犌环境下基于身份签密方案
赵秀凤１），２）　　徐秋亮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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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ＰＫＧ环境下的签密机制是域间实体认证和保密通信的有效手段．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多ＰＫＧ环境下
基于身份的签密方案，方案使用了Ｗａｔｅｒｓ基于身份加密体制及现有的基于身份签密体制的构造思想，并利用“”
运算和抗碰撞Ｈａｓｈ函数消除了签密密文与明文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保证了方案的语义安全．文中的方案实现了
标准模型下的可证明ＣＣＡ安全和存在不可伪造性；且当新方案退化为单个ＰＫＧ环境时，与其它标准模型下的安
全方案相比，该方案仍有稍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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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新型网络计算背景的出现，跨域认证和保

密通信技术成为一个关键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签密能够在一个合理的逻辑步骤内同时完成数字签
名和公钥加密两项功能，而其所花费的代价，要远远
低于传统的先签名后加密的方法，因此它是实现既

保密又认证的传输信息的较为理想的方法．多
ＰＫＧ环境下基于身份的签密机制能够很好地解决
域间实体的安全认证和保密通信问题．

签密技术于１９９７年由Ｚｈｅｎｇ［１］首次提出，２００２
年ＭａｌｏｎｅＬｅｅ［２］利用双线性对构造了第一个基于
身份的签密方案，随后，许多高效的签密方案被相继
提出［３１１］．其中，Ｙｕ等人［７］提出了第一个标准模型
下可证安全的签密方案，但随后被Ｚｈａｎｇ［８］和Ｊｉｎ等



人［９］分别指出该方案不满足密文不可区分性和密文
不可伪造性并给出了改进的方案．但是我们发现，
Ｚｈａｎｇ改进的方案依然不满足密文不可区分性，原
因是敌手获得挑战密文后，通过解签密的验证等式
可以验证签密密文与明文消息的对应关系，从而可
以进行密文区分．最近，Ｌｉ等人［１０］也指出Ｚｈａｎｇ［８］
给出的改进方案不满足ＣＣＡ安全，同时指出Ｊｉｎ等
人［９］的改进方案不满足不可伪造性，并基于Ｋｉｌｔｚ
和Ｖａｈｌｉｓ的ＩＢＥ方案及Ｐａｔｅｒｓｏｎ和Ｓｃｈｕｌｄｔ的ＩＢＳ
方案给出了一个新的在标准模型下可证明安全的身
份基签密方案．２０１０年，张波等人［１１］给出了一个高
效的基于身份多签密方案，但是在签密者对消息签
密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解签密者的身份信息，还需要
解签密者的公钥参与运算，因此该方案涉及到公钥
认证问题．

上述签密方案要求所有的通信实体都必须处在
一个相同的ＰＫＧ（ｐｒｉｖａｔｅｋ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的管理之
下，极大地限制了方案的适用范围．２００７年，Ｌｉ等
人［１２］提出了可用于多域的基于身份签密方案，很好
地实现了域间秘密信息既保密又认证的安全传输．
该方案中域间通信的不同ＰＫＧ共享相同的公共参
数．随后，Ｌｉ等人［１３］对上述方案进行了优化，提高了
计算效率，而且可以扩展到多个ＰＫＧ拥有不同的
系统参数．但是，Ｚｈａｎｇ等人［１４］指出Ｌｉ等人的两个
方案在选择密文攻击下是不安全的．与此同时，闻
英友等人［１５］也给出了一个可用于多域的可证明安
全的签密方案，并且多个ＰＫＧ拥有不同的系统参
数和各自的公私钥．但是上述签密方案的安全性都
依赖于随机预言模型．

借助于Ｗａｔｅｒｓ的ＩＢＥ体制［１６］及基于身份签密
方案［８１１］，本文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多ＰＫＧ环境下基
于身份签密方案，并在标准模型下对方案的ＣＣＡ２
安全和存在性不可伪造性进行了证明，这是第一个
在标准模型下可证安全的多ＰＫＧ环境下基于身份
签密方案，同时也适用于单个ＰＫＧ环境．

２　背景知识
２１　双线性对

设犌和犌犜为两个素数狆阶的循环群，犵是群犌
的生成元，双线性对犲是一个双线性映射犲：犌×犌→
犌犜，满足下面的特性：

（１）双线性．对所有的狌，狏∈犌，犪，犫∈犣，有
犲（狌犪，狏犫）＝犲（狌，狏）犪犫；

（２）非退化性．犲（犵，犵）不是犌犜的生成元；
（３）可计算性．对于任何犘，犙∈犌，存在有效的

算法计算犲（犘，犙）．
２２　犇犅犇犎假设

判定双线性犇犻犳犳犻犲犎犲犾犾犿犪狀（犇犅犇犎）问题．挑
战者随机选择犪，犫，犮，狕∈犣狆和随机掷币γ∈｛０，１｝．
如果γ＝１，则输出元组（犵，犃＝犵犪，犅＝犵犫，犆＝犵犮，
犣＝犲（犵，犵）犪犫犮），否则输出（犵，犃＝犵犪，犅＝犵犫，犆＝犵犮，
犣＝犲（犵，犵）狕），其中犵为群犌的生成元，攻击者输出
对γ的猜测γ′．对于多项式时间的概率算法!

，如
果有

｜犘狉［!（犵，犵犪，犵犫，犵犮，犲（犵，犵）犪犫犮）＝１］－
犘狉［!（犵，犵犪，犵犫，犵犮，犣）＝１］｜２ε，

则称
!

至少以优势ε解决群犌上的ＤＢＤＨ问题．
犇犅犇犎假设．　对于所有的概率多项式时间算

法
!

，优势ε是可以忽略的．
２３　犆犇犎假设

计算性犇犻犳犳犻犲犎犲犾犾犿犪狀（犆犇犎）问题．群犌中的
ＣＤＨ问题是指对于给定的随机的元组（犵，犵犪，犵犫）计
算出犵犪犫，其中犵为群犌的生成元，犪，犫从犣狆中随机
选取．一个多项式时间内的概率算法!

成功解决群
犌上的ＣＤＨ问题的概率定义为
犃犱狏ＣＤＨ

!

＝犘狉［!（犵，犵犪，犵犫）＝犵犪犫：犪，犫∈犣狆］．
　　犆犇犎假设．对于所有的概率多项式时间算法
!

，犃犱狏ＣＤＨ
!

是可以忽略的．

３　多犘犓犌基于身份签密的形式化模型
３１　概念模型

多ＰＫＧ环境下基于身份的签密方案由以下
５个算法构成：全局建立ＧＳｅｔｕｐ，域建立ＤＳｅｔｕｐ，
私钥提取Ｅｘｔｒａｃｔ，签密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解签密Ｕｎｓｉｇｎ
ｃｒｙｐｔ．

全局建立ＧＳｅｔｕｐ．输入安全参数，输出全局
公开的系统参数狆犪狉犪犿狊．

域建立ＤＳｅｔｕｐ．输入全局公开的系统参数
狆犪狉犪犿狊，每个域犘犓犌狓（狓＝１，２，…，犾）输出一个主
密钥狊狓和相应的域公钥犘狓（我们假设有犾个域），公
开域公钥犘狓，保存主密钥狊狓．

私钥提取Ｅｘｔｒａｃｔ．输入域犘犓犌狓中的身份犐犇，
犘犓犌狓计算相应的私钥犛犐犇并通过安全信道发送给
用户犐犇．

签密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假设签密者为犘犓犌１中的用户
Ａ，解签密者为犘犓犌２中的用户Ｂ．输入全局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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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参数狆犪狉犪犿狊、域公钥犘１和犘２、签密者的私钥
犛犐犇Ａ、待签密明文消息犿以及解签密者身份信息
犐犇Ｂ，输出签密者对消息犿的签密密文σ，该算法由
签密者运行．

解签密Ｕｎ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输入全局公开的系统参
数狆犪狉犪犿狊、域公钥犘１和犘２、签密者身份犐犇Ａ、解签
密者私钥犛犐犇Ｂ和签名σ，输出明文消息犿或者表示
解签密失败的符号⊥．
３．２　安全性定义

Ｌｉ等人［１２１３］给出了多ＰＫＧ环境下基于身份签
密的安全性定义，包括自适应选择密文攻击下的密
文不可区分性和自适应选择消息攻击下的密文存在
性不可伪造性．

定义１（机密性）．　如果不存在多项式时间的
敌手可以以不可忽略的概率赢得下面的游戏，则称
多ＰＫＧ环境下基于身份的签密方案（ＭＰＩＤＳＣ）在
自适应选择密文攻击下具有密文不可区分性（ＩＮＤ
ＭＰＩＤＳＣＣＣＡ２）．

游戏参与者包括挑战者
"

和敌手
!

，游戏过程
如下．

建立．挑战者"

选定安全参数犽，执行建立
ＧＳｅｔｕｐ算法和ＤＳｅｔｕｐ算法，并将全局系统参数
狆犪狉犪犿狊和域公钥犘狓（狓＝１，２，…，犾）发送给敌手!

，
秘密的持有主密钥狊狓（狓＝１，２，…，犾）．

第一阶段敌手执行多项式次数的询问，这些询
问可以是自适应选择的，也就是说，每个询问都可以
在前一个询问基础上进行．敌手可以进行的询问
包括：

私钥提取询问．敌手可以发起对任意域犘犓犌狓
中任意身份犐犇的询问并获得与该身份信息相关的
私钥犛犐犇＝犈狓狋狉犪犮狋（犐犇）．

签密询问．敌手可以发起对签密者身份犐犇Ａ、
接收者身份犐犇Ｂ和消息犿的签密询问．"计算犛犐犇Ａ＝
犈狓狋狉犪犮狋（犐犇Ａ）和σ＝犛犻犵狀犮狉狔狆狋（犿，犛犐犇Ａ，犐犇Ｂ），并将
签密密文σ发送给敌手．

解签密询问．敌手可以产生对签密者身份信
息犐犇Ａ、接收者身份犐犇Ｂ和签密密文σ的解签密询
问．"计算犛犐犇Ａ＝犈狓狋狉犪犮狋（犐犇Ａ），并将解签密结果
Ｕｎ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σ，犐犇Ａ，犛犐犇Ｂ）发送给敌手，这个结果可
能是合法的明文消息犿或在σ为不合法密文情况
下的符号⊥．

挑战．敌手选择两个明文消息犿０和犿１以及他
想挑战的签密者身份犐犇Ａ和接收者身份犐犇Ｂ．注意
到：他不能够在第一阶段中询问过与身份信息犐犇Ｂ

相关的私钥．"选择随机比特γ，计算签密密文σ＝
犛犻犵狀犮狉狔狆狋（犿γ，犛犐犇Ａ，犐犇Ｂ）并将其发送给敌手．

第二阶段敌手可以进行和第一阶段相同的多项
式次数询问，但是，他不能够发起对身份信息犐犇Ｂ

的私钥提取询问以及对签密密文σ在接收者身份
为犐犇Ｂ的解签密询问．

猜测．最后，敌手输出对γ的猜测值γ′∈｛０，１｝，
如果γ′＝γ，则称敌手成功．上述敌手被称为
ＩＮＤＭＰＩＤＳＣＣＣＡ２攻击者，敌手成功的概率优势
定义为

犃犱狏ＩＮＤＭＰＩＤＳＣＣＣＡ２＝｜犘狉［γ′＝γ］－１／２｜．
　　定义２（不可为造性）．　如果不存在多项式时
间的敌手可以以不可忽略的概率赢得下面的游戏，
则称多ＰＫＧ环境下基于身份签密方案在自适应选
择消息攻击下具有密文的存在性不可伪造性（ＥＵＦ
ＭＰＩＤＳＣＣＭＡ）．

游戏过程如下：．
建立．挑战者"

选定安全参数犽，执行建立
ＧＳｅｔｕｐ算法和ＤＳｅｔｕｐ算法，并将全局系统参数
狆犪狉犪犿狊和域公钥犘狓（狓＝１，２，…，犾）发送给敌手!

，
秘密的持有主密钥狊狓（狓＝１，２，…，犾）．

询问．如同定义２中一样，敌手可以自适应地
发起多项式次数的询问．

伪造．敌手产生新的元组（σ，犐犇Ａ，犛犐犇Ｂ）（即不
是由签密询问得到的元组），如果解签密的结果
犝狀狊犻犵狀犮狉狔狆狋（σ，犐犇Ａ，犛犐犇Ｂ）不是符号⊥，则称敌手成
功，即敌手产生了合法的签密密文．

４　具体方案
４１　方案描述

在下面的描述中，不妨设所有的身份信息都由
具有固定长度狀狌的字符串表示．为保证方案的通用
性，可以使用抗碰撞的Ｈａｓｈ函数完成对任意长度
身份信息的处理．具体的多ＰＫＧ环境下基于身份
签密方案包括如下算法．

犌犛犲狋狌狆．选择素数狆阶群犌和犌犜，犲：犌×犌→
犌犜为双线性对，犵为群犌的生成元．选定随机元素
犵２←犚犌，另外，选择群犌中元素狌′，犿′←犚犌和长度
分别为狀狌和狀犿的向量Λ犝＝（狌犻），Λ犕＝（犿犻），向量中
的元素为群犌中的随机元素．犎和犎犿为密码学意
义上的Ｈａｓｈ函数，犎：犌犜→０，｛｝１犾狋，其中犾狋表示明
文消息长度．犎犿：０，｛｝１犾狋×犌犜→０，｛｝１狀犿全局系统
参数为狆犪狉犪犿狊＝｛犌，犌犜，犲，犵，犵２，狌′，Λ犝，犿′，Λ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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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犎犿｝．
犇犛犲狋狌狆．每个犘犓犌狓（狓＝１，２，…，犾）选择一个

随机元素α狓∈犣狆并计算域公钥犘狓＝犵α狓和相应的主
密钥狊狓＝犵α狓２．
犈狓狋狉犪犮狋．令狌为具有长度狀狌的表示身份的字符

串，狌［犻］为狌的第犻比特，定义#｛１，２，…，狀狌｝为
狌［犻］＝１的位犻的集合．为构造与身份信息狌相关的
私钥犱狌，随机选择狉狌←犣狆，并计算

犱狌＝（犱狌１，犱狌２）＝（狊狓（狌′∏犻∈#

狌犻）狉狌，犵狉狌）．
这里不妨设签密者Ａｌｉｃｅ为域犘犓犌１注册的用户，身
份信息为狌Ａ，解签密者Ｂｏｂ为域犘犓犌２注册的用
户，身份信息为狌Ｂ．他们的私钥分别由犘犓犌１和
犘犓犌２生成：

犱Ａ＝（犱Ａ１，犱Ａ２）＝犵α１２狌′∏犼∈#Ａ
狌（ ）犼狉Ａ，犵狉（ ）Ａ

和
犱Ｂ＝（犱Ｂ１，犱Ｂ２）＝犵α２２狌′∏犼∈#Ｂ

狌（ ）犼狉Ｂ，犵狉（ ）Ｂ．
　　犛犻犵狀犮狉狔狆狋．令犿为待签密消息，为发送消息犿
给接收者Ｂｏｂ，签密者Ａｌｉｃｅ选择随机数狉犿∈犣狆并
执行以下步骤：

（１）计算犚＝犲（犘２，犵２）狉犿，其中犘２＝犵α２为犘犓犌２
的域公钥，计算σ１＝犿犎（犚）；

（２）计算σ２＝犵狉犿；
（３）计算σ３＝狌′∏犼∈#Ｂ

狌（ ）犼狉犿；

（４）计算犕＝犎犿（犿‖犚）和σ４＝犱Ａ１·犿′∏犼∈$

犿（ ）犼狉犿，
其中

$｛１，２，…，狀犿｝为犕［犻］＝１的位犻的集合；
（５）σ５＝犱Ａ２．
最终的签密密文为σ＝（σ１，σ２，σ３，σ４，σ５）．
犝狀狊犻犵狀犮狉狔狆狋．接收到签密密文σ＝（σ１，σ２，σ３，

σ４，σ５）后，Ｂｏｂ执行以下步骤进行解签密：
（１）计算犚＝犲（犱Ｂ１，σ２）犲（犱Ｂ２，σ３）－１；
（２）计算犿＝σ１犎（犚）；
（３）计算犕＝犎犿（犿‖犚）．
当且仅当等式

犲（σ４，犵）＝犲（犘２，犵２）犲狌′∏犼∈#Ａ
狌犼，σ（ ）５犲犿′∏犼∈$

犿犼，σ（ ）２
成立时Ｂｏｂ接受该签密密文．
４２　正确性

方案的正确性可以由下面的等式验证
犲（犱Ｂ１，σ２）犲（犱Ｂ２，σ３）－１

＝犲犵α２２狌′∏犼∈#Ｂ
狌（ ）犼狉Ｂ，犵狉（ ）犿犲犵狉Ｂ，狌′∏犼∈#Ｂ

狌（ ）犼狉（ ）犿－１

＝犲（犵α２２，犵狉）犲狌′∏犼∈#Ｂ
狌（ ）犼狉Ｂ，犵狉（ ）犿犲犵狉Ｂ，狌′∏犼∈#Ｂ

狌（ ）犼狉（ ）犿－１

＝犲（犵α２２，犵狉犿）＝犲（犵α２，犵２）狉犿＝犲（犘２，犵２）狉犿＝犚，
犲（σ４，犵）＝犲犱Ａ１·犿′∏犼∈$

犿（ ）犼狉犿，（ ）犵
＝犲犵α１２狌′∏犼∈#Ａ

狌（ ）犼狉Ａ，（ ）犵犲犿′∏犼∈$

犿（ ）犼狉犿，（ ）犵
＝犲（犵α１２，犵）犲狌′∏犼∈#Ａ

狌（ ）犼狉Ａ，（ ）犵犲犿′∏犼∈$

犿（ ）犼狉犿，（ ）犵
＝犲（犵α１，犵２）犲狌′∏犼∈#Ａ

狌犼，犵狉（ ）Ａ犲犿′∏犼∈$

犿犼，犵狉（ ）犿
＝犲（犘２，犵２）犲狌′∏犼∈#Ａ

狌犼，σ（ ）５犲犿′∏犼∈$

犿犼，σ（ ）２．
４３　安全性

定理１．　假设存在定义１中的ＩＮＤＭＰＩＤＳＣ
ＣＣＡ２敌手，经过至多狇犈次私钥提取询问、狇犛次签密
询问以及狇犝次解签密询问，可以以优势ε区分两个
合法密文，则存在一个区分者

%

，可以以
ε

８犾狇犛（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狀犿＋１）
的优势解决判定双线性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问题．

证明．　假设区分器%

获得随机双线性判定
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问题实例（犵，犵犪，犵犫，犵犮，犣∈犌犜），他
的目标是判断等式犣＝犲（犵，犵）犪犫犮是否成立．区分器
%

将把定义１中的ＩＮＤＭＰＩＤＳＣＣＣＡ２敌手作为
子过程同时充当游戏中的挑战者，具体的模拟过程
如下．

建立．该过程包括ＧＳｅｔｕｐ和ＤＳｅｔｕｐ．
犌犛犲狋狌狆．令犾狌＝２（狇犈＋狇犛＋狇犝）和犾犿＝２狇犛，%

随机选择
（１）两个整数犽狌和犽犿（０犽狌狀狌，０犽犿狀犿）；
（２）整数狓′∈犣犾狌，一个狀狌维向量犡＝（狓犻），

狓犻∈犣犾狌；
（３）整数狕′∈犣犾犿，一个狀犿维向量犣＝（狕犼），

狕犼∈犣犾犿；
（４）两个整数狔′，狑′∈犣狆，一个狀狌长度的向量

犢＝（狔犻）（狔犻∈犣狆）和一个狀犿长度的向量犠＝（狑犼）
（狑犼∈犣狆）．
为方便分析，对身份狌和消息犿分别定义函数：
犉（狌）＝－犾狌犽狌＋狓′＋∑犻∈#

狓犻，犑（狌）＝狔′＋∑犻∈#

狔犻，

犓（犿）＝－犾犿犽犿＋狕′＋∑犼∈$

狕犼，犔（犿）＝狑′＋∑犼∈$

狑犼．
%

设定全局系统参数：
犵２＝犵犫，
狌′＝犵－狀狌犽狌＋狓′２ 犵狔′，狌犻＝犵狓犻２犵狔犻（１犻狀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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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犵－狀犿犽犿＋狕′２ 犵狑′，犿犼＝犵狕犼２犵狑犼（１犼狀犿）．
因此对任意身份信息狌和明文消息犿，有
狌′∏犻∈#

狌犻＝犵犉（狌）２犵犑（狌），犿′∏犼∈$

犿犼＝犵犓（狌）２犵犔（狌）．
　　犇犛犲狋狌狆．%

随机选择犻∈｛１，２，…，犾｝，设定域
犘犓犌犻的公钥为犘犻＝犵犪，并诚实地计算其他每个
域犘犓犌狓的公钥犵α狓和主密钥狊狓＝犵α狓２，其中随机元
素α狓∈犣狆．

第一阶段敌手执行多项式次数的询问，
%

应答．
私钥提取询问．当敌手对选择的身份信息狌做

私钥提取询问时，
%

挑战者首先检查狌所属的域，
（１）如果狌是域犘犓犌狓（狓≠犻）的用户，则随机

选择狉狌←犣狆，并计算
犱狌＝（犱狌１，犱狌２）＝犵α狓２狌′∏犻∈#

狌（ ）犻狉狌，犵狉（ ）狌．
　　（２）如果狌是域犘犓犌犻的用户，则检查犉（狌）＝
０ｍｏｄ犾狌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停止游戏，如果不
成立，挑战者选择随机数狉狌←犣狆，计算

犱狌＝（犱狌１，犱狌２）＝犘－
犑（狌）
犉（狌）

犻 ·狌′∏犻∈#

狌（ ）犻狉狌，犘－
１
犉（狌）

犻犵狉（ ）狌
并将其返回给敌手．

当犉（狌）≠０ｍｏｄ犾狌时挑战者可以产生犱狌，这个
模拟是完美的，即犱狌是身份信息狌对应的合法私
钥，这是因为令狉^狌＝狉狌－犪

犉（狌），有

犱狌１＝犘－
犑（狌）
犉（狌）

犻 ·（犵犉（狌）２犵犑（狌））狉狌

＝犵－
犪·犑（狌）
犉（狌）·（犵犉（狌）２犵犑（狌））狉狌

＝犵犪２（犵犉（狌）２犵犑（狌））－
犪
犉（狌）·（犵犉（狌）２犵犑（狌））狉狌

＝犵犪２（犵犉（狌）２犵犑（狌））狉狌－
犪
犉（狌）

＝犵犪２（犵犉（狌）２犵犑（狌））狉^狌，

犱狌２＝犘－
１
犉（狌）

犻犵狉狌＝犵－
犪
犉（狌）犵狉狌＝犵狉狌－犪

犉（狌）＝犵狉^狌．
如果犉（狌）＝０ｍｏｄ狆，上面的计算是无法进行的，挑
战者

%

将退出游戏．为使分析更加简单，不妨设
犾狌（狀狌＋１）＜狆即０＜犾狌狀狌＜狆，容易得到

－狆＜犉（狌）＝－犾狌犽狌＋狓′＋∑犻∈#

狓犻＜狆
和

犉（狌）＝０ｍｏｄ狆犉（狌）＝０ｍｏｄ犾狌．
　　因此犉（狌）≠０ｍｏｄ犾狌蕴含犉（狌）≠０ｍｏｄ狆，这
样条件犉（狌）≠０ｍｏｄ犾狌就足以保证%

不会在私钥提
取询问过程中退出．

签密询问．在任意时刻，敌手可以发起对明文

信息犿和身份信息狌Ａ与狌Ｂ的签密询问．如果狌Ａ是
域犘犓犌犻的用户且犉（狌Ａ）＝０ｍｏｄ犾狌，则%

停止游
戏；否则

%

首先调用私钥提取询问产生狌Ａ对应的私
钥，然后执行算法犛犻犵狀犮狉狔狆狋（犿，犱Ａ，犐犇Ｂ）应答敌
手的询问．

解签密询问．在任意时刻，敌手可以发起对签
密密文σ和身份信息狌Ａ与狌Ｂ的解签密询问．如果
狌Ｂ是域犘犓犌犻的用户且犉（狌Ｂ）＝０ｍｏｄ犾狌，则%

停
止游戏；否则，

%

首先调用私钥提取询问产生狌Ｂ对
应的私钥，然后执行算法Ｕｎ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σ，犱Ｂ，狌Ａ）应
答敌手的询问．

挑战．经过多项式轮数的询问后，敌手选择他
想挑战的身份信息狌Ａ和狌Ｂ，注意到：敌手在第一阶
段不能对狌Ａ和狌Ｂ进行私钥提取询问．接着敌手选
择两条等长的明文消息犿０和犿１，将其发送给挑战
者

%．
（１）如果狌Ａ不是域犘犓犌犻的用户，%停止游戏；
（２）如果狌Ａ是域犘犓犌犻的用户，但是犉（狌Ｂ）＝

０ｍｏｄ犾狌，%停止游戏；
（３）如果狌Ａ是域犘犓犌犻的用户且满足犉（狌Ｂ）＝

０ｍｏｄ犾狌，%选择随机比特γ和随机数狉∈犣狆，按下
列方式构造犿γ对应的签密密文：

%

计算犕＝犎犿（犿γ‖犣），令$｛１，２，…，狀犿｝
为犕［犻］＝１的位犻的集合．如果犓（犕）≠０ｍｏｄ狀犿，
则停止游戏．否则设定签密密文为
σ＝（犿γ犎（犣），犆，犆犑（狌


Ｂ），

犘－
犑（狌Ａ）
犉（狌Ｂ）

犻
（犵犉（狌Ａ）２ 犵犑（狌Ａ））狉狌·犆犔（犕γ），犘－

１
犉（狌Ｂ）

犻 犵狉狌）．
当犣＝犲（犵，犵）犪犫犮，犆＝犵犮时，这个模拟是完美的，这是
因为
犣＝犲（犵，犵）犪犫犮＝犲（犵犪，犵犫）犮＝犲（犘犻，犵２）犮，
犆犑（狌Ｂ）＝（犵犑（狌Ｂ））犮＝狌′∏

犻∈#


Ｂ

狌（ ）犻犮，

犘－
犑（狌Ａ）
犉（狌Ｂ）

犻 （犵犉（狌Ａ）２ 犵犑（狌Ｂ））狉狌·犆犔（犕γ）

　＝犘－
犑（狌Ａ）
犉（狌Ｂ）

犻 （犵犉（狌Ａ）２ 犵犑（狌Ｂ））狉狌·犆犔（犕γ）

　＝犵－犪·
犑（狌Ａ）
犉（狌Ｂ）（犵犉（狌Ａ）２ 犵犑（狌Ｂ））狉狌·犆犔（犕γ）

　＝犵犪２（犵犉（狌

Ａ）２ 犵犑（狌Ｂ））狉狌－

犪
犉（狌Ａ）·犿′∏犻∈$γ

犿（ ）犻犮．
　　第二阶段敌手可以进行和第一阶段相同的多项
式次数询问，注意敌手不能发起对身份信息狌Ｂ的私
钥提取询问和对挑战密文的解签密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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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在模拟的末尾，敌手输出对γ的猜测
值γ′∈｛０，１｝，如果γ′＝γ，%返回１表示犣＝
犲（犵，犵）犪犫犮；否则%

返回０，作为ＤＢＤＨ问题的解．
成功的概率．现在来计算%

成功的概率，为保
证模拟顺利进行，在模拟过程中必须保证如下条件：

（１）对身份信息狌的私钥提取询问，必须满足狌
是域犘犓犌狓（狓≠犻）的用户或者狌是域犘犓犌犻的用
户且犉（狌）≠０ｍｏｄ犾狌；

（２）对消息犿的发起签密询问，签密者的身份
信息狌Ａ，必须满足狌Ａ是域犘犓犌狓（狓≠犻）的用户或
者狌Ａ是域犘犓犌犻的用户且犉（狌Ａ）≠０ｍｏｄ犾狌；

（３）对密文σ的解签密询问，解签密者的身份信
息为狌Ｂ，必须满足狌Ｂ是域犘犓犌狓（狓≠犻）的用户或
者狌Ｂ是域犘犓犌犻的用户且犉（狌Ｂ）≠０ｍｏｄ犾狌；

（４）在挑战阶段，必须满足狌Ａ是域犘犓犌犻的用
户且满足犉（狌Ａ）≠０ｍｏｄ狆，另外犓（犕γ）＝０ｍｏｄ狆，
其中犕γ＝犎犿（犿γ‖犣）．

令狌１，…，狌狇犐为所有出现私钥提取询问中的身
份信息，易得狇犐狇犈＋狇犛＋狇犝．定义事件如下：
犃犻为犉（狌犻）≠０ｍｏｄ犾狌；
犃′为犉（狌Ｂ）≠０ｍｏｄ狆；
犅为犓（犕γ）＝０ｍｏｄ狆；
犆为狌是域犘犓犌犻中的用户．
这样，

%

不会放弃模拟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犘狉［ａｂｏｒｔ］犘狉［∧
狇犐

犻＝１
（（犆∧犃犻）∨珚犆）∧犆∧犃′∧犅］．

首先，根据概率事件的分配率有
（犆∧犃犻）∨珚犆＝（犆∨珚犆）∧（犃犻∨珚犆）＝（犃犻∨珚犆），

因此，

　　　　犘狉［∧
狇犐

犻＝１
（（犆∧犃犻）∨珚犆）∧犆∧犃′∧犅］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珚犆）∧犆∧犃′∧犅］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犃′∧犅］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犃′∧犅∧犆］．

因为犻是独立选择的，因此，事件∧
狇犐

犻＝１
犃犻∧犃′∧犅和

犆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我们有
犘狉［犆］＝１犾．

因为函数犉和犓是独立选择的，因此，事件∧
狇犐

犻＝１
犃犻∧

犃′和犅是相互独立的，因为犽狌、狓′和犡的随机性，有

犘狉［犃′］＝犘狉［犉（狌）＝０ｍｏｄ狆］
＝犘狉［犉（狌）＝０ｍｏｄ犾狌］·
　犘狉［犉（狌）＝０ｍｏｄ狆｜犉（狌）＝０ｍｏｄ犾狌］
＝１犾狌·

１
狀狌＋１；

同理，犘狉［犅］＝１犾犿·
１

狀犿＋１．
另一方面，对任意犻，事件犃犻和犃′均为独立的，

因此有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犃′］＝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犘狉［犃′］

＝（１－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犘狉［犃′］

＝（１－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犘狉［犃′］

＝１－狇犐犾（ ）狌·１犾狌·１
狀狌＋１

１－狇犈＋狇犛＋狇犝
２（狇犈＋狇犛＋狇犝（ ））·

　 １
２（狇犈＋狇犛＋狇犝）·

１
狀狌＋１

＝ １
４（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

最后，可以得到挑战者不放弃模拟的概率为

犘狉［ａｂｏｒｔ］犘狉［∧
狇犐

犻＝１
（（犆∧犃犻）∨珚犆）∧犆∧犃′∧犅］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犃′∧犅∧犆］

 １
４（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

１
犾犿·

１
狀犿＋１·

１
犾

＝ １
８犾狇犛（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狀犿＋１）．

　　这样，如果模拟没有被放弃，敌手可以以ε的概
率赢得定义３中的游戏，那么挑战者可以解决
ＤＢＤＨ问题实例的概率就至少为

ε
８犾狇犛（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狀犿＋１）．

因此，提出的多ＰＫＧ环境下基于身份签密方案在
自适应选择密文攻击下满足密文不可区分性．定
理１得证． 证毕．

定理２．　在ＣＤＨ困难问题假设下，提出的多
ＰＫＧ基于身份签密方案在自适应选择消息攻击下
具有密文的存在性不可伪造性．假设存在定义２中
的敌手，在经过至多狇犈次私钥提取询问，狇犛次签密
询问以及狇犝次解签密询问，可以以概率ε伪造密文，
则存在一个挑战者，可以以

８７６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２狇犛（狀犿＋１）＋２（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１
８犾狇犛（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狀犿＋１）ε

的优势解决计算性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问题．
证明．　假设存在成功的ＥＵＦＭＰＩＤＳＣＣＭＡ

敌手，则可以构造挑战者
"

，将敌手作为子程序解决
ＣＤＨ困难问题的实例．给定一个ＣＤＨ困难问题实
例：群犌，生成元犵，元素犵犪和犵犫，"的目标是输出
犵犪犫．"首先如定理１中所示设定全局系统参数及域
主密钥和域公钥，其中犵２＝犵犫，犘犓犌犻的域公钥为
犵犪．在"

定义函数犉（狌），犑（狌），犓（犿）和犔（犿）后有
狌′∏犻∈#

狌犻＝犵犉（狌）２犵犑（狌），犿′∏犼∈$

犿犼＝犵犓（狌）２犵犔（狌）．
敌手可以发起多项式次数的询问，包括私钥提取询
问、签密询问和解签密询问，挑战者

"

如定理１中方
法回答询问．如果"

没有放弃模拟，敌手返回一个对
消息犿的签密密文σ，其中敌手对元组（犿，狌Ａ，
狌Ｂ）没有询问过．"可以解签密σ得到消息（犿，
犚），计算犕＝犎犿（犿‖犚），如果不同时满足下
面的条件，

"

放弃模拟：
（１）狌Ａ是域犘犓犌犻中的用户；
（２）犉（狌Ａ）＝０ｍｏｄ狆或者犓（犕）＝０ｍｏｄ狆．
否则

"

计算并返回
σ４

（σ５）犑（狌Ａ）·（σ２）犔（犕）

　　　＝
犘犻狌′∏犼∈#犼

狌（ ）犼狉Ａ·犿′∏
犼∈$


犿（ ）犼狉犿

犵狉Ａ·犑（狌Ａ）·犵狉犿·犔（犕）
　　　＝犘犻＝犵犪犫

作为ＣＤＨ问题的解．
成功的概率．现在来计算%

成功的概率，为保
证模拟顺利进行，在模拟过程中必须保证如下条件：

（１）对身份信息狌的私钥提取询问，必须满足狌
是域犘犓犌狓（狓≠犻）的用户或者狌是域犘犓犌犻的用
户且犉（狌）≠０ｍｏｄ犾狌；

（２）对消息犿的发起签密询问，签密者的身份
信息狌，必须满足狌是域犘犓犌狓（狓≠犻）的用户或者
狌是域犘犓犌犻的用户且犉（狌）≠０ｍｏｄ犾狌；

（３）对密文σ的解签密询问，解签密者的身份信
息为狌Ｂ，必须满足狌Ｂ是域犘犓犌狓（狓≠犻）的用户或
者狌Ｂ是域犘犓犌犻的用户且犉（狌Ｂ）≠０ｍｏｄ犾狌；

（４）在伪造阶段，必须满足狌Ａ是域犘犓犌犻的用
户，犉（狌Ａ）＝０ｍｏｄ狆或者犓（犕）＝０ｍｏｄ狆，其中
犕＝犎犿（犿‖犚）．

令狌１，…，狌狇犐为所有出现私钥提取询问中的身
份信息，易得狇犐狇犈＋狇犛＋狇犝．定义与定理１中相同

的事件犃犻，犃′，犅及犆，这样，%不会放弃模拟的概
率可以表示为

犘狉［ａｂｏｒｔ］犘狉［∧
狇犐

犻＝１
（（犆∧犃犻）∨犆－）∧犆∧（犃′∨犅）］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珚犆）∧犆∧（犃′∨犅）］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犃′∨犅）］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犃′］＋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犅］－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犃′∧犅］．

　　根据定理１中的分析，我们有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犃′］＝１－狇犐犾（ ）狌·１犾狌·１

狀狌＋１·
１
犾；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犅］＝１－狇犐犾（ ）狌·１犾犿·１

狀犿＋１·
１
犾；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犃′∧犅］＝１－狇犐犾（ ）狌·１犾狌·

　　１
狀狌＋１·

１
犾·

１
犾犿·

１
狀犿＋１；

从而，

犘狉［ａｂｏｒｔ］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犃′］＋

　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犅］－犘狉［∧

狇犐

犻＝１
犃犻∧犆∧犃′∧犅］

＝１－狇犐犾（ ）狌·１犾狌·１
狀狌＋１·

１
犾＋

　１－狇犐犾（ ）狌·１犾犿·１
狀犿＋１·

１
犾－

　１－狇犐犾（ ）狌·１犾狌·１
狀狌＋１·

１
犾·

１
犾犿·

１
狀犿＋１

＝１－狇犐犾（ ）狌·１犾·犾犿（狀犿＋１）＋犾狌（狀狌＋１）－１犾狌（狀狌＋１）犾犿（狀犿＋１）
１－狇犈＋狇犛＋狇犝

２（狇犈＋狇犛＋狇犝（ ））·１犾·
　２狇犛（狀犿＋１）＋２（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１４狇犛（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狀犿＋１）
＝２狇犛（狀犿＋１）＋２（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１８犾狇犛（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狀犿＋１）．

　　这样，如果模拟没有被放弃，敌手可以以ε的概
率赢得定义３中的游戏，那么挑战者可以解决ＣＤＨ
问题实例的概率就至少为
２狇犛（狀犿＋１）＋２（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１
８犾狇犛（狇犈＋狇犛＋狇犝）（狀狌＋１）（狀犿＋１）ε．

　　因此，提出的多ＰＫＧ环境下基于身份签密方
案在自适应选择消息攻击下具有密文的存在性不可
伪造性，定理２得证．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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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性能比较
本节我们将新方案与已有的签密方案进行性能

比较，注意：我们仅比较需要在线计算的运算个数，
可以预先计算的运算不予统计．首先，我们将新构造
的多ＰＫＧ环境下签密方案与已有的ＲＯ模型下的
方案［１２１３，１５］进行性能比较，见表１．从表１中可以看
到，我们的方案在增加计算代价的基础上，实现了标
准模型下的可证明安全．因此，新方案在安全性方面
具有一定的优势．
表１　多犘犓犌环境下基于身份签密方案的性能比较
文献 计算代价

对运算指数运算点乘运算
安全性

ＣＣＡ安全安全模型
Ｌｉ方案［１２］ ３ ２ ３ Ｎｏ ＲＯ模型
Ｌｉ方案［１３］ ３ １ ４ Ｎｏ ＲＯ模型
闻方案［１５］ ３ ２ ３ Ｙｅｓ ＲＯ模型
本文方案 ５ ４ ２狀犿＋４ Ｙｅｓ 标准模型

表２中我们对方案退化为单个ＰＫＧ环境时与
其他标准模型下基于身份的签密方案进行了比较，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方案实现了ＣＣＡ安全和存在
不可伪造性，在计算效率方面稍有优势．
表２　单个犘犓犌环境下基于身份签密方案的性能比较
文献 计算代价

对运算指数运算点乘运算
安全性

ＣＣＡ安全不可伪造性
Ｙｕ方案［８］ ５ ４ ２狀犿＋６ Ｎｏ Ｎｏ
Ｊｉｎ方案［９］ ５ ４ ２狀犿＋６ Ｎｏ Ｎｏ
张方案［１０］ ５ ８ ２狀犿＋８ Ｎｏ Ｙｅｓ
Ｌｉ方案［１２］ ５ ７ ２狀犿＋９ Ｙｅｓ Ｙｅｓ
本文方案 ５ ４ ２狀犿＋４ Ｙｅｓ Ｙｅｓ

５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多ＰＫＧ环境下基于身

份签密方案，并在标准模型下对方案的ＣＣＡ２安全
和存在性不可伪造性进行了证明．特别的，当环境
退化为单个ＰＫＧ时，我们的方案也是安全有效的．
下一步的工作是对各个ＰＫＧ拥有不同系统参数签
密方案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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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Ｖａｕｄｅｎａｙ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ＰＫＣ２００５．ＬＣＮＳ
３３８６，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５：３６２３７９

［５］ＢａｒｒｅｔｏＰ，ＬｉｂｅｒｔＢ，ＭｃＣｕｌｌａｇｈ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ｖ
ａｂｌｙｓｅｃｕ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ｂｉｌｉｎｅａｒｍａｐｓ／／ＲｏｙＢｉｍａｌＫ．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
ＣＲＹＰＴ２００５．ＬＣＮＳ３７８８．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５：
５１５５３２

［６］ＬｉＦａＧｅｎ，ＨｕＹｕＰｕ，ＬｉＧａｎｇ．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０６，
２９（９）：１６４１１６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发根，胡予濮，李刚．一个高效的基于身份的签密方案．
计算机学报，２００６，２９（９）：１６４１１６４７）

［７］ＹｕＹ，ＹａｎｇＢ，ＳｕｎＹ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ａｃｌ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２００９，３１（１）：５６６２

［８］ＺｈａｎｇＢ．Ｃｒｙｐ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ａｃ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０，６（６）：１９２３１９３１

［９］ＪｉｎＺ，ＷｅｎＱ，ＤｕＨ．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ｅｃｕｒｅｉｄｅｎ
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６（３）：５４５５５２

［１０］ＬｉＦａＧｅｎ，ＭｕｈａｙａＦ，Ｚｈ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ＢｏｙｅｎＸ，ＣｈｅｎＸ．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ｖＳｅｃ２０１１．ＬＮＣＳ６９８０．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１：１２０１３７

［１１］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ＱｉｕＬｉａｎｇ．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ｍｕｌｔｉ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ａｃｌ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ｓ，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０３１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波，徐秋亮．无随机预言机的基于身份多签密方案．计算
机学报，２０１０，３３（１）：１０３１１０）

［１２］ＬｉＦ，ＨｕＹ，ＺｈａｎｇＣ．Ａ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ｄｏｍａｉｎ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ＫａｔｚＪ，ＹｕｎｇＭ．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ＮＳ２００７．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７：３７３３８４

［１３］ＬｉＦ，ＳｈｉｒａｓｅＭ，Ｔａｋａｇｉ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ＰＫＧＩＤｂ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ｄｈｏ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ＹｕｎｇＭ，ＬｉｕＰ，ＬｉｎＤ．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ＣＲＹＰＴ２００８．ＬＮＣＳ５４８７．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８：２８９３０４

［１４］ＺｈａｎｇＪ，ＺｏｕＪ．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ｓｏｍｅＭｕｌｔｉＰＫＧ／Ｍｕｌｔｉ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ｒｄ２００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Ｄ２００９）．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４９７５００

［１５］ＷｅｎＹｉｎｇＹｏｕ，ＬｕｏＭｉｎｇ，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Ｖｏ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３１（４）：８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闻英友，罗铭，赵宏．ＶｏＩＰ网络基于签密的安全机制的研
究与实现．通信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４）：８１５）

［１６］Ｗａｔｅｒｓ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ａｎ
ｄｏｍｏｒａｃｌｅｓ／／Ｃｒａｍｅｒ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ＣＲＹＰＴ
２００５．ＬＮＣＳ３４９４．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５：１１４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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犣犎犃犗犡犻狌犉犲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７，
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Ｈ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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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ａｓ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Ｓｈａｍｉｒｉｎ１９８４．ＳｉｎｃｅＢｏｎｅｈ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ｇａｖｅ
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ＢＥｓｃｈｅｍｅｆｒｏｍＷｅｉｌｐａｉｒｉｎｇｉｎ２００１，ａｌｏｔｏｆ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ｏｎｅ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ｂｙＺｈｅｎｇｉｎ１９９７，ｉｓａ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ｔｈａ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
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ＤＢ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ＩＢＳＣ）ｓｃｈｅｍｅ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ＭａｌｏｎｅＬｅ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ｅｃｕｒ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ＢＳＣｓｃｈｅｍｅｓ
ｗｅ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ｉｄｃｏｍ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ｄｏｍａｉ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ｕｅ．ＩＤ
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ｋ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ｓｉｓ
ｖｅｒｙ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ｕｃｈａｄｈｏｃ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ａｐｌｅ
ＰＫＧｓ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ｒｅｐｒｏｖ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ａｃｌｅ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ｅｓｗａｓｐｒｏｖｅｎｓｅｃ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
ｏｒａｃｌ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ｈｏｗｎ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ａ
ｃｌｅｓａｒｅ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ｈａｓ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

ｔ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ｍａｙｎｏｔｂｅｓｅｃ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ｓｅｃｕｒｅＩＤｂａｓｅｓｉｇｎｃｒｙ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ＫＧ
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ａｃｌｅｓ．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ｅｗ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
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ＫＧ，ｗｈｉ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ｐｒｏｖａｂｌ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ｕｎｆｏｒ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ｕｓｉｎｇ
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ａｃｌｅｓ．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
Ｎｏ．６１１７３１３９，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Ｋｅ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Ｎｏ．ＺＲ２０１１ＦＺ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Ｆｕｎｄ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
Ｎｏ．２０１１０１３１１１００２７．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ｓｅｃｕ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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