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区块链中的密码学概述

密码学是研究编制密码和破译密码的技术科学。研究密码变化的客观规律,应用于编制

密码以保守通信秘密的,称为编码学;
 

应用于破译密码以获取通信情报的,称为破译学。编码

学和破译学总称为密码学。密码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古典密码、近代密码和现代

密码。
古典密码学起源于人类早期对隐秘通信的需求。早在公元前400多年,人类就已经开始

使用密码。古典密码学采用的技术相对简单,主要依赖于代换和置换技术,例如著名的凯撒密

码和维吉尼亚密码等。近代密码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密码发展阶

段。随着电报的发明,密码学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经典密码,例如

Vernam密码和轮转密码等,用于保护重要情报的传输。1949年,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发表了题为《保密系统的通信理论》的重要文章,标志着密码学进入了现代密码学阶

段。香农的理论奠定了密码学的基础,引领了密码学的新发展方向。随着计算机和电子通信

技术的发展,大量的加密算法和各种分析方法被提出,主要分为序列密码和分组密码。随着时

间的推移,密码学迈入了公钥密码学的新纪元。1976年,Whitfield
 

Diffie和 Martin
 

Hellman
提出了公钥密码学的概念,从而彻底改变了密码学的格局。公钥密码学的出现使得信息的加

密和解密可以分别使用不同的密钥,为信息安全提供了更高的保障。
随着密码学的演进,特别是现代密码学阶段的到来,密码学不仅在传统通信领域中扮演着

关键角色,也逐渐成为了区块链技术的核心支柱。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密码学也在区块链技

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块链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技术,依赖密码学方法

来确保其网络中的交易和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以及隐私性。这些安全机制不仅仅保护了区

块链上的数据不被篡改和泄露,也为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密码学在区块链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数据加密:

 

数据加密是区块链中最基础的密码学应用。它确保只有持有正确密钥的用户

才能访问特定的数据。这对于加密货币等敏感信息的安全传输和存储至关重要。数据加密通

过对交易数据进行非对称加密,确保即使数据被截获,没有相应的私钥也无法解读内容。

Hash函数:
 

Hash函数在区块链中用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创建区块链的结构。每个区

块不仅存储本组交易的哈希值,还会存储前一区块的哈希值,从而形成一个链。这一连续的散

列链接确保了链的不可逆性和整个区块链的数据完整性。Hash函数是单向的,这意味着从

哈希值几乎不可能逆向推导出原始数据。
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技术使用公钥加密来验证交易的参与者的身份和交易的未被篡改。
交易的发起者会使用自己的私钥对交易进行签名。这个签名随后可以被任何人使用发起者的

公钥验证,确保了交易的原始性和参与者的身份。



30   

共识机制:
 

共识机制通过密码学算法来实现网络中的一致状态。它防止了所谓的双花问

题和网络攻击。最著名的共识算法包括工作量证明(PoW)和权益证明(PoS),这些机制通过

要求参与者解决复杂的算术问题或证明他们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来赢得新区块的创建权和

相应的奖励。
零知识证明:

 

零知识证明技术使得参与者能够证明某个信息的正确性而无须透露除此之

外的任何信息。这在提高交易隐私性及数据安全性方面非常有用,特别是在涉及敏感信息的

场景中。
密码学不仅是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确保其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基石。通过深

入掌握密码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各种场景中的应用,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区块链技术的

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本章将详细介绍密码学在区块链中的应用,包括数据加密、Hash
函数、数字签名等。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能够掌握密码学相关知识和原理,以及其在区块

链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更好地理解区块链技术的本质和实现方式。

3.2 Hash函数

▶3.2.1　Hash函数原理与定义

  Hash函数,也称为散列函数,是一种从消息空间到像空间的不可逆映射,可以将任意长

度的输入数据经过变换后生成固定长度的输出数据。其中,输出通常被称为哈希值。它是一

种单向密码体制,即只有加密过程,不存在解密过程。

Hash函数生成过程表示为h=H(M)。其中,M 为任意长度的消息,H 代表 Hash函

数,h 是生成的哈希值。

Hash函数的性质如下。
(1)

 

固定长度输出:
 

输入消息为任意有限长度,输出哈希值是固定长度。
(2)

 

易计算:
 

对于任意给定的消息M,计算其哈希值h=H(M)是相对容易的。
(3)

 

单向性:
 

又称为不可逆性,对任意给定的哈希值h,找到满足 H(M)=h 的输入消息

M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4)

 

抗碰撞性:
 

包括强碰撞性和弱碰撞性。强碰撞性指找到满足H(M)=H(M')的输入

数据(M,M')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而弱碰撞性指对于给定输入数据M,找到 H(M')=H(M)
的另一组数据M'(≠M)在计算上也是不可行的。

(5)
 

雪崩效应:
 

当输入发生微小改变时,即使仅仅改变了一比特,也会导致输出的哈希值

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性质是保证Hash函数安全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Hash函数的这些性质使其成为密码学中广泛应用的工具,用于数字签名、数据完整性验

证、密码存储等方面。在区块链技术中,Hash函数更是扮演着关键角色,用于保障区块链数

据的不可篡改性和安全性。
 

▶3.2.2　Hash函数的作用

Hash函数的单向性和输出长度固定的特征使其成为生成消息的“数字指纹”(Digital
 

Fingerprint)的理想工具,其中“数字指纹”也被称为消息摘要或哈希值/哈希值。基于其独特

的特性,Hash函数在计算机科学和密码学领域中具有多种重要作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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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完整性验证:
 

Hash函数常被用于验证数据的完整性。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哈希运

算生成哈希值,然后将该哈希值附加到数据中。在传输或存储数据时,可以再次计算哈希值,
并与原始哈希值进行比较,以确保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没有被篡改。

密码存储:
 

在密码学中,Hash函数通常用于加密密码。用户的密码不直接存储在数据库

中,而是存储其哈希值。当用户进行登录验证时,系统会对用户提供的密码进行哈希运算,然
后将结果与存储的哈希值进行比较,从而验证密码的正确性。

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是一种验证数字文件完整性和验证发送者身份的方法。Hash函数

常被用于数字签名过程中,通过对文件进行哈希运算生成哈希值,然后使用私钥对哈希值进行

签名。接收者可以使用发送者的公钥验证签名的有效性,并通过重新计算哈希值来验证文件

的完整性。
数据分区和索引:

 

在数据库和数据结构中,Hash函数经常用于数据分区和索引。通过将

数据的关键信息转换为哈希值,并将其作为索引键值存储,可以提高数据的检索效率。
加密货币和区块链:

 

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中,Hash函数被广泛应用于生成区块的哈

希值、验证交易、确保区块链的安全性和一致性等方面。每个区块的哈希值包含了该区块的所

有交易信息以及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从而构建了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和连续性。
总的来说,Hash函数在计算机科学和密码学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是保障数据安全

性、验证数据完整性、实现身份认证等方面的重要工具。
 

▶3.2.3　常见Hash函数

在密码学和计算机科学中,一些常见的 Hash函数包括 MD5、SHA 系列(如SHA-1、

SHA-256、SHA-3)和RIPEMD-160。在本节中,我们将重点介绍几种常见的哈希函数:
 

MD5、

SHA系列。其中,SHA-256因其坚固的安全性而在区块链技术中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比特币

的协议中广泛使用。

1.
 

MD5
MD5(Message

 

Digest
 

Algorithm
 

5,信息摘要算法5)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哈希算法,其发展

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该算法由 MIT 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和 RSA
 

Data
 

Security
 

Inc共同发明,并经过 MD2、MD3和 MD4的逐步演变而来。

MD5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提高数据的安全性,通过将任意长度的“字节串”映射为一个128
位的大整数,即哈希值,来实现数据的加密保护。

MD5加密示例:
  

'blockchain'经由 MD5加密得到 '5510a843bc1b7acb9507a5f71de51b98'。

1)
 

MD5实现原理

(1)
 

数据填充。
首先,对输入消息进行填充。MD5要求输入消息的长度必须是512位的倍数。填充过程

包括:
 

①
 

在消息末尾添加一个比特位"1"。

②
 

添加足够的零比特位,直到消息的长度(以比特位计)满足对512取模的结果为448(即
留下64位用于存放消息长度)。

③
 

在最后64位中,使用64位二进制表示原始消息的长度,以便后续的处理。
因此,MD5最多可以处理明文长度小于或等于264-1

 

bit的数据。数据填充如图3-1
所示。



32   

图3-1 数据填充

(2)
 

初始化缓冲区。

MD5使用四个32位的链接变量
 

A、B、C 和D 来保存中间计算结果,并将它们初始化为

固定值:
 

A=0x67452301
B=0xefcdab89
C=0x98badcfe
D=0x10325476

  (3)
 

运算循环。

MD5使用四个非线性函数(F、G、H、I)和一个常量表
 

T[i]。每个分组进一步被分成16
个32位子分组,并在主循环中进行四轮处理,每轮包括16步运算。每一步中,链接变量通过

非线性函数和子分组的组合,以及常量和循环左移操作进行更新。具体来说,第一轮使用F
函数,第二轮使用G 函数,第三轮使用 H 函数,第四轮使用I 函数。在每轮64步后,将中间

结果加到链接变量中。

F(X,Y,Z)=(X ∩Y)∪ (X ∩Z)

G(X,Y,Z)=(X ∩Z)∪ (Y ∩ Z)

H(X,Y,Z)=X Y Z
I(X,Y,Z)=Y  (X ∪ Z)

  一个512位分组的数据被进一步划分为16个32位的子分组,运算循环如图3-2所示。

图3-2 运算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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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出结果。
经过处理所有分组后,链接变量A、B、C 和D 的最终值即为生成的128位哈希值。

2)
 

MD5的优势与不足

随着密码学研究的深入和计算能力的提升,MD5的安全性逐渐受到挑战。自1996年起,
研究人员发现 MD5存在若干弱点,并证明该算法可以被破解。2004年,进一步研究证实

MD5无法防止碰撞攻击(Collision),这意味着不同的输入可以生成相同的哈希值。因此,

MD5不适用于需要高度安全性的应用,如SSL公开密钥认证或数字签名等。
尽管 MD5在安全性方面存在显著缺陷,它仍因其计算速度快、实现简单、资源消耗低

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普通数据的完整性验证和哈希生成。例如,在文件完整性校验和非

安全性要求的数据加密保护中,MD5仍然是常用的工具。然而,对于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

景,专家建议使用更安全的哈希算法,例如SHA-2或SHA-3。这些算法在防碰撞、抗攻击

等方面提供了更强的安全保障,是现代密码学应用中的更优选择。特别是在区块链技术、
数字签名和证书验证等需要高度安全性的领域,SHA-256等更安全的哈希算法已经成为

标准。

2.
 

SHA
安全散列算法(Secure

 

Hash
 

Algorithm,SHA)是一个密码散列函数家族,是FIPS所认证

的安全散列算法。能计算出一个数字消息所对应到的,长度固定的字符串(又称消息摘要)的
算法。若输入的消息不同,它们对应到不同字符串的概率很高。

1)
 

SHA-1
SHA-1是最早提出的SHA系列杂凑算法,基于MD4,设计方面很大程度上是模仿MD4。

因此,SHA-1的基本步骤与 MD5的步骤类似,但是生成的消息摘要长度为160比特。

2)
 

SHA-1实现原理

(1)
 

添加填充位(一个1和若干个0):
 

填充规则同 MD5。
(2)

 

初始化缓冲区。
使用5个32比特寄存器来存储中间和最终的运算结果(160比特)。初始值为

A=0x67452301
B=0xefcdab89
C=0x98badcfe
D=0x10325476
E=0xc3d2e1f0

  (3)
 

运算循环。
以512bit数据块为单位处理消息。算法的核心是一个包含4个循环的模块,每个循环由

20个处理步骤组成。其中,每一循环的形式为

A=(ROTL5(A)+ft(B,C,D)+E+Wt+Kr)mod232

B=A
C=ROTL30(B)mod232

D=C
E=D

其中,t代表轮数,0≤t≤79;
 

r代表每一循环模块,0≤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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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循环中使用的非线性函数。

ft(x,y,z)=

(x∩y) (x∩z), 0≤t≤19
xyz, 20≤t≤39
(x∩y) (x∩z) (y∩z), 40≤t≤59
xyz, 60≤t≤79












  ②
 

W 值的获取。

W 一共分为80组,其中从W[0]到W[15]为获得的原始消息均分为16组。具体计算方

式如下,其中,ROTLn(x)表示对32位比特的变量循环左移n 比特。

Wt=
M(i)

t , 0≤t≤15

ROTL1(wt-3 wt-8 wt-14 wt-16), 16≤t≤79 
  ③

 

K 为常量。

K1=0x5a827999, 0≤t≤19
K2=0x6ed9eba1, 20≤t≤39
K3=0x8f1bbcdc, 40≤t≤59
K4=0xca62c1d6, 60≤t≤79

  (4)
 

生成最终哈希值。
在处理完所有消息分组后,将链接变量A、B、C、D、E 的值连接起来形成最终的160位哈

希值,这就是SHA-1的输出结果。

3)
 

SHA-1的优势与不足

SHA-1曾经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数据完整性验证、数字签名等安全领域的哈希算法,具有

计算效率高、输出长度适中等优势。然而,随着安全技术的发展和密码学研究的深入,SHA-1
的安全性逐渐受到挑战,已经被证明存在严重的碰撞攻击漏洞,无法满足当今安全要求较高的

应用。因此,许多安全标准和协议已经淘汰了SHA-1,推荐使用更安全的哈希算法,如SHA-
256、SHA-3等,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4)
 

SHA-256
SHA-256是SHA-2算法族中的一种,它是基于SHA-1提出的,但与SHA-1相比,SHA-

256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SHA-256生成的哈希值长度为256位(32字节),比SHA-1的160
位哈希值更长,因此在防止碰撞攻击和其他安全性攻击方面更为可靠。SHA-256被广泛应用

于区块链和加密货币领域,SHA-256的高度安全性和不可逆性保证了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和数

据不可篡改性,使其成为现代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算法之一。

5)
 

SHA-256实现原理

(1)
 

初始化变量。

SHA-256算法使用8个32位的链接变量(A、B、C、D、E、F、G、H)来保存中间结果,并
且这些链接变量具有固定的初始值,通常被称为SHA-256的初始链接值:

 

A=0x6a09e667
B=0xbb67ae85
C=0x3c6ef372
D=0xa54ff53a
E=0x510e527f
F=0x9b0568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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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x1f83d9ab
H =0x5be0cd19

  (2)
 

处理消息分组。
消息的填充方法与SHA-1一致,也就是与 MD5的填充规则相同。将扩充后的消息进行

分组(512位,64字节),每一分组作为输入,并将其分割成16个32位的字。
(3)

 

扩展消息分组。
通过对每个消息分组进行扩展操作,生成64个32位字的消息调度数组(W[0],W[1],…,

W[63]),用于后续的压缩函数。
(4)

 

初始化哈希值。
将链接变量(A、B、C、D、E、F、G、H)的值赋给临时变量(a、b、c、d、e、f、g、h),用于后续

的计算。
(5)

 

运算循环。

SHA-256通过64轮的运算循环来处理消息分组和更新链接变量的值。每轮循环包含四

个阶段:
 

消息调度、压缩函数、更新链接变量和迭代轮常量。

①
 

消息调度:
 

对消息调度数组(W[0],W[1],…,W[63])进行操作,生成新的消息调度

数组。

②
 

压缩函数:
 

将消息调度数组和链接变量(a、b、c、d、e、f、g、h)作为输入,经过一系列非

线性函数、位运算和常量加法,生成新的链接变量的值。

③
 

更新链接变量:
 

将新的链接变量的值更新为上一轮循环的链接变量的值。

④
 

迭代轮常量:
 

根据当前轮数,选择适当的常量加入压缩函数中。
(6)

 

生成最终哈希值。
在处理完所有消息分组后,将链接变量(A、B、C、D、E、F、G、H)的值连接起来形成最终

的256位哈希值,这就是SHA-256的输出结果。

6)
 

总结

Hash算法的总体架构大致相同,主要由四个步骤构成:
 

消息填充、初始向量、循环运算、
输出结果。区别在于分组大小、运算函数以及输出消息摘要等。针对本章讲述的三种 Hash
算法,对比结果如表3-1所示。

表3-1 三种Hash算法的对比结果

算法名称 最大消息长度 分组大小 中间状态大小 消息摘要大小 轮数

MD5 264-1 512 128(4×32) 128 64
SHA-1 264-1 512 160(5×32) 160 80
SHA-256 264-1 512 256(8×32) 256 128

 

▶3.2.4　Hash函数在区块链中的应用

Hash函数在区块链技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用于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

安全性,还在去中心化、数据验证和共识机制中发挥核心作用。

1.
 

数据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

Hash函数的特性使其生成的消息摘要能够有效验证数据的完整性和防止数据被篡改,
这一特性在区块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区块链系统中,所有交易数据都被记录在区块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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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块包含大量的交易信息。为了确保这些数据的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区块链利用了Hash
函数的优势。

具体来说,每个区块都包含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这种链接形成了一条链,即区块链。这

意味着对任何区块数据的改动都会改变该区块的哈希值,从而导致整个链条上后续区块的哈

希值也随之变化。因此,任何试图篡改数据的行为都会被轻易检测到,因为篡改一个区块的数

据会破坏其与后续区块之间的链接,进而影响整个区块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而每个区块内

的交易信息也通过Hash函数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所有交易的哈希值形成一个 Merkle树

(也称哈希树),Merkle树的结构使得验证单个交易是否在区块中非常高效,因为只需要少量

的计算即可验证,而无须重新计算所有交易的哈希。通过这种数据结构,区块链实现了数据的

高安全性和可靠性。

2.
 

区块生成与工作量证明

工作量证明(PoW)是许多区块链共识机制的基础,尤其是比特币。PoW 要求矿工解决一

个复杂的数学难题,而这一过程的核心正是 Hash函数。矿工必须找到一个随机数(Nonce),
使得该随机数与当前区块的数据结合后的哈希值满足特定条件(通常是哈希值的前几位为零)。

这一计算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能力,但验证该条件是否满足非常简单。这种不对称

的计算能力要求确保了区块链网络的安全性和去中心化特性。通过这种方式,PoW 机制不仅

防止了恶意攻击者控制网络,还激励矿工进行诚实的挖矿行为,从而维护网络的健康运行。

3.
 

地址生成与隐私保护

在许多加密货币系统中,用户的地址是通过Hash函数生成的。具体来说,用户的公钥经

过Hash函数处理生成地址,这不仅能缩短地址长度,还能有效保护用户的公钥隐私。由于

Hash函数的单向性,知道地址不能反推出公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用户的隐私和安

全。这种隐私保护机制使得用户在进行交易时,不必担心个人信息的泄露,进一步提高了区块

链的安全性。

4.
 

智能合约中的应用

智能合约是运行在区块链上的自动执行代码,其中 Hash函数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
哈希锁定(Hash

 

Locking)机制利用Hash函数来锁定资金,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如提供正确

的哈希前映像)时才能解锁。这种机制被广泛用于跨链交易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应用中,以
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和不可篡改性。通过智能合约,用户可以在无需中介的情况下完成复杂的

交易,提升了效率。
综上所述,Hash函数在区块链技术中无处不在,从确保数据完整性到支撑工作量证明,

从生成交易哈希到保护用户隐私,再到智能合约的安全执行。理解和掌握 Hash函数在这些

应用中的具体实现和作用,对于深入理解区块链技术的工作原理和优势至关重要。在后续章

节中,我们将详细介绍区块链相关的数据结构和共识机制等内容。

3.3 公钥密码

▶3.3.1　公钥算法定义和原理

  对称密码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保密通信的问题,但随着技术的发展,通信保密的需求

越来越广泛,对称密码体制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密钥分发管理复杂:
 

对称密码体制需要通信双方使用相同的密钥进行加密和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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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每对通信用户之间都必须共享一个唯一的密钥。当网络中的用户数量增加时,密钥

的数量将以指数级增长。例如,N 个用户需要维护N(N-1)/2个密钥。这不仅增加了密钥

管理的复杂性,还需要一个安全的渠道来分发和存储这些密钥。如果密钥在传递过程中被截

获,通信的安全性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2)

 

陌生人之间无法进行保密通信:
 

对称密码体制的一个重大局限是无法支持陌生人之

间的保密通信。由于加密和解密使用的是相同的密钥,双方在通信之前必须先交换并共享密

钥。对于没有事先建立信任关系的陌生人,这种密钥交换是不现实的。因此,对称密码体制在

开放网络环境中的应用受到限制,难以满足现代通信的需求。
(3)

 

数字签名问题:
 

对称密码体制无法有效实现数字签名。对称密码体制中的密钥是共

享的,任何持有密钥的人都可以对消息进行加密或签名,接收方无法区分消息的真正来源,无
法确认消息是否由特定的发送方发送。因此,对称密码体制在身份验证和防止否认方面存在

缺陷,无法满足某些应用场景的需求。
这些局限性在现代通信和信息安全中显得尤为突出,促使人们寻求更为安全和高效的解

决方案。公钥密码体制(非对称密码体制)的提出有效地克服了这些问题,为现代通信提供了

更加安全可靠的保障。
公钥算法是一种使用一对不同密钥进行加密和解密的密码体制,其中一个密钥(公开密

钥,简称公钥)公开,另一个密钥(私有密钥,简称私钥)保密。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公钥加密信

息,但只有持有相应私钥的人才能解密。
为了保障公钥密码体制的正确实现,要求:

 

(1)
 

容易计算产生一对密钥:
 

算法应易于生成一对密钥(公钥KUb 和私钥KRb)。
(2)

 

正向易计算:
 

发送方A 在已知公钥KUb 和明文M 的情况下,容易通过计算得到密

文C。而接收方使用私钥KRb 容易通过计算解密密文C 得到明文M。
(3)

 

不可逆性:
 

知道公钥KUb 计算私钥KRb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4)

 

抗原像性:
 

即使攻击者获取了公钥KUb 和密文C,想要恢复原来的明文M 在计算上

是不可行的。
(5)

 

双向性:
 

两个密钥中任何一个都可以用来加密,另一个用来解密(并不适用于所有公

钥密码体制,如DSA只用于数字签名)。
公钥算法基于某些数学难题,如大整数分解问题或离散对数问题,这些问题具有单向性,

即计算密钥对是简单的,但反向计算则极其困难。具体过程如下:
 

①
 

密钥生成:
 

通过数学算法生成一对密钥,即公钥pk 和私钥sk。公钥公开发布,私钥由

用户自己保管。

②
 

加密:
 

发送方使用接收方的公钥对消息进行加密。由于只有接收方拥有对应的私钥,
其他人即使截获了加密信息也无法解密。

③
 

解密:
 

接收方使用自己的私钥对加密消息进行解密,恢复出原始信息。

④
 

数字签名:
 

发送方使用自己的私钥对消息进行加密生成签名,接收方使用发送方的公

钥对签名进行验证,以确保消息的来源和完整性。
通过以上机制,公钥算法在解决密钥分发、陌生人通信以及数字签名问题上展示了显著的

优势,并成为现代密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3.2　RSA公钥算法

RSA公钥加密算法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罗纳德·李维斯特(Ron
 

Rivest)、阿迪·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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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Adi
 

Shamir)和伦纳德·阿德曼(Leonard
 

Adleman)于1977年提出,并于1987年首次公

布,RSA算法的名称就是取自他们三人姓氏的首字母。作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公钥加密算法,

RSA在现代信息安全领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RSA算法的安全性基于初等数论中的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其核心在于大整数因

子分解的计算难度。具体来说,将两个大质数相乘相对容易,但试图对其乘积进行因式分解却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种不对称的计算复杂性为RSA算法提供了坚实的安全基础。

1.
 

RSA算法的流程

RSA算法包括密钥生成、加密和解密三个主要步骤。以下是RSA算法的详细流程。

1)
 

密钥生成

密钥生成是RSA算法的基础,包括生成公钥和私钥的过程。
(1)

 

选择两个不同的大质数,p 和q。
(2)

 

计算
 

n=p*q,φ(n)=(p-1)*(q-1)。
(3)

 

选择一个随机整数e(0<e<φ(n)),满足gcd(e,φ(n))=1。
(4)

 

计算d=e-1
 

mod
 

φ(n)。
其中,公钥KU={e,n},私钥

 

KR={d,p,q}或KR={d,n}。

2)
 

加密

使用公钥KU={e,n}对明文M 进行加密,其中M<n(因为模运算结果在0~n-1的范

围内,所有明文、密文空间也应在0~n-1范围内。对于 M≥n 的情形,可以将明文进行分组

再运算)。
公式如下:

 

C=Me
 

mod
 

n
  3)

 

解密

使用私钥KR={d,n}对密文C 进行解密。
公式如下:

 

M =Cd
 

mod
 

n
2.

 

RSA算法的数字签名

RSA公钥算法不仅适用于加密数据,还可以用于数字签名,以确保消息的完整性和发送

者的身份验证。在数字签名过程中,用户使用自己的私钥对消息的哈希值进行加密,生成签

名,并将其附加在消息上发送给接收方。接收方使用发送者的公钥解密签名,获得消息的哈希

值,然后与计算得到的哈希值进行比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验证消息是否未被篡改,并确认

消息确实由特定的发送者发出。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1)
 

签名生成

明文消息M,计算得到其哈希值 H(M)。
使用私钥KR={d,n}对哈希值进行加密,生成签名S。

S=H(M)d
 

mod
 

n
  发送方将消息M 与签名S 发送给接收方。

2)
 

签名验证

接收方得到消息M 与签名S,首先计算消息的哈希值 H(M)。
使用发送方的公钥来验证其签名S,获得解密的哈希值 H'(M)。

H'(M)=Se
 

mo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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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方验证H'(M)与H(M),如果相等,则签名验证通过,并且消息完整未经篡改;
 

否则

签名验证失败,消息可能被篡改或发送者身份可能被伪造。
综上所述,RSA算法的强大之处在于其基于大整数分解问题的计算复杂性,使得公钥和

私钥之间的关系极其难以破解。尽管如此,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密钥长度也需要相应增加以

保持安全性。RSA算法不仅适用于加密和解密,还广泛应用于数字签名和密钥交换等领域,
成为现代信息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3.3　ElGamal公钥算法

ElGamal算法是由Tahir
 

ElGamal在1985年提出的一种基于离散对数难题的加密体系。
与RSA算法类似,ElGamal算法既可以用于数据加密,也可以用于数字签名。然而,与RSA
算法的因数分解问题不同,ElGamal算法的安全性建立在离散对数问题的难解性上。

1.
 

ElGamal算法的独特优势

ElGamal算法在数据加密和数字签名方面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在应对重放攻击

时表现出色。具体来说:
 

(1)
 

基于离散对数难题:
 

ElGamal算法依赖于离散对数问题,这一数学难题的复杂性使得

破解算法变得极为困难,从而提供了坚实的安全基础。
(2)

 

随机性增强安全性:
 

ElGamal算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即使使用相同的私钥和相同的

明文,每次加密生成的密文或签名都不相同。这是因为在加密过程中引入了一个随机数,这个

随机数在每次加密时都不同,从而有效地防止了重放攻击(Replay
 

Attack)。重放攻击是指攻

击者截获并重放消息,从而冒充原始发送者的行为。ElGamal算法通过生成唯一的加密输出

来防止这种攻击。
(3)

 

应用广泛:
 

由于其独特的安全特性,ElGamal算法在许多安全协议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包括SSL/TLS和PGP等,尤其是在需要高度随机性的场景中表现优越。

2.
 

ElGamal算法的原理和流程

1)
 

密钥生成

(1)
 

选择一个大质数p 和一个生成元g。
(2)

 

选择一个随机整数x(1≤x≤p-2)。
(3)

 

计算y=gx
 

mod
 

p。
其中,公钥KU={p,g,y},私钥KR={x}。

2)
 

加密过程

生成一个随机数k(1≤k≤p-2),使用随机数k公钥KU对明文消息M 进行加密。
公式如下:

 

c1=gk
 

mod
 

p
c2=M·yk

 

mod
 

p
  根据以上公式,得到密文{c1,c2}。

3)
 

解密过程

使用私钥KR对密文{c1,c2}解密。
公式如下:

 

s=c1x
 

mod
 

p
M=c2·s-1

 

mod
 

p,其中s-1 是s的乘法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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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lGamal算法的数字签名

类似RSA算法,EIGamel也可用于数字签名。

1)
 

签名生成

生成一个随机数k(1≤k≤p-2),且k与p-1互质。
计算r=gk

 

mod
 

p。
计算s=(H(M)-xr)·k-1mod(p-1)(其中 H(M)为消息M 的哈希值)。
得到签名{r,s},发送给接收方。

2)
 

签名验证

接收发送方发送的消息M 及其签名{r,s},计算消息的哈希值 H(M)。
计算v1=yr·rs

 

mod
 

p。
计算v2=gH(M)

 

mod
 

p。
如果v1=v2,则签名有效。
通过这种方式,ElGamal算法不仅能确保消息的保密性,还能验证消息的完整性和发送者

的身份。与RSA算法相比,ElGamal算法在随机性方面的优势使其在防止重放攻击和其他安

全威胁时表现尤为突出。
 

▶3.3.4　椭圆曲线加密算法

椭圆曲线加密算法(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ECC)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20
世纪80年代提出,最初由

 

Victor
 

S.
 

Miller
 

和
 

Neal
 

Koblitz
 

独立发展。ECC基于椭圆曲线离

散对数问题(ECDLP),其安全性依赖于计算椭圆曲线上的离散对数的难度。与传统的RSA
算法相比,ECC可以在较小的密钥长度下提供相同级别的安全性,这使得它在资源受限的环

境中尤为适用。

1.
 

椭圆曲线

1)
 

椭圆曲线方程

椭圆曲线的曲线方程是形式如下的二元三次方程,其中a、b、c、d、e是实数。

y2+axy+by=x3+cx2+dx+e

图3-3 椭圆曲线示例图

  在椭圆曲线加密算法中最常用的椭圆曲线方程如

下。如图3-3所示是椭圆曲线的一个示例。

y2=x3+ax+b(a,b∈GF(p),4a3+27b2 ≠0)

  2)
 

椭圆曲线性质

对称性:
 

椭圆曲线相对于x 轴对称,即如果(x,y)在
曲线上,则(x,-y)也在曲线上。

点的加法:
 

在椭圆曲线上定义了一种点加法运算,
使得对于曲线上两个点P 和Q,可以找到一个新点R 也

在曲线上,满足P+Q=R。这种运算满足交换律和结

合律。
无穷远点:

 

曲线上的一个特殊点是“无穷远点”,通常标记为O,在椭圆曲线加法中充当加

法的单位元。即对于曲线上任意一点P,满足P+O=P。

3)
 

椭圆曲线加法原理

过曲线上的任意两点A、B 作一条直线L,L 还与椭圆曲线相交于点P,交点P 关于x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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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位置的点Q,Q 也在椭圆曲线上。定义椭圆曲线加法A+B=Q,如图3-4所示。
如果过曲线上的任意一点A 作椭圆曲线的切线L,L 与椭圆曲线相交于点P,交点P 关

于x 轴对称位置的点是Q。那么根据椭圆曲线加法可得到Q=A+A 即Q=2A,如图3-5所

示。因此Q=kA 即Q=A+A+…+A(k个A 相加)。

图3-4 A+B=Q
   

图3-5 A+A=Q

2.
 

椭圆曲线加密算法步骤

1)
 

密钥生成

(1)
 

选取一个基域GF(p)和定义在该基域上的椭圆曲线Ep(a,b)。
(2)

 

选择椭圆曲线上的一个基点G,其阶为n(n 为质数)。
(3)

 

生成一个随机整数d,满足1≤d≤n-1。
(4)

 

计算Q=d×G。
公钥为KU={Q},私钥为KR={d}(其中有限域GF(p),椭圆曲线Ep(a,b),点G 和其

阶n 都是公开的)。

2)
 

加密

假设,Bob要将消息M 经过Alice私钥加密后发送给Alice,加密过程如下:
 

(1)
 

将消息M 表示成一个域元素m∈GF(p)。
(2)

 

(Bob的私钥)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1≤k≤n-1。
(3)

 

(Bob的公钥)计算点(x1,y1)=k×G。
(4)

 

计算点(x2,y2)=k×Q,如果x2=0,则返回第(2)步,重新选取k。
(5)

 

计算c=mx2。
(6)

 

传输加密数据(x1,y1,c)给Alice。

3)
 

解密

Alice接收Bob传递过来的数据(x1,y1,c),解密过程如下:
 

(1)
 

使用私钥d,计算点(x2,y2)=d×(x1,y1)。因为

(x2,y2)=k×Q=k×d×G=d×(x1,y1)

  (2)
 

计算m=cx-1
2 ,恢复出消息m。

3.
 

ECC数字签名算法

椭圆曲线加密算法不仅用于加密,也用于生成和验证数字签名,即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

(ECDSA)。以下是ECDSA的详细流程:
 

1)
 

签名生成

签名生成过程使用发送者的私钥对消息的哈希值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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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消息M 并计算其哈希值H(M)。
(2)

 

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1≤k≤n-1。
(3)

 

计算点(x1,y1)=k×G。
(4)

 

计算r=x1
 mod

 

n,其中x1 是x1 取整。
(5)

 

计算s=k-1·(H(M)+d·r)mod
 

n。
(6)

 

如果s=0或r=0,则重新选择k。
(7)

 

最后,得到消息M 的签名(r,s)。

2)
 

签名验证

签名验证过程使用发送者的公钥来验证签名。
(1)

 

接收方接收消息M 和签名(r,s),计算消息的哈希值 H(M)。
(2)

 

如果接收到的s或r不在区间[1,n-1],则拒绝该签名。
(3)

 

计算c=s-1
 

mod
 

n。
(4)

 

计算u1=H(M)·c
 

mod
 

n 和u2=r·c
 

mod
 

n。
(5)

 

计算点(x1,y1)=u1G+u2Q,如果是无穷远点,则拒绝该签名。
(6)

 

计算r'=x1
 mod

 

n,其中x1 是x1 取整。
(7)

 

如果r'=r,则接收该签名;
 

否则拒绝。

4.
 

ECC算法优势

1)
 

高效性
 

短密钥长度:
 

ECC在提供相同安全水平的情况下,所需的密钥长度更短。例如,256位的

ECC密钥安全性相当于3072位的RSA密钥。这意味着更少的数据需要传输和处理,提高了

加密和解密的速度。
快速运算:

 

ECC的加密和解密运算更为简单和快速,它能显著减少计算时间和功耗,特别

适合需要频繁加密和解密操作的环境。

2)
 

资源节省
 

低存储需求:
 

较短的密钥长度和较少的运算量意味着更少的存储空间和计算资源。这对

于资源受限的设备,如移动设备和物联网(IoT)设备,尤为重要。
节省带宽:

 

较短的密钥和签名也减少了数据传输量,节省网络带宽,提升了系统的整体

效率。

3)
 

安全性高

离散对数问题的难度:
 

ECC的安全性基于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目前尚无高效的解决

方案。因此,ECC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被认为是安全的。

5.
 

ECC在区块链中的应用

正是因为椭圆曲线加密算法(ECC)在高效性、资源节省和安全性方面的突出优势,该算法

被广泛应用于区块链中。以下是ECC在区块链中的几个主要应用:
 

1)
 

数字签名

比特币使用的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ECDSA)基于secp256k1曲线,用于验证交易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每笔交易都包含一个签名,网络节点使用发送方的公钥来验证这个签名,以确

保交易的合法性。比特币的安全性和不可篡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ECDSA的有效性。
以太坊同样采用ECDSA进行账户认证和交易签名,确保每笔交易由账户所有者授权。

每当用户在以太坊网络上发起交易时,交易需要用户的私钥进行签名,网络节点随后使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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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钥来验证签名的有效性,从而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和完整性。

2)
 

密钥生成和管理

在区块链系统中,用户的身份由其公钥和私钥对决定。ECC使得生成强大的密钥对变得

更为高效和安全。具体来说,用户的私钥用于签署交易,公钥则用于验证交易签名。通过使用

ECC,区块链能够在保持高安全性的同时,减少密钥生成和管理的计算资源消耗。ECC的算

法特性使得生成一个高安全性的密钥对变得简单快捷。即使是资源受限的设备,如智能手机

或物联网设备,也能够高效地生成和管理密钥对。

3)
 

智能合约

一些区块链平台,如以太坊,使用ECC来确保智能合约的执行和数据的完整性。智能合

约在部署和调用过程中需要进行加密和签名操作,ECC提供了高效的加密机制,确保智能合

约的安全执行。在智能合约的执行过程中,数据的签名和验证是至关重要的环节。ECC通过

其高效的加密和解密过程,确保了智能合约的每一步操作都是安全和可信的。通过使用

ECC,可以防止智能合约在执行过程中被篡改或伪造,确保了整个过程的透明和安全。

4)
 

区块链的其他应用

去中心化应用(DApps):
 

在去中心化应用中,ECC用于用户身份验证和数据保护。用户

在访问DApps时,通过ECC生成的公钥和私钥对来验证身份和保护数据隐私。
数据完整性验证:

 

ECC还用于验证区块链中存储数据的完整性。通过对数据进行签名和

验证,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未被篡改。
综上所述,椭圆曲线加密算法以其高效性、资源节省和强大的安全性在区块链技术中占据

了重要地位。无论是数字签名、密钥生成和管理,还是智能合约的安全执行,ECC都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具体的应用如比特币和以太坊,我们可以看到ECC在确保交易安全、提
高系统效率以及保护用户隐私方面的显著优势。因此,理解和掌握ECC在区块链中的应用,
对于深入了解区块链技术的工作原理和优势是非常必要的。

3.4 数字签名

▶3.4.1　数字签名概念与原理

1.
 

概念

数字签名是一种基于公钥加密技术的数学机制,用于验证电子文档、消息或数据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与传统的手写签名或印章相比,数字签名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在现实应用中,数字签名广泛应用于电子邮件、软件分发、金融交易以及区块链等多个领

域。在电子邮件中,数字签名可以保护用户免受钓鱼攻击;
 

在软件分发中,开发者可以确保用

户下载的软件没有被恶意篡改;
 

而在区块链技术中,数字签名则是确保交易安全和验证参与

者身份的关键机制。因此,数字签名不仅提高了电子通信的安全性,还为数字世界中的身份认

证和数据保护提供了可靠的解决方案。

2.
 

原理

数字签名的原理基于公钥加密体系,其中涉及一对密钥:
 

私钥和公钥。数字签名的主要

目的是验证消息的完整性和发送者的身份,确保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具体步骤如下。
(1)

 

密钥生成:
 

首先,签名者需要生成一对密钥,包括一个私钥s和一个公钥p。私钥必

须严格保密,禁止外泄,而公钥则可以公开发布,供任何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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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息摘要生成:
 

发送者使用哈希函数对消息 M 进行哈希运算,生成固定长度的消息

摘要 H(M)。哈希函数具有单向性和抗碰撞性,确保了相同的消息总是产生相同的摘要,而
不同的消息产生不同的摘要。

(3)
 

签名生成:
 

发送者使用其私钥s对消息摘要H(M)进行加密,生成数字签名。这一

过程确保了只有持有私钥的发送者能够生成该签名。
(4)

 

签名附加:
 

将生成的数字签名附加到原始消息上,形成签名消息,然后发送给接

收者。
(5)

 

签名验证:
 

接收者使用发送者的公钥p 对数字签名进行解密,从中获得消息摘要 H
(M)。接收者随后使用相同的哈希函数对收到的原始消息进行哈希运算,生成自己的消息摘

要 H(M)'。
(6)

 

完整性和真实性验证:
 

接收者将解密得到的 H(M)与根据收到消息生成的 H(M)'
进行对比。如果H(M)=H(M)',则验证通过,表明消息未被篡改且发送者身份可信。否则,
可能存在伪造签名、数据被篡改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签名的过程,下面以Alice和Bob为例进行说明。如图3-6所示,假
设Alice需要向Bob发送一条信息M,并且需要对该信息进行签名,以确保其真实性和数据的

完整性。首先,Alice通过哈希函数计算出消息 M 的消息摘要H(M)。接下来,Alice使用她

的私钥SA 对消息摘要 H(M)进行加密,从而生成数字签名。此签名不仅包含了消息摘要的

信息,而且还与Alice的私钥紧密关联。由于私钥仅由Alice掌握,因此这一签名能够有效地

证明消息的来源。随后,为防止在传输过程中数据泄露,Alick使用Bob的公钥PB 对整个签

名消息(即原始消息M 和数字签名)进行加密。最后,Alice将加密后的数据发送给Bob。

Bob在接收消息后,首先使用自己的私钥SB 对接收的消息进行解密,提取出解密后的明

文消息M'和Alice的数字签名。之后使用Alice的公钥PA 对数字签名进行验证,得到消息

摘要 H(M),将解密后的消息M'使用相同的哈希函数进行计算,生成新的消息摘要 H(M')。
为了对数字签名和数据的完整性进行校验,Bob将解密得到的消息摘要 H(M)与自己计算出

的H(M')进行比较。如果 H(M)=H(M'),则说明消息是Alice所发送,且在传输过程中未

被篡改。反之,则意味着存在伪造或篡改的可能。

图3-6 数字签名过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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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质

数字签名具有以下性质:
(1)

 

不可伪造性:
 

数字签名通过公钥加密体系确保了消息的发送者身份。每个用户都有

一对密钥(私钥和公钥)。私钥是保密的,只有签名者知道,而公钥则可以公开共享。这种密钥

对的特性不仅使得接收者能够验证发送者的身份,确保消息确实来自声称的发送者,而且由于

私钥的保密性,只有私钥所有者知晓,其他人无法冒充,确保了签名的不可伪造性。
(2)

 

不可抵赖性:
 

签名者无法否认曾经发送过该消息,因为签名是由其私钥生成的,而私

钥只有签名者自己掌握。这一特性在法律和商业交易中尤为重要,因为它提供了法律证据,确
保交易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3)
 

消息完整性:
 

通过对消息进行哈希运算,数字签名确保任何对消息内容的篡改都会

导致其对应的哈希值发生变化。接收者在验证签名时,可以将解密后的哈希值与自己计算出

的哈希值进行比较。如果两者不相等,接收者就可以确认消息在传输过程中被篡改。
 

▶3.4.2　常用数字签名算法

在区块链中,为了确保订单的可溯源性和消息的完整性,广泛使用了数字签名方案。其

中,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ECDSA)是区块链中最常用的数字签名算法,正如我们在3.4.1节中

提到的。然而,除了ECDSA之外,还有一些适用于特定场景的数字签名方案,例如群签名、环
签名、盲签名等。这些方案各有特点,能够满足区块链应用中不同的安全和隐私需求。

1.
 

群签名

群签名由Chaum和van
 

Heyst于1991年首次提出,与传统的数字签名算法相比,增加了

匿名性和可追踪性这两个特性。
在群签名中,一个集体包括一个管理员和若干成员。群管理员生成一个群公钥和每个成

员的私钥,群公钥是公开的,而成员的私钥则是保密的。群签名允许群体中的任意成员代表整

体签署消息,而不透露具体是哪一个成员签署的。验证者无法知道具体是由哪个成员签署的,
因此,群签名为群中的成员提供了隐私保护,即匿名性。同时,在特殊情况下,群管理员可以追

踪到签名具体由哪位成员签署,以防止成员滥用签名。
由于群签名的匿名性和可追踪性,它被应用在区块链的投票系统和匿名认证等场景中。

在区块链投票应用中,群签名可以确保投票者的隐私,同时保证投票的真实性。而在区块链网

络中,群签名可以用于匿名认证,使得用户可以匿名参与某些活动或服务。

2.
 

环签名

Rivest、Shamir和Tauman三位密码学家于2001年提出了环签名的概念。环签名因其签

名过程中的参数Ci(i=1,2,…,n)根据特定规则首尾相连形成环状而得名。环签名和群签名

相似,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中央权力的群管理员,从而对签名者提供了无条件的匿名性。
环签名的主要特性如下。
(1)

 

绝对匿名性:
 

签名者的身份在整个签名过程中保持完全匿名,验证者无法识别出具

体的签名者。
(2)

 

自发性:
 

签名者可以自由选择其他成员的公钥来生成环签名,无须这些成员的许可。
(3)

 

群体特性:
 

签名者利用群体成员的公钥生成签名,使验证者能够确认签名者属于该

群体,但无法确定具体是谁签署的。
这些特点使环签名特别适用于需要保护签名者身份的应用场景,如选举、举报和电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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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确保了参与者的隐私和信息的安全。

3.
 

盲签名

盲签名的概念由David
 

Chaum于1982年首次提出,旨在解决某些情况下消息所有者希

望获得签名但又不希望签名者知晓消息内容的需求。盲签名允许消息在签名过程中保持匿

名,使得签名者无法看到消息的真实内容。
一个典型的盲签名方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消息盲化:
 

消息所有者首先使用一个盲因子对要签名的消息进行处理,生成一个盲

化后的消息。这个处理过程确保签名者无法看到原始消息内容。盲化后的消息随后被发送给

签名者。
(2)

 

盲消息签名:
 

签名者接收到盲化后的消息后,对其进行签名。由于消息已经被盲化,
签名者无法知道其真实内容,但签名仍然是有效的。

(3)
 

签名复原:
 

消息所有者收到签名后的盲化消息后,移除盲因子,恢复原始消息的签

名。这样,消息所有者就拥有了签名者在不知情情况下签署的原始消息的有效签名。
盲签名技术在许多领域有广泛应用,包括电子支付、电子投票和电子商务等。具体应用示

例如下。

•
 

电子支付:
 

在电子支付系统中,用户可以生成盲化后的支付信息并获取银行的盲签

名,确保支付信息的隐私性,防止银行跟踪用户的支付行为。

•
 

电子投票:
 

在电子投票系统中,选民可以使用盲签名确保投票的匿名性。投票信息经

过盲化处理后发送给投票机构进行签名,投票机构无法知道投票内容,但签名保证了

投票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
 

电子商务:
 

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用户可以使用盲签名保护敏感信息,如订单详情和支

付信息,确保交易的隐私和安全。
盲签名的这种设计不仅保护了消息内容的隐私,还确保了签名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供了

一种在不泄露消息内容的情况下获得可信签名的机制。
 

▶3.4.3　数字签名在区块链中的应用

数字签名在区块链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以下是其中几个具体应用场景的详细讲解。

1.
 

交易验证

在比特币网络中,数字签名用于验证交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每笔比特币交易都包含发

送方的数字签名,使用的是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ECDSA)。
以下是详细步骤。
(1)

 

交易生成:
 

发送方创建一笔交易,包含接收方地址和转账金额。
(2)

 

交易签名:
 

发送方用自己的私钥对交易进行签名,生成签名数据并附加在交易中。
(3)

 

广播交易:
 

发送方将签名后的交易广播到比特币网络。
(4)

 

验证交易:
 

网络中的节点使用发送方的公钥验证签名,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只有验证通过的交易才会被记录在区块链中。

在以太坊网络中,数字签名同样用于交易验证。以太坊使用的是与比特币相同的ECDSA
算法。具体过程类似,主要步骤如下。

(1)
 

创建交易:
 

用户创建一笔交易,包含接收方地址、转账金额,以及其他必要数据(如燃

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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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签名交易:
 

用户用自己的私钥对交易进行签名。
(3)

 

广播交易:
 

签名后的交易被广播到以太坊网络。
(4)

 

验证交易:
 

矿工节点验证交易签名,确保交易合法并添加到区块中。

2.
 

智能合约执行

以太坊中的应用在以太坊平台上,智能合约的部署和调用都需要数字签名以确保安全和

可靠。
以下是详细步骤。
(1)

 

智能合约部署:
 

开发者编写智能合约代码,并用私钥对部署交易进行签名。
(2)

 

签名后的部署:
 

交易被广播到网络,矿工节点验证签名后,将智能合约代码记录在区

块链上。
(3)

 

智能合约调用:
 

用户调用智能合约中的某个函数时,创建一笔调用交易,并用私钥进

行签名。签名后的交易被广播到网络,矿工节点验证签名后,执行智能合约的相应函数。
数字签名确保了只有合约拥有者或被授权的用户才能部署和调用智能合约,防止未授权

的访问和操作。

3.
 

去中心化身份认证

去中心化身份认证(Decentralized
 

ID,DID)数字签名在去中心化身份认证中也发挥着关

键作用。去中心化身份认证允许用户在不依赖中央机构的情况下证明身份。以下是应用过程。
(1)

 

创建身份:
 

用户生成一对公钥和私钥,公钥作为身份标识,私钥用于签名。
(2)

 

签名身份声明:
 

用户用私钥对身份声明进行签名,声明可以包含用户的个人信息和

其他认证数据。
(3)

 

验证身份:
 

验证方使用用户的公钥验证身份声明的签名,确认身份声明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
这种机制用于区块链上的各种去中心化应用,如去中心化金融(DeFi)、去中心化社交网络

等,确保用户身份的安全和隐私。
综上所述,数字签名在区块链技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交易验证到智能合约执行,

再到去中心化身份认证,数字签名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不可抵赖性。这些应用场景

不仅提升了区块链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为去中心化应用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5 本章小结

本章系统地探讨了密码学在区块链技术中的重要性和应用。我们深入讨论了 Hash函数

的原理与作用、公钥密码的基本概念和常见算法,以及数字签名在保障区块链安全中的关键作

用。这些基础知识不仅是理解区块链技术的关键,也为读者提供了解决区块链中的安全和隐

私问题的关键工具。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不仅能够掌握密码学的基础知识,还能够深入了解

密码学在区块链中的实际应用,为进一步探索和应用区块链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6 思考题

1.
  

Hash函数在区块链中的作用是什么? 请结合比特币的区块结构进行说明。

2.
 

比较 MD5、SHA-1和SHA-256算法的安全性,分析SHA-256为什么成为区块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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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Hash算法。

3.
 

解释公钥密码体制与对称密码体制的区别,并举例说明公钥密码在区块链中的应用。

4.
 

描述RSA算法的基本原理,并讨论其在区块链中的应用场景。

5.
 

什么是椭圆曲线加密算法(ECC)? 为什么它被广泛应用于区块链中? 请举例说明。

6.
 

数字签名在区块链中的具体应用有哪些? 请详细描述其中两个应用场景。

7.
 

群签名和环签名有什么区别? 讨论它们在区块链中的潜在应用。
通过这些思考题,学生将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区块链技术中涉及的密码学概念和应用,

进一步巩固对区块链安全机制的认识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