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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识别技术专业书籍；
反映相关领域的新研究进展；
注重理论基础知识和新研究成果之间的平衡；
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完美统一。
为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信息安全的本质、技术和方法，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和研究平台。
以经典的应用密码学的角度，讨论了消息鉴别的概念、基于加密的消息鉴别、基于对称密码的消息鉴
别、基于公钥密码的消息鉴别、基于Hash函数和认证码的消息鉴别等关键技术问题，为读者系统地捋
清了上述各项技术对于消息的完整性与消息的真实性认证的思路、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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