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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密码学》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院校信息安全专业系列教材:现代密码学(第3版)》全面
而详细地介绍现代密码学的理论和相关算法，可帮助读者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信息安全的实践中。全书
共分10章，内容包括现代密码学的基本概念、流密码、分组密码、公钥密码、密钥分配与密钥管理、
消息认证和哈希函数、数字签名和认证协议、密码协议、可证明安全及网络加密与认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院校信息安全专业系列教材:现代密码学(第3版)》从教
材使用的角度考虑，概念清晰、结构合理、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并充分考虑方便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的实施，同时还注意与其他专业课教学的衔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
院校信息安全专业系列教材:现代密码学(第3版)》取材新颖，不仅介绍现代密码学所涉及的基础理论
和实用算法，同时也涵盖了现代密码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使读者通过《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高等院校信息安全专业系列教材:现代密码学(第3版)》的学习了解本学科最新的发展
方向。《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院校信息安全专业系列教材:现代密码学(第3版)
》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通信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工程师的参考
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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