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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RSA的实现

 RSA的硬件实现，其最快速度也是DES
的1/1000，512bit的RSA大约为1MB/s，
软件实现的速度只有DES的软件实现的
1/100，因此在速度上RSA是无法与对称
密码体制相比的。

 目前RSA体制主要用在密钥交换和认证

 512bit的RSA软件实现可达20KB/s。
 如果选e=65537时，运算速度可大大加快，

这是因为65537的二进制表示中只有两个
1，可极大地减少运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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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素性检测

 在RSA的具体实现时，首先要求两个大素数。

 会不会因为用户的增加而导致会有两个人选择了同样的素
数呢？素数是否会被因为更换而用完？

 素数定理：不超过N的素数大约有N/lnN个，

 以1024bit来看，它作为两个长度接近512bit的素数乘积被
产生。大约有2512/512个这样的素数，即大约有t=10151个，
每对素数形成一个模，则有C(10151, 2)=10300个不同的模，
而对于给定的模，又可以有许多密钥对可选。 10300个模的
概念是，如果给地球上每个人每天10个新模，则可持续(按
70亿=7×109人口算，10300/2.6×1013)3.84×10287年.

 若 要 求 素 数 长 度 在 512bit 则 上 述 数 据 为 2512/512 －
2511/511=2511(2/512-1/511)= 2511×0.0019=2502,故在此要求下
给地球上每个人每天10个新模，也可持续3×10284年

 因此不必担心两个人选择同样素数的情况发生，和素数被
用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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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切实可行地产生大素数？

 根据素数定理，如果随机选择一个整数p，
则p是素数的概率是(p/lnp)/p=1/lnp。

 若要求512bit的素数，则有1/lnp1/354，
若规定是随机选择奇整数，则概率为
1/177。

 适当长度的177个随机奇整数中有一个是
素数。

 因此产生大素数是确实可行的。

 检测素数的方法有概率测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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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率测试法就是对给定的大整数进行检验，每
次都输出一个结果Yes或No。

 一种是输出Yes表示该数是素数的概率为0.5，
输出No则表示该数肯定不是素数。

 若N通过了r次检验(即输出都是Yes)，则它不
是素数的概率将为2-r,当r足够大时，几乎可认
为N是素数。

 Solovay-Strassen检验法和Miller-Rabin检验法
都是利用这一原理构造的。

 另一种是输出Yes表示该数肯定是素数，输出
No则表示该数不是素数概率为0.5，由于按此
方法得到的数一定是素数，故也称这类方法为
确定性检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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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vay-Strassen检验法的方法是,如果要检验
m是否为素数，则在{1,2,…m-1}中随机取n，
并验证(n,m)是否等于1，和Jacobi符号J(m,n)
是否等于n(m-1)/2mod m。

 这里J(m,n)=                                (m=p1p2…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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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平方剩余问题就是指，对于给定的一个奇数
n和整数a，决定a是否为模n的平方剩余，即判
定x2=a mod n是否有解，若有解，则a是mod n的
平方剩余，否则a是模n的非平方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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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m为素数，则有(n,m)=1且J(m,n)= n(m-

1)/2mod m。

 若m不是素数，则等式J(m,n)=n(m-1)/2mod m
可能成立可能不成立。

 有结论：对于奇合数，至多有一半使等式成
立，即至多有0.5 的概率使上述等式成立。

 若随机选择100个整数进行检验，上式均成立，
则m不是素数的概率小于2-100=10-30，因此可
认为m是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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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n(m-1)/2mod m有多项式时间算法，
那么怎么计算J(m,n)?

 不能根据Jacobi符号的定义来计算，

 因为只有在知道m的分解后才能计算，
而知道m的分解当然就知道m是否为素
数了

 可以利用数论中的结果在不分解m的前
提下计算Jacobi符号。主要利用四条性
质：

(1)如 果 n 是 奇 数 ， m1=m 2mod n，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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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 n 是奇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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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当 m=2kt(t 为奇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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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 m 和 n 是奇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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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上述 4 个特性，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计算 Jacobi 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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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er-Rabin检验法也是一个多项式时间算法，
它比Solovay-Strassen检验法快，执行一次的
错误概率最多为1/4。

 对于奇整数n的Miller-Rabin素性测试算法如
下：

 (1)令n-1=2km，m是奇数；
 (2)对i=1 to t do
 ①选择随机整数a(2an-2)；
 ②计算bammodn;
 ③If b1modn，then n是素数 and 返回,else

令j=1
 ④If j=k then n是合数，算法终止
 ⑤If b-1modn, then n是素数 and 返回，
 else 计算bb2modn, j=j+1,goto ④



23:31:48

 确定性检验法是通过对给定的大整数进
行检验，下面介绍一种确定性检验法。

 采用了基于Pocklington定理的特殊情形，
并将其改造为一递归算法加以实现

 定理的特殊情形的描述：

 定理：设n=2RF+1，其中F的真分解为
F=，如果存在整数a满足:an-11mod n ，
且(a(n-1)/qj-1,n)=1( j=1,…r),

那么 n 的每一个素因子 p 具有 p=mF+1 的形式，其中

m1。更进一步，如果 F> n 或者 F 为奇数且 F>R，那

么 n 是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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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应用中，采用了一种易于实现的简化算法，只是所生成的
素数的差异性有所降低。

 上述定理中令r=1即F=q。
 下面给出函数RandomPrime的C语言描述
 LongInt RandomPrime(int k)
 {if(k<=k0){do
 {n=Random(Power2(k-1),Power2(k)-1);}
 while(!PrimeTest(n));}
 else{g=c_opt*k*k;
 do{relative_size=GenRelativeSize();
 kk= k*relative_size;
 }while(kk>k0 && kk>k-margin);
 q=RandomPrime( kk);
 success=FALSE;
 I=Power2(k-2)/q;
 while(!success)
 { R=Random(I,2*I);
 n=2*R*q+1;
 a=Random(2,n-1);
 if(TrialDivison(n,g))success=CheckLemmal(n,a,q);} }
 rerurn(n);}

函数 PrimeTest(a)对较小的整数 a 进行有效地素性判

别，当且仅当 a 是素数时返回 TRUE，
当且仅当 a 不能被小于等于 b 的素数除尽时，函数

TrialDivision(a,b)返回值为 TRUE。
函数 CheckLemmal(n,a,q)验证所给参数是否满足引理

中的条件，满足时可知 n 是素数，返回 TRUE。
函数 GenRelativeSize 根据条件概率分布，可以从区

间[0.5,1]中选择一个值作为相对规模。

函数 Power2 用于 2 的幂运算。

试除判定法的边界 g 被设定为某一常数 c_opt 的 k 2

倍，其中 c_opt 的最优值可通过试验来确定，这里取

为 0.1。
常数 margin 保证了 R 的取值范围应该足够大，以保

证该区间内至少包含一些成功的 R。

算法可用来生成几乎随机的可证安全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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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钥的产生涉及求剩余类环的乘法逆

 对任意的正整数n,Zn是交换环(剩余类环)
对Zn中任意一个元素，存在关于模n逆
元的条件是该数与n互质。

 用Euclidean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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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快速加密解密方法

 在RSA实现时，还要计算幂模ab mod
n(0<b<n)，这就需要能够快速求幂模。
将 b 表 示 成 二 进 制 b=br-12r-1+…b12+
b0(r=logn)，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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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bi=1取出相应的与其他项相乘，最多需r-1次
乘法。故整个幂运算最多需要2r-2次模乘法运算，即
2logn-2次模乘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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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RSA算法的解密速度，解密时
可以按下面方法进行计算：

设密文c=me mod n,n=pq。
设c1c mod p, c2c mod q,
 d1d mod (p-1), d2d mod (q-1),
 m1c1

d1 mod p,
 m2c2

d2 mod q。
 c1、c2、d1和d2是容易计算的，由此可以
求得有m1和m2。

由中国剩余定理解同余方程组mm1 mod
p, mm2 mod q,就可求出m。

该方法可提高解密速度4-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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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剩余定理

 称xb1mod m1为同余式方程，满足该式
的每个x都是该方程的解。

 如对于同余式方程x4mod 7，对任意的
整数k，4+7k都是此方程的解。

 需要求n个同余式方程xb1mod m1,x
b2mod m2,…,xbnmod mn 的共同解，这
就是所谓的联立同余式问题。

 该 问 题 有 共 同 解 的 充 要 条 件 是
(mi,mj)|(bi,bj)，这里ij，i,j=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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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理A：若存在a，满足n个同余式方程xb
mod mi(i=1,2,…n)，即ab mod mi(i=1,2,…n)，
则有ab mod lcm(m1,m2,…,mn)。

 定理B(中国剩余定理)：设m1,m2,…,mn是两两
互素的正整数，则xbimod mi(i=1,2,…n)在模
m1m2…mn下有唯一解。

 证明：令M=m1m2…mn, Mj=M/mj,求yj满足
Mjyj1mod mj(j=1,2,…n)。

 因为(Mj,mj)=1，故解yj是存在的。

 令x=b1M1y1+b2M2y2+…+bnMnyn modM。

 证明该表达式就是xbimod mi(i=1,2,…n)在模
m1m2…mn下的解。



23:31:48












5mod3
3mod2
2mod1

x
x
x



23:31:48

 4)Euclidean算法

用来求最大公因子gcd(n,b),令r0=n, r1=b
 r0=q1r1+r2   0<r2<r1
 r1=q2r2+r3  0<r3<r2
 ………
 rm-2=qm-1rm-1+rm   0<rm<rm-1
 rm=qmrm
该算法可以确定最大公因子gcd(n,b)=rm
若rm＝1，则说明n,b互质

为了计算出b关于模n的逆，需要改进



23:31:48

 在上面方案中，qj=[rj-1/rj],当rj0
 引进2个数列，t0,t1,…,tm,和s0,s1,…sm

 t0=0, t1=1, tj=tj-2-qj-1tj-1(j>1)
 s0=1, s1=0, sj=sj-2-qj-1sj-1(j>1)
 定理：对于0jm,有rj=sjr0+tjr1 

 推论：若gcd(n,b)=1,则b－1modn=tmmo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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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ElGamal密码体制

ElGamal于1984年提出了这一体制，它
是基于离散对数问题的公钥密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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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密钥的产生：随机选取一个大素数p，且p-1有
大素数因子，

 在p-1阶循环群中选一本原元a，用户B可在Zp
*中

任取元素SK作为秘密密钥，并计算
 PK=aSKmod p, 将PK作为其公开钥，与p和a一起
公开。

 (2)加密过程
 任何用户要向用户B发送明文消息m(m<p)，可用
其公开钥进行加密，并增加一随机数，

 其加密过程如下
 i)0与p-1之间随机取一整数k
 ii)计算y1=ak mod p
 y2=mPKk mod p
 iii)取(y1,y2)作为m的密文发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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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解密过程：

 用户B对传来的密文(y1,y2)的解密很简单，
计算y2(y1

SK)-1 mod p，即为明文m。

 该系统的特点是，由于密文由明文和随
机数来确定，故是非确定性加密，

 对同一明文在不同时刻发送，因随机数k
不同而给出不同的密文，

 明文m是通过乘以PKk来掩盖的。

 缺陷是由于把ak也作为密文传送出去，

 密文信息比明文信息扩大一倍。



23:31:48

 作为合法接收者，由于知道秘密密钥，
故容易计算y1

SK和其在Zp
*的逆，从而得

到明文m。

 任何不知道SK的人，则要想由(y1,y2)求出
m，

 一种攻击手段就是解离散对数问题，而
目前的有效算法都是p的指数级，

 因此只要p取得足够大，通常应为150位
以上(十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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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攻击手段就是设法求出SK的部分
位，然后再进行穷尽随机搜索，

 为保证安全性就要保证尽可能少的密钥
位被求出。

 当p-1=2st(t为奇数)，容易计算SK的最低s
位。

 应使s小，这就要求t尽可能大，

 通常希望p-1有一个大的素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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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椭圆曲线体制

 ElGamal是建立于离散对数在Zp
*难解基

础上的公钥密码体制，如果我们把Zp
*推

广到一般乘法群上，就可建立在一般乘
法群上的加密体制。

 1.一般乘法群上的离散对数问题

 设(G,)为有限群，G，H是由生成的
子群，H={i|i≥0}，

 设H，在Z||H||
*中找唯一整数a，使得

a=，用log表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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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密钥的产生：用户B随机选取G，构造的
生成子群H，Z||H||

*上随机选整数a作为秘密密钥，
并计算=aH, 将作为其公开钥，与一起公
开。

 (2)加密过程

 任何用户要向用户B发送明文消息m(mH)，可
用其公开钥进行加密，并增加一随机数，其加
密过程如下

 i)0与||H||-1之间随机取一整数k
 ii)在群(G,)上计算y1=k H
 y2=mk H
 iii)取(y1,y2)作为m的密文发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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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解密过程：

 用户B对传来的密文(y1,y2)的解密很简单，
在群(G,)上计算y2(y1

SK)-1H ，即为明文
m。

 能用作密码体制的乘法群应确保离散对数
在该群上是难解的。

 此外应保证该群到有限加法群上的同构映
射是难找到的或是不容易计算的。

 在有限加法群上的离散对数问题是容易解
的，而任何有限群都同构于某个有限加法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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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任意素数p，没有一个通用有效算法计算同
构映射，因此是有可能构造出安全的密码系统的。

 目前通常考虑在GF(pn)上建立，研究较多的是
GF(2n)，穷尽搜索的复杂性为，

 对于大的n(n>800)，要求n至少有一个大的素因子，
否则有可能被攻破。

3 2)(ln098.1 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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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椭圆曲线

 1985年，Neil Koblitz和Victor Miller分别
独立提出了椭圆曲线密码体制(ECC)，依
据是定义在椭圆曲线点群上的离散对数问
题的难解性，

 用来建立密码体制和数字签名体制，还可
建立密钥的公开交换体制。

 主要介绍Zp上的椭圆曲线(p是大于3的素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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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在域F上的曲线是满足Weierstrass方
程的点(x,y)F2的集合。所谓Weierstrass
方程就是如下形式：

 y2+a1xy+a3y=x3+a2x2+a4x+a6

 其中系数aiF(i=1,2,3,4,6)。如果方程平
滑 ， 即 f(x,y)=y2+a1xy+a3y-x3-a2x2-a4x-a6
的两个偏导数不同时为零。则该方程就
确定了一条椭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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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知道域F的特征，则可以简化方程的
一般形式。

 如果char(F)2，则可以令y’=y-(a1x-a3)/2，
 原方程可以化为一条同构曲线：

 y2 =x3+a’2x2+a’4x+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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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char(F)2，char(F)3，进一步代换：

 令x’=(2x-3a’2)/36, y’’=y’/216，
 则化成下面的形式（不再用x’，y’’）：

 y2=x3+ax+b
 如果多项式x3+ax+b没有重根，则该曲线

是平滑的，即该曲线定义了一条椭圆曲线。

 而多项式x3+ax+b没有重根，等价于判别
式4a3+27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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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char(F)=2则有两种情况：

 Weierstrass方程中的a1=0或者a10。
 若a1=0，做代换：(x,y)(x+a2,y)，生成下

面形式的曲线：

 y2+a’3y=x3+a’4x+a’6，称为超奇异曲线

 若 a10 ， 做 代 换 ： (x,y)( a1
2x+a3/a1,

a1
3y+(a1

2a4+a3
2)/a1

3)，生成下面形式的曲
线：

 y2+xy=x3+a’2x2+a’6，称为非奇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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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3.2：Zp上的椭圆曲线是由曲线方程
y2=(x3+ax+b)mod p所确定的所有曲线上的
点(x,y)(x,yZp)连同一个称为无穷远点O
一起组成的集合，记为EZp(a,b)。这里参
数a,bZp，满足4a3+27b2 ≠0mod p。

 已有结论表明，EZp(a,b)的元素个数范围
是

 |)(|21 pZEpp p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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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设E为Z11上的椭圆曲线y2=x3+x+6，
 如何确定椭圆曲线的点，对每个xZ11,计算t=x3+x+6mod11,

然后考察其值是否为某个数的平方 ，当然这是在模11下的 。
也就是所谓的模11平方剩余。

 利用Euler准则来判断是否为平方剩余。
 定理(Euler准则)：设p为素数，则对任意xZp

*，x是平方剩
余当且仅当 x(p-1)/2=1modp

 事实上x(p+1)/2=xmodp
 对素数p3mod4,模p的平方剩余的平方根是±t(p+1)/4mod p
 则本例为±t(11+1)/4mod11=±t3mod 11
 例：x=0,t=6, 6(11-1)/2=65=7mod11
 例：x=2,t=5, 5(11-1)/2=55=1mod11
 ±5(11+1)/4=±53=±3*5=±4,即4，7
 故
 E(Z11)={(2,4),(2,7),(3,5),(3,6),(5,2),(5,9),(7,2),(7,9),(8,3),(8,8),(10,2), (10,9),

O}
 即E(Z11)有13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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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合EZp(a,b)上引入运算“”，使得
EZp(a,b)构成阿贝尔群。

 设A=(x1,y1), B=(x2,y2)是EZp(a,b)上任意
两点，l是A和B的连线。

 若A=B，则l就退化为A点的切线。

 设l和曲线相交于另一点C(x3,y3)，
 l'是过点C平行于y轴的线，也就是说l’

是点C和无穷远点的连线，

 l'与曲线交于另一点D(x3,-y3)就是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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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AB，因为l是A和B的连线，所以l的方
程是y=kx+c，其中k=(y2-y1)/(x2-x1)，c=y1-kx1

 将它代入椭圆曲线方程：

 (kx+c)2=x3+ax+b，
 (2)当A=B，则椭圆曲线方程关于x求导，得：

 y'|x=x1=(3x1
2+a)/2y1=k。

 则直线方程l为y-y1=k(x-x1)。
 即y=kx+(y1-kx1)。
 令c=y1-kx1，则方程可表达为y=kx+c。
 将它代入椭圆曲线方程：

 (kx+c)2=x3+a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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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运算我们有

 ①对PE(Zp)，OP=P。
 ②对(x1,y1),(x2,y2)E(Zp)，
 若x1x2，则

 (x1,y1)(x2,y2)=(k2-x1-x2,-y1+k(x1-x3)) 。 其 中
k=(y1-y2)/(x1-x2), x3 =k2-x1-x2

 若x1=x2,y1=y2,则(x1,y1)(x1,y1)=(k2-2x1,-y1+k(x1-
x3))，其中k=(3x1

2+a)/2y1, x3 =k2-2x1,
 若x1=x2,y1=-y2,则(x1,y1)(x2,y2)=O
 容易证明(E(Zp),)为Abel群，其单位元是O，

而对(x,y)E(Zp)，其逆元-(x,y)=(x,-y)。
 E(Z11)中除单位元O外，其他元素都是E的生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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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域Fq上的椭圆曲线点群与有限域上的
乘法群Fq

*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
Abel群且元素个数比较接近。

 但前者有一个重要优势，在给定的有限域
Fq上，可以构造很多不同的椭圆曲线点群，
有许多不同的群阶可选择，

 提供了丰富的有限Abel群资源，这在密码
应用中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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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Ep(a,b)表示在曲线y2=x3+ax+b上生成的
交换群，其中域F=Zp。

 如果p＝2mod 3，且a=0，则Ep(0,b)是阶为
p+1的循环群(0<b<p)

 下面给出一种椭圆曲线上的RSA体制，该
系统是基于椭圆曲线EN(0,b)的。

 N=pq公开，素数p,q保密，使用的椭圆曲
线为EN(0,b)。且满足p=2mod 3, q=2mod 3

 明文空间和密文空间都是EN(0,b)。
 |EN(0,b)|=lcm(p+1,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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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开 密 钥 eZ|EN(0,b)| ， 并 且 gcd(e,
|EN(0,b)|)=1。

 秘密密钥d满足ed＝1 mod|EN(0,b)|
 加密算法：设m=(mx,my)是椭圆曲线上的点，

c=em
 解密算法：m=dc
 椭圆曲线上的RSA体制安全性取决于N的

分解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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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39.q=401,N=95839
 |EN(0,b)|=lcm(p+1,q+1)=16080
 随机取e=5891，则d=12971，公开N和e。
 若要加密明文(66321,24115),
 计算密文:
c=em=5891(66321,24115)=(79227,19622)
 解密时，

 计算：

dc=12971(79227,19622)= (66321,2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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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椭圆曲线密码体制(ECC)
 可以在椭圆曲线点群E(Fq)上定义离散对数问

题。

 定义3.3：设E(Fq)为椭圆曲线点群，PE(Fq)，
x为正整数，Q=xPE(Fq)，其中xP表示x个P
进行“”运算。由P和Q确定x，就称为椭圆
曲线离散对数问题。

 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目前还没有有效算法，
普遍认为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比整数分解问
题和Zp

*上的离散对数问题要难，

 有可能利用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建立更加安
全的公钥密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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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椭圆曲线上建立密码体制的基本方法是：

 选取有限域Fq和定义在Fq上的椭圆曲线E(Fq)，并取
E(Fq)上的一个阶为素数n的点(xP,yP)，有限域Fq、点
(xP,yP)和椭圆曲线参数a、b作为系统的公共信息；

 系统中的每个用户可在{1,2,n-1}中任选一个整数di作
为秘密密钥，在E(Fq)上计算ei=di(xP,yP)，ei就是用户的
公开密钥。

 建立椭圆曲线上的ElGamal密码体制：

 当用户A要向用户B发送信息m，

 先将m转换成E(Fq)的元素m'，
 在{1,2,n-1}中随机选取数k，
 分别计算y1=k(xP,yP),y2=m'keB，

 把(y1,y2)送给B；
 B收到(y1,y2)后，计算y2-dBy1=m',再转换成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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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在上例的椭圆曲线 E(Z11) 中取点
(xP,yP)=(2,7)，用户B选择随机整数d=5，A
将明文m=(10,2)E(Z11)加密送给B，

 e=5(2,7)=(((2,7)(2,7))((2,7)(2,7))(2,7)
 =((5,2)(5,2))(2,7)=(10,2)(2,7)=(3,6)
 该方法存在一个问题：

 要求明文空间由椭圆曲线中的点构成，而
目前并没有一个高效的确定性算法来产生
E中的点。

 Menezes和Vanstone提出了一个改进方案，
使得可以允许明文、密文不必是椭圆曲线
上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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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E为是Zp上的椭圆曲线，它包含一个循环子群H，并
且在H上离散对数问题是难处理的，明文mZp

* Zp
*，

密文cEZp
* Zp

*。
 取H上的生成元(x,y)，把Zp、点(x,y)和椭圆曲线参数a、

b作为系统的公共信息；
 系统中的每个用户可在{1,2,|H|-1}中任选一个整数di作

为秘密密钥，在E上计算ei=di(x,y)，ei就是用户的公开密
钥；

 用户A要向用户B发送信息m=(m1,m2)Zp
* Zp

*，先在
{1,2,|H|-1} 中 随 机 选 取 数 k ， 分 别 计 算
y0=k(x,y),(c1,c2)=keB,

 y1=c1m1mod p,y2=c2m2mod p，
 并把(y0,y1,y2)送给B；
 B 收到 (y0,y1,y2) 后，计算 (c1,c2)=dBy0,m1=y1c1

-1mod p,
m2=y2c2

-1mo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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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同前例一样取点(xP,yP)=(2,7)，用
户B选择随机整数d=5，用户A要将明文
m=(9,2)加密送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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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p110    11,12,13
补充：1.证明：对于0jm,有rj=sjr0+tjr1 
 2.证明：若gcd(n,b)=1,则
 b－1modn= tmmodn
 3.密钥的产生:A随机选取两个大素数P和Q，且它们与

(P-1)和(Q-1)互素，并计算P‘和Q’，使得

 PP‘=1mod(Q-1),QQ’=1mod(P-1)。
 A公布N=PQ为自己的公开密钥

 加密:当用户B要向A发送信息M时，就可利用N进行
加密：密文C=MNmodN

 解密：用中国剩余定理求M,使得M满足CP‘modQ=M, 
CQ’modP=M。

 证明：解密算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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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2：编程实现64bit的RSA(包括素
数和密钥对产生),实现传送SDES加密算
法所要用的密钥，并与SDES算法一起
形成传送SDES加密算法，然后用SDES
加密算法加密的完整体系。

 提供:说明文档,源码,可执行程序,通过加
密实验,给出运行结果.

 递交时间：必须在12月11日24点之前，
网上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