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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流密码系统中!线性复杂度是一个重要的密

码强度指标!为了抵抗
d,K&,8>=

J

/N>HH,

7

算法的攻

击!一个好的密钥序列必须具有大的线性复杂度
'

但

是仅仅具有大的线性复杂度仍然是不够的!序列中

改变几个比特就有可能导致其线性复杂度急剧下

降!根据这一点!文献(

*/#

)中提出了序列的
F

错线

性复杂度的概念#文献(

*

)中称之为球体复杂度$

:

一个好的密钥序列必须不仅要具有大的线性复杂

度!同时对较小的正整数
F

也要具有大的
F

错线性

复杂度
:

关于线性复杂度和
F

错线性复杂度的研究是流

密码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均有大量的

相关成果
:

其中!对于有限域
L

#

上的
#

-周期序列!

文献(

.

)中给出计算其线性复杂度的快速算法%而该

算法在文献(

*

!

!

)中被推广到了更广泛的情形#有限

域
PL

#

E

+

$上的
E

- 周期序列$

:

文献(

#

)中使用了

9%HF

序列作为辅助的记录工具!给出了计算有限域

L

#

上的
#

-周期序列
F

错线性复杂度#对某个
F

值$

的快速算法///

LF>=

J

/N>KF?D

算法%而按类似的方

式!有限域
PL

#

E

+

$上的
E

-周期序列的推广算法也

被提出#见文献(

*

!

"=2

)$

:

另外!在文献(

#

)的基础

上!文献(

0

)中展示了计算有限域
L

#

上的
#

-周期序

列
F

错线性复杂度#对所有可能的
F

值而不是某一

个
F

值$的算法///

S>IC,K/e>F,KH%D

算法
:

文献(

0

)

中的主要工作有"

"

对
LF>=

J

/N>KF?D

算法的步骤细

节做了抽象的归纳定义!并给出了关于
F

错线性复

杂度的一个结论及相应的严密证明%

#

以该结论为

核心!设计给出了
S>IC,K/e>F,KH%D

算法
:

随后!文

献(

1

)提出了有限域
PL

#

E

+

$上的
E

-周期序列的广

义
S>IC,K/e>F,KH%D

算法
:

我们注意到!由于采用了

不完全相同的途径!文献(

1

)仅推广了文献(

0

)中的

第二部分而没有涉及第一部分
:

本文的目标是将文

献(

0

)中第一部分的结论推广到更广泛的情形!并给

出相应的归纳定义和结论的严密证明
:

有限域
L

#

上的
#

-周期序列是有限域
PL

#

E

+

$上的
E

-周期序

列的最特殊的情形#

E

#̂

!

+ *̂

时$!其他情形基

本相似!且远比有限域
L

#

上的
#

-周期序列的情形

复杂
:

在推广的过程中!为了降低问题描述和理解

的复杂程度!在本文中仅考虑其余情形中的一

种///有限域
L

.

上的
.

- 周期序列!更广泛的情形

与之类似
:

本文讨论有限域
L

.

上的
.

-周期序列的
F

错线

性复杂度!通过引入伴随序列作为工具!得到了其
F

错线性复杂度和差错序列之间的一些性质!并利用

这些性质得到一个结论!该结论展示了关于
.

-周期

序列的
F

错线性复杂度的计算如何转化为关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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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是零序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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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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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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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
*

的
Z>==?D

E

重量
:

由于周期序列
.

_可由一个周期
.

决定!为方便

表示!在本文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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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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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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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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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用来指代整

个序列!也用来指代一个周期!将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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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6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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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简化表示
R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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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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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讨论的序

列都是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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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性

复杂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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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周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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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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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性复杂度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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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

*

!

!

)中所给出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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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

性复杂度的快速算法!其原理为递归地使用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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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

)中为了便于计算周期序列的
F

错线性

复杂度!首次提出并使用了辅助的记录工具
9%HF

序

列
:

自此!

9%HF

序列在
F

错线性复杂度的研究中被广

泛使用#见文献(

!=;

)$

:

其中!文献(

0

)使用了辅助

工具伴随序列#

9%HF

序列的一种变形形式$!讨论了

二元
#

-周期序列
F

错线性复杂度的性质
:

下面将伴

随序列的定义推广到三元
.

-周期序列上
:

定义
6:B

!

称三维向量
!̂

#

.

!

)

!

.

-

$为三元
.

-周

期序列
.

的伴随序列
:

其中!

.

-为序列
.

的周期长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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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矩阵!非负整数
)

,

@

表示将序列
.

中

元素
.

,

改变为
.

,

]

@

所需的最小代价#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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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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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6:C

!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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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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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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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线性复杂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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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义可以看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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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值表示的是将

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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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为序列
.]*

所需的最小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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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若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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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始值设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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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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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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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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