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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通信安全研究综述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无线通信领域

的深度融合，作为一种新兴的通信模式，
语义通信聚焦于语义层面的信息传输与
交互，凭借其独特优势，显著提升了通信
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在低时延、高流通密
度的通信应用场景中，语义通信技术突
破了传统基于经典信息论的语法通信，
为无线通信领域提供了新范式，拓宽了
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范畴．目前，语义通
信技术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在应
用过程中面临的安全问题尚未得到系统
梳理和全面分析．为进一步推动语义通
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首先对语义通信
系统中存在的各类安全威胁进行了分类
阐述；然后，详细介绍了语义通信系统中
模型安全和数据安全的研究现状；最后，
总结了语义通信安全研究所面临的挑
战，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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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作为现代信息论的基础理论，香农定律指导了无线通信系统的

发展，构建了信息传输的基础理论体系［１］，并将通信划分为 ３ 个层

次：１）语法层：通信符号如何准确地传输；２）语义层：传输的符号如何

精确地表达期望的含义；３）语用层：接收的信息如何以期望的方式影

响行为［２］ ．随着近几十年来无线通信系统的日益发展，尤其是 ６Ｇ 技术

的飞速发展，无线通信的系统容量日益接近香农极限．与此同时，万物

互联时代，在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技术的辅助下，通信

的目的逐渐转向对具体语义信息的精确传达．
语义通信（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通

信范式，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聚焦于传

输语义信息而非通信符号本身，对传输信息进行语义层面的分析和

处理，使得无线通信系统能够适应更加复杂和多变的应用场景，引发

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飞速发展［３⁃４］ ．目前，语义通

信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深度学习（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Ｌ）技术进行

语义特征的提取与传输［５］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语义通信在

通信效率、准确率及鲁棒性方面凸显出显著优势，其不仅大幅提升了

无线通信系统的传输效率与能力，而且在复杂多变的场景中展现出

卓越的抗干扰性能，在智能应用领域和下一代通信场景或恶劣环境

通信［６］中具备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无线通信信道的开放性和易接

入特性，为语义通信系统带来了与传统无线通信系统相似的安全挑

战．除此之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语

义通信架构也面临着深度学习技术自身存在的威胁带来的安全风险．
如图 １ 所示，一个端到端深度学习语义通信系统包含语义编解码

器、信道编解码器和收发端知识库等模块，其各个模块在无线信道传

输和网络模型架构更新过程中面临着多种安全攻击的威胁．典型地，
由于无线通信信道暴露在外部环境中，信号传输过程中容易受到窃

听攻击，从而导致信息泄露、篡改等［７］ ．在训练和使用过程中，深度网

络架构容易受到对抗性扰动、模型窃取、数据投毒等攻击［８］，导致网

络性能下降，甚至可能泄露敏感信息．因此，为了保障语义通信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语义通信系统中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语义通信安全技

术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语义通信安全研究的整体架构如图 ２ 所示．本文围绕着语义通信



　 　 　 　

图 １　 语义通信系统架构及安全攻击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ｔｔａｃｋｓ

图 ２　 语义通信安全研究整体架构

Ｆｉｇ 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系统中的模型安全和数据安全的主要攻击手段和防

御策略，对现有面向语义通信的安全技术研究进行

全面综述，并基于现有研究进展，总结语义通信安全

研究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展望语义通信安全研究的

未来发展趋势．

１　 语义通信模型安全研究现状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 ＡＩ 驱
动的语义通信系统的构建，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在语义通信系统中，模型架构的设计和优化是

实现系统功能的核心，也是语义通信的关键模块．高

性能的网络模型是确保语义通信系统实现高效性、
准确性和鲁棒性的关键．因此，网络模型也成为攻击

者的主要攻击目标，模型的安全性对整个系统的安

全性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１ １　 模型安全攻击

在深度学习架构中，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确

保模型的架构、权重参数或数据集的安全性，防止其

被非授权的用户获取或利用．当前，模型安全攻击手

段日益多样化，针对网络模型的典型攻击手段包括

数据投毒、后门攻击、对抗攻击和模型窃取等，这些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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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手段不仅在模型训练、测试、部署等多个阶段影

响网络输出准确性，而且会严重威胁基于深度学习

的语义通信系统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１ １ １　 数据投毒

语义通信系统中，语义信息的提取与准确重构

至关重要．通信过程中，合法通信双方所提供的数据

的质量和所依赖的网络架构的有效性，将直接影响

到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然而，在数据收集阶

段，合法用户所使用的数据集或知识库可能存在遭

受投毒攻击（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的风险．
数据投毒攻击通过在数据集、知识库中注入恶

意数据，破坏原始训练数据的分布，这不仅会对网络

模型的预测精度造成影响，还会影响网络模型的可

用性和数据的完整性，从而威胁整个语义通信系统

的安全性［９⁃１０］ ．常见的攻击方式包括：
１）基于标签翻转（Ｌａｂｅｌ Ｆｌｉｐｐｉｎｇ，ＬＰ）：攻击者直

接篡改目标类别训练数据的标签信息 ｙ，从而破坏数

据样本与标签之间的正常对应关系，以达到混淆模

型判别结果的目的，从而削弱或破坏网络模型的可

用性．在分类问题中的标签翻转攻击可以表示如下：
ＬＰ ｘ；ｙ( ) ＝ ｘ；ｙｐ( ) ，ｙｐ ∈ Ｙ － ｙ{ } ． （１）

其中： Ｙ 为原始标签集合，攻击者可随机或有选择地

选取中毒样本标签 ｙｐ 以达到攻击目标．
２）基于双层优化：攻击者将投毒问题转化为最

优化问题后，通过优化目标函数生成对目标模型的

训练产生负面影响的中毒样本，可表示为

ｘ∗
ｐ ＝ ａｒｇｍａｘ

ｘｐ
L１ ｆθ∗ ｘｖａｌ( ) ，ｙｖａｌ( ) ，

ｓ．ｔ．　 θ∗ ＝ ａｒｇｍｉｎ
θ

L２ ｆθ ｘｐ ∪ ｘｔｒａ( ) ，ｙｐ ∪ ｙｔｒａ( ) ． （２）

其中： ｘｐ，ｙｐ{ } 为中毒数据； ｘｔｒａ，ｙｔｒａ{ } ， ｘｖａｌ，ｙｖａｌ{ } 分

别为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双层优化问题通过

内层优化在中毒数据集 ｘｐ ∪ ｘｔｒａ{ } 上更新网络模型

参数 θ，并利用外层优化获得中毒数据样本 ｘ∗
ｐ ，使参

数集为 θ∗ 的模型 ｆ 在测试集上的损失函数最

大化［１１］ ．
１ １ ２　 后门攻击

在模型训练阶段，数据集或预训练模型的开放

性会导致网络模型极易遭受后门攻击（ｂａｃｋｄｏｏｒ ａｔ⁃
ｔａｃｋ）．攻击者通过在数据集或模型中嵌入触发器，使
模型在处理特定数据时激活触发器以操纵模型的预

测结果，而不对正常样本的结果产生影响，如下

所示：

ｆθ（ｘ） ＝
ｙｐ，　 　 ｘ ∈ ｘｐ{ } ，
ｙｖａｌ， 其他．{ （３）

其中： ｘｐ{ } 为带有触发器的数据集．这类攻击仅在

处理触发器时对模型结果产生影响，具有很强的隐

蔽性，导致网络架构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后门攻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数据投毒攻

击［１２］ ．传统数据投毒攻击主要旨在通过污染训练数

据来削弱模型的泛化能力，导致模型的可用性遭到

破坏；而后门攻击目的则是通过植入的触发器来进

一步操纵模型的预测结果，影响用户最终决策．语义

通信过程中，Ｚｈｏｕ 等［１３］提出一种语义符号后门攻击

范式，其通过在训练数据集中植入特定的触发样本

以更改发送方数据集中的语义符号和标签，导致接

收方在处理到触发样本时产生敌手预期的错误

输出．
１ １ ３　 对抗攻击

对抗攻击（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是指在模型推理阶

段，攻击者在正常样本中添加微小扰动以干扰网络

模型的正确预测结果，对测试样本的非随机扰动甚

至可以任意地操纵神经网络的输出［１４］ ．一般而言，如
果敌手掌握目标模型的结构与参数，其可利用原始

数据集最大化生成与原始数据相似的对抗样本，实
现对网络模型的干扰攻击．

在语义通信过程中，对抗攻击者会在数据样本

或无线信道内添加语义对抗扰动，这些对抗攻击样

本的存在会显著降低合法接收方的解码准确性，对
语义通信的合法通信方造成不利影响．常见攻击可

以分为有目标的攻击（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ｔｔａｃｋ）和无目标的攻

击（ｎ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ｔｔａｃｋ） ［１５］，分别如式（４）和式（５）
所示：

ｍｉｎ
ｒ

ｆθ ｘ ＋ ｒ( ) ＝ ｙｔ， （４）

ｍｉｎ
ｒ

ｆθ ｘ ＋ ｒ( ) ≠ ｙ． （５）

其中： ｒ为对抗扰动；（ｘ ＋ ｒ） 为所构造的对抗样本；ｙｔ

为敌手目标预测结果．
１ １ ４　 模型窃取

模型窃取攻击（Ｍｏｄｅ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ＭＥＡ）
是指在缺乏目标模型训练数据和算法细节等先验知

识的情况下，攻击者通过输入特定的查询数据并观

测模型输出，推断模型的内部网络架构与参数的攻

击手段．
随着机器学习模型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ＰＩ）的日益普及，使用

者利用个人数据集对模型进行定制化训练．然而，模
型的开放性使得攻击者能够利用 ＡＰＩ 公开访问网络

模型，并基于神经网络的泛化能力产生大量的输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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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 ｘ，ｙ{ } 以逼近原始模型 ｆθ ［１６］， 这类攻击不

仅侵犯了服务提供商的合法权益，还可能直接危及

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更严重地，一旦网络模型被

成功窃取，攻击者能够基于已有网络架构部署白盒

模型，并进行进一步的攻击，如数据污染或模型欺骗

等，进一步加剧对原始系统的安全威胁［１７⁃１８］ ．

１ ２　 模型安全防御手段

１ ２ １　 防数据投毒

为抵御数据投毒攻击，常见的防御方案包括数

据清洗和鲁棒训练，其中：数据清洗通过在训练数据

集中检测和识别中毒数据，以有效减少数据库中的

中毒样本，来保证训练过程中数据的可靠性和模型

的有效性；鲁棒训练则通过提高模型的鲁棒性来削

弱恶意数据对模型性能的影响，提高模型的泛化能

力，以避免模型被恶意攻击．
典型地，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等［１９］讨论了基于固定防御和

数据依赖防御的数据清洗防御策略，其通过检查完

整数据集并删除异常值的方式构造可行集合，并仅

在可行集上训练模型，而且通过球面距离和平面距

离的两类优化问题估计网络模型损失上界，以增强

模型对攻击的防御能力．针对标签数据投毒攻击，
Ｐｅｒｉ 等［２０］ 提 出 使 用 基 于 ｋ⁃最 近 邻 （ ｋ⁃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ｋＮＮ）的防御手段，用于标识和移除异常数

据，并通过消融实验确定合适的 ｋ 值，以确保防御策

略的有效性．
在鲁棒训练的防御方案中，Ｊａｇｉｅｌｓｋｉ 等［２１］ 提出

一种面向回归模型的防御手段，通过迭代估计回归

参数，并在每次迭代中利用修剪损失函数来移除具

有大残差的数据点，以在多轮迭代后隔离中毒数据，
实现了鲁棒性回归模型． Ｃｈｅｎ 等［２２］ 提出了 Ｄｅ⁃Ｐｏｉｓ
系统，利用生成对抗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ＧＡＮ）来增强训练数据的多样性，并通过学习

中毒样本和干净样本之间的预测差异，使得系统能

够在无先验知识的条件下识别中毒样本，实现了通

用的数据投毒防御手段．
１ ２ ２　 防后门攻击

在网络模型的安全性防护中，有效检测和防御

后门攻击至关重要，模型剪枝和后门检测技术是两

种常用的防御策略．模型剪枝技术通过移除神经元

等方式微调或重构遭受攻击的网络模型，从而显著

降低后门攻击带来的潜在风险；后门检测技术则通

过识别训练数据集中潜在的触发器样本，从而确定

是否存在后门攻击．

在剪枝和微调策略的基础上，Ｌｉｕ 等［２３］ 实现了

细粒度剪枝的防御手段，其通过移除在干净样本上

激活水平低的神经元来防止其被后门攻击者利用，
从而降低后门攻击成功率．类似地，基于后门模型处

理触发样本所需修改量更小的事实，Ｗａｎｇ 等［２４］ 通

过异常检测算法和逆向工程技术识别网络模型中具

有已知触发器的训练样本，还分别讨论了利用输入

滤波器移除触发器、利用神经元剪枝重构模型和利

用遗忘技术提高模型鲁棒性等方案，提升了模型抵

御后门攻击的有效性．
针对语义通信过程中潜在的后门攻击问题，

Ｚｈｏｕ 等［１３］设计了 Ｕ 形训练架构，使得通信双方的

数据集保持相互独立，以防止攻击者对任一方数据

集的单独投毒；同时，提出一种剪枝算法用于识别和

剪除与后门相关的神经元，在不损害重建精度的前

提下消除模型中潜在的后门．
１ ２ ３　 防对抗攻击

为降低对抗攻击对网络模型造成的安全性风

险，检测对抗攻击和基于对抗训练的防御方案被提

出并得到广泛研究．典型地，以 ｓｏｆｔｍａｘ 分类模型为

例，Ｌｅｅ 等［２５］基于马氏距离来衡量置信度分数并估

计异常样本与正常样本之间的差异，构建了检测异

常值和对抗样本的通用防御框架．在基于对抗训练

的防御策略中，网络模型使用者通过在训练集中增

加含有对抗扰动的样本数据，使得网络模型具有更

高的鲁棒性，从而降低对抗攻击的有效性．
在语义通信中，现有防对抗攻击的策略多基于

对抗训练实现，以增强网络模型和语义通信系统对

对抗样本的鲁棒性．面向语义对抗性扰动的存在，考
虑到无线通信系统中信道损伤造成的影响， Ｈｕ
等［２６］建立了样本相关和样本无关的语义噪声模型，
提出一种带有权重扰动的对抗训练方法来对抗语义

噪声，并开发了一种 ＶＱ⁃ＶＡＥ 模型和离散码本以适

配数字通信系统．类似地，Ｎａｎ 等［２７］建立了一种物理

层攻击者模型，其利用物理层对抗扰动生成器产生

面向语义的、可控的扰动以更好地模拟真实物理环

境的效果，并通过对抗训练方法增强语义通信系统

对攻击的抵御能力．基于生成对抗网络 ＧＡＮ，Ｔａｎｇ
等［２８］设计了一个能够在语义干扰存在的情况下准

确地恢复语义信息的鲁棒接收器，通过交替优化干

扰器和接收器，提高语义通信系统的安全性．
１ ２ ４　 防模型窃取

针对模型窃取攻击，模糊预测结果的防御策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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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网络模型返回混淆过后的预测输出，来降低

攻击者窃取模型参数和网络结构的准确率．以超参

数窃取攻击为例，Ｗａｎｇ 等［２９］ 提出通过对参数进行

舍入处理的操作，使攻击者获得的模型参数与原始

参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增加攻击者准确估计模

型参数的难度．类似地，聚焦于黑盒攻击下的模型窃

取攻击，Ｌｉ 等［３０］ 利用物理不可克隆函数（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Ｕｎｃｌｏｎａｂ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ＵＦ）实现了对深度神经网络输

出结果的模糊，确保合法用户能够准确恢复输出结

果，而攻击者无法获得有关 ＰＵＦ 响应的有效信息且

难以从混淆输出中提取有效模型信息． Ｌｅｅ 等［３１］ 在

模型最后的激活层中添加欺骗性扰动以最大化被窃

取模型的损失并保持原有模型的准确率，在保证用

户能够获得有用信息的前提下，显著限制攻击者窃

取模型的能力．
检测模型窃取攻击也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

Ｊｕｕｔｉ 等［３２］ 提出一种通用的检测模型窃取攻击的防

御系统 ＰＲＡＤＡ，该系统不依赖于模型的具体实现或

训练数据，而是通过判断查询样本之间的距离分布

是否偏离正态分布来发现异常 ＡＰＩ 查询行为． Ｊｉａｎｇ
等［３３］结合对抗训练、恶意查询检测、自适应查询响

应和所有权验证的方式，构建了检测 ＭＥＡ 的综合防

御架构，其中，恶意查询检测在最大 ｓｏｆｔｍａｘ 概率度

量的基础上，引入温度参数来度量异常查询与良性

查询之间的距离，提高了检测方案的准确率，有效抵

御了模型窃取攻击．

２　 语义通信数据安全研究现状

无线通信网络中的数据安全问题一直是无线安

全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通信数据量的迅猛

增加和交互延迟的持续降低，对无线网络通信数据

的安全交互和可靠流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输过

程中的安全形势也愈发严峻．与传统语法层面的无

线通信相比，语义通信架构下，合法通信方根据传输

任务提取所需要的语义特征信息，在模型部署和通

信阶段，交互数据不仅涵盖了数据集和知识库等基

础信息，还可能蕴含用户潜在的敏感数据信息，面临

着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

２ １　 数据安全攻击

在语义通信过程中，网络模型的训练与部署、特
征信息的传输与交互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用户数

据的处理和交换，然而，网络架构和无线信道的开放

性为恶意攻击者提供了潜在的攻击途径．具体而言，

在网络模型部署和无线通信的数据传输环节，恶意

攻击者可通过隐私攻击、无线窃听、数据篡改等攻击

手段对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构成威胁，不仅侵害

了用户的隐私权益，也对敏感信息的安全保护构成

了实质性的挑战．
２ １ １　 隐私攻击

隐私攻击（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ｔｔａｃｋ）一般发生在模型推理

阶段，常见攻击方式包含模型逆向攻击和推理攻击．
模型逆向攻击（Ｍｏｄｅｌ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ＭＩＡ）是指攻

击者通过分析网络模型的输出，利用反向数据流来

逆向推断训练数据集的攻击手段［３４］ ．语义通信系统

中，Ｃｈｅｎ 等［３５］ 提出一种 ＭＩＡ 与窃听攻击相结合的

攻击方式，攻击者首先截获无线信道内传输的语义

信息，再通过模型逆向尝试重建原始消息，导致用户

的隐私信息泄露，传输数据的机密性遭到破坏．
推理攻击一般包含成员推理攻击和属性推理攻

击．成员推理攻击的目的是确定隐私的训练数据集

中是否包含某条或某些特定的个体数据记录，而属

性推理攻击用于获取训练数据集的统计属性或分布

特征，导致数据的完整性和机密性遭到破坏［３６］ ．模型

逆向攻击和推理攻击的区别在于，模型逆向攻击是

从网络模型的输出中逆向获取输入数据集，导致整

个数据集的机密性受到严重威胁，而推理攻击一般

仅获取数据集的一般特性，而非原始数据．
２ １ ２　 无线窃听

语义通信系统中除模型训练、部署阶段可能遭

遇的安全威胁外，系统无线传输的特性同样带来了

一系列的安全挑战．无线信道固有的开放性和易接

入性，使得在信道内以明文形式传输的语义特征信

息极易遭受窃听攻击，无线信道内的窃听装置利用

电磁波在空间自由传输的特性，调整设备接收频率

即可截获信道内传输的信息．
如图 ３ 所示，在信号传输过程中，由于窃听装置

不主动发射信号而仅处于接收模式，合法通信双方

往往难以察觉窃听攻击的存在．这种隐蔽性使得用

户敏感信息面临泄露的风险，进而对无线通信系统

在数据机密性保护方面构成极大的安全风险．在无

线通信系统中，攻击者利用窃听手段非法获取敏感

信息后，可能进一步实施如假冒、伪造和篡改等更具

威胁性的攻击，这些行为将对合法通信用户的数据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２ １ ３　 数据篡改

数据篡改是指攻击者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对数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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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语义通信系统无线窃听和数据篡改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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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问权限，并未经授权地修改或更改原始数据内

容［３７］，这类攻击不仅会破坏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

性，使数据失去原有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还可能导致

基于数据的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出结果出现偏差，误
导用户做出错误的决策，对系统的可靠性和用户利

益造成严重的危害．
在语义通信系统中，包括数据收集、模型训练、

模型推理以及无线传输在内的各个环节均面临着数

据被篡改的风险，例如，模型安全中的数据投毒、后
门攻击等也属于数据篡改攻击的范畴．这些攻击对

合法用户之间交互的数据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风险，
严重威胁着用户敏感数据和隐私信息的机密性、完
整性和系统的可靠性．如图 ３ 所示，特别是在无线传

输过程中，篡改攻击不仅会破坏传输信息的完整性

和真实性，还会直接干扰用户接收到的最终输出结

果，从而对系统的整体可用性产生不利影响．

２ ２　 数据安全防御手段

２ ２ １　 防隐私攻击

为防止网络模型遭受隐私攻击而导致的用户隐

私泄露，已有研究通过提高模型的鲁棒性来实现对

隐私数据的安全保护．基于互信息正则化的防御机

制，Ｗａｎｇ 等［３８］ 在损失函数中引入正则化项，来最小

化模型输入输出之间的互信息，以削弱网络模型输

入输出之间的依赖关系，而且建立了适用于不同模

型的正则化近似方法，从而有效抵御推理攻击．针对

黑盒模型下的模型逆向攻击，Ｗｅｎ 等［３９］ 设计并建立

了攻击者网络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的梯度信息来计

算可以添加到目标模型输出上的对抗性噪声向量，
从而在确保目标模型预测准确率的同时，最大化逆

向攻击的误差，限制模型逆向攻击者的能力．类似

地，Ｇｏｎｇ 等［４０］提出一种利用生成对抗网络的防御手

段，构造了逆向公共样本和逆向私有样本，并向合法

输出标签中添加误导特征来抵御多种隐私攻击．
与此同时，基于同态加密、安全多方计算、差分

隐私等典型密码技术的机器学习隐私安全保护架构

也已有研究，在密码算法和安全协议的支撑下，深度

学习网络能够在不泄露参与方隐私的同时实现模型

的训练和部署，并获得预期结果，其中，同态加密支

持对密文进行运算并保证结果与明文运算结果一

致，安全多方计算技术允许多参与方在保护各自隐

私的前提下获得函数结果，而差分隐私通过在数据

集上添加噪声实现对个体数据的保护．在安全多方

计算攻击模型中，Ｚｈｅｎｇ 等［４１］ 提出一种在不共享原

始数据的情况下安全训练网络模型的多方协作系

统，并结合同态加密和零知识证明相关技术，实现了

对参与方数据隐私的保护．针对边端协同场景下的

隐私攻击，Ｌｉ 等［４２］不仅基于分割学习原理实现了对

真实输出标签的隐藏，而且通过在传输数据中加入

拉普拉斯分布的随机噪声实现了差分隐私机制，在
不泄露有用信息的前提下增加了数据的随机性，提
供了敏感信息的机密性保护．

语义通信系统中，对所提出的模型逆向窃听攻

击，Ｃｈｅｎ 等［３５］实现了基于随机排列和替换的防御方

法，该方案旨在防止攻击者有效地重建原始信息，从
而提高传输数据的机密性和网络系统的安全性．为
抵御模型逆向攻击，Ｗａｎｇ 等［４３］ 提出一种基于信息

瓶颈理论和对抗学习的语义通信系统，通过对抗学

习训练编码器，产生抗攻击的语义特征，以增强系统

的隐私保护能力．针对通信节点的知识库差异导致

的逆向攻击，Ｃｈｅｎｇ 等［４４］ 提出使用知识映射和消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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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减少收发两端的知识差异，并使用路径切断方法

来防止敏感数据遭到泄露．
２ ２ ２　 防无线窃听

为防止传输的语义特征数据遭受窃听攻击，常
用的关键技术之一是加密．合法通信方对传输内容

进行加密处理，只有合法接收方才可以解密信息，防
止信息被非授权人员获取或访问，为传输数据提供

了机密性保护，进而保障了无线通信系统的传输安

全．基于公钥密码体制，Ｔｕｎｇ 等［４５］ 将计算难题转化

为复合噪声，实现了联合信源⁃信道编码的图像安全

语义通信方案．在对抗训练网络支持加密通信的研

究基础上，Ｌｕｏ 等［４６］ 设计了面向文本信息传输的隐

私保护加密语义通信系统，以确保在加密和未加密

模式下通信的准确性，并防止攻击者重建原始语义

信息；Ｚｈａｎｇ 等［４７］ 提出了兼顾语义和安全性的图像

传输系统，通过在损失函数中引入窃听重构误差，达
到传输效率和隐私保护的平衡．类似地，Ｘｕ 等［４８］ 在

图像传输过程中引入保护模块和去保护模块，实现

了对传输数据的机密性保护．对抗加密方案模型如

图 ４ 所示，通过设计合法通信双方和攻击者的损失

函数，使合法接收方能够对消息进行准确重构，并限

制攻击者重构能力以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的安全性．

图 ４　 加密语义通信对抗训练网络示意图

Ｆｉｇ ４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除了上述加密方案，Ｋｈａｌｉｄ 等［４９］ 在元宇宙背景

下，基于量子机器学习技术将数据的语义信息编码

为量子态，并通过量子匿名通信协议进行传输，实现

用户间的安全可靠交互．类似地，结合量子密钥分发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Ｋｅ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ＱＫＤ）和语义信息通信系

统架构，Ｋａｅｗｐｕａｎｇ 等［５０］ 提出在边缘设备间利用

ＱＫＤ 构建满足语义信息传输安全需求的密钥，实现

面向语义通信的 ＱＫＤ 协作管理网络．与此同时，基
于混沌加密的安全语义通信方案也逐渐得到关注和

研究，混沌加密方案以结构复杂且高随机性的混沌

序列作为密钥，保障传输内容的机密性［５１］ ．在正交频

分复用无源光网络 （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ＤＭ⁃ＰＯＮ）下，
Ｍａ 等［５２］ 在提取传输信息中的语义特征后，使用厄

农映射产生混沌序列，加密 １６ＱＡＭ 的 ＯＦＤＭ 信号，
以解决语义光通信系统中的安全问题．

以信息论为基础，物理层安全方案利用物理介

质的固有特征或信道噪声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实
现了物理层密钥协商和对非法窃听的有效干

扰［５３⁃５４］ ．聚焦于物理层密钥协商技术，Ｚｈａｏ 等［５５］ 探

究了语义通信过程中特有的随机现象———语义漂

移，并提出了物理层语义密钥生成方案．类似地，Ｑｉｎ
等［５６］ 直接利用双语评估替补（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ｕｄｙ，ＢＬＥＵ）分数的随机性生成物理层语义密

钥，实现了加密和子载波级的数据混淆．结合图像语

义传输系统，Ｒｏｎｇ 等［５７］量化图像中包含的语义信息

量，并构建了细粒度的 ＯＦＤＭ 子载波分配方案，实现

了自适应传输和物理层加密方案．结合 Ｗｙｎｅｒ 窃听

模型和语义通信架构，Ｄｕ 等［５８］ 提出了面向语义物

联网场景的安全性能指标，重新定义了语义保密中

断概率等评估指标以量化语义物联网系统的安全

性．Ｍｕ 等［５９］ 提出一个语义辅助的保密传输框架，合
法通信双方在窃听信道模型下，传输语义流以干扰

恶意节点对比特流的窃听，增强无线信道传输的安

全性．结合同时发射和反射的可重构智能表面（Ｓｉｍ⁃
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ＡＲ⁃ＲＩＳ），Ｗａｎｇ 等［６０］ 利用波束

成形技术增强了基站和目标用户之间的语义通信信

号传输，并对窃听用户造成干扰．
２ ２ ３　 防数据篡改

为了抵御数据篡改攻击并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常用的防御措施包括完整性校验机制，这些机制依

赖于哈希算法和数字签名等技术来确保数据及其来

源的真实性．哈希算法利用其单向性和抗碰撞性，生
成数据的唯一消息摘要（哈希值），并通过比较数据

的摘要是否发生变化来迅速检测数据篡改；而数字

签名技术则基于公钥密码体制，通过私钥签名和公

钥验证的机制，确保了传输数据的完整性和消息源

身份的可信性．与此同时，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进

步，其所固有的去中心化、非篡改、可公开和匿名等

７
学报，２０２５，１７（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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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不仅为解决数据篡改、溯源困难等安全问题提

供了有效手段，还为构建安全、可靠且透明的数据交

互系统引入了新的机制．
在端到端语义通信系统架构下，为防止数据被

恶意篡改，Ｌｉｕ 等［６１］提出的 Ｓ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 构造了可生

成语义签名的插拔模块，为在线语义通信系统所传

输的语义特征信息提供了完整性保护．除此之外，在
分布式语义通信系统中，聚焦于 Ｗｅｂ３．０ 中的高效安

全信息交互，Ｌｉｎ 等［６２⁃６３］ 提出利用零知识证明、区块

链和智能合约等技术，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不可篡

改性，其中，零知识证明允许在不获取原数据的前提

下验证数据的真实性，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本身的防

篡改机制也限制了恶意节点的行为．同样地，为了在

元宇宙背景下提供安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ＩＧＣ）服务，Ｌｉｎ 等［６４］

构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语义通信架构，其利用区

块链技术来建立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确保数据的

真实性，并防止数据被恶意篡改．

３　 语义通信安全研究面临的挑战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提出了各类方法以抵御语义

通信场景下存在的安全威胁，但是面向语义通信的

安全技术研究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挑战，
包括安全性评估、技术创新和复杂应用场景等带来

的挑战．未来语义通信安全领域的研究将深入挖掘

并结合语义通信场景的内在特性，并通过与网络安

全领域的研究成果相融合，确保无线通信系统的安

全性与稳定性，为语义通信系统建立更为坚固的安

全防线．

３ １　 语义通信的安全性评估的挑战

目前，面向语义通信系统的安全研究在架构和

协议层面不断取得显著进展，但其在安全性分析上

仍面临着严峻挑战，特别是缺乏精准的安全性分析

与评估方法，给系统的安全性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

性．尽管部分工作对方案的安全性进行了一定的讨

论与评估，但大多依赖于实验验证，即通过实验证明

攻击者无法有效重构语义信息等方法来验证安全

性，缺乏一套全面和客观的评估指标和标准．此外，
这种验证方法通常局限于已知的攻击模式和测试条

件，而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存在未知的攻击方式，导致

原防御方案的安全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因此，需综

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算法的复杂性、抗攻击的能

力、隐私保护的强度以及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等，构建

全面衡量安全性水平的评估框架．
与此同时，语义通信系统中各个编解码模块大

多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架构实现，这些网络模型包含

大量参数和复杂层级结构，以便通过训练学习获得

预测结果，并准确地处理数据．然而，深度神经网络

目前通常被认为是黑盒模型，在预测和使用时，模型

内部的工作机制和原理难以被理解和解释．深度学

习的不可解释性使得基于数学证明的理论分析方

法，在验证语义通信安全性上存在困难，不能直接分

析系统、协议或算法安全性．因此，基于深度学习的

语义通信系统的安全研究，需要从网络架构的特性

出发，设计与神经网络相适应的安全性评估及分析

方法．
另外，从性能评估角度出发，目前提出的语义通

信安全方案往往都是基于网络架构的，其安全性与

网络架构的设计密切相关，涉及物理层、语义层、应
用层等多层次多组件的信息交互与协同．在评估基

于网络架构的语义通信安全方案的性能时，需要考

虑到各个层次和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安全策

略的实现方式．与传统的依赖于特定安全设备或算

法以提供安全性的方案相比，语义通信安全技术的

安全性能评估更为困难，需要针对其特殊性和复杂

性在评估方法和度量标准上进行适当调整，以确保

语义通信安全方案性能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

信度．

３ ２　 语义通信安全技术层面的挑战

语义通信作为一种新兴的通信范式，其理论框

架和技术体系尚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目
前，研究工作主要聚焦于技术层面的深入探索和应

用领域的广泛拓展．与此同时，尽管面向语义通信系

统的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现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

段，但仍存在诸多技术层面上的挑战亟待解决．当
前，部分研究工作主要是基于语义通信的系统架构，
面向新兴应用场景，在概念层面上提出了可供参考

的模型架构，然而，这些研究目前尚缺乏具体的、可
实施的技术细节，在实际应用中难以有效抵御安全

威胁．此外，攻击者能力和攻击手段的不断变化，也
给语义通信系统的安全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
此，在语义通信架构下，灵活智能的安全技术仍然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并构建切实可行的技术路

线细节．
语义通信系统与安全技术相结合，会不可避免

地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性能损失．除此之外，安全模块

８
施继婷，等．语义通信安全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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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入将会进一步提升原有通信网络模型的复杂

度，而以提升安全性为目的的交互数据量的增长也

可能会引入额外的信令与通信开销，会对通信性能

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低延时、高流量密度的应

用场景中，这种影响尤为显著，给通信需求的权衡带

来了更复杂的挑战．因此，在推进语义通信系统与安

全技术融合的过程中，要从语义通信系统的实际应

用需求出发，探究解决通信安全与通信性能之间矛

盾的有效策略，以实现安全策略与通信需求的有效

平衡．
与此同时，目前语义通信安全研究往往未能充

分探讨语义通信系统自身跨层通信的结构特点，多
数研究仅聚焦于上层或物理层等单一层面的安全保

障，跨层语义通信的安全研究尚处在相对匮乏的状

态，且不同域之间的信息交互和数据共享也需要建

立跨域信任和管理机制．尽管已有研究着眼于语义

通信系统的加密技术、物理层安全技术及隐蔽通信

技术等方面，但对与特定应用场景相适配的密码算

法或安全协议的深入研究仍显不足，而且许多现有

安全架构尚未与语义通信系统实现有效融合，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安全策略的实施效果．因此，为构建

更为完善的语义通信安全架构体系，需要综合考虑

并充分利用如差分隐私、同态加密、多方安全计算等

多种安全技术，并建立有效的跨域信任机制，包括身

份验证、授权和安全审计等以增强语义通信系统的

安全防护能力，从而确保无线通信环境的安全性与

可靠性．

３ ３　 语义通信安全应用层面的挑战

随着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语义通信的应用场

景和领域正不断拓展．然而，面向实际应用的语义通

信模型普遍存在架构各异的问题，尚未建立完善且

统一的语义通信技术标准体系，这也导致在应用层

面上不断出现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
从信息源的角度来看，语义通信传输的并非仅

限于文本、语音、图像、视频等单一模态的数据，而是

多种模态数据的融合．然而，目前大部分安全技术研

究主要面向图像、文本等单模态数据，多模态应用场

景下的安全技术研究稍显不足．由于不同模态数据

的处理与安全传输往往依赖于不同的安全策略，在
部署安全语义通信系统时，必须考虑多模态数据之

间的差异性与相似性，从而构建安全高效的语义通

信范式．
从应用场景的角度出发，语义通信可广泛应用

于多种智能领域和下一代通信场景中．由于不同应

用场景下的语义通信架构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安全

性的需求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会导致安全技术和

策略难以简单迁移，在适用性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在面向语义通信的安全技术研究过程中，必须

综合考虑具有普适性的通用安全策略和面向特定场

景的专用安全策略，以确保安全研究的全面性与实

用性．
在语义通信过程中，用户的个人信息与隐私数

据的安全至关重要．在语义通信的发展进程中，制定

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建立合法合规的技术标准，是
不可或缺的可靠前提，这些举措也能够进一步推动

语义通信系统的持续发展，为语义通信安全提供

保障．

４　 结束语

目前，面向语义通信中的安全问题及其应对策

略的研究仍处在萌芽阶段，如何有效保障语义通信

系统的模型安全和传输数据安全仍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热点问题，且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本文主

要围绕语义通信系统的安全研究展开综述，基于语

义通信网络架构的独特性，深入剖析了模型训练、推
理、部署以及无线传输等多个阶段中语义通信系统

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并概述了各类攻击及其防御手

段的研究现状．最后，总结了目前语义通信安全研究

在安全性评估、技术创新和实际应用等多个层面所

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语义通信系统下安全研究的

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Ｃ Ｅ．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Ｔｈｅ Ｂｅ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４８，２７（３）：
３７９⁃４２３

［ ２ ］　 Ｗｅａｖｅｒ Ｗ．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Ｍ ］． Ｕｒｂａｎａ⁃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

［ ３ ］　 Ｓｔｒｉｎａｔｉ Ｅ Ｃ，Ｂａｒｂａｒｏｓｓａ Ｓ．６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ｅｙｏｎ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２１，１９０：１０７９３０

［ ４ ］　 Ｘｉｅ Ｈ Ｑ，Ｑｉｎ Ｚ Ｊ，Ｌｉ Ｇ Ｙ，ｅｔ ａｌ．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２１，６９：２６６３⁃２６７５

［ ５ ］　 Ｑｉｎ Ｚ Ｊ， Ｔａｏ Ｘ Ｍ， Ｌｕ Ｊ Ｈ， ｅｔ 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Ｊ］． ａｒＸｉｖ ｅ⁃
Ｐｒｉｎｔ，２０２２，ａｒＸｉｖ：２２０１．０１３８９

［ ６ ］　 王衍虎，郭帅帅．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语义通信：现状，

９
学报，２０２５，１７（１）：１⁃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５，１７（１）：１⁃１２



挑战与展望［Ｊ］．移动通信，２０２４，４８（２）：１６⁃２１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ｈｕ，ＧＵＯ Ｓｈｕａｉｓｈｕａｉ．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Ｊ］．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４， ４８ （ ２）：
１６⁃２１

［ ７ ］　 Ｚｏｕ Ｙ Ｌ，Ｚｈｕ Ｊ，Ｗａｎｇ Ｘ Ｂ，ｅｔ ａｌ．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６， １０４ （ ９）：
１７２７⁃１７６５

［ ８ ］　 Ｈｅ Ｙ Ｚ， Ｍｅｎｇ Ｇ Ｚ， Ｃｈｅｎ Ｋ， ｅｔ ａｌ．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ｏｆ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４８ （ ５ ）：
１７４３⁃１７７０

［ ９ ］　 Ｘｉａ Ｇ Ｍ，Ｃｈｅｎ Ｊ，Ｙｕ Ｃ Ｄ，ｅｔ ａｌ．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ｉｎ ｆｅｄ⁃
ｅｒ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 ｓｕｒｖｅｙ ［ Ｊ］．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２３， １１：
１０７０８⁃１０７２２

［１０］　 姜文博．机器学习中的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研究［Ｄ］．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２０２３
ＪＩＡＮＧ Ｗｅｎｂ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ｅ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

［１１］　 Ｍｅｉ Ｓ Ｋ，Ｚｈｕ Ｘ Ｊ．Ｕｓ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ｏｐ⁃
ｔｉｍ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 Ｊ］．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ＡＡ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２９（１）：２８７１⁃２８７７

［１２］　 Ｃｈｅｎ Ｘ Ｙ，Ｌｉｕ Ｃ，Ｌｉ Ｂ，ｅｔ 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ｂａｃｋｄｏｏｒ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Ｊ］．ａｒＸｉｖ
ｅ⁃Ｐｒｉｎｔ，２０１７，ａｒＸｉｖ：１７１２．０５５２６

［１３］　 Ｚｈｏｕ Ｙ Ｈ，Ｈｕ Ｒ，Ｑｉａｎ Ｙ．Ｂａｃｋｄｏｏｒ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
ｏ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ｙｍｂｏ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ｒＸｉｖ ｅ⁃Ｐｒｉｎｔ，２０２４，ａｒＸｉｖ：２４０４．１３２７９

［１４］　 Ｋａｎｇ Ｊ Ｗ，Ｈｅ Ｊ Ｙ，Ｄｕ Ｈ Ｙ，ｅｔ 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ｓ［Ｊ］．ＩＥＥＥ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３，３０
（４）：４８⁃５５

［１５］　 Ｓａｇｄｕｙｕ Ｙ Ｅ，Ｅｒｐｅｋ Ｔ，Ｕｌｕｋｕｓ Ｓ，ｅｔ ａｌ．Ｉ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ｅ？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ｏｍａｉ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ａｔ⁃
ｔａｃｋｓ ［ Ｊ ］．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２３， ６１
（１１）：５０⁃５５

［１６］　 Ｔｒａｍèｒ Ｆ， Ｚｈａｎｇ Ｆ， Ｊｕｅｌｓ Ａ， ｅｔ ａｌ．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ｖｉ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ＰＩｓ［Ｃ］ ／ ／ ２５ｔｈ ＵＳＥＮＩＸ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ＵＳＥＮＩＸ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６）．Ａｕｇｕｓｔ １０－
１２，２０１６，Ａｕｓｔｉｎ，ＴＸ，ＵＳＡ．ＵＳＥＮＩＸ，２０１６：６０１⁃６１８

［１７］　 Ｐａｐｅｒｎｏｔ Ｎ，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Ｐ， 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 Ｉ， ｅｔ 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ｌａｃｋ⁃ｂｏｘ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Ｃ］ ／ ／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７ ＡＣＭ Ａｓｉ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 ２ － ６， ２０１７，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ＡＣＭ，２０１７：５０６⁃５１９

［１８］　 任奎，孟泉润，闫守琨，等．人工智能模型数据泄露的
攻击与防御研究综述 ［ Ｊ］．网络与信息安全学报，
２０２１，７（１）：１⁃１０
ＲＥＮ Ｋｕｉ，ＭＥＮＧ Ｑｕａｎｒｕｎ，ＹＡＮ Ｓｈｏｕｋｕｎ，ｅｔ 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２１，７（１）：１⁃１０
［１９］ 　 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Ｊ，Ｋｏｈ Ｐ Ｗ Ｗ，Ｌｉａｎｇ Ｐ Ｓ．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ｓ［Ｃ］ ／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ＩＰＳ２０１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
９，２０１７，Ｌｏｎｇ Ｂｅａｃｈ，ＣＡ，ＵＳＡ．ＮＩＰ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
３５２０ ⁃ ３５３２

［２０］　 Ｐｅｒｉ Ｎ，Ｇｕｐｔａ Ｎ，Ｈｕａｎｇ Ｗ Ｒ，ｅｔ ａｌ．Ｄｅｅｐ ｋ⁃Ｎ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ｌｅａｎ⁃ｌａｂｅｌ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ｓ ［ Ｃ ］ ／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 －
２８，２０２０，Ｏｎｌｉｎｅ．Ｃｈａ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２０：５５⁃７０

［２１］　 Ｊａｇｉｅｌｓｋｉ Ｍ， Ｏｐｒｅａ Ａ， Ｂｉｇｇｉｏ Ｂ，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 ／ ／ ２０１８ ＩＥＥ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Ｐ）．Ｍａｙ ２１－２３，２０１８，Ｓａｎ 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８：１９⁃３５

［２２］　 Ｃｈｅｎ Ｊ，Ｚｈａｎｇ Ｘ Ｘ，Ｚｈａｎｇ Ｒ，ｅｔ ａｌ．Ｄｅ⁃Ｐｏｉｓ：ａｎ ａｔｔａｃｋ⁃ａｇ⁃
ｎｏｓｔｉｃ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ｓ ［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２１，１６：３４１２⁃３４２５

［２３］　 Ｌｉｕ Ｋ，Ｄｏｌａｎ⁃Ｇａｖｉｔｔ Ｂ， Ｇａｒｇ Ｓ． Ｆｉｎｅ⁃ｐｒｕｎｉｎｇ：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ｂａｃｋｄｏｏｒ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ｄｅｅ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１２，２０１８，Ｈｅｒａｋ⁃
ｌｉｏｎ，Ｇｒｅｅｃｅ．Ｃｈａ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８：２７３⁃２９４

［２４］　 Ｗａｎｇ Ｂ Ｌ，Ｙａｏ Ｙ Ｓ，Ｓｈａｎ Ｓ，ｅｔ ａｌ．Ｎｅｕｒａｌ ｃｌｅａｎｓｅ：ｉｄｅｎｔｉｆ⁃
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ｄｏｏｒ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 ／ ／ ２０１９ ＩＥＥ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Ｐ）．Ｍａｙ １９－２３，２０１９，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ＩＥＥＥ，
２０１９：７０７⁃７２３

［２５］　 Ｌｅｅ Ｋ，Ｌｅｅ Ｋ，Ｌｅｅ Ｈ，ｅｔ ａｌ．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ｏｕｔ⁃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ｓ［Ｊ］．ａｒＸｉｖ ｅ⁃Ｐｒｉｎｔ，２０１８，ａｒＸｉｖ：１８０７．０３８８８

［２６］　 Ｈｕ Ｑ Ｙ，Ｚｈａｎｇ Ｇ Ｙ，Ｑｉｎ Ｚ Ｊ，ｅｔ ａｌ．Ｒｏｂｕｓ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ｓｋｅｄ ＶＱ⁃ＶＡＥ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ｃｏｄｅｂｏｏｋ
［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３，２２（１２）：８７０７⁃８７２２

［２７］　 Ｎａｎ Ｇ Ｓ， Ｌｉ Ｚ Ｃ， Ｚｈａｉ Ｊ Ｌ，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ａｙｅｒ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ＩＥＥ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３，４１（８）：２５９２⁃２６０８

［２８］　 Ｔａｎｇ Ｒ，Ｇａｏ Ｄ Ｈ，Ｙａｎｇ Ｍ Ｘ，ｅｔ ａｌ．ＧＡＮ⁃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 ｊａｍ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ｊａｍｍ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Ｃ］ ／ ／ ２０２３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 ＩＣＣ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ｓ）．Ｍａｙ ２８－Ｊｕｎｅ １，２０２３，Ｒｏｍｅ，Ｉｔａｌｙ． ＩＥＥＥ，２０２３：
１６２３⁃１６２８

［２９］　 Ｗａｎｇ Ｂ Ｈ， Ｇｏｎｇ Ｎ Ｚ．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Ｃ ］ ／ ／ ２０１８ ＩＥＥ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Ｐ）．Ｍａｙ ２０－２４，２０１８，Ｓａｎ 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８：３６⁃５２

［３０］　 Ｌｉ Ｄ Ｗ，Ｌｉｕ Ｄ，Ｇｕｏ Ｙ，ｅｔ ａｌ．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ｅｘ⁃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ｕｎｃｌｏｎａｂ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３，６２８：１９６⁃２０７

［３１］　 Ｌｅｅ Ｔ，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Ｂ， Ｍｏｌｌｏｙ Ｉ， ｅｔ ａｌ．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０１
施继婷，等．语义通信安全研究综述．

ＳＨＩ Ｊｉｔｉｎｇ，ｅｔ 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 Ｃ ］ ／ ／ ２０１９ ＩＥＥ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ＳＰＷ）． Ｍａｙ ２３，２０１９，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９：４３⁃４９

［３２］　 Ｊｕｕｔｉ Ｍ，Ｓｚｙｌｌｅｒ Ｓ，Ｍａｒｃｈａｌ Ｓ， ｅｔ ａｌ． ＰＲＡＤ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Ｎ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ｓ ［ Ｃ］ ／ ／ ２０１９ ＩＥ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Ｊｕｎｅ １７－
１９，２０１９，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Ｓｗｅｄｅｎ．ＩＥＥＥ，２０１９：５１２⁃５２７

［３３］　 Ｊｉａｎｇ Ｗ Ｂ，Ｌｉ Ｈ Ｗ，Ｘｕ Ｇ Ｗ，ｅｔ ａｌ．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
ｆｅｎｓ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ｓ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２４，２１（２）：６８５⁃７００

［３４］　 Ｆａｎｇ Ｈ，Ｑｉｕ Ｙ Ｘ， Ｙｕ Ｈ Ｙ， ｅｔ 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ｎ
ＤＮＮｓ：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
［Ｊ］．ａｒＸｉｖ ｅ⁃Ｐｒｉｎｔ，２０２４，ａｒＸｉｖ：２４０２．０４０１３

［３５］　 Ｃｈｅｎ Ｙ Ｈ，Ｙａｎｇ Ｑ Ｑ，Ｓｈｉ Ｚ 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ａｖｅｓ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 ｉ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 ／ ／ ２０２３ ＩＥＥ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 － ８， ２０２３，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ＩＥＥＥ，
２０２３：５１７１⁃５１７７

［３６］　 Ｊｅｇｏｒｏｖａ Ｍ，Ｋａｕｌ Ｃ，Ｍａｙｏｒ Ｃ，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ｌｅａ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ｔ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２３，４５（７）：
９０９０⁃９１０８

［３７］　 林飞，刘佳宁，焦强．大数据背景下信息安全问题探析
［Ｊ］．计算机技术与发展，２０２４，３４（８）：１⁃８
ＬＩＮ Ｆｅｉ，ＬＩＵ Ｊｉａｎｉｎｇ，ＪＩＡＯ Ｑｉａｎｇ．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２４，３４ （ ８）：
１⁃８

［３８］　 Ｗａｎｇ Ｔ Ｈ，Ｚｈａｎｇ Ｙ Ｈ，Ｊｉａ Ｒ Ｘ．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ｖｉａ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ＡＡ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３５（１３）：１１６６６⁃１１６７３

［３９］　 Ｗｅｎ Ｊ，Ｙｉｕ Ｓ Ｍ，Ｈｕｉ Ｌ Ｃ Ｋ．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 ｂｙ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Ｃ］ ／ ／ ２０２１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ＣＳＲ）． Ｊｕｌｙ ２６ － ２８，２０２１，Ｒｈｏｄｅｓ，Ｇｒｅｅｃｅ．
ＩＥＥＥ，２０２１：５５１⁃５５６

［４０］　 Ｇｏｎｇ Ｘ Ｌ，Ｗａｎｇ Ｚ Ｙ，Ｌｉ Ｓ Ｋ，ｅｔ ａｌ．Ａ ＧＡＮ⁃ｂａｓ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ｓ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２３，１８：４４７５⁃４４８７

［４１］　 Ｚｈｅｎｇ Ｗ Ｔ，Ｐｏｐａ Ｒ Ａ，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Ｊ Ｅ，ｅｔ ａｌ．Ｈｅｌｅｎ：ｍａｌｉ⁃
ｃｉｏｕｓｌｙ ｓｅｃｕｒｅ ｃｏｏ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Ｃ］ ／ ／ ２０１９ ＩＥＥ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Ｐ）．Ｍａｙ １９－２３，２０１９，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ＩＥＥＥ，
２０１９：７２４⁃７３８

［４２］　 Ｌｉ Ｊ Ｙ，Ｌｉａｏ Ｇ Ｃ，Ｃｈｅｎ Ｌ，ｅｔ ａｌ．Ｒｏｕｌｅｔｔｅ：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ｉ⁃
ｖａｃ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ｅｄｇ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２４， ２３ （ ５ ）：
５４９４⁃５５１０

［４３］　 Ｗａｎｇ Ｙ Ｈ，Ｇｕｏ Ｓ Ｓ，Ｄｅｎｇ Ｙ Ｑ，ｅｔ ａｌ．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ａｓｋ⁃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４，ＰＰ（９９）：１⁃１０
［４４］　 Ｃｈｅｎｇ Ｓ Ｑ，Ｚｈａｎｇ Ｘ Ｆ，Ｓｕｎ Ｙ，ｅｔ 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ｒｅｐ⁃

ａｎｃｙ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４，ＰＰ（９９）：１⁃１０

［４５］　 Ｔｕｎｇ Ｔ Ｙ，Ｇüｎｄüｚ Ｄ．Ｄｅｅｐ ｊ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ｅｎ⁃
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ｃｏｄ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 ／ ／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２８－Ｊｕｎｅ １，２０２３，Ｒｏｍｅ，Ｉｔａｌｙ．ＩＥＥＥ，２０２３：５６２０⁃５６２５

［４６］　 Ｌｕｏ Ｘ Ｌ，Ｃｈｅｎ Ｚ Ｙ，Ｔａｏ Ｍ Ｘ，ｅｔ ａｌ．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ｅ⁃
ｓｅｒｖｉｎｇ［Ｊ］．ＩＥ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２３，２７（６）：
１４８６⁃１４９０

［４７］　 Ｚｈａｎｇ Ｍ Ｊ，Ｌｉ Ｙ，Ｚｈａｎｇ Ｚ Ｚ，ｅｔ ａｌ．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ｉｍ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Ｊ］． ＩＥＥＥ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２３， １２ （ ８ ）：
１３８９⁃１３９３

［４８］ 　 Ｘｕ Ｊ Ｌ，Ａｉ Ｂ，Ｃｈｅｎ Ｗ，ｅｔ ａｌ．Ｄｅｅｐ ｊ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ｍ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ｖｉｓｕ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２０２３，９（６）：１３９９⁃１４１１

［４９］　 Ｋｈａｌｉｄ Ｕ，Ｕｌｕｍ Ｍ Ｓ，Ｆａｒｏｏｑ Ａ，ｅｔ ａｌ．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Ｊ ］． ＩＥＥＥ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３， ３０ （ ４）：
２６⁃３６

［５０］　 Ｋａｅｗｐｕａｎｇ Ｒ，Ｘｕ Ｍ Ｒ，Ｌｉｍ Ｗ Ｙ Ｂ，ｅｔ 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ｋｅ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ＱＫ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４，１１（３）：４４５４⁃４４６９

［５１］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Ｒ．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ｈａｏｔｉｃ”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８９，１３（１）：２９⁃４２

［５２］　 Ｍａ Ｙ Ｌ，Ｒｅｎ Ｊ Ｘ，Ｌｉｕ Ｂ，ｅｔ ａｌ． Ｓｅｃｕｒ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ｈｅａ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Ｏｐｔ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２３，４８（１６）：４４０８⁃４４１１

［５３］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Ｃ 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Ｔｈｅ Ｂｅ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４９，２８（４）：
６５６⁃７１５

［５４］　 Ｍａｕｒｅｒ Ｕ Ｍ． Ｓｅｃｒｅｔ ｋｅ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９３，３９（３）：７３３⁃７４２

［５５］　 Ｚｈａｏ Ｒ，Ｑｉｎ Ｑ，Ｘｕ Ｎ Ｙ，ｅｔ ａｌ． ＳｅｍＫｅｙ：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ｓｅｃｒｅｔ
ｋ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ＩＳ⁃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Ｃ］ ／ ／ ２０２２ ＩＥＥＥ ９６ｔｈ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ＴＣ２０２２⁃Ｆａｌｌ）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 ２９，２０２２，
Ｌｏｎｄｏｎ，ＵＫ．ＩＥＥＥ，２０２２：１⁃５

［５６］　 Ｑｉｎ Ｑ，Ｒｏｎｇ Ｙ Ｋ，Ｎａｎ Ｇ Ｓ，ｅｔ 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ａｙｅ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ｆｕｓｃａｔｉｏｎ ［ Ｃ ］ ／ ／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２８ －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２３， Ｒｏｍｅ， Ｉｔａｌｙ．
ＩＥＥＥ，２０２３：５６０８⁃５６１３

［５７］ 　 Ｒｏｎｇ Ｙ，Ｎａｎ Ｇ，Ｚｈａｎｇ Ｍ，ｅｔ 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ｃａｎ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ａｒＸｉｖ ｅ⁃Ｐｒｉｎｔ，２０２４，ａｒＸｉｖ：２４０２．０２９５０

［５８］　 Ｄｕ Ｈ Ｙ，Ｗａｎｇ Ｊ Ｃ，Ｎｉｙａｔｏ Ｄ，ｅｔ ａｌ．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１１
学报，２０２５，１７（１）：１⁃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５，１７（１）：１⁃１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Ｊ ］． ＩＥＥＥ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３， ３０ （ ３ ）：
３６⁃４３

［５９］　 Ｍｕ Ｘ Ｄ， Ｌｉｕ Ｙ Ｗ．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ｆａｄｉｎｇ ｗｉｒｅｔａｐ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Ｊ］．
ａｒＸｉｖ ｅ⁃Ｐｒｉｎｔ，２０２４，ａｒＸｉｖ：２４０２．１４５８１

［６０］　 Ｗａｎｇ Ｙ，Ｙａｎｇ Ｗ，Ｇｕａｎ Ｐ，ｅｔ ａｌ．Ｓｔａｒ⁃ＲＩＳ⁃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４：１⁃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０９ ／ ＴＶＴ．２０２４．３３８３８２４

［６１］　 Ｌｉｕ Ｘ Ｈ，Ｎａｎ Ｇ Ｓ，Ｃｕｉ Ｑ Ｍ，ｅｔ ａｌ．Ｓ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Ｊ ］．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２３，６１（１１）：５６⁃６２
［６２］　 Ｌｉｎ Ｙ Ｊ，Ｇａｏ Ｚ Ｐ，Ｔｕ Ｙ Ｆ，ｅｔ ａｌ．Ａ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ｗｅｂ ３．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ｏ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Ｊ ］．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２３，６１（８）：９４⁃１００

［６３］　 Ｌｉｎ Ｙ Ｊ，Ｇａｏ Ｚ Ｐ，Ｄｕ Ｈ Ｙ，ｅｔ ａｌ．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ｅｄｇ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ｗｅｂ ３． ０ ［ Ｊ］． ＩＥＥＥ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４，３１
（２）：１２６⁃１３３

［６４］　 Ｌｉｎ Ｙ Ｊ，Ｄｕ Ｈ Ｙ，Ｎｉｙａｔｏ Ｄ，ｅｔ ａｌ．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ａｉｄｅ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Ｉ⁃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Ｊ］．ＩＥＥＥ Ｏｐ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
ｔｙ，２０２３，４：７２⁃８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ＨＩ Ｊｉｔｉｎｇ１ 　 ＺＥＮＧ Ｗｅｉｈａｏ１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ｙｕｎ１ 　 ＬＩＵ Ｋａｉｇｅ１ 　 ＱＩＮ Ｚｈｉｊｉｎ２ 　 ＬＩ Ｓｈｕｆｅｎｇ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ｙｂ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ａｓ ａ ｖｉｔａｌ ｍｏｄ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ｌｅｖｅ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ｌｏｗ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ｒａｆ⁃
ｆ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ｉｔｓ ｉｎｆａｎｃ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ｔ ｆ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ｉ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ｎ，ｉｔ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ｄａｔ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１
施继婷，等．语义通信安全研究综述．

ＳＨＩ Ｊｉｔｉｎｇ，ｅｔ 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 ｓｕｒｖｅ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