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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DNA 数据存储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海量的

数据。传统的存储介质如磁带、硬盘等存在存储周期短、存储密度低等问题。寻找新兴的存储介质

具有重要价值。基于 DNA 的数据存储介质存储密度高于传统介质 6 个数量级以上，存储周期可达千

年，是应对未来数据存储挑战的重要战略技术之一，在长期冷数据、国家档案数据、高度加密数据

存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本期专题针对目前 DNA 信息存储的核心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技术发展进行了系列讨论。

其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主科研团队[1]提出了“基于混沌系统和喷泉码的 DNA 加密

编码方法”，在 DNA 喷泉码编码过程中利用混沌系统加密，一方面保留 DNA 喷泉码优势，同时保

障了喷泉编码的安全；清华大学为主科研团队[2]讨论了“DNA 数据存储中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进展

与挑战”；河南师范大学为主科研团队[3]讨论了“非天然碱基基因密码扩展 DNA 数据存储的机遇

与挑战”；北京大学为主科研团队[4]讨论了“基于纳米孔读取的 DNA 存储发展与展望”；深圳华

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为主科研团队[5]讨论了“DNA 存储技术的数据安全研究进展”；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主科研团队[6-7]讨论了“DNA 数据存储中 DNA 保存技术的研究进展与挑战”以及

“DNA 信息存储核心技术及其发展”。这些论文从 DNA 存储技术链条不同点切入，讨论了 DNA 信
息存储中关键的信息处理、合成技术、测序技术、保存技术以及安全技术。最后，中国科学院杭州

医学研究所为主科研团队[8]讨论了“DNA 存储技术：挑战与未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科研团队[9]讨论了“DNA 数据存储——机遇与挑战”，两篇论文从更宏观的角度阐述了 DNA 存储技

术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目前，DNA 信息存储走向商业化和产业化时仍面临成本较高、缺乏面向千万亿字节级的大数据

存储技术体系和软硬件系统等问题，期望本期专题的出版能够为未来 DNA 信息存储研究解决这些问

题提供参考，推动未来 DNA 信息存储从概念走向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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