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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提出DNA信息存储阴阳双编码新方法

日期： 2022年05月19日　17:25       来源：科技部生物中心 【字号：大 中 小】 

　　DNA存储是由DNA高通量合成与测序技术催生的信息与生物相融合的新领域，通过DNA分子的碱基序列直接编码数字信息，由高

通量合成技术合成序列进行信息写入，并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实现信息的读取，以实现存储数据的信息还原。DNA存储的编解码，是

DNA存储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直接影响了存储信息的稳定性及可靠恢复性。直接套用的信道编码技术有较强的数据类型偏好性，因此

在实际的存储应用中存在较高的数据无法恢复的风险。

　　近日，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团队在《Nature Computational 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Towards Practical and Robust

DNA-Based Data Archiving Using ‘Yin-Yang Codec’ System”的研究论文，提出了一套DNA信息存储专用的比特-碱基编解码系

统。

　　研究团队从DNA双链模型中受到启发，结合中华文化中“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将其巧妙应用到DNA编解码系统当中，以两套

不同的规则，分别对两条二进制信息进行“一对一”编译转换，再取两者统一交集的部分为最终解，实现将两条独立的信息组合统一为

一串DNA序列。同时引入筛选机制，将与现有合成测序技术兼容性不佳的序列通过预先设置的筛选条件进行过滤。研究通过编码学的理

论推导以及不同数据类型文件的模拟编码与实验验证，证明了该系统在保证信息密度的前提下，在数据恢复稳定性与存储密度方面体现

显著的性能提升，每克DNA能存储的信息量约为 432.2 EB。

　　该研究为DNA信息存储的应用提供了一种高密度、高稳定性的比特-碱基编解码方法，并完成了体内外两种模式的信息存储实验验

证；研究开发了一种全新的DNA存储编码方法，为DNA存储的多类型应用提供了重要工具，有望在海量数据长期存储的新型介质研究

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588-022-00231-2

　　注：此研究成果摘自《Nature Computational Science》杂志，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网站观点和立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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