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At present, distributed power-generation trading 
is a typical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However, 
a suitable consensus mechanism for the same is yet to be 
designed. The drawbacks of mainstream blockchain-consensus 
mechanisms include high power consumption and low consensus 
speed. To address this concern, this paper presents a blockchain-
consensus mechanism suitable for distributed PV trading. To this 
end, several mainstream consensus mechanisms are compared, 
and the delegated proof-of-stake (DPOS) mechanism is deemed 
suitable for distributed PV trading. Subsequent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ype of distributed PV power generation, 
different trading cycles are formulated and are combined with 
the DPOS mechanism, and a consensus method based on the 
node-credit value is proposed. The proposed method provides 
a specific consensus process and algorithm based on five 
factors—node-trading cycle, capacity, quality, credit loss, and 
credit gain.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to a 
10-node example demonstrates that nodes with a short trading 
period, large capacity, and small deviation qualify as probable 
agent nodes for the entire system. Meanwhile, the credit loss and 
gain values for each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Keywords: distributed PV trading; blockchain; consensus 
mechanism; credit value

摘  要：分布式发电交易是区块链技术的一个典型应用场

景，缺乏合适的共识机制是制约其应用落地的重要原因之

一。主流区块链共识机制算力消耗大、共识速度慢。针对

该问题，设计了一种适用于分布式光伏交易的区块链共识机

制。首先通过对比得出DPOS（delegated proof of stake）共识

机制比较适合分布式光伏交易。然后，研究不同类型分布式

光伏发电的交易周期，结合DPOS共识机制，考虑节点的交

易频次、容量、质量、信用损耗、信用增益5个因素，提出

一种基于节点信用值的共识方法。最后，通过10节点的算例

表明交易周期短、容量大、偏差小的节点成为整个系统代理

节点的概率较大，同时节点的信用损耗和增益也对结果有一

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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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以光伏为代表的分布式清洁能源因显著

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得到了迅猛发展[1]，不但可为用户

直接提供清洁电能，而且可提高配电网弹性[2-3]。与

此同时，国家也在全面推进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

2017年11月，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

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表明除

了“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项目可以进行交易以外，

符合规定条件并就近消纳的项目都可以开展交易[4]。 
2019年5月，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联合发布了首批26
个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5]。

分布式光伏发电容量小但数量庞大，很难采用传

统电力交易模式[6]，如何解决海量的交易成为难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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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可追溯、自治性、信息不

可篡改、公开透明等特性满足分布式电力交易的需求[7]，

用户可在电网物理限制之内自由选择交易对象，所有

交易都会得到验证并记录，能够大大减轻传统电力交

易的负担。

2016年初，全球第一个能源区块链项目TransActive 
Grid在纽约推出，该项目采用的技术源于以太坊区块

链，采用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proof of work, POW）[8]。 
国内虽然没有该类项目落地运行，但已有许多文献

探讨区块链在分布式发电交易中的应用，其中部分

涉及到共识机制。文献[9]利用POW和权益证明机制

（proof of stake, POS）编写智能合约实现电力市场交

易结算。文献[10]提出一种改进的权益授权证明机制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DPOS），实现快速剔除异常

节点以提高系统安全性。文献[11]将DPOS机制和碳排

放约束结合，鼓励用户节能减排。文献[12]采用MPT
（Merkle Patricia tree）共识机制实现光伏发电交易在

节点间的验证，加快了系统记账时间。文献[13]利用

以太坊智能合约实现电动汽车充电站充电权交易，以

太坊使用POW机制。 
目前成熟的区块链交易平台几乎都采用POW机

制，虽然运行稳固，但共识速度慢，出块周期和交易

用时长[14]。对于数量庞大的分布式光伏交易来说，系

统同步速度慢，交易效率低。本文分析典型区块链共

识机制原理，结合分布式光伏发电交易的特点，提出

一种适用于分布式光伏发电交易的共识机制，并搭建

原型系统进行模拟验证。

1	 主流区块链共识机制分析与比较

区块链共识机制保证每一笔交易在所有节点上

的一致性和正确性 [15]。除密码学技术外，共识机制

是区块链的核心技术，是保障区块链系统稳定运行

的关键[16]。

1.1  POW共识机制

POW首次出现在比特币系统中，是其安全稳固运

行的核心。POW根据节点在网络中完成的工作量来决

定其获得打包区块权力的概率。每个节点都可以通过

求解一道数学题来参与竞争区块的打包权，这个过程

也称为“挖矿”。获得打包权的节点在产生区块后要向

全网广播，其余节点进行验证。POW共识机制能够解

决在完全开放、自由网络中的数据一致性问题[17]，但

耗费算力大，出块时间在分钟级，难以满足商业需求。

1.2  POS共识机制

POS共识机制的核心思想是获得区块打包权的难度

与该节点所持的代币和天数的乘积呈反比。虽然POS共

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计算带来的资源损耗，但仍

然没有摆脱“挖矿”的本质，生成区块的时间仍然较

长，无法应用于对交易吞吐量要求高的业务[18]。

1.3  DPOS共识机制

DPOS共识机制与以上2种共识机制有本质区别，

不再依托“挖矿”来竞争区块的打包权，而是通过投

票的方式选举代理节点[19]。任何拥有代币的节点都有

投票权，投票产生若干代理节点，代理节点轮流打包

区块。该共识机制不需消耗大量算力，出块速度可达

秒级[20]。但是，系统选取出来的代理节点若是不作为

节点甚至恶性节点，则会对系统造成严重破坏，所以

需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完整、严格的选取方法。

1.4  几种共识机制的比较分析

表1比较了3种共识机制的优缺点。DPOS将节点

代理者的利益与全系统紧密结合。代理节点交易电量

大、交易频繁，在全网中信用值最高，系统出现问题

对其不利影响也最大。DPOS减少了参与记账的节点，

从而减少了发生区块链分叉的概率[21]。

表 1 三种共识机制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ree consensus mechanisms

共识机制 POW POS DPOS

性能效率 低 较高 高

去中心化程度 强 强 弱

最大允许作恶节点数 50% 50% 50%

是否需要代币 是 是 是

安全性
威胁

算力
集中

候选人
作弊

候选人
作弊

资源消耗 高 中 低

可监管性 弱 弱 弱

分布式光伏参与用户数量大、交易频繁，对交易

系统同步性能要求高，而基于POW、POS的交易系统

同步通常需要数十秒甚至数分钟，不能满足海量交易

的需求。因此，选择DPOS作为分布式光伏交易的区

块链共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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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布式光伏交易的区块链共识机制设计

2.1  分布式光伏发电用户分类和交易周期分析

分布式光伏发展的前期阶段主要以建设大型光伏

电站为主，随着技术的进步，发电成本大幅下降，逐

渐出现以家庭、村镇为单位的分布式光伏发电[22-23]。

本文主要考虑负荷侧的光伏用户，按照装机规模及发

电单位可分为以下3类。

1） 以家庭为单位的屋顶光伏，利用城市楼宇屋顶

或乡村庭院空地安装少量光伏发电组件。该类装机容

量较小，通常自发自用，余电可以卖给周围用户。该

类应尽可能节约交易成本，在收回成本的基础上谋取

一定利益，将一个季度作为其交易周期。

2） 单户集群光伏发电，通常在农村利用田间地

头、鱼塘等成片空地安装光伏发电组件。此类装机容

量有所提升，发电量除少量自用外，大部分送入中压

配电网。为了使其尽可能获利，应缩短交易周期，虽

然增加了交易成本，但可避免电能浪费，将一个月作

为其交易周期。

3） 多户集群社区光伏发电，一般由村镇集中开

发、采用合作社方式统一运营，整体容量较大，以盈

利为主要目的，通常还配有储能来平衡光伏出力峰谷

差，一般也配有专业的电力交易人员。缩短交易周期

可使预估发电曲线更准确，交易电量也可快速调整，

从而获取更多收益，因此采用一周作为其交易周期。

2.2  基于节点信用值的DPOS共识机制设计

2.2.1 代理节点的选择

DPOS共识机制的本质是选择代理节点的过程，

并打包所有节点的交易信息，生成新区块。竞争代理

权会增加工作难度和负担，本文认为购电用户只想在

规定时间内购电，不会参与竞争成为代理节点。对代

理节点有如下要求。

1） 代理节点地位平等，依次具有记账权。

2） 代理节点一旦不作为、胡作为（提供的计算机

宕机、不稳定或者利用权力作恶），将立刻被取消代

理资格，由候补节点替代其工作。

3） 至少有一个监管节点，负责监管整个系统的事

务，避免不良情况发生，交易中心或电网公司可作为

监管节点。

4） 规定系统有一个保底节点。光伏发电随机性和

不可预测性较大，当计划交易值与实际交易量发生较

大偏差时，输电运营商或电网公司可作为保底节点。

5）规定参与交易的节点需支付一定费用给交易

平台，交易平台建立奖金池，代理节点完成工作后，

可获取部分奖励，有利于促进其提高自身的信用值。

2.2.2 基于节点信用值的共识机制设计

系统根据共识值选择代理节点，共识值越大越可

能被选为代理节点。共识值G包括信用值Ccre和投票值

V两部分。

  G C V=µ ξcre +            （1）

式中：µ、ξ为权重系数，且µ + ξ=1，本文取µ=ξ=0.5。
投票值即投票选取代理节点的行为中，各节点所得票

数。下面重点讨论信用值。

系统维护着一张动态更新的节点信用值属性表，

该表包含5个要素：交易频次值F、交易容量值P、交

易质量值D、信用损耗ΔC_和信用增益ΔC+，5个要素

均取值[0，10]，无单位量纲。节点信用值可表示为

    C F P D C Ccre = +α β γ+ + ∆ − ∆+ −     （2）
式中：α、β、γ为权重系数，α + β + γ =1，为鼓励用

户减小交易偏差、提高交易质量，本文取α=0.3，
β=0.3，γ=0.4。

交易质量值定义为

  D k= −
 
 
 
1

| |E Ereal plan

E
−

plan

       （3）

式中：Ereal为实际交易电能，取自用户端电能计量表；

Eplan为上报到交易平台的计划交易电能；k为比例系数，

取值为10。实际交易电能越接近计划交易电能，交易

偏差越小，D值越大。

信用损耗ΔC_指某个用户若长时间都没有成为代

理节点，其信用值会随时间推移而降低，表明其不愿

意、不主动为交易系统服务或由于其恶劣的行为导致

系统剥夺其成为代理节点的权力。

 ∆ = >C m−





0

m t T t T
，

( / ,a a)
t T≤

>
a ( 0)   （4）

式中：t表示某节点两次投票的间隔时间；Ta表示交易

周期；m表示信用值消耗的速率。

信用增益值ΔC+指某节点在交易周期内积极参加

代理节点的竞争并被选中，同时能够完成打包所有交

易信息的任务，其信用值会增加，并在下一阶段竞选

过程中更具优势。

  ∆ = >C a+





0,
a n N,

n N
=
<

tra

tra ( 0)     （5）

式中：n为交易周期内代理节点打包的交易数目；Ntra

为交易周期内所有的交易数目；a为信用增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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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用值的共识机制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图

中51%验证机制[24]主要利用交易账户的公私钥对，制

造区块、验证区块有效性、数据入链等过程与传统区

块链共识机制一致。

3	 实验分析

本文搭建原型系统实现基于DPOS共识机制的代

理节点选取。假设10个节点参与交易并竞争记账，每

个节点都有投票权且可投10票，用随机函数模拟节点

投票，选出3个节点作为代理节点。程序运行环境为i7
八代处理器，4GB内存，Window10操作系统，Java运

行环境JRE（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通过3次实验验证本文提出的共识机制，每次实

验程序运行1000次，运行结果为各节点被选中的次

数。第1次实验不考虑信用损耗和增益，两者属性值

为0；第2次实验提高了5、6、7节点的交易质量和交

易容量；第3次实验在第1次实验的基础上，考虑节点

的信用损耗和增益。10个节点的属性值如表2所示。

1~4节点交易容量小、周期长，代表小容量分布式光

伏发电， 5~7节点代表中容量分布式光伏发电， 8~10节

点代表大容量分布式光伏发电。

表 2 10个节点的属性表
Table 2 Parameters of the 10 nodes

节点
编号

交易
频次

交易
质量

交易
容量

信用
损耗

信用
增益

1 4 6 2 1 0

2 4 8 2 1 0

3 4 5 3 1 0

4 4 7 3 1 0

5 6 6 4 0 0

6 6 9 5 0 1

7 6 8 6 0 0

8 8 7 7 0 1

9 8 6 8 0 1

10 8 8 8 0 0

3次实验运行结果如图2所示。第1次实验中8、9、
10节点被选中次数最多，5、6、7节点次之，1~4节点

几乎为0。8、9、10节点交易容量大、交易频繁，发

电预测值相对精准，交易偏差相对小。小容量发电商

多是个体用户，对盈利没有强烈要求，打包区块的硬

件设施及专业程度不足，几乎不可能成为代理节点。

第2次实验假设5、6、7节点也想成为代理节点，

其属性值如表3所示。根据图2，5、6、7节点被选中次

数相对第1次实验明显增加，反映出提高发电容量、减

小发电偏差可增加共识值，加大节点被选中的概率。

表 3 第2次实验5、6、7节点的属性值
Table 3 Parameters of nodes 5, 6, and 7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节点编号 交易频次 交易质量 交易容量

5 6 8 7

6 6 9 6

7 6 9 6

51%

P2P

10

P2P

图 1 基于信用值的共识机制工作流程
Fig. 1 Flowchart of consensus mechanism based on credit value

图 2 三次实验结果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three experimen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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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次实验假设6、8、9节点在上一阶段交易中有

一定信用增益，无信用损耗，其被选中的次数相对第

1次实验明显增大；假设10节点在上一阶段交易中未

能被选为代理节点，信用增益为0，在本次交易中被

选中次数相对第1次实验明显下降。

某次交易花费的时间主要取决于选取代理节点的

用时，即“共识的时间”。50次共识程序用时如图3所

示，最短用时0.9 s，最长用时1.09 s，有效提高了交易

效率，使其在具体交易中有实用价值。

4	 结论

本文针对分布式光伏发电交易，提出了一种基于

节点信用值的共识机制，综合考虑了节点的交易频

次、容量、质量、信用损耗和增益5个因素，通过原

型系统设计了10节点的算例，验证了交易周期短、容

量大、偏差小的节点成为代理节点的概率更大，同

时也指出节点的信用损耗和增益对选取结果也有一定

影响。后续研究可将此共识机制应用于具体的交易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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