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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种种种基基基于于于投投投标标标结结结果果果修修修正正正的的的合合合同同同网网网协协协议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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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同网协议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多Agent系统的合作协议.针对传统的合同网协议,提出一种基于投标结果
修正的合同网协议,并论述该协议的合作过程,说明该协议简化了传统合同网协议的工作过程. 最后把该协议应用
于一个风力/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的实例中,结果表明该协议的工作效率比传统合同网协议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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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protocol is a cooperation protocol,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multi-Agent system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tract net protocol, an improved contract net protocol based on amendatory bidding result
is presented. The whole cooperative process is then discussed, elaborating the simplification of workflow in the traditional
contract net protocol. Finally,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applied to the wind/photovoltaic hybri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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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Introduction)
Agent和多Agent系统是分布式人工智能研究的

热点[1]. Agent合作协议则是Agent之间表达自己合
作意图过程的一种抽象和规定[2]. Smith1980年提出
的合同网协议作为一种基于协作的多Agent合作协
议[3], 在多Agent系统的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 传统的合同网协议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反复
协商,造成系统通信信息的大量增多,导致性能的下
降[4].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投标结果修正的合同网协议,

简化了合同网协议的工作过程, 使得其具备更大的
灵活性和实用性,并把其应用于一个风力/太阳能互
补发电系统的实例中.
2 合合合同同同网网网协协协议议议(Contract net protocol)
在合同网协议中,管理Agent收到待求解任务,当

该Agent无法独立完成任务时, 就向其他Agent发出
任务通知书.其他Agent作为工作Agent,对宣布的任
务做出投标.管理Agent从返回的投标书中选定最合
适的工作Agent,这时管理Agent和工作Agent经过协
商,达成一致并签订工作合同.

在合同网协议这一工作过程中, 管理Agent和工
作Agent为了完成工作任务, 从各自利益的角度出
发,存在一个反复协商的过程,即造成了系统信息的
大量冗余,又造成系统通信资源的浪费.
3 改改改进进进的的的合合合同同同网网网协协协议议议(Improved CNP)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合同网协议的改进主要是引

进他信度和阈值等概念, 以达到提高合同网协议合
作效率的目的[5,6]. 但是简化合同网协议的工作过
程,目前还没有人研究.
当管理Agent向各个工作Agent发出任务通知书

以后,工作Agent按照性能指标分析各自的情况并向
管理Agent发出投标书. 因此, 可以提出一种改进的
合同网协议, 当管理Agent认为工作Agent的投标意
向并不是最优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某一工作Agent的
投标意向和执行能力, 修订一个合同任务书, 并把
该合同任务书发向中标的工作Agent. 工作Agent收
到合同任务书以后, 执行合同. 管理Agent在发出合
同任务书以后, 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测, 如果工
作Agent没有执行合同,管理Agent则重新发出招标.
和传统的合同网协议相比, 这种基于投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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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的合同网协议, 管理Agent具有更大的决定权,
使得基于这种协议进行协作的多Agent系统更能满
足一些实时性更高的应用场合. 其工作过程如图1
所示.

图 1 基于投标结果修正的合同网协议的基本工作过程

Fig. 1 Basic work process of an improved CNP based on

amendatory biding result

4 实实实例例例(Instance)
采用风力/太阳能互补发电,可以弥补风能、太阳

能间歇性的缺陷,从而为我国开发一种新的性能优
越的绿色能源[7]. 一个基于多Agent的风力/太阳能互
补发电场的体系结构图如图2所示.

图 2 风力/太阳能互补发电场的体系结构图
Fig. 2 The structure of wind/photovoltaic hybrid generation

power systems

检测到当前负载为100.5 kW, 由于Agent1(A1)的
额定功率为80 kW, 提供的有功出力最大, 因此选
定A1作为管理Agent, 提供80 kW的发电量, 并向其
他Agent发出招标.其他Agent获得任务通知书,根据
各自管理的供电装置信息并按照发电成本最低的规

则向A1发出投标书.各Agent竞标结果如下:
Agent2(A2)可 以 提 供20.5 kW发 电 量, 其

中20 kW由其管理的风机1提供, 0.5 kW由风机2提
供,发电成本分别为0.750元/(kW·h)和0.800元/(kW·h);

Agent3(A3)可以提供20.5 kW发电量, 发电成本

为1.65元/(kW·h);
Agent4(A4)可以提供20.5 kW发电量, 发电成本

为1.70元/(kW·h);
A1收到各工作Agent的投标书以后,认为A2提供

的供电方案成本最低, 同时又认为0.5 kW的有功功
率的变化并不会超出频率允许的波动范围,决定只
接受A2管理的风机1的配电方案.于是, A1决定A2获
得了竞标合同, 并修改A2的竞标合同, 向其发出合
同. A2在接收了A1修改了以后的合同以后, 认为合
适, 并同A1签订合同, 向风机1发出发电指令. 供电
后监测结果表明, 频率变为49.98 Hz, 在频率波动允
许的范围内.
5 结结结论论论(Conclusion)
基于传统的合同网协议,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投

标结果修正的合同网协议,在这种合同网协议中,管
理Agent具有更大的决定权,能够简化合同网协议的
协商过程,具备更好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最后,并把
该协议应用于一个风力/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的实
例. 检测结果表明,该协议完全能够达到系统的实时
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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