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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传统化石能源消耗殆尽，除水力资源作为清洁

的可再生能源被广泛用于发电之外，其他具有较大利用潜力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

等都具有间歇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至今尚未充分加以利用。此外，中国现有的能源生产和

利用结构具有资源逆向分布、利用效率低下、集中式电网调节能力有限等特点，因此，2014
年我国明确提出了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的长期战略。同时，国际上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能

源与信息技术碰撞的结果，以能源互联网为主要标志，都是希望找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现实

意义下的可行途径。 
借鉴信息互联网技术的理念、方法，可实现能源生产、传输到消费的开放对等和双向动

态平衡，构建未来信息与能源深度融合的能源互联网是践行我国能源革命和国际第三次工业

革命的重要方面。在能源互联网构建的能源体系中，能源与信息互联网中的信息类似，任何

合法主体都能够自由接入和分享能量。从计算机技术角度看，通过信息能源深度融合，可实

现信息主导、精准控制的能源体系，这些方面的研究亟需开展。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适时推出了能源互联网专题，在征文发出之后，得到同行的广泛

关注。通过专题公开征文以及约稿征得 74 篇高质量的投稿，这些论文分别在多个研究方向

上阐述了能源互联网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展示这个领域近年来的热点及研究现状。

本专题的审稿严格按照期刊审稿要求进行，最终从中遴选出 7 篇论文入选本专题，分别涵盖

了能源互联网在能量交换、信息通信、能量管理和市场交易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能源互联网自下而上构建开放互联、对等分享的能源基础设施，首先体现在能量交换层

面，多能互补和能量路由是其中的典型特征。张树卿等作者在论文“多能微网阶段化多模式

混合仿真关键技术综述”中提出现有热力、电力等能源系统的计算方法和仿真手段分别针对

一种独立能源系统，不能满足多种不同能源耦合和交互机理、多能系统组网运行及控制特性

的计算分析需求。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阶段化、多模式混合仿真思想，概括了其中的关键技

术，以期充分利用现有能源设备—系统仿真模型和算法基础，建立适用于多能源系统动态、

暂态仿真分析技术，并以典型的冷热电联供为例说明阶段化多模式混合仿真技术在多能系统

中的应用。杨刚等作者在论文“基于链式路由网络的能源接入管理策略研究”借鉴互联网中

链式路由网络结构，设计了由多个能源路由器链接组成的链式路由网络，实现能量的区块化

划分，同时提出边缘扩散的路由控制实现策略，以个体路由器为决策中心，进行分散临近式

的功率不平衡的传递，最终实现互联网式的能量路由与管理。 
能源互联网中能源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趋势明显。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

等先进通信信息技术的支撑，能源互联网对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决策、控制等方面提

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据中心和通信基础设施。孙春蕾等作者在论文“能源互

联网下基于多源供能及储能调度的数据中心能效优化研究”中指出能源互联网中尤其是大型

的工业用户通常具备一定的储能能力和智能化能源管理能力。文章建立了有储能系统下的数

据中心多源能源选择模型，并与无储能时序调度策略时的系统性能做了对比，一定程度上可

以降低数据中心的日能源成本，同时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陈智雨等作者在论文“面向能源

互联网的电力量子保密通信系统性能评估”中考虑到电网环境的复杂性和电力通信传输损耗

的多样性，提出电力量子保密通信系统性能评估的架构图，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该技术

在电力通信领域应用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有效的支撑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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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核心业务是能量管理和调度，在此基础上实现态势感知等高级应用，其核心

是保证能源互联网的安全可靠运行。王娟娟等作者在论文“基于多智能体混合调度的电网自

愈系统”中提出一种基于多智能体的混合实时调度模型和求解方法，在电网自愈过程中加入

了故障链和安全树，并增加了截止期约束条件，确保电网能及时得出修复故障安全的操作序

列，减少后继可能发生的故障。田建伟等作者在论文“基于威胁传播的多节点网络安全态势

量化评估方法”中提出能源互联网网络节点的概念和相关定义，并利用图理论进行建模；其

次提出基于威胁传播概率的安全态势量化方法，计算网络节点安全态势，并提出多节点网络

的权重计算方法，进而评估整个网络的融合安全态势；最后提出一种基于最简威胁图的安全

态势改进方法，计算需要开展安全加固的网络边界。 
在能源互联网业务应用之上，还需要构建能源市场和交易系统，实现价值层面的整合。

结合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自主对等、难以更改的技术特征，构建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安全共享

网络体系，王继业等作者在论文“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安全共享网络体系研究”中提出的网络

体系主要包括去集中化数据统一命名技术及服务、授权数据分布式高效存储和支持自主对等

的数据高效分发协议。文章设计了开放式数据索引命名结构，含一级基础 ODIN 和多级扩展

ODIN，且阐述了开放数据索引命名运行机制。其次，基于 ODIN 技术，文章设计了基于 ODIN
的去中心化 DNS 的域名协议模块，为数据间 P2P 安全可信共享奠定基础。 

能源互联网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本身又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本专题仅仅找到几个有代表

性的关键理论和技术点进行了尝试性的深入研究，并不能概况能源互联网的方方面面。随着

能源互联网实践的不断深入，相信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将更加迫切，而本专题的意义和作用将

会逐渐得到放大和显示。最后，衷心感谢各位作者、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辛勤工作，使得本

专题得以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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