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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网格服务信任评估中难以鉴别恶意评估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赔偿的网格服务信

任评估模型$模型中!引入市场机制!评估双方对评估行为提出期望收益并承诺赔偿价格!双方目

的是最大化各自收益$借助信号博弈理论!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和求解!得出评估双方基于赔偿的

评估交易策略!策略满足完美贝叶斯分离均衡$评估双方可根据策略选择自己的交易行为!从而使

各自收益最大化$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表明&该模型能使信任评估者主动摒弃恶意评估!服务提供

者可根据赔偿价格有效地判断评估的可信度!主动选择评估对象!与现有模型相比!在精确信任评

估的准确性'服务的可靠性及简化计算'降低通信开销等方面有较大的提高$

关键词!网格服务%赔偿%博弈%信任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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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以1服务2方式来包装多机构虚拟组织的各

种资源#统一以网格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外界使用#以

解决动态$多机构虚拟组织的资源共享与协同问

题(

*<(

)

#网格正向开放$公共可访问和动态协作的服

务模式转变(

!

)

&

传统的安全机制!密码协议和授权"可以确保网

格服务的可信赖度!

F$.05H8%5:

;

"$完整性!

5.:8

3

-5:

;

"

和可获得性!

/7/5%/N5%5:

;

"#从而免受恶意用户的破

坏(

@

)

#但不能解决信任缺失引发的恶意行为&例如#

服务请求者对服务资源的恶意使用#将极大消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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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者的资源#降低其提供服务的能力%反之#若

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易失效$不能保障安全性#而

会降低服务请求的最终执行期限(

=

)

&信任和信誉

!

-8

G

,:/:5$.

"机制是抵抗这种不良行为的一种重要

方法#它通过对系统中的用户或资源进行评价来预

测用户或资源的未来行为#从而实施鼓励善意行为#

惩罚恶意行为#起到辅助用户决策的作用(

"

)

&通过

信任机制的奖惩作用#有助于维护系统的良性运行&

信任管理的概念最初由
O&̂%/c8

等人于
*AA"

年提出(

B

)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涉及
@

个方向'基

于策略和凭证的信任$基于声誉的信任$通用信任模

型$

d8N

和信息资源中的信任(

>

)

&

\&Jcc8H5.

和
O&O/289S/-/.

将信任机制融

入到网格的资源管理中#根据实体所在管理域的直

接信任值和推荐信任值#来计算网格中
(

个实体间

的信任值#认为域内所有实体的信任值相同(

A<**

)

&

8̂:2

$

JN,/%<P/2E/.

等学者认为信任是评估者对

被评估者特定行为可能性的预期#取决于经验并随

客体行为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并提出了不同的信任

度模型(

*(<*!

)

&

K:/.0$-H

的
D5

3

8.P8

G

#通过相邻节点

间相互满意度的迭代#而获得了节点的全局信誉

度(

*@

)

&国内张骞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
I88-<:$<

I88-

环境中的多粒度信任模型#解决了同一节点在

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的信任度计算(

*=

)

&袁禄来等

人提出了基于不确定推理理论的信任度计算函

数(

*"

)

&

O/::28SP5F2/-H9$.

提出了一种在语义网

中进行信任管理的网格服务管理模型(

*B

)

#

12-59:5/.

5̂c8-

等提出了一种在语义网中实现基于上下文及内

容的信任评估计算方法(

*>

)

&在这些信任机制网格服

务管理模型中#所有的信任推荐都是基于人的主观意

图#没有采用惩罚及激励机制对推荐者进行监督&

在文献(

*A

)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承诺机制#借助

博弈理论提出一种基于赔偿的网格服务信任评估模

型!

:-,9:87/%,/:5$.E$H8%$0

3

-5H98-75F8N/98H$.

F$E

G

8.9/:5$.

#

CDO1

"&信任评估者不再关注恶意

评估#服务提供者可根据评估者的赔偿价格判断评

估的可信度#主动选择评估对象&与现有模型相比#

提高了信任评估的准确性和服务的可靠性#并简化

了计算$降低通信开销#为网格服务的可靠性辨识提

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

!

相关术语

定义
*

!

服务主体!

98-75F8

G

-$75H8-

"'是指提供

网格服务的实体&服务主体可以是
1I6

$数据$程

序或方法等#用
0

1

表示&所有服务主体的集合为

\.

#因此
0

1

"

\.

&

定义
(

!

服务客体!

98-75F8H8E/.H8-

"'是指请

求网格服务的实体&服务客体可以是网格用户#或

者是代表用户的进程#用
02

表示&所有服务客体的

集合为
\6

#所以
0

1

"

\6

&

对于某一个网格节点#既可以为服务主体
0

1

#

也可以是服务客体
02

#具有相对性#可随着操作的

不同而进行角色转换&

定义
!

!

访问!

/FF899

"'是指服务客体对服务主

体的一次调用/访问操作&这些操作包括对
1I6

的

调用#数据的添加$修改和删除#程序或方法的运行#

文件的创建$读写等&访问操作是一种行为#用

JFF899

表示#

JFF899

!

0

1

#

02

"表示服务客体
02

对网

格服务主体
0

1

的一次访问&

定义
@

!

信任!

:-,9:

"'是指授信方!

:-,9:$-

"在

特定时段的特定上下文环境中对受信方!

:-,9:88

"的

可靠性$诚信度$安全性和实力的一种主观肯定&

定义
=

!

信任度!

:-,9:H8

3

-88

"'是指网格实体

之间信任程度的量化表示&用
Cd

!

0

1

#

02

"表示

/FF899

!

0

1

#

02

"后实体
02

对
0

1

的信任评估值#也称

为信任推荐权值&

/

0

1

表示服务主体的信任值#

/

02

表示服务客体的信任值&

信任具有主观性$动态性$多面性$可度量性$弱传

递性$非对称性$上下文相关性和时间衰减性等特点&

定义
"

!

博弈!

_/E8

"'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中#

决策主体相互依存的一系列策略和行动的过程集合&

=

!

基于赔偿的网格服务信任评估模型

=<;

!

问题描述

网格服务结点的信任推荐权值与本身的服务质

量!服务质量直接影响自身的服务价格#以信用度表

示"有关#通过市场买卖的方式来实现
&

而市场参与

者可分为
(

种角色'信任度代理!服务卖方
0

1

#用

:-,9:/

3

8.:

表示#简称
CJ

"和推荐权值代理!服务买

方
02

#用
:-,9:87/%,/:5$.S85

3

2:/

3

8.:

表示#简称

dJ

"#双方的目的是使各自收益最大化&考察某种

服务的交易情况'假设每个
dJ

提供的推荐权值的

可靠性可能不同#但
dJ

的要价均为
+

&这里的

1可靠性2是指在实际交易时#权值代理因为某种原

因提供推荐的可靠程度&权值代理知道其权值可靠

性#并且承诺一个赔偿价格
L

#即如果在交易时结点

不能可靠地提供推荐#则愿意给
CJ

赔偿
L

#而
CJ

则根据观察到的
L

决定成交策略&基于赔偿的网格

服务推荐模型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模型#

使不同的推荐权值代理所承诺的
L

能够反映它实际

的推荐可靠性&

借助于信号博弈理论#可以将推荐可靠性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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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荐权值代理选择的类型#将承诺的赔偿价格看

作推荐权值代理依据自己的类型向信任度代理发出

的信号#信任度代理根据承诺价格推断推荐权值代

理的类型并作出相应的决策&因在信任评估时#信

任度代理不清楚推荐权值代理是不是诚信评估#因

此可以建立非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也称为贝

叶斯博弈(

()

)

&

=<=

!

模型分析

假设权值可靠性为
4

#为讨论方便#令
)

A

4

A

*

#

权值要价为
+

#权值代理承诺的赔偿价格为
L

&交

易时如果权值可靠#信任度代理的获利为
H

!获得的

信任度评估"%如果权值不可靠#则信任度代理遭受

的损失为
%

#考虑到假设的合理性#令
H

+

+

+

)

#

L

&

)

&信任度代理的行为确定成交的可能性!成交

概率"#用
^

来表示
&

基于赔偿的网格权值交易信号

博弈模型可定义如下'

定义
B

!

基于赔偿的信任评估模型!

CDO1

"贝

叶斯博弈基本式可表示为
&

[

W

+

Q

#

=

#

5

#

/

#

.

#

U

,#

其中

*

"参与者集合'

QW

+

CJ

#

dJ

,%

(

"状态集合'

=W

+诚信评估#恶意欺骗,%

!

"行动集合'

5

(

W

+

H

#

E

,#

(

"

Q

&

H

表示诚信#

E

代表欺诈%

@

"信号集合'

/W

++

*

*

,#+

*

(*

#

*

((

,,#对于
CJ

#

,

*

!诚信"

W

,

*

!欺诈"

W*

*

#但对于
dJ

#

,

(

!诚信"

W*

(*

#

,

(

!欺诈"

W*

((

&

,

(

!

Z

"表示参与者
(

在状态
Z

发生时观察到的信

号#函数
,

(

称为参与者
(

的信号函数&对于每一个

参与者#任意
Z

#

^

#有
,

(

!

Z

"

#,

(

!

^

"&给出信号
*

(

的

状态的集合称为与信号
*

(

相一致的状态类#简称状

态
*

(

#数学上可表示为+

Z

'

,

(

!

Z

"

W*

(

,&

=

"概率分布集合
.

#代表参与者的信念#对于参

与者
(

#状态
Z

的后验概率为
.4

!

Z

$

*

(

"&因此#对于

CJ

#

.

4

!诚信
$

*

*

"

W.

4

!欺诈
$

*

*

"

W*

/

(

%而对于
dJ

#

.

4

!诚信
$

*

(*

"

W*

#

.

4

!欺诈
$

*

(*

"

W)

#或者
.

4

!欺诈
$

*

((

"

W*

#

.

4

!诚信
$

*

((

"

W)

&

"

"

6W

!

U

*

#*#

U

$

"#

U

(

是参与者
(

定义在!

7

#

Z

"

上的伯努利收益函数#因而参与者
(

的期望收益
D

(

W

.4

!

Z

*

$

*

"

U

(

!

7

#

Z

*

"

V

*

V.4

!

Z

,

$

*

"

U

(

!

7

#

Z

,

"#其中状

态类
*W

+

Z

*

#

Z

(

#*#

Z

,

,#

7

是行动组合&对于
CJ

#

存在
(

个
U

*

!

7

%诚信"和
U

*

!

7

%欺诈"#期望收益为

D

*

W*

/

(XU

*

!

7

%诚信"

V*

/

(XU

*

!

7

%欺诈"%而对于

dJ

#其期望收益为
D

(

W*XU

(

!

7

%诚信"

V )XU

(

!

7

%欺诈"或
D

(

W)XU

(

!

7

%诚信"

V*XU

(

!

7

%欺诈"&

在此#根据假设有

*

"自然随机决定权值可靠性为
4

#并且让权值

代理
dJ

知道%

(

"权值代理
dJ

向信任度代理
CJ

承诺赔偿价

格为
L

%

!

"信任度代理
CJ

看到
L

!不知道
4

的实际

值"#然后确定成交可能性
^

&

因
D

*

#

D

(

与!

4

#

L

#

^

"相关#因此权值代理
dJ

的

收益
D

*

和信任度代理
CJ

的收益
D

(

可分别表示为

D

*

>

K

d

!

4

#

L

#

^

"#

D

(

>

K

C

!

4

#

L

#

^

"&

由于信任度代理
CJ

在观察到
L

后确定
^

#故可以认

为
^

是
L

的函数#记
^

W

:

!

L

"&当定义收益为成交前

后的利益的增加值#而不考虑资金利率#如果没有成

交#则双方的收益皆为
)

#同时
dJ

的收益期望值为

D

(

>

K

d

!

4

#

L

#

^

"

>

!

4+

B

!

*

B

4

"

L

"

:

!

L

"&!

*

"

dJ

承诺的
L

应满足
K

G

!

4

#

L

#

^

"

&

)

#

L

的约束为

L

%

4+

/!

*

B

4

"& !

(

"

考虑到
dJ

承诺的赔偿价格
L

往往是以成交价格

+

为参考对象#因此给出
:

!

L

"形式化为

:

!

L

"

>

7

L

+

F

8

# !

!

"

其中
7

#

8

为系数#由
:

!

L

"的含义得知
7

#

8

应该满足

约束

7

+

)

#

!

)

%

8

%

*

& !

@

"

CJ

在观察到
L

后的判断权值可靠性为
4S

的概率记

为
1

!

4S

$

L

"#则
CJ

的收益期望值为

D

*

>

K

C

!

4

#

L

#

^

"

>

:

!

L

"

,

4S

!!

H

B

+

"

4S

F

!

L

B

%

"!

*

B

4S

""

1

!

4S

C

L

"# !

=

"

其中
)

A

4S

A

*

#

)

%

1

!

4S

$

L

"

%

*

#因
,

4S

1

!

4S

C

L

"

>

*

对照所要解决的问题#目标就是求该模型的分离完

美的贝叶斯均衡解&

=<?

!

模型求解

根据文献(

*A

)#基于赔偿的网格权值交易信号

博弈模型可通过以下过程求解&

先看权值代理的策略#将式!

!

"代入式!

*

"有

K

d

!

4

#

L

#

^

"

>

!

4+

B

!

*

B

4

"

L

"

7

L

+

F

! "

8

&!

"

"

假设
K

d

对
L

的偏导数存在#令-
K

d

-

L

W)

可以求出满

足式!

"

"的
L

#记为
L

9

*

L

9

*

>

!

74

F

84!8

"

+

(7

!

*!4

"

& !

B

"

信任度代理
CJ

判断权值代理
dJ

会采用上述策

略#因而可以根据式!

B

"由
L

计算出权值代理
dJ

的资源可靠性
4

#记为
4

9

*

4

9

*

>

(7L

F

8+

(7L

F

8+

F

7+

& !

>

"

信任度代理
CJ

对权值代理
dJ

的类型判断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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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W4

9

*

$

L

"

W*

#相应地#信任度代理
CJ

的期望收

益由式!

=

"变为

K

C

!

4

#

L

#

^

"

>

!!

H

B

+

"

4

9

*

F

!

L

B

%

"

!

*

B

4

9

*

""!

7L

/

+

F

8

"& !

A

"

图
*

描述了权值代理
dJ

承诺赔偿价格的约束曲线

\

*

和最优曲线
\

(

#其中
\

*

对应于式!

(

"取等号的情

况#

\

(

对应于式!

B

"&

现在分析函数
:

!

L

"#将式!

B

"代入式!

!

"得

:

!

L

"

>

74

(

!

*

B

4

"

F

8

(

& !

*)

"

由
:

!

L

"

%

*

#并结合式!

@

"得
4

%

!

(Y8

"/!

(Y8V7

"#令

4

9

(

>

!

(

B

8

"/!

(

B

8

F

7

"& !

**

"

将式!

**

"代入式!

B

"得

L

9

(

>

!

*

B

8

"

+

/

7

& !

*(

"

图
;

!

推荐权值代理行为曲线

!!

点!

4

9

(

#

L

9

(

"对应于图
*

中的点
5

#式!

*)

"表明

dJ

按式!

B

"确定赔偿价格时#

:

!

L

"随着资源可靠

性
4

的增加而增加#当
4

达到
4

9

(

时#

:

!

L

"达到最大

值
*

#当
4

+

4

9

(

时#

dJ

最优策略是承诺赔偿价格

为
L

9

(

&任务代理对
dJ

的类型判断也作相应调整

1

!

4

&

4

9

(

C

L

"

>

*

#

L

&

L

9

(

%

)

#

L

A

L

9

(

(

)

*

&

!!

下面分析信任度代理
CJ

策略#由
K

*

!

4

#

L

#

^

"

&

)

可知!

HY+

"

4

9

*

V

!

LY%

"!

*Y4

9

*

"

&

)

#结合式!

>

"

可以求出
L

必须满足
L

&

+

!

7%Y8HV8+

"

7

!

(HY+

"

#令

L

9

!

W

+

!

7%Y8H V8+

"

7

!

(HY+

"

#将
L

9

!

代入曲线方程
\

(

求解出对应的
4

#记为
4

9

!

#即

4

9

!

W

(7%V8+

(7HV(7%V8+Y7+

#点!

4

9

!

#

L

9

!

"对应图
*

中

的点
[

&当
L

A

L

9

!

时#信任度代理
CJ

应取
:

!

L

"

W

)

%若
L

9

!

%

L

A

L

9

(

时#任务代理则按式!

!

"取
:

!

L

"#

权值代理
dJ

在评估权值可靠性小于
4

9

!

时#可以

不按曲线
\

(

确定赔偿价格&而在曲线
\

*

的约束

下#当
4

9

"

%

4

A

4

9

!

时取赔偿价格为
L

9

!

&此时#

K

d

!

4

#

L

#

^

"

&

)

#

K

C

!

4

#

L

#

^

"

A

)

&因此#任务代理应

按曲线函数
\

*

计算使
:

!

L

"

W)

的
L

值&由曲线
\

*

得
4WL

/!

+VL

"#代入信任度代理约束方程!

HY

+

"

4V

!

LY%

"!

*Y4

"

&

)

解得
L

&

+%

/

H

#令

L

9

@

>

+%

/

H

& !

*!

"

将
L

9

@

代入曲线
\

*

方程式求得对应的横坐标#记为

4

9

@

#有

4

9

@

>

%

/!

H

F

%

"& !

*@

"

点!

4

9

@

#

L

9

@

"对应着图
*

中的点
E

#当
L

A

L

9

@

时#信

任度代理
CJ

应取
:

!

L

"

W)

&当
LWL

9

@

时#令曲线

\

(

上对应点
6

的横坐标为
4

9

=

#解得

4

9

=

>

!

(7%

F

8H

"/!

(7%

F

8H

F

7H

"&!

*=

"

即权值代理
dJ

代理在
4

9

@

%

4

A

4

9

=

时#应取赔偿

价格为
L

9

@

#信任度代理
CJ

对权值代理
dJ

的类

型判断也作相应调整

1

!

4

9

@

%

4

%

4

9

=

C

L

"

>

*

#

!

L

>

L

9

@

%

)

#

!

L

#

L

9

@

+

&

当
4

A

4

9

@

时#由于曲线
\

*

的约束#权值代理
dJ

承

诺的赔偿价格应该小于
L

9

@

#此时#信任度代理
CJ

会取
:

!

L

"

W)

#因此可以简单规定
4

A

4

9

@

时权值代

理
dJ

取
LW)

#而任务代理对
dJ

的类型判断也

作相应调整

1

!

4

A

4

9

@

C

L

"

>

*

#

!

L

A

L

9

@

%

)

#

!

L

&

L

9

@

+

&

!!

至此#基于赔偿的网格信任评估模型的解为

5

*

'信任度代理
CJ

的判断函数#即
CJ

观察到

L

后判断权值可靠性为
4

的概率为

1

!

4

C

L

"

>

当
L

A

L

9

@

时#

1

!

4

A

4

9

@

C

L

"

>

*

%

1

!

4

&

4

9

@

C

L

"

>

)

(

)

*

&

当
L

>

L

9

@

时#

1

!

4

9

@

%

4

%

4

9

=

C

L

"

>

*

%

1

!

4

A

4

9

@

或
4

+

4

9

=

C

L

"

>

)

(

)

*

&

当
L

9

@

A

L

A

L

9

(

时#

1

!

4

>

4

9

*

C

L

"

>

*

%

1

!

4

#

4

9

*

C

L

"

>

)

(

)

*

&

当
L

&

L

9

(

时#

1

!

4

&

4

9

(

C

L

"

>

*

%

1

!

4

A

4

9

(

C

L

"

>

)

(

)

*

(

)

*

&

!!

5

(

'推荐权值代理
dJ

采用的策略为

L

>

)

#

)

A

4

A

4

9

@

%

L

9

@

#

4

9

@

%

4

A

4

9

=

%

L

9

*

#

4

9

=

%

4

A

4

9

(

%

L

9

(

#

4

9

(

%

4

A

*

(

)

*

&

!!

5

!

'信任度代理
CJ

采用的策略为

^

>

:

!

L

"

>

)

#

L

A

L

9

@

%

7

L

+

F

8

#

L

9

@

%

L

A

L

9

(

%

*

#

L

9

(

%

L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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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4

9

*

#

4

9

(

#

4

9

@

#

4

9

=

分别由式!

>

"$!

**

"$!

*@

"$

!

*=

"确定%

L

9

*

#

L

9

(

#

L

9

@

分别由式!

B

"$!

*(

"$!

*!

"确

定%

7

#

8

为满足式!

@

"的约束系数&

通过上述求解过程可得到

定理
*

!

满足
5

*

#

5

(

#

5

!

的策略组成了基于赔

偿的信任评估模型!

CDO1

"的贝叶斯博弈纯策略的

贝叶斯分离均衡&

从模型求解过程容易证明
5

*

#

5

(

和
5

!

能满足

贝叶斯分离均衡的
@

个条件&定理
*

表明'权值代

理
dJ

可根据自己推荐权值可靠性的不同而承诺

不同的赔偿价格&信任度代理
CJ

可在观察到
dJ

承诺的赔偿价格后确定成交的可能性&因此#对于

服务主体
0

1

来说#主动地选择评估对象#是一种主

动的信任评估模式&

?

!

仿真结果

?<;

!

参数设置

在
1PZd'

网格环境下进行仿真测试的&在

测试平台上建立教育资源网格#设置
=))

个局域网

络#每一个域中包括
())

个节点&收集整理了
=)))

种不同的资源#然后把这些资源随机分布在网格节

点上&资源调用者
02

每调用一次资源#都会对资源

提供者
0

1

进行信任度评估#信用推荐权值用
Cd

!

0

1

#

02

"表示#即
JFF899

!

0

1

#

02

"是实体
02

对
0

1

的

信任评估值
Cd

!

0

1

#

02

"&系统模拟了
Cd

!

0

1

#

02

"

可靠性为
4

时承诺不同赔偿价格的收益情况&相关

参数设置为
+W*

#

HW"

#

%W!

#

7W)M(

#

8W

)M)=

#由此计算出模型解
5

*

#

5

(

#

5

!

中各参数的值

为
4

9

(

W)MA)B)

$

4

9

@

W)M!!!!

$

4

9

=

W)M==="

$

L

9

@

W

)M=)))

$

L

9

(

WAMB=))

$

L

9

*

W

*

(

!

*Y4

"

Y)M"(=

为使

之具有代表性#

4

分别从
!

个区间(

4

9

@

#

4

9

=

"#(

4

9

=

#

4

9

(

"#(

4

9

(

#

*

"各取一个值#

L

9是权值代理
dJ

根据

5(

承诺的赔偿价格&为了与模型解对比#系统模拟

了权值代理
dJ

承诺的
@)

个不同赔偿价格的收益#

这些赔偿价格是在!

)

#

L

E/R

)内等分选取的#

L

E/R

是权

值代理
dJ

可以承诺的最高赔偿价格!由
\

*

确

定"&在图
(

和图
!

中#

4

取(

4

9

@

#

4

9

=

"间的
)M=)

#此时

L

9

@

W)M=))

#

L

E/R

W)M>*>

%在图
@

和图
=

中#

4

取

(

4

9

=

#

4

9

(

"间的
)MB)

#此时#

L

9

*

W*M)@(

#

L

E/R

W

(M!!!

%在图
"

和图
B

中#

4

取(

4

9

(

#

*

"中的
)MA=

#此

时#

L

9

(

W@MB=)

#

L

E/R

W*A

&对于权值代理
dJ

承诺

的每个赔偿价格#模拟了
*)))))

次交易集合&其

中图
(

$图
@

和图
"

描述了推荐权值代理
dJ

承诺

不同赔偿价格
L

时#实际成交次数与成功提供服务

的次数&图
!

$图
=

和图
B

描述了信任度代理
CJ

和

推荐权值代理
dJ

每次交易的平均收益&

从模型的有效性和计算效率方面对比测试了基

本赔偿的信任评估模型
CDO1

与典型的基于统计

的信任模型
K

G

$-/9

&

CDO1

模型中#权值代理
dJ

的可靠性
4

取值区间(

)

#

*

)#

dJ

根据可靠性
4

的取

值不同#采取
5

(

中赔偿价格策略#信任度代理
CJ

根据赔偿价格与权值可靠性采用
5

!

中策略&此时#

4

取(

)

#

4

9

@

"时#

LW)

#

^

W)

%

4

取(

4

9

@

#

*

)时#则分别按

照上述参数值进行取值&图
>

$图
A

和图
*)

描述了

K

G

$-/9

和
CDO1

的信任计算误差率$信任计算量对

比和网络负载对比&

图
=

!

当
A\><@G

时的交易结果

图
?

!

当
A\><@G

时每次交易机会的平均收益

图
@

!

当
A\><O>

时的交易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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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

当
A\><O>

时每次交易机会的平均收益

图
N

!

当
A\><JG

时的交易结果

图
O

!

当
A\><JG

时每次交易机会的平均收益

图
P

!

信任误差率

图
J

!

信任计算量对比

图
;>

!

网络负载对比

?<=

!

结果分析

上述仿真结果表明

*

"在
!

种情况下#尽管承诺的赔偿价格
L

9没有

使权值代理
dJ

获得最多的交易次数#但都使
dJ

每

次交易的平均收益最大#表明
dJ

应该按照模型解给

出的策略
5

(

来承诺赔偿价格#相应的信任度代理
CJ

则可以根据
5

*

来判断推荐信任度的可靠性&

(

"在以上的仿真参数下#

CJ

可以正确地判断

推荐信任度的可靠性位于!

)

#

)M!!!!

"#(

)M!!!!

#

)M==="

"#(

)M==="

#

)MA)B)

"#(

)MA)B)

#

*

"等
@

个

区间中的哪一个#当信任度的可靠性位于(

)M==="

#

)MA)B)

"时#

CJ

则可以根据
dJ

承诺的赔偿价格

而按照式!

>

"准确地判断出来&

!

"推荐权值代理
dJ

承诺的最佳赔偿价格随

着推荐信任度可靠性的增加而增加#因
dJ

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使得
CJ

有理由根据赔偿价

格的高低来判断信任度可靠性的大小&

@

"可靠性高的信任度推荐能够给交易双方带来

较大的收益#这与人们直观的认识相吻合&

=

"图
>

中#当
4

A

4

9

@

时#

CDO1

没产生交易#因

此其误差率为
)

&当承诺赔偿价格较低时#因恶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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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机率较大#此时
CDO1

模型的实际交易次数

远小于
K

G

$-/9

模型#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恶意信任评

估的风险#降低了信任评估误差率#提高了信任评估

的准确性#从而也提高了网格服务的可靠性&

"

"因交易次数的减少#也大大减少了信任评估

计算量#从而提高了计算效率&另外#系统使用的权

值代理
dJ

信任度代理
CJ

#会根据模型选择是否

交易#也降低了网格评估时信任评估值传递的通信

开销&

@

!

结
!

论

在网格服务环境中#为避免对网格服务信任度

的恶意评估#需要引入惩罚机制&针对评估过程中

的信息不对称#借助博弈理论#提出了一种基于赔偿

的信任评估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求解&理论分析

和仿真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有效地解决网格环境

下服务提供方如何辨识信任评估者的评估可靠性问

题#从而可以主动地选择评估者&该模型与现有的

信任评估模型相比#提高了信任评估的准确性和服

务的可靠性#并简化了计算#降低了通信开销&在模

型中#如何更好地确定相关参数以适应不同应用环

境#以及和现有的信任模型在多种应用环境下的性

能对比#是下一步需要继续进行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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