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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块链技术作 为 分 布 式 账 本 的 关 键 技 术 之 一，其 在 不 依 赖 于 任 何 第 三 方 可 信 机 构 的 前 提 下，
解决开放网络中的信任问题，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其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面临着可扩展性不足的瓶

颈．目前，区块链可扩展性的瓶颈主要体现在２个方面：性能效率低下、功能难以扩展．以比特币为例，从
性能上讲，当前仅支持７笔?秒的交易吞吐量，显然无法满足现今数字支付的场景，也无法承载在数字支

付领域外的其他应用．从功能上讲，当前不同区块链系统之间的资产或数据难以交互．在现实情况中，
不同的区块链系统承载着不同的业务和需求．为此，需要实现链与链之间的交互，才能打通不同区块链

之间的信息或价值通道，避免每一区块链成为信息或价值孤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价值互联网．区块链



可扩展性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及产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将从区块链性能提升及功能扩展２个角

度出发，分别介绍区块链可扩展性领域的相关技术和研究进展，其中包括３类当前主流的、提升区块链

交易吞吐量的方案：链下支付网络、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和分片机制；以及４类代表性的、实现区块链功能扩展

的跨链互通技术．分析对比不同方案的特性、适合场景及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给出进一

步研究方向．

关键词　区块链；可扩展性；链下支付通道；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分片机制；跨链技术

中图法分类号　ＴＰ３９３

　　区块链 技 术 起 源 于 中 本 聪［１］提 出 的 比 特 币 系

统，其真正在开放式的Ｐ２Ｐ网络中实现了不依赖于

可信第三方的数字支付系统．这种去中心化的特性

大大有别于现有的商业支付系统，改变了现有系统

中的安全信任模型．在比特币的信任模型中，用户之

间的信任源于对整个系统的信任，而不是任何第三

方中介，只要整个系统的安全假设被满足，这种信任

关系就可以持续．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得区块链技术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然 而 当 前 的 区 块 链 系 统 存 在 严 重 的 可 扩 展 性

瓶颈：

１）交易吞吐量不足．以比特币系统为例，当前

系统最高只能支持７笔?秒的交易确认（以区块大小

为１ＭＢ为例）［２］，这使得其难以承担大量交易的及

时确认，无法满足现实的应用需求．同时由于其共识

过程中可 能 存 在 分 叉，一 笔 交 易 至 少 需 要６个 区

块的确认（这是推荐 的 确 认 数），即 至 少 需 要 等 待

１ｈ才能确认单笔 交 易，这 些 都 限 制 了 其 大 规 模 的

应用［３］；

２）链与链之间的资产（数据）难以交互．不同的

应用场景有着不同的用户和需求，因此在现实情况

中，很难要求一个区块链系统来承载整个现实生活

中的所有应用．为此需要实现链与链之间的交互，才
能使得区块链之间不会彼此成为孤岛，从而实现真

正的价值互联．
本文阐述当前区块链可扩展性问题的现状，从

区块链提升性能和功能扩展２个方面，综述当前主

流的解决区 块 链 可 扩 展 性 的 技 术：链 下 支 付 网 络、

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分片机制和跨链技术，分析比较它们的

优缺点，并指出现有方案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未来

研究方向．

１　概　　述

区 块 链 技 术 提 供 了 在 开 放 网 络 中 新 的 信 任 模

型，使得任何用户可以在不需要第三方信任机构的

情况下建立信任关系，这样的信任关系源于用户对

整个系统的信任，而无需信任单个节点．
这样的去中心化特性带来的代价之一就是区块

链的性能，主要的指标就是系统的交易吞吐量．当前

比特币系统只能支持最高７笔?秒的交易吞吐量，而

主流的支付平台如Ｖｉｓａ，能够实现平均２　０００笔?秒，

以及峰值５６　０００笔?秒的交易处理速度［４］，显然两者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比特币系统的共识机制所带来的

代价．在传统的数字支付平台中，往往存在着中心化

的第三方机构来完成交易的确认，系统中的其他节

点无条件信任第三方机构的执行结果．而在以比特

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系统中，需要全网的节点来对

系统中的每一笔交易进行共识，每个节点都拥有各

自的账本并且通过共识机制来完成对账本的修改并

保证一致性．在当前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中，无论是工

作量证明机制（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ｗｏｒｋ，ＰｏＷ）还是权益证明

机制（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ｓｔａｋｅ，ＰｏＳ）本质上都是全网节点参

与并竞争账本的记账权，并且保证了系统中的任何

节点能够独占记账权并进行双花攻击的代价极高或

者攻击成功的可能性极低．每轮拥有记账权的用户

以区块的形式确认交易，这样的共识机制和区块大

小的限制使得每轮共识的交易确认数有限，造成了

区块链系统交易吞吐量的瓶颈．
显然增大区块容量是一个能够提升区块链交易

吞吐量的简单办法［５－６］．更大的区块能够使得一轮的

共识过程中确认更多的交易．然而仅仅提高区块大

小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首先是更大的区块可能会

导致网络的拥塞，影响系统的性能，其次以比特币为

例，即使将当前的区块大小提升到８ＭＢ，系统的交

易吞吐量依然小于１００笔?秒，依旧无法满足现实的

业务需求．
当前针对区块链性能提升的主流方案主要包含

３类：

００１２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２０１８，５５（１０）



１）利用支付通道技术，通过链下交易的方式来

提升交易的吞吐量，同时保证交易的安全性；

２）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７］等方案，将原先比特币中的共

识过程拆分成记账人选取和交易排序２个阶段，通

过记账人选取阶段保证区块链安全性，在交易排序

阶段由记账人进行大量交易数据的处理．其在保证

了分布式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升了一轮共识过程中

的交易确认数，从而在区块链上增加交易吞吐量；

３）分片机制，通过将全网节点划分成不同的集

合（ｓｈａｒｄ），每个集合并行地进行共识，确认交易，从

而使得系统的交易吞吐量随着全网中参与共识节点

的增加而近似线性地增加．
区块链的可扩展性问题除了表现在性能上，即

系统的交易吞吐量外，在功能上也同样存在瓶颈．区
块链技术诞生之初，主要是为了实现去中心化的数

字支付系统，然而随着人们对区块链的理解和技术

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区块链项目，他们有着不同的特

性，能够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在数字支付领域，有

ＥＴＨ［８］基于账户模型实现了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
Ｚｃａｓｈ［９］利用零知识证明技 术 实 现 了 交 易 过 程 中 的

隐私保护等．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性，也可以实

现除数字支 付 以 外 的 应 用［１０］，如 分 布 式 文 件 存 储、
征信、供应链及金融应用等．然而在区块链设计之初

很少考虑到不同的链之间交互的需求，这使得不同

的链之间完全割裂，不同的资产无法相互转换，不同

的应用无法相互协同，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价值互

联．为此，需构建跨链技术来解决链与链之间的交互

问题．
当前代表性跨链技术主要包含４类：

１）公证人技术；

２）侧链?中继技术；

３）基于 Ｈａｓｈ锁定技术；

４）分布式密钥控制技术．
其中公证人技术引入了可信第三方，作为跨链

过 程 中 的 资 产 保 管 人，侧 链?中 继 技 术 利 用 ＳＰＶ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证明、中继链等技

术，实现了不同区块链之间的可信互通，基于 Ｈａｓｈ
锁定利用了 Ｈａｓｈ原 像 脚 本，实 现 了 公 平 的 跨 链 资

产交换，分布式密钥控制技术利用分布式密钥生成

算法，使得跨链过程中的资产保管人角色由全网节

点承担，而不是少数第三方．

２　性能扩展的主流技术

在本节中，我们主要介绍３类提升区块链性能

的主流技术，包括链下支付网络技术，涉及经典闪电

网络及其相关改进方案的构造；提升链上交易容量

的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方案；提升链上交易容量的分片机制．
２．１　链下支付网络

链下支付网络通过将大量交易离线处理，同时

将区块链作为仲裁平台，处理通道支付过程中的异

常情况，如双方对通道的状态有分歧等，其间接地提

升了系统的交易吞吐量．
双向通道支付过程可分为３个阶段：１）初始阶

段，用于双方建立通道；２）支付阶段，通道双方完成

支付，即通道状态的更新；３）关闭通道阶段，双方关

闭通道，赎回 通 道 中 自 己 的 资 金，在 关 闭 通 道 过 程

中，一旦某一 方 作 恶，即 利 用 之 前 的 通 道 状 态 来 谋

利，将会触 发 提 交 阶 段．在 提 交 阶 段 中，双 方 提 交

证据（交易）使得外 界（区 块 链）确 定 通 道 内 的 真 实

状态．
２．１．１　闪电网络

闪电网络［１１］是 最 早 的 通 过 链 下 支 付 通 道 形 成

支付网络、提升区块链交易吞吐量的方案．闪电网络

主要 包 含２个 协 议 ＲＳＭＣ（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和 ＨＴＬＣ（ｈａｓｈｅｄ　ｔｉｍｅｌｏｃｋ　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１２］．其相关 其 他 方 案 主 要 是 在２个 协 议 上 进

行修改．ＲＳＭＣ主 要 实 现 了 双 人 双 向 的 支 付 通 道，
使得通道双方可以在交易不上链的情况下即时确认

交易．ＨＴＬＣ则实现了系统内任意２个节点的转账

可以通过一条支付通道来实现．通过这样的方式，只
要在 系 统 中 存 在 一 条 Ａｌｉｃｅ到 Ｂｏｂ之 间 的 通 路，

Ａｌｉｃｅ就可以借用他人的通道来实现支付操作，无需

直接与Ｂｏｂ建立通道．跨通道支付协议是基于条件

支付的想法，即接收者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接

受到钱款．在该协议中，条件支付的构造基于Ｈａｓｈ原

象，从而来同步支付路径上所有用户的支付情况［１３］．
类似的条件支付在其他方案中也广泛存在［１４－１５］．
Ｓｐｉｌｍａｎ［１６］首次提出了基于比特币系统的通道

支付协议．该协议包含２个阶段，初始阶段和支付阶

段．初始阶段 Ａｌｉｃｅ首 先 向 一 个 智 能 合 约 的 脚 本 地

址中进行充值，这个智能合约就是 Ａｌｉｃｅ和Ｂｏｂ的

多签名脚本，只有在２人共同对交易签名时，才能从

该脚本地址将钱转出．这样的支付通道建立后，双方

就可以在交易不上链的情况下即时确认交易．具体

的过程：以Ａｌｉｃｅ向Ｂｏｂ支付为例，Ｂｏｂ将包含此次

支付后通道中金额的分配情况的交易发送给Ａｌｉｃｅ，

Ａｌｉｃｅ确认金额后签名并将其发送给Ｂｏｂ，Ｂｏｂ收到

该交易后即确认这个支付操作的完成．当Ｂｏｂ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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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支付通 道 时，只 需 在 最 新 的 由 Ａｌｉｃｅ签 名 的 交

易中附上自己的签名后在系统中广播，矿工确认这

笔交易并上链后，该支付通道即为关闭．通道支付协

议实现了交易的即时确认．这个通道支付协议的特

点是在通道的 支 付 过 程 中 属 于Ｂｏｂ的 金 额 始 终 是

增长的，这保证了Ｂｏｂ只会向区块链公布通道内的

最新状 态，不 然Ｂｏｂ就 会 受 到 损 失．但 是 这 样 的 特

点使得通道支付协议存在局限性，即该通道支付协

议只支持单向的支付，只满足单一的用户向商家支

付的场景．
然而当支付通道协议要支持双向支付时，需要

一种机制来保证通道双方始终公布通道内的最新状

态，闪电网络中的ＲＳＭＣ实现了这个机制．
主要原理．通 过 时 间 锁（ｔｉｍｅｌｏｃｋ）［１７］的 机 制 来

延迟通道一方取回通道资产的时间，同时引入惩罚

交易的概念来保证通道双方的资产状态是基于最新

的交易情况，一旦某一方试图使用之前的通道状态

来谋利，另 一 方 可 以 在 这 段 延 迟 时 间 内（ｔｉｍｅｌｏｃｋ）
发现，并没收其通道内资产作为惩罚．

如图１所示，每一轮通道状态更新需要通道双

方更新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交易以及上一轮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交易所对应的惩罚交易．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１　闪电网络双向支付通道结构

　　１）初 始 阶 段．通 道 双 方Ａ，Ｂ 生 成 未 签 名 的

ｆｕｎｄｉｎｇ交 易，将 各 自 的 押 金 存 入 通 道 中，ｆｕｎｄｉｎｇ
交 易 引 用 Ａ 与 Ｂ 的 输 出．Ａ，Ｂ 生 成 初 始 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交 易Ｃ１，Ａ，Ｃ１，Ｂ，确 定 通 道 内 的 初 始 状

态，并且 交 换 对 双 方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交 易 的 签 名σＡ，

σＢ．之后Ａ，Ｂ双方交互对ｆｕｎｄｉｎｇ交易的签名，并将

交易广播到区块链中．
２）支 付 阶 段．支 付 过 程 相 当 于 通 道 状 态 的 更

新，即产生新的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交易Ｃｊ，Ａ，Ｃｊ，Ｂ．此时通

道内 上 一 轮 状 态 交 易Ｃｊ－１，Ａ，Ｃｊ－１，Ｂ 和 新 产 生 的 状

态交易Ｃｊ，Ａ，Ｃｊ，Ｂ同时处于有效状态，因此需要额外

交互惩 罚 交 易 来 作 废 上 一 轮 的 状 态 交 易Ｃｊ－１，Ａ，

Ｃｊ－１，Ｂ．以Ａ 为 例，Ａ 拥 有 状 态 更 新 交 易Ｃｊ，Ａ，包 含

２笔输出：输出１是Ａ在通道内的资金，输出２是Ｂ
在通道内 的 资 金．正 常 情 况 下 输 出１的 花 费 交 易

ＲＤｊ，Ａ设置了时间锁λ，即需要等待Ｃｊ，Ａ经过λ区块

确认后，该交易才能上链．在惩罚交易的机制中，为

了防止Ａ公布上一轮的状态交易Ｃｊ－１，Ａ，Ａ 需要向

Ｂ 交互ＢＲｊ－１，Ｂ，并 签 名σＡ，该 交 易 没 有 时 间 锁，可

以在Ｃｊ－１，Ａ 上 链 后 立 即 上 链 确 认．一 旦 Ａ 公 布

Ｃｊ－１，Ａ进行作恶，Ｂ立刻公布ＢＲｊ－１，Ｂ，将Ｃｊ－１，Ａ的输

出１作为罚金输入到自己的地址中．
３）结束阶段．关闭通道需要通道双方公布最新

的通道状态信息Ｃｊ，Ａ或者Ｃｊ，Ｂ．
ＨＴＬＣ用于跨通道支付，实现了多个支付通道

间资产的公平交换．其利用的是条件支付，即支付成

功的条件为 收 款 者 给 出 秘 密（Ｈａｓｈ的 原 像）．在 不

同的通道间可以利用这个秘密完成跨通道的支付，
保证了支付的原子性，即不同通道同时支付成功或

者同时失败．
如图２所示，假设Ａｌｉｃｅ需要向Ｄａｖｅ完成支付，

Ａｌｉｃｅ并 没 有 直 接 和 Ｄａｖｅ建 立 的 通 道，但 是 Ａｌｉｃｅ
找到一 条 支 付 通 路，即 Ａｌｉｃｅ，Ｂｏｂ，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Ｄａｖｅ，
使得Ａｌｉｃｅ可 以 通 过 向Ｂｏｂ支 付，Ｂｏｂ向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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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Ｃａｒｏｌｉｎｅ向Ｄａｖｅ支付的方式 完 成 支 付．协 议

可以分为２个 阶 段：第１阶 段Ｄａｖｅ随 机 生 成 原 像

Ｒ，并 且 将 Ｈａｓｈ值 Ｈ（Ｒ）发 送 给 Ａｌｉｃｅ，Ａｌｉｃｅ与

Ｂｏｂ依此建立条件支付合约，通路 上 的 其 他 节 点 以

此类推．第２阶段，当通路上所有通道都建立条件支

付合约 后，Ｄａｖｅ通 过 出 示 Ｈａｓｈ原 像 Ｒ，完 成 与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的支付，Ｃａｒｏｌｉｎｅ获得原像Ｒ后，能够完成

与Ｂｏｂ的支付，以此类推，最终Ａｌｉｃｅ与Ｂｏｂ完成支

付后整个流程结束．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图２　跨通道支付流程

２．１．２　相关改进方案

针对闪电网络的改进主要包含效率、支付成本、

通信开销、可持久化、寻路算法等．
１）Ｄｕｐｌｅｘ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Ｄｕｐｌｅｘ［１８］支 付 通 道 协 议 利 用 了 比 特 币 系 统 中

的时间锁机 制 设 计 了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ｅ的 结 构，来

保证通道的可持久性．同时利用２条单向通道，来实

现Ａ，Ｂ之间的双向支付．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ｅ
图３　Ｄｕｐｌｅｘ通道支付协议结构

如图３所示，Ａ与Ｂ之间有２条单向支付通道，

用于完成Ａ，Ｂ间的相互支付．不同于闪电网络需要

设计惩罚机制来保证结束通道时，双方公开最新的

通道状态，Ｄｕｐｌｅｘ利用了单向通道支付方向单一的

特点，保证了分别作为２条通道的收款者Ａ，Ｂ只会

公开各自收款通道的最新状态．由于２条通道的金

额互不联通，在高频交易的场景下，２条通道中付款

者的押 金 将 会 很 快 被 耗 尽．因 此，利 用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树和时间锁机制设计了ｒｅｓｅｔ阶段，使得２条通道内

的资金可以相互转移．
在ｒｅｓｅｔ阶段中，通道双方基于２条通道内共同

的资金分配 情 况，调 整２条 单 向 通 道 的 状 态，如Ａ
在通道中ＣＡＢ作为付款者，在ＣＢＡ 中作为收款者，通

过ｒｅｓｅｔ阶段，Ａ可以将自己在ＣＢＡ中收到的资金转

入ＣＡＢ中用作之后的支付．为了作废原先的状态，新

的交易设置较小的时间锁，使得新的状态更新交易

进入区块链．每 进 行 一 轮ｒｅｓｅｔ将 会 使 新 的 记 录 通

道状态的交易上的时间锁递减．
支付阶段和提交阶段与传统的单向通道支付协

议类似，区别在于Ｄｕｐｌｅｘ在结束通道时需要同时公

开２条通道内的状态．
２）Ｒａｉｄｅ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在闪电网络方案中存在着效率及可用性不足的

缺陷．在其双向支付通道协议中，受制于比特币系统

脚本的限制，为了防止通道某一方作恶，另一方需要

存储对方在之前的每一轮交互的惩罚交易，而伴随

着高频交易持续的发生，存储这些交易的代价将会

越来越大，给用户带来极大的负担．而在跨支付通道

协议中，在当 前 比 特 币 系 统 中 也 仅 支 持 基 于 Ｈａｓｈ
原象的构造，无法支持其他更灵活的条件．

这些问 题 在 以 太 坊 的 方 案 中 得 到 了 解 决．由

于以太坊 实 现 了 图 灵 完 备 的 脚 本 系 统，可 以 实 现

更为灵活的智能合约．因此基于以太坊模型设计的

Ｒａｉｄｅｎ［１９］网络尽管借鉴了上述闪电网络的构造，却

并不存在上述问 题．在Ｒａｉｄｅｎ网 络 中，通 道 支 付 的

惩罚交易是基于用户双 方 对 交 易 轮 数ｉ的 签 名，只

要一方出 示 了 双 方 对 更 高 交 易 轮 数ｉ的 交 易 的 签

名，即可判定另一方作恶［２０］．
３）Ｓｐｒｉｔｅｓ
Ｍｉｌｌｅｒ等 人［２１］提 出 了Ｓｐｒｉｔｅｓ的 方 案，是 针 对

闪电网络方案效率方面的改进，目的是解决当跨通

道支付不成功时，用户所消耗的时间成本过大的问

题．显然，通道支付协议可以看作一种储蓄卡机制，
用户可以通过通道内储蓄的金额，来为他人提供跨

通道支付，跨通道支付的手续费即用户提供跨通道

支付的激励，类似储蓄卡的利息．然而用户在跨通道

支付的过程中，用于支付的资金是处于冻结状态，直
到跨通道支付成功或者失败．在该过程中用户无法

使用被冻结的资金，因此用户在跨通道支付时所付

出的成本可以用支付过程中被冻结的资金和所冻结

的时间的乘积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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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先的跨通道支付协议中，为了保证安全性，
在通路上的所 有 用 户 获 知 Ｈａｓｈ原 象，从 而 完 成 支

付的行为是串行的，因此在最坏情况下，支付路径上

最后的用户需要等待支付路径的跳数（Ｌ）乘以每一

跳交互的最长时延（ｔ）的时间才能确 认 交 易 是 否 成

功完成，而在 这 期 间 内 他 的 资 金 处 于 冻 结 状 态，而

在Ｓｐｒｉｔｅｓ的方案中，利用以太坊平台所提供的智能

合约，设计了全局的 Ｈａｓｈ原像管理合约（ｐｒｅｉｍ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从而使得用户可以通过调用该合

约的状态，近似并行地获知交易是否成功完成，大大

减少了在最坏情况下用户的等待时间，从而减少了

时间成本．
Ｓｐｒｉｔｅｓ的 支 付 过 程 与 Ｒａｉｄｅｎ网 络 类 似，区 别

在于跨通道支付时条件支付协议．ＨＴＬＣ的条件是

基于 Ｈａｓｈ原像的公布，在Ｓｐｒｉｔｅｓ中条件支付的条

件为 Ｈａｓｈ原像 管 理 合 约 的 输 出．一 旦 支 付 通 路 上

的某个节点向Ｈａｓｈ原像管理合约提交Ｈａｓｈ原像，
通路上的其他节点就可以同时得知 Ｈａｓｈ原像的公

布结果，并且确认跨通道支付的完成．
４）可持久化机制

对上述支付网络的分析可知，支付网络对系统

的交易吞吐量的提升是巨大的，方案理论上对系统

的交易吞吐量没有限制．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链

下支付网络将区块链看作解决通道双方争议，防止

攻击者作恶的仲裁平台［２２］，因此所有结束通道的交

易必须上链进行共识．因而频繁的开关通道势必会影

响区块链的交易吞吐量，限制链下支付网络的优势．
Ｒｅｖｉｖｅ［２３］实现 了 通 道 支 付 网 络 中 的 可 持 久 化

机制．主要原理为：利用跨通道支付协议，使得在支

付网络中存在支付环路的节点间可以通过跨通道支

付，模拟正常的支付，将押金充裕的通道内的资金流

向押金将要耗尽的通道．
５）寻路算法

在实际应用中一个完整的链下支付网络方案除

了需要解决双向通道支付和跨通道支付外，还需要

设计高效的寻路算法．在链下支付网络方案中，节点

间建立通道需要较高成本（交易费、押金和交易确认

时间），因此一个节点能够维持的通道数是有限的，
而频繁的建立和关闭通道会影响到通道支付协议的

效率和可用 性．从 支 付 开 销 的 角 度 讲，在 实 际 应 用

中，链下支付网络应尽量借助他人已有的通道来实

现支付功能，而不是直接建立与收款者建立通道．因
此存在着在支付网络中寻找支付通路的需求．现有

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包含２类：基于最大流算

法和基于Ｌａｎｄｍａｒｋ算 法．基 于 最 大 流 算 法 要 求 节

点保存着全网的通道图，并利用经典最大流算法，如

Ｐｕｓｈ－Ｒｅｌａｂｅｌ［２４］等算法寻找到目标点的可行支付路

径；基于ｌａｎｄｍａｒｋ算 法 主 要 包 括Ｆｌａｒ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Ｒｏｕｔｉｎｇ［２５－２７］等方案，将支付网络中建立的通道较多

的若干节点作为信标点，使得用户只需存储相邻通

道及到信标点的路径信息，支付时双方交换存储的

路径信息并取交集，即可得到双方之间的支付路径．
２．２　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

比特币的共识机制ＰｏＷ 保证了开放网络中区

块链状态的一致性（弱一致性），但其并未考虑效率，
因此Ｅｙａｌ等 人 提 出 了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的 方 案，旨 在 提

升一轮共识中的交易确认数，从而提升系统的交易

吞吐量．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将 比 特 币 的 共 识 过 程 拆 分 成２
个阶段：记账人选取和交易排序．在记账人选取阶段

仍然采用原先的工作量证明算法，由全网节点竞争

该轮的记账权，在交易排序阶段由该轮的记账人确

认交易并打包区块、全网广播．记账人选取阶段产生

ｋｅｙ－ｂｌｏｃｋ的过程和 原 先 比 特 币 中 产 生 区 块 的 过 程

一致，因此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基 于ｋｅｙ－ｂｌｏｃｋ的 最 长 链 原

则保证了其安全性（容错）和比特币一致．同时，当节

点通过工作量证明成为记账人后，其可以在下一位

记 账 人 产 生 之 前，确 认 打 包 交 易 并 生 成 ｍｉｃｒｏ－
ｂｌｏｃｋ．其实 质 是 利 用 了 两 轮 记 账 人 选 取 阶 段 的 空

隙，由 记 账 人 产 生 包 含 交 易 数 据 的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ｃｋ，在

不影响其容错性的前提下，提升了一轮共识过程中

的交易确认数．
然而，在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中也引入了记账人大量广

播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ｃｋ造 成 系 统 网 络 阻 塞 的 风 险．因 此

Ｗａｎ等 人［２８］提 出 了 Ｇｏｓｈａｗｋ方 案，设 计 了 双 层

链＋两级挖矿机制，即ｋｅｙ－ｂｌｏｃｋ和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ｃｋ是

由全网节点通过２个难度不同的工作量证明机制来

产生，从 而 有 效 避 免 了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ｃｋ　ｓｗａｍｐｉｎｇ攻

击；此外，Ｇｏｓｈａｗｋ引入了投票机制来抵抗自私挖

矿和５１％算力 攻 击，并 支 持 系 统 协 议 的 动 态 升 级．
该方案在保 持 了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原 有 的 效 率 提 升 基 础

上，进一步加强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２．３　分片机制

除２．１节和２．２节２类方案外，在借鉴传统分

布式数据库领域的分片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在开放

的区块链网络中设计可靠的分片机制也可以提高系

统的交易吞吐量［２９－３１］．
分 片 机 制 通 过 将 全 网 节 点 划 分 成 不 同 的 集 合

（ｓｈａｒｄ），使 每 个 集 合 独 立 并 行 地 运 行 共 识 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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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交易确认，从而使得系统的交易吞吐量随着全

网节点的增加而近似线性地增加．
传统的区块链共识机制的容错上限为５１％，如

比特币的工作 量 证 明 敌 手 在 不 掌 握５１％算 力 的 情

况下难以发动双花攻击．不同于传统区块链共识机

制，在原有系统容错性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分片机制

需要面临的挑 战 是１％攻 击，即 保 证 攻 击 者 在 分 片

过程中无法在任何一个分片中实现５１％攻击，以及

如何保证攻击者无法在分片处理交易的过程中，实

现双花攻击．
２．３．１　随机算法

有效抵御１％攻 击 的 措 施 是 在 分 片 的 过 程 中，
参与共识的节点需要随机地被分配到不同的分片，
这样当分片大小（ｓｉｚｅ）足够大时，分片内出现５１％
攻击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当前在区块链分片机制

中被使用 的 随 机 算 法 主 要 基 于２类：工 作 量 证 明

（ＰｏＷ）和权益证明（ＰｏＳ）．两者实质都是随机过程．
在Ｅｌａｓｔｉｃｏ和Ｚｉｌｌｉｑａ的方案中都采用了工作量

证明作为分片的随机算法．上述方案在片内进行共

识时采用了ＰＢＦＴ算法．ＰＢＦＴ算法的安全假设 基

于在参与共 识 的 节 点 数 中 恶 意 节 点 不 超 过１?３，因

此为了抵御女巫攻击［３２］（ｓｙｂｉｌ　ａｔｔａｃｋ），节点需要在

一轮共识开始的阶段，进行简单的工作量证明以获

得参与ＰＢＦＴ［３３］共识的身份．将节点划分成不同集

合的标准基于节点工作量证明的结果．通过建立概

率模型可以得到当分片大小达到６００时，即使攻击

者拥有１?３的算力，其能够控制一个分片（即在任何

分片中拥有超过１?３节 点）的 可 能 性 可 以 忽 略 不 计

（２－２０）．
其具体过程可抽象为：

１）节点进行工作量证明获得身份，并划分成不

同的集合．
２）在各个分片内部通过ＰＢＦＴ算法，进行分片

内的交易共识

３）将各个分 片 共 识 后 的 交 易 集 及 共 识 过 程 中

的签名广播给某一个分片，由该分片校验签名，进行

分片内共识后，打包成区块并全网广播．
２．３．２　交易处理

根据区块链的模型可以将系统的交易处理分为

２类：基于ＵＴＸＯ模型和基于账户模型．
Ｅｌａｓｔｉｃｏ的方案基于 ＵＴＸＯ模型，因此在交易

处理时，通过交易的输入作为基准映射到不同的分

片处理．在ＵＴＸＯ模型中，攻击者想 要 实 现 双 花 必

须产生２笔引 用 同 一 输 出 的 交 易．因 此Ｅｌａｓｔｉｃｏ可

有效抵御在交易处理过程中的双花攻击．

Ｚｉｌｌｉｑａ的方案基 于 账 户 模 型，因 此 在 交 易 处 理

时，通过发送者的身份作为基准映射到不同的分片

中．一轮共识过程中，不同发送者的交易可能映射到

不同的分片（不同验证者），但同一发送者的交易都

会由同一分片处理，因此分片内的诚实节点对特定

发送者的状态是确定的．因此其能够在基于账户的

模型下抵御双花攻击．

３　性能扩展技术分析与展望

在本节中，我们将首先分析比较各种链下支付

协议，再分 析 对 比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链 下 支 付 协 议 及 分

片机制的优缺点和适用场景，并基于此给出下一步

研究方向．
３．１　现有方案分析对比

如表１所示，不同的支付通道协议在不同的阶

段交互所需要的签名数不同．在建立通道阶段，所有

的通道支付 协 议 都 需 要 对ｆｕｎｄｉｎｇ交 易 进 行 签 名，
闪电网络需要通道额外交互初始的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交

易来确定初始状态，Ｄｕｐｌｅｘ方案中则需要额外建立

深度为ｄ的 初 始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树 来 确 定 初 始 状 态．
Ｒａｉｄｅｎ和Ｓｐｒｉｔｅｓ中初始状态由ｆｕｎｄｉｎｇ交易生成，
智能合约通 过ｆｕｎｄｉｎｇ交 易 确 认 通 道 初 始 状 态，不

需要额外的ｕｐｄａｔｅ交易．在支付阶段，由于Ｄｕｐｌｅｘ
使用了２条单向通道实现双向通道的功能，因此，一
轮支付只需要更新一条单向通道的状态，单向通道

的状态更新在交互时只需要付款者一方的签名．而

其他方案基本采取了与闪电网络相同的通道更新方

式，因而每轮更新需要通道双方各自对通道内的最

新状态进行 签 名．在 结 束 通 道 阶 段，Ｄｕｐｌｅｘ需 要 提

交２个单向通道的状态，而闪电网络由于设计了惩

罚交易来作废通道之前的状态，因此需要在提交阶

段公开３笔交易，而Ｒａｉｄｅｎ和Ｓｐｒｉｔｅｓ等 方 案 采 用

了其他更新状态的机制，因此只需要在提交阶段公

开记录最新状态的交易，而不需要额外的惩罚交易．
Ｄｕｐｌｅｘ在协议运行中还包括ｒｅｓｅｔ阶段来调节２条

单向通道间的资金分配，而其他协议均设计了双向

支付通道，并不包含该阶段．
如表２所示，不同的支付通道协议在性能，隐私

性，存储开销，支付开销上存在着差异和折中．所有

通道支付协议都实现了双向支付的功能，Ｄｕｐｌｅｘ采

用２条单向支付通道，而其他协议都只有一条双向

支付通道．在通道双方的本地存储开销上，Ｄｕｐｌｅｘ采

用了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树的结构来作废通道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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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存储开销取决于树的 深 度ｄ．闪 电 网 络 需 要 双 方

存储作废之前状态的所有惩罚交易，因此其存储开

销取决于交易的轮数Ｎ．在其他方案中双方都只需

存储最新一轮的状态更新交易．当结束通道时，基于

通道内最新状态的交易会进行上链共识，闪电网络

引入了惩罚交易，一轮完整的状态更新需要３笔交

易．而Ｄｕｐｌｅｘ需 要 公 开２个 单 向 通 道 内 的 最 新 状

态，因此需要上链２笔交易，其他支付通道协议只需

要共识一笔 交 易．在 支 付 开 销 上，Ｓｐｒｉｔｅｓ使 用 了 基

于智能合约执行结果的条件支付协议，因此在跨通

道支付过程中资金所需要被冻结的时间最短，为通

路跳数Ｌ加上通道内双方交互的最长时延ｔ．其 他

协议均需要两者相乘．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表１　支付通道协议在不同阶段交互所需要的签名数对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ｅｔ　Ｕｐ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ｔ
Ｓｅｔｔｌ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２×２　 １×２ ｎｏ　 ３

Ｄｕｐｌｅｘ （ｄ＋２）×２　 １ ｙｅｓ　 １×２

Ｒａｉｄｅｎ　 ２　 １×２ ｎｏ　 １×２

Ｓｐｒｉｔｅｓ　 ２　 １×２ ｎｏ　 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表２　不同支付通道协议的特性对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ｓｔ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ｙｅｓ　 Ｏ（Ｎ） ２ｏｒ　３　 Ｌ×ｔ

Ｄｕｐｌｅｘ　 ｙｅｓ　 １＋ｄ　 ２　 Ｌ×ｔ

Ｒａｉｄｅｎ　 ｙｅｓ　 Ｏ（１） １　 Ｌ×ｔ

Ｓｐｒｉｔｅｓ　 ｙｅｓ　 Ｏ（１） １　 Ｌ＋ｔ

在３类主流的提升区块链性能的方案中，链下

支付网络并未真正提升区块链本身的交易容量，其

大量交易在离线情况下完成，而将区块链作为仲裁

平台，只有在关闭通道分配通道资金或者通道双方

对通道状态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才将交易公开上

链．因此，尽管链下支付网络对交易吞吐量的提升是

巨大的，完全可以满足现有需求，但是其只能支持数

字支付领域，在区块链的其他应用场景中，链下支付

网络技术无法提升区块链的性能．同时，链下支付网

络在建立通 道 和 关 闭 通 道 阶 段 均 有 交 易 上 链 的 过

程，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其性能提升有赖于区块链本

身的交易容量．而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和分片机制旨在提升

区块链本身的性能，提高了一轮共识过程中的交易

处理数．然而受制于分布式网络结构复杂，节点的存

储空间和处理性能有限等限制，两者对系统交易吞

吐量的提升无法和链下支付网络相比．实验表明，在

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等 方 案 中，系 统 交 易 吞 吐 量 的 量 级 在

１０２，分片机制对系统交易吞吐量的提升与全网参与

共识的节点呈近似线性关系，而链下支付网络对系

统的交易吞吐量在理论上没有作限制．但是后２个

方案是直接提升区块链本身的性能，因此其能够在

区块链的其他应用场景，如分布式文件存储、征信、

供应链及金融领域等起到提升系统性能的效果．
３．２　下一步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对提升区块链性能的３类主流方案的

分析，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包括４个方面：

１）在链下支付网络方案中，当前在支付开销、

交互开销上最优的方案是Ｓｐｒｉｔｅｓ，然而其引入的原

像管理合约只能应用于以太坊等平台中，无法在现

有比特币中实现．而实际中基于比特币的区块链平

台众多，因此需要研究基于比特币平台的链下支付

网络效率改进方案．
２）在实际应用中，链下支付网络的高效寻路算

法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当前的２类方案中，基于最大

流方 案 存 储 开 销 和 运 行 成 本 过 大，基 于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的方案中虽然不需要节点存储整个网络图，但其寻

路的成功率取决于选取信标点集的方式和大小，并

且无法保证寻找到的路径是否为最优路径．
３）在分片机 制 中 系 统 交 易 吞 吐 量 的 提 升 取 决

于参与全网参与共识的节点数，然而当前在其激励

机制方面研究不足，同时对其安全性的相关分析也

较少，并且已有的方案在分片过程中，如Ｅｌａｓｔｉｃｏ和

Ｚｉｌｌｉｑａ，由 于 网 络 延 迟 等 因 素 可 能 存 在 被 恶 意 者 攻

击的可能．
４）在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Ｇ等方案中，可 考 虑 结 合ＤＡＧ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ｃｙｃｌｉｃ　ｇｒａｐｈ）结 构 进 一 步 提 升 交 易 吞

吐量．

４　代表性跨链技术

跨链技术旨在解决链与链之间的交互问题［３４］．
当前跨链交互的过程可分为２个阶段：资产在链Ａ
上的锁定阶段和相应资产在链Ｂ 上的解锁阶段．其

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链Ａ上的资产如何保证被锁定，

如何确定解锁 链Ｂ上 的 资 产 以 及 保 证 资 产 的 锁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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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解锁在链Ａ，Ｂ之间保证原子性，即２条链之间相

应的 资 产 要 么 同 时 锁 定?解 锁 成 功，要 么 同 时 锁 定?
解锁失败．针对上述２个挑战，不同的跨链技术被提

出，主要包含４类：

１）多中心化公证人；

２）侧链?中继技术；

３）基于 Ｈａｓｈ锁定；

４）分布式密钥控制．
４．１　公证人机制

公证人机制利用公证人来保证资产在不同链上

的锁定与解锁．主要利用了区块链脚本中的多签名

脚本，可以实 现 链 与 链 之 间 双 向 的 交 换．具 体 流 程

为：用户在链Ａ上向多个公证人的多签名脚本地址

上转入链Ａ 的资产进行锁定，公证人在确认（共识）

后在链Ｂ向用户的地址释放相应的资产．
４．２　侧链?中继

侧链技 术［３５－３６］或 者 中 继 技 术［３７－３８］提 供 的 是 一

种更去中心化的解决方案．不同于公证人机制，侧链

技术或者中继技术旨在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使得不

同链之间的状态可以互相交互．
以 较 早 的 ＢＴＣ－Ｒｅｌａｙ为 例，ＢＴＣ－Ｒｅｌａｙ通 过

ＥＴＨ上 的 智 能 合 约 存 储 比 特 币 中 的 区 块 头，使 得

ＥＴＨ链上可以获知比特币系统中发生的事件，实现

了ＥＴＨ作为比 特 币 侧 链 的 功 能．利 用 比 特 币 区 块

头数据相当于在ＥＴＨ里创建了一条简易的比特币

区块链．但是 由 于ＥＴＨ 智 能 合 约 中 比 特 币 的 区 块

头信息是由中心化的节点（Ｒｅｌａｙｅｒ）提供的．因此其

去中心化程度不足．使用ＢＴＣ－Ｒｅｌａｙ可以实现比特

币和ＥＴＨ之间的兑换，具体流程如下：

１）Ａｌｉｃｅ和 Ｂｏｂ使 用 智 能 合 约 来 进 行 交 易，

Ａｌｉｃｅ使用ＢＴＣ币 兑 换Ｂｏｂ的ＥＴＨ 币，Ｂｏｂ把 他

的ＥＴＨ币发送到智能合约中；

２）Ａｌｉｃｅ向Ｂｏｂ的地址发送ＢＴＣ币；

３）Ａｌｉｃｅ通过比特币的交易信息，生成ＳＰＶ证

明，并将证明输入到ＥＴＨ系统上的合约中；

４）合约在 被 触 发 后 确 认ＳＰＶ证 明，然 后 释 放

之前Ｂｏｂ的ＥＴＨ币到Ａｌｉｃｅ的地址中．
Ｃｏｓｍｏｓ使用中继技术来实现不同区块链之 间

数据的交互．如图４所示，在Ｃｏｓｍｏｓ中不同的区块

链相当于不同的区域（Ｚｏｎｅ），Ｈｕｂ连接所有的区块

链，实现链于链之间的中继功能，每条链上状态的更

新都需要告 知 Ｈｕｂ，因 此 Ｈｕｂ中 的 状 态 相 当 于 所

有 链 的 叠 加，保 证 了 所 有 链 中 的 代 币 总 量 不 变．

Ｃｏｓｍｏｓ中链Ａ 与 链Ｂ 之 间 状 态 的 确 认 可 以 通 过

Ｈｕｂ来实现．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ｃｏｓｍｏｓ　ｒｅｌａ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４　Ｃｏｓｍｏｓ中继技术结构

４．３　Ｈａｓｈ锁定

Ｈａｓｈ锁定的原 理 与 闪 电 网 络 中 ＨＴＬＣ相 同，

将 Ｈａｓｈ的原象作为秘密，利用条件支付，可以在无

可信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保证不同交易的原子性，

实现公平的跨链交换．
如图５所示，跨链原子交换的流程为：

１）Ａ产生随机数ｒ，并计算ｒ的Ｈａｓｈ值ｈ，将ｈ
发送给Ｂ．
２）Ａ与Ｂ 利用 ＨＴＬＣ相继将用于交换的资产

锁定．要求Ａ的锁定时间需要比Ｂ 长，即Ｔ１＜Ｔ２．
从Ａ的角度看，在时间Ｔ１ 内，Ｂ可以通过公布原像

ｒ获得Ａ 锁定的资产，否则Ａ赎回自己的资产．从Ｂ
的角度看，在时间Ｔ２ 内，Ａ可以通过公布原像ｒ获

得Ｂ 锁定的资产，否则Ｂ赎回自己的资产．
３）Ａ通过公布原像ｒ获得Ｂ 锁定的资产．同时

Ｂ得到了秘密ｒ，并且通过公布ｒ在另一条链上得到

Ａ锁定的资产．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ｈａｉｎ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ｗａｐ
图５　跨链原子交易流程

４．４　分布式密钥控制

通过分布式密钥控制机制来实现去中心化的跨

链交换的方案是由Ｆｕｓｉｏｎ［３９］提出的，其利用密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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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布式密钥生成算法［４０］和门限签名技术［４１］保

证了跨链过程中资产锁定和解锁由系统参与共识的

所有节点决定并且在此过程系统中的任何节点或者

少数节点联合都无法拥有资产的使用权．整个过程

可分为２个阶段：锁定资产阶段和解锁资产阶段．以
比特币和Ｆｕｓｉｏｎ交互为例：

锁定阶段：

１）Ａ 向Ｆｕｓｉｏｎ发 起 锁 定 资 产 请 求，通 过 调 用

智能合约，利用分布式密钥生成算法．该过程中，智

能合 约 将 密 钥 碎 片 随 机 分 发 给 Ｆｕｓｉｏｎ中 不 同 的

节点．
２）智能合约返回私钥对应的公钥地址．Ａ收到

地址后，将资产锁定在该公钥地址中．
３）智能合约确认Ａ的资产确实锁定后更新Ａ

在Ｆｕｓｉｏｎ中的资产信息．
解锁阶段：

１）Ａ向Ｆｕｓｉｏｎ发起解锁资产请求．
２）智 能 合 约 确 认Ａ 在Ｆｕｓｉｏｎ中 的 资 产 信 息

后，锁定Ａ 在Ｆｕｓｉｏｎ中 的 相 应 资 产 并 广 播 解 锁 交

易签名请求．
３）拥有私钥碎片的节点检查解锁交易后签名．
４）节点将签名后的交易在比特币平台广播，将

锁定的资产输出到Ａ的地址．
５）智能合约确认Ａ的资产确实解锁后更新Ａ

在Ｆｕｓｉｏｎ中的资产信息．

５　跨链技术分析对比与挑战

在本节中，我们将分析比较各种典型跨链技术

的优缺点和适用场景，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关研究

挑战．
５．１　现有技术分析对比

如表３所示，不同的跨链技术在适用的场景、信
任模型、支持的功能以及实现难易程度上存在差异

和折 中．在 应 用 场 景 中，中 继 技 术 中 的ＢＴＣ－Ｒｅｌａｙ
只支持单向的跨链交换，如通过ＢＴＣ－Ｒｅｌａｙ实现了

ＥＴＨ作为ＢＴＣ的侧链功能，然而ＢＴＣ不 是ＥＴＨ
的侧链，而采用中继链技术的其他中继方案和另３
种技术都实现了不同链之间的双向交换．从信任模

型上，公证人机制通过多中心化的方式，安全假设要

求多数公证人的诚实，而其他方案的安全假设则和

主链一致，即５１％假 设．在 具 体 应 用 上，Ｈａｓｈ锁 定

只支持代币的兑换，链之间的数据仍是不相通的，而
其他方案既支持代币的兑换，又能实现数据的交互，

可以满足更多的应用场景，如跨链资产抵押，跨链信

息交互等．从实现角度说，公证人机制和 Ｈａｓｈ锁定

都是较成熟且简便的方案，但是带来的缺点是引入

中心化机构，改变了原本的信任模型行或者支持功

能单一，只能满足代币兑换场景，而其他方案设计较

为复杂，但是能满足更多业务场景．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表３　不同跨链技术的特性对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ｃｅｎｅ　 Ｔｒｕ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ａｌｌ　 ｅａｓｙ　 Ｒｉｐｐｌｅ［４２］?ｍｕｌｔｉ－ｓｉｇ

Ｒｅｌａｙ　 ｕ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５１％ ａｌｌ　 ｈａｒｄ　 ＢＴＣ－Ｒｅｌａｙ?Ｃｏｓｍｏｓ

Ｈａｓｈ　ｌｏｃｋ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５１％ Ｃｒｏｓｓ　ｃｈａｉ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ｅａｓｙ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ｗａ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ｋｅｙ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５１％ ａｌｌ　 ｈａｒｄ　 Ｆｕｓｉｏｎ

５．２　相关研究挑战

在跨链 技 术 方 面，当 前 的 研 究 挑 战 主 要 包 括

２个方面：

１）当前支持 双 向 跨 链 信 息 交 互 的 跨 链 技 术 如

中继和分布式密钥，都需要不同链之间彼此获知链

的更新状态，其大多采用了成 熟 的ＳＰＶ证 明 技 术，
使用区块头在不同链中构建了微型的目标链，然而

当需要交互的链数目较多时，其带来的开销必然对

区块链的性能带来影响．
２）在当前的跨链技术中，除了支持应用有限的

基于 Ｈａｓｈ锁定 方 案，其 余 方 案 出 于 安 全 和 效 率 的

考虑，直接或间接的引入了第 三 方，如ＳＰＶ证 明 中

区块头的 提 供 者，因 此 可 能 存 在 着 第 三 方 作 恶 的

风险．

６　总　　结

区块链技术拥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编程等

特点，这 使 得 其 在 数 字 支 付、分 布 式 存 储、征 信、供

应链、金融等领域中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然而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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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可扩展性瓶颈，包括性能效率低下、功能难以

扩展，都限制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本文对近些年来解决区块链可扩展性问题的方

案和技术进行了综述，讨论了提升区块链性能的３
类主流方案和扩展区块链功能的４类代表性跨链技

术，详细分析比较了各种方案和技术的优缺点及适

用场景，并讨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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