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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1年7月出版了本书的前身“尖端技术入门丛书”的第1卷《光通信技术》（日文版）。
在这之前，光技术已经渗透到了通信和信息处理领域中，例如，在日本国内的基础通信网和横穿太平
洋的海底通信系统，均采用了光纤通信技术。
　　在其后的十年中，编码传输速度提高到10Gbit／s，光纤放大技术的实用化和波分复用技术的出现
等新的光技术陆续被开发出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因特网的普及很快地改变了围绕信息通信的环境。
因特网的发展使其已具有与电话网同样巨大的规模，似乎电话网和广播网也涵盖在IP网中。
与此相伴，迄今为止发展起来的点对点的大容量光传输系统中采用了光开关技术。
这样一来，高效率地联接IP层和光层就成为了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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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回顾了光纤通信系统研究开发历史，然后以光纤放大技术和波分复用技术为核心，介绍光信
息网络及其构成器件有关的最新动向。
内容包括波分复用光通信系统、光网络、光存取网络及城域网、光纤，以及发光器件、光调制器件、
光敏器件、光开关器件、光合波/分波器件等。
    本书中所涉及技术先进，内容丰富，配有丰富的图表，有助于读者了解并掌握相关的光信息网络知
识。
    本书适于电子、通信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阅读，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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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光收信端及光收信灵敏度　　光收信端的基本结构及其特点如表2.2 所示。
pin光电二极管和雪崩光电二极管（APD）等的光检测器是作为平方律检波器工作，输出与光强成正比
的电流。
在这里，使信号电平尽可能高于在收信电路中产生的噪声，而且设计收信电路能够实现高SN比，这一
点很重要。
构成收信电路，要求从电流源开始尽可能获得高信号电平，为此最好用图2.2 （a）所示的高阻抗收信
电路。
但是，由于在高阻抗收信时，受杂散电容的影响，频带受限制，因此，尤其对高速信号，需要研究同
时确保足够频带的结构，应确保充分的频带，且有必要在结构上进行研讨。
为此，如图2.2 （b）所示，应讨论互阻抗收信回路[2]。
由于采用了用光放大器的前置放大器，也可以提高输出信号电平，所以能提高光收信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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