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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被誉为“光纤通信之父”的高锟博士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使得光纤通信技术进一步成为大
众关注的焦点。
该奖授予高锟博士是因为他“关于光在光纤中传输的奠基性成就”，这一成就从基本原理方面证明了
光纤通信的可行性。
该奖项也表明光纤通信技术对促进人类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所起的巨大作用。
　　自从本书第一版2004年出版以来，光纤通信技术又有了巨大的发展。
为了及时反映光纤通信理论和技术方面的新成就，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们在对第一版内容进行修
订和补充的基础上编写了第二版。
　　第二版教材的主要变化归纳为以下几点：　　1.对第一版做了删繁就简工作，减少了一些繁琐的
公式推导，强调了对公式和结果物理含义的描述，因此本书第二版适用面更宽，不仅适合研究生也更
适合本科生以及从事光纤通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和参考。
　　2.对第一版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做了修订，对一些较难理解的问题进行了更细致的解释，因而更有
利于阅读。
　　3.增加了一些近几年出现的新技术的介绍，使本书能够反映当前技术发展水平，如器件部分增加
了光子晶体器件介绍；系统技术部分增加了许多新的调制格式和码型、新的复用技术以及新的信号处
理方法（电均衡技术等）的介绍。
　　4.对一些章节做了调整，其中主要有：将光放大器件单独列为一章（第6章），强调了其对长距离
光纤通信系统和网络发展的重要作用；将有关系统技术的内容集中放在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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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纤通信原理与技术（第2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和补充编写而成。
全书共8章，分别介绍了光纤通信的发展历史和通信技术发展的特点、光纤传输的基本理论、光纤通
信系统和网络中常用的光无源和有源器件的原理、光放大器原理和应用、光纤通信系统原理和技术，
其中包括基本的IM／DD光纤通信系统和各种新型的光纤通信系统技术，最后一章简要介绍了光纤网
络的基本知识。
　　光纤通信技术是一门发展迅速的学科，第二版增加了近几年光纤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一些新技术
，同时减少了一些繁琐的公式推导，为加深理解书中所述内容，每章末附有思考题与习题；为便于多
媒体教学，本教材配有电子课件。
　　《光纤通信原理与技术（第2版）》可用作高等院校通信与信息系统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
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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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人们还没有制造出可以实用的光纤，当时主要研究大气光通信。
光源主要使用CO2气体激光器（其功率比半导体激光器大）。
但由于空气不是理想的光传输媒质，空气中的水汽（雾）、雨雪和沙尘的影响，使光信号被散射、吸
收，以致传输距离很短，在恶劣气候的条件下，光信号仅能传播百米量级，甚至更短。
　　光纤通信的实现可以说使光通信柳暗花明。
下面所述的两个技术上的突破使光纤通信成为现实，并在以后的岁月中飞速发展。
　　1.光纤传输衰减的降低　　20世纪60年代最好的光纤传输衰减为1000dB／km，即传输1km，光功
率降到原来的1／10100≈0，因而这种光纤不可能用作通信媒质。
当时没有人相信光纤可以用于通信，也没有人从事光纤用于通信的研究。
英籍华人学者高锟博士的贡献在于理论上证明这样大的传输衰减是由于光纤中杂质吸收和散射引起的
。
如将光纤提纯，则传输衰减可以降到可在通信中实用的程度（最初提出的指标是20dB／km）这一贡献
具有深远意义，完全改变了通信容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推动了信息社会更快地到来。
由于这一贡献，高锟博士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0年美国康宁公司首次制成了传输衰减为20dB／km的光纤，每传输1km，光功率降到原来的1
／100，可以用作光通信的传输媒质。
此后，光纤传输衰减逐年下降，到1979年已降到0.2dB／km，后来又降到0.16dB／km，几乎达到纯石英
光纤损耗的理论极限。
与此对照，同轴电缆传输线的传输衰减大约在30～100dB／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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