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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韩太林编著的《光通信技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电子信息类规划教材
)》全面介绍了光纤通信系统和空间光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通信用光源的发光机理、工作原理及主要
特性；光通信信道；光探测器与光放大器的工作机理和类型；光学网络器件的类型、原理和主要特性
；光纤通信系统组成、性能参数和设计；光时分复用技术、光波分复用技术、光交换技术、光孤子通
信、光接入网等光通信新技术；光纤通信系统的仿真；空间光通信的捕获、瞄准、跟踪技术；空间光
通信的光学系统。

本书从基本知识出发，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条理清晰、语言流畅、理论体系严谨，注重理论与实际
的有机结合，力求全面系统地展示当代光通信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技术全貌。

《光通信技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电子信息类规划教材)》可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选用，既可用作高
等院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光电子技术、光学专业以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或研究生的教学
辅导书，也可供从事光通信工作的科研和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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