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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业务需求不断增长和光纤通信技术逐渐向用户侧推进，城域网的地位日益重要。
本书定位于面向城域网应用的光网络技术，是一本系统阐述城域光网络技术最新研究成果和工程应用
的图书。
全书共分8章，第1章首先概略介绍了光网络的基础知识。
第2章阐述了城域光网络的由来、定义、技术特点和设备特征。
在随后的几章里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城域光网络的不同解决方案和各厂家提供的相应产品，主要包括：
城域波分复用OADM、10GE光以太网、弹性分组环（RPR）和以SDH为基础的多业务平台（MSTP）
等技术。
第7章介绍了作为城域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几种最新的城域光接入技术。
本书最后一章简要介绍了一种新兴的基于自由空间光通信技术的城域网解决方案。

    本书在内容上力求将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与网络的实际应用相结合，首次系统论述了城域光网络的
技术原理、解决方案和应用现状，并总结了作者多年来对WDM光网络、宽带城域光网络、IP over
WDM等光通信系统及技术的研究成果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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