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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纤通信》系统地讲述光纤通信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主要内容包括：光纤的传输理论和传
输性质；半导体激光器的工作原理、性质，光源的调制和光发射机；光电检测器的工作原理、性质，
接收机的组成，噪声的分析和灵敏度的计算方法；光纤通信系统的构成、性能参数和系统的设计；各
种无源光器件（尤其是波分复用器件）的基本原理、性质及其在光通信中的应用；光网络的发展与演
变，光传送网（OTN）、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突发交换光网络（OBS）以及城域与接入光网
络的组成结构、关键技术和发展趋势；扩大容量和增加功能的光通信新技术，如色散补偿、分组光交
换、光时分复用、量子通信等。
最后介绍光纤通信的测量技术。
　　《光纤通信》系统性强，论述深入浅出，可作为通信类和电子信息类大学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
光纤通信领域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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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得原邮电部优秀教材特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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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光纤的基本理论　　光具有波粒二象性，既可以将光看成光波，也可以将光看作是由光子
组成的粒了流。
因而，在分析光纤中光的传输特性时相应地有两种理论：射线光学（即几何光学）理论和波动光学理
论。
射线光学是用光射线代表光能量传输线路米分析问题的方法。
这种理论适用丁光波长远远小十光波导尺寸的多模光纤，可以得到简单、直观的分析结果。
波动光学是把光纤中的光作为经典电磁场来处理。
因此，光纤中的光场必颂服从麦克斯韦方程组和全部边界条件。
从波动方程和电磁场的边界条什山发，可以得到全面、正确的解析或数字结果，给出光纤中的场结构
形式（即传输模式），从而给出光纤中完善的场的描述形式。
它的特点是能够精确地、全面地捕述光纤的传输特性，这种理论适合十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的分析。
本章首先用射线光学理论简单分析光在多模光纤中的传输情况，然后采用波动光学理论分析光在光纤
中的传输性能，其次讨论光纤的基本传输性能--损耗特性、色散特性和非线性效应，分析单模光纤的
结构和性能，最后介绍光纤的制造工艺和光缆的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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