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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信息技术正深刻影响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
作为引领信息技术发展的通信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并方兴未艾，各种通信新业务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
时代的不断发展正在迅速增长，并以惊人的速度递增。
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一个能够支持多种业务融合、终端用户易于获得、价
格低廉的网络，已经成为当前通信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目标。
　　光纤巨大的频带资源和优异的传输性能，使之成为通信业务高速、大容量传输的理想介质；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的波分复用技术为我们带来了几乎“取之不尽”的物理带宽资源；宽带光放
大技术的重大突破以及大量新型光器件的成功研发和应用，使得光纤传输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然而，电处理技术发展的步伐远远不能满足当今发展的需求，电子交换已经成为通信技术发展的瓶颈
。
光电转换设备也成为降低成本、提高通信质量的主要目标之一。
人们呼唤基于光子技术的交换及其设备的到来；期盼早日实现传输和交换的全光化网络。
新一代智能化光网络被认为是当今国内外发展最快、最具潜力、最具前景的重要承载平台，必将在未
来的通信领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和巨大的市场。
全光网络的研究和应用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并将开创通信工程的新纪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交换技术>>

内容概要

　　《光交换技术》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通信中的光交换技术，主要包括通信交换的发展历程、光交换
技术涉及的物理机理、关键功能器件、各种光交换方式和系统；重点介绍光交换中的光波技术、光标
记交换、光突发交换、智能光交换等新技术及其关联的全光网络，并对下一代全光网络中的光交换技
术进行展望。
　　《光交换技术》可供具有一定通信理论基础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可作为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光通信专业及其相近专业研究生课程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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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上世纪60年代，激光器的诞生开创了人类的激光技术时代，相继出现了许多新兴
的研究方向和领域，通信中的光交换技术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提出的新研究课题。
利用光波的优势和特点，借鉴电交换技术的发展经验，使光交换技术的研究不断地向前推进，在随后
的几十年中，光波技术及光电或光器件的形成机理和实现技术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推动了光交换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至今已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光交换器件、光交换机制、实现方法及系统等。
　　人类社会进入多媒体信息时代以来，大量的话音、数据、图像信息需要传输、交换和处理，需要
提供Tbit/s的传输速率、Tbi/s的交换速率和Tbit的信息存储能力，这是电子技术无法做到的事情。
光子技术在Tbit/s量级的传输、交换和存储上显示出电交换无法比拟的优势，充分利用光子技术建立全
光传输/交换网的要求被提出来，国际电联ITu—T特别规定：在全光网中，增加光层上实现路由交换及
其智能化的功能等。
于是，光交换技术在这些需求的驱动下，得以快速发展。
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的通信研究机构和高校致力于高速光交换器件、宽带交换技术、灵活高速的路
由控制等技术的研究；在国际主流的光通信期刊上、每年的国际光通信学术会议及产品交流会议上，
均有大量的光交换技术研究成果和应用产品报道；全光试验网在全球纷纷建立，光交换技术正在适应
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而不断地发展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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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是一项具有明确国家目标的国家科技计划，是发展高
科技、实现产业化、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
“863”通信高技术丛书，是对通信信息领域的课题以及相关重大专项的成果总结，被新闻出版总署列
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
　　《光交换技术》特点：选材新颖，反映了作者承担的多项“863”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
汇集了作者多年的”光交换技术”课程教学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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