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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终端设备，电话也好，电脑也好，如果是通过导线来连接的，那么该设备只属于一个房间、
一张书桌或一个电话亭、一个网吧桌。
只有剪断通信终端的这根“辫子”，采用无线／移动接入的手段，才能使此终端设备“真正”属于个
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电信技术的进步历程就是一部不断剪“辫子”的历史，是一部地址通信向个人
通信进化的历史。
昨天的非对称数字用户环技术（ADSL）提供下行10 Mbps、20 Mbps接入速率，今天的无线／移动通信
技术也已经能做到：今天的光纤到户（FTTH）技术能够提供100 Mbps，200 Mbps接入速率，明天的无
线，移动通信技术一定也要实现这一目标。
　　信息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用无线电波传载信息，电波频率越高，可传信息带宽就越大。
第一代的模拟移动通信多采用800 MHz电磁波作为载波，提供9.6 kbps通信带宽；第二代的数字移动通
信采用900 MHz／1800 MHz／1900 MHz的射频载波传载信息，可以提供9.6～28.8 kbps的传输速率；第
三代移动通信，占用2 GHz频段，可以对不同应用环境提供9.6 kbps、2 Mbps直到10 Mbps以上的峰值速
率；而处于标准制定阶段的第四代移动通信，已经初步承诺将在3 GHz的频段上提供100 Mbps的通信
速率。
　　问题是，当明天的FTTH技术向用户提供1 Gbps以上的接入带宽时，无线通信技术怎样才能剪断这
根“辫子”？
很显然，频率在3 GHz的载波无线电很难担此重任。
一种实用且有效的思路便是提高射频载波频率以提高通信带宽。
光载无线（Radio over Fiber）概念的提出为这一思路提供了一种成本有效的解决方案，也是实现下一
代超宽带无线接入的重要手段。
　　在全球范围内，光载无线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现在，徐坤博士以及李建强等博士生及时地整理完成了这一本系统介绍光载无线技术的书籍。
我相信，它的出版发行必定有利于推动光载无线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我希望有更多的工程师、博士生、硕士生在光载无线技术尚未形成产业市场之前，就能够深入了解这
一技术，洞察这一技术的光明前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向宽带无线接入的光载无线系统>>

内容概要

　　《面向宽带无线接入的光载无线系统》兼顾理论性和实用性，是一本全面介绍光载无线（ROF）
系统的专著。
全书包括宽带接入网概述、光载无线系统原理篇与光载无线系统应用篇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宽带接入网的技术分类和发展趋势，并引出了光载无线系统的概念；第二部分首先介
绍一些预备知识，然后着重介绍了光载无线系统的结构、性能参数、特性限制、关键器件及全光微波
信号处理技术，最后总结了光载无线系统对无线通信系统MAC层的影响；第三部分从实际应用的角度
，介绍了光载无线系统在智能交通系统、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及光纤无线融合网络中的应用，提出了
一些解决方案，阐述了光载无线系统在实际应用中的引入策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面向宽带无线接入的光载无线系统》可供电信运营商和其他研究设计机构中从事光纤无线融合
研究、宽带无线接入网络规划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光载无线系统的入门教
材，还可供高校通信与信息系统和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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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WiMAX和PON融合网络架构如图9-4所示，它能同时提供宽带固定和无线接入。
WiMAX基站通过以太网接口与相近的ONU相连接。
WiMAX网络配置为点到多点模式。
在此模式下，一个基站（BS）服务于它覆盖范围内的所有终端用户站（SS）。
多个ONU通过PON网络连接到OLT，并接入互联网。
这种融合方式的优势在于：①大多数WiMAX商用设备都配置有以太网接口，如果选择EPON，那
么WiMAX基站和ONU很容易进行通信。
如果选择GPON，在ONU处需要将Ethernet包再进行GPON帧封装。
②WiMAX和。
EPON／GPON在带宽请求／分配、QoS支持机制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便于联合资源管理和配置，
便于实现区分多种业务和保证QoS。
③WiMAX和PON的融合，使光网络的带宽优势和无线网络的灵活移动特性的优势结合在了一起，为
进一步实现固定移动各层面融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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