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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被冠以“光纤之父”称号的华人高锟，耶鲁大学校长在授予他“
荣誉科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说：“你的发明改变了世界通信模式，为信息高速公路奠下基石。
”　　自1966年，高锟先生首次提出当玻璃纤维的衰减率低于20dB／km时，光纤通信即可成功，1960
年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研制成功，1970年康宁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根低损耗光纤以来，光纤
通信已经从一个研究热点成为强大的商业实体。
光纤通信已成为现代通信的主要支柱之一，在现代电信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现存的铜线应用
及无线通信系统共同构建了目前的信息基本构架。
　　光纤通信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主要用于市话中继线、长途干线通信、全球通信网、各国的公共
电信网（如我国的国家一级干线、各省二级干线和县以下的支线），还用于高质量彩色电视传输、工
业生产现场监视和调度、交通监视控制指挥、城镇有线电视网、光纤局域网，以及其他如在飞机内、
舰艇内、矿井下、电力部门、军事、有腐蚀和辐射等特殊场合中使用。
　　目前，以光纤通信为题材的书籍很多，本书在试图降低难度的同时，尽可能省略冗长的数学推导
过程，用物理概念对理论结果加以解释。
本书的内容既注重新知识、新技术的展现，又注重将基础知识用清晰简洁的物理概念加以说明。
面对未来无止境的通信带宽需求，本书的内容仍具有参考和实用价值。
　　本书可作为电气信息类相关专业本科学生的教材，也可供研究生选读。
本书的原稿是以我们多年从事光纤通信课程的讲稿为基础写成的，本课程的参考学时是40～60学时。
本书共分6章：第l章“概述”，介绍了光纤通信系统及其关键技术，同时介绍了光纤通信的整个发展
历程；第2章“光纤传输理论”；第3章“光源与光发送机”，从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基础人手，概括了
激光器的基本结构和产生激光的条件，然后介绍了光源的调制方式和光发送机的结构和特性；第4章
“光检测器与光接收机”，说明了光检测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光接收机的结构和特性，并分析了光
纤通信中的码型；第5章“光纤通信系统与通信网”，主要介绍了光纤通信网络中的无源光器件、光
放大器、sDH技术和光纤通信系统设计等技术；第6章“光缆的接续与测试”，介绍了光缆的结构和种
类，讨论了工程实践中光纤接续的方式、光纤熔接机结构及一些实用的光纤测量技术等。
　　本书由李丽君、徐文云任主编，姚军任副主编。
第1～3章由李丽君编写，第4、6章由徐文云编写，第5章由姚军编写。
丁庆安参与了第3章第6节的编写工作。
乔秋晓、曹莹为打印和校对书稿做了许多工作。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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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当前的教学改革出发，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为目标，在注重培养学生学习工程理论的兴趣的同时
，特别注意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循序渐进出地阐述光纤通信的基础理论和新知识、新技术。
恰当的导入案例和阅读材料增强了本书的阅读感，用物理概念对理论结果加以解释降低了本书的难度
，丰富的题型强化了书中的知识点。
    本书适用面较广，可作为电气信息类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工科类其他各专业的教材，还可供从事光
纤通信系统设计和应用的技术人员学习、工作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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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光通信可以说以激光器的发明为标志，虽然直到现在为止，光通信系统使用的光源仍然有用
非激光光源（发光二极管）的。
　　20世纪60年代初激光器被发明（开始是同体激光器，后来有气体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等）。
有了激光器以后，人们开始了利用激光器作光源进行光通信的研究，这是现代光通信与原始光通信的
分界线。
通信容量（速率）仍是关键问题。
有了激光器，数据传输速率不是每秒比特，而是每秒吉（千兆）比特（1Gb／s），或每秒10吉（万兆
）比特（10Gb／s）、40Gb／s，甚至更高。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人们主要研究大气光通信。
光源主要使用CO2激光器。
由于空气不是理想的光传输介质，受空气中的水汽（雾）、雨雪和灰沙的影响，光信号被散射、吸收
，以致传输距离很短，在恶劣气候的条件下，光仅能传播百米量级。
　　大气光通信虽然在机动性、灵活性方面具有优势，适合于大气层视距范围、星际之间、水下等特
殊场合的通信，但用于长距离的陆地和海底通信显然不理想。
然而光通信的许多优点驱使人们进一步探索光波新的传输介质。
　　为了克服大气对激光束的影响，人们将光波在大气中的传输转移到地下，如在金属或水泥管道内
每隔一段距离安放一个反射镜，通过反射镜的反射使光波限制在管道内向前传输。
这种方法虽然克服了大气对激光束的影响，但需要摆放许多反射镜，给实际的施工、维护带来诸多不
便，而且每反射一次，光能就损耗一次，经过多次反射之后光能迅速降低，传输距离受到限制。
与之类似的方法还有将反射镜换成透镜，这些方法虽然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无实际的应用价值。
由于光通信在地上（大气光通信）和地下（反射镜传送）都不能理想的传送光波，因而其发展由于传
输介质问题而出现了低潮。
　　光纤通信的实现可以说使光通信柳暗花明。
下面所述的两个技术上的突破使光纤通信得以实现，并在以后的时期飞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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