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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介绍光纤通信的基本原理，是一本基础性教材。
全书共分9章，前4章为基础篇，介绍光和光电子的基础知识、理想的传输介质——光纤、各种常用的
无源器件和有源器件的基本原理；后5章为系统、网络及应用篇，介绍典型的光纤通信系统的构成、
特点和应用。
参考学时为70学时。

　　本书注重基础理论与概念、技术应用与操作，以及指标要求的介绍，内容上避繁求明，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通过对核心技术的深入阐述，使读者能迅速了解光纤通信的技术主体。
《光纤通信技术》在每章前、后分别设有内容提要、小结和习题与思考题。
书后的附录中列出了光通信专业缩略语。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通信、光电子、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应用型本科、电大、函
大及自考等相关专业的学生选用，还可作为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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