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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纤通信自诞生以来，由于其具有的传输容量大、传输距离远和对业务透明等许多优点，已经成
为现代信息社会最为基础的技术之一。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光纤通信正从传统的承载网络向业务网络演进，光纤通信系统的结构也由点到
点向网络化发展。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光纤通信网络的基本原理、主要技术和实际应用。
　　本书共分为10章：第1章概述了光纤通信以及光纤通信网络的基本原理、主要技术特点和发展方向
；第2章介绍通信光纤的结构、传输原理和特性，光源、光检测器以及无源光器件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第3章介绍光纤通信系统的结构和组成，包括光发送机和光接收机的组成及性能、光中继器的基本
原理和特性以及光纤通信系统的性能和设计；第4章介绍光系统链路技术，包括光放大器、色散补偿
和管理技术、相干光通信、光孤子通信以及光波分复用、光频分复用、光时分复用和光码分复用等各
种光复用技术原理；第5章介绍光传送网，包括传送网的体系结构、SDH传送网和光传送网；第6章介
绍城域光网络的基本概念、主要特点和关键技术；第7章介绍光纤接入网的基本概念、关键技术以及
各类有源光纤接入网和无源光纤接入网；第8章介绍全光网络技术，包括全光网的特性和网络结构、
光交换技术、节点技术以及波长变换技术；第9章介绍智能光网络，包括自动交换光网络的体系结构
、路由和信令技术、生存性和业务实现；第10章介绍光互联网技术，包括光互联网的概念、多协议标
签交换技术和新型光互联网技术。
　　本书以基本概念、系统结构和关键技术为阐述重点，力求在概念和原理的讲述上严格、准确，同
时注意理论适中，注重实用，尽量少用繁杂的数学推导，内容安排上力求体现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
、完整性和技术的先进性，以便于读者阅读和自学。
　　编者参考、吸取和借鉴了国内外有关著作、教材和科研成果，相关文献已列在15未的参考文献之
中，在此一并对有关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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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纤通信网》紧密结合光通信的发展，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光纤通信网络及其主要技术。
《光纤通信网》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光纤通信系统组成及其主要技术的介绍，包括光纤结构
及传输特性、各类有源和无源光器件的工作原理、光纤通信系统的组成以及光链路相关技术；第二部
分紧扣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方向，重点讨论了光传送网、光接入网、城域光网络、智能光网络、全光
通信网和光互联网等光纤通信网络技术。
　　《光纤通信网》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通信和信息类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相关领域科技人
员和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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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纤通信是将要传送的电报、电话、图像和数据等信号调制到光载波上，以光纤作为传输媒介的
通信方式。
它的诞生和发展给世界通信技术带来了划时代的革命，它使高速率、大容量的通信成为可能。
作为现代通信主要传输手段的光纤通信，在现代通信网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章简要介绍光纤通信的发展、特点和系统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分析光纤通信网络的技术特点
及其发展趋势。
　　1.1 光纤通信的发展和应用　　1.1.1 光纤通信的基本概念　　光纤通信是指利用相干性和方向性
极好的激光作为载波（也称光载波）来携带信息，并利用光导纤维（光纤）来进行传输的通信方式。
　　将需要传输的信息以某种方式调制在光载波上进行远距离传输的思想很早就已提出，但始终未能
实现。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没有合适的光源，通常的自然光源及电光源光谱很宽，是非相干的，很难按无线电波方式进行
调制以实现通信；其二是没有合适的传输媒质，光在大气中传播时受天气影响极为严重，同时光信号
在一般的介质材料中传播时损耗极大。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即便在最好的光学玻璃中传播时，光信号的传输损耗也在每公里1000dB以上，
在这样的介质中实现光信号的长距离传输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激光的出现为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光通信提供了合适的光源。
激光器是谱线极窄、方向性极好的相干光源，可以对其进行类似于无线电波那样的调制。
在各种类型的激光器中，半导体激光器由于其体积小、寿命长、价格低廉等特点而成为实用化、商品
化的通信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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