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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纤通信网络在基本实现了超高速、长距离、大容量的传送功能的基础上，正向着更加灵活、高
效和智能的方向发展，在信道复用技术上，也将从单一的复用方式向多种复用方式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其中波分与码分的混合复用模式有着明显的优势。
　　光码分多址（OCDMA）技术是电码分多址技术与光纤通信的有机结合，具有优良的安全性能，
抗干扰、抗多径衰落能力强，允许用户随机上下路，特别重要的是，OCDMA系统在光域对各路信号
进行光编码和光解码，对用户数据进行全光信号处理，实现多址通信，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光通信
最有希望的多址复用技术，　　作者在全面掌握OCDMA技术领域的研究动态的基础上，运用多种现
代数学理论，对该领域的关键技术和结构模型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工作，并将工作成果分析综合、总
结归纳，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OCDMA理论体系，首先，以用户地址码码字结构为主线，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从素数码到正交码，从一维码到二维码，全方位展开地址码设计研究，给出了许多原创
性的设计成果，并进行系统仿真，得出良好的仿真结果。
其次，在编解码技术方面，详细分析了应用光纤延时线、光纤光栅等多种编解码方案，建立了从信号
编码到发送、叠加、接收、检测和恢复的较为完整的数学模型，并在一维编解码原理的分析基础上，
探讨了二维OCDMA系统编解码器的设计原理，最后，详细分析了由多用户干扰引起的系统误码率，
讨论了多种抑制多用户干扰的技术和方法。
　　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光纤通信OCDMA研究领域少见的完整理论，
对OCDMA技术的进一步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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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纤通信OCDMA系统》阐述光纤通信OCDMA系统的地址码编码理论，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
单极性地址码的结构方案。
第1章介绍OCDMA网络系统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第2章给出相关的数学工具；第3-6章阐述素数码
、正交码、二维码结构方案，以及相应的编解码技术；第7、8章分析研究OCDMA系统多用户干扰抑
制方法和系统性能；第9章进行总结，并对OCDMA系统的应用前景做出分析。
　　《光纤通信OCDMA系统》可作为通信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供光通信领
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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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OCDMA系统综述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并向深层次发展
，人们对通信业务种类的要求越来越多，除了一般电话、传真、数据业务以外，还有会议电视、电子
邮政、录音邮件、高清晰度电视以及医疗通信、旅游通信等新业务，低速、窄带、单一形式的通信已
不能满足人们对通信的要求，人们迫切期望高速通信、多媒体通信及综合业务数字网的实现，但由于
在目前的通信系统中，信号处理大都采用电子器件，而电子器件的信号处理速度只能工作在10Gb／s
以下，目前的通信码速已接近这个极限，因此，为进一步提高通信速率，通信方式亟待变革，宽带传
输媒介及高速信号处理方式等问题也急需解决。
　　1966年，“光通信之父”高锟首次提出石英光纤作为通信传输介质，1970年，Cornin9公司成功拉
制第一根低损耗光纤，1978年，At1anta试验场进行了第一次光通信实验，此后，随着光纤制作技术的
不断提高、半导体激光器性能的不断完善，光通信技术的应用全面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
术不断演进，IP业务爆发性增长，光纤通信系统技术构成的各类光传送网，形成了遍布全球的骨干网
络，在基本实现超高速、长距离、大容量的传送功能的基础上，传统光网络正加速向下一代光互联网
络演进的步伐，光网络应具有更加高速、宽带、灵活、高效和智能化的特点，支持带有不同QoS需求
的业务，开展带宽租赁、波长业务、光层组网、光虚拟　　专用网等业务服务，建立一体化解决方案
，实现协调一致的综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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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在全面掌握0CDMA技术领域的研究动态的基础上，运用多种现代数学理论，对该领域的关
键技术和结构模型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工作，并将工作成果分析综合、总结归纳，形成了一个较为系
统的OCDMA理论体系。
首先，以用户地址码码字结构为主线，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从素数码到正交码，从一维码到二维码
，全方位展开地址码设计研究，给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设计成果，并进行系统仿真，得出良好的仿真结
果。
其次，在编解码技术方面，详细分析了应用光纤延时线、光纤光栅等多种编解码方案，建立了从信号
编码到发送、叠加、接收、检测和恢复的较为完整的数学模型，并在一维编解码原理的分析基础上，
探讨了二维OCDMA系统编解码器的设计原理。
最后，详细分析了由多用户干扰引起的系统误码率，讨论了多种抑制多用户干扰的技术和方法。
 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光纤通信OCDMA研究领域少见的完整理论，对OCDMA技
术的进一步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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