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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美国光学学会组织的18名世界著名的光纤通信专家集体编写的一本介绍通信用光纤、器件和
系统的最新研究成果的专著。
书中全面地介绍了光纤通信技术领域中所涉及到的各个分支，如光纤、光纤通信技术、光纤非线性效
应、光纤通信用光源、调制器和探测器、光纤放大器、光纤通信线路、光纤通信系统中的光孤子、耦
合器、合（分）波器、光纤布拉格光栅、组网微光器件、半导体光放大器、光时分复用通信网、光波
分复用（WDM）光纤通信网、光纤通信标准等具体技术内容。

    本书内容翔实、技术新颖，既有理论分析计算，又有大量应用实例。
由于本书的作者都是光纤通信领域国际知名的专家，所以本书是一本既充分展现作者各自研究专长，
又凝聚作者集体智慧的高水平的技术专著。
它可供从事光纤生产和工程应用以及从事光纤通信研究的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光纤通信
技术及相关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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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ichael Bass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光学学院/光学与激光研究和教育中心光学、物理、电子和计算机工程
教授。
他是从Carnegie-Mellon获得其物理学学士学位，从Michigan大学获得其物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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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光纤通信领域所涉及的光纤、光放大器、波分复用和光分／插复用等关键技术的相继问世，使光
纤通信领域中发生了一场又一场技术革命。
光纤具有巨大的带宽资源，成为通信系统首选的传输媒质；光放大器代替了光－电－光中继器，实现
了点到点的全光通信：波分复用不仅使单根光纤的传输容量增加了几倍、几十倍乃至几百倍，而且实
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通信业务同时在一根光纤上传输；光分/插复用实现了信息在光域上的传送、路由
的选择与交换，从而避免出现电子瓶颈的影响，完全满足了未来通信的高速率、大容量、远距离的全
光通信要求。
为了满足光纤通信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受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委托，我们集体翻译了这本《光纤通信
》技术专著，以使我国广大从事通信工作的读者能对光纤通信的基本概念、光纤结构、光器件工作原
理、光网络组网技术和光纤通信新技术等内容有所了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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