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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编者以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2]2号)，以及《关于全
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为依据，结合多年教学改革的实践经验编
写的。

　　本书以光传输专业实际工作岗位必备业务技能为主线，将光纤通信原理与工作任务有机融合，涵
盖了光传输线路与设备维护两大领域，主要内容包括光纤通信概述、光纤光缆基本知识、光缆线路日
常维护、光缆接续及成端、光缆线路抢修、维护工作安全知识、SDH基本原理、SDH典型设备配置与
维护基础、光传送网、光传输系统维护故障管理以及以华为设备为对象的实践训练项目等11个部分。
书中附录部分收集了光传输常用专用词汇及缩略语，光传输线路与设备维护常用记录表格和部分常用
光纤光缆及SDH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

　　本书针对职业特点，选材适当，结构完整，实用性强，配有常用表格和案例，突出应用和工作维
护实践。
本书可作为应用型本科通信和高职通信类专业相关课程的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通信技术服务的工程
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传输线路与设备维护>>

书籍目录

第1章　光纤通信概述　
　1.1　光纤通信的发展概况　
　1.2　光波波谱　
　1.3　光纤通信系统的基本构成　
　1.4　光纤通信的特点和系统分类　
　　1.4.1　光纤通信的主要优点　
　　1.4.2　光纤通信的主要缺点　
　　1.4.3　光纤通信系统的分类　
　习题　
第2章　光纤光缆　
　2.1　光纤的结构和分类　
　　2.1.1　光纤的结构　
　　2.1.2　光纤的种类　
　　2.1.3　光纤的结构参数　
　　2.1.4　带状光纤简介　
　2.2　光纤传输原理　
　2.3　光纤的主要特性　
　　2.3.1　传输特性　
　　2.3.2　机械特性　
　　2.3.3　温度特性　
　2.4　光纤标准　
　　2.4.1　光纤标准分类　
　　2.4.2　光纤的演进　
　2.5　光缆的种类与结构　
　　2.5.1　光缆的种类　
　　2.5.2　光缆的型号　
　　2.5.3　几种典型的光缆结构　
　　2.5.4　新型光缆的发展　
　2.6　光缆的性能与测试　
　　2.6.1　成缆光纤的要求　
　　2.6.2　光缆结构和机械性能　
　　2.6.3　光学和传输性能测量方法　
　　2.7　光缆的端别识别　
　　习题　
第3章　光缆线路日常维护　
　3.1　光缆线路维护的管理和要求　
　3.2　光缆线路维护标准　
　3.3　光缆线路维护的目的和维护工作分类　
　　3.3.1　光缆线路维护工作的目的　
　　3.3.2　光缆线路维护工作分类　
　3.4　维护工作的主要项目和周期　
　3.5　几种常见的日常维护工作　
　　3.5.1　巡线的目的、要求及方法　
　　3.5.2　路面维护的主要工作　
　　3.5.3　管道线路的主要维护工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传输线路与设备维护>>

　　3.5.4　架空光缆线路、水线和海缆的维护　
　　3.5.5　护线宣传　
　　3.5.6　光缆线路隐患防范　
　　3.5.7　“三盯”工作　
　　习题　
第4章　光缆接续及成端　
　4.1　光纤连接的方式　
　　4.1.1　光纤连接方式的分类　
　　4.1.2　光纤的固定连接　
　　4.1.3　光纤的活动连接　
　　4.1.4　光纤的临时连接　
　4.2　光缆接续安装的一般要求　
　　4.2.1　光缆接续工序所包括的内容　
　　4.2.2　光缆接续的一般要求　
　　4.2.3　对光缆接头盒性能的要求　
　　4.2.4　常用光缆接头盒介绍　
　4.3　光缆的接续方式　
　　4.3.1　光缆护套的接续方式　
　　4.3.2　光缆加强芯及金属护套的接续　
　4.4　光缆接续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4.4.1　光缆接续前的准备　
　　4.4.2　光缆外护套的开剥　
　　4.4.3　加强芯和外护套的固定、连接　
　　4.4.4　光纤熔接的方法和步骤　
　　4.4.5　带状光纤的接续　
　　4.4.6　光纤接续的现场监测　
　　4.4.7　光纤预留的收容处理　
　　4.4.8　光缆接头盒的封装、固定　
　4.5　光纤的连接损耗　
　　4.5.1　光纤连接损耗产生的原因　
　　4.5.2　降低接续损耗的方法　
　4.6　接头盒的封装及固定　
　　4.6.1　接头盒的封装　
　　4.6.2　接头盒的固定　
　　4.6.3　接头盒固定应注意的事项　
　4.7　光缆的成端操作　
　　习题　
第5章　光缆线路抢修　
　5.1　光缆线路故障的判断和处理　
　　5.1.1　光缆线路故障的分类及故障处理方法　
　　5.1.2　造成光缆线路故障的原因分析　
　　5.1.3　部分特殊故障处理建议　
　　5.1.4　故障处理目标和原则　
　　5.1.5　光缆线路故障点的判断　
　　5.1.6　光缆线路障碍点的处理　
　　5.1.7　光缆故障判断和处理时应注意的事项　
　5.2　光缆开天窗接续操作方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传输线路与设备维护>>

　　5.2.1　光缆开天窗适用范围　
　　5.2.2　光缆开天窗接续的前期准备　
　　5.2.3　光缆开天窗接续的分类及操作方法　
　　5.2.4　光缆开天窗接续的注意事项　
　　习题　
第6章　维护工作安全知识　
　6.1　一般安全要求　
　　6.1.1　人身安全　
　　6.1.2　场地及行车安全　
　　6.1.3　器材搬运　
　　6.1.4　消防设施　
　　6.1.5　野外工作　
　　6.1.6　其他注意事项　
　6.2　登高作业　
　　6.2.1　登高作业的一般要求　
　　6.2.2　架空杆路登高　
　　6.2.3　吊线作业　
　　6.2.4　其他登高　
　6.3　在电力线附近工作　
　6.4　在人孔内工作　
　　6.4.1　地下室内工作　
　　6.4.2　启闭人孔盖　
　　6.4.3　人孔内工作　
　6.5　工具和仪器的使用　
　　6.5.1　一般安全规定　
　　6.5.2　梯子　
　6.6　有害气体和易燃气体的预防方法　
　　6.6.1　有害气体的知识　
　　6.6.2　易燃气体的预防　
　　习题　
第7章　SDH基本原理　
　7.1　准同步数字体系　
　　7.1.1　准同步数字体系简介　
　　7.1.2　PCM的基本原理　
　　7.1.3　PCM30/32路系统　
　　7.1.4　数字复接技术　
　7.2　SDH的基本原理　
　　7.2.1　基本概念　
　　7.2.2　SDH帧结构　
　　7.2.3　复用结构　
　　7.2.4　映射、定位和复用　
　7.3　SDH网络结构　
　　7.3.1　SDH网络常见网元　
　　7.3.2　SDH传送网　
　　7.3.3　SDH网络拓扑结构　
　7.4　SDH自愈网　
　　7.4.1　自愈网的概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传输线路与设备维护>>

　　7.4.2　自动线路保护倒换　
　　7.4.3　环路保护　
　　7.4.4　DXC保护　
　　7.4.5　混合保护　
　　7.4.6　各种自愈网的比较　
　7.5　SDH的网同步　
　　7.5.1　网同步的基本概念　
　　7.5.2　SDH的网同步　
　7.6　SDH传输性能　
　　7.6.1　误码　
　　7.6.2　可用性参数　
　　7.6.3　抖动和漂移　
　　习题　
第8章　SDH典型设备配置与维护基础　
　8.1　SDH网管的基本概念　
　8.2　T2000网管软件　
　　8.2.1　T2000网管软件安装　
　　8.2.2　T2000网管软件基本操作　
　8.3　OptiX 155/622H设备硬件配置　
　　8.3.1　硬件结构　
　　8.3.2　接口单元和配置容量　
　　8.3.3　创建网元　
　　8.3.4　创建单板　
　8.4　OptiX 2500+设备硬件配置　
　　8.4.1　硬件结构　
　　8.4.2　接口单元和配置容量　
　　8.4.3　创建网元　
　　8.4.4　创建单板　
　　8.4.5　创建光纤连接　
　8.5　OptiX传输设备维护　
　　8.5.1　OptiX传输设备例行维护　
　　8.5.2　日常维护基本操作与注意事项　
　　习题　
第9章　光传送网　
　9.1　基于MSTP技术的传送网特点　
　9.2　传送网的物理拓扑结构　
　9.3　传送网的发展趋势　
　　9.3.1　OTN的优劣势　
　　9.3.2　全光OXC的发展　
　　9.3.3　MSTP技术演进　
　　习题　
第10章　光传输系统维护故障管理　
　10.1　故障分级与处理　
　　10.1.1　故障等级划分　
　　10.1.2　故障的上报和处理原则　
　10.2　应急预案管理　
　　习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传输线路与设备维护>>

第11章　光传输线路与设备维护实践训练项目　
　训练项目一　SDH设备硬件总体介绍　
　训练项目二　T2000网管软件介绍及安装　
　训练项目三　T2000网管软件基本操作　
　训练项目四　2Mbit/s接口的点对点组网操作　
　训练项目五　2Mbit/s业务链形组网操作　
　训练项目六　单向通道保护环形组网操作　
　训练项目七　以太网链形组网操作　
　训练项目八　以太网单向通道保护组网操作　
　训练项目九　以太网复用段环组网操作　
　训练项目十　SNCP单向通道保护环带链组网操作　
　训练项目十一　相切环组网操作　
　训练项目十二　时钟及公务电话配置操作　
附录A　专用词汇及缩略语　
附录B　光传输线路与设备维护常用记录表格　
附录C　光通信有关行业标准目录　
附录D　数据完成后业务是否正常的检测操作方法　
附录E　实训报告要求及样例　
参考文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传输线路与设备维护>>

章节摘录

　　2.处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①光缆线路抢修过程中，应注意仪表、器材的操作使用安全，进行
光纤故障测试前，被测光纤与对端的光端机断开物理连接。
　　②故障一旦排除并经严格测试合格后，立即通知机务部门对光缆的传输质量进行验证，尽快恢复
通信。
　　③认真做好故障查修记录。
故障排除后，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故障的原因进行分析，整理技术资料并上报。
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
　　④介入或更换光缆时，应采用与故障光缆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光缆，并要尽可能减少光缆接头、
尽量减少光纤接续损耗。
处理故障中所介入或更换的光缆，其长度一般应不小于200m，且尽可能采用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光
缆，单模光纤的平均接头损耗应不大于0.2dB／个。
故障处理后和迁改后光缆的弯曲半径应不小于15倍缆径。
　　要点：光缆开天窗的使用情形和操作方法　　在以往的光缆线路故障抢修时，不管是全阻或是非
全阻故障，都采取截断光缆的方式进行修复，这对于新建的光缆线路或者不带业务的光缆来说是一种
简单而快捷的修复方法。
但是，随着通信容量的增加，光缆中的在用系统越来越多，如果因为光缆中的个别光纤阻断或单根束
管断裂，就将其他未阻断的在用光纤也人为断开，既扩大了故障对通信业务造成的影响，又增加了经
济损失，不适应当前维护工作的要求。
　　光缆开天窗接续，就是针对单个束管阻断或某个束管内的部分光纤阻断而采取的故障修复手段。
通过纵剖在用光缆的外护套，找到故障束管或单个束管内的故障光纤并进行接续。
　　开天窗接续是在同路由上无光缆或富余光纤不能将现有光缆中的在用光纤全部调出，只能在现有
光缆上进行护套开剥完成的光缆接续。
其操作难度与系统容量成正比，开放系统越多，操作难度越大。
　　开天窗接续既能有效解决光缆线路部分断纤问题，又不影响其他在用光纤通信，可将损失降到最
低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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