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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纤通信在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通信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
随着新型光电器件的不断出现，光纤通信技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其传输容量得到了极大提高。
目前，光纤已经在很多场合取代了铜线而成为主要的传输媒介。
无论电信骨干网还是以太网或校园网乃至智能建筑内的综合布线系统，无论陆地还是海洋，都有光纤
的存在，都涉及到光纤传输技术。
对于从事信息技术的人员而言，了解光纤通信的基础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本教材在介绍光纤通信所涉及的基本理论时，力求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叙述通俗易懂。
在器件的内容选择上，注重了先进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突出工作特性及产品技术规范，例如对光放大
器等内容的介绍。
考虑到社会发展对知识和应用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增加了光纤通信系统的设计
和光缆线路施工与测试两章。
从体现光纤通信系统实用水平的角度而言，波分复用技术无疑是个代表。
鉴于光纤系统的网络化，本书也专门介绍了相关的知识。
　　全书共分10章，第1章介绍了光纤通信的基本概念和特点、光纤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基本技术问
题和主要性能指标，并对该领域做了回顾与展望。
第2章介绍了光在光纤中的传输机理及分布模式，分析了光纤的色散及衰减特性，讨论了色散补偿方
案、光纤中的非线性效应，并介绍了光纤制作工艺、光纤产品及其使用特性。
第3章介绍了半导体发光二极管和半导体激光二极管光源的工作原理、应用及光发射机的组成，并说
明了高速系统中所使用外调制器的工作原理。
第4章介绍了光电检测器的原理、特性及产品和特性参数，然后介绍了数字光接收机的组成及技术指
标，最后介绍了光收发模块。
第5章介绍了光纤通信网络中常用的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的基本工作原理，讨论了它们在网络中的作
用及它们的应用方法，并给出了它们的技术参数。
第6章介绍了光纤通信系统设计的原则，对数字和模拟光纤链路设计的技术指标、要求及方法做了具
体讨论，最后给出了光纤传输系统实例。
第7章介绍了光缆的结构、类型和技术规范、光缆线路施工的步骤及方式，并介绍了施工中常用的器
件和测试仪器、故障诊断的方法和排除步骤。
第8章介绍了波分复用的基本原理、基本组成，详细介绍了系统所用关键器件的工作原理与技术参数
，并给出了波分复用设备实例。
第9章介绍了光纤网络的分类、拓扑结构，构成光纤网络的基本要素，重点讨论了SDH网络及设备实
例。
第10章介绍了光通信有关系统和网络的最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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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纤通信（第2版）》介绍了：光纤通信系统的概念，内容包括光纤的传输特性、光源和光检
测器的工作原理及工作特性、有源和无源光网络器件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光纤通信系统的设计、光缆
线路的施工和测试、波分复用、光纤网络、光通信新技术等。
《光纤通信（第2版）》内容全面，深入浅出，实践性与理论性结合，是高等学校信息类本科生、研
究生的教材，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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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6章 光纤通信系统的设计　　在前面几章中，已经学习了光纤通信系统中基本元器件的功能，
从光源、光检测器、光放大器等有源器件到连接器、隔离器等无源器件。
在这章里将讨论如何将这些器件通过光纤组合形成具有完整通信功能的系统。
　　光纤通信系统就其拓扑而言是多种多样的，有星形结构、环形结构、总线结构和树形结构等，其
中最简单的是点到点传输结构。
从其应用来看，分光同步传输网、光纤用户网、复用技术、高速光纤通信系统、光孤子通信和光纤通
信在计算机网络中的应用等。
从其地位来看，又有骨干网、城域网、局域网等。
不同的应用环境和传输体系，对光纤通信系统设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里只研究简单系统的设计，
即点到点传输的光纤通信系统。
内容包括设计原则、数字和模拟通信系统的设计，最后给出了设计实例，以期读者对光纤通信方面的
知识有全面了解。
　　6.1　设计原则　　6.1.1　工程设计与系统设计　　光纤通信系统的设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工程
设计和系统设计。
　　工程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工程建设中的详细经费预算，设备、线路的具体工程安装细节。
主要内容包括对近期及远期通信业务量的预测；光缆线路路由的选择及确定；光缆线路敷设方式的选
择；光缆接续及接头保护措施；光缆线路的防护要求；中继站站址的选择及建筑方式；光缆线路施工
中的注意事项。
设计过程大致可分为：项目的提出和可行性研究；设计任务书的下达；工程技术人员的现场勘察；初
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文件的会审：对施工现场的技术指导及对客户的回访等。
　　系统设计要遵循建议规范，采用较为先进成熟的技术，综合考虑系统经济成本，合理选用器件和
设备，明确系统的全部技术参数，完成实用系统的合成。
　　6.1.2　系统设计的内容　　光纤通信系统的设计涉及到许多相互关联的变量，如光纤、光源和光
检测器的工作特性、系统结构和传输体制等。
　　例如，目前在骨干网和城域网中普遍选择同步数字序列（SDH，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作
为系统制式，在设计SDH体制的光纤通信系统时，首先要掌握其标准和规范，SDH的传输速率分
为155.52Mb／s（STM-1）、622.08Mb／s（STM-4）、2.5Gb／s（STM-16）和10Gb／s（STM-64）等四
个级别。
ITU-T对每个级别（STM-64正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工作波长范围、光纤通道特性、光发射机和接收机
的特性都做了规定，并对其应用给出了分类代码，表6.1给出了STM-1标准光接口的主要指标，其中应
用分类代码中的符号I表示距离不超过2km的局内应用，S表示距离在15km的局问短距离应用，L表示距
离在40～80km的局间长距离应用，符号后的数字表示STM的速率等级和工作波长（1310n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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