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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1966年，英籍华人高锟发表了关于通信传输新介质的论文，指出利用玻璃纤维进行信息传输
的可能性和技术途径，从而奠定了光纤通信的基础。
在此后短短的40多年中，光纤的损耗由当时的3000dB／km已经降低到目前的0.151dB／km。
在光纤损耗降低的同时，光纤通信所用的光源、探测器、无源／有源器件等，无论是分立元件，还是
集成器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光纤通信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通信方式可以与
之相比拟，光纤通信已成为所有通信系统的最佳技术选择。
由于高锟在开创光纤通信历史上的卓越贡献，1998年IEE授予他荣誉奖章；又由于高锟在用光学玻璃纤
维传输信息方面取得的开创性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特授予他200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目前，无论电信骨干网还是用户接入网，无论陆地通信网还是海底通信网，无论看电视还是打电
话，光纤无处不在，无时不用，光纤传输技术随时随地都能碰到。
所以对于从事信息技术的人员来讲，了解光纤通信技术是至关重要的。
　　《光纤通信》（第2版）2006年出版以来，由于该书内容全、素材新，概念解释清楚，分析深入浅
出，叙述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图文并茂，注重实用，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
厚爱，现已脱销。
值此再版之际，特对第2版中的许多内容，根据光纤通信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增删和修订。
　　在第1章中，删除了比较浅显的三种基本的光纤通信系统、三代网络和接入网的一般介绍。
　　在第2章中，根据。
ITU-TSG15组光纤标准化的进展情况，增加了G656全波光纤和Ct657接入网用光纤的内容，并对G652
～G655几种光纤指标的最新变化进行了修订。
　　在第3章中，删除了一些不常用的内容，如迈克尔逊干涉滤波器、声光滤波器、光纤环路谐振带
通滤波器、光纤光栅解复用器、介质薄膜干涉滤波解复用器、熔拉双锥耦合波分复用器、耦合波导调
制器和光开关、声光调制器、声光开关。
在对阵列波导光栅（AWG）复用／解复用器进一步介绍的基础上，增加了AWG滤波器和AWG可重构
光分插复用器（ROADM）。
对目前常用的Q=PSK光调制器和偏振复用器件进行了介绍，对现在研究的热门课题将来很有发展前途
的磁光波导光隔离器也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在第4章中，删除了光发射机常规的驱动电路、保护电路、光频稳定及其控制电路，同时也删除
了没有发展前途的光纤激光器等内容，增加了平面波导集成（PLC）电吸收调制激光器（E／VML）
和目前开发出的高速光发射机电路，如单芯片40个信道的40x40Gb／sWDM光发送机，同时还增加了
很有发展前途的PLC波长可调半导体激光器（LD）方面的内容，如耦合腔波长可调LD、衍射光栅波长
可调LD、阵列波导光栅（AWG）波长可调LD和AWG多频激光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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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第2版的基础上，根据光纤通信技术的最新进展，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重新编写的。
全书共分9章，首先讲解了光纤通信技术，内容包括光纤通信基础，光纤和光缆，光无源、有源器件
，光接收、发射和放大；接着阐述了几种光纤传输系统，如电频分复用（SCM）系统，电时分复用的
典型应用SDH系统，光时分、光波分和光码分复用系统，以及近来又受到关注的相干光波系统和光纤
孤子通信系统；然后介绍了光纤传输系统设计所必须考虑的几个问题；最后阐明了光纤色散对系统性
能的限制和人们对色散补偿管理的方法。
　　为了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电子教学和培训的需要，这次再版将免费提供各章的电子教学课
件Power Point文件，包括书中所有的插图。
　　《光纤通信（第3版）》可供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作为培训教材使用，对于从事光纤通信
系统和网络研究、教学、规划、设计、使用、管理和维护的有关人员也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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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因特网的迅猛发展，通信传输容量迅速增大，尽管目前对：DWDM的研究方兴未艾，但随着
波长间距的逐渐减小，它对光源和滤波器的要求也愈加苛刻，另外随着复用波长数的增加，光纤中的
光强越来越大，光纤非线性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在未来的网络中波长资源可能出现匮乏。
光码分复用（Optical Code-Division－Multiplexing，OCDM）系统采用同一波长的扩频序列，频谱资源
利用率高，它与WDM结合，可以大大增加系统容量。
　　WDMA或SCMA技术是不同的用户根据预先分配给的波长或微波副载波使用网络，其主要的优点
是用户间寻路简单，缺点是信道带宽使用不是很有效，这种缺点可通过随机多路接入技术，即在任意
时间内允许用户随机地接入任－信道得到解决。
基于频谱展宽方法的码分复用就是这样的一种技术。
CDM的信号频谱比它通常传输所需的最小带宽要宽得多。
频谱展宽是靠与信号本身无关的一种编码来完成的。
称频谱展宽码为特征码或密钥，有时也称为地址码。
在OCDM系统中，给每个信道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码，该信道就以该密钥作为信道的地址码，对要传
输的数据信息进行编码，实现信道复用；接收机使用与发送端相同的编码规则进行反变换，即进行光
解码，实现信道的解复用，对信号频谱压缩，恢复原来的数据信号。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第三方很难干扰或截获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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