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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跨学科的高科技图书，涉及导波光学、光子学、射频与微波、基带与载波数字通信、
电视编码、数据通信协议和网络等各种知识。
本书第二版的编写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在讲述光纤电视传输技术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下
一代广播电视网和三网融合的需要来介绍进入21世纪以来该领域世界前沿技术的进展，包括数字QAM
调制体制和数字电视系统指标；数字视频压缩体制MPEG-4和H.264；1550
nm副载波复用超长距离光纤传输系统设计；光纤到楼/光纤到家（FTTB/H）的以太无源光网
（1/10G-EPON）及同轴楼宇接入网相关标准，等等。
力求做到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以满足广播电视网络技术主管和高校研究生的学习需要，又有通俗的
物理描述和实验数据，使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实践中能够掌握其核心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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