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纤光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光纤光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2226833

10位ISBN编号：7302226830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廖延彪

页数：406

字数：59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纤光学>>

前言

　　随着激光的问世，古老的光学已化分出众多的分支，光纤光学是其中之一。
光纤光学是研究光导纤维的光学特性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
光纤光学这一术语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光纤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光纤通信的广泛应用，这
个新分支的内容愈来愈丰富。
光纤光学的研究对象——光导纤维——的特点是它的有界性：光波在光纤中横向受边界限制，纵向可
无限延伸，因而其光学特性和大块媒质的光学特性有很大差别，有的特性仍在研究中。
本书是在10年前出版的《光纤光学》（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书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目的是结合
近10年的发展对光纤光学的原理及应用做一较全面的介绍。
　　全书共有10章，可分为3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1-3章，主要讨论光纤中光波传输的光线理论和波动理论，光纤传输的非线性理论，光
纤的损耗、色散和偏振特性。
光纤的模式理论和模耦合理论与大块媒质中的光传输理论有很大差别，其计算过程又很繁杂。
为使读者对其物理模型有一较清楚的了解，而又不必花过多精力用于数学推导过程中，本书对公式的
数学推导过程从略，但突出对物理意义的阐述。
此外，对光纤中的偏振特性讨论较为详细，这是使用光纤所需要的。
第二部分包括第4～6和10章，较全面地介绍了各类特种光纤，光纤连接和处理的方法，以及光纤参数
的测试方法，其中对于变折射率光纤作为成像元件在光纤系统中的应用和光纤的模色散测量方法进行
了较全面的介绍。
它有助于读者正确地选用合适的光纤以满足工作需要。
第三部分包括第7～9章。
较全面地介绍了由光纤构成的，或不是由光纤构成但对光纤系统有重要价值的各种有源和无源光纤器
件，以及各种光纤传感器。
这部分重点是介绍实际应用中要掌握的一些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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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光的电磁理论出发，全面地论述了光在光纤中传输和传感的基本特性及应用。
具体内容包括：均匀折射率和非均匀折射率光纤的传输理论（光线理论、波动理论、模耦合理论、非
线性理论）；光纤的损耗、色散、偏振以及非线性特性；光纤设计，光纤的连接和处理，参数测量的
基本方法；光纤有源和无源器件，各类特种光纤的简介；光纤在传输数据和图像、传感方面的应用，
等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激光、光电子、光学仪器以及物理等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上述专业的
大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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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无源器件是一种能量消耗型器件，它包括光连接器、光耦合器、光开关、光衰减器、光隔离器
、光滤波器和波分复用／解复用器等器件。
其主要功能是对信号或能量进行连接、合成、分叉、转换以及有目的衰减等。
因此，光无源器件在光纤通信系统、光纤局域网（包括计算机光纤网、微波光纤网、光纤传感网等）
以及各类光纤传感系统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器件。
在近十多年中随着光通信技术的发展，光无源器件在结构和性能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并已
进入实用阶段。
　　光无源器件的制造方法，早期多采用传统光学的方法。
这种用传统光学分立元件构成的光无源器件，其缺点是：体积大、质量大、结构松、可靠性差与光纤
不兼容。
于是人们纷纷转向全光纤型光无源器件的研究，其中对全光纤定向耦合器的研究最活跃，进展也最迅
速，这不仅因为定向耦合器本身是极为重要的光无源器件，而且它还是许多其他光无源器件的基础。
全光纤定向耦合器的制造工艺有三类：磨抛法、腐蚀法和熔锥法。
抛磨法是把裸光纤按一定曲率固定在开槽的石英基片上，再进行光学研磨、抛光，以除去一部分包层
，然后把两块这种磨抛好的裸光纤拼接在一起，利用两光纤之间的模场耦合以构成定向耦合器。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器件的热稳定性和机械稳定性差。
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具有波分复用器和光滤波器的功能。
腐蚀法是用化学方法把一段裸光纤包层腐蚀掉，再把两根已腐蚀后的光纤扭绞在一起，构成光纤耦合
器。
其缺点是工艺的一致性较差，且损耗大，热稳定性差。
熔锥法是把两根裸光纤靠在一起，在高温火焰中加热使之熔化，同时在光纤两端拉伸光纤，使光纤熔
融区成为锥形过渡段，从而构成耦合器。
用这种方法可构成光纤滤波器、波分复用器、光纤偏振器、偏振耦合器、光纤干涉仪、光纤延迟线等
。
用此方法所得光纤耦合器的实用性能优于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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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容特色　　内容全面——《光纤光学：原理与应用》较全面地介绍了《光纤光学》的内容．其
中包括：光纤的传输和传感理论（光纤中光波传输的光线理论和波动理论，非线性理论，光纤的损耗
，色散和偏振特性等）：光纤的种类（包括各种结构和材质的光纤）；光纤的应用（制造光纤器件、
传输信号、图像和能量，以及传感等）；　　侧重基础——《光纤光学：原理与应用》注重对《光纤
光学》基本概念和理论分析结果的物理意义的阐述；　　学以致用——《光纤光学：原理与应用》较
全面地介绍了光纤的主要应用，其中包括应用的基本原理，应用中要注意的一些实际问题，以及一些
应用实例和典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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