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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第一根低损耗光纤和半导体激光器出现后，光纤通信飞速发展，迅速成熟并得到
广泛商用，成为构建国家基础信息设施的主要信息传输手段，基于光纤通信技术的通信网络已经成为
最主要的信息传输网络。
光纤通信网络提供的巨大带宽，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通信需求，在人类信息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也促进了通信技术的不断变革与发展。
在我国，八纵八横的光纤骨干网络建设、城市光纤环网建设，促进了我国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光纤通信技术也成为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小的领域之一。
光纤网络将（或正在）延伸到我们的身边（FTTO、FTTH），为我们的个人通信提供足够的信息通道
。
　　目前，我国高校的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和光电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普遍开设有光纤通信方面
的课程，有关这方面的教材也很多。
很多教材在理论体系及数学论证方面论述十分详细，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能够为全面深入
地理解与掌握光纤通信原理与技术打下扎实的基础。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些内容的学习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在应用型人才培养
定位的高校中更为明显。
特别是在当前教学学时缩减的背景下，如何让学生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光纤通信（网络）的体系结构和
应用方法，而不拘泥于严密的理论推导过程，使学生不畏惧光纤通信课程的学习。
本书试图不以数学论证为基础，尽可能在光纤通信系统的原理、应用、设计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信息。
本书列出了重要的理论结果和数学结论，但省去了推导过程，更多地关注结论的物理含义、工作原理
和实际工程应用，我们认为这是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相一致的。
实践证明，通过加强实践应用理论和知识的教学，并结合开设光纤与系统测试、网络构建和配置等应
用方面的实验，能够为学生从事光纤通信等相关领域的工作打下必备的基础。
　　本书共分9章。
第1章介绍了光纤通信的基本概念和特点，光纤通信的产生和发展，光纤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及相关
技术。
第2章介绍了光纤和光缆的结构，光纤的传输理论，光纤的传输特性，以及光纤的连接。
第3章介绍了常用的光无源器件的基本结构、原理和应用。
第4章介绍了光纤通信中的光源——半导体激光器和半导体发光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与应用，光源调制
，数字光发送机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第5章介绍了光检测器的原理、性能参数，光接收机的工作原理与性能指标，还介绍了光中继器的组
成与应用。
第6章介绍了光放大器，主要包括光放大器的应用形式，掺铒光纤放大器和光纤拉曼放大器的结构、
原理以及应用方式。
第7章介绍了SDH体系，讨论了数字光纤传输系统的设计，主要是一个再生段的损耗与色散设计，还
介绍了数字光纤系统的性能指标特性。
第8章介绍了波分复用的基本原理、基本组成和影响WDM的关键技术。
第9章介绍了SDH传送网的概念和模型、SDH自愈环网结构和工作方式、SNCP保护，讨论了光传送网
（OTN）的分层结构和节点功能、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体系结构和组网方案，然后介绍了光城
域网的特点和传送技术、光接入网的结构和应用。
　　本书可以作为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和光电信息工程等相近专业的本科教学用书和光纤通信的
技术培训教材，也可作为一般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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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纤通信》全面讲述了光纤通信的基本理论和应用，主要内容包括光纤通信系统的组成；光纤
（光缆）结构、类型与传输特性，光纤的连接；光无源器件原理与应用；光源、光源调制与光发送机
原理和性能指标；光检测器原理，光接收机的组成、原理和性能；光放大及其应用；SDH体系和数字
光纤传输系统设计与性能指标；波分复用的原理与技术；SDH传送网，光传送网（OTN），自动交换
光网络（ASON），光城域网技术，光接入网结构与应用等。
　　《光纤通信》力求在光纤通信系统的原理、应用、设计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信息，可以作为通信工
程、电子信息工程和光电信息工程等相近专业的本科教学用书和光纤通信的技术培训教材，也可作为
一般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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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脉冲信号经过长距离光纤传输后，由于色散效应而产生了光脉冲的展宽或畸变，这时可用一种
在该波长区具有负色散系数的光纤来进行补偿。
色散补偿光纤（DCF）就是一种具有很大负色散系数的光纤，用来补偿常规光纤工作于1310nm
或1550nm处所产生的较大的正色散。
其性能指标见表2-6。
　　为了使光纤能在工程中实用化，能承受工程中拉伸、侧压和各种外力作用，还要具有一定的机械
强度才能使性能稳定，光纤必须做成某种缆状结构。
根据光纤的敷设情况，如直埋或悬挂，置于地下、水下或管道内等，光缆有多种结构。
一般将光纤制成不同结构、不同形状和不同种类的光缆以适应光纤通信的需要。
　　2.5.1 光缆的结构　　光缆的构造一般分为缆芯和护层两大部分。
在光缆的构造中，缆芯是主体，其结构是否合理与光纤的安全运行关系很大。
一般来说，缆芯结构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首先光纤在缆芯内部处于最佳位置和状态，保证光纤传输
性能稳定，在光缆受到一定的拉力、侧压力等外力时，光纤不应承受外力影响；其次，缆芯内的金属
线对也应得到妥善安排，并保证其电气性能；另外缆芯截面应尽可能小，以降低成本和敷设空间。
　　光缆护层同电缆护层的情况一样，是由护套和外护层构成的多层组合体。
其作用是进一步保护光纤，使光纤能适应在各种场地敷设，如架空、管道、直埋、室内、过河、跨海
等。
对于采用外周加强元件的光缆结构，护层还需提供足够的抗拉、抗压、抗弯曲等机械特性方面的能力
。
　　光缆的基本结构按缆芯组件的不同一般可以分为层绞式、骨架式、束管式和带状式四种，我国及
欧亚各国用的较多的是传统结构的层绞式和骨架式两种。
　　层绞式光缆的结构类似于传统的电缆结构方式，故又称为古典式光缆。
图2－12是层绞式光缆结构示意图和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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