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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二十年来，光纤从一个研究热点迅速发展为强大的商业应用实体，而本书正是国外介绍其从入门理
论到中级知识的优秀教材。
本书首先通过示例、图解和问题解答对光纤的工作原理、制造、布线和安装进行了清晰的论述，然后
进一步阐述了光纤通信的有关器件、系统和网络的最新革新。
书中的内容分成了两个级别：“基础篇”扼要地介绍了基本概念，“深入篇”对理论性强的问题进行
了细致的讨论。

    作为一本为学生而编写的教材，本书主要面向通信技术和工程相关专业的本科生，而工作在光纤领
域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也可以将其人为工作手册和日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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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公权，1941年生，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复旦大学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
曾领导多项重要科研项目，并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发表科研论文约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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