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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讲述了目前发展比较迅速的光波导传输理论和光通信器件的工作原理。
    本书的第1章是对光通信及相应的器件的一个概略介绍。
第2章是电磁场理论基础，介绍经典电磁理论的主要结论。
第3章是几何光学分析方法，讲述光波导中光的传播规律。
第4章讲述平面波导及条形波导的模式理论。
第5章介绍光纤的模式理论。
第6章讲述光纤的色散特性和色散补偿技术。
第7章是光纤的非线性传输理论，讲述光纤中重要的非线性效应。
第8章介绍光通信系统中常用的无源光器件的结构、工作原理和特性。
第9章讲述有源光器件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性。
    本书的作者长年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光纤通信》、《光纤传输理论》课程，因此本书可以作为
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
对于从事与光纤通信相关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本书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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