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纤通信系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光纤通信系统>>

13位ISBN编号：9787118062717

10位ISBN编号：7118062715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国防工业出版社

作者：杨祥林 编

页数：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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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通信系统>>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和阐述了光纤通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本书分四部分共14章。
第一部分即第1章。
第二部分即第2章～第6章，为光纤通信技术基础，分别介绍光导纤维的导波原理与特性，半导体激光
器和光纤激光器的原理、特性与光发送机的结构特性，光电检测器的原理、特性与光接收机的结构特
性，光放大器的原理、结构特性与应用，可调光滤波器、光纤光栅/光栅器件、波分复用器/解复用器
、光波导调制器、光开关、光隔离器与光环行器等无源功能器件及其应用。
第三部分即第7章～第11章，为光通信系统结构组成与通信理论技术，重点介绍光信号的传输演化规律
、传输特性、波形畸变、补偿整形与全光再生中继及强度调制/直接检测、相干检测、非线性光孤子传
输和多信道（OTDM、WDM、OSCM、OCDM）四类基本光波通信系统的结构组成、通信性能分析
与通信应用。
第四部分即第12章～第14章，为光波通信网络，分别介绍基于电交换的第一代光传送网、第二
代WDM光路交换传送网及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突发交换光网络（OBSN）与光分组交换网络
（OPSN）等新一代光网络的基本原理、结构组成、关键技术、组网应用与发展趋势。
     本书概念清晰、论述严谨、内容新颖、图文并茂、系统性强，既重视基本概念的阐述，也重视必要
的理论分析，密切联系实际。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通信类、电子信息类、光信息科学技术与光学工程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光电子
技术"和"光通信"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光通信工作的科技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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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3章　WDM全光传送网　　第二代光网络是基于光节点的光网络，即光传送网（OTN），它
的主要特征是节点的光子化，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交换系统的光子化。
一个通信交换系统的基本结构包括信息交换回路和控制部件两大部分，将光子技术应用到交换系统的
主要任务是如何实现交换回路和控制部件的光子化。
人们很自然地将电通信网络中各种已获得成功应用的交换方法应用到交换回路光子化过程中，并根据
光波的自身特征进行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各种光交换技术。
但是由于目前还缺乏实用的光逻辑器件，控制部件的光子化还存在许多困难，因此目前采用电控光交
换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光传送网是在现有的传送网中加入光层，目标是实现光网络的全光透明性。
人们研究多种光复用技术来实现这个光层，其中WDM技术的突破及商用化使得以波长选路为基础
的WDM光传送网首先获得了发展。
WDM光传送网络在光域上进行交叉连接和分插复用，提供有关客户层信号的传输、复用、选路、管
理、监控和生存性功能，大大提高了整个网络的传输容量和节点的吞吐容量，成为网络升级的优选方
案。
　　本章系统地介绍了WDM光传送网络的各种关键技术，包括光子交换技术、光传送网的网络结构
、节点设备、路由波长算法和网络生存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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