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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光纤通信的各方面知识。
全书共14章，内容涵盖光纤传输原理和传输特性，半导体光源和光检测器的工作原理与工作特性，数
字光纤通信系统和模拟光纤通信系统，光放大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WDM系统原理与器件，光网络
与光交换，光纤通信系统的性能测量及管理。
与前一版相比，新增了光纤的非线性效应、光子晶体光纤、高速通信中的前向纠错、光载无线通信
（ROF）及光缆铺设等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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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Gerd Keiser是台湾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客座教授。
他的教学科研兴趣包括光子器件研发、光传输系统、光纤到驻地（FTTP）网络、智能建筑和智能家庭
网络，以及生物医学光子学。
此外，他还是光子通信联盟的发起人和首席顾问，该联盟是针对光通信产业的专门咨询与教育机构。
Keiser博士曾在Honeywell、GTE和通用动力等公司任职，从事光网络和数字交换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他在GTE的技术成就赢得了LesueWarner奖，使其声望鹊起。
他还担任过美国东北大学、Tufts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兼职教授。
Keiser博士是IEEE的会士、OSA和SPIE的会员、OpticalFiber杂志的副编审及4本研究生教材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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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光纤技术的高容量电信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氙的部分，其应用范围从简单的网页浏览
到远程疾病诊断及云计算。
用户希望这些服务始终在线，所以细心的工程考量，从元器件的研发到网络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
经过扩充的《国外电子与通信教材系列：光纤通信（第4版）（英文版）》每四版为学习和应用现代
光网络技术提供了必备的基本原理。
　　《国外电子与通信教材系列：光纤通信（第4版）（英文版）》新特点：　　关于光纤和光器件
的全面论述　　波分复用（WDM）原理和器件　　数字和模拟光纤传输链路的设计原理　　光网络
架构及性能参数　　新增内容：　　新章节：光子晶体光纤、特殊光纤、光缆铺设　　拉曼光纤放大
器　　相干检测、DQPSK、无码检测和纠错　　光纤到驻地（FTTP）网络　　光载无线电（ROR）
技术　　网络性能监测　　扩展内容：功率代价、10 GB/S 链路、WDM器件、光网络　　新的一章：
非线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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