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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外电子与通信教材系列：光纤通信（第4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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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载射频（ROF
）及光缆铺设等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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