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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东南大学国家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规划”教材，是一册物理学前沿知识与现代高新科学工
程技术相结合的大学物理课程专题教材，全书由航天技术与物理学、超导技术、医学成像物理基础、
液晶材料及液晶显示技术、红外辐射及其应用技术、光纤与光纤通信技术、等离子显示技术、激光技
术、纳米科学技术、非线性光学、熵、引力理论和宇宙学12个专题组成。
内容涵盖了当前高新技术与物理学相联系的各个主要领域，是物理学在科学技术应用中的新知识、新
思想和新方法。
教材内容新颖，选材合适，难度适中，文字简洁。

　　本书作为教材，可与高等院校工科大学物理课程主体教材配套使用，也可作为大学物理课程后续
选修课教材，还可供其他相关专业的参考和有志提高自身科学素养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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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航天技术与物理学
  1.1  火箭技术中的物理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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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六  光纤与光纤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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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人造卫星的大家族里，成熟最早、应用最广的要算是通信卫星了。
它可以用来进行微波通信。
微波是一种具有极高频率（通常为300MHz-300GHz），波长很短（通常为1m-1mm）的无线电波，可
以在自由空间（又称为理想介质空间，即相当于真空状态的理想空间）传播。
虽与短波相比，微波具有传播较稳定，受外界干扰小等优点，但是因微波的频率极高，波长又很短，
在空中的传播特性与光波相近，只能像光线一样沿直线传播，而地面是弯曲的，所以传播距离不远。
又因为在电波的传播过程中，会受到地形、地物及气候状况的影响而引起反射、折射、散射和吸收现
象，会产生信号传播衰落和失真。
所以过去用微波传送电视信号，每隔50千米左右，就需要设置中继站，将电波放大转发延伸通信距离
。
这种通信方式，称为微波中继通信，其干线可以经过几十次中继，才能保证通信质量。
例如，从北京到拉萨，有2600多千米，如果依靠微波中继站传送电视信号，沿途需要建立50多个微波
中继站。
因此，为了把电视信号传送到遥远的边疆、山区和海岛，就必须建立像蜘蛛网似的密布全国的中继线
路，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和物力。
如果遇到大海，海面上是无法建立微波中继站的，电视信号也就无法漂洋过海。
自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才使通信卫星由设想进入试验阶段。
利用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中继站进行微波通信，就可以直接跨过群山、海洋进行远距离通信。
但早期卫星都是在离地面不高的地方以相对较大的速度运行，难以利用它们进行全球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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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工程技术物理基础专题》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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