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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纤是20世纪的重大发明之一，其导光性能臻于完美，很难想像还会有更好的替代者。
本书是光学、光子学和光通信领域的重要译著，分原理篇和应用篇两部分。
原理篇包括光传输方程、群速度色散、自相位调制、调制不稳定性和光孤子、偏振效应、交叉相位调
制、受激散射和光参量过程等内容，科学归纳为非线性光纤光学，侧重于基本概念和原理。
应用篇内容包括光纤光栅、光纤耦合器，各种光纤干涉仪、光纤放大器和光纤激光器，光脉冲压缩技
术，以及有关光纤通信系统和孤子波系统中的传输问题，体现了非线性光纤光学在光波技术、光通信
领域的应用。
    全书理论严谨，处处结合实际例证，特别是紧密结合光通信领域的新成果与新问题，图文并茂，说
清讲透，且各章都附有习题。
本书适合作为光学、物理学、电子工程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同时对从事光通信产业的
工程技术人员和从事光纤光学、非线性光学领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说也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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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的读者对象包括高年级大学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与电信行业有关的工程师和
技术人员，以及研究光纤光学和光通信的科学家。
本书适合作为非线性光学、光纤光学和光通信课程的研究生教材，可利用本书单独地开设非线性光纤
光学的课程。
每一章最后都有习题，便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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