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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系按电子工业部的《1996-2000年全国电子信息类专业教材编审出版规划》，由通信与信息工程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审、推荐出版。
本教材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刘增基教授担任主编。
     本书全面地介绍了光纤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光纤和光缆的结构和类型，光纤的传输原理和特性，
光纤特性的测量；光源、光检测器和光无源器件的类型、原理和性质；光端机的组成和特性；数字光
纤通信系统（PDH和SDH）；模拟光纤通信系统，包括副载波复用光纤通信系统；光纤通信的若干新
技术，如光纤放大器、光波分复用技术、光交换技术、光孤子通信、相干光通信技术、光时分复用技
术等；最后还介绍了光纤通信网络，包括单波长的SDH传送网，多波长的WDM全光网和光接入网。
本书在内容上力求理论上的系统性以及技术上的新颖性和实用性。
     本书系全国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规划教材，可作为通信类专业的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材，也可作
为相关科技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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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纤通信》系全国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规划教材，可作为通信类专业的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教
材，也可作为相关科技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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