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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光纤通信技术（第2版）》全面介绍了光纤通信系统的
基本组成；光纤的结构与分类、光纤的传输原理、光纤的传输特性、光缆的结构与分类以及光纤主要
参数的测量方法；有源光器件和无源光器件的工作原理、种类和主要特性；简述光端机的组成、各部
分的功能以及线路码型的要求和常用码型；重点介绍SDH传输网的基本知识、网元设备、网络结构、
网同步和网络管理；光波分复用系统的基本概念、系统结构、工作原理以及WDM系统规范；光纤通
信系统的光接口技术要求、系统性能指标和系统初步设计；光接口参数、电接口参数和系统指标的测
试方法；MSTP的基本概念、关键技术、MSTP设备原理及测试、典型MSTP设备及组网应用；ASON的
基本概念、系统功能结构、连接方式、关键技术和GMPLS；全光网络的基本概念、网络结构、光复用
、光交换和网络管理技术。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光纤通信技术（第2版）》的编写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
，力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通俗易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讲解准确清晰，论证简明扼要，注重将
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有机地相结合起来，以帮助读者抓住技术关键并全面理解《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光纤通信技术（第2版）》内容。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光纤通信技术（第2版）》可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选用
，既可用作高等院校通信、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各类光纤通信技术培训班的用书，
还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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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论　　1.1　光纤通信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1.1.1　光纤通信发展的历史　　伴随社会
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通信向大容量、长距离的方向发展已经是必然
趋势。
由于光波具有极高的频率（大约3亿兆赫兹），也就是说是具有极高的宽带从而可以容纳巨大的通信
信息，所以用光波作为载体来进行通信是人们几百年来追求的目标。
　　1966年，英籍华裔学者高锟博士（K.C.Kao）在：PIE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用
于光频的光纤表面波导》，该文从理论上分析和证明了用光纤作为传输媒体以实现光通信的可能性，
并设计了通信用光纤的波导结（即阶跃光纤）。
更重要的是他科学地预言了制造通信用的超低耗光纤的可能性，即加强原材料提纯，加入适当的掺杂
剂，可以把光纤的衰耗系数降低到20 dB/km以下。
而当时世界上只能制造用于工业、医学方面的光纤，其衰耗在1 000 dB/km以上。
制造衰耗在20 dB/km以下的光纤，被认为是可望不可及的。
以后的事实发展雄辩地证明了高锟博士文章的理论性和科学大胆预言的正确性，所以这篇文章被誉为
光纤通信的里程碑。
　　1970年，美国康宁玻璃公司根据高锟文章的设想，用改进型化学汽相沉积法（MCVI）法）制造
出当时世界上第一根超低损耗光纤，成为使光纤通信爆炸性竞相发展的导火索。
虽然当时康宁玻璃公司制造出的光纤只有几米长，衰耗约20 dB/km，而且几个小时之后便损坏了。
但它毕竟证明了用当时的科学技术与工艺方法制造通信用的超低损耗光纤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是说
找到了实现低衰耗传输光波的理想传输媒体，是光通信研究的重大实质性突破。
　　1970年以后，世界各发达国家对光纤通信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其来势之凶、规模之
大、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使光纤通信技术取得了极其惊人的进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纤通信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