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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世纪 $# 年代第一根低损耗光纤和半导体激光器出现后，光纤通信飞速发展，迅速成熟

并得到广泛商用，成为构建国家基础信息设施的主要信息传输手段，基于光纤通信技术的通信网

络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信息传输网络。光纤通信网络提供的巨大带宽，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通信

需求，在人类信息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促进了通信技术的不断变革与发展。在我国，八

纵八横的光纤骨干网络建设、城市光纤环网建设，促进了我国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光纤

通信技术也成为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小的领域之一。光纤网络将（或正在） 延伸到我们的身

边（%&&’、%&&(），为我们的个人通信提供足够的信息通道。

目前，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的通信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和光电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普遍开

设有光纤通信方面的课程，有关这方面的教材也很多。很多教材在理论体系及数学论证方面论述

十分详细，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能够为全面深入地理解与掌握光纤通信原理与技术打

下扎实的基础。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些内容的学习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一定的困

难，在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的高校中更为明显。特别是在当前教学学时缩减的背景下，如何让学

生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光纤通信（网络） 的体系结构和应用方法，而不拘泥于严密的理论推导过

程，使学生不畏惧光纤通信课程的学习。本书试图不以数学论证为基础，尽可能在光纤通信系统

的原理、应用、设计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信息。本书列出了重要的理论结果和数学结论，但省去了

推导过程，更多地关注结论的物理含义、工作原理和实际工程应用，我们认为这是和应用型人才

培养定位相一致的。实践证明，通过加强实践应用理论和知识的教学，并结合开设光纤与系统测

试、网络构建和配置等应用方面的实验，能够为学生从事光纤通信等相关领域的工作打下必备的

基础。

本书共分 ) 章。第 * 章介绍了光纤通信的基本概念和特点，光纤通信的产生和发展，光纤通

信系统的基本组成及相关技术。第 " 章介绍了光纤和光缆的结构，光纤的传输理论，光纤的传输

特性，以及光纤的连接。第 + 章介绍了常用的光无源器件的基本结构、原理和应用。第 , 章介绍

了光纤通信中的光源———半导体激光器和半导体发光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与应用，光源调制，数字

光发送机的组成与工作原理。第 - 章介绍了光检测器的原理、性能参数，光接收机的工作原理与

性能指标，还介绍了光中继器的组成与应用。第 . 章介绍了光放大器，主要包括光放大器的应用

形式，掺铒光纤放大器和光纤拉曼放大器的结构、原理以及应用方式。第 $ 章介绍了 /0( 体系，

讨论了数字光纤传输系统的设计，主要是一个再生段的损耗与色散设计，还介绍了数字光纤系统

的性能指标特性。第 1 章介绍了波分复用的基本原理、基本组成和影响 203 的关键技术。第 )
章介绍了 /0( 传送网的概念和模型、/0( 自愈环网结构和工作方式、/456 保护，讨论了光传送

网（’&4）的分层结构和节点功能、自动交换光网络（7/’4）体系结构和组网方案，然后介绍

了光城域网的特点和传送技术、光接入网的结构和应用。

本书可以作为高职高专院校通信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和光电信息技术等相近专业的教学

用书和光纤通信的技术培训教材，也可作为一般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本书第 *、"、.、1 章由聂兵编写，第 +、, 章由周向阳编写，第 -、$ 章由黄廷忠编写，第 )
章由周忠强编写，最后由聂兵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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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协助，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光纤通信在我国的实际应用现状和有关实际工程领域的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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