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书目 

        为了对有限的课堂教学内容进一步扩展，我们为学生提供了多层面的扩充性学

习资料，包括：  

国外优秀教材与经典理论专著：  

        本书通过大量的例子、图表以及实际问题，

不但全面介绍了光纤通信系统中的基本技术，而

且结合实际应用，介绍了光纤、系统以及网络中

的最新技术和设备。本书主要内容有光纤通信系

统的基本组成；光纤的结构与分类、光纤的传输

原理及传输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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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端

机的组成、各部分的作用以及线路码型的要求和常用码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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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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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评：本书为国外高校电子信息类优秀教材(英文影印版)之一。通过大量的例

子、图表以及实际问题，不但全面介绍了光纤通信系统中的基本技术，而且结合实

际应用，介绍了光纤、系统以及网络中的最新技术和设备。本书主要内容有单模光

纤基础、光缆的连接与测试、光源及光传输基础、接受器、光器件及光网络、光网

络中的无源部件、开关及功能部件等。本书适用于通信、电子、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本科生，也可供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参考。采用原版教材对提高学生专业英语水平及

应用能力也是非常有益的。 

        本书的目的是为光纤通信及有无放大器的

空间光通信系统的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提供一

本基础教材。所需的背景知识和一般工程技术

类课程相同，只是假设读者已经掌握了电磁场

理论及通信工程的基本原理，最好对频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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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统计理论有一定的了解。为方便读者学习，

本书给出了所需的一些相关材料。 

本书写给对光通信感兴趣的读者，既可作为工

程技术类学生的入门教材，也可作为高级教材。从事这一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及专

家学者也可以利用这本书更新现有知识。此外，本书也可作为光纤通信及空间光通

信工程设计的一本工具书。  

专题性的参考文献目录清单: 

廖延彪编著，光纤光学，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0年  

        本书从光的电磁理论出发，全面地论述

了光在光纤中传输和传感的基本特性及其应

用。全书共有8章，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

为光纤中光传输和传感的基本理论，包括第

1、2、3、8章和第6章的部分内容，主要讨论

光纤传输的模式理论和模耦合理论，光纤的

非线性理论，光纤的损耗、色散和偏振特

性，着重讨论了光纤的偏振特性，对光纤传感的原理作了较详细的论述。第二部分

为各类光纤和光纤参数的测试方法，包括第5、7两章，较全面地介绍了各类特种光

纤和光纤的测试方法，其中对于变折射率光纤棒作为成像元件在光纤系统中的应用

和高双折射光纤拍长的测量方法作了较详细的论述。第三部分为光纤的应用——光

纤器件和传感，包括第4、6两章，较全面地介绍了由光纤构成的各种有源和无源器

件、各种光纤传感器，其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光纤光栅、光纤传感的补偿技术、光纤

白光干涉技术、光纤光栅传感技术以及光纤传感在智能材料和结构中的应用。本书

在选材上注重突出基本概念，理论与实际并重，力求反映最新成果，注意系统性与

完整性。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激光、光电子、光学仪器以及物理等专业的研究生

教材，也可供上述专业的大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学习、参考。  

        简评：廖延彪教授，1957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教至

今，现任仪表元器件学会光纤传感器专业委员会主任、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学会光纤

传感器专业分会副主任、光学学会光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激光》、

《激光杂志》、《光电子技术与信息》编委、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和北京玻璃研究院

等兼职教授。70年代末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光纤传感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光纤传感的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8年获电子部科技进步

一等奖，1991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1995

 



年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有著作四

本，论文约二百篇。  

        教材整体思路清晰，可读性强，为了使读者对其物理图像有一清楚的了解，而

又不必化过多精力于数学推导过程，该书对公式中的数学推导过程从略，突出了对

物理意义的阐述，便于学生的理解。是国内光纤类专业课经常使用的教材。  

 

赵梓森编著，光纤通信工程（修订本），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4年。  

        本书全面地介绍了光纤通信系统的技

术问题，并侧重于问题的工程性。第二版

与初级的内容相比有了很大改变，篇幅也

大增加了。 第二版共19章，除保留初版其

本内容外，重点增加了单模光纤、特种光

缆、新型光电子器件以及光源器件；在系

统方面对国内常用的新调和和新码型作了

介绍，特别是增国了处在发展中的同步数字系统列（SDH）的内容；对通信设备必

不可少的监控系统也作了详细的介绍；对发展中的公用信光纤网，特别是农村光纤

网也作了重点介绍。最后介绍了不久将付诸实用的新技术，如掺铒光纤放大器等。 

本书可供光纤信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等院校的师生阅读参考。  

        简评：赵梓森院士是我国最早从事光纤通信研究的学者之一，1973年他提出研

究光纤通信，当时国际上光纤通信尚未实用。他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开发了中国

第一根实用化光纤光缆和第一套光纤通信系统，并形成工业生产和用于工程建设。

他先后参与起草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光纤通信攻关计划；作为

技术总负责人、总体设 计人，他先后完成了我国第一条实用化8Mb/s、34Mb/s、

140Mb/s等六项国家、邮电部光缆通信重点工程，负责完成了目前世界上最长距离

的架 空光缆（京汉广）工程，使光纤通信技术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显

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赵梓森院士编写的光纤通信工程是一本集理论性、实用性、系统性和新颖性于

一体的具有明显特色的优秀教材。其主要特色是：突出实用性；注重知识的系统

性、新颖性；注重练习，有助于学生牢固掌握基本概念；有很强的可读性。尤其难

得的是，在本书的开始部分详细介绍了光纤的制作过程，这在一般的光纤类教材中

并不多见。  



 

靳伟、廖延彪，张志鹏著，导波光学传感

器：原理与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年。  

       本书共分十章，第一章简要介绍光纤

传感器原理，作为理解后续各章的基础。

第二章介绍一种较常的光波导器件分沂方

法一有限元方法，并讨论其在光纤器件设

计、优化等方面方而的应用。第三章以强

度调制传感器为题，介绍各类强度调制传

感器的机理及相关技术。第四章介绍白光

干涉仪在绝对光程测量中的应用。第五章介绍光纤陀螺。第六章报道几种光纤测温

技术。第七章介绍基于法拉第效应的光学电流测量技术。第八、第九章介绍光纤传

感器的两个新应用领域，即光纤用于环境监测和光纤智能结构技术。第八章是光纤

用于易燃、易爆或有毒气体的测量。第九章介绍智能结构基本概念，讨论光纤传感

器在智能结构中的应用及关键技术问题，并探讨未来的发展趋势。第十章针对光纤

光栅这一新型光纤器件的制造、性能及其在传感领域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简评：本书的作者都是相应领域的专家，撰写的内容大多当时是国外正在进行

或刚刚完成的科研项目。书中对每一种传感器的几乎都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同时书

中的作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此书尽管出版将近十年，但现在看来其内容仍不过时，是一本优秀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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