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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式光纤传感技术与系统》

内容概要

分立式光纤传感利用有限个独立的光纤传感单元实现单点或多点位置的待测量测量，具有灵敏度高、
测量位置准确等独特优点。《分立式光纤传感技术与系统(精)》(作者刘铁根、江俊峰、刘琨、孟卓、
陈信伟)系统介绍了分立式光纤传感技术，内容包括光纤基本概念；光纤传感用光源；光纤传感中的光
电接收器件：光纤耦合器等光纤器件的原理、结构、特性；光纤光栅传感原理和解调系统；光纤法珀
传感原理和解调系统；光纤sagnac干涉传感器；光纤OcT检测系统及功能化ocT；光子晶体光纤传感器
：光纤传感技术的工程应用。每章后面均附有本章的参考文献，以便读者查询。
    《分立式光纤传感技术与系统(精)》内容全面，凝练了较新研究成果，并注重理论和工程实际相结
合，适用性强，可供从事光纤传感技术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参考，也可作为光电专业师生的教材
和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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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1982年本科毕业于天津大学精仪系光学仪器专业
并留校任教，1987年获工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天津大学光学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学术
带头人，长期从事光纤传感技术、光电检测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持了一批包括国家973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仪器专项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基金和国家工程项目。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教
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各1项。此外还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二等奖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中国专利优秀奖和天津市专利金奖各1项，已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5
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6篇。作为主编出版专著4部。现任光电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主任、全国仪器仪表学会光机电集成分会理事长、全国光学学会光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博
士，副教授，2004年在天津大学光学工程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工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工
学学士学位。2004年至2006年天津大学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后，2006年留校任教，2007年至2008年
美国堪萨斯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科学系博士后。近年来主要在光纤传感和光电检测领域从事研究工作
，主持或参与了国家973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20余项课题。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一等
奖2项，省部级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和技术发明三等奖各1项，中国专利优
秀奖和天津市专利金奖各1项。金国藩青年学子奖。获美国授权发明专利1项，中国授权发明专利14项
，在国内外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8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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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立式光纤传感技术与系统(精)》(作者刘铁根、江俊峰、刘琨、孟卓、陈信伟)从光电子技术的基
本原理出发，系统讲解了与光纤传感有关的主要知识体系。第1章介绍了光纤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制
造方法：第2章介绍了常见的光纤传感用光源的分类、光源特性参数及选取依据：第3章介绍了光纤传
感应用中的各种光电接收器件；第4章介绍了各种光纤器件的原理、结构、特性参数和制作工艺；第5
章介绍了光纤光栅的原理和制作方法，Bragg光栅和长周期光纤光栅的模式理论，光纤光栅的传感原理
和解调系统；第6章介绍了光纤法一珀传感器的结构、制作方法、传感原理、解调系统和应用：第7章
介绍了Sagnac干涉仪传感器，包括光纤陀螺系统及其检测系统，光纤电流互感器和水听器；第8章介绍
了光纤OcT检测系统及各种功能化OcT；第9章介绍了光子晶体光纤的基本知识及光子晶体光纤传感器
的应用；第10章介绍了光纤传感技术在大坝结构健康监测、动力电缆温度监测、隧道监测及龋齿检测
系统中的应用。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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