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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缆的设计和制造》

内容概要

《光纤光缆的设计和制造》书第三版于2016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414页，从第一版（2002年
）至今跨越了15年，印数已逾万册，成为行业经典专著。
本书第三版从原来的十八章扩展为二十四章，内容涵盖了光纤、光缆的原理、规范、测量、设计和制
造，《光纤光缆的设计和制造》一书是陈炳炎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作者多年研发成果和实践经验
的精华梳理，是陈炳炎先生“穷尽三十余年科研与生产实践的成果，以此奉献给行业，贡献于社会。
今夙愿得偿，足慰平生”的经典之作。对从事光纤光缆制造和应用的各界人士均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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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炳炎先生196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就职于电子工业部第23所，1976年开始从事光纤传
输研究，是国内最早从事这一行业的专家之一，作为首席代表数次参加IEC的光纤国际标准制定。20
世纪80年代初，陈炳炎先后在美国Delaware州立大学和GTE Laboratories从事光纤技术和光纤通信的讲
学和研究工作，成绩卓著。
回国后，投身于光纤光缆企业建设，近二十年来，先后作为总工主持了十余家光纤光缆制造公司和光
通信技术公司的创建工作，均获成功，他将深厚的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几十
篇，内容涉及光纤、光缆的各个方面，既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又有明确使用的结论，对于从事光纤光
缆生产和研究的人员极有指导意义。选入大学教材的著作有《光纤波导传输理论》、《光纤光缆的设
计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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