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纤维光学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饶云江 朱涛

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

重庆

“

纤维光学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国际学术研讨

会
, ,

作 于 年 月 一 日在重

庆大学和武汉邮电科学院召开
。

会议由重庆大学的

饶云江教授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

英国 大学

教授
、

澳大利亚新威尔士大学

副教授
、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毛谦总工程师担

任大会联合主席
。

会议设置了光纤通信技术
、

光纤传

感技术
、

光波导理论及器件 个中心议题
。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
,

香港 大学

教授综合分析了大陆和香港相关大学
、

研究所

在光电子领域开展的研究活动
。

他指出
,

目前香港在

光电子研究方面为大陆南部各城市比如广州
、

深圳

的光电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

两者之间也开展

了更好更快的相互合作
,

近年来
,

香港政府改变过去

不引导研究发展的态度
,

正在积极地推动和资助相

关领域的研究
,

其中就包括了光电子领域
,

此外香港

政府还积极鼓励香港各大学与光电子公司展开联合

研究开发
,

共同促进中国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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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曰冷罄
,

衡勤抽芯

化是一个重要因素
。

因此
,

除了可移植性的企业治理

结构等显性制度外
,

必须根据不同企业和员工的心

理文化特征
,

形成独特的契约结构
。

他以 年代荣

氏企业的
“

劳工 自治区
”

和当前民营企业的问卷调

查为例
,

说明
,

心理型契约的有效构建可以大大减少

企业管理成本
。

相反
,

若职业经理人对企业主在价值

观
、

原则
、

理念的可信承诺并不持十分认可的态度
,

则对企业发展的消极作用显著
。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东茂树研究员也认为
,

从

微观角度研究产业高度化问题是非常好的视角
。

在

讨论企业组织能力的时候
,

一般人都套用西方尤其

是美国的所谓标准的治理结构模式
。

如 年亚洲

金融危机后
,

就向泰国政府建议
,

要提高家族的

透明度
,

改革企业制度
,

使所有权与治理权分离
,

实

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

但这一举措恰恰忽略了各国文

化不同
。

在调整法人治理结构时
,

并不是只有美国模

式法人治理结构最有效
。

调整法人治理结构有英美

模式
、

德 日模式
。

美国
、

英国只关注股东利益最大化
,

而德国
、

日本更重视利益相关人
,

其中就包括员工
。

因此
,

不同文化背景下
,

应该实现不同的企业组织和

契约形式
,

否则并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

心与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等研究机构就东亚地

区工业化问题一直开展长期合作研究
,

该项 目旨在

对东亚地区工业化过程中企业
、

政府
、

贸易
、

创新等

各个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深人系统的跟踪研究
。

为

了促进学者
、

政府官员与企业界人士在此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
,

双方共同倡议举行常规化的双边研讨会
,

每次由双方就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或热点问题确定研

讨主题
,

约请相关人员参与
。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
,

以

研究机构为主体实施的双边
“

外交
”

—对夕卜交流

机制
,

将不仅能够更好地推动科学研究的深人开展
,

而且通过吸收政界和企业界的参与
,

将能更好地促

进和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

饶云江 教授
,

博导
。 一

·



光波导理论创始人之一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肠 教授作了题为 《光纤波导器件中的无

损形式 》的学术报告
。

他指出
,

一些低损耗器件的损

耗区域极大地依赖于在其中传播模式的几何演变
,

所以如何实现某单个模式在这些器件中的最小损耗

传播就非常重要
。

能实现这个功能的方法有 单模光

纤的锥度和弯曲
、

波长复用和解复用
、

对称和不对称

性
、

单模和少量模式的 接合
,

以及速度和零祸合

等等
。

肠 教授对上述方法作了理论上的

阐述和实验上的模拟
,

并论证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
。

国际著名光学专家
、

美国宾州大学

教授一直致力于国内光学的发展
。

他指出
,

中国纤维

光学的发展
,

必将推动中国光学技术向前发展
。

中国

应当多举办这种类型的国际学术会议
,

让世界真正

了解中国
,

也让中国了解世界
。

中国工程院黄尚廉院

士则立足重庆
,

在开幕式上指出光电子产业在重庆

有很好的基础
,

希望这次会议的召开
,

能为重庆工业

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

为国内相关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方向
。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博士代表

澳大利亚 国 家光 电子 联合研究 中心 主任

教授发言
,

作了题为《布拉格光纤光栅的发展

和应用 》的大会报告
。

报道了很多制作 的新技

术和应用
,

比如运用沿光栅方向控制相位和幅度的

技术而制作出具有特殊应用价值的光栅
,

这些具有

特殊相位和幅度的 可用作 通信系统

多达 信道 的色散补偿器
、

残留边带滤波器
,

及

窄线宽光纤激光器等 将 与其他光学器件如放

大器结合起来
,

可制成高性能的微波滤波器和延迟

线
,

这在光子信号处理中有重要应用 在传感网络

中
,

由于要复用大量 传感器
,

因此就要求

具有极高的应力灵敏度 从皮应变到毫应变 和应

力斜率
,

同时还要求具有极低的带外反射
,

用一些新

的制作方法就可 以得到上面这些特殊要求的

器件
。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刘文博士作了

题为《基于纳米结构的集成光电路 》的大会报告
。

他

指出集成光路的价值在于在增加光路功能的同时降

低光路的尺寸和成本
,

并介绍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技

术
,

如平面光波光路
、

微机电系统
、

光子晶体
、

纳米光学等等
。

他指出 在这些技术中
,

和 在近年来已经出现商业化的集成光

路 光子晶体虽然在近年来取得很多学术成果
,

但在

真正的工业中应用则刚刚起步 而纳米光学光路却

研究得不够
,

但在将来
,

它将占据集成光路中的主导

地位
。

为此
,

刘文博士针对纳米光学光路在制造和性

能上的进步作了一个详尽的综述
,

并讨论了一些应

用例子
,

如可调光衰减器
、

光开光
、

光路由

器
、

光环形器
、

波长衬垫等
,

最后得出结论
,

纳米光学

光路的发展将对下一代光纤通信工业产生巨大的影

响
,

我国科研院所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大会执行主席饶云江教授则作了题为《新型长

周期光纤光栅器件及其应用 》的大会报告
,

介绍了

一种写人长周期光纤光栅 的新技术
,

这种

技术是基于高频 激光器在某一高频率 如

照射光纤时光纤会产生热弹效应
,

从而改变

光纤包层折射率而形成
,

这种新型 具有

许多独特的光学和机械特性
,

如弯曲
、

扭转
、

横向应

力等
。

基于这些特性
,

饶云江教授介绍了许多新型光

纤传感器
,

包括可用来解决弯曲与其他测量之间交

叉灵敏度问题的弯曲不敏感 传感器
、

可用来

对扭曲进行精确测量的扭曲传感器
、

用来实现同时

测量横向负荷和温度的 传感器等
。

另外
,

饶云

江教授还介绍了这些新型 廿 在光通信领域的应

用情况
,

基于新型 的 噪声滤波器和增益

均衡器的实用化 通过对 廿 弯曲和负荷等特性

的应用
,

设计了两种可调的增益平衡器
。

该写人法及

相关研究工作至今已在国际光电子权威刊物 花召

几
。‘ 盯

,

,

和 了 ￡￡ 以 妙
叨二 。 群 及 国际会议和 国内一级光学杂志

上发表论文 余篇
,

所做工作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

认可
。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个中心议题进行了深人的

学术交流和 自由讨论
,

梳理问题
,

理清思路
,

对纤维

光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许多观点
、

看法和认识
。

通过

各位专家学者的报告
,

产生了新的思路和理念
,

分析

了目前国际光纤技术发展的现状和今后将要发展的

方向
。

发展现状
。

前些年
,

由于人们对通信速度和容量的要求
,

光

纤通信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
,

由此带动了不同种类

光有源
、

无源器件特别是光纤器件方面的发展
。

各种

光纤器件技术的成熟和大规模生产
,

使得光纤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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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大幅度降低
,

这些又为光纤传感技术的发展

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遇
,

所以近些年光纤传感技术

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
,

现在世界范围内已诞生了很

多家光纤传感公司
,

更多相关研究人员的目标也开

始转向光纤传感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

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
。

现在
,

骨干网的发展相对迟缓
,

目前的技术储备

已经可以支持人们对骨干网络容量多年的需求
,

因

此
,

很多研究人员和相关公司都把 目标放在了光纤

网络的
“

城域网
”

和
“

最后一公里
”

网络上

或
。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很多新技术
,

如低

成本集成化光放大器 可以为半导体
,

也可以为特

殊光纤放大器如 一 玻璃臆饵共掺光纤放大器

等
、

基于纳米结构的集成光电路
、

特殊光纤如聚合

物光纤
、

低成本光分路器
、

上吓复用器等
。

尤其是现

在人们开始对光子晶体光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

情
。

因为光子晶体的发展
,

可能要让人们重新考虑光

网络的各环节的器件功能
。

此外
,

这种光纤还将人们

的视野拓展到了许多新的领域
。

光纤传感技术的发展
。

传感器是人类感知外界世界的触角
,

以往的时

代都是电传感器的时代
,

由于电传感器具有许多缺

点
,

比如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如电场
、

磁场等因素的影

响
,

复用能力差
,

传输距离短
,

使用寿命短
,

实用场合

受限等
,

多年来
,

人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新类型的传感

器用以弥补电传感器之不足
。

光纤传感器就是这样

一种类型的器件
,

并已逐渐成为新一代传感器的主

流发展方向之一
,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光纤通信泡

沫的破灭带来的光纤器件成本的大幅回落
,

使光纤

传感器的性价比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

竞争力的大大

加强使光纤传感器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
。

近两年
,

光

纤传感发展非常迅速
,

就这次会议来看
,

几乎有 仍

的代表都谈到了光纤传感的发展
,

在世界各地相继

诞生了很多以光纤传感器件和光纤传感系统为目标

的高技术公司
,

这次比利时 一 还展示

了 公司的光纤传感产品
,

并介绍了光纤传感产

品的应用实例 饶云江教授也介绍了在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

新一代光纤传感技术基础

研究
”

项 目组对新一代多参数光纤传感技术进行系

统的创新性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绩 澳大利亚

副教授领导的光电子实验室在聚合物光纤

研制
、

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

光学器件
、

材料科学
、

技术 微纳技

术 的紧密结合
。

任何器件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基于材料的发

展
。

如果器件上要取得突破
,

首先要在材料上取得突

破
,

即是说
,

如果对材料把握得越多
,

人们设计制作

各种器件就更方便灵活
。

因此光学器件必须和材料

科学紧密结合
。

近两年来
,

另一门科学 —微机电系统 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
,

这门技术将人

们应用器件的 目光锁定在了微米级
,

可以进一步实

现器件的小型化
、

微型化
。

比如基于纳米结构的集成

光电路就是这几种技术结合的产物
,

正如武汉邮电

科学院副总工程师刘文博士所说
,

它将占据集成光

路中的主导地位
。

总之
,

这几种技术的紧密结合
,

必将促进光纤通

信和传感技术的飞速发展
,

因此
,

如果我国能抓住这

一机遇
,

加强投人
,

定会在短时间内大大缩短和国际

上的差距
,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结论
。

我国在光纤传感技术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
,

已有较好的基础和积累
,

但在许多关键技

术如光纤光栅制造方面并不具有核心技术的自主知

识产权
,

这严重妨碍了我国光纤传感技术的发展
,

因

此笔者建议集中力量
,

克服关键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

研究经费投人分散
、

研究不够深人和系统等不足因

素
,

进行重点项 目的立项
,

对我国提出的新一代光纤

传感关键技术的若干基础性问题开展深人
、

系统的

创新性研究工作
,

建立具有大容量复用 联网 能力

和多参数同时测量特征的新一代光纤传感关键技术

基础体系
,

取得大的突破
,

全面提升我国在此领域的

学术水平
,

在未来几年内争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较

大地推动光纤传感学科的发展
。

此外
,

通过该项目的

实施
,

抓住目前光纤产品成本大幅度下降的机遇
,

尽

快形成若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

为我国

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好技术储备
,

为大

力发展我国的光纤传感产业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

此次会议为中外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提供

了一个共同交流光纤技术领域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

的机会
,

也为海外留学人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专注

于光纤技术的回国交流机会
,

加强了中国在光纤技

术领域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
,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及增强了与国际同行的友

谊
,

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自身在该领域的学术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