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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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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现有模式复用器的不足，根据有效折射率匹配效应，设计一种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复用

器。波导结构由１个波导主臂和２个波导分支臂组成。研究了波导各项参数的确定准则，仿真分析了不同的波导

底面宽度比对模式复用／解复用性能的影响，确定了最佳的波导底面宽度比，分析了基模和一阶模在波导中的传输

过程和光场能量流动情况。结果表明：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复用器具有良好的模式复用和解复用性

能，并且可以高效率地实现模式之间的转换，具有结构简单、模式转换效率较高、易于集成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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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以互联网和大型数据中心为代表的ＩＴ业

务的迅猛发展，当前的信息化社会对于网络带宽的

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光网络的传送能力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１］。

为了解决光传送网的巨大压力，目前通常采用高

阶调制、波分复用（ＷＤＭ）
［２］、偏振复用（ＰＤＭ）

［３］等技

术来提高单模光纤（ＳＭＦ）的传输容量，但是单模光纤

固有的非线性效应以及放大器放大自发辐射（ＡＳＥ）

噪声［４］，使单模光纤的系统容量已经越来越接近“香

１２０５０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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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极限”［５］。因此，探索一种新型高速大容量光传输

方式已成为未来光通信网络面临的重大挑战［６］。

基于少模光纤的模式复用［７］，可以利用少模光

纤中有限的正交模式作为独立信道进行信息传送，

成倍地提升系统传输容量［８］，近年来得到人们的极

大关注。由于少模光纤具有比较大的模场面积，因

此其非线性容限也很高，这样既提高了传输系统的

容量，又规避了非线性效应对系统的影响。

在基于少模光纤的模式复用系统中，模式复用

器是最关键的部分。模式复用器主要作用是将不同

的空间模式复用进一根少模光纤中。对应的模式解

复用器则是将少模光纤中的混合空间模式进行分

离，得到不同的空间模式并进行探测和处理。模式

复用／解复用器是模式复用系统的关键器件，是模式

复用通信技术的研究重点之一［９］。

现有的模式复用器主要有：基于光纤熔融型的

模式复用器，基于长周期光纤光栅的模式复用技

术［１０］，基于自由空间光学的模式复用／解复用器（其

中，一种是采用相位盘作为模式转换的结构［１１］；另

一种是利用硅基液晶技术的空间光调制器作为模式

转换的结构［１２］）等。然而，基于光纤熔融型的模式

复用器虽然结构简单，但其制作工艺比较复杂，熔融

程度与长度均难以控制，并且有较高的波长依赖性；

而基于长周期光纤光栅的模式复用技术需要特定的

装置来使光纤产生周期性形变，很容易造成光纤损

伤，而且对温度和压力比较敏感。而基于自由空间

光学的模式复用／解复用器虽然对波长的依赖性较

低，但其具有较高的插入损耗，难于集成。

本文针对现有模式复用器的不足，提出了一种

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结构，波导

结构由１个波导主臂和２个波导分支臂组成。仿真

研究了该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的性能，结果表明：这

种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的复用和解复用效果良好。

相比较而言，这种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

复用器具有结构简单、模式转换效率高、易于集成与

互联等优点，更加适用于模式复用通信。

２　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

复用器的结构

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结构如

图１所示，由一个波导主臂Ａ和两个波导分支臂Ｂ

和Ｃ组成。其基本原理为：恰当选取波导分支臂Ｂ和

Ｃ的底面宽度犠１、犠２，使波导主臂Ａ中基模的有效

折射率与波导分支臂Ｂ中基模的有效折射率相同，而

使波导主臂Ａ中一阶模的有效折射率与波导分支臂

Ｃ中基模的有效折射率相同。这样，根据有效折射率

匹配效应，波导主臂Ａ中传输的基模向波导分支臂Ｂ

传播，波导主臂Ａ中传输的一阶模向波导分支臂Ｃ

传播，且转换为基模形式，即实现了基模和一阶模的

模式复用／解复用功能。同理，对于多个模式的复用／

解复用，可以采用多个分支波导结构来实现。

图１ 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ｐｌａｎａｒ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ｔｙｐｅｍｏｄ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ｄ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

对于一个如图１所示的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

式复用／解复用器，需要确定以下参数：波导芯层材

料的折射率狀１；波导上包层材料的折射率狀２；波导

下包层材料的折射率狀３；波导主臂 Ａ的底面宽度

犠Ａ；波导分支臂Ｂ和Ｃ的顶面宽度犠Ｂ、犠Ｃ；波导

分支臂Ｂ和Ｃ的底面宽度犠１、犠２；波导总长度犔１；

波导分支臂长度犔２。各参数确定流程如下：

１）确定波导芯层和包层的折射率。波导芯层

和包层的折射率是根据少模光纤的折射率（纤芯折

射率和包层折射率）来确定。例如：在一定工作波长

λ下，少模光纤的纤芯半径为犪，纤芯的折射率为

狀ｃｏｒｅ，包层的折射率为狀ｃｌａｄｄｉｎｇ，从而确定波导芯层材

料的折射率和包层材料的折射率分别为狀１ ＝狀ｃｏｒｅ，

狀２ ＝狀３ ＝狀ｃｌａｄｄｉｎｇ。

２）确定波导主臂Ａ的顶面宽度犠Ａ、波导分支

臂的顶面宽度犠Ｂ 和犠Ｃ。为了便于光纤与波导互

联，使犠Ａ＝犠Ｂ＝犠Ｃ＝２犪。假定光纤的纤芯半径为

犪，则波导主臂Ａ的底面宽度犠Ａ 为２犪，波导分支臂

的顶面宽度犠Ｂ、犠Ｃ 均为２犪。

３）确定波导分支臂Ｂ和 Ｃ的底面宽度犠１、

犠２。设狀Ａ０是波导主臂Ａ中基模的有效折射率，狀Ａ１

是波导主臂Ａ中一阶模的有效折射率。狀Ｂ０是波导

分支臂Ｂ中基模的有效折射率，狀Ｃ０波导分支臂Ｃ中

基模的有效折射率。狀Ｃ０，狀Ａ１，犠１、犠２ 有如下关系：

１２０５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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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有效折射率匹配效应，为了保证波导主臂

Ａ中的基模在分支臂Ｂ中传输，一阶模在分支臂Ｃ

中传输，必须满足：

狀Ａ１ ＝狀Ｃ０， （３）

狀Ａ０ ＝狀Ｂ０． （４）

同时要求：

犠１＋犠２ ＝犠Ａ， （５）

联立（１）～（５）式，通过数值求解即可求得犠１、犠２。

４）确定波导长度。波导总长度为波导分支臂

长度与波导主臂长度之和。波导主臂长度可以根据

自身的需要确定。对于波导分支臂长度犔２，只要保

证光场在传输过程中是缓变即可，一般在５００～

１０００μｍ。

３　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

复用器的性能分析

３．１　底面宽度比与波导模式复用／解复用器性能的

关系

将基模和一阶模以１∶１的功率比同时注入波导

主臂Ａ中，仿真分析不同底面宽度比条件下，波导

分支臂Ｂ和Ｃ中基模与一阶模的功率比例变化情

况。仿真的相关参数如表１所示，仿真结果如图２，

３所示。

表１ 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的相关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ｐｌａｎａｒｏｐｔｉｃａｌ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ｔｙｐｅｍｏｄ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ｄ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Ｆｅｗｍｏｄｅｆｉｂｅｒ

λ／ｎｍ １５５０

犪／μｍ ４

狀ｃｏｒｅ １．４７１６

狀ｃｌａｄｄｉｎｇ １．４６１９

Ｏｐ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狀１ １．４７１６

狀２ １．４６１９

狀３ １．４６１９

犠Ａ／μｍ ８

犠Ｂ／μｍ ８

犠Ｃ／μｍ ８

犔１／μｍ ９００

犔２／μｍ ６４０

　　从图２可以看出，波导分支臂Ｂ中一阶模的功率

比随着底面宽度比的增加而增加，但其值却相对较

小；相比之下，波导分支臂Ｂ中的基模的总功率比例

较大。当犠２∶犠１＞１∶４时，波导分支臂Ｂ中基模的功

率随底面宽度比的增加而减小。由图２（ｂ）分析可

知，当１∶３＜犠２∶犠１＜１∶７，分支臂Ｂ中的基模功率比

例可以达到４７％以上，由此可知波导主臂Ａ中基模

的有效折射率与波导分支臂Ｂ中基模的有效折射率

相同，从而主臂Ａ中基模从波导分支臂Ｂ中输出。

图２ 不同的波导分支臂底面宽度比时，分支臂Ｂ中（ａ）一阶模和（ｂ）基模的功率比例变化情况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ａ）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ｍｏｄｅａｎｄ（ｂ）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ｉｎｂｒａｎｃｈＢ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ｗｉｄｔｈｒａｔｉｏｓ

　　由图３（ａ）可知，波导分支臂Ｃ中一阶模的总功

率比例较小，特别是当犠２∶犠１＞１∶７时，其功率比例

明显下降；而当犠２∶犠１＞１∶１０时，波导分支臂Ｃ中

一阶模的总功率比例为零，对比分析图３（ｂ）可知，

波导分支臂Ｃ中基模功率占大部分比例，当１∶５＜

犠２∶犠１＜１∶８时，波导分支臂Ｃ中基模的功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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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４７％以上，由此可知在模式复用器中，波导主

臂Ａ中一阶模的有效折射率与波导分支臂Ｃ中基

模的有效折射率近似相同，波导主臂Ａ中的一阶模

向波导分支Ｃ传输的过程中也转化为基模，实现了

模式转换，转换效率高达９８％左右。

图３ 不同的波导分支臂底面宽度比时，分支臂Ｃ中（ａ）一阶模和（ｂ）基模的功率比例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ａ）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ｍｏｄｅａｎｄ（ｂ）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ｉｎｂｒａｎｃｈＣ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ｗｉｄｔｈｒａｔｉｏｓ

　　因此，当波导底面宽度之比１∶５＜Ｗ２∶Ｗ１＜１∶７

时，模式复用器的损耗最低，效率最高，效果最好。

３．２　模式在波导模式复用／解复用器中的传输特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的底面宽度比对非对称光

波导型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的性能的影响，仿真研究

了在最佳的波导底面宽度比，即犠２∶犠１＝１∶６的情

况下，基模和一阶模在波导中的传输过程，如图４所

示。由图４可知，两个模式在波导主臂围内正常传

输，经过分叉口处后，模式的传播分成两部分，分别

向分支臂Ｂ和分支臂Ｃ传播。基模从主臂Ａ向分

支臂Ｂ方向传播，一阶模从主臂Ａ向分支臂Ｃ方向

传播，很好地实现了模式解复用的功能。由于光路

具有可逆性，因此，该器件反向传输时可以实现模式

复用功能。

３．３　模式在波导模式复用／解复用器中的能量流动

特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的底面宽度比对非对称光

图４ 模式在波导中的传输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ｍｏ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波导型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的性能的影响，仿真研究

了当波导底面宽度比为犠２∶犠１＝１∶６的情况下，基

模和一阶模在波导中的光场能量流动的情况，如图

５所示。由图５可知，光场能量在波导主臂 Ａ中正

常传播，经过分叉口后，基模与一阶模的光场能量分

别沿着分支臂Ｂ和Ｃ传播。

图５ 模式在波导中的能量流动示意图。（ａ）二维图；（ｂ）三维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ｏｗ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ａ）２Ｄ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３Ｄ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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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鑫等：　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研究

　　为验证本文设计的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模式复

用／解复用器分支臂Ｂ和分支臂Ｃ的输出均为基

模，在上述的最佳的底面宽度比的情况下，仿真监测

分支臂Ｂ和分支臂Ｃ中基模功率的变化情况，如图

６（ｂ）图所示，▲曲线表示分支臂Ｂ中的基模功率，

●曲线表示分支臂Ｃ中的基模功率，由图中的曲线

可以看出，在传播过程中，分支臂Ｂ和分支臂Ｃ的

基模功率由０不断上升，最后达到稳定，说明波导主

臂Ａ中的基模向分波导支臂Ｂ传输，而波导主臂Ａ

中的一阶模向波导分支Ｃ传输的过程中也转化为

基模，实现了一阶模和基模之间的转换。

图６ （ａ）能量流动过程示意图；（ｂ）分支臂Ｂ和Ｃ中的

基模功率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ｏ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ｂ）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ｏｗ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ｉｎｂｒａｎｃｈａｒｍｓＢａｎｄＣ

４　结　　论

针对现有模式复用／解复用器的不足，根据有效

折射率匹配原理，设计了一种非对称平面光波导型

模式复用／解复用器，同时对其模式复用／解复用性

能进行了仿真分析。结果表明：这种模式复用／解复

用器不仅具有良好的模式复用／解复用的效果，而且

具有模式转换功能，转换效率高达９８％左右，其结

构简单、性能稳定、易于集成和互联的优点是其更适

合于模式复用通信。

参 考 文 献
１ＲｅｎＹｉｔａｏ，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ｙｏｎｇ，ＬｕｏＪｉｎｌｏ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ｅａｖｙ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ｌｏａｄｉｎｇ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ｐｌｉ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ｕｐｌｅｒｓｂｙ

ＵＶ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Ｊ］．Ｌａｓｅｒ ＆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５０（９）：０９２３０１．

　 任一涛，黄楚勇，罗金龙．紫外曝光法制备高掺锗光波导分束器

及耦合器［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２０１３，５０（９）：０９２３０１．

２ＸｉｅＹｉｗｅｉ，ＦｕＳｏｎｇｎ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ｌｉａｎｇ，犲狋犪犾．．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ｄｅｌａｙｆｏｒｆｅｗｍｏｄｅｆｉｂｅｒ

［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３３（９）：０９０６０１０．

　 谢意维，付松年，张海亮，等．少模光纤模式差分群时延的设计

与优化［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９）：０９０６０１０．

３Ｚ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ｅ，ＬｉｕＪｉａｎｆｅｉ，Ｚｈａｏ Ｑｉｄ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ｌｉｚｅｒ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ｄ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ＡｃｔａＯｐ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２（２）：

０２０６００３．

　 曾祥烨，刘剑飞，赵启大．偏振复用光纤通信系统色散均衡器及

算法的研究［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２）：０２０６００３．

４ＨｕＹｕｎ，ＺｈａｏＸｕｅｑｉｎｇ，ＸｕｅＱｕａｎｘｉ，犲狋犪犾．．ＡＳ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ｅｘｃｉｍｅｒｌａｓｅｒＭＯＰＡ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

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ｗｉｃｈ［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ｓｅｒｓ，２０１３，４０（１）：０１０２００８．

　 胡　云，赵学庆，薛全喜，等．基于电光开关的高功率准分子激

光 ＭＯＰＡ 系 统 ＡＳＥ 抑 制 ［Ｊ］．中 国 激 光，２０１３，４０（１）：

０１０２００８．

５ＷａｎｇＹｕａｎｑｕａｎ，Ｆａｎｇ Ｗｕｌｉａｎｇ，ＴａｏＬｉ，犲狋犪犾．．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ｐｕ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ｕｔｐｕｔ（ＭＩＭ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

ｆｉｂｅｒｌｉｎｋｓ［Ｊ］．Ｌａｓｅｒ＆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４８（１０）：

１００６０１．

　 王源泉，方武良，陶　理，等．多模光纤链路中多输入多输出技

术的研究［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２０１１，４８（１０）：１００６０１．

６Ｙａｏ Ｓｈｕｃｈａｎｇ， Ｆｕ Ｓｏｎｇｎ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ｍｉｎｇ，犲狋 犪犾．．

Ｄ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ｉｎｐｕｔｍｕｌｔｉｏｕｔｐｕｔ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ｄ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ｉｎｇａｎｏｖｅｌｆｅｗｍｏｄｅｆｉｂｅｒ［Ｊ］．

Ａｃ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６２（１４）：１４４２１５．

　 姚殊畅，付松年，张敏明，等．基于少模光纤的模分复用系统多

输入多输出均衡与解调［Ｊ］．物理学报，２０１３，６２（１４）：１４４２１５．

７ＭＳａｌｓｉ，ＣＫｏｅｂｅｌｅ，ＤＳｐｅｒｔｉ，犲狋犪犾．．Ｍｏｄ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

ｏｆ２×１００Ｇｂ／ｓ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ｕｓｉｎｇａｎＬＣＯＳ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

［Ｊ］．ＪＬｉｇｈｔｗａ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２，３０（４）：６１８－６２３．

８Ｐｅｔｅｒ Ｍ Ｋｒｕｍｍｒｉｃｈ．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ｉｎｇｆｏｒｈｉｇｈ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Ｊ］．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１７（５）：４８０－４８９．

９ＲｉｅｓｅｎＮｉｃｏｌａｓ，ＬｏｖｅＪｏｈｎ Ｄ．Ｗｅａｋｌｙｇｕｉ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ｂｅｒｃｏｕｐｌｅｒｓ［Ｊ］．ＩＥＥＥＪＱｕａｎｔｕｍ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２０１２，４８（７）：９４１

－９４５．

１０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ＡｌＡｍｉｎ，ＡｎＬｉ，Ｓｉｍｉｎ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ＤｕａｌＬＰ１１ｍｏｄｅ

４×４ＭＩＭＯＯＦＤＭ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ａｔｗｏｍｏｄｅｆｉｂｅｒ［Ｊ］．Ｏｐ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１９（１７）：１６６７２－１６６７９．

１１ＫｏｅｂｅｌｅＣｌｅｍｅｎｓ，ＳａｌｓｉＭａｓｓｉｍｉｌｉａｎｏ，ＭｉｌｏｒｄＬａｕｒｅｎｔ，犲狋犪犾．．

４０ｋｍ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ｉｖｅｍｏｄ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ｄ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ｓ

ａｔ１００Ｇｂ／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ＭＩＭＯＤＳＰ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Ｃ］．３７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

１２ＣｌｅｍｅｎｓＫｏｅｂｅｌｅ，ＭａｓｓｉｍｉｌｉａｎｏＳａｌｓｉ，ＤｏｎａｔｏＳｐｅｒｔｉ，犲狋犪犾．．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ｔ２×１００ Ｇｂ／ｓｏｖｅｒ４０ ｋｍｌｏｎｇ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ｆｅｗｍｏｄｅｆｉｂｅｒｕｓｉｎｇＬＣＯＳｂａｓｅ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ｍｏｄ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ａｎｄｄ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Ｊ］．Ｏｐ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１９（１７）：

１６５９３－１６６００．

栏目编辑：王晓琰

１２０５００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