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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利布里渊光时域分析系统中电光调制器的

理论模型与实验研究

李永倩，王虎，李欢，何青尔
（华北电力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系，河北 保定０７１００３）

摘　要：瑞利布里渊光时域分析系统能够以非破坏性方式实现单光源、单端工作，利用强度型电光

调制器同时调制脉冲基底和脉冲信号是获得该系统所需连续光和脉冲光的关键技术．本文理论分

析、仿真和实验研究了一种将脉冲信号输入到电光调制器偏置端、微波信号输入到电光调制器射频

端同时调制脉冲基底和脉冲信号的新调制方法，探讨了电光调制器用于瑞利布里渊光时域分析系

统时的最佳工作点问题．结果表明，当调制脉冲基底和脉冲时分别将电光调制器偏置在传输曲线的

谷点和峰点，并根据实际系统的组成和性能指标要求选择合适的微波调制信号幅度，可获得满足瑞

利布里渊光时域分析系统要求的连续光和脉冲光．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瑞利布里渊光时域分析系统

的最佳化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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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基于布里渊散射的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可以实

现温度和应变的长距离连续分布式测量［１］，而且在

温度、应变测量上所达到的测量准确度、测量距离和

空间分辨率均优于其它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２３］，在

近２０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其中，在基于布里渊

光 时 域 分 析 （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ＯＴＤＡ）的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中，当

从光纤两端入射的脉冲光和连续光的频差满足受激

布里渊散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ＳＢＳ）

放大条件时，频率高的光信号向频率低的光信号转

移能量，通过ＳＢＳ效应对频率低的光信号进行放

大．因此，该系统接收信号强度大，测量准确度高，动

态范围宽［４］．

在传统的ＢＯＴＤＡ系统中，需要从光纤两端入

射脉冲光和连续光［５］或者在光纤末端加反射镜实现

单光源、单端和单纤工作［６］，这使得ＢＯＴＤＡ系统在

大范围监测场合中应用很不方便，如果传感光纤在

某处断裂将不能获取传感信号．２０１１年，ＣｕｉＱ等人

提出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利用脉冲基底激发的瑞利

散射作为连续光与脉冲光发生ＳＢＳ效应，在３００ｍ

的普通单模光纤上实现了空间分辨率３ｍ、温度分

辨率１℃的测量
［７］．

与传统的ＢＯＴＤＡ系统相比，瑞利ＢＯＴＤＡ系

统只需单光源、单端入射光信号，由于将脉冲基底激

发的瑞利散射作为探测光，即使传感光纤某处出现

断点也不影响测量，而且由于瑞利散射叠加了不同

方向的偏振态，该系统可以有效地降低传感系统的

偏振敏感性．电光调制器（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

ＥＯＭ）可以实现光波移频，利用该特性可实现激光

扩频［８］和多波长光源［９］、产生多倍频毫米波［１０］，而

且比其它光波移频方法易于产生稳定、高信噪比的

移频信号，满足高准确度分布式光纤传感的要求．在

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中利用ＥＯＭ的光波移频特性同

时对脉冲基底和脉冲信号进行调制，产生所需连续

光和脉冲光信号．

本文对ＥＯＭ 产生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中所需信

号的 数 学模 型进行 了推导，讨论 了 获 得 瑞 利

ＢＯＴＤＡ系统中所需连续光和脉冲光的方法，探讨

了ＥＯＭ用于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时的最佳工作点问

题，仿真和实验研究了利用微波信号对脉冲基底和

脉冲信号进行调制时ＥＯＭ的输出特性．

１　瑞利犅犗犜犇犃系统中犈犗犕调制原理

１．１　系统所需光信号

图１为瑞利ＢＯＴＤＡ分布式传感原理图．在光

纤中泵浦光场、斯托克斯（Ｓｔｏｋｅｓ）光场和声波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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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可分为以下两步：１）先将经过微波调制的

脉冲基底信号入射到光纤中并将其产生的瑞利散射

光作为探测光；２）从光纤同一端入射的脉冲光由于

光纤介质的电致伸缩效应产生相干弹性声波场，从

而形成一个运动的折射率光栅，由于多普勒效应，散

射光频率下移即产生Ｓｔｏｋｅｓ散射光．瑞利探测光经

过ＳＢＳ效应后会携带沿光纤分布的温度和应变信

息，因此，通过检测瑞利散射光的强度和频移即可获

得沿传感光纤长度分布的温度和应变信息．

图１　瑞利ＢＯＴＤＡ传感原理

Ｆｉｇ．１　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ＢＯＴＤＡｓｙｓｔｅｍ

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中脉冲基底和脉冲信号同时

由微波信号调制，所产生的连续光和脉冲光功率主

要由ＥＯＭ 的工作点和微波调制信号幅度决定，连

续光和脉冲光之间的频差等于布里渊频移，约为

１１ＧＨｚ．在调制过程中，脉冲基底信号的载波分量

被抑制，产生强度远高于基带的１阶双边带信号；脉

冲信号的边带被抑制，产生基带强度远高于边带的

脉冲光信号．

１．２　犈犗犕强度调制的数学模型

图２是马赫曾德尔（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ＭＺ）干涉

仪式强度调制器的结构图．在一片铌酸锂波导衬底

上应用钛扩散技术制作出一个波导型 ＭＺ干涉仪，

输入光在第一个Ｙ分支处分成两部分，然后在第二

个Ｙ分支处又合成一个光波，由于各个光支路受到

不同的相位调制，所以最终形成强度调制［１１］．

图２　电光调制器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

假设在第一个 Ｙ 分支输入端光场的表达式

为［１１１２］

犈（狋）＝犈０ｅｘｐ（ｊω０狋） （１）

则进入两个支路的光场可表示为

犈ａ（狋）＝犈ｂ（狋）＝
犈０

槡２
ｅｘｐ（ｊω０狋） （２）

经过第二个分支节点后输出光场为

犈（狋）＝
１

槡２

犈０

槡２
｛ｅｘｐ［ｊ（ω０狋＋φａ）］＋ｅｘｐ［ｊ（ω０狋＋

　φｂ）］｝＝犈０ ｃｏｓ（ω０狋＋
φａ＋φｂ
２［ ］）·

　ｃｏｓ φ
ａ－φｂ（ ）２

（３）

式中，φａ、φｂ分别为两个支路引起的相移，犈０ 为光场

的幅度，ω０ 为光场的角频率．在式（３）中忽略了两个

支路中的损耗，并假设两个光支路完全对称．如果通

过外电场的作用使得一个支路的相移恰好与另一个

支路的相移等值异号，即φａ＝－φｂ，则式（３）变为

犈（狋）＝犈０ｃｏｓ（ω０狋）ｃｏｓ
Δφ（ ）２ ＝

　犈０ｃｏｓ（ω０狋）ｃｏｓ φ（ ）ａ （４）

式中，Δφ＝φａ－φｂ＝２φａ．假设加载在ＥＯＭ 上的调

制信号为犞＝犞ｍｃｏｓ（ωｍ狋）＋犞ｉ，则

φａ＝π
犞
２犞π

＝犣ｃｏｓ ωｍ（ ）狋 ＋φｉ （５）

式中，犣＝π犞ｍ／２犞π 为微波调制的调制深度，犞ｍ 为

微波调制信号幅度，犞π 为ＥＯＭ 半波电压，φｉ为调

制脉冲信号犞ｉ 产生的相移．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中

ＥＯＭ的调制原理如图３所示，由图可知φｉ可以表

图３　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中ＥＯＭ调制原理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ＥＯＭｉｎ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ＢＯＴＤＡ

ｓｙｓｔｅｍ

示为［１３］

φｉ＝

π
犞ｂａｓｅ
２犞π

，狋＜狋０－τ／２，狋＞狋０＋τ／２

π
犞ｂａｓｅ＋犞ｐ
２犞π

，狋０－τ／２≤狋≤狋０＋τ／
烅

烄

烆
２

（６）

式中，犞ｂａｓｅ为偏置电压，犞ｐ 为脉冲调制电压幅度，τ

为脉冲宽度．式（４）可改写为

犈（狋）＝犈０ｃｏｓ（ω０狋）ｃｏｓ 犣ｃｏｓ（ωｍ狋）＋φ［ ］ｉ （７）

７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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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７）按贝塞尔函数展开，得

犈（狋）＝犈０ｃｏｓ（ω０狋）｛［Ｊ０（犣）＋２∑
∞

狀＝１

（－１）狀·

　Ｊ２狀（犣）ｃｏｓ（２狀ωｍ狋）］ｃｏｓφｉ－［２∑
∞

狀＝０

（－１）狀·

　Ｊ２狀＋１（犣）ｃｏｓ（（２狀＋１）ωｍ狋）］ｓｉｎφｉ｝ （８）

由式（６）、（８）可知，当犞ｂａｓｅ＝犞π时，输出光谱中只有

奇次分量；当犞ｂａｓｅ＝犞ｐ＝犞π 时，输出光谱中只有偶

次分量．式（８）展开得０到３阶光波边带频谱分量分

别为

０阶：ｃｏｓ（ω０狋）Ｊ０（ ）犣ｃｏｓφｉ

１阶：－Ｊ１（ ）犣 ［ｃｏｓ（ω０＋ωｍ）狋＋

　ｃｏｓ（ω０－ωｍ）狋］ｓｉｎφｉ

２阶：－Ｊ２（ ）犣 ［ｃｏｓ（ω０＋２ωｍ）狋＋

　ｃｏｓ（ω０－２ωｍ）狋］ｃｏｓφｉ

３阶：Ｊ３（ ）犣 ［ｃｏｓ（ω０＋３ωｍ）狋＋

　ｃｏｓ（ω０－３ωｍ）狋］ｓｉｎφ

烅

烄

烆 ｉ

（９）

各阶边带对应的光强分别为

０阶：
１

２
Ｊ２０（ ）犣 １＋ｃｏｓ ２φ（ ）［ ］ｉ

１阶：
１

２
Ｊ２１（ ）犣 １－ｃｏｓ ２φ（ ）［ ］ｉ

２阶：
１

２
Ｊ２２（ ）犣 １＋ｃｏｓ ２φ（ ）［ ］ｉ

３阶：
１

２
Ｊ２３（ ）犣 １－ｃｏｓ ２φ（ ）［ ］

烅

烄

烆
ｉ

（１０）

式中，为书写方便略去了符号犈０．由式（１０）可知，各

阶光谱分量的光强取决于调制深度犣对应的第一

类Ｂｅｓｓｅｌ函数值和脉冲信号产生的相位φｉ．

２　瑞利犅犗犜犇犃系统犈犗犕最佳工作点

２．１　调制脉冲基底时犈犗犕最佳工作点

在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中，利用ＥＯＭ 对脉冲基

底信号进行调制时，需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光载波，产

生强度远高于基带的ｌ阶双边带光信号，也就是说，

应尽可能大地抑制０阶光强，增大１阶光强．

由式（１０）可知，在Ｊ２１（ ）犣 ／Ｊ
２
０（ ）犣 为定值时，若φｉ

取０．５π，则１阶与０阶光强比值最大；在φｉ为定值

时，Ｊ２１（ ）犣 ／Ｊ
２
０（ ）犣 越大，１阶与０阶光强比值越大．由

图３分析可知，微波调制信号幅度犞ｍ 应不大于半

波电压犞π，故由调制深度定义可得犣≤１．５７．图４

给出了不同阶贝塞尔函数与０阶贝塞尔函数平方比

值随犣的变化曲线．由图４可知，Ｊ２１（ ）犣 ／Ｊ
２
０（ ）犣 随犣

单调增大，当犣取１．５７时达到最大值．因此，在调

制脉冲基底信号时，为了最大限度地抑制光载波和

获得最大的１阶边带光强，需通过调节脉冲信号和

微波调制信号幅值，使φｉ＝０．５π，犣≈１．５７．此时脉

图４　不同阶贝塞尔函数与０阶贝塞尔函数平方比值与

调制深度犣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ｄＢｅｓｓ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０ｏｒｄｅｒ

Ｂｅｓｓ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犣

冲基底信号犞ｂａｓｅ等于半波电压犞π，ＥＯＭ 被偏置在

传输曲线的谷点，微波调制信号幅度犞ｍｂａｓｅ近似为

犞π．

２．２　调制脉冲时犈犗犕最佳工作点

在对脉冲进行调制即犞ｉ＝犞ｐ时，需要最大限度

地抑制光边带，产生强度远高于边带的脉冲光信号，

也就是说，应尽可能大地抑制１阶光强，增大０阶

光强．

由式（１０）可知，在Ｊ２０（ ）犣 ／Ｊ
２
１（ ）犣 为定值时，若φｉ

取π，则０阶与１阶光强比值最大；在φｉ为定值时，

Ｊ２０（ ）犣 ／Ｊ
２
１（ ）犣 越大，０阶与１阶光强比值越大．由图

４可知，犣接近于０时，犑２０（）Ｚ／犑
２
１（）Ｚ 最大．因此，在

调制脉冲时，为了最大限度地抑制１阶边带光强和

获得最大的０阶基带光强，需调节脉冲信号和微波

调制信号幅值，使φｉ＝π，犣≈０．此时，脉冲信号幅度

等于半波电压犞π，ＥＯＭ被偏置在传输曲线的峰点，

微波调制信号幅度犞ｍｐｕｌｓｅ近似为０．

由以上讨论可知，脉冲基底调制和脉冲调制达

到最佳时所要求的微波调制信号幅度不同．事实上，

最佳微波调制信号幅度需根据实际瑞利ＢＯＴＤＡ系

统的组成和性能指标要求，通过求解连续光和脉冲

光的ＳＢＳ耦合波方程并通过实验验证来确定．本文

考虑到各阶贝塞尔函数与零阶贝塞尔函数平方的比

值的单调性及ＥＯＭ传输特性对微波信号幅度的限

制，通过取平均值的方法确定微波信号幅度，可以在

最佳脉冲基底和脉冲调制对微波信号幅度的要求之

间达到最好的折衷，即取犞ｍ ＝（犞ｍｂａｓｅ＋犞ｍｐｕｌｓｅ）／

２≈犞π／２，此时犣≈０．７９，Ｊ
２
１（ ）犣 ／Ｊ

２
０（ ）犣 ≈０．１８．故当

微波信号幅度犞ｍ≈犞π／２时，脉冲基底信号在ＥＯＭ

的谷点调制，其光载波被有效抑制，产生强度远高于

基带的双边带光信号；脉冲信号在ＥＯＭ 的峰点调

制，其１阶边带被有效抑制，产生基带强度远高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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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脉冲光信号．在图４中还给出了Ｊ２３（ ）犣 ／Ｊ
２
０（ ）犣

和Ｊ２２（ ）犣 ／Ｊ
２
０（ ）犣 随犣 的变化曲线，由相应曲线可

知，Ｊ２３（ ）犣 ／Ｊ
２
０（ ）犣 Ｊ

２
１（ ）犣 ／Ｊ

２
０（ ）犣 ，Ｊ２２（ ）犣 ／Ｊ

２
０（ ）犣 

１，故已调光信号的３阶边带和２阶边带对系统性能

影响很小．

３　实验仿真

图５为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电光调制实验装置，

图中窄谱光源为工作波长１５５０ｎｍ的分布反馈激

光器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ＬａｓｅｒＤｉｏｄｅ，ＤＦＢ

ＬＤ）．激光器发出的光经偏振控制器（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ＰＣ）进入 ＥＯＭ，调整 ＰＣ 使入射到

ＥＯＭ输入端光的偏振态与ＥＯＭ的偏振轴重合．将

微波信号输入到ＥＯＭ的射频端，周期、脉宽可调的

脉冲信号输入到ＥＯＭ 的偏置端，二者共同对输入

光波进行强度调制，产生具有两个边带的输出光信

号，最 后 通 过 光 谱 分 析 仪 （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ＯＳＡ）观察输出信号光谱．

图５　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电光调制实验装置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ＢＯＴＤＡｓｙｓｔｅｍ

依据第１、２节的原理及讨论，利用Ｏｐｔｉｓｙｓｔｅｍ

软件对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所需光信号进行了仿真，

所选ＥＯＭ 模型为双驱动差分 ＭＺ调制器，偏置电

压和射频调制信号分别加到 ＭＺ干涉仪的两臂，在

理想消光比下ＥＯＭ输出光信号为
［１４］

　犈（狋）＝犈０ｃｏｓ ω０（ ）狋ｃｏｓ π
２犞ＲＦ

２犞π
ｃｏｓ ωｍ（ ）狋［ ＋

π
２犞ｂ
２犞 ］

π

，

令

犣＝π２犞ＲＦ／２犞π，φｉ＝π２犞ｂ／２犞π，

则ＥＯＭ输出光信号与１．２讨论中式（７）一致，即仿

真软件中 ＭＺ调制器中两臂的微波调制信号幅度之

和与１．２中犞ｍ 相等，两臂偏置电压幅度之差与１．２

中的犞ｉ相等．由于该仿真软件中ＥＯＭ 模型的偏置

电压只能取一些离散的值，在仿真时做了下述合理

近似：在ＥＯＭ谷点对脉冲基底信号进行调制时，将

两臂偏置电压之差设置为半波电压犞π；在ＥＯＭ 峰

点对脉冲信号进行调制时，将其偏置电压之差设置

为２犞π．首先由ＤＦＢＬＤ产生波长为１５５０．３９ｎｍ、

线宽为１０ＭＨｚ的连续光载波，进入消光比为６０ｄＢ、

半波电压为５Ｖ的ＥＯＭ．仿真采用的微波信号频率

为１１ＧＨｚ，幅值为１．２６Ｖ，犣＝０．７９．对脉冲基底进

行调制时，取直流偏压为半波电压，ＥＯＭ 输出频谱

如图６（ａ）所示，图中噪音由仿真软件中激光器自身

的噪音产生．由图可见，脉冲基底调制时光载波被抑

制，产生了强度远高于基带的双边带信号，１阶边带

比包括基带信号在内的其余各阶边带光强大４０ｄＢ

以上，光谱能量主要集中在两个频率间隔为２２ＧＨｚ

的１阶边带上．

图６　ＥＯＭ输出光谱

Ｆｉｇ．６　Ｏｕｔｐｕ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ＥＯＭ

对脉冲进行调制时，取直流偏压为２倍的半波

电压，ＥＯＭ 输出频谱如图６（ｂ）所示．由图可见，１

阶光边带被抑制，产生了强度远高于边带的脉冲光

信号，基带信号比各阶边带光强大３２ｄＢ以上，光谱

能量主要集中在基带上．

由上述仿真结果可知，合理设置脉冲信号和微

波调制信号幅值可获得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所需连续

光和脉冲光，与第２节的讨论一致．需要指出的是，

分别利用图６（ａ）中１阶上、下边带和图６（ｂ）中０阶

基带信号可分别构成损耗型、增益型 ＢＯＴＤＡ 系

统［４］，同时利用图６（ａ）中１阶双边带和图６（ｂ）中０

阶基带信号可构成差分参量放大ＢＯＴＤＡ系统
［１５］，

图中的高阶边带可在光域或电域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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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验证

为了测试在调制脉冲基底和脉冲时ＥＯＭ 的输

出光谱，本文搭建了图５所示实验系统．实验中光源

使用波长可调ＤＦＢ半导体激光器，其中心波长为

１５５０．１２ｎｍ，线 宽 为 １．６ ＭＨｚ，输 出 功 率 为

１８ｍＷ；ＥＯＭ为１０Ｇｂ／ｓ铌酸锂光强度调制器，其

直流半波电压为６．３Ｖ，射频半波电压为５．８Ｖ；光

谱分析仪由法布里珀罗干涉仪和光谱分析控制器组

成，其自由光谱范围（Ｆｒｅ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ｎｇｅ，ＦＳＲ）为

１０ＧＨｚ．将频率为８００ＭＨｚ、幅度为０．７６Ｖ的微波

调制信号加载到ＥＯＭ 的射频端，通过调节ＥＯＭ

偏压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实现ＥＯＭ工作点的转换．

图７（ａ）、７（ｂ）分别为将ＥＯＭ 偏置在谷点和峰

点，即调制脉冲基底和脉冲时的输出光谱．由于实验

用微波信号源输出幅度有限，实验中调制深度仅为

犣≈０．２，远小于０．７９，故未能显示高阶边带光谱．由

图７（ａ）可见，光载波被有效抑制，产生了强度远高

于基带的１阶双边带信号，光谱能量主要集中在两

个频率间隔为１．６ＧＨｚ的１阶边带上；由图７（ｂ）可

见，１阶以上边带被有效抑制，产生了强度远高于其

他边带的基带信号．实验结果与理论和仿真分析

一致．

图７　ＥＯＭ输出光谱

Ｆｉｇ．７　Ｏｕｔｐｕ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ＥＯＭ

５　结论

本文建立了ＥＯＭ 强度调制的数学模型，仿真

和实验研究了将脉冲信号输入到偏置端、微波信号

输入到射频端同时调制脉冲基底和脉冲信号时

ＥＯＭ的最佳工作点设置问题及其输出特性．结果

表明，当脉冲基底信号在ＥＯＭ 的谷点调制、调制深

度Ｚ约为１．５７时，光载波被有效抑制，１阶与０阶

光强的比值最大；当脉冲信号在ＥＯＭ的峰点调制、

犣约为０时，１阶边带被有效抑制，０阶与１阶光强

的比值最大；通过取平均值的方法取犣≈０．７９，可以

获得满足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要求的连续光和脉冲

光；微波信号的最佳调制幅度需根据实际瑞利

ＢＯＴＤＡ系统的组成和性能指标要求来确定．此结

果不但为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的最佳化设计提供了理

论依据，而且对分析和设计不同结构的受激布里渊

分布式传感系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　ＢＡＯＸ，ＣＨＥＮ Ｌ．Ｒｅｃ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ｆｉｂｅｒｓｅｎｓｏｒｓ［Ｊ］．犛犲狀狊狅狉狊，２０１１，１１（４）：４１５２４１８７．

［２］　ＢＡＯＸ，ＬＩＷ，ＬＩＹ，犲狋犪犾．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ｆｉｂｅｒｓｅｎｓ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ｅ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犛犘犐犈，２００９，７１５８：７１５８０２１２．

［３］　ＪＡＭＩＯＹＧ，ＪＯＳＥ Ｍ．Ｄｅｃｉｍｅｔｅ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ＯＴＤＡｐｕｌｓ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犐犈犈犈

犛犲狀狊狅狉狊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１１，１１（１０）：２３４４２３４８．

［４］　ＨＯＲＩＧＵＣＨＩ Ｔ， ＴＡＴＥＤＡ Ｍ． ＢＯＴＤＡ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ｕｓｉｎｇ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Ｊ］．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犔犻犵犺狋狑犪狏犲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１９８９，７（８）：１１７０１１７６．

［５］　ＨＯＲＩＧＵＣＨＩＴ，ＳＨＩＭＩＺＵ Ｋ，ＫＵＲＡＳＨＩＭＡ Ｔ，犲狋犪犾．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ｕｓｉｎｇ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

ｓｃａｔｔｉｎｇ［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犔犻犵犺狋狑犪狏犲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１９９５，１３

（７）：１２９６１２９７．

［６］　ＮＩＫＬＥＳ Ｍ， ＴＨＥＶＥＮＡＺ 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Ｐ Ａ．Ｓｉｍｐ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ｆｉｂｅｒｓｅｎｓｏ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 ｇａｉ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犗狆狋犻犮狊犔犲狋狋犲狉狊，１９９６，２１（１０）：７５８７６０．

［７］　ＣＵＩ Ｑ， ＰＡＭＵＫＣＵ Ｓ， ＬＩＮ Ａ，犲狋 犪犾．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ＢＯＴＤＡ［Ｊ］．犐犈犈犈犛犲狀狊狅狉狊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１１，１１（２）：３９９４０３．

［８］　ＳＨＥＮＪｕｎ，ＷＥＩＤｕｎｋａｉ，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ａｎ，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ＬｉＴａＯ３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

［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５，３２（２）：２０９２１１．

沈俊，魏敦楷，蒋凤仙，等．ＬｉＴａＯ３相位调制器扩频特性的研

究［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５，３２（２）：２０９２１１．

［９］　ＸＩＡＮＧ Ｄｕａｎｙａｎ，ＬＩＵ Ｌａｎｆａｎｇ，ＣＨＥＮ Ｇａｎｇ，犲狋犪犾．

Ｏｐ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ｐｈａｓ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Ｊ］． 犗狆狋狅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

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６，３３（２）：７３７５．

向端燕，刘兰芳，陈刚，等．光波导位相调制技术产生多波长

光源［Ｊ］．光电工程，２００６，３３（２）：７３７５．

［１０］　ＹＵＡＮＹａｎ，ＱＩＮＹ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ｅｘｔｕｐ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ｕｓｉｎｇ

ｔｗｏｃａｓｃａｄｅｄｄｕ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Ｊ］．

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１１，３８（１０）：１００５００４１５．

袁燕，秦毅．基于串联双电极马赫曾德尔调制器的六倍频技

术［Ｊ］．中国激光，２０１１，３８（１０）：１００５００４１５．

［１１］　陈福深．集成电光调制理论与技术［Ｍ］．北京：国防工业出

版社，１９９５：５６５７．

［１２］　ＺＨＯＵＨｕｉｊｕａｎ，ＭＥＮＧＺｈｏｕ，ＬＩＡＯＹ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ｉＮｂＯ３ 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犔犪狊犲狉狊，２００９，

０９２１



１１期 李永倩，等：瑞利ＢＯＴＤＡ系统中电光调制器的理论模型与实验研究

３６（４）：９０１９０５．

周会娟，孟洲，廖毅．铌酸锂波导电光强度调制器的移频特

性［Ｊ］．中国激光，２００９，３６（４）：９０１９０５．

［１３］　ＺＯＵＬ，ＢＡＯ Ｘ，ＷＡＮ Ｙ，犲狋犪犾．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ｂｅｐｕｍｐ

ｂａｓｅｄ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ｅｒｃｒａｃｋ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

犗狆狋犻犮狊犔犲狋狋犲狉狊，２００５，３０（４）：３７０３７２．

［１４］　ＷＥＮＹＪ，ＮＩＲＭＡＬＡＴＨＡＳＡ，ＬＥＥＤＳ．ＲＺ／ＣＳＲＺＤＰＳＫ

ａｎｄｃｈｉｒｐｅｄＮＲＺｓｉｇｎ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ａｇｅｄｕ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 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Ｊ］．犐犈犈犈 犘犺狅狋狅狀犻犮狊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犔犲狋狋犲狉狊，２００４，１６（１１）：２４６６２４６８．

［１５］　ＬＩＹ，ＢＡＯＸ，ＤＯＮＧＹ，犲狋犪犾．Ａｎｏｖ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

ｓｅｎｓ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犔犻犵犺狋狑犪狏犲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０，２８（１８）：

２６２１２６２６．

犜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犕狅犱犲犾犪狀犱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犛狋狌犱狔狅犳犈犾犲犮狋狉狅狅狆狋犻犮犕狅犱狌犾犪狋狅狉犻狀

犚犪狔犾犲犻犵犺犅犗犜犇犃犛狔狊狋犲犿

ＬＩ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ＷＡＮＧＨｕ，ＬＩＨｕａｎ，ＨＥＱｉｎｇｅｒ
（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犪狀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犖狅狉狋犺犆犺犻狀犪犈犾犲犮狋狉犻犮犘狅狑犲狉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犅犪狅犱犻狀犵，犎犲犫犲犻０７１００３，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ｂｅ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ｓｅｒ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ｅｎｄｏｆｓｅｎｓｉｎｇｆｉｂｅｒｉｎａ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ｗ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ｌｓｅｂａｓｅ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ｗｉｔｈａ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ｔｙｐ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ｌｉｇｈ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ｅｗ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ａｐｕｌｓ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ｂｉａｓｐｏｒ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ａｎｄａ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Ｆ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ｔ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ｐｕｌｓｅｂａｓｅ

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ｉｎ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ｉｆ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ｉｓｓｅｔａｔｔｈｅ

ｖａｌｌｅｙａｎｄｐｅａｋｏｆｉｔ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ｓ

ｃｈｏｓｅ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ｌｉｇｈ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ｂ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ｕｌｓｅｂａｓｅ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ａｒｅｔｏｂ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Ｐｕｌｓｅｂａｓ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