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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光通信专题导读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与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即将进入智能时代。在智能时代，用

户数字终端和各种业务数据量会急剧增长，这对通信技术的容量、速率和时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无线光通信

融合了光纤通信以及微波等传统无线通信的优势，具有传输容量大、无需频率许可、低成本、安装方便快捷、

通信安全保密等优点，成为一种新兴的宽带无线接入方式，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良好途径。 
自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出现以后，人类就开始了无线光通信技术的相关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随着

半导体激光器和光电探测器件的日益完善，以及传统无线通信频谱资源的日益匮乏，无线光通信又一次迎来了

它的春天。本专题主要从可见光通信、调制编码、光信号传输及轨道角动量等方面介绍了无线光通信技术的发

展及未来。 
有关可见光通信方面有 3篇论文。其中，《高速可见光通信的前沿研究进展》从材料器件、高速系统、异构

网络、水下可见光通信和机器学习等五个前沿研究方向介绍了可见光通信的研究进展，并指出了其面临的挑战

和亟需解决的问题。《预编码室内MIMO可见光通信系统空间相关性分析》介绍了空间相关性对室内MIMO可
见光通信系统性能的影响。《可见光通信中 LED 非线性补偿和带宽拓展技术》概括总结了可见光通信中几种非
线性失真补偿和拓展调制带宽的方法，指明了提高系统性能的开放性研究问题。 
在调制编码方面有 4篇论文，其中，《光空间调制技术的研究进展》概括和总结了现有的光空间调制，给出

了其中亟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无线光通信中喷泉码的发展现状与展望》概括总结了喷泉码

在无线光通信中的应用，指出了其在今后的探索方向。其余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无线光通信系统中的逆向调制

和 OFDM技术。 
关于光信号传输有 3篇论文。其中，《2.07 μm光纤激光在弱湍流条件下的传输特性研究》介绍了一种 2.07 μm

波段可调谐主动锁模光纤激光，给出了其在室内模拟大气湍流条件下的传输特性。《云层厚度对蓝绿激光通信性

能的影响分析》介绍了云层厚度对蓝绿激光通信性能的影响。《涡旋光束通过非高斯随机粗糙面的场分布特性》

介绍了拉盖尔-高斯涡旋光束通过随机非高斯粗糙表面的场分布特性。 
关于轨道角动量有 2 篇论文，其中，《OAM 光通信技术研究进展》概括总结了 OAM 光束的类别和产生方

法，以及 OAM光束复用技术、OAM光束解调技术和 OAM光通信的大气湍流效应抑制技术等关键技术，给出
了 OAM光通信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基于机器学习的轨道角动量光束模式探测技术研究进展》总结了基于机
器学习的 OAM模式探测方案，比较了各类不同方法在大气和水下信道中的特点。 
另外，还选择了 3篇研究论文。其中，《一种超宽带零中频的微波光子信道化接收机》介绍了一种基于微波

光子的零中频接收机。《蜂群无人机编队内无线紫外光协作避让算法》提出了一种蜂群无人机编队内无线紫外光

协作避让算法。《四象限探测器的信号光捕获与跟踪技术研究》介绍了一种采用四象限探测器实现捕获与跟踪的

方案。 
希望此次《光电工程》推出的“无线光通信”专题，通过综述目前无线光通信发展的前沿技术和研究热点，

展现无线光通信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探讨未来无线光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为广大同行研究无线

光通信技术指明道路和方向，也为同仁们设计、开发无线光通信系统及相关技术提供参考，从而推动这门技术

的更新换代，满足智能时代对接入网技术的高要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对技术的评价和未来预测等观点纯属作者个人认知，不代表本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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