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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光纤通信是现代通信的重要技术，光纤通信课程系统性强、工程概念多，传统

的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实际的要求。应用新的实验教学手段改革课程

的实验教学模式、改善实验教学效果、提高实验教学质量，需要改善实验条件和设计实验

方案，需要改变实验设计理念和设计思想，需要改革实验教学方法、手段及考核体系。

关键词：光纤通信系统，综合实验，案例，设计

The design of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digital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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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course is strong systemic, and much engineering concept, 

tradi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can't satisfy the 

actual request. Application of the new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 reform course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 improve experiment teaching effec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needs to improve the experiment conditions and the design scheme, need to change the design 

concept and design ideas, need to reform the experiment teaching methods, means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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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光纤通信是现代通信的重要技术，光纤通信系统课程是通信工程专业课程中完整地学

习通信系统的课程，包括信源、发射设备、信道、接收设备、信宿等通信系统组成。光纤

通信课程系统性强、工程概念多、工程分析多，技术发展快。传统的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

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实际的要求，应用新的实验教学手段改革课程的实验教学模式、改善

实验教学效果、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已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进行光纤通信系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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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创新性实验，可以在已有实验教学的基础上，通过改善实验条件和设计实验方案，提

高实验教学效果和实验教学质量。

目前，光纤通信系统实验项目已开设，现有实验的实验目是了解数字光纤通信系统的

组成原理、信号传输过程，掌握各模块在光纤通信系统中的作用及对系统的影响；实验环

境主要是光纤通信系统实验箱及附件；实验内容有数字光纤通信系统各部分的连接和语音

信号的传输与数字光纤通信系统各部分的关系。改进光纤通信系统的实验，要从实验设计

的理念和设计思想，实验教学方法、手段及考核体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实现卓越

工程师人才培养。

二、实验设计理念和设计思想

本课程实验教学改革的教学思想是“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卓越工程师教育为导

向，以实践能力提高为基础。”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理念是注重综合设计、知行统一、考

核综合。

综合设计。实行综合实验与设计结合、参与探究结合的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验兴趣，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营造学生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实验理念与环境。

知行统一。实行教学与实验、实践相结合；开发综合实验，进行实验项目设计，增强

学生实验与实践能力；在实验与实践中，做到灵活地应用学习的知识，设计实验项目和内

容，解决实验中的问题。

考核综合。实行实验成绩的多目标评价，以实验原理的理解、应用、拓展及综合实验

为基本要求，体现基本素质和能力；以实验项目设计创新为核心，实现学生知识应用能力、

拓展能力与综合素质的考核。

综合实验综合设计在现有综合实验“数字光纤通信系统综合实验”的基础上，增加专

题案例设计，增加的专题案例包括：数字光纤通信语音传输系统设计、数字光纤通信视频

传输系统设计、数字光纤通信误码性能测试系统设计、数字光纤通信信号功率损耗测试系

统设计。

三、实验教学方法、手段及考核

1、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

（1）案例设计训练  案例设计是创新训练的基础，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实际系统的开发

与研究，让学生体验创新设计及其制作的全过程。设计训练面向具较好专业基础知识和实

践技能的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掌握的知识和爱好选择不同的案例，参与创新训

练。在案例设计内容上，综合通信系统、计算机软件、信息与信号处理等专业方向，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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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综合性、设计性、应用性为主的实验教学内容。

① 数字光纤通信语音传输系统设计：包括语音信号采集，语音信号模数转换，数字信

号编码，数字光纤通信系统发射、传输、接收，语音信号恢复。

② 数字光纤通信视频传输系统设计：包括多媒体应用软件的学习和软件的开发方法，

软件编程的方法和技巧，利用计算机进行光纤通信系统的发射与接收端，将学生的创意转

变为能够在计算机中进行演示的仿真模型，为形成系统综合集成开发提供基础。

③ 数字光纤通信误码性能测试系统设计：测试方案设计，传输误码影响参数的设计，

测试系统的搭建，测试系统性能的评价，为学生提供测试设备的应用和训练平台，指导学

生根据设计的需要应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相应的方案设计。

④ 数字光纤通信信号功率损耗测试系统设计：测试方案设计，信号功率损耗影响参数

的设计，测试系统的搭建，测试系统性能的评价，测试结果的综合分析，分析程序的编写

与调试，提高学生的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和实践设计水平。

（2）创新开放设计训练平台  以基本的四个设计案例为基础，构建开放的设计训练平

台，让学生进行模块化的模型搭建，系统化的性能测试，结合相应软硬件方法，自主设计

不同案例。主要实现以下工作：

①指导学生利用数字光纤通信系统根据自己的构想，完成设计构思，并做出相应的模

型和测试系统。② 指导学生利用计算机系统、接口电路，对数字光纤通信系统进行传输

控制，实现不同的功能。③指导学生通过对工程实际问题的观测、分析、更新、设计、实

践，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④ 指导学生数字光纤通信通信综合实验平台，

解决自己所学专业中的新问题。

2、考核

考核指标的顺序为：新颖性、独立性、完整性、功能性、实现性。

四、结束语

数字光纤通信系统综合实验设计中，案例项目创新实验建设，能优化实验教学方案，

使培养模式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培养具有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卓越人才；在实验教学

内容、实验考核方式、实验自主选择项目的建设，使实验教学进一步适合卓越人才培养的

要求；实验项目的案例设计不仅完成了《光纤通信系统》的课程实验，而且结合了通信系

统原理、计算机接口与技术、计算机网络、信息传输技术、信息交换技术、传感器技术、

数字信号处理等专业核心课程；案例项目的开发具有综合性和扩展性，能适合不同专业方

向学生的培养要求；能为学生提供开发设计和创新的实验项目；案例项目结合现有实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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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综合开发和深入开发，实行开放式项目和开放式管理，规范开发流程、管理方式、

考核方法、案例提升等，形成相应的创新实验项目和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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