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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5972《光纤试验方法规范》由若干部分组成,其预期结构及对应的国际标准为:
第10部分至第19部分: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总则(对应IEC60793-1-10至IEC60793-1-19);
第20部分至第29部分:尺寸参数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对应IEC60793-1-20至IEC60793-1-29);
第30部分至第39部分:机械性能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对应IEC60793-1-30至IEC60793-1-39);
第40部分至第49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对应IEC60793-1-40至

IEC60793-1-49);
第50部分至第59部分:环境性能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对应IEC60793-1-50至IEC60793-1-59)。

GB/T15972的第40部分至第49部分具体如下:
———第40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衰减;
———第41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带宽;
———第42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波长色散;
———第43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数值孔径;
———第44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截止波长;
———第45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模场直径;
———第46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透光率变化;
———第47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宏弯损耗;
———第48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偏振模色散;
———第49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微分模时延。
本部分为GB/T15972的第48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8900—2002《单模光纤偏振模色散的试验方法》,本部分与GB/T18900—2002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非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由“ITU-TG.650:2000”改为“IEC60793-1-48:2007”(见封面、前言);
———增加了引言(见引言);
———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链路偏振模色散系数统计参数(PMDQ)(见第3章;2002年版第3章);
———修改了试样中无张力的典型值,将“典型值<0.15N”改为“典型值<0.05N”(见7.3.2;2002年

版5.3、6.3、7.3、8.3);
———将4种测量方法修改为3种(将偏振态法归入斯托克斯参数测定法中,作为第三种分析方法),

并将3种测量方法的详细规定分别以附录的形式给出(见附录A、附录B、附录C;2002年版第

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
———附录B干涉(INTY)法中增加通用干涉分析(GINTY)法(见附录B;2002年版第7章);
———附录C固定分析器(FA)法中增加余弦傅里叶变换(CFT)法(见附录C;2002年版第8章)。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IEC60793-1-48:2007《光纤 第1-48部分: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偏

振模色散》编制,与IEC60793-1-48:2007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本部分与IEC60793-1-48:2007相比

主要变化如下:
———将IEC版本中术语PMDQ 的英文“LinkPMDvalue”统一为“LinkPolarizationModeDisper-
sion”;

———将IEC版本中的“斯托克斯测定法(Stokesevaluationmethod)”统一为“斯托克斯参数测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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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了IEC版本中附录C的C.1.3中的错误,将“对TINTY,检偏器应可以旋转到与初始状态

正交的位置”修改为“对GINTY,检偏器应可以旋转到与初始状态正交的位置”;
———将IEC版本中的方法B、方法C、方法A改为本部分的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次序重排。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5)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北京邮电大学、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中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骋、李春生、祁庆庆、雷非、李宏强、曹珊珊、王冬香、黄岚。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89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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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偏振模色散(PMD)在时域内会引起光脉冲的展宽,可能会削弱通信系统的性能,这种影响与信号

的不同极化组件的差分相位、群速率以及相应的到达时间δτ有关。对于一个充分窄带光源而言,这种

影响与给定波长的一对正交极化的主偏振态之间的差分群时延(DGD)Δτ 有关。对宽带传输,这种时

延差导致输出脉冲在时域内延展。此时,延展与DGD的平均值有关。
在长光纤中,DGD是时间和波长的随机函数,它取决于整段光纤双折射的具体情况。DGD对随时

间变化的光纤的温度和机械扰动也很敏感。因此,在长光纤中表征PMD的一个有效方法是用期望值

<Δτ>,或整个波长上的DGD平均值。从原理来看,对于一根给定光纤,期望值<Δτ>与参数δτ或Δτ不

同,不会随着时间或光源而发生大的变化。除此之外,<Δτ>还可以对光波系统性能做出有效预测。

PMD用于两个偏振模有不同群速率的一般描述,也可用于期望值<Δτ>的详细描述。DGD值Δτ
或脉冲展宽值δτ可以在整个波长、时间或温度范围上平均化,分别得到<Δτ>λ、<Δτ>t 或<Δτ>T。在大多

数情况下,不必区分这些不同的选择来得到<Δτ>。
耦合长度lc 是光纤或光缆中两个偏振态出现可评估的耦合时的长度。如果光纤长度L 满足条件

L 远小于lc,模式耦合可忽略,<Δτ>与光纤长度成比例变化。相应的PMD系数为:
(短光纤中)PMD系数=<Δτ>/L。
在实际系统中,光纤基本都是满足L 远大于lc,状态和模式耦合是随机的。如果模式耦合也是随

机的,<Δτ>与光纤长度的平方根成比例变化:
(长光纤中)PMD系数=<Δτ>/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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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48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

方法和试验程序 偏振模色散

1 范围

GB/T15972的本部分规定了单模光纤偏振模色散(PMD)的基准试验方法(RTM)和其他试验方

法,规定了对试验装置、注入条件、测量程序、计算方法、结果的统一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对GB/T9771中规定的B类未成缆和已成缆单模光纤PMD特性的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9771(所有部分) 通信用单模光纤

IEC/TR61282-3:2006 光纤通信系统设计指南 第3部分:链路偏振模色散的计算(Fibreoptic
communicationsystemdesignguides—Part3:Calculationoflinkpolarizationmodedispersion)

IEC/TR61282-9:2006 光纤通信系统设计指南 第9部分:偏振模色散的测量和理论(Fibre
opticcommunicationsystemdesignguides—Part9:Guidanceonpolarizationmodedispersionmeasure-
mentsandtheory)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偏振模色散 polarizationmodedispersion;PMD
两个正交偏振模之间的差分群时延(DGD),它在数字系统中引起脉冲展宽,降低通信系统的性能,

在模拟系统中引起信号失真。

3.2 
主偏振态 principalstateofpolarization;PSP
对于在给定时间和光频上应用的单模光纤,总存在着两个称之为主偏振态(PSP)的正交偏振态。

如果当一准单色光仅激励一个PSP时,不会发生由于PMD引起的脉冲展宽;当一准单色光均匀激励这

两个PSP时,将发生由于PMD引起的最大脉冲展宽。光纤输出的PSP是两个正交偏振态。当输入光

波频率稍微变化时,输出偏振并不改变,相应的正交偏振态是输入主偏振态。

3.3 
差分群时延 differentialgroupdelay;DGD
DGD是两个PSP之间的群时延的时间差,一般以ps为单位。

3.4 
偏振模色散值 PMDvalue
偏振模色散值包括平均偏振模色散(PMDAVG)和均方根偏振模色散(PMDRMS)两种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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