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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雖然時下單模光纖（Single Mode Fiber; SMF）都具有單一模態傳輸功能，但在光源使用上仍然有所限制，本論文在於研究

光纖在單模傳輸條件下各參數間之相互臨界值（Critical value）關係，藉由掌握其參數特性關係使光纖在製造上能更具經

濟性與方便性，在光纖通訊系統設計上也能帶來更大的選擇性。 光纖系統基本結構參數包括纖核（Core）及纖殼

（Cladding）的介質折射率（Medium refractive index）、纖核半徑（Core radius）及光源波長等，這就是影響光纖傳輸模

態數之正規化頻率（或V值）（Normalized frequency or V-number）中的四大參數，這些參數要在滿足一定的嚴格條件下

，此光纖才能具有單模傳輸的功能，也才稱之為單模光纖，但即使是單模光纖在光源波長使用上仍受到一定的限制，換言

之、並非所有單模光纖都能確保在任何光源波長下能達到單一模態傳輸之目的，使用不當仍無法傳輸單一模態。 單模光纖

其主要目的在於避免多模傳輸造成模態色散損失而扼殺光纖通訊網路中之傳輸速率和資訊容量，所以除了暸解單模傳輸條

件外，更必須釐清各項參數間之臨界關係與相互臨界值，本論文提出此項研究成果，並將研究結論整理成參數間臨界值查

照表，以提供光纖製造或系統設計者能從查表中輕易獲取架構一個完整單模傳輸通訊系統所須要之重要參數資料，這是本

論文研究之重大成果。

關鍵詞 : 單模光纖、纖核半徑、介質折射率、正規化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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