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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信网络中对高速率业务的需求，对传输带宽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本文简述了100G Dw洲系统关键技术的基本原理，分析了100G

系统的技术特点及优点并详细介绍了各种技术的基本实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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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介绍

通信网络中高速率业务的不断发展，对现有的城域网络及省际、国

际骨干通信网络的传输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目前主流的1Q，40G光

传输技术向looG演进成为光传输技术的发展趋势。

2 100G系统关键技术

2．1偏振复用正交相移键控(PM—QPSK)

正交相移键控(QPsK)是一种多元数字频带调制方式，PM—QPSK

将单个looG信号分成2个具有不同偏振状态的50G载波信号，然后对每

个载波做QPsK调制。该方式能将通道波特速率降到一半，并且由于每

个偏振态可以使用4个相位来表示比特信息。经过PM—QPsK编码后，波

特率可以降至比特率的四分之一。

2．2 SD～FEC

FEc技术被广泛的应用于光通信系统，不同的FEc能获得不同的系

统性能，根据接收信号处理方式的不同．FEc可分为硬判决码和软判决

码。oIF建议100G选择冗余度小于20％的软判决纠错编码(sD—FEc)。

软判决译码则充分利用了信道输出的波形信息，解调器将匹配滤波

器输出的一个实数值送人译码器，根据实际接收码流和“软信息”结合

提高可靠性，与硬判决相比，软判决可获得更大的编码增益。

2．3相干解调技术

相干指波的振动量相同，振动方向、频率相同，相位关系固定信号

的解调机制。相干解调技术主要采用数字信号处理(DsP)来实现，有效的

降低了相干通信中对于激光器特性的要求。它的主要优势如下：

(1)能得到更好的接收机灵敏度；(2)有效提高系统的频谱利用率。

2．4 DSP基本原理

数字信号处理单元(DsP)可以分为5个子功能：数字时钟恢复、均衡

和偏振解复用、频偏估计、相偏估计、解码和数据恢复。下面对各个子

功能进行简单介绍：

(1)数字时钟恢复

数字时钟恢复的目的是使调整后的接收机采样时钟与发射符号时钟

同步，即保证ADc的采样速率与符号速率完全吻合。

(2)均衡和偏振解复用

均衡用于消除信道的线性因素造成的信号串扰，可采用固定或可变

抽头系数的FIR实现而偏振解复用需要采用蝶形滤波器实现；偏振解复

用是为了将两个偏振太的信号分开。

(3)载波频偏估计

载波频偏估计是对非理想特性下，光相干接收机中本振激光器的振

荡频率载波频率之间的偏差进行的检测，根据估出的频偏值，对符号进

行相位修正以去除频偏的影响，解调出最后的数据符号。

(4)载波相偏估计

载波相位恢复的目的就是去除激光器真实振荡频率附近产生一些相

位偏移，以及频偏估计误差使其输出的符号相位可以直接用于符号判决。

(5)解码与数据恢复

对于QPsK，在恢复出信号的相位后，可根据相位调制规则分别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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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偏振太的l、Q路信号；对于DQPsK，恢复出信号相位后，还需要将

前后两个符号的相位相减，再得到两个偏振太的I、Q信号。

3 1 00G系统的技术特点及优点

信道速率的提升，会受到0sNR容限、色散、PMD等的限制因此

需要更为先进的技术来减小这些限制的影响，现行100G技术解决方案特

点有以下几点：

(1)利用OPsK与偏振复用的结合，使10DG信号波特率降低到约

25Gb“挑。同时也降低了信号对光纤非线性容忍度的要求。

(2)通过LDPC(低密度奇偶校验码)解决方案，以及软判决方式，

有效的提高和编码增益。

(3)相干检测及DSP技术结合能有效提高解调效率，提高接收机灵

敏度，均衡色散和PMD，降低成本等。

4 1 00G技术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4．1 l 00G技术应用现状

100G技术是融合了PM—QPSK、相干接收等多种关键技术的新型高

速传输技术。随着100G相关标准的相继发布，2011年主流设备商先后

推出了100G DwDM骨干传输解决方案，如华为在l(PN的100G觚部署、
阿朗在法国c锄pletel的100Gb，s升级等。

国内运营商中，2011年中国电信启动了100G DwDM设备研究性测

试，并完成了国内100G DwDM设备技术要求南；拍b，中国移动也完成了

100G硼mM设备的测试。
4．2 100G技术发展趋势

100G技术的关键特征决定了其是未来几年高速传输带宽的主流提供

技术。从100G发展来看，2012及2013年将会完成100G系统测试验证

和长距传输的试用，而后将逐步推动商用。同时更高速率的传输技术将

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5结论

经过光通信界的共同努力，100G DwDM技术已基本成熟，主流光网

络设备商都适时推出了100G长距离光传输解决方案，国内外运营商已启

动了商用测试的步伐，我们将迎来100G DwDM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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