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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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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用纤维光学器件设计与验证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宇航用纤维光学器件的功能参数、结构、封装等设计和功能、参数、可靠性等验证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宇航用纤维光学器件设计和验证的过程控制和选用,其他领域应用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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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826—2012 系统可靠性分析技术 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FMEA)程序

GB/T14733.12—2008 电信术语 光纤通信

ISO14621-1 空间系统 电力、电子、电磁部件 第1部分:管理[Spacesystems—Electrical,elec-
tronicandelectromechanical(EEE)parts—Part1:Partsmanagement]

ISO14621-2 空间系统 电力、电子、电磁部件 第2部分:控制程序要求[Spacesystems—Elec-
trical,electronicandelectromechanical(EEE)parts—Part2:Controlprogramerequirements]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14733.12—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纤维光学器件 fibreopticcomponent
基于光纤自身特性工作或通过光纤耦合分立元件工作的组件,通过光纤尾纤实现光信号的输入和

输出。包括有源纤维光学器件和无源纤维光学器件。

3.1.2
无源纤维光学器件 passivefibreopticcomponent
不必借助外部的任何光或电的能量,自身能够完成某种光学功能的纤维光学器件,包括光纤连接

器、光纤耦合器/分束器、波分复用器、光纤衰减器、光纤滤波器、光纤隔离器、环形器、偏振控制器、光纤

延迟线、光纤光栅等。

3.1.3
有源纤维光学器件 activefibreopticcomponent
需要外加能源驱动工作的可以将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或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纤维光学器件,

包括半导体光源(LD,LED,DFB,QW,SQW,VCSEL)、半导体光探测器(PD,PIN,APD)、光纤激光器、
光放大器、波长转换器、光调制器、光开关等。

3.1.4
空间光纤子系统 spacefibreopticsub-system
装有纤维光学器件能完成一定独立功能的空间系统,包括光纤传感系统和光纤通信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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