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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组件的光传输性能测试分析

喻雪娇Ǔ刘Ǔ宁
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Ǔ四川Ǔ成都Ǔ610000

摘Ȟ要：本文针对光缆组件（含有源连接器的光电混合缆）产品的光传输性能测试方法进行总结和规范，并对测

试过程问题故障进行汇总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便于更好的应用于实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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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光纤通信属于一种新兴的信息传输技术，在推出之

后便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发展也被国家与行

业给予了充足的重视[1]。相较于传统电缆而言，光纤具有

抗干扰能力强、重量轻、传输速率高等多个优点，在通

信领域逐步替代了传统电缆。

图1��光纤结构及传输示意

在计算机、存储器、交换机内部，数据是以电信号

的形式处理和传递的。那么，如何把电信号转化成光信

号进入光纤？又或者把光纤中的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

接入到通信系统中呢？为此带光电转换模块的电连接器

作为电传输与光传输的连接转换器应运而生，光缆组件

（含光电转换模块的光电混合缆）的光传输性能测试也

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

1��测试内容

本文中讨论的光缆组件为含光电转换模块的光电混

合缆，该类型光缆组件有两种常见状态：有源电连接

器—有源电连接器、有源电连接器—无源电连接器。其

中，有源连接器-有源连接器基本测试内容为误码率，有
源电连接器-无源电连接器基本测试内容为发射光功率、
光接收灵敏度、误码率。

发射光功率定义：光模块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发射端

光源输出的光功率。

光接收灵敏度定义：光模块在一定的速率、误码率

条件下，接收端组件所能接收的最小平均接收光功率。

误码率定义：误码数与传输的总比特数之比。

2��光传输性能测试

2.1  测试设备及工装
测试设备：直流稳压源（可提供稳定电压）、误码

仪、光功率计、光衰减器。

测试工装：测试工装板、测试电源线、测试高频连

接线（若干）、光连接器测试工装。

其他测试工装：防静电手环、防静电手套。

2.2  有源电连接器-有源电连接器光传输性能测试
2.2.1  测试前的工装准备
找到待测电连接器对应的工装测试电缆，并检查测

测试工装电缆外观无磕伤、对接点位插针无歪斜等异常

现象。

2.2.2  测试设备准备
准备好在校验合格期内的直流稳压源、误码仪。上

述设备及测试工装在测试前均需检查其外观无异常后方

可使用[2]。

2.2.3  设备接线准备
设备及测试人员做好防静电措施后，测试工装上的

电源线与直流稳压源连接，并设置副岗核对正、负线与

稳压源的输出正、负极对应后，设置稳压源的加电参数

（测试前需单独（不与产品连接的状态）对工装加电，

电流应无异常）。

将工装与产品对接后，将对应的测试线与误码仪对

应点位连接。误码仪上面的“R”为接收，“T”为发
射，误码仪上的“R”、“T”接点分别与产品测试工装
的接收、发射对应，不同厂家工装对R、T的定义不同，
使用前需向厂家确认。

2.2.4  设备参数设置
设置检查直流稳压源的参数正确，正、负输入线正

确后，按顺序打开稳压源输出开关、测试板开关、误码

仪测试仪开关（误码仪有配套电脑的打开电脑），查看

稳压源的输出电压、电流显示正常。

注：不同的测试产品的加电电压、电流会有差异，

加电前确定状态后，再设置。

2.2.5  测试
点击测试软件上的测试开关，测试软件上的误码参

数应为0，并持续一段时间无误码（具体时间以产品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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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要求为准）。

测试完成后，按顺序依次关掉测试程序、误码仪的

开关、测试板上的开关、稳压源的输出开关。

2.3  有源电连接器—无源电连接器光性能测试
2.3.1  测试前的工装准备
找到待测电连接器对应的工装测试电缆，并检查测试

工装电缆外观无磕伤、对接点位插针无歪斜等异常现象[3]。

2.3.2  测试设备准备
准备好在校验合格期内的直流稳压源、误码仪、光

功率计、光衰减器。上述设备及测试工装在测试前均需

检查其外观无异常后方可使用。

2.3.3  设备接线准备
设备及测试人员做好防静电措施后，测试工装上的

电源线与直流稳压源连接，并设置副岗核对正、负线与

稳压源的输出正、负极对应后，设置稳压源的加电参数

（测试前需单独（不与产品连接的状态）对工装加电，

电流应无异常）。

有源连接器与工装对接，将有源连接器对应工装测

试线与误码仪对应点位连接。误码仪上面的“R”为接
收，“T”为发射，误码仪上的“R”、“T”接点分别
与产品测试工装的接收、发射对应，不同厂家工装对R、
T的定义不同，使用前需向厂家确认。无源连接器与工装
对接，将发射、接收对应光点通过光端子连接件将光端

子连通。

2.3.4  误码率测试
（1）设备参数设置。设置检查直流稳压源的参数正

确，正、负输入线正确后，按顺序打开稳压源输出开

关、测试板开关、误码仪开关（误码仪有配套电脑的打

开电脑），检查稳压源的输出电压、电流显示正常。

注：不同的测试产品的加电电压、电流会有差异，

加电前确定状态后，再设置。

（2）测试。点击测试软件上的测试开关，测试软件
上的误码参数应为0，并持续一段时间无误码（具体时间
以产品实际性能要求为准）。

（3）关闭设备。按顺序依次关掉测试程序、误码仪
的开关、测试板上的开关、稳压源的输出开关[4]。

2.3.5  发射光功率测试
（1）光链路的连接。将工装光端子的发射点从光端

子连接件上取下，安装到光功率计上。

（2）设备参数设置。打开直流稳压源、光功率计的
开关，设置检查直流稳压源的参数正确，正、负输入线

正确后，按顺序打开稳压源输出开关、光功率计开关，

检查稳压源的输出电压、电流显示正常。

图2��有源-无源光路光功率测试拓扑

（3）测试。光功率计显示测试光端子的发射光功率
实测值。

（4）关闭设备。按顺序关掉光功率计的开关、测试
板上的开关、稳压源的输出开关。旋开光端子，使用光

纤清洁笔清洁光端面后盖上防尘盖。

2.3.6  光接收灵敏度测试
（1）光链路的连接。将工装光接触件端输入、输出

光端子分别接入光衰减器上的IN、OUT端口。

图3��有源-无源光路灵敏度测试拓扑

（2）设备参数设置。设置检查直流稳压源的参数正
确，正、负输入线正确后，按顺序打开稳压源输出开

关、测试板开关、误码仪开关、光衰减器开关、光功率

计开关、电脑开关，检查稳压源的输出电压、电流显示

正常。

注：不同的测试产品加电电压、电流会有差异，加

电前确定状态后，再设置。

（3）测试。点击测试软件上的测试开关，测试软件
上的误码参数应为0，开始调节光衰减器上的衰减值，直
至误码软件上出现误码，调节光衰减器上的光衰减值，

误码消失，无误码，持续7min无误码。
将光衰减器上的“Out”的接收光端子取下，将

“Out”接入测试光缆的光端子，测试光缆另一端接入光
功率计，在光功率计上的光功率即为光接收灵敏度。

图4��有源-无源光路接入光衰减器及光功率计拓扑

（4）关闭设备。按顺序关掉测试程序、光功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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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衰减器、误码仪的开关、测试板上的开关、稳压源的

输出开关。旋开光端子，使用光纤清洁笔清洁光端面后

盖上防尘盖。

2.3.7  注意事项
测试前、测试中及测试后的注意事项具体见表1。

表1��测试注意事项

序号 注意事项 备注

1 测试前，测试设备需接地

2 产品与工装对接前需带好防静电手环，并检查产品与工装型号规格的对应关系，严禁暴力拆装

3 直流稳压源输出前需自检、互检测试连接线的正、负极正确，电压值、电流值及电压保护值设置正确

4
有工装测试板的，测试时先开稳压源再打开工装测试板的开关，结束测试时先关闭工装测试板的开关再关
闭直流稳压源开关，严禁带电接线

5 测试过程中出现测试异常，关闭电源，检查接线及工装后，重新测试，若仍有异常及时反馈

2.3.8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测试中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具体见表2。

表2��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处理方法

1 光误码软件显示连接异常

检查电脑端口与测试设备连接松动
检查连接端口，连接线与测试设备的连接端

口，重新连接

设备未启动 启动误码仪

测试软件选择错误 根据使用的测试设备，选择对应测试软件

2 无发射光信号

连接器供电接点接触不良 重新检查供电点接线

连接器供电极性错误（正、负加反电） 按照正确极性供电

连接器供电点接线错误 按照正确点位接线

3 发射光功率过小

光接口连接不到位
光端口与设备连接不到位
光端口与光端口连接不到位
产品连接器与工装对接不到位
光电装换模块光端口对接不到位

检查光端口的连接情况，将光接口连接到位

光纤端面污染 清洁光端面

供电电压不正常 按要求提供合适供电电压

光功率计波长与光信号波长不匹配 光功率计波长调至匹配波长

4
发射光功率正常但链路不

通（误码异常）

接收光链路与发射光链路连接错误 按要求连接正确链路

接收光链路有断点 更换链路

接收光链路端口连接不到位 检查光端口的连接情况，将光接口连接到位

光纤端面污染 清洁光端面

结束语

随着光纤传输在通信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光缆组

件也越来越多。为保证光缆组件在系统链路中的稳定传

输，光缆组件出厂前光传输性能的测试必不可少。本文

列举了含光缆组件的基本测试项目、测试链路的连接原

理，可使用于光缆组件的基础光测试要求。同时，本文

列举了部分测试过程中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可节省

排故时间，便于更好的应用于实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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