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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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总则(对应IEC60793-1-1);
———第20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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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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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传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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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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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GB/T15972.40~49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40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衰减;
———第41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带宽;
———第42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波长色散;
———第43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数值孔径;
———第44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截止波长;
———第45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模场直径;
———第46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透光率变化;
———第47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宏弯损耗;
———第48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偏振模色散;
———第49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微分模时延。
本部分为GB/T15972的第4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5972.43—2008《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43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

方法和试验方法 数值孔径》。本部分与GB/T15972.43—2008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名称;
———增加了A3、A4多模光纤的技术要求(见第1章,5.2.5,附录B);
———增加了缩略语与符号(见第3章);
———删除了用相对折射率差计算理论数值孔径的公式(见2008年版的第3章);
———删除了远场光强分布法试验装置(见2008年版的图1);
———修改了光源中心波长要求(见5.1.2,2008年版的4.2.2);
———增加了方法1中探测器有效尺寸或针孔尺寸直径要求(见5.2.2.2);删除了重现透镜L2 的直

径要求(见2008年版的4.3.3.2);删除了光探测器要求(见2008年版的4.3.4);增加了方法3
的光探测器要求(见5.2.4.7);增加了方法3计算远场强度(见8.4);

———增加了方法4逆向远场法(见5.2.5);增加了方法4计算数值孔径(NAff)(见8.5);
———修改了试样长度的要求,将典型试样长度2m±0.2m修改为见产品规范中的要求(见6.1,

2008年版的5.1);
———修改了阈值百分比KNA的要求,将阈值5%修改为KNA具体见产品规范中的要求(见8.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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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的第3章);
———增加了远场数值孔径测试典型图例(见图6);
———增加了数值孔径测量中所需参数的缺省值(见附录A);
———增加了不同试样长度测量的数值孔径的映射关系(见附录B)。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0793-1-43:2015《光纤 第1-43部分:测量方法和试验程

序 数值孔径测量》。
本部分与国际标准相比,主要结构变化如下:
———按照我国标准的编排格式和表述要求,将IEC文件中第1章部分内容调整到了本部分的第3

章;将IEC文件中“第4章 基准试验方法”合并到本部分的“第4章 方法概述”中;将IEC文件

的附录A修改为本部分的附录B,相应地,将IEC文件中的附录B修改为本部分的附录A。
本部分与IEC60793-1-43:2015相比的主要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GB/T12357.1代替IEC60793-2-10;

  ● 用GB/T12357.2代替IEC60793-2-20;

  ● 用GB/T12357.3代替IEC60793-2-30;

  ● 用GB/T12357.4代替IEC60793-2-40;

  ● 用GB/T15972.10代替IEC60793-1-1。

  ●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因IEC标准正文中未提及IEC60793-1-21和IEC60793-1-22,纠正了

IEC引用错误,删除了IEC60793-1-21和IEC60793-1-22;
———增加了缩略语章节;
———纠正了间接获得远场数值孔径的公式引用错误;
———由于IEC文件附录B中数值孔径测量所需的参数要求仅为参考,其具体数值在相关产品规范

中给出,故将该附录由规范性附录修改为资料性附录,并纠正了该附录中数值孔径样品长度等

要求。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43部分:传输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数值

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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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骋、王冬香、胡古月、许江波、喻煌。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5972.4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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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43部分:传输特性的
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数值孔径

1 范围

GB/T15972的本部分规定了光纤数值孔径的试验方法,确立了对试验装置、样品制备、程序、计算

和结果的统一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A1类﹑A2类、A3类﹑A4类多模光纤和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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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357.1 通信用多模光纤 第1部分:A1类多模光纤特性(GB/T12357.1—2015,IEC
60793-2-10:2011,MOD)

GB/T12357.2 通信用多模光纤 第2部分:A2类多模光纤特性(GB/T12357.2—2004,IEC
60793-2-20,:2002,MOD)

GB/T12357.3 通信用多模光纤 第3部分:A3类多模光纤特性(GB/T12357.3—2004,IEC
60793-2-30:2002,MOD)

GB/T12357.4 通信用多模光纤 第4部分:A4类多模光纤特性(GB/T12357.4—2016,IEC
60793-2-40:2009,MOD)

GB/T15972.10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10部分: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总则(GB/T15972.10—

2021,IEC60793-1-1:2017,MOD)

3 符号和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和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KNA 阈值百分比 (Thresholdpercentage)

NA 数值孔径 (Numericalaperture)

NAff 远场数值孔径 (Far-fieldnumericalaperture)

NAth 最大理论数值孔径 (Maximumtheoreticalnumericalaperture)

RTM 基准试验方法 (Referencetestmethod)

4 方法概述

NA 是A1、A2、A3和A4类多模光纤的一个重要参数,它表明光纤收集光功率的能力。它被用来

预测光纤的注入效率、接续损耗和微弯、宏弯性能。

数值孔径可通过测量远场分布来定义。在某些情况下也用到 NAth,NAth可由光纤芯层和包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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