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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光纤接头端面上的划痕、瑕疵和污垢会对网络性能产生不良影响，这是光纤行业众所周知的事实。

随着带宽需求持续增长以及光纤在网络中的应用不断加大，污浊和受损光接头对网络的冲击日益明

显。如果不系统处理污浊和受损端面，这些缺陷可能降低网络性能并最终使整条线路无法使用。

为了保证接头保持稳定的性能水平，国际电子技术委员会 (IEC) 制定出标
准 61300-3-35，该标准规定了连接前端面质量检测的通过/未通过条件。
该标准旨在成为产品质量的通用参考依据，用于支持整个光纤生命周期的

产品质量，只有每个阶段均符合此标准时才能实现。

作为回应，当前最佳的建议是在连接前对每个光纤接头端面进行系统化的

主动检测。尽管当前研究显示这一实践可避免安装受污染光纤从而改善网

络性能，但技术人员的视力和专业知识、环境照明及显示条件等不可控变

化因素仍使手动检测和分析无法确保 100% 的符合 IEC 的标准。 此外，由
于手动检测不会创建检测过程的记录，因此在安装时无法提供质量证明。

由于符合 IEC 标准是实现当今大量使用光纤的高连通性网络这一前景的唯
一途径，本白皮书提出通过在系统化主动检测实践中增加根据此标准的通

过/未通过条件编程的分析软件来使检测过程自动化。

通过使用符合 IEC 标准编程的软件使系统化主动检测过程自动化，可消除
与手动检测有关的可变因素，提供安装时接头端面质量的记录凭证，从而

保证过程 100% 可重复且可靠。这些优点结合起来，使自动端面检测成为
可用于确保和证明光纤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始终符合 IEC 标准的最有效
方法，并且实现了下一代网络的承诺。

IEC 标准 61300-3-35
IEC 标准 61300-3-35 是关于光纤接头端面质量的一套全球通用要求，旨
在保证插入损耗和回波损耗性能。此标准包含光纤接头端面检测和分析

的通过/未通过要求，为不同类型的连接（例如 SM-PC、SM-UPC、SM-
APC、MM 和多光纤接头）规定了不同条件。有关此标准的详细信息，可
在 www.ansi.org 通过搜索“61300-3-35”购买受版权保护文档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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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正在深入网络的方方面面，更多技术人员将在操作中与光纤打交道，很多技术人员可能并不熟悉光纤接头端面质量的临界点或不具有正确评估此质

量的经验和技术知识，而上述条件则旨在保证网络在此日益严苛环境下能够保持稳定的性能水平。

此标准制定用作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工作组之间的通用质量参考，有以下几种用途：

	y 作为客户对供应商（例如，集成商对组件供应商，或运营商对承包商）的要求

	y 作为供应商对客户（例如，制造商对客户、承包商对网络经营商，或组织内的工作组之间）有关产品质量和性能的保证

	y 作为组织内网络质量和性能的保证

随着光纤产品生命周期（如图 1 所示）中更多阶段外包给不同的供应商，此标准在确保当今光纤密集型网络发挥最优性能方面具有不同于	
以往的重要意义。

图 1.	光纤产品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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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标准的制定
IEC 标准中使用的质量值是行业专家联盟（包括组件供应商、合同制造商、网络设备供应商、测试设备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多年以来对划伤、受损或
污浊光纤接头进行大量测试的成果。这项工作先已在本文参考文献部分中注明的多篇文章中公开。

通过了解手动目视检测的可变因素和限制因素，光纤测试和测量制造商 VIAVI SolutionsTM 将其自动客观的检测和分析软件 FiberChek2™（如图 2 所
示）无偿提供给 IEC 帮助制定 61300-3-35 目视检测标准。使用从上述行业联盟所做的测试中提取出的基于研究的参数将通过/未通过过程自动化，为 
IEC 提供了可重复的质量标准，这一标准能够保证稳定的性能水平，对产品和网络性能均可带来积极的意义。

凭借对不断扩大的光纤和光纤设备（例如 SM、MM、带状光缆、E2000、SFP/XFP、弯曲不敏感光纤、透镜和其他接口）数据超过 8 年的测试历史，
加上行业各组件制造商、集成商/CM、OEM 商、第三方安装商以及服务提供商的广泛运用，使得此 VIAVI 软件程序成为确保光纤生命周期每一步均符
合 IEC 标准的唯一经过验证的自动客观检测软件程序。

事实上，当前美国五大电缆组件制造商中的三家，以及世界上六家最大的光学组件制造商、五大网络设备供应商和五大网络服务提供商 (NSP) 都在使
用此款 FiberChek2 软件程序，从而使得该软件成为现今自动客观光 纤接头端面检测的全球性行业标准。

图 2. VIAVI 久经验证的检测和分析软件程序 FiberChek2 实

IEC 标准中的条件需要用户了解光纤接头端面上的表面缺陷（例如划痕、凹陷和碎片）的准确位置和大小。因此，只有使用符合 IEC 标准（或客户规格
需求）的自动检测和分析软件，才能对端面进行测试和证明。

通用要求（IEC 标准）以及自动检测和分析 (FiberChek2) 的组合能够对整个供应链的产品质量带来可观的正面影响。这样就可以改善光纤产品整个生命
周期中检测分析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确保产品性能的稳定性，而不受制造、安装及网络管理过程中涉及的供应商和技术人员数量和专业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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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检测模型：第一步是为了实现 IEC 合规性
尽管自动检测和分析软件在 IEC 标准制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已为行业领袖所用，但还没有在整个光纤行业中得到广泛使用。为了即使在单独使
用手动目视检测设备时都能符合标准的要求，IEC 和行业领军企业正在支持大力推广光纤操作的最佳方法。这一示范性成果的实例就是由光纤测试设备
制造商 VIAVI 开发并推广的主动检测模型 “Inspect Before You Connect” (IBYC)，如图 3 所示。 

图 3. 主动检测模型实例：Inspect Before You Connect™

此简单的 IBYC 模型包括四个步骤，支持并遵循 IEC 标准，可有效指导技能水平参差不齐的技术人员正确实施系统化主动检测。

	y 第	1	步	检测：使用显微镜检测光纤。如果光纤脏污，转到第 2 步。如果光纤洁净，转到第 4 步。

	y 第	2	步	清洁：如果光纤脏污，使用清洁工具清洁光纤端面。

	y 第	3	步	检测：使用显微镜重新检测并确认光纤洁净。如果光纤仍脏污，回到第 2 步。如果光纤洁净，转到第 4 步。

	y 第	4 步	连接：如果公头和母头均洁净，则可以相连。

坚持使用 IBYC 模型可确保主动检测每次均得以正确执行以及光纤端面洁净后才进行端面连接，避免将污浊或受损光纤安装到网络中，从而优化网络性
能。因此，IBYC 已被纳入全球使用光纤的大多数领军企业的制造程序中，使人们更加了解此流程并帮助该模型成为世界通用的常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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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检测和分析：实现和证明 IEC 合规性
即便有 IBYC 模型的协助，仅使用视频显微镜的手动检测也十分困难，需要依靠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并且可能导致接头质量和网络性能不稳定。手动
检测和分析依赖于技术人员的视力和专业技能，加上显示设置和环境照明经常变化，因此无法达到 100% 的可靠性、重复性或验证性。由于手动检测过
程不能将端面情况直接记录下来，所以通过图像或报告证明安装时的合规性均不可靠且不现实，如图 4a 所示。

为了确保实现 IEC 合规性，可用的最有效方法是在光纤接头端面检测中自动检测根据 IEC 标准的通过/未通过条件构建的检测和分析软件。利用此软
件，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技术人员能够通过图像和报告高效实现合规性和证明，如图 4b 所示。

图 4b.	自动检测为技术人员提供通过或未通过结果。图 4a.	手动检测要求技术人员判断接头是否符合 IEC 标准。 

利用此软件，自动检测和分析可提供端面情况的直观记录（如图 5 所示），此记录可用于报告中或存档以供将来参考。

显而易见，相比主观检测，自动检测和分析有以下几项优势：

	y 消除结果偏差

	y 在检测时可验证并记录产品质量

	y 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技术人员均能够可靠和系统地验证质量

	y 简化高级的未通过/通过条件，使其易于使用

	y 改善产品和网络性能，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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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预加载有 IEC 标准规格的光纤检测和分析软件程序（例如 VIAVI FiberChek2 软件），任何技术人员都能够有效地实现以下目标： 

	y 通过一键式操作，检测和证明光纤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均符合 IEC 61300-3-35 或其他用户规定标准

	y 实施简单通过/未通过验收测试；无需具备质量判断技能

	y 生成可存档的详细分析报告

图 5.	利用自动检测，技术人员可通过生成加盖有日期的测试报告来验证产品符合标准。

结论：自动端面分析的商业影响

通用要求（IEC 标准）以及自动光纤检测和分析软件 (FiberChek2) 的组合能够对整个供应链的产品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可靠、可重复的自动光纤接头
检测和认证的商业效应包括： 

	y 通过在安装时量化接头端面情况，确保可靠的可重复使用的产品质量

	y 通过可靠的端面质量报告文档，确保客户满意度和供应商保护

	y 经济高效的端面质量检测文档，从而使组件和系统供应商还有安装承包商能够树立竞争优势

	y 通用的可重复系统提供整个供应链的相关性

	y 轻松部署自定义的需求分析

这些优点结合起来，使自动端面检测成为可用于确保和验证光纤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始终符合 IEC 标准的最有效方法，	
并且满足了下一代网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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