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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和使用本系列手持式光时域反射计。本手册主要包含了仪器常用的操作和

维护信息，以及常见故障解决指南等信息。为了方便您的使用，在操作本仪器之前，请仔

细阅读本手册内容，并正确按照书中指导操作。 

本文档仅限于和本仪器配套使用。任何单位或个人非经本公司授权，不得对本手册所

涉及的内容进行以商业目的的篡改、复制与传播。 

本文档所含内容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疑问，请致电供应商，我们将竭诚为

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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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仪器拆包检查 

本仪器包装、运输严格按照 GB/T 9174-2008《一般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操作。

在您收到本仪器时，请认真按照装箱清单核对产品并检查产品外观质量，以及时发现货运

过程中产品可能造成的损伤。若发现包装损伤，请在保存好原有包装材料的同时，立即通

知货运公司，并和本产品供货商联系解决。 

在产品包装中，随仪器一起，还应带有电源线、适配器、分析软件以及用户手册等，

详见装箱清单。在您收到仪器后，请于第一时间检查仪器包装完整性，若发现包装箱内材

料不齐全，请及时联系为您供货的代理商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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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光时域反射计基本组成 

项   目 名       称 数 量 

主  机 光时域反射计 1 

 

标配 

 

 

附件 

 

电源线 1 

电源适配器 1 

使用手册 1 

U 盘（内含模拟分析软件等） 1 

触摸笔 1 

OTDR 软包及背带 1 

合格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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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概述 

本系列光时域反射计（OTDR）是针对光纤通信系统测试而设计的新一代、智能化光

纤测量仪器。本产品主要用于测量各类光纤、光缆的长度、损耗、接续质量等参数；能够

迅速对光纤链路中的事件点、故障点准确定位。可广泛应用于光纤通信系统的工程施工、

维护测试及紧急抢修；光纤、光缆的研制与生产测量等。在光纤网络建设的安装施工，或

是后续快速、高效的维护和故障排查测试，本产品均可以为您提供最高性能的解决方案。 

本仪器外观新颖；具有 OTDR 业内最简洁的界面，操作直观；在同类产品中，按键加

触摸屏双重操作模式，极大地简化了用户的使用；独具的一键式分析，快速获得测试结果，

事件以列表形式显示于主界面，相关信息包括：事件类型、事件位置、损耗、反射、事件

点间衰减、总损耗等；整机采用智能化电源管理模式，大容量锂电池使整机的工作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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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0 小时以上，非常适于长期野外环境使用。 

除 OTDR 功能外，本仪器还可选配光功率计、光源、可视故障定位（VFL）以及端面

检测功能。 

 

                            图 1-1  仪器 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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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注意事项 

1.3.1   外部电源 

电源适配器输入符合以下要求：100V～240V，50/60Hz；@1.8A。 

电源适配器输出符合以下要求：12V±1V，2A，极性：中心为正。 

请严格按照规范使用外部电源，否则可能会引起设备损坏。 

1.3.2   内部电池 

仪器内部为专用锂电池。为了充分发挥电池的性能，在开始使用本仪器时，请使用内

部电池供电，将电池电量耗尽，然后再对电池充电，首次充电时间应不小于 12 小时。机

内电池的充电温度范围为 0℃～50℃，当环境温度过高时，为了您的使用安全，充电将自

动终止。仪器闲置超过 2 个月以上时，应及时充电以保持电池电量；请勿私自取出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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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让电池接近火源、强热；不要打开或损坏电池；仪器长期贮存时，应将电池取出。

电池长期贮存时的温度范围为：-20℃～45℃。 

1.3.3   激光安全 

在使用本仪器时，请注意避免眼睛直视激光输出口，也不要在测试时，直视光纤的尾

端；当仪器使用完毕时，请盖好光输出口防尘帽。 

当仪器的可视红光功能开启时，请不要用眼睛直视红光光源的输出端口，此时也不要

直视连接在红光输出端的光纤的尾端。 

1.3.4   仪器维修 

1. 整机保修 36 个月，电池保修 6 个月，随产品所赠物品不在本保修范围之内。 

2. 仪器所配的光输出连接器等器件属于易损件，此类器件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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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不可抗拒外界因素导致仪器受损或性能下降，将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4. 因操作不当因素导致仪器受损或性能下降，将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5. 未经本公司或指定授权单位许可，严禁擅自拆解仪器，否则将失去保修资格！ 

1.3.5   仪器返回 

如因产品校准或其它原因需要返回产品时，请预先与您的供应商取得联系，并简要说

明产品返回原因，以便为您提供更加及时、有效的服务。 

     在产品返回时，请注意： 

 使用聚乙烯等柔软薄垫将仪器包好，以保护仪器外壳的完美； 

 请使用硬包装盒，保证在仪器周围至少填有 3 厘米厚的软物填充； 

 正确填写产品维修卡，包括公司名称、地址、联系人、电话、问题描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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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可靠方式运送到负责为您供货的代理商。 

 

第二章 光时域反射计介绍                                    

2.1 光时域反射计基本知识介绍 

光时域反射计（OTDR）是利用激光在光纤中传输时的瑞利散射和菲涅尔反射所产生

的背向散射原理而制成的精密光纤测量仪器，它被广泛应用于光纤、光缆线路的安装施工、

维护抢修、监测应用之中。可进行光纤光缆长度、衰减、接续质量和故障定位等的测量。 

光在光纤中传输时，由于光纤掺杂组分的非均匀性或光纤链路自身的缺陷，使得光纤

中传播的光脉冲发生瑞利散射，其中一部分光信号将沿脉冲入射相反的方向被散射回来，

因而被称为后向瑞利散射，通过定时观察瑞利后向散射光信号强度变化，即可准确测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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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光缆的损耗分布、接续质量等特性。 

根据光传输理论，当光在传播过程中，遇到不同折射率的两种传输介质的边界时（如

活动连接器、断裂或光纤终结处），会发生菲涅耳反射现象，通过对此菲涅耳反射信号的

定时接收，可准确定位沿光纤长度上不连续点的位置。反射的大小则依赖于折射率差及边

界表面的平整度。 

2.2  OTDR 测试事件类型介绍 

OTDR 测试的事件是指导致损耗或反射功率突然变化的异常点。包括光纤链路中各类

连接点、熔接点及弯曲、裂纹或断裂等导致传输信号发生损失的位置。 

  OTDR 测试的事件主要分为两类：反射事件 和 非反射事件。 

2.2.1  反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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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OTDR 发出的激光脉冲沿被测光纤传输时，如果遇到活动连接点，或者光纤末端

时，由于折射率发生突变的原因将产生反射现象，部分光信号将沿着被测光纤返回到仪器，

仪器通过接受此反射信号，将探测出此反射事件。在 OTDR 测试曲线上表现为一定宽度的

向上尖峰信号，尖峰宽度和幅度主要受测试使用的脉宽和发生的反射强度决定。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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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反射事件图示 

2.2.2  非反射事件 

当 OTDR 发出的激光脉冲沿到着被测光纤传输时，如遇到熔接点或弯曲等导致能量有



 18 

部分损失的位置时，此时由于并不存在折射率的突变现象，因此反射现象将并不发生，或

可以忽略不计。OTDR 检测通过背向散射进入 OTDR 接收收端的能量变化差异，可以探测

出该点的非反射事件参数。非反射事件在 OTDR 测试曲线上表现为一个能量下降的信号，

其下降幅度表示功率衰耗情况。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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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非反射事件图示 

2.3  光时域反射计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是光时域反射计一个重要的参数，以 dB 为单位。此参数表示为从仪器输出

端口的背向散射级别下降到特定噪声级别时，OTDR 能分析的最大光损耗。在 OTDR 实际

使用中，通常以仪器提供的最大测试脉宽条件下，OTDR 所能测试的最远光纤链路距离来

衡量此参数。因此，在相同链路状况下，动态范围（单位：dB）越大，仪器所能测试的光

纤链路的距离越长。 

OTDR 最大测试距离在不同的应用场合是不同的，因为被测链路的损耗不同。连接器、

熔接和分光器等也是降低 OTDR 测试长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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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动态范围示意图 

2.4  光时域反射计盲区 

OTDR 盲区分为事件盲区和衰减盲区。两种盲区都由 Fresnel 反射产生，以随反射功

率的不同而变化的距离（米）来表示。 

事件盲区：是指光时域反射计从检测到菲涅尔反射信号到能分辨出下一个菲涅尔反射信号

的最短距离。 

衰减盲区：是指光时域反射计从检测到菲涅尔反射信号到能正常测试后向瑞利散射信号所

历经的最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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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系列 OTDR 的基本操作及使用方法                                

本系列光时域反射计具有业内最简单、快捷的操作方式，整个主操作界面仅包含 5 个

菜单选项。经过优化的操作模式，更加符合用户的日常使用习惯；同时，在业内同类产品

中独具的按键加触摸屏全功能操作模式，使得操作更加便捷，省去了用户频繁移动光标的

繁琐过程。 

本仪器的操作界面主要分为操作窗口区和菜单显示区。仪器开机进入界面后，显示屏

上显示的界面为主操作窗口，如图 3-1 所示。主操作窗口中包含 OTDR 的全部 5 条主操作

菜单条，每条菜单条中包含有不同的子窗口，通过这些操作按钮将启动不同的子窗口以实

现相应的功能。（详细描述见使用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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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系列光时域反射计主操作窗口说明 

 

图 3-1  主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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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说明： 

（1）为 OTDR 的电量指示、系统时间、充电指示显示区。 

（2）为 OTDR 的测试曲线显示、各子菜单参数修改显示区。 

   测试完成后，本显示区域显示两点间距离、两点间损耗、平均损耗等相关信息。 

（3）为 OTDR 的测试条件、文件信息、测试结果、事件列表显示区。 

    本显示区域为复选功能显示窗口，在开机初始状态时，显示状态如图 3-1，此时显示

仪器设定的参数、文件信息。 

    在测试完曲线后，当按下曲线分析按键时，此显示窗口显示为整条链路的事件分析列

表。 

（4）为 OTDR 的功能菜单，点击相关菜单进行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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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系列光时域反射计菜单结构及功能介绍 

本系列光时域反射计具有业内最简单、快捷的操作方 

式，整个主操作界面仅包含 5 个菜单选项，如右图所示。 

经过优化的操作模式，更加符合用户的日常使用习惯；同 

时，在业内同类产品中独具的触摸屏加按键全功能操作模 

式，使得操作更加便捷，省去了用户频繁移动光标的繁琐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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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系列光时域反射计按键功能介绍 

F1

F2

F3

F4

F5 OTDR

A-B

ENTESC

 

图 3-2  按键介绍 



 27 

按键各按钮功能如下所下： 

    ：功能选择按键，对应左侧功能菜单。 

：开机键，按下该键可开启仪器，长按此按键可关闭仪器。 

OTDR

：OTDR 测试功能按键。按下此键可开启或停止对被测光纤或光缆的测试。 

A-B

：A\B 光标切换键，按下此键可实现光标 A 与光标 B 的切换功能。 

：缩放\光标移动切换按键，按下此按键可实现缩放功能与光标移动功能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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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确认键，按下此键可实现对提示信息的确认键。 

ESC

：取消按键，按下此键可实现退出测试、退出当前测试功能、返回主见面等功能。 

：导航键。在光标移动功能下，上下左右方向键可实现对光标 A/B 的移动；

在缩放功能下，上下左右方向键可实现横向和纵向放大或缩小功能。 

3.4 本系列光时域反射计测试参数介绍及设置方法 

正确设定仪器的参数是精确测量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使用本仪器之前，必须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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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参数设置。OTDR 的测试参数主要有测试波长、量程、脉冲宽度、折射率、光缆修正

系数和事件阈值等。 

在参数设置界面下，点击相应菜单，即可勾选相应功能；或在主操作界面下，直接点

击触摸屏中参数显示区域，将弹出参数设置界面（本仪器的所有测试参数均可在此界面下

完成设置），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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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参数设置界面 

3.5 参数介绍及设置方法 

 波长（nm）：用来设定 OTDR 的测试波长。 



 31 

设置方法：在参数设置界面下，通过点击【1310nm】或【1550nm】即可选择对

应波长。 

 

 测试量程（km）：设定扫描轨迹的范围。 

量程的设定是根据光纤实际长度来选择相应预定义范围，它必须大于

被测光纤的长度，通常要求设置为被测光纤长度的两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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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在参数设置界面下，点击“测试量程”菜单，即出现 500m~256km

选项，点击选择相应量程即可。 

 脉宽（ns）：设定仪器发出的激光脉冲宽度。 

本系列 OTDR 针对各种不同长度的量程，对测试脉宽做了相应的精

简处理，极大的方便了操作者的选择过程。实际操作中，建议使用

可选范围的上限脉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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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在参数设置界面下，点击“脉冲宽度”菜单，即出现 5ns~20000ns

选项，点击选择相应脉冲宽度。 

 

 测试方式：用于选择 OTDR 扫描事件的方式。包含“实时测试”、“平均测试”和

“自动测试”。其中： 

实时测试：为对测试链路的实时扫描，并显示各次的测试结果，可方便的对

链路和接续前后的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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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测试：为将多次的扫描结果进行累积、平均处理，以进一步提高测试曲

线质量、测试准确性。 

        自动测试：为智能化的测试方式。在此方式下，仪器将自动根据被测链路进 

行测试条件的匹配，无需使用者手动设置参数。 

设置方法：在参数设置界面下，点击【测试模式】，即出现“自动测试”、“实时

测试”、“平均测试”选项，点击选择相应测试模式。

 

 平均次数：在“平均测试”、“自动测试”模式下，用于设定平均处理测试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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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测试”模式下不支持此选项。 

设置方法：在参数设置界面下，点击【平均次数】，弹出平均次数输入界面，输

入平均次数后，点击【确定】退出窗口。 

 

 损耗显示：用于选择 OTDR 测试事件的类型。可选择“平均损耗”、“连接损耗” 

和“回波损耗”。 



 36 

       其中：“平均损耗”用于测试链路中两点间的损耗、间距、平均损耗等参数，

通过移动光标点位置，可实现对链路中任意位置两点间损耗的测量。 

“连接损耗”用于测试链路中的连接点、熔接点或宏弯曲的损耗特性。 

“回波损耗”用于对链路中的反射事件的损耗进行测试。 

设置方法：在参数设置界面下，点击【损耗显示】，出现“平均损耗”、“连接损

耗”和“回波损耗”，点击选择相应损耗。

 

 群折射率：光纤折射率影响激光在光纤的传输速度，因此折射率值设定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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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影响测量的距离准确度。光纤折射率参数由光纤生产厂家提供。 

设置方法：在参数设置界面下，点击【群折射率】，弹出折射率输入界面，输入被

测光纤的折射率，点击【确定】退出窗口。 

 

 光缆修正：光缆修正系数的置入是考虑到光纤成缆后，光纤长度和光缆长度间的  

变化。此参数可以从光缆生产厂家获得。通常默认设置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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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在参数设置界面下，点击【光缆修正】，弹出光缆修正输入界面，输

入被测光纤的修正系数，点击确定退出窗口。 

 

 事件阈值：曲线分析时的事件阈值，分为“熔接损耗阈值”、“回波损耗阈值”和   

“光纤尾端阈值”。 

大于事件阈值的事件将列于事件表中，小于事件阈值的将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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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在参数设置界面下，点击相应阈值菜单，弹出阈值输入界面，输入阈

值后点击【确定】退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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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损耗显示介绍 

本系列 OTDR 的测试项目可选择：平均损耗、连接损耗、回波损耗。 

3.6.1. 平均损耗测试 

在平均损耗测试模式下，OTDR 将对光标 A、B 间的距离，A、B 间的损耗以及光标 A、

B 所在光纤段的平均损耗进行测试。通过面板按键中
A-B

键可以切换 A、B 光标； 或 键

可移动 A、B 光标的位置，从而可以满足客户观察光纤链路中任意一段距离间的详细损耗。

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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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平均损耗测试 

3.6.2. 连接损耗测试 

连接损耗测试主要用于精确测量链路中任意一个反射、非反射事件的损耗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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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接损耗模式下，OTDR 主界面中将显示 A、B 两个个光标，同时测试结果中显示

光标 A 所在的连接点的连接损耗，以及连接点前一段光纤和后一段光纤的平均损耗。 

在进行连接损耗测试时，如图 3-7 所示，分别将光标 A、B 置于待测的连接事件前后，

并靠近该事件的两侧位置，将光标 A 置于待测事件前一段线性区的远端（线性区 A，要求

此区间无其他事件），将光标 B 置于待测事件后一段线性区的远端（线性区 B，要求此区

间无其他事件），此时，可以通过损耗(A-B)读取本连接事件的连接损耗值。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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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连接损耗测试 

3.6.3. 回波损耗测试 

回波损耗模式主要用于精确测量链路中任意一个反射事件的反射损耗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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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射损耗模式下，OTDR 主界面中将出现 A、B 两个光标。测试反射事件损耗时，

将光标 A 置于待测反射事件前面、靠近起跳沿位置，将光标 B 置于该反射事件最顶端位

置。可以通过回波损耗读取本反射事件的回波损耗值。如图 3-6 所示。 

 

图 3-6  反射损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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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曲线分析及查看事件列表 

在 OTDR 停止测试，并获得测试曲线后。点击【分析】菜单，或按下 键，OTDR

将对获得的曲线进行分析，并根据设置的事件阈值进行事件点的筛选和定位，得出光纤链

路的长度、损耗、平均损耗等信息。同时在主操作窗口的事件列表栏中显示出事件点信息。 

此时，通过点击事件列表，或按下导航键中 或 键可以逐一查看事件列表中所有事

件点的信息。 

在事件列表窗口中：  

   事件类型：当前事件点的事件类型； 

（1）下降事件：表示此事件点为光纤链路中间非反射事件点，通常为熔接点、光纤弯

曲或挤压等原因导致的事件； 

（2）上升事件：表示此事件点为光纤链路中间非反射事件点，通常为测试不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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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产生的事件； 

（3）反射事件：表示此事件点为反射事件点，通常为光纤链路中的活动连接器导致的

事件； 

（4）分路器：表示此事件为光纤分路器； 

（5）光纤末端：表示此事件点为光纤的末端； 

   距离（km）：为当前事件点的距离； 

   平均损耗（dB/km）：为当前事件点的损耗； 

   熔接损耗：光纤链路中熔接点所产生的损耗； 

   回波损耗：当前事件点的回波损耗； 

   链路损耗：为链路中从起始点到当前事件点间链路的总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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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为链路中活动连接导致的反射事件的反射损耗。 

 

图 3-7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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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移动、切换光标 

通过导航键的 或 键，可以向左、向右移动当前激活的光标。连续按住 或 键

时，当连续移动 10 个数据点后，活动光标将快速移动，每次移动 10 个数据点。放开 或

键；则活动光标将停止移动。或者可以直接点击触摸屏，将当前激活的光标在相应触摸

点置位。按下导航键中的键 ，可实现各光标点之间的切换。 

3.9  波形曲线的缩放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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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系列 OTDR 测试结束后， 按下菜单键中曲线操 

作菜单中的水平缩放功能按键 ，显示区域显示如右 

图（1）所示，此时只需直接按导航键中的 、 或 、 

键即可实现以当前激活的光标位置为中心，对测试曲 

线的纵向纵向的平移功能；再次按下按键 ，显示区域 

显示如右图（2）所示，此时只需直接按导航键中的 、 

或 、 键即可实现以当前激活的光标位置为中心，    (1)        (2) 

对测试曲线的水平横向的放大缩小功能和纵向的放大缩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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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的缩放和移动也可以通过触摸屏进行操作，点击显示区域中的 ，显示区域显

示如右图（2）所示， 、 为对曲线进行水平的平移功能；  、 为对曲线

进行纵向的平移功能。再次点击显示区域中的 ，显示区域显示如右图（2）所示，   

 为对曲线进行横向的放大、缩小功能。   为对曲线进行纵向的放大、缩小

功能。   

3.10 如何手动测量光纤链路中任意两点间的平均损耗 

如果要手动测试某段光纤中任意两点间的平均损耗，其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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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TDR 测试参数设置子窗口中，将测试项目设为平均损耗测试。此时主操作窗

口中将出现 2 个光标，光标 A 和光标 B。 

● 将光标 A、B 置于被测光纤段线性区上的任意两点。（为了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

请设置两个标记点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300m）。 

● 此时操作窗口上显示的平均损耗的值即为所要测试的光纤段的平均损耗。 

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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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平均损耗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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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如何手动测量光纤链路中连接点、熔接点的损耗 

    如果要手动测试某个连接点的连接损耗，其操作步骤如下： 

● 在 OTDR 设置窗口，将测试项目设为连接损耗测试。此时主操作窗口中将出现 4

个光标（依次为光标 a、光标 A、光标 B、光标 b）。 

● 扩展波形，将光标 A 置于靠近连接点事件的跳变沿前面、靠近连接事件的位置。 

● 将光标 A 之前的小光标置于被测连接点事件之前的那段光纤的线性段的始端。 

● 将光标 B 置于靠近连接点事件的跳变沿之后、靠近连接事件的位置。 

● 将光标 B 之后的小光标置于被测连接点事件之前的那段光纤的线性段的末端。 

● 此时被测连接点的连接损耗被显示在操作窗口上。 

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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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连接损耗测量 

3.12  如何手动测量回波损耗 

如果要手动测试某连接点的回波损耗，其操作步骤如下： 

 在 OTDR 设置窗口，将测试项目设为回波损耗测试。此时主操作窗口中将出现 2



 55 

个光标，光标 A 和光标 B。 

 扩展测试波形，将标记点 A 设在被测反射事件上升沿的起跳位置。 

 将标记点 B 设在被测反射事件点的顶端。 

 此时操作窗口上显示的回波损耗的值即为被测连接点的回波损耗。 

如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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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0  回波损耗测量 

3.13 文件管理类操作 

以下介绍本系列 OTDR 文件管理类操作，主要包括文件读取、保存、拷贝、删除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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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当测量以后，可以将测量曲线保存。保存曲线的内容包括：曲线及该曲线的相关信息。 

3.13.1 文件读取 

在测试主界面下，点击【文件】-【读取】，弹出文件读取界面，点击【文件路径】，出

现该路径下的文件列表，选择相应文件，点击【读取】，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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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文件读取 

3.13.2 文件保存 

在测试主界面下，点击【文件】-【保存】，弹出文件保存界面，输入文件名，选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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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保存路径及格式，点击【确定】，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文件保存 

3.13.3 文件拷贝 

在测试主界面下，点击【文件】-【保存】，弹出文件拷贝界面，可选择将内存中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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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拷贝到 U 盘中。 

 

图 3-13  文件拷贝 

3.13.4 文件删除 

在测试主界面下，点击【文件】-【删除】，弹出文件删除界面，选择需要删除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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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点击【删除】即可删除相应的文件。 

 

图 3-14 文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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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 系统时间、语言设置、系统升级及查看系统信息 

在 OTDR 测试界面下，通过菜单操作键点击【系统】，进入系统菜单界面，点击

【系统设置/升级】进入系统信息设置窗口。 

在【系统设置/升级】界面，可对系统时间、系统语言进行设置，可对触摸屏进行

校准，可对驻机软件进行升级。如图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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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系统设置/升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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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系统设置/升级界面 

注：本页面中的“系统时间”、“语言”、“亮度”选择项可供用户设置，其余为系统固有

参数，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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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6 查看帮助信息 

在 OTDR 测试界面下，通过菜单键，点击【系统】，进入系统界面，点击【系统

帮助】进入帮助文件界面，可以查看仪器操作说明、测试注意事项、光功率功能使用

简介、端面检测功能简介、OTDR 文件操作简介。实现对本测试仪器的快速操作指南。 

    通过导航键中上下左右按键可实现翻页。按返回键，可退出窗口。如图 3-17 所示。 

 

3-17  帮助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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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光功率计基本操作及使用方法                      

如果您购买的仪器配备了光功率计功能，点击主菜单中的【光功率计】按钮，将进入

到光功率计操作界面，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光功率计测试界面 



 67 

各菜单项按钮功能及操作说明如下： 

 【启动】：启动或者停止功率计测试。以下三种方法均可实现此功能。 

 点击此按钮将启动功率计模块进行测试，同时此按钮内容变为【停止】，

再次点击此按钮，则停止功率计测试，同时按钮内容变为【启动】。 

 【设置】：进入设置界面，改变波长、单位、平均次数、量程等参数。如图 4-2 所示。 

 
图 4-2 功率计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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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长】可实现波长切换，可选波长为 850nm、1300nm、1310nm、1490nm、

1550nm、1625nm，此按钮将改变功率计的测试波长。 

 【单位】可实现 dB、dBm、mW之间的切换。 

 【平均次数】可修改光功率计的平均次数，平均次数越大，测量精度越

高，平均次数从 16至 1024可选。 

 【量程】：点击此菜单项按钮，将弹出量程选择下拉框。 

                          通过触摸屏点击或者 键选择量程。 

                          选择<自动>表示仪器将自动判断测试量程， 

                          选择合适的量程进行测试；如果选择其它固 

                          定的量程，则仪器测试时将锁定量程。 

 【调零】：执行调整功率计零点的作用。 

 【参考】：用于光功率的相对测量模式，即 dB 模式。 

 【返回】：退出功率计操作界面，返回到主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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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端面检测功能介绍                                 

接入仪器选配的 USB 端面检测仪，开机进入测试主界面，按下的 按键，或者点

击【端面检测】模块，进入端面检测功能测试界面。 

将需要检测的光纤接头接入端面检测仪，查看端面是否清洁。如图 5-1 所示。 

 

 

 

图 5-1  端面检测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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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可视故障定位（VFL）                           

点击图 1-1 中主菜单【VFL】，将进入到可视故障定位仪操作界面，如下图 6-1 所示。 

 

图 6-1 VFL 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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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L操作说明如下： 

点击【VFL】，可视故障定位模式为 1Hz调制光输出； 

再次点击【VFL】，可视故障定位模式连续光输出； 

再次点击【VFL】，可视故障定位功能关闭。 

第七章  仪器维护及故障排除                                  

7.1 仪器的日常使用及维护 

7.1.1 连接器的清洁 

 本系列 OTDR 的光输出接口为可更换的万能光接口，在使用过程中必须保持端面的

清洁。在仪器出现无法测试出正常曲线，或测试结果不准确时，首先考虑对连接器进行清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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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时，请务必在 OTDR 和可视红光故障定位功能均停止的状态下进行。拧下输出接

口，使用经过酒精润湿的专用纸巾或棉签蘸擦拭连接端面。 

同时，在仪器的正常使用过程中，完后请将防尘帽盖上，同时还必须保持防尘的清洁。 

 

7.1.2 内部电池的日常维护 

本系列 OTDR 的机内电池为专用锂电池，在仪器首次使用时，请首先使用电池供电，

将电池彻底放电，然后再对电池进行充电，首次充电时间应大于 8 小时以上。为了您的安

全使用，仪器内部充电电路设定了对电池电压、充电电流、充电温度等的多重保护措施。

机内电池的充电温度范围为 0℃～50℃，环境温度过高时，充电将自动终止。在仪器长时

间不用时，请定期对电池进行充电操作，建议每 2～3 个月对电池进行一次充电操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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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电池的最佳性能。 

7.1.3 仪器屏幕清洁及校准 

本系列 OTDR 的显示为带触摸屏的 7 英寸彩色 LCD，在使用时不可用尖锐的物体点

击液晶屏，否则可能导致液晶屏被损坏。 

清洁时，可用柔软的织物擦拭清洁液晶屏。不可用有机溶剂擦拭液晶屏，否则将可能

导致液晶屏损坏。 

7.1.4 仪器校准 

在仪器的正常使用过程中，建议对光时域反射计每两年进行校准一次。具体校准事项

请与仪器供应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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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故障及处理方法 

表 7-1  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故 障 描 述 故  障  原  因 解 决 方 法 

仪器无法正常启动 电池没有电 

对电池充电，并观察开关机

键灯，若显示红灯，则继续

充电，否则，联系供货商。 

仪器无法正常充电 

使用环境部满足充电条件。 
将仪器置于 0℃～50℃环境

中充电。 

电池接触不良。 
打开电池仓盖，检查电池触

点，并重新安装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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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问题，或内部电路问题。 联系供货商，更换电池。 

无法测出正常曲线 

仪器参数设置不正确。 重新设置正确的测试参数。 

光纤输出端面受污染。 清洁光输出端面。 

仪器光输出连接器损坏。 更换输出连接器。 

光输出连接器不匹配。 更换匹配的连接器。 

测试曲线毛刺大， 

波形不平滑 

输出接口连接不正确。 重新连接合适的输出接口。 

脉宽设置偏小。 增加测试脉宽值。 

通道设置不正确。 修改测试通道参数。 

测试曲线前端出现 

饱和（平顶）现象 

脉宽设置偏大。 减小测试脉宽参数。 

通道设置不正确。 修改测试通道参数。 

测试曲线起始端反射峰 光纤输出端面受污染。 清洁光输出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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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缓慢，出现拖尾现象 仪器光输出连接器损坏。 更换输出连接器。 

光输出连接器不匹配。 更换匹配的连接器。 

无法测试出 

光纤末端反射峰 

量程设置偏小。 增加测试量程值。 

脉宽设置偏小。 增大测试脉宽参数。 

曲线分析出现误报 
测试曲线质量差。 

事件阈值设置偏小。 

增大测试脉宽参数。 

增加事件阈值。 

测量的光纤长度不准确 

仪器参数设置不正确。 重新设置合适的参数。 

光纤折射率设置不准确。 重新设置光纤折射率。 

光缆修正系数设置不准确。 重新设置光缆修正系数。 

测量的光纤 

平均损耗值不准确 

测试曲线的前端拖尾太长。 清洁光输出端面。 

光标点位置设置不当。 重置光标点位置。 

 以上描述仅作为参考，详细使用方法请参考使用说明。在仪器的使用过程中，如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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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以和仪器供应商联系解决。 

 仪器在使用过程中，未经允许，严禁用户擅自拆机处理，否则将失去保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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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技术参数及订购信息                                                        

8.1  本系列光时域反射计技术参数 

表 8-1  本系列 OTDR 技术参数 

      型号 

项目 

光时域反射计 

JW3302F-32 JW3302F-37 JW3302F-42 JW3302F-MM 

光纤类型 单模 多模 

中心波长  
1310nm/1550nm 

±20nm 

850nm/1300nm 

±20nm 

最大动态范

围  (dB)
1
 

32/30 37/35 42/40 22/36 

事件盲区 2
 1.5m 1.5m 1.5m 3m 

衰减盲区 10m 10m 10m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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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类型 800×480、7 英寸 彩色 LCD、触摸屏操作 

光接口 FC/UPC  (可互换 SC, ST) 

测试范围  
500m、1km、2km、4km、8km 

16km、32km、64km、128km 

2km、4km、8km、

16km 、 32km  

@850nm;  

2km、4km、8km、

16km 、 32km 、

64km 

128 、 256km ；

@1300nm 

脉宽 
5、10、30、50、100、275 

500、1000、5000、10000ns 

5、10、30、100、

275、500、1000 

 @850nm;  

10、30、50、100、

275、500、1000、

5000 @130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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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距精度 ±(1m+取样间隔+0.005%×距离) 

衰减测量 

精度 
±0.05 dB/dB 

反射测量 

精度 
±4dB 

数据存储 ≥1000 条测试曲线 

通信接口 USB 

可视红光光源 

输出功率 ≥2mW 

测试距离 ≥5 km 

环境适应性 

供电方式 

AC/DC 适配器：交流：100V～240V（1.5A），50/60Hz 

直流：12V～20V（2A） 

内部锂离子电池组：7.4V，10000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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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工作 

时间 3
 

≥ 12 小时 

工作温度 -5℃ ～ 50℃ 

保存温度 -20℃ ～ 70℃ 

相对湿度    0 ～ 95％ 无结露 

重   量 ≤ 1kg 

体积  260mm × 170mm × 70mm 

注：1、 环境温度 23℃±2℃，最大测试脉冲宽度，平均时间大于 3 分钟； 

   2、 盲区测试条件(量程 500m、脉宽 10ns、通道三)，光纤端面反射损耗≥45dB，典型值； 

  3、 低亮度、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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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本系列 OTDR 订购信息 

表 8-2  本系列 OTDR 标配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光时域反射计主机 1 

2 电源线 1 

3 AC/DC 电源适配器 1 

5 用户手册 1 

6 U 盘（内含模拟分析软件） 1 

7 触摸笔 1 

8 仪器专用背包（含背带） 1 

注：OTDR 接口类型标配为 FC/UPC，FC/APC 类型可选 

注：由于设计改进的需要，上述内容如有改变，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