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智移云”（大数据、智能化、

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时代的来临，无人驾驶与智能机器人

的兴起，以及空天地一体化信息整合步伐的加快，光电技术

已经覆盖信息产生、获取、传输、交换与处理等各个环节，

并通过深度融合产生各种新的应用领域，呈现“井喷式”的

发展态势。光通信系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其发

展水平决定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演进步伐。LightCounting 数

据显示，近 5 年全球移动数据量年增长率为 60%，但光电子

器件的带宽年增长率仅约为 10%。器件带宽增长与数据量增

长不匹配的矛盾愈来愈凸显。面对未来发展趋势，急需研发

高速率、大容量的新型光电子器件，以支撑光通信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同时，随着无人驾驶、智慧城市等新应用场景的

涌现，急需发展智能化程度更高的光电子器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智能化已成为近年来各

行各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人工智能与光子学相结合成为光学

与光电子领域的研究热点。与电子技术比较，光子技术具有

传输速率高、可并行、带宽大以及功耗低等特点。智能化光

子技术被认为是突破大算力和高能效等发展瓶颈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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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具有高维度并行计算内禀性和超强计算能力的光计算

技术有望成为未来大容量信息系统的核心。硅基光子集成在

过去十多年内得到了飞速发展。通过硅基光子集成将光场紧

束缚在微纳尺度的芯片结构上，利用硅基光子在计算和传输

时大带宽、低功耗的优势，为实现芯片级光子神经网络提供

新的思路。半导体智能视觉系统芯片将光信号获取与智能化

处理相结合，具备实现或超越人类视觉系统功能的潜力，被

广泛应用于各类智能化信息获取应用场景。最近，基于智能

化算法的新型光纤激光器得到广泛报道。将传统光学与光电

子技术同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以提升光学系统性能，是人工

智能赋能传统技术的典型代表。

本期专题就智能化通信应用芯片技术的发展现状和趋

势开展讨论，论文来自该领域研究优势单位的专家学者。这

期论文凝聚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希望能给读

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DOI：10.12142/ZTETJ.202002001
网络出版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4.1228.TN.20200424.1624.002.html
网络出版日期：2020-04-24
收稿日期：2020-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