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純A類的愛與恨 

細說純A類 

自古以來所有的音響設計對A類放大器無不又愛又恨。 

截至目前，音響迷所用的功率擴大器大多數為AB類放大器，有一些人則使用更好

一點的動態A類放大器，鮮少人真正領略過純正A類(甲類)功率放大器。純A類真有那

麼好嗎?動態A類無法取代純A類嗎?AB類難道無法比純A類好聽嗎?有沒有純B類放大

器?新的D類放大器難道無法超越傳統取代傳統放大器嗎?又怎麼樣才叫做純A類呢? 

類比放大器發展至今已近100年，最早被發明並且使用的是A類放大器，最終被懷

念的還是A類放大器，到底A類放大器有什麼魅力能如此縱橫音響界近百年，在音響迷

與音樂家中取得屹立不搖的地位。 

純A類往往讓放大器設計師又愛又恨，它的優點不多但缺點卻是一堆如：效率低、

高發熱量、高成本、體積大、重量高、耗電量大等等…幾乎不好的它通通第一名。然

而它的優點只有一個，那就是近乎完美的特性，而這個完美也是第一名，至今沒有任

何一種類型的放大器可相比擬。(純A類的缺點雖多但這些缺點幾乎跟聲音無關，而它

的優點卻是聲音最直接與重要的) 

  

一、純A類存在的價值在於：正視問題的本源 

  

正視諧波對聲音(音樂)本質的破壞： 

在音響規格書中有一項重要的規格THD(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總諧波失真其  

單位是百分比，例如0.01%，這個值只是一個加總。並不能代表兩部失真率相同，功



率相等的機器其聲音就會相同。因為即使失真率相同其諧波的成分也不會相同。就自

然界與人耳結構而言。偶次諧波失真是人類耳朵較能接受的失真，其因一般的樂器本

身即會產生偶次諧波。相反的奇次諧波失真則會令人耳感覺吵雜不堪。概因樂器本身

的奇次諧波成分不多並且往往在分裂時才會存在，故一個音樂訊號經放大器放大之後

原本沒有奇次諧波，莫名的多出了奇次諧波，這是一種嚴重變質會導致所聆聽的音樂

已不再是原來的音樂。所以一部完美的放大器就是沒有失真，但以目前的科技而言這

是不可能的。而A類放大器是唯一可以使奇次諧波失真幾乎不存在的放大器。 

  

正視功率放大器的本份：驅動喇叭 

大電流設計已是功率放大器的代名詞：幾乎所有高級器材都標榜著大電流設計，

然而何謂大電流設計?則似乎從沒有個明確的交代與定義。一般而言，喇叭單體不是電

感性就是電容性元件。這種元件要驅動它不只是要有電壓，更需要的是電流。而且電

感性與電容性元件還有一個奇特的特性就是電壓與電流的需求有一個時差，就相位而

言一個是電壓超前電流90度，一個是電壓落後電流90度，這種特性對一般放大器而言

就會產生嚴重的致命傷。也就是無法適時的給予喇叭適當的電流予以驅動，當然這也

是一種失真。所以大電流設計的定義不應在於電流輸出有多大，而更要重視的是適時

給予喇叭所需的電流。在純A類放大器中有個缺點那就是高耗電流(靜態電流為最大驅

動電流的1/2，在一般開機後閒置的狀況下這是一種無謂的消耗，同時也因此而產生了

一股巨熱)但這對喇叭而言卻是電流需求供給的最佳保證。因為純A類放大器本身內部

線路平常就有很高的電流流動著，要應付喇叭這種電流相位時差可說易如反掌。 

  

正視迴轉率的重要性： 

迴轉率是指放大器在每微秒(0.000001秒)的時間內電壓能夠變動的幅度其單位是

v/us。當鋼琴用力敲下的那一剎那聲音從無聲變成有聲，其間的轉變是非常快速的，



一部優秀的放大器需要馬上反應並且讓喇叭完全做動，這端視著放大器的迴轉率、暫

態反應與功率轉換能力，由此可知迴轉率低聲音便不會像真的一樣這也是一種失真，

一般而言：SR(迴轉率)與重播品質有下列的關係當 

  

SR小於0.5v/us時：聲音是模糊不清、聽不清楚，並已嚴重失真。 

SR 於 0.5~2v/us之間：聲音沒有層次，有明顯被壓縮的感覺。 

SR 於 2 ~ 4v/us之間：音樂沒有優美感，要仔細聆聽才能分辨出樂器與樂器間的    

差異。 

SR 於 4 ~ 8v/us之間：已可約略聽出樂器的質感。 

SR 於 8 ~24v/us之間：樂器開始有光澤也可感受音樂的優美。 

SR 於 24以上 ：可以算是一種傳真了，真實與重播之間的差異一般人耳已無法分   

辨。 

由此可知迴轉率與重播的傳真度有絕對的關係，當然越高的迴轉率對音響重播無

疑是一件好事，但要設計出超高迴轉率的放大器無疑的也是一種困難。因為這需要有

優秀的零件，精良的電路架構與良好的工作環境，對一部設計精良的純A類放大器而

言，這些考量都只是最基本的功夫，概因設計純A類時對各個環節的要求與考量幾乎

都是最嚴苛的。 

  

正視半導體的非線性轉換曲線： 

任何放大器大多需要主動元件(真空管或半導體)而言這些主動元件在放大的過程中

都有非線性的轉換特性。這種特性就是失真的本源。以B類而言：電晶體的轉換曲線

剛好在轉折點上這也造就了大家所熟悉的交越(叉)失真，相反的A類的設計就是使電晶



體動作在最直線的部分當然其失真也是最少，至於AB類則是介於A類與B類間的一種

折衷選擇。 

  

正視頻率響： 

人耳的聽覺神經主要能聽到的範圍約在20hz~20khz所以高於20khz的頻率，我們

是聽不到的，然而現今幾乎所有放大器的頻率響應都是標示著20khz到數百khz，其實

幾百khz不是重點，重點是相位有沒有漂移，波形有沒有失真，不要以為100khz即時

有失真人耳也聽不到所以沒關係，所有的放大器因使用了主動元件的關係(主動元件會

有非線轉換特性)所以會產生所謂的內調失真(Intermodulation Distortion)，也就是將兩 

個或兩個以上的頻率信號同時送給放大器放大時，彼此產生相互調制，結果出現了多

個相當於原來兩個訊號頻率之和或差的新頻率，例如將99khz與100khz同時放大則放

大器因非線性的關係會產生1knz與199khz的兩個新頻率，199khz人耳聽不到沒關係，

但1khz就可能造成聽感上的不適。這個新產生的頻率，在原來的訊號中並不存在，當

然也是一種失真，以純A類而言這種互調失真是可以做到相當低的，別忘了A類就是動

作在最直線且失真最小的轉換曲線上。 

在現實的聲音訊號中，音樂訊號往往是由很多的頻率同時組合而成，而其泛音結

構更往往可能高到數十Khz甚至數佰Khz。這也就是新的訊號源SACD、DVD.A要把頻

率範圍上調到數十Khz甚至到100Khz的原因。但這個目的絕對不是因此您就能聽到

100Khz的頻率，而是為了避免去破壞音樂的泛音結構。相同的放大器頻率響應到

200Khz其目的也不是為了讓您聽到200Khz或者高音更多。而是為了避免高頻域的失

真使人耳聆聽的頻域受到影響而變質。 

  

正視所謂的發燒：溫度 



純A類讓人馬上聯想到的就是它的高溫，大多數發燒友認為放大器要燙才會好聽，

其實太高溫對零件而言並非一件好事，然而發燒友的認為基本上並沒有錯，這之中的

矛盾點到底在哪? 

首先純A類一定會發熱，而會發熱的機器不見得就是純A類。純A類之所以會發出

高熱那是因為純A類放大器一開機之後其內部線路會使電晶體(主動元件)處於最佳的轉

換曲線工作點。也就是說此時電晶體已經流有相當可觀的電流，等待著訊號的到來。

這可觀的電流我們俗稱它為靜態電流。將靜態電流與供應電壓相乘之積就是消耗功率

，以一50W輸出功率的純A類放大器而言其消耗功率約需150W。兩聲道加起來就需要

300W，而這300W的消耗功率就是純A類發熱的來源。 

至於〝太高溫〞，以人類的觸感而言50度以算是高溫，60度以算是燙，70度一般

人很難觸摸超過5秒，但這種溫度對大多數製作良好的零件而言並不算太高溫，一般的

零件大多可工作到一百度甚至兩百度，所以區區數十度對零件而言可說是小意思。又

以電子的角度而言，適當的溫度有助於電子更活耀，一般而言電晶體於60~80度之間

因電子的活耀度增加可使其 fT (增益頻寬積)更好。 

這也就是機器要熱機之後往往會更好聽的原因。雖說溫度上升熱噪訊也會上升，

不利於整體性能，但熟重熟輕就全看設計用途而設定了。不過太高溫(80度以上)畢竟

不是一件好事，有些只注重外觀而設計不良的機器，外表雖不熱其實內部晶體熱的很

那更是要不得，理想的機器是裏外熱度均一，約在40~60度之間，這代表著機箱要有

良好的導熱系數。也就是散熱片夠大並且外置，或者利用風扇幫助散熱。 

  

正視高傳真： 

高傳真這三個字對現今的音響玩家似乎已不具吸引力，現在大家都只在乎所謂的 

Hi END ，但從某些角度而言高傳真比 Hi END 來的更確切也更難達成，因為Hi END       



的定義較為模糊，而且與價錢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而高傳真的定義則很明確而且直接

與聲音有關係。 

要達到高傳真首先就是要降低失真，而要判別是否高傳真那就得先認識真實的聲

音。 

要找到電子的設計專材不難；要找對樂器調音專家不難，但要找到電子的設計與

樂器調音兼具的全才那就難了！必竟這是兩門完全不同的專業。因此在製作音響與判

別聲音正確與否的過程中出現了盲點。這便使高傳真音響的設計與製作變得更難，也

更複雜。100年來科學家們致力於高傳真重播器材的製作，也陸陸續續訂定出一些規

格用以輔助音響器材的製作。但我們可以說這些測試規格，可能還不夠周詳，因此無

法就規格的好壞來完全斷定傳真與否。也就是說規格做的好離高傳真可能還一段距離

，然而規格做的不好失真大，那就離高傳真更遙不可及了。而純A類的目的就是以降

低失真把規格做好為第一優先。 

為了這個目的，純A類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浪漫，一種

為了追求完美而不惜重資的浪漫。而這種浪漫的可貴在於它是有理論根基的追求完美

，不似某些Hi END商品一般，只為浪漫而浪漫的天馬行空。  

  

二、付出代價的純A類 

為了得到良好的重播特性，純A類成就了幾乎完美的規格。然而這是需要付出一定

代價的，在此我們得先從B類放大器談起。 

  

先人的智慧B類放大器： 



B類放大解決了純A類的致命傷(低效率)，在那個能源危機的戰後、耗電量大的產

品變的非常沒有經濟效益，如果能設計出省電且輸出功率又大的產品一定更有商機，

於是B類放大 器被設計出來且快速的取代了A類放大器。 

可是很快的，人們開始發現B類放大器沒有A類那麼醇厚耐聽，且聲音變的吵雜、

噪耳……，也就是說B類放大成就了高功率與高效率但伴隨著失真也大幅的增加了。 

  

折衷選擇，AB類放大器： 

由於B類放大器的失真最主要是來自於交越失真，如果能損失一點功率而求得低失

真是很值得的做法，於是AB類放大器改進了B類的交越失真，成為市場的主流。所謂

的AB類放大器簡單的說可以算是A類與B類放大器間的折衷選擇。 

然而事情似乎沒那麼單純，AB類仍然存在著刺耳的因素(高次奇數諧波)，也就是

說在B類放大器中有一種重要的失真，AB類放大也無法克服，那就是轉換失真

(switching distortion)，B類推挽放大的工作特性是當正半週放大元件處於導通時負半 

週放大元件是處於截止的，當輪到負半波訊號來臨時負半週放大元件必須先從截止狀

態恢復到預備導通狀態再進入導通狀態，此時負半波才能被正常的放大，反之亦然。

也就是說正負半週轉換的過程中是需要一些時間來使放大元件處於準備狀態，這種於

正負半週的轉換處所產生的失真即為轉換失真。 

種種努力之後的結晶：動態A類 

前文所述我們已然知道，不管是B類或者是AB類都無法改變放大元件於正負半週

導通與截止所產生失真的事實，在魚與熊掌難以間得的狀況之下，電子線路科學家們

用心思索著如何能在同一線路裏同時擁有A類的低失真與B類的高效率，在種種努力之

下，於1982年動態偏壓A類(DYNAMIC BIAS CLASS “A”)正式問市。 



它的優點是擁有A類超低失真的同時又能如同B類不發燙的高效率，而其做法是設 

計一組浮動的偏壓網路使放大元件可以隨著音樂訊號的大小而自動改變其偏壓的大小

，簡單的說就是當訊號小的時候，靜態電流就小，相反的當訊號增大，靜態電流也跟

隨著增大，如此使放大元件永遠跟隨著訊號動作再適時的A類狀態，而不白白浪費電

能，這是一種聰明的作法。 

之後與動態A觀念相仿的眾多新A類如雨後春筍般一個又一個的被快速發展出來，

如：Threshold的動態A類， PIONEER 的Non Switching , Technics 的 New Class         

A(synchro-bias)與浮壓A類，JVC的Super A , Onkyo的Linear Swinthing，KRELL的浮    

動A類等….，嚴格來說這些新A類放大器不論從設計方向，工作方式，偏壓大小都與

純A類放大有別，卻因都具有Non-Cutoff的特性而在失真方面能與純A類相比美。因此

不能因為它們不是存A類而否定他們的好。 

  

認清問題：聲音的本質 

動態A類的研發成功是音響放大器的一項重大突破，它是一種新A類，當然就會有

人將它與舊A類(純A類)相比較。雖然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它們都是A類，但實際的比較

之下他們還是不相同(即使是同一線路架構之下進行比較)，純A類在大多數的狀況下還

是優於動態A類，於是問題終於慢慢且清晰的浮現出來。那就是對聲音本質的認知。 

從傅立葉級數的分析中得知，每一個波它等於是基本頻率f，二次倍頻f2，三次被

頻f3….重疊而成。e=E1sinωt + E2sin2ωt + E3sin3ωt+…..。這代表著失真低只是放大    

器的基本要求，諧波因素要對才是重點。前文說過，自然界中聲音大多都含有偶次諧

波而少有奇次諧波，而在放大器中純A類由於放大元件永遠保持在最直線的工作點，

所以理想的純A類放大器，其產生的諧波也僅有微少的偶次諧波而絕少有奇次諧波的

存在，所以能得到更醇厚的聲音。 

  



付出代價的純A類，永遠的參考機種 

半導體，電子零件的日新月異，純A類的特性也一直在進步著，只是這種用高成本

所堆砌出來的機種一直無法受到一般音響迷或樂迷所採用，畢竟售價實在高昂。試想!

一部純A類50W的功率放大器其重量、體積、散熱面積、供電能量…等，可能是一般

放大器的數倍或者數十倍甚至百倍之譜，想要多麼平價對生產業者而言，是一大難題

，再加上「市場有限」的惡性循環，純A類慢慢變成音響廠家最不想做也不敢做的稀

有機種。 

不過它的好聲卻是公認的，高級音響廠家大多會拿它來作為新舊機器間比較的參

考基準，高級喇叭廠則用它來驅動新開發之喇叭，用以求得最完美的聲音與極致的表

現並作為改進的方向，錄音室拿它作為錄音中或後製作業的監聽器材，用以求得最好

最真實的錄音，雜誌社的評比過程中更是常拿它作為參考機種，務期做出最客觀的評

論。 然而純A類在市場上的命運雖然精采卻不若一般放大器那麼風光，誠如之前談到 

的它的好處只有一個，而幾乎所有的缺點它都有。因此在市場行銷上除極少數機種能

有不錯成績之外，其餘大多僅能少量生產，在效率與效能的競賽中，純A類顯然不是

成功者，因為它的成就只有單方面，那就是完美的聲音。 

所以當您有機會接觸到正統純A類時，請您用心的去聆賞它所釋放出來的聲音美學

，因為它正代表著一種浪漫、一種精神、一種不惜付出代價只求完美的精神、一種只

為美聲而不妥協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