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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素埋植法促進石斑魚性轉變之研究

葉信利﹒了雲源﹒郭欽明

Induced reversal grouper (Epi nephelus 'salmonoides;sex of

Epi nephelus f α rio). affer implantation of pelleted androgen

Shinn-Lih Yeh. Yun-Yuan Ti ng and Ching-Ming Kuo

The groupers (Epinephelus [ario; Epinephelus salmonoides) are pop,:!lar maricultural, fishes

and commercial important marine food fishes in Taiwan. For the purpose of solving the shortage

and uncertain supply of mature male from the wild, research effects have been dire�ted at implan-

tation method for induced sex reversal aimed at achieving self-sufficiency supply of mature

grouper. Six androgen hormone 17 公methyltestosterone, test-therapies, pellets containing

osterone,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mixing androgen (17 公MT +testosteroneHestosterone pro-

pionate), 17£-M:r+HCG, mixing androgen+HCG, were tested to determin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inducing sex reversal in grouper, and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 主ed as follow:

Females (Epinephelus 可

[ario) over 3-year-old can be induced to seX revers�l, and the rate

reached 100%, with pellet implantation of 17£-MT at the dosage of 26.9mg/Kg BW to

117.97mg/Kg BW over 102 days duration and the value of GSI is 0.0311.

2. Epinephelus salmonides over 2-year-old can be induced to sex reversal with pellet implanted

of 17 公MT and mixing androgen at the dosage of to mg/Kg BW over 2-month duration, and

the value of GSI are 0.0 179 and 0.0254.

3. Hormone of mixing androgen is 'the most effective hormone therapy for induced sex reversal

of grouper, and the effective of induced sex reversal sequence are mixing androgen> 17 公MT

>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testosterone with I Omg/Kg BW androgen over 74 days duration.

4. Comparison of the dosage effective for induced sex reversal with 17 £-MT treated, and the

results were 20 mg/Kg BW >}O mg/Kg BW > 5 mg/Kg BW. But, that is no difference among

three' dosage of induced sex reversal effective with mixing androgen,and the special ef-

s.
fective according to treatplent duration.

Epinephelus salmolloides can be induced to sex reversal and the rate reached 100% with

pellet implantation of mixing androgen+HCG and 17 公MT+HCG at the dosage of 5mg/Kg BW

to 20 mg/KgBW over 68 days duration and the effective one is mixing androgen+HCG

> 17£-MT+HCG.

6. The sperm of grouper are 2 to 3 urn in size and activity good in initial 10 minutes, whereas
龜

,
、

'

‘ . , ,..
<t..

t.. -- -‘ �
is added sea 耳 later.

sperm is about 8 叫 07 /ml semen.

前言
石斑魚為台灣發展鹹水養殖報業之主要潛水魚種立一

, 然而魚苗缺乏 , 以及種魚來源困難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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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無法大量推廣之主因
(1) (2) (3)

雖目前利用天然種魚已完成人工繁殖及育宙工作
(4) (5) (6) (7)

以及利用

雄性素 ( Androgen) 使用口服當來人工促進石斑魚提前性轉變得到雄魚
(8) (9) 帥 ) , 但在實際推廣應

用上仍不理想,
依賴天然種魚 , 則來頓不定 ,

受自然因素影響太大 , 而口服法培養種魚 ,
不懂所使用

之雄性索 ( androgen) 劑量無法準確控制 , 就是變性敷果也不一
(8) (9) 帥 ,

且必需要連續處理一段很長
但由

時間 , 通常 2 個月以土 ( 葉 , 1987 )�'" , 處理麻煩 , 耗時叉耗力﹒
石斑魚人工促進性轉變得到雄性種魚 ,

巴為今後石斑魚人工繁殖成劫及大量推廣養殖之重要勵鍵
( Chen 1977 ) 。所以 , 如何以最簡易之方法與最低成末 ,

大量養成成熟雄性種魚勵係著成敗 , 然目
前慣用之變性方法 , 乃將雄性素蜂於飼料中 , 再予投飽之口服法 ,

或利用注射方式 ,
定期將水溶性踐

油性雌性素注射於魚值內 , 但此南方法缺點甚至忌 , 不是處理太黨、成本太高 , 戲是對魚造成壓迫 (

Stress) 太大 , 影響魚成長或發育 , 甚至荷商豪之敷力 .
'

01) 自由

書 這

, 以及教果無法預期 , 成劫率不一。
埋植法 ( implantation) 鼓應用於魚類促進成熟及繁殖已有許多成劫之報告帥。 4) o� Of» 0'1) 帥。嘩 "

ωω ,
而且敷果佳 ,

尤其在甄目魚之人工繁殖研究上 , 成果斐然 ,
其據作簡單 ,

劑量易控制 , 成本亦
低 , 最重要的是對魚類所造成之壓迫 (Stress) 低 ,

並可誠少操作次數。故為了克服口服法與注射

法在促進石斑魚性轉變發生之缺點 ,
木研究乃嚐試將雄性素製成藥粒 ( pellet)' 以埋植 (implant-

a t ion) 方法 , 將藥粒植入魚體內 , 冀能以一次處理 ,
讓雄性黨在魚體內慢慢破吸收 ,

而達到促進性
轉變之目的。自 1985 年 12 月至 1987 年 7 月以青點石班 ( Epinepkelus fari 0 ) 和蛙形石斑 (.
Epine, ρ'helus salmonides ) 為材料 ,

進行埋植法促進性轉變試驗 , 結果令人非常滿意 ,
性轉變成功

率極高。本報告為首度以埋植法 ( implantation) 對石斑魚類做促進性轉變之研究。

材料與方法

甜料 :
1985 年 12 月以魚墟養成之 3 齡青點石斑 ( E, ρ ine ρhelus fario ) 10 尾 ,

平均體重 2.86 kg 士
。 .144 kg' 平均體長為 57 -,66 :t 0.504 em 為試驗魚。 1986 年則以 2 齡輿 3 齡之蛙形石斑 (E. ρ ine-

Phelus salmonoides ) 16 尾 , 平均體重 1 .60 :t 0 .147 kg , 平均體長為 47.33:t 1.319 em 為材科
。另在1987 年之試驗用魚為 2+ 齡之鞋形石盟 (E. ρ zne ρhelus salmonides ) 20 尾 ,

平均體重為
2 .17 :t O. 066 kg ; 平均體長篇 51.63 :t 0.498 em 。這些試驗用魚皆為魚揖養成 ,

來頓可以大量取得
。

方法 :
石斑魚以 2 -Phenoxyethanol 300 p 防n 麻醉後 , 再將含有荷蘭豪之藥粒 ( Pellet) , 行肌肉

埋植方式 ( intramuscular implantation) .將藥粒植入 , 每個藥粒直徑為 2 mm , 長度則以所需
劑量多寡不定 ( 藥粒製法及操作方式於另篇報告詳細說明 ) 凶 ,

通常藥粒每 1 em 長 , 重量為 25 mg

' 埋櫥時以魚體單邊植入為主
,
並每尾魚以不同顏色塑膠軟管於胸鱗或背牆基底做標幟 ,

以利區別及

追騁。

所使用藥粒 ( Pellets) 以含荷蘭裝成分不同 , 分為甲基畢固餅 ( 17 α -methyl testosterone

); 畢丸固闡 ( testosterone). 丙酸學固閉 (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 混合雄性素 ( 17 α.-

methyl t 臼 tosterone+ testosterone +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 甲基畢固間加胎盤性臨激素
( 17 α -methyl testosterone +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RCG ) 及混合雄性素加胎盤性
臘激素 ( 17 α -MT +T. + T.P. .+ RCG ) 等 6 種 ,

另以不使用荷蘭蒙而探向樣埋植操作方式之處

理魚為對照組。

性轉變結果之觀察 , 利用定期採樣 ,
從生殖腺觀察是否能探到精子 , 與利用組織石臘 (paraf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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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片法 , 以 Boulin's solution 固定
, 石臘包埋後 , 切取 6 - 10 urn 的組織

, 再以 H&E 、染色
, 進

行性腺細胞檢查
, 並計算生殖腺成熟度指數 ( Gonadosornatic ir

哈
,GSI),GSI%= 生殖腺重

(g)/ 體重 ( g) x 100 。性腺性轉變程度 , 乃參照 Tan ( 1974 - ) �V ,
曾 ( 1984 ) 'w, , 葉 ( 19

)
(6)
對石斑魚性臨發育型態之分級

, I 至V 為卵巢發育級 , \月至四為性轉變級 ,IX 至耳為精巢發育級

, 若直接能採到精子 , 則其為第 X 級。

結 果

弋育點石斑埋植試驗 :

青點石斑 ( Epine ρhelus /ario ) 從 1985 年 12 月至 1986 年 4 月
, 以 17 α �MT( 17 α -rnethy

令 estosterone ) 處理 , 埋植劑量由 26.91 rng/kg BW 至 117.97 rng/kgBW ' 吸收劑量自

以 0 rng/kg 阱 , 至 39.525 rng/kg BW ( 約 17.6% 至 78.5 %) 。其結果如表 1 所示
, 除 1 尾

i魚 ( No.3) 教果不顧外 , 其餘皆有促進性轉變之敷能 , 處理時間在 48 天後
, 已使性聽進入性轉

一變期, 在 102 天以上時
, 則完全變為雄魚 , 成功率 100% ' 其 GSI 平均則為 0.0311 士 0.0055

而對照組性腺發育只在卵巢成熟階段。以相關分折 ( �lysis of correlation) 分析變性教果與

處理時間之關係得處理時間與性轉變敷果成正相闕
, r = 0.876 , F = 凹 .74

料 >F( V,=l

v. = 7, P 二 0.01 ) = 12.25 。在性轉變作用中 GSI 與性服發育之隔係則為負相關
, r =- O.呦. 2 -

., - - .只����佬�����而所用劑量及眼收劑量對性腺發

育程度及 GSI 之關係不顯著。此分析說明本實驗所用埋植劑量及其所眼收之劑量皆已超過其所需

劑量
, 性轉變之程度受處理時間長鐘影響很大。另 GSI 之值亦可代表著性轉變敷果之程度。

二三蛙形石蹉之性轉變:

參照 1985 年至 1 倒6 年青點石斑埋植試驗之結果
, 1986 年 4 月至 9 月接形石斑 (Epi ne ρhelus

salmonides ) 之促進性轉變試驗 , 主要在探討以 17 α -Mf 處理所需劑量與時間
, 以及使用不同

戶分雄性素促進性轉變敷果之比較。所使用埋植劑量以 10 rng/kg BW 至的 rng/kg 師為範圈
, 處理時間 21 天至 83 天

, 經埋植試驗 , 其結果如表 2 所示。以 17 α -MT 處理之結果
, 10.63

/ k g BW 與 40 時 /kg BW 埋植之敷果皆同
, 均可得雄魚。處理時間以 60 天以上自間 , 39 天

以下只達到性轉變階段 ( 班級 ) 。眼收劑量每 7.453mg/kg BW 就可達到促進性轉變之目的得

到雄魚。性轉變後之GSI 平均為 0.0179 士 0 .0021
。

1�1 tes tos terone 處理魚
, 劑量由 11.05 rng /kg BW 至 36.34 rng /kg BW

t 處理時間 38 至

75 天, 點科 8.9 至 1呦 , 然性轉變棚 , 性腺只達鯽級之中間性狀態 , GS I 平均 0.0170

+ 0.0012 。用兩酸鑒國問
(testosterone-propionate) 處理

, 劑量為 10.27 m g / kg BW 及

斗的 mg/kg 阱 , 處理時間為 39 及 75 天
, 吸收百分率為 59.2 及 100 % ' 而性轉變之性腺也

只連第祖及四級
, GSI 平均為 0.0127 �

混合雄性素 ( Mixing androgen) 埋植 , 劑量 10.55 及 10.64mi7k g BW ' 時間 74 及 76

天 , 眼收率的﹒ 7 及 54 .0 % ' 皆可得到雄魚探到精子
, 其 GSI 為 0.0219 及。 0290 。對照組則性腺

發育停留在第 I 級
, GS I 平均為 0.0236 :t 0.0024

。

四種雄性素比較其促進性轉變故果
, 以埋植每尾魚 10 mg /kg BW 之劑量

, 75 天處理時間論

, 性轉變教果以揖合雌性素 ( M ixi ng androgen) > 甲基畢固闡 ( 17 α - MT ) > 丙酸畢固闡 (

H 叫 m::terone oropionate, T. P. ) > 畫展丸囡闡 ( te�tosterone, T. ) 。藥劑眼收率則以 T.>

T ﹒
���v�-

川一叫
,-- 曙叫曙 en)oGSI 則為M.A. > 17 α -MT > T.P ﹒〉

T. 。所以 , 以混合雄性素及甲華學回閣促進性轉變敷果佳。
1987 年 J 丹至 7 月蛙形石班之促進性轉變試驗

, 是在得出以混合雄性素 (M.A.) 及甲基畢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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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α - MT) , 每 10 mg /k g BW , 處理 75 天以上較有教後 , 針對此 2 種雄性素進行確切劑量
、處理時間 ,

及添加其他荷蘭蒙加強教果之探討 , 經試驗後結果如表 3 所示。以 17 α -MT 處理 ,
3 種劑量中 , 以每 20 mg /kg BW 敷果最佳 , 10 mg/kg BW 亦有殼 , 5 mg/kg BW 雖幾乎
完全將藥粒眼 1& 完 ,

但性腺發育只達第祖而已 , GS I 值也以 20 mg/kg BW 組最高。

使用混合雄性素 ( Mixing Androgen) 處理 , 3 種劑量 ,皆有赦 ,
但性轉變之敷果以處理時間越

久者越佳 ,
劑量吸收程度以埋植 5.4 mg /kg BW 最佳 '68 天後完全眼收 ,

且其性轉變已完成 ,
但未產生精子 , GS I 為 0.0367 。另 '10mg/kg BW 與 4.9 mg/kg BW 為埋植量之魚在 69 天

後 ,
皆可探到精子 , 劑暈眩收率分別為 64.2 及 90.8%'GSI 分別為 0.0278 及 0.0177 。

雄性素舔加 HCG 之樂粒 ( peUet ) 之處理 ,
埋植劑量仍比照雄性素未加 RCG 者 , 為 5 mg/

kg BW, 10 mg/kg BW, 20 mg/kg BW , 表 3 上所列者則為雄性素之劑量加上 HCG 之
劑量線和 'HCG 之藥拉 ( pellet) 之製法參考另篇報告所述側 , 其劑量為每 100 mg 之藥拉中含

5000 IU 。在MT + RCG 及 A. + HCG 處理 , 3 種埋植劑皆可使石斑魚在 68 天後贊成雄魚 , 成劫
率為 1009 話。劑量眼 l投程度MT + HCG 以埋植量 9.5 mg/kg BW 之 72.69 石 , A.+HCG 以-埋植

劑量 21.9 mg/kg BW 之眼收 7.6.5% 為佳 , 但 GSI 值兩雄性素皆以埋植劑量高者之值為高 ,MT

+HCG 為 0.0328 , A.+HCGj 萬 0.0363 。而對照組 3 個月接性腺仍停留 I 至 E 間之發育級。所以
, 雖 17 α -MT 以每尾魚埋植 10mg/kg BW'� 混合雄性索 ( M.A.) 植入暈 5mg/kg BW
, 2 個月以上處理 , 皆可得到雄魚 , 但以添加 RCG 則更具敷果 , 成劫率亦更佳 , 而雄性素添加

RCG 後性轉變之敷果則以A. + HCG 優於MT+HCG 。

三三世轉變後之精子 :

趣植入雄性素後變性之雄魚所探到之精子 , 大小為 2 至 3 μm' 以過輔之純海水活化後 ,
前十

分鐘活力甚佳 , 移動迅速 , 十分鐘後 , 活力誠慢 , 約在活化接 90 分鐘螢停止活動 , 計算精子數目 ,
約每也精液中有 8X107., 個精子。

108

討論
魚類性轉變之攝制為雌雄同體之魚類在自然狀態下 , 內分湛系統中臨下腺分混世腺刺激激素 (

Gonadotropin) 分不同路線作用 , 一篇刺激 Oogonia 成熟至排卵 , 也就是在雌性狀態下發生。另一
篇性陳刺激激素刺激生殖腺中之萊民細胞 ( Leyding cells) , 分豁出雄性棄 ( 如drogen ), 以刺激
生殖聽進佇插子形成作用 ( spermatogenesis) 。而調節魚類的生殖作用除環境因素 (Cue) 掛潰重
要角色外

�� 間 ,
椅富豪刺激也是一個方法 ( Lam, 1982 ) ω ,

人工促進石班魚性轉變就是利用在其
自然性腺發育過程中 ,

給予雄性素來促其加速轉化成雄魚。然無論以口服、注射或埋植等方法處理 ,
最主要的就是能讓魚體能股股雄性素並利用 ,

才能達到促進性轉變之目的。以往促進石 l!I 魚性轉變 ,
皆探臼服方式〈臼1凹 , 1977 , 葉 ,1 鉤 6 , 1987 ), 而其教果也得到證閉 , 但口服法仍有許多缺點 ,
如需長期性處理或投饅 , 所用藥劑j被眼收程度不一 ,

無法確切了解每尾魚之雄性素底收量 , 而且餌料
因流失�. 被其他生物所食 , 所浪費劑量太多。現以埋植 ( implantation) 方法則能克服土述缺點

。埋植法為個別處理魚,
操作時間

e

鐘且只要操作 1 次即可 ,
可湛免因重覆揖作的壓迫 (Stress) 使

荷葡蒙教力受影響。並由其對藥粒之眼收量 � 吸收傘 ,
可定出標準所需劑量 , 以口服法言 , 平均每尾

鱷滑石直要 145mg ( Chen 1977 ) , 青點石班要 158mg ( 葉 , 1986 ) , 蛙形石理要 10 是 mg ( 葉 ,
1987 ) , 而以埋植方法 ,

青點石班只要埋植 26.91mg/kg BW 即可 , 蛀形石斑以 17 α -MT 植入
10mg/kg BW, 混合雄性素 5 mg/kg BW,17 α -MT+HCG 植入 9.5mg/kg BW, A. +
HCG 埋植 9.5mg/kg BW 就可得到有精子之雄魚 , 而且埋植入魚體之藥粒 ( pellet) 並未按完全

.吸收完 , 所以所用量比口服法低很多。而以較低劑量之 17 α -MT 植入 ( 5 mg / k g BW) 則大部

分完全破眼肢 , 但未產生精子故所需之劑量應界於 5 mg/kg BW 與 10mg/kg BW 之間。

性轉變處理時間長短勵係著覺性成劫與否 ,
原則上在做人工變性時需有過足的處理時間才能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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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有劫能的性轉變魚 , 如以雄性荷蘭蒙處理莫三鼻克吳郭魚 ( Tilapia mossambica ) 需 6 周盼 ,
但時

尼羅吳郭魚 ( Oreochrom is nil ot i cus) 需 3 周以上 , 均能達到性轉目的 , 在促進石斑魚性轉變方
面 , 緬滑石斑需 2 個月 ( Chen 1977 ) , 青點石班投餵 4 個月 ( 葉 , 1986 ), 餘,形石斑亦處理 2 個月

( 葉 , 1987 ) 皆可達目的 , 現以埋植方法 ,
同樣在處理 2 個月後可得到性轉變之雄魚。而在 1 個月

及 1 個半月卸只能得到中間性轉變階段之魚。因此 ,
欲石斑魚性轉變之處理時間仍以 2 個月為佳 ,

讓

魚龍之有足夠時間來性轉變 , 並於讀性成劫時能配合其繁殖季節殼適。
成熟度指數 ( GS I ) 可做為生殖蟬發育及性轉變之敷果參考 ,

石斑魚雄性種魚因精巢較小 ,
性

鵬指數低 , 精液量亦少 , 如老鼠雄為 0 . 29
(4) , 紅睡在 0.16 一 0.4 間

(5)

鐘點石斑亦在 0.11-0.30

之間
0)
。天你捕獲之結貝多石拖在 0.0614 - 0.511 間

(6)

經人工促進性轉鐘之青點石斑 G S I 值在
0.05 以下

(9)

蛙形石斑為 0.025
帥 ,
現以埋植法性轉變之青點石斑 GSI 為 0.0341 ,

蛙形石斑為

0.025 與口服法性轉鐘之 GSI 相倒 , 同樣有精液婦少現象。然未試驗 , 在添加 HCG 之處理 , 其
GSI 值都較平均值高 , 顯示添加 HCG 有助於性轉變之作用 ,

故如何添加其他帶繭豪 , 以增加精子及
精液產生量 , 為今後研究工作重點。
使用荷蘭豪改變內分部系統來調節魚類的生殖作用為一種重要方法ω , 然而荷蘭蒙種類之選擇及

如何使用 , 往往是決定性的關鍵 , 如 17 α -MT 被證朗對魚類有刺激腦下腺產生性腺激素 (GTH)

之作用 ( Cd m 叩 d Evans,1979,1982 ) 的ω ,
最近常教使用於控制魚類生殖作用。文如最初使用埋

植方法試驗於鼠目魚誘導成熟之敷果未顯 ( Lacanilao et al 1984 ) 自司 ,
所使用過荷蘭蒙有 SPH(

salmon pi tui ta η homogenate) , SG - G 100 ( Salmon gonadotropin) , HCG (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 而接來改用 LH - RHa 及 LH - RHa + 17 α -MT 則教果非常佳 (

Lee, 1986 ) 帥 ,
單獨使用 liquid 戚 Crystal I ine 之 17 α一 MT 刺激訊目魚成熟無赦。本實驗所使

用荷爾蒙種類不間 , 敷果亦同樣有很大差異 ,
由魚體所眼收之劑量及性臨發育程度可以歸納出雄性成

分敷力之優劣 , 為 A.+ HCG > 17 α -MT+HCG>M.A. > 17 α -MT>T.P. > τ由此可知 17 α

- MT , T.P. , T. 3 種雄性素以 17 α -MT 藥敷最佳 , Lofts et al ( 1966 )
ω , Borg 1981

〉闕 , Weber and Lee ( 1985 ) 倒亦指出口α -MT 對鳥魚 , stickleback, fundulus 誘導精子形

成及排精為一有教雄性素。兩酸學固闡 (T.P. ) 及學丸閉 ( T.) 在本實驗中仍具有促進性轉變之

劫用 , 但未達到生成精子之階役 , 這與成分之特性有很大關係 , 以兩酸學罔聞 (T.P. ) 言 , 其作用巖
慢

, 藥敷較久 , 所以 , 可能也許是海盧使用不恰當或處理時間不夠久 , 才只能達中間性轉階段。
荷蘭蒙誘導成然過程需較長期的刺激 , 乃有利用多次注射來連到目的的ω ,

但重覆操作之壓迫 f
Stress) 會使荷蘭蒙教力受影響 , 且以藥粒 ( Pellet) 桶入比注射能有較長期投果 (Crim 1984

uto
所以使嚴慢釋出宿爾蒙做為慢性處理誠少據作次數為另一模式側 , 如 LH - RHa Cholesterol

Pellets 植入 land locked salmon, 虹轉 ( Crim et al 1983 ) 帥 , Atlantic salmon(Crim a也

Glebe 1984 戶 . S 曲 bass, rabbi tfish ( Harvey et al 1985 ) ω ,
以加速這些魚之生理循環。

而以埋繼方式處理魚 , 所製做 pellet 之形式與操作方法對預期敷果之好壞影響很大 , 本試驗雌性素
皆製成藥粒 (Pellet)' 埋植試驗結果佳 , 皆達預期目標 , 另曾對 4 尾駐形石謹以 S i last ic tube

內裝 Testosterone 對魚做腹腔內埋植
, 但於實施後 8 天全數死亡 , 教果未能看出 , 但攘 Lee (1986

) 以 silastic tabe 內裝 LH-RHa + 17 α -MT 對促進嵐目魚成熟有殼。並且 , 叉有以 Silastic

Capsule 含 Testosterone 埋入幼牌腹腔內可刺激腦下臨產生GTH (Crim and Evans, 1982 ) ω

皆說明此方式亦可用 , 所以對石斑魚性轉變之確實敷果 , 則有待進一步探討。

辭之 , 本實驗已證明埋植法對於促進石斑魚性轉變之劫用及教果 ,
以及以定量雄性素植入魚體

,

就可得訕有桔子之雄魚 , 但每尾魚對黨劑之故收量不同 ,
旦失皈率佳者 , 性轉變效果未必就佳 , 受雄性

素種類、最低需要劑量及處理時間長鐘左右 , 且植入時操作所造成傷口能否癒合 , 都會影響到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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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 , 有就吸收量之計算因魚騁內吸收所剩之藥粒 (Pellet)' 亦曾因吸收程度不同而與肌肉混合在一起
, 而很難單獨挑出未被吸收之藥粒 , 致使在計算吸收量時 , 使吸收來下降等問題 , 都是今後研究的工

作。

摘 要

石碰魚為台攝之鹹水養殖漏業甚具發展潛力之高級經抽魚類
, 如何得到成熟雄魚為今後石站魚人

工繁殖成劫及大量推串通告這聽之重要 �嚨 ,;;ts: 試驗首度以埋植方法使用 6 睡不
|司成分雄性素嚐試建立促

進石油; 魚性轉鐘之新拉銜
, 青點石斑及駐形石斑經實驗後其結果卸下 :

�3 齡青點石班以 17 α - lVtT 處理
, 植入量 26.9 mg/kg BW 至 117.97 mg/kg" BW, 必天後性

掛連中間變性期 , 102 天時 , 則完全變為雄魚 , 成功率 100% ' 其 GSI 值為 0.0311 j: 0.0055
。

ζ 2 齡之蛙形石斑以 17 α -MT 處理
, 植入劑量 10 叫 /kg BW 至 46 mg /kg BW60 天後皆可得

到雄魚 , 其 GSI 為 0.0179 :t 0.0021 。

以 Testosterone 鼓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區理
,

GSI 分別為 0.0170 及 0.Oi27 。

以混合雌性素處理
, 植入量 10.55 mg/kg

75 天接性轉變教呆皆只達祖及 V1Il 級 ,

BW, 時間 74 天以上則可得雌魚
, 其 G S I 為

0.0254 。

三 4 種雄性素以每尾駐形石斑埋植 10mg/kg BW,75 天處理時間
, 其促進性轉變故果比較為混合

雄性素〉甲基畢固酬〉悶酸墨固樹〉畢丸間閉 - GSI 值亦同。

同埋植劑量對性轉變敷果之比較 '17 α -MT 植入量 20 mg Ik g BW> 10 mg /kg BW> 5mg/

kg BW, GS I 值亦同。以混合雄性素處理 - 3 種劑量皆有敷 , 但敷果以處理時間趟久者越佳 , 在

此 3 種劑量試驗下
, 植入量之影響不顯著。

豆豆雄性素添加HCG 在處理 68 天後
, 5 mg/kg BW 至 20 mg/kg

, 成劫率達 100 % ' 其中文以混合雄性素舔加 HCG 之敷果更加好。

:T'\ 性轉變後之精子
, 大小約 2 至 3 μm' 以梅水活化 , 前十分鐘活力甚佳 , 之後活力衰退 , 、約在活化

後 90 分鐘後停止活動
, 轎子數目約每α , 8 千萬個。

BW 植入劑量皆能促進完全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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