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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培育石斑種魚生殖力之研究

業信利﹒丁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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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is paper is a report

and chilled sperm obtained from sex reversal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Females (E. malabar;cus, E. fario) over l-year-old were induced to sex reversal

with pellet implantation of 口 , ι -MT and mixing

19.6 mg/Kg bw.

2. The degree of actively moving sperm

were classified 品 : ++++ (the best fast moving), +++

moving), + (more slow moving), - (no action).

3. The duration of sperm movement after being activated was measured to

minutes, and the initial 1

best quality for artificial propagation.

Trials on grouper sperm suspended in two different solution containing

and 5�� DMSO, which were chilled at storage (4-8 � Cj 2.5 hours), revealed

the sperm's besr activity after being activated by sea water was for. 5 minutes.

Sperm suspended in the saline solution

than those suspended in 5% DMSO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

suspended in several kinds of solution containing salinej

and lC

。 f the results of preliminary trials of reproductivity

treated E. far;o and E. malabaricus.

androgen at a dosage of 8

was estimated and the levels of

(fast moving), ++

motility

(slow

be 60

。 minutes I}'as when the sperm IS at ItS

tlon saline

that

were πlore active after chilled storage

5. Trials on grouper sperm

10% and 50% DMSOj

storage (4-8 � C), revealed that the sperm

which was chilled for 9 days, and in the solutions containing 5% and 10%

4 hours; t�

5%, )% and 50%

were

glycerin,

active

which 、.vere at

In the saline solution,

DMSO,

which where chilled for Ie sperm in the were not

active.

6. were induce to πlature and ovulate injecting them

Two or three injections, at

toral number of

with HCG at aSpawners

dosage of 500-1000 IV/Kg body weight.

of 24 hours, were found to be adequate.

were 97,000-1,840,000.

7. Number of eggs obtained from grouper (E. {ario) which were strip!Jed for artifi-

an int e rval

The eggs spawned



were 50,000 to 820,000, and the highest fertilization rate

and the lowest only 5.34%. The hatching rate. ran ged

cial reproduction

reached 59.87%,

63.2 to 0%.

/6d'

I:.ey words: Epi nephe 1ω m:zlabaricus, Epinephelus fario., Sex reversal, Induced

gonadal maturation, Implantation, Fertilization, Artificial reproductiQn.

言

瑪拉巴石斑 (Epin 砂helus malabaric 陷 BLOCH&SCHNEIDER) 以往被認為是縷點石斑 (

Epinephel 甜 amblyc, φ helus BLEEER) (1.2.3) 或是蛙形石斑 (Epinephel; 陷 salmonoides LACE.

PEDE)
(“ .1) , 其與曹點石斑 (Epinepheli 悶 lario THUNBERG) 皆被俗稱為 " 朱郭魚 " 或 " 組事實 " 為

薑灣目前石斑魚養殖的主要種類。由於此兩種石斑魚成長快速叉易管理 , 加土市場售價高且深受養殖
戶垂宵 , 每年故賽季節時需苗亦甚肢。但因受到養殖戶喜愛與天然苗供應來聽不定導至俱需不平衡 ,

使得苗之價格高居不下又買不到魚苗為一直無法推廣的主因。也因此對此三種石斑魚之人工繁殖研究

亦積極進行中t晶肌 8)
。

因瑪拉巴石斑最小成熟體型雌魚可能為 6 公斤 , 魚體長約 60 至 70 公分時開始性轉變 , 而轉變為雄
魚之年齡至少 5 到 10 年以上 , 變成雄魚後之體重超過 19 公斤

(3) ,
而背點石斑據葉 (1989)

(
的所做催熟

及排卵之研究 , 在體重 2.2 公斤以上之雌魚就有成熟魚 , 然雄魚在 7 齡以下之魚一直未發現 , 據推斷
亦幫 8 至 11 年以上才有可能變為雄魚。所以在此三種石斑魚雷 , 雌性種魚體型較小 , 也較容易處理興
得到 ; 但雄性種魚來源與攝作卻是一大問題 , 要依靠天然種魚做為親魚行人工繁殖也有困難。

故飲解決魚苗來額之瓶頸 , 只有從人工培育種魚及魚苗來著宇間 , 在以往人工培育種魚之研究
中 , 使用甲基畢丸問間或混合之雄性荷蘭黨對促進石斑魚性轉變效果甚佳 , 提供了一種培育雄性種魚

簡易之方法
(11) ,

又以絨毛性腺激素 (BCG) 促進排卵 , 雌性石斑魚經 2 至 3 次注射即可獲得人工促

進產卵之結果阱 , 而且遺些經由魚坦人工培育出之種魚不僅體型小易揖作 , 且來源易控制 , 培養所需
時問題又可大量 , 替石斑魚之人工繁殖開拓了一個新領域。

然而對於遺些在魚過所育成之石斑種魚的生殖能力卻沒有確切的說明 , 是杏眼天然種魚同樣具有
繁殖後代的能力一直是個疑問 , 所以本試驗就是擺對由人工齡魚揖育成之石斑種魚 , 揉討經由人工{足

進性轉變後雄魚之精子數量 , 活動性與生命力等生物學特性 , 並嘗試精子短期性儲存之方式 , 再配合
促進雌魚排卵技術 , 於雌魚經荷蘭黨注射催熟後 , 選擇不同採卵時機採卵再進行人工授楠 , 以了解卵
及精子是否具有受精能力 , 及受精後受精卵能否順利完成胚胎發育與孵出魚苗 , 同時並求出最佳採卵

時穢 , 以期建立最有效可靠之種魚培育技術 , 提供養殖業者推廣發展 , 從此種魚不虞置乏 , 奠定石斑
魚養殖發展之基聽。

-".£..
間。

材料與方法

材料 :
試驗用之石現魚 , 雌魚魚齡為 4 至 8 十齡間 , 係 1988 年催熟試驗後所留下之背點石斑

, 以 20 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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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進行雌親魚相關研究 , 以體重5.1 至 6.0 公斤 , 體長 69.9 至 72.2 公分 , 魚齡 4 十至 5 十的 9 尾最多
; 其次為體重 4.1 至 5.0 公斤 , 體長64.8 至 67.8 公分 ,

魚齡 4 至 5 齡 3 尾 : 體重 9.1 至 10.0 公斤 , 體長
83.2 至86 公分 , 魚齡 8 齡 3 尾 ; 再其次為體重 6.1 至 7.0 公斤 , 體是 71.8 至 72 公分 , 魚齡 5 十至 6 者 2

尾 ; 體重 7.1 至 8.0 公斤 , 體長 75.5 至 76.5 公分 , 魚齡 7 及 7 十亦 2 尾 ; 男只有 1 尾體重 10.9 公斤 , 體
長 88 公分魚齡 8 十。

雄魚來源一為瑪拉巴石斑 5 尾 , 體重3.0 至 8.12 公斤 , 體長 59.0 至 76.5 公分 , 魚齡為 4 至 7 齡。
男一為魚齡 1 十至 2 齡之背點石m3 尾 , 平均體重 1. 57:t 0.38 公斤 , 平均體長 48. 3:t3. 3公分 ; 瑪拉
巴石斑 11 尾 , 平均體重為 1. 79:t0.10 公斤 , 平均體長 49 .3:t0. 9公分 , 乃 1988 年 10 月購自噩南地區養

殖戶魚溫內所養之石斑魚。

方法 :

首先培育出雄性頭魚 , 再配合雌魚之排卵 , 以行人工授精達成繁殖之目的。
一、促進性轉變 :
將欲培育成雄魚之石斑魚 , 依薰 (1988) 埋植法促進性轉變之技術

{ 川 , 以 2-
phenoxyethano1300ppm 麻醉後 , 再以含有荷爾蒙之藥拉 (pellet) 行肌肉植入方式 ( Intramus-

cular implantation) , 將黨組植入魚值。所使用荷爾蒙種類為甲基畢丸聞研 ( 17 α -

methyl testosterone) 及混合雄性素 (Mixing angrogen) , 其配方及製法則參照葉 (1989)
( 間 , 埋

植劑量以魚體中每 5mg/kg 至 20mg/kg 等不同劑量 , 埋植時以魚體躍過植入為主。
性轉變結果之觀察 , 依從生殖腺是否能踩到椅子及生殖腺發育狀態判斷 , 對性鵬發育之分級 , I

至 V 為卵巢發育級 ,VI 至 VIII 為性轉變級 'IX 至 XI 為精巢發育級 , 若直接能採得精子視其為第
X 級

{山 4. 叫。

二、精子活化 :
椅子探出後以過滄海水活化或置胎稀釋液 (medium) 中保存一段時間 , 溫度為 4 至 8GC' 稀釋

被為生理食鹽水 , Dimethyl sufloxide (DMSO) 及甘油 (Glycerin) , 再以海水活化以探討其被活
化後之活動力及活存時間。

三、促進排卵與成熟

於石斑魚繁殖季節 , 還捕成熟雌性石斑魚 , 依其卵徑及卵黃蓄積程度為準 ' 在卵粒大多數發育達

到第三卵黃球期 (Tertiary yolk stage) 或卵徑在400um 以.上時
, 以胎盤性腺激素 (Human chor.

ionic gonadotropin, HCG) 行背肌注射 , 來但進卵巢最後成熟 (Final maturation) 達到排卵之目

的。雄魚則在雌魚注射第 2 針時 , 注射第 1 針以增強其精子活力 , 通常雌魚在注射 3 針後若無反應即

予放棄。

四、人工授精 :
經催熟之雌魚腹部凸出柔軟且生殖孔混紅擴大 , 魚於麻醉後以盟膠軟管頓取卵粒進行鏡槍 , 並分

三種時機探卵 , 一為過透明成熟卵時即進行探卵 ; 另一篇等魚盛行於蓄聾桶中排出卵粒時或麻醉接卵

粒自行排出時即刻進行採卵 ; 第三為農魚於桶中首次自行產卵後 , 再經HCG 注射 1 針後於隔天蝶、卵
, 並分別計算自行產卵數及揖卵數。
精子之踩得係將性轉變後之雄魚施以催熟後 , 預估雌魚將採卵之時間 , 將雄魚解剖取出精巢 , 敢

少許輛被置顯微鏡下觀察精子之活力與數目。

在卵與精子俱存下 , 行乾導法將精子加在成熟卵上 , 充分攪拌並加入適當海水繼續攪拌完成授精
過程 , 之後以乾淨海水充分洗卵並以容積法計數採卵數 , 爾後置卵於破璃缸內讓壤卵或未受精卵沉底

, 再用虹吸法抽出壞卵並加以計數。最後將浮於上層的受精卵分置於290 升之 FRP 與 500 升容積之塑

膠方桶內 , 以止水打氣方式進行孵化 , 並估算其受精率與孵化率 , 受精華% (Fertilization rate%



) = (浮性卵 (Pelagic eggs) / 採卵數 (Total eggs) ) * 100% : 孵化率為任意撈取少許撐住卵
, 分置於 5 個 1 升燒杯中

, 使 24 小時後分別計算死卵數及魚苗敵 , 孵化率% (Hatching rate%)
( 魚苗歡 /( 死卵數 + 魚苗數 ) ) * 100% 。

一

/70

果

一、雄魚培育 :

於 1989 年元月對 16 尾瑪拉巴石班及 3 尾背點石斑施以埋植變性手術 , 至 4 月其性轉變結果如費 1

所示 , 其中 10 尾經採樣觀察性轉變 , 全部已變為雄魚 , 且有 7 尾可躲到精子 , 未能採得精子之 3 尾魚
中有 2 尾為背點石斑 . 1 尾噶瑪拉巴石斑。

荷蘭索之吸岐程度 , 以 17 a.methyltestosterone 較佳全為 100% : 但讀效則以混合雄性索較好 ,

使用 cellulose 當粘劑的東粒 (A+C) 其效果亦同 , 皆能使石斑魚產生精子。魚齡 (1+ 以上 ) 對性

轉變之結果無影嚮 , 埋植劑量對性轉變之影嚮為單位埋植量8.0 至 19.6rog/kg 魚體重皆有殼。

結

埋植但進性轉變培育雌性石斑魚試臨

Teble 1 Summary of hormonal implantati ρn for induced sex rever.sal trdals on grouper

in 1989.

費 1

IMPLANTED ABSORBENT GONADAL

DOSE DOSE DEVELOPMENT
(mg/Kg B\r1) (%)

ANDROGENAGE

BODY BODY

SPECIES \r1EIGHT LENGTH
(Kg) (c.m)

VAVAVA

XXXZXXXII

x

100.00

93.16

44.47

100.00

100.0 。

80.00

61.36

100.00

100.0 。

100.00

34693871005021535079190149552300824598

11112111111111

戶
」
尸
」
戶
」

扎
扎
扎
扎
扎
扎
扎
扎
扎
盯
盯
盯
盯
盯
扎
扎
扎
盯
盯

++++++++++++++

11122444711112111120800058855208580125...................5702947067199485734445556677454454444537820455259994744031112344681111211112

mmmmmmmmmm

mmmmmmrAfarAEEEEEEEEEEEEEEEEEEE

E. m.: Epine ρhe/us malabaricus .
E. f.: EPine ρhe/us lario

A. :MIXING ANDROGEN(TESTOSTERONE.TESTOSTERONE PROPIONATE.MT.)
MT. :17a-METHYLTESTOSTERONE

A.+C. :MIXING ANDROGEN(CELLU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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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椅子活化特性 :
(一) 、精子活化之活動力 :

精子採出後直接以海水活化 , 其活動性由 Olympus BH-2 型附PM -lOAK 自動照像 , 以 10X40 (

400 倍 ) , 亮度一定及自動快門控制對其記錄 ,
由其在顯微鏡下移動的快慢及距離約分為 5 個等級 ,

非常活潑 (++++) : 很活潑 (+++) : 活潑 (++) : 不活潑 (+) : 不動 ( 一 ) , 如相片 1

中所示。

MOVING)

精于之活動力 ( 400 倍 )

Plate 1 The moti Ie of sperm
(400X)

:++++(THE BEST FAST
+++(FAST MOVING)

++(SLOW MOVING)
+(MORE SLOW MOVING)
一 (NO AC τ ION)

IMHI

ABCDE

++++: 開始將海水加入精液中 , 精子立即變的非常活潑 , 移動非常迅速 , 距離約為頭部長度的 5
至 7 倍 , 在相片中清楚的拖了一儸很長的移動痕跡。
+++ : 精子仍然很活潑 , 但在移動速度不若剛開始時迅速 , 距離約只有 2 至 5 倍 , 且在照相下移
動痕跡只有 ++++ 的一半。

+ 十 : 精子移動速度誠緩 , 約頭部 2 倍以內距離 , 在照相下移動痕跡更短 , 但仍是往前移動。
+ : 精子移動更緩 , 感覺上是左右震動 , 偶而稍向前動一下 , 約頭部 1 倍以下 , 在照相下影像
延長 , 而移動痕跡沒有或很小。
一 : 精子不再動 , 在照相下顆粒蠻的清析 , 此時表示精子已死亡。
仁)活存時間與活化力 :

經海水活化後其活化力判斷乃依據精子活動等觀與所佔比例多寡 , 表 2 為其活存時間及前化力 ,

精子從接觸海水起草停止活動全部時間約 1 小時 , 活動程度由 ++++ 逐漸降至一級。若以約每10 分

鐘觀察 1 次 , 則在30 分內之活力尚可在 +++ 內 , 超過30 分鐘後則活動變蓋以 ++ 為主。辛苦以精子在

各時間內活動程度之分配及所估比例 , 在 10 分鐘內 , 75% 以上為 ++++: 在35 分時 +++ 為75% 以

上 ; 在 45 分以後則 75% 以上為 ++ 以下之活動力 , 至 1 小時後則全為一級已為死亡 , 因此可知精子在
被活化後 10 分內為活力最佳的狀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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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石斑魚精子直接以海水活化之活化力
Table 2 The activity of sperm activated by sea water.

TIME

HOUR: MINUTE

ACTIVITY

DEGREE

PROPORTION OF
SPERM ( 克 )

10

11

11

11

11

11

11

++++

+++

53 100++++

00 75
25

++++

+++

10 25
75

++++

+++

28 75

25
+++

++

38 '
+++ 12.5

75
12.5

++

+

50 唔
, 10

90

55 100

++

:BEGINNING OF ACTIVITY
(THE BEST FAST MOVING

:FAST MOVING SPERM

:SLO'W MOVING
:MORE SLOW MOVING
: NO ACT ION (DEAD SPERM)

OF SPERM)

+

由短期保存之活化力 :

精子在經生理食鹽水或 5% 之DMSO (Dimethyl sufloxide) 於 4 至 8 �c ' 2.5 小時保存後 , 再
以海水活化其活化力如表 3 所示 , 活化後 5 分鐘內90% 以上為 ++++ : 15 分鐘時生理食鹽水俏保持

50% 以上為 ++++ ' DMSO 剝降至 +++ 級 ; 至 30 分時生理食鹽水組有 75% 為十蝕 , 而DMSO 則
已有 75% 為一級 ; 在60 分以後生理食鹽水組有 85% 巴死亡 , 而DMSO 組也達95% 以上 , 在 100 分鐘
後則全部死亡 , 由此可知精子在生理食鹽水內及 5% 濃度之DMSO, 4 至 8"C 保存下組活化後 5 分

內之活化力佳 ,
又經一段時間後以生理食鹽水內之精子活動力較 5% 之DMSO 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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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石斑魚精子以生理食鹽水及 5 %DMSO 於
4'"

8.C ; 2.5 小時保存後之活化力

Table 3 The activity of. sperm after storage witll treatment of saline and 5% dmso
(2.5

hours;4",goC) .
＼

＼ SALINE DMSO 5%

＼

TIME ＼

HOUR: MINUTE
ACTIVITY

DEGREE
PROPORTION OF

SPERM 0 區 )
ACTIVITY

DEGREE
PROPORTION OF

SPERM (�n

13 20 ++++ 100 ++++ 100

13 25 ++++
+++

gO

10

++++
+ 吋-+

gO

10

13 34 ++++

++ 到許

50
50

+++

++

50

丐。

13 40 +++
++

50

50

++
啥﹒

50
50

13 45 ++
+

50
50

++
嚕

,
25
75

13 50 ++
啥﹒

25
75

+ 25
75

14 30 + .-15
85

+ 5

95

15 。。 100 100

++++
+++

++

+

:BEGINNING OF ACTIVITY
:FAST MOVING SPERM

:SLOW MOVING
:MORE SLOW MOVING
:NO ACTION (DEAD SPERM)

(THE BEST FAST MOVING OF SPERM)

對於不同稀釋液 (medium) 之保存精子的話化力比較如表 4 ' 在 4 至 8.C 下以 4 小時及每隔 1

天觀察 , 使用生理食鹽水 ,DMSO 及甘油配成不同濃度。在 4 小時生理食鹽水及DMSO 濃度 5% 與

10% 組 , 使用海水皆可以使椅子活化 , 而DMSO 濃度 50% 及甘油組皆已死亡。經 l 天後只剩l 生理食

鹽水組能可再使精子前化
, 餘其他組皆死亡 , 經過 9 天後生理食鹽水組亦死亡

, 可知欲較長時間之保

存仍以生理食鹽水做稀釋被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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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石斑魚精子於不開稀釋被 ( 4 -- 8 'C) 保存之活化力

Table 4 The activity of sperm treated under different media for short-term pr 個ervation

(4--8"C) .
TIME

(DAYS)
SALINE DMSO 5% DMSO 10% DMSO 50% GLY.10% GLY.50%

0.17 + + +

1 +

3 嚕
,

5 +

6 +

7 +

8 +

9 +

10

+ :SPERM HAD ACTIVITY
:NO ACTION (DIED OF
:DIMETHYL SUFLOXIDE
:GLYCERIN

SPERM)

nu-SY

M
間,
」-nuFU

三、親魚催熟 :

石斑種魚於成熟季節時施以HCG 控射 , 促進最後成熟 , 在雌魚方面 ( 表 5) , 共催熟 8 尾其體
重皆在 5.0 公斤以上 , 魚齡 4 十以上 , 荷蘭蒙劑量由 500IU /Kg 至 1000IU /Kg , 注射 2 至 3 針 , 依
卵之卵徑大小及成熟度而定。結果 8 尾中有 6 尾產卵 , 1 尾過熱及 l 尾卵退化萎縮。產卵數以 184 萬
位最多 , 最少 9 萬 7 千妞 , 而產卵或採卵次數有 2 至 3 次 , 通常注射第 1 針後的至 72 小時魚開始排卵

, 與最初之卵徑有很大關係 , 車日第 8 尾魚由於卵徑較小只有 0.36 至O.38mm ' 雖經 3 針注射最後後卵
還是退化掉。而卵徑大於 0.46mm 以上則都可促成最後成熟 , 且以卵徑越大越佳 : 0.60mm 以上只要
注射 2 針即可 , 0.60mm 以下通常需 3 針 , 若注射 4 針後朱嘉:卵則卵已退化或過熟。對於產卵數除第

6 尾以人工採卵法稍多於自然產卵數外 , 餘皆自然產卵數皆多於人工躲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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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一九八九年青點石斑荷蘭蒙催熟及產卵試驗﹒
Table 5 Summary of hormonal treatments for induced ovulation trials on 砂 iMphelus

fario in 1989.
當豈這

NO. 、',WRUEgMHFAVVAnMnuJ'ZDUTIC(

WH

TMW-NTIAnMWHRUAMTV..uu

、
且,DGgnUT--vh

nu
骨
』r
、

HW

IHAHTADUT
IOD
(mm)

孟量草草草

NO. EGGS
SPAWNED
(1000)

REMARKS

1- 6.00 5... 。5/09
05/10
05/11
05/12

2 7.15
6'"

。 5/09
05/10
05/11
05/15
05/16
05/17
05/18
05/19
OS/20

3- 10.00 8...

4 6.40 5... OS/22
。 5/23
OS/24
OS/25
OS/26

5 5.00 4... OS/22
。 5/23
OS/24

6-

OS/25
OS/26
05/30
05/31
06/01
06/02

5.10 4...

7 5.5 。 4+ 05/3 。
05/31
06/01
06/03

8 5.10 4+ 06/27
06/28
06/29
06/30
07/01

500PU
1000PU

979PU
420PU
979PU
560PU

500PU
1000PU
1000PU

938PU
1016PU

600PU
1000PU

588PU
980PU
980PU

545PU
909PU
909PU

980PU
980PU
980PU

再� :SPAWNED LAST YEAR(1988)
PU :PUBEROGEN(TRADE NAME)
IOD:INITIAL OOCYTE DIAMTER;

.56-.67
.67
.90

.60-.63

.60-.63

.56-.60
.75

.60

.60
.85-.90

.60-.65

.60 申﹒ 70

.60
.63-.70

.46-.48

.42-.52
.58

.47-.48

.42-.52
.58

.36 明 .38
.38

.42-.46

.74-.82

1020
825

23 。
343

OD:OOCYTE DIAMTER

G.V. migration
aVBD
Naturally spawned
and stripped OD:.90

Eggs partially aVBD
Over-ripe

600
336

Naturally spawned
and strlpped;OD:.9 。

117
33
71

Naturally spawned
Stripped OD:.90
Naturally spawned
OD : . 90

728
aVBD
Naturally spawned
OD: .90
Stripped OD:.90
Naturally spawned

51
119

Naturally spawned
and stripped OD:.95

13
84

Naturally spawned
and stripped OD:.95

Eggs
Eggs

partially aVBD
degenerated

IN mm

雄魚健熟仍以HCG 注射來增加精子量 (� 雙 6) .使用但進性轉變之雄魚年齡約 2 十至 4 十共 11
尾 , 以HCG 每隔24 小時注射 l 針 , 荷爾蒙劑量由每公斤魚體重 5131U 至 1250IU .注射後瞞天探精共
採得 7 尾石斑魚之椅子 , 其中瑪拉巴石斑 6 尾及背點石 lEI 尾。據捕時擻以注射最後一針後 24 小時內
最佳 , 否則如第 2 尾魚雖同樣可踩得精子 , 但因已闢 3 天之久 , 所採出之精子濃度低而應用於人工繁
殖效果亦差。因此使用 HCG 但進雄魚精子壘 . 1 至 3 針注射皆有效 , 但作用之效果則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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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雄性石斑魚荷爾蒙催熟試驗﹒

Table 6 Summary of hormonal treatments for induced maturation on male groupers ir

表 6

IMPLANTATIONSPERM
C+/-)

INJECTION
DATE DOSE

IU/Ks: BW.
AGE

BODY
WEIGHT

(Kg)

1989.

TRIAL
SPECIES

A.

A.

A.。 1/13 35.3 mg
+

750PU
750PU
750PU

A.+C.mg。 1/18 21
+

1026PU

1026PU
+

。

1015801900128

句

�.�.Tu,
品
、

-a
司
A

可
本

4i

吋
-4

司
主
司
斗
。

t

呵
呵
4

兩
A

司
A

啥
A///////////f//55555555555555nuAMAMAunvhunununuhMAunvnunv

NO.

。 1/13 64.4 mg

mg。 1/18 24.7

513PU “

513PU
1034PU
1034PU
1034PU

3+

2+

3.90

1.45

m.

m.

E.

E.

1

2

2+2.00m.E.3

2-+-1.95E. m.4

22.6

A.+C.

05/03 <1988)
mg MT.

。 1/18 20 mg

921PU

921PU
1000PU
1000PU

。 1/18 64.33 mg A.
01/18 19.38 mg A.

+

816PU
833PU

+
MT.

。 1/18 22 mg A.-+-C.

+
893PU
893PU

。5/19
OS/23
OS/24
OS/25
OS/24
OS/24
OS/25
06/01
06/02
05/18
05/19
OS/20
05/31
06/01

3

2+

3.80

1.50

m.E.

E.

5

2+
2+

2.45
2.40

m.

E.
E.

6

7
8

m.
m.

mg18。 1/18

+
1250PU

lll1PU
lll1PU

2+

2+

1.60

1.35

m.

f.

E.

E.

9

10

4+5.60f.E.11

�:cPU :PUBEROGENCTRADE NAME)
A. :MIXING ANDROGEN
MT. :17 α -METHYLTESTOSTERONE
A.+C. :MIXING ANDROGENCCEl.LULOSE)
E. m. :Epine ρ he/us ma/abaricus

E. f. :Epine ρhe/us lario

四、繁殖力 :
石斑魚經促進性轉變及催熟排卵後試行人工搜捕

, 以了解人工育成之石斑種魚所具繁衍下一代 ,

能力 , 其結果如表 7 所示 , 由 5 月至 6 月共試了 6 次
, 雄魚完全使用當年培育性轉變之魚。雌魚則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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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點石斑係魚揖培育去年成熟或產過卵之魚 , 但三者問以產過卵再成熟之魚可採得之卵數較多。卵以
採卵方式取得 , 採卵數由 5 萬至82 萬起 , 經乾導法人工授楠 , 受精率最低5.34%; ;最高59.87% ; 孵

化率最高為 63.2% ' 最低為 0 。其中以第 4 及第 5 次之受輛車輿孵化率最佳 , 第 2 及第 6 組最差 , 孵
化率皆為 0 ' 背點石斑與喝拉巴石斑雜交魚茵的胚胎發育至孵化

, 於水溫28
�C時需20 小時左右

(1 的。

石班魚繁殖力試驗

Table 7 The fertility test of groupers in 1989.

表 7

TR IAL
NO. DATE

M且正
SPECIES BW.

(I{g)

FEMALE

SPECIES B'il.
(I{g)

EGGS OF

STRIPPED
(1000)

PERT IL IZA T ION
RATE

Ot)

HA ﹒跎HING
RATE

(%)

1 05/12 E. m. 1.95 E. f. .. 6.0 825 12.12 8.75

2 05/2 。 E. f. 1.35 E. f." 10.0 336 5.34

3 。5/25 E. m. 1.5 。 E. f. 6.4 33 23.50 3.70

4 。5/25 E. m. 2.40 E. f. 5.0 51 45.64 63.20

5 06/02 E. m. 1.60 E. f." 5.1 343 59.87 33.36

6 06/03 E. m. 1.60 E. f. 5.5 84 6.70

* :SPAVNED LAST YEAR(1988)

BW. :BODY WEIGHT

E. m. :Epine ρhelus malaba)'icus
E. f.: 砂 inePhelus fario

言寸 論

石斑魚人工繁殖之重點在於雄魚之取得困難又不易揖作 , 所以能短期內培育雄魚成功之方法為最
可行之途徑 , 現經幾年之促進性轉變研究。 .11.1 旬 , 埋植法實為一種簡便經濟又有效之方法 , 本試驗植
入藥物之種類與劑軍仍和葉等 (1988)

(11)
所用類似 , 以 17 α -methyltestosterone 及 Mixing an-

drogen (Testosterone:Testosterone propionate: 17 a-methyltestosterone) 為主 , 劑量由 5.0mg/

M至20mg/kg 魚體重。但此次所用藥誼之粘著劑有 3 尾不悶
, 係使用 cellulose 取代原來之 Cocooa

butter 據葉 (1988) 川研究 , Cocooa butter 之比例不同 , 則促進性轉變效果亦有異 , 又Carosfeld

et a1. (1988) (17)
在使用 LH.RHa 黨組埋植時 , 亦提到以Cellula 自取代部分膽固醇成分

, 有加速藥

拉 (pellet) 之釋放作用
, 所以本試驗嘗試以Cell 叫0記來取代Cocooa butter 看不同粘著劑之功用

,

有無同樣效果。由於使用 Cellul 臼e 來製作藥拉 (pellet)
, 其成型較易而且由試臨結果知但進性轉變

之效果並無影嚮 ' 所以在缺乏Cocooa butter 時可用來取代。男在荷爾蒙種類之藥殼上
, 還是以混合

雄性素黨組較佳 , 使用之魚全可採到精子 , 與 1988 年研究相同 , 混合雄性業大於甲基畢丸間閉嘴效 ,

故荷爾蒙之使用 , 建議以混合雄性素之配方作為促進性轉變之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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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活化力之表示 , 主要在於客觀及主觀之程度是否具有一定的可被接受標準 ' 能不失客觀而又

越容易判斷的就越具代衰性。一般衰示活化力都是看椅子在活化後
, 能活動的所佔比例。如依活動力

(active) 所佔比例分一至 +++ 撮 , 每級以25% 為等級 (Withler & Um,1982)
(l8), 或以自動力﹒

(m 叫 ile) 所佔比例分 0 至 4 鼠 , 每組亦差25% (Goodall et al. 1989)
(珊 , 但其活動力或自動力之

認同標準卻沒有
, 易引起判定差異。所以本試驗在探討精子之 ,活化力前 , 先嘗試利用精子瞬間移動之

距離定其活動力之等級
, 做為以後活化力之判斷依攤。

由活動力等級所定出之活化力其特點有 (1) 可區分出活化力之優劣等級 (2) 從移動距離及所佔比例定

出精于整體之活化力比較有判斷依據(3) 在定活動力等級標車時 , 同時也進行人工授糟 , 從孵化出于魚

來反聾等級標準定的確實 (4) 精子之活動力是隨時間而遞棋 , 從何種活動等級所佔比例多寡 , 可了解椅
子活化後約處於何種狀態 , 可當人工授構應用時之參考(5) 有些精子成熟度不鉤 , 雖能被活化 , 但活化
力卻不佳 , 由此等級標準可篩選一些劣級椅子 , 對提高受精寧與孵化率有很大助益。

石斑魚椅子被活化後之活存時間 , 攝禦等 (1988)
(11)
觀察有90 分鐘 , 以前 10 分鐘之活化力最佳

, 然本試驗轎子活化後活存時間為60 分鐘左右比較短些 , 而活動情形亦以 10 分鐘內佳 , 在許多動物繁
殖力與精子活動性及時間有很大相關棚 , 增加精子活動時間及改進精于保存之稀釋被 (medium) 可

捶高繁礦力。據 Withler and Urn (1982)
(18)
研究 , 石斑魚鴨子置於位溫之DMSO 過度 10% 下可有

2 天的保存能力 , 鈴木敬二等 (1989) 側亦指自石斑魚精巢切片釋出之精子懸浮散在 4
�C 下置於生

理食鹽水 , DMSO 及甘油中可做較長時間之保存 ; 另Saad et al. (1988) 則對鱷魚 ( Cyprin 附 ca 弘

ρ io) ,Chao et al. (1975)
(22)
對鱷魚 ; 吳郭魚 (Chao et al. 1987) (23);Baynes & Scott (1987

) 也叫對 trout;Leung (1987) (25)
對鱷魚及Rana & McAndrew (1989) 忱的對吳郭魚等皆提到椅子之

垣期保存方法 , 從 7 個小時至數遍不等。而本試驗此次嘗試低溫冷藏保存
, 除了生理食鹽水可保存 9

天 , DMSO 之濃度 5% 及10% 可保存 4 小時外 , 餘皆失敗。究其原因可能是稀釋權 (medium) 配製

不妥 , 未添加拉生索及調整其滲透壓之故 , 因據Goodall et al. (1989)
(l8)
研究Summer whiting (

Sill ago ci 1 i ata) 指出海還壓為控制精子活化最主要因子 , 另溫度 , 陽離子及代謝物質都會影嚮活動
力。而抗生索之添加對於石斑魚精子之保存 , 據鈴木敬二等 t叫研究 , Streptomycin 及Neomycin 比

Penicillin 佳又比未舔加組更佳。 Sa ad et al. (1988) 側亦指出 Antibiotic 之舔加可延長保存精子由

原來 2 天變成 6-8 天之活動力。對 Salmonides 亦有同樣效果 , 能保持活存更久 (Sto 部 et al. 1983

為短時間內催熟種魚之目的或增加精子置 , 一般採用注射法 , 使用之荷爾蒙有 HCG,LH,FSH 及

LH.RHa 等 . .或以埋植法植入荷爾蒙所製之藥控 , 但欲極短時間內促使石種魚排卵還是以BCG 注射

敷果佳 t的。本試驗亦只用 HCG 來促進雌魚產卵及增加雄魚精子量 , 結果對但進產卵及增加精子量有
效。但雄魚經荷蘭黨處理後 , 產生精子之效用期間短 , 無法維持較長時間 , 本試驗在注射完24 小時後

所採得之椅子與闢 3 天後所踩得之精子量的結果差異就很大。 Saad & Billard (1987) 剛對鯉魚之

精被收集 , 從注射後 12 小時開始 , 最多置在24/J 、時處 , 較少量在 48 至 96 小時 , 俟第 8 天時巴踩不到。

且越晚騙到之精子使卵受輔之能力越差。同樣若保存越久之精子其活力有減弱現象 , 如Epinephelus

tauvina 之椅子經保存 6 天後 , 只剩下 5% 之活化力使卵受僻的。

此次所選用雌親魚係還錢年來由魚溫培育出之成熟魚 , 有些在去年雖成熟但未產卵 , 自連續幾次
促進產卵 , 可知石斑魚在魚墟中可以連續成熟及產卵 , 林等 (1987 '

1988) (6.30) 亦指出捕自天然海域

之石斑種魚於魚坦人工蓄養於隔年同樣會成熟產卵 , 而且從本試驗知以前產過卵者 , 在本年度之踩卵
數皆比未產過卵者多 , 因此石斑魚重覆做為種魚其妓果更佳。

由第一尾石斑苗孵出 , 意謂著石斑魚人工繁殖又邁入另一領域 , 完全由魚堪短期內培育成之種魚
同樣具有生描能力 , 不捕 f'� 完全依賴天然巨大 ;或多齡之 {j 研肺魚 , 雌本次試驗 6 次人 .I: 被精 Itt' '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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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並無孵出魚苗 , 究其原因可能是此次繁殖之卵係完全為人工採卵 , 自然產卵者皆未用 , 而採卵時機
則關係著卵過熱或未熟導至影嚮受精率及孵化率。而且每種魚之最適踩卵時間不同

31) , 如 Bass (

Morone saxatilis) 需在排卵 (Ovulation) 1 小時內 (32) : Clarias macrocePhalus 10 小時 (Mollah

and Tan 1983) (33);Salmo gairdneri 6天內 (Bry,1981)
(34)
進行。由本試驗知第 2 次人工授精就是

太早踩卵 , 雖踩卵數多但油球尚存在 2 至 3 個 , 卵尚未完全成熟 ( 油球單一時為完全成熟 ) , 導至受
精率蓋孵化率更差。而第 6 次人工授輔之蝶卵則太晚

, 在魚已將大部分卵產出後 , 探其剩餘之卵 , 所
以採卵數亦少 , 而因卵已過熱對於受輛車及孵化率皆不好 ; 反之餘 4 次皆於油球單一時所採之卵進行

人工搜捕 , 其受精率皆有 12% 以上。

此次人工育成石斑種魚之生殖力探討 , 雖然最後只孵化出青點石斑 ( 雌 ) 與瑪拉巴石斑 (雄 ) 之

雜交仔魚 , 背點石斑之單一種未孵化出 , 但究其因可能在於探卵時攝之故 , 並非買賣魚不具生殖能力 ,

因其雄魚之精子活力亦非常佳 , 經活化時皆里 ++++ 鼠。而瑪拉巴石斑廣熟雌魚朱捕提到
, 所以亦

無魚苗孵出 , 故背點石斑及瑪拉巴石斑與復蛇間雌雄之雜交繁殖比較為今後研究重點 , 藉以尋找出更
佳之新品種。

摘 要

如何在短時間內育成大壘成熟石斑種魚與所育成之種魚能繁衍下一代為石斑魚人工繁殖成功及大

量推廣之重要關鍵。本試驗即以瞳植荷蘭黨促進性轉變之按衛 , 再配合親魚值熱方法 , 擇對自性轉變
產生之椅子活化後的特性 , 以及試行人工繁殖 ' 來驗種培育投術可行性與人工所培育之石斑種魚同樣
具有生殖能力 , 實驗經施行後其結果如下 :
一、以雄性景之甲基畢丸圖蘭及混合雄性素 ( 甲基畢丸圓觀十畢丸國閉+ 丙酸畢丸聞觀 ) 為黨組 , 埋
植劑量 8 至 19.6mg/kg 魚體重來促進性轉變為短時間內培育雌性種魚有效又簡便之方法。

二、精子活化後之活動力 , 依其瞬間移動距離約可分為非常活潭 , 很活禮 , 活囂 , 不活種及不動 5 個

等級。

三、精子以海水活化後 , 從開始動至停止約 60 分鐘 , 以前 10 分鐘非常活潑 , 適合做為人工授精之用。

四、精于經生理食鹽水或 5 %DMSO 稀釋被保存2.5 小時後
, 經海水活化 , 其活化力以 5 分鐘內之活

化力佳 , 又經一段時間後 , 生理食鹽水內之精子活動力較 5% 之DMSO 佳。

五、置 4 至 8 �C下 , 不同稀釋被對精子之短期保存效果 , 以生理食鹽水內 9 天最佳 , DMSO 濃度 5

% 及10% 中 4 個小時次之。

六、雌雄種魚皆可以 HCG 值熟 , 劑量為500 至 10001U /Kg 魚體重
, 注射 2 至 3 針即可

, 產卵數最高
184 萬拉 , 最差 9 萬 7 千艦。

七、雌背點石斑輿雄背點石斑或瑪扭巴石斑人工授精 , 採卵數由 5 萬至 82 萬粒
, 受精率最高 59.87%

E 最低5.34%
' 孵化學最高63.20% ' 最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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