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璟境因子對雌鰻催熟效果之影響研究
柯榮權﹒余廷基

Influence of Some Environment Factors on

Maturing Effect of Female Eel

Thong- Chuan Ko and Ting 一Chi Yu

The pond-cultured eel(A. japonica)

acetone-dr ied pi tui tary glands of corrmon carp and HCG. The environm 回 t

affecting maturity of eel was studi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aft�r

stocked in sea water was injected wi th

factors

1. The female eel could

ment with hormone.

. reach to mature stage 14-20 times treat ﹒

The gonad sufficient index was 54.1-55.4% and the complete

mature eggs were 82-90% in all ovarian eggs.
. 2. The result of induCing maturation of female eel was good to

mination condi tion, and it could improve the inducing maturi ty

tempera ture to ab α且 t 20 � C, and it wa s bad to increase salin ity.

3. There was no influence to the result of inducing maturation o.f .female 'eel

after the dosage of injection got

increase ill u-
to raise water

certain numberS.

前 ' 雷

鰻魚人工催熟繁禮之有關研究甚多,
其研究內容主要著重於各種荷蘭豪之處理影醬、生殖腺之成

熟度及卵組胞之發育等方面之問題
,
有關環境因于對鰻魚糧熟之影曹則尚無有蛇方面之報告發現。國

內外鰻魚值熟繁殖研究
,
積二十餘年來之試數成果顯示

, 迄今尚無法有蝴包控制檻熱方語 , 雌鰻能成
功地處理至成熟排卵受捕者於天然種艘中仍然是試融中之極少數 ,

在池中養殖儼中至目前也僅有一尾

。由此可見如何有欽的控制鱷熱方法乃為鱷魚人工繁殖控衡之首要工作
,
能有殼的控制儲熟挂術後方

能提供足夠的成熟鱷以孵化幼苗
,
進而研究培育幼商投街

,
以確立鰻魚人工黨摘之目的。本試驗在探

討溫度、鹽度、光融等理揖因子及不同費量對雌饋佬熟之影響 ,
以作為鱷魚催熟繁殖乙基礎資料。

材料與方計

考試驗用種值取自本分所經三年培養之日本鰻 ' 分成六組試驗
,
每組雌體二尾此六組第 2

l 對照組 : 使用天然海水 ( 聽度 26.-�. 品 ) , 在自然光輝及溫度 (16. -泣。 C) 下進行
, 催熟藥

量為每企斤種體每次鯉魚踏下垂健 2 � 5mg (. 丙闢乾燥重量 ) +HCG50Q I U 。

z 照先組 : 使用天然海水 , 在自然溫度下全日以的燭光目光燈照射 , 催熟槃量與對照組相同。
1 遍脂組 : 使用天然海水

,
在自然溫度下全自四遍均予遞睛

,
催熟藥量與對照組相同。

4. 高鹽組 : 以粗鹽調配天然海水至鹽度 35. 此 ,
在自然光輝及溫度下進行

,
催熟藥量與對照起相同

。

E 加溫組 : 使用天然海水
,
在自然光鸝下進行

, 試驗期間水溫在 20. DC 以 -:f 時以加溫穆加溫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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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熟欒量與對照組相同。
a 高樂量組 : 使用天然海水 , 在自然光鸝及溫度下進行 , 催熟藥量為對照

,
組之二倍。

試驗期間種鰻蓄聲於容積 1.2 噸塑膠桶中
, 全自充份打氣 , 每週於注射後次日換水乙次 , 催熟時

以上述藥劑每遇作筋肉詮射乙款
, 催熟能接近成熟之雌鰻則抽取小部份卵鏡撿 , ιi 了解卿徑大小及卵

質變化情形。

。 c

結 果

二年種鰻與三年種值之成熟度比較 :
池中培養之種鰻成熱情形 , 筆者以同一接群培養之種鰻於 70 年興 71 年分別測定之二年種鰻與三

年種鰻之成熟度如衰 1 所示。

Table 1

表 1 二年種值與三年種鰻未注射前之成熟度指數
Maturity factor of 2 years & 3 years cultured female

eel before injection of hormone",.

體 重 ( 公克 ) 生殖腺重量 ( 公克 ) 成熟度指數 ( 公克 )

2 'years cultured

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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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招 2 3.8 1.0

3 years cultured

eel

566 13.6

9.2

2.4

2.0460

396 7.1 1.8

三年種鰻生殖跟重量 3.8 一 7.2 克 , 成熟度指數 ( 生殖腺重量/ 鰻魚體重 X 100 %) 1. 0 - 1. 5 % '
三年種體生殖臨重量 7.1 -13.6 克 , 成熟度指數 1.8 一 2.4 佑 , 由此可見三年種鱷之生殖服重量與成
熟度指數均大於二年種體。衰 1 中二年種體成熟度指數之平均值為 1. 39 區

, 三年種鰻為 2.1 %' 精者

比較 , 三年種鰻之成熟度指數第二年種鰻之 1.6 倍。

催熟經過 :
種鰻在不同溫度、鹽度、光融等理揖條件下施以鯉魚腦下垂體及 RCG 催熟注射 , 注射韌期鰻魚

體重增加連度均甚幢幢 , 至 6 - 10 * 注射後體重才迅速增加 , 經 14 - 19 次注射後照光組有二尾
,

對照組、加熱血及高樂量組等三組均有一尾雌鰻連到成熟階毆 , 此五尾雌鰻雖均有成熟卵產生 , 但皆
因卵質不佳無法達到排卵受精目標。另五尾雌鰻則均未達到成熟階毆

, 於第 20 - 22 次注射後卵細胞

即開始崩撞衰退。試驗期間高鹽度組二尾雌鰻於第 12 次注射後發生赤點病 , 發病後鰻魚之催熱效果
難免會受到影響 , 因此本組之試驗結果有關責料僅可作為參考 , 其詳細情形則有待於進一步研究才能
確定。

雌鰻之成熟狀況與卵之大小分佈 :
雌鰻經 {崔熟注射 14 .,- 22 次後

, 成熟度指數分別為對照組 55.2 % 與 48.6 街 ( 見表 2 ) , 照光組
54.8 % 興 55. 4 %

' 遞暗組 36.1 %典 42.0 % ' 高鹽度組 28.7% 與 22.6 %' 加溫組 55.2 %興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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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樂量組 50.0 � 屆奧 54.1 佑。雌鰻催熟後之照光組 54.8% 興 55.4� 區 , 連暗組 36.1 � 屆輿 42.0%

' 高鹽度組 28.7 � 屆與 22.6% ' 加溫組 55.2 � 屆興 51.9 � 話 , 高藥量組 50.0 % 輿 54.1% 。雌饋催熟後

之成熟度指數。此六組互相比較以照光組最高 , 加溫超次之 , 對照組興高樂量組甚接近 , 連踏組興高鹽
度組則較差。隊鰻催熟後連成熟者 , 各壓擠 100 粒鏡穢 , 成熟卵所佔百分比分別為對照組No.186 %

, 照光組Nnl 8n 區 ,
No. 2 90 % ' 加溫組 No. 1 82 � 區 , 高黨量組 No. 2 85 � 屆 q 成熟卵具有 12 -� 個小

油球 , 星透明狀 , 其大小為 I.0-L1mm 成熟雌鰻卵之大小分佈情形如圖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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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成熟雌鰻卵巢中卵之大小分佈
Fi 旭g.1 F 、 r閃eq恥u岫釘旬1C叮y d刮is叫tr 吋ibu 凶ti< 泌ons 0叫f egg diameter in ovary of mature female

A: 對照組No. 1 control sec tion No. 1 B : 照光組No. 1 light section No. 1
c: 照光組No. 2 light sect ion No. 2 D : 加溫組No.1 temperature controlled section
E: 高藥量組 No.2 high drug s 是ction No.2 No.1

1.1

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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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No.1 於第 18* 注射後
, 有 86% 卵達到成。熟階跤 , 取 100 粒卵以投影機測定 , 卵粒大小

0.5 -0.6mm 佔 9 %; 0.6 - 0.7 mm 佔 5 % . 1.0 - 1.1 mm 佔 86% 。

照光組No. 1 於第 19 次註射後 , 有前 %卵達到成熟階毀 , 卵粒大小 0.5 一 0.6mm 佔 2 %. p.6

- 0.7 mm 佔 8 佑 .0.9-1.0mm 佔 3 %. 1.0 - 1.1 mm 佔 87% 。

照光組No. 2 於第 16 次注射後 , 有的 %卵撞到成熟階毆 . g�*-'L 大小 0.6 - 0.7 mm 11古 8 % . 0.7

-.0.8 mm 佔 1 � 話 . 0.8- 0.9 mm 估 1 %. 1.0 -:- 1.1 mm 佔 90 % 。

加溫組No.1 於第 14 次注射後
, 有 82% 卵連到成熟階盤 , 卵粒大小 0.5 一 0.6mm 估 14 %.

。 .6 一 0.7mm 佔 2� 話 'O.9-1.0mm 佔 2 � 區 . 1.0-1.1mr 白佔 82 % 。

高藥量組No. 2 於第 18 次注射後 , 有 85% 卵遭到成熟階麓 , 卵粒大小 0.5 - 0.6 mm 佔 7%.

O. 6 - 0.7 mm 估 4 佑 . 0.7 - 0.8 mm 估 3 %. 0.9 - 1.0 mm 佔 1%' 1.0-1.1mm 佔 85 %.

前 論

l 由本試驗得知三年種鰻之成熟度比二年種鰻良好 , 但其成熟度指數亦僅有 1.8 一 2.4% 而己 ,

此若與雄鰻經催熟後之成熟度指數萬連 54% 左右相比則顯然還相差太邊
, 可見經三年培養之雖鰻仍

未有成熟之跡象。由雄鰻生殖廳發育之鰻慢對斷
, 池中培養之雄鰻飲培養至成熟階陸可能獨經歷甚畏

的時間。

Z 雌體經糊糊貴冉說不夠理想 . ,相驗中達成熟之五尾雌鰻大部份卵已連成熟遁明 , 但卵巢
中尚有 10- 18 %的卵未同時達到成熟階毆 , 未成熟卵大部份僅有 0.5 - 0.7 mm 大小

, 尚停留在第

二、第三卵黃球期 , 其大小與成熟卵 1.0.� 1.1 mm 相差約有一倍之多
, 因此若以肉眼觀察 , 卵巢中

,
依卵的大小可分成二群 , 大卵寫成熟透明卵 , 小卵為未成熟卵。受小卵的影響 , 致使卵巢中卵不能分
離 , 而成熟卵在卵巢中退化崩壇 , 不能達到受精孵化目的。卵發育不均 , 卵質不夠理想此種現象在許
多鰻魚催熟之報告

(0(2) (3 )(4 )(5 )(6)
中均有相同之結果 J 因此筆者認為此為對成熟度尚差之鰻魚

強迫體熟的必然結果 , 於此亦可看出對成熟度尚差之魚強迫催熟實非為魚類實施人工繁殖之正逸 , 惟

有從培養高成熟度種體著手乃為最實際之逾徑。

3. G. V. NI KOLSKY
(7)
指出 , 光線能影響生殖臨的發育 , 加強光照對有些魚類能提高成熟 ,

本試驗中照光組之成熟幢幢有二尾 , 而對照組 Itlj 僅有一尾 , 自成熟鱷魚尾數看 , 照光誼之催熱效果比
對照組佳 , 但是若由兩組之成熟度指數比較則難分軒喔 , 成熟速度 ( 可由注射次數表示 ) 亦甚相位。

照光組與對照組之催熱效果雖無極顯著的差異
, 然而遭暗組之儘熱效果則遍遍於對照組與照光組 , 其

成熟度指數均低於對照組典照光組甚多。由此研對光輯對雌饅催熟之效果有影聾
, 木試驗中照光組之

效果不太明顯之原因可能與照光強度有闕 , 因此如何控制照光強度以增加催熱效果則有待於進一步探
討。

4 雌幢幢熟期間溫度控制在 20 DC 左右之催熱效果
, 成熟度指數與對照組相似 , 成熟雌鰻之卵貴

則稱蓋於對照組 , 其卵巢中小卵數目比對照組多 4 %. 催熱至成熟所耗時間加溫組此對照組及其他各
組均少 , 然而卵巢開始崩摟褻退的時間則比對照組及其他各組早 2 -3 星期。

e

E 高藥量對幢熟之效果與對照組甚相倒 , 由此可見催熟藥量達到一定限度後多注射藥量對催熟效
果並無好處 , 但是否會產生不良影響在本試驗中則未發現。

要

本試驗利用麗三年養殖之池中蟬 , 分成六組進行研究 , 以探討溫度、墟廈、光線等單揖因子及藥
量對雌鰻催熟之影響 , 試驗結果摘要如下 :

l 雌鱷趣值熟後 , 照光組有三尾 , 對照組、加溫超及高藥量組各有-尾達到成熟階役 , 成熟鰻魚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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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度指數為 54.1- 55.4 � 區 , 卵巢中成熟卵所估百分比為 82-90%. 因卵巢中尚有 10 - 18 % 的

卵組胞未同時達到成熟 , 致成熟卵未能達到分離受精目標。
Z 溫度、鹽度、光線等單墳因于對幢幢催熟之影響

, 加強光照能增加催熱效果 , 反之遞暗間降低
效果 , 加溫至 20 � C 左右能加速催熟速度 , 但是對於成熟度並無明顯效果 , 增加鹽度 (35 %) 之催

熱效果則不理想。

1 催熟藥量達到一定限度後 , 多注射藥量對雌體之催熱效果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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