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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鰻培育及人工催熟試驗

白志年﹒余廷基

Experiments on the .nduced maturi ty of

Eel ( Anguilla JapO1U ca 〉 by' inject ion

or fed wi ih Hormone

]yb-Nain Pal ahd T ing ﹒Ch.i Yu

In this experiment, we injected chroionic gonadotropin (Gona-hormone) plus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ituitory to induce maturity of eels (Anguilla japonica).

We found the i吋 ection was useless and the body weight of eels were decreasing, when

But once added one pituitary, the primary body weight gain rate of eelsadded no pituitary:

was slower than. added two.

On the other hand, an observation study was prosecuted. We fed eels cultured in concrete

pond witJt hormone diet, and there were same eels with swollen belly to be found at the .end

period.

會首 雷

長久以來
, 人們嘗試以人為方式利用椅萬車來但還鱷魚成熟的試驗一直在進行薯 , 其所使用的激

素有哺乳類的生殖服刺激椅聶孽
, 桂魚類的腦下車體 , 鯉魚腦下垂體 , 西那荷林 ( Synaboria ) 荷蘭

豪針劑、哥挪 (Gona ) 荷萬事注射劑 .. .. ..等。其鱷魚的來游者捕提自河口的降海型饋 , 有來自池中
養殖之鱷魚。而其結果雖少數有突磁性的發展

, 侶大部份均無法使其正常韓卵 , 讀研排出的卵不能正
常受精和發生。這也許是促進成熟的方式

, 處理所使用藥劑的種類和數量等因素所影響。因此到目前
為止一直無法得到一套確實、穩定和完全的人工鋪殖方淫。然鰻魚人工繁殖試驗成功的教盆一直受各

方所囑自興期待 , 尤其在體苗來頓不穩定與嚴重缺乏的陰影下 , 業界更迫切的希望鰻魚人工繁殖之早
日成劫 , 以開發鰻苗的新來轍。因此本試驗之目的乃在於尋求更有殼的催熱方式 , 希望早日完成艘魚

人工繁殖的試驗 , 解決 * 省體苗來輝的問題。
材料與方法

-材料 :

(→種體 : 本次實驗所使用之種體係捕提自本分所池中所聲殖兩年以上
, 選取體型肥滿度高 , 體康情

況良好之悔魚 ( Anguilla japonica ) 。

仁)人工謂合荷蘭寮針劑 :

l.MO 針劑之調配 : 將 Cbroionic gonadotropin
( 融毛膜性腺激棄〉樁解於棕合維生棄權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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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蕪儲水 2 : 3 之混合液中 , 使其濃度為 1000 工U./cc. 。

2.M 1 針劑之調配 : 取 MO 針劑每注射一尾艘魚添加一個鯉魚腦下垂體。
3.M 2 針劑之調配 : 取MO 針劑每注射一尾鰻魚添加二個鱷魚腦下垂體。
4.M 3 針劑之調配 : 取MO 針劑每注射一尾蟬魚添加五個鰻魚腦下垂體。

何添加荷爾蒙飼料 :
1. 每 500 g. DO 飼料之詞配 : 取成蟬配合飼料 250 g. 詢和 250 cc. 水攪拌成塊狀。

2. 每 500 g. D1 飼料之繭配 : 取成鰻配合飼料 245 g. 混合 5 g. Vito E.C 飼料融 ) , βhroionic
gonadotropin 500 IU.

' 詢和水 250 cc. 攪拌成塊狀。
三毛實驗方法:

H 注射值熟試驗 :
1. 室內催熟試驗 : 將 8 尾血海水馴化之雌鰻分成間組 , 每組 2 尾 ,

各飼育於室內一噸之塑膠桶中, 水煤約 50 咀。試驗期間採流水式 , 自然光照 , 在常溫之環境下 , 每週各施以 MO, Ml, M2
, M3 四種詢和荷蘭蒙針劑。每尾每次注射暈為 O.5'cG 注射蔽 , 注射時並測其體重變化情形。

2. 室外催熟試驗 : 取六尾雌連長分成三組 , 每組各二尾 , 分別飼育在 40 個叫Oem 勻。但之有蓋箱
綱中 ,

平時宜 � 在室外 6m*3m 水深 1.5m 之海 zj( 水泥泊中 ,
待每過實施催熟注射時才吊起分別

施以 MO,M1,M2 三種荷衡量使針劑 ,
每尾雌揖每次注射量亦為 0.5 cc. ' 注射時並記錄其體重變化情形。

叫口服有爾康值熟觀察 :
還取 100 尾鱷魚這觀分成 2 組 C DO, D 1 ) 分別蓄養在 6m 刊m ﹒ 2m 之海水水泥池中 , 先以

DO 飼料國 II 餌一段時間 , 待兩組艘魚熟悉攝食後再分別銅以定量之 DO, D1 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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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M 1 組鰻魚之體重變化與各週增重率
Weight Varia'tion and Weight! Gain Rate of the Ells in N 1 Group

N 1 (1)

4 站
N 1 (2)

450

營 428
縛 , 一1.18

425
o
428

-1.18
4 招

-1. 18
428

-1.18
458
5.8 月

445
4.71
475
11.76
498
15.29
555
泊 .59

'AFOO0

,4,i

月

tAa
τ

AUZFOtARK-0

月,

FU151068

是

84550.B:0.5

自
﹒

5.0.7.7.7.0125778041414644444551515253

N 1 (3)
325

325
o
330
1. 54
325
。

315
-3.08

328
.92
319

-1. 85
3 站
3.08
370
13. 仿
385

18.46

450
38.46

*
**

: BODY WEIGHT
: WEIGHT GAIN

OF EACH WEEK.
RATE. CWf.GAIN/INI .Wf. *100%).

τ'ab 1 e 3

SA 恥1PLE
INI . WI' 。

WEEKS

1.

2.

3.

4

5.

6.

7.

8.

9.

10.

N 1 (4)
560

588
3.57
57-0
1. 79
575
2.68
578
1:79
5 個
o
578
1. 79
560
。

o
o
o
o
o
o

AVERAGE WI'.
GAIN RATE

.88

1.11

2.04

.49

1.05

2.85

4.73

13.72

20.51

33.02

表 3 M2 組鰻魚之體重變化與各週增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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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MO 組鰻魚體重變化之情形。

A 表示死亡前最後一次稱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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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 M I 組鰻魚體重慶化之情形。

Fig.2 WeightvariatioD of MI group.

圖 3 M2 組鰻魚體重變化之情形 o

Fig.3 Weight variation of � 也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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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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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I)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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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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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M 3 組蟬魚體重變化之情形。

Fig.4 Weig!1t variation of M3 group.

(A)

(C)

(B)

照片 5 鰻魚卵巢卵之比較 : (A) 未催熟者。 (B) 經 M2 針劑催熟八週。

的經 M 1 針劑 {崔熟十一週。

Plate 5

ma tur i ty af ter 8 weeks by M2

C αn戶 rison of the eggs of eels (的 Unmaturity, (B) induced

injection. (C) induced maturity

after 11 weeks by Ml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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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試驗期間各組雌披在經過多次人工荷爾蒙針劑注射後出現各種不同之體重變化。表一~ 四所示為
各組雌觀之初體重及各週實施催熟注射時之體單記錄及增重嚀。 MO(I) , MO(2) 為室內催熱組 , MO(3),

MO(4) 為室外催熟組。其餘 Ml , M2, M3 組之編蟑與 MO 組組悶 ,
惟 M3 組無室外檻熟。國 1--4 所示為

經過十二週之催熟試驗 , 各組雌鱷體重變化情瑕。自實驗結果看來 : 注射MO 針劑之各尾雌 1續其體重

在催熟期間均不見增加 , 反而有逐漸降低的趨勢。而 M 0 (1)雌艦在注射第十週後死亡 , 死因不明。比

較表二興衰三之平均增重率 ; 我們不難發現 M2 組繞一般比 M 1 組般有較早且較急速的初期增重嚀。

依攝過去實驗的結果表示 ; 注射胡期的增重寧愈急速者其卵巢卵的發育誰不均勻。因此可推測得知HI

組廳比 M2 組有較佳的催熟教果 ( 國 5 ) 。由本次實驗的結果看來 ; 在室內水躁。 .5 m 之塑膠桶內或

宣於室外 1.5m 水深之箱網中對雌鰻進行注射儡熟似乎沒有顯著的差異。注射 M3 針劑之兩尾雌臨在

進行到第四迦時自仰自始且現急速的增量, 由此可斷定使用鰻魚腦下垂體對鰻魚的催熟亦具赦力 , 唯其
濃度與敷果之關係如何 ? 則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末實驗中部份說魚在催熟期間死於不明原因 , 或在
腹部膨脹後因脫肛而死亡。

觀察池中鰻魚口服荷爾豪之結果 ; 我們發現自於環攝的變遷以致剛放入水泥地的鱷魚有一段時間

並不進食 , 讀經過一俊樹餌期後才開始組食宿醋霉的飼料。另外在冬天低水溫期水泥地中的鰻魚亦有
節食的現象 , 因此 D 1 組揖魚真正食用 D 1 飼料的時間是從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下旬。而且為了避免對

艘魚騷擾而引起斷食現象 , 其間裁們並不實施盡量制定。唯至次年一月下旬發現池中有數尾腹部膨脹
而肥滿度特別高之雌蟬 , 於是捕提其中一尾解剖觀察之 ; 結果發現其卵巢的高度比一般未催熟的鰻魚

高 ( 國 6 ) , 此外亦可明融地觀察到分布著鹽富的徵血管。另外文捕提二尾放置在室內塑膠桶中進行
催熱注射 , 惟其重量卸再也不見有增加的趨勢。而其餘留在池中較豐瀚的雌鰻亦不見有進一步的發育。

(A)

照片 6

(劫

雌鐘愛卵巢之比較弘 )飼育 D 1 飼料者。
(到餌育 DO 飼料者。

Plate 6 Comparison of the ovaty of (A) FEd with Dl diet.

(B)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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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寸 論

本實驗的目的主要乃在尋求雌鰻催熟的有數途哩。刺用鯉魚腦下垂體混合 Gena 注射液已故證賞

對許多種魚類具有催熟或催生的故果。對鰻魚而言 ; 則已確定對雄鰻具有催熟並有促使排精的教果。

然對雌鰻而霄 , 雖有催熟敷果但始終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
而且不同濃度的腦下垂體所造成的教果

亦有所差異。由此次實驗的結果 ; 我們發現 M 1 針劑所添加鯉魚腦下垂體的濃度似乎比MO,M2 針
劑來得合適。由 MO 組催熟的結果顧示 ; 缺乏腦下垂體的針劑對雌蟬的催熟是不具劫致的 ( 圖 1 ) ,
而且由於催熟期間鰻魚 I3D 行停食 , 體重的誠少正騙示生理所蜜的能量乃消耗自本身之體質。而 M2 組

所添加鯉魚腦下垂體的濃度大於 M1 組 , 惟其得到的結果封是使用太多的濃度來但使卵巢發育會得到
較早的增重及初期增重率急速的增加 , 其後果是卵巢卵的發育較急迫 , 但卵粒的發育卸顯著的不均勻。

另外本次實驗首次嘗試以鰻魚腦下垂體取代鯉魚腦下垂體 , 其催熟敷果見於M3 實驗組 ; 急速的

初期增重率〈圈 4 ) 頡示添加鰻魚腦下垂體的 Gena 注射液對雌鰻的催熟頗具敷果。唯本次乃以每尾

每次注射時添加五個攝魚腦下垂體 ,
因此若能滅少至適當的用量或許能得到較緩和的教果而獲得較佳

的卵質 Q

由於實施注射催熟時總會引起鰻魚的停食 ,
體弱的現象 , 因此一般認為卵巢的發育不良主要原因

乃由於營養不足所引起。因是若能改以口 n� 方式進行催熟 , 則能提供卵巢發育研讀之聲分 ,
而培育出

高成熟度之健康種躍。由本次觀察的結果 ; 我們認為或許因為催熟的時間太晚或太起 ( 鰻魚攝食的時

間從 10 月中旬到 11 月下旬 ; 為期約只 1 個月 ) , 致在時強及數果上不足以達到成熟的階殼。因此以
後若能將飼育荷蘭蒙飼料的時間提早並延長 , 尤其獨注意配合其產卵時期 , 則相信在催熟敷果上會得
到較佳的卵粒。

摘 要

;;$: 實驗在於利用 Gena 荷蘭豪針劑對雌鰻進行注射催熟時 , 比較其所添加腦下垂體濃度之故果。
結果發現鱷魚無添加腦下垂體者不但不能促使增重且有體重遞誠之現象。每次添加一個鯉魚腦下垂體

者比添加兩個者有較和麓的初期增重嚀。此外 ; 添加鰻魚腦下垂體者亦能促使卵巢發育 , 然其濃度與
敷果之關係尚待進一步之探討。另外於室外水泥地進行口服福爾蒙飼料催熟觀察時 ; 發現數尾腹部星

豐漏、肥滿度特高之雌蟬 ,
顯示口服荷蘭蒙對雌輯之催熟亦具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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