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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促進膏無石斑性轉變之性腺類固醇激素分泌研究

葉信利﹒ T 雲源﹒余王林

Studies on the steroid secretion of blue-spotted

grouper ( Epinephels fario THUNBERG) wi th

hormone treatment

Sbinn-L ih YI曲 , Yun 剖Ian Ting and John Yub-Lin Yu

For the �urpose of study steroid secretion in relation to gon'ldal development during sex

change and maturation stage of grouper. The blue-spotted grouper (about 2 years of age) were

made to 17£-methyltestosterone treatment. Groupers were

treated from January to June, 1985 by oral application method and the fish were sampled for

induce sexual conversIon with

observation of liver, gonadal weights and blood samples. Blood estradiol-17� and androgen

were quantified by radioimmunoassays. Then,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sed as follow:

The gonadosomatic index was highest in Jq1y, and the mature female whereas, was over

2.0 %

2

Iv of female and male3.

4.

(1632.25 pg/ml serum).

The estradiol-1713 and androgen level peaked in the stage of ovary and testis final

maturation but low in the intersex period.

5. The androgen levels correlated well with the gonadosomatic indice of female, and

correlated well with the hepatosomatic indice of male.

育會 雷

會點石斑 ( Epinephelus lario THUNBERG) , 英名 trout reefcode, blue-spotted

grouper' 和蛙形右斑 (E ρ的妙的 Ius salmonoides LACE PEDE)' 統俗稱為朱郭魚讀蝠描魚
,
篇石斑魚中高值體濟揮廣魚種之一。頗受東南亞及本省消費者喜好 , 台商每年均大 1費外銷至香港。

然基於市場需要目增 ,
而撈捕自然海域供為養殖用魚苗供聽運有不足之現象 , 乃鑫迫切需人工繁殖設術之確立

, 解決魚苗來頓之問題。但石頭魚為峰蜂閱價雌性免熟型 ( protogynous hermaphroditis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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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魚 , 通常雌魚需 2 至 5 年
, 雖魚 8 至 11 年才會成熟

(8) ,
成熟種魚之來憊 , 尤其是雄性種魚之獲得

, 一直是石斑魚人工繁殖技桶上之瘋頭。並且以往對於石班魚之研究 , 偏重於養殖方面及利用搞自海
棋天然種魚之繁殖試驗

(4) , (
肘 . (8)

‘

(7)
缺少提及生理學方面之研究。但近年來 , 對於解訣這人工繁

殖雄性種魚來聽困難 , 碩大不易處理方面 , 則正著重於利用人為方式 , 促進石斑魚提前性轉變 , 提早
得到雌性種魚 , 並經 Chen et al 0977 ) (8)

對鱷滑石蘊 ( Epi ne. ρ,he lust auv i 削 ) , 賽等 (1986 )

(9) 對青點石斑、蛙形石涯 , 利用雄性素 ( Androgen) 先後成功使雌性石斑魚性轉變成雄性石麗魚 ,

證賣了內分湛學對* 產獲殖上之應用與發展性。
雖目前已能成功便石班魚性轉變 , 然對石班魚性朦荷萬車臣之分部型態及機飽之報告尚缺乏 , 不管

是天然種魚生殖週期之分 w 型態或是性轉賣方面之分草包型態。所以有必要對性廳顯固醇激索分部攝制
加以探討

, 本實驗郎在人工但進石謹魚性轉變成劫後 , 進一步研究性轉變過程及卵換發育過程中 , 性

腺顯圈醇激索分都型路與世線發育之關係 , 做為培育石斑種魚人工控制生殖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材料 :
以 2 齡左右之膏點石斑 (E. Iairo ) 52 馬

, 平均體畏 46.57 去分 , 平均體重 1.69 公斤分成 A

、 B 、 C 三組。男 36 尾 , 平均體長 50.17 公分 , 平均體重 1.96 企斤 , 分成 D 、 E 二組為試驗魚 , 定
期探樣發習 j量:之平均體重偉長如表 1 所示的

方法 :
1. 荷商議處理 :

1985 年元月底至 ]985 年 6 月中旬 ,A 、 C 、 D 三組使用 17 α - Methyltestoterone (

Sigma ) 以酒精溶於飼料內 , 經 60 'c' 1 小時烘乾後每日蝕食一次 , 控制j 量每次 A 、 D

組約 1 mg / Kg 魚體重 ,C 組約 0.5 mg /Kg 魚體重 , 每星期投餵椅葡黨 3 至 5 次 , 觀石斑
魚攝食情形加以控甜 , 並於投館接隔日收閱讀餌加以計算殘餌及黨量 , 至實驗結果每尾魚平均
累積劑量如衰 2 所示

, B 、 E 二二姐為對照組 , 不加荷區區黨餘處理皆間。
2. 組織學研究 :

定期採樣 , 以組織石措切片法 , 切取 10-14 UM 之生殖膜組織 , 組H&E 染色後 , 參照
( 1974 ) , 當 ( 1984 ) 帥 , 葉 ( 1986 ) 對石班魚性腺設育型態加以分赦。 I 至V 為卵巢發育
敵 , 祖至珊為世轉變鼠 , 直至耳為精巢發育載。肝臟指數 ( Hepa tosoma tic index, H S I

) 之計算為 : 肝重 ( g ) / 體重 ( g ) x 100 96
' 性腺指數 (Gonadosomatic index, GS I

) 之計算為 : 生殖腺重 ( g ) / 體重 ( g ) x 100 � 悔。

3. 性聽類固醇激素含量之分析 :

每尾魚配合組織採樣時 , 也魚尾動脈抽取 2-3mi 血液
,
先置於室溫中 1 小時

, 待凝固後 , 軍事

至 4'C 冰箱中 1- 2 小時泠存
, 再以 4 一的 , 1500 r 帥 , 15 分 , 離心分離出血講 , 備放於

零下 20.C 以待分析。制定時血清經乙醋萃取後以放射免疫分析法 ( Radioimmunoassay, RI A

〉定量性膜顯回醇激素 Estradiol - 17 戶及 Andngen 之含量 ( 余 , 1986 ) ω。為了解所使用

荷蘭黨 17 α - Methyl testosternne 殘留血清中 RIA 分析時興就體之交互反應
( Cross-

rt:action ) , 乃以說體和畢圖蘭 ( testosterone) 之反應定為 1009 屆 , 瀏定 17 α - me thy-

1 testosterone 之交互反應為 0.95 路 , 故交互反膳度 ( Cross-reactivi tes ) 可宮、略不計。

樣晶之性腺類由醇激素含量係由標準曲總之性陳類固醇激素含量外推而來之相當量。

Tan

結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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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表 2 每尾魚平均荷醋黨累積劑量

Mean ac α.unulative dosage of 17 α叩ethyl testosterone

(mg/Kg Bociy Weight) treated for sp.xual conversion

of every gr ∞per, E. ρ ine ρhelus fario

Group
Feedi ng dosage

(mg/Kg BW)

Accumulative dosage (mg/Kg BW)

May JuneMarch

A 1.0 42.08 91.28 I 56.61

C 0.5 19.86 43.93 69.65

D 1.0 45.95 96.66 1 59. 42

B&E 。 。 o o

Groups Band E: control

,性跟指數之月變化 :
會點石斑之性鵬指數月變化如圖 1 前示 " B 、 E 二組都隨月份改變而增加 , 尤其 E 組 GSI

都比其他組要高 , 且在 7 月份升高至 2.0 以上。 A 、 C 、 D 三組中 ,A 、 C 二組 GSI 值都兌稍升而

後即降 ,D 組則隨月份改變下降 , 此情形典投黨量對 GSI 之影響一致 ( 圖 2 ) , A 、 C 組隨累

積劑量增加 GSI 先稍升後降 ,D 組則隨劑量累積而降 , 所以 B 、 E 二組雌性石種GSI 體季節升高 ,

於 7 月遍增 ;A 、 C 、 D 三組 GSI 之連降則表示投黨後 , 性膜經荷萬黨作用之影書 , 因生殖巢性
轉變而致使 GSI 下降。

三毛性.腺顯固醇激素含量之月變化 :
{生腺顯固醇擻素之捌定以 ( 雌二醇 ) ( Estradiol - 17 f'

) 及雄性素 ( Androgen) 為代表。

雌二醇含量之月費化如圖 3 所示 , 在雌性石謹魚 (B 、 E 二艦〉中 , E 組贖月份改農而升高 , 於
7 月時平均達 79.85 pg/rnt serum, B 組雖隨月份先降 , 但亦於 7 月時間升。貫性石斑魚 A 、 c 、

D 三組中 'C 組隨月份改變而先稍增後降。 D 組則隨月份故慶先稍增後降 , 但於 7 月時罔升至 73.7

間 /me serum 0 而由國 4 所示 , 雖二醇典藥物累積之關係 , 則 c 、 D 二組皆顯出含量髓藥物累積

而降低 'C 組降至平均約 26. 紛跑 /mgserum , D 值為 46.75 pg / me serum °所以
, 雖二醇含

矗立月費化中 , 雌性石斑魚隨月別而改艷 , 於 7 月時最高 ; 變性石謹魚之 Ez-17 戶含量受荷蘭黨

劑量影響較 :a. 月別影響小。

雄性質賢(Androgen) 含量之用費化如圖 5 所示 ,B 組隨用別先降後升﹒ E 組貝。隨用別而增 ,
在 7月時平

均違約 649.6pg/me serumo A 、 D三組則皆隨月別先降 , 至6 、 7月時遍增 'A 組 6 月時平均篇 391 pg/me

serum,D 齣令 7 月時平均則酌 ,632.25 間 /me serum 。而C 組則隨月別變化而遞增 , 7月時平均 1,091.875

pgJmt' serum, 且雄性索含量與投體荷萬黨跟收之累積量濟南相同之關係〈圖 6) .A 、 c 、D三組皆免障而接

連升。所以, 雄性索 (A 咽rogen) 含量之用別變化中 , 雖石斑魚於生殖季 6 、 7 月時遠高品結 ; 而經費性之石盟

黨 , 不僅受季節之影響 , 亦受投飽之荷蘭黨影響 , 於 6 、 7 月時也遠高員長﹒

主苓性跟指數與生殖腺發育敵 E之關係 :

生殖腺發育級 I 至V 為雄石斑魚發育分缸 ,VI 至珊為性轉慶之過程 , 直至直為精巢發育級﹒圖
7 為性腺指數與生殖腺蠶育級之關係 , 雌石班魚 GSI 隨生殖腺發育程度而增加 , 當達3珊珊時 ( 曹〉

跟 ) , GSI 為 2.0 以上。在變性過程中則 GSI 一直下降 , 直至精巢發育時〈直跟 )GSI 才問升 , 觀
示出 , 生殖腺在性轉變過程中逐漸賽轍 , 至精巢形成後 , 才逐漸增大。
呵性線類固醇徹黨含量與生殖腺發育之闢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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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 17 {j 7Jl. 雄偉索 ( Androgen) 含量 , 在石蘊魚之卵巢 , 精卵巢及精巢蠶育過程之廣化如
圖 8 所示。雌二醇 ( E2- 17 戶〉於卵巢發育過程中含量也平均 048.7 pg/me serun 糧漸增至

'19 .85 pg/me serum 。性轉費過程中則由平均 82.24 摺 / me serum 降至 27.85 pg/me
serum, 而在精巢發育過程則增至 73. 7pg /mi

雄性索 ( Androgen) 含量在卵巢發育過程中自 517 間 /mi serum 逐漸擴少 , 至卵巢成熟時才
回升至平均為 693.8 pg/mi serum' 而在費住過程中逐漸擴少 , 至性轉變後精巢發育時則連增至

pg /mi serum.

serum .

1,632.25

因此知 , 雖石謹魚血中之雄二醇 (E20-17 戶〉及雄性紫 (Androgen )含量都在卵巢成熟時連

到高雄。而在性轉費過程中含量隨費性程度而下降
, 至完成性噶廈後 , 才隨生殖融體育而問升。

再性跟顛固醇激絮含量與世線指數、肝攝指數之關係

將瀾得之 GSI7Jl.HSI 分別對雌二酵 (E2 -17 戶 ) , 雄性繁 ( Androgen ) 含量 , 依照挂殖眼
發育程度分為 I 至 XI 級 , I 至 V 巔 , 咱至祖鼠 'IX 至 XI 顱 ,

斑紋至 XI 敵等 5 組 , 利用直
錢、曲線週歸及相關分析 , 分析每組 G SI 、 HSI 對性顛顛圈醇擻素含量關係

' 並以變方分
析 ( Analysis of Variance) 包圍加以被定。躍分析後 , 五組中只有看雄石麗 ( I 至N組 ) ,

GSI 對雌性實含量有正相關存在 , 其方程式為 � y = 230.96+2 位 .98X, r =0.6.6 n=l1, F =
7.85*>F ( VI 三 1 日 = 叫。雖石斑 ( 竄到配制 SI 對雌性索含量 , 有正相關
存在 , 方程式為 : y =- 414.28 + 的 .94X, r=0.84, n=6, F=n.82*>F(

VI 三 i
p = 0.05 ) = 6. 缸 , 餘各組欄係皆不顯著﹒

討 論

魚類之生殖季節推測 , 臨窗魚苗出現時期、體型 ,
頻度判斷 , 以成魚性腺指數 ( GSI ) 之計算

也是最常用及精確之方法Q$ 本制
;
究除同樣以 GSI 變化來觀翻帶點石斑生殖季節外 , 並嚐試以雌二醇

(E2- 17 戶 ) 及雄性樂 ( Androgen) 之含量變化 ,
觀其與生殖月別的關係 , 由結果知雌性會點

石草之雌二醇(E2 -17 月 ) 會最於 7 月份最高 , 雄性黨 ( Androgen) 至 6 、 7月份時連堵 , 告顯
出顛倒性腺指數對季節變化之相關性。E lef thereious et al ( 1968 ) ω亦指出蛙魚生殖腺的發

育和血漿內之雌二醇(E2-17 月〉濃度相關性很大。且桂魚在學丸活動旺盛時期 , GSI 急遍增加
, 血漿內雌性索 ( Estradiol) 含量增加 (Billard et al 1974) 紛。文雄金魚產精前雌性索增

加 ( Shreck, Hopwood 1974) QII , 雌金魚於產卵季節 , 雄性索與雌性索均增加。在雄性免熟 (

P rotandric ) 之性轉變魚類黑觸 , 雌魚亦隨著卵巢之生長 , 雌二醇分早起漸次增加 , 其濃度之高低與
世鵬指數相當吻合 ( 余 , 1986 J 。所以 , 背點石班雌雄魚之世跟頭固醇潮聚會量變化倒可成為生殖
拳節對斷之參考。

以類固醇激素含量來對別性鵬發育之狀況, Pickford et al ( 1957 ) 指出通常在成熟末期

排卵 ( 摘 ) 前 ,
血漿內雄性索及雌性索含量會增加。在雌右蝶魚類雄性素及雌性索含量於生殖休止

期很低 , 後隨著生殖腺再成熟而逐漸增加 , 雄性素於產卵高學期剛開始連最高 ,
於產卵高員長期誠少

雄右鱗魚除雌性索性 , 餘皆顛倒 (Wingfield, Grinm 1977) ω。且繼金魚 C arassius aurat us

之雄性索及雌性素在精于形成過程給了 , 含量都遠高崔 ( Schreck & Hopwood 1974, 比目
) 魚 (Campbell 1975, Campbell et al 1976) 帥 , 00 , 桂魚 ( Billard et al .1978 ) ω ,

Salmo gairbneri (Sanchez, Rodriguez et al 1978) 鉤 , 鯉魚 ( S ivarajah et al

1979 ) ω等亦悶。本實驗會點石斑血被中雌性索及雄性索皆有相同現象 , 雌魚在第 I 、 E 級生殖腺

發育敵時低, 至發育成熟時 (N 組〉岡升﹒男於變性過程中 ( 現至珊敵 ) , 轍素含量一直下降 , 造
精巢成熟 ( X 級 ) 時再罔升。而且木實驗雄性石m魚難為人工促進變性之雄魚 , 但其激素分普普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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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 可觀為早熟 , 在大西洋桂魚 (Salmo salar) 雄性索含量亦有隨早熟而增加之現象 ( Dodd

et al 1980, S tuart-Kregor et iil 1981) ω閣。

魚類於性成熱鬧毆 , 世風指數可代表著發育程度 , 肝騙亦能影響著發育過程 , 尤其在卵細胞成熟
過程 ( vitellogenesis) , 肝鸝接受卵巢分誼之雌二醇而引起卵黃前質 ( vitellogenin ) 之生戚。

Campbell et al ( 1976 ) rzu 指出 , 於辭 (pseudopleuronectes americanus ) 之舉圓聞 (

testosterone) 最大量發現於卵細胞成熟 ( V'itellogenesis ) 中 , 而據研究 testosterone 為許多

魚類之主要雄性素。本研究亦發現在雌性石瑾魚 GSI 對雄性索 ( Androgen) 有正相關存在 , 雌性
石班魚HSI 對雄性索亦有正相關 , 皆顯示出雌性絮含量受生殖腺發育及肝讀之影響。然雌二醇部無
法求出對廳關保 , 究其原因可能為(1) 本實驗之標本數太少 , 變異性大 , 致使原本有對應之關係 , 經
費方被定後無法成立。 (2) 揖性素於誰魚身上費化輝和 , .在雄金魚上亦避現此現象 ( Shreck &

Hopwood 1974 )Q� 0 (3) 受荷蘭黨作用之影響 , 於 17 α - Methyl testostorone 繭激性轉慶之過程

中 , 抑制雌二醇之分摳 , 自圈 8 可知雄二醇在費住期中一直下降 , 而在對閑之雌性則無此現象。
本研究為首度探討有關石斑魚成熟及費住過程中 , 佳釀顯固醇擻 , 層分誼與生殖廳發育 , 肝蜻重

量之關保。而變住過程類固醇擻黨分部探討, 係以人工使握住轉費之結果作研究 ,
若有自然性轉賣過

程之石理魚性腺顛固醇激察分涵之型鸝加以配會對照 , 則對石班魚生殖生理與內分誼之翩係 , 將會有
更進一步之了解。

摘 要

會點石斑 ( 2 齡左右〉於民國 74 年元月底至 6 月中旬 ,
以 17 α - Me thy I tes tos terone 、投蟬 ,

研究其性臉頰固醇激素分路與性腺發育之關係。血中雌二醇及雄性素以放射性免疫分析法定量 , 其結
果大致如下 :
守住臨指數最高於 7 月 , 雌魚連 2.0 以上。

三毛血中雌二醇含量 , 雌魚最高在 7 月連 79.85 pg / mt serum 。變性中石班員。明顯受荷厲聲 "J 量影
響 , 逐漸降低至 7 月初 26.46 pg/mt serum, 而後性轉賽成雄性時再升高至 73.7 pg/mt

serum 。

再雄性索於血中含量 ,
雌石謹魚及變性石種魚皆於 7 月時連萬畫展 , 雄性為 649.6 pg/mt

性後石謹魚為 1,632.25 pg /mt serum 。

用雌二醇及雄性索含量都在卵巢發育成熟時 , 產生高雄 , 性轉費過程中降低 , 至磨成精巢後叉升高。
苓雌性 ,百班魚之性鵬指數對雄性素含量 ,

雄性石謹魚之肝臟指數對雄性索含量皆成正相關。

serum ,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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