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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中養殖鰻魚人工催熟繁殖試驗

郭 洞 蔡添財

Study of Artificial Induced Mat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Eel Anguilla japonica reared in pond

Ko Ho Tsay Tian- Tsair

The years pond cultured Japanese eel CA.. jaPonica) stocking in the plastio tank

without any special treatment, were injected w:ith Carp pituitary and Synahorin

weekly. .The male eels' matured when dosage of 175 R. U. Synahorin combined .with

350 mg Juvela was used. Female eels slowly matured whon 40mg Acetone-dryed carp

pituitary combined with 1,000 R. U. Synahorin and 1. OOOmg Juvela were used. The

female was stripped and the eegs were artificially fertilized with dry, wet, and

Isotonic method and hatched in stoad� 月 unaerated filtered seawater, of salinity 28%,

arid water temperature of 18-23
�

C.

Fertilized eggs are non-stidry, pelegic, and with a diameter of about 1. Imm.
‘

The perivitelline space and blastodisc formed at 油 min. And the first cleavage started

at about Ihr. after fertilization. The stage of blastopore closing took 22-24 hrs, The

tail free from .yolk sac took about 33hrs. The first larva hatched at 46hrs. after

insemination, and the last on hatched as late as 115hrs.. The body of late-hatched

larvae curled up and sank on the bottom of seawatsr, befoe the formation of embryonic

body and died�

Only few black pigment were recognised at the caudal region of the hatched

.arvae one late hatched had a total length of 5. 1m. m., brain are more differontiatied,
I -培訓 gland clear 吭 but

the anus and month still closed. The membranous fins become narrowner. A process

similiar. to that reported by YAMAMOTO(1972).

前 曹

由於鰻魚具有奇特的生理生態
, 雖然能在肉陣滾水域中長成﹒卸無E表達到性成熟

, 是故研究鰻魚

人工繁殖必讀完進行人工催熱過程﹒

在毆美早自 1934 年 Boucher 即開蛤利用毆洲產鰻 CA ﹒ anguilla) 及美洲產鰻 CA. rostrata)

之天然河鰻以蛙婦尿注射幢熟
, 龍之 Bruun 及 Boetius 等利用胎握住性腺荷蘭蒙催熱而獲得初步之教

果 , 到了 1964 年Fontaine 等改用鯉魚腦干垂體混合 Peptone 該酸等加以注射閱胎獲得顯著之教果
, 商

後再利用 DOCA 惜生劑顧利的使其擠卵﹒至於日本鰻 CA. jaPe 以ca) 立健熱研究則於 1962 年大上、

飯塚等首先利用各種性腺荷蘭豪注射愷熟
, 後來逐漸混合看魚腦下垂體催熟 -1964 年日比各更利用腦

下垂體刺激荷蘭蒙混合胎盤惶惶腺椅爾蒙及維他命 E 劑催熟 , 闢後石田、間 , 落合等亦利用各種荷爾

聽製劑睡熟 , 誼貨均能獲得同據之偕熟教果 , 使少數個體卵徑達到 1.0mm 左右之成熟卵
, 但能促其

自行排卵看卸很少
, 直到 1971 年山本等蝶用娃、轉魚之腦下垂體幢動﹒才普遍的獲得完全成熟之卵

,

連成人工繁殖並頤和l 牌出仔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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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看由於鰻魚聲殖專業的急連發展 ,
而饋繳費諒的積極開設﹒使本有天然鰻線說戚到錢乎絕勘﹒筆

者都河﹒抽於民關五十七年選用完全池中養殖之鰻魚開蛤以商都荷林 (Synhorin) 等前爾聽針劑
,
進

行-些棠 , 長世之基礎研究 ,
經畏期的試融改道 ,

至民國六十五年以西都背林混用鱷魚腦下垂體 ,
在全

無人工特別附加設施的情說下﹒遍對人工愷熟 ,
據卵受輔之結果﹒雖然宋能順利人工孵化 ,

但亦瞳賣
了其可行性﹒不過由於鰻魚之特殊生離生態﹒如要以人工繁殖之芳龍生產饋窗且事黨化的供應種苗必

然極為困難﹒而且倘若能頤利的針 IU 生產供應腰背﹒則本省磁靠外銷情費市場之聲鰻生產事業﹒必然
會步上惡性生產輯學形成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 t 屆時將無利可圖 ,

對本省.蝕專業會造成不利之影響,
所以筆者一直認為本省艘魚人工繁買賣試驗僅能正於學術性之研究 . .而從未騙上年度計劉大力進行研

究﹒但在本年 (1979) 仍能在黨除使全無人工特別附加設施的環讀下初步順利的連割人工權熟操卵孵

化之結果﹒創造利用池中養殖蟻照人主值熟﹒採卵孵化成動主突破性兌倒﹒解決鰻魚人工他熟繁殖依

頓天然下海的睏游之河蟬的限制﹒為今後研究鰻魚人工繁殖提定了寶貴的基礎﹒本報告部戲述吐次
值熟及初步孵化之經過﹒尚祈各界先進蔥手指導 ,

並車有興趣者共同研究﹒藉龍集思廣益﹒獲得更佳
之成果﹒

材料與方達

本次試驗所用之種股綠綠.各三尾, 對t 鰻及一尾雌投係選自 ;;$: 分所多年生之池腰 , 另二尾雌鰻則選
自光合養有資場飼養多年之池鰻﹒經移入試驗室內 0.5 噸之質't 體捕中﹒以 t挂度 25-30%, 。之海水 11: 水充分一

打氣薔聲﹒在室內自然光線及水溫的時件下進行限熟
, 雌曉以西部梅林50- R. U. 及鱷魚腦下垂體 2.5

mg 乾 :電量混溶於 1ml 水游性維他命E 中注射之﹒每遇注射一次 , 於每次注射樂 J!IIJ 同時測定其體重及

觀察種服主 fm 熱效果﹒在發現雌鰻服部惡、激眼犬柔軟時 . .先以吸管吸取少量卵粒於顯徵鏡下臉盜其成

熟度﹒符雌鰱卵粒分離並自行排卵後於 68 年 2 月 16 日下午適時踩得一尾完熟卵﹒以乾導法、水中受精

法及等調受精法 (Isotonic method) 受精相主比較﹒受精卵之孵化係分別靜置於誼霞的 em 高 18em

及直徑40em ﹒高 12cm 之塑膠盆中及直往12em 高 3em 之被璃 InI. 中 , 以抽自本分所蓄水池﹒經沙屑過
濾﹒堪度28% 。之海水進行孵化﹒孵化時室內水溫18-23.C ; 血水式朱打氣﹒在孵化期間隨時觀該記錄
胚胎發育情形﹒

結 果

的催熱 :
本次 !綠熟結果如表 1 所示﹒ t 住鰻AMI 叡注射至第七次時發現已連成熟放楠 . AM. 注射章第九次時

.因換水時注水較滿﹒跳落地的被精所食﹒AMs 則都注射至第九次亦已成熟放楠﹒ (僅淵之效果顯較以

往容易有被﹒可見縫體之催熟甚為安定可靠﹒

雌眼之 {崔熟僅AFI 經注射至 20 次投連警 IJ 完全成熟順利摔卵受精 (Fig 1. 2. 3.) . AF: 雖經同樣

樂劑量之處理 , 但在第22 次注射時非但宋見腹部脆犬柔軟﹒且其體重反而下降撞 6.5% .經繼續注射

至第26 次時仿宋見成熟跡象﹒且體重較最初下降15% 之今 ,
終於放棄並移至室外水泥池中繼續飼簣

,
且宋見死亡 . AFa 在68 年 1 月 15 日注射第一針能體重 @P 逐次顯著增加﹒且腹部亦明顯的眼犬提軟 , 至
第十三次注射時體重已較最初增加 27.25%. .超過繼熱至完全成熟並順利蝶卵之AFI 違 4% 之參﹒但

仍宋見其卵巢卵之分離排卵 ,
經用眼管吸取少數卵巢卵檢靚結果發現卵粒徑大小相聲很大﹒部份卵巢

卵已接近成熟 , 遁明﹒卵徑 1.0mm 左右﹒但部份卵徑僅違 0.5- 0.6mm 左右﹒且大小卵巢卵慘雜

在一起 ,
以致影響股熱卵之分離排放 , 爾後雖一再{崔熟亦無法使已成熟之卵分離排出﹒而造成溫熱卵

開始在卵巢內崩潰 ,
只剩下卵聽﹒在注射至第十五次使腹部已逐漸縮小﹒到第十λ次注射時體重竟較

最初注射時減少 24% .只有 360gm ﹒但其活力仍存﹒經移至室外水混池中書聲亦宋發現死亡﹒反觀

AFl 當注射至第十次時才發現腹部稍傲膨犬柔軟 , 在注射第十三峽時甚至體重降恆1.3 克﹒然在住房}

第十三次時則顯著增重 7.8% .注射第二十次時巴拉近成熟 , 但其體重亦只增重約 23.1 只� .雖然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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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卵尚有部份宋成熟 ,
唯恐叉造成過熱現象

, 故概唔
,

揉卵檢查其成熟度 ,
奄 68 年 2 月 16 日採卵被委

時發現大部份已分離透明 ,
且可以受精才適時的大量探卵受楠 ,

此期間能熟共費時 ]40 日以土. .所耗
用之胎盤佳荷蘭蒙共約 I,OOOR. U. .鯉魚腦下垂體乾重量約40mg ﹒可以看出唯有經慢的催熟才能使

卵巢中宋成熟的小卵被吸收 ,
卵巢卵設有整齊 , 成熟一致 ,

完全分離自然堅卵 ,
並順利進行揉卵 , 實

施人工受精及孵化﹒

亡3 卵內發生 :

Table 2 Development of Early larvae of Japanese Eel Anguilla jaPonica

Stage
Time after
Insemination

Female spawner

Stripping operation

Insemination

Fertilized eggs

Fortnation of Blastodisc

2-cell cleavage stage

4-cell cleavage stage

8-cell cleavage stage

I6-cell cleavage stage

32-cell. cleavage stage

Morula stage

Early Blastula stage

Late Blastula stage

Early Gastrula stage

Late Gastrula stage

Early EmbrYQnic Body Formation

Late Embryonic Body Formation

Blastopore closing stage

Optic Vesicle Formation

Tail Free from Yolk Sac.

Heart Formation stage

Before Hatching

Ha tching Larva

Delay Hatching egg

Artificial Hatching Larva

Hatching Larvae

Hatching Larvae

Head of the. Last Hatching Larva

Digest Gland of the l�st Hatching Lavra

Membranous Fins and Pigments

。 -30min.

Ihr30min

2hrs

2hrs SOmin

3hrs 20 吋t

4hrs

5hrs 20min

I2hrs

13hi"s 30min

I3hrs SOmin

I4hrs 10m in

16hrs 40min

20hrs

22hrs 45min

28hrs 20min

36hrs 05min

38hrs

42hrs 3Smin

49hrs

64hrs

65hrs

74hrs-86hrs 30min

l1Shrs

Illustration
Reference Temperature

Fig 1

Fig 2

Fig 3

Fig 4

Fig 5

Fig 6

Fig 7

Fig 8

Fig 9

Fig10

Figll

Fig12

Fig13

Fig14

Fig15

Fig16

Fig17

Fig18

Fig19

Fig20

Fig21

Fig22

Fig23

Fig24

Fig25

Fig 26-Fige2S

Fig29

Fig30

Fig31

Fig32

23"C

lS"C

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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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卵跨國形分給作性透明卵 (Fig 4) .卵徑約 1.1mm ﹒散佈若無數之 rr!J 球騁 , 經用乾導法
, 水中受的法及有乎都1受精法受梢 , 結果均可受精分製 ,

問.受賄率無顯著之 1,0: 別。在受賄
,

接 30-60 分鐘

, 卵 ,龍顏卵質分離膨韻形成圓卵 ,腔
, 普遍後之卵徑約為 1.25m m ﹒此時卵質由圓形變成稍其情關形

,

動物 ,鹿三三一端形成胚盤 , 油球則漸向植物極之一端凝集 (Fig 仿﹒

受精後 1 小時 30 分鐘胚盤第一次分裂成二分割球 (Fig 6 ) ﹒ 2 小時左右開始進入是細胞期〈

Fig η﹒分割球為略具正方形之揖列 . 2 小時50 分到違 8 細胞期 (Fig 的 , 分割球為略呈長芳形之

排列 . 3 小時20 分已發展為16 細胞期 (Fig 吟 . 4 小時左右則已到達32 細胞期 (Fig 1的 , 在受精

後 5 小時20 分進入多細胞桑食期。 ig 11) .此時已難分辨各個分會 II球體 , 且泊球已逐辦曬賽成數個

大袖軍車
, 四下則散佈著少量之小油球體。

在桑賈期後細胞繼續分裂
, 分嘗到球逐漸變小 , 終至無法分辨 , 服盤與卵貫之間則逐漸形成胞肝腔

, 是為胞服前期 , 此時油球已凝聚成數大治球 , 小泊球已少 (Fig 12) .此時距受精約 12/J 、時。此後

肝.盤路繼續下陷
, 胚盤之週緣亦繼續成長向下包覆卵贅 , 小泊球已不復見 , 是為胞胚後期 (Fig 13)

此時 , 距受精約13 小時30 分鐘﹒
-賞。;但體繼續發育 , 在受精後的 13 小時間分 , 已連囊胚前期 , 此時腔盤腔外緣部份漸漸肥厚 , 是為

肝.備 (Fig 14) .' 此後胚葉離讀鹿長
, 在包覆卵黃遠去時約距受精1411 、時10 分

, 是為囊肝後期 (Fig

1日 .jt 後受精卵陸續下說 , 夫最死亡 , 經換水 , 檢臉苑卵 , 並將水溫提升至23"C 後繼續孵化。在 ffi

受精品(J16 小時40 分
, 胚葉包覆卵黃的告時 , 胚裙更形換窄而隆起 (Fig 1酌 , 是為肝體形成前期 , 在

胚葉繼續伸延包覆卵黃連多 4 時
, 可以明顯的君出一層胚體 , 此為胚體形成後期 (Fig 17) ﹒此時距受

精約 20 小時﹒
在受精後約 22 小時 45 分鐘 . J快葉已將卵責全部包覆 (Fig 18) ﹒是為原口閉鎖期 , 此時頸部及尾

部的原華巴形成
, 並可君出約 12 體節的脊索

, 但腦部及眼胞則向宋分化﹒受精後此 28 小時20 分
, 頭都

已進-步的分化
, 眼胞原基已可辨認 (Fig 19) ﹒在受精後約2811 、時36 分

, 體節數約 18 體節 , 並苟明
顯的讀出尾部的 Kupffers Vesicle 已形成﹒在 ')1 小時30 分左右耳胞亦可辨認

, 且時的 IfE 體約圍繞卵

賞的 ./,; J比後內部器官亦相繼形成
, 體節數約為30 體前左右﹒至距受蜻時約 36 小時 05 分

, 尾部與頭部

分離 (Fig 20). a 38/1 、時左右心服形成。 ig 2 日 , 體節數約可君出32 體節 , 爾後 I1:"f 體繼續成長
, 原

受繭的約 42 小時35 分
, 眼體巴圍繞成一間 (Fig 2幻 , 此後尾部出現少數色素胞 , 並F 見到快體久久

抖動♂下 , 至 49 小時左右解出第一尾仔魚
,
體擻彎曲

, 體長全畏為 2.7mm ﹒全身覆有寬闊的腹踏
,

頂部底下卵賽前具有一卵圓形大油球
, 口末開﹒眼球明顯可見 , 消化道末明顯 , 肛鬥亦末開 , 除尾部

可見到少數黑色素胞外
, 全身宋見任何色素胞。 ig 23) .但況於盆底不久即死亡﹒孵化卵限體繼續

成畏 ;民抖動 , 卵聲亦逐漸被吸收 , 但遲遲不孵化 , 至 65 小時 , 肢體尾部巴 �J 連耳部 (Fig 24) , 才將
數居卵膜刺破

, 此時之仔鰻較第一尾體長為畏的 3.4mm ﹒但身體已星蟹, 樹 , 泊球縮小 , 卵囊亦較前

細畏
, I:J, 及肛門均宋閉 , 但消化道已較清晰 , 亦就於* 底﹒偶而抖動一下 ,

產出後的24 小時左右即死

亡 , 歡尾均悶 (Fig 25) 可此接管將孵化卵移入暗室中 , 但亦無語加速其孵化 , 直到受精後約74-86

小時
, 卵囊巴大部份被吸收 , 服體之尾部連於袖球之後方 , 才叉自行孵化 , 此後所解出之仔妞 ,

身體

無法 fIt' 展而捲曲如於卵內一般 (Fig 26) .大約經 4- 5 小時能 ; 身體才稍徵伸直 , 但多不能恢復正

常 , 今數抽圍27-28 .其體畏約為 4.3- 4.9mm ﹒最後孵化的一尾距雯
,
精時約 115/J 、時 (Fig 29)

, 開 j是約為 5. Zmm.
; 身體更形彎曲 , 頭部較前更形分化 , 口部亦宋閉 , 泊球及卵囊已被吸收將壺 ,

(FiK 3的 , 肛鬥仍未闕 , 但消化道已相當清楚 (Fig 3日 , 尾部之色素胞較前濃密﹒揖膜較前更形

狹情 (Fig 32) .頸部至肛門之畏度與肛門至尾端長度之比愈來愈小﹒仔鰻亦況於* 底 , 很久才見其

抖動一次
, 偶而會在水底打轉 , 但均不能浮上水面﹒活存約24 小時後 � 亡。觀其外部形態與山本等

(

1972) 所述孵化後第二天之仔體相近﹒

綜上所述﹒此次孵化過程 , 對溫度、極度、水壓、光線等讀讀因素均宋子控制 , 且孵化過程中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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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氣
,
可能影響本次孵化之串戶果 ,

爾 f愛宜針對此逐項探討 ,

Fig 1 : Female spawner
Fig 2 : Strippion
Fig 3 : Insemination
Fig 4 : Fertilized eggs
Fig 5 : Formation of Blastodisc
Fig 6 : 2-cell devag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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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3 : Late Blastula stage

Fig 14 : Early Gastrula stage

Fig 15 : Late Gastrula stage

Fig 16 : Ear!y Embryonic Body Formation

Fig 17 � Late Embryonic Body Formation

Eig 18 : Blastopore clos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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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9 : Optic Vesicle Formation

Fig 20 : Tail Free from Yolk Sac.

Fig 21 : Heart Formation stage

Fig 22 : Before Hatching

Fig 23 :Delay Hatching 己
gg

Fig 24 : Artificial Hatc�ing La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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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5-29 : Hatching Larva

Fig 30 : Head of the Last Hatching La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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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1 : Digest Gland of the Last Hatching Larva

Fig 32 : Membranous Fins and Pigments

討 論

本試驗係利用池中養成多年鰻魚經人為催熟、採卵而至孵化
, 所利用之藥脅Wi! 郭河 (1977 '

1979

) (1)(3) 所述相同﹒為鯉魚腦下垂體
, 維他命E 及西那荷林

, 在催熟效果上雄腰已很穩定 , 一般情況良

好者
, 經注射 7- 9 次的西那荷林後均可逐漸達到成熟

, 與岡、元信等 (1972) <3J 及右閩、石井 (19

71) w 所進行之催熟試驗結果相助合
, 但雌喂之催熟效果較差 , 只有一尾達到完全成熟踩卵受精孵化

, 其他兩尾之情況亦興岡、完信 (1972)
(3)
石田、石井 (1971) (4)

之試驗結果相同
, 卵巢卵之戲熟度

極不均一 , 有部份卵已達胚胞移行期 , 但有部份卵巢卵卸僅在卵黃球期
, 致使卵巢卵不能分離 , 而股

熱卵在卵集中退化損壞
, 讀者已分離但產出之卵尚末完全成熟或已達過熱卵

, 不能受精孵化。杉木、

武肉、 III 內等 (1976) ∞謂現階設鰻魚人工催熟尚無法正確的把握住卵巢內成熟卵之掛放受精時機
,

本試驗亦慮問焉。

在催奮起過程中雌鰻魚體重之變化情形與山本等 (1974) 問及杉本、武內、山南等 (1976)
(
酌 , 所

述相間
, 即在注射初期體重僅飯量增加宿在成熟排卵之前 2- 3 週體重才有顯著增加者

, 則可以排出

較正常良好之成熟卵
, 且可達到受精孵化之結果 , AFl 即是屬於此種體重變化之型態

, 反立 , 如果在

注射 2- 3 次接體貴的意:激增加者往往會產生過熱卵或不完 k 成熟卵之情形
, 無法達到受精孵化之妓

果。 AF 岫此種型態立變化 -此與岡而信等 (1972)
(3)
謂提早達到急激 f開期較位設法有些

?
入。但影響卵巢成熟之因素可能不僅是事奮劑i立功能問題

, 日比各京 (1967)
(7) 悶、元信等 (1972) (3)

均提出環單因素如溫度、光度、虛度、水壓、水流等可能影響卵巢卵之成熟
, 其詳細情形尚需進一步

試驗比較之
,

卵之孵化分裂過程與山本等 (1975)
(9)
所述立情形相同

, 唯在孵化薄度 l�. 相宇:萬多
, 前1 卵之分裂

開始至原口閉鎖期約需時 22-24 小時
, 尚屬正常 , 至尾部與卵質分離約在受吶 ?是 23 小時

, 較違約 6 小

時 , 此可能與水溫較低有闕 , 第一尾仔鰻孵化在受精後 48 小時
, 鞍山本宇 (1975)

(9)
所述約還 10 小時

, 但仔鰻於孵化後不久隨即死亡。此 ?是孵化卵 �p 停庄孵化 i 而肝、榜樣能經顯吸收卵賽成長
, 就大為異

常 , 可能與囊服後期前後 , 閃宋打氣及換水水質惡費解化卵下況且犬最死亡有關或者因環挂不適其生

存而造成延遲孵化。閥、元信等 (1976) C8) 亦會報導在孵化期間因水質惡化六賢:死亡且延遲至受精後

73,j 、時才孵出仔體之情形。至於日比各 (1967) (7) 及右閉、石井一字 (1971)
(4) 歸納夫然環境之水壓、

先廈、溫度、准分等均可影響艘魚之孵化
, 其影響程度如何有符進一步研究比較之。文在孵化期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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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部份孵化 #l3lt 入時室中 ,
亦不能 Dn} 車其孵化 ,

你斷光線強調可能不街 I直接影響孵化速卒 ,
但在繫柄

環境因黨互相作用下之影帶情形如何 HI! 會符試驗比較之﹒

文山本譯 (1975)
(8)

11 完信等 (1976)
(8)

報導孵的之仔服均懸浮於水面 ,
但本試驗所孵出之仔鰻

均祝於水底 ,
不能上浮 ,

是否與研體形成前孵化卵下祝大量死亡有闕 .� 是因堆度不足所造肢 , 或是
孵出之仔鰻不正常而無法浮上 , 有待進一步試驗觀察之﹒仔鰻除了在受精後 48 小時孵化的第一尾體形
尚屬正常外 ,

延遲孵出者身體均旱彎曲不能伸直 ,
還可能保延遲孵化之仔鰻間也於卵膜肉眼收卵黃成

長 ,
至孵化時骨傲骨曲巴硬化 ,

故均不能完全伸直 ,
亦可能是造成仔腰說於水底及死亡之原因﹒

杉木等 (1976)
(5)

謂正常完熟卵排出時具有十數個小抽球分散於中心偏左地區 , 在卵分裂至家﹒實
期則變為一大融合抽球為中心的油球訴 , 至胚體形成時僅具一大泊球 ,

本次試驗所據之卵泊球數較多,
連數十飽 ,

但泊祿、融合之速度則與杉本等所述相似 (Fig 5 . Fig 11 . Fig 16 . Fig 1的 , 在肌體
形成真跡僅具有一個大泊球闕 ,

桑實期則以一大泊球為中心 ,
回過圍佈著數個小泊球體﹒

由本次試驗可以若出在鰻魚人工催熟提卵 ,
欲順利取得完全成熟卵時 ,

對催熟所用樂劑量 ,
注射

間隔及環單因素之配合以及適當操卵時間之判斷 ,
尚需進一步的研究 ,

在孵化過程中各種環單因子之
配合亦需改進 ,

才能突破鰻魚人工繁殖之瓶鼎t .
摘 要

本試驗係利用池中養殖之多年生鰻魚 ,
在無特殊設備之柄膠桶蓄養環境下 ,

經每週 1住熱注射一次,
情形良好者雄鰻經注射西那柯林九次共 225R. U. 及維他命E 9mg. 的 TrJ 完全成熟 ,

酷盟則需注射
西那甫林1, ODOR. 缸 , 另添加鯉魚腦下垂體乾重量的mg 及維他命 E 1,0OOmg 後才能緝慢的達到成熟
自然排卵。此次於雌跟自然、最glj 同時 ,

適時施以人士.採卵受梢,
並利用經過泊之蒂水池海水 . tl,1c 度:28

此 , 於 18-23
�

C 之室溫中 ,
未經打氣的靜水中獲得孵化 ,

初步完成 r.IJ 池中起鍋(稀服人工 Hi1 熟 , 孵化成
功之先倒 ,

解除了以往鯉魚人工繁殖中依賴天然下海故卵洞游說緻供應.之間難,
奠定鰻魚人工繁殖之

基礎。

成熟卵為透明浮性卵 ,
卵徑約 1.1mm ﹒經受和11: 愛 30 分鐘卵質與卵 J$H 月1始分離形成問卵腔 . 60 分

鐘後開始分裂 , 至原口閉鎖期約需時22-24 小時 '35. 尾部分離的在受精後 33 小時 , 除第一尾在受精後
48 小時孵化外餘皆延遲至74- 86 小時才相繼孵化 ,

最後孵化者在受賄俊 115 小時。孵化卵於胚葉形成
前期下祝大量死亡 ,

可正遲孵出之仔服除尾部具有少數黑色素胞外其餘各部位皆未發現色素胞 ,
最後孵

出之仔服體長約 5.1mm .腦部已相當分化 . hI! 球變小 . I卵囊犬部被吸收 ,
消化道清晰可見 , 但肛鬥

及口均未闕 ,
腹蛤亦變狹窄 ,

與山本等 (1975) 11M 所述孵化後第二天之仔服相近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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