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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鹿發情同期化及人工授精技術之建立（1）

康獻仁(2)　王治華(2)　沈朋志(3)　劉炳燦(3)(4)

收件日期：97年2月1日；接受日期：97年12月12日

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立台灣水鹿之發情同期化與人工授精技術。試驗一係評估母台灣水鹿於 CIDR 
發情同期化處理期間之血清中助孕酮（SP4）濃度變化。結果顯示，母台灣水鹿於 CIDR 埋植之第 
0、8 及 12 日，其 SP4 濃度分別為 1.97±0.05、8.27±4.47 和 6.15±1.66 ng/mL；而於相同時段之

對照組母鹿（未 CIDR 埋植者），其 SP4 濃度則分別為 0.50±0.24、3.49±0.39 和 2.26±1.02 ng/
mL。其中各分析時段之 SP4 濃度均 以 CIDR 埋植組母鹿明顯高於對照組母鹿（P＜0.05）。試驗

二係評估經 CIDR 埋植搭配 eCG 發情同期化處理之母鹿發情率與自然配種懷孕率。結果顯示，母

鹿經 CIDR 搭配 eCG 發情同期化處理後之發情率為 85.7%（12/14），此 12 頭發情母鹿經公鹿配

種後有 10 頭懷孕，且 10 頭懷孕母鹿均成功分娩仔鹿。試驗三的目的則在探討稀釋液種類對母台

灣水鹿經冷藏精液人工授精後懷孕率之影響。結果顯示，母台灣水鹿經 Tris-Yolk 稀釋液稀釋後之

精液人工授精後，其懷孕率（75.0%）與分娩率（75.0%）均與該母鹿經 Citrate-Yolk 稀釋液稀釋

之精液人工授精者並無顯著差異（100.0% 和 100.0%）。綜合上述結果發現，利用 CIDR 搭配 eCG 
發情同期化處理母台灣水鹿可得極高之發情率；發情母鹿經人工授精後之懷孕率及分娩率均高達 
88.9%。本試驗之結果，已成功建立台灣水鹿之發情同期化與人工授精技術。

關鍵詞：台灣水鹿、血清助孕酮濃度、同期化發情、人工授精、精液稀釋液。

緒言

發情同期化處理技術之應用除有利飼養者不需耗費額外時間用於發情觀察，使母畜群同時於

特定時機進行人工授精，而便於牧場管理之優勢外（King et al., 1982），尤其在相關生殖科技研究

中，需進行胚移置，供胚與受胚母畜生理週期之同期化搭配，更被視為必備之技術（Bearden et al., 
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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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研究指出，當單獨應用 PGF2α 處理處於動情週期黃體期之母牛，確實具有誘發發情之

效果，惟若試驗母牛處於動情週期濾泡期或黃體期之早期時，則均無法有此效果（Fortune et al., 
1991）。應運而生之策略，乃採用間隔 11 至 14 天分別施打兩劑 PGF2α 之流程，則至少可涵蓋一

次之黃體期，且其誘導之發情效率與處於黃體期之母牛僅一劑處理者相近（Lucy and Stevenson, 
1986; Larson and Ball, 1992）；但無論如何，僅單獨應用 PGF2α 處理之母畜群，其個體間之發情

同期化的一致性仍有極大之變異。因此，目前應用於家畜發情同期化之處理模式，均採取包括解

黃體藥劑（如 PGF2α）、排卵藥劑（如 GnRH 和 hCG）、濾泡發育藥劑（如 eCG 和 FSH）以及

助孕素（如 CIDR）等藥劑之搭配使用（Bearden et al., 2004）。Pursley et al.（1995）利用 CIDR 
搭配 PGF2α 處理母牛時，約有 85% 之母牛可被成功誘導發情；而我國之研究，荷蘭母牛利用兩

劑 PGF2α 搭配 GnRH 之發情同期化處理流程，在不進行發情觀察之情況下予以定時人工授精，其

受胎率明顯較未處理之對照組，於觀察發情後進行人工授精組者為高（63.9 vs. 40.8％，p＜0.05）
（李，1999）。

有關鹿科動物之發情同期化處理研究方面發現，紅鹿（Asher et al., 1992b）或黇鹿（Asher et 
al., 1995）不論單獨使用 CIDR 以及 CIDR 搭配 eCG 或 FSH 處理時，均可獲致極高之誘導發情效

率（70~100%）。於台灣有關鹿科動物之發情同期化處理之研究仍少，尤其台灣水鹿者則尚未被研

究；因此於本研究，擬藉由僅利用 CIDR 或搭配 eCG 處理之母鹿發情率與懷孕率，用以評估執行

母台灣水鹿發情同期化處理之可行性，期能建立可應用於母台灣水鹿之較佳化發情同期化技術。

家畜精子之冷凍保存，不僅可提供為家畜種原保存之一種方式，亦是一種有效引種或種原交換

與交流之手段。推廣及應用此技術，可迅速且廣泛地傳播優良的基因，並促進畜群性能之表現，並

提昇育種改良之速率。精液依保存方法可分為液態冷藏保存（liquid storage of semen）與冷凍保存

（frozen storage of semen）（Bearden et al., 2004b）。目前某些鹿科動物之精液保存技術雖已建立

（Asher et al., 2000; Cheng et al., 2004），但台灣水鹿精液之冷藏與冷凍研究則尚未被報導，因此

本研究擬探討不同稀釋液添加對臺灣水鹿精液冷藏保存之影響，以尋得適合於台灣水鹿精液冷藏與

冷凍使用之稀釋液種類；並進一步予以人工授精，期能建立台灣水鹿之人工授精技術。

材料與方法

Ⅰ. 試驗動物來源

本試驗所用之鹿群，係圈養於高雄種畜繁殖場鹿舍（屏東縣內埔鄉，約 22.5˚N）。選用健康

性成熟之經產母台灣水鹿（四至六歲齡）作為試驗母鹿群，健康性成熟之輸精管結紮公水鹿作為試

情公鹿，性成熟高產茸量公水鹿作為配種用或人工授精所需精液來源公鹿。

Ⅱ. 試驗期間

由王（2003）之研究顯示，母臺灣水鹿之配種季節主要在每年中之 6 至 12 月期間；因此，本

研究試驗均於此配種季節進行。

Ⅲ. 試驗設計

試驗一：母台灣水鹿經 CIDR 發情同期化處理後之血清中助孕酮濃度變化

將處於配種季節（8-12 月）之性成熟母台灣水鹿 12 頭供為本試驗之鹿群，其中 3 頭不經任何

處理作為對照組，另 9 頭則予以進行陰道埋植 CIDR 之發情同期化處理。兩處理組母鹿分別於處理

之第 0、8 及 12 日之上午 10~12 h 進行採血；採集之血液經遠心分離後分裝凍存。待試驗期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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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收集完成後，利用 EIA 法測定血清中助孕酮濃度之變化，用以探討母台灣水鹿經 CIDR 發情

同期化處理後之血清中助孕酮濃度變化情形，並期能藉以評估 CIDR 應用於母台灣水鹿發情同期化

處理之可行性。

試驗二：母台灣水鹿經 CIDR 搭配 eCG 發情同期化處理後之發情效率與懷孕率

將處於配種季節（8-12 月）之性成熟母台灣水鹿 14 頭予以進行陰道埋植 CIDR，並搭配 eCG 
之發情同期化處理。經發情同期化處理之母鹿分別利用監視器電腦 24 h 全天候錄影監控其發情狀

況，用以評估利用 CIDR 搭配 eCG 之發情同期化處理方法之發情效率。其後將穩定被駕乘之母

鹿，於穩定駕乘後之 8~12 h 進行第一次自然配種，並間隔 12 小時後進行複配；完成配種之母鹿於

預定發情日前後 4 天（共 8 天），以監視器 24 h 全天候錄影監控其發情狀況，並涵蓋 2 個動情週

期，用以評估利用 CIDR 搭配 eCG 之發情同期化處理方法之懷孕率；且以分娩母鹿數評估其分娩

率，期能藉以建立母台灣水鹿之發情同期化技術。

試驗三：冷藏稀釋液種類對母台灣水鹿懷孕率及分娩率之影響

將處於配種季節（8-12 月）之性成熟母台灣水鹿 12 頭，予以進行陰道埋植 CIDR 並搭配 eCG 
之發情同期化處理。經發情同期化處理之母鹿分別利用監視器 24 h 全天候電腦錄影監控其發情狀

況，用以評估利用 CIDR 搭配 eCG 之發情同期化處理方法之發情效率。其後並將穩定被駕乘之

母鹿，於穩定駕乘後之 8~12 h，分別以 Tris- 蛋黃或檸檬酸鈉-蛋黃為主成分之稀釋液製備之冷藏

精液進行第一次人工授精，並於 12 h 後進行複配；完成授精之母鹿於預定發情日前後 4 天（共 8 
天），以監視器 24 h 錄影全天候監控其發情狀況，並涵蓋 2 個動情週期，用以探討冷藏稀釋液種

類對母鹿懷孕率之影響；且以分娩母鹿數評估其分娩率，期能藉以建立母台灣水鹿之人工授精技

術。

Ⅳ. 試驗動物之飼養管理

() 場地：試驗鹿群均飼於欄舍面積為 10×4 m2，簷高 4 m 之鹿舍中，其中 1/2 面積備有遮

陰設施。

() 飼養管理：

1. 日糧：粗料（盤固拉乾草及苜蓿塊）任食。精料為新化畜產試驗所 15 號料（約含粗蛋

白 30％），每頭每日約餵飼 500 g，均分於早、晚各餵飼一次。

2. 飲水：供應潔淨之飲水任飲之。

Ⅴ. 母鹿之發情同期化處理

將 CIDR（CIDR®, AHI Inc. New Zealand） 裝配於專用置入器後，即予以置於母鹿之陰道中 14 
天。並以置入之當日視為處理之第 0 日，於第 8 日更新 CIDR；第 14 日取出 CIDR 時，且予以肌

肉注射 2 mL 含 250 μg/mL 之 PGF2α（cloprostenol, Estrumate®, Coopers, Germany）。在 eCG 注
射組母鹿，除如上述流程予以 CIDR 處理外，並於第 12 日肌肉注射 250 IU 之 eCG （血清哥娜，

中化）；其中僅使用 CIDR 發情同期化處理及未處理之對照組母鹿供血清助孕酮（progesterone, 
SP4）濃度變化之評估；而 CIDR 搭配 eCG 之發情同期化處理母鹿則供配種或人工授精之用。

Ⅵ. 血液樣品採集與血清製備

試驗鹿隻於採血前均以鹿隻專用固定架（圖 1）保定之。試驗母鹿於驅趕入固定架後，視鹿隻

個體之緊迫反應程度，而決定是否搭配麻醉保定，若需施打麻醉劑時，其施打劑量為每頭每公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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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施予 0.02 mL 混合麻醉劑。混合麻醉劑成分為 2％ 安耐寧（Chanazine 0.2％, Xylazine 20 mg/mL 
, Ireland）與易眠靜 1000（Imalgene 1000, Ketamine 100 mg/mL, France），以 1:1 比例混合之，並

視鹿隻個體之麻醉程度，酌量增加施打劑量，直至鎮靜保定為止；鹿隻保定後即進行採血作業。採

血時機為試驗處理之第 0、8 及 12 日之上午 10~12 h，應用 10 mL 塑膠針筒及 18G 針頭，自母鹿

頸靜脈採血 10 mL。所採集之血液樣品，均置於 4 ℃ 冰箱冷藏靜置，使血液凝固，並於次晨，經

遠心分離後（3000 rpm，4℃，10 min）收集其血清；血清經分裝於 1.5 mL 離心管後，置於冷凍櫃

（-20℃）保存，俾供血清中 SP4 濃度之測定。

Ⅶ. 血清助孕酮濃度之測定

母台灣水鹿血清中 P4 濃度之測定，係依吳等（1989）以微滴盤酵素免疫分析法（enzyme 
immunoassay, EIA）為之。其步驟乃先將凍存於 -20℃ 之母台灣水鹿血清解凍後，以分析緩衝液

稀釋約 30 倍，再吸取 50 μL 稀釋樣品及助孕酮標準溶液，置入經助孕酮抗體吸附之 96 槽微滴

盤（Costar 3590）中，隨即加入 150 μL SP4 與蕖草根過氧化瓷（horseradish peroxidase, HRP）
之偶聯體，在室溫下混勻並進行競爭抗體結合反應 60 min 後，再以清洗緩衝液（0.01 M PBS，含

0.025% tween-20, 0.01% thimerosal; pH=7.2）沖洗 6 次，以清除游離態 SP4。其後旋即加入 100μL 
TMB 受質溶液作為呈色基質，於室溫進行避光呈色反應 20 min。最後以50 μL 0.05 M 之 H2SO4 

終止反應，再將微滴盤置於 EIA reader （Automated Microplate Reader EL311s, EIA reader, BIO-
TEK），在 450 nm 波長下測其吸光值，由外接的微量判讀機利用半對數法計算樣品之 SP4 濃度。

Ⅷ. 母鹿之發情觀察

經 CIDR 搭配 eCG 發情同期化處理之母鹿於 CIDR 移除後，即將該等母鹿群每 4-5 頭區分於

同一飼養欄舍，並在每一飼養欄舍均分別放入 1 頭已輸精管結紮之試情公鹿，為期 1~2 天。此期

間均以監視器電腦錄影，24 h 全天候監控試驗母鹿之發情狀況，並以願被試情公鹿或其他母鹿穩定

駕乘者，界定其為發情者。

Ⅸ. 母台灣水鹿之配種

圖1. 母臺灣水鹿之固定。

Fig. 1. Sambar does was held in the t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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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CIDR 搭配 eCG 發情同期化處理之母鹿，在被試情公鹿或同群母鹿穩定駕乘後之 8~12 h，
與性成熟公鹿進行第一次配種，並間隔 12 h 後進行複配；完成配種之母鹿每 4-5 頭區分於同一飼

養欄舍飼養，靜待懷孕判定。

Ⅹ. 人工授精用精液之製備

在採精前，公鹿以鹿隻專用固定架保定後，在頸靜脈注射麻醉劑麻醉。其後以鹿專用電激採

精器分四階段進行採精，電流強度為 1.8 安培，電壓為 3-15 伏特，以逐漸加強電壓之方式進行電

激採精。採得之原精液先進行性狀測定，並將活力等級（sperm motility scale）評估為 4 級以上之

精液（吳等，2002）；分別以 Tris- 蛋黃或檸檬酸鈉-蛋黃為主成分之稀釋劑於 37℃ 條件下進行稀

釋，稀釋比率以精子濃度 1 億/mL 為原則，並於裝置入 0.5 mL 麥管（總精子數為 5 千萬/劑）後，

置於 4℃ 冰箱中，緩速降溫保存備用。

XI. 母鹿之人工授精

經 CIDR 搭配 eCG 發情同期化處理之母鹿，在被試情公鹿或同群母鹿穩定駕乘後之 8~12 h，
分別以 Tris- 蛋黃或檸檬酸鈉-蛋黃為主成分之稀釋劑製備之冷藏精液進行第一次人工授精，並間隔 
12 h 後進行複配。冷藏精液人工授精於 4℃ 冰箱取出後，即直接以直腸把握法配合人工授精槍進

行。完成授精之母鹿 每 4-5 頭區分於同一飼養欄舍飼養，靜待懷孕判定。

XII. 母鹿之懷孕判定及分娩

發情母鹿經配種或人工授精後，均於試驗後預定之首次發情日前後 4 天（共 8 天），以監視

器 24 h 全天候錄影監控其發情狀況，並涵蓋 2 個動情週期（至少 34 天以上），未再發情者判定為

懷孕；完成懷孕判定之母鹿每 4-5 頭區分於同一飼養欄舍飼養，靜待分娩。

XIII. 試驗結果之統計分析

在本試驗中，各處理組母鹿血清中 P4 濃度間之差異性，係應用 SPSS 套裝軟體（吳明隆，

2003）中之一般線性模式（General Linear Models）進行變方分析，並進一步以 Duncan 平均值比

較法評估處理間之差異顯著性；不同稀釋液所製備冷藏精液人工授精後之懷孕率與分娩率，則以卡

方分析法評估處理間之差異顯著性。

結果與討論

試驗一：母台灣水鹿經 CIDR 發情同期化處理後之血清中助孕酮濃度變化

試驗一比較母台灣水鹿經 CIDR 發情同期化處理後之血清中助孕酮濃度變化，其結果示於表 
1。埋植 CIDR 之母台灣水鹿，其於埋植前之血清助孕酮濃度為 1.97±0.05 ng/mL，於埋植後之第 
8 與第 12 日之血清助孕酮濃度分別為 8.27±4.47 和 6.15±1.66 ng/Ml；此等數值均分別顯著地高

於相對應時期未埋植組母鹿之血清助孕酮濃度（第 0 日：0.50±0.24；第 8 日：3.49±0.39；第 12 
日：2.26±1.02 ng/mL）。此結果與 Asher and Smith （1987）利用 CIDR 進行黇鹿之發情同期化處

理試驗所得結果相似，作者認為埋植 CIDR 組母鹿血中具較高助孕酮含量之原因，乃由於 CIDR 所
釋出者。此外，此結果也說明源自 CIDR 所釋出之 P4 可使母鹿血中助孕酮濃度維持於高值，而使

母鹿具有同期化發情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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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二：母台灣水鹿經 CIDR 搭配 eCG 發情同期化處理後之發情效率與懷孕率

試驗二評估利用 CIDR 搭配 eCG 發情同期化處理母台灣水鹿後之發情率與懷孕率（表 2），

結果顯示在 2004 年所執行之 4 頭母鹿中，4 頭均被誘導發情，其發情率為 100%；而發情母鹿經

自然配種後之懷孕率為 75%（3/4），且此三頭懷孕母鹿均各分娩1頭仔鹿，惟其中一頭仔鹿難產

死亡，另 2 頭仔鹿則健康存活。於 2005 年則進行 10 頭母台灣水鹿之發情同期化，其誘導成功之

發情率為80%（8/10）；發情母鹿經配種後之懷孕率（涵蓋 2 個動情週期均未發情者）為 87.5%
（7/8），且該 7 頭懷孕母鹿均各分娩1頭仔鹿，分娩率為 87.5%（7/8）。綜合上述結果顯示，

利用 CIDR 搭配 eCG 處理之發情同期化模式具有極高之誘導發情率與懷孕率，其中二次試驗之

平均發情率為 85.7%（12/14）與 Asher et al.（1992a）於紅鹿或 Asher et al.（1995）於黇鹿所進

行發情同期化處理者相近似（70 和 100%）。而二次試驗之懷孕率為 83.3%（10/12），也與 Liu 
et al.（2002）試驗結果，自然發情之台灣梅花鹿的懷孕率為 90%（9/10）者相接近；惟其分娩率 
67%（6/9）則低於本試驗所得之分娩率（83.3%）。此等結果證實，利用 CIDR 搭配 eCG 之發情

同期化處理模式可適用於母台灣水鹿。

表 1.  發情同期化對母台灣水鹿血清中助孕素 (P4) 濃度之影響

Table 1. The effect of synchronization on the serum progesterone (P4) concentration of the Formosan sambar 
does

Treatment (animal number) Serum P4 concentrations, ng/mL

d0 d8 D12

Control (3) 0.50 ± 0.24aA 3.49±0.39bA 2.26 ± 1.02bA

CIDR devices alone (9) 1.97 ± 0.05aA 8.27 ± 4.47bB 6.15 ± 1.66bB

*助孕酮陰道釋放裝置 (CIDR) 置入日為第 0 日，於置入後之第 8 日更新 CIDR 。
CIDR device inserted at day 0; CIDR device replaced at day 8.
a,b   Mean ± SD within row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significantly differ (P < 0.05).
A,B Mean ± SD within column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significantly differ (P < 0.05).

表 2. 母台灣水鹿發情同期化處理之發情懷孕與分娩率

Table 2. The estrus pregnancy rate,and parturient rate of estrus synchronized Formosan sambar does after 
natural mating

Year   n No. (%) of estrus does No. (%)  of pregnant does No. (%) of parturient does

2004    4     4 (100.0)   3 (75.0)   3 (75.0)

2005   10   8 (80.0)   7 (87.5)   7 (87.5)

Total   14 12 (85.7) 10 (83.3) 10 (83.3)

*助孕酮陰道釋放裝置 (CIDR) 置入日為第 0 日，於置入後之第 8 日更新 CIDR，並於置入後之第 12 
日注射 250 IU eCG。

*CIDR device inserted at day 0, CIDR device replaced at day 8, eCG inject at da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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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三：冷藏稀釋液種類對母台灣水鹿懷孕率及分娩率之影響

試驗三擬先建立適合於台灣水鹿精液冷藏與冷凍使用之稀釋液種類，結果顯示於表 3。利用 
CIDR 搭配 eCG 發情同期化處理之 12 頭母台灣水鹿，其中 9 頭於 48-60 小時發情，其發情率為

75%。其後 9 頭已發情之母台灣水鹿中之 4 頭，經 Tris- 蛋黃稀釋液所配製之冷藏精液人工授精

後，有 3 頭懷孕（未再重發情者），懷孕率為 75%；而該 3 頭懷孕母鹿均各分娩 1 頭仔鹿。另外 
5 頭已發情之母台灣水鹿，經檸檬酸鈉-蛋黃稀釋液所配製之冷藏精液人工授精後，均未再呈現發

情，懷孕率為 100%；該 5 頭懷孕母鹿亦均各分娩 1 頭仔鹿。上述兩處理組不論在懷孕率（75% vs. 
100%）或分娩率（75% vs. 100%）均無顯著性差異，目前兩處理組所分娩之仔鹿均健康成長中。

綜合上述結果，利用 Tris- 蛋黃或檸檬酸鈉-蛋黃為基質之稀釋液均適用於台灣水鹿精液之冷藏保

存，此結果亦見於王（2002）之研究，顯示台灣水鹿精液經 Tris- 蛋黃與檸檬酸鈉-蛋黃為基質之

稀釋液冷藏 3 h 後具相同之存活率（74.7 vs. 75.3%）。在其他鹿種精液冷凍之報告中，也指出鹿

科動物精液之適宜稀釋液主要以 Tris 和或 Citrate 為基質之緩衝液（Asher et al., 2000; Cheng et al., 
2004）。此等稀釋液在精液冷藏過程中之功效可減緩精液於低溫保存過程中之 pH 值的降低，因為

在精液於低溫保存過程中，由於精子代謝產物-乳酸的累積，使精液 pH 值降低，而當 pH 值達一定

限度後即會影響精液品質，甚至造成精子死亡（Bearden et al., 2004b）。此外，稀釋液中添加蛋黃

之目的，主要乃因蛋黃所含的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卵磷脂等，可保護

精子脂蛋白鞘（lipoprotein sheath），避免冷休克（cold shock）（Kumar et al., 1992），而具有保

護精子之功能。近年來，以萃取自蛋黃中之 LDL 取代蛋黃之添加量，其結果顯示添加 5-10％ LDL 
之處理組的精子活動性較添加蛋黃對照組為佳（Moussa et al., 2002），而証實蛋黃內之主要冷凍

保護劑為 LDL。

另方面，由於鹿的體型較牛及馬等家畜微小，因此鹿之人工授精多採行羊之模式，其方式

不外乎利用腹腔鏡於子宮角注精（Asher et al., 1993）或利用開膣器於子宮頸內（Krzywinski and 
Jaczewski, 1978; Jabbour et al., 1993）及子宮體內注精（Asher et al., 1990）。惟利用內視鏡於子

宮角注精者需配合外科手術進行，故較無商業應用之價值；利用開膣器者需抬高母鹿臀部恐導致

麻醉母鹿胃內容物逆流而造成阻礙呼吸。本研究首開以直腸手握法進行台灣水鹿人工授精先例，

上述結果顯示，母鹿之懷孕率達 88.9%（8/9）；顯然利用直腸手握法進行台灣水鹿人工授精之

策略是可行的；且懷孕率明顯優於國外於紅鹿和黇鹿利用開膣器於子宮頸內注精之 47.3~76.3% 
（Asher et al., 1992a；Asher et al., 1993; Jabbour et al., 1993）及梅花鹿利用腹腔鏡經由子宮角注

精之 50~53.3% （Willard et al., 1996）。造成此等差異之原因迄今未明，惟因利用直腸手握法進行

人工授精可同時觸診卵巢之生理狀況，而本研究於進行人工授精時亦發現發情母鹿之卵巢中均具有

表 3. 稀釋液種類對母台灣水鹿經冷藏精液人工授精後之懷孕與分娩率之影響

Table 3. Effects of the semen diluents on the pregnant and parturient rate of estrus synchronized Formosan 
sambar does after artificial inseminated with cooled semen

Diluents No. of service No. (%) of pregnancy No. (%) of parturient does

TY (Tris-Yolk) 4 3 (75.0) 3 (75.0)

CY ( Citrate-Yolk) 5   5 (100.0)   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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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卵前濾泡或剛排卵濾泡，故可明確掌控母鹿之生理週期，此或是本研究有極高懷孕率之主因。此

外，在本研究中，母台灣水鹿經人工授精後成功產仔之結果，亦為我國之首例（圖 2）。此等結果

顯示，母台灣水鹿之發情同期化及人工授精技術，在本研究已成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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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stablish the techniques of estrus synchronization and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I) in Formosan Sambar. The purpose of experiment 1 was to evaluate the change of serum 
progesterone (P4) concentration in the period of Formosan Sambar does estrus synchronized with an 
intravaginal controlled internal drug releasing (CIDR-type S).  The P4 concentrations of serum derived from 
CIDR treated does at day 0, day 8 and day 12 were 1.97 ± 0.05, 8.27 ± 4.47 and 6.15 ± 1.66 ng/mL, 
respectively, while the non CIDR-treated  does (control group) were 0.50 ± 0.24, 3.49 ± 0.39 and 2.26 ± 
1.02 ng/mL,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4 concentrations of CIDR treated do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from the control does (P＜0.05) during the tested periods.  The purposes of experiment 2 were 
to determine the estrus rate and pregnant rate of the Formosan Sambar does following estrus synchronized 
with CIDR plus eCG.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strus rate of estrus synchronized Formosan Sambar does 
was 85.7% (12/14). Moreover, ten of the twelve estrus does were pregnant after mating with Formosan 
Sambar stag, and gave birth to 10 kids. The purpose of experiment 3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semen extenders on the pregnant and parturient rate of estrus synchronized Formosan Sambar does after AI 
with cooled seme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regnant rate (75.0 vs. 100.0%) and parturient rate (75.0 vs. 
100.0%) of estrus synchronized Formosan Sambar does after AI with cooled semen diluted with Tris-Yolk 
extender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does after AI with cooled semen diluted with Citrate-
Yolk extender. In conclusion, the estrus rate was 85.7% in Formosan Sambar does estrus synchronized with 
CIDR plus eCG, and the pregnant rate and parturient rate of estrus synchronized Formosan Sambar does after 
AI with cooled semen were 88.9%, The respectiv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techniques of estrus 
synchronization and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in Formosan Samba were well established.

Key words : Formosan Sambar deer, Serum progesterone concentration, Estrus synchronization,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Semen ext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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