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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試驗旨在探討稀釋液種類對台灣水鹿精液冷藏後精液品質及懷孕率之影響。結果顯示，利

用電激採精法所得台灣水鹿精液之平均精子活力為 4.7；平均精子濃度為 8.9 ×108 /mL；平均精子

存活率為 87.0%。以 Tris-citric acid-yolk（TCY）及 TES-yolk（TY）稀釋之公鹿精液於剛稀釋（0 
h）或冷藏 12 h 後之精子活力均為 5.0，而於 citric acid-yolk（CY）稀釋液組則自 5.0 降至 4.0；且

上述3處理組於冷藏 12 h 後之精子存活率（TCY：86.8 vs. 89.3%；TY：88.1 vs. 92.1%；CY：84.2 
vs. 88.3%）及頭帽完整性（TCY：82.3 vs. 86.5%；TY：82.5 vs. 88.5%；CY：77.3 vs. 85.4%）均顯

著低於剛稀釋時（0 h）（P < 0.05）。將 TCY、TY 或 CY 稀釋液組所冷藏 12 h 之台灣水鹿精液均

分別進行人工授精後，母水鹿之懷孕率（TCY：70%；TY：80%；CY：60%）及分娩率（TCY：

70%；TY：80%；CY：60%）於 3 種處理組間均無顯著差異（P ＞ 0.05）。綜合前述結果，台灣

水鹿之精液應用 TY 稀釋液進行冷藏可得較佳之精液品質，且應用三種稀釋液稀釋之後精液進行人

工授精皆可成功產仔。

關鍵詞：台灣水鹿、精液冷藏保存、稀釋液、精液品質、懷孕率。

緒言

家畜精液之儲存係拓展人工授精應用面之必要條件，而目前有關家畜精液之保存，主要可分為

液態冷藏保存及冷凍保存（Leboeuf et al., 2000）。就液態冷藏保存而言，其目的乃主要在於測試

冷凍保護劑之可行性及精子冷凍技術未臻成熟動物之精液短暫保存，其原理乃利用降溫抑制精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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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活動，以延長精子於體外之存活時間（Leboeuf et al., 2000）。液態冷藏的保存期限雖較冷凍

保存者為短，但可減少精液繁雜之製作過程及高昂價位之冷凍器械，且保存期間內具有較佳之精子

存活率及頭帽完整性。精液自公畜取得後，若要延長其於體外生存之時間長度，抑制精子的運動及

其能量之消耗是要件，而降低保存溫度乃為廣泛應用之方法。曾有研究指出，以 2~7℃ 之條件保

存山羊精子可延長其生存時間達一週之譜（歐文華，1992）。

在新鮮精液添加稀釋液過程中，影響精子存活力之因素眾多，例如冷休克（cold shock）、冷

卻速率（cooling rate）、稀釋液成分、滲透壓（osmotic stress）與精子細胞膜之穩定性（membrane 
stability）等（Cheng et al., 2004）。稀釋液組成分為影響精液冷藏保存之主要因子，其組成分包

括稀釋液內之緩衝物質、能量來源、抗生素與其他添加劑等。精液於低溫冷藏保存過程中，由

於精子代謝產物乳酸的累積，會使精液 pH 值降低，而當達一定限度後即影響精液品質，甚至造

成死亡。若欲完全抑制精子之代謝作用，則其保存溫度須低於 -130℃ 始可達成（Medeiros et al., 
2002）；因此與精液等張之緩衝溶液可減緩精液於低溫保存過程中 pH 值的降低。一般常使用於精

液保存之緩衝劑有磷酸鹽緩衝溶液（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檸檬酸鹽緩衝溶液（citrate buffer 
solution）與三羥甲基氨基甲烷緩衝溶液（Tris buffer solution）（Bearden et al., 2004）。在牛及羊

常用之精液稀釋液大多以脫脂乳粉（skim milk powder）或蛋黃（egg yolk）為基礎液（Leboeuf et 
al., 2000; Purdy, 2006)；而豬精液稀釋液，長久以來以蛋黃為主要基礎液（Johnson et al., 2000）。

使用在鹿科動物精液之適宜稀釋液，則主要為  Tris  或檸檬酸鹽（citrate）為主成分之緩衝液

（Asher et al., 2000; Cheng et al., 2004)。Parkinson（2001）指出，以 Tris 和檸檬酸鹽組成之稀釋

液有較佳之緩衝能力，具有穩定 pH 值之效果。一般而言，葡萄糖、果糖和乳糖等均可提供精子所

需之能量；而通常精液於冷藏保存時之能量需求較冷凍保存者為高（Parkinson, 2001）。醣類物質

除作為能量來源外，亦可調整稀釋液之滲透壓；部分醣類如海藻糖（trehalose）則可做為精子之冷

凍保護因子（Storey et al., 1998）。此外，蛋黃亦能提供精子低溫冷藏保護作用，然其保護作用機

制尚不完全了解，但一般認為蛋黃所含的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卵磷脂

等，可保護精子之脂蛋白鞘（lipoprotein sheath)，避免冷休克。

目前動物生殖技術已有許多進展，惟由於鹿科動物生性敏感不易操作，因此限制其發展，但著

眼於台灣水鹿極具商業利益，因此人工授精及冷藏保存技術之建立與搭配將更能發揮其效益。雖然

台灣水鹿精液之冷凍保存為最終目標，然以精液冷藏保存條件作為冷凍保存技術建立之參考依據則

為必要之措施，基於此，於本研究中，將首先建立台灣水鹿之電激採精法，續藉由不同稀釋液對公

台灣水鹿精液冷藏後精液品質及人工授精後懷孕率影響之探討，期尋得適當之稀釋液種類，以建立

較佳之冷藏保存方法與人工授精流程。

材料與方法

Ⅰ. 試驗動物

() 試驗地點：台南縣佳里鎮台鹿農產行。

() 試驗動物：選擇健康、性成熟之公台灣水鹿 6 頭，體重介於 150~250 kg；進行電激採精

與精液品質評估及人工授精。另選擇體重約 100 kg 之經產母水鹿進行同期化發情調控及

人工授精，每組 10 頭。受試鹿隻群飼於欄舍面積為 3.6×2 m2，簷高 4 m，設有遮陰設

施。試驗期間，每日提供粗料（百慕達乾草、狼尾草、玉米青貯及苜蓿塊）及清潔飲水任

食，每日每頭鹿隻於上下午各補充 250 g 精料（福壽牌泌乳羊特配料；含粗蛋白 16%、粗

脂肪 2%、粗纖維 11%、粗灰分 11%、鈣 0.7%、磷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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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精液採集

公台灣水鹿以鹿隻專用固定架保定後，利用 2% 安耐寧（Chanazine 0.2%, Xylazine 20 mg/mL, 
Ireland）與易眠靜 1000（Imalgene 1000, Ketamine 100 mg/mL, France），1:1 比例混合之麻醉劑

靜脈注射 6 mL，其後並視鹿隻個體之麻醉程度，酌量增加施打劑量，直至鹿隻達到鎮靜保定為

止。麻醉保定後，以電激採精器（electroejaculator; EJ6CCGS, CGS Products PtyLtd Manufactured 
in Australia）採取各公鹿之精液樣品；其過程乃先將動物腹部及包皮（prepuce）外部之毛髮剔除

後，以生理食鹽水（saline 0.9%, NaCl）清洗包皮內側，並清除直腸末端之糞便，再以塗抹潤滑劑

之直腸探棒（rectal probe; 長 27 cm， 直徑 1.5 cm，含 3 個電極面 surface electrodes），以電極面

朝向腹側方置入直腸中。每次以 2 V 之固定電壓持續刺激 20 秒，停止刺激 8 秒，共循環 3 次。待

精液自包皮流出後，以 50 mL 之離心管收集精液樣本，供新鮮精液性狀之分析及 4℃ 冷藏保存使

用（康等，2009）。

Ⅲ. 精液之冷藏保存

() 各種稀釋液之配製：本試驗中公台灣水鹿之精液稀釋液配方，包括 Tris- 檸檬酸 - 蛋黃

（Tris-citric acid-yolk; TCY）、Trishydroxymethly-2- aminomethane-sulphonic acid- 蛋黃

（TES-yolk; TY）或檸檬酸 - 蛋黃（citric acid-yolk; CY）等 3 種為主成分之稀釋劑；其

中 TCY係依據 Fernandez-Santos et al.（2006）；TY 依據 Pontbriand et al.（1989）；CY 
則依據 Garde et al.（2003）所述之成分配製。

() 冷藏流程：經電激採精取得之原精液先進行性狀測定，並將活力評級為 4 級以上之精液

（吳等，2002），分別以 TCY、TY 或 CY 為主成分之稀釋劑於 37℃ 下稀釋至精子濃度

為 1.0×108 /mL。各處理組精液於稀釋後先進行各項精液品質之評估後，隨即置入 4℃ 冰
箱中冷藏保存 12 h，然後再進行前述各項精液品質之評估。

Ⅳ. 精液品質之評估

新鮮精液均進行下列各項目之評估；稀釋精液於冷藏前後則僅進行精子活力等級、精子頭帽完

整性及精子存活率等 3 項之評估。

() 精液量（semen volume）：自各公鹿所採集之原精液，均利用微量吸管進行精液量之定量

工作。

() 精子濃度（sperm concentration）：各公鹿之精液樣本均以 3% 氯化鈉（NaCl）之溶液適

度稀釋後，再以紅血球計數器於正立顯微鏡下（400 倍）計算之。

() 精子活力等級（sperm motility scale）：各公鹿之精液樣品於採集 5 min 內，置於光學顯

微鏡（Nikon SE）下，以懸滴六級（0~5）計分法判斷其活力（吳等，2002）。

() pH 值：以 pH meter（Sartorius, PT10 Portable Meter）直接測量所採集精液之 pH 值。

() 形態異常精子之分析：利用苯胺黑-伊紅（nigrosin-eosin; NE)染色後，隨即使用顯微鏡

予以評估（Ax et al., 2000）。異常形態精子（abnormal sperm）可分為三種：1.第一

型形態異常（primary abnormal morphology）：包括頭部與頭帽異常者。2.第二型形態

異常（secondary abnormal morphology）：中片部含有原生質滴者。3.第三型形態異常

（tertiary abnormal morphology）：尾部具缺陷者。

() 精子頭帽完整性（sperm acrosomal integrity）之檢測：取 100~200 μL 之精液樣本（取

樣量依精子濃度而定），先置入 2 mL 離心管中，再緩慢加入與精液等溫之 PBS 溶液至 1 
mL 之最終量，經混勻後以 600 ×g 離心 5 min，且移除上清液，並重複上述步驟 3 次；

第 3 次離心後，抽出上清液時，使下層剩餘 0.1~0.2 mL，再以 1：1（V：V）比例加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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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甲醛（paraformaldehyde; PA）與戊二醛（glutraldehyde; GA）之混合固定液，使最終濃

度為 2% 之 PA 及 0.5% 之 GA。其後，經混勻，再置於 4℃ 冷藏 12-24 h，以進行其固定

作用。固定後之精子樣本續加入 PBS 使最終容積為 1 mL，再以 600 ×g 離心 5 min，並

重複清洗 2 次，最後 1 次離心完畢後，抽除 900 μL之上清液，並加入 100 μL 之 FITC-
PNA 染色劑，混勻後避光放置於 37℃ 恆溫箱中進行 15 min 之染色。染色後之精子樣

本，利用 PBS 清洗 3 次，並於最後 1 次清洗後遺留 200 μL 之精液，續加入 100 μL 
PBS、100 μL 甘油及 10 μL propidium iodide（PI），其後取 10 μL 之精液樣品於壓片

後置於螢光顯微鏡下，評估至少 5 個視野內之精子頭帽完整性；其中頭帽呈現綠色螢光者

表頭帽破損之精子（Cheng et al., 2004）。

() 精子存活率（Viability）之檢測：利用苯胺黑-伊紅（nigrosin-eosin; NE）染色法評估之，

即將 5 mL 原精液與 10 mL NE 染色劑混合後做成抹片，並置於 37℃ 30 秒使抹片儘速乾

燥，再置於螢光顯微鏡下評估至少 5 個視野內之精子；其中呈現紅色或粉紅色者表示死亡

之精子。

Ⅴ. 母鹿發情同期化處理與人工授精

母台灣水鹿之發情同期化處理及人工授精步驟係修正自康等（2009）之方法為之，即將母

鹿以鹿隻專用固定架保定後，利用 2% 安耐寧（Chanazine 0.2%, Xylazine 20 mg/mL, Ireland）與

易眠靜 1000（Imalgene 1000, Ketamine 100 mg/mL, France），1:1 比例混合之麻醉劑靜脈注射 3 
mL，其後並視鹿隻個體之麻醉程度，酌量增加施打劑量，直至鹿隻達到鎮靜保定為止。將含 0.3 
g progesterone 之 CIDR（controlled internal drug release, CIDR. G, EAZI-breed, Australia）置於母

鹿之陰道中（當作處理之第 1 日），並於第 10 日肌肉注射含 250 IU 之馬絨毛膜激性腺素（equine 
chorionic gonadotropin, eCG, 中國化學製藥），第 12 日移除 CIDR，並同時肌肉注射 2 mL 含 250 
μg/mL 之 PGF2α（Estrumate, Schering-Plough, Australia）。在 CIDR 移除後，即將該等母鹿群

每 4-5 頭區分於同一飼養欄舍，並在每一飼養欄舍分別放入 1 頭已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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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定發情之母鹿於穩定駕乘後之 12 h，即依試驗所需

分別將經三種稀釋液稀釋後之冷藏精液以直腸把握法配合人工授精槍進行人工授精；並於授精後第 
60 日後以直腸觸診判定其懷孕與否。已確診懷孕之母鹿則飼養於同一欄舍，靜待分娩。

Ⅵ. 試驗設計

試驗一：冷藏稀釋液種類對台灣水鹿精液冷藏後精液品質之影響

本試驗首先針對 6 頭不同個體之公水鹿進行電激採精法取得其精液樣本，用以評估此法取得

之精液應用於後續試驗之可行性。經評估後，具較佳精液品質之公鹿，續利用此法採集其精液，再

分別以 TCY、TY 與 CY 三種精液冷藏稀釋液進行稀釋，隨即於 4℃ 條件下冷藏 12 h，並於稀釋後

之第 0 及第 12 h 評估該等精液之精子活力、存活率與頭帽完整性。

試驗二：冷藏稀釋液種類人工授精後受胎率與產仔率之影響

經 TCY、TY 與 CY 三種稀釋液稀釋之精液經 4℃ 冷藏 12 h 後，分別予以執行人工授精。在

配種後第 60 日後以直腸觸診法判定其懷孕率，並於母鹿分娩後記錄其產仔率。

Ⅶ. 統計分析

本試驗所收集之公水鹿精液性狀之各項數值，均以平均值±標準機差（Mean ± Standard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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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an, X ± SEM）表示之。試驗所得之各項精液性狀數據，均使用統計分析系統（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 SAS 9.1, 2005）套裝軟體中之一般線性模式（General Linear Models）進行變方分

析，並進一步以鄧肯氏多變域測定法（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比較處理間之差異性。

結果與討論

我國台灣水鹿之飼養雖已有多年，但由於鹿科動物生性膽怯，馴化程度不足，且於生殖季節

中尤具攻擊性，不易訓練以假陰道進行採精，是以，本研究之試驗一乃首先評估應用電激採精法

進行公台灣水鹿精液採集之可行性，其結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之結果顯示 6 頭性成熟公台灣水

鹿精液之各精液性狀，其平均精液量為 1.2 ± 0.6 mL、pH 值為 7.1 ± 0.1、精子濃度為 8.9 ± 3.3 
× 108 /mL、精子活力則為 4.7 ± 0.4、平均精子存活率為 87 ± 4.8%。本試驗所得之平均精子濃

度及精液量均遠低於王（2003）利用相同方法所取得之公台灣水鹿精液的精子濃度（1.9~2.2 × 
109 /mL）及精液量（2.0 ± 0.2 mL），但精子活力則略優於該作者之數值（3-5 級分）；惟本試

驗中之精液量則與吳等（2002）之研究結果相近（1.4 ± 0.7 mL）；但其他精液性狀則優於該研

究所述（精子濃度：5.57 ± 3.45 × 108 /mL；精子活力：4 級分）；相同之趨勢亦見於 Chen et 
al.（2004）之研究中（精液量：1.3 ± 0.5 mL；精子濃度：3.8 ± 2.5×108 /mL）。此外，由表 1 
中之數據也發現所採集公鹿之精液量最高者有 2.4 mL，最低者為 0.6 mL；精子濃度最高者有 15.7 
× 108 /mL，最低者為 4.1 × 108 /mL，這說明公鹿個體間之精液品質具極大之差異性，相同之論

述已在王（2003）針對台灣水鹿精液品質之研究中被証實。本研究所採集 6 頭公台灣水鹿之各項

精液性狀中，作為人工授精及冷凍精液製作較為重要之精子活力與存活率等兩項指標均甚佳；且鄭

（2006）之研究也顯示以電激採精法取得之台灣山羌精液量及精子活力和濃度均顯著優於利用假

陰道採精法者。因此，利用電激採精法採取台灣水鹿之精液為可行之策，且所得之精液可應用於後

續之冷藏研究。

表 1. 公台灣水鹿之精液性狀

Table 1.  The semen traits of individual Formosan sambar stag

Individual

Traits A B A C B B D E F Mean S.D

Age, year 5 15 5 14 15 15 9 5 7

Semen volume (mL) 0.7 0.9 0.8 1.6 0.6 1.0 1.7 2.4 1.8 1.2 0.6

Motility (0-5) 5 5 4 5 5 5 5 5 4 4.7 0.4

Semen concentration 
(×108/mL)

10.2 9.0 7.8 6.7 4.1 6.5 9.0 15.7 11.6 8.9 3.3

Abnormal 
    morphology (%)

8.7 9.0 18.5 9.8 10.3 9.5 11.3 9.7 14.5 11.2 3.2

Sperm viability (%) 86 90.2 89 85 80.5 91.3 90.5 92.3 78.7 87.0 4.8

pH 7.0 7.3 7.3 6.9 7.4 7.2 7.2 7.2 7.2 7.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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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公台灣水鹿精液應用不同稀釋液冷藏 12 h 期間，其各項精液品質之數據如表 2。
由表 2 之結果顯示，公鹿精液分別以 TCY、TY 或 CY 稀釋液稀釋後隨即（0 h）評估其精子活

力則各處理組別均為 5.0；但冷藏 12 h 後，利用 CY 稀釋者則降為 4.0，顯著低於其他兩組（P < 
0.05）。在稀釋後隨即評估精子存活率及頭帽完整性，則發現利用 TY 稀釋組者最高（存活率：

92.1%；頭帽完整性：88.5%）、TCY 稀釋組者次之（存活率：89.3%；頭帽完整性：86.5%）、

CY 稀釋組者最低（存活率：88.3%；頭帽完整性：85.4%），且兩數值於 3 個處理組間均具有顯著

差異（P < 0.05）。在冷藏 12 h 後之精子存活率（TY：88.1%；TCY：86.8%；CY：84.2%）亦得

相同趨勢（P < 0.05）；但頭帽完整性則以 TY 及 TCY 稀釋者（82.5 和 82.3%）顯著高於 CY 稀釋

者（77.3%）（P < 0.05）。相似之試驗也證實利用 TCY 與 TY 為稀釋液所冷凍之台灣水鹿精液，

在解凍後之精子存活率及頭帽完整性，均優於利用 CY 稀釋者；而於臺灣梅花鹿則以 TY 為稀釋液

所冷凍之精液於解凍後顯著較利用 TCY 與 CY 稀釋者之精子存活率及頭帽完整性更佳（Cheng et 
al., 2004）。在 Parkinson（2001）之研究指出，以 Tris 和 Citric acid 組成之稀釋液具有較佳之緩

衝效果，可穩定稀釋精液之 pH 值，此可能是本研究中，含有 Tris 之 TCY 與 TY 等兩組精液冷藏 
12 h 後明顯較不含 Tris 之 CY 組之精子活力、存活率與頭帽完整性均較高之重要關鍵。此外，本

試驗也顯示利用上述3種稀釋液所稀釋之精液於冷藏 12 h 後之精子存活率及頭帽完整性均顯著較各

組剛稀釋時（0 h）為低（P < 0.05）。此因欲完全抑制精子之代謝作用，其保存溫度須低於 -130℃ 
始可達成（Medeiros et al., 2002）；而在 4℃ 時上述各稀釋液雖可延長精液之使用期限，但冷藏之

精子仍有少許代謝及生化反應持續進行，如精子代謝產物-乳酸的累積，將使精液 pH 值降低，而

當 pH 值達一定限度後即會降低精液品質，並進而增加精子之死亡率（Bearden et al., 2004）。綜

合本試驗之各項測定數值，發現在精子存活率方面，不論於剛稀釋時（0 h）或稀釋後之第 12 h，
均以 TY 稀釋液組者顯著較其他兩組者為高。相似之結果亦曾在 Cheng et al.（2004）之研究中証

實。而該研究雖顯示以 TCY 與 TY 為稀釋液所冷凍之台灣水鹿精液於解凍後之精子存活率相近，

但正常精子的比率則仍以 TY 稀釋液組者顯著較高。因此，整體而言，利用 TY 為稀釋液進行台灣

水鹿精液之保存仍是較佳之選擇。在本試驗中之 TCY 稀釋液組僅添加果糖，而 TY 稀釋液組則添

加果糖與葡萄糖。曾有研究指出，稀釋液中添加之果糖，其主要功能在於改善精子冷藏或冷凍後之

頭帽完整性，而葡萄糖則具有增加精子細胞膜安定性之能力（Fernandez-Santos et al., 2007）。此

可能為本研究中含有果糖與葡萄糖之 TY 稀釋液組較僅含有果糖之 TCY 稀釋液組者具較高精子存

活率之主要原因。

表 2. 稀釋液種類對台灣水鹿精液冷藏（4℃）期間精子活力、存活率和頭帽完整性之影響

Table 2. Effects of extenders on sperm motility score, sperm viability and acrosome integrity of Formosan 
sambar stag semen after cooling at 4℃ for different duration

Items
 0 h storage  12 h storage

TCY (1) TY (2) CY (3) TCY TY CY

SMS(4) (0-5) 5±0 a 5±0 a 5±0 a 5±0 a 5±0 a 4±0 b

VIAB(5) (%) 89.3±0.7 b 92.1±0.9 a 88.3±0.8 c 86.8±0.5 d 88.1±0.8 c 84.2±1.0 e

NAR(6) (%) 86.5±0.7 b 88.5±0.3 a 85.4±1.0 c 82.3±0.6 d 82.5±0.6 d 77.3±0.7 e

(1) Tris-citric-base medium; (2) TES-base medium; (3) Sodium citrate-base medium; (4) Sperm motility score; (5) 
Sperm viability; (6) Acrosome integrity.

a, b, c, d, e Values without same superscript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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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性狀之評估雖為檢測公畜繁殖能力與精液稀釋液條件之重要指標，但若能直接進行人

工授精以評估其懷孕率，則更能正確反應試驗之效果。因此於試驗二，延續試驗一之結果，利用 
TCY、TY 或 CY 稀釋液稀釋並冷藏 12 h 之台灣水鹿精液分別進行人工授精，其結果顯示母水鹿之

懷孕率在以 3 種稀釋液稀釋冷藏處理之各組間均相近（TCY：70%；TY：80%；CY：60%），且

在 3 試驗處理組之每頭懷孕母鹿均各成功分娩 1 頭仔鹿（表 3）。而 3 試驗處組之平均懷孕率為

70%（21/30），此與同時期利用自然配種之懷孕率為 80%（64/80）者相近。此顯示應用本試驗之

冷藏精液進行人工授精或可取代自然配種法。本試驗中母鹿經冷藏精液人工授精之懷孕率較國外

於紅鹿和 鹿（47.3~76.3%）（Asher et al, 1992；Asher et al., 1993; Jabbour et al., 1993），以及

梅花鹿者（50~53.3%）（Willard et al., 1996）均具有較高之懷孕率。此外，本研究室先前應用冷

藏之台灣水鹿精液採複配方式進行人工授精獲得 88.9%（8/9）之懷孕率（康等，2009），此與本

研究所得結果並無顯著差異。由此說明母台灣水鹿只需執行 1 次之人工授精即可獲致極高之懷孕

率。綜合前述之結果，顯示本試驗已初步建立台灣水鹿之電激採精法，且可應用 TY 稀釋液進行公

台灣水鹿精液之冷藏保存，而實施 1 次人工授精可應用於母台灣水鹿之配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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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extenders on the quality and fertility of cooled 
Formosan sambar stag semen after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perm motility score (SMS), 
sperm concentration, and sperm viability (VIAB) of Formosan sambar stag semen collected by electro-
ejaculation were 4.7, 8.9×108 sperms/mL and 87.0%, respectively. The SMS of semen diluted with TCY or 
TY extenders were not decreased by cooling at 4℃ for 12 h (5.0 and 5.0), but those of semen diluted with CY 
extender were decreased from 5.0 to 4.0 (P < 0.05). The VIAB (TCY: 86.8 vs. 89.3%; TY: 88.1 vs. 92.1%; 
CY: 84.2 vs. 88.3%) and acrosomal integrity (NAR) (TCY: 82.3 vs. 86.5%; TY: 82.5 vs. 88.5%; CY: 77.3 
vs. 85.4%) of the semen diluted with TCY, TY or CY extenders and cooled at 4℃ for 12 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 < 0.05) than those of semen freshly diluted with these extenders without cooling storage (0 h). The 
pregnant rates (TCY: 70%; TY: 80%; CY: 60%) and parturient rates (TCY: 70%; TY: 80%; CY: 60%) were 
similar among estrus synchronized Formosan sambar hinds after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with the stag semen 
diluted with TCY, TY or CY extenders cooled at 4℃ for 12 h. In conclusion, Formosan sambar stag semen 
diluted with TCY or TY extenders had a better sperm quality. Despite of the extender used, the pregnant rate 
and the parturient rate after AI using the cooled semen were not affected. 

Key words : Formosan sambar deer, Semen cooling storage, Extender, Semen quality, Pregna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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