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莴苣属 ６ 种近似种瘦果形态的扫描电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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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莴苣属 ６ 种近似种瘦果超微形态ꎬ确定鉴别特征ꎬ为口岸检疫鉴定提供参考ꎮ 【方法】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莴苣属 ６ 个近似种瘦果的表面特征、冠毛、种脐、衣领状环等超微形态特征ꎬ测
量瘦果表面刺长、刺宽、刺间距、冠毛节间长度等ꎬ并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显著差异评价ꎮ 【结果】野
莴苣脐口无环形边ꎬ其他 ５ 种均具环形边ꎻ野莴苣瘦果表面突起呈锐三角状物ꎬ乳苣突起呈耳状物ꎻ乳苣

与莴苣衣领状环呈圆形或近圆形ꎬ其他 ４ 种呈椭圆形ꎻ乳苣、刺毛莴苣冠毛节间长度最小ꎬ毒莴苣的最长ꎻ
野莴苣、莴苣、山莴苣次之ꎻ毒莴苣瘦果冠毛上的刺基部稍肿大ꎬ而其他 ５ 种未见肿大ꎻ瘦果超显微特征性

状测量值在种之间存在差异ꎮ 【结论】莴苣属种脐的形状和环形边的有无、种脐中央的突起物形状、衣领状环形状、瘦果表

面纹饰特征及突起物的形状等超微形态特征可以作为莴苣属种类判定依据ꎻ瘦果表面的刺长度和宽度、刺间距、冠毛节间

长度数值差异显著可以用于莴苣属种类鉴定ꎮ
关键词: 莴苣属ꎻ 瘦果ꎻ 扫描电镜ꎻ 超微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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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是被子植物特有的器官ꎬ其主要功能是繁

殖ꎮ 种子传播是外来入侵植物扩散的主要方式之

一(芮振宇等ꎬ２０２０ꎻ 史梦竹等ꎬ２０２０)ꎮ 因此ꎬ准确

判定外来有害植物的种子种类是防止外来植物入

侵的关键环节ꎮ 相较于植株种类判定ꎬ种子种类鉴

定更为精细、复杂ꎬ同属甚至同科间种子形态特征

较相似ꎬ肉眼难以鉴别ꎮ 果实或种子的形态特征作

为植物科、属和种的分类鉴定的依据ꎬ不仅为植物

分类学家认可(马新堂等ꎬ２０２２)ꎬ而且在检疫部门

种类鉴定(印丽萍和颜玉树ꎬ１９９６)、药用植物生产

(郭巧生ꎬ２００９)、林业部门生态环境建设(国家林业

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ꎬ２００３)、考古学研

究(刘长江等ꎬ２００８)等领域被广泛应用ꎮ
莴苣属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ｐ.植物果实为瘦果ꎬ倒卵形、倒

披针形或长椭圆形ꎮ 大多瘦果长约 ３.５ ｍｍꎬ宽约

１.５ ｍｍꎬ由于个体较小ꎬ无法肉眼直接鉴别ꎬ常借助

体视显微镜观察其显微形态特征ꎮ 口岸实验室对

于莴苣属瘦果的鉴别主要是以瘦果形状、表面纵肋

数量、喙的形状大小、果脐的形状及颜色等显微形

态特征综合判定(郭琼霞ꎬ１９９８ꎻ 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植物园种子组形态室比较形态组ꎬ１９８０)ꎮ
对于表面磨损、性状特征不明显的果实ꎬ无法根据

显微形态学特征准确确定其种类ꎮ 莴苣属中的刺

毛莴苣 Ｌ. ｈｉｒｓｕｔａ Ｍｕｈｌ. ｅｘ Ｎｕｔｔ.广泛分布于加拿大

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东部和中部(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２００６)ꎬ我国未见

报道ꎬ其植株形态特征与同属山莴苣 Ｌ. ｉｎｄｉｃａ Ｌ.相
似ꎬ易被混淆ꎻ毒莴苣 Ｌ. ｓｅｒｒｉｏｌａ Ｌ.、野莴苣 Ｌ. ｐｕｌｃｈ￣
ｅｌｌａ (Ｐｕｒｓｈ) ＤＣ.均为我国禁止进境的检疫性有害

生物ꎻ山莴苣和乳苣 Ｌ. ｔａｔａｒｉｃａ (Ｌ.) Ｃ. Ａ. Ｍｅｙ.为
我国农田常见杂草ꎻ山莴苣、刺毛莴苣、毒莴苣、乳
苣、野莴苣常易与栽培作物莴苣 Ｌ. ｓａｔｉｖａ Ｌ.混生ꎮ
准确判定莴苣属这 ６ 种瘦果ꎬ对于防止外来有害生

物入侵和保护我国农业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选取莴苣、山莴苣、刺毛莴苣、毒莴苣、乳苣、
野莴苣 ６ 种莴苣属瘦果为研究对象ꎬ通过扫描电子

显微镜观察瘦果的超微形态特征区别ꎬ以期为快速

准确鉴定莴苣属种类提供形态学鉴定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材料为 ６ 种莴苣属种子样品ꎬＡ:莴苣ꎬ来
源于中国福建福州ꎻＢ:山莴苣ꎬ来源于中国福建福

州ꎻＣ:毒莴苣ꎬ来源于美国ꎻＤ:刺毛莴苣ꎬ来源于加

拿大ꎻＥ:乳苣ꎬ来源于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ꎻＦ:野莴

苣ꎬ来源于美国ꎮ
１.２　 超显微形态特征观察

将 ６ 种莴苣属瘦果分别装入指形管内ꎬ倒入适

量 ７５％酒精ꎻ放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去除瘦果表面杂

质ꎻ取出瘦果干燥处理后ꎬ放在黏有导电胶的样品

台上ꎻ将样品台进行喷金处理ꎻ置于扫描电子显微

镜(品牌日立ꎻ型号 ＴＭ￣１０００ꎻ放大倍数 １８０ ~ ５００
倍)里观察 ６ 种瘦果表面超微形态特征ꎬ拍照并记

录测量数据ꎮ
１.３　 测量数据处理

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ꎬ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 新复极差法在 Ｐ<０.０５ 显著水平下分析 ６
种瘦果超显微特征性状的测量结果ꎮ 采用 ＤＰＳ 数

据处理系统 １９. ０５ 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 Ｔ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ꎬ２０１３)分析测量数据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种脐

瘦果种脐形态见图 １:莴苣、山莴苣和毒莴苣的种

脐圆形或近圆形ꎻ刺毛莴苣、野莴苣的种脐椭圆形ꎻ野
莴苣脐口无环形边ꎬ其他 ５ 种均具环形边ꎻ除山莴苣

外ꎬ其余 ５ 种瘦果种脐中央具点状或丝状突起ꎮ
２.２　 衣领状环

瘦果衣领状环形态见图 ２:６ 种瘦果衣领状环

中央略内凹ꎬ具花柱残痕ꎻ莴苣衣领状环近圆形ꎬ山
莴苣、毒莴苣、刺毛莴苣、野莴苣的衣领状环椭圆

形ꎻ乳苣衣领状环圆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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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种脐超显微形态特征图
Ｆｉｇ.１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ｈｉｌｕｍｓ

Ａ:莴苣ꎻＢ:山莴苣ꎻＣ:毒莴苣ꎻＤ:刺毛莴苣ꎻＥ:乳苣ꎻＦ:野莴苣ꎮ
Ａ: Ｌ. ｓａｔｉｖａꎻ Ｂ: Ｌ. ｉｎｄｉｃａꎻ Ｃ: Ｌ. ｓｅｒｒｉｏｌａꎻ Ｄ: Ｌ. ｈｉｒｓｕｔａꎻ Ｅ: Ｌ. ｔａｔａｒｉｃａꎻ Ｆ: Ｌ.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图 ２　 衣领状环超显微形态特征图
Ｆｉｇ.２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ｌａｒ￣ｓｈａｐｅｄ ｒｉｎｇ

Ａ:莴苣ꎻＢ:山莴苣ꎻＣ:毒莴苣ꎻＤ:刺毛莴苣ꎻＥ:乳苣ꎻＦ:野莴苣ꎮ
Ａ: Ｌ. ｓａｔｉｖａꎻ Ｂ: Ｌ. ｉｎｄｉｃａꎻ Ｃ: Ｌ. ｓｅｒｒｉｏｌａꎻ Ｄ: Ｌ. ｈｉｒｓｕｔａꎻ Ｅ: Ｌ. ｔａｔａｒｉｃａꎻ Ｆ: Ｌ.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２.３　 瘦果表面特征

瘦果表面超显微形态特征见图 ３:莴苣表面纹

饰条状ꎬ具针尖状突起ꎻ山莴苣表面纹饰近条状ꎬ顶
端呈乳状突起ꎻ毒莴苣表面纹饰呈鱼鳞状ꎬ顶端具

针尖状突起ꎻ刺毛莴苣表面纹饰条状ꎬ顶端呈乳状

突起ꎻ乳苣表面纹饰条状ꎬ顶端具耳状突起ꎻ野莴苣

表面纹饰条状ꎬ具锐三角状突起ꎮ 野莴苣和乳苣瘦

果表面突起的锐三角状物和耳状物可以作为野莴

苣和乳苣的鉴定指标ꎮ
２.４　 冠毛

６ 种莴苣属冠毛超显微形态特征图详见图 ４:
毒莴苣瘦果冠毛上的刺基部稍肿大ꎬ而其他 ５ 种未

见肿大ꎬ此特征可以作为毒莴苣的鉴定指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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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瘦果表面超显微形态特征图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ｃｈｅｎｓ

Ａ:莴苣ꎻＢ:山莴苣ꎻＣ:毒莴苣ꎻＤ:刺毛莴苣ꎻＥ:乳苣ꎻＦ:野莴苣ꎮ
Ａ: Ｌ. ｓａｔｉｖａꎻ Ｂ: Ｌ. ｉｎｄｉｃａꎻ Ｃ: Ｌ. ｓｅｒｒｉｏｌａꎻ Ｄ: Ｌ. ｈｉｒｓｕｔａꎻ Ｅ: Ｌ. ｔａｔａｒｉｃａꎻ Ｆ: Ｌ.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图 ４　 冠毛超显微形态特征图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ｐａｐｐｕｓ

Ａ:莴苣ꎻＢ:山莴苣ꎻＣ:毒莴苣ꎻＤ:刺毛莴苣ꎻＥ:乳苣ꎻＦ:野莴苣ꎮ
Ａ: Ｌ. ｓａｔｉｖａꎻ Ｂ: Ｌ. ｉｎｄｉｃａꎻ Ｃ: Ｌ. ｓｅｒｒｉｏｌａꎻ Ｄ: Ｌ. ｈｉｒｓｕｔａꎻ Ｅ: Ｌ. ｔａｔａｒｉｃａꎻ Ｆ: Ｌ.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２.５　 测量结果

６ 种莴苣属植物瘦果超显微性状特征如表 １ 所

示ꎮ 瘦果超显微特征性状测量值在种之间存在差

异ꎬ６ 种莴苣属植物瘦果刺长 １１.２７ ~ ２１.４２ μｍꎬ刺
宽 ７.２８~ １４.２０ μｍꎬ刺间距 ４０.６６ ~ ７９.７６ μｍꎬ冠毛

节间长度 ８３.７１~ １３５.４ μｍꎮ 本研究测量冠毛节间

长度距离是以冠毛上的刺着生方向相同的最近 ２
个刺状物间的距离ꎮ 由表 １ 可知ꎬ乳苣、刺毛莴苣

冠毛节间长度最小ꎬ毒莴苣的最长ꎻ野莴苣、莴苣、
山莴苣次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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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莴苣属 ６ 种瘦果超显微特征性状测量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ｃｈｅ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ｉｘ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单位 Ｕｎｉｔ: μｍ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刺长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ｐｉｋｅｓ

刺宽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ｓｐｉｋｅｓ

刺间距
Ｌｅｎｇ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ｉｋｅｓ

冠毛节间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ｐｐｉ ｓｅｇｍｅｎｔ

莴苣 Ｌ. ｓａｔｉｖａ １１.２７±１.２６ｄ ７.５２±０.９８ｃ ４６.８２±１０.０９ｄｅ １３５.４０±１７.１３ａ
山莴苣 Ｌ. ｉｎｄｉｃａ １５.４５±３.９０ｂｃ １２.０６±２.４２ａｂ ７９.７６±６.７０ａ １１５.７０±２３.４１ａｂ
毒莴苣 Ｌ. ｓｅｒｒｉｏｌａ １８.７６±２.４６ａｂ ８.４３±１.５８ｃ ４０.６６±９.３４ｅ １４４.２０±２９.９４ａ
刺毛莴苣 Ｌ. ｈｉｒｓｕｔａ １３.２７±２.３５ｃｄ １１.２７±３.１８ｂ ５６.４８±９.５６ｃｄ ８９.４５±１９.４４ｂ
乳苣 Ｌ. ｔａｔａｒｉｃａ １７.３４±２.３１ｂ １４.２０±２.０８ａ ７２.０８±１０.３７ａｂ ８３.７１±２５.９５ｂ
野莴苣 Ｌ.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２１.４２±１.９９ａ ７.２８±０.８１ｃ ６２.６１±８.１４ｂｃ １２８.２２±３７.９１ａ

　 　 同列数据后的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下差异显著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３　 讨论
莴苣属瘦果种子个体较小ꎬ各植物志多是对瘦

果的形状、颜色、表面肋纹数、冠毛颜色和层数等的

简要描述ꎬ因此无法根据描述准确鉴定种类ꎮ 梁照

文等(２０１４)利用扫描电镜对毒莴苣、莴苣、宿根莴

苣 Ｌ. ｐｅｒｅｎｎｉｓ Ｌ.、苦莴苣 Ｌ. ｖｉｒｏｓａ Ｌ.、山莴苣、雀苣 Ｌ.
ｖｉｍｉｎｅａ Ｌ.６ 种莴苣属瘦果的表皮纵肋数量、纵棱形

态及表皮花纹的超微形态特征进行了比较ꎬ认为毒

莴苣在纵棱特点及表面细微花纹方面存在较大差

异ꎮ 虞赟等(２０１８)根据野莴苣、毒莴苣、乳苣 ３ 种

莴苣属植株的形态特征ꎬ结合瘦果显微形态特征及

超显微形态特征综合判定野莴苣ꎮ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研究了 １５ 种莴苣属瘦果ꎬ认为莴苣属瘦果

的形态特征和显微形态特征具有鉴定意义ꎬ根据喙

的形状和瘦果表面特征可以区分莴苣属与紫菊属ꎮ
本研究根据莴苣属瘦果超显微形态特征ꎬ测量并比

较瘦果刺长度和宽度、刺间距、冠毛节间长度ꎬ认为

莴苣属种间瘦果种脐的形状和环形边的有无、种脐

中央的突起物形状、衣领状环形状、瘦果表面纹饰

特征及突起物的形状均存在差异ꎬ说明瘦果的超微

形态特征差异可以作为莴苣属瘦果的鉴定指标ꎮ
本研究表明ꎬ６ 种瘦果表面的刺长度和宽度、刺间

距、冠毛节间长度均存在显著差异ꎬ后期需进一步

研究更多的莴苣属种类ꎬ以探讨属内种间的系统位

置及亲缘关系ꎬ为口岸检疫鉴定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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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 Ｙꎬ ＸＵ Ｘ Ｍꎬ ＺＨＵ Ｓ Ｘꎬ ２０２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ｃｈ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Ｃｉｃｈｏｒｉｅａｅꎻ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ꎬ ６７
(２): １７１－１８０.

(责任编辑:郭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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