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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结球莴苣（Lactuca sative L. var. capitata DC.）是中

国重要绿叶蔬菜之一，消费量逐年递增。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对蔬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叶用莴苣

极富营养，含有抗氧化物、胡萝卜素及维生素B1、B2、

B6 和 VC、VE，它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如钙、磷、

钾、钠、镁及少量的铜、铁、锌。此外，还富含膳食纤维

素，茎叶的乳状汁液还含有大量有机物，如糖、有机酸、

蛋白质、苦苣素等[1]。常食有利于血管扩张，清热、利

尿等功能，对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及精神衰弱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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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球莴苣品种比较试验研究

刘甜甜，陈青君，范双喜

（北京农学院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北京 102206）

摘 要：结球莴苣在高温环境下栽培，植株往往遭受伤害或生长不良，为给生产提供优质的结球莴苣品

种，笔者选取目前栽培中具有代表性的8个结球莴苣品种进行了春夏露地和秋冬日光温室栽培比较试

验，并对其苗期性状、商品性状、营养成分、产量及抗性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结果表明：栽培条件不同，

结球莴苣的各项生理指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幼苗期 J42表现最好，J44次之。J42和 J44这2个品

种的叶片性状指标最好，产量最大，且抗病，W64表现为感病，其余品种均为中等抗病品种，无严重感病

现象。J42 的综合营养品质最好，而 8 个品种口感和质地相似，都带有苦味，质地脆。总之，‘国王 102’

（J42）和‘早玉结球生菜’（J44）这2个品种产量高，性状好，品质优良，抗性强，应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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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Head Lettuce Varieties
Liu Tiantian, Chen Qingjun, Fan Shuangxi

（College of Pla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2206）
Abstract: Head lettuce was suffered harm and growth badly in high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head lettuce varieties, eight varieties of head lettuce were compared, which
planted in open country in summer and sunlight greenhouse in autumn. The seedling characters, economical
characters, nutrients, production, and resistance were observed and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head lettuce had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cultivate environment. J42 was the best in
seedling stage, and J44 was second. J42 and J44 were the best in leaf traits, maximum yield and resistance,
W64 had no resistance, and the remaining varieties were moderately resistant varieties which had no serious
feeling sick phenomenon. J42 had the best comprehensive nutrition quality, and the 8 varieties taste and
texture was similar, all with a bitter taste, texture crisp. In a word,‘King102’(J42) and‘Zaoyu heat lettuce’
(J44) had high yield, good traits, excellent quality and strong resistance, so they deserved to be promoted.
Key words: head lettuce; compare; variety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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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辅助疗效[2]。近年来，全球性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气

温持续升高，保护地生产的设施气温可达 40℃以上，

夏季露地气温也可达 35℃以上[3]，结球莴苣周年生产

难度越来越大。已有的耐热研究主要集中在大白菜、

不结球白菜、萝卜、黄瓜等种类上，并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4]，但是在结球莴苣上此方面的研究不多。欧美、日

本等国多采用异地冷凉区域集中生产或自动化环境调

控等解决叶用莴苣高温下难以栽培的技术问题，从而

实现叶用莴苣的均衡供应[5]，为国外饮食上提供了很

好的营养平台。中国由于工业、交通等条件的制约难

以应用上述方法，因此选育耐热抗寒的优良叶用莴苣

品种成为实现叶用莴苣生产的重要目标。中国结球莴

苣的发展很迅速，现在中国结球莴苣的出口量大有进

步，主要输往港、澳及东南亚国家。在美国，日本，加拿

大等国家，中国结球莴苣也深受欢迎。

如今，各种同工酶标记和DNA分子标记已被广泛

地应用于植物种质资源的鉴定和分类研究[6-8]，但是，基

于形态性状的鉴定和描述，仍然是种质资源研究的最

基本的方法和途径[9]。不同结球莴苣的叶片性状以及

产量性状具有丰富的遗传信息和选择潜力，选择叶片

性状和产量性状各异的材料较容易。相比，结球莴苣

的株高、展幅和球叶数的遗传较为稳定[10]。有研究表

明，生产上栽培的同一类型间叶用莴苣的亲缘关系较

近，遗传背景狭窄[11]。本研究以结球莴苣苗期、生长期

和收获期3个时期相关生理性状的测量和观察为切入

点，筛选出产量高、抗性强、营养品质佳的优良品种，在

此基础上发展各种增强作物耐热性的技术措施，为有

效地筛选和培育耐热性强的优良品种提供理论依据，

从而达到优质高产、提高农民收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

目的，对生产和品种选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研究采用的结球莴苣的品种取自中国农业科学

院种质资源库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种质资

源库，挑选 8 份典型的结球莴苣品种。试验材料于

2007年、2008年、2009年连续 3年在北京农学院试验

田进行田间鉴定试验。各参试品种的名称、来源见表

1。8个供试品种各取1000粒种子，25℃下于垫有湿润

滤纸的培养皿中催芽，7天后计算发芽率，根据发芽率

的高低确定播种量。挑取发芽势好的种子播种于 72

孔穴盘中，以浇水次数和浇水量来调控幼苗生长期的

温度和湿度，日平均气温为 24℃，日平均湿度为

85%。待幼苗生长 20天后，定植到露地，每个品种定

植 2 垄，每垄 22 株，株间距 30~40 cm 之间，设 6 次重

复，两侧设置保护行，完全随机排列，定植后保持各小

区管理水平一致。

编号

J10

J11

J20

J41

J42

J43

J44

W64

品种名称

美国结球生菜

日本卡其结球生菜

Astral

国王101

国王102

皇帝

早玉结球生菜

WT12

来源

河北省青县大地育苗中心

北京科力达神禾蔬菜研究所

中蔬引自荷兰

北京阿特拉斯种业有限公司

北京阿特拉斯种业有限公司

北京阿特拉斯种业有限公司

北京中蔬园艺良种研究开发中心

国外

1.2 试验方法

苗期和收获期调查采用《莴苣种质资源描述规范

和数据标准》[12]。

1.2.1 苗期调查 播种后 20天，对幼苗的单株鲜重、单

株干重、叶柄色、叶裂刻、叶形进行测量和观察。

1.2.2 收获期调查 定植后60天，对8个结球莴苣试材

的株高、展幅、最大叶长、最大叶宽、叶柄长、叶柄厚、莲

座叶数、叶片数、叶裂刻、商球率、小区产量、抗性指数

进行观察和测量。抗性指数是根据一定数目的植株核

计其发病株数所得平均发病程度的数值，发病最重的

抗性指数值是 100，完全无病为 0。抗性分级参照陈

友[13]的分级标准。

1.2.3 营养成分调查 维生素C含量的测定采用2，6-二

氯酚靛酚滴定法；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采用蒽酮法；含

水量的测定：材料收获后，取称量瓶 3只，依次编号并

分别准确称重。在田间选取生长一致的待测植物数

株，各选部位、长势、叶龄一致的有代表性的叶子数

片。用打孔器均匀的在所选的叶片上钻取小圆片150

片，立即装到上述称量瓶中，盖紧瓶盖并精确称重。将

称量瓶连同小圆片置烘箱中105℃下烘15 min以杀死

表1 8份结球叶用莴苣品种名称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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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细胞，再于80~90℃下烘至恒重；口感和质地

的测量采用口尝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结球莴苣品种苗期生理性状比较分析

由表 2可以看出，在露地栽培中，J42的单株鲜重

和单株干重均最高；而在温室栽培中，J42的单株鲜重

最高，J20的单株干重最高；在不同的栽培环境中，结

球莴苣幼苗期叶柄色和叶形有差异，叶柄色表现在绿

色和浅绿色之间的变化差异，而叶形表现在椭圆形和

提琴形之间的变化差异。综合结球莴苣幼苗期的形态

表现来看，露地栽培中 J42表现最好，J44次之，日光温

室栽培中 J42表现最好。

品种

J10

J11

J20

J41

J42

J43

J44

W6

4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单株鲜重/g

1.63

1.70

1.72

1.80

1.75

1.90

1.82

1.68

1.93

1.92

1.65

1.66

1.92

1.93

1.64

1.70

单株干重/g

0.150

0.155

0.160

0.176

0.165

0.181

0.178

0.155

0.180

0.176

0.152

0.152

0.176

0.178

0.155

0.159

叶柄色

绿

绿

绿

浅绿

绿

绿

浅绿

浅绿

绿

绿

浅绿

绿

绿

绿

绿

绿

叶裂刻

浅裂

浅裂

浅裂

浅裂

浅裂

浅裂

浅裂

浅裂

叶形

提琴形

椭圆形

提琴形

椭圆形

椭圆形

提琴形

椭圆形

椭圆形

提琴形

椭圆形

椭圆形

提琴形

椭圆形

椭圆形

椭圆形

提琴形

品种

J10

J11

J20

J41

J42

J43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株高/cm

20.1

21.0

19.2

19.0

20.1

19.2

20.3

20.2

22.1

21.2

19.0

19.0

展幅/cm

22.0

22.2

21.0

21.1

21.2

21.3

24.6

24.5

26.0

27.2

22.3

21.2

最大叶长/cm

22.2

22.1

21.2

21.1

20.2

21.4

20.3

21.2

24.5

24.3

20.1

20.0

最大叶宽/cm

20.3

20.5

19.2

19.3

18.2

19.3

21.1

21.0

24.2

23.3

18.0

18.1

叶柄长/cm

7.0

7.1

7.2

7.1

8.1

7.2

8.0

8.1

9.0

9.1

7.4

8.2

叶柄厚/cm

3.0

3.0

3.1

3.2

3.2

3.2

3.2

4.2

4.2

4.1

3.0

3.1

莲座叶数/片

7

7

8

7

8

8

7

8

9

9

8

8

叶片数/片

25

25

28

28

26

27

28

28

30

30

26

26

叶裂刻

浅裂

浅裂

浅裂

浅裂

浅裂

浅裂

2.2 不同结球莴苣品种收获期生理性状比较分析

不同品种结球莴苣收获期的生理性状比较见表

3。从表3中可以看出，参试的8份结球莴苣材料在株

高、展幅、最大叶长和叶宽、叶柄长和厚、莲座叶数、叶

片数各项指标中均有差异。从株高来看，J42在露地

和日光温室栽培中均最高，J43最矮；J42的莲座叶数

和叶片数也最多；而 J44的展幅、叶长、叶宽、叶柄长、

叶柄厚都最大，J11的展幅最小，J43的叶长、叶宽最小；

J10的叶柄最短、最薄，莲座叶数和叶片数也最少；8个

品种的叶片均为浅裂刻。由此可见，J42和 J44这 2个

表2 结球莴苣幼苗时期的性状比较

表3 结球莴苣收获期叶片性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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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叶片性状最好，J10和 J43最差。

2.3 不同结球莴苣品种产量和抗性比较分析

商球率是结球莴苣产量构成的重要指标。表4中

显示，J42的商球率在 2种栽培环境中均最大，相应的

J42的产量也最高。在不同的栽培条件下，各品种结

球莴苣的产量有较明显的差异，且表现为露地栽培在

产量上优于温室栽培的趋势。仅从小区产量来比较，

在露地栽培中，J42和 J44的小区产量较高，表现为丰

产，J20寡产，而在温室栽培中，J41和 J42的小区产量

明显高于其他品种，J43的产量最低，仅为36.6 kg。从

抗性来看，J42和 J44为中抗品种，抗性指数最小，抗性

最强，而W64为感病品种，抗性最低，其余品种感病情

况相近，都为中等抗病，且无严重感病现象。

2.4 不同结球莴苣品种营养成分分析

由表5得知，在不同的栽培环境下，结球莴苣的营

养成分含量没有明显差异。表现为 J42的VC含量最

高，J44最低；J10和 J42的糖含量最高，J44最低；J42和

J43含水量最高，J10和 J44最低；另外，8个品种口感也

相近，都带有苦味，质地脆。总的来看，J42的综合营

养品质最好，而 J44最差。

续表3

品种

J44

W64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株高/cm

21.2

21.1

19.1

19.2

展幅/cm

27.3

27.4

24.5

24.6

最大叶长/cm

25.0

25.0

22.3

22.1

最大叶宽/cm

25.2

25.3

21.0

21.2

叶柄长/cm

9.3

9.1

8.4

8.2

3.5

3.6

叶柄厚/cm

4.3

4.2

莲座叶数/片

9

9

7

7

叶片数/片

30

30

28

28

叶裂刻

浅裂

浅裂

表4 结球莴苣产量和抗性比较

品种

J10

J11

J20

J41

J42

J43

J44

W64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商球率/%

63.8

63.9

67.8

67.6

66.1

66.3

68.8

68.7

71.5

71.3

65.8

63.9

71.3

66.3

67.7

67.8

小区产量/kg

52.6

50.3

66.5

65.2

51.8

48.5

71.3

71.6

75.2

72.4

72.6

36.6

73.2

48.0

66.8

50.6

抗性指数

中抗40

中抗40

中抗40

中抗40

中抗42

中抗42

中抗39

中抗39

抗病23

抗病23

中抗45

中抗45

抗病23

抗病23

感病63

感病63

表5 结球莴苣收获期营养成分比较

品种

J10

J11

J20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Vc含量/mg

0.75

0.78

0.60

0.67

1.10

1.25

含糖量/mg

2.48

2.54

2.04

2.04

1.87

1.87

含水量/mg

63.5

64.3

71.0

72.1

79.2

80.1

口感和质地

微苦，脆

微苦，脆

微苦，脆

微苦，脆

苦，脆

苦，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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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由于中国国内叶用莴苣新品种选育工作正处于起

步阶段,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和类型很有限，中国

现有的栽培品种主要靠引进国外已有品种[14]，虽然现

在对叶用莴苣的研究有所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

有一定的差距。国内专家已培育出多种新品种，经培

育的新品种有全年莴苣、绿波等[15]。露地栽培和日光

温室栽培由于栽培条件不同，植物生长环境存在多种

差异，结球莴苣的各项生理指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

异。商品球率大和小区产量高的结球莴苣可以通过增

加最大叶长、最大叶宽来增加球重。同一品种温室比

露地的Vc含量高，与紫外线对Vc具有破坏作用结论

相符[16]。

在此试验中，露地栽培 J42幼苗期表现最好，J44

次之；日光温室栽培中 J42表现最好。J42和 J44 2个

品种的叶片性状指标最好，而 J10和 J43最差。从小区

产量比较，J42和 J44这 2个品种表现为丰产，J20则寡

产。从抗性强弱来比较，J42和 J44表现为抗病，W64

表现为感病品，其余品种均为中等抗病品种，无严重感

病现象。从营养性状来看，J42的综合营养品质最好，

J44最差。而 8个品种口感和质地相似，都带有苦味，

质地脆。

综上所述，8个结球叶用莴苣品种在露地和温室

栽培2种生长环境中，综合性状表现最好的品种为 J42

（‘国王 102号’）和 J44（‘早玉结球生菜’）。J42和 J44

增收潜力大，市场前景好，有很大的推广优势。所以，

在结球叶用莴苣的栽培中，根据不同的生长环境选择

合适的栽培品种，是农民丰产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有利

于品种选育和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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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品种

J41

J42

J43

J44

W64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露地

温室

Vc含量/mg

0.52

0.61

2.12

2.24

0.65

0.68

0.45

0.46

1.22

1.23

含糖量/mg

1.72

1.73

2.05

2.10

0.99

1.08

0.49

0.58

1.95

1.90

含水量/mg

81.2

82.3

90.4

90.6

92.4

91.1

67.3

69.0

86.5

89.7

口感和质地

苦，脆

微苦，脆

微苦，脆

苦，脆

苦，脆

微苦，脆

苦，脆

苦，脆

微苦，脆

微苦，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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