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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董莉娜∗ꎬ 刘　 演

( 广西喀斯特植物保育与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ꎬ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 国 科 学 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ꎬ 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

摘　 要: 秋海棠属(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隶属于葫芦目(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ｌｅｓ)秋海棠科(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ꎬ有 １ ８００ 余种ꎬ是世界第六

大属ꎬ主要分布于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ꎬ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ꎬ亦可作为药用、食用、饮料和饲

料等ꎮ 我国有秋海棠属植物近 ３００ 种ꎬ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云南和广西等长江以南地区ꎬ其中云南有秋海棠属植

物 １００ 余种ꎮ 近年来ꎬ随着广西地区秋海棠属植物野外调查的不断深入ꎬ陆续发现并发表了大量秋海棠属新类

群ꎬ使得广西产秋海棠属植物数目已超出 １９９１ 年«广西植物志»(第一卷)收录的 １９ 种ꎬ因此亟需对发表于不同

期刊中的类群进行系统地整理和汇总ꎮ 鉴于此ꎬ该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考证标本信息ꎬ整理并汇总了广西产

秋海棠属植物共 ８４ 种ꎬ包括 ２ 个变种、１１ 个亚种和 ４６ 个特有种ꎬ新增的 ６５ 种为«广西植物志»(第一卷)中未收

录的类群ꎬ并补充了这些类群的特征集要、凭证标本信息和属下分组概况ꎬ为今后开展秋海棠属植物的分类修订

以及系统学、进化生物学和保护生物学等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ꎮ
关键词: 秋海棠属ꎬ 广西植物志ꎬ 增订ꎬ 特征集要ꎬ 属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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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海棠属(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隶属于葫芦目(Ｃｕｃｕｒｂｉ￣
ｔａｌｅｓ)秋海棠科(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ＡＰＧⅡꎬ２００３ꎻＡＰＧⅢꎬ
２００９)ꎬ有１ ８００余种(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主要分

布于中美洲、南美洲、非洲撒哈拉以南、东亚、南亚、东
南亚和太平洋岛屿(波利尼西亚除外)的热带及泛热

带地区ꎬ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ꎬ亦可作为药用、食用、
饮料和饲料等(管开云等ꎬ２００７ꎻ董莉娜等ꎬ２０１５)ꎮ 该

属植物常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肉质草本或软木质灌木ꎻ
具匍匐根状茎或茎直立ꎻ叶基生或茎生ꎬ基部偏斜或

两侧对称ꎻ花单性ꎬ常雌雄同株ꎬ偶见雌雄异株ꎻ蒴果

具不等三翅或近等三翅或无翅ꎮ
根据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记载中国有秋海棠属植物

１７３ 种(谷翠芝等ꎬ２００９)ꎬ然而随着近年来新类群的

不断发表ꎬ我国保守估计有秋海棠属植物 ３００ 种以上

(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主要分布于云南和广西等长江以

南地区ꎮ 其中ꎬ云南分布有秋海棠属植物 １００ 余种

(税玉民ꎬ２００６ꎻ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广西植物志»第
一卷收录并描述了广西地区秋海棠属植物 １９ 种(蓝
盛芳ꎬ１９９１)ꎬ随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第 １３ 卷收录并描述

了广西产秋海棠属植物 ５６ 种(谷翠芝等ꎬ２００９)ꎬ至
«广西植物名录»记载了产于广西地区的秋海棠属植

物正式发表的名称达到 ７６ 种(覃海宁和刘演ꎬ２０１０)ꎮ
近年来ꎬ仍有大量广西产秋海棠属植物陆续发表于不

同期刊中 (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４ꎻ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Ｑ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因此ꎬ本文

通过查阅广西地区秋海棠属植物文献资料及考证标

本信息ꎬ对广西产秋海棠属植物进行汇总增补ꎬ为今

后开展该属植物的分类学、系统学、进化生物学及保

护生物学等研究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广西秋海棠属名录及特征集要

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ｉｎ Ｓｐ. Ｐｌ. ２:１０５６. １７５３.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ꎬ稀亚灌木ꎮ 常见根状茎匍

匐、或具球茎、或具块茎、或茎直立、稀攀缘ꎮ 叶基生、
或生于直立茎ꎬ叶全缘或具齿ꎬ或掌状浅裂至深裂ꎬ叶
先端渐尖或钝或微凹ꎬ基部心形或耳状或盾形、常偏

斜ꎬ主脉常掌状ꎬ表面常全绿、稀有斑点或斑纹ꎬ基生

叶叶柄长、常被柔毛或无毛ꎮ 托叶常脱落ꎮ 花单性ꎬ

雌雄同株或雌雄异株ꎬ腋生或顶生ꎬ常聚伞花序或圆

锥花序ꎮ 雄花:花被片 ２~４、常 ３ 枚ꎬ离生ꎻ雄蕊多数ꎬ
花丝分离、稀基部合生ꎬ花药 ２ 室ꎬ基着ꎮ 雌花:花被

片 ２~５ꎬ常 ４ 枚ꎬ离生ꎻ子房下位ꎬ常具不等三翅或棱、
或棒状ꎬ２~３ 室ꎬ中轴胎座或侧膜胎座ꎻ柱头膨大ꎬ常
扭曲ꎮ 常蒴果、稀浆果ꎬ常具不等三翅、或近等三翅、
或无翅或具棱ꎮ 种子细小ꎬ极多ꎬ具领细胞ꎮ

１ ８００余种ꎬ广布于亚洲、非洲及美洲的热带、亚
热带地区ꎮ 我国有 ３００ 余种ꎬ常见于长江以南地区ꎻ
广西有 ８４ 种ꎬ主要分布于桂西及桂南地区ꎮ
１. 蛛网脉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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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９:４０６ꎬＦｉｇ. １－２. ２００８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ꎮ
叶基生ꎬ盾形ꎬ上面沿主脉具白色或浅色条带ꎬ

上面密被短刚毛和糙刚毛ꎬ下面沿叶脉密被糙柔

毛ꎬ三级脉及顶ꎬ蛛网状ꎮ 花期 ９—１０ 月ꎻ果期 １０—
１１ 月ꎮ

产大新(恩城ꎬ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００ ｍ
的灌木和竹子混交林中石灰岩石壁上ꎬ偶见于半阴

湿的岩石上ꎮ
注释:税玉民和陈文红(２００５)发表伞叶秋海棠

的变种ꎬ硬毛伞叶秋海棠(Ｂ. ｕｍ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Ｙ. Ｗａｎ
＆ Ｂ. Ｎ. Ｃｈａｎｇ ｖａｒ. ｆｌｏｃｃｕｌｏｓ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ꎮ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认为硬毛伞叶秋海棠

发表时缺乏详细的特征描述及模式标本信息不足ꎬ
将该变种处理为蛛网脉秋海棠的异名ꎮ 魏志丹

(２０１０)认为硬毛伞叶秋海棠和蛛网脉秋海棠采自

同一个地区且形态相似ꎬ将后者处理为前者的异

名ꎮ 根据分子数据的结果ꎬ蛛网脉秋海棠与伞叶秋

海棠近缘ꎬ尚待进一步的标本和分子证据确定其

名实ꎮ
标本引证:崇左 [大新ꎬ彭镜毅 １９７６２ ( ＩＢＫꎬ

ＨＡＳＴ)]ꎮ
２. 星果草叶秋海棠 (云南植物研究)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ａｓｔｅｒｏｐｙｒｉｆｏｌｉ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
云南植物研究. ２７ ( ４):３５６ꎬＦｉｇ. １. ２００５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６３.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 Ｉｓｏｔｙｐｅ:ＰＥ!)ꎮ

叶基生ꎬ盾形ꎬ上面密被瘤状柔毛ꎬ下面密被锈

７１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红色卷曲长毛ꎬ边缘具 ２ ~ ３ 个棱角状裂片ꎮ 花期

２—６ 月ꎮ
产东兰(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３４０ ｍ 的石

灰岩山脚下ꎮ
标 本 引 证: 河 池 [ 东 兰ꎬ 彭 镜 毅 ２１０６２

(ＨＡＳＴ)]ꎮ
３. 歪叶秋海棠(高等植物图鉴) 　 保亭秋海棠 (海
南植物志)　 思茅秋海棠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ｉ Ｈｅｍｓｌｅｙ ｉｎ Ｇａｒｄ. Ｃｈｒｏｎ.
Ｓｅｒ. ３ꎬ２:２８６. １９００ꎻ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４８. １９３９ꎻ 中 国 高 等 植 物 图 鉴 ２: ９４５ꎬ 图

３６１９. １９７２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７ꎬ５４２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 云 南 种 子 植 物 名 录 １: ３４８. １９８３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９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４１ꎬＦｉｇ. ２３ －
２４. １９８６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７. １９９１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２５６.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０. ２００２ꎻ
云南植物志 １２:２１３ꎬ图 ６２:１－７.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６３.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Ｉｓｏｔｙｐｅ:ＭＯ!)ꎮ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ｍｅｎｇｌ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Ｙ. Ｙ. Ｑｉａｎ 植物分类学

报 ３９(５):４６１ꎬ图 １. ２００１.(Ｉｓｏｔｙｐｅ:ＫＵＮ!)
叶基生ꎬ基部心形ꎬ偏斜ꎬ上面浅绿色或沿主脉

白色ꎬ下面绿色带红色ꎬ边缘具浅裂片或全缘ꎻ雌花

花被片 ５ 枚ꎻ子房 ２ 室ꎬ疏被长柔毛ꎻ花柱 ２ꎬ２ 裂ꎮ
花期 ６—９ 月ꎮ

产防城港:生于 ３００~１ ５００( ~１ ８００)ｍ 的山谷、
密林下潮湿岩石上ꎮ 分布于云南ꎬ模式标本采自

思茅ꎮ
注释:根据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记录ꎬ本种产于云南

南部ꎬ但有少量标本记录广西防城港地区亦有分

布ꎬ本文暂收录本种ꎬ以待进一步的野外考察及分

子标记确定是否本种亦产于广西地区ꎮ
标本引证:防城港[防城县ꎬ王启无 ２６５８４ ( ＩＢ￣

ＳＣ)ꎻ钦县ꎬ陈少卿 １５３６０１ ( ＩＢＳＣ)ꎻ那良ꎬ王启无

１４６２４２(ＩＢＳＣ)]ꎮ
４. 橙花侧膜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ａｕｒａｎｔｉｆｌｏｒａ Ｃ. － Ｉ 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Ｓ.
Ｍ. Ｋｕ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９:８４ꎬＦｉｇ. １－２. ２００８ꎻ广西植物

名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ꎮ
叶基生ꎬ成熟叶片上面具白色或银白色环状斑

纹ꎬ沿中脉具褐色或褐绿色掌状斑点ꎬ下面红色ꎻ雄
花被片 ４ 枚ꎬ雌花被片 ３ 枚ꎬ橙色ꎻ子房三棱形或椭

圆形ꎮ 花期 ６—９ 月ꎮ
产靖西(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７００ ｍ 石灰

岩山洞中ꎮ
标本引证:百色[靖西ꎬ许为斌 ０７０５４( ＩＢＫ)ꎻ彭

镜毅 ２１５４２ꎬ２１５４３ ＆ ２１５４７(ＨＡＳＴ)]ꎮ
５. 耳托秋海棠 (云南植物研究)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ａｕｒｉｔｉｓｔｉｐｕｌ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
云南植物研究. ２７ ( ４):３５７ꎬＦｉｇ. ２. ２００５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６３.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ＧＸＭＧ!)ꎮ

具攀援茎ꎬ植株藤状ꎻ根状茎之字形ꎻ托叶宿

存ꎬ基部斜耳状ꎻ叶基生ꎬ上面密被刚毛ꎬ下面沿脉

具条纹ꎻ子房圆锥形ꎮ 花期 ５—１１ 月ꎮ
产崇左ꎬ模式标本采自广西药用植物园:生于

阔叶林下山坡阴湿处ꎮ
标本引证:崇左[彭镜毅 ２４３７１(ＨＡＳＴ)]ꎮ

６. 桂南秋海棠 (云南植物研究)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ａｕｓｔｒｏ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 云南植物研究. ２７(４):３５９ꎬＦｉｇ. ３. ２００５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６４.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 Ｉｓｏｔｙｐｅ:ＰＥ!)ꎮ

叶下面密被糠皮状鳞片ꎻ子房每室具不等的 ３
枚裂片ꎻ蒴果成熟晚ꎬ卵圆形ꎬ长 ８~９ ｍｍꎮ 花期 ５—
１０ 月ꎮ

产龙州(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５０ ~ ４００ ｍ
的阴湿石灰岩山地ꎮ

标本引证:凭祥[大连城ꎬ彭镜毅 ２４３６０ ＆ ２４３６６
(ＨＡＳＴ)]ꎻ崇左 [龙州ꎬ 彭镜毅 １９７８６ꎬ １９７８７ ＆
１９７８８(ＨＡＳＴ)ꎻ梁慧舟 ３６４８ ＆ ３３８０(ＨＡＳＴ)]ꎮ
７. 巴马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ｂａｍａｅｎｓｉｓ Ｙａｎ Ｌｉｕ ＆ Ｃ.－Ｉ Ｐｅｎｇ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８:４６６ꎬＦｉｇ. １ － ２. ２００７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ꎮ
叶基生ꎬ上面绿色沿主脉具白色斑纹或斑点ꎬ

下面绿色ꎻ叶柄褐色或红褐色ꎬ多绒毛ꎻ花梗褐色、
红褐色或绿色ꎬ具柔毛或疏被柔毛ꎬ有时无毛ꎻ子房

被白色或红色柔毛ꎻ蒴果具不等 ３ 翅ꎬ背翅明显向一

侧弯曲ꎮ 花期 ５—１１ 月ꎻ果期 ６ 月至翌年 ３ 月ꎮ
产巴马(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４１０ ｍ 的石

灰岩山洞半阴湿的石壁ꎮ
标本引证:河池 [巴马ꎬ彭镜毅 ２１０８７ ( ＩＢＫꎬ

ＨＡＳＴ)]ꎮ
８. 金平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ｂａｖｉｅｎｓｉｓ Ｇａｇｎｅｐａｉｎ ｉｎ Ｂｕｌｌ. Ｍｕｓ.
Ｈｉｓｔ. Ｎａｔ.(Ｐａｒｉｓ) ２５:１９５. １９１９ꎻＦｌ. Ｇ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ｔ.２:１１１１. １９２１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６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Ｆｉｇ. ４: ２３.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２３６.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０.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
２００ꎬ图 ５７:１－２.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６４. ２００９ꎻ
广西植物名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ꎮ

植株高大ꎬ被锈色毛ꎻ根状茎块状ꎻ茎直立ꎬ多
分枝ꎬ有明显沟棱ꎬ节膨大ꎻ叶基生和茎生ꎬ叶片 ５~７
浅裂ꎬ裂片三角形卵形或卵状披针形ꎬ两面密被红

色糙毛ꎻ花药线形ꎮ 花期 ４ 月ꎮ
产上思:生于海拔 ４５０~８９０ ｍ 山谷雨林下湿处

或溪沟旁ꎮ 分布于中国云南ꎬ模式标本产于金平ꎮ
越南北部也有分布ꎮ

标本引证:防城港[彭镜毅 ２０３００(ＨＡＳＴ)ꎻ上
思ꎬ张肇骞 １３２５１(ＩＢＫ)ꎻ陈少卿 ４９８０(ＩＢＳＣ)]ꎮ
９. 双花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ｂｉｆｌｏｒａ Ｔ. Ｃ. Ｋ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５:
４３. １９９７ꎮ

叶基生ꎬ绿色ꎬ上面脉间偶有白色斑点ꎬ沿叶脉

密被褐色绒毛ꎬ三级脉延至顶端成网状ꎻ雄花被片 ４
枚ꎬ粉红色或黄绿色ꎬ花丝基部融合成短柱状ꎻ蒴果

具不等 ３ 翅ꎮ 花期 １—５ 月ꎻ果期 ２—７ 月ꎮ
产靖西、大新:生于海拔 ３９０ ~ ４５０ ｍ 遮荫潮湿

石壁ꎮ 分布于云南ꎬ模式标本采自麻栗坡ꎮ
注释:本种引证标本鉴定为越南秋海棠 ( Ｂ.

ｂｏｎｉｉ Ｇａｇｎｅｐａｉｎ)ꎬ但越南秋海棠我国不产ꎬ结合形态

特征ꎬ将其鉴定为双花秋海棠ꎬ以待进一步考证ꎮ
标本引证:韦毅刚 ０２０１( ＩＢＫ)ꎻ百色[靖西ꎬ彭

镜毅 ２１１７７ ＆ １９７３０(ＨＡＳＴ)]ꎻ崇左[大新ꎬ彭镜毅

２０３５７ ＆ ２０３５８(ＨＡＳＴ)]ꎮ
１０. 短葶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 ｂｒｅｖｉｓｃａｐａ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Ｓ.
Ｍ. Ｋｕ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５１:１０８ꎬＦｉｇ. １－２.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ꎮ

叶基生ꎬ盾形或近盾形ꎬ上面散布白色斑点ꎬ下
面红褐色或绿色ꎬ下面沿脉被白色长柔毛ꎻ花葶被

短柔毛ꎻ花粉粒和子房败育ꎻ花柱 ３ꎬ离生ꎮ 花期 ２—
５ 月(栽培)ꎮ

产东兰(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３２０ ｍ 石灰

岩山洞石壁ꎮ
注释:本种为多变秋海棠与癞叶秋海棠天然杂

交种ꎮ
标本引证:河池[东兰ꎬ彭镜毅 ２０７２７ａ ( ＩＢＫ ＆

ＨＡＳＴ)]ꎮ
１１. 花叶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中华秋海

棠(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山海棠、公鸡酸苔 (中药

大辞典)　 华秋海棠 (经济植物手册)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 ｉｎ Ｂｏｔ. Ｍａｇ. １３４:

ｔ. ８２０２. １９０８ꎻ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２４. １９３９ꎻ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ｎｅｗ ｓｅｒ. １
(２): １２２. １９４８ꎻ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２: ９３６ꎬ 图

３６０１. １９７２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７ꎬ５３９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 云 南 种 子 植 物 名 录 １: ３４９. １９４８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 ３４ꎬ １１５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１４９ꎬ ｆｉｇ.
１２－１３. １９８６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１ꎬ图 ２９１:３－４. １９９１ꎻ
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２３１.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０.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１９０.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６５.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Ｔｙｐｅ:Ｅ!)ꎮ

根状茎伸长ꎬ圆柱状ꎻ茎直立ꎬ被锈红色柔毛及

杂有白色毛ꎬ有分枝ꎻ叶片上面具灰绿色环带ꎬ叶脉

血红色ꎬ下面血红色ꎬ边缘稍分裂ꎻ花艳红色或橙红

色ꎮ 花期 ８ 月ꎻ果期 ９ 月ꎮ
产上思、靖西、那坡、隆林:生于海拔 １ ２５０ ~

１ ５００ ｍ 常绿阔叶林下或溪旁林下潮湿处ꎮ 分布于

云南ꎬ模式标本采自蒙自ꎮ
标本引证:防城港[防城港区ꎬ彭镜毅 ２０２８８ ＆

２０２８８Ａ(ＨＡＳＴ)]ꎻ百色[靖西ꎬ张肇骞 １２６６１(ＩＢＫ)ꎻ
凌云ꎬ华南队 １５６５(ＩＢＳＣ)]ꎮ
１２. 昌感秋海棠 (海南秋海棠) 　 盾叶秋海棠(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Ｈ.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ｉｎ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ｅｃ. Ｎｏｖ. Ｒｅｇｎｉ Ｖｅｇ. ７ (１３１ － １３３):２０. １９０９ꎻ Ｆｌ.
Ｋｏｕｙ － Ｔｅｃｈｅｏｕ ４６. １９１４ꎻ Ｆｌ. Ｇｅｎ. Ｉｎｄｏ － Ｃｈｉｎｅ ２:
１０９７. １９２１ꎻ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６: ３５４.
１９２７ꎻ１０:５１２. １９３９ꎻ海南植物志 １:４８９. １９６４ꎻ中国

高 等 植 物 图 鉴 ２: ９４４. １９７２ꎻ 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３１(３):４３２. １９７２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
５３４ꎬ５４２. １９８３ꎻ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１:３４９. １９８４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０ꎬ１４９ꎬＦｉｇ. ３:２１. １９８６ꎻ贵
州植物志 ４:２５５. １９８９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５ꎬ图 ２９３:
７. １９９１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１５４.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６.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１６８. ２００６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６５.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志 １１９. ２０１０ꎮ

＝Ｂ.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ｖａｒ. ｐｉｎｆａｅｎｓｉｓ Ｈ.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ｉｎ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 Ｎｏｖ. ７:２０. １９０９.(Ｓｙｎｔｙｐｅ:Ｅ!)ꎮ

＝Ｂ.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 Ｈ.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ｉｎ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Ｇｅｏｇｒ. Ｂｏｔ. ２２: ２２８. １９１２ꎻ Ｆｌ. Ｋｏｕｙ － Ｔｃｈｅｏｕ ４０.
１９１４ꎻＬｉｎｇｎ. Ｓｃｉ. Ｊｏｕｒｎ. １６(３):３９５. １９３７.

＝ Ｂ. ｎｙｍｐｈａｅｆｏｌｉａ Ｙｕ ｉｎ 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９１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ｓｅｒ. １ ( ２): １２７. １９４８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２０６. １９８６.(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ＰＥ!)ꎮ

根状茎结节状或念珠状ꎻ叶基生ꎬ盾形ꎬ两侧近

对称ꎬ厚纸质ꎬ无毛ꎬ下面叶脉粗而明显ꎬ呈淡红褐

色ꎻ花白色或粉色ꎬ有香气ꎻ子房具 ３ 室ꎬ无毛ꎮ 花期

５—７ 月ꎻ果期 ７ 月ꎮ
产马山、靖西、那坡、南丹、东兰、龙州:生于

２５０~１ ７８０ ｍ 石灰岩山地密林下石上或者潮湿石壁

上ꎮ 分布于云南、贵州、海南ꎮ
标本引证:税玉民 ９０１５(ＨＡＳＴ)ꎻ河池[东兰ꎬ张

肇骞 １１４４２( ＩＢＫ)ꎻ梁慧舟 ４０５７ (ＨＡＳＴ)ꎻ河池镇ꎬ
梁慧舟 ４０６６(ＨＡＳＴ)ꎻ南丹ꎬ黄志 ４１１６１( ＩＢＳＣ)ꎻ环
江ꎬ韦发南 ２０３１( ＩＢＫ)ꎻ滇黔桂队 ７０００１( ＩＢＫ)ꎻ黄
俞淞、廖云标和彭日成 ｙ０１１７( ＩＢＫ)ꎻ彭日成和杨金

财 ＭＬ０７７４( ＩＢＫ)]ꎻ百色 [那坡ꎬ彭镜毅 ２１１２３ ＆
２１１３２(ＨＡＳＴ)]ꎮ
１３. 凤山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广西秋海棠 (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ｃｈｉｎｇｉｉ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１９. １９３９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８ꎬ５４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９８３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２６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５０ꎬＦｉｇ. ８:４０.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
２０４.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９.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６６.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Ｉ￣
ｓｏｔｙｐｅ:Ｂ! Ｉｓｏ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Ａ!)ꎮ

落叶草本ꎻ根状茎近球形ꎻ叶片卵圆形ꎬ两侧对

称ꎻ花被具柔毛ꎻ胎座不分裂ꎮ 花期 ７—９ 月ꎮ
产靖西、那坡、德保、龙州、环江ꎬ凤山(模式标

本产地):生于海拔 ４５０~９４０ ｍ 有河流的洞穴旁ꎮ
标本 引 证: 河 池 [ 环 江ꎬ 环 江 县 普 查 队

４５１２２６１３０７２６０１５ＬＹ( ＩＢＫ)ꎻ凤山ꎬ彭镜毅 ２４３２７ꎬ
１８７６０ ＆ ２１０８０ ( ＨＡＳＴ)]ꎻ 百色 [ 靖 西ꎬ 彭 镜 毅

２１１０９ꎬ２１１１０ ＆ ２１１１５ (ＨＡＳＴ)ꎻ德保ꎬ彭镜毅 ２２１０５
(ＨＡＳＴ)]ꎻ崇左[龙州ꎬ梁慧舟 ３６５５(ＨＡＳＴ)ꎻ天等ꎬ
彭镜毅 １９７００ꎬ２２０７７ ＆ ２２１１７(ＨＡＳＴ)]ꎮ
１４. 周裂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ｃｉｒｃｕｍｌｏｂａｔａ 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Ｊ. Ｂｏｔ. ２１(７):
２０３. １８８３ꎻ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ꎬ Ｂｏｔ. ２３: ３２１. １８８７ꎻ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４２. １９３９ꎻ中国高等植

物图鉴 ２３: ９３９ꎬ 图 ３６０８. １９７２ꎻ 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 １(２):１２４. １９４８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７ꎬ５４０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１:
３４９. １９８３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６. １９８６ꎻ贵州植

物志 ４:２５２ꎬ图 ９１:３－４. １９８９ꎻ福建植物志 ４:２８ꎬ图

２４. １９８９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７ꎬ图 ２９４:１－２. １９９１ꎻ中
国植 物 志 ５２ ( １): ２６５ꎬ 图 ４２: ４.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０.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６７. ２００９ꎻ
广西植物名录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Ｔｙｐｅ:ＢＭ!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ＹＳ!)ꎮ

叶基生ꎬ上面散生短硬毛ꎬ下面散生糙伏毛ꎬ５ ~
６ 深裂ꎻ雌花被片 ５ 枚ꎬ花柱 ２ꎬ柱头螺旋状扭曲呈环

状ꎮ 花期 ６ 月ꎻ果期 ７ 月ꎮ
产资源、荔浦、平南、陆川、那坡、乐业、凤山、都

安、金秀、环江:生于海拔 ２５０~１ １００ ｍ 密林下石缝、
山地、沟谷或溪边水旁ꎮ 分布于福建、广东、贵州、
湖北、湖南ꎬ模式标本采自广东廉江ꎮ

标本引证:税玉民 ９０１１ (ＨＡＳＴ)ꎻ来宾[金秀ꎬ
吕清华 ４０７３８(ＩＢＫ)ꎻ大瑶山综考队 １０３１４(ＩＢＳＣ)＆
１２９９２(ＩＢＫ)ꎻ黄志 ４０６１２(ＩＢＳＣ)]ꎻ河池[凤山ꎬ张肇

骞 １１２３６(ＩＢＫ)ꎻ都安ꎬ李荫昆 Ｐ０１８４４(ＩＢＫ)ꎻ环江ꎬ
环江县普查队 ４５１２２６１３０７２９０１９ＬＹ ( ＩＢＫ)]ꎻ贵港

[平南ꎬ钟济新 ７４５３４( ＩＢＫ)ꎻ黄志 ４０７３８( ＩＢＫꎬＩＢ￣
ＳＣ)]ꎻ百色[那坡ꎬ高锡朋 ５５８６５(ＩＢＳＣ)]ꎮ
１５. 卷毛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皱波

秋海棠 (云南植物研究)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ｃｉｒｒｏｓａ Ｌ. Ｂ. Ｓｍｉｔｈ ＆ Ｄ. Ｃ. Ｗａｓｓｈａｕｓｅｎ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ａ ５２ ( ７ ): ４４２. １９８３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２８ꎬ８７ꎬ８８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５１ꎬ１５４.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

志 ５２ ( １ ): １３７.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４.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１４９ꎬ图 ４１:１－１０. ２００６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６７.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ꎮ
＝Ｂ. ｃｒｉｓｐｕｌａ Ｔ. Ｔ. ＹÜ ｉｎ Ｎｏｔｅｓ Ｒｏｙ.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２１:３８. １９５１ꎻｎｏｔ Ｂｒａｄｅ (１９５０)ꎻ中
国高 等 植 物 图 鉴 补 编 ２: ５３８ꎬ ５４２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图

８９１５. １９８３.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ＲＢ! Ｉｓｏｔｙｐｅ:ＫＵＮ!)ꎮ
全株被卷曲长柔毛ꎻ叶基生ꎬ上面深绿色ꎬ下面

紫褐色ꎬ基部偏斜ꎬ窄侧圆形ꎬ宽侧圆耳状ꎻ子房 １
室ꎬ长圆形ꎬ被毛ꎻ柱头 ３ꎬ扭曲呈 Ｕ 型ꎮ 花期 ３—４
月ꎻ果期 ４ 月ꎮ

产南宁、靖西、那坡、龙州:生于海拔 ４２０ ~ １ ０００
ｍ 的密林中阴湿石灰岩石壁ꎮ 分布于云南ꎬ模式标

本采自富宁ꎮ
标本引证:百色[龙州ꎬ陈少卿 １３９１５(ＩＢＳＣ)ꎻ靖

西ꎬ张肇骞 ７４８７０(ＩＢＫ)ꎻ那坡ꎬ华南队 ８１９(ＩＢＳＣ)ꎻ彭
镜毅 ２１５５０ꎬ２１５５１ꎬ２１５５８ ＆ ２１６０４(ＨＡＳＴ)]ꎮ
１６. 弯果秋海棠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ｃｕｒｖｉｃａｒｐａ Ｓ. Ｍ. Ｋｕꎬ Ｃ.－Ｉ Ｐｅｎｇ ＆ Ｙａｎ
Ｌｉｕ ｉｎ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５:３５３. Ｆｉｇ. １－２. ２００４ꎻ

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６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ＨＡＳＴ! ＩＢＫ!)ꎮ

根状茎肉质ꎬ伸长ꎬＺ 字型横走ꎻ叶基生ꎬ上面被

柔毛ꎬ下面被绒毛ꎻ托叶宿存ꎻ总花梗褐色至褐绿

色ꎬ花梗红色至褐色ꎬ具红色斑点ꎻ子房 １ 室ꎬ无毛ꎬ
多少弯曲ꎻ蒴果具不等 ３ 翅ꎬ弯曲ꎮ 花期 ８—１１ 月ꎻ
果期 １０—１２ 月ꎮ

产永福(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２０ ｍ 阴湿

的石灰岩石壁ꎮ
标本引证:桂林[永福ꎬ彭镜毅 １９８５０ ＆ ２４０６５

(ＨＡＳＴ)ꎻ梁慧舟 ３４３１(ＨＡＳＴ)]ꎮ
１７. 柱果秋海棠 (植物研究)　 棵脉红 (壮语)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Ｄ. Ｒ. Ｌｉａｎｇ ＆ Ｘ. Ｘ. Ｃｈｅｎ ｉｎ
Ｂｕｌｌ. Ｂｏｔ. Ｒｅｓ.ꎬ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３ ( ３): ２１７ － ２１９ꎬ Ｆｉｇ. １.
１９９３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 １９８.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２２. ２００２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６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ＧＸ￣
ＭＩ!)ꎮ

根状茎伸长ꎬ匍匐或斜出ꎻ叶基生ꎬ盾形ꎬ厚纸

质ꎬ两面红色ꎬ密被糙伏毛和疣状突起ꎻ果实浆果

状ꎬ柱形ꎬ无翅ꎮ 花期 ７ 月ꎻ果期 ８—９ 月ꎮ
产龙州(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

林下阴湿石灰岩石壁ꎮ
标 本 引 证: 崇 左 [ 龙 州ꎬ 陈 秀 香 等 ０３０４６

(ＧＸＭＩ)ꎻ弄岗综考队 １１３３６ ( ＩＢＫ)ꎻ响水ꎬ梁慧舟

３３７１ ＆ ３６３５(ＨＡＳＴ)]ꎮ
１８. 大围山秋海棠 (云南植物研究)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ｄａｗｅ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 Ｈ. Ｈｕａｎｇ ＆ Ｙ.
Ｍ. Ｓｈｕｉ 云南植物研究. １６: ３３７ꎬ图 ５. １９９４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０.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２２０ꎬ
图 ６５:１－１３.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６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

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ＹＵＮＵ!)ꎮ
根状茎伸长ꎻ全株被短柔毛ꎻ叶基生ꎬ上面几无

毛ꎬ下面沿脉密被灰色短柔毛ꎬ边缘全缘或微波状ꎻ
花较大ꎬ粉红色ꎻ花丝微被毛ꎻ子房 ２ 室ꎬ微被毛ꎻ花
柱 ２ꎬ离生ꎮ 花果期不详ꎮ

产武鸣、上林、全州、贺州、靖西:生于海拔 ２２０~
１ ５００ ｍ 的阴湿阔叶林下ꎮ 分布于云南ꎬ模式标本

采自屏边ꎮ
标本引证:百色[靖西ꎬ彭镜毅 ２１１７８(ＨＡＳＴ)]ꎻ

南宁[武鸣ꎬ方鼎和覃德海 ２４５３１(ＨＡＳＴ)]ꎮ
１９. 大新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ｄａｘ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 Ｃ. Ｋ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５:
４５ꎬＦｉｇ. ２６. １９９７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１４３.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４. ２００２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７０.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ＰＥ!)ꎮ

＝ Ｂ. ｚｈａｎｇｉｉ Ｄ. Ｆａｎｇ ＆ Ｄ. Ｈ. Ｑｉｎ 植物分类学

报. ４２:１７２ꎬＦｉｇ. １. ２００４.
叶基生ꎬ上面绿色具白色环状斑纹ꎬ草质或纸

质ꎬ上面无毛ꎬ下面沿脉被贴伏柔毛ꎻ花白色或粉红

色ꎬ雄花被片 ４ 枚ꎬ雌花被片 ３ 枚ꎻ蒴果无毛ꎬ具近等

３ 翅ꎮ 花期 ３—６ 月ꎻ果期 ４—６ 月ꎮ
产靖西、天等、隆安、大新(模式标本产地):生

于海拔 ４００~８６０ ｍ 阴湿石灰岩石壁ꎮ
标本引证:崇左[大新ꎬ彭镜毅 ２１５１９ ＆ ２１５３５

(ＨＡＳＴ)ꎻ梁慧舟 ３３６０ꎬ３３６０Ａ ＆ ３３６０Ｂ(ＨＡＳＴ)ꎻ天
等ꎬ彭镜毅 １９６９５(ＨＡＳＴ)]ꎻ南宁[隆安ꎬ张超良等

０３３(ＧＸＭＩ)ꎻ张超良、覃德海和方鼎 ７３３１０( ＩＢＫ)ꎻ
杨金财和廖云标 ＴＫ０１２(ＩＢＫ)]ꎮ
２０. 德保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ｄｅｂａｏｅｎｓｉｓ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Ｓ.
Ｍ. Ｋｕ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７:２０７ꎬＦｉｇ. １－２.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７０.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 Ｉｓｏｔｙｐｅ:ＩＢＫ!)ꎮ

＝ Ｂ. ｂｏｎｉｉ Ｇａｇｎｅｐａｉｎ ｖａｒ. ｒｅｍｏｔｉｓｅｔｕｌｏｓ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 云南植物研究 ２７(４):３６０. ２００５ꎮ

根状茎细长ꎬ节间长ꎻ叶基生ꎬ上面沿脉绿色或

深绿色ꎬ具白色或浅绿色斑点ꎻ雄蕊雌性化ꎬ基部具

裸露的胚珠ꎬ顶端具乳突的柱头ꎬ无花药ꎮ 花期 ８ 月

至翌年 １ 月ꎮ
产德保(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５６０ ~ ６００ ｍ

石灰岩洞口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百色[德保ꎬ彭镜毅 １９７１２－Ａ( ＩＢＫ)

＆ ２１０８９ꎬ２１０９０ꎬ２２１２３(ＨＡＳＴ)]ꎮ
２１. 食用秋海棠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葡萄叶秋

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ｅｄｕｌｉｓ Ｈ.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ｉｎ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ｅｃ.

Ｎｏｖ. Ｒｅｇｎｉ Ｖｅｇ. ７(１３１－ １３３):２０. １９０９ꎻＦｌ. Ｋｏｕｙ －
Ｔｃｈｅｏｕ ４６. １９１４ꎻ Ｍｉｔ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３９. １９３９ꎻ 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 １ ( ２): １２３.
１９４８ꎻ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３１(３):４３３. １９７２ꎻ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 ２:９３８ꎬ图 ３６０５. １９７２ꎻ中国高等植物

图鉴补编 ２:５３７ꎬ５４１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云南种子植物名

录 １:３４９. １９８４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６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１６１ꎬＦｉｇ. ４:５３. １９８６ꎻ贵州植物志 ４:２５４. １９８９ꎻ广西

植物志 １:７２１ꎬ图 ２９８:１ － ２. １９９１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２３８.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

１２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云南 植 物 志 １２: ２０２. ２００６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７２.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Ｔｙｐｅ:Ｅ!)ꎮ

根状茎圆块状ꎻ地上茎直立ꎬ无毛ꎻ叶掌状浅裂

或裂至 １ / ３ꎬ如葡萄叶ꎬ上面散生短硬毛ꎬ下面沿脉

疏被短毛ꎻ总花梗高过叶片ꎬ具沟槽及疣点ꎮ 花期

６—９ 月ꎻ果期 ８ 月ꎮ
产凌云、巴马、龙州:生于海拔 １４０ ~ １ ４４０ ｍ 密

林下岩石隙ꎮ 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广东ꎬ模式

标本采自贵州罗甸ꎮ
注释:本种与槭叶秋海棠(Ｂ. ｄｉｇｙｎａ)形态相

似ꎬ唯后者植株较矮小ꎬ雌雄花被片及蒴果均被长

柔毛易于区分ꎬ之前采自德保 (李中提 ６０１９３０ꎬ
ＩＢＫ)和龙州 (弄岗综考队 ２０３５７ꎬＩＢＫ)的槭叶秋海

棠可能系错误鉴定ꎬ应为食用秋海棠ꎮ 由此ꎬ槭叶

秋海棠可能不产于广西ꎮ
标本引证:百色[那坡ꎬ彭镜毅 ２１１２０(ＨＡＳＴ)ꎻ

靖西ꎬ彭镜毅 ２１１６７ ＆ ２１１７０(ＨＡＳＴ)ꎻ德保ꎬ彭镜毅

１９７０８ꎬ２１０９３ꎬ２２１１２ ＆ ２２１１５(ＨＡＳＴ)ꎻ靖西ꎬ彭镜毅

１９７３５ ＆ ２１１８４(ＨＡＳＴ)]ꎻ崇左[宁明ꎬ梁慧舟 ３４０７
(ＨＡＳＴ)ꎻ龙州ꎬ李治基 ３２５１ ( ＩＢＫ)ꎻ梁慧舟 ３３９０
(ＨＡＳＴ)ꎻ 梁 慧 舟 ３６３４ ( ＨＡＳＴ )ꎻ 彭 镜 毅 １９７７６
(ＨＡＳＴ)ꎻ大新ꎬ彭镜毅 ２０３５６ (ＨＡＳＴ)]ꎻ河池 [环

江ꎬ韦发南 ２０９９( ＩＢＫ)ꎻ滇黔桂队 ７０１２９( ＩＢＫ)ꎻ彭
日成、莫水松和刘静 ＭＬ１８２６( ＩＢＫ)ꎻ巴马ꎬ彭镜毅

１８７４７ ＆ １８７５４(ＨＡＳＴ)]ꎻ来宾[金秀ꎬ大瑶山综考队

１１５６５(ＩＢＫ)＆ １２８６６( ＩＢＳＣ)]ꎻ南宁[隆安ꎬ杨金财

和廖云标 ＴＫ０１１ ( ＩＢＫ)]ꎻ贺州 [刘演和于胜祥

Ｈ０３７９(ＩＢＫ)]ꎮ
２２. 方氏秋海棠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ｆａｎｇｉｉ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Ｃ.－Ｉ Ｐｅｎｇ ｉｎ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６:８３ꎬＦｉｇ. １－２. ２００５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７２.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ꎮ

石生ꎻ根状茎匍匐状ꎻ叶基生ꎬ近革质ꎬ掌状复叶ꎬ
具(３~)４~５( ~７)枚小叶ꎬ叶柄圆柱状ꎻ蒴果开裂ꎬ具
近等 ３ 翅ꎮ 花期 １１ 月至翌年 ４ 月ꎻ果期 ２—６ 月ꎮ

产龙州(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３２０ ~ ７００ ｍ
林下石灰岩石壁ꎮ

标本引证:崇左[龙州ꎬ李阴昆 ００９５(ＩＢＫ)ꎻ梁慧

舟 ３３７４(ＨＡＳＴ)ꎻ彭镜毅 １９７６９ ＆ １９７７８(ＨＡＳＴ)]ꎮ
２３. 黑峰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ｆｅｒｏｘ Ｃ.－Ｉ Ｐｅｎｇ ＆ Ｙａｎ Ｌｉｕ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５４:４４ꎬＦｉｇ. ５－６. ２０１３.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 Ｉｓｏ￣
ｔｙｐｅｓ:Ｅ! ＩＢＫ! ＰＥ!)ꎮ

根状茎粗壮ꎻ叶基生ꎬ卵圆形ꎬ纸质ꎬ先端急尖ꎬ
表面具泡状隆起ꎬ沿脉密被棕黑色泡状毛ꎬ泡常圆

锥状ꎬ顶端红色ꎮ 花期 １—５ 月ꎻ果期 ４—７ 月ꎮ
产龙州(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１３０ ｍ 密林

下岩石隙ꎮ
标本引证:崇左[龙州ꎬ彭镜毅 ２２９５６(ＩＢＫ)]ꎮ

２４. 丝形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Ｉｒｍａ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２１. １９３９ꎻ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 补 编 ２: ５３８ꎬ ５４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８８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
２０５ꎬ图 ３６: １ － ４.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４.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７３.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 (Ｔｙｐｅ:Ｋ!)ꎮ
全株被褐色弯毛或长毛ꎻ根状茎扭曲ꎻ叶基生ꎬ

膜质ꎬ表面暗褐色ꎻ子房 ３ 室ꎬ中轴胎座ꎮ 花期(３)
４—６ 月ꎻ果期 ５ 月ꎮ

产隆安、靖西、宁明、龙州(模式标本产地):生
于海拔 １３０ ｍ 路边林下潮湿的岩石穴内ꎮ

标本引证:崇左 [龙州ꎬ陈少卿 １３９１５ꎬ １３９８２
(ＩＢＫ)]ꎻ南宁[隆安ꎬ彭镜毅 ２０３３２(ＨＡＳＴ)]ꎮ
２５. 须苞秋海棠 (云南植物研究)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ｆｉｍｂｒ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 云南植物研究. ２７(４):３６２ꎬＦｉｇ. ５. ２００５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７３.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 ꎮ

托叶宿存ꎻ叶基生ꎬ膜质ꎬ宽卵圆形ꎬ表面疏被

基部膨大的刚毛ꎬ背面沿脉疏被糙伏毛ꎬ先端圆ꎬ基
部斜心形ꎻ花序具花约 ５ 朵ꎻ子房 １ 室ꎬ具近等 ３ 翅ꎻ
花柱 ３ꎬ离生ꎮ 花期 ６ 月ꎮ

产东兰(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３００ ｍ 石灰

岩林下石上ꎮ
标本引证:河池[东兰ꎬ彭镜毅 ２４３２４(ＨＡＳＴ)]ꎮ

２６. 紫背天葵 (广东肇庆)　 散血子 (云南种子植物

名录)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ｉｐｕｌａ 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Ｊ. Ｂｏｔ. ２１(７):

２０２－ ２０３. １８８３ꎻ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ꎬ Ｂｏｔ. ２３: ３２１. １８８７ꎻ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０７. １９３９ꎻ海南植

物志 １:４９０. １９６４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２:９４１ꎬ图
３６１２. １９７２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５ꎬ５４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 云 南 种 子 植 物 名 录 １: ３４９. １９８４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２２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６６. １９８６ꎻ福建

植物志 ４:２６ꎬ图 ２１. １９８９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８ꎬ图
２９４:５ － ６. １９９１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１９０. １９９９ꎻ

２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６.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
１８１.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７３.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 (Ｔｙｐｅ:ＫＵＮ! Ｓｙｎｔｙｐｅ:ＢＭ!)ꎮ
＝Ｂ. ｃｙｃｌｏｐｈｙｌｌａ Ｊ. Ｄ. Ｈｏｏｋｅｒ ｉｎ Ｂｏｔ. Ｍａｇ. １１３:

ｔ６９２６. １８８７ꎻ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ꎬ Ｂｏｔ. ２３: ３２１. １８８７ꎻ Ｊ.
Ｂｏｔ. ２６:１１６. １８８８ꎻ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０８. １９３９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２:９４２ꎬ图 ３６１３. １９７２ꎮ

落叶草本ꎻ根状茎球状ꎻ叶基生ꎬ两侧相等ꎬ基
部心形ꎬ表面淡绿色ꎬ背面紫色ꎬ疏被硬毛ꎻ托叶卵

状披针形ꎬ边缘撕裂状ꎮ 花期 ５ 月ꎻ果期 ６ 月ꎮ
广布ꎬ产来宾、河池、防城港、桂林、贵港、百色:

生于海拔 ２７０~１ ３００ ｍ 遮荫石灰岩缓坡ꎮ 分布于云

南、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ꎬ模式标本采自广

东鼎湖山和罗浮山(合模式)ꎮ
标本引证:来宾[金秀ꎬ彭镜毅 ２１７６１ꎬ２１７６４ ＆

２１７６６(ＨＡＳＴ)ꎻ梁慧舟 ３６７３ ＆ ３７０２(ＨＡＳＴ)ꎻ大瑶

山综考队 １４４４８ ( ＩＢＳＣ)]ꎻ 河池 [天峨ꎬ 李中提

６０１５１３(ＩＢＫ)ꎻ罗城ꎬ彭镜毅 １９８３６(ＨＡＳＴ)ꎻ环江ꎬ
环江县普查队 ４５１２２６１３０６０５００８ＬＹ(ＩＢＫ)]ꎻ防城港

[上 思ꎬ 梁 向 日 ６９６９０ ( ＩＢＳＣ )ꎻ 陈 少 卿 ４８９２
(ＩＢＳＣ)]ꎻ桂林[兴安ꎬ钟济新 ８０９２２(ＩＢＫ)ꎻ钟济新

８１７６９(ＩＢＫ ＆ ＩＢＳＣ)ꎻ花坪ꎬ童淑芬 ５６６９ꎻ兴安ꎬ钟济

新 ８１７７２(ＩＢＳＣ)ꎻ阳朔ꎬ覃灏富 ７００１３２(ＩＢＫ)ꎻ龙胜ꎬ
广福林区采集队 ４０９ ( ＩＢＫ)ꎻ临桂ꎬ陈立郷 ９４７４５
(ＩＢＫ)ꎻ资源ꎬ李阴昆 ４０１４０９(ＩＢＫ)]ꎻ贵港[平南ꎬ黄
志 ３９２８２(ＩＢＫ ＆ ＩＢＳＣ)]ꎻ百色[凌云ꎬ陈立郷 ９２３０７
(ＩＢＫ)]ꎻ玉林[容县ꎬ陈少卿 ９６３８(ＩＢＫ)]ꎮ
２７. 巨苞秋海棠 (广西植物名录)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ｉｇａ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Ｈ. Ｚ. Ｌｉ ＆ Ｈ. Ｍａ ｉｎ
Ｂｏｔ.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 １５７:８３－８４ꎬＦｉｇｓ. ２ꎬ３. ２００８ꎻ广西植

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 Ｉｓｏｔｙｐｅ:ＫＵＮ!)ꎮ
落叶草本ꎻ根状茎不规则球状ꎻ叶基生ꎬ无毛ꎬ下

面白色ꎬ海绵状ꎬ全缘ꎬ叶脉红色ꎻ叶柄疏被腺毛ꎻ圆锥

花序ꎬ花序侧枝被两枚巨大苞片ꎬ花梗疏被腺毛ꎬ雌花

花被片 ５ 枚ꎮ 花期 ９—１１ 月ꎻ果期 １２ 月至翌年 １ 月ꎮ
产天峨(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５００ ~ ８００ ｍ

溪边阴湿的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河池[天峨ꎬ彭镜毅等 ２２１７４(ＨＡＳＴ)]ꎮ

２８. 金秀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心叶秋海棠 (植物

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ｌｅｃｈｏｍｉｆｏｌｉａ Ｃ. Ｍ. Ｈｕ ｅｘ Ｃ. Ｙ. Ｗｕ ＆

Ｔ. Ｃ. Ｋ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３(３):２５５－２５６. １９９５ꎻ中
国植物志 ５２(１):１７２.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６.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７５.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ＳＣ!)ꎮ
落叶草本ꎻ全株近无毛ꎻ根状茎球形ꎻ地上茎具

棱ꎻ叶基生或茎生ꎬ褐绿色ꎬ具 ５~７ 条掌状脉ꎬ边缘不

明显浅裂ꎻ花梗具棱ꎬ花 ２ 朵ꎬ聚伞状ꎮ 花期 ６—９ 月ꎮ
产金秀(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８００ ~ １ ３００

ｍ 阴湿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来宾[金秀ꎬ彭镜毅 ２１７８１(ＨＡＳＴ)]ꎮ

２９. 秋海棠 (图考)八香ꎬ无名断肠草ꎬ无名相思草

(本草拾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Ｄｒｙａｎｄｅｒ ｉｎ Ｔｒａｎｓ. Ｌｉｎｎ. Ｓｏｃ.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Ｂｏｔ. １:１６３. １７９１ꎻＴｒａｎｓ. Ｌｉｎｎ. Ｓｏｃ. Ｌｏｎｄｏｎ ２:
３３６. １７９４ꎻ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４９１. １９３９ꎻ
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３１(３):４３３. １９７２ꎻ云南种子植

物名录 １:３５０. １９８４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２８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Ｆｉｇ. １２:２１.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１６３. １９９９ꎻ
Ｃｏｎｔｒ. Ｕ. Ｓ. Ｎａｔｌ. Ｈｅｒｂ. ４３: ６２. ２００２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６. ２００２ꎻ竹溪植物志 ６６０ꎬ６６１. ２００５ꎻ
云南植物志 １２:１６１. ２００６ꎻ天目山植物志 ２:３９０ꎬ图 ２:
４９３. ２０１０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ꎮ

＝ Ｂ. ｅｖａｎｓｉａｎａ Ａｎｄｒ. ｉｎ Ｂｏｔ. Ｒｅｐｏｓｉｔ １０: Ｆｉｇ.
６２７. １８１１ꎻＣｕｒｔｉｓ’ ｓ Ｂｏｔ. Ｍａｇ. ３６:ｔ. １４７３. １８１２ꎻ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ｌａｎｔｅｓ ｒａｒｅｓ ｃｕｌｔｉｖｅｅｓ ａ Ｍａｌｍａｉｓｏｎ ｅｔ ａ
Ｎａｖａｒｒｅ / ｐａｒ Ａｉｍｅ Ｂｏｎｐｌａｎｄ １５４. １８１３ꎻ Ｐｒｏｄｒ. １５
(１):３１３. １８６４ꎻＦｒａｎｃｈ. Ｐｌ. Ｄａｖｉｄ. １:１３６. １８４４ꎻ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ｄｉａ ２: ６３８. １８７９ꎻ Ｂｏｔ.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 ２３:３２１. １８８７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２:９３４ꎬ图
３５９８. １９７２ꎻ江苏植物志 ２:５２１ꎬ图 １５８４. １９８２ꎻ安徽

植物 志 ３: ４９３ꎬ 图 １５１９. １９８８ꎻ 贵 州 植 物 志 ４:
２５１. １９８９ꎻ河北植物志 ２:１７４ꎬ图 １０８２. １９８９ꎻ福建植

物志 ４:２７ꎬ图 ２３. １９９０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５ꎬ图 ２９３:
１－４. １９９１ꎻ北京植物志 １:５９５ꎬ图 ７５６. １９９３ꎻ浙江植

物志 ４:２４２ꎬ图 ４:３１０. １９９３ꎻ广东植物志 ３:１４４ꎬ图
１０４. １９９５ꎻ河南植物志 ３:６０ꎬ图 １６２０. １９９７ꎻ山东植

物志 ２:７３０ꎬ图 ６３０. １９９７ꎮ
＝Ｂ.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Ｒ. Ｂｒｏｗｎ ｉｎ Ａｉｔ. Ｍｏｒｔ. Ｋｅｗ Ｉｎｄ. ｅｄ

２. ５:２８１. １８１３.
＝Ｂ. ｅ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Ｌéｖｌ. ｉｎ Ｒｅｐｅｒｔ. Ｎｏｖ. Ｓｐ. ７:２１.１９０９.
＝Ｂ.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ｅｖａｎｓｉａｎａ (Ａｎｄｒ.) Ｉｒｍｓｃｈ.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４９２. １９３９.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ｃｏｎｔｒ. ｅｖａｎｓｉａｎａ”.
２９ａ. 秋海棠 (原亚种)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ｇｒａｎｄｉｓ
落叶草本ꎻ根状茎近球形ꎻ茎直立ꎬ多分枝ꎬ具

珠芽ꎻ叶茎生ꎬ上面褐绿色具红晕ꎬ下面色淡带红晕

３２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或紫红色ꎬ脉紫红色ꎻ总花梗具棱ꎬ无毛ꎮ 花期 ７ 月ꎻ
果期 ８ 月ꎮ

产柳城ꎬ凌云ꎬ乐业ꎬ都安:生于 １００~１ １００ ｍ 阴

湿密林、山沟岩石上和山谷灌丛中ꎮ 分布于中国河

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安徽、
江西、浙江、福建ꎮ 日本、印度尼西亚爪哇、马来西

亚、印度亦有分布ꎮ
标本引证:桂林[龙胜ꎬ覃灏富、李中提 ７０９０５

(ＩＢＫ)ꎻ资源ꎬ钟济新 ８３４８７(ＩＢＫ)]ꎻ河池[凤山ꎬ陈立

郷 ９２２６１(ＩＢＫ)]ꎻ来宾[金秀ꎬ大瑶山综考队 ８１００９４
(ＩＢＫ)]ꎻ南宁[隆安ꎬ杨金财、胡仁传、刘静等 ＬＨ０５７２
(ＩＢＫ)]ꎻ贺州[刘演、于胜祥等 Ｈ０３１１(ＩＢＫ)]ꎮ
２９ｂ. 中华秋海棠 (亚种)(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珠

芽秋海棠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Ａ.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４９４. ｐｌ. １３. １９３９ “ ｃｏｎｔ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ꎻ 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３１(３):４３３. １９７２ꎻ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１:３５２. １９８４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７４. １９８６. 中

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 １６５. １９９９ꎻ Ｃｏｎｔｒ. Ｕ. Ｓ. Ｎａｔｌ.
Ｈｅｒｂ. ４３:６２.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１６３.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７６.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ꎮ

＝ Ｂ.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 ＤＣ. ｉｎ Ａｎｎ. Ｓｃｉ. Ｎａｔ. Ｂｏｔ.
ｓｅｒ. ４ꎬ １１: １２５. １８５９ꎻ Ｐｒｏｄｒ. １５ ( １ ): ３１３. １８６４ꎻ
Ｃｕｒｔｉｓ’ｓ Ｂｏｔ. Ｍａｇ. １２５(３:ｖ. ５５): ｔ. ７６７３. １８９９ꎻＬｅ
Ｊａｒｄｉｎ. １９０１: １２７. １８８７ꎻ Ｉｃｏｎ. Ｐｌ. Ｆｏｒｍｏｓ. ２: ４５.
１９１２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２:９３５ꎬ图 ３５９９. １９７２ꎻ安徽

植物志 ３:４９４ꎬ图 １５２０. １９８８ꎻ河北植物志 ２:１７４ꎬ图
１０８３. １９８９ꎻ贵州植物志 ４:２５０. １９８９ꎻ福建植物志

４:２７. １９９０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５ꎬ图 ２９３:５－６. １９９１ꎻ
北京植物志 １:５９５ꎬ图 ７５７. １９９３ꎻ浙江植物志 ４:
２４３ꎬ图 ４:３１１. １９９３ꎻ山东植物志 ２: ７３１ꎬ图 ６３２.
１９９７ꎻ河南植物志 ３:６１. １９９７ꎮ

＝ Ｂ.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Ａｇｒ. Ｓｃｉ ｅｔ
Ａｒｔｓ. Ｄｅ ｌａ Ｓａｒｔｈｅ ５９:３２３. １９０４ꎻ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 Ｎｏｖ. ６:
３７６. １９０９.

＝ Ｂ. ｂｕｌｂｏｓａ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ｉｎ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ｅｃ. Ｎｏｖ.
Ｒｅｇｎｉ Ｖｅｇ. ７:２１. １９０９.

＝Ｂ.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ｕｃｔ. ｎｏｎ Ｌéｖｌ. ｎｅｃ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１９３９.
直立茎细弱ꎬ不分枝ꎻ叶较小ꎬ椭圆状卵形或三

角状卵形ꎻ花丝短于 ２ ｍｍꎻ花柱基部合生或微合生ꎬ
分枝呈螺旋扭曲ꎮ 花期 ７ 月ꎻ果期 ８ 月ꎮ

产融水、龙胜、凤山:生于海拔 ３００ ~ ２ ９００ ｍ 山

谷、山坡阴湿石灰岩岩石上ꎮ 分布于河北、山东、河

南、山西、甘肃、陕西、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西、
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区)ꎮ

标本引证:桂林[龙胜ꎬ覃灏富和李中提 ７０９０５
(ＩＢＳＣ)]ꎮ
３０. 广西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Ｗｕ 植物分类学

报. ３５:４５ꎬ图 ２７. １９９７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１３６.
１９９９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７６.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ＧＸＭＩ!)ꎮ
根状茎粗壮ꎻ叶基生ꎬ被褐色卷曲长毛ꎻ蒴果具

不等 ３ 翅ꎬ大翅斜三角形ꎬ其余 ２ 翅窄ꎬ新月形ꎬ被短

硬毛ꎮ 花期 １—３ 月ꎻ果期 ３—５ 月ꎮ
产都安(模式标本产地)、宜州:生于海拔 ２００ ~

３００ ｍ 阴湿石壁、林下和山洞中ꎮ
标本引证:河池[宜州ꎬ覃德海、莫桢恒 ５５９７７

(ＨＡＳＴ)ꎻ都安ꎬ都安队 ４－１０－２５４(ＧＸＭＩ)ꎻ彭镜毅

１９８１４(ＨＡＳＴ)]ꎮ
３１. 桂西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ｕｉｘｉｅｎｓｉｓ Ｙａｎ ＬｉｕꎬＳ. Ｍ. Ｋｕ ＆ Ｃ.－Ｉ Ｐｅｎｇ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５５:５２ꎬＦｉｇ. ２－３. ２０１４.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Ａ! Ｅ! ＨＡＳＴ! Ｋ! ＫＵＮ! ＭＯ! ＰＥ!)ꎮ

全体被短硬毛ꎻ叶盾形ꎬ绿色ꎬ近革质ꎬ全缘ꎻ叶
柄贴生ꎻ侧膜胎座ꎻ蒴果具不等 ３ 翅ꎮ 花期 ７—１０
月ꎻ果期 ８—１１ 月ꎮ

产崇左(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１５０ ~ ２００ ｍ
林下石灰岩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崇左[彭镜毅 ２０３１０(ＨＡＳＴ)]ꎮ
３２. 古龙山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ｕ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Ｋｅｙｓ ９４:７４－７６ꎬＦｉｇ. ５. ２０１８. (Ｈｏｌｏ￣
ｔｙｐｅ:ＫＵＮ!)ꎮ

叶基生ꎬ卵状或卵状披针形ꎬ上面具白色半环

状斑纹ꎬ沿主脉具深红色斑点ꎬ下面沿小脉具腺状

长柔毛ꎬ基部略偏斜ꎬ顶端尾状ꎬ边缘具细齿ꎻ花序

梗、花梗、花被片、蒴果被腺状长柔毛ꎻ花丝融合至

半ꎬ大约 １ ｍｍꎮ 花期 ２—５ 月ꎬ果期 ５—６ 月ꎮ
产靖西(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８６ ｍ 沟谷

石灰岩洞口阴暗潮湿的石壁ꎮ
标本引证:百色 [靖西ꎬ税玉民 Ｂ２０１６ － ０４８

(ＫＵＮ)]ꎮ
３３. 香花秋海棠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大香秋海棠 (中
国植物志)　 短茎秋海棠 (海南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Ａｋａｄ. Ｗｉｓｓ. Ｗｉｅｎꎬ
Ｍａｔｈ. －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 Ｋｌ.ꎬ Ａｎｚ. ５８: ２４. １９２１. Ｍｉｔｔ.

４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６:３４８. １９２７ꎻＳｙｍｂ. Ｓｉｎ. ７
(２):３８５. １９３１ꎻ 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ｓｅｒ. １(２):１１５. １９４８ꎻ海南植物志 １:４８７. １９６４ꎻ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６ꎬ５４１ꎬ图 ８９１３. １９８３ꎻ云南

种子植物名录 １: ３５０. １９８４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８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７６. １９８６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３. １９９１ꎻ
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２１０. １９９９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７７.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ｕｓ:ＷＵ!)ꎮ

根状茎圆柱形ꎬ具匍匐枝ꎬ节处生多数细长的

根ꎻ叶基生ꎬ叶片卵形至宽卵形ꎬ较小ꎬ几无毛ꎻ雌雄

异株ꎻ花白色ꎬ极香ꎻ子房 ４ 室ꎻ柱头 ４ꎻ蒴果无翅ꎬ近
四棱形ꎮ 花期 １ 月ꎮ
３３ａ. 香花秋海棠 (原变种) 　 大香秋海棠 (广西植

物名录)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ｖａｒ.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雄花外轮 ２ 枚花被片 ３ ~ ６.５ ｃｍꎬ无毛或近无

毛ꎬ先端急尖ꎻ子房无毛或近无毛ꎮ
产荔浦、平南、那坡、凌云、凤山、东兰、金秀:生

于海拔 １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的阴湿林下ꎮ 分布于中国云

南、广东ꎮ 越南也有分布ꎮ
标本引证:河池[都安ꎬ彭镜毅 １９８１５(ＨＡＳＴ)ꎻ

南丹ꎬ黄志 ４１２９７( ＩＢＳＣ)]ꎻ防城港[东兴ꎬ彭镜毅

２０２７７ｂ(ＨＡＳＴ)]ꎻ来宾[金秀ꎬ大瑶山综考队 １１７１０
(ＩＢＳＣ)]ꎻ贵港[平南ꎬ黄志 １０３３２４ ꎬ４０７６７(ＩＢＳＣ)＆
３９０１０(ＩＢＫ)]ꎮ
３３ｂ. 红毛香花秋海棠 (变种)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ｖａｒ. ｒｕｂｒｏｐｉｌｏｓａ(Ｓ. Ｈ. Ｈｕａｎｇ
＆ Ｙ. Ｍ. Ｓｈｕｉ)Ｃ.－Ｉ Ｐｅｎｇ.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ｂａｌａｎｓａｎａ Ｇａｇｎｅｐ. ｖａｒ. ｒｕｂｒｏｐｉｌｏｓａ Ｓ.
Ｈ. Ｈｕａｎｇ ＆ Ｙ. Ｍ. Ｓｈｕｉ 云南植物研究. ２１:１２. １９９９.

雄花花被片大ꎬ常 ３~６.５ ｃｍꎬ被红色长柔毛ꎻ子
房被红色长柔毛ꎮ

产防城港:生于海拔 ３１０~６５０ ｍ 林缘阴湿的岩

石上ꎮ
标本引证:防城港 [防城港区ꎬ彭镜毅 ２０２８７

(ＨＡＳＴ)]ꎮ
３３ｃ. 铺地秋海棠 (变种)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匍匐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ｖａｒ.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Ｔｅｂ￣
ｂｉｔｔ ｉｎ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Ｊ. Ｂｏｔ. ６０:６. ２００３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７８.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ꎮ

＝ Ｂ.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１６. １９３９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６ꎬ５４１ ｉｎ ｃａｌｖｉ. １９８３ꎻ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１:

３５１. １９８４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 ７０ꎬ ７４ꎬ ８５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２１９ꎬ 图 ２３: ２. １９８６ꎻ 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
２１１.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２. ２００２ꎻ云南

植物志 １２:２３５. ２００６ꎮ
＝Ｂ. ｃｈｕｎｉａｎａ Ｃ. Ｙ. Ｗ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３(３):

２６７ꎬ图 １３. １９９５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２４６. １９９９ꎮ
＝Ｂ. ｘｉｎｙｉｅｎｓｉｓ Ｔ. Ｃ. Ｋ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３(３):

２６３ꎬ图 １１. １９９５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１７０ꎬ图 ３３:
２. １９９９ꎮ

雄花外轮 ２ 枚花被片 ０.８~２ ｃｍꎬ先端圆ꎮ
产那坡:生于海拔 １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阴湿林下ꎮ 分

布于云南南部和西南部ꎮ
注释:未见标本ꎬ尚待野外考察查证ꎮ

３４. 掌叶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刺海棠、岩
酸苔 (思茅)ꎬ鲁兴多 (红河哈尼语)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Ｊ. Ｄ. Ｈｏｏｋｅｒ ｉｎ Ｂｏｔ.
Ｍａｇ. １２５:ｐｌ. ７６８５. １８９９ꎻ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３７. １９３９ꎻ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ｎｅｗ ｓｅｒ. １
(２):１２２. １９４８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２:９３９ꎬ图 ３６０７.
１９７２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６ꎬ５４０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１: ３５０. １９８４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７７ꎬ图 ４:１. １９８６ꎻ广西植物

志 １:７２１ꎬ图 ２９１:１ － ２. １９９１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
２６８.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

物志 １２:１８９.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７８. ２００９ꎻ广西

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Ｉｓｏｓｙｎｔｙｐｅ:Ｋ!)ꎮ
茎直立ꎬ分枝ꎻ叶基生或茎生ꎬ掌状复叶ꎬ羽状

脉ꎻ总叶柄疏被毛ꎻ聚伞花序高于叶柄ꎬ花蔷薇色ꎻ
子房 ２ 室ꎬ每室胎座裂片 ２ꎬ每裂片 ２ 深裂ꎮ 花期 １１
月ꎻ果期 ６ 月ꎮ
３４ａ. 掌叶秋海棠 (原变种)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ｖａｒ.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叶茎生ꎻ叶柄被毛或近无毛ꎻ小叶具柄ꎮ
产那坡:生于海拔 １ １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密林、山谷、

溪旁或阴湿岩石上ꎮ 分布于云南、四川ꎮ
标本引证:李中提 ６０２３８１(ＩＢＫ)ꎮ

３４ｂ. 广西掌叶秋海棠 (变种)(中国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ｖａｒ.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３８. １９３９ꎻ中国

植物志 ５２ (１):２６９. １９９９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７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ꎮ

＝Ｂ.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ａｕｃｔ. ｎｏｎ Ｉｒｍｓｃｈ. ｉｎ 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ｉａ
４:２５. １９３９.

叶基生或茎生ꎬ掌状复叶ꎬ基部 ２ 枚小叶片稍合

５２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生ꎻ叶柄无毛ꎮ
产那坡、凌云:生于海拔 １ ２００~１ ３００ ｍ 的峡谷

深处ꎮ
注释:据记载本种的模式标本采自凌云ꎬ但未

见模式标本ꎬ自发表后亦未见采集标本ꎬ尚需进一

步的查证ꎮ
３５. 独牛 (图考) 柔毛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Ｈｅｍｓｌｅｙ ｉｎ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ꎬＢｏｔ. ２３
(１５５):３２２. １８８７ꎻ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６:
３４６. １９２７ꎻ Ｓｙｍｂ. Ｓｉｎ. ７ ( ２):３８４. １９３１ꎻ 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 １(２):１２７. １９４８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２:９４２ꎬ图 ３６１４. １９７２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
５３７ꎬ５４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 云南种子植物 名 录 １:
３５０. １９８４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２４ꎬ６６ꎬ６７ꎬ７９ꎬ８１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７７ꎬＦｉｇ. ８:２２. １９８６ꎻ贵州植物志 ４:２６０ꎬ图
９５:１. １９８９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８ꎬ图 ２９４:３－４. １９９１ꎻ
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２０１ꎬ图 ３６: ５ － ７.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９. ２００２ꎻ 云南植物志 １２:
１８４.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７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０.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ꎮ
＝ Ｂ.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Ｇａｇｎｅｐａｉｎ ｉｎ Ｂｕｌｌ. Ｍｕｓ. Ｈｉｓｔ.

Ｎａｔ. Ｐａｒｉｓ ２５:１９７. １９１９.
＝ Ｂ. ｍａｉｒｅｉ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ｉｎ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Ｇｅｏｇｒ.

Ｂｏｔ. ２２:２２８. １９１２.
落叶草本ꎻ根状茎球形ꎻ叶基生ꎬ先端圆ꎬ或偶

有锐尖者ꎻ叶柄纤细ꎬ红色ꎬ无毛ꎻ聚伞花序基出ꎬ花
被片 ２ 枚ꎬ桃红色ꎻ柱头 ２ 裂ꎬ头状ꎮ 花期 ９—１０ 月ꎻ
果期 １０ 月ꎮ

产龙胜:生于海拔 １ ０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 的山地密林

下、溪边岩石上ꎮ 分布于湖北、四川、贵州、云南ꎬ模
式标本采自湖北ꎮ

标本引证:桂林[龙胜ꎬ余少林、覃灏富 ７００４３４
(ＩＢＫ)]ꎮ
３６. 侯氏秋海棠 (海南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ｏｗｉｉ Ｍｅｒｒｉｌｌ ＆ Ｃｈｕｎ ｉｎ 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ｉａ ５:
１３８. １９４０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２２１. １９９９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７９. ２００９ꎮ

茎直立ꎻ叶基生或茎生ꎬ无毛ꎬ基部截形至心

形ꎬ边缘具不规则齿状ꎻ子房 ２ 室ꎬ中轴胎座ꎻ蒴果具

不等 ３ 翅ꎮ 花期 ６—７ 月ꎮ
产于玉林、河池、百色:生于海拔 ３６０ ｍ 阔叶林

下ꎮ 分布于海南ꎬ模式标本采自保亭ꎮ
注释:根据标本信息ꎬ原鉴定为侯氏秋海棠的

李荫昆 ４０４１２２(ＩＢＫ)应为裂叶秋海棠ꎬ南植地 ５５１９

(ＩＢＳＣ)应为癞叶秋海棠ꎬ彭镜毅 １９７３４(ＨＡＳＴ)应为

食用秋海棠ꎬ但尚需进一步的野外考察及形态观察

证实该种是否分布于广西地区ꎮ
３７. 膜果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ｙｍｅｎｏｃａｒｐａ Ｃ. Ｙ. Ｗｕ 植物分类学

报. ３３ (３):２５６ꎬｐｌ. ５. １９９５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１６０.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６.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０.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ꎮ

根状茎伸长ꎻ直立茎有棱ꎬ无毛ꎻ叶膜质ꎬ茎生ꎬ
掌状脉 ５ 条ꎻ聚伞花序腋生或顶生ꎻ花柱 ３ꎬ离生ꎻ蒴
果下垂ꎬ具不等 ３ 翅ꎮ 花期 ７—８ 月ꎻ果期 ９ 月ꎮ

产融水(模式标本产地)、龙胜、那坡、天峨、金
秀、平南、花坪:生于海拔 ５００~９８０ ｍ 阴湿林下ꎮ

标本引证:来宾 [金秀ꎬ大瑶山综考队 １１５５９
(ＩＢＫ)ꎻ梁慧舟 ３６６７(ＨＡＳＴ)ꎻ大瑶山综考队 １００８０
＆ １１５５９(ＩＢＳＣ)ꎻ吕清华 ４４４５(ＩＢＳＣ)]ꎻ贵港[平南ꎬ
陈少卿 １６３０９( ＩＢＳＣ)]ꎻ桂林[花坪ꎬ袁淑芬和刘兰

芳 ５６２９ ＆ ５８１６( ＩＢＳＣ)ꎻ龙胜ꎬ余少林和覃灏富 ７０
金秀 ３４(ＩＢＳＣ)ꎻ李光照和唐赛春 Ｈ４(ＩＢＫ)ꎻ龙胜县

普查队 ４５０３２８１３０９１２０２１ＬＹ(ＩＢＫ)]ꎮ
３８. 靖西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ｊｉ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Ｄ. Ｆａｎｇ ＆ Ｙ. Ｇ. Ｗｅｉ 植物分

类学报. ４２: １７２ꎬ Ｆｉｇ. ２. ２００４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８０.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ＧＸＭＩ! ＰＥ!)ꎮ

＝Ｂ. ｍａｓｈａｎｉｃａ Ｄ. Ｆａｎｇ ＆ Ｄ. Ｈ. Ｑｉｎ 植物分类

学报. ４２:１７４ꎬＦｉｇ. ３. ２００４ꎮ
根状茎瘤状ꎬ分枝ꎻ全株幼时被白色长柔毛ꎬ老

时几无毛ꎻ叶背面绿色或深绿色ꎬ具白色或浅色马

蹄形斑点ꎮ 花期 ６—１１ 月ꎻ果期 ８—１１ 月ꎮ
产马山、靖西(模式标本产地)、大新:生于海拔

１００~５００ ｍ 石灰岩石壁ꎬ石灰岩山洞入口处ꎮ
标本引证:南宁 [马山ꎬ覃德海和方鼎 ３１３８０

(ＧＸＭＩ)]ꎻ崇左[大新ꎬ彭镜 ２１４９９(ＨＡＳＴ)ꎻ彭镜毅

１９７３２ꎬ１９７４２ꎬ１９７４８ꎬ１９７５８(ＨＡＳＴ)]ꎻ河池[环江ꎬ
梁 慧 舟 ４０６５ ( ＨＡＳＴ )ꎻ 环 江 普 查 队

４５１２２６１３０７１９００６ＬＹ( ＩＢＫ)]ꎻ百色 [靖西ꎬ韦毅刚

０２１５(ＩＢＫ)ꎻ彭镜毅 ２１１７６(ＨＡＳＴ)]ꎮ
３９. 心叶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俅江秋海棠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丽江秋海棠 (云南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ａｂｏｒｄｅｉ Ｈ.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ｉｎ Ｂｕｌｌ. Ｓｏｃ.

Ａｇｒｉｃ. Ｓａｒｔｈｅ ５９:３２３. １９０４ꎻ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ｅｃ. Ｎｏｖ. Ｒｅｇｎｉ
Ｖｅｇ. ６: ３７６. １９０８ / ９ꎻ Ｆｌ. Ｋｏｕｙ － Ｔｃｈｅｏｕ ４６. １９１４ꎻ

６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Ｃａｔ. Ｐｌ. Ｙｕｎ －Ｎａｎ １７. １９１６ꎻＢｕｌｌ. Ｍｕｓ. Ｎａｔｌ. Ｈｉｓｔ.
Ｎａｔ. ２５:２８２. １９１９ꎻＦｌ. Ｇｅｎ. Ｉｎｄｏ －Ｃｈｉｎｅ ２:１０９８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２１ꎻ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６: ３５０ －
３５９. １９２７ꎻ Ｓｙｍｂ. Ｓｉｎ. ７: ３８８. １９３１ꎻ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０３. １９３９ꎻ 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ｓｅｒ. １(２):１１５. １９４８ꎻ中国高等植

物图鉴 ２: ９４３. １９７２ꎬｅｘｃｌ. ｐｌ. Ｇｕａｎｇｘｉꎻ云南种子植

物名录 １:３５０. １９８４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７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８６ꎬＦｉｇ. ２４:６. １９８６ꎻ贵州植物志 ４:２６２ꎬ图
９６. １９８９ꎻ 中 国 植 物 志 ５２ ( １ ): １８８.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６. ２００２ꎻ 云南植物志 １２:
１８０.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１.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Ｔｙｐｅ:Ｐ!)ꎮ
＝ Ｂ. ｈａｒｒｏｗｉａｎａ Ｄｉｅｌｓ ｉｎ 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５:１６６. １９１２.
＝ Ｂ.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ａ Ｌéｖｌ. ｉｎ Ｃａｔ. Ｐｌ. Ｙｕｎｎａｎ １７.

１９１５. (Ｔｙｐｅ:ＢＭ!)
＝ Ｂ. ｈｅｎｒｙｉ × Ｂ.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Ｉｒｍｓｃｈ.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６:３５６. １９２７.
落叶草本ꎻ根状茎球形ꎻ叶基生ꎬ卵状心形ꎬ近

对称ꎻ聚伞花序多个组成复花序ꎬ偏向一侧形成不

对称的圆锥花序ꎻ子房被红色腺柔毛ꎮ 花期 ８ 月ꎻ果
期 ９ 月ꎮ

产金秀:生于海拔 １ ７００ ~ ３ ３００ ｍ 的密林下阴

湿岩石上及溪边ꎮ 分布于中国云南、四川、贵州ꎬ模
式标本采自贵州ꎮ 缅甸亦有分布ꎮ

标本引证:来宾[金秀ꎬ李荫昆 ４００６５２(ＩＢＫ)]ꎮ
４０. 圆翅秋海棠 (薄叶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ｅ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Ｎｏｔｅｓ Ｒｏｙ.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２１:４０. １９５１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８１. ２００９.

叶基生ꎬ叶深裂至 ２ / ３ꎬ常具 ７ ~ ９ 个小裂片ꎻ雌
花被片 ５ 枚ꎬ不等ꎬ子房 ２ 室ꎬ中轴胎座ꎻ蒴果具不等

３ 翅ꎮ 花期 ６ 月ꎻ果期 ９ 月ꎮ
产那坡:生于海拔 ４２０ ｍ 石灰岩石壁ꎮ 分布于

中国贵州、云南ꎬ模式标本采自麻栗坡ꎮ 越南亦有

分布ꎮ
注释:根据标本信息ꎬ本种在广西那坡亦有分

布ꎬ尚需野外考察及形态观察以确定该种是否为广

西分布类群ꎮ
标本引证:百色[那坡ꎬ彭镜毅 ２１５６２(ＨＡＳＴ)]ꎮ

４１. 灯果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ａｎ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５５. １９３９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８５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８９ꎬＦｉｇ. ２６:１８.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１３５ꎬ
图 ２８:２－３.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４. ２００２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８２. ２００９ꎻ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Ｔｙｐｅ:Ｋ!)ꎮ

叶厚纸质ꎬ褐绿色ꎬ无毛ꎬ边缘有细密之齿ꎬ幼
时齿带短芒ꎬ基部偏斜ꎬ宽侧呈宽大耳状ꎻ叶柄具纵

棱ꎬ疏被卷曲长毛ꎮ 花期 ８ 月ꎻ果期 ９ 月ꎮ
产靖西、那坡、龙州(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４００ ｍ 河边遮荫石灰岩石壁上ꎮ
标 本 引 证: 百 色 [ 那 坡ꎬ 彭 镜 毅 ２１１１８

(ＨＡＳＴ)]ꎻ崇左[龙州ꎬ陈少卿 １３９８２( ＩＢＳＣ)ꎻ谭沛

祥 ５７１３２(ＩＢＳＣ)ꎻ弄岗综考队 １０６９４( ＩＢＫ)ꎻ彭镜毅

１９７８９(ＨＡＳＴ)]ꎮ
４２. 雷平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ｅｉ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Ｄ. Ｋ. ＴｉａｎꎬＬ. Ｈ. Ｙａｎｇ ＆
Ｃ. Ｌｉ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 ２４４ ( １ ): ０４５ － ０５６. Ｆｉｇ. ５ꎬ ６.
２０１６.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ＣＳＨ!)ꎮ

根状茎匍匐ꎻ掌状复叶基生ꎻ小叶披针形螺旋状

排列ꎬ具 ２~１２ 片多 ３~７ 片ꎻ叶柄及小叶柄直立ꎬ褐色

具稀疏白色斑点ꎻ花序腋生ꎬ二歧聚伞状ꎻ雄花被片 ４
枚ꎬ白色至淡粉色ꎻ雌花被片 ３ 枚ꎬ白色至淡粉色ꎻ蒴
果具不等三翅ꎮ 花期 ８—９ 月ꎻ果期 ９—１１ 月ꎮ

产雷平(模式产地):生于海拔 ２６０~２７０ ｍ 林下

阴湿、灌丛遮荫处石灰岩上ꎮ
标本引证:崇左[雷平ꎬ田代科 ＴＤＫ－２２７０(ＣＳＨ)]ꎮ

４３. 癞叶秋海棠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团扇叶秋

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ｅｐｒｏｓａ 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Ｊ. Ｂｏｔ. ２１:２０２. １８８３ꎻ

Ｊ. Ｌｉｎｎ. Ｓｏｃ.ꎬ Ｂｏｔ. ２３: ３２２. １８８７ꎻ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１８. １９３９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２:
９４５ꎬ图 ３６２０. １９７２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６ꎬ
５４１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１:３５１. １９８３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７５ꎬ７６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９０ꎬＦｉｇ. ２４:
２２. １９８６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８. １９９１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１４９.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２. ２００２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８２.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ＢＭ!)ꎮ

＝ Ｂ.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 ｉｎ Ｉｃｏｎ. Ｐｌ.
ｓｅｒ. ４ꎬ７ꎬＦｉｇ. ２６３５. １９０１.(Ｔｙｐｅ:Ｂ!)ꎮ

根状茎结节状ꎬ分枝ꎻ叶基生ꎬ密被细小下陷圆

形窝孔ꎬ上面褐绿色ꎬ具白斑ꎻ蒴果纺锤形ꎬ被圆形

窝孔ꎬ无翅ꎮ 花期 ５—９ 月ꎻ果期 ６—１０ 月ꎮ
产阳朔、兴安、苍梧、平南、那坡、来宾、宁明、龙

州:生于海拔 １００ ~ ８００ ｍ 林下阴湿处、路边阴湿处

７２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或山坡阴湿岩石上ꎮ 分布于广东ꎬ模式标本采自

连县ꎮ
标本引证:河池[东兰ꎬ南植地 ５５１９( ＩＢＫ)ꎻ彭

镜毅 ２４３４８(ＨＡＳＴ)ꎻ都安ꎬ梁慧舟 ３４１５(ＨＡＳＴ)]ꎻ
崇左[大新ꎬ王善龄 ４１０３(ＩＢＫ)ꎻ宁明ꎬ梁向日 ６８１３５
(ＩＢＫ)ꎻ天等ꎬ彭镜毅 ２２０７８(ＨＡＳＴ)]ꎻ南宁[隆安ꎬ
杨金财、 胡仁传和刘静 ＬＨ０２２４ ( ＩＢＫ)ꎻ 彭镜毅

２０３３３ꎬ ２０３３８ꎬ ２０３４４ ( ＨＡＳＴ )ꎻ 梁 慧 舟 ３３３８
(ＨＡＳＴ)]ꎻ桂林[阳朔ꎬ陈照宙 ５３８８２(ＩＢＫ)ꎻ李光照

１１７９７(ＩＢＫ)ꎻ彭镜毅 １８７３７(ＨＡＳＴ)]ꎻ来宾[金秀ꎬ
大瑶山综考队 １３７９０( ＩＢＳＣ))ꎻ梧州[苍梧ꎬ陈少卿

１００５１(ＩＢＳＣ)]ꎮ
４４. 黎平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指裂叶秋海棠 (广
西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ｉ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６:３５３. １９２７ꎻＳｙｍｂ. Ｓｉｎ. ７(２):
３８７. １９３１ꎻ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３１(３):４３４. １９７１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 １９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１９１ꎬ Ｆｉｇ. ５:
２７. １９８６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７. １９９１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２４２.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８２.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Ｔｙｐｅ:Ｂ!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ＷＵ!)ꎮ

茎直立ꎻ叶多基生ꎬ常在中部具一枚茎生叶ꎬ５~６
深裂ꎻ叶柄被锈褐色卷曲长毛ꎬ聚伞花序ꎬ腋生ꎻ雌花

具 ６ 枚花被片ꎻ子房 ２ 室ꎬ中轴胎座ꎮ 花期 ７—８ 月ꎮ
产三江、龙胜ꎻ生于 ３００ ~ １ １００ ｍ 岩石、灌丛阴

湿处ꎮ 分布于贵州、湖南ꎬ模式标本采自贵州黎平ꎮ
标本引证:桂林[龙胜ꎬ覃灏富和李中提 ７０９０４

(ＩＢＫ)]ꎮ
４５. 石生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石灰秋海棠 (广
西植物名录)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ｉｔｈｏｐｈｉｌａ Ｃ. Ｙ. Ｗ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３
(３): ２５７ － ２５８ꎬ ｐｌ. ６. １９９５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１９５.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９. ２００２ꎻ云南

植物志 １２:１８４.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２. ２００９ꎻ
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ꎮ

根状茎球状或块状ꎻ叶基生ꎬ五角形ꎬ常 ５ 中裂ꎬ
基部裂片最短ꎻ雌花具 ３ 枚花被片ꎮ 花期 ９—１０ 月ꎻ
果期 １１ 月ꎮ

产乐业ꎬ隆林:生于海拔 １ ７００~２ ０００ ｍ 石灰岩

山洞及礁灰岩ꎮ 分布于云南ꎬ模式标本采自路南

石林ꎮ
标本 引 证: 百色 [ 乐 业ꎬ 乐 业 队 ３ － ３０１４３

(ＧＸＭＩ)ꎻ隆林ꎬ韦腾辉 ３－３４５５９(ＧＸＭＩ)ꎻ陈旺业 ３－

３４０６９(ＧＸＭＩ)]ꎮ
４６. 刘演秋海棠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ｉｕｙａｎｉｉ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Ｓ. Ｍ. Ｋｕ ＆ Ｗ.
Ｃ. Ｌｅｏｎｇ ｉｎ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６:２４５ꎬ Ｆｉｇ. １ －
３. ２００５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３.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Ａ! ＩＢＫ!)ꎮ
＝ Ｂ. ｇｉｇａｐｈｙｌｌ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 云南

植物研究 ２７:３６２ꎬＦｉｇ. ６. ２００５ꎮ
叶基生ꎬ表面明亮ꎬ下面绿色ꎬ疏被刚毛ꎻ圆锥

花序ꎬ３~６ 回分枝ꎬ具 １３~１００ 朵花ꎻ总花梗被毛ꎻ蒴
果开裂ꎬ被红色腺状刚毛ꎮ 花期 ４—９ 月ꎻ果期 ６ 月

至翌年 ２ 月ꎮ
产龙州(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００ ~ ７２０ ｍ

阔叶林下、石灰岩山坡阴湿处ꎮ
标本引证:崇左[龙州ꎬ彭镜毅 ２０３８８(ＨＡＳＴ)ꎻ

梁慧舟 ３３９８(ＨＡＳＴ)＆ ３６２４－Ａ(ＩＢＫ)]ꎮ
４７. 隆安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ｏｎ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Ｗｕ 植 物 分 类 学

报. ３５(１):５４－５６ꎬｐｌ. ３２. １９９７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
２５２.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３.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Ｈｏｌ￣
ｏｔｙｐｅ:ＧＸＭＩ!)ꎮ

全株被短刺毛ꎻ叶基生ꎬ上面几无毛ꎬ下面沿脉

被短小刺毛ꎬ掌状脉 ８ 条ꎻ总花梗被短卷曲毛ꎻ子房

２ 室ꎮ 花期 ６ 月ꎮ
产隆安(桥建ꎬ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７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山谷沟边ꎮ
标 本 引 证: 南 宁 [ 隆 安ꎬ 高 成 芝 等 ７３１６５

(ＧＸＭＩ)ꎻ 武鸣ꎬ 吴磊和蒋日红 Ｄ０５７３ ＆ Ｄ０７９９
(ＩＢＫ)ꎻ上林ꎬ吴磊和杨金财 Ｄ３３３０(ＩＢＫ)]ꎮ
４８. 弄岗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Ｉ Ｐｅｎｇ ＆ Ｙａｎ Ｌｉｕ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５４:４４ꎬＦｉｇ. １－２. ２０１３.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
Ｉｓｏｔｙｐｅ:ＩＢＫ!)ꎮ

地下茎匍匐状ꎬ生出的匍匐茎达 １５０ ｃｍ 以上ꎻ
叶均基生ꎬ上面疏被红色粗糙隆起ꎬ下面沿脉被绒

毛ꎻ聚伞圆锥花序ꎬ腋生ꎬ直接从地下茎或匍匐茎生

出ꎻ总花梗无毛ꎻ花丝合生成柱状ꎻ蒴果红色ꎮ
产龙州(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１７０ ｍ 石灰

岩山地林下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崇左[龙州ꎬ彭镜毅 ２２９３０(ＩＢＫ)]ꎮ

４９. 粗喙秋海棠 (海南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Ｂｌｕｍｅ ｉ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ｓ １０２. １８２３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 １９２. １９８６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８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１３: １８４.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Ｂ!)ꎮ

＝ Ｂ. ａｐｔｅｒａ Ｈａｙａｔａ ｉｎ Ｍａｔ. Ｆｌ. Ｆｏｒｍｏｓ ３０ (１):
１２２. １９１１ꎻ ｎｏｔ Ｂｌｕｍｅ ｉｎ Ｌｉｎｇｎ. Ｓｃｉ. Ｊｏｕｒｎ. ６: ３８０.
１９２８ꎻｎｏｔ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 ｉｎ Ｆｌ. Ｉｎｄ. ３:６５０. １８３２ꎻｎｏｔ Ｄｅ￣
ｃａｉｓｎｅ ｉｎ Ｎｏｕｖ. Ａｎｎ. Ｍｕｓ. Ｈｉｓｔ. ｎａｔ. Ｐａｒｉｓ. ｔ３:
４５１. １８３４ꎻＩｃｏｎ. Ｐｌ. Ｆｏｒｍｏｓ ２:４３. １９１２ꎻ６:２１. １９１６ꎻ
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ｒｎ.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 ( ２):１１４. １９４８ꎬ ｐ.
ｐ. ｍｉｎꎻ台湾植物志(第二版)３:８４６ꎬ图 ６９. １９９３ꎮ

＝ Ｂ. ｃｒａｓｓ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１３. １９３３ꎻ 海 南 植 物 志 １: ４８８ꎬ 图

２６７. １９６４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２:９３６ꎬ图 ３６０２. １９７２ꎻ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５ꎬ５３８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云
南种 子 植 物 名 录 １: ３４９. １９８４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１２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５４ꎬＦｉｇ. ３０:５３. １９８６ꎻ贵州植物

志 ４:２４８ꎬ图 ９０:１ － ４. １９８９ꎻ福建植物志 ４:２５ꎬ图
２２. １９８９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５ꎬ图 ２９２:５－６. １９９１ꎻ广
东植物志 ３:１４７. １９９５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１５０.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２.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

研究 １２:２２８ꎬ图 ６８:１－１０. ２００６ꎮ
＝Ｂ. ｈａｙａｔａｅ Ｇａｇｎｅｐａｉｎ. ｉｎ Ｂｕｌｌ. Ｍｕｓ. Ｈｉｓｔ.

Ｎａｔ. ( Ｐａｒｉｓ) ２５:２８２. １９１９ꎻ Ｌｉｓｔ. Ｖａｓｃ. Ｐｌ. Ｔａｉｗａｎ
５８. １９５４ꎻ台湾植物志(第一版)３:７９６ꎬ图 ８２１. １９７７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７６. １９８６ꎮ

全株几无毛ꎻ根状茎不规则块状ꎻ直立茎具分

枝ꎻ叶互生ꎻ花白色ꎬ花丝离生ꎬ花药长圆形ꎻ子房近

球形ꎬ顶端具粗喙ꎻ蒴果近球形ꎬ无翅ꎬ无棱ꎮ 花期

４—５ 月ꎻ果期 ７ 月ꎮ
广布ꎬ产河池、南宁、百色、防城港、贵港、来宾、

玉林、桂林、桂平、梧州、贺州:生于海拔 ２００ ~ １ ４００
ｍ 林下阴湿处ꎮ 分布于中国福建、广东、海南、湖南、
贵州、云南、江西、台湾ꎮ 不丹、印度、印度尼西亚、
老挝、马拉西亚、缅甸、越南、泰国也有分布ꎮ

标 本 引 证: 河 池 [ 东 兰ꎬ 彭 镜 毅 １８７６８
(ＨＡＳＴ)]ꎻ百色[田林ꎬ张肇骞 １０９９０( ＩＢＫꎬＩＢＳＣ)ꎻ
李中提 ６０１８８３(ＩＢＫ)ꎻ凌云ꎬ华南队 １４０６(ＩＢＳＣ)ꎻ龙
州ꎬ广西省立博物馆 ５７７５ ( ＩＢＳＣ)ꎻ邓先福 １０４３６
(ＩＢＫ)ꎻ天等ꎬ彭镜毅 ２１１２１(ＨＡＳＴ)ꎻ德保ꎬ彭镜毅

１９７１５(ＨＡＳＴ)ꎻ靖西ꎬ彭镜毅 １９７３７(ＨＡＳＴ)ꎻ那坡ꎬ
李光照和唐赛春 ２６７(ＩＢＫ)]ꎻ防城港[彭镜毅 ２０２９８
(ＨＡＳＴ)]ꎻ贵港[平南ꎬ黄志 ３９９１４( ＩＢＳＣ)]ꎻ崇左

[龙州ꎬ弄岗综考队 １０１０３(ＩＢＫ)ꎻ陈少卿 １２６１９(ＩＢ￣
ＳＣ)]ꎻ来宾[金秀ꎬ吕清华 ３８５４(ＩＢＫ)ꎻ大瑶山综考

队 ８１０７９２( ＩＢＫ)ꎬ１２３３９( ＩＢＳＣ)]ꎻ玉林[博白ꎬ钟树

权 Ａ９３７８５ ( ＩＢＫ)]ꎻ 桂平 [ 平 南ꎬ 钟 济 新 ６４６１６
(ＩＢＫ)ꎻ黄志 ３９９１４( ＩＢＫ)]ꎻ梧州[钟树权 ３０２０１１
( ＩＢＫ )]ꎻ 贺 州 [ 刘 演 和 于 胜 祥 Ｈ０２４１ꎬ Ｈ０２８３
( ＩＢＫ )]ꎻ 河 池 [ 罗 城ꎬ 罗 城 县 普 查 队

４５１２２５１３０６１００２０ＬＹ(ＩＢＫ)]ꎮ
５０. 罗城秋海棠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ｕｏ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 Ｍ. Ｋｕꎬ Ｃ.－Ｉ Ｐｅｎｇ ＆
Ｙａｎ Ｌｉｕ ｉｎ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５: ３５７ꎬ Ｆｉｇ. ４ －
５. ２００４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４.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ＨＡＳＴ! ＩＢＫ!)ꎮ
叶基生ꎬ上面沿中脉具白色斑纹ꎬ沿二级脉浅

绿色ꎬ二级脉之间深褐色至紫红色ꎬ下面红色ꎻ二歧

聚伞花序生于根状茎ꎻ子房 １ 室ꎬ粉红色ꎬ无毛ꎻ蒴果

下垂ꎬ开裂ꎮ 花期 ８—１１ 月ꎻ果期 ９—１２ 月ꎮ
产罗城(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００ ~ ３７０ ｍ

石灰岩山地林下石壁上ꎮ
标 本 引 证: 河 池 [ 罗 城ꎬ 罗 城 普 查 队

４５１２２５１３０３０７０４１ＬＹ(ＩＢＫ)ꎻ彭镜毅 ２４３０６(ＨＡＳＴ)ꎻ
梁慧舟 ３４１９(ＨＡＳＴ)]ꎮ
５１. 鹿寨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ｕｚ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Ｔ. Ｃ. Ｋ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７:
２８７ꎬＦｉｇ. １: １ － ２.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４.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５.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ＰＥ!)ꎮ
叶基生ꎬ上面常沿叶脉间或近叶脉具浅绿色至

白色斑纹ꎬ具 ５ 或 ６ 条主脉ꎬ三级脉细密网状ꎬ边缘

浅裂ꎻ子房 １ 室ꎬ无毛ꎮ 花期 ５—１１ 月ꎻ果期 ６ 月至

翌年 １ 月ꎮ
产鹿寨(模式标本产地)、融水、忻城、阳朔、天

峨、永福:生于海拔 １００~１ ０００ ｍ 石灰岩山坡阴湿石

壁或山洞洞口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桂林[永福ꎬ彭镜毅 ２４３７４(ＨＡＳＴ)ꎻ

阳朔ꎬ陈照宙 ５３１２８( ＩＢＫ)ꎻ彭镜毅 １８７３２ ＆ １８７３５
(ＨＡＳＴ)ꎻ临桂ꎬ彭镜毅 ２０２７６ (ＨＡＳＴ)]ꎻ百色 [凌

云ꎬ彭镜毅 ２４３４４ ＆ ２４３４６(ＨＡＳＴ)]ꎻ柳州[融水ꎬ梁
慧舟 ３４２１(ＨＡＳＴ)ꎻ鹿寨ꎬ梁慧舟 ３７０８(ＨＡＳＴ)]ꎮ
５２. 铁甲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ｍａｓｏｎｉａｎａ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ｅｘ Ｚｉｅｓｅｎｈｅｎｎｅ ｉｎ
Ｂｅｇｏｎｉａｎ ２６: ２０２ － ２０３ꎬ ２３１. １９５９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 ７７ꎬ ７８ꎬ ８７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１９８ꎬ Ｆｉｇ. Ｓ２６.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１３７ꎬ图 ２９:１ － ４.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４. ２００２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８５.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Ｔｙｐｕｓ:Ｂ!)ꎮ

９２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 Ｂ. ｍａｓｏｎｉａｎａ Ｉｒｍｓｃｈ. ｖａｒ.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Ｓ. Ｋ.
ＣｈｅｎꎬＲ. Ｘ. Ｚｈｅｎｇ ＆ Ｄ. Ｙ. Ｘｉａ 云南植物研究. ８
(２):２２２. １９８６. (Ｔｙｐｕｓ:ＫＵＮ!)ꎮ

叶基生ꎬ上面密被锥状长硬毛ꎬ沿主脉上面黑

褐色下面红色条带ꎻ圆锥状二歧聚伞花序ꎬ具 ２０ ~
１００ 朵花ꎻ花丝离生ꎻ雌花被片 ３ 枚ꎻ子房被紫色长

毛ꎮ 花期 ３—９ 月ꎻ果期 ６—９ 月ꎮ
产中国凭祥、龙州:生于海拔 １００ ~ ３５０ ｍ 石灰

岩山地林下石上ꎮ 越南也有分布ꎮ
标本引证:崇左[凭祥ꎬ彭镜毅 １９７９５ ＆ ２４３６５

(ＨＡＳＴ)ꎻ梁慧舟 ３６５８(ＨＡＳＴ)]ꎮ
５３. 龙州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ｍｏｒｓｅｉ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５４. １９３９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７７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２０２ꎬＦｉｇ. ２４:３３.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１３９ꎬ图 ３０:３－４.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４.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７.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Ｔｙｐｕｓ:Ｋ!)
根状茎圆柱形呈念珠状ꎻ叶基生ꎬ具斑纹ꎻ子房

１ 室ꎬ无毛ꎻ蒴果具近等 ３ 翅ꎬ翅半月形ꎬ无毛ꎮ 花期

９—１１ 月ꎻ果期 １１ 月ꎮ
５３ａ. 龙州秋海棠 (原变种)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ｍｏｒｓｅｉ ｖａｒ. ｍｏｒｓｅｉ
叶上面具白色环状条带ꎻ花序和花被片均无毛ꎮ
产龙州(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３６０ ~ １ ４００

ｍ 林下阴湿岩石上ꎬ洞穴中ꎮ 分布于云南麻栗坡ꎮ
标本引证:崇左 [龙州ꎬ 弄岗综考队 １０４２７

(ＩＢＫ)]ꎮ
５３ｂ. 密毛龙州秋海棠 (变种)(云南植物研究)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ｍｏｒｓｅｉ ｖａｒ. ｍｙｒｉｏｔｒｉｃｈ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 云南植物研究. ２７(４):３６８. ２００５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７.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 Ｉｓｏｔｙｐｅ: ＰＥ!)ꎮ

叶片正面叶脉间具白色斑点ꎻ花序和花被片均

被毛ꎮ
产德保(模式标本产地)、靖西:生于海拔 ７００ ｍ

次生林下石灰岩山壁上ꎮ
标本引证:百色[德保ꎬ税玉民、陈文红和张美

德 Ｂ２００５－１５０(ＫＵＮ ＆ ＰＥ)]ꎮ
５４. 宁明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Ｄ. ＦａｎｇꎬＹ. Ｇ. Ｗｅｉ ＆ Ｃ.－Ｉ
Ｐｅｎｇ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７:９７ꎬ Ｆｉｇ. １ － ２. ２００６.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８.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
ｔｙｐｅ:ＨＡＳＴ!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Ａ! ＧＸＭＩ! ＩＢＫ! ＭＯ! ＰＥ!)ꎮ

叶基生ꎬ上面沿主脉具白色斑点ꎬ被长刚毛ꎬ下
面红色ꎻ花药顶端微凹ꎻ子房 １ 室ꎬ无毛ꎬ绿色ꎮ 花期

８—１１ 月ꎻ果期 １０ 月至翌年 １ 月ꎮ
５４ａ. 宁明秋海棠 (原变种)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叶宽卵形至近圆形ꎬ上面沿脉具白色斑点ꎬ下

面红色ꎬ先端渐尖或急尖ꎻ雌花早落ꎬ宿存时果时不

增厚ꎮ
产胡润、大新、宁明(模式标本产地)、龙州:生

于海拔 １００~４００ ｍ 阔叶林石灰岩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崇左[胡润ꎬ彭镜毅 ２０３２０(ＨＡＳＴ)ꎻ

宁明ꎬ梁慧舟 ３４１０Ａ (ＧＸＭＩ) ＆ ３４１０Ｂ(ＨＡＳＴ)ꎻ龙
州ꎬ梁慧舟 ３４０４ ( ＨＡＳＴ)ꎻ大新ꎬ彭镜毅 １９７６３Ｂ
(ＨＡＳＴ)]ꎮ
５４ｂ. 丽叶秋海棠 (变种)(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ｂｅｌｌａ Ｄ. Ｆａｎｇꎬ
Ｙ. Ｇ. Ｗｅｉ ＆ Ｃ.－Ｉ Ｐｅｎｇ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７:１０１ꎬＦｉｇ. ５－
６.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８.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ＧＸＭＩ!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 ＧＸＭＩ!
ＩＢＫ! ＰＥ!)ꎮ

叶近圆形或肾形ꎬ上面沿主脉具白色斑纹ꎬ先
端钝或圆ꎻ果时雌花被片宿存并增厚ꎮ 花期 ９—１０
月ꎻ果期 １１—１２ 月ꎮ

产大新(雷平ꎬ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００ ~
３００ ｍ 石灰岩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崇左[大新ꎬ韦毅刚 ０２２１(ＧＸＭＩ)ꎻ彭
镜毅 １９７６３(ＨＡＳＴ)]ꎮ
５５. 不显秋海棠 (云南植物志)　 侧膜秋海棠 (中国

植物志)　 麻栗坡秋海棠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ｏｂｓｏｌｅｓｃｅｎｓ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Ｎｏｔｅｓ Ｒｏｙ.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２１(１):３７－３８. １９５１ꎻ中国高等

植 物 图 鉴 补 编 ２: ５３８ꎬ ５４１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７７ꎬ８７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２０７. １９８６ꎻ中
国植物志 ５２(１):１４１. １９９９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１７４ꎬ图
５０:１－９.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

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ꎮ
＝Ｂ. ｆｅｎｇｉｉ Ｔ. Ｃ. Ｋ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３ ( ３):

２６９. １９９５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１８４.１９９９ꎮ
根状茎扭曲成之字形ꎻ叶基生ꎬ上面散生短硬

毛ꎬ下面沿脉有长卷曲毛ꎻ花丝基部合生ꎻ雌花被片

５ 枚ꎬ白色至粉红色ꎻ被绒毛ꎻ子房被长绒毛ꎬ３ 室ꎬ中
轴胎座ꎻ蒴果具近等 ３ 翅ꎮ 花期 ５—６ 月ꎻ果期 ５—
６ 月ꎮ

产融水、靖西、罗城:生于海拔 ５００~ ８５０ ｍ 林下

０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溪边ꎮ 分布于云南ꎬ模式标本采自麻栗坡ꎮ
标本引证:柳州[融水ꎬ陈少卿 １６３６３( ＩＢＫ)]ꎻ

百色[靖西ꎬ彭镜毅 ２２０８３(ＨＡＳＴ)]ꎻ河池[罗城ꎬ彭
镜毅 １９８３２(ＨＡＳＴ)]ꎮ
５６. 鸟叶秋海棠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乌叶秋海棠 (中
国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ｏｒｎｉ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５６. １９３９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７３ꎬ７４ꎬ８５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２０８ꎬＦｉｇ. ２４:４.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

物志 ５２(１):１３２ꎬ图 ２８:１. １９９９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８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Ｔｙｐｕｓ:Ｋ!)ꎮ

全株近无毛ꎻ根状茎结节状ꎻ叶基生ꎬ斜长卵形

至斜卵状宽披针形ꎻ雌花被片 ３ 枚ꎻ蒴果具近等 ３
翅ꎬ翅新月形ꎮ 花期 ３—９ 月ꎻ果期 ３—９ 月ꎮ

产龙州(模式标本产地)、宁明、胡润、大新:生
于海拔 １００~６８０ ｍ 林下石灰岩石壁上ꎮ

标 本 引 证: 百 色 [ 胡 润ꎬ 彭 镜 毅 ２１１８１
(ＨＡＳＴ)]ꎻ崇左[龙州ꎬ弄岗综考队 １２０６２(ＩＢＫ)ꎻ宁
明ꎬ梁慧舟 ３４０５(ＨＡＳＴ)ꎻ梁慧舟 ３６３７(ＨＡＳＴ)ꎻ大
新ꎬ彭镜毅 ２０３６２ ＆ ２０３６６(ＨＡＳＴ)]ꎮ
５７. 裂叶秋海棠 (海南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ａｌｍａｔａ Ｄ. Ｄ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ｄｒ. Ｆｌ. Ｎｅｐａｌ.
２２３. １８２５ꎻ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ｉｓｔ ｖ１: ３８０. １８４６ꎻ Ｆｌ. Ｅ.
Ｈｉｍａｌ. ２１５. １９６６ꎬ ｅｔ ２: ８４. １９７１ꎻ Ｐｈｏｔｏ － Ａｌｂｕｍ
Ｐｌ. Ｅ. Ｈｉｍａｌ. ７ꎬＦｉｇ. ６０. １９６８ꎻＥｎｕｍ. Ｆｌｏｗ. Ｐｌ. Ｎｅｐａｌ
２:１８２. １９７９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６ꎬ５４０ ｉｎ
ｃａｌｖｉ. １９８３ꎬ ｐ. ｐ. ｑｕｏａｄ Ｘｉｚａｎｇ ｅｔ Ｙｕｎｎａｎ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 １９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２０９ꎬ Ｆｉｇ. ４:
５８. １９８６ꎻ西藏植物志 ３:３１１. １９８６ꎻ河南植物志 ３:
６１ꎬ图 １６２１. １９９７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２３２.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
１９３.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８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ＢＭ!)ꎮ
＝ Ｂ.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 ｅｘ Ｗａｌｌｉｃｈ ｉｎ Ｎｕｍ

Ｌｉｓｔ. Ｎｏ. ３６７８Ｂ. １８３１ꎬ ｎｏｍ. ｎｕｄ.ꎻ Ｆｌ. Ｉｎｄ. ３: ６４９.
１８３２ꎻ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Ｇａｒｔｅｎ － Ｂｌｕｍ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 １４: １２８.
１８５２ꎻＧａｒｔｅｎｆｌｏｒａ Ｂｄ. ７:１６１. １８５８ꎻ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 ２:
６４５. １８７９ꎻ Ｆｌ. Ｈｏｎｇｋ. １２６. １８６１ꎻ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 ２:
６４５. １８７９ꎻ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ａ ４０(１):１２. １９７８ꎻ中国高等植

物图鉴 ２:９３７ꎬ图 ３６０３. １９７２ꎻ河北植物志 ２:１７５ꎬ图
１０８５. １９８９ꎻ北京植物志 １:５９７. １９９３ꎻ台湾植物志

(第二版) ３:８５１ꎬＦｉｇ. ４２８. １９９３ꎻ山东植物志 ２:
７３２. １９９７ꎻ天津植物志 ４１６. ２００４ꎮ

＝ Ｂ.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ｖａｒ.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Ａ.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ｄｒ. １５(１):３４８. １８６４ꎻ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２６. １９３９.

＝ Ｂ.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ｖａｒ.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ｉｎ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 ２:６４５. １８７９.

直立茎具明显沟纹ꎻ叶多茎生ꎬ下面沿脉密被

绒毛ꎬ３~７ 浅至深裂ꎬ裂片常再浅裂ꎻ总花梗具明显

沟纹ꎬ密被褐色绒毛ꎻ子房被褐色毛ꎻ蒴果具不等 ３
翅ꎬ翅具明显纵纹ꎬ无毛ꎮ 花期 ６—８ 月ꎬ１１—１２ 月ꎻ
果期 ７—１１ 月ꎮ
５７ａ. 裂叶秋海棠 (原变种)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ａｌｍ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ａｌｍａｔａ
茎和叶柄被卷曲褐色交织柔毛ꎻ叶上面被硬毛ꎮ
广布ꎬ产桂林、玉林、来宾、贵港、梧州、贺州、百

色、河池、防城港、崇左:生于海拔 ２７０ ~ ２ ０００ ｍ 灌

丛、常绿阔叶林、溪边或山谷缓坡ꎮ 分布于中国西

藏、云南、广东、海南ꎮ 印度ꎬ孟加拉国ꎬ尼泊尔东

部ꎬ锡金ꎬ不丹ꎬ缅甸ꎬ越南也有分布ꎮ
标本引证:桂林[龙胜ꎬ李中提和覃灏富 ７０５４３

(ＩＢＳＣ)ꎻ余少林和覃灏富 ７００４４１(ＩＢＳＣ)]ꎻ贺州[陈
亨春、余树燊和陈抡祥 ５００１７７ ( ＩＢＳＣ)]ꎻ玉林[博

白ꎬ钟树权 Ａ ６３８１７( ＩＢＳＣ)]ꎻ来宾[金秀ꎬ李阴昆

４００３３１(ＩＢＳＣ)ꎻ大瑶山综考队 １３７０５( ＩＢＳＣ)ꎻ吕清

华 ４４４６ ( ＩＢＳＣ)ꎻ彭镜毅 ２１７６８ ( ＨＡＳＴ)ꎻ梁慧舟

３６６２(ＨＡＳＴ)]ꎻ贵港[平南ꎬ汪振儒 ５０８０( ＩＢＳＣ)]ꎻ
梧州[苍梧ꎬ陈少卿 １０２７３( ＩＢＳＣ)]ꎻ百色[田林ꎬ张
肇骞 １１０３１(ＩＢＳＣ)ꎻ彭镜毅 ２２１３３(ＨＡＳＴ)ꎻ靖西ꎬ高
锡朋 ５５５３１(ＩＢＳＣ)]ꎻ河池[凤山ꎬ张肇骞 １１２６９(ＩＢ￣
ＳＣ)ꎻ罗城ꎬ彭镜毅 １９８３８ (ＨＡＳＴ)]ꎻ防城港[防城

区ꎬ彭镜毅 ２０２８９ ( ＨＡＳＴ)]ꎻ崇左 [扶绥ꎬ陈少卿

１２０２０(ＩＢＳＣ)ꎻ龙州ꎬ弄岗综考队 １０４９７(ＩＢＫ)]ꎮ
５７ｂ. 红孩儿 (变种)(图考)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ａｌｍａｔａ ｖａｒ. ｂｏｗｒｉｎｇｉａｎａ (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ｅｘ Ｂｅｎｔｈａｍ)Ｇｏｌｄｉｎｇ ＆ Ｋａｒｅｇｅａｎｎｅｓ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ａ ５４:
４９４. １９８４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２０９. １９８６. 中国

植物志 ５２(１):２３４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１９４ꎬ图 ５４:５－
１１.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９０.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１. ２０１０ꎮ
＝Ｂ. ｂｏｗｒｉｎｇｉａｎａ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ｉｎ Ｊｏｕｒｎ.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Ｍｉｓｃ. ４:１２０. １８５２ꎻＣｕｒｔｉｓ’ｓ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ｍａｇ￣
ａｚｉｎｅ ８６:ｔ５１８２. １８６０.

＝Ｄｏｒａｔｏｍｅｔｒａ ｂｏｗｒｉｎｇｉａｎａ Ｓｅｅｍａｎｎ ｉｎ Ｂｏｔ.
Ｖｏｙ. “Ｈｅｒａｌｄ” ３７９. １８５７.

＝Ｂ.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γ ｂｏｗｒｉｎｇｉａｎａ Ａ. ＤＣ. Ｐｒｏｄｒ. １５
(１):３４８. １８６４.

１３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Ｂ. ｅｄｕｌｉｓ Ｌéｖｌ. ｖａｒ. ｈｅｎｒｙｉ Ｌéｖｌ. ｉｎ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ｅｃ. Ｎｏｖ. Ｒｅｇｎｉ Ｖｅｇ. ７:２０. １９０９ꎻＣａｔ. Ｐｌ. Ｙｕｎ－Ｎａｎ
１７. １９１６.

＝Ｂ.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Ｒｏｘｂ. ｓｕｂｓ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ｓ Ｉｒｍｓｃｈ.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３０ꎬＦｉｇ. ７. １９３９
“ｅｕｔ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ｓ”ꎻ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ａ ５４:４９５. １９８４.

＝Ｂ.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ｂｏｗｒｉｎｇｉａｎａ Ｉｒｍｓｃｈ.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３３. １９３９ “ ｅｕｔａ
ｒｅｇ. Ｂｏｗｒｉｎｇｉａｎａ”.

＝Ｂ.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ａｕｃｔ. ｎｏｎ Ｒｏｘｂ. 海南植物志 ４:
４８７. １９９０ꎻ贵州植物志 ４:２５４ꎬ图 ９０:５－６. １９８９ꎻ福
建植物志 ４:２９ꎬ图 ２５. １９９０ꎻ广西植物志 １:７２１ꎬ图
２９１:３－４. １９９１.

叶上面密被短硬毛ꎬ下面沿脉密被锈褐色交织

绒毛ꎬ边缘具齿ꎻ花被片背面密被毛ꎮ 花期 ６ 月ꎻ果
期 ７ 月ꎮ

广布ꎬ产南宁、桂林、梧州、防城港、桂平、玉林、
百色、河池、象州、来宾、崇左:生于海拔 ２５０ ~ １ ７００
ｍ 的石灰岩山地林下、石上ꎮ 分布于广东、香港、海
南、台湾、福建、湖南、江西、贵州、四川、云南ꎮ

标本引证:南宁[横县ꎬ方鼎、覃德海和凌惠珠

７１３３３(ＨＡＳＴ)]ꎻ桂林[龙胜ꎬ李光照和唐赛春 Ｈ８
(ＩＢＫ)]ꎮ
５８. 小叶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小秋海棠 (中国高

等植物图鉴补编)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ａｒｖｕｌａ Ｈ. Ｌéｖｅｉｌｌé ＆ Ｖａｎｉｏｔ ｉｎ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ｅｃ. Ｎｏｖ. Ｒｅｇｎｉ Ｖｅｇ. ２: １１３. １９０６ꎻ Ｆｌ.
Ｋｏｕｙ－Ｔｃｈｅｏｕ ４６. １９１４ꎻ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２１. １９３９ꎻ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３１ ( ３):４３４.
１９７２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８ꎬ５４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５４４ꎬ图 ８９１４. １９８３. ｐ. ｐ.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
７２ꎬ９４ꎬ １１９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２１１. １９８６ꎻ 贵 州 植 物 志 ４:
２６４. １９８９ꎻ 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 ２０２.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９.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１８２ꎬ
图 ５３:１－８.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９０. ２００９ꎻ广西

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Ｔｙｐｅ:Ｂ!)ꎮ
落叶草本ꎻ根状茎球形或块状ꎻ叶基生ꎬ具珠

芽ꎬ基部近等ꎬ先端钝ꎻ花序顶生ꎻ花丝离生ꎬ花药倒

卵形ꎻ雌花被片 ５ 枚ꎮ 花期 ９—１０ 月ꎻ果期 １０ 月至

翌年 ３ 月ꎮ
产靖西、隆林、天峨、龙州、大新:生于海拔 １８０~

１ ３００ ｍ 的岩石上ꎮ 分布于云南、贵州ꎮ
标本 引 证: 南宁 [ 隆 安ꎬ 杨 金 财 和 廖 云 标

ＬＨ２３８９(ＩＢＫ)ꎻ彭镜毅 ２０３４５(ＨＡＳＴ)]ꎮ

５９. 掌裂秋海棠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掌裂叶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细裂秋海棠 (云南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ｅｄａｔｉｆｉｄａ Ｈ.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ｉｎ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ｅｃ. Ｎｏｖ. Ｒｅｇｎｉ Ｖｅｇ. ７(１３１－１３３):２１－２２. １９０９ꎻ
Ｆｌ. Ｋｏｕｙ－Ｔｃｈｅｏｕ ４６. １９１４ꎻ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
ｂｕｒｇ ６:３４９. １９２７ꎻｅｔ ｉｎ １０:５４１. １９３９ꎻＩｃｏｎ. Ｐｌ. Ｏｍｉ ２
(２):ｐｌ. １５１. １９４６ꎻ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 １(２):
１２４. １９４８ꎻＦｌ. Ｇ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２:１１０４. １９２１ꎻ中国

高等 植 物 图 鉴 ２: ９４０ꎬ 图 ３６０９. １９７２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５ꎬ１９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２１２ꎬＦｉｇ. ４:４０. １９８６ꎻ
贵州植物志 ４:２５２ꎬ图 ９１:１－２. １９８９ꎻ广西植物志 １:
７２７ꎬ图 ２９３:８－９. １９９１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２６７ꎬ图
４２:１－３.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云
南植物志 １２:２０３ꎬ图 ５２:８－１２.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２９３.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 Ｔｙｐｅ:Ｂ!
Ｉｓｏｔｙｐｅ:ＮＹ!)ꎮ

根状茎匍匐粗壮ꎻ叶多基生ꎬ偶有 １ 枚茎生叶ꎬ
近圆形ꎬ掌状深裂几达基部ꎬ裂片常再次羽状分裂ꎬ
背面红色ꎬ无毛ꎻ雌花花被片 ５ 枚ꎻ子房 ２ 室ꎬ无毛ꎻ
花柱 ２ꎬ柱头螺旋扭曲ꎮ 花期 １—７ 月ꎻ果期 １０ 月ꎮ

产融水、资源、凌云、乐业:生于海拔 ３００ ~ １ ３００
ｍ 常绿阔叶林下阴湿地ꎮ 分布于中国云南、江西、湖
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ꎬ模式标本采自贵州龙里

南ꎮ 越南北部也有分布ꎮ
标本引证:桂林[资源ꎬ陈照宙 ５１８４７( ＩＢＫ)]ꎻ

河池 [ 环 江ꎬ 环 江 普 查 队 ４５１２２６１３０５０２０１５ＬＹ
(ＩＢＫ)]ꎮ
６０. 彭氏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ｅｎｇｉｉ Ｓ Ｍ. Ｋｕ ＆ Ｙａｎ Ｌｉｕ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９: １６７ꎬ Ｆｉｇ. １ － ３Ａ. ２００８ꎻ 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 Ｉｓｏｔｙｐｅ:ＩＢＫ!)ꎮ
叶基生ꎬ盾状ꎬ上面沿中脉具白色或浅银色斑

纹ꎻ二歧聚伞花序腋生ꎬ直接生于根状茎ꎻ花药黄

色ꎬ边缘红色ꎻ子房 １ 室ꎬ被毛ꎻ柱头 ３ꎬ离生ꎻ蒴果具

不等 ３ 翅ꎬ弯曲ꎮ 花期 ３—６ 月ꎻ果期 ６—１２ 月ꎮ
产巴马(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５００ ｍ 陡峭

石灰岩山壁荫蔽处ꎮ
标本引证:河池[巴马ꎬ彭镜毅 ２１０７０(ＩＢＫ)]ꎮ

６１. 一口血秋海棠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ｉｃｔｕｒａｔａ Ｙａｎ Ｌｉｕꎬ Ｓ. Ｍ. Ｋｕ ＆ Ｃ.－Ｉ

Ｐｅｎｇ ｉｎ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６:３６７ꎬＦｉｇ. １－２. ２００５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９２.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ꎮ

根状茎棕色或红棕色ꎻ叶基生ꎬ上面绿色或棕

２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色ꎬ具白色、白绿色或浅绿色宽斑纹ꎬ或者沿主脉和

叶缘具深棕色斑纹ꎬ下面被红色刚毛ꎻ叶柄褐色ꎬ被
柔毛ꎻ花序直接生于根状茎ꎻ花丝基部稍合生ꎻ子房

被红色刚毛ꎻ蒴果开裂ꎬ具不等 ３ 翅ꎬ被红色刚毛ꎮ
花期 ２—３ 月ꎻ果期 ３—６ 月ꎮ

产靖西(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７００ ~ ８００ ｍ
阔叶林下阴湿的石灰岩岩石上ꎬ山谷附近石灰岩山

洞中贫瘠的岩石上ꎮ
标本引证:百色[靖西ꎬ黄俞淞 Ｙ１２２２(ＩＢＫ)ꎻ彭

镜毅 ２０３８６ ＆ ２０３８７(ＨＡＳＴ)]ꎮ
６２. 罗甸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单花秋海棠 (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ｏｒｔｅｒｉ Ｈ. Ｌéｖｅｉｌｌé ＆ Ｖａｎｉｏｔ ｉｎ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ｅｃ. Ｎｏｖ. Ｒｅｇｎｉ Ｖｅｇ. ９ ( １９６ － １９８): ２０.
１９１０ꎻＦｌ. Ｋｏｕｙ－Ｔｃｈｅｏｕ ４６. １９１４ꎻＦｌ. Ｇ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２: １１０８. １９２１ꎻ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５４. １９３９ꎻ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３１(３):４３５. １９７２ꎻ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８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 ( ｕｔ
Ｌéｖｌ.)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８４ꎬ８７ꎬ８８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２１８ꎬＦｉｇ. ２６:１３.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１４２ꎬ图
３０:１－２.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４. ２００２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９３.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Ｅ!)ꎮ

＝Ｂ. ｂｅｌｌｉｉ Ｌéｖｌ. ｉｎ Ｆｌ. Ｋｏｕｒ －Ｔｃｈｅｕｏ ４５. １９１４ꎻ
“ｂｅｌｌｉ”ꎻ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４４. １９３９.

＝Ｂ. ｙ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Ｃ. Ｋ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７(３):
２８５ꎬ图 １:３－４. １９９９ꎮ

根状茎圆柱形ꎻ叶基生ꎬ下面具紫斑ꎻ叶柄密被

褐色长柔毛ꎻ子房 １ 室ꎬ无毛ꎻ蒴果具不等 ３ 翅ꎮ 花

期 ６—１１ 月ꎻ果期 ７—１２ 月ꎮ
产罗城、宜州:生于海拔 １００ ~ ４００ ｍ 阴湿的石

灰岩石壁或洞穴中ꎮ 分布于贵州ꎬ模式标本采自

罗甸ꎮ
标本引证:税玉民 ９００９ａ(ＨＡＳＴ)ꎻ河池[宜州ꎬ宜

山队 １６４２６(ＧＸＭＩ)ꎻ罗城ꎬ彭镜毅 １９８４０(ＨＡＳＴ)]ꎮ
６３. 假大新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ｄａｘ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 Ｍ. ＫｕꎬＹａｎ Ｌｉｕ ＆
Ｃ.－Ｉ Ｐｅｎｇ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７:２１１ꎬＦｉｇ. ５－６.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９３.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 Ｉｓｏｔｙｐｅ:ＩＢＫ!)ꎮ

根状茎粗壮ꎬ老时木质ꎬ近无毛ꎻ叶基生ꎬ绿色ꎬ
上面散生刚毛ꎬ下面沿脉散生刚毛ꎻ二歧聚伞花序

花序生于根状茎ꎬ具花 ２５~５７ 朵ꎻ花略香ꎻ雌花被片

３ 枚ꎬ常早落ꎻ蒴果具近等 ３ 翅ꎮ 花期 １１ 月至翌年 ３

月ꎻ果期 ２—６ 月ꎮ
产大新(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４００ ｍ 石灰

岩石山ꎮ
标本引证:崇左[大新ꎬ彭镜毅 １９７４７ａ( ＩＢＫ)＆

１９７４７(ＨＡＳＴ)]ꎮ
６４. 假癞叶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ｌｅｐｒｏｓａ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Ｓ. Ｍ. Ｋｕ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７:２１４ꎬＦｉｇ. ７－８.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９４.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 Ｉｓｏｔｙｐｅ:ＩＢＫ!)ꎮ

根状茎幼时疏被贴伏毛ꎬ后无毛ꎻ叶基生ꎬ近革

质ꎬ上面散生刚毛ꎬ下面沿脉被贴伏毛ꎬ边缘疏具

齿ꎻ叶柄圆柱状ꎬ褐色或红褐色ꎬ具贴伏毛ꎻ总花梗

无毛ꎻ花丝离生ꎻ蒴果绿色ꎬ具不等 ３ 翅ꎮ 花期 １１—
１２ 月ꎻ果期 １２ 月至翌年 ３ 月ꎮ

产大新(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７０ ~ ２８０ ｍ
阔叶林下石灰岩阴湿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崇左[大新ꎬ彭镜毅 ２０３３５( ＩＢＫ) ＆
２０３４７(ＨＡＳＴ)]ꎮ
６５. 肿柄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ｕｌ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Ｃ.－Ｉ Ｐｅｎｇ ＆ Ｙａｎ Ｌｉｕ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７:３１９ꎬＦｉｇ. １－２.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９４.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ＨＡＳＴ! Ｉｓｏｔｙｐｅ:ＩＢＫ!)ꎮ

全株几无毛ꎻ根状茎无纤维状根ꎻ托叶宿存ꎻ叶
基生ꎬ盾形ꎬ绿色ꎬ全缘ꎬ掌状脉 ９ 条ꎻ叶柄基部红褐

色ꎬ肿大ꎻ聚伞花序高于叶柄ꎻ子房 ３ 室ꎬ中轴胎座ꎮ
花果期不详ꎮ

产靖西(模式标本产地)、那坡:生于海拔 ３００ ~
４００ ｍ 石灰岩山地阔叶林下石上ꎮ

标本引证:百色[靖西ꎬ彭镜毅 １９７４１ａ( ＩＢＫ)＆
１９７４１ ( ＨＡＳＴ )ꎻ 那 坡ꎬ 彭 镜 毅 ２１５６３ ＆ ２１６０７
(ＨＡＳＴ)]ꎮ
６６. 突脉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ｒｅｔｉｎｅｒｖｉａ Ｄ. ＦａｎｇꎬＤ. Ｈ. Ｑｉｎꎬ＆ Ｃ.－Ｉ
Ｐｅｎｇ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７:１０６ꎬＦｉｇ. ７ － ８.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９５.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ＧＸＭＩ!)ꎮ

叶基生ꎬ上面深绿色ꎬ褐色或深褐色沿主脉具白

色斑点ꎬ下面微红色或红色沿主脉具浅绿色斑点ꎬ厚
纸质ꎻ花丝基部合生ꎻ花柱 ３ꎬ基部合生ꎻ子房被腺毛ꎻ
蒴果具不等 ３ 翅ꎬ背翅较突出并向一侧弯曲ꎬ腹面显

著凸起ꎮ 花期 ８—１０ 月ꎻ果期 １１ 月至翌年 ３ 月ꎮ
产都安(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００ ~ ６００ ｍ

３３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石灰岩山洞阴湿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河池 [都安ꎬ方鼎和覃德海 ２９６２０

(ＧＸＭＩ)ꎻ梁慧舟 ４０６９ ＆ ４０７３(ＨＡＳＴ)]ꎮ
６７. 大王秋海棠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毛叶秋海棠 (中
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长纤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

报)　 紫叶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ｒｅｘ Ｐｕｔｚｅｙｓ ｉｎ Ｊ. Ｇéｎ. Ｈｏｒｔ. １２: １４１.

１８５７ꎻＣｕｒｔｉｓ’ ｓ Ｂｏｔ. Ｍａｇ. ８５: ｔ５１０１. １８５９ꎻ Ｆｌ. Ｂｒｉｔ.
Ｉｎｄ. ２:６４７. １８７９ꎻＦｌ. Ｇ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２:１１１２. １９２１ꎻ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 ５３７ꎬ５４１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 ７１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２２３ꎬ Ｆｉｇ. ２３:
１７. １９８６ꎻ河北植物志 ２:１７７. １９８９ꎻ北京植物志 １:
５９７. １９９３ꎻ河南植物志 ３:６１. １９９７ꎻ山东植物志 ２:
７３１. １９９７ꎻ 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 ２５８.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２２２ꎬ
图 ６６:１－７.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９５. ２００９ꎻ广西

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ꎮ
＝Ｂ. ｌｏｎｇｉｃｉｌｉａｔａ Ｃ. Ｙ. Ｗ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３

(３):２７１ꎬＦｉｇ. １７. １９９５.
根状茎结节状ꎻ叶基生ꎬ上面暗绿色ꎬ中间有银

白色宽的环带ꎬ被疏而长的硬毛ꎬ下面红色ꎬ边缘具

长睫毛ꎻ叶柄具棱ꎬ密被褐色长硬毛ꎻ花柱 ２ꎬ离生ꎻ
子房 ２ 室ꎬ无毛ꎮ 花期 ３ 月ꎻ果期 ８ 月ꎮ

产隆林、天峨:生于海拔 ４００~１ １００ ｍ 沟谷岩石

上ꎬ山沟密林中ꎮ 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ꎮ 热带东

南亚、印度、喜马拉雅山区也有分布ꎮ
标本引证:百色 [隆林ꎬ中植联广西队 ３０８３

(ＩＢＫ)]ꎮ
６８. 网脉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ｒｈｙｔｉｄｏｐｈｙｌｌａ Ｙ.Ｍ. Ｓｈｕｉ ＆ Ｗ.Ｈ. Ｃｈｅｎ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Ｋｅｙｓ:８０－８３ꎬ Ｆｉｇ. ８. ２０１８.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ꎮ

托叶红色ꎻ叶柄暗红色或棕色ꎬ密被红色长柔

毛或糙伏毛ꎻ叶宽卵圆形至肾形ꎬ顶端稍尖或钝状ꎬ
上面绿色ꎬ下面暗红色、三级脉连接成网状ꎻ蒴果鲜

时粉红色ꎮ 花期 ８—１１ 月ꎬ果期 １１ 月至翌年 ３ 月ꎮ
产中国靖西(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６０ ｍ

石灰岩阴湿石壁或洞穴入口石壁上ꎮ 越南也有

分布ꎮ
标本引证:百色[靖西ꎬ税玉民等 Ｂ２０１７ － ３００

(ＫＵＮ)]ꎮ
６９. 半侧膜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ｅｍｉ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ｉｓ Ｙａｎ Ｌｉｕꎬ Ｓ. Ｍ. Ｋｕ ＆
Ｃ.－Ｉ Ｐｅｎｇ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７:２１８ꎬＦｉｇ. ９ － １０. ２００６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９７.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ꎮ
叶基生ꎬ上面疏被刚毛状柔毛ꎬ沿主脉具白色

斑纹ꎻ花丝离生ꎻ子房红色ꎬ被长腺状柔毛ꎬ１ 室ꎬ子
房 １ / ２ 处至顶端为侧膜胎座ꎬ至基部为中轴胎座ꎮ
花期 ８—１２ 月ꎻ果期 １０ 月至翌年 ２ 月ꎮ

产扶绥(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１００ ~ １２０ ｍ
石灰岩山地林下石上ꎮ

标本引证:崇左[扶绥ꎬ彭镜毅 ２０３２７(ＩＢＫ)]ꎮ
７０. 刺盾叶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ｅｔｕｌｏｓｏｐｅｌｔａｔａ Ｃ. Ｙ. Ｗｕ 植物分类学

报. ３５(１):４８ꎬｐｌ. ２８. １９９７ [‘ｓｅｔｕｌｏｓｏ－ｐｅｌｔａｔａ’]ꎻ中
国植物志 ５２(１):１３１.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４.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９８.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ＧＸＭＩ!)ꎮ
叶基生ꎬ盾形ꎬ较小ꎬ卵形或宽卵形ꎬ边缘具密

而锐的锯齿ꎻ花紫色ꎬ花被片 ４ 枚ꎻ子房无毛ꎬ具近等

３ 翅ꎮ 花期 ２—４ 月ꎻ果期 ４—５ 月ꎮ
产东兰(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３００ ｍ 石灰

岩山地林下阴湿处或山洞洞口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河池[东兰ꎬ采集人不详 ０５２４４(ＧＸ￣

ＭＩ)ꎻ金城江区ꎬ彭镜毅 １９８３０(ＨＡＳＴ)]ꎮ
７１. 多花秋海棠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ｉｎｏ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Ｄｏｒｒ ｉ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Ｐａｐ.
Ｂｏｔ. ４ ( １ ): ２６５.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７.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９８.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ꎮ
＝Ｂ.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Ｔ. Ｃ. Ｋ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５:４８ꎬ

Ｆｉｇ. ２９. １９９７ꎬｎｏｔ Ｃａｒｒｉèｒｅ (１８７５)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２１８. １９９９ꎮ

全株几无毛ꎻ茎直立ꎬ略木质化ꎻ叶茎生ꎬ披针

形ꎬ浅盾状ꎻ花序生于叶腋ꎻ雄花被片 ２ 枚ꎬ红绿色ꎻ
雌花被片 ２ 或 ３ 枚ꎮ 花期 ７—８ 月ꎻ果期 ８ 月ꎮ

产龙州、上龙:生于海拔 １６０ ~ ２００ ｍ 石灰岩山

地林下石上ꎮ
标本引证:南宁[上龙ꎬ梁慧舟 ３４０１(ＨＡＳＴ)]ꎻ

崇左[龙州ꎬ梁慧舟 ３６３０(ＨＡＳＴ)]ꎮ
７２. 中越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ｉｃａ Ｃ. Ｙ. Ｗｕ 植物分类学

报. ３５(１):５０ － ５３ꎬ Ｆｉｇ. ３０. １９９７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１):１８０.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７. ２００２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９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ＧＸＭＩ!)ꎮ

叶基生ꎬ上面密被短毛ꎬ下面沿脉被较密短毛ꎬ
边缘有浅而密重或单锯齿ꎻ雄花被片 ４ 枚ꎬ白色ꎻ花

４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丝离生ꎻ雌花被片 ５ 枚ꎬ白色ꎻ子房 ３ 室ꎬ中轴胎座ꎻ
蒴果具近等 ３ 翅ꎮ 花期 ７ 月ꎻ果期 ８ 月ꎮ

产防城、东兴(模式标本产地)、桂平:生于海拔

２３０ ｍ 阔叶林下缓坡和溪边ꎮ
注释:据记载本种的模式标本采自东兴ꎬ但自

发表后亦未见采集标本ꎬ尚需进一步野外考察的

查证ꎮ
标本引证:防城港[廖信佩和方鼎 ７６６０３(ＧＸ￣

ＭＩ)]ꎮ
７３. 长柄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ａ Ｔ. Ｔ. Ｙü ｉｎ Ｎｏｔｅｓ Ｒｏｙ.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ｉｎｂ. ２１(１):４４. １９５１ꎻ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 ２:９４４ꎬ图 ３６１７. １９７２. ｅｘｃｌ. ｐ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ꎻ中国高等

植物图鉴补编 ２:５３６ꎬ５４２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１９８３. ｅｘｃｌ. ｐｌ. Ｓｉ￣
ｃｈｕａｎ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９ꎬ８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２３４ꎬ
Ｆｉｇ ５:２８. １９８６ꎻ贵州植物志 ４:２５８. １９８９ꎻ中国植物

志 ５２ ( １ ): ２５７.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１９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ꎮ
＝Ｂ.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ｉｐｕｌａａｕｃｔ. ｎｏｎ Ｈａｎｃｅ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６０. １９８６ꎻｑｕｏａｄ Ｆｉｇ. ８:１.
＝Ｂ. 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ｉ ａｕｃｔ. ｎｏｎ Ｉｒｍｓｃｈ 贵州植物志 ４:

２６０ꎬ图 ９４:１－２. １９８９.
具极短缩直立茎ꎻ根状茎念珠状ꎻ叶多基生ꎬ沿

脉紫红色ꎬ疏被短硬毛ꎬ边缘不规则浅裂ꎬ脉紫红

色ꎻ叶柄常带红色ꎻ雌花被片 ４ 枚ꎬ粉红色ꎻ雄花被片

５ 枚ꎬ粉红色ꎻ子房 ２ 室ꎬ中轴胎座ꎻ花柱 ２ꎮ 花期 ８
月ꎻ果期 ９ 月ꎮ

产南丹、环江:生于海拔 ６５０~１ ３００ ｍ 石灰岩山

地林下或者水沟阴处岩石上ꎮ 分布于贵州、湖南、
湖北ꎮ

标本引证:河池[环江ꎬ许为斌 ０７１７９( ＩＢＫ)ꎻ南
丹ꎬ彭镜毅 ２２１９４(ＨＡＳＴ)]ꎮ
７４. 近革叶秋海棠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ｕｂｃｏｒｉａｃｅａ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Ｓ. Ｍ. Ｋｕ ｉｎ Ｂｏｔ. Ｓｔｕｄ. ４９:４０８ꎬＦｉｇ. ８－９. ２００８ꎻ广西

植物 名 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
ＨＡＳＴ!)ꎮ

根状茎褐色ꎬ幼时被绒毛ꎬ老时无毛ꎻ叶基生ꎬ
近革质ꎬ上面无毛有光泽ꎬ下面红色ꎬ沿主脉被绒

毛ꎻ花梗被红色腺状绒毛ꎻ蒴果开裂ꎬ具不等 ３ 翅ꎮ
花期 ３—６ 月ꎻ果期 ５ 月至翌年 ３ 月ꎮ

产大新(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２５０ ｍ 阔叶

林和石灰岩石山半阴坡ꎮ

标本引证:崇左[大新ꎬ彭镜毅 ２１１３５( ＩＢＫ) ＆
２０３４６(ＨＡＳＴ)]ꎮ
７５. 都安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ｕｂｏｂｌａｔａ Ｄ. Ｆａｎｇ ＆ Ｄ. Ｈ. Ｑｉｎ 植物分

类学报. ４２: １７７ꎬ Ｆｉｇ. ４. ２００４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１９９.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ＧＸ￣
ＭＩ!)ꎮ

全株被长柔毛ꎻ根状茎具分枝ꎻ叶基生ꎬ扁圆形

或肾形ꎬ幼时沿脉紫红色ꎬ边缘具长睫毛ꎬ先端圆ꎻ
子房 ３ 室ꎬ无毛ꎻ花柱 ３ꎬ基部合生ꎻ蒴果具不等 ３
翅ꎬ无毛ꎮ 花期 ４ 月ꎮ

产都安(模式标本产地):生于海拔 ８００ ｍ 林下

石灰岩石山上ꎮ
标本引证:河池[都安ꎬ蒙高飞 ２９６１３(ＩＢＫꎻＧＸ￣

ＭＩ)]ꎮ
７６. 光叶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ｕｍｍｏｇｌａｂｒａ Ｔ. Ｔ. Ｙü ｉｎ 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ꎬｎ. ｓ. １(２):１１７. １９４８ꎻ中国高等植

物图鉴补编 ２: ５３７ꎬ ５４３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７７ꎬ８８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２３４.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２００.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７.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２００.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ＫＵＮ! Ｉｓｏｔｙｐｅ:ＫＵＮ! ＰＥ!)ꎮ
落叶草本ꎻ根状茎球形或块状ꎻ叶基生ꎬ肉质ꎬ无

毛ꎬ基部偏斜ꎬ边缘具疏齿ꎻ花序顶生ꎻ花粉红色ꎬ具 ２
枚花被片ꎻ子房 ３ 室ꎬ胎座具 １ 枚裂片ꎮ 花期 １１ 月ꎮ

产天峨:生于海拔 １ ４００ ｍ 阴湿岩石上ꎮ 分布

于云南ꎬ模式标本采自屏边ꎮ
标本引证:河池[天峨ꎬ天峨调查队 ４ － ６ － ７１３

(ＧＸＭＩ)]ꎮ
７７. 截叶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沙卡卡 (瑶语)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ｌｏｂａ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 ５３４. １９３９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６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２４３ꎬＦｉｇ. ４:４９.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２３７.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２０１.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ꎮ
全株密被褐色卷曲短柔毛ꎻ茎直立ꎬ节处膨大ꎻ

叶基生和茎生ꎬ上面密被短毛ꎬ下面沿脉密被褐色

短而卷毛ꎬ基部略偏斜ꎬ深心形ꎬ５ ~ ７ 浅裂ꎬ叶脉凸

起ꎮ 花期 ５ 月ꎻ果期 ６ 月ꎮ
产凌云:生于海拔 １ ０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 山谷杂林沟

边、山谷、溪边和混交林潮湿处ꎮ 分布于中国云南ꎬ
模式标本采自蒙自ꎮ

５３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注释:根据标本信息ꎬ原鉴定为截叶秋海棠的

刘心祈 ２８５１２(ＩＢＫ)据毛被类型应为食用秋海棠ꎬ尚
需进一步的野外考察和形态观察证实该种是否分

布于广西地区ꎮ
７８. 观光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ｔｓｏｏｎｇｉｉ Ｃ. Ｙ. Ｗ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３
(３): ２８０ꎬ ｐｌ. ２４. １９９５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２５３.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２０１.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ｆｌ.)! Ｉｓｏｔｙｐｅ:ＰＥ(ｆｒ.)!)ꎮ

根状茎直立ꎬ结节状ꎻ叶基生ꎬ长圆状卵形或菱

状卵形ꎬ上面深绿色ꎬ几无毛ꎬ下面沿脉密被褐色短

柔毛ꎬ基部微偏呈楔形或宽楔形ꎻ花柱 ２ꎬ大部合生ꎻ
蒴果具不等 ３ 翅ꎬ短翅贴生于果实上ꎮ 花期 ７—８
月ꎻ果期 ８ 月ꎮ

产防城、钦州(模式标本产地)ꎮ
标本引证:钦州[钟观光 ２６６３(ＫＵＮꎻＰＥ)]ꎮ

７９. 蝶叶秋海棠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ｕｆｏｉｄｅｓ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Ｙ. Ｈ. Ｑｉｎ ＆ Ｃ.

Ｗ. Ｌｉｎ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 ３１６ ( ３): ２７９ － ２８４ꎬ Ｆｉｇ. １ ＆
２. ２０１７.(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Ｋ! Ｉｓｏｔｙｐｅ:ＨＡＳＴ!)ꎮ

叶盾状ꎬ长 ４.５ ~ ９ ｃｍꎬ宽椭圆形至近圆形ꎬ顶端

圆形ꎬ上面扁平ꎬ稍革质至革质ꎻ叶柄长 ７~１１ ｃｍꎬ基
生ꎻ花序腋生ꎬ花梗长 １４ ｃｍ 左右ꎬ密被长柔毛ꎮ 花

期 ６ 月ꎮ
产马山:生于海拔 ３５０ ｍ 左右阴湿石灰岩凹壁ꎬ

野外少见分布ꎮ
标本引证:南宁[马山ꎬ彭镜毅 ２４３５６(ＩＢＫ)]ꎮ

８０. 伞叶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龙虎山秋海棠

(中国植物志)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ｕｍ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Ｙ. Ｗａｎ ＆ Ｂ. Ｎ. Ｃｈａｎｇ

植物分类学报. ２５(４):３２２－３２３ꎬＦｉｇ. １:１－４. １９８７ꎻ
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１３２.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１４.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２０１. ２００９ꎻ广西

植物名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ＩＢＧ!)ꎮ
根状茎纤细ꎻ叶基生ꎬ盾形ꎬ上面被短糙伏毛ꎬ

三级脉蛛网状ꎻ雄花被片 ４ 枚ꎬ雌花被片 ３ 枚ꎻ子房

１ 室ꎬ侧膜胎座ꎻ蒴果具不等 ３ 翅ꎮ
８０ａ. 伞叶秋海棠 (原变种)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ｕｍ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ｕｍ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叶上面深绿色或棕绿色ꎬ沿脉浅绿色ꎬ疏被硬

毛ꎬ下面浅绿色ꎬ沿脉被硬柔毛ꎻ花粉红色ꎻ子房疏

被硬柔毛ꎮ 花期 １０—１１ 月ꎮ
产隆安、大新:生于海拔 ２００ ｍ 石灰岩上、林下

或山谷中ꎮ
标本 引 证: 南宁 [ 隆 安ꎬ 杨 金 财 和 廖 云 标

ＬＨ１１５４ ＆ ＬＨ１４３４(ＩＢＫ)ꎻ彭镜毅 １９６９４(ＨＡＳＴ)]ꎮ
８１. 变异秋海棠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多变秋海棠 (云
南植物研究)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ｖ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 云

南植物研究. ２７ ( ４): ３７２ꎬ Ｆｉｇ. １１. ２００５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２０２.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２. ２０１０.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 Ｉｓｏｔｙｐｅｓ:ＩＢＳＣ! ＰＥ!)ꎮ

根状茎略木质ꎻ托叶宿存ꎬ卵圆形ꎻ叶基生ꎬ上
面密被刚毛ꎬ下面沿脉疏被长柔毛ꎬ基部偏斜ꎬ心形

至盾形ꎻ蒴果具近等 ３ 翅ꎮ 花期 ２—６ 月ꎮ
产东兰(模式标本产地)、巴马:生于海拔 ３３０ ~

５００ ｍ 石灰岩石山林下或者山洞洞口石壁上ꎮ
标本引证:河池[东兰ꎬ彭镜毅 ２４３４９(ＨＡＳＴ)ꎻ

彭镜毅 ２１０６３(ＨＡＳＴ)]ꎮ
８２. 长毛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毛叶

秋海棠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ｖｉｌｌｉｆｏｌｉａ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ｉｎ Ｒｏｙ.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

ｉｎｂｕｒｇｈ ２１(１):４３. １９５１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２:
５３５ꎬ５４０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１:３５１.
１９８４ꎻ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１９ꎬ１１６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２４８ꎬ
３２８ꎬＦｉｇ. ５:３４.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１):２３０. １９９９ꎻ
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３２１. ２００２ꎻ云南植物志 １２:
１９５ꎬ图 ５５:４－５. ２００６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２０２. ２００９ꎻ广
西植物名录 １２３. ２０１０.(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ＫＵＮ!)ꎮ

＝ Ｂ.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ｉ ａｕｃｔ. Ｎｏｎ Ｈｅｍｓｌ.ꎻ Ｙｕ (１９４８)ꎬ
ｐ. ｐ. ｑｕｏａｄ Ｃ. Ｗ. Ｗａｎｇ ８３０７１.

＝Ｂ. ｐｕｒｐｕｒｅｏｆｏｌｉａ Ｓ. Ｈ. Ｈｕａｎｇ ＆ Ｓｈｕｉ 云南植物

研究. １６(１):３４０ꎬＦｉｇ. ８. １９９４ꎮ
植株高可达 ８０ ｃｍꎻ全株被长柔毛ꎻ根状茎长柱

状ꎻ茎直立ꎬ密被红褐色长糙毛ꎻ叶茎生ꎬ草纸ꎬ上面

绿色ꎬ被淡黄褐色卷曲长柔毛ꎬ下面沿脉密生红褐

色长柔毛ꎬ３ ~ ４ 浅裂ꎬ基部极偏斜ꎬ一侧圆耳状ꎻ聚
伞花序腋生ꎻ子房 ２ 室ꎻ花柱 ２ꎬ基部合生ꎮ 花期 ５—
７ 月ꎻ果期 ７ 月ꎮ

产上思:生于海拔 １ １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常绿阔叶林

中湿处ꎮ 分布于中国云南ꎬ模式标本采自屏边ꎮ 越

南、缅甸也有分布ꎮ
标本引证:防城港[上思ꎬ陈少卿 ５０３３(ＩＢＳＣ)]ꎮ

８３. 少瓣秋海棠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富宁秋

海棠 (云南植物名录)　 爬山猴 (全国中草药资料)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ｗａｎｇｉｉ Ｔ. Ｔ. Ｙü ｉｎ Ｂｕｌｌ. Ｆａｎ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ꎬｎ.ｓ.ꎬ１(２):１２６. １９４８ꎻ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６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补编 ２:５３４ ｉｎ ｃｌａｖｉ. １９８３ꎻ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１:
３５２. １９８４ꎻ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 ６０: ７ ｉｎ ｃｌａｖｉꎬ
２４９. １９８６ꎻ中国植物志 ５２ ( １): １５５ꎬ图 ３１: ４ － ５.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７. ２００２ꎻ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２０３. ２００９ꎻ 广 西 植 物 名 录 １２３. ２０１０.
(Ｔｙｐｅ:ＫＵＮ! Ｉｓｏｐａｒａｔｙｐｅ:ＰＥ!)ꎮ

＝ Ｂ.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Ｌéｖｌ. ｖａｒ. ｐｉｎｆａｅｎｓｉｓ Ｌéｖｌ. ｉｎ
Ｒｅｐｅｒｔ. Ｓｐ. Ｎｏｖ. ７:２０. １９０９ꎬｐ. ｐ. ｑｕｏａｄ. Ｓｙｎｔｙｐｉ ｃａｖ￣
ａｌｅｒｉｅ ９１７ꎻ Ｆｌ. Ｋｏｕｙ － Ｔｃｈｅｏｕ ４６. １９１４ꎻ Ｍｉｔｔ. Ｉｎｓｔ.
Ａｌｌｇ. Ｂｏ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０:５１２. １９３９ꎻＮｏｔ. Ｂｏｔ. Ｇａｒｄ. Ｅｄ￣
ｉｎｂ. ３(３):４３３. １９７２.

根状茎结节状ꎻ全株几无毛ꎻ叶基生ꎬ盾形ꎬ上面

暗绿色ꎬ下面红色ꎬ边全缘或略带波状ꎻ花被片 ２ꎬ粉红

色ꎻ子房 ３ 室ꎬ中轴胎座ꎮ 花期 ５—８ 月ꎬ果期 ８ 月ꎮ
产靖西、那坡:生于海拔 ６００ ~ １００ ｍ 石灰岩岩

石上ꎮ 分布于云南东南部ꎮ
标本引证:百色[靖西ꎬ高锡朋 ５６１１２( ＩＢＳＣ)ꎻ

梁慧舟 ３３４６(ＨＡＳＴ)]ꎮ
８４. 文山秋海棠 (植物分类学报)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Ｍ. Ｋｕ ｅｘ Ｃ. Ｙ. Ｗｕ ＆
Ｔ. Ｃ. Ｋｕ 植物分类学报. ３３:２６２ꎬ图 １０. １９９５ꎻ中国

植物志 ５２(１):１６８. １９９９ꎻＢｏｔ. Ｂｕｌｌ. Ａｃａｄ. Ｓｉｎ. ４３:
３１７. ２００２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２０３. ２００９ꎻ广西植物名

录 １２３. ２０１０.(Ｉｓｏｔｙｐｅ:Ｅ! ＫＵＮ!)ꎮ
茎直立ꎬ近无毛ꎻ叶茎生ꎬ散生短硬毛ꎬ浅裂ꎬ基

部偏斜ꎬ窄侧呈圆形或近楔形ꎬ宽侧呈宽圆耳状ꎬ脉
凸起ꎻ聚伞花序ꎻ雌花被片 ３ 枚ꎻ子房 ３ 室ꎬ无毛ꎮ 花

期 ７—８ 月ꎻ果期 ８ 月ꎮ
产乐业、隆林ꎻ生于海拔 １ ０００~１ ６００ ｍ 阴湿的

常绿阔叶林下、林下水沟边ꎮ 分布于云南ꎮ
注释:本种原产于云南ꎬ根据标本记录广西凌

云等地亦有分布ꎬ但仅见于标本记录ꎬ尚需野外调

查及形态特征比较进一步证实ꎮ
标本引证:百色[凌云ꎬ潘保强等 ３－６０４５(ＧＸ￣

ＭＩ)ꎻ凌云调查队 ３－６０８８(ＧＸＭＩ)]ꎮ

２　 广西秋海棠属植物属下分类　

侧膜胎座组 Ｂｅｇｏｉａ ｓｅｃｔ. Ｃｏｅｌｏｃｅｎｔｒｕｍ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１. 蛛网脉秋海棠 Ｂｅｇｏｉａ 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ｅａ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Ｓ. Ｍ. Ｋｕꎻ
２. 星果草叶秋海棠 Ｂ. ａｓｔｅｒｏｐｙｒｉｆｏｌｉ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ꎻ
３. 橙花侧膜秋海棠 Ｂ. ａｕｒａｎｔｉｆｌｏｒａ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Ｓ. Ｍ. Ｋｕꎻ
４. 耳托秋海 棠 Ｂ. ａｕｒｉｔｉｓｔｉｐｕｌ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ꎻ
５. 桂南秋海棠 Ｂ. ａｕｓｔｒｏ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ꎻ
６. 巴马秋海棠 Ｂ. ｂａｍａｅｎｓｉｓ Ｙａｎ Ｌｉｕ ＆ Ｃ.－Ｉ Ｐｅｎｇꎻ
７. 双花秋海棠 Ｂ. ｂｉｆｌｏｒａ Ｔ. Ｃ. Ｋｕꎻ
８. 短葶秋海棠 Ｂ.×ｂｒｅｖｉｓｃａｐａ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Ｓ. Ｍ. Ｋｕꎻ
９. 昌感秋海棠 Ｂ.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Ｈ. Ｌéｖ.ꎻ
１０. 卷毛秋海棠 Ｂ. ｃｉｒｒｏｓａ Ｌ. Ｂ. Ｓｍｉｔｈ ＆ Ｄ. Ｃ. Ｗａｓ￣

ｓｈａｕｓｅｎ ꎻ
１１. 弯果秋海棠 Ｂ. ｃｕｒｖｉｃａｒｐａ Ｓ. Ｍ. Ｋｕꎬ Ｃ.－Ｉ Ｐｅｎｇ ＆

Ｙａｎ Ｌｉｕꎻ
１２. 柱果秋海棠 Ｂ.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Ｄ. Ｒ. Ｌｉａｎｇ ＆ Ｘ. Ｘ.

Ｃｈｅｎꎻ
１３. 大新秋海棠 Ｂ. ｄａｘ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 Ｃ. Ｋｕꎻ
１４. 德保秋海棠 Ｂ. ｄｅｂａｏｅｎｓｉｓ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Ｓ. Ｍ. Ｋｕꎻ
１５. 方氏秋海棠 Ｂ. ｆａｎｇｉｉ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Ｃ.－Ｉ Ｐｅｎｇꎻ
１６. 黑峰秋海棠 Ｂ. ｆｅｒｏｘ Ｃ.－Ｉ Ｐｅｎｇ ＆ Ｙａｎ Ｌｉꎻ
１７. 丝形秋海棠 Ｂ.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Ｉｒｍｓｃｈ.ꎻ
１８. 须 苞 秋 海 棠 Ｂ. ｆｉｍｂｒ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ꎻ
１９. 广西秋海棠 Ｂ.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Ｗｕꎻ
２０. 桂西秋海棠 Ｂ. ｇｕｉｘｉｅｎｓｉｓ Ｙａｎ Ｌｉｕꎬ Ｓ. Ｍ. Ｋｕ ＆

Ｃ.－Ｉ Ｐｅｎｇꎻ
２１. 古龙山秋海棠 Ｂ. ｇｕ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Ｙ. Ｍ. Ｓｈｕｉ ＆

Ｗ. Ｈ. Ｃｈｅｎꎻ
２２. 靖西秋海棠 Ｂ. ｊｉ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Ｄ. Ｆａｎｇ ＆ Ｙ. Ｇ. Ｗｅｉꎻ
２３. 灯果秋海棠 Ｂ. ｌａｎ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Ｉｒｍｓｃｈ.ꎻ
２４. 雷平秋海棠 Ｂ. ｌｅｉ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Ｄ. Ｋ. Ｔｉａｎꎬ Ｌ.Ｈ. Ｙａｎｇ ＆

Ｃ. Ｌｉꎻ
２５. 癞叶秋海棠 Ｂ. ｌｅｐｒｏｓａ Ｈａｎｃｅꎻ
２６. 刘演秋海棠 Ｂ. ｌｉｕｙａｎｉｉ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Ｓ. Ｍ. Ｋｕ ＆

Ｗ. Ｃ. Ｌｅｏｎｇꎻ
２７. 弄 岗 秋 海 棠 Ｂ.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Ｉ Ｐｅｎｇ ＆

Ｙａｎ Ｌｉｕꎻ
２８. 罗城秋海棠 Ｂ. ｌｕｏ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 Ｍ. Ｋｕꎬ Ｃ.－Ｉ Ｐｅｎｇ ＆

Ｙａｎ Ｌｉｕꎻ
２９. 鹿寨秋海棠 Ｂ. ｌｕｚ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Ｔ. Ｃ. Ｋｕꎻ
３０. 铁甲秋海棠 Ｂ. ｍａｓｏｎｉａｎａ Ｉｒｍｓｃｈ. ｅｘ Ｚｉｅｓｅｎｈ.ꎻ
３１. 龙州秋海棠 Ｂ. ｍｏｒｓｅｉ Ｉｒｍｓｃｈ.ꎻ
３２. 宁明秋海棠 Ｂ.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Ｄ. Ｆａｎｇꎬ Ｙ. Ｇ. Ｗｅｉ ＆

７３１ 期 董莉娜等: «广西植物志»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增订



Ｃ.－Ｉ Ｐｅｎｇꎻ
３３. 鸟叶秋海棠 Ｂ. ｏｒｎｉ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Ｉｒｍｓｃｈ.ꎻ
３４. 彭氏秋海棠 Ｂ. ｐｅｎｇｉｉ Ｓ. Ｍ. Ｋｕ ＆ Ｙａｎ Ｌｉｕꎻ
３５. 一口血秋海棠 Ｂ. ｐｉｃｔｕｒａｔａ Ｙａｎ Ｌｉｕꎬ Ｓ. Ｍ. Ｋｕ ＆

Ｃ.－Ｉ Ｐｅｎｇꎻ
３６. 罗甸秋海棠 Ｂ. ｐｏｒｔｅｒｉ Ｈ. Ｌéｖ. ＆ Ｖａｎｉｏｔ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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