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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花秋海棠( Begonia parvuliflora A． DC．) 是一种罕见的球茎类草本植物，原记载分布于缅甸毛淡棉市，

1869 年以来从未有学者采集到，2019 年该种在中国云南南部被重新发现。凭证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标本馆( HITBC) 。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的濒危等级评估标准，小花秋海棠为极危( CＲ)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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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onia parvuliflora A． DC．，a new record of Begoniacea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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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gonia parvuliflora A． DC．，a rare tuberous species previously known only from
Myanmar，has not been recorded since 1869． In 2019，it was rediscovered in Yunnan，China．
Voucher specimens were deposited at the Herbarium of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HITBC ) ． The species is classified as Critically
Endangered ( CＲ) according to the IUCN Ｒed List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Key words: Begonia; New record ; Tuberous herb ; Taxonomy

秋海棠属( Begonia) 是开花植物的第 5 大属，

迄今已有 2076 个被认可的物种［1］，广泛分布于亚

洲、美洲和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阴凉潮湿的生境

中［2－4］。在中国有超过 250 种秋海棠［5－8］，主要分

布在云南和广西地区，目前仍有许多新分类群和新

记录种有待发现和描述［9］。
2019 年，作者在云南省孟连县采集到一种球

茎类秋海棠属植物，其叶片小而对称，雄花和雌花

的花被片各 4 枚，子房有 3 个不等翅，3 室，每室

1 个胎座裂片。通过查阅中国及邻近地区球茎类秋



海棠的模式标本和文献资料［10］，最终鉴定其为小

花秋海棠 B． parvuliflora A． DC。该种之前只在缅

甸有分布［1，4］，此次在云南孟连县采集到，确定该

物种为中国新记录种。A． de Candolle 于 1859 年

根据在缅甸毛淡棉市( Moulmein) 采集的模式标本

发表 了 小 花 秋 海 棠， 在 缅 甸 仅 采 集 到 5 号 标

本［1，11］。从 1869 年最后一次采集到该物种( 标本

凭证号: C． S． P． Parish 129) ，至今已经有一个

半世纪。本研究对该物种进行了详细的形态学描

述，同时提供彩色照片和插图。

小花秋海棠( 新拟) 图版Ⅰ、Ⅱ

Begonia parvuliflora A． DC． Ann． Sci． Nat．
Bot．，Ⅳ 11: 136 ( 1859) ． Type: Myanmar，Moul-
mein，W． Lobb s． n． ( holotype: K) ．

－Begonia lobbiana A． DC． Prodr． 15 ( 1 ) :

355 ( 1864) ． Type: not located．
－Begonia velutina Parish ex Kurz，J． Asiat．

Soc． Bengal，Pt． 2，Nat． Hist． 42: 81 ( 1873 ) ．
Type: Myanmar， Moulmein， 1862， C． S． P．
Parish # 8 ( K，series K000761400) ．

矮小草本，雌雄同株，高 5 ～ 11 cm。块茎

近球状，红棕色，直径约 3 mm，具多数须根。开

花时无茎或具短茎。单叶，有叶片 1 ～ 2 枚，基

生，或在花期有 1 枚茎生叶。托叶早落。叶柄绿色

至红棕色，长 7 ～ 15 mm，直径 1.5 ～ 2 mm，密

被短柔毛。叶片两侧对称，心形或近圆形，长 2 ～
6.5 cm，宽 2.7 ～ 5.5 cm; 正面绿色，沿脉具深

绿色的带，密被短柔毛; 背面淡粉色，疏生短柔

毛; 叶脉掌状，7 ～ 9 条，在叶片上面凹陷，下面

凸出; 基部心形，边缘具三角形锯齿，先端锐尖。
花序聚伞状，由球茎或短直立茎上生出，高 5 ～
11 cm，花序梗长 2.7 ～ 6 cm，苞片绿色，狭三角

形，长 1 ～ 2 mm，宽 0.5 ～ 1 mm，无毛。雄花:

花梗长 6 ～ 8 mm，厚 0.5 ～ 0.8 mm，被短柔毛;

花被片 4，白色，外面 2 枚，宽卵形，长约 5 mm，

宽 3 ～ 4 mm，全缘，基部圆形，先端钝圆，正面

无毛，背面疏生短柔毛; 内面 2 枚，长 卵 圆 形，

长约 5 mm，宽 2 ～ 3 mm，边 缘 全 缘，基 部 楔

形，先端 钝，两 面 无 毛; 雄 蕊 群 球 状，雄 蕊 约

30，花丝黄色，基部合生长约 1 mm，花药黄色，

心形到近圆形，长 0.4 ～ 0.6 mm，2 室，基部宽

楔形，先端钝圆和微凹。雌花: 花梗浅棕色，长

5 ～ 8 mm，厚 0.5 ～ 0.8 mm，被短柔毛; 花被片

4，白色，无毛，外面 2 枚近宽卵形或圆形，长约

6 mm，宽 4 mm; 内面 2 枚线形或长圆形，长约

7 mm，宽 2 ～ 3 mm，基部楔形，先端钝或圆形;

子房白色到淡绿色，无毛，3 室，每室胎座裂片

1; 花柱 3，基部融合，黄色，长 1 ～ 1.5 mm，顶

部 Y 形; 柱头浅 U 形带，侧面稍螺旋状。蒴果下

垂，淡绿色，无毛，长 4 ～ 6 mm，宽约 5 mm( 翅

除外) ; 具 3 枚不等长的翅，长翅三角形，长 4 ～
5 mm，宽 4 ～ 6 mm，侧 翅 短 三 角 形，长 2 ～
3 mm，宽 4 ～ 6 mm。

地理分布和生境: 缅甸。在中国，仅分布在云

南省孟连县，生长在海拔 1055 m 的常绿阔叶林下

湿润的石灰岩山岩石表面。
物候: 花期 8 － 9 月，果期不详。
保护状况: 依据 IUCN ［12］，评估等级为极危

［CＲ: 2b ( ii) ］。在中国，小花秋海棠仅在孟连县

发现，分布范围总面积不足 1 km2。虽然小花秋海

棠在缅甸有分布记载，但自 1869 年以来从未采集

到。根据目前的资料，小花秋海棠的分布范围较

小，生境脆弱，生长在路边，离村寨较近，未来道

路的扩张和耕地的扩大可能导致该种生境丧失，甚

至有灭绝的风险。
标本 检 查: 中 国 ( China ) 云 南 省 ( Yunnan

province) ，普洱市( Pu’er city) ，孟连县( Meng-
lian county ) ，生 长 在 岩 石 表 面，海 拔 1055 m，

2019 年 9 月 3 日， 王 文 广， 申 健 勇， 马 兴 达

( Wen-Guang Wang，Jian-Yong Shen，Xing-Da
Ma) 1576 ( HITBC) 。缅甸( Myanmar) ，毛淡棉市

( Moulmein) ，C． S． P． Parish 10 ( K，P) ; 同上，

毛淡 棉 市 ( Moulmein ) ，1869，C． S． P． Parish
129 ( K) 。

注: 根据种加词“parvuliflora”词义，中文名新

拟为“小花秋海棠”。产自云南省勐腊县的 Bego-
nia peii C． Y． Wu［13］在中国植物志［14］和 Flora of
China［15］中用小花秋海棠作为中文名，为了避免中

文名词义和表达的混乱，在此将 B． peii C． Y． Wu
中文名新拟为裴氏秋海棠。小花秋海棠( B． parvu-
liflora) 和裴氏秋海棠( B． peii) 在形态上相似，但后

者直立茎明显，常具 2 枚以上茎生叶，叶片小，两

面无毛，雌花花被片 3，子房 3 室，每室胎座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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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 明 显 区 分。小 花 秋 海 棠 与 产 自 缅 甸 的 B．
nivea Parish ex Kurz［16］在植株形态上也相近，但

后者叶片椭圆状至倒卵形，叶基阔楔形或圆形，花

较大可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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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广: 图版Ⅰ Wang Wen-Gang et al．: Plate Ⅰ

小花秋海棠。A: 习性和 栖 息 地; B: 开 花 的 植 株; C: 块 茎; D、E: 对 称 叶 的 两 侧 视 图; F: 叶 的 部 分，显 示 二 等 分 边 缘;
G、H: 花序; I、J: 雄花侧视图及正视图; K: 雄花的解剖图( 花梗和雄蕊) ，两个外部花被片和两个内部花被片; L、M: 雄蕊群;
N、O: 雌蕊花的正面和侧面; P: 雌花的分离( 子房和花柱) ，两个外部花被片和两个内部花被片; Q: 子房的横切面。
Begonia parvuliflora A． DC． A: Habit and habitat; B: Flowering plants; C: Tuber; D，E: Both side views of symmetric leaves;
F: Portion of leaf，showing biserrate margin; G，H: Inflorescence; I，J: Side and front views of staminate flower; K: Dissection
of staminate flower ( pedicel and stamens) ，two outer tepals and two inner tepals; L，M: Stamens; N，O: Front and side views
of pistillate flower; P: Dissection of pistillate flower ( ovary and styles) ，two outer tepals and two inner tepals; Q: Cross-section
of ov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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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广: 图版Ⅱ Wang Wen-Gang et al．: Plate Ⅱ

小花秋海棠。A: 习性; B: 叶的部分，显示边缘和有毛的上表面; C: 雄花; D: 雄蕊; E: 雌花; F: 花柱和柱头; G: ． 雌蕊花，侧
视图; H: 子房横切面。
Begonia parvuliflora A． DC． A: Habit; B: Portion of leaf，showing margin and hairy upper surface; C: Staminate flower;
D: Stamens; E: Pistillate flower; F: Styles and stigma; G: Pistillate flower，side view; H: Cross-section of ovary．

( 责任编辑: 周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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