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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说明

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隶属于秋海棠科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ꎬ 包括约 １ ９００ 种ꎬ 是有花植物第六大属ꎬ
主要分布于亚洲、 美洲及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ꎮ 该属植物常具根状茎ꎻ 叶多偏斜不对称ꎬ 常

基生ꎬ 叶柄长而纤弱ꎬ 托叶膜质ꎬ 早落ꎻ 花单性ꎬ 雌雄同株或异株ꎻ 蒴果ꎬ 种子具领细胞ꎮ 因其

叶形多样ꎬ 常具绚丽多彩的斑纹ꎻ 花色多变ꎬ 精致优美ꎬ 是世界著名的观赏花卉ꎬ 亦是被子植物

分类困难的类群之一ꎮ 中国有该属植物近 ２００ 种ꎬ 主要分布于云南、 广西和贵州等地ꎬ 常见于阴湿

的林下、 岩石上、 山洞、 溪边、 沟谷、 石壁和密林下ꎮ 许多秋海棠属植物的分布非常狭域ꎬ 地区特有性高ꎬ 特别

是喀斯特地区常有 “一山一种ꎬ 一沟一种ꎬ 一洞一种” 的说法ꎮ
照片示: 秋海棠属植物花的多样性ꎮ 香花秋海棠: １. 雄花ꎬ ３. 雌花ꎻ 卷毛秋海棠: ２. 雄花ꎬ ４. 雌花ꎻ 橙花侧膜秋海棠:

５. 雄花ꎬ ６. 雌花ꎮ (相关内容详见本期正文 ７３~８２ 页董莉娜等的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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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ｙｓ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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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ｅ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Ｌ. 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９００ ｎａｍ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 ｎｅａｒｌｙ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ｅ￣
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ａ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ｏｕｓꎻ ｌｅａｖｅｓ ｂａｓａｌꎬ ｂｌａｄｅ ｏｆｔｅ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ꎬ ｐｅｔｉｏｌｅ ｓｌｉｍꎬ ｓｔｉｐｕｌｅ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ｕｓꎬ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ꎻ ｆｌｏｗｅｒ ｕｎｉｓｅｘｕａｌꎬ ｍｏｎｏｅｃｉｏｕｓꎬ ｒａｒｅｌｙ ｄｉｏｅｃｉｏｕｓꎻ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ｄｒｙꎻ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ｃｏｌ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ｂｅｌｏｗ ａｎ

ｏｐｅｒｃｕｌ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ｅｄ. Ｉｔ ｉｓ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ｔａｘｏ￣
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２０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ａｎｄ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ｉｓｔꎬ ｓｈａｄ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ｒ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ｂｅｉｎｇ ｎａｒｒｏ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ｉｔ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ａ ｒａｖｉｎｅꎬ ｏｒ ａ ｃａｖｅ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Ｃｏｖ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Ｂ.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 １.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ꎬ ３.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Ｂ. ｃｉｒｒｏｓａ Ｌ. Ｂ. Ｓｍｉｔｈ ＆ Ｄ.
Ｃ. Ｗａｓｓｈａｕｓｅｎ (２.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ꎬ ４.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Ｂ. ａｕｒａｎｔｉｆｌｏｒａ Ｃ.￣Ｉ Ｐｅ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Ｓ. Ｍ. Ｋｕ (５.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ꎬ ６.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ｓꎬ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ｂｙ ＤＯＮＧ Ｌ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ｏｎ ｐａｇｅ ７３－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