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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植物古林箐秋海棠的资源状况及生物学特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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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云南特有植物古林箐秋海棠 (B egon ia gulinqingensis S. H. Huang et Y. M. Shui)的资源状况进行了全面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古林箐秋海棠仅在模式产地存在两个居群 ,目前已处于濒危状态。开垦等人为破坏活动

导致生境破碎化是其濒危的主要原因 ,为此提出了保护对策 ,并对古林箐秋海棠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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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wild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es in 2003, 2005 and 2006, it showed that B e2
gon ia gu linqingensis S. H. Huang et Y. M. Shui, a native species to Yunnan Province, only had two

populations in its type locality. Our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pecies was getting extincted in

the wild. The main factor caused the extinction of this species was that its habitat had been destroyed

by human activities. A conservation strategy to the species was p roposed here in the paper. In addi2
ti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 species were also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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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林箐秋海棠 (B egonia gu linqingensis S. H.

Huang et Y. M. Shui)系秋海棠科 (Begoniaceae)秋

海棠属 (B egonia L. )多年生草本植物 ,为云南特有

种。1994年黄素华和税玉民根据采自云南省马关

县古林箐乡的标本将其发表为新种 [ 1 ]。近年来 ,

通过我们对中国西南地区秋海棠属植物的资源调

查表明 ,古林箐秋海棠仅分布于模式产地 ,与其相

邻的可能分布地及其它地区均未见有分布。而且

模式产地的植被已受到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 ,尤其

是自 2004年以来 ,个体数量骤减 ,种群规模变小。

生境片断化和由此导致的遗传漂变及自交衰退等

不利遗传效应 ,都是物种趋向濒危的特征之一 [ 2 ]。

根据 IUCN红色名录类型和标准 [ 3, 4 ]及“国际植物

保护中心 ”提出确定保护对象的 6点参考 [ 5 ]
,应将

古林箐秋海棠列为濒危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已对古林箐秋海

棠进行引种和迁地保护多年 ,并逐步开展了有关生

殖生物学、传粉生物学和细胞学等研究。本文主要

报道古林箐秋海棠的资源状况和基本的生物学特

性 ,为今后进一步开展保护生物学研究与合理开发

野生花卉资源提供基础资料。



1　资源状况

111　地理分布与气候特点

根据文献记载 [ 1 ]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温室植物引种记录 ,分别于 2003 年 11 月 , 12

月 , 2005年 5月和 2006年 7月对该种进行了全面

的野外调查研究 ,结果仅在模式产地发现两个相距

十余公里的居群 (图 1)。其中较大的居群 Ⅰ位于

马关县古林箐乡柏木山村后山的路边坡地上 ( E:

103°57′9011″, N: 22°50′9. 9″) ,居群 Ⅱ则位于古

林箐省级自然保护区内。两居群所在地的土壤类

型为黄棕壤 ,呈微酸性 ,总盖度均达 80%以上 ,基

本情况见表 1。

表 1　古林箐秋海棠模式产地两居群的基本情况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wo populations of B egon ia gulinqingensis S. H. Huang et Y. M. Shuiin its type locality

居群
population

居群面积 /m2

population area
海拔范围 /m

range of altitude
坡向

slope face
坡度

slope grade
多度

abundance
个体数

No. of individual

Ⅰ 150 ×600 1 570～1 590 北 northward 35° 不常见 Infrequent 48

Ⅱ 100 ×800 1 600～1 650 西北 northwestward 15°～50° 少见 rare 36

　　分布区属低纬度亚热带东部型山地季风气候 ,

无明显四季 , 年均气温 1619℃, 1 月平均气温

916℃, 7月平均气温 2117℃,年均霜日 6 d,年均降

雨量 1 345 mm,年均降雨 186 d,年均日照 1 802 h,

空气湿润 ,雾天较多 ,平均相对湿度达 85%以上。

由此可见 ,古林箐秋海棠的生境十分特殊。

112　群落组成及物种多样性

古林箐秋海棠的两个居群位于常绿阔叶林中

或林缘 ,群落结构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其中乔木层和灌木层占优势 ,为古林箐秋海棠的生

长提供了适宜的半透光型的环境。在草本层中优

势种为卷柏属的小翠云 (S elag inella Kraussiana A.

B raun)和冷水花属某种 ( Pilea sp. ) ,占总盖度的

75%以上。古林箐秋海棠在草本层中仅为伴生种 ,

其它的伴生植物有禾本科 ( Gram ineae) 3种 ,苦苣

苔科 ( Gesneriaceae) 2种 ,天南星科 (A raceae) 2种 ,

柳叶菜科 (Onagraceae) 1种 ,堇菜科 (V iolaceae) 1

种 ,葫芦科 ( Cucurbitaceae ) 1种 ,鸭跖草科 ( Com2
melinaceae) 1种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1种 ,秋

海棠科 (Begoniaceae)的粗喙秋海棠 (B egonia cras2
sirostris Irm sch. ) ,蕨类植物 2种及苔藓植物等。

2　生物学特性

2. 1　基本生物学特性

雌雄同株 ,株高 5～15 cm;根状茎匍匐 ,长圆柱

状 ,直径 5～10 mm;叶均基生 ,两侧不等 ,近圆形 ,基

部偏斜略呈心形 ,表面凹凸不平 ,腹面墨绿色 ,常镶

嵌有黄白色斑块 ,疏被短硬毛 ,背面淡绿色 ,沿脉被

短柔毛 ,边缘具不明显细齿 ,齿尖常带短芒 ,掌状脉

明显 ,红色 ;叶柄常具棱 ,长 3. 5～13 cm,密被褐色或

红色卷曲毛 ;托叶宽披针形 ;花白色至粉红色 ,多数 ,

呈二歧聚伞状 ,花序梗长 2～5 cm;雄花被片 4,外面

2枚近圆形至宽卵形 ,长 1. 2～2 cm,内面两枚椭圆

形 , 1. 1～1. 8 cm ×0. 4～0. 5 cm,雄蕊多数 ,花丝长

约 1 mm,花药卵球形 ,辐射对称 ;雌花被片 5,卵形至

椭圆形 ,花柱 3,柱头 2裂 ,螺旋状 ;子房密被长绒毛 ,

具 3翅其中一翅稍长 ,短三角形 ,约 0. 6 cm, 3室 ,中

轴胎座 ,每室胎座 2裂 ,胚珠多数 ;蒴果下垂 ,果柄长

约 1 cm;花期 10月至次年 5月 ,人工栽培条件下为

9月至次年 1月。

2. 2　微形态特性

21211　花粉形态

外观为超长球形 , 平均大小为 18. 4μm ×

8. 0μm, 3孔沟型 ;极轴 ∶赤道轴之比为 211;表面

纹饰为较细密的长条纹 ,近平行 ,直达两极 ,具稀疏

凹穴 ;孔沟间区中央无缢缩 ,孔沟处纹饰为杂乱的

短条纹或特征不明显 ,萌发孔处不下陷或不规则下

陷 (图 2A)。

21212　种皮形态

外观为椭球状或圆柱状 ,大小介于 32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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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 ×220～ 240μm;上方皱缩状突起为种脐 ,是种

子从心皮上脱落时留下的痕迹 ;紧接着为 1圈排列

规则且明显横向延长的领细胞 ,占种子长度的 1 /3

～2 /3,领细胞的纹饰为相互平行的纵长条纹 ,略呈

波状 ;其它种皮细胞为规则或否的 4～7边形 ,纹饰

为细密的点状颗粒 ;垂周壁突出 ,其上的条状纹饰

与之垂直 ;合点端圆钝 (图 2B )。花粉和种皮形态

特征均为首次报道。

3　观赏与开发价值

古林箐秋海棠为常绿草本 ,叶片青翠浓绿 ,有

的还镶嵌有各种形状的黄百色天然斑点。自引种

到温室以来 ,其花葶增高 ,花序中所含小花数量明

显增多 ,可达几十朵 ,且花期较长 ,幽香淡雅 ,神静

韵高 ,无需任何性状改良 ,自身即具有极高的观赏

与开发价值。只要解决其繁殖技术 ,掌握规模化生

产的关键环节 ,就能直接合理的利用此种野生花卉

资源。

4　濒危原因及保护对策

411　濒危原因

作者于今年初对古林箐秋海棠雌雄配子体发

育过程的研究表明其发育正常 ,不存在败育或不良

现象 ;采自野外的种子在实验室的发芽率也可达

60%以上且生长良好 ;以上说明 ,古林箐秋海棠在

自然条件下不存在生殖问题。古林箐秋海棠模式

产地的原生植被为亚热带湿型常绿阔叶林 ,近年来

已被当地农民开垦并大量种植草果 (Am om um tsao2
ko Crevost et Lem. )和杉木 [ Cunningham ia lanceola2
ta (Lamb. ) Hook. ] ,其大的居群被分割成一个个

小居群 ,现在多数为三两株零星分布。因此 ,人为

的破坏导致生境的片断化是古林箐秋海棠濒危的

主要原因。

412　保护对策

就地保护是最理想的保护措施 ,这首先要求提

高人们尤其是当地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 ,减少或杜

绝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 ,建议当地有关部门切

实做好退耕还林工作 ,同时扩大古林箐自然保护区

的范围 ,将柏木山村的后山也列入进去 ,加大保护力

度。同时开展有计划、有目的的引种工作 ,实施迁地

保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已引种古林箐秋海棠

10余株 ,并且在引种地生长旺盛 ,开花正常。目前 ,

我们利用其叶片和叶柄进行的扦插和组织培养实验

也已获得成功 ,不仅增加了在引种地的个体数量 ,还

可用于回归引种 ,扩大原产地的种群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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