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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早期脊椎动物化石研究�

赵文金，朱　敏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

摘　要：我国云南是世界上早期脊椎动物化石的重要产地，古生代中期的鱼类不仅门类齐全，而且

大多出现时代早、地区性属种多，其中不少化石材料如今已成为探讨如脊椎动物起源、硬骨鱼类起

源、四足动物起源等一系列生命史中重大课题的关键资料。主要对古生代中期云南早期脊椎动物

化石的研究做一个系统、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有关研究的重点与方向进行了展

望。在探索生物演化格局的同时，不仅要加强对演化机制、环境以及古地理背景的研究，而且更要

强调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充分利用我国古生代中期丰富的鱼类化石资料，在早期脊椎动物系统演

化、古地理与古气候等方面做出原创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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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脊椎动物在距今 5.3 亿年的早寒武世就已

出现［1，2］，但这些原始的鱼形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并未得到发展，直到志留纪古鱼类才开始了分化，

并在泥盆纪达到了演化的鼎盛。在生物演化史上，

泥盆纪常被称为“鱼类时代”。目前，全球志留纪鱼

类化石的大量发现，已使我们能够将“鱼类时代”推

前至志留纪。本文主要对志留纪和泥盆纪期间云南

早期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做一个系统、全面的回顾，

并展望未来有关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1　研究史

云南志留纪和泥盆纪的鱼类化石已有 90 余年

的研究历史。早在 1907 年，法国人满苏（ Mansuy ）

就曾报道了产自华宁盘溪地区古生代中期的鱼类化

石，但这些化石由于保存的原因而不能鉴定到属种，

因而满苏对其并未给出详细的描述，也未附化石图

版。后来在这一地区，3 种短胸节甲鱼类和一些棘

鱼类鳍刺先后被发现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3 ～5 ］

。

1912 年，满苏［6］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报道了昆明北寻

甸地区的中古生代鱼类化石，并附有 2 幅化石图版。

限于化石的保存状况以及当时较低的古生物学与地

层学研究水平，他把这 2 个鱼类化石归为盾皮鱼类，

同时认为可能类似胴甲鱼类的星鳞鱼（ Asterolepis ）

或沟鳞鱼（ Bothriolepis ）；而产出化石的黄色石英砂

岩则被归属于志留纪的沉积。从化石图版来看，当

年满苏所描述的鱼类化石属于胴甲鱼类无疑，其纹

饰更像沟鳞鱼；从其所描述的地层来看，鱼类化石的

产出层位应为中泥盆世海口组。这是对云南地区古

生代鱼类化石进行较为详细研究工作的开始。

丁文江在 1913 年于云南沾益翠峰山古生代地

层中也曾发现过泥盆纪鱼类化石（当时认为是

“ Cephalaspis ”），但未予以描述报道。实际上，自满

苏
［6］1912 年之后一直到 1935 年期间，有关云南地

区早期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是一个空白。1936 —

1945 年，有关志留纪及泥盆纪鱼类化石的报道也寥

寥无几，仅在几篇文章中提及云南东部地区志留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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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地层中含有鱼类化石
［7 ～9 ］

。

1948 年，刘东生
［10］

详细记述了产自云南弥勒

西龙镇地区下泥盆统的多瘤亚洲棘鱼（1978 年，

 Denison ［11］
曾根据纹饰认为亚洲棘鱼应属盾皮鱼类；

1982 年，刘时藩［12］通过对其刺体基部性质的研究，

认为亚洲棘鱼应隶属于节甲鱼类），这之后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虽然有关中国古鱼类化石方

面的研究成果经常见于各种地学类刊物，但有关云

南地区古鱼类化石的报道与研究则不多。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地质博物馆等科研单位的研

究人员，开始对云南古生代中期的地层及鱼类化石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综合考察研究，经过 40 多年不

懈的努力，在古生代中期鱼类化石及有关地层的研

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国内外瞩目的成果，使中国在

志留纪和泥盆纪鱼类化石方面的研究由几乎空白跃

居世界的前沿。

从 1962 年至今，几乎每年都有与云南古生代中

期鱼类化石研究有关的多篇学术论文刊载于国内外

地学期刊中。云南中古生代早期脊椎动物化石具有

门类齐全、出现时代早、原始类型多和地区性色彩浓

等特点，对于探讨脊椎动物的早期演化历史、若干重

要门类（如盾皮鱼纲、硬骨鱼纲、肉鳍鱼亚纲等）的

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地质历史与区内分布

云南的志留系和泥盆系出露较广，发育较全，从

志留纪温洛克（ W enlock ）世直到晚泥盆世的沉积地

层均十分发育，并存在着多种沉积类型，海相、陆相

和海陆交互相均有发育；生物化石丰富，门类众多，

除相当丰富的笔石、头足类、腕足类、双壳类、珊瑚、

牙形刺等无脊椎动物化石以外，还含有大量地区性

色彩较浓的鱼类化石。

云南志留纪的鱼类化石主要产出于其东部曲靖

地区（图 1），鱼群分子多为早泥盆世鱼群的一些先

驱分子，并主要保存于近岸、浅水、富氧环境条件下

的滨浅海碎屑岩沉积地层当中，含鱼层位由下向上

依次为岳家大山组、关底组上部和妙高组上部、玉龙

寺组。

云南泥盆纪的鱼类化石与志留纪相比，不仅鱼

群类型丰富多彩，而且分布范围明显扩大，但仍主要

产出于其东部地区：滇东北昭通、鲁甸、彝良地区，滇

东曲靖及昆明附近武定、禄劝、晋宁、宜良地区，玉溪

华宁及通海地区，红河弥勒地区，以及滇东南文山、

砚山、广南、西畴等地。近年来，在滇西保山施甸、德

宏盈江等地也有泥盆纪鱼类化石的报道
［13，14］

（图

1）。云南泥盆纪的鱼类化石主要保存于近陆缘滨

浅海相碎屑岩夹少量碳酸盐岩的沉积地层中。

图 1　云南志留纪—泥盆纪鱼类化石的地理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fish fossi  ls during  the 

 Silurian- Devonian  in  Yunnan ， China 

3　古地理分区

古生代中期，云南东部和西部地区不仅沉积地

层类型差别较大，而且古生物面貌也几乎完全不同，

滇东与滇西分别位于彼此互不相接的两个古板块

———华南板块与滇缅马地块之上，并分属不同的古

生物地理区系———华南省与滇西省。值得指出的

是，越南北方即红河断裂以北地区，根据大地构造方

面的研究，与我国云南东部地区属同一个构造单元。

从中古生代期间脊椎动物化石组合方面来分析，这

也是吻合的，越南北方早泥盆世地层中的脊椎动物

化石组合面貌与我国滇东地区相应地层中的脊椎动

物化石组合面貌是一致的，在古生物地理分区中应

位于同一个生物分区之内
［15］

，即同属于华南省。

云南东部地区的志留系仅保存有温洛克世—

 Pridoli 世的沉积，并主要分布于曲靖地区。根据海

洋底栖生物及其生物地理分布的特点，戎嘉余等［16］

认为滇东地区在志留纪中晚期位于赤道低纬度带附

近，并以热带—亚热带气候为主
［17］

，这也得到了古

地磁数据的支持
［18 ～20 ］

。滇东地区的泥盆系则出露

较全、分布广泛。根据海洋底栖生物及其生物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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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特点，陈旭等
［17］

认为滇东地区在整个泥盆纪

期间仍位于赤道低纬度带附近，并主要以热带—亚

热带温暖而略干燥的气候为主，近年来古地磁数据

支持这一观点
［19，20］

。

云南西部地区在志留纪及泥盆纪期间为浅海较

深水环境
［21］

，缺少底栖生物，生物群分异度较低，并

且绝大多数是世界性分布的类群，已报道的鱼类化

石主要包括少量的鱼类微体化石及可能为大瓣鱼类

的一件标本，该区的生物界面貌指示了中古生代期

间温和而稍凉的水体条件，这主要受南半球副赤道

环流南缘支流的影响［17］。该区泥盆系的古地磁结

果也表明该区古生代中期位于南纬中纬度地区
［22］

。

4　门类研究及其意义

云南古生代中期的早期脊椎动物化石具有门类

齐全、出现时代早、原始类型多和地区性色彩浓的特

点，几乎所有的早期脊椎动物类群在云南境内都有

发现，如无颌类中的盔甲鱼类和花鳞鱼类，盾皮鱼类

中的胴甲鱼类、瓣甲鱼类和节甲鱼类、棘鱼类，软骨

鱼类和最早期的硬骨鱼类（图 2），以及一些鱼类微

体化石（鳞片、牙齿等，本文对其不做详细介绍）。

张弥曼等［23］及潘江等［24］曾对我国早期脊椎动物较

早期的研究工作做过初步的归纳和讨论。最近，朱

敏等
［25 ～27 ］

又将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化石材料作

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云南地区丰富的早期脊椎动物

化石资料对于探讨脊椎动物的早期演化历史、若干

重要门类（如盾皮鱼类、硬骨鱼类、肉鳍鱼亚纲等）

的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 2　中古生代的鱼类化石及其系统演化关系

 Fig.2　 The fish fossils of  M id- Paleozoic and  t  heir 

 phylogenetic evolution 

4.1　盔甲鱼类

盔甲鱼类是东亚特有种类，为与化石无颌类中

骨甲鱼类、异甲鱼类并列的 3 个重要亚纲之一。大

量属种分布于中国志留纪—泥盆纪地层中，成为这

个时期主要的脊椎动物化石。现有资料表明，该鱼

群种类繁多，地区性色彩强烈，虽然经历了志留纪—

泥盆纪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其分布仅限于中国

南方、宁夏、新疆以及越南北部的志留系和泥盆

系［26］，在非海相地层划分、对比和古生物地理分区

上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云南是我国盔甲鱼类化石的重要产地，自 1965 

年刘玉海
［28］

开始记述并研究云南的盔甲鱼类化石

以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在进行。在我国，现

已记述的盔甲鱼类计有 45 属 65 种，其中在云南地

区产出的就有 26 属 37 种之多，化石的发现地点主

要分布于云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图 1）。

盔甲鱼类一般分为 3 个主要的大类群，即真盔

甲鱼类、汉阳鱼类和多鳃鱼类。背甲具吻突的“华

南鱼类”（ huananaspids ）和鳃囊数多达 30 余对的都

匀鱼类（ duyunolepids ）皆隶属多鳃鱼类［29］。云南的

盔甲鱼类主要隶属于真盔甲鱼类和多鳃鱼类两个大

类群，并主要产在早泥盆世非海相地层中。

4.2　花鳞鱼类

花鳞鱼类是无颌类中一个重要的类群，大量鳞

片在全球中古生代地层中广泛分布。由于该类鱼群

演替快，所以它们具有重要的生物地层学和年代地

层学的意义
［30，31］

。

自 1984 年王念忠
［32］

首次报道并记述了曲靖地

区早泥盆世西屯组中的花鳞鱼类化石以来，我国在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日渐增多，至今已建立了一些该

类鱼化石的属种，并且开展了其在地层划分与对比

方面的研究
［31，33，34］

。至目前为止，在云南中古生代

的地层中已发现并建立的该类群的鱼化石计有 4 属

9 种，并大多产出于滇东曲靖地区的中、上志留统与

下泥盆统和滇西施甸地区中泥盆统之中。

4.3　盾皮鱼类

盾皮鱼类是有颌类（有颌脊椎动物）中与棘鱼

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并列的 4 个纲级分类单元

之一，是泥盆纪时最为繁盛的脊椎动物类群。盾皮

鱼类在志留纪兰多维列（ Llandovery ）世时开始出

现
［25］

，泥盆纪末全部灭绝。

我国云南古生代中期的地层中产有大量的该类

群的化石属种，并大多归属于节甲鱼目（ Arthrodi-

ra）、瓣甲鱼目（ Petalichthyida ）以及胴甲鱼目（ Anti-

 archi ）3 个目，其中既有众多的地区性属种如云南鱼

类和中华鱼类等，也有不少全球性广布的化石属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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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沟鳞鱼类等。云南乃至中国、亚洲可能是中古生

代有颌类演化的摇篮。迄今已记述的、在云南省境

内发现的节甲鱼类计有 15 属 14 种，以及 2 个未定

种、2 个未定属种；瓣甲鱼类计有 6 属 5 种、1 个未定

种及 1 个未定属种；而胴甲鱼类则有 15 属 25 种，以

及 2 个未定种、3 个未定属种；它们均主要产出于

中、下泥盆统中。

值得指出的是：盾皮鱼类当中的胴甲鱼类是目

前我国乃至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古鱼群之一，不仅在

非海相地层的划分与对比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而且随着近年来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研究的开

展，其中不少属种在探讨古生代中期各大陆的位置

及相互关系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外，

该类群主要见于中、晚泥盆世；而在我国，在志留纪

兰多维列世  Telychian 期就已有该类群的分子出现。

我国云南———主要是滇东地区是该类群最主要的化

石产地，至今已发现并记述的化石属种数量（主要

时早泥盆世原始种类）约占我国胴甲鱼类化石属种

数量的一半以上。

4.4　棘鱼类

棘鱼类出现于志留纪早期［35］，繁盛于志留纪晚

期和泥盆纪，石炭—二叠纪时便逐渐衰落和绝灭了。

云南中古生代的棘鱼类化石主要为鱼类微体化石，

并主要产出于滇东曲靖地区，化石的产出层位主要

有志留纪的妙高组、玉龙寺组以及早泥盆世的西屯

组，目前已记述的该类群的微体化石计有 5 属 4 种，

以及 2 个未定种、1 个未定属种。

4.5　软骨鱼类

软骨鱼类同样出现于志留纪早期。云南中古生

代的软骨鱼类主要为鱼类微体化石，并全部发现于

泥盆纪的地层中，化石的主要产地及层位包括滇东

曲靖地区的西屯组
［32］

与滇西施甸地区的独家村

组
［36］

，目前已记述的该类群的微体化石计有 5 属 4

种，以及 2 个未定种。

4.6　硬骨鱼类———早期肉鳍鱼类

不论是在现代还是在久远的地质历史时期，硬

骨鱼类可以说是水域中高度发展、多样性最为丰富

的脊椎动物。硬骨鱼类分为 2 个亚纲———辐鳍鱼亚

纲和肉鳍鱼亚纲。四足动物是从肉鳍鱼类的一个分

支中逐渐演化出来的，因此肉鳍鱼类在脊椎动物演

化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

我国云南是世界上早期肉鳍鱼类化石最重要的

产地，在早泥盆世的地层中就有众多的化石属种代

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张弥曼对杨氏鱼（ Youngole-

 pis ）［37］
和奇异鱼（ Diabolepis ）［38］

的研究，在国际学术

界引发了新一轮关于肉鳍鱼类系统演化与四足动物

起源方面的热烈争论和反思。张弥曼等
［39］

在曲靖

发现的肯氏鱼（ Kenichthys ）被认为是四足形动物

（ Tetrapodom  orphs ）最基干的属种
［40］

。最近，朱敏、

于小波等研究了另 3 个更原始的早期肉鳍鱼类———

斑鳞鱼（ Psarolepis ）［41 ～45 ］
、无孔鱼（ Achoania ）［46］

和

蝶柱鱼（ Styloichthys ）［47］
。相关成果在英国  Nature 

杂志上连续发表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相当程度的关

注。新发现的斑鳞鱼和无孔鱼兼具肉鳍鱼类和辐鳍

鱼类的特征，保留了相当多的硬骨鱼类祖先的特征，

它们的发现为探讨硬骨鱼类的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

的资料。蝶柱鱼被认为是最接近四足动物与肺鱼类

共同祖先的原始肉鳍鱼，其研究同时表明，与肺鱼类

相比，现生的空棘鱼类只能算是四足动物的远亲。

大量原始肉鳍鱼类化石在云南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

中国南方是肉鳍鱼类的起源中心［46］。在我国云南

境内迄今已记述的古生代中期的肉鳍鱼类化石计有

10 属 9 种，以及 3 个未定种、2 个未定属种，它们主

要产出于早、中泥盆世地层当中。

5　今后研究重点与展望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云南已成为世界瞩目的早

期脊椎动物化石宝库，若干重要门类（如脊椎动物、

盾皮鱼类、硬骨鱼类和肉鳍鱼类）的起源需要到云

南寻找答案，研究潜力巨大，是我国乃至全世界古脊

椎动物学研究的重点地区。在探索生物演化格局的

同时，要加强对演化机制、环境以及古地理背景的研

究，强调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因此，今后重点的研

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5.1　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与演化格局的研究

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是古脊椎动物学的一个研

究基础，主要通过比较不同脊椎动物类群的形态结

构与生理机能，进而找出生物特征之间的同源关系，

阐明特征演化的格局；并在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

脊椎动物的演化格局。

在演化生物学研究中，古生物学是支柱学科之

一。由于在地质历史进程中，大量的生物种类已经

灭绝。以现生生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演化谱系中存

在很多“演化的缺环”。因此，要理清生物演化的格

局，必须加强对古生物学的研究。化石同时也是生

物演化的实证。

然而，地质记录的不完整性一直困扰着古生物

学家。对古脊椎动物学家来说，始终有 2 项中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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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一是发现更多的化石类型；二是尽可能多地从现

有化石材料中提取生物特征方面的信息。我国云南

拥有世界上出现时代最早、门类最齐全的古生代中

期的鱼类化石，这为我们开展早期脊椎动物化石的

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有关比较解剖学工作的深

入开展（数字化三维复原，古组织学等）将为阐明脊

椎动物的早期演化历史、弄清脊椎动物重大适应性

状的出现序列提供重要资料。

5.2　演化的环境背景

生物演化是生命科学研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生物的类型、多样性、生态分异、生物特征演化、生物

量等都时时反映在生命演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动

态之中。所有这些变化无不与外界环境密切关联。

显生宙以来的进程已经充分证明生物与环境确实是

同步演变的，生物一方面通过自身的演化不断适应

环境的演变，另一方面又能以不同于无机环境因子

的方式对周围环境发挥有力的影响。

古生代中期是一个生物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时

期，鱼类等早期脊椎动物的大量出现、适应辐射发展

就是在该时期完成的。鱼类的一些重大适应性状的

演化无不与当时的古地理格局、古气候演变以及海

陆变迁等外界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基于这一认识，

2002 年朱敏与澳大利亚  G.  C.  Young 博士向国际

地质对比计划（ IGCP ）科学委员会申请了一个新的

 IGCP 项目———中古生代脊椎动物生物地理学、古地

理学及古气候变迁。该项目（ IGCP  491 项目，

2003 —2007 ）目前已获批准。 IGCP  491 项目（网站

为  http ：//paleoworld. net ）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并应用

一个综合性、全球性的古生物数据库（早期脊椎动

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为了解全球“鱼类时

代”陆地生态系统的多样化及其与大气组成、气候

变迁和生物绝灭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一个理论

框架。全球广布的志留系及泥盆系中保留了众多的

鱼类化石，我国云南更是得天独厚，不仅志留纪、泥

盆纪地层沉积完整、连续，而且鱼类化石丰富、门类

全、出现时代早，这为早期脊椎动物的系统演化，鱼

类与环境各自在关键时期的动态演变过程，以及它

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协同演化关系等一系

列重大前沿课题的开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例。中

国在  IGCP491 项目中将承担重要责任。鱼类的早

期演化及相关的环境背景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当今古

生物科学研究的前沿，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古生代

中期丰富的鱼类化石资料，在早期脊椎动物系统演

化、古地理与古气候等方面做出原创性的成果。

5.3　生物地层学

我国云南中古生代非海相地层发育，岩相类型

多样，地层划分对比历来存在争议。鱼类的系统演

化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环境背景的研究同样也离不开

精确的地层格架系统。古生代中期高精度地层框架

的建立，将会为鱼类早期演化及古环境变迁的研究

提供有力的保障。我国志留纪、泥盆纪非海相地层

在这方面还需做很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5.4　加强与生物学的融合探讨有关演化机制问题

从整体来说，现今的古生物学已开始从经验性

学科或描述性古生物学向理论性古生物学转化。多

学科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研究，已成为 21 世纪古生

物学向前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

演化—发育生物学
［48］

是近年来在国外迅速崛

起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以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和发育生物学的交叉互动为契机，通过化石、胚胎和

基因调控等多方面研究成果的相互验证，在宏观模

式和微观机制的不同层次上，综合古生物学、发育生

物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探索主

要生物门类起源、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动植物形体式

样变迁、演化与环境相互作用等一系列重大疑难问

题，为现代古生物学与生物学理论框架的融合发展

带来无限的生机。云南早期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进

展已使一些重要脊椎动物类群（如脊椎动物、硬骨

鱼类等）的起源成为当前演化生物学关注的重点，

通过与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的交叉，并加强对环

境背景的研究，有可能推动我国古生物学与演化生

物学研究理论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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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UDY  OF EARLY  VERTEBRATES IN  YUNNAN ， CHIN  A 

 ZHAO  W en- jin ， ZHU Min 
（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  eoanthropology ， CAS ， Bei jing 100044 ， China ）

 Abstract ： The  occurrence  of early vertebrate fossils （ m ainly  Silurian  and   Devonian  fishes ） in   Yunnan ， south-
 w estern  China  has  been  known for  alm ost  a centu  ry.  But only during  recentdecades  have  these  f  ishes  received  the 
 detailed  system  atic studies  and  drawn m uch  at  tention  on  accountoftheir diversity and  the  r  elatively early geological 
 horizons atwhich  they  occurred.

 The   Silurian  vertebrate  faunas  are known  from  several  localities  in   Qu jing ， eastern  Yunnan ， from  sequences 
 which  are predom  inantly  near- shore m arine  an  d range  from  the   W enlock  to  the  pridoli in  age.  A  n arthrodire- like 
 fish  from  the   Yue jiadashan  form ation （ W enlock ）  of  the   Xundian   County  represents one  of  the  ear  liest  representa-
 tives  ofplacoderm s and  m ightthrow  som  e light  s on  the  origin  and  early evolution  ofplacoder  m s.  The  early form s of 
 antiarch  placoderm s are also  known from  this r  egion.  The  m icrovertebrate fossils ， in  association  w ith  brachiopods ，
 trilobites  and  conodonts ， include  thelodonts ， acanthodians  and  bony  fishes ， and  provide  a taxonom  ic  database  for 
 the  bio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The   Devonian  vertebrates  are known  from  over  t  w enty  localities  throughout  Yunnan.  On the  pa  leogeographic 
 setting ， these  fossilsites  can  be  referred  to tw o early  vertebrate provinces ： the   South  China   Province  in the  east  and 
 the   Sibum asu   Province  in  the  w est.  The   Early  De  vonian  fishes  are m ainly from  the   South   China   P  rovince  and  show 
 the  strong  endem  ism  w ith  galeaspid  agnathans  and  yunnanolepid  placoderm s.  The  discoverie  s of   Early   Devonian 
 Youngolepis ， Diabolepis ， Kenichthys ， Psarolepis ， Achoania ， and   Styloichthys  highlight the  im portance  of  Yunnan 
 as  a source  of early sarcopterygians ， and  suggest  that   South   China  m ay  be  the  place  of  origin  of  the   Sarcopterygii 

（ tetrapods ， coelacanths ， lungfishes  and  related  groups ）.  They  also  provide  the  crucialevidences  fort  he  origin  and 
 early evolution  of the   Osteichthyes （ bony  fishes  and  their descendants ）.  By the   Em sian ， the  verterbrate  faunas  of 
 Yunnan  appear  cosm  opolitan  as  the  diversity o  f the  endem  ic groups such  as  galeaspids and  yun  nanolepids suddenly 
 decreases.  The  detailed  taxonom  ic  descripti  ons  of the   Devonian  vertebrates  from   Yunnan  ov  er  the  last  forty  years ，
 lead  to a m a jor  increase  in  the  database  ofdesc  ribed  early vertebrate fossils ， which  are biogeographically and  bios-
 tratigraphically useful.

 Key  w ords ： Early vertebrates ； Silurian- Devonian ；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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