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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与进化》是高中生物学的必修模块之一。在本模块的各个章节中,科学地描述

了遗传的细胞基础、遗传的分子基础、遗传的基本规律、生物的变异、生物的进化等知

识。同 《必修1》一样,本模块也为你展示了在建立生物科学知识体系过程中重要的生

物科学实验,以及在生物科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及其研究成果。

通过模块中减数分裂、受精作用、基因突变、基因重组等知识的学习,有助于你认

识生命的延续和发展;通过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的学习,领悟假说—演绎的研究方法

并获得遗传规律的知识;通过建立减数分裂中染色体变化的模型及制作DNA双螺旋结

构模型,体会模拟及建立模型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搜集和交流有关现代遗传学发展的

资料,提高搜集信息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本模块的学习还有助于形成对立统一及生物

进化的观点:遗传变异在物种繁衍过程中的对立统一;生物的遗传变异与环境变化在进

化过程中的对立统一。遗传变异的有关原理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增进人类健康等方

面的价值,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你也有机会用显微镜观察细胞的减数分裂,低温诱

导植物染色体数目的变化,实际参与调查人群中的遗传病等实验。在学习了 《必修1》

后,再学习本模块,相信你对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的规律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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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ispower.  ———F.Bacon,England

第第11章章  遗遗传传因因子子的的发发现现

 本章整体感知
人类总是与知识一起进步、成长!

本本章章学学习习内内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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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因子的发现

孟德尔的豌豆

杂交实验(一)

一对相对性状的遗传实验

对分离现象的解释

对分离现象解释的验证

分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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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尔的豌豆

杂交实验(二)

两对相对性状的遗传实验

对自由组合现象的解释

对自由组合现象解释的验证

自由组合定律

孟德尔实验方法的启示

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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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章章学学习习目目标标

知识方面

1.分析孟德尔遗传实验的科学方法。

2.阐明基因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认同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以及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能力方面

性状分离比的模拟。

本本章章学学法法指指导导

怎样才能学好“遗传因子”的有关知识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理解这部分知识

的内容特点。本章的学习内容是按照孟德尔的探索过程由现象到本质,层层深入展开的。教

材首先介绍了孟德尔的杂交实验方法和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发现问题),接着,介绍了孟德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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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

实验现象进行的分析(提出假说),然后,介绍了对分离、自由组合现象解释的验证(验证假说),

最后,归纳总结出分离、自由组合定律(总结规律)。所以,我们在学习这部分知识时应沿着孟

德尔“实践—推理—再实践—得出规律”的思路,在每一步学习的过程中,首先要用心体会遗传

学的相关概念,如相对性状、显性性状、隐性性状、性状分离、自交、杂交等;其次要学习孟德尔

在实验中严谨的逻辑推理以及用数学统计学方法解决生物问题的思维方式;然后要学会用孟

德尔遗传规律去分析、推理、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生命遗传现象,做到活学活用;最后要学习

孟德尔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第1节 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一)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知人论世,设疑激趣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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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小区内散步时,总会看到

有几只小猫小狗四处乱窜,猫和狗都是

人们熟悉和喜爱的动物。一只黑色母猫

与一只白色公猫会生出一窝什么颜色的

小猫? 这窝小猫的颜色都一样吗? 猫在

产生后 代 时,其 毛 色 是 否 遵 循 一 定 的

规律?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自主学习十分重要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1.19世纪,许多科学家都致力于遗传

现象本质的研究,其中不乏佼佼者,如荷兰的

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奥地利的丘歇马克

和孟德尔,你知道他们中是谁首先揭示了遗

传的奥秘吗? 又是谁被后人称为“遗传学之

父”?

2.公牛与公牛、母牛与母牛可以生出小

牛犊吗? 当一朵花既有雄蕊又有雌蕊时能否

完成受粉? 当一朵花只有雄蕊或雌蕊时能否

完成受粉?

3.请仔细观察周围同学的脸型、眼皮、耳

垂的大小、鼻梁的高低、个头的高矮,在生物

学中,这些现象应该用什么概念来表述?

4.豌豆植株具有易于区分的性状,孟德

尔选取什么性状进行了实验? 他是如何实

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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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ingknowledgeissowinghappiness.  ———A.B.Nobel,Sweden

  5.2016年,“天宫二号”顺利实现与“神

舟十一号”飞船的对接任务,这个事实表明了

我国在航天领域的雄厚实力,充分证明了技

术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持。那么孟德尔对

其规律性的实验结果,又是如何自圆其说的?

自主测评
..........................................

自我检测一下学习效果

1.豌豆是严格的    传粉、   
受粉植物,避免了外来花粉的干扰。所以豌

豆在自然状态下一般是    的,用豌豆

做人工杂交实验,结果既可靠,又容易分析;

豌豆花大,方便    和    授粉;不

同品种的豌豆之间具有稳定遗传的、易于区

分的    ,如植株的高茎与    、

种子的圆粒与    、豆荚的饱满与  

  。

2.生物体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性等特

征称为     ,一种生物的同一种性状

的不同表现类型称为       。

3.

P     高茎 × 矮茎

↓

F1       高茎

↓췍

F2     高茎   矮茎

      787 ∶  277≈3∶1

P代表    ,F1代表     ,F2
代表     ,×代表    ,췍代表

    。孟德尔在这对相对性状的遗传

实验 中 发 现,亲 本 正 交 或 反 交 产 生 的

F1         ;F1自花传粉(也叫

    )得到的F2出现了高茎和矮茎两种

植株,这种现象叫做       。孟德

尔把F1中显现出来的性状叫做  ,

未显现出来的性状叫做  。

疑点归纳
..........................................

梳理问题,自我归纳

通过自学本节内容,你还有哪些未解决

的问题,请提出来并归纳在下表中。等待合

作学习时请同学帮助或提供给老师解决。

疑点1

疑点2

疑点3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训练合作能力,达到双赢目的

思考与讨论一

1.请举例说明什么是相对性状。狗的长

毛与猫的长毛是一对相对性状吗? 狗的长毛

与狗的蓝眼是一对相对性状吗? 狗的长毛与

狗的短毛是一对相对性状吗?

2.豌豆在自然情况下都是纯种,而孟德

尔违背自然规律,进行了一对相对性状的杂

交实验,他是如何实验的? 画图说明他的杂

交实验过程,并说出什么是性状、隐性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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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知识就是播种幸福。   ———诺贝尔

显性性状、性状分离。

3.孟德尔分别对豌豆的7对相对性状进

行了实验,无论对哪一对性状进行实验,其实

验结果都出奇的相似。F1总表现一个亲本

的性状,这使孟德尔很疑惑,带着这样的疑

惑,他让F1植株自交,结果F2中出现了F1未

显现出来的性状,且F2表现出明显的3∶1的

性状分离比,对这一现象的产生,孟德尔做何

解释?

4.作为一种正确的假说,不仅能解释已

有的实验结果,还应该能够预测另一些实验

结果。孟德尔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实

践证明又如何?

思考与讨论二

1.请说出“性状分离比的模拟”的实验原

理是什么。

2.在“性状分离比的模拟”实验中,为什

么每次抓取的彩球还要放回原来的小桶内并

摇匀?

指导要求
..........................................

给你一点阅读提示

1.遗传学中,“相对性状”的概念比较重

要,理解“相对性状”时必须抓住以下3点:

“同种生物”“同一性状”“不同表现类型”。

2.显隐性判断的方法:

(1)定义法:具有相对性状的两个纯合亲

本杂交,F1显现出来的性状为显性性状,F1
未显现出来的那个性状为隐性性状。例如:

纯种的黑色家兔与纯种的褐色家兔作亲本杂

交,若F1表现为黑色,那么黑色就是显性,褐

色就是隐性。可用公式表示为A×B→A,A
为显性性状,B为隐性性状。

(2)自交法:据“杂合子自交后代出现性

状分离”可知,新出现的性状为隐性性状。如

黑色×黑色→黑色、褐色,则褐色是隐性性

状。可用公式表示为 A췍A→A、B,则B为

隐性性状。

3.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决定的,体

细胞中遗传因子是成对存在的。生物体在形

成生殖细胞———配子时,成对的遗传因子彼

此分离,分别进入不同的配子中,配子中只含

有每对遗传因子中的一个。受精时,雌雄配

子随机结合。例如:纯合的高茎豌豆其遗传

因子组成为DD,它只形成含D的一种配子,

而杂合的高茎豌豆其遗传因子组成为Dd,它

可以形成 D、d两种配子。如 DD和 Dd杂

交,其杂交图解如下:

4.测交法是让F1与隐性纯合子杂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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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inlivingandhighthinking.  ———W.Wordsworth,England

以杂交亲本之一必须是隐性纯合子。测交法

可以用于检测 F1的遗传因子组成及配子

类型。

5.纯合子与杂合子的比较和鉴定方法

纯合子 杂合子

特点

① 不 含 等 位 基

因;② 自 交 后 代

不发生性状分离

①至少含一对等

位基 因;② 自 交

后代会发生性状

分离

实
验
鉴
定

测交

纯合子×隐性类型

↓

测交后代只有一种

类型(表现型一致)

杂合子×隐性类型

↓

测交后代出现性状

分离      

自交

纯合子

↓췍

自交后代不发生性

状分离     

杂合子

↓췍

自交后代会发生性

状分离     

花 粉 鉴

定方法

花粉的基因型只

有一种

花粉的基因型至

少有两种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深入地探究,大方地展示吧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1.孟德尔分离定律的发现体现了什么样

的科学方法? 请举例说明。

2.已知豌豆的高茎D对矮茎d为显性,

现有多株高茎豌豆与多株矮茎豌豆,它们之

间随机交配的方式有几种? 随机交配的后代

其遗传因子组成及性状表现分别是什么?

3.孟德尔的分离定律中是什么物质的分

离? 何时分离?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1.某地开发培育出一种水果,它的果皮

有紫色的,也有绿色的。现在为了鉴别该果

皮颜色的显隐性,用紫色果皮植株分别和绿

色果皮植株a、绿色果皮植株b进行杂交,结

果如下表所示:

组合

序号

杂交组

合类型

F1 性状表现和植株数目

紫色 绿色

①
紫色×
绿色a

210 280

②
紫色×
绿色b

0 280

判断上述性状中哪个是显性性状,哪个

是隐性性状。

2.一对正常的夫妻,生了一个患白化病

的女儿和一个正常的儿子,请思考以下问题:

(1)白化病是     性遗传病。

(2)该 正 常 儿 子 是 杂 合 子 的 概 率 为

      。 

3.实验室有一批豌豆种子,当年播种后,

所有植株全部表现为高茎,已知豌豆的高茎

(A)对矮茎(a)是显性性状,请推测亲本的遗

传因子组成有哪些。

思路指点

1.根据组合②绿色和紫色杂交,F1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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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朴素,情操高尚。   ———华兹华斯

性状表现全部是绿色,可推知绿色为显性,紫

色为隐性。

2.双亲正常,女儿患病,可推知该病为隐

性遗传病,则患病女儿的遗传因子组成为

aa,双亲的遗传因子组成均为 Aa,所以正常

儿子的遗传因子组成为1AA、2Aa,他是杂合

子的概率为2/3。

3.一对豌豆亲本的后代植株全部表现为

高茎,且高茎对矮茎为显性,则亲本之一的遗

传因子组成必须是显性纯合子 AA,而另一

个亲 本 的 遗 传 因 子 组 成 可 以 是 AA、Aa
或aa。

展示要求

展示时,要面对同学,声音要达到让每位

同学都听清楚的程度,理由阐述要准确,还要

允许其他同学质疑。

归纳小结
.....................................................................................................................

写写课内学习心得吧

将自己的小结与下面的小结进行对比,把你的成功之处写在下面的小结内或找一空白处

记录下来,有机会在班内交流或展示给同学看。

基
本
概
念

性状类

显性性状:具有相对性状的纯合亲本杂交,    显现出来的那个性状

隐性性状:具有相对性状的纯合亲本杂交,    未表现出来的那个性状

性状分离:    中同时出现    性状和    性状的现象

相对性状:一种生物的    性状的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表现类型

个体类
纯合子:         相同的个体

杂合子:         { 不同的个体

交配类

杂交:具有    遗传因子组成的亲本之间的交配

自交:遗传因子组成    的亲本之间的交配

测交:让F1 与         

ì

î

í

ï
ï

ïï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杂交

基
因
的
分
离
定
律

一
对
相
对
性
状
的
杂
交
实
验

实验现象:P:紫花×白花→F1:   花→F2:   花∶   花=   

实验特点
F1只表现出    

F2出现    且分离比为{     

理论解释:P:CC×cc→F1∶Cc
췍

C、c配子1∶1→
受精机会均等

F2:췍 췍췍——— ———1CC∶2Cc∶1cc
3   花∶1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花

测交

(验证)

测交:杂交得到的后代(F1)与    性纯合体杂交的过程

目的:F1×隐性类型→测定F1基因型→验证对分离现象解释的正确性

分析:如解释正确,应有Cc×cc→Cc∶cc=   ∶   的结果

实验:F1×白花→85株紫∶81株白

结论:杂交实验的数据与理论分析相符,即测得F1的基因型为Cc,从而证明对分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离现象理论解释是正确的

分离定律:在生物的体细胞中,控制    性状的遗传因子成对存在,不相    ;在

     形成配子时,    的遗传因子发生    ,分离后的遗传因子分别进入

         的配子中,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随配子遗传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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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istheschoolofmankind.  ———E.Burke,England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能力从训练中获得,水平在质疑中提高

基础反思
..........................................

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1.下列各项属于相对性状的是 (  )

A.豌豆的黄粒和圆粒

B.鸡羽毛的芦花和非芦花

C.豚鼠的短毛和粗毛

D.玉米的雄蕊和雌蕊

2.对于一对相对性状的遗传实验来说,

不是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  )

A.选作杂交实验的两亲本一定要是

纯种

B.所选的一对相对性状一定要有明显

的差异

C.一定要让显性亲本作为杂交的母本

D.一定要让两性亲本进行有性杂交

3.以下各种交配方式中一定属于自交的是

(  )

A.具有相同性状表现的个体间的交配

B.具有相对性状表现的个体间的交配

C.雌雄同株植物进行自花传粉

D.只有雌雄同体的个体才能自交

4.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

A.在杂种后代中,同时出现显性性状

和隐性性状的现象叫做性状分离

B.测交也可以用F1与显性纯合子杂交

进行

C.杂种后代中,一定出现性状分离

D.若杂交后代出现性状分离,则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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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是人类的学校。   ———伯 克

符合3∶1的分离比

5.将纯种高茎豌豆与纯种矮茎豌豆杂

交所得的全部种子播种后,待长出的植株开

花时,有的进行同株异花传粉,有的进行异

株异花传粉,有的让其自花传粉。三种传粉

方式所得的种子混合播种,长出的植株的性

状表现是 (  )

A.全部是高茎

B.高∶矮≈3∶1

C.A、B均有可能

D.无法判断

6.如图是白化病遗传系谱图,图中Ⅲ2
与患病的女性结婚,则生育患病男孩的概率是

(  )

A.1/4      B.1/3

C.1/8 D.1/6

7.下列有关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的叙

述,正确的是 (  )

A.孟德尔在豌豆开花后进行去雄和授

粉,实现亲本的杂交

B.孟德尔研究豌豆花的构造,但无需

考虑雌蕊、雄蕊的发育程度

C.孟德尔根据亲本中不同个体表现型

来判断亲本是否纯合

D.孟德尔利用了豌豆自花传粉、闭花

受粉的特性

8.在下列实例中,属于性状分离现象

的例子有 (  )

①高茎豌豆与矮茎豌豆杂交后代全为高

茎豌豆 ②红花植株与红花植株的交配后代

中,红花植株与白花植株分别占3/4和1/4

 ③某A型血的男青年与某B型血的女青

年结婚,他们所生子女均为AB型血 ④高

茎小麦自交,后代中有25%的矮茎小麦 

⑤体色透明的金鱼与体色不透明的普通金鱼

杂交,其后代全部为半透明的体色 ⑥粉红

色的茉莉进行人工自花传粉,其后代中约有

25%的植株开红花,25%的植株开白花,

50%的植株开粉红花

A.①③⑤ B.②④⑥

C.①②④ D.③⑤⑥

9.下图是红花豌豆和白花豌豆杂交图

解,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P表示     ,F1表示

    ,F2表示    ,F3表示  

    。图中×表示    ,췍表示 

   。

(2)图中 AA、Aa、aa表示    

       ,其中不同的遗传因子组成

是     。

(3)图中AA和Aa全是红花,这是由

于                。

(4)图 中 F1进 行 自 花 传 粉,可 产 生

    种 配 子,其 类 型 分 别 是   

  。

(5)根据F3性状表现说明,纯合体进

行自花传粉其后代能     遗传,杂

合体进行自花传粉其后代产生  。

10.家兔毛色的褐色和黑色是由一对遗

传因子控制的 (用B和b表示)。现有甲、

乙、丙、丁四只兔,甲和乙为黑色雌兔,丙

为黑色雄兔,丁为褐色雄兔。已知甲和丁交

配产下的F1全是黑色小兔;乙和丁交配产

下的F1中有褐色小兔。试分析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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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oodteacherisbetterthanthousandsofbooks.  ———Proverb

(1)在褐色与黑色这对相对性状中,属

于显性性状的是      。

(2)甲的遗传因子组成是    ,乙

的遗传因子组成是    ,丁的遗传因子

组成是    。

(3)利用甲、乙、丙、丁四只兔鉴别丙

兔遗传因子组成的方法是        

       。

能力测控
..........................................

知识与技能的结合

1.家猫的毛色是黑褐色对白色为显性。

两只黑褐色杂合体雌、雄猫交配后,一窝产

下了四只小猫。这四只小猫的毛色是(  )

A.三只黑褐色、一只白色

B.一只黑褐色、三只白色

C.四只全是黑褐色

D.以上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

2.若用玉米为实验材料验证孟德尔分

离定律,下列因素对得出正确实验结论影响

最小的是 (  )

A.所选实验材料是否为纯合子

B.所选相对性状的显隐性是否易于

区分

C.所选相对性状是否受一对等位基因

控制

D.是否严格遵守实验操作流程和统计

分析方法

3.已知一批胚的遗传因子组成为 AA
与 Aa的黄豆种子的数量之比为1∶2,将这

批种子种下去,自然状态下 (假设结实率相

等)其子一代中胚的遗传因子组成 AA、

Aa、aa之比是 (  )

A.4∶4∶1 B.3∶2∶1

C.3∶5∶1 D.1∶2∶1

4.豌豆的高茎对矮茎是显性,现将高

茎杂合子自交,后代既有高茎豌豆又有矮茎

豌豆,若后代全部高茎进行自交,则所有自

交后代的表现型之比是 (  )

A.3∶1∶5 B.5∶1

C.9∶6 D.1∶1

5.某二倍体植物中,抗病和感病这对

相对性状由一对等位基因控制,要确定这对

性状的显隐性关系,应该选用的杂交组合是

(  )

A.抗病株×感病株

B.抗病纯合子×感病纯合子

C.抗病株×抗病株,或感病株×感

病株

D.抗病纯合子×抗病纯合子,或感病

纯合子×感病纯合子

6.如果在一个种群中,遗传因子组成

为AA的比例占25%,遗传因子组成为Aa
的比例占50%,遗传因子组成为aa的比例

占25%。已知遗传因子组成是aa的个体失

去求偶繁殖能力,则随机交配一代后,子代

中aa的个体所占的比例为 (  )

A.1/16 B.1/9

C.1/8 D.1/4

7.番茄果肉颜色红色和紫色为一对相

对性状,红色为显性。杂合的红果肉的番茄

自交获得F1。将F1 中表现型为红果肉的番

茄自交得F2,以下叙述正确的是 (  )

A.F1 中无性状分离

B.F2 中性状分离比为3∶1

C.F2 红果肉个体中杂合体占2/5

D.在F2 首 先 出 现 能 稳 定 遗 传 的 紫

果肉

8.遗传因子组成为 Aa的豌豆连续自

交,下图能正确表示子代中杂合体所占比例

(纵坐标)与自交代数 (横坐标)之间关系

的曲线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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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教师, 胜过万本书。   ———谚 语

9.一对表现型正常的夫妇,有一个患

白化病的儿子,从理论上推算,他们的女儿

(表现型正常)与母亲遗传因子组成相同的概率是

(  )

A.0 B.1/2

C.2/3 D.1/4

10.牛的黑色对红色为显性,若要确定

一头黑色公牛的遗传因子组成是否纯合,最

好选择什么样的母牛与之交配 (  )

A.纯合黑母牛 B.杂合黑母牛

C.任意黑母牛 D.任意红母牛

11.水稻的非糯性对糯性是显性,将糯

性品种与杂合非糯性品种杂交,取F1的花

粉用碘液染色,凡非糯性花粉呈蓝色,糯性

花粉呈棕红色,在显微镜下统计这两种花粉

的数量,非糯性与糯性的比例为    。

12.某学校生物小组在一块较为封闭的

低洼地里发现了一些野生植株,这些植株的

花色有红色和白色两种。同学们针对该植物

的花色,进行了遗传方式的探究。请根据实

验结果进行分析:

取90对亲本进行实验

分组 杂交组合 F1 表现型

A:30对亲本 红花×红花 36红花∶1白花

B:30对亲本 红花×白花 5红花∶1白花

C:30对亲本 白花×白花 全为白花

(1)从第一组花色遗传的结果来看,花

色隐性性状为    ,最可靠的依据是 

  组。

(2)若任取B组的一株亲本红色植株

使其自交,其子一代表现型的情况是   

     。

(3)由B组可以判定,该种群中显性

纯合子与杂合子的比例约为    。

13.玉米幼苗绿色和白色是一对相对性

状 (用A和a表示)。现用两个杂合子自交

所产生的种子做实验,将400粒种子播种在

暗处,另400粒种子种在向阳处。种子萌发

后统计幼苗的性状表现类型,结果如下表所

示。试问:

环境 绿色幼苗株数 白色幼苗株数

黑暗 0 391

有光 299 88

(1)这 对 相 对 性 状 中,显 性 性 状 是

     。 
(2)种在暗处的幼苗全部为白色的原因是

 。

(3)有光处的绿色幼苗株数远大于白色

幼苗株数的原因是  

 

           。

(4)上述实验结果表明,生物的性状表

现除受遗传因子控制外,      对其

也有一定影响。

14.现有两个纯合的某作物品种:抗病

高茎 (易倒伏)和感病矮茎 (抗倒伏)品

种。已知抗病对感病为显性,高茎对矮茎为

显性,但对于控制这两对相对性状的基因所

知甚少。回答下列问题:

(1)在育种实践中,若利用这两个品种

进行杂交育种,一般来说,育种目的是获得

具有 优良性状的新品种。

(2)杂交育种前,为了确定F2 的种植

规模,需要正确预测杂交结果。若按照孟德

尔遗传定律来预测杂交结果,需要满足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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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learning, withouteyes.  ———Proverb

条件:其一是抗病与感病这对相对性状受一

对等位基因控制,且符合分离定律;其余两

个条件是               

            。

(3)为了确定控制上述这两对性状的基

因是否满足上述3个条件,可用测交实验来

进行检验。请简要写出该测交实验的过程。

拓展创新
..........................................

重现过程与方法

1.在一些性状的遗传中,具有某种遗

传因子组成的合子不能完成胚胎发育,导致

后代中不存在该遗传因子组成的个体,从而

使性状的分离比例发生变化。小鼠毛色的遗

传就是一个例子。

A.黑色鼠与黑色鼠杂交,后代全部为

黑色鼠;

B.黄色鼠与黄色鼠杂交,后代黄色鼠

与黑色鼠的比例为2∶1;

C.黄色鼠与黑色鼠杂交,后代黄色鼠

与黑色鼠的比例为1∶1。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回答下列问题:

(控制毛色的显性遗传因子用A表示,隐性

遗传因子用a表示)
(1)黄色鼠的遗传因子组成是   ,

黑色鼠的遗传因子组成是    。
(2)推测不能完成胚胎发育的合子的遗

传因子组成是    。
(3)写出上述B、C两个杂交组合的遗

传图解。

2.某校高一年级同学用牵牛花做杂交

实验,高二时得到了子代,实验结果如下表

所示:

班级 父本 母本 子代

一班 1株红花1株红花
298株红花、

101株蓝花

二班 1株蓝花1株蓝花

红 花、蓝 花 (没

有意识到要统计

数量比)

三班 1株红花1株蓝花

红 花、蓝 花 (没

有意识到要统计

数量比)

四班 1株红花1株红花 全红花

(1)若四个班的同学没有进行交流,且

均 以 为 花 色 仅 受 一 对 等 位 基 因 控 制,
则   班和   班对显隐性的判断刚好

相反。
(2)四个班经过交流后,对该现象提出

了两种可能的假说:
假说一:花色性状由三个复等位基因

(A+、A、a)控制,其中A决定蓝色,A+

和a都决定红色,A+ 相对于A、a是显性,

A相对于a是显性。若该假说正确,则一班

同学所用的两株亲代红花的基因型组合方式

可能为①  ×  ,②  ×  两种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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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知识就是盲人。   ———谚 语

假说二:花色性状由三个复等位基因

(A、a1、a2)控制,只有a1和a2在一起时,
才会表现为蓝色,其他情况均为红色,A
相对于a1、a2为显性。若该假说正确,请写

出一班同学实验的遗传图解。

(3)将一班F1中的蓝色花进行自交得

一班F2,将二班F1中的红色花自交得二班

F2,到了高三,统计得到一班F2中红花个

体和蓝花个体各占一半,则一班同学可以据

此判断假说    (填 “一”或 “二”)

是对的,并且可推测二班F2中的基因型及

比例为        。同学们探索此牵

牛花花色遗传方式的这种思路在科学研究中

被称为        法。

3.已知纯种的粳稻和糯稻杂交,F1全

为粳稻。粳稻中含有直链淀粉,遇碘呈蓝黑

色 (其花粉粒的颜色反应也相同),糯稻含

支链淀粉,遇碘呈红褐色 (其花粉粒的颜色

反应也相同)。现有一批纯种粳稻和糯稻,

以及一些碘液。请设计实验方案验证分离定

律 (实验过程中可自由取用必要实验器材,

遗传因子用 M和m表示)。

实验方法:  。

实验步骤:(1)  

        ;

(2)  

 。

实验预期现象:  

 。

对实验现象的解释:  

 

 

 。

实验结论:  

 

 

        。

再生新疑
..........................................

回头看看很有必要

通过本节的学习,你已经了解了一对相

对性状的杂交实验,但是任何一个生物个体

都不止表现出一种性状,而是很多种性状的

集合体。那么当含多种性状的生物体产生后

代时,又会表现出怎样的现象,遵循怎样的

遗传规律? 你将在本章第2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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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domisbetterthangoldorsilver.  ———Proverb

第2节 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二)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 引领目标
知人论世,设疑激趣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世纪90年代,跨国婚姻很具诱

惑力。如果黑发褐眼的中国人与金发碧

眼的美国人结婚,他们的孩子会是什么

样子? 仅考虑头发或眼睛的遗传应遵循

什么规律? 同时考虑两种性状的遗传又

遵循什么规律?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 初探问题
自主学习十分重要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1.1是最小的正整数,比1大的最小

正整数是几呢? 孟德尔继一对相对性状之

后,又做了什么样的实验?

2.通过对孟德尔分离定律的学习,我

们了解了孟德尔的实验方法,你能否借鉴相

同的方法来学习孟德 尔 两 对 相 对 性 状 的

实验?

3.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坚持内因

和外因相结合的原则。你能说出孟德尔获得

成功的原因吗?

4.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可能有

不同的观点,孟德尔的工作在当时并没有被

世人理解,30多年后才重新被人们所认识,

并被其他许多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后来的科

学家又对其观点进行了继承、发展、完善,

他们在哪些方面使孟德尔的遗传规律得到了

完善?

自主测评
..........................................

自我检测一下学习效果

1.两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

P     黄色圆粒×绿色皱粒

         ↓
F1       黄色圆粒

         ↓췍
F2 表现型: ∶黄色皱粒∶绿色圆粒

∶
F2 表现型比值:9∶3∶3∶1
F2 中: 黄色∶绿色≈3∶1 圆滑∶皱缩≈3∶1

2.对自由组合现象的解释

(1)两对相对性状是由    遗传

因子控制的,即黄色和绿色分别由遗传因子

Y、y控制,圆滑和皱缩分别由遗传因子R、

r控制。
(2)两对相对性状的遗传过程中,其中

每一对相对性状的遗传依然遵循   
  。

(3)F1 产 生 配 子 时,每 对 遗 传 因 子

     ,不同对的遗传因子可以   
  。受精时雌雄配子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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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胜过金银。   ———谚 语

(4)遗传图解:

雄配子

雌配子
   yR Yr yr

YR YYRR       YyRr
      yyRR YyRr    
      YyRr YYrr Yyrr
   YyRr    Yyrr yyrr
(5)由上图可知:F1产生的雌雄配子

各有4种:        ,它们之间的

比例是         。受精时各种雌

雄配子结合的机会均等。雌雄配子的结合方

式有   种,F2基因型有    种;
F2表现型有   种:黄色圆粒、黄色皱

粒、绿色圆粒、绿色皱粒,且比例是   
     。

3.对自由组合现象解释的验证

(1)验证方法:     
(2)预测:

P        F1 (YyRr)× 绿 皱

(yyrr)

          ↓      ↓

配子               yr

测交后代基因型:YyRr∶Yyrr∶yyRr∶yyrr

测交后代表现型:黄圆∶黄皱∶绿圆∶绿皱

     比例: 1 ∶1 ∶1 ∶1

(3)实验结果:正反交结果与理论预测

相符,说明孟德尔对      的解释

是正确的。

4.自由组合定律

控制不同性状的遗传因子的    和

    是互不干扰的;在形成配子时,决

定同一性状的成对的遗传因子彼此   ,

决定不同性状的遗传因子     。

疑点归纳
..........................................

梳理问题,自我归纳

通过自学本节内容,你还有哪些未解决

的问题,请提出来并归纳在下表中。等待合

作学习时请同学帮助或提供给老师解决。

疑点1

疑点2

疑点3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训练合作能力,达到双赢目的

思考与讨论

1.孟德尔选择的两对相对性状分别是

什么? 亲本的表现型是什么? 亲本杂交后代

F1的表现型是什么? 由此能推出每一对性

状的显隐性关系吗? F1是通过自交还是杂

交产生F2的? F2中有与亲本表现型不同的

个体吗? 在 F2中,每一对性状 的 比 例 是

多少?

2.孟德尔对F2中出现9∶3∶3∶1的数量

比是如何解释的?

3.孟德尔演绎推理了一个怎样的实验

来说 明 其 假 说 的 正 确 性? 实 验 证 明 又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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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watersrundeep.  ———Proverb

何呢?

4.豌豆的高茎和矮茎的基因型分别是

什么? D和D是什么关系? D和d是什么

关系?

指导要求
..........................................

给你一点阅读提示

1.(1)亲本的性状是黄色圆粒和绿色

皱粒,F2中出现了4种表现型:黄色圆粒、

黄色皱粒、绿色圆粒、绿色皱粒,其中黄色

皱粒和绿色圆粒是F2中不同于亲本的表现

型,故黄色皱粒和绿色圆粒叫做性状重组

类型。

(2)在F2中,如果对每一对性状进行

单独的分析,如单纯考虑圆粒和皱粒或黄色

和绿色一对相对性状时,其性状的数量比是

圆粒∶皱粒= (315+108)∶(101+32)≈3∶1;

黄色∶绿色= (315+101)∶(108+32)≈3∶1,即

每对性状的遗传都遵循了分离定律。从数学角

度看,(3∶1)2的展开式为9∶3∶3∶1,即9∶3∶3∶1的

比例可以表示为3∶1的乘积。

2.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决定的,

如纯种黄色圆粒和纯种绿色皱粒的遗传因子

组成分别是YYRR和yyrr,它们产生F1的

遗传因子组成是 YyRr,F1在产生配子时,

每对遗传因子彼此分离,不同对的遗传因子

可以自由组合。这样F1产生的雌配子和雄

配子各有4种:YR、Yr、yR、yr,它们之

间的数量比为1∶1∶1∶1。受精时,雌雄配子

的结合是随机的,雌雄配子的结合方式有

16种;遗 传 因 子 的 组 合 方 式 有 9 种:

YYRR、 YYRr、 YyRR、 YyRr、 YYrr、

Yyrr、yyRR、yyRr、yyrr;性状表现为4
种:黄色圆粒、黄色皱粒、绿色圆粒、绿色

皱粒,它们之间的数量比是9∶3∶3∶1。

3.一对相对性状的测交实验,亲本之

一必须是一对隐性基因的纯合子;两对相对

性状的测交实验,亲本之一必须是两对隐性

基因的纯合子,依此类推。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深入地探究,大方地展示吧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1.请 利 用 棋 盘 法 说 明 F1 黄 色 圆 粒

(YyRr)产生的配子类型及F1自交后代F2
的基因型和表现型。

2.孟德尔的自由组合定律中能否体现

分离定律? 什么物质进行自由组合? 何时自

由组合?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1.豌豆的黄色 (Y)对绿色 (y)为显

性,圆粒 (R)对皱粒 (r)为显性,控制

这两对性状的基因独立遗传。现将纯种黄色

皱粒豌豆和纯种绿色圆粒豌豆作亲本杂交,

得到F1后,让F1自交获得F2,请问在F2中

表现型为重组类型所占的比例为    。

2.已知豌豆的高茎 (A)对矮茎 (a)

为显性,红花 (B)对白花 (b)为显性,

腋生花 (C)对顶生花 (c)为显性,控制

这三对性状的基因的分离和组合是互不干扰

的,求基因型为AaBbCc的豌豆可以产生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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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流深。   ———谚 语

种类型的配子?

3.已知多指是由显性基因P控制的,

先天性聋哑是由隐性基因d控制的,一对夫

妇的基因型为PpDd和ppDd,求他们的子

代中只患一种病的概率。

思路指点

1.纯种黄色皱粒豌豆与绿色圆粒豌豆

作亲本进行杂交实验,F2中出现的与两个

亲本表现型相同的性状组合 (如黄色皱粒、

绿色圆粒)即为亲本类型;出现由不同相对

性状之间自由组合而产生的与亲本表现型不

同的性状组合 (如黄色圆粒、绿色皱粒)即

为重组类型。

可见,亲本类型、重组类型是一个相对

概念,都是针对亲本表现型而言的。

2.生物的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体细

胞中基因是成对存在的,生物体形成生殖细

胞———配子时,成对的基因彼此分离,分别

进入不同的配子中,决定不同性状的基因自

由组合,如基因型为AaBbCc的个体产生的

配子类型的推算方法如下:

3.方法一 (棋盘法):已知一对夫妇的

基因型分别为PpDd和ppDd,他们产生的

配子类型及子代的基因型、表现型如下表

所示:

PpDd产生的配子

ppDd产生的配子
PD pD Pd pd

pD
PpDD

★多指不聋哑

ppDD
正常指不聋哑

PpDd

★多指不聋哑

ppDd
正常指不聋哑

pd
PpDd

★多指不聋哑

ppDd
正常指不聋哑

Ppdd
多指聋哑

ppdd

★正常指聋哑

从图中可看出只患一种病 (表中带有

★)占全部的1/2。

方法二 (分枝法):先分别求出亲本每

对性状杂交后代的基因型及表现型,如图

所示:

只患一种病,有2种情况,即患多指不

聋哑和正常指聋哑,所以只患一种病的概率

为1/2多指×3/4不聋哑+1/2正常指×

1/4聋哑。 
展示要求

展示时,要面对同学,声音要达到让每

位同学都听清楚的程度,理由阐述要准确,

还要允许其他同学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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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comesbutonceayear.  ———Proverb

归纳小结
.....................................................................................................................

写写课内学习心得吧

将自己的小结与下面的小结进行对比,把你的成功之处写在下面的小结内或找一空白处

记录下来,有机会在班内交流或展示给同学看。

基
因
的
自
由
组
合
定
律

两对相对

性状的遗

传实验

过程:黄色圆粒

P  (纯种)  × 
绿色皱粒

(纯种)    →F1 
黄色圆粒  
(杂种) 췍  ➝F2

  F2:     ∶绿色圆粒∶    ∶绿色皱粒=9∶3∶3∶1

特
点

①F1表现型全为          

②F2 有

两种亲本类型:黄色圆粒 (9/16),绿色皱粒 (    )
两种重组类型:绿色圆粒 (3/16),黄色皱粒 (    )

ì

î

í

ï
ï

ïï

{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显示出不同相对性状之间的自由组合

两
对
基
因
自
由
组
合
现
象
的
解
释

①豌豆的粒形和粒色是    对相对性状,分别受位于某两对等位基因 (用

 Y和y,R和r表示)的控制

②两亲本的基因型分别是YYRR和yyrr,分别产生    和    的配子

③杂交产生的F1基因型是YyRr,表现为    
④F1产生配子时,等位基因 (Y和y,R和r)彼此分离,非等位基因 (Y与R、

 r,y与R、r)自由组合而进入配子中,结果产生比值相等的雌、雄各四种配子

⑤F1的各种雄配子与各种雌配子结合机会均等,因此有16种受精结合方式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
  即F2有    种基因型,    种表现型 (比例接近于9∶3∶3∶1)

对 “解释”的验

证———测交F1 后代

基因型:YyRr∶Yyrr∶yyRr∶yyrr=    
表现型:黄色圆粒∶黄色皱粒∶绿色圆粒∶绿色皱粒=    
实验结果与预计结果一致,“解释”

ì

î

í

ï
ï

ïï 正确

测交图解:

基因自由

组合定律

控制不同性状的遗传因子的分离和组合是互不干扰的,在形成配子时,

 决定同一性状的成对的遗传因子      ,决定不同性状的遗

 传因子

ì

î

í

ï
ï

ïï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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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一年才一回。   ———谚 语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能力从训练中获得,水平在质疑中提高

基础反思
..........................................

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1.水稻高茎 (D)对矮茎 (d)为显

性,抗稻瘟病 (R)对易感稻瘟病 (r)为

显性,两对性状独立遗传,用一个易感病矮

茎品种与一个纯合抗病高茎杂交,F2中出

现既抗病又抗倒伏类型的基因型及其所占比例为

(  )

A.ddRR,1/8

B.ddRr,1/16

C.ddRR,1/16和ddRr,1/8

D.DDrr,1/16和DdRR,1/8

2.下列对基因型与表现型关系的叙述,

正确的是 (  )

A.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表现型相

同,基因型一定相同

B.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中,表现型相

同,基因型一定相同

C.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中,基因型相

同,表现型一定相同

D.基因型相同,表现型一定相同

3.豌豆黄色 (Y)对绿色 (y)呈显

性,圆粒 (R)对皱粒 (r)呈显性,这两

对基因是自由组合的,甲豌豆 (YyRr)与

乙豌豆杂交,其后代中黄圆、绿圆、黄皱、

绿皱4种表现型比例是3∶3∶1∶1,那么,乙

豌豆的基因型是 (  )

A.yyRr     B.YyRR

C.yyRR D.YyRr

4.下列有关纯合体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

A.由含相同基因的雌雄配子受精发育

而来

B.连续自交性状能稳定遗传

C.杂交后代一定是纯合体

D.不含等位基因

5.下表为3个不同小麦杂交组合及其

子代的表现型和植株数目:

组合

序号
杂交组合类型

子代的表现型和植株数目

抗病红

种皮

抗病白

种皮

感病红

种皮

感病白

种皮

一
抗病红种皮×
感病红种皮

416 138 410 135

二
抗病红种皮×
感病白种皮

180 184 178 182

三
感病红种皮×
感病白种皮

140 136 420 414

据表分析,下列推断错误的是 (  )

A.6个亲本都是杂合体

B.抗病对感病为显性

C.红种皮对白种皮为显性

D.这两对性状自由组合

6.南瓜 的 果 实 中 白 色 (W)对 黄 色

(w)为显性,盘状 (D)对球状 (d)为显

性,两对基因独立遗传。下列不同亲本组合

所产生的后代中,结白色球状果实最多的一组是

(  )

A. WwDd × wwdd B. WWdd

×WWdd

C. WwDd × wwDDD. WwDd

×WWDD

7.孟德尔的遗传规律不适合原核生物,

原因是 (  )

A.原核生物没有遗传因子

B.原核生物没有核物质

C.原核生物没有完善的细胞器

D.原核生物主要进行无性生殖

8.基因型为 AaBbCc和 AabbCc的两

个个体杂交 (无连锁无交换),求:

(1)双亲所产生配子的种类及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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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itselfisapleasure.  ———Proverb

(2)后代基因型种类及其比例。

(3)后代表现型种类及其比例。

(4)后代基因型为 AaBbcc的概率为

多少?

9.已知 玉 米 子 粒 黄 色 (A)对 白 色

(a)为显性,非糯 (B)对糯 (b)为显性,

这两对性状自由组合。请选用适宜的纯合亲

本进行一个杂交实验来验证:①子粒的黄色

与白色的遗传符合分离定律;②子粒的非糯

和糯的遗传符合分离定律;③以上两对性状

的遗传符合自由组合定律。要求:写出遗传

图解,并加以说明。

10.黄色圆粒豌豆和绿色圆粒豌豆杂

交,其子代表现型按每对相对性状进行统

计,如图所示。

请问杂交后代中:

(1)各种子代表现型及其在总数中所占

的比例为  

 。

(2)子 代 中 能 真 实 遗 传 的 占 总 数 的

    ,后代个体中自交能产生性状分离

的占    。

(3)表 现 型 中 重 组 类 型 占 的 比 例 为

    ,重组类型中能作为品种保留下来

的占      。

(4)实验中所用亲本的基因型为   

   。

能力测控
..........................................

知识与技能的结合

1.基因A、a和基因B、b分别位于不

同对的同源染色体上,一个亲本与aabb测

交,子代基因型为 AaBb和 Aabb,分离比

为1∶1,则这个亲本的基因型为 (  )

A.AABb     B.AaBb

C.AAbb D.AaBB

2.将纯合的野鼠色小鼠与棕色小鼠杂

交,F1 全部表现为野鼠色。F1 个体间相互交

配,F2 表现型及比例为野鼠色∶黄色∶黑色∶棕

色=9∶3∶3∶1。若 M、N为控制相关代谢途径

的显性基因,据此预测最合理的代谢途径是

(  )

 

A        B

 

C        D

3.两个亲本杂交,基因遗传遵循自由

组合定律,其子代的基因型是:1YYRR、

2YYRr、1YYrr、1YyRR、2YyRr、1Yyrr,

那么这两个亲本的基因型是 (  )

A.YYRR和YYRr

B.YYrr和YyRr

C.YYRr和YyRr

D.YyRr和Yyrr

4.基因型分别为ddEeFf和DdEeff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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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本身就是乐趣。   ———谚 语

两种豌豆杂交,在三对等位基因各自独立遗

传的条件下,其子代基因型不同于两个亲本

的个体数占全部子代的 (  )

A.1/4 B.3/8

C.5/8 D.3/4

5.在孟德尔两对相对性状杂交实验中,

F1 黄色圆粒豌豆 (YyRr)自交产生F2。下

列表述正确的是 (  )

A.F1 产生4个配子,比例为1∶1∶1∶1

B.F1 产生基因型为YR的卵细胞和基

因型为YR的精子数量之比为1∶1

C.基因自由组合定律是指F1 产生的

4种类型的精子和卵细胞可能自由

组合

D.F1 产生的精子中,基因型为YR和

基因型为yr的比例为1∶1

6.某种牛基因型为 AA的个体是红褐

色,基因型为aa的个体是红色,基因型为

Aa的公牛是红褐色,母牛则是红色。现有

一头红褐色母牛生了2头红色小牛,这2头

小牛的性别是 (  )

A.全为公牛 B.全为母牛

C.一公一母 D.无法确定

7.某种植物果实重量由三对等位基因

控制,这三对基因遵循自由组合定律,对果

实重量的增加效应相同且具叠加性。已知隐

性纯合子和显性纯合子果实重量分别为150g
和270g。现将三对基因均杂合的两植株杂

交,F1 中重量为190g的果实所占比例为

(  )

A.3/64 B.5/64

C.12/64 D.15/64

8.下列不是孟德尔遗传研究获得成功

的原因的是 (  )

A.选用豌豆作为杂交实验的材料

B.最先采用植物杂交实验的方法

C.从一对相对性状的遗传情况入手

D.用统计学方法对实验结果进行了

分析

9.一种鹰的羽毛有条纹和非条纹、黄

色和绿色的差异,已知决定颜色的显性基因

纯合子不能存活。下图显示了鹰羽毛的杂交

遗传,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  )

①绿色对黄色完全显性

②绿色对黄色不完全显性

③控制羽毛性状的两对基因不遵循自由

组合定律

④控制羽毛性状的两对基因遵循自由组

合定律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10.纯合高茎 (D)抗病 (E)水稻和

纯合矮茎 (d)易染病 (e)水稻杂交,在

F2中选育矮茎抗病类型,其最合乎理想的

基因型在F2中所占的比例为 (  )

A.1/16 B.2/16

C.3/16 D.4/16

11.番茄红果对黄果为显性,圆果对长

果为显性,且控制这两对性状的基因自由组

合,现用红色长果与黄色圆果番茄杂交,从

理论上分析,其后代的基因型不可能出现的比例是

(  )

A.1∶0 B.1∶2∶1

C.1∶1 D.1∶1∶1∶1

12.玉米基因型为 A _C_ R _ 的子粒

有色,其余均无色,每对基因独立遗传。一

有色子粒植株 X分别与aaccRR、AAccrr、

aaCCrr杂交,各获得50%、50%、25%的

有色子粒。则X的基因型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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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greatestdangerinlifeishavinganemptymind.  ———XiaoChunv

A.AaCcRR B.AACcRr

C.AaCCRr D.AaCcRr

13.有一种无毒蛇的体表花纹颜色由两

对基因 (D和d,H和h)控制,这两对基

因按自由组合定律遗传,与性别无关。花纹

颜色和基因型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基因

组合

D、H 同

时 存 在

(D H
型)

D存在,

H 不

存在

(D hh
型)

H存在,

D不存在

(ddH
型)

D 和 H
都 不 存

在(ddhh
型)

花纹

颜色

野 生 型

(黑色、橘

红色同时

存在)

橘红色 黑色 白色

现存在下列三个杂交组合,请回答:

甲:野生型×白色→F1:野生型,橘

红色,黑色,白色

乙:橘红色×橘红色→F1:橘红色,

白色

丙:黑色×橘红色→F1:全部都是野

生型

(1)甲 组 杂 交 方 式 在 遗 传 学 上 称 为

,属于假说—演绎法的

阶段,甲 组 杂 交 F1 四 种 表 现 型 比 例 是

。 
(2)让乙组后代F1 中橘红色无毒蛇与

另一纯合黑色无毒蛇杂交,杂交后代表现型

及比例在理论上是 。

(3)让丙组F1 中的雌雄个体交配,后

代表现为橘红色的有120条,那么表现为黑

色的杂合子理论上有 条。

(4)野生型与橘红色个体杂交,后代中

白色个体的概率最大 的 亲 本 基 因 型 组 合

为 。

14.某植物叶片的形状由多对基因控

制,一学生兴趣小组用一圆形叶个体与另一

圆形叶个体杂交,结果子代出现条形叶个

体,其比例为圆形叶∶条形叶=13∶3。就此

结果,同学们展开了讨论:

观点一:该性状受两对基因控制。

观点二:该性状有受三对基因控制的可

能性,需进一步验证。

观点三:该性状的遗传不遵循遗传的基

本定律。

请回答以下相关问题 (可依次用A、a,

B、b,D、d表示相关基因):

(1)以上观点明显错误的是  。

(2)持观点一的同学认为两亲本的基因

型分别是        ,遵循的遗传定

律有              。

(3)持观点二的同学认为条形叶是三对

等位基因均含显性基因时的表现型,即子代

中条形叶的基因型是          

 ,两亲本的基因型分别是       

            。

(4)就现有材料验证观点二,可将上述

子代中的一株条形叶个体进行    ,如

果后代出现圆形叶∶条形叶=   ,则观

点二可能正确。

拓展创新
..........................................

重现过程与方法

一对相对性状可受多对等位基因控制,

如某植物花的紫色 (显性)和白色 (隐性)。

科学家已从该种植物的一个紫花品系中选育

出了5个基因型不同的白花品系,且这5个

白花品系与该紫花品系都只有一对等位基因

存在差异。某同学在大量种植该紫花品系

时,偶然发现了1株白花植株,将其自交,

后代均表现为白花。请回答下列问题:

(1)假设上述植物花的紫色 (显性)和

白色 (隐性)这对相对性状受8对等位基因

控制,显性基因分别用 A、B、C、D、E、

F、G、H表示,则紫花品系的基因型为 

          ;上述5个白花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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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最大的危险就是有一个空虚的心灵。   ———萧楚女

之一的基因型可能为          

    (写出其中一种基因型即可)。

(2)假设该白花植株与紫花品系也只有

一对等位基因存在差异,若要通过杂交实验

来确定该白花植株是否属于上述5个白花品

系中的一个,则:

①该实验的思路:  

 。

②预期的实验结果及结论:  

 。

本本章章学学习习报报告告

  你已经学完第1章 “遗传因子的发现”,请你以 “基因”为主线,在下面的矩形方框内,

从知识、方法、能力等方面回顾并总结你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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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测试题
(建议在40分钟之内完成)

  

  一、选择题 (每小题2分,共48分)

1.有一位遗传学家,在实验中发现一

种显性致死现象,黄色毛皮的老鼠不能纯种

传代,可杂种传代,而灰色毛皮的老鼠能够

纯种传代。黄鼠与黄鼠交配,其后代黄鼠

2896只,灰鼠1235只,那么此交配中致死

个体出现的概率是 (  )

A.25%      B.33%

C.66.7% D.75%

2.豌豆中,当 A、B两个不同的显性

基因共同存在时才开红花。一株红花植株与

基因型为aaBb的植株杂交,子代中3/8开

红花;若让这一株红花植株自交,则自交后

代红花植株中,杂合体所占的比例为(  )

A.1/9 B.2/9

C.5/9 D.8/9

3.孟德尔对于遗传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是利用设计巧妙的实验否定了融合遗传方

式。为了验证孟德尔遗传方式的正确性,有

人用一株开红花的烟草和一株开白花的烟草

作为亲本进行实验。在下列预期结果中,支

持孟德尔遗传方式而否定融合遗传方式的是

(  )

A.红花亲本与白花亲本杂交的F1 全

为红花

B.红花亲本与白花亲本杂交的F1 全

为粉红花

C.红花亲本与白花亲本杂交的F2 按

照一定比例出现花色分离

D.红花亲本自交,子代全为红花;白

花亲本自交,子代全为白花

4.某种隐性遗传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

为1/2500。有一对夫妇均正常,其中一方

的母亲是该病患者。请问,这对夫妇的子女

患这种遗传病的可能性为 (  )

A.1/25 B.1/50

C.1/100 D.1/102

5.下列关于遗传实验和遗传规律的叙

述,正确的是 (  )

A.非等位基因之间自由组合,不存在

相互作用

B.杂合子与纯合子基因组成不同,性

状表现也不同

C.孟德尔巧妙设计的测交方法只能用

于检测F1 的基因型

D.F2 的3∶1性状分离比一定依赖于雌

雄配子的随机结合

6.黄瓜是雌雄同株单性花植物,果皮

的绿色和黄色是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的具有

完全显隐性关系的相对性状。从种群中选定

两个个体进行杂交,根据子代的表现型一定

能判断显隐性关系的是 (  )

A.绿色果皮植株自交和黄色果皮植株

自交

B.绿色果皮植株和黄色果皮植株正、

反交

C.绿色果皮植株自交和黄色果皮植株

与绿色果皮植株杂交

D.黄色果皮植株自交或绿色果皮植株

自交

7.基因型为AA的牛与杂种公牛表现

为有角,杂种母牛与基因型为aa的牛表现

为无角。现有一对有角牛交配,生下一头无

角牛,这头牛的性别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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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牛 B.母牛

C.公母都可以 D.无法确定

8.最能体现基因分离定律实质的是

(  )

A.F1显隐性之比为1∶0

B.F2显隐性之比为3∶1

C.F2的基因型之比为1∶2∶1

D.测交后代显隐性之比为1∶1

9.一匹雄性黑马与若干匹纯种枣红马

交配后,共生出20匹枣红马和23匹黑马。

下列叙述中最可能的是 (  )

①雄性黑马是杂合体 ②黑色是隐性性

状 ③枣红色是显性性状 ④枣红色是隐性

性状

A.①和④ B.②和③

C.①和③ D.②和④

10.在孟德尔两对相对性状杂交实验

中,F1黄 色 圆 粒 豌 豆 (YyRr)自 交 产 生

F2,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

A.F1产生4种配子,比例为1∶1∶1∶1

B.F1产生基因型为YR的卵细胞和基

因型为YR的精子的数量之比为1∶1

C.基因自由组合定律是指F1产生的

4种类型的精子和卵细胞可以自由

组合

D.F1产生的卵细胞中,基因型为 YR
和基因型为Yr的比例为1∶1

11.在F2中出现了黄色圆粒、黄色皱

粒、绿色圆粒、绿色皱粒4种表现型,其比

例为9∶3∶3∶1,与此无关的解释是 (  )

A.F1产生了4种比例相等的配子

B.雌配子和雄配子的数量相等

C.F1的4种雌雄配子自由组合

D.必须有足量的F2个体

12.已知小麦高茎 (T)对矮茎 (t)

为显性,抗病 (R)对易感病 (r)为显性,

这两对基因自由组合。现将一株表现型为高

茎、抗病的植株的花粉授给另一株表现型相

同的植株,所得后代表现型是高茎∶矮茎=

3∶1,抗病∶易感病=3∶1。根据以上实验结

果,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以上后代群体的表现型有4种

B.以上后代群体的基因型有9种

C.以上两株亲本可以分别通过不同杂

交组合获得

D.以上两株表现型相同的亲本,基因

型不相同

13.假若某植物种群足够大,可以随机

交配,没有迁入和迁出,基因不发生改变。

抗病基因R对易感病基因r为完全显性。现

种群中易感病植株rr占1/9,抗病植株RR
和Rr各占4/9,抗病植株可以正常开花和

结实,而易感病植株在开花前全部死亡。则

子一代中易感病植株占 (  )

A.1/9 B.1/16

C.4/81 D.1/8

14.某遗传病由独立遗传的两对等位基

因控制。已知Ⅰ1 基因型为AaBB,且Ⅱ2 与

Ⅱ3 婚配的子代不会患病。根据以下系谱

图,正确的推断是 (  )

A.Ⅰ3 的基因型一定为AABb

B.Ⅱ2 的基因型一定为aaBB

C.Ⅲ1 的 基 因 型 可 能 为 AaBb
或AABb

D.Ⅲ2 与基因型为AaBb的女性婚配,

子代患病的概率为3/16

15.纯合的黄色圆粒 (YYRR)豌豆与

绿色皱粒 (yyrr)豌豆杂交 (符合自由组合

规律),产生的F1自交,将F2中全部绿色圆

粒豌豆再种植自交,则F3中纯合的绿色圆

粒占F3的比例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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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B.1/4

C.7/12 D.1/8

16.下列有关基因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

定律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可以解释一切生物的遗传现象

B.体现在杂合子形成雌雄配子的过

程中

C.研究的是所有两对等位基因的遗传

行为

D.两个定律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17.玉米是雌雄同株、异花受粉植物,

可以接受本植株的花粉,也能接受其他植株

的花粉。在一块农田间行种植等数量基因型

为Aa和aa的玉米 (A和a分别控制显性性

状和隐性性状,且 AA、Aa表现型相同),

假定每株玉米结的子粒数目相同,收获的玉

米种下去,具有 A表现型和a表现型的玉

米比例应接近 (  )

A.1∶4 B.5∶11

C.1∶2 D.7∶9

18.一种观赏植物的花色由两对等位基

因控制,且两对等位基因自由组合。纯合的

蓝色品种与纯合的鲜红色品种杂交,F1为

蓝色;F1自交,F2为9蓝∶6紫∶1鲜红。若

将F2中的紫色植株用鲜红色植株授粉,则

后代表现型及其比例是 (  )

A.2鲜红∶1蓝 B.2紫∶1鲜红

C.1鲜红∶1紫 D.3紫∶1蓝

19.性状分离比的模拟实验中,如下图

准备了实验装置,棋子上标记的D、d代表

基因。实验时需分别从甲、乙中各随机抓取

一枚棋子,并记录字母。此操作模拟了

(  )

①等位基因的分离 ②染色体的复制 

③雌雄配子的随机结合 ④非等位基因的自

由组合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20.某生物的基因型是AaBBRr,三对

基因自由组合。该生物产生的配子类型有

(  )

A.ABR和aBR B.ABr和abR

C.aBR和AbR D.ABR和abR

21.喷瓜有雄株、雌株和两性植株,G
基因决定雄株,g基因决定两性植株,g-基

因决定雌株。G对g、g- 是显性,g对g-

是显性,如:Gg是雄株,gg-是两性植株,

g-g-是雌株。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

A.Gg和Gg-能杂交并产生雄株

B.一株两性植株的喷瓜最多可产生三

种配子

C.两性植株自交不可能产生雌株

D.两性植株群体内随机传粉,产生的

后代中,纯合子比例高于杂合子

22.假定五对等位基因自由组合,则杂

交组合 AaBBCcDDEe×AaBbCCddEe产生

的子代中,有一对等位基因杂合、四对等位

基因纯合的个体所占的比例是 (  )

A.1/32 B.1/16

C.1/8 D.1/4

23.水 稻 中 的 非 糯 性 (W)对 糯 性

(w)为显性,非糯性品系所含的淀粉遇碘

呈蓝褐色,糯性品系所含的淀粉遇碘呈红褐

色。下面是对纯种的非糯性与糯性水稻的杂

交后代的观察结果,其中能直接证明孟德尔

基因分离定律的一项是 (  )

A.杂交 后 亲 本 植 株 上 结 出 的 种 子

(F1)遇碘全部呈蓝褐色

B.F1产生的花粉遇碘后,一半呈蓝褐

色,一半呈红褐色

C.F1自交后结出的种子 (F2)遇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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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3/4呈蓝褐色,1/4呈红褐色

D.F1测交后所结出的种子 (F2)遇碘

后,一半呈蓝褐色,一半呈红褐色

24.AaBb和aaBb两个亲本杂交,两

对性状独立遗传,子一代表现型中重组类型

所占比例为 (  )

A.1/2 B.1/4

C.3/8 D.1/8
二、非选择题 (共52分)

1. (5分)如图为某种遗传病的系谱

图,致病基因为A或a,请分析后回答:

(1)该病是   性遗传病。

(2)Ⅰ-2和Ⅱ-3的基因型相同的概

率是    。

(3)Ⅱ-2的基因型是    。

(4)Ⅲ-2的基因型可能是    ,

他若与一携带致病基因的女子结婚,生出患

病女孩的可能性是    。

2.(5分)下图为某遗传病的系谱图,

该病受一对基因 (A、a)控制,据图回答

下列问题:

(1)控 制 该 病 的 是    性 致 病

基因。

(2) [2]的基因型是      ,

[7]的基因型是      。

(3)假如 [9]和 [10]结婚,则后代

出现这种病的概率是    。如果他们生

育的第一个孩子表现正常,那么他们再生育

一个正常孩子的概率是   。

3.(7分)某植物子粒颜色是由三对独

立遗传的基因共同决定的,其中基因型为

A_B_R_ 的子粒为红色,其余基因型的

子粒均无色。

(1)子粒红色的植株基因型有  种,

子粒无色的纯合植株基因型有   种。

(2)将一红色子粒植株甲与三株无色植

株杂交,结果如表,该红色植株甲的基因型

是       。

亲代
子代

红色子粒 无色子粒

甲×AAbbrr 517 531

甲×aaBBrr 263 749

甲×aabbRR 505 522

4. (7分)向日葵种子粒大 (B)对粒

小 (b)是 显 性,含 油 少 (S)对 含 油 多

(s)是显性,这两对等位基因按自由组合定

律遗传。今有粒大油少和粒小油多的两个纯

合体杂交,试回答下列问题:

(1)F2表现型有哪几种? 其比例如何?

(2)如获得F2种子544粒,按理论计

算,双显性纯种有多少粒? 双隐性纯种有多

少粒? 粒大油多的有多少粒?

(3)怎样才能培养出粒大油多又能稳定

遗传的新品种? (用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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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分)某农场牧养的羊群中有黑、

白两种毛色的羊,比率接近1∶3。已知毛色

受一对基因A、a控制。某牧民让两只白色

羊交配,后代中出现了一只黑色小公羊。请

回答:

(1)该 遗 传 中,哪 种 毛 色 为 显 性 ?

    。

(2)若在判断一只白色公羊是纯合体还

是杂 合 体 时,有 两 种 鉴 定 方 法,请 简 要

说明。

6.(10分)下表为孟德尔利用豌豆的7
对相对性状所做的杂交实验,其中大写的字

母为显性基因,表示该性状由显性基因控

制,请据表回答下列问题。

种子

形状

子叶

颜色

种皮

颜色

豆荚

形状

豆荚

颜色

花的

位置

茎的

高度

圆滑

A

黄色

B

灰色

C

饱满

D

绿色

E

叶腋

F

高茎

G
皱缩

a

绿色

b

白色

c

不饱满

d

黄色

e

茎顶

f

矮茎

g

(1)豌豆一般为纯种植物,这是因为豌

豆为               植

物,为了进行杂交实验,必须进行    

    、人工套袋和人工授粉。

(2)如果要做种子形状的杂交实验,孟

德尔所用豌豆的亲本的基因型为   

  。

(3)如果用灰色种皮的豌豆作父本,白

色种皮的豌豆作母本,它们杂交后所结种子

种皮的颜色为     。

(4)在杂交实验中,如果要研究豆荚的

形状和颜色,则亲本的基因型为     

    ,其中豆荚的形状在杂交过程中遵

循      定律。这两个亲本杂交得

到F1,F1产生的花粉粒的基因型及其比例

为              ,将F2
种 下 去 之 后,出 现 新 的 性 状 类 型 为

         和        ,

在这些新的性状类型中纯种所占的比例为

     。 

7.(6分)现有三个纯合品系的某自花

传粉植物:紫花、红花和白花,用这3个品

系做杂交实验,结果如下,结合实验结果分

析回答下列问题:

(1)紫花和红花性状受 对

基 因 控 制,甲 组 杂 交 亲 本 的 表 现 型 是

。 
(2)将乙组和丙组F1 紫花进行杂交,

后代表现型及比例是 。

(3)从丙组F1 植株上收获共3200粒种

子,将所有种子单独种植 (自交),理论上

有 植株能产生红花后代。

(4)请从题干的三个纯合品系中选择亲

本为实验材料,通过一次杂交实验鉴别出丙

组F2 中的杂合白花植株。

①实验步骤:  

 ;

②结果分析:若子代  ,

则为杂合白花植株。

8.(7分)甘蓝型油菜花色性状由三对

等位基因控制,三对等位基因独立遗传。花

色表现型与基因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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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型 白花 乳白花 黄花 金黄花

基因型AA_ _ _ _Aa_ _ _ _
aaB_ _ _

aa_ _ D_
aabbdd

请回答:

(1) 白 花 (AABBDD) × 黄 花

(aaBBDD),F1基因型是      ,F1
测交后代的花色表现型及比例是     

  。

(2)黄花 (aaBBDD)×金黄花,F1自

交,F2中黄花基因型有    种,其中

纯合个体占黄花的比例是    。

(3)甘蓝型油菜花色有观赏价值,欲同

时获得四种花色表现型的子一代,可选择基

因型为        的个体自交,理论

上子一代中比例最高的花色表现型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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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inlivingandhighthinking.  ———W.Wordsworth, England

第第22章章  基基因因和和染染色色体体的的关关系系

 本章整体感知
人类总是与知识一起进步、成长!

本本章章学学习习内内容容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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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基
因
和
染
色
体
的
关
系

减数分裂和

受精作用

减数分裂
精子的形成过程

卵细胞的形成过{ 程

受精作用
配子中染色体组合的多样性

受精作用的过程和实{
{

质

基因在染

色体上

萨顿的假说

基因位于染色体上的实验证据

孟德尔遗传规律的现代解

ì

î

í

ï
ï

ïï 释

伴性遗传

人类红绿色盲症

抗维生素D佝偻病

伴性遗传在实践中的应

ì

î

í

ï
ï

ïï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用

本本章章学学习习目目标标

知识方面

1.阐明细胞的减数分裂并模拟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变化。

2.举例说明配子的形成过程。

3.举例说明受精过程。

4.概述伴性遗传。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1.认同基因是物质实体。

2.认同观察、提出假说、实验的方法在建立科学理论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认同科学研究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大胆质疑和勤奋实践的精神,以及对科学的热爱。

能力方面

1.观察蝗虫精母细胞减数分裂固定装片。

2.建立减数分裂中染色体变化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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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朴素, 情操高尚。   ———华兹华斯

本本章章学学法法指指导导

怎样才能学好 “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的有关知识呢? 首先我们要对这部分知识有一个

整体的认识。本章以探究 “遗传因子在哪里?”作为线索,重点理解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

的变化、萨顿假说的推理过程和类比思维方法、摩尔根证明基因位于染色体上的过程和方

法、伴性遗传的特点和规律。由于减数分裂的整个过程是微观、动态、连续的变化,给正确

认知带来困难,因此既是学习的重点,又是学习的难点。伴性遗传规律则是对遗传规律的补

充和深化,也是对遗传规律的复习和梳理的过程。

对于减数分裂内容的学习,可以利用比较法,将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各个时期的图像进

行比较从而归纳总结出减数分裂的特点,同时可以列表比较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以及精子和

卵细胞的形成过程。对于伴性遗传的学习,要通过自主推理、主动体验学会分析、推理、归

纳、总结。

第1节 减数分裂和受精作用

一 减数分裂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 引领目标
知人论世,设疑激趣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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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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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某同学在用高倍显微镜观察一头公

牛的某一组织切片时,发现有些细胞内

的染色体与正常体细胞的相同,有些是

正常体细胞的二倍,有些是正常体细胞

的一半,试问该同学所观察的切片是什

么器官的切片? 为什么会出现染色体数

目的不同? 它们是处于有丝分裂的不同

时期吗? 如果不是,它们是通过什么过

程形成的? 该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该过

程与有丝分裂过程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 初探问题
自主学习十分重要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1.果蝇的配子染色体数是体细胞染色

体数的一半,想一想,果蝇的配子是通过有

丝分裂产生的吗? 有丝分裂的特点是什么?

2.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只复制一

次,而细胞分裂两次———减数第一次分裂、

减数第二次分裂。其中,染色体复制发生在

什么时候? 染色体数目的减半发生在减数第

几次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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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samanonlyamonghumanbeings.  ———Proverb

3.减数第一次分裂、减数第二次分裂

的主要特征分别有哪些?

自主测评
..........................................

自我检测一下学习效果

1.欲观察细胞减数分裂的过程,可选

用的材料是 (  )

A.马蛔虫的受精卵

B.成熟的花粉粒

C.小鼠睾丸

D.叶芽

2.减数分裂与有丝分裂相比,最大的

区别发生在减数第  次分裂,其中最为重

要的是同源染色体出现    并且   

   ,非同源染色体表现为     。

3.1个四分体=    对同源染色

体=    条染色体=    条染色单

体,包括=    个DNA分子。

疑点归纳
..........................................

梳理问题,自我归纳

通过自学本节内容,你还有哪些未解决

的问题,请提出来并归纳在下表中。等待合

作学习时请同学帮助或提供给老师解决。

疑点1

疑点2

疑点3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训练合作能力,达到双赢目的

思考与讨论一

1.同源染色体的形态大小一定相同吗?

形态大小相同的一定是同源染色体吗?

2.人体细胞中有23对同源染色体。那

么,人的精原细胞中有多少对同源染色体?

减数 分 裂 过 程 中,联 会 后 可 形 成 几 个 四

分体?

3.同源染色体与四分体在数量上存在

什么关系?

思考与讨论二

1.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数目减半的

原因是什么? 能不能说 “减数分裂实际上是

特殊方式的有丝分裂”?

2.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与DNA的

数目始终保持一致吗? 请完成下面的表格以

及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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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在人们中间才能成为人。   ———谚 语

减数分裂中染色体数量和DNA数量变化表

精 (卵)

原细胞

初级精

(卵)母

细胞

次级精 (卵)

母细胞

前、中期 后期

精子或

卵细胞

染色

体数
2N

DNA分

子数
2N

减数分裂中染色体数量和DNA数量变化曲线

3.精子和卵细胞形成过程完全相同吗?

4.观察蝗虫精母细胞减数分裂固定装

片时,你能观察到细胞连续分裂的过程吗?

为什么?

指导要求
..........................................

给你一点阅读提示

1.一条染色体复制后出现两条姐妹染

色单体,这两条姐妹染色单体的形态、大小

均相同。

2.一个四分体是联会的一对同源染色

体,其上有四条染色单体。

3.同源染色体既存在于减数分裂过程

中,也存在于有丝分裂过程中,但在有丝分

裂过程中没有同源染色体的联会和分离等行

为变化。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深入地探究,大方地展示吧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1.在减数分裂中细胞质均等分裂一定

发生在精子形成过程中吗? 如何判断不均等

分裂的某个细胞是初级卵母细胞还是次级卵

母细胞?

2.若减数分裂过程中发生异常情况,

比如减数第一次分裂时联会的同源染色体,

有一对没有分别移向两极而是集中到一个次

级精 (卵)母细胞中,再经过减数第二次分

裂产生的精子或卵细胞中的染色体数目还是

体细胞的一半吗? 再如减数分裂过程 (无论

是第一次分裂还是第二次分裂)中,染色体

已移向细胞两极,但因某种原因细胞未分裂

成两个子细胞,那么精子或卵细胞中的染色

体数目还是体细胞的一半吗? 如果不是体细

胞的一半会造成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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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isahistoryinallmen’slives.  ———W.Shakespeare, England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1.下图为高等动物的细胞分裂示意图,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图甲一定为次级精母细胞

B.图乙一定为初级精母细胞

C.图丙为次级卵母细胞或极体

D.图丙中的 M、m为一对同源染色体

2.观察到的某生物 (2n=6)减数第

二次分裂后期的细胞如图所示。下列解释合理的是

(  )

  A.减数第一次分裂中有一对染色体没

有相互分离

B.减数第二次分裂中有一对染色单体

没有相互分离

C.减数第一次分裂前有一条染色体多

复制一次

D.减数第二次分裂前有一条染色体多

复制一次

思路指点

该生物体细胞中染色体数为6,染色体

在减数第一次分裂前的间期复制,在正常情

况下,经过减数第一次分裂,染色体数减少

一半,即为3;在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由

于着丝点分裂,染色单体成为染色体,此时

染色体数应为6条,而实际却为8条。

展示要求

展示时,要面对全体同学,声音洪亮,

语速适中,必要时使用投影和板演辅助。

归 纳

小

结
.....................................................................................................................

写写课内学习心得吧

将自己的小结与下面的小结进行对比,把你的成功之处写在下面的小结内或找一空白处

记录下来,有机会在班内交流或展示给同学看。

减
数
分
裂
的
概
念
和
过
程

减数分裂:减数分裂是进行        的生物,在产生成熟生殖细胞时进行的染

色体数目减半的细胞分裂。在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只复制  次,而细

胞分裂  次。减数分裂的结果是成熟生殖细胞中的染色体数目比原始生殖

细胞的减少    

精子的形

成过程

染色体复制发生在        
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数目减半发生在      
同源染色体:形状和大小一般都    ,一条来自    方,一条来自

    方的两条染色体

联会:同源染色体两两      的现象

四分体:联会后的每对同源染色体含有    条染色单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体

卵细胞的

形成过程

卵细胞与精子形成过程的主要区别:

 ①一个卵原细胞形成    个卵细胞

 ②卵细胞不经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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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历史。   ———莎士比亚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能力从训练中获得,水平在质疑中提高

基础反思
..........................................

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1.同源染色体是指 (  )

A.由一条染色体经过复制形成的两条

染色体

B.分别来自于父亲和母亲的两条染

色体

C.形态特征大致相同的两条染色体

D.减数分裂过程中联会的两条染色体

2.减数分裂过程中的四分体是指

(  )

A.细胞中的四对染色体

B.细胞内有四个DNA分子

C.细胞内有四个染色单体

D.联会的一对同源染色体有四条染色

单体

3.玉米分生区细胞在分裂后期有40条

染色体,则玉米的卵细胞中染色体数是

(  )

A.20      B.15

C.10 D.5

4.某动物卵原细胞有6条染色体,在

初级卵母细胞中出现四分体时的着丝点数和

四分体数分别是 (  )

A.6和12 B.6和3

C.12和6 D.12和12

5.初级卵母细胞和次级卵母细胞在分

裂时都会出现的现象是 (  )

A.同源染色体分离

B.着丝点分裂

C.细胞质不均等分裂

D.染色体复制

6.精原细胞增殖的方式是 (  )

A.无丝分裂

B.有丝分裂

C.减数分裂

D.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7.动物的1个精原细胞在减数分裂中

形成4个四分体,则在减数第二次分裂的中

期可能有的染色体数、染色单体数分别是

(  )

A.2、4 B.4、8

C.8、0 D.8、16

8.a、b、c、d分别是一些生物细胞某

个分裂时期的示意图,下列有关描述正确的是

(  )

A.a图表示植物细胞有丝分裂中期

B.b图表示人红细胞分裂的某个阶段

C.c图细胞分裂后将产生1个次级卵

母细胞和1个极体

D.d图细胞中含有8条染色单体

能力测控
..........................................

知识与技能的结合

1.处于分裂过程中的动物细胞,排列

在赤道板上的染色体的形态和大小各不相

同,该细胞可能是 (  )

A.体细胞

B.初级精母细胞或初级卵母细胞

C.卵细胞

D.次级精母细胞或次级卵母细胞

2.下列关于减数分裂的描述,正确的是

(  )

A.第一次分裂,着丝点分裂,同源染

色体不配对

B.第一次分裂,着丝点不分裂,同源

染色体配对

C.第二次分裂,着丝点分裂,同源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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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sfortuneisinhisownhands.  ———Proverb

   色体配对

D.第二次分裂,着丝点不分裂,同源

染色体不配对

3.无丝分裂、有丝分裂、减数分裂过

程中都有 (  )

A.纺锤体出现 B.着丝点分裂

C.联会 D.DNA复制

4.下图中哪个是次级卵母细胞继续分

裂过程中染色体平均分配的示意图 (  )

5.雌 蛙 的 卵 巢 中 有 初 级 卵 母 细 胞

6000个,若全都能经减数分裂产生卵细胞,

从理论上计算所产生的卵细胞和极体数分别是

(  )

A.6000和6000 B.6000和18000

C.6000和24000 D.6000和12000

6.正常情况下,在人的初级卵母细胞

经减数分裂形成卵的过程中,一个细胞中含

有的X染色体条数最多为 (  )

A.1 B.2

C.3 D.4

7.关于同一个体中细胞有丝分裂和减

数第一次分裂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两者前期染色体数目相同,染色体

行为和DNA分子数目不同

B.两者中期染色体数目不同,染色体

行为和DNA分子数目相同

C.两者后期染色体数目和染色体行为

不同,DNA分子数目相同

D.两者末期染色体数目和染色体行为

相同,DNA分子数目不同

8.下图为某生物一个细胞的分裂图像,

着丝点均在染色体端部,图中1、2、3、4
各表示一条染色体。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

A.图中细胞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前期

B.图中细胞的染色体数是体细胞的

2倍

C.染色体1与2在后续的分裂过程中

会相互分离

D.染色体1与3必定会出现在同一子

细胞中

9.在下图中,能准确表达减数分裂过

程中DNA含量变化的是 (  )

10.为了观察减数分裂各时期的特点,

实验材料选择恰当的是 (  )

①蚕豆的雄蕊 ②桃花的雌蕊 ③蝗虫

的精巢 ④小鼠的卵巢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11.下图是一个哺乳动物细胞的示意

图,它属于 (  )

A.精巢中的细胞 B.受精卵

C.骨髓干细胞 D.雄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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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谚 语

  12.下图表示正在进行分裂的细胞,据

图回答下列问题:

(1)此细胞正在进行     分裂,

依据是               。

(2)细胞中有     条染色体, 

  条染色单体。

(3)此细胞有    对同源染色体,

写出互为同源染色体的编号:     。

(4)在减数第一次分裂时,分离的染色

体是           (填编号)。

(5)在减数第一次分裂后,可能形成的

染色体组合是         (填编

号)。

(6)减数分裂完成后,形成的配子中有

    条染色体。

拓展创新
..........................................

重现过程与方法

如图,横坐标 A、B、C、D表示某哺

乳动物在有性生殖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细胞,

a、b、c、d表示某四种结构或物质在不同

时期的数量变化。根据a、b、c、d在不同

时期的数量变化规律,判断出a、b、c、d
所指的结构或物质。

(1)根据a、b、c、d在不同时期的数

量变化规律判断,它们分别是哪些结构和物

质:a.      ;b.      ;c.

       ;d.       。

(2)B→D表示的生理过程是    

   ,A时期细胞的名称是     ,

在该过程中,A、B、C、D四个时期的细胞

数目之比为      。

(3)B→C的过程中,染色体的主要行

为变化有哪些?  

 。

(4)着丝点的分裂是在      
(用字母表示)过程中完成的。

(5)请用同样的格式在下面的坐标上将

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中的a、b、c、d四种

结构或物质的数量表示出来。

再生新疑
..........................................

回头看看很有必要

通过本节的学习,你已经了解了精子和

卵细胞的形成过程。然而它们必须相互结合

形成受精卵才能发育成新个体,你将在本章

的第1节第二部分学习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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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isaforeignlanguage, allmenmispronounceit.  ———C.Morley, U.S.A.

二 受精作用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 引领目标
知人论世,设疑激趣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卵双胞胎性别相同,且长得几乎

一模一样,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

的,再加上相同的穿着和打扮,往往连

他们的父母都难以区分。而异卵双胞胎

性别则可能不同,长相也不大一样,他

们之 间 的 区 别 和 普 通 兄 弟 姐 妹 之 间

一样。

同卵双胞胎之间和异卵双胞胎之间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他们又是怎么

产生的?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 初探问题
自主学习十分重要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1.人的体细胞中有46条染色体,人的

精子和卵细胞中有23条染色体。从人的精

子、卵细胞到人的体细胞之间应有一个什么

样的过程? 人的体细胞是怎样形成的?

2.一个精原细胞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发

生交叉互换与不发生交叉互换两种情况下,

最终产生的精细胞种类有什么不同?

3.对于人和高等动物来说,除了染色

体中含有DNA (遗传物质)外,细胞质中

也含有少量的 DNA (如线粒体)。我们知

道,子代从双亲中继承了半数染色体,那

么,双亲对子代的影响一样吗?

4.通过受精作用,染色体的数目出现

了什么变化? 从中你是否真正明白了同源染

色体一条来自父方,一条来自母方的意义?

自主测评
..........................................

自我检测一下学习效果

1.下列有关受精作用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受精卵中全部的遗传物质一半来自

父方,一半来自母方

B.受精时,精子和卵细胞的染色体会

合在一起

C.受精卵中的染色体一半来自父方,

一半来自母方

D.受精卵中的染色体数与本物种体细

胞的染色体数相同

2.对维持每种生物的前后代体细胞中

染色体数目恒定起重要作用的是 (  )

A.遗传和变异

B.减数分裂和受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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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外语, 人人都会读错。   ———莫 利

C.有丝分裂和受精作用

D.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疑点归纳
..........................................

梳理问题,自我归纳

通过自学本节内容,你还有哪些未解决

的问题,请提出来并归纳在下表中。等待合

作学习时请同学帮助或提供给老师解决。

疑点1

疑点2

疑点3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训练合作能力,达到双赢目的

思考与讨论一

1.含有两对同源染色体的一个精原细

胞能产生几种配子 (不考虑交叉互换),几

个配子?

2.含有n对同源染色体的生物体能产

生几种配子 (不考虑交叉互换)?

3.含有两对同源染色体的精原细胞和

卵原细胞形成配子的种类相同吗 (不考虑交

叉互换)?

思考与讨论二

1.回忆教材中减数第一次分裂的四分

体,染色单体交叉互换的图片示意图,思考

这与配子中染色体组 成 的 多 样 性 有 什 么

关系?

2.归纳配子多样性的原因。

3.从配子形成和受精作用两方面,简

要说明有性生殖后代多样性的原因。

4.简述有性生殖后代多样性的意义。

思考与讨论三

分析图中曲线说出实线、虚线分别代表

什么,A、B、C、D分别代表什么过程。

实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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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islifeandlifeishope.  ———EnglishProverb

虚线:  。

A.     、 B.     、

C.     、 D.     。

指导要求
..........................................

给你一点阅读提示

1.进行有性生殖时,亲子代之间传递

遗传物质的 “桥梁”是配子。

2.一个生物体含有许多精 (卵)原细

胞,故一个生物体和一个精原细胞产生的配

子的种类有区别。

3.减数分裂产生的配子中染色体组合

的多样性与减数分裂过程中四分体时期的交

叉互换和减数第一次分裂后期的非同源染色

体的自由组合有关。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深入地探究,大方地展示吧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1.假设一个精 (卵)原细胞中有n对

同源染色体 (不考虑交叉互换),则其所形

成的配子中完全含父方 (或母方)染色体的

配子占的比例是多少?

  2.尝试概括减数分裂和受精作用的

本质。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1.人类在生育后代的过程中,常常出

现多胞胎现象,如果要形成异卵四胞胎,在

母体内至少有多少个卵原细胞同时参与减数分裂

(  )

A.4个      B.2个

C.1个 D.3个

2.某生物的精子中有8条染色体,其

中来自母方的染色体有 (  )

A.2条 B.4条

C.8条 D.无法确定

思路指点

①同卵双生是指由同一个受精卵发育而

成的双胞胎。异卵双生是指由两个受精卵发

育而成的双胞胎。那么异卵四胞胎则是由四

个受精卵发育而成的。②精子是通过减数分

裂形成的,其中经历了同源染色体的分离等

过程。一定要准确把握同源染色体的概念。

展示要求

展示时要面对全体同学,声音洪亮,语

速适中,理由阐述要准确,必要时进行模型

建构辅助,还要允许其他同学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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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就是生活, 生活也是希望。   ———英国谚语

归纳小结
.....................................................................................................................

写写课内学习心得吧

将自己的小结与下面的小结进行对比,把你的成功之处写在下面的小结内或找一空白处

记录下来,有机会在班内交流或展示给同学看。

1.概念:卵细胞和精子相互识别、融合成为      的过程。

2.过程:受精作用进行时,通常是精子的     进入卵细胞,     留在外

面。精子的细胞核与卵细胞的细胞核       。这样,受精卵中的染色体数目又恢复

到      的数目,其中有    的染色体来自精子,     来自卵细胞。

3.意义:进行有性生殖的生物,通过      和       维持每种生物前

后代体细胞中染色体数目的恒定,对于生物的遗传和变异也是十分重要的。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能力从训练中获得,水平在质疑中提高

基础反思
..........................................

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1.下列是具有两对染色体的动物卵细

胞图,正常情况下不能出现的是 (  )

2.A和a、B和b、C和c各是一对同

源染色体,下列哪四个精子来自同一个精原细胞

(  )

A.aBc、AbC、aBc、AbC

B.AbC、aBc、abc、abc

C.aBC、Abc、abc、abc

D.abc、abC、aBc、aBc

3.某一生物有四对染色体。假设一个初

级精母细胞在产生精细胞的过程中,其中一

个次级精母细胞在分裂后期有一对姐妹染色

单体移向了同一极,则这个初级精母细胞产

生正常精细胞和异常精细胞的比例为 (  )

A.1∶1     B.1∶2

C.1∶3 D.0∶4

4.下图是某种生物的精子细胞,根据

图中染色体类型和数目,分析来自同一个次

级精母细胞的是 (  )

A.①③ B.②⑤

C.①④ D.③④

5.下列人体细胞中含有同源染色体的是

(  )

A.精细胞

B.精子

C.口腔上皮细胞

D.次级精母细胞

能力测控
..........................................

知识与技能的结合

1.10个卵原细胞和5个精原细胞,如

果全都产生成熟的生殖细胞,受精后最多可

能产生的新个体数目为 (一个受精卵发育成

一个个体) (  )

A.5个 B.10个

C.15个 D.20个

2.减数分裂和受精作用对于维持每种

生物前后代体细胞中染色体数目的恒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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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  ———Proverb

十分重要的意义,原因是 (  )

A.减数分裂使配子中染色体数目减

半,受精作用使合子中染色体数目

恢复

B.后代具有更大的生活力和变异性

C.减数分裂过程中有染色体的交叉

互换

D.受精作用进行时,精子只有头部进

入卵细胞内

3.青蛙的精子与卵细胞按受精过程可

分为下列步骤,其中体现受精作用实质的是

(  )

A.精子和卵细胞接触并相互识别

B.精子头部进入卵细胞内

C.卵细胞膜发生改变阻止其他精子

进入

D.精子核与卵细胞核相融合

4.含有三对同源染色体的生物,经减

数分裂产生的配子,同时含有三条父方染色

体的配子占 (  )

A.1/2 B.1/4

C.1/8 D.1/16

5.精子和卵细胞经过受精作用形成受

精卵,在受精卵中 (  )

A.细胞核的遗传物质完全来自卵细胞

B.细胞质中的遗传物质几乎完全来自

卵细胞

C.细胞核和细胞质中遗传物质都平均

来自精子和卵细胞

D.细胞中的营养由精子和卵细胞各提

供一半

拓展创新
..........................................

重现过程与方法

如下图所示为某生物生活周期示意图。

请据图回答:

(1)下列过程的细胞分裂方式分别是:

A ;C ;E 。

(2)B过程称为 ;A、B过程

的意义是  

 。

(3)该示意图的全过程可反映出细胞增

殖是生物体           的

基础。

再生新疑
..........................................

回头看看很有必要

通过本节的学习,你已经掌握了减数分

裂和受精作用过程中染色体的变化规律,即

同源染色体分离,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

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孟德尔遗传规律中的

基因的变化规律。那么,基因和染色体有什

么关系? 你将在本章第2节中学习。



第2章 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 / 43   

天助自助者。   ———谚 语

第2节 基因在染色体上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 引领目标
知人论世,设疑激趣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生物的遗传过程中,基因的传递

和染色体的传递有什么关系? 美国遗传

学家萨顿用什么方法推出基因和染色体

的关系? 哪位生物学家采用什么实验证

明了基因位于染色体上? 基因在染色体

上是怎样排列的? 基因的分离定律和基

因的自由组合定律的实质是什么?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 初探问题
自主学习十分重要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1.果蝇是一种非常小的蝇类,遗传学

家摩尔根曾因对果蝇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

奖。近百年来,果蝇被应用于遗传学研究的

各个方面,而且它是早于人类基因组计划之

前被测序的一种动物。你知道果蝇作为遗传

学材料的优点有哪些吗?

2.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提出者和证明者

分别是谁?

3.果蝇的体细胞中有几对染色体? 有

几对常染色体,几对性染色体? 雌雄果蝇中

的性染色体组成如何表示?

自主测评
..........................................

自我检测一下学习效果

1.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假说—演绎法和类比推理是科学研究中常用

的方法。下面是人类探明基因神秘踪迹的

历程:

①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提出遗传因

子 (基因) ②萨顿在研究蝗虫的精子和卵

细胞的形成过程中提出假说:基因在染色体

上 ③摩尔根进行果蝇杂交实验:找到基因

在染色体上的实验证据

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科学研究

方法依次为 (  )

A.①假说—演绎法 ②假说—演绎法

③类比推理

B.①假说—演绎法 ②类比推理

③类比推理

C.①假说—演绎法 ②类比推理

③假说—演绎法

D.①类比推理 ②假说—演绎法

③类比推理

2.类比推理题,水果:苹果 (  )

A.鱼:鲸鱼    B.粮食:蔬菜

C.花卉:兰花 D.大豆:高粱

3.下列关于基因和染色体平行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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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can’texpecttobebothgreatandcomfortable.  ———SisJ.M.Barrie, Scotland

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在杂交过程中,基因保持完整性和

独立性,染色体在配子形成和受精

过程中有相对稳定的形态结构

B.在体细胞中基因成对存在于染色

体上

C.体细胞中成对的基因一个来自父

方,一个来自母方,同源染色体也

是如此

D.非等位基因在形成配子时自由组

合,非同源染色体在减数第一次分

裂后期也是如此

疑点归纳
..........................................

梳理问题,自我归纳

通过自学本节内容,你还有哪些未解决

的问题,请提出来并归纳在下表中。等待合

作学习时请同学帮助或提供给老师解决。

疑点1

疑点2

疑点3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训练合作能力,达到双赢目的

思考与讨论一

1.如果萨顿的假说成立,它应该能够

解释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请你结合教材

第28页 “思考与讨论”中提供的孟德尔一

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图解,在染色体上标注相

应基因,看看对实验现象的解释是否仍然

成立。

2.萨顿发现基因和染色体存在着哪些

明显的平行关系? 由此他得出了 “基因就在

染色体上”的结论。其中,他运用的推理方

法是什么? 用该推理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否具

有逻辑的必然性?

思考与讨论二

1.摩尔根果蝇杂交实验与孟德尔豌豆

杂交实验 (一对相对性状)有哪些相似之

处? 有哪些现象是孟德尔分离定律所无法解

释的? 摩尔根由此提出了什么假说?

2.摩尔根还需要设计一个测交实验来

验证他的假说吗? 为什么? 如何设计?

3.概述基因与染色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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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苦中苦, 方做人上人。   ——— (苏格兰) 巴利

指导要求
..........................................

给你一点阅读提示

1.摩尔根通过果蝇的杂交实验证明了

基因在染色体上,其研究过程所使用的科学

研究方法是假说—演绎法,即提出问题———

提出假说———演绎推理———实验检验———得

出结论。学习时可以结合孟德尔通过豌豆杂

交实验得出遗传规律的研究过程认真体会。

2.一种正确的假说仅能够解释已有的

实验结果是不够的,还应该能够预测另一些

实验结果。

3.可以从基因与染色体的数量及二者

的位置关系等方面总 结 基 因 与 染 色 体 的

关系。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深入地探究,大方地展示吧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1.受精作用过程中精子与卵细胞中染

色体重新结合在一起,这种现象是基因的自

由组合吗?

2.总结同源染色体、非同源染色体、

等位基因、非等位基因之间的关系。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1.在20世纪初期,生物学家对于果蝇

的性染色体有了一定的了解。果蝇是XY型

性别决定的生物,果蝇的Y染色体比X染色

体长一些。X染色体和Y染色体上的片段可

以分为三个区段:X染色体上的非同源区段、

Y染色体上的非同源区段和同源区段 (如下

图)。在雌果蝇中,有一对同型的性染色体

XX,在雄果蝇中,有一对异型的性染色体

XY。结合摩尔根的果蝇杂交实验,请判断果

蝇的眼色基因是在

Ⅰ、Ⅱ、Ⅲ中哪个区

段上呢? 并从野生

果蝇、F1或F2中选

择个体进行一次杂

交实验就可排除白

眼基因在Ⅱ区段上

(假设杂交一次产生的后代足够多)。

2.下图是科学家对果蝇一条染色体上

基因测定的结果,下列有关该图说法正确的是

(  )

A.控制朱红眼与深红

眼 的 基 因 是 等 位

基因

B.控制白眼和朱红眼

的基因在遗传时遵

循基因的分离定律

C.该染色体上的基因

在后代中每个细胞

都能表达

D.该染色体上的基因不遵循基因的自

由组合定律

思路指点

①要理解等位基因与同源染色体的关系

以及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实质。②欲

将白眼和红眼的基因定位在 X染色体上,

还必须设计实验排除只位于 Y染色体上和

位于同源区段上的情况。

展示要求

展示时,要面对同学,声音要达到让每

位同学都听清楚的程度,理由阐述要准确,

还要允许其他同学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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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isimpossibletoawillingheart.  ———Proverb

归纳小结
.....................................................................................................................

写写课内学习心得吧

将自己的小结与下面的小结进行对比,把你的成功之处写在下面的小结内或找一空白处

记录下来,有机会在班内交流或展示给同学看。

基
因
在
染
色
体
上

萨顿的推论:基因是由    携带着从亲代传递给下一代的,因为基因和   

   行为存在着明显的平行关系

基因位于染色体

上的实验证据

果蝇的性别决定是    型性别决定

果蝇白眼的遗传和    相联系,而且与    染色体遗传

 

ì

î

í

ï
ï

ïï 相似

基因分离定

律的实质

在杂合体的细胞中,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上的     ,具有一定

 的独立性;在减数分裂形成配子的过程中,等位基因会随    

 的分开而分离,分别进入两个配子中,

ì

î

í

ï
ï

ïï 独立地随配子遗传给后代

基因自由组合

定律的实质

位于非同源染色体上的         的分离或组合是互不干

 扰的;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上等位基因彼此分离的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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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

ï
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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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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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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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非等位基因自由组合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能力从训练中获得,水平在质疑中提高

基础反思
..........................................

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1.首次证明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实验是

(  )

A.萨顿的蝗虫实验

B.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C.摩尔根的红、白眼果蝇杂交实验

D.人类的红绿色盲研究

2.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揭示出 (  )

A.等位基因之间的关系

B.非同源染色体上非等位基因之间的

关系

C.同源染色体上不同位置基因的关系

D.性染色体上的基因与性别之间的

关系

3.等位基因的分离和非等位基因的自

由组合发生于 (  )

A.有丝分裂后期

B.有丝分裂间期

C.减数第一次分裂后期

D.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

4.决定果蝇眼色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

上,其中 W 控制红色,w控制白色。一只

红眼雌果蝇与一只红眼雄果蝇杂交,其后代

中不可能出现的是 (  )

A.红眼雄果蝇   B.白眼雄果蝇

C.红眼雌果蝇 D.白眼雌果蝇

5.下列关于染色体与基因关系的叙述

正确的是 (  )

A.染色体是由基因组成的

B.一条染色体相当于一个基因

C.基因的载体只能是染色体

D.染色体上的基因呈线性排列

6.在果蝇的下列细胞中,一定存在 Y
染色体的细胞是 (  )

A.初级精母细胞

B.精细胞

C.初级卵母细胞

D.卵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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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意志坚定, 没有办不成的事。   ———谚 语

能力测控
..........................................

知识与技能的结合

1.下列不能说明基因与染色体存在平

行关系的是 (  )

A.在体细胞中基因成对存在,染色体

也是成对存在

B.体细胞中成对的基因一个来自父

方,一个来自母方,同源染色体也

是如此

C.等位基因、非同源染色体的自由

组合

D.基因、染色体在生殖过程中的完整

性和独立性

2.对摩尔根等人得出 “果蝇的白眼基

因位于X染色体上”这一结论没有影响的是

(  )

A.孟德尔的遗传定律

B.摩尔根的精巧实验设计

C.萨顿提出的遗传的染色体假说

D.克里克提出的中心法则

3.在人的卵细胞形成过程中,如果两

条X染色体不分离,都进入次级卵母细胞

中,那么,形成的卵细胞与正常精子结合,

其受精卵的染色体组成是 (  )

A.44+XXY

B.44+XXX

C.44+XXY或44+XXX

D.44+XXY或44+XY

4.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分

开,其上的等位基因分离

B.在减数分裂过程中,所有的非等位

基因都可以自由组合

C.果蝇的红眼 (或白眼)基因只存在

于X染色体上

D.等位基因总是一个来自父方,一个

来自母方

5.大量事实证明,孟德尔发现的基因

遗传行为与染色体的行为是平行的。据此做

出的如下推测,没有说服力的是 (  )

A.基因在染色体上

B.同源染色体分离导致等位基因分离

C.每条染色体上有许多基因

D.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使非等位基

因自由组合

6.果蝇的红眼为伴X显性遗传,其隐

性性状为白眼,在下列杂交组合中,通过眼

色即可直接判断子代果蝇性别的一组是

(  )

A.杂合红眼雌果蝇 × 红眼雄果蝇

B.白眼雌果蝇 × 红眼雄果蝇

C.杂合红眼雌果蝇 × 白眼雄果蝇

D.白眼雌果蝇 × 白眼雄果蝇

7.下图是果蝇体细胞染色体示意图,

请据图回答:

(1)该果蝇的性别是       。

细胞中有    对同源染色体。

(2)该果蝇体细胞染色体组成是   

      。

(3)常染色体是          

  ;性染色体是    。

(4)雄 果 蝇 体 细 胞 的 染 色 体 组 成

是        。

拓展创新
..........................................

重现过程与方法

下图表示某种动物精原细胞中的染色体

上的基因,请据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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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yourworth,andkeepthingsunderyourfeet.  ———Proverb

(1)该图表示的生物在减数分裂时,将

产生   种配子,基因型为      

  ,符合基因的      定律。

(2)该图表示的生物进行自交,后代有

   种基因组合方式,有   种基因

型,有    种表现型。纯合体占后代的

比例为    ,AaBb基因型的个体占后

代的比例为    。

(3)该图表示的生物与基因型Aabb的

个体杂交,后代有   种表现型,比例为

         。

再生新疑
..........................................

回头看看很有必要

通过本节的学习,你已经知道染色体有

常染色体和性染色体之分,常染色体上的基

因遵循孟德尔的遗传规律,那么,位于性染

色体上的基因是否同样遵循孟德尔的遗传规

律呢? 你将在本章的第3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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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身价值, 则世上无难事。   ———谚 语

第3节 伴性遗传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 引领目标
知人论世,设疑激趣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血友病的主要特征是容易流血,而

且不容易止住,所以称为血友病。有血

友病的人,只要皮肤轻微碰伤,或进行

拔牙等小手术,就会导致难以制止的严

重出血。和红绿色盲一样,血友病患者

大多是男性,为什么? 控制血友病或红

绿色盲的基因是显性基因还是隐性基

因? 该基因位于什么染色体上? 什么是

伴性遗传? 伴性遗传有何特点?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 初探问题
自主学习十分重要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1.从道尔顿发现红绿色盲的过程中,

你获得了什么样的启示?

2.红绿色盲基因是显性基因还是隐性

基因,该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还是Y染色

体上?

3.现有一对母子去医院看病,医生发

现其母亲患有血友病 (血友病是一种伴 X
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用h表示其致病基因),

随即医生在其儿子的病历上写上血友病,为

什么? 试写出其儿子的基因型。

自主测评
..........................................

自我检测一下学习效果

1.父亲患抗维生素D佝偻病,他的两

个女儿有    个患抗维生素D佝偻病。

2.下列关于人类红绿色盲遗传的叙述,

不正确是 (  )

A.父亲色盲,则女儿一定是色盲

B.表现正常的夫妇,X染色体上也可

能携带致病基因

C.祖父母都患色盲,则孙子不一定患

色盲

D.女性携带者产生的配子类型有两种

疑点归纳
..........................................

梳理问题,自我归纳

通过自学本节内容,你还有哪些未解决

的问题,请提出来并归纳在下表中。等待合

作学习时请同学帮助或提供给老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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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pastispleasure.  ———Proverb

疑点1

疑点2

疑点3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训练合作能力,达到双赢目的

思考与讨论一

1.如图为患红绿色盲的某家族系谱图,

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1)7号的致病基因只能来自2号;

(2)4、6、7号的基因型相同;

(3)2、5号的基因型一定相同。

2.从基因型分析,为什么红绿色盲的

患者男性多于女性?

3.写出女性携带者和男性色盲婚配图

解,你能计算出后代中男性色盲出现的可能

性有多大吗?

4.通过分析红绿色盲的遗传图解,概

括红绿色盲的遗传特点。

思考与讨论二

1.一对夫妇,妻子患红绿色盲,丈夫

健康,如何选择生育才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孩

子? 请你给出建议,并说明理由。

2.请仿照对红绿色盲症的分析过程,

总结出抗维生素D佝偻病 (伴X染色体显

性遗传病)的遗传特点。

3.一对夫妇,丈夫患抗维生素D佝偻

病,妻子健康,如何选择生育才能生出一个

健康的孩子? 请你给出建议,并用遗传图解

(用D、d表示)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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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尽甘来。   ———谚 语

指导要求
..........................................

给你一点阅读提示

1.要学会分析遗传系谱图,首先要清

楚系谱图中正方形、圆形、罗马数字、阿拉

伯数字以及颜色深浅所代表的含义。

2.总结红绿色盲的遗传特点以及后代

的发病率,要求首先能够结合每个个体的表

现型分析出其对应的基因型。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深入地探究,大方地展示吧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1.性染色体上的基因遵循孟德尔的遗

传规律吗? 你是怎么理解的?

2.根据伴性遗传的特点,能否用某种

简便的方法把公鸡和母鸡区分开来,从而做

到多养母鸡,多得鸡蛋?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一对表现型正常的表兄妹结婚,生下了

一个既患有白化病又患有红绿色盲的孩子。

试问:

(1)这 个 患 病 孩 子 的 性 别 是   

  。

(2)若再生一个孩子,患白化病且患红

绿色盲的概率是     ;在男孩中既患

白化病又患红绿色盲的概率是    。

(3)白化病和红绿色盲的遗传,都是由

    (填 “隐”或 “显”)性基因控制

的。单就白化病的遗传来说,遵循的遗传规

律是    ;单就红绿色盲的遗传来说,

遵循的遗传规律是     ;一个人患

这两种遗传病时,白化病和红绿色盲的遗传

共同遵守遗传的            
定律。

思路指点

①正确分析伴性遗传与孟德尔两大遗传

规律之间的关系,需要认真分析孟德尔遗传

规律的实质。②鸡的性别决定方式是ZW
型,与人类和果蝇的XY型性别决定方式正

好相反。在分析其遗传特点时,需要特别注

意每种表现型所对应的基因型。

展示要求

展示时,要面对同学,声情并茂,理由

阐述要直观准确,还要允许其他同学质疑。

归纳小结
.....................................................................................................................

写写课内学习心得吧

将自己的小结与下面的小结进行对比,把你的成功之处写在下面的小结内或找一空白处

记录下来,有机会在班内交流或展示给同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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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ageisthefoundationofvictory.  ———Proverb

伴
性
遗
传

概念:位于        上的基因控制的性状,在遗传上总是和性别相关联,

这种现象叫做伴性遗传

特点
色盲遗传:①男性多于女性,②交叉遗传

抗维生素D佝偻病遗传:{ 女性多于男性

类型

XY型性别决定:雌性个体的两条性染色体是同型的 (XX)

雄性个体的两条性染色体是异型的 (XY)

ZW型性别决定:雌性个体的两条性染色体是异型的 (ZW
{

)

雄性个体的两条性染色体是同型的 (ZZ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能力从训练中获得,水平在质疑中提高

基础反思
..........................................

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1.人的性染色体 (  )

A.只存在于精子和卵细胞中

B.体细胞、精子和卵细胞中都成对

存在

C.只存在于体细胞中

D.体细胞中成对存在,而精子或卵细

胞中成单存在

2.在果蝇的正常精子中含有性染色体

(  )

A.Y      B.X或Y

C.XY D.XX

3.下列关于人类红绿色盲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母亲正常,父亲色盲,儿子一定

色盲

B.双亲均正常,儿子有可能色盲

C.父亲正常,母亲色盲,儿子不一定

色盲

D.双亲均正常,女儿有可能色盲

4.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女孩,再生一个

女孩的可能性是 (  )

A.0 B.1/2

C.1/3 D.1/4

5.基因型为 XbXb的女子与基因型为

XBY的男子结婚所生的孩子 (  )

A.女儿患色盲,儿子不患色盲

B.女儿和儿子都不患色盲

C.女儿和儿子都患色盲

D.女儿不患色盲,儿子患色盲

6.人体X染色体上存在色盲基因,以

Xb表示,显性基因以XB表示。下图是一个

家族系谱图,请据图回答:

(1)若1号的母亲是色盲患者,则1号

的父亲的基因型是     。

(2)若1号的双亲都不是色盲患者,则

1号的母亲的基因型是     。

(3)若4号与正常男性结婚,所生第一

个孩子患色盲的概率是    。若这对夫

妇的第一个孩子是色盲患者,再生一个孩子

患色盲的概率是    。

能力测控
..........................................

知识与技能的结合

1.一对白化病基因携带者的夫妇生有二

男二女,这四个孩子的肤色情况为 (  )

A.全部白化

B.三个正常一个白化

C.有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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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是胜利的基础。   ———谚 语

D.女儿正常,儿子白化

2.自然状况下,鸡有时会发生性反转,

如母鸡逐渐变为公鸡。已知鸡的性别由性染

色体决定。如果性反转公鸡与正常母鸡交

配,并产生后代,那么后代中母鸡与公鸡的比例是

(  )

A.1∶2 B.1∶1

C.2∶1 D.3∶1

3.一正常女性与一红绿色盲男性婚配,

生了一个患白化病且患红绿色盲的女孩。这

对夫妇的基因型是 (  )

A.AaXBXb、AaXbY

B.AaXBXb、aaXbY

C.AAXBXb、AaXBY

D.AaXbXb、AaXbY

4.与常染色体遗传相比,伴性遗传的特点是

(  )

①正交与反交结果不同 ②男女患者比

例大致相同 ③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或女性

患者多于男性 ④可代代遗传或隔代遗传

A.③④ B.①④

C.①③ D.②③

5.人的外耳道多毛症总是由父亲传给

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那么,控制这个性状

的基因最可能位于 (  )

A.常染色体上

B.X染色体上

C.Y染色体上

D.细胞器上

6.血友病属于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

某男孩为血友病患者,但他的父母、祖父

母、外祖父母均正常。血友病基因在该家庭

中传递的顺序是 (  )

A.外祖父→母亲→男孩

B.外祖母→母亲→男孩

C.祖父→父亲→男孩

D.祖母→父亲→男孩

7.某种蝇的翅的表现型由一对等位基

因控制。如果翅异常的雌蝇与翅正常的雄蝇

杂交,后代中25%雄蝇翅异常、25%雌蝇

翅异常、25%雄蝇翅正常、25%雌蝇翅正

常,那么,翅异常不可能由 (  )

A.常染色体上的显性基因控制

B.常染色体上的隐性基因控制

C.X染色体上的显性基因控制

D.X染色体上的隐性基因控制

8.人的血友病属于伴性遗传,苯丙酮

尿症属于常染色体遗传。一对表现型正常的

夫妇生下一个既患血友病又患苯丙酮尿症的

男孩。如果他们再生一个女孩,表现型正常

的概率是 (  )

A.9/16 B.3/4

C.3/16 D.1/4

9.鸟类的性别决定为ZW 型。某种鸟

类的眼色受两对独立遗传的基因 (A、a和

B、b)控制。甲、乙是两个纯合品种,均

为红色眼。根据下列杂交结果,推测杂交1
的亲本基因型是 (  )

A.甲为AAbb,乙为aaBB

B.甲为aaZBZB,乙为AAZbW

C.甲为AAZbZb,乙为aaZBW

D.甲为AAZbW,乙为aaZBZB

10.山羊性别决定方式为XY型。下面

的系谱图表示了山羊某种性状的遗传,图中

深色表示该种性状的表现者。已知该性状受

一对等位基因控制,在不考虑染色体变异和

基因突变的条件下,回答下列问题:

(1)据系谱图推测,该性状为    

  (填 “隐性”或 “显性”)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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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控制该性状的基因位于 Y染

色体上,依照Y染色体上基因的遗传规律,

在第Ⅲ代中表现型不符合该基因遗传规律的

个体是          (填个体编

号)。

(3)若控制该性状的基因仅位于 X染

色体上,则系谱图中一定是杂合子的个体是

       (填个体编号),可能是杂

合子的个体是        (填个体编

号)。

拓展创新
..........................................

重现过程与方法

家蚕的性别决定方式为ZW型,正常蚕

幼虫的皮肤不透明,由基因 A控制,油蚕

幼虫的皮肤透明如油纸 (可看到内部器官),

由基因a控制,A对a是显性,且都位于Z
染色体上。在蚕丝生产中发现,雄蚕产丝

多,质量好。现有正常蚕和油蚕两个品种的

雌雄蚕蛾 (蛾为成虫),请设计一个杂交组

合方案,能在幼虫时根据皮肤特征及时区别

雌雄,以便淘汰雌蚕,保留雄蚕。

(1)遗传原理:  。

(2)所选亲本的基因型:父本    

    ,母本         。

(3)画出遗传图解:

(4)简要说明设计原理:  

 。

再生新疑
..........................................

回头看看很有必要

通过对红绿色盲和抗维生素D佝偻病

的遗传特点的分析归纳,你已经掌握了伴性

遗传的类型及特点,那么,你还想知道更多

遗传病的类型以及发病率高低的知识吗? 你

将在第5章的第3节学习。

本本章章学学习习报报告告

  你已经学完第2章 “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请你以 “基因和染色体”为主线,在下面

的矩形方框内,从知识、方法、能力等方面回顾并总结你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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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测试题
(建议在40分钟之内完成)

  

  一、选择题 (每小题2分,共60分)

1.下列关于减数分裂的叙述,正确的是

(  )

①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细胞分裂两次 
②在次级精母细胞中存在同源染色体 ③着

丝点在第一次分裂后期一分为二 ④减数分

裂的结果是染色体数减半,DNA数不变 
⑤同源染色体分离,导致染色体数目减半 
⑥联会后染色体复制,形成四分体 ⑦染色

体数目减半发生在第二次分裂的末期

A.①②③     B.④⑤⑥
C.①⑤ D.⑥⑦
2.若不考虑基因突变,遗传信息一定

相同的是 (  )

A.来自同一只红眼雄果蝇的精子

B.来自同一株紫花豌豆的花粉

C.来自同一株落地生根的不定芽

D.来自同一个玉米果穗的子粒

3.某生物的体细胞中染色体数为2n,
该生物减数第二次分裂与有丝分裂的相同之处是

(  )

A.分裂开始前,都进行染色体的复制

B.分裂开始时,每个细胞中的染色体

数都是2n
C.分裂过程中,每条染色体的着丝点

都分裂成为两个

D.分裂结束后,每个子细胞中的染色

体数都是n
4.如图表示人体内的细胞在分裂过程

中每条染色体DNA含量变化的曲线。下列

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此图若为有丝分裂,则ef时期的细

胞都含有23对同源染色体

B.此图若为有丝分裂,则细胞板的形

成应在ef时期

C.此图若为减数分裂,则cd时期的

细胞都有23对同源染色体

D.此图若为减数分裂,则基因的分离

与自 由 组 合 发 生 于cd段 的 某 一

时期

5.在减数第一次分裂中,发生了

(  )

A.同源染色体分离,非同源染色体的

自由组合

B.同源染色体分离,同时着丝点也随

着分裂

C.着丝点的分裂引起了同源染色体的

分离

D.着丝点的分裂引起非同源染色体自

由组合

6.下图是某动物不同细胞分裂的图像,
下列与此相关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A.只有④所示细胞不具有同源染色体

B.动物的睾丸中有可能同时发现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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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细胞

C.图②所示细胞状态往往导致基因

重组

D.①②③细胞中均含有8条染色单体

7.在高等动物的细胞分裂中,既有同

源染色体,又有姐妹染色单体的时期是

(  )

A.有丝分裂的前期

B.有丝分裂的后期

C.减数第二次分裂中期

D.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

8.牛的初级精母细胞、次级精母细胞

和精子细胞中DNA分子数之比是 (  )

A.2∶1∶1 B.1∶2∶1
C.1∶1∶1 D.4∶2∶l
9.某动物一个初级卵母细胞核中DNA

含量若为4a,则该动物卵细胞中DNA的含

量准确地讲应是 (  )

A.2a B.大于2a
C.a D.大于a
10.某动物精子中染色体数为A,则该

动物体细胞中染色体数为4A 的时期是

(  )

A.有丝分裂中期

B.减数第一次分裂后期

C.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

D.有丝分裂后期

11.初级精母细胞经过减数第一次分裂

形成的细胞是 (  )

12.在细胞正常分裂的情况下,雄性果

蝇精巢中一定含有两个Y染色体的是 (  )

A.减数第一次分裂的初级精母细胞

B.有丝分裂中期的精原细胞

C.减数第二次分裂的次级精母细胞

D.有丝分裂后期的精原细胞

13.下图表示有丝分裂过程中DNA含

量变化、染色体数目变化和减数分裂过程中

DNA含量变化、染色体数目变化的曲线依次是

(  )

A.④②①③ B.①④②③
C.④①②③ D.①②③④
14.下列有关基因与染色体关系的描述

中,不正确的是 (  )

A.细胞中的基因均存在于染色体上

B.同源染色体分离是等位基因分离的

直接原因

C.在生物有性生殖过程中,基因和染

色体行为存在着明显的平行关系

D.性染色体上基因的遗传总与性别相

关联

15.基因型为 AaBb (两对基因分别位

于非同源染色体上)的个体,在一次排卵时

发现该卵细胞的基因型为Ab,则在形成该卵

细胞时随之产生的极体的基因型为 (  )

A.AB、ab、ab B.Ab、aB、aB
C. AB、 aB、 ab D. Ab、

AB、ab
16.一个班级分组进行减数分裂实验,

下列操作及表述正确的是 (  )

A.换用高倍镜时,从侧面观察,防止

物镜与装片碰擦

B.因观察材料较少,性母细胞较小,

显微镜视野应适当调亮

C.为观察染色体不同层面的精细结

构,用粗准焦螺旋调节焦距

D.一个视野中,用10×物镜看到8个细

胞,用40×物镜则可看到32个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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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下列关于人类红绿色盲的遗传,正

确的预测是 (  )

A.父亲患色盲则女儿一定患色盲

B.母亲患色盲则儿子一定患色盲

C.祖父母都患色盲则孙子一定患色盲

D.外祖父母都患色盲则外孙女一定患

色盲

18.下图表示某家族遗传家系图,不可

能是色盲遗传的是 (  )

19.二倍体生物细胞正在进行着丝点分

裂时,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细胞中一定不存在同源染色体

B.着丝 点 分 裂 一 定 导 致 DNA 数 目

加倍

C.染色 体 DNA 一 定 由 母 链 和 子 链

组成

D.细胞中染色体数目一定是其体细胞

的2倍

20.一个患色盲的女人和一个正常男人

结婚,生了一个性染色体为XXY的色觉正

常的儿子,此染色体畸变发生在什么之中?
如果父亲是色盲,母亲正常,则此染色体畸

变发生在什么之中? 假如父亲正常,母亲色

盲,儿子色盲,则此染色体畸变发生在什么

之中? 下列对应正确的是 (  )

A.精子、卵细胞、不确定

B.精子、不确定、卵细胞

C.卵细胞、精子、不确定

D.卵细胞、不确定、精子

21.甜豌豆的紫花对白花是一对相对性

状,由非同源染色体上的两对基因共同控

制,当同时存在两个显性基因 (A 和 B)

时,花中的紫色素才能合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白花甜豌豆杂交,后代不可能出现

紫花甜豌豆

B.紫花甜豌豆自交,后代中紫花和白

花的比例一定不是3∶1
C.基因型为AaBb的紫花甜豌豆自交,

后代中紫花和白花甜豌豆之比为9∶7
D.若杂交后代性状分离比为3∶5,则

亲本基因型只能是AaBb和aaBb
22.人的色觉正常 (B)对红绿色盲

(b)为显性,是伴性遗传,褐眼 (A)对蓝

眼 (a)为显性,是常染色体遗传。有一蓝

眼色觉正常的女子与一褐眼色觉正常的男子

婚配,生下一个蓝眼色盲的男孩,他们子代

中出现蓝眼色盲男孩的概率是 (  )

A.1/8 B.1/4
C.1/3 D.1/2
23.家猫体色由X染色体上一对等位

基因B、b控制,只含基因B的个体为黑

猫,只含基因b的个体为黄猫,其他个体为

玳瑁猫,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玳瑁猫互交的后代中有25%雄性

黄猫

B.玳瑁猫与黄猫杂交后代中玳瑁猫

占50%
C.为持续高效地繁育玳瑁猫,应逐代

淘汰其他体色的猫

D.只有用黑猫和黄猫杂交,才能获得

最大比例的玳瑁猫

24.基因型为AaXBXb的个体产生的配子是

(  )

A.精子:AXB、aXB、AXb、aXb

B.精子:AXB、aXb

C.卵细胞:AXB、aXB、AXb、aXb

D.卵细胞:AXB、aXb

25.如图为某种单基因常染色体隐性遗

传病的系谱图 (深色代表的个体是该遗传病

患者,其余为表现型正常个体)。近亲结婚

时该遗传病发病率较高,假定图中第Ⅳ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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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个体婚配生出一个患该遗传病子代的概

率是1/48,那么,得出此概率值需要的限

定条件是 (  )

A.Ⅰ-2和Ⅰ-4必须是纯合子

B.Ⅱ-1、Ⅲ-1、Ⅲ-4必须是纯

合子

C.Ⅱ-2、Ⅱ-3、Ⅲ-2和Ⅲ-3必

须是杂合子

D.Ⅱ-4、Ⅱ-5、Ⅳ-1和Ⅳ-2必

须是杂合子

26.将豌豆一对相对性状纯合显性和纯

合隐性个体间行种植;另将玉米一对相对性

状纯合显性和纯合隐性个体间行种植。则隐

性纯合一行植株上所产生的F1是 (  )

A.豌豆和玉米都有显性个体和隐性

个体

B.豌豆都为隐性个体,玉米既有显性

个体又有隐性个体

C.豌豆和玉米的显性个体和隐性个体

比例都是3∶1
D.玉米都为显性个体,豌豆既有显性

个体又有隐性个体

27.果蝇的红眼基因 (R)对白眼基因

(r)为显性,位于 X染色体上;长翅基因

(B)对残翅基因 (b)为显性,位于常染色

体上,现有一只红眼长翅果蝇与一只白眼长

翅果蝇交配,F1 的雄果蝇中约有1/8为白

眼残翅。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亲本雌果蝇的基因型是BbXRXr

B.亲本产生的配子中含 Xr 的配子占

1/2
C.F1 出现长翅雄果蝇的概率为3/16

D.白眼残翅雌果蝇能形成bbXrXr 类

型的次级卵母细胞

28.某家系的遗传系谱图及部分个体基

因型如图所示,A1、A2、A3是位于 X染

色体上的等位基因。下列推断正确的是

(  )

A.Ⅱ-2基因型为 XA1XA2的概率是

1/4
B.Ⅲ-1基因型为XA1Y的概率是1/4
C.Ⅲ-2基因型为 XA1XA2的概率是

1/8
D.Ⅳ-1基因型为 XA1XA1的概率是

1/8
29.人类某种遗传病女性患者约是男性

患者的二倍,致病基因可能是 (  )

A.显性基因,位于常染色体

B.隐性基因,位于常染色体

C.显性基因,位于X染色体

D.隐性基因,位于X染色体

30.采用下列哪一组方法,可以依次解

决①~④中的遗传学问题 (  )

①鉴定一只白羊是否是纯种 ②在一对

相对性状中区分显隐性 ③不断提高小麦抗

病品种的纯合度 ④检验杂种F1的基因型

A.自交、杂交、测交、测交

B.测交、杂交、自交、测交

C.测交、测交、杂交、自交

D.杂交、杂交、杂交、测交

二、非选择题 (共40分)

1.(6分)下图表示某雄性动物体内处

于不 同 分 裂 状 态 或 时 期 的 细 胞,请 据 图

回答:

(1)B细胞处于     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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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2)图中C细胞的名称为     

   ;E细胞的名称为     。
(3)图 中 具 有 同 源 染 色 体 的 细 胞 有

        (用字母表示)。
(4)将图中 A、C、D、E细胞按分裂

的顺序连接起来     (用字母和箭头

表示)。

2.(8分)假设下图为动物精巢内的一

个精原细胞在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数量变

化的曲线图 (1段表示精原细胞的分裂间

期)。请据图回答问题:

(1)图中处于2~4时期的细胞名称是

           ,该细胞有   
条染色体,有   对同源染色体。

(2)图中7~8时期是减数     
     期,细胞名称是     。

(3)图中7~8时期,染色体数目发生

变化是由于             ,
并分别进入到两个子细胞;处于9时期的子

细胞的名称是       。
(4)在空白坐标上画出该细胞减数分裂

过程中DNA分子数目变化曲线。

3.(8分)等位基因A和a可能位于X
染色体上,也可能位于常染色体上。假定某

女孩的基因型是XAXA 或AA,其祖父的基

因型是XAY或Aa,祖母的基因型是XAXa

或Aa,外祖父的基因型是XAY或 Aa,外

祖母的基因型是XAXa 或Aa。
不考虑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请回答

下列问题:
(1)如果这对等位基因位于常染色体

上,能否确定该女孩的两个显性基因 A来

自于祖辈四人中的具体哪两个人? 为什么?

(2)如果这对等位基因位于 X染色体

上,那么可判断该女孩两个XA 中的一个必

然来 自 于 (填 “祖 父”或 “祖
母”),判断依据是          ;
此外 (填 “能”或 “不能”)确定

另一个XA 来自于外祖父还是外祖母。

4.(10分)回答下列果蝇眼色的遗传

问题。
(1)有人从野生型红眼果蝇中偶然发现

一只朱砂眼雄蝇,用该果蝇与一只红眼雌蝇

杂交得F1,F1 随机交配得F2,子代表现型

及比例如下 (基因用B、b表示):

实

验

一

亲本
F1 F2

雌 雄 雌 雄

红眼 (♀)

×
朱砂眼 (♂ )

全红眼 全红眼

红眼∶
朱砂眼

=1∶1

  ①B、b基因位于 染色体上,
朱砂眼对红眼为 性。

②让F2 红眼雌蝇与朱砂眼雄蝇随机交

配,所得F3 中,雌蝇有 种基因型,
雄蝇中朱砂眼果蝇所占比例为 。

(2)在实验一F2 的后代中,偶然发现

一只白眼雌蝇。研究发现,白眼的出现与常

染色体上的基因E、e有关。将该白眼雌蝇

与一只野生型红眼雄蝇杂交得F′1,F′1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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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配得F′2,子代表现型及比例如下:

实

验

二

亲本

白眼 (♀)

×
红眼 (♂ )

F′1

雌 雄

全红眼
全朱

砂眼

F′2

雌、雄均

表现为红

眼 ∶朱 砂

眼 ∶白 眼

=4∶3∶1

  实验二中亲本白 眼 雌 蝇 的 基 因 型 为

;F′2代杂合雌蝇共有 种基

因型,这些杂合雌蝇中红眼果蝇所占的比例

为 。

5.(8分)某家族中有的成员患丙种遗

传病 (设显性基因为B,隐性基因为b),
有的成员患丁种遗传病 (设显性基因为 A,
隐性基因为a),如下图,现已查明Ⅱ-6不

携带致病基因。

(1)丙种遗传病的致病基因位于  染

色体上,属于     (填 “显性”或

“隐性”)遗传;丁种遗传病的致病基因位于

    染色体上。
(2)写出下列两个体的基因型:

Ⅲ-8  ,

Ⅲ-9  。
(3)如果Ⅱ-3和Ⅱ-4再生一个孩子,

同时患两种病的概率为     。
(4)若Ⅲ-8和Ⅲ-9婚配,子女中患

一种遗传病的概率为     ;同时患

两种遗传病的概率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