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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的
21世纪是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的世纪

至今370,450 genome projects “基因组计划”在进行

20,103个生物完成基因组全序列测定与组装

294,259个Analysis Projects

遗传学成为21世纪生命科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

学科之一，也是当代生命科学的核心和前沿之一，它

的分支几乎扩展到生命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遗传学课是生命科学学院以及相关学院本科生的

基础课之一。



本课程系统地讲授：

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和遗传分析的基本方法

内容：经典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群体遗传学

介绍现代遗传学发展的最新成就

目的：使同学们对遗传学概念有较透彻的理解、对遗传物质

的本质、遗传物质的传递、遗传物质的变异以及遗传

信息的表达与调控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掌

握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和遗传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能够

利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解决具体问题，根据具体要

求和目的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设计有关遗传学实验



二、教学要求
注重培养 两种能力：遗传分析能力+实验设计能力

要求:

1、熟悉:经典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和群体遗传学的基本

理论基础知识，进行遗传分析的基本技术和方法；

2、掌握:遗传分析和作图：孟德尔式遗传分析、连锁遗

传分析与染色体作图，基因精细结构的遗传分析，病毒、细

菌和真核生物的遗传分析，数量性状遗传分析，遗传重组、

核外遗传、转座因子的遗传分析，染色体畸变的遗传分析，

基因突变与DNA损伤修复，发育的遗传分析，免疫的遗传分

析，原核生物基因与真核生物基因的表达调控，基因组学与

后基因组学，群体与进化遗传分析等基本内容和原理方法等



四、教学学时分配和安排：

课程讲授按每周3学时安排，共48学时 16周

五、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60%

阅读与讨论：15%

平时练习与测验：25%

三、教学方法：采用多功能教室教学，选用国外优秀教材作

参考，指定阅读参考书。启发式教学，课堂教学互动，课余

阅读为辅。每章布置练习作业，以掌握和巩固所学知识。

遗传学教学网站：

http://skgjx.whu.edu.cn/本科生遗传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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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传 学 (第3版)

第1章 绪 论

1.遗传学的涵义

2.遗传学的发展

3.遗传学的应用



1 遗传学的涵义
1.1遗传学的定义：

遗传学（Genetics）：

是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的学科。(遗传学的经典定义)

是研究基因的结构、功能及其变异、传递和表达规律的

学科。(现代遗传学的定义)
遗传（ heredity）和变异（ variation）是生物界最普遍

和最基本的特性。

遗传和变异是遗传信息决定的，因此，遗传学也就是研

究生物体遗传信息的组成、传递和表达规律的一门科学。



Genetics: The study of Biological information

Genetics, the science of heredity, is at its core
the study of biological information. All living organism--
-from single-celled bacteria and protozoa to
multicellular plants and animals--must store, replicate,
transmit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use vast
quantities of information to develop, grow, reproduce,
and survive in their environments. Geneticists examine
how organisms pass biological information on to their
progeny and how they use it during their lifetime.

——L. H.Hartwell,2000



1.2   遗传学的研究内容：

⑴ 遗传现象以及基因在世代之间的传递方式与规律

例：植物的遗传现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动物的遗传现象：代谢病、遗传病、白化现象等

⑵基因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基因在染色体的定位与作图

真核生物、原核生物以及病毒基因的结构与功能、启动子结构等

遗传图、物理图等

⑶ 基因变异的类型、规律及其分子机制

例： 果蝇“红眼”“白眼”

⑷基因如何控制代谢和发育，即基因表达的规律及其调控的分子机制

例： 种子植株 受精卵个体

⑸以基因组学为代表的各种组学、以及各组学与生物学功能之间的关系，基

因组的进化与遗传信息流等(Genome evolution and the genetic information flow)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gzxw.gov.cn/Njtd/UploadFiles_7222/200903/20090305100640303.jpg&imgrefurl=http://www.gzxw.gov.cn/Njtd/Nykj/200903/70737.shtm&usg=__UWbh2Fwzm-wnvUWtxWZOe6naNfo=&h=417&w=300&sz=80&hl=zh-CN&start=36&itbs=1&tbnid=7nbXw7xBQavFXM:&tbnh=125&tbnw=90&prev=/images?q%3D%E5%A4%A7%E8%B1%86%26start%3D20%26hl%3Dzh-CN%26inlang%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client%3Daff-360homepage%26hs%3DH8V%26sa%3DN%26ndsp%3D20%26tbs%3Disch:1


2.1 遗传学的诞生 (孟德尔以前的遗传学)

关于遗传机制的假说

(1) 预成论（preformation theory）
认为生物从预先存在于性细胞（精子或卵）中雏形发展

而来，所谓发育只不过是这一雏形生物的机械性扩大，并没

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

精源论者（荷兰 leeuwenhoek  列文虎克）认为雏形（微

小的“原形人”）存在于精子中

卵源论者（Jan swammerdam 1679）主张雏形存在于卵中

2 遗传学的发展





(2) 渐成论（epigenesis）亦称后成论

与预成论相对立的理论

德国胚胎学家沃尔夫(C.F.Wolff 1733-1794)认为生物体的各

种组织和器官，都是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性细胞

（精子或卵）中并不存在任何雏形。

(3) 泛生论（theory of pangenesis）

达尔文 达尔文（C. R. Darwin1809-1882）1868年

认为动物每个器官里都普遍存在微小的泛生粒，

它们能够分裂繁殖，并在体内流动，聚集到生殖

器官里，形成生殖细胞。当受精卵发育为成体时，各种泛生

粒进入各器官发生作用，因而表现遗传。如果亲代的泛生粒

发生改变，则子代表现变异。这一假说纯属推想，并未获得

科学的证实。

一个生物体是由精卵结合形成的受精卵经过胚胎发育逐渐分化形成成体结

构的，即生物有机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由原来未分化

的物质发展形成的。



(4) 种质论（Germplasm theory）
魏斯曼（A.Weismann1834-1914）提出“种质连续论”

（ theory of continuity of germplasm ）， 认为：生物体分成种

质和体质两部分。种质指生殖细胞，专营生殖和遗传，通过细

胞分裂在一生中及世代间保持连续，生物的遗传就在于种质的

连续。体质是种质以外的所有其他部分（体细胞），负责各种

营养活动。种质决定了体质，种质的变异必将引起体质的变

异，但体质的改变不会引起种质的改变。

该学说向“泛生论”和“用进废退”“获得性状遗传”提

出了挑战。


否定后天获得性状遗传：

老鼠22代割尾巴试验



(5)融合遗传学说

(blending theory/blending inheritance)

英国学者高尔顿(F.Galton1822-1911)和他的学生皮尔逊

(K.Pearson 1857-1936)于1886-1894用统计方法研究数量性状

（例如人的身高）在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相关性。

认为“父母的遗传性在子女中各占一半，并且彻底混合，

祖父母的遗传性在孙代中各占1/4等等。依次类推，融合遗传

学说只能解释一部分数量性状的遗传现象，不能解释其全部，

对绝大多数非数量性状则完全不适合。



(6)   获得性状遗传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s）
法国学者拉马克（J.B. de Lamarck,1744

-1829) 提出： 器官的用进废退（use and disuse of organ）和获

得性状遗传等学说。

认为个体由于在长时间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使生物发生

变异，获得了新的性状，经过世代的积累加深了这个新的性状，

如果雌雄两性都获得这种共同的变异，那么这种变异便可以传

给后代。



拉马克对长颈鹿为什么脖子长的解释：

拉马克认为长颈鹿的进化是因为草地退化后要吃树叶，当然颈长的有

优势，它们想要长颈，于是天天使劲地将颈伸长，终于形成了现在的长颈

鹿。



(1) 遗传学的孕育期－1900 

1856－1863 孟德尔著名的豌豆实验 涉及基因分离

1866 孟德尔 《植物杂交实验》（Experiments in plant 

hybridization）提出了遗传学的两个基本定律：

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 (孟德尔 )
1859  达尔文《物种起源》现代进化理论

1871  米歇尔 从细胞核中分离出nuclein(核素)
1875 赫特维希 指出受精是雌雄两原核融合

2.2 孟德尔以后的遗传学发展



1882－1885 strasburgar and Flemming证明细胞核含有染色体

1900 孟德尔定律重新发现 3位科学家

荷兰 de Vries 以月见草为材料从事突变理论研究

《论杂交分离的定律》

德国 Correns 以玉米为材料从事遗传基础研究

《杂交分离的孟德尔定律》

奥地利 Tschermak 以豌豆为材料从事植物育种研究

《豌豆的人工杂交》

他们的论文都刊登在1900年出版的《德国植物学会杂志》上，
各自独立地证明遗传的孟德尔原理，这就是

遗传学史上的孟德尔定律的重新发现

1900年遗传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了



豌豆杂交实验结果：1865年发表

不朽论文《植物杂交试验》，提出

遗传因子具有颗粒性，互不融合，

互不干扰，独立分离，自由组合。

 Mendel的杂交实验结论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理解，

一直未能引起注意。

只有Napp理解Mendel，但他在先于Mendel的论文发表

两年就去世了。

Mendel的理论被埋没34年

Experiments in Plant Hybridization



该杂志只印发了115份 G.  Mendel (1822-1884)

《布隆博物学会会刊》
（Pl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Brünn）



• 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授

• 柯伦斯（Carl Erich Correns），德国土宾根大学的教授

• 丘歇马克（Erich von S. Tschermak），奥地利维也纳农业大
学的讲师

• 1900年分别同时发现了孟德尔的成果。

Carl Correns
(1864-1933)

Hugo de Vries
(1848-1935)

Erich von 
Tschermak
(1871-1962)

Mendel的理论重见天日



孟德尔定律的重新发现 (I)

Hugo de Vries (1848-1935)：
在月见草杂交试验中，发现F2性状的分离比为3 : 1
论文“杂种的分离法则”发表在《德国植物学会杂志》

（18: 83-90, 1900年3月26日）和法国科学院的《纪事录》（130:
845-847）。

Vries曾从L. H. 拜莱的《植物育种》（1895）中查到孟德尔

的工作。他在德文版中提到了孟德尔的工作，但在法文版中却

只字未提。



孟德尔定律的重新发现 (II)

Carl Erich Correns (1864-1933)：

1900年4月21日他读到了德弗里斯的法语论文，看

到了与自己研究工作相同的结果。尽管他读到的法语论

文中未提到孟德尔，但是他从老师内格里处了解到孟德

尔的工作，于是撰写了“杂种后代表现方式的孟德尔法

则” ，也刊登在《德国植物学会杂志》（18: 158-168,

1900年4月24日）。



Erich von S. Tschermak (1871-1962)：

通过豌豆杂交试验发现了分离现象，撰写了“关于豌

豆的人工杂交”的讲师就职论文。清样出来后他读到了德弗

里斯和柯伦斯的论文，于是急忙投寄论文摘要，于1900年6

月2日也发表在《德国植物学会杂志》上。

三个人的论文都发表在《德国植物学会杂志》上，都

证实了孟德尔的结论，这就是遗传学史上著名的孟德尔定律

的重新发现。

孟德尔定律的重新发现(III)



Mendel对遗传学的贡献

（1）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性状的遗传规律

选用纯系（pure-breeding lines）、区分性状、分类统
计学处理、实验设计和验证等。

（2）第一次提出了遗传因子的概念，并将遗传因子定位
于生殖细胞中。

（3）发现了生物性状的遗传规律，使性状的遗传成为可
预见性的科学。

遗传学之父（Father of Genetics）



(2) 细胞遗传学时期

1901年 W. Sutton 研究蝗虫； T. Bovert 研究海胆

观察: 染色体的减数分裂行为，孟德尔因子分离和自由组合
与染色体的分离和自由组合一致, 他们大胆地认为孟德尔因子
就在染色体上。

提出

Chromosome theory of heredity (遗传的染色体假说)

1902 Willian E, Castle 
首先认识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之间的关系

1905 Willan Bateson 将遗传的科学称为遗传学
the Science of heredity ：“genetics”



1909   W. Johannsen   提出基因、基因型、表现型等概念

用基因取代“因子”﹑“性状”和“特性”等含糊概念。

1910-1939   细胞遗传学时期 （摩尔根）：

1910 T. H. Morgan  果蝇 sex-linked inheritance 
通过果蝇实验提出基因连锁定律，用实验证明基因位于染色

体上。白眼→伴性遗传→一个特点基因位于一个特定的染色体上

1913    A.H.Sturtevant    遗传连锁图

1927 H.J.Muller   χ-射线诱导染色体突变

人工改变基因的实验



摩尔根（1866-1945）1933年获诺贝尔奖

出版《遗传的物质基础》和《基因论》——创立“基因学说”

摩尔根学派建立了完整的基因遗传理论体系

即：染色体遗传学（chromosomal genetics）：细胞遗传学；

染色体——基因理论：

基因是控制遗传性状的单位，并以直线排列染色体上；

生物的某种性状是受一个或几个基因控制；

染色体上基因的变化(或突变)是生物性状变异和生物进化

的直接原因；提出遗传学的第三定律

论证﹑概括和总结了遗传学的三大定律：

分离﹑自由组合和基因连锁交换定律



(3)生化和微生物遗传学时期

1923年英国医生、生物化学家加罗德（A.E.Garrod) 进行

家谱研究,撰写“Inborn Errors of Metabolism”《先天性代谢病》。

鉴别了第一个人类遗传病，黑尿病（缺尿黑酸氧化酶）。

他认为这种疾病是由于单个基因发生突变后，产生一种不具功

能的产物，从而导致代谢紊乱（ metabolic disorder）。提出“一

个突变基因决定一种代谢紊乱”的观点，但在当时未受到广泛的

关注。



1927 F.Griffith（格里菲思）

肺炎链球菌的转化实验为了证明遗传物质是DNA，但没有进

行单因子转化实验

1944 O.T.Avery 等进行单因子转化实验 证明DNA是遗传物质

肺炎链球菌的转化实验

（a）将S型肺炎链球菌注入小

鼠体内，小鼠被杀死；

(b)将R型肺炎链球菌注入小

鼠体内，小鼠仍活着；

(c)将加热灭活的S型菌株注入

小鼠体内，小鼠仍活着；(d)将

R型菌株与加热灭活的S型菌株

混合后注入小鼠体内，小鼠被

杀死。



1940-1953
细胞遗传学向分子遗传学过渡阶段
1941 G.W.Beadle & E.L.Tatum

分离出红色面包菌（Neurospora crassa）的生化突变型

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假说

（one gene-one enzyme）

酶1 酶2 酶3

前体→鸟氨酸→瓜氨酸→精氨酸

后来被修改为：“一个基因一种多肽”

（one gene-one polypeptide）

这表明基因通过

对酶合成的控制而影

响性状的发育和表达。

然而基因究竟

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

当时还不得其解。



1946 J. Lederberg & Tatum
细菌的结合实验多营养缺陷型之间进行杂交

Met
_
bio

_
Thr +Leu+ thi+ ╳ Met+bio+Thr

_
Leu

_
thi

_

硫胺（VB1）

Met+Thr+Leu+thi+（营养型）

1950 Barbara McClintock
玉米Ac-Ds系统可移动因子转座因子

说明遗传物质不是不变的，基因是可以移动的。

图1-38



1953 James Watson & Francis Crick

DNA双螺旋模型（图1-41）

该模型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生物学方面最伟大的发现，是分子

遗传学诞生的标志。

1953～ 进入分子遗传学时期：

1957 H.Fraenkel-Conrat & B.Singer
烟草花叶病毒的重建（图1-47），证明TMV的遗传物质是RNA

1958 M.Meselson（梅塞尔森） & Stahl（史塔尔）

密度梯度超速离心实验（图1－49）证明DNA复制是半保留的

1958 ～ 1972 重组DNA技术体系的建立



1958 Arthur Kornberg
从E.coli中分离出DNA聚合酶Ⅰ

为分子遗传学的开展、遗传工程的进行、
人工合成基因奠定了基础。

1959 Serero Ochoa
从微生物棕色固氮菌

（Azotobacter vinelandi）分离出
RNA 聚合酶I为遗传密码的破译提
供了实验方法和手段

Siderey Brener
Framcois Jacob 发现mRNA
Mathew Meselson

1961 Framcois Jacob &Jacques Monod提出乳糖操纵子模型
现代分子遗传学基因调控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965 Robert Holley 测得第一个tRNA分子的序列

1966 Marshall Nirenberg &H Gobind Khorana
破译遗传密码

1967 发现DNA连接酶

1970 H.O.Smith等发现并分离出流感嗜血杆菌的内切酶

H.M.Temin(梯明)&D.Baltimore
在RNA肿瘤病毒中分离出反转录酶

•



1972 Paul Berg(伯格)等
首次完成DNA分子重组（体外重组DNA）

1975 Edward.M.Southern
Southern Blotting

1976 Walter Gilbert
Frederick Sanger 建立DNA序列测定法（图1-44）
Phillip Sharp 等 测定 φⅩ174= 5387nt （图1-42）
发现真核生物基因中存在内含子

基因不连续概念（图1-37）
1983 Thomas Cech

Sidney Altman RNA的自我拼接Catalytic RNAs 



1986 Kary Mullis and other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图1－46）

1990 James Watson and many other scientist
Human Genome project 测疗，图谱

30亿美元 30亿个碱基，预计8-10万个基因

标志着生物科学研究全面进入基因组研究时期

1992 欧洲共同体各国35个实验室首先发表第一个真核生物染色

体（酵母染色体III）DNA全序列（共315000bp）
1995 完成了酵母基因组DNA（125×105bp）全序列的测定工作



1997 线虫基因图谱绘测成功

1998 完成人22号染色体DNA核苷酸全序列测定

2000 人的基因组全序列测定(工作草图)

2002 老鼠基因组物理图测定



2002年国际水稻基因组测序计划已完成。这是第一个完成测

序的禾科植物。

2005年 以Solexa（Illumina）、ABI和 SOLiD  为代表的第二

代DNA测序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由美国贝勒医学院人

类基因组测序中心和“454生命科学公司”完成“吉姆

工程”（Project Jim）：世界首份“个人版”（James 
Watson）基因组图谱发表。

2006年 人类最后一条染色体，即第1染色体的基因测序完成

，至此人体基因密码99.99%解密。历时16年的人类基

因组计划书写完了“生命之书”的最后一个章节。

2007年 M.R.Capecchi、O.Smithies和M.J.Evans 三人获诺贝

尔奖，建立了基于胚胎干细胞的小鼠基因打靶技术。



2008年由美国、英国、中国和德国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协作组启动国际“

1 000 Genomes Project”。

华大基因完成“炎黄一号”基因组图谱的绘制

2009年 E.H.Blackburn、C.W.Greider和J.W.Szostak 三人获诺贝尔奖，发现

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理。

V.Ramakrishnan、T.A.Steitz和Ada Yonath 2009年三人获诺贝尔奖，研

究发现了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

R.Lister等发表第一张人类表观基因组图谱。

华大基因等完成了“大熊猫基因组”的研究，证明了我国大熊猫基因

组具有很高的杂合度，遗传多样性较高；揭示了大熊猫能消化竹子纤维，喜

食竹子而不爱肉食的奥秘。

中国科学家启动“万种微生物基因组计划”，又称宏基因组计划（

Metagenome project）。



2010年华大基因启动“1 000种动植物基因组计划”

世界“万种脊椎动物基因组计划”联盟（G10KCOS）宣布启动“万种

脊椎动物基因组第一期计划”

“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精确鉴定出6 788种蛋白质

2011年 马铃薯基因组测序联盟完成了马铃薯基因组测序；

中国科学家发布了人类肝脏蛋白质相互作用图谱。

2012年 ENCODE计划联合体发布了第二批研究成果；

第三代基因组测序仪——单分子测序仪研究成功；

真核生物单细胞基因组学兴起；

以华大基因为主的中国科学家团队完成了肠道微生物与Ⅱ型糖尿病

的宏基因组关联分析。

2013年 中国科学家绘制出小麦A基因组草图及小麦D基因组草图。

2014年 国际小麦基因组测序联盟（IWGSC）公布绘制出普通小麦基因组

序列草图。

2015年 T.Lindahl、P.Modrich和A.Sancar 2015年三人获诺贝尔奖，揭示了

DNA修复机制。

2017年12月28日中国启动十万人基因组计划绘制我国人精细基因组图谱



1000 Genomes Project
2008年1月22日

人类蛋白质组计划

美国肿瘤基因组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

HapMap计划 ENCODE计划 Project Jim

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

2002年10月
2003年9月

1990年

2007年5月30日

2004年12月 2005年12月13日

2008年
1000 动植物基因组计划

2010年1月

2020-12-1日完成20,103种，370,450种生物的基因组正在进行全序列的测定



1.3 遗传学的应用

⑴直接指导农业科学(丰富和更新育种新技术)

①高产优势新品种 如：“杂交水稻”“杂交油菜”“杂交小麦”

②抗虫抗病农作物 如：抗虫棉新品种

③改进食用动物的品质如：牛、羊、猪优良品种的培育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seed-china.com/upload/supplyinfo/sypic/20063918475013084.jpg&imgrefurl=http://www.seed-china.com/SupplyList.aspx?colid%3D311%26Search%3D1&usg=__We9MMfKy-sXGDnSkrTxG4NjmlKY=&h=249&w=250&sz=54&hl=zh-CN&start=26&zoom=0&um=1&itbs=1&tbnid=eF8WYmAVMhA9OM:&tbnh=111&tbnw=111&prev=/images?q%3D%E6%9D%82%E4%BA%A4%E6%B2%B9%E8%8F%9C%26start%3D20%26um%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client%3Daff-360daohang%26sa%3DN%26source%3Dog%26ndsp%3D20%26tbs%3Disch:1&ei=IuJgTaPIL4PKvQOV0LirAQ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icgr.caas.net.cn/96-014/%E5%B0%8F%E9%BA%A6-98-5335-56.jpg&imgrefurl=http://icgr.caas.net.cn/96-014/%E5%B0%8F%E9%BA%A6-98%EF%BC%8D5335%EF%BC%8D56.htm&usg=__gS3b7Wly7xN57v8nNZ9RjsU3khg=&h=416&w=600&sz=51&hl=zh-CN&start=41&zoom=1&um=1&itbs=1&tbnid=aLv6Y3-MemeWMM:&tbnh=94&tbnw=135&prev=/images?q%3D%E6%9D%82%E4%BA%A4%E5%B0%8F%E9%BA%A6%26start%3D40%26um%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client%3Daff-360daohang%26sa%3DN%26source%3Dog%26ndsp%3D20%26tbs%3Disch:1&ei=0uJgTc_qI5HGvQPiyZm5AQ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stdaily.com/special/pic/attachement/jpg/site2/20090917/00241d8fef0e0c1be2a642.jpg&imgrefurl=http://www.stdaily.com/special/content/2009-09/17/content_265550.htm&usg=__LaO87ClRGxwLig2PZhvJ57trzLY=&h=450&w=440&sz=30&hl=zh-CN&start=29&zoom=1&um=1&itbs=1&tbnid=Iq8IHzXk6KX28M:&tbnh=127&tbnw=124&prev=/images?q%3D%E6%9D%82%E4%BA%A4%E5%B0%8F%E9%BA%A6%26start%3D20%26um%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client%3Daff-360daohang%26sa%3DN%26source%3Dog%26ndsp%3D20%26tbs%3Disch:1&ei=xeJgTfOJIZCOuQP4h8nBAg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hb.xinhuanet.com/2009-09/30/xin_1030906301725671741426.jpg&imgrefurl=http://www.hb.xinhuanet.com/2009-09/30/content_17861758.htm&usg=__35rAE-6vQZsl_J4R748iOeTfLAw=&h=349&w=500&sz=72&hl=zh-CN&start=32&zoom=1&um=1&itbs=1&tbnid=TqTpiDnGEFuPsM:&tbnh=91&tbnw=130&prev=/images?q%3D%E6%9D%82%E4%BA%A4%E6%B2%B9%E8%8F%9C%26start%3D20%26um%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client%3Daff-360daohang%26sa%3DN%26source%3Dog%26ndsp%3D20%26tbs%3Disch:1&ei=P-NgTbPiMoOwuAPC4IyoAQ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images.rednet.cn/articleimage/2008/11/19/1510471226.jpg&imgrefurl=http://gaige.rednet.cn/c/2008/11/19/1639724.htm&usg=__xkdzCJrTcWWbV_bTTPY0DSwbAIM=&h=439&w=400&sz=127&hl=zh-CN&start=3&zoom=1&um=1&itbs=1&tbnid=hYjQA1dM0eDSJM:&tbnh=127&tbnw=116&prev=/images?q%3D%E6%9D%82%E4%BA%A4%E6%B0%B4%E7%A8%BB%E4%B9%8B%E7%88%B6%26um%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client%3Daff-360daohang%26sa%3DG%26source%3Dog%26tbs%3Disch:1&ei=l-NgTYifBYmuuQP5udGwAQ


⑵生物制药：利用植物大量生产人体蛋白

利用遗传工程技术生产抗菌素、胰岛素、干扰素

、生长激素尿激酶、疫苗等。

转基因动植物。

生物制药专用发酵罐



⑶指导医学研究，提高健康水平：诊断和治疗

，有效地治疗人类的一些遗传性疾病。

例如分子遗传学已成功地应用在于：

人工分离基因；人工合成基因；人工转移

基因；克隆技术应用；

基因工程定向改变遗传性状，可以更自由

和有效地改变生物性状；

转基因技术打破物种界限，克服远缘杂交

困难；培育优良动、植物新品种；



（4）遗传学与社会和法律

基因工程菌、转基因动、植物的安全问题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引

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人类基因组正在受到日益恶化的环境因素的侵害，

例如放射性物质和有毒的化学物质可诱发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目前

，如何保护人类和其他各种生物生存的环境？这已是遗传学研究的重要

课题之一。各国政府根据其危害性已先后制定了相应的限制使用有害物

质的法律、法规，并制定了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以孟德尔遗传原理为基础的DNA指纹分析，在法律上的亲子鉴定、犯

罪嫌疑人的罪证确定、以及灾害发生等死难者的亲缘关系鉴定中已有广

泛的应用。

所以遗传学与社会和法律的关系与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当代遗传学的特点

遗传学是一门处于发展巅峰时期的学科

遗传学发展迅速，理论领先，深入到生命科学的各研究领域

技术领先: 基因组测序、转基因、基因打靶、RNA干涉等

学科交叉：生物、物理、化学、计算机等理论、技术和方法

都应用于遗传学的研究领域

实用性强：指导农业、林业、畜牧业生产；医学等

遗传学＝基因学基因组学生命组学



1.请你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简单补充知识窗1-1“遗传学发展大事年表”，从
2015年以后即2018、2019、2020年的遗传学发展。

2.写出下列科学家在遗传学发展史中的主要贡献：（结合本书中相关章节中
的详细内容作答）
①Darwin ②Mendel ③Morgan ④Bateson ⑤Beadle & Tatum ⑥Avery，
Hershey & Chase ⑦ Watson & Crick ⑧ Jacob & Monod ⑨McClintock ⑩
Berg & Cohen

3.说明以下术语之间的关系：
① 遗传与变异 ②基因与性状 ③基因型与表型 ④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
⑤先成论与后成论 ⑥DNA与蛋白质 ⑦颗粒遗传与融合遗传
⑧泛生论与种质论

4.你认为遗传学在21世纪会有哪些重要发展和应用前景？

第1章习题



谢谢！

本章结束



返回图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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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发表“转座因子”理论，1983年获Nobel奖

B. MaClintock (1902-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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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发表《Nature》论文，1962年获诺贝尔奖

Rosalind
Frank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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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图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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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图1－46 返回



图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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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烟草叶 烟草“花叶”

烟草花叶病
毒(tobacco 
mosaic 
virus, TMV)



图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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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尔（1822－1884）



Gregor Johann Mendel(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 )
1822年生于莫拉维亚（Moravia）北部的一个叫海钦多夫

（Heinzendorf）的村庄（原奥地利）的一个农民家庭。

1843年父亲在一次事故中致残，孟德尔21岁（大学：奥尔

米茨学院,主攻古典哲学）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被修士Napp允
许进入布隆（Brünn）的奥古斯汀修道院（Augustinian 
monastery ）作一名见习修道士，并得到Gregor名字。

1847年成为一名牧师。 1850年夏天他参加了一次永久教师

的资格考试，结果由于他的自然部分（生物和地质）的分数

不及格而没通过。

大学教授包尔加特纳（Borgartner）发现孟德尔是个有为青

年, 在他的推荐和Napp主教的资助下, 孟德尔得以前往维也纳

大学学习



1851年至1853年，修道院的主持 Napp全额资助他到Vienna
大学学习科学和数学，尤其是物理学（著名的科学家Doppler
手下）、植物学和动物育种。

1853年夏回到修道院，同时兼职第二年应聘在布尔诺技术
学校任代课教员, 讲授物理学和博物学, 从此致力于教育事业
达14 年之久。

1854年在修道院的支持下开始做豌豆杂交试验，并成为摩
拉维亚农业协会自然科学分会的会员。他的初衷是希望获得
优良品种，只是在试验的过程中，逐步把重点转向了探索遗
传规律。

1868 年4 月, 孟德尔继Napp之后当选为修道院终身主教。





Augustinian Monastery（now a memorial）
Where Mendel planted garden 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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