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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遗传决定法



一、 遗传疾病的发生与预防

１ 遗传会带给后代许多疾病

正常人的体细胞有 ２３ 对 （４６ 个） 染色体， 其中 ２２ 对是

常染色体； 另一对是性染色体， 女性为 ＸＸ， 男性为 ＸＹ。 在

每一对染色体上有许多基因， 基因由脱氧核糖核酸 （ＤＮＡ）

组成， 当 ＤＮＡ 的结构有变异时 （即有病的基因）， 就会出现

遗传性疾病。 不少流产、 早产、 死胎的胎儿中， 有相当一部

分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 不能在胎内继续存活。 生后存活

的遗传性疾病中， 一部分有明显的症状， 例如某一系统、 器

官的残缺、 畸形、 智能迟缓等， 成年后个人生活不能自理或

丧失劳动力而需别人照顾， 给家庭、 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

但也有一部分遗传性疾病， 外表上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可是在传种接代、 子孙繁衍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不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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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无穷， 严重地影响民族的素质。 遗传性疾病可分为单基

因遗传病、 染色体病、 多基因遗传病三类， 各自遗传方式有

所不同。

单基因疾病

指仅有一对基因突变成病态所引起的疾病。 单基因病绝

大多数是代谢病， 包括氨基酸、 糖、 脂肪粘多糖， 嘌呤、 羟

化酶等的代谢失调， 引起数以千计的疾病。 其中又分为 １ 常

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 ２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 ２ 性 Ｘ

连锁遗传性疾病。

染色体疾病

主要是染色体的数目或结构的异常。 又分 １ 常染色体疾

病如 ２１———三体综合症、 ２ 性染色体病。 如先天性卵巢发育

不全， 即女性的性染色体应该为 ＸＸ， 而本病是 Ｘ０， 缺少一

个 Ｘ 染色体。

多基因疾病

由两对或两对以上的致病基因起作用而致病， 虽然每对

致病基因起的作用不大， 但各对致病基因的累积作用就不小。

·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