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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暋遗传因子的发现

第1节暋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一)

踏着坚实的步伐,稳健启程 自主初探·夯基础 预 习 新 知

一、用豌豆做遗传实验的优点和方法

1.

2.杂交实验的操作方法:

二、一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

P 暋高茎暳矮茎

暋 暋 暋暋朂
F1暋暋暋高茎曻

显性性状: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如高茎

隐性性状: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如矮茎
暋暋暋暋暋

朂熱

F2暋暋高茎暋矮茎曻性状分离:在暋暋暋暋暋后代中,同时出现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的现象

性状

比例
暋暋暋 暶 暋暋

三、对分离现象的解释

1.理论解释:

(1)生物的性状是由 暋决定的。

(2)体细胞中遗传因子是 暋存在的。

(3)生物体在形成生殖细胞———配子时,成对的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彼此分离,分别进入不同的配子中。配子中只含有每

对暋暋暋暋暋暋暋中的一个。

(4)受精时,雌雄配子的结合是 暋。

2.遗传图解:

3.“性状分离比的模拟暠实验:

(1)模拟内容:

用具或操作 模拟对象或过程

甲、乙两个小桶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小桶内的彩球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不同彩球的随机组合 雌雄配子的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2)操作步骤:

四、对分离现象解释的验证

1.验证方法: 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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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遗传图解:

五、分离定律

1.判断正误:
(1)性状分离是子代同时出现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的现象。

(暋暋)
(2)豌豆的高茎和矮茎是一对相对性状。 (暋暋)
(3)纯合子自交后代一定是纯合子。 (暋暋)
(4)分离定律的实质是控制同一性状的遗传因子的分离。 (暋暋)

2.问题思考:
(1)用高茎的豌豆做母本,矮茎的豌豆做父本,与用矮茎的豌豆

做母本,高茎的豌豆做父本,F2 的性状分离比一样吗?

(2)在“性状分离比的模拟暠实验中,为什么一定要将抓取的彩

球放回原桶?

萃取知识的精华,细研深究 核心归纳·抓要点 突 破 重 点

一、分离定律的假说—演绎过程分析

观察现象

高茎豌豆与矮茎豌豆杂交 F1 全为高茎,F1 自

交后代高茎和矮茎的比例为3暶1,其他6对相

对性状均如此

朂
提出问题

栙F1 中全为高茎,矮茎哪里去了呢

栚F2 中出现了矮茎,说明了什么

栛为什么后代的比值都接近3暶1

朂
分析问题

栙矮茎可能并没有消失,只是在F1 中未显现出

来。因为F2 中出现了矮茎

栚高茎相对于矮茎来说是显性性状

栛相对性状可能受遗传因子的控制,遗传因子

成对存在,可能有显隐性之分

朂
提出假说

栙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决定的。遗传因子

有显性与隐性之分

栚体细胞中遗传因子是成对存在的

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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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栜受精时,雌雄配子的结合是随机的

朂
演绎推理

将F1 高茎豌豆与矮茎豌豆杂交,预期后代中高

茎植株与矮茎植株的比例为1暶1

朂
实验验证

实验结果:后代中高茎植株与矮茎植株的比例

为1暶1

朂
得出结论

预期结果与实验结果一致,假说正确,得出分

离定律

暋(1)测交实验属于演绎过程还是实验验证过程?

(2)测交实验除了用于验证分离定律外,还有什么用途?

暰典例训练1暱孟德尔探索遗传规律时运用了“假说—演绎法暠,该
方法的基本内容是在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问题,通过推理

和想象提出解释问题的假说,根据假说进行演绎推理,再通过

实验检验演绎推理的结论。下列相关叙述中正确的是 (暋暋)

A.“F2 出现3暶1的性状分离比不是偶然的暠属于孟德尔假说

的内容

B.“豌豆在自然状态下一般是纯种暠属于孟德尔假说的内容

C.“测交实验暠是对推理过程及结果进行的检验

D.“体细胞中遗传因子成对存在暠属于演绎内容

二、性状的显隐性和纯合子、杂合子的判断方法

1.显隐性性状的判断:
(1)根据子代性状判断。

栙不同性状的亲本杂交炤子代只显现一种性状炤子代所显现

的性状为显性性状。

栚相同性状的亲本杂交炤子代显现不同性状炤子代所显现的

新的性状为隐性性状。
(2)根据子代性状分离比判断。
具有一对相对性状的亲本杂交炤F2 性状分离比为3暶1炤分离

比为3的性状为显性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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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纯合子和杂合子的判断:
(1)隐性纯合子:表现为隐性性状的个体是隐性纯合子。
(2)显性纯合子和杂合子的判断(设一对相对性状中,A为显性

性状个体,B为隐性性状个体)。

栙自交法:

a.若亲本 A 曻
熱

A,则亲本 A为纯合子。

b.若亲本 A 曻
熱

A、B均出现,则亲本 A为杂合子。

栚测交法:

a.若亲本 曻A暳B 只有 A,则亲本 A很可能为纯合子。

b.若亲本 曻A暳B A、B均出现,则亲本 A为杂合子。

栛花粉鉴定法:
非糯性与糯性水稻的花粉遇碘呈现不同的颜色,取亲本 A 的

花粉,加一滴碘液。

a.若花粉一半呈蓝黑色,一半呈橙红色曻亲本 A为杂合子。

b.若花粉全为橙红色或全为蓝黑色曻亲本 A为纯合子。

暋 不同交配类型的选择

(1)测交法应用的前提条件是已知生物性状的显隐性。
(2)植物常用自交法,也可用测交法,但自交法更简便。
(3)动物个体不能用自交法,只能用测交法。

暋(1)若正常夫妇生了一个患白化病的孩子,请据此判断性状的

显、隐性。

(2)马的栗色对白色为显性。现有一匹栗色马,如何鉴定它是

纯合子还是杂合子?

暰典例训练2暱家兔的褐毛与黑毛是一对相对性状,控制该性状的

遗传因子位于常染色体上。现有四只家兔,甲和乙是雌兔,丙
和丁是雄兔。已知甲、乙、丙兔为黑毛,丁兔为褐毛。甲与丁

多年交配,子代全部为黑毛兔;乙与丁交配,子代中有褐毛兔

出现。以下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暋暋)

A.黑毛对褐毛是显性

B.设B为显性遗传因子,b为隐性遗传因子,则甲、乙、丁兔的

遗传因子组成分别为BB、Bb、bb
C.鉴别丙兔是纯合子还是杂合子,可用丙兔和丁兔进行测

交,若后代都为黑毛兔,则丙兔为纯合子,若后代既有黑毛

兔又有褐毛兔,则丙兔为杂合子

D.乙与丁多年交配,子代中褐毛兔出现的概率为1/2

三、有关分离定律的解题思路

1.由亲代推断子代的遗传因子组成和表现型:

亲本 子代遗传因子组成 子代表现型

AA暳AA AA 全为显性

AA暳Aa AA暶Aa=1暶1 全为显性

AA暳aa Aa 全为显性

Aa暳Aa AA暶Aa暶aa=1暶2暶1 显性暶隐性=3暶1
Aa暳aa Aa暶aa=1暶1 显性暶隐性=1暶1
aa暳aa aa 全为隐性

2.根据分离定律中的规律性比值来直接推断(后代数量较多):
(1)若后代性状分离比为显性暶隐性曋3暶1,则双亲一定是杂

合子(Bb),即Bb暳Bb曻3B_暶1bb。
(2)若后代性状分离比为显性暶隐性曋1暶1,则双亲一定是测

交类型,即Bb暳bb曻1Bb暶1bb。
(3)若后代性状只有显性性状,则双亲至少有一方为显性纯合

子,即BB暳BB或BB暳Bb或BB暳bb。
3.概率计算实例分析:

(1)实例:两只白羊交配生了两只白羊和一只黑羊,如果它们再

生一只小羊,其毛色是白色的概率是多少?
(2)分析:两只白羊所生的后代中出现了性状分离,则新出现的

黑色为隐性性状,且双亲均为杂合子。设用 B、b表示遗传因

子,则双亲的遗传因子组成均为Bb,子代白羊的遗传因子组成

为BB或Bb,黑羊的遗传因子组成为bb。
(3)方法。
栙用分离比直接推出:

曻Bb暳Bb 1BB暶2Bb暶1bb,可见后代毛色是白色的概率

是3
4

。

栚用配子的概率计算:

Bb亲本产生B、b配子的概率都是1
2

,则

a.后代为BB的概率=B(曗)概率暳B(曖 )概率

=1
2暳1

2=1
4

。

b.后 代 为 Bb 的 概 率 = b(曗 )概 率 暳 B (曖 )概 率

+b(曖 )概率暳B(曗)概率

=1
2暳1

2+1
2暳1

2=1
2

。

所以,后代毛色是白色的概率是1
4+1

2=3
4

。

暋(1)若两株高茎豌豆杂交,子代全是高茎,能否说明这两株高茎

豌豆都是显性纯合子?

(2)在一对相对性状的豌豆杂交实验中,F2 的高茎豌豆中,杂
合子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暰典例训练3暱将具有一对遗传因子的杂合子(Bb)逐代自交3次,
在F3 中纯合子(bb)的比例为 (暋暋)
A.1/8暋暋暋暋B.7/8暋暋暋暋C.7/16暋暋暋D.9/16

分离定律中计算概率的方法

(1)用经典公式计算。
概率=(某性状或遗传因子组合数/总组合数)暳100%。
(2)用配子的概率计算:先计算出亲本产生每种配子的概率,
再根据题目要求用相关的两种配子概率相乘,最后相关个体

的概率相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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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智慧的明灯,探究悟道 案例规范·明思路 触 类 旁 通

课题:与基因分离定律有关的计算类题目
暰案例暱果蝇的灰身和黑身是一对相对性状(设控制灰身的基因为

B,控制黑身的基因为b),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上,将纯种的灰

身果蝇和黑身果蝇杂交,F1 全部为灰身,让F1 自由交配得到

F2,将F2 的灰身果蝇取出,让其自由交配,后代中灰身和黑身

果蝇的比例为 (暋暋)
A.5暶3暋暋暋B.2暶1暋暋暋C.3暶1暋暋暋D.8暶1

关键信息 推断结论

信

息

1

纯种灰身果蝇和黑

身果 蝇 杂 交,F1 全

部为灰身

黑身 为 隐 性 性 状,灰 身 为 显 性

性状

信

息

2

F1 果蝇自由交配得

到F2

F2 的 基 因 型 及 其 比 例 分 别 为:
1/4BB、1/2Bb、1/4bb

信

息

3

F2 中灰身果蝇自由

交配

(1)F2 灰身果蝇为2/3Bb,1/3BB
(2)有4种交配方式:
(曖)2/3Bb暳(曗)2/3Bb;
(曖)1/3BB暳(曗)1/3BB;
(曖)2/3Bb暳(曗)1/3BB;
(曖)1/3BB暳(曗)2/3Bb

信

息

4

计算 F3 中 灰 身 和

黑身果蝇的比例

只有2/3Bb暳2/3Bb交配组合,F3

中才出现黑身果蝇,比例为2/3暳
2/3暳1/4=1/9,出现灰身比例为

1-1/9=8/9,故灰身与黑身果蝇

比例为8暶1

正确答案:选 D。
错答:选 A。
错因:没有仔细审题,将“F2 的灰身果蝇取出,让其自由交配暠
误解为“让其基因型相同的个体交配暠,结果F3 中黑身果蝇的

比例为1/2暳1/4+1/4=3/8,灰 身 果 蝇 的 比 例 为1-3/8=
5/8,故灰身与黑身果蝇比例为5暶3。
错答:选 C。
错因:将“F2 的灰身果蝇取出,让其自由交配暠错误理解为“将

F2 的所有个体自由交配暠,F2 雌、雄个体中产生的控制灰身

和黑身的配子数量相同,各占1/2,故 F2 的后代中黑身果蝇

的比例是1/2暳1/2=1/4,灰身果蝇的比例为1-1/4=3/4,
故灰身和黑身果蝇的比例为3暶1。

放飞激扬的梦想,沙场点兵 学业测试·速达标 检 测 实 效

1.(基础理论辨析题)下列属于孟 德 尔 分 离 定 律 的 假 说 的 是

(暋暋);属于演绎过程的是(暋暋)

A.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决定的

B.体细胞中遗传因子是成对存在的

C.杂合子 Dd产生 D与d的比例为1暶1
D.受精时,雌雄配子的结合是随机的

E.测交后代的性状分离比为1暶1
2.(2013·新课标全国卷栺改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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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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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因子控制

D.是否严格遵守实验操作流程和统计分析方法

3.(2014·海南高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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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暋暋)

A.抗病株暳感病株

B.抗病纯合体暳感病纯合体

C.抗病株暳抗病株,或感病株暳感病株

D.抗病纯合体暳抗病纯合体,或感病纯合体暳感病纯合体

4.在做性状分离比的模拟实验时,分别同时从甲小桶和乙小桶抓

取彩球50~100次,统计彩球组合为 DD的比例为 (暋暋)

A.1/3暋暋暋暋B.1/5暋暋暋暋C.1/2暋暋暋暋D.1/4
5.豌豆花腋生和顶生是一对相对性状,受一对遗传因子 B、b控

制,下列是几组杂交实验结果。

杂交组合 亲本性状
后代性状

腋生 顶生

一 顶生暳顶生 0 804
二 腋生暳腋生 651 207
三 顶生暳腋生 295 265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分析回答:
(1)根据组合暋暋暋暋可判断出豌豆花腋生和顶生中,显性性

状是暋暋暋暋(填“顶生暠或“腋生暠)。
(2)组合二亲本的遗传因子组成分别是暋暋暋、暋暋暋,其后代

腋生中杂合子比例为暋暋暋暋暋。
(3)组合三后代的腋生豌豆中杂合子占暋暋暋暋。

课时提升卷(一)

暋 一课一练日积月累,披坚执锐稳固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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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暋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二)

踏着坚实的步伐,稳健启程 自主初探·夯基础 预 习 新 知

一、两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

1.过程与结果:

P暋暋暋暋暋黄色圆粒暳绿色皱粒

朂
暋暋暋 暋暋 暋暋

F1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 暋

朂熱

F2

表现型:黄色圆粒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比例:暋 暋暋暋 暶 暋暋暋 暶 暋暋暋 暶{ 暋暋暋

2.分析:

(1)

(2)

二、对自由组合现象的解释

暋填写对应个体遗传因子的组成:

P暋黄色圆粒(暋暋暋)暳绿色皱粒(暋暋暋)

朂
暋暋暋 暋暋 暋暋

F1暋暋暋暋暋暋黄色圆粒(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 暋
朂熱

F2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

1.写出亲本产生的配子类型:
黄色圆粒产生的配子:暋暋暋暋暋暋
绿色皱粒产生的配子:暋暋暋暋暋暋

2.F1 产生配子的类型及比例:

类型:暋暋暋暋暶暋暋暋暋暶暋暋暋暋暶暋暋暋暋
比例:暋暋暋暋暶暋暋暋暋暶暋暋暋暋暶暋暋暋暋

3.F1 产生的雌雄配子随机结合:
(1)配子结合方式: 暋种。

(2)遗传因子的组合形式: 暋种。
(3)F2 的表现型: 暋种。

4.描述F2 中各种性状表现对应的遗传因子组成类型:
(1)双显型。
黄色圆粒: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2)一显一隐型。
黄色皱粒: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绿色圆粒: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3)双隐型。

绿色皱粒:暋暋暋暋暋暋

三、对自由组合现象解释的验证

1.验证方法: 暋。

2.遗传图解:

(1)由测交后代的遗传因子组成及比例可推知:

栙杂种子一代产生的配子的比例为 暋。

栚杂种子一代的遗传因子组成: 暋。
(2)通过测交实验的结果可证实:

栙F1 产生暋暋暋种类型且比例暋暋暋暋暋的配子。

栚F1 在形成配子时,成对的遗传因子发生了暋暋暋暋暋,不同

对的遗传因子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四、自由组合定律

1.发生的时间: 暋。

2.遗传因子间的关系:控制不同性状的遗传因子的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是互不干扰的。

3.实质:
(1)决定同一性状的成对的遗传因子 暋。
(2)决定不同性状的遗传因子 暋。

五、孟德尔成功的原因

1.实验选材方面:选择暋暋暋暋作为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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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生物性状分析方面:先研究暋暋暋暋性状,再研究暋暋暋暋
性状。

3.对实验结果的处理方面:运用了暋暋暋暋学。

4.实验的程序方面:提出问题曻实验曻分析曻暋暋暋暋(解释)曻
验证曻总结规律

六、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再发现

1.表现型:生物个体表现出来的 暋。

2.基因型:与表现型有关的 暋。

3.等位基因:控制 暋的基因。

1.判断正误:
(1)F1 能产生数量相等的4种配子。 (暋暋)
(2)F1 自交产生F2 的过程中,雌雄配子的结合方式是16种。

(暋暋)

(3)F2 的基因型有9种,比例为9暶3暶3暶1。 (暋暋)
(4)基因型相同,表现型一定相同。 (暋暋)

2.问题思考:
(1)F1 产生配子时,每对遗传因子和不同对遗传因子各发生怎

样的行为变化?

(2)在F2 中,纯合子所占比例是多少?

萃取知识的精华,细研深究 核心归纳·抓要点 突 破 重 点

一、两对相对性状杂交实验的分析

1.实验分析:

P暋 YYRR(黄圆)暳yyrr(绿皱)

暋暋暋暋暋暋朂
F1暋暋暋暋暋暋YyRr(黄圆)

暋暋暋暋暋
朂熱 曻

Yy暳Yy曻1YY暶2Yy暶1yy
Rr暳Rr曻{ 1RR暶2Rr暶1rr

1YY(黄)暋2Yy(黄)暋暋暋 1yy(绿)

1RR(圆)

2Rr(圆)
1YYRR 2YyRR
2YYRr暋 4YyRr

(黄圆) 1yyRR
2yyRr

(绿圆)

1rr(皱) 1YYrr暋暋2Yyrr(黄皱) 1yyrr(绿皱)

2.相关结论:

F2 共有16种配子组合方式,9种基因型,4种表现型

(1)组合方式
雌配子:YR、Yr、yR、yr
雄配子:YR、Yr、yR、y{ }r

4暳4=16种

(2)表现型

双显性状(Y_R_)占9/16
单显性状(Y_rr+yyR_)占3/16暳2
双隐性状(yyrr)占1/16
亲本类型(Y_R_+yyrr)占10/16
重组类型(Y_rr+yyR_)占6/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16

(3)基因型

纯合子(YYRR+YYrr+yyRR+yyrr)共

占1/16暳4
双杂合子(YyRr)占4/16
单杂合子(YyRR+YYRr+Yyrr+yyRr)

共占2/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16暳4

(1)F2 中的亲本类型与重组类型指的是基因型还是表现型?

(2)F2 中表现型相同的个体基因型一定相同吗? 请举例说明。

暰典例训练1暱(2013·天津高考)大鼠的毛色由独立遗传的两对

等位基因控制。用黄色大鼠与黑色大鼠进行杂交实验,结果

如图。据图判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暋暋)

P暋暋暋暋暋黄色暳黑色

朂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F1暋暋暋暋暋暋灰色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F1朂
雌雄交配

F2暋暋灰色暋黄色暋黑色暋米色

暋暋 暋9 暶暋3 暶 3 暶暋1
A.黄色为显性性状,黑色为隐性性状

B.F1 与黄色亲本杂交,后代有两种表现型

C.F1 和F2 中灰色大鼠均为杂合体(子)

D.F2 黑色大鼠与米色大鼠杂交,其后代中出现米色大鼠的概

率为1/4
(1)求子代中与亲本表现型不同个体所占概率时,

可先求与亲本表现型相同的概率,然后再用1减去与亲本表

现型相同的概率即可。
(2)概率求解时,要注意范围,如两对相对性状杂交实验中,F2

中纯合黄色圆粒豌豆占1
16

,而 F2 的黄色圆粒豌豆中,纯合子

占1
9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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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分离定律解决自由组合问题

1.思路:
将自由组合定律问题分解为若干个分离定律问题分别进行求

解,最后加以组合,如 AaBb暳Aabb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分离

定律:Aa暳Aa;Bb暳bb。

2.类型:
(1)配子类型及概率的问题。
如 AaBbCc产生的配子种类数为:

Aa暋暋Bb暋暋Cc
朂暋暋朂暋暋 朂
2 暳 2 暳 2=8种;
又如 AaBbCc产生 ABC配子的概率为:

1
2

(A)暳1
2

(B)暳1
2

(C)=1
8

(2)子代的基因型及概率问题。
如 AaBbCc与 AaBBCc杂交后,求其子代的基因型及概率,可
将其分解为3个分离定律:

Aa暳Aa曻后代有3种基因型(1AA暶2Aa暶1aa);

Bb暳BB曻后代有2种基因型(1BB暶1Bb);

Cc暳Cc曻后代有3种基因型(1CC暶2Cc暶1cc)。
因而,AaBbCc暳AaBBCc,后代中有3暳2暳3=18种基因型。
又如该双亲后代中 AaBBcc出现的概率为:

1
2

(Aa)暳1
2

(BB)暳1
4

(cc)=1
16

(3)表现型类型及概率的问题。
如 AaBbCc暳AabbCc,求 其 杂 交 后 代 可 能 出 现 的 表 现 型 种

类数。
可分解为3个分离定律:

Aa暳Aa曻后代有2种表现型(3A_暶1aa);

Bb暳bb曻后代有2种表现型(1Bb暶1bb);

Cc暳Cc曻后代有2种表现型(3C_暶1cc)。

所以,AaBbCc暳AabbCc,后代中有2暳2暳2=8种表现型。
又如该双亲后代中表现型 A_bbcc出现的概率为:

3
4

(A_)暳1
2

(bb)暳1
4

(cc)=3
32

(4)已知子代表现型分离比推测亲本基因型。

栙9暶3暶3暶1炤 (3暶1)(3暶1)炤 (Aa暳Aa)(Bb暳Bb)炤
AaBb暳AaBb
栚1暶1暶1暶1炤(1暶1)(1暶1)炤(Aa暳aa)(Bb暳bb)炤AaBb暳
aabb或 Aabb暳aaBb
栛3暶3暶1暶1炤(3暶1)(1暶1)炤(Aa暳Aa)(Bb暳bb)或(Aa暳
aa)(Bb暳Bb)

若n表示生物个体所含有的等位基因对数,且符合自由组合定

律,则该个体产生的配子种类数是多少? 自交后代基因型和表

现型种类数分别是多少?

暰典例训练2暱(2014·海南高考)基因型为AaBbDdEeGgHhKk的

个体自交,假定这7对等位基因自由组合,则下列有关其子代

的叙述,正确的是 (暋暋)

A.1对等位基因杂合、6对等位基因纯合的个体出现的概率

为5/64
B.3对等位基因杂合、4对等位基因纯合的个体出现的概率

为35/128
C.5对等位基因杂合、2对等位基因纯合的个体出现的概率

为67/256
D.7对等位基因纯合个体出现的概率与7对等位基因杂合个

体出现的概率不同

点燃智慧的明灯,探究悟道 案例规范·明思路 触 类 旁 通

课题:关于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的应用类题目

暰案例暱二倍体结球甘蓝的紫色叶对绿色叶为显性,控制该相对性状

的两对等位基因(A、a和B、b)分别位于3号和8号染色体上。下

表是纯合甘蓝杂交实验的统计数据:

亲本组合
F1 株数 F2 株数

紫色叶 绿色叶 紫色叶 绿色叶

栙紫色叶暳绿色叶 121 0 451 30

栚紫色叶暳绿色叶 89 0 242 81

根据表中信息请回答下列问题:
(1)结球甘蓝叶色性状的遗传遵循暋暋暋暋暋暋定律。
(2)表中组合栙的两个亲本基因型为暋暋暋暋暋暋暋。理论

上组合栙的F2 紫色叶植株中,纯合子所占的比例为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
(3)表中组合栚的亲本中,紫色叶植株的基因型为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若组合栚的F1 与绿色叶甘蓝杂交,理论上后代的

表现型及比例为暋暋暋暋暋暋暋。
(4)请用竖线(|)表示相关染色体,用点(·)表示相关基因位

置,在如图圆圈中画出组合栙的F1 体细胞的基因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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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推断结论

信

息

1

该性 状 由 两 对 等 位

基因控制,这两对等

位基 因 分 别 位 于 3

号和8号染色体上

(1)结球甘蓝叶色性状的遗传

遵循自由组合定律

(2)在画基因型示意图时,基

因 A(a)和B(b)应位于两对同

源染色体上

信

息

2

表中 亲 本 组 合 栙 的

F1 全 为 紫 色 叶,F2

中紫 色 叶 与 绿 色 叶

比值接近15暶1

(1)紫色叶为显性性状,绿色

叶为隐性性状

(2)F2 紫 色 叶 基 因 型 包 括

A_B_、A_bb、aaB_,占 15份,

绿色 叶 基 因 型 为 aabb,占 1

份,即双隐性表现为绿色,其

余基因型表现为紫色

(3)F1 的基因型为 AaBb,亲本

基因型为 AABB、aabb

信

息

3

在设 问(2)中,计 算

F2 紫色叶植株中,纯

合子所占的比例

在F2 紫色叶植株中,1AABB、

1AAbb、1aaBB为纯合子,则纯

合子所占比例为3/15=1/5

信

息

4

表中 亲 本 组 合 栚 的

F2 中,紫色叶与绿色

叶比值接近3暶1

F1 基因组成为aaBb或 Aabb,

相应 紫 色 叶 亲 本 基 因 型 为

AAbb或aaBB,绿色叶基因型

为aabb

信

息

5

组合栚F1 与绿色叶

甘蓝杂交,推测后代

的表现型及比例

类似于测交,即aaBb或 Aabb

与aabb杂交,后代紫色叶与绿

色叶比值为1暶1

(1)自由组合

(2)AABB、aabb暋1/5

错答:3/16。

错因:将“紫 色 叶 植 株暠中 纯 合 子 所 占 比 例 错 误 地 认 为 计 算

“F2暠中紫色叶纯合子所占比例。

(3)AAbb(或aaBB)暋紫色叶暶绿色叶=1暶1

错答:AAbb。

错因:考虑问题不全面,只想到 F1 基因组成为 Aabb,而没有

认识到基因 A(a)和B(b)处于相同的地位,而忽略aaBB。

(4)

放飞激扬的梦想,沙场点兵 学业测试·速达标 检 测 实 效

1.(基础理论辨析题)在孟德尔两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中,下列

说法属于对自由组合现象解释的是(暋暋);属于对自由组合现

象解释验证的是(暋暋)

A.利用隐性亲本与杂合子进行测交

B.不同对的遗传因子在形成配子时自由组合

C.受精时雌雄配子自由组合,有16种组合方式

D.后代有9种基因型、4种表现型

E.后代有4种基因型、4种表现型

2.具有下列基因型的生物,属于纯合子的是 (暋暋)

A.Aabb暋 暋暋B.AAbb暋 暋暋C.aaBb暋暋 暋D.AaBb

3.孟德尔的两对相对性状的遗传实验中,具有1暶1暶1暶1比例

的是 (暋暋)

栙F1 产生配子类型的比例

栚F2 表现性状的比例

栛F1 测交后代类型的比例

栜F1 表现性状的比例

A.栚栜 B.栙栛 C.栙栜 D.栚栛

4.两个纯合子亲本杂交得到子一代 F1,基因型为 AaBb(符合基

因自由组合定律),让F1 自交得F2,F2 中表现型不同于亲本性

状的占 (暋暋)

A.38 B.58 C.716 D.38
或5

8

5.以下叙述中,哪一条不是孟德尔能获得成功的原因 (暋暋)

A.正确假设了等位基因控制相对性状

B.正确选用了豌豆作为实验材料

C.由单因素到多因素的研究方法

D.科学地设计了实验的程序

6.(2013·临川高一检测)甲、乙两位同学分别用小球做遗传规律

的模拟实验。甲同学每次分别从栺、栻小桶中随机抓取一个小

球并记录字母组合;乙同学每次分别从栿、桇小桶中随机抓取

一个小球并记录字母组合。将抓取的小球分别放回原来小桶

后,再多次重复。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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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乙同学的实验只模拟了遗传因子的分离和配子随机结合的

过程

B.实验中每只小桶内两种小球的数量和小球总数都必须相等

C.甲同学的实验可模拟非同源染色体上的非等位基因自由组

合的过程

D.甲、乙重复 100次实验后,Dd和 AB 组合的概率约为 1
2

和1
4

7.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表明,种子黄色(Y)对绿色(y)为显性,

圆粒(R)对皱粒(r)为显性。小明想重复孟德尔的实验,他用

纯种黄色皱粒豌豆(P1)与纯种绿色圆粒豌豆(P2)杂交,得到

F1,F1 自交得到 F2,F2 的性状如图所示。根据基因的自由组

合定律判断,正确的是 (暋暋)

A.栙栚栛栜都是皱粒

B.栙栚栛栜都是黄色

C.栜的基因型与P2 相同

D.栙是黄色皱粒,栛是绿色皱粒

8.已知 A与a、B与b、C与c3对等位基因自由组合,基因型分别

为 AaBbCc、AabbCc的两个体进行杂交。下列关于杂交后代

的推测,正确的是 (暋暋)

A.表现型有8种,AaBbCc个体的比例为1
16

B.表现型有4种,aaBbcc个体的比例为1
16

C.表现型有8种,Aabbcc个体的比例为1
8

D.表现型有8种,aaBbCc个体的比例为1
16

9.西红柿为自花受粉的植物,已知果实颜色有黄色和红色,果形

有圆形和多棱形。控制这两对性状的基因分别位于两对同源

染色体上。根据下表有关的杂交及数据统计,回答问题。

组别

亲本组合 后代表现型及株数

表现型
红色

圆果

红色

多棱果

黄色

圆果

黄色

多棱果

栺
红色多棱果

暳黄色圆果
531 557 502 510

栻
红色圆果暳
红色多棱果

720 745 241 253

栿
红色圆果暳
黄色圆果

603 198 627 207

据表回答:

(1)上述两对相对性状中,显性性状为 暋。

(2)以 A和a分别表示果色的显、隐性基因,B和b分别表示果

形的显、隐性基因。请写出组别栻中两个亲本的基因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

(3)现有红色多棱果、黄色圆果和黄色多棱果三个纯合品种,育

种专家期望获得红色圆果的新品种,为此进行杂交。

栙应选用哪两个品种作为杂交亲本较好? 暋暋暋暋暋暋暋。

栚上述两亲本杂交,产生的F1 的基因型为暋暋暋暋。

栛上述F1 自交得F2,在F2 中,表现型为红色圆果的植株出现

的比例为暋暋暋暋暋暋暋,其中能稳定遗传的红色圆果占该表

现型的比例为暋暋暋暋暋暋暋。

10.小麦中光颖和毛颖是一对相对性状(显性基因用 P表示),抗

锈病和不抗锈病是一对相对性状(显性基因用 R表示),两对

基因各自独立遗传。现有光颖抗锈病和毛颖不抗锈病杂交,

F1 全为毛颖抗锈病,F1 自交,F2 出现四种性状:毛颖抗锈病、

光颖抗锈病、毛颖不抗锈病、光颖不抗锈病。根据以上信息回

答下列问题。

(1)上述遗传符合暋暋暋暋定律,其中暋暋暋和暋暋暋是显性

状性,F1 所产生的配子类型是暋暋暋暋,F2 中表现型与亲本

不同的个体所占比例是暋暋暋暋。

(2)F2 中毛颖抗锈病植株所占比例是暋暋暋暋,F2 毛颖抗锈

病植株中能稳定遗传的个体所占比例是暋暋暋暋。

(3)F2 中要获得PPRR的小麦10株,F2 群体理论上至少应有

暋暋暋暋株。

(4)选F2 中光颖抗锈病植株与毛颖抗锈病双杂合子植株杂

交,后代出现光颖抗锈病纯合子的比例是暋暋暋暋。

课时提升卷(二)

暋 一课一练日积月累,披坚执锐稳固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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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构建·筑体系 理清脉络

A: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B: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
C: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 D: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E: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

知识整合·促贯通 融会贯通

暋自交与自由交配的辨析与应用

1.概念辨析:
(1)自交:广义的自交是指具有相同基因型的个体间的交配,狭
义的自交是指两性花植物的自花传粉。
(2)自由交配:也叫随机交配,是指种群内具有生殖能力的雌雄

个体之间可以随机交配,不受基因型的限制,属于杂交的一种。
自由交配的概念在动植物中均适用。

2.相关题型的解法:
(1)自交题型的解法。

暰例1暱一个种群中基因型为 AA 的个体占24%,基因型为 Aa的

个体占72%。自交一代之后,种群中基因型为 AA 和基因型

为aa的个体分别占 (暋暋)

A.60%、40%暋暋暋暋暋暋B.36%、42%
C.42%、22% D.24%、22%
暰解析暱选 C。由题意可知,该种群3种基因型的个体:AA 占

24%、Aa占72%、aa占4%,它们分别自交。AA和aa自交后

代100%分别为 AA和aa,而 Aa自交会发生性状分离。图解

如下:

P暋暋24%AA暋暋 暋72%Aa暋暋暋暋4%aa
暋暋

朂熱 暋暋暋暋暋
朂熱 暋暋暋暋暋

朂熱

F1暋暋24%AA暋暋
72%(1/4AA
1/2Aa暋1/4aa)暋暋4%aa

因此,子代中基因型 AA个体占42%(24%+72%暳1/4),Aa
个体占72%暳1/2=36%,aa个体占22%(4%+72%暳1/4)。
(2)自由交配题型的解法。

暰例2暱在家蚕遗传中,黑色(B)与淡赤色(b)是有关蚁蚕(刚孵化

的蚕)体色的相对性状,黄茧(D)与白茧(d)是有关茧色的相

对性状。假设这两对相对性状自由组合,杂交后得到的数量

比如下表:

黑蚁黄茧 黑蚁白茧
淡赤蚁

黄茧

淡赤蚁

白茧

组合一 9 3 3 1
组合二 0 1 0 1
组合三 3 0 1 0

让组合一杂交子代中的黑蚁白茧类型自由交配,其后代中黑

蚁白茧的概率是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暰解析暱组合一(BbDd暳BbDd)子代中的黑蚁白茧基因型及比

例为:BBdd暶Bbdd=1暶2,即1/3BBdd和2/3Bbdd,发生自由

交配。
自由交配的方式有4种,分析如下表:

交配方式
后代基因型

及比例

后代表现型

及比例

曗1/3BBdd暳
曖1/3BBdd

1/9BBdd 1/9黑蚁白茧

曗1/3BBdd暳
曖2/3Bbdd

1/9BBdd,

1/9Bbdd
2/9黑蚁白茧

曗2/3Bbdd暳
曖1/3BBdd

1/9BBdd,

1/9Bbdd
2/9黑蚁白茧

曗2/3Bbdd暳
曖2/3Bbdd

1/9BBdd,

2/9Bbdd,

1/9bbdd

3/9黑蚁白茧

1/9淡赤蚁白茧

因此,后代中黑蚁白茧的概率是1/9+2/9+2/9+3/9=8/9。
此方法较繁琐。
答案:8/9

1.纯种高茎豌豆和矮茎豌豆杂交,F1 全为高茎,F1 自交得 F2,在

F2 中选出高茎豌豆,让其在自然状态下结实,后代中高茎与矮

茎之比为暋暋暋暋,DD、Dd、dd三种基因型之比为暋暋暋暋。

2.(2014·海南高考)某动物种群中,AA、Aa和aa基因型的个体

依次占25%、50%、25%。若该种群中的aa个体没有繁殖能

力,其他个体间可以随机交配,理论上,下一代中 AA暶Aa暶aa
基因型个体的数量比为 (暋暋)

A.3暶3暶1 B.4暶4暶1
C.1暶2暶0 D.1暶2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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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暋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

第1节暋减数分裂和受精作用

第1课时暋减 数 分 裂

踏着坚实的步伐,稳健启程 自主初探·夯基础 预 习 新 知

一、减数分裂的概念

二、精子的形成过程

1.场所:暋暋暋暋暋。

2.过程:
(1)减数第一次分裂:

分裂图像
分裂

时期
细胞名称 主要特征

间期 暋暋暋暋
DNA 复 制 和 有 关 蛋

白质合成

暋暋暋 暋暋暋暋

同源染色体暋暋暋暋
暋暋 暋,形 成 暋 暋 暋
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 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排列

在赤道板上

后期 暋暋暋暋
暋 暋 暋 暋 暋 暋 暋 暋
分离

末期 暋暋暋暋 染色体数目减半

(2)减数第二次分裂:

三、卵细胞的形成过程

1.卵细胞的形成场所: 暋。

2.写出各种细胞的名称:

a.暋暋暋暋暋暋暋;b.暋暋暋暋暋暋暋暋;c. 暋;

d.暋暋暋暋暋暋暋;e.暋暋暋暋暋暋暋暋;f. 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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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染色体的变化:与精子的形成过程相同。

4.结果:一个卵原细胞经过减数分裂,只形成一个 暋,
三个极体都退化消失。

四、观察蝗虫精母细胞减数分裂固定装片

1.目的要求:识别减数分裂不同阶段的染色体的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2.方法步骤:
(1)低倍镜观察装片,识别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和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2)先在低倍镜下依次找到减数第一次分裂和减数第二次分裂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的细胞。
(3)再在高倍镜下仔细观察染色体的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4)绘制减数分裂 暋的细胞简图。

1.判断正误:
(1)只有进行有性生殖的生物,才能进行减数分裂。 (暋暋)
(2)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复制次数和细胞分裂次数是相同

的。 (暋暋)
(3)精子和卵细胞形成过程中,细胞质都是均等分裂的。

(暋暋)
(4)一个卵原细胞只能产生一个卵细胞,而一个精原细胞能形

成四个精子。 (暋暋)

2.问题思考:
(1)1个四分体中含有几条染色体,几个 DNA分子?

(2)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数目减半发生在哪一时期?

(3)次级精母细胞的各个时期细胞中染色体数目相同吗?

(4)分析观察减数分裂实验不选择雌性个体的原因。

萃取知识的精华,细研深究 核心归纳·抓要点 突 破 重 点

一、辨析减数分裂过程中的三组概念

1.同源染色体与非同源染色体:

同源染色体 非同源染色体

来源
一条来自父方,
一条来自母方

可以相同,也可不同

形状和

大小
一般相同(X、Y不相同) 一般不相同

关系
在减数分裂过程

中两两配对

在减数分裂过程中

不进行配对

实例 A与B或C与 D
A与C、D
B与C、D

2.姐妹染色单体与非姐妹染色单体:

染色单体的形成是 DNA复制的结果,图中a与a曚为姐妹染色

单体,a与b、b曚属于同源染色体上的非姐妹染色单体,a与c、

c曚、d、d曚为非同源染色体上的非姐妹染色单体。

3.联会与四分体:

(1)联会:在减数第一次分裂前期,同源染色体两两配对的

现象。

(2)四分体:同源染色体的特殊存在形式,在减数分裂过程中,

联会后的每对同源染色体才可称为四分体,如 A与B。

(3)四分体、同源染色体与染色单体的数量关系:

1个四分体=1对同源染色体=2条染色体=4条染色单体(含

4个 DNA分子)。

暋 有同源染色体的存在曎进行减数分裂

(1)并不是只有能进行减数分裂的细胞才含有同源染色体,正

常的体细胞中也含有同源染色体。

(2)存在同源染色体的细胞并不都能配对形成四分体,只有在

减数分裂过程中才能联会形成四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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