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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内容简介

本书以应用为背景，根据遗传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

线索，简要地介绍了颗粒遗传、分子遗传、血型遗传、性

别决定和分化、伴性遗传、杂种优势和遗传工程的理论

和技术的基础知识。全书语言流畅，图文并茂，内容丰

富，启发性强，可供青少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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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未来的时代航船已经启动!

《科学新知丛书》是作者们怀着美好的祝愿和殷切

的期望，献给未来的主人———广大青少年的一份珍贵

礼品。

青少年朋友们，你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

达、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速

度之快、规模之大、对人类社会影响之深，都是过去任何

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主人，要

想胜任驾驭时代航船的重任，就必须把自己培养成掌握

丰富科学文化的创造型人才。

“才以学为本”，学而有进，不学则退。文化科学素

质的提高是以科学知识的学习为重要前提和阶梯的，自

然科学知识是创造型人才优化知识结构中极其重要的

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广大青少年能够在知识的海洋中

畅游，去采撷知识的浪花。

《科学新知丛书》是针对青少年增长知识、发展智力

的需要，在中学生已有课内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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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和延伸，广泛吸收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当代各种高科技发展的新成

果而精心编写的一套综合性课外读物，旨在以高密度的

基础性、前沿性和前瞻性的科技知识武装青少年的头

脑，使广大青少年紧跟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综合

地、整体地了解当代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水平，

为青少年的智力发展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铺垫深厚

的知识功底，培养热爱大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科学意识，

激励好奇心、惊奇感、探索欲望和创新精神，学习科学思

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以达到开阔

视野、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发展智慧的目的。

《科学新知丛书》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图文并茂，形

式活泼，文字生动流畅，论述通俗易懂，有很强的可读

性，是一套科学性、思想性、趣味性高度统一的精品科普

读物。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青少年成长途径中的良

师益友，帮助青少年朋友“站在巨人的肩上”，迅速成长

为适应时代需要的杰出人才。

愿你们驾驭着时代的航船，频频闪射出科学创造的

眩目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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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毛盛贤 王木颖

为什么子女的长相( 甚至性格) 竟如此酷似父母，但

世界上却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为什么凭一根毛发能确定一个人是有罪的还是无

辜的，而凭一滴血可鉴别亲子关系?

为什么人分男女和牝鸡能够司晨，而奥运赛场上会

出现假女人?

为什么秃顶多属男人，而高寿多属女人?

为什么近亲结婚其生不蕃，而远亲后代优上加优?

许多生物，其中包括我们人类，从来就是通过两性

的精、卵细胞的结合繁衍后代的，但为什么会产生没有

外祖父的癞蛤蟆? 为什么竟可通过身体上的一个细胞

繁衍或克隆后代呢?

自古以来，鲤就是鲤，鲫就是鲫，二者从来老死不相

往来，而现在为什么会出现“鲤中有鲫和鲫中有鲤”的鲤

鲫鱼呢?

为什么细菌能生产人的胰岛素，小麦能固氮，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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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猪可能大如象呢?

…………

这本小册子———《话说遗传和遗传工程》，就是为了

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为青少年，尤其是为中学生写的

一本科普读物。

编写这本小册子，我们注意了如下几点: 第一，从专

业的低起点出发，力争反映遗传学理论和技术所达到的

最新水平。为此，书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介绍了

颗粒遗传和分子遗传的基本知识，其余部分涉及遗传学

在日常生活和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主要应用，突出了遗

传工程给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和发展前景。第二，理

论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例如，尽量以遗传学各发展阶

段上的应用为线索阐述有关遗传原理，设计了为中学生

可做的若干遗传实验和遗传调查，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学

生的实践意识和动手能力。第三，在介绍世界级遗传学

明星的重大发现时，跟踪他们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的足

迹，看他们是如何学习、如何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这对

于我们，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来说，该用什么样的科学理

论和技术武装自己，如何建立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培养

实事求是和集体主义的科学品德，以及如何学习他们为

科学献身的精神，都是很有启发的，会使我们受益终生。

读了这本小册子后，读者若能对上述问题有一个基

本的了解，有的若还能因此立志把遗传学当做自己未来

的事业，就足令我们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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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

对于非生物的万丈高楼、宇宙飞船，还有电脑和机

器人等，都是根据人们精心设计的“蓝图”制造出来

的。它们产生于人、受控于人和服务于人。

那么，试想一下，对于具有生命现象的生

物———微生物、动物和植物，以及我们人类，又是如

何“制造”出来的呢? 又试想一下，能否像制造非生

物那样，根据人们事先设计好的“蓝图”制造出符合

人类所需要的生物新类型，以便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呢? 现代的遗传学理论可以圆满地解释第一个问

题，根据现代的遗传学理论发展起来的工程技

术———遗传工程，正在把第二个问题的理想变为现

实，而有的已经变为现实。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下面介绍有关的遗传学

理论、技术和应用的基础知识。

遗传奥秘，初见端倪
没有实验，任何东西都不能探知。

———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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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志，非才不就; 大才，非学不成。

———( 明) 郑心材

在自然科学的任何分支学科中包含了多少数学，在

其中便找到了多少真正的科学。

———康德

有德必有勇，正直的人不胆怯。

———莎士比亚

每种生物个体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凭常识知

道，是通过不同的繁殖方式“制造”或产生的。单细胞生

物，如细菌主要是通过无性繁殖，即一个细胞通过一分

为二的繁殖方式产生后代; 多细胞生物，则可用无性繁

殖( 如柳树通过插枝) 和有性繁殖( 如我们人类通过精、

卵细胞结合) 产生后代。

生物在产生后代的过程中，有两个最基本的现象。

1．遗传，即在种族延续过程中产生同类或“类生类”

的现象，所谓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就是这一现象的

通俗说法。例如，人的后代总是人，狗的后代总是狗，而

不是别的什么。

2．变异，即生物个体间的差异，所谓的“一母九子，

九子各别”，就是这一现象的通俗说法。例如，纵使在同

类个体中，也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像我们人类

的亲子间，甚至兄弟间或姐妹间，尽管很相像，但总存在

一些“一目了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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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物的遗传和变异规律，就构成了遗传学的

内容。

科学背叛神话传说

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

当时生产发展的水平。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

人们对于许多自然现象( 其中包括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不能理解，就归结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即所谓

的“神创论”。《圣经》说，上帝随意捏了一个小人，用气

一吹，就变成一个男人，取名亚当;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

根肋骨，也用气一吹，就变成一个女人，取名夏娃。我们

今天的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我国古代也有

“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东汉末年的《风神演义》说，

天神女娲用黄土和水拌匀后，捏成一个个小生灵，用气

一吹，就成了一个个的人。她嫌这种造人的方法太慢太

费劲，就用一条绳子放入泥浆中，然后抽出用力一甩，溅

在地上的小泥点，经她用气一吹，也都变成了人。

这类天真幼稚的神话解释，不仅反映了当时低下的

生产力和科学水平，而且还往往容易被统治阶级利用作

为欺压麻痹老百姓的理论依据。例如，到了宋代，统治

阶级就把“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引申为“富人贵人是女

娲亲手用泥捏成的，穷人贱人是女娲用泥绳甩成的”。

因此，富贵贫贱，命中注定，穷人应“逆来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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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

对生物遗传和变异现象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并最终用

试验和科学代替了神话。在新石器时代，人类为了生

存，从动物和植物群体中选出有利变异的个体传代，选

育出了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动、植物新品种。我国

北魏时期的贾思勰在其著的《齐民要术》书中，还载有远

缘杂交与杂种优势关系的认识。他指出:母驴和公马杂

交产生的杂种———驴骡，体小力弱; 母马和公驴杂交产

生的杂种———马骡，体大力强。

到了 18 世纪中叶，欧洲处于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

时期，尤其是农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动植物育种的发

展;而动植物育种的实践活动，又急需遗传学的理论指

导。因此，当时的欧洲人们对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现象进

行了较系统的试验研究。

在揭示生物遗传、变异的奥秘中，德国植物学家科

尔罗伊德( 1733 年—1806 年) 首次创立了科学的杂交方

法。在这里，为了便于对杂交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必须

明确遗传上常用的两个术语: 一个是性状，即生物所表

现的特征的总称，如植物花的颜色是一个性状，人的性

别是一个性状，动物对某种病的抗病能力也是一个性

状;另一个是相对性状，即一个性状的不同表现或相对

差异，如植物花色中的红花和白花是一对相对性状，人

的性别中的男性和女性是一对相对性状，动物对某种病

的抗病能力的强和弱也是一对相对性状。当科尔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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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用相对性状不同的两种类型植株杂交时，发现杂种一

代只有一种类型( 如只出现开红花的植株) ，而杂种二代

可出现不同的类型( 如出现开红花的植株，也出现开白

花的植株) 。对于这些有价值的结果，他并未从中引出

有价值的结论。

1827 年，德国植物学家盖特纳用相对性状不同的两

种玉米杂交时，得到了与科尔罗伊德相类似的结果，且

杂种二代两种类型的个体数目之比为 3∶ 1，但他还是对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感到不解。

孟德尔所崇敬的法国植物学家诺丹( 1815 年—1899

年) ，“先后进行过 10000 多次杂交试验，涉及 700 个种

和 80 余个属”，也发现了杂种一代的一致性( 只出现一

种类型) 和杂种二代的分离性( 出现不同类型) 。在杂交

后代中，生物相对性状的出现为什么会如此有规律，诺

丹已意识到是由概率原理支配的，但他仍不能揭示出隐

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遗传规律。

真正揭示遗传规律的人是一个牧师———孟德尔
( 1822 年—1884 年) 。

牧师揭示基因遗传


奠基杂交试验

孟德尔祖籍德国，1822 年 7 月 22 日出生于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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