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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遗传之谜

俗话说，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这些说法都与生物遗传

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生物为什么会遗传？拿人来说，最初仅仅是父亲的

一个精细胞和母亲的一个卵细胞，结合在一起，一步一

步就发育成了胚胎、婴孩，发育成了儿童、成人。下一

代和上一代之间的物质联系仅仅是那么两个细胞。那么

一丁点儿的物质联系就足以确定下一代在外貌、体质等

方面酷肖父母。多少年来，人们一方面赞美大自然的神

奇造化，一方面苦苦思索———生物遗传到底是怎样进行

的呢？

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一批批在遗传学领域里辛勤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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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的科学家有了收获，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清晰起来，

生物的遗传物质是ＤＮＡ。ＤＮＡ的正式名称叫做脱氧核

糖核酸，它隐藏在染色体内。染色体是细胞的主要成分

（低等的原核细胞例外），而ＤＮＡ则是染色体的核心部

分，是染色体的灵魂。

ＤＮＡ直接控制着细胞内的蛋白质合成，细胞内的

蛋白质合成与细胞的发育、分裂息息相关。细胞如何发

育、如何分裂决定着生物的形态、结构、习性、寿

命……这些统称为遗传性状。ＤＮＡ就通过这样的途径

来控制生物的遗传。当然，这是最简略的说法。

远在发现ＤＮＡ之前，一些生物学家推测生物细胞

内应该存在着控制遗传的微粒，并把它定名为基因。现

在人们清楚了，基因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个基因就是

ＤＮＡ的一个片段，是ＤＮＡ的一个特定部分。一个基因

往往控制着生物的一个遗传性状，比如，头发是黄还是

黑，眼睛是大还是小，等等。准确地说，一个遗传性状

可以由多个基因共同控制，一个基因可以与多个遗传性

状有关。

低等动物噬菌体的ＤＮＡ总共才有３个基因，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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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大约有３０００个基因，而人体一个细胞的ＤＮＡ中有

大约１０万个基因。

ＤＮＡ是由四种核苷酸联结而成的长链。这四种核

苷酸相互之间如何联结，这条长链折叠成什么样的立体

形状，这两个问题在本世纪４０年代曾难倒了许许多多

有志于此的研究者。终于，在１９５４年，两位美国科学

家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建立了令人信服的模型———ＤＮＡ

是由两条核苷酸链平行地围绕同一轴盘曲而成的双螺旋

结构，很像是一把扭曲的梯子。两条长链上的核苷酸彼

此间———结成对子，紧紧联结。螺旋体每盘旋一周有１０

对核苷酸之多，而一个基因大约有３０００对核苷酸。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是生命科学史上一件划时

代的大事。标志着现代分子生物学及分子遗传学的诞

生，它对生物的遗传规律提供了准确、完善的解释，是

人们揭开遗传之谜的钥匙。

那么，遗传信息又是怎样从ＤＮＡ反映到象征性状

表现的蛋白质上的呢？在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基础上，

人们研究了ＤＮＡ的复制、转录和翻译过程，提出了中

心法则。指出ＤＮＡ解开双链，通过自身复制实现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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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忠实的倍增复制；然后通过转录将遗传信息赋予一

种信使———ｍＲＮＡ；ｍＲＮＡ在核糖体内通过一种转移核

糖核酸分子 （ｔＲＮＡ）将氨基酸搬运到身边，按遗传密

码的要求组装成蛋白质。这样，遗传就实现了从ＤＮＡ

到蛋白质的 “流动”。

日新月异的关于基因的研究终于使人们可以将基因

从染色体上取出，然后再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转移

到另外一种生物体内。这便是ＤＮＡ体外重组技术，又

称基因工程。基因工程就是按照生物体遗传变异的规

律，预先缜密地设计出改变生物遗传特性的方案，有目

的地去改造生物。如果说ＤＮＡ双螺旋模型开辟了分子

生物学的新纪元，那么７０年代末的基因工程技术的建

立则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认识基因、改造基因、利用基因

的新世纪。如此，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将人体内某些

有药用价值的基因放到细菌体内，让细菌源源不断地产

生大量的重组药物，细菌变成了 “制药厂”。利用基因

工程还可以改良农作物的性状，提高产量；生产更大、

更甜、更易保存的水果。甚至基因工程食品也已写进了

我们的食谱。基因工程使我们可以做到 “种瓜得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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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得瓜”，当然这里也必须遵循遗传和变异规律。

人类关于基因的研究成果预示着２１世纪将是生物

学世纪。生物学理解和操纵生命的能力正处在史无前例

的爆炸边缘。随着我们进入新的世纪，生物技术将利用

它自己的成就为人类历史开创锦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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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与基因

我国是棉花生产大国，每年栽种面积在４７０万公顷

以上。可是，每年棉田防治害虫的费用也是惊人的，高

达７０亿人民币。

过去控制棉花害虫主要施用化学杀虫剂。开始的时

候，效果不错，但是由于长期使用，造成昆虫对杀虫剂

产生了耐受性。现在常规的剂量甚至更大剂量的杀虫

剂，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住虫害。不能再用化学农药，

必须考虑其他的途径了。

科学家发现Ｂｔ毒蛋白对棉铃虫有毒杀作用。科学

家设想，能否利用生物新技术即转移基因的技术，培育

出能抗虫的棉花呢？

他们首先人工合成能杀虫的毒蛋白基因，叫Ｂｔ毒

蛋白基因。然后把Ｂｔ毒蛋白基因转入到棉花植株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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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里去。这样棉花植株细胞就能产生杀虫的毒蛋白。当

棉铃虫的幼虫吃了这些植物的叶子，便被毒死，从而起

抗虫的作用，这种棉花叫做抗虫棉。

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抗虫棉，已进行了１０年

的大田试验。我国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刚刚起步，但也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国是世界上获得抗虫棉的第二个

国家。

１９９６年秋天，在河北省的衡水召开了抗虫棉现场

会，来自五湖四海的１００多名学者、专家汇集在一起进

行现场考察。

自１９９２年以来，衡水的４００万农民就开始和棉铃

虫开展抗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喷洒杀虫剂，一次又一

次地赤膊上阵抓虫，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

后来他们种植了抗虫棉，看到了种植棉花的曙光。

专家们在５００多亩抗虫棉地里，看到棉花枝繁叶

茂，结铃累累，棉桃竞相绽放，有的即将吐絮；而在与

抗虫棉试验基地隔垄相望的一块方圆几百亩种植普通棉

籽的棉田里，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植株叶片千

疮百孔，空头棉竟占了半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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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鲜明的对照使棉农们口服

心服，他们认识到农业的发展要靠科技，今后一定要种

抗虫棉。

抗虫棉不是无虫棉。目前，培育的抗虫棉对危害严

重的第二代棉铃虫威力最大。如果到了第三、第四代棉

铃虫严重发生期，还是须喷一些药的。其次，抗虫棉只

抗棉铃虫，还不抗棉花蚜虫、红蜘蛛等害虫。

培育抗虫棉，推广抗虫棉，是我国棉花生产和科技

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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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盐植物的培养

前几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发出了振奋人心

的消息———用海水灌溉农田将不再是梦。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科学家们就从红树林及各种

海洋植物中得到启示：它们之所以能在海水浸泡的 “海

地”中生长，主要原因是它们为喜盐、耐盐的天然盐生

植物。

于是，科学家们 “顺藤摸瓜”，运用基因工程技术，

从种子基因到生态环境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它们的基因

与陆地甜土植物不同，而正是这种独特的基因，使它们

成为盐生植物，适应海水浸泡和滩涂的生态环境。

据此，科学家认为人类一定有办法找到或培育出适

应海水灌溉的农作物。

抱着这一信念，科学家苦苦探索了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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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美国亚利嗓那大学的韦克斯博士，完成了

一种耐寒内质盐生物———盐角草属的杂交试验。

紧接着，他又潜心研究高梁种子基因，使它适应咸

土的生态环境。

韦克斯博士认为，在现有粮食作物中，高梁生产速

度快、根须多、水分吸收快，只要解决耐盐问题，海水

浇灌或咸土栽培均有可能。

无独有偶。美国农业部的土壤学家罗宾斯也在打高

梁的主意。他将高梁与一种非洲沿海盛产的苏丹杂草杂

交，结果成功地培植出一种独特的杂交种——— “苏丹高

梁”。这种粮食作物的根部会分泌出一种酸，可快速溶

解咸土土壤中的盐分而吸收水分。种植这样的农作物，

采用海水浇灌后，海水中的盐分会自然被溶解掉，而不

至于影响高粱的 “今日一片荒滩，明日一片绿洲”。当

然，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仍是借助于植物基因工程的

帮忙。

以色列的厄瓜多尔加拉帕斯海岸，生长着一种番

茄，它个小味涩、口质很差。但以色列科学家从这种耐

盐西红柿中提取出了耐盐基因，将它整合到普通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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