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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验课的功用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实验课不仅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验证理论知识、学习这一领域中有关实验技术的机会，也给他
们提供了一个当科学家的机会。
训练他们观察、记录、分析、判断、推理等的能力；训练他们科学地解释实验结果，清晰而富有逻辑
地将结果表达出来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课是学生正式走上科学研究或其他工作岗位前的一种培训，而不仅仅是照着实
验指导完成一系列操作，最后交一份报告的课程。
仔细观察、随时记录等基本素质的训练应该贯穿于每一堂实验课中，使它们最终成为学生良好的工作
习惯。
就好比练太极拳，初学时每招每势都有意识地“沉肩坠肘、含胸拔背”，无数次锤炼后，这些规矩将
成为无意识的习惯，举手投足自然就中规中矩了。
　　有些学生实验指导书，仅注重介绍一个实验的操作步骤，似乎学生实验的目的仅在于完成一系列
的机械操作。
如“果蝇唾腺染色体的制备”、“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行为的观察”，介绍完如何取材、如何压片
后就嘎然而止了⋯⋯记得我当学生做这些实验的时候，问了老师这么几个问题：唾腺染色体的几条臂
如何识别？
人们是如何找出唾腺染色体的几条臂与有丝分裂中期的染色体臂间的对应关系？
同源染色体是大小相等形态相同的，在显微镜下无法区别，那么，怎么知道在减数分裂后期，同源染
色体是随机分向两极的？
等等。
而我成为教师讲授同样实验的时候，学生问得最多的也是这些问题。
看来这是有正常的好奇心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学子都渴望了解的。
背景知识对学生深入理解与掌握一个实验非常必要，试想学生连几条臂如何区分都不知道，你让他观
察什么呢？
我们在开始一项研究之前，不也要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吗？
脑子中有了大量背景知识，才有深入观察的可能，才有判断推理的基础，才有准确解释一个结果的可
能。
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篇幅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介绍一些与实验有关的知识
，将一个实验的来龙去脉说清，力图让学生在充分了解一个实验的基础上再动手。
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进入实验室前，能主动查阅些相关的资料，有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做起实验来才不会
盲目。
一个学生实验所能涉及的面是很小的，这种狭小的视野将限制学生对一种实验手段的深刻理解。
为弥补这个不足，我原想尽可能收集一些相关的实际的研究结果（原始数据或照片），作为练习让学
生分析，也借此机会让学生了解一个实验手段在实践中的应用。
但这部分内容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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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自2004年第一版出版发行以来得到广大同行认可，并被多所高校列为选用教材。
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修订：参考多部国内外遗传学名著及学科经典实验，突出基础训练，注重
完备的实验设计，力图从多个层面培养遗传学初学者、本科学生的技能、启发学生独立思维能力，进
而培养学生的综合实验能力。
全书涵盖经典的孟德尔遗传、细胞遗传、数量遗传、微生物遗传等领域内容，合计20个实验。
    全书内容和结构编排新颖，实验前列有实验统筹安排、实验记录、实验报告等基本要求；具体实验
内容设计了实验背景(原理)及经典工作，基本材料、器具及药品，注意事项，实验步骤，结果辨析，
参考文献(经典文献及学科前沿文献)等内容；书后附有标本制备、显微镜使用、观察记录、统计测验
等辅助内容。
    本书广泛适于普通高等院校生物学相关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为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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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质量性状涉及的往往是少数几对表型差异很明显的基因，通常通过观察、分析F2的分离比例即可
进行遗传分析，我们在“孟德尔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实验中已有体会。
但这种分析方法却不适合于数量性状，因为在F2代中，不可能追踪微效多基因的分离，所以数量性状
的分析往往采用一个或几个家系，通过度量、称重等方法获取原始的观察数据，然后用统计学方法计
求平均数、方差、回归、相关等参数，最后用一定的数学模型解释实验结果。
　　传统的数量遗传分析采用的都是统计学的方法。
稍加分析就可知道，这种方法是建立在至今尚未验证的微效多基因假设基础上而进行的统计分析。
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农业生产上的一些问题，但却无法研究与变异有关的个别基因。
20世纪80年代，分子生物学为数量遗传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
利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等方法，我们可以将数量性状的基因位点标记在一条或几条染色
体上，这样就为在亲本或子代中筛选或检测某一性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也为数量性状的基因工
程提供一种可能性。
　　在这次实验中，我们将用统计方法分析小麦与玉米的几个性状的广义与狭义遗传力。
同时还将了解这些结果在育种中的作用。
实验材料和器具　　选两个株高、穗长、千粒重、穗粒数差异较大的小麦品种或玉米自交系（视需要
可选一个性状，也可选多个性状），通过杂交、自交或回交获得F1、F2、B1、B2。
杂交回交等工作可以在“植物的有性杂交”实验中完成。
　　得到上述种子后，可采用随机或顺序排列，一次重复，同一年在同一环境下，种植几个世代的材
料。
具体的种植方案可参考下文中两种遗传力的计算方法而定。
F2的群体最好在200株以上，其余的群体则在30株以上。
　　株高在成熟前测量。
测量标准见下文。
而穗长、千粒重等性状则必需在收获后，将种子晒干（水分在13％左右）测定。
收获时要注意，株与株之间不能混杂，因为我们是以单株为单位统计各种性状的。
　　其他器具：天平（测千粒重）；米尺（量株高、穗长）。
　　每个学生准备一只铅笔，并设计好考种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遗传学实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