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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的“积极推进课程和教材改革，开
发和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和教材”的要求，2004年3
月，教育部职成司颁布了关于《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计划》的通知，根据“通知”中关
于“积极开发编写新兴专业课程教材和教学改革试验教材”的要求，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
医学遗传学是遗传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医学领域中发展迅速的前沿学科，是
卫生职业教育中的一门不可缺少的基础课。
它的任务是从医学角度专门研究人类各种生命现象和疾病与遗传的关系。
其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遗传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如遗传的分子和细胞基础、遗传的基本规律等
；二是遗传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医学实践中的应用，如常见遗传病和遗传病的诊治、咨询、预防及优生
等。
本教材是紧紧围绕培养高等卫生职业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个目标而编写的，充分体现以应用为目的，以
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教学重点，不追求精、尖、深、偏，坚持贴近学生、贴近
社会、贴近岗位的原则，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
为此，本书删去同类教材中“群体遗传”、“统计学在医学遗传学中的应用”等内容，增加了“人类
基因组学”、“基因治疗”、“肿瘤与遗传”等内容。
本教材以新颖的格式编排，每一章前有“学习目标”，按掌握、理解、了解三个层次明确对本章主要
内容所应掌握的程度，然后是“问题驱动”，引出一个与本章内容有关的遗传现象、病例或者故事，
使学生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去学习。
章后有“内容提要”，对本章内容作简单的归纳和总结，章后还附有“思考题”，便于学生巩固教材
内容，加强各知识点的联系，增强综合运用能力。
本书分九章。
编写分工如下：沈兰，第一章；于全勇，第二章；涂冰，第三章；郭建荣，第四章；钟守琳，第五章
；邵韵平，第六章；连丽君，第七章和第八章；何毅，第九章；王敬红，实验指导。
荆门职业技术学院陈可夫教授为全书进行了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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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遗传与优生（助产、护理等专业用）》根据教育部《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
计划》教职成司函（[2004]13号）的精神编写而成。
全书分九章，内容包括绪论、遗传的分子基础、遗传的细胞基础、遗传的基本规律、单基因遗传与单
基因病、多基因遗传与多基因病、染色体畸变与染色体病、遗传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优生、实验
指导等。

　　《医学遗传与优生（助产、护理等专业用）》紧紧围绕培养高等卫生职业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个目
标，坚持贴近学生、贴近社会、贴近岗位的原则。
章节编排格式新颖，叙述通俗易懂，图表应用得当。
删去了同类教材中的“群体遗传”等偏深偏难的内容，增加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新知识。
以常见的案例或现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去探究。

　　本教材适于卫生职业学校助产、护理、药剂、检验、影像及中西医结合等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作
相关专业的成人教育教材，还可供在职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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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离定律的细胞学基础
第二节 自由组合定律
一、自由组合现象
二、自由组合现象的遗传分析
三、自由组合定律的细胞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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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人类非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
实验四 X染色质的标本制备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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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人类正常性状的调查
实验六 系谱分析
实验七 人类遗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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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细胞膜的性质 一是流动性，即膜脂和膜蛋白都能运动；二是不对称性，它保证了膜的方
向性功能。
膜脂质、膜蛋白和糖分布不对称，使膜两侧的功能不同。
（4）细胞膜的功能 主要有物质转运、代谢调控、细胞识别及免疫应答等功能。
动物细胞膜表面的脂质和蛋白质与糖结合，形成糖脂和糖蛋白，使细胞具个体特异性，如ABO血型抗
原就是人体红细胞表面的糖脂，MN血型抗原是一种跨膜糖蛋白。
糖脂和糖蛋白中的糖基具有异构性，糖链就像细胞表面的“天线”，是细胞识别、信息传递和免疫应
答等功能的分子基础。
2.细胞质 细胞质（cytoplasm）是介于细胞膜与细胞核之间的部分，由无形的细胞质基质和有形的细胞
器两部分组成。
细胞的大部分生命活动都在细胞质中进行。
细胞质基质是除各种细胞器外的细胞质部分，含有水、无机盐、糖类、脂质和蛋白质等物质。
细胞器（organelle）是细胞质内具有一定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小器官。
电子显微镜下，细胞器主要有以下几种：（1）核糖体（rihosome） 又称核蛋白体或核糖核蛋白体，是
由大、小两个亚基构成的颗粒状结构（图3-3）。
核糖体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与rRNA。
蛋白质主要分布在核糖体表面，rRNA主要分布在核糖体内部。
核糖体的功能是合成蛋白质，它是细胞内“蛋白质合成的工厂”。
蛋白质合成时，多个核糖体附着在一个mRNA分子上，成串排列，形成串珠状的多聚核糖体（图3-4）
。
核糖体可分为游离核糖体和附着核糖体。
分布在细胞质基质内，呈游离状态的核糖体称为游离核糖体。
附着在内质网膜表面的核糖体称为附着核糖体。
附着核糖体和游离核糖体化学组成和结构完全相同，但所合成的蛋白质种类和用途不同。
游离核糖体主要合成结构蛋白（如组蛋白、骨架蛋白、核糖体蛋白等），供细胞本身生长代谢所需。
附着核糖体主要合成外输蛋白（分泌蛋白），如肽类激素、抗体、酶原等，大多经内质网管道转运到
细胞外。
游离核糖体在未成熟或未分化、增殖旺盛的细胞（如干细胞、胚胎细胞和肿瘤细胞等）中数目较多，
这也是辨认肿瘤细胞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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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遗传与优生(助产、护理等专业用)》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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