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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遗传学是研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规律的学科，也是一门以实验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实验性科学，
因此实验课程作为遗传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一本好的遗传学实验教材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主编，在本书的实验内容、逻辑框架、编写风格、实验技术技能和整合层次的递进，以及贯彻科
研培训和技能培养的教育教学理念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鉴于此，在尽可能地收集、浏览和精读国内外主要的《遗传学实验》教材的基础上，结合本人的实验
基础、知识结构、逻辑判断和对实验教学的思考，提出了编写遗传学实验教材的最初框架，并邀请了
教学一线的专业教师进行研讨，确定了本书的撰写体系和风格。
　　本实验教材秉承厚基础、重素质、强能力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理论联系实
际的学习指导思想。
设计上结合了近几年来指导科研培训和本科生创新实验立项研究的经验，强调创新和整合创新、研究
和探究相结合，以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验探究能力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为目标。
　　本书在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3个层次上展开实验内容，且每一部分自成一体。
不同学校可以根据不同教学生源的特点和需求进行选择和调整，特别是后两部分的实验，独立性很强
，使本书独具教学适应范围广、实用性强的特点。
基础性实验部分共设置了17个实验，兼顾植物、动物、微生物和数量遗传的经典实验和重要模式生物
。
综合性实验部分安排了模式生物果蝇的系列实验、染色体及畸变系列实验、分子标记实验、表观遗传
的甲基化分析实验、线虫的遗传发育实验和大肠杆菌非中断杂交实验6方面内容，各个实验均可独立
开设或有所选择。
而设计性实验部分，教材以经典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结合的应用为主线，充分展现学生实验的自主性
、可设计性和可操作性，内容涉及植物基因克隆、载体构建、转化、转基因植物的筛选及鉴定；分子
发育遗传模式生物斑马鱼的基因表达分析；大肠杆菌诱变与突变体的遗传分析；人类外周血淋巴细胞
分离培养和SCE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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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实验在3个层次上展开，集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为一体，可以根据教学的实际
进行选择和调整，具有综合性和实用性强的特点。
17个基础性实验涵盖植物、动物、微生物和数量遗传的经典实验；综合性实验包括模式生物果蝇系列
、染色体畸变系列、分子标记、表观遗传的甲基化分析、线虫遗传发育和大肠杆菌非中断杂交6部分
；设计性实验以经典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结合的应用为理念，涉及植物基因工程、斑马鱼分子遗传发
育、外周血培养的染色体分析、突变体的诱导、筛选与鉴定分析等实验组合。
        本书旨在体现人才培养的整合创新和设计创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提高学生对遗传学知识学以致用
的能力。
实验后附有实验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提示和可能的解决方法的参考，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
能力的培养。
    本书适于高等院校生物、农学、医学及相关专业的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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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基础性实验　模块1——遗传学入门实验    1．1　实验1　果蝇的观察、性别鉴定与培养方
法    1．2　实验2　植物花粉母细胞染色体制片技术    1．3  实验3  植物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
体特征和行为的观察    1．4  实验4  动物生殖细胞减数分裂标本的制备与观察　模块2——遗传物质的
组成和功能    1．5  实验5　应用孚尔根染色技术进行植物物种染色体数目观察分析    1．6  实验6  小鼠
染色体标本制备及染色体特征观察与数目鉴定    1．7  实验7  果蝇唾腺染色体标本制备和染色体特征观
察    1．8　实验8　人类染色体的识别与核型分析    1．9　实验9　人类性染色质的标本制作与观察    1
．10　实验10　人类染色体荧光原位杂交实验　模块3——基础性遗传分析    1．11　实验11　粗糙链
孢霉的杂交    1．12  实验12  数量性状的遗传分析——人类指纹的分析    1．13  实验13 Hardy—Weinber9
遗传定律数据统计与分析    1．14　实验14　植物单倍体的培养与遗传分析    1．15　实验15　局限性转
导    1．16　实验16　互补测验    1．17　实验17　植物的基因转化    　工  根癌农杆菌介导的植物基因
转化    　Ⅱ  基因枪介导的植物基因转化第二部分　综合性整合型实验  2·1  实验18　果蝇杂交、同工
酶及分子标记系列分析实验  2·2  实验19  物理、化学因素对植物遗传诱变效应的染色体分析  2·3　
实验20　植物基因组DNA甲基化分析  2·4　实验21　DNA指纹技术STR分型对人身份的鉴定  2·5  实
验22　大肠杆菌梯度转移基因定位(非中断杂交)  2·6　实验23　线虫的遗传分析实验    Ⅰ　秀丽隐杆
线虫的观察和培养    Ⅱ  秀丽隐杆线虫的单因子杂交实验    Ⅲ　秀丽隐杆线虫的化学诱变实验第三部分 
设计性探究型实验  3·1  实验24　植物基因克隆、载体构建、转化、转基因植物筛选及鉴定  3·2　实
验25　分子发育遗传模式生物斑马鱼的基因表达分析  3·3  实验26  大肠杆菌诱变与突变体的遗传分析 
3·4　实验27　人类外周血淋巴细胞分离培养和SCE分析主要参考文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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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部分是整个遗传学实验体系的基础，共划分为3个模块，为了体现实验技术和知识的继承和
联系，整合为第一部分，为便于任课教师的教学安排，简要介绍如下。
　　模块1：遗传学入门实验（实验1～4）。
“果蝇的观察、性别鉴定与培养方法”实验设置旨在训练模式生物认识、培养和分析的基本方法，并
从经典的遗传学模型开始，沿着学科发展的脉络体验科学研究的历程，把握科学实验技能和科学理论
形成的线索。
“植物花粉母细胞染色体制片技术”实验，在设置上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接触一种高等植物模式物种
，二是对遗传的物质基础的载体——染色体的初步认识，并掌握基本的染色体分析技术。
为在动态的、染色体变化的层面上深入地研究遗传物质及其传递规律的细胞学基础，安排了减数分裂
制片实验，通过植物、动物材料减数分裂制片的实验，训练培养探寻遗传物质载体的结构基础及动态
变化过程的技术和能力。
　　模块2：遗传物质的组成和功能（实验5～10）。
本模块在遗传的染色体和细胞学基础的层面上，为进一步认识遗传物质的组成，先安排了特异的DNA
染色技术，并引入另一种高等模式生物小鼠，再通过其中期染色体的形态和数目的分析，为广泛深层
次地研究染色体及其与遗传和物种稳定性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利用果蝇为材料，从巨大唾腺染色体上体现的与基因的时空差异表达相关的结构，到组织化学显示反
应对遗传物质的区分，建立起了遗传物质和生物性状表达的联系。
本模块在生物的类群上上升到人类——这触及了遗传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即为人类的健康、生产、生
活服务。
由于人类的染色体数目较为适中，结构具有比较全面的多样性，用它来做核型分析实验可以达到满意
的技术训练目的；同时，借助人类的特点，本模块深入到伴性遗传规律研究中。
　　模块3：基础性遗传分析（实验11～17）。
本模块设计了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从微生物到植物、动物，从质量性状到数量性状遗传的生物研
究体系，在研究领域上涉及经典遗传规律探寻、分子遗传规律分析和遗传工程操作，因此具有明显的
“分析”特点。
本模块是经典遗传学基础理论和技术的系统应用，但仍属于认识遗传规律，奠定遗传学研究基础的阶
段，是学生进入自主性、研究型科学探究的门槛。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部分是对遗传学模式物种（细菌、真菌、玉米、果蝇、小鼠乃至人类自身
）的遗传基础的认识和初步运用，是运用模式物种进行遗传规律探寻的感性认识和自我解读的过程。
学生由此开始认识和体验遗传学的实验，并从静态辨别上升到动态分析，这部分内容的掌握，是初步
踏人遗传学的实践和研究型探索性学习道路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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