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生 物物

责编/胡梦蝶 版式/马婷婷 热线热线//8283714682837146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kaoshibao@bjeea.cncn

遗传系谱图题一般连环三问。首先让考生根据家系图判断出相关遗传病的遗

传方式，其次写出某患病个体的基因型，最后计算出患病概率，环环相扣。这其中

最关键的是判断遗传方式。

如何判断某遗传病的遗传方式呢？下面教给大家“三步法”。

第一步：明确或排除伴Y遗传

常见的判断方式有两种：一是看该遗传病是否有女性患病，如果有患该遗传病

的女性，肯定不是伴 Y遗传；二是看一个家系中，有血缘关系的男性是否连续患该

病，若不连续，可排除伴Y遗传。

第二步：判断显隐性

此处可运用口诀来记忆。

①“无中生有”为隐性（致病基因为隐性），生出患病女儿一定是常染色体隐性。

例如，图1中一对夫妻均不患病，但生出一个患病的男孩，则该致病基因为隐性

致病基因（常染色体隐性和伴X隐性均有可能）。若一对夫妻均不患病，但生出一

个患病的女孩，则一定是常染色体上的隐性遗传病（如图2）；若是伴X隐性，女儿患

病，其父亲一定患病，与该情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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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中生无”为显性（致病基因为显性），生出一个患病女儿一定是常染色体

显性。

例如，图4中一对夫妻均患病，但生出一个不患病的男孩，则该致病基因为显性

致病基因（常染色体显性和伴X显性均有可能）；若一对夫妻均患病，但生出一个不

患病的女孩，则一定是常染色体上的显性遗传病（如图3），因为若是伴X显性，父亲

患病，其女儿一定患病，与该情境矛盾。

【例】（2023年海淀“一模”）虎的典型毛色为黄色底黑条纹（黄虎），此外还有白

虎、金虎和雪虎等毛色变异。科研人员对虎毛色形成机理进行研究，白虎是由黄虎

的单基因突变引起的。科研人员在下图所示家系中选择子代雌雄黄虎相互交配，

后代出现________，确定白色由常染色体上隐性基因控制。

本题关键点要确定“白色由常染色体上隐性基因控制”，亲本选择的是雌雄黄

虎，根据“无中生有为隐性，生出患病女儿为常隐”，可判断出答案为：后代出现白色

雌虎。

接下来就要进一步确定致病基因在常染色体上还是X染色体上了。

第三步：根据题干信息作判断

如图1中，我们已经判断出该致病基因为隐性致病基因。若题干说“图1中的父

亲不携带致病基因”，则该遗传病为伴X隐性遗传病（因为如果该病为常染色体隐性，

则父母双方均为杂合子，均携带致病基因）。若题干中无有效信息，可采用“假设推

矛盾”的方法。如第二步，判断出某遗传病为隐性遗传病，就先假设它为伴X隐，伴

X隐的特点是“女病则其父其子必病”，考生就在该家系中找一个患病的女孩，看她

的父亲和儿子是否都患病，如有一方不患病，则不符合伴 X 隐，为常染色体隐性。

同理，若第二步中，判断出某遗传病为显性遗传病，考生就假设它为伴X显，伴X显

的特点是“男病则其母其女必病”，考生在这个家系中找一个患病的男孩，看他的母

亲和女儿是否都患病，如有一方不患病，说明不符合伴X显，则为常染色体显性。

接下来通过一道典型题目来分析。

【例】下图是患甲病（显性基因为A，隐性基因为a）和乙病（显性基因为B，隐性

基因为b）两种遗传病的系谱图。现已查明Ⅱ-1不携带致病基因。据图回答：

（1）甲病和乙病的遗传方式分别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写出下列个体的基因型：Ⅲ-1______________，Ⅲ-4_______________。

（3）若Ⅲ-1和Ⅲ-4婚配，子女中同时患两种遗传病的概率为______________。

首先判断遗传方式：第一步，甲病和乙病均有女性患病（如Ⅰ-1号和Ⅱ-6号个

体），故排除伴Y；第二步，判断显隐性，Ⅱ-5和Ⅱ-6均患乙病，生出一个不患乙病的

女儿（Ⅲ-3），则乙病为常染色体上的显性遗传病；Ⅱ-1和Ⅱ-2不患甲病，生出一个

患甲病的男孩（Ⅲ-2），据此可判断出甲病为隐性遗传病。如何进一步确定甲病在

常染色体上还是X染色体上？进行第三步，根据题干信息，题干中有一句话“现已

查明Ⅱ-1不携带致病基因”，可判断出甲病为伴X隐性。

其次，如何写出相关个体的基因型？第一步，根据相关个体的表现型写出基因

型框架。如Ⅲ-1是两种病都不患的女孩，则基因型框架为bbXAX-，至于是XAXA还

是XAXa，则需通过Ⅲ-1父母的基因型作进一步判断。由于Ⅲ-2患甲病，其基因型

为XaY，故Ⅱ-1和Ⅱ-2甲病相关基因型分别为XAY和XAXa。则Ⅲ-1的基因型两种

情况均有可能，且各占1/2。综上，Ⅲ-1个体基因型为bbXAXA和bbXAXa。同样的方

法判断出Ⅲ-4基因型为BBXAY和BbXAY，比例为1∶2。

最后，如何计算患病概率？本题中Ⅲ-1和Ⅲ-4各有两种基因型，传统的方法就

是分类讨论计算，该方法较繁琐且易错。在这里告诉同学们一个思想，当两对等位基

因位于两对同源染色体上，符合自由组合规律时，可以分开算，然后乘起来。按照这

个思路，考生可以先算患乙病的概率，Ⅲ-1乙病基因型为bb，Ⅲ-4乙病基因型为2/3的

Bb和 1/3的 BB。因此二者婚配，后代患乙病概率为 2/3×1/2＋1/3×1=2/3；Ⅲ-1

甲病基因型为 1/2XAXA和 1/2XAXa，Ⅲ-4甲病基因型为 XAY。因此二者婚配，后代

患甲病概率为1/4×1/2=1/8。则两种病都患的概率为：2/3×1/8=1/12。

以上就是遗传系谱图题的解题策略，有明确的方法和思路。希望可以帮助考

生在此类题的解答中厘清思路，事半功倍。

遗传系谱图题解题策略
北京市第八中学教师 陈 康

遗传系谱图题是高考生物中常见的一种题型。它是“孟德尔遗传规律、减数分裂、基因在染色体上”等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

同时考查考生获取信息、逻辑推理等科学探究和科学思维能力。这类题是出题者较青睐的题型，也是考生在复习中的难点。

下面通过典型题解析来帮助考生系统地掌握该题型的解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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