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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 物物

常见遗传类型题解答策略
北京市第八中学 陈 康

由子代性状分离比推亲代问题

考生在面对两对或多对相对性状问题时可采用

化繁为简的思路，即分别分析每对相对性状。具体分

析时一般从两个角度进行：首先，看后代性状是否与

性别有关，以此来判定该对相对性状是常染色体遗传

还是性染色体遗传；其次，看后代性状分离比，来判定

显隐性（如后代性状分离比为 3∶1，则占比为 3/4的性

状为显性性状）。

【例1】 菠菜是雌雄异株植物，性别决定方式为

XY 型。已知菠菜的抗霜与不抗霜（A/a 表示）、抗病

与不抗病（B/b 表示）为两对相对性状。用抗霜抗病

植株作为父本，不抗霜抗病植株作为母本进行杂交，

子代表现型及比例如下表，下列对杂交结果分析正

确的是（）

A.抗霜性状为隐性性状，抗病性状为显性性状

B.上述杂交实验中，父本为纯合子；母本为杂

合子

C.抗霜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上，抗病基因位于X染

色体上

D. 抗霜不抗霜性状遗传的现象体现了交叉遗传

的特点

【解析】 本题信息量较大，如果没有明确的思路，

考生可能会感觉无从下手。根据上述思路，考生可对

抗霜、不抗霜；抗病、不抗病这两对相对性状分别分

析。首先，看抗霜和不抗霜这一对相对性状，从表格

中可看出后代雄株均为不抗霜，雌株均为抗霜，即后

代性状表现出与性别有关，则抗霜、不抗霜为伴 X 遗

传；当已知是伴 X 遗传且亲本表现型不同时，一般后

代雌性表现出的性状为显性性状，故抗霜为显性，不

抗霜为隐性。再看抗病、不抗病这一对相对性状，后

代性状与性别无关且抗病∶不抗病=3∶1，可推之抗

病、不抗病为常染色体遗传且抗病为显性性状。综合

上述分析，亲本基因型分别为：♂ 抗霜抗病BbXAY，♀
不抗霜抗病BbXaXa，故本题选D。

“基因致死”问题

当已知一对相对性状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时，

“基因致死”问题常见有2种类型。

类型 1：杂合子自交，后代显性性状∶隐性性状=

2∶1，说明显性基因纯合致死。

图1 含A基因的雄配子致死

图2 含A基因的雌配子致死

当F1自交，F2性状分离比的公分母为 64 时（64=

4×4×4），说明该性状由位于3对同源染色体上，符合

自由组合规律的 3 对等位基因控制，且F1基因型为

AaBbCc。

以此类推，当F1自交，F2性状分离比的公分母为

256 时（256=4×4×4×4），说明该性状由位于 4 对同

源染色体上，符合自由组合规律的4对等位基因控制，

且F1基因型为AaBbCcDd。

【例3】 玉米（2n=20）是我国栽培面积最大的作

物，已知玉米籽粒颜色由A、a与R、r两对独立遗传的

基因控制，A、R 同时存在时籽粒为紫色，缺少 A或 R

时籽粒为白色。紫粒玉米与白粒玉米杂交，结出的籽

粒中紫∶白=3∶5，推测白粒亲本的基因型是 。

【解析】 本题中由“紫∶白=3∶5”可知后代紫粒占

比为3/8，是1/2×3/4的结果。因此，亲本中有一对等

位基因自交，另一对等位基因测交。题干中说紫粒基

因型满足“A R ”模式，故当A 承担自交时，R 承担

测交，则亲本白粒基因型为Aarr；当A 承担测交时，

R 承担自交，则亲本白粒基因型为aaRr。因此白粒亲

本基因型为Aarr或aaRr。

【例4】 小麦为自花传粉作物。小麦种皮的颜色

分为红色和白色，红色有深有浅。研究者通过杂交实

验对其遗传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如下表。

（1）小麦种皮颜色的遗传遵循_____规律，判断的

理由是_____。

（2）组合2中F1植株的基因型为_____。（控制种皮

颜色的基因用R1、r1、R2、r2……表示）

【解析】 本题关键是从第 2 组“F2中红色∶白色=

63∶1”得出F2公分母为64（F2中白色占比为1/64，1/64=

1/4×1/4×1/4），可判断该性状由位于 3 对同源染色

体上，符合自由组合规律的 3 对等位基因控制，且F1
植株基因型为R1r1R2r2R3r3。

以上就是高中遗传学中常见题型的解答策略。

这些常见题型是对遗传学基础知识的深度理解，如

“由子代性状分离比推亲代问题”体现的是孟德尔由

简入繁的研究思路；“基因致死”问题考查的是对孟

德尔基因分离定律遗传图解的深度理解；“公分母”

问题本质考查的是符合自由组合的两对等位基因是

相互独立的。同时这些题型都基于真实情境考查考

生理解、应用、思辨和创新的生物学学科能力，是高

考生物中常考的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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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紫罗兰花瓣形态的单瓣和重瓣是由一

对等位基因（B、b）控制的相对性状，自然界中紫罗

兰大多为单瓣花，偶见更美丽的重瓣花。研究人员

做了如下实验研究：让单瓣紫罗兰自交得F1，再从F1

中选择单瓣紫罗兰继续自交得F2，如此自交多代，发

现每一代中总会出现约50%的单瓣紫罗兰和50%重

瓣紫罗兰，所有的重瓣紫罗兰都不育（雌、雄蕊发育

不完善）。请分析原因 。

【解析】 阅读题干获知关键信息：“F1单瓣自交，

F2单瓣：重瓣=1∶1”，故单瓣对重瓣为显性；结合上述

探讨，可能原因是F1单瓣减数分裂产生的含 B 基因

的雄配子或雌配子致死所致。

“公分母”问题

当两对或多对等位基因独立遗传，符合孟德尔

基因自由组合规律时，说明这几对等位基因相互独

立，符合“乘法定则”。

当子代性状分离比的公分母为 8 时（以 1/8 为

例，1/8=1/2×1/4，1/2 是一对等位基因测交的结

果，1/4 是一对等位基因自交的结果），说明亲本的

性状由两对等位基因控制，且这两对等位基因位于

非同源染色体上，符合基因自由组合规律；子代性

比出现的原因是亲本中一对等位基因测交，另一对

等位基因自交的缘故。类似的还有后代性状分离

比为3/8、7/8、5/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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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2：杂合子自交，后代显性性状∶隐性性

状=1∶1，说明含显性基因的雄配子或雌配子致死。

具体机制如图 1、图 2。当题干中出现上述信息时，

考生可迅速作出判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