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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规律及其应用是考生在一轮复习中普遍感觉难度较大的内容。无论解决多么复杂的遗传问题，都要对遗

传规律有深入的理解，意识到遗传现象背后的基因传递规律其实是有其分子和细胞基础的。要达到这样融会贯通

的水平，需要在高三阶段进行反复总结、练习，只要耐心积累，一定可以将遗传问题轻松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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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遗传定律的比较（完全显性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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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组率有关（例6）。
本例中，重组率为 20%，
在减Ⅰ前期发生交叉互
换的初级性母细胞的比
例为40%（例7）。

（二）分离定律典型例题

一对等位基因的遗传现象中，典型的3∶1分离比的出现，有其前提条件：完全显性；雌

雄配子均为两种且比例为1∶1，即不同基因型的配子存活率相等；雌雄配子随机结合；不

同基因型的后代存活率相等。

例1 一对相对性状的遗传实验中，会导致子二代不符合3∶1性状分离比的情况是（ ）

A.显性基因相对于隐性基因为完全显性

B.子一代产生的雌配子中2种类型配子数目相等，雄配子中也相等

C.子一代产生的雄配子中2种类型配子活力有差异，雌配子无差异

D.统计时子二代3种基因型个体的存活率相等

由此可见，一旦上述条件中的某一项改变，就会导致子代性状分离比不是3∶1。

例2 用阿拉伯牵牛做遗传实验材料，红花牵牛与白花牵牛杂交，其杂交子代的花色

为粉色。当粉花牵牛自交时，后代表现型及其比例为（ ）（不完全显性）

A.红色∶白色=1∶1 B.粉色∶白色=1∶1

C.粉色∶红色=1∶1 D.红色∶粉色∶白色=1∶2∶1

例3 果蝇3号常染色体上有裂翅基因。将某裂翅果蝇与非裂翅果蝇杂交，F1表现型

比例为裂翅:非裂翅=1∶1，F1裂翅果蝇自交后代中，裂翅与非裂翅比例接近2∶1的原因最

可能是________。（显性基因纯合致死）

例4 紫罗兰单瓣花和重瓣花是一对相对性状，由一对基因B、b决定。育种工作者利

用野外发现的一株单瓣紫罗兰进行遗传实验，实验过程及结果如下图。据此作出的推

测，合理的是（ ）（配子）

A.重瓣对单瓣为显性性状 B.紫罗兰单瓣基因纯合致死

C.缺少B基因的配子致死 D.含B基因的雄或雌配子不育

例4的解题思路是：单瓣紫罗兰自交后代均出现性状分离，说明其为杂合子，基因型

为Bb。而Bb自交后代比例为1∶1，类似于测交比例。测交的本质是：一个亲本产生1∶1

两种类型的配子，而另一个亲本只提供一种隐性基因配子。或者对上表中F2基因型及比

例的棋盘格进行变形，把其中一种显性配子划掉，很容易得出结论。

如果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的性状其自交后代出现5∶1的分离比，是由于不同基因型的

配子其存活率不同导致的。若其中一个亲本产生的配子A∶a=1∶1，则另一个亲本的配子

存活比例为A∶a=2∶1。也可以通过列棋盘格、写出其配子比例得到。

（三）自由组合定律及连锁互换定律典型例题

只要两对基因位于非同源染色体上，无论后代的性状分离比如何，其实都是9∶3∶3∶1

的变形。而9∶3∶3∶1的本质是两对基因独立遗传，每一对基因都符合分离定律，即9∶3∶3∶1=

（3∶1）×（3∶1）。

例5 雕鸮的羽毛绿色与黄色、条纹和无纹分别由两对常染色上的两对等位基因控

制，其中一对显性基因纯合会出现致死现象。绿色条纹与黄色无纹雕鸮交配，F1绿色无

纹和黄色无纹雕鸮的比例为1∶1。F1绿色无纹雕鸮相互交配后，F2绿色无纹∶黄色无纹∶绿

色条纹∶黄色条纹=6∶3∶2∶1。据此作出的判断，不正确的是（ ）（两对基因独立遗传，其

中一对基因显性纯合致死）

A. 绿色对于黄色是显性，无纹对条纹是显性，绿色基因纯合致死

B. F1绿色无纹个体相互交配，后代有3种基因型的个体致死

C. F2黄色无纹的个体随机交配，后代中黄色条纹个体的比例为1/8

D. F2某绿色无纹个体和黄色条纹个体杂交，后代表现型比例可能不是1∶1∶1∶1

例6 果荚开裂并释放种子，是植物繁衍后代的重要途径。模式植物拟南芥果荚的开

裂与传统油料作物具有相似的调控机制。研究者对拟南芥果荚开裂机理进行了系列研究。

研究者通过筛选拟南芥T-DNA插入突变体库，获得两个果荚不开裂的突变体甲和

乙。检测发现突变体甲的M酶活性丧失，突变体乙的E酶活性丧失。另有一突变体丙的

果荚开裂程度介于不开裂与完全开裂之间（中等开裂）。突变体乙、丙的果荚开裂程度分

别由E/e、A/a基因控制。将上述突变体进行杂交，后代表型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杂交组合

杂交一：乙×丙

杂交二：甲×丙

F1表现型

完全开裂

完全开裂

F2表现型及比例

完全开裂∶中等开裂∶不开裂＝9∶3∶4

完全开裂∶中等开裂∶不开裂＝2∶1∶1

图1为甲与丙杂交所得F1的部分染色体示意图，基因M、m的位置已标出，在图1中

标出基因E/e、A/a可能的位置（答案见图2）。据上述信息，预测甲与乙杂交所得F1的表

现型及比例为________，F1自交所得F2的表现型及比例为________。

图1 图2

例6中，从基因突变的原理来讲酶活性丧失导致的突变属于隐性突变。但是我们也

可以由F1的表现型直接推出野生型（完全开裂）为显性性状。由杂交一的F2性状分离比

为9∶3∶4，可以推出E/e、A/a的遗传方式为自由组合。由杂交二的F2性状分离比为2∶1∶1，

不符合两对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更像是分离定律的变形，可以推出M/m、A/a位于一对

同源染色体上，且完全连锁。

例7 某动物基因型为 AaBb，两对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如右

图所示。若减数分裂过程中 92.8%初级精母细胞不发生交叉互换，

则该动物产生的重组类型配子的比例接近于（ ）

A.92.8% B.96.4% C.7.2% D.3.6%

例 7 中，发生交换的初级精母细胞的比例是 7.2%，则重组率为

7.2%的一半。这一规律考生可以直接掌握，来快速解题。简单来

说，如果有一个初级性母细胞发生交叉互换（概率100%），但是只能产生一半的重组型配

子（重组率50%）。

相关的遗传规律例题还有很多，希望考生们在做遗传题之后，善于总结、形成方法，

并将规律和方法应用于新的解题过程中。

遗传规律的总结比较和典型例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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