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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遗传学是研究生物遗传与变异的科学，而遗传与变异又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内容，因此遗传学就成
了生命科学中至关重要的基础学科，它在高等院校与生物有关的各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地位。
同时它又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遗传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实验方法和技术进步密不可分。
因此，对于每一个进入生命科学领域的大学生来说，掌握和了解基本的遗传学实验方法和技术是十分
必要的。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遗传学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本实验教程的编写参考了高等学校遗传学教
学大纲，在内容上尽量配合遗传学理论课的教学。
实验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基础性实验，共19个，主要是验证性实验、遗传学最基本的实验技能训
练等，如果蝇的单因子杂交、果蝇的唾腺染色体制片等；二是综合性实验，共5个，主要是一些内容
较多，涉及遗传学的综合知识或与遗传学相关的课程知识的实验，如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等；三
是研究性实验，共4个，主要是一些在科研中直接可应用，并可根据具体情况由学生自行设计研究内
容的实验，如染色体结构变异等。
目前，分子遗传学发展快速，本书也收集了相关的分子方面的几个实验，如基因的PCR扩增技术、植
物基因组DNA的提取等。
此外，书后还附有实验器皿的清洗、常用缓冲溶液的配制、染色液的配制、细胞培养基的基本知识和
细胞遗传学实验常用数据等资料，可供教师准备实验时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领导和同事，特别是席贻龙院长和汪鸣副
院长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编写水平和经验有限，尽管我们已尽了很大努力，但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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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普通遗传学的构成体系和学科的发展，《遗传学实验》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基础性
实验，共19个，主要是验证性实验，遗传学最基本的实验技能等；第二部分综合性实验，共5个，主要
是一些内容较多，涉及遗传学的综合知识或遗传学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第三部分研究性实验，共4
个，主要是一些在科研中直接可应用，并可根据具体情况由学生自行设计研究内容的实验。
现在，分子遗传学快速发展，《遗传学实验》也收集了相关的分子方面的几个实验。
此外，书后还附有实验器皿的清洗、常用缓冲溶液的配制、染色液的配制、细胞培养基的基本知识和
细胞遗传学实验常用数据等资料，可供教师准备实验时参考。
一本教材可供综合性大学、师范以及农林医院校本科生的遗传学实验教学使用，也可供从事生物学工
作的各类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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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验目的】　　1.了解微生物在遗传学研究中的意义；　　2.学习细菌培养和筛选的基本实验方
法。
【实验原理】　　在以微生物为材料的遗传学研究中，用某些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处理细菌，使基因
发生突变，丧失合成某一物质（如氨基酸、维生素、核苷酸等）的能力，因而它们不能在基本培养基
上生长，必须补充某些物质才能生长。
这样从野生型经诱变筛选得到的菌株，称为营养缺陷型。
筛选营养缺陷型菌株必须经过以下几个步骤：诱变处理、淘汰野生型、检出缺陷型、鉴定缺陷型。
由于本实验是以大肠杆菌为材料，所以根据细菌的特性分别说明筛选的步骤。
　　诱变剂的作用主要是提高突变频率，它分为物理和化学的二类。
物理诱变剂常用的有x射线、紫外线、快中子、1射线等。
诱变处理首先是选择诱变剂，微生物诱变中最常用的物理诱变剂是紫外线。
　　诱变剂所处理的微生物，一般要求呈单核的单细胞或单孢子的悬浮液，分布均匀，这样可以避免
出现不纯的菌落。
用于诱变处理的微生物一般处于对数生长期，此时的细菌对诱变剂的反应最灵敏。
　　诱变处理必须选择合适的剂量，剂量的表示方法有二种，绝对剂量和相对剂量。
绝对剂量的单位以尔格，cm。
表示。
一般用相对剂量，相对剂量与三个因素有关：诱变源和处理微生物的距离，诱变源（紫外灯）的功率
，以及处理的时间。
前二个因素是固定的，所以通过处理时间控制诱变剂量。
各种微生物的处理最适剂量是不同的，须经预备实验确定。
　　经处理以后的细菌，缺陷型还是相当少的，必须设法淘汰野生型细胞，提高营养缺陷型细胞所占
比例，以达到浓缩缺陷型的目的。
细菌中常用的浓缩法是青霉素法。
青霉素是杀菌剂，它只杀死生长的细胞，对不生长的细胞没有致死作用。
所以在含有青霉素的基本培养基中野生型能生长而被杀死，缺陷型不能生长被保存得以浓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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