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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根据教育部、卫生部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要
求，本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必需”和“够用”的原则，邀请了在
教学一线从教多年，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编写而成，主要供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助产专业使用
，也可供护理、涉外护理、检验、药剂、卫生保健等专业选用和卫生技术人员参考。
　　遗传与优生学基础是助产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
本教材通过医学遗传学与优生学知识的有机融合，主要论述了医学遗传学的基本知识、遗传因素和非
遗传因素与优生的关系、优生学的理论与方法。
　　本教材的读者对象是初中起点的中专生，教材编写力求语言文字简练清晰、通俗易懂，严格把握
教材的深度和广度，突出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创新性，使教学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社
会需要、贴近岗位需求。
　　本教材编排格式新颖，章前列出学习要点，为本章大纲要求的主要学习内容，有利于学生明确学
习目标。
章内插有重点提示，针对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学习难点、重要知识点、易混概念等方面予以提
醒或解释，强化重要知识点，激发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兴趣，使学生尽快掌握遗传与优生学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章后附有讨论思考题，学生可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分析，学以致用，从而提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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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遗传与优生学基础》是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根
据教育部、卫生部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本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
力为本位，“必需”和“够用”的原则，邀请了在教学一线从教多年，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
编写而成，主要供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助产专业使用，也可供护理、涉外护理、检验、药剂、卫生保健
等专业选用和卫生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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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现状四、医学遗传学的研究方法第二节 优生学概述一、优生学的概念二、优生学的发展三、现代优
生学的研究范围第三节 医学遗传学与优生学的关系一、医学遗传学的发展为优生学奠定了科学基础二
、优生学的发展是医学遗传学发展的原动力第2章 遗传的细胞学基础第一节 细胞的基本结构一、细胞
膜二、细胞质三、细胞核第二节 人类染色体一、人类染色体的形态结构二、人类染色体的类型三、人
类染色体的数目四、人类染色体的核型五、性染色质第三节 细胞增殖与分裂一、细胞增殖周期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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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第四节 基因突变一、基因突变的概念二、基因突变的特性三、基因突变的诱发因素四、基因突变的
分子机制五、基因突变的后果第4章 遗传的基本规律第一节 分离定律一、1对相对性状的豌豆杂交实验
二、对分离现象的遗传分析三、对分离现象遗传分析的验证四、分离定律的内容和细胞学基础五、分
离定律的应用第二节 自由组合定律一、2对相对性状的豌豆杂交实验二、对自由组合现象的遗传分析
三、对自由组合现象遗传分析的验证四、自由组合定律的内容和细胞学基础五、自由组合定律的应用
第三节 连锁与互换定律一、完全连锁遗传二、不完全连锁遗传三、连锁与互换定律的内容和细胞学基
础四、连锁与互换定律的应用第5章 遗传性疾病第一节 遗传病概述一、遗传病的概念和特点二、疾病
的发生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关系三、人类遗传病的分类第二节 单基因遗传病一、系谱与系谱分析
二、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三、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四、X连锁显性遗传病五、X连锁隐性遗传病六、Y
连锁遗传病第三节 多基因遗传病一、多基因遗传二、多基因遗传病第四节 染色体病一、染色体畸变
二、常见染色体病第五节 遗传性代谢缺陷与分子病一、遗传性代谢缺陷二、分子病第6章 遗传病的诊
断、防治与遗传咨询第一节 遗传病的诊断一、临床诊断二、系谱分析三、细胞遗传学检查四、生化检
查五、基因诊断六、皮肤纹理分析第二节 遗传病的预防一、环境保护二、群体普查三、新生儿筛查四
、携带者的检出五、婚姻及生育指导第三节 遗传病的治疗一、手术治疗二、药物治疗三、饮食治疗四
、基因治疗第四节 遗传咨询一、遗传咨询的概念和意义二、遗传咨询的对象三、遗传咨询的内容四、
遗传咨询的步骤五、遗传咨询中的典型病例举例第7章 影响优生的非遗传因素第一节 环境因素一、化
学因素二、物理因素三、生物因素第二节 营养因素一、孕期营养与胎儿生长发育二、孕期的营养需要
第三节 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一、妊娠合并症对胎儿的影响二、产科并发症对胎儿的影响第四节 心理
因素第五节 药物因素第六节 不良嗜好一、吸烟三、吸毒四、摄入含咖啡因的饮品第8章 实现优生的重
要途径——出生缺陷干预第一节 出生缺陷概述一、出生缺陷的概念二、出生缺陷的类型三、出生缺陷
的发生原因四、我国出生缺陷的发生水平五、出生缺陷的危害第二节 出生缺陷干预一、实施出生缺陷
干预的意义二、出生缺陷干预的基本策略三、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的方法实验部分实验一 人类非显
带染色体核型分析实验二 人类遗传病与系谱分析实验三 人类皮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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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优生学传人我国在20世纪20年代，其早期代表人物是著名优生学家潘光旦先生。
他于1925-1926年赴美国冷泉港攻读优生学，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优生学研究，著作颇丰，如《优生概
论》《优生原理》《优生与民族》《优生与宗教》等。
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许多高等院校开设了优生学课程，对当时中国优生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对遗传学和优生学作为伪科学加以全盘否定，被视为禁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优生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1979年，在第一次全国人类和医学遗传学学术论文报告会上，吴曼教授第1次提出应重视优生学研究，
并作了“关于优生学”的专题报告，旋即在限制人口的需要和医学遗传学广泛开展的背景下引起公众
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198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优生科学讨论会”，并制定了优生规范。
1986年卫生部颁布了“婚前保健工作常规”。
1988年成立了“中国优生学会”，1989年又成立了“中国优生优育协会”，1992年“中国优生学会”
正式命名为“中国优生科学协会”。
1994年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为优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现代优生学的研究范围　　现代优生学的研究范围，已不限于只在遗传学上考虑下一代的生
物素质，而且还要防止各种非遗传性的先天疾病，以及产科损伤、新生儿疾病，以保证下一代的人口
素质。
优生学是一门综合多学科的发展中的科学，目前可划分为基础优生学、社会优生学、临床优生学和环
境优生学4大部分。
　　1.基础优生学主要从生物科学和基础医学方面从事优生理论和技术的基础研究，探索导致出生缺
陷的遗传因素、发生机制、检测手段和防治方法等。
　　2.社会优生学主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把优生作为一项社会运动，进而研究人类实现优生的社会
措施。
其内容包括推动优生立法、贯彻优生政策、开展优生运动等。
　　3.临床优生学是对优生有关的各种医疗措施的研究。
包括婚前检查、围生期保健、优生咨询、产前诊断、分娩监护、绝育术、选择性流产、产伤疾病的预
防与治疗等，防止出生缺陷儿，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4.环境优生学主要研究环境与优生的关系，包括环境污染对生殖细胞和胚胎发育的影响、劳动环
境条件与优生的关系等，以及如何采取措施消除有害物质对母体、胎儿及人类生殖健康的影响。
　　优生学有两个任务，一是降低不良遗传素质，二是增加优良遗传素质。
根据优生学的研究任务可分为正优生学和负优生学。
　　1.正优生学又称演进性优生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群体中有利表型的基因频率，促进锌力和智力
优秀的个体繁衍。
除某些国家已在优生法中规定鼓励在体格和智力上优秀的个体生育更多的后代外，主要是使用一些优
生工程，包括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克隆化生殖等。
　　（1）人工授精：指将男性的精液用人工注射的方法注入女性生殖道内，达到受精的目的.目前主
要用于男性不育症，同时也用于男性患有显性遗传病者及夫妇同为隐性遗传病携带者以及Rh血型不合
者的家庭获得健康的孩子，以减少遗传病的发生，增加有利表型的基因羽率。
目前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可以对精子进行优选，使后代的遗传素质更好，这使人工括精在优生领
域将发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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