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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三生物学科导学案

染色体变异和育种第一课时（一轮复习）

班级： 姓名： 学号： 授课日期： 9.24

【本课在课程标准里的表述】

举例说明染色体结构和数量的变异都可能导致生物性状的改变甚至死亡。

【学习内容】

一、染色体结构变异

【导读】1、染色体结构变异

(1) 图示染色体结构变异类型

类型 图解 显微观察的联会异常 举例

缺失
猫叫综合征、果蝇

的缺刻翅

重复 果蝇的棒状眼

易位
人慢性粒细胞白血

病、夜来香

倒位

（2）结果：使排列在染色体上的基因的________________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性状的变异。

2. 易位与交叉互换的区别

项目 染色体易位 交叉互换

图解

区
别

位置 发生于非同源染色体之间 发生于同源染色体的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
原理 染色体结构变异 基因重组
观察 可在显微镜下观察到 在显微镜下一般观察不到

3. 染色体结构变异与基因突变的区别

项目 染色体结构变异 基因突变
变异
范围

染色体水平上的变异,多个基因随染色体
片段改变

分子水平上的变异,基因结构中碱基对改变

变异
实质

染色体片段的缺失、重复、易位、倒位 基因中碱基对的缺失、增添、替换

变异 基因数目或排列顺序的改变 基因结构改变,数目不变,生物性状不一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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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图示

【导思】

(1) 染色体片段的缺失或重复必然导致基因种类的变化。 ( )
(2) 染色体片段的倒位和易位必然导致基因排列顺序的变化。 ( )
(3) 染色体增加某一片段可提高基因表达水平,是有利变异。( )
(4) 染色体缺失有利于隐性基因的表达,可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 )

【导练】

1.（2018·海南卷，14）杂合体雌果蝇在形成配子时，同源染色体的非姐妹染色单体间的相应片段发生

对等交换，导致新的配子类型出现，其原因是在配子形成过程中发生了（ ）

A.基因重组 B.染色体重复 C.染色体易位 D.染色体倒位

变式 1.如图表示染色体联会出现异常的情况，其中的字母表示

基因，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甲图说明染色体发生了缺失

B.乙图表示染色体发生了交叉互换

C.丙图所示细胞不可能产生基因组成为 adc＋bef 的配子

D.甲、乙、丙变异类型都属于染色体变异，染色体数与核 DNA

数之比均为 1∶2

二.染色体数目变异

（1）类型及实例

类型 实例

_____________染色体的增加或减少 21三体综合征

以____________的形式成倍地增加或减少 三倍体无子西瓜

（2）染色体组（根据果蝇染色体组成图归纳）

三.单倍体、二倍体和多倍体

项目 单倍体 二倍体 多倍体

发育起点

特点
（1）________
（2）_________

（1）茎秆粗壮（2）叶、果实、

种子较大

（3）营养物质含量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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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细胞染色体组数 个 个 个

成因
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染色体

不分离

■助学巧记

“二看法”确认单倍体、二倍体、多倍体

【导读】 染色体数目变异

1. 染色体组

(1) 结合下图,归纳一个染色体组应具备的条件

①从染色体来源看,一个染色体组中不含同源染色体,没有等位基因。

②从形态、大小和功能看,一个染色体组中所含的染色体各不相同。

③从所含基因看,一个染色体组中含有控制本物种生物性状的一整套基因,但不能重复。

(2) 染色体组数量的判断方法

依据 方法和图例

染色体
形态

细胞中形态、大小完全相同的染色体有几条,则有几个染色体组。如下图所示:

基因型

在细胞或生物体的基因型中,控制同一性状的基因(包括同一字母的大、小写)出现几次,则
含有几个染色体组。如下图所示:

染色体
数和染
色体的
形态数

染色体组数=染色体数/染色体形态数。如果蝇体细胞中有 8 条染色体,分为 4 种形态,则染
色体组的数目为 2个

2. 单倍体、二倍体和多倍体

(1) 单倍体的体细胞中并不一定只有一个染色体组。大部分生物是二倍体,其单倍体的体细胞中只含有一

个染色体组。部分个体是多倍体,由多倍体的配子发育成的个体为单倍体,其体细胞中含有多个染色体组。

(2) 单倍体并非都不育。由二倍体的配子发育成的单倍体,表现为高度不育。多倍体的配子如含有偶数个

染色体组,则发育成的单倍体个体含有同源染色体及等位基因,可育并能产生后代。

项目 二倍体 多倍体 单倍体
自然成因 正常有性生殖 外界环境条件剧变 单性生殖

人工诱导 —
秋水仙素处理萌发的

种子或幼苗、低温处理
花药离
体培养

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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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秋水仙素的作用机理是抑制纺锤体的形成,导致染色体不能移向细胞两极,并不影响着丝粒的分裂。

【导思】

(1) 染色体组整倍性变化必然导致基因种类的增加。 ( )

(2) 六倍体小麦经花药离体培养获得的含有三个染色体组的个体属于单倍体。 ( )

(3) 秋水仙素作用于细胞有丝分裂的后期,抑制着丝粒的分裂。( )

(4) 精子和卵细胞中,一定不含同源染色体吗?

(5) 基因型如下图所示的个体产生的配子种类及比例是多少?

【导练】

(2020·新课标Ⅱ卷)关于高等植物细胞中染色体组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 二倍体植物的配子只含有一个染色体组 B. 每个染色体组中的染色体均为非同源染色体

C. 每个染色体组中都含有常染色体和性染色体 D. 每个染色体组中各染色体 DNA 的碱基序列不同

(2019·南通期末)下图为甲、乙两只果蝇的染色体组成示意图,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 甲图中的一个染色体组由Ⅱ、Ⅲ、Ⅳ构成

B. 甲图中 2 个染色体组所携带的遗传信息完全相同

C. 乙图中 2 个染色体组所携带的基因数量完全相等

D. 乙图中一个染色体组各染色体形态、大小完全不同

考向 3 单倍体、二倍体和多倍体

(2021·江苏新高考适应考)(多选)栽培苹果品种以二倍体为主,通过离体培养苹果成熟胚(2n),可

诱导再生获得品质改良的四倍体苹果。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 可通过低温或秋水仙素诱导处理获得四倍体

B. 经诱导获得的再生苗都为纯合体

C. 诱导获得的植株需经染色体倍性鉴定

D. 通过二倍体的体细胞杂交方法也可获得四倍体植株

(2020·宿迁期末)用秋水仙素处理某二倍体植物萌发的种子或幼苗可得到四倍体,下列相关叙述不

正确的是 ( )

A. 若用四倍体的花粉进行花药离体培养,得到的植株是二倍体

B. 秋水仙素能够抑制纺锤体的形成,从而引起细胞内染色体数目加倍

C. 四倍体植株茎秆粗壮,叶、果实较大,但结实率低

D. 二倍体和四倍体之间产生了生殖隔离,属于不同的物种

微小专题： 细胞分裂异常导致配子染色体异常的原因分析

【导读】

(1) 细胞分裂时常染色体异常分离导致产生异常配子

假设某生物体细胞中含有2n条染色体,减数分裂时,某对同源染色体没有分开或者姐妹染色单体没有分开,

导致产生含有(n+1)、(n-1 )条染色体的异常配子,具体如下图所示。

(2) 细胞分裂时性染色体异常分离导致产生异常配子(以 XY 型为例)

由此可以分析 XXY 和 XYY 个体产生的原因:

①XXY——MⅠ后期,父方的 X、Y未分离或母方的 X、X 未分离;或 MⅡ后期,母方的 X、X未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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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XYY——MⅡ后期,父方的 Y、Y未分离。

【导思】结合基因情况分析异常配子产生原因？

【导练】 细胞异常分裂与染色体数目变异的关系

一对表现正常的夫妇生下一个染色体组成为 XXY 且表现为红绿色盲的男孩,原因可能是其父母在

减数分裂形成配子时出现了下列何种性染色体异常分配(图中 b 为红绿色盲基因) ( )

A B C D

(2020·高邮期初)一个基因型为 AaX
B
Y 的精原细胞进行减数分裂,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 减数第一次分裂中期、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一个细胞中的染色体组数相同

B. 若产生的精子为 AX
B
∶aX

B
∶AY∶aY=1∶1∶1∶1,则可能发生了交叉互换

C. 若产生的精子为 AX
B
∶aX

B
∶aY=1∶1∶2,则可能的原因是同源染色体未分离

D. 若细胞中无染色单体,基因组成为 AAYY,则该细胞可能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

【课后巩固】（30 分钟限时训练）

1. 人类的性腺发育不全综合征是由于缺少一条性染色体引起的变异。该变异的类型是 ( )

A. 基因突变 B. 染色体数目变异 C. 基因重组 D. 染色体结构变异

2. (2020·苏州期末)一只白猫和一只黑猫生下四只小猫,分别是白色、黑色、狸花色、灰色,这最可能属

于可遗传变异中的 ( )

A. 基因突变 B. 染色体变异 C. 基因重组 D. 性状分离

3. (2020·如皋期末)减数分裂过程中出现染色体数目异常,可能导致的遗传病是 ( )

A. 先天性愚型 B. 红绿色盲 C. 猫叫综合征 D. 苯丙酮尿症

4. (2020·盐城三模)下图字母代表不同基因,变异类型①和②依次是 ( )

A. 突变和倒位 B. 倒位和易位 C. 重组和易位 D. 易位和倒位

5. (2020·南通三模)下列关于染色体变异的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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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染色体结构变异可导致染色体上基因的数目或排列顺序发生改变

B. 同源染色体的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交换片段导致染色体结构变异

C. 染色体组成倍增加或减少不改变基因的种类和数量

D. 染色体结构和数目的变异不会增加生物的多样性

6. 下列对于二倍体、多倍体和单倍体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 细胞中含有两个染色体组的个体就是二倍体

B. 单倍体植株的体细胞中染色组数也可能有三个

C. 用秋水仙素处理单倍体植株后得到的一定是二倍体

D. 体细胞中含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染色体组的个体一定是多倍体

7. (2020·扬州中学)下图的 4 个细胞中,含有两个染色体组的细胞是 ( )

A B C D

8. (2020·扬州期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重要 发病机制如图所示,该变化导致机体产生大量不

成熟的白细胞在骨髓内聚集,抑制骨髓的正常造血。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 该病的发生不是染色体数目变异的结果

B. 该种变异不一定改变细胞内的基因数量

C. 该病是姐妹染色单体之间易位所造成的

D. 远离各种致癌因素可降低该病的发病风险

9. (2020·苏州一模)下图为动物细胞某条染色体 DNA 分子上部分基因分布示意图。

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

A. DNA 分子上基因Ⅰ缺失引起的变异,属于染色体变异

B. 基因Ⅱ中碱基对发生改变,生物性状不一定会发生改变

C. 减数分裂过程中,基因Ⅱ与基因Ⅲ之间可发生交叉互换

D. 在细胞生命历程的任何时期,基因中的碱基对都可能发生改变

10. (2020·泰州三模)检查发现某外观正常的女性第 21 号染色体一条“失踪”,另一条比正常长了一倍。

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

A. 该女性外观正常可能是她的基因组成仍保持平衡

B. 该女性细胞中可能发生两条 21 号染色体合并成 1 条

C. 如果该女性与正常男性婚配,胎儿 21 单体出现的概率是 1/2

D. 如果该女性与正常男性婚配,胎儿染色体数目正常的概率是 1/4

11. (多选)遗传学检测两个人的体细胞中有两种基因组成,甲为 AaB,乙为 AABb。对于甲缺少一个基因的原

因分析,可能的是 ( )

A. 染色体结构变异 B. 染色体数目变异 C. 基因突变 D. 可能是男性

12. (多选)蜜蜂中雌蜂(蜂王和工蜂)是二倍体(由受精卵发育而成,体细胞中染色体数为32),雄蜂是单倍体

(由卵细胞发育而成)。蜜蜂的体色中,褐色对黑色为显性,现有褐色雄蜂与杂合褐色雌蜂进行杂交。下列分

析正确的是 ( )

A. 雄蜂体细胞中有 32 条染色体 B. 子一代蜂王、工蜂和雄蜂均有两种基因型

C. 雄蜂的形成表明卵细胞具有发育的全能性 D. 雄蜂通过减数分裂方式产生生殖细胞

13.育种专家利用普通小麦（6n＝42，AABBDD）与其近缘属簇毛麦（2n＝24，VV）进行相关的育种实验如

下图所示，相关分析正确的是（ ）

品系 3

（ABD）
――→
技术Ⅱ普通小麦

（AABBDD）
――→

×簇毛

麦（VV）

品系 1

（ABDV）
――→
技术Ⅰ品系 2（染色体

数为 49、55 等）

A.普通小麦属于多倍体，品系 1 和品系 3 属于单倍体

B.品系 1、2 和 3 在培育过程中都发生了染色体变异

C.技术Ⅰ表示用秋水仙素处理，品系 2发生了染色体的丢失

D.技术Ⅰ表示花药离体培养，体现了细胞的全能性

14.下列关于几种常见育种方法的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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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诱变育种中，常选用萌发的种子或幼苗作为处理材料

B.在杂交育种中，一般从 F2开始选种，因为从 F2开始发生性状分离

C.在单倍体育种中，常先筛选 F1花粉类型再进行花药离体培养

D.在多倍体育种中，用秋水仙素处理单倍体幼苗获得的植株不一定都是二倍体

15.二倍体西瓜（2N＝22）幼芽经秋水仙素处理后发育成的植株成为“嵌合体”，其部分组织细胞的染色体

数目不同。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嵌合体”现象属于染色体变异 B.“嵌合体”植株自交后代不一定可育

C.低温处理植株可能出现“嵌合体”植株 D.“嵌合体”现象可通过有性生殖遗传给后代

16. (2020·苏锡常镇三模)某表现正常的夫妇生了一个易位型 21 三体综合征男孩,检测发现患儿父亲完全

正常,母亲的卵巢细胞内相关染色体发生了如图 1 所示的变化。已知患儿母亲仅产生如图 2 所示的卵细胞

类型。请回答下列问题:

图 1

a b

c d

图 2

(1) 图 1 所示的变异类型是 ,可通过观察处于 期的细胞中染色体形态和数目来

判断。该母亲体内发生此变异类型的体细胞染色体数通常为 条。

(2) 若正常精子与图中 (填字母)受精,会导致出现易位型 21 三体综合征;若正常精子与图中

(填字母)受精,会因缺失 号染色体而导致胎儿死亡。

(3) 该患儿体细胞内含有 种形态结构不同的染色体。

(4) 若该夫妇再生出一个孩子,则孩子表现为易位型 21 三体综合征的概率是 。为预防该类患儿出

生,你对该夫妇的建议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