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2022·山东卷)

 家蝇Y染色体由于某种影响断成两段,含

s基因的小片段移接到常染色体获得XY'
个体,不含s基因的大片段丢失。含s基

因的家蝇发育为雄性,只含一条X染色体

的雌蝇胚胎致死,其他均可存活且繁殖力

相同。M、m是控制家蝇体色的基因,灰色

 

基因 M 对黑色

基因 m 为完全

显 性。如 图 所

示的 两 亲 本 杂

交获得F1,从F1 开始逐代随机交配获得

Fn。不考虑交换和其他突变,关于F1 至

Fn,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所有个体均可由体色判断性别

B.
 

各代均无基因型为 MM的个体

C.
 

雄性个体中XY'所占比例逐代降低

D.
 

雌性个体所占比例逐代降低

【79】(2022·广东卷)

 遗传病监测和预防对提高我国人口素质有

重要意义。一对表现型正常的夫妇,生育了

一个表现型正常的女儿和一个患镰刀型细

胞贫血症的儿子(致病基因位于11号染色体

上,由单对碱基突变引起)。为了解后代的发

病风险,该家庭成员自愿进行了相应的基因

检测(如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女儿和父母基因检测结果相同的概率

是2
3

B.
 

若父母生育第三胎,此孩携带该致病基

因的概率是3
4

C.
 

女儿将该致病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概

率是1
2

D.
 

该家庭的基因检测信息应受到保护,避

免基因歧视

【80】(2022·山东卷)

 野生型拟南芥的叶片是光滑形边缘,研究

影响其叶片形状的基因时,发现了6个不






















同的隐性突变,每个隐性突变只涉及1个

基因。这些突变都能使拟南芥的叶片表现

为锯齿状边缘。利用上述突变培育成6个

不同纯合突变体①~⑥,每个突变体只有

1种隐性突变。不考虑其他突变,根据表

中的杂交实验结果,下列推断错误的是

(  )。

杂交组合 子代叶片边缘

①×② 光滑形

①×③ 锯齿状

①×④ 锯齿状

①×⑤ 光滑形

②
 

×⑥ 锯齿状

A.
 

②和③杂交,子代叶片边缘为光滑形

B.
 

③和④杂交,子代叶片边缘为锯齿状

C.
 

②和⑤杂交,子代叶片边缘为光滑形

D.
 

④和⑥杂交,子代叶片边缘为光滑形

【81】(2017·浙江卷)

 若利用根瘤农杆菌转基因技术将抗虫基因

和抗除草剂基因转入大豆,获得若干转基

因植株(T0 代)。从中选择抗虫抗除草剂

的单株S1、S2和S3,分别进行自交获得T1
代,T1代性状表现如图所示。已知目的基

因能一次或多次插入并整合到受体细胞染

色体上。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
 

抗虫对不抗虫表现为完全显性,抗除草

剂对不抗除草剂表现为不完全显性

B.
 

根瘤农杆菌Ti质粒携带的抗虫和抗除

草剂基因分别插入到了S2的2条非同

源染色体上,并正常表达

C.
 

若给S1后代T1植株喷适量的除草剂,

让存活植株自交,得到的自交一代群体

中不抗虫抗除草剂的基因型频率为1
2

D.
 

若取S3后代T1 纯合抗虫不抗除草剂

与纯合不抗虫抗除草剂单株杂交,得到

的子二代中抗虫抗除草剂的纯合子

占1
9

【82】(2016·浙江卷)

 某自花授粉植物的花色有红色和白色,花

色取决于细胞中的花色素,花色素合成的

主要过程如图所示。设花色由2对等位基

因A和a、B和b控制。取白花植株(甲)

与白花植株(乙)杂交,F1 全为红色,F1 自

交得F2,F2中出现红色和白色。下列叙述

正确的是(  )。

 

A.
 

植株甲能产生2种不同基因型的配子

B.
 

若亲代白花植株中基因a或b发生突

变,则该植株一定开红花

C.
 

用酶1的抑制剂喷施红花植株后出现

了白花,该植株的基因型仍然不变

D.
 

若基因B发生突变导致终止密码子提

前出现,则基因B不编码氨基酸,植株

开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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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遗传学分析与实验设计

【83】(2022·海南卷)

 家蚕是二倍体生物(2n=56),雌、雄个体性

染色体组成分别是ZW、ZZ。某研究所在

野生家蚕资源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隐性纯合

突变体。这些突变体的表型、基因及基因

所在染色体见表。回答下列问题。

突变体表型 基因 基因所在染色体

第二隐性灰卵 a 12号

第二多星纹 b 12号

抗浓核病 d 15号

幼蚕巧克力色 e Z

(1)
 

幼蚕巧克力色的控制基因位于性染色

体上,该性状的遗传总是和性别相关联,这

种现象称为    。

(2)
 

表中所列的基因,不能与b基因进行

自由组合的是    。

(3)
 

正常情况下,雌家蚕的1个染色体组含

有    条染色体,雌家蚕处于减数分裂

Ⅱ后期的细胞含有    条 W染色体。

(4)
 

幼蚕不抗浓核病(D)对抗浓核病(d)为

显性,黑色(E)对巧克力色(e)为显性。为

鉴定一只不抗浓核病黑色雄性幼蚕的基因

型,某同学将其饲养至成虫后,与若干只基

因型为ddZeW 的雌蚕成虫交配,产生的

F1幼蚕全部为黑色,且不抗浓核病与抗浓

核病个体的比例为1∶1,则该雄性幼蚕的

基因型是    。

(5)
 

家蚕的成虫称为家蚕蛾,已知家蚕蛾

有鳞毛和无鳞毛这对相对性状受一对等位

基因控制。现有纯合的有鳞毛和无鳞毛的

家蚕蛾雌、雄个体若干只,设计实验探究控

制有鳞毛和无鳞毛的基因是位于常染色体

上还是Z染色体上(不考虑Z、W 同源区

段),并判断有鳞毛和无鳞毛的显隐性。要

求简要写出实验思路、预期结果及结论。

【84】(2022·北京卷)

 番茄果实成熟涉及一系列生理生化过程,

导致果实颜色及硬度等发生变化。果实颜

色由果皮和果肉颜色决定。为探究番茄果

实成熟的机制,科学家进行了相关研究。

(1)
 

果皮颜色由一对等位基因控制。果皮

黄色与果皮无色的番茄杂交的F1 果皮为

黄色,F1 自交所得F2 果皮颜色及比例为

          。

(2)
 

野生型番茄成熟时果肉为红色。现有

两种单基因纯合突变体,甲(基因A突变为

a)果肉黄色,乙(基因B突变为b)果肉橙

色。用甲、乙进行杂交实验,结果如图1。

据此,写出F2中黄色的基因型:
 

    。

图1

(3)
 

深入研究发现,成熟番茄的果肉由于

番茄红素的积累而呈红色,当番茄红素量

较少时,果肉呈黄色,而前体物质2积累会

使果肉呈橙色,如图2所示。上述基因A、

B以及另一基因 H 均编码与果肉颜色相

关的酶,但 H在果实中的表达量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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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代谢途径,aabb中前体物质2积累、

果肉呈橙色的原因是         

                  

        。

图2

(4)
 

有一果实不能成熟的变异株 M,果肉

颜色与甲相同,但 A并未突变,而调控 A
表达的C基因转录水平极低。C基因在果

实中特异性表达,敲除野生型中的C基因,

其表型与 M相同。进一步研究发现 M 中

C基因的序列未发生改变,但其甲基化程

度一直很高。推测果实成熟与C基因甲基

化水平改变有关。欲为此推测提供证据,

合理的方案包括    ,并检测C的甲

基化水平及表型。

①
 

将果实特异性表达的去甲基化酶基因

导入 M

②
  

敲除野生型中果实特异性表达的去甲

基化酶基因

③
  

将果实特异性表达的甲基化酶基因导

入 M

④
  

将果实特异性表达的甲基化酶基因导

入野生型

【85】(2022·广东卷)

 《诗经》以“蚕月条桑”描绘了古人种桑养蚕

的劳动画面,《天工开物》中“今寒家有将早

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表明我国劳动人

民早已拥有利用杂交手段培有蚕种的智

慧,现代生物技术应用于蚕桑的遗传育种,

更为这历史悠久的产业增添了新的活力。

回答下列问题:
 

(1)
 

自然条件下蚕采食桑叶时,桑叶会合成

蛋白醇抑制剂以抵御蚕的采食,蚕则分泌更

多的蛋白酶以拮抗抑制剂的作用。桑与蚕

相互作用并不断演化的过程称为    。

(2)
 

家蚕的虎斑对非虎斑、黄茧对白茧、敏

感对抗软化病为显性,3对性状均受常染色

体上的单基因控制且独立遗传。现有上述

3对基因均杂合的亲本杂交,F1 中虎斑、白

茧、抗软化病的家蚕比例是    ;
  

若上

述杂交亲本有8对,每只雌蚕平均产卵

400枚,理论上可获得    只虎斑、白

茧、抗软化病的纯合家蚕,用于留种。

(3)
 

研究小组了解到:
 

①雄蚕产丝量高于

雌蚕;
  

②家蚕的性别决定为ZW 型;
  

③卵

壳的黑色(B)和白色(b)由常染色体上的

一对基因控制;
  

④黑壳卵经射线照射后携

带B基因的染色体片段可转移到其他染色

体上且能正常表达。为达到基于卵壳颜色

实现持续分离雌雄,满足大规模生产对雄

蚕需求的目的,该小组设计了一个诱变育

种的方案。下图为方案实施流程及得到的

部分结果。

 

统计多组实验结果后,发现大多数组别家蚕

的性别比例与Ⅰ组相近,有2组(Ⅱ、Ⅲ)的性

别比例非常特殊。综合以上信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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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遗传学分析与实验设计

①Ⅰ组所得雌蚕的B基因位于    染

色体上。

②
 

将Ⅱ组所得雌蚕与白壳卵雄蚕(bb)杂

交,子代中雌蚕的基因型是    (如存

在基因缺失,亦用b表示)。这种杂交模式

可持续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其优势是可在

卵期通过卵壳颜色筛选即可达到分离雌雄

的目的。

③
 

尽管Ⅲ组所得黑壳卵全部发育成雄蚕,

但其后代仍无法实现持续分离雌雄,不能

满足生产需求,请简要说明理由  

 

 。

【86】(2022·河北卷)

 蓝粒小麦是小麦(2n=42)与其近缘种长穗

偃麦草杂交得到的。其细胞中来自长穗偃

麦草的一对4号染色体(均带有蓝色素基

因E)代换了小麦的一对4号染色体。小

麦5号染色体上的h基因纯合后,可诱导

来自小麦的和来自长穗偃麦草的4号染色

体配对并发生交叉互换。某雄性不育小麦

的不育基因T与等位可育基因t位于4号

染色体上。为培育蓝粒和不育两性状不分

离的小麦,研究人员设计了如下图所示的

杂交实验。

 

回答下列问题:
 

(1)
 

亲本不育小麦的基因型是    ,

F1中可育株和不育株的比例是    。

(2)
 

F2 与小麦(hh)杂交的目的是   

                  

                  

             。

(3)
 

F2蓝粒不育株在减数分裂时理论上能

形成    个正常的四分体。如果减数

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正常分离,来自小

麦和长穗偃麦草的4号染色体随机分配,

最终能产生    种配子(仅考虑T/t、

E基因)。F3 中基因型为hh的蓝粒不育

株占比是    。

(4)
 

F3蓝粒不育株体细胞中有    条染

色体,属于染色体变异中的    变异。

(5)
 

F4蓝粒不育株和小麦(HH)杂交后单

株留种形成一个株系。若株系中出现:
 

①
 

蓝粒可育∶蓝粒不育∶非蓝粒可育∶
非蓝粒不育=1∶1∶1∶1,说明:

 

   

     ;
  

②
  

蓝粒不育∶非蓝粒可育=1∶1,说明 

               。符合

育种要求的是    (填“①”或“②”)。

【87】(2022·湖南卷)

 中国是传统的水稻种植大国,有一半以上

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在培育水稻优良品种

的过程中,发现某野生型水稻叶片绿色由

基因C控制。回答下列问题:
 

(1)
 

突变型1叶片为黄色,由基因C突变

为C1所致,基因C1 纯合幼苗期致死。突

变型1连续自交3代,F3 成年植株中黄色

叶植株占    。

(2)
 

测序结果表明,突变基因C1 转录产物

编 码 序 列 第 727 位 碱 基 改 变,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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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AG-3'变 为 5'-GACAG-3',导 致 第

    位氨基酸突变为    ,从基

因控制性状的角度解释突变体叶片变黄的

机理        。(部分密码子及

对应氨基酸:
 

GAG谷氨酸;
  

AGA精氨酸;
  

GAC天冬氨酸;
  

ACA苏氨酸;
  

CAG谷氨

酰胺)

(3)
 

由C突变为C1 产生了一个限制酶酶

切位点。从突变型1叶片细胞中获取控制

叶片颜色的基因片段,用限制酶处理后进

行电泳(电泳条带表示特定长度的 DNA
片段),其结果为 图 中 (填“Ⅰ”

“Ⅱ”或“Ⅲ”)。 

 

(4)
 

突变型2叶片为黄色,由基因C的另

一突变基因C2 所致。用突变型2与突变

型1杂交,子代中黄色叶植株与绿色叶植

株各占50%。能否确定C2 是显性突变还

是隐性突变?     (填“能”或“否”),

用文字说明理由:
 

          

                  

                  

                 。

【88】(2022·山东卷)

 果蝇的正常眼与无眼是一对相对性状,受

一对等位基因控制,要确定该性状的遗传

方式,需从基因与染色体的位置关系及显

隐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正常眼雌果蝇与

无眼雄果蝇为亲本进行杂交,根据杂交结

果绘制部分后代果蝇的系谱图,如图所示。

不考虑致死、突变和X、Y染色体同源区段

的情况。

 

(1)
 

据图分析,关于果蝇无眼性状的遗传

方式,可以排除的是        。

若控制该性状的基因位于 X 染色体上,

Ⅲ-1与Ⅲ-2杂交的子代中正常眼雄果蝇

的概率是    。

(2)
 

用Ⅱ-1与其亲本雄果蝇杂交获得大量

子代,根据杂交结果    (填“能”或

“不能”)确定果蝇正常眼性状的显隐性,理

由是                

                 。

(3)
 

以系谱图中呈现的果蝇为实验材料设

计杂交实验,确定无眼性状的遗传方式。

(要求:
 

①只杂交一次;
  

②仅根据子代表型

预期结果;
  

③不根据子代性状的比例预期

结果)实验思路:
 

        ;
  

预期

结果并得出结论:
 

          

                 。

(4)
 

若果蝇无眼性状产生的分子机制是控

制正 常 眼 的 基 因 中 间 缺 失 一 段 较 大 的

DNA片段,且该对等位基因的长度已知。

利用PCR及电泳技术确定无眼性状的遗

传方式时,只以Ⅱ-3为材料,用一对合适

的引物仅扩增控制该对性状的完整基因

序列,电泳检测PCR产物,通过电泳结果

    (填“能”或“不能”)确定无眼性状

的遗传方式,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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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9】(2022·江苏卷)

 大蜡螟是一种重要的实验用昆虫,为了研

究大蜡螟幼虫体色遗传规律。科研人员用

深黄、灰黑、白黄3种体色的品系进行了系

列实验,正交实验数据如下表(反交实验结

果与正交一致)。请回答下列问题。

表1 深黄色与灰黑色品系杂交实验结果

杂
 

交
 

组
 

合
子代体色

深黄 灰黑

深黄(P)♀×灰黑(P)♂ 2113 0
深黄(F1)♀×深黄(F1)♂ 1526 498
深黄(F1)♂ ×深黄(P)♀ 2314 0
深黄(F1)♀×灰黑(P)♂ 1056 1128

(1)
 

由表1可推断大蜡螟幼虫的深黄体色

遗传属于 染色体上 性

遗传。

(2)
 

深黄、灰黑、白黄基因分别用Y、G、W
表示,表1中深黄的亲本和F1个体基因型

分别是 ,表2、表3中F1基因型分

别是 。群体中Y、G、W
 

3个基因

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

(3)
 

若从表2中选取黄色(YW)雌、雄个体

各50只和表3中选取黄色(GW)雌、雄个

体各50只,进行随机杂交,后代中黄色个

体占比理论上为 。

表2 深黄色与白黄色品系杂交实验结果

杂交组合
子代体色

深黄 黄 白黄

深黄(P)♀×白黄(P)♂ 0 2357 0
黄(F1)♀×黄(F1)♂ 514 1104 568
黄(F1)♂ ×深黄(P)♀ 1327 1293 0
黄(F1)♀×白黄(P)♂ 0 917 864

表3 灰黑色与白黄色品系杂交实验结果

杂交组合
子代体色

灰黑 黄 白黄

灰黑(P)♀×白黄(P)♂ 0 1237 0

黄(F1)♀×黄(F1)♂ 754 1467 812

黄(F1)♂ ×灰黑(P)♀ 754 1342 0

黄(F1)♀×白黄(P)♂ 0 1124 1217

(4)
 

若表1、表2、表3中深黄(YY♀、YG♀
♂ )和黄色(YW♀♂ 、GW♀♂ )个体随机

杂交,后代会出现 种表现型和

种 基 因 型 (YY/GG/WW/YG/

YW/GW)。

(5)
 

若表1中两亲本的另一对同源染色体

上存在纯合致死基因S和D(两者不发生

交换重组),基因排列方式为      ,

推测F1互交产生的F2深黄与灰黑的比例

为      ;
  

在同样的条件下,子代

的数量理论上是表1中的      。

【90】(2021·天津卷)

 黄瓜的花有雌花、雄花与两性花之分(雌

花:
 

仅雌蕊发育;
  

雄花:
 

仅雄蕊发育;
  

两

性花:
 

雌雄蕊均发育)。位于非同源染色

体上的F和 M 基因均是花芽分化过程中

乙烯合成途径的关键基因,对黄瓜花的性

别决定有重要作用。F和 M 基因的作用

机制如图所示。

(+)促进 (-)抑制 *未被乙烯抑制时雄蕊可正常发育

(1)
 

M基因的表达与乙烯的产生之间存在

    (正/负)反馈,造成乙烯持续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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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而抑制雄蕊发育。

(2)
 

依据F和 M 基因的作用机制推断,

FFMM 基 因 型 的 黄 瓜 植 株 开 雌 花,

FFmm基因 型 的 黄 瓜 植 株 开    

花。当对FFmm 基 因 型 的 黄 瓜 植 株 外

源施加    (乙烯抑制剂/乙烯利)

时,出现雌花。

(3)
 

现有FFMM、ffMM 和FFmm
 

3种基

因型的亲本,若要获得基因型为ffmm 的

植株,请完成如下实验流程设计。

 

母本基因型:
 

    ;
  

父本基因型:
 

 

   ;
  

对部分植物施加适量  
 

 
 

 。

【91】(2021·辽宁卷)

 水稻为二倍体雌雄同株植物,花为两性花。

现有4个水稻浅绿叶突变体 W、X、Y、Z,

这些突变体的浅绿叶性状均为单基因隐性

突变(显性基因突变为隐性基因)导致。回

答下列问题:
 

(1)
 

进行水稻杂交实验时,应首先除去 

   未成熟花的全部    ,并套上

纸袋。若将 W 与野生型纯合绿叶水稻杂

交,F1 自交,F2 的表现型及比例为  

  。

(2)
 

为判断这4个突变体所含的浅绿叶基

因之间的位置关系,育种人员进行了杂交

实验,杂交组合及F1叶色见下表。

实验分组 母本 父本 F1 叶色

第1组 W X 浅绿

第2组 W Y 绿

第3组 W Z 绿

第4组 X Y 绿

第5组 X Z 绿

第6组 Y Z 绿

实验结果表明,W 的浅绿叶基因与突变体

    的浅绿叶基因属于非等位基因。

为进一步判断X、Y、Z的浅绿叶基因是否

在同一对染色体上,育种人员将第4、5、6

三组实验的F1 自交,观察并统计F2 的表

现型及比例。不考虑基因突变、染色体变

异和互换,预测如下两种情况将出现的

结果:
 

①
 

若突变体X、Y、Z的浅绿叶基因均在同

一对染色体上,结果为        

    。

②
  

若突变体X、Y的浅绿叶基因在同一对

染色体上,Z的浅绿叶基因在另外一对染

色体上,结果为           。

(3)
 

叶绿素a加氧酶的功能是催化叶绿素

a转化为叶绿素b。研究发现,突变体 W
的叶绿素a加氧酶基因 OsCAO1某位点

发生碱基对的替换,造成mRNA上对应位

点碱基发生改变,导致翻译出的肽链变短。

据此推测,与正常基因转录出的 mRNA相

比,突变基因转录出的mRNA中可能发生

的变化是    。

【92】(2021·江苏卷)

 以下两对基因与果蝇眼色有关。眼色色素

产生必须有显性基因A,aa时眼色为白色,

B存在时眼色为紫色,bb时眼色为红色。

2个纯系果蝇杂交结果如下图,请据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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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遗传学分析与实验设计

答下列问题。

 

(1)
 

果蝇是遗传学研究的经典实验材料,

摩尔根等利用一个特殊眼色基因突变体开

展研究,把基因传递模式与染色体在减数

分裂中的分配行为联系起来,证明了  

           。

(2)
 

A基因位于    染色体上,B基

因位于    染色体上。若要进一步验

证这个推论,可在2个纯系中选用表现型

为                 

   的果蝇个体进行杂交。

(3)
 

上图 F1 中紫眼雌果蝇的基因型为

     ,F2 中紫眼雌果蝇的基因型有

    种。

(4)
 

若亲代雌果蝇在减数分裂时偶尔发生

X染色体不分离而产生异常卵细胞,这种

不分离可能发生的时期有       

         ,该异常卵细胞与正

常精子受精后,可能产生的合子主要类型

有            。

(5)
 

若F2 中果蝇单对杂交实验中出现了

一对果蝇的杂交后代雌雄比例为2∶1,由

此推测该对果蝇的    性个体可能携

带隐性致死基因;
  

若继续对其后代进行杂

交,后代雌雄比为    时,可进一步验

证这个假设。

【93】(2021·北京卷)

 玉米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研究种子发育

的机理对培育高产优质的玉米新品种具有

重要作用。

(1)
 

玉米果穗上的每一个籽粒都是受精后

发育而来。我国科学家发现了甲品系玉

米,其自交后的果穗上出现严重干瘪且无

发芽能力的籽粒,这种异常籽粒约占1
4
。

籽粒正常和干瘪这一对相对性状的遗传遵

循孟德尔的    定律。上述果穗上的

正常籽粒均发育为植株,自交后,有些植株

果穗上有约1
4

干瘪籽粒,这些植株所占比

例约为    。

(2)
 

为阐明籽粒干瘪性状的遗传基础,研

究者克隆出候选基因 A/a。将 A基因导

入到甲品系中,获得了转入单个A基因的

转基因玉米。假定转入的A基因已插入a
基因所在染色体的非同源染色体上,请从

下表中选择一种实验方案及对应的预期结

果以证实“A基因突变是导致籽粒干瘪的

原因”          。

实
 

验
 

方
  

案 预
 

期
 

结
 

果

Ⅰ.
  

转基因玉米×野

生型玉米

①
  

正常籽粒∶干瘪籽粒 ≈

1∶1
Ⅱ.

 

转基因玉米×甲

品系

②
 

正常籽粒∶干瘪籽粒 ≈

3∶1
Ⅲ.

 

转基因玉米自交 ③
 

正常籽粒∶干瘪籽粒≈7∶1
Ⅳ.

 

野生型玉米×甲

品系

④
 

正 常 籽 粒∶干 瘪 籽 粒 ≈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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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已确认A基因突变是导致籽粒干瘪

的原因,序列分析发现a基因是A基因中

插入了一段DNA(见图1),使A基因功能

丧失。甲品系果穗上的正常籽粒发芽后,

取其植株叶片,用图1中的引物1、2进行

PCR扩增,若出现目标扩增条带则可知相

应植株的基因型为  。

图1

(4)
 

为确定 A基因在玉米染色体上的位

置,借助位置已知的 M/m基因进行分析。

用基因型为 mm 且籽粒正常的纯合子P
与基因型为 MM 的甲品系杂交得F1,F1
自交得F2。用 M、m基因的特异性引物,

对F1植株果穗上干瘪籽粒(F2)胚组织的

DNA进行PCR扩增,扩增结果有1、2、3
三种类型,如图2所示。

图2

统计干瘪籽粒(F2)的数量,发现类型1最

多、类型2较少、类型3极少。请解释类型

3数量极少的原因          

              。

【94】(2021·河北卷)

 我国科学家利用栽培稻(H)与野生稻(D)

为亲本,通过杂交育种方法并辅以分子检

测技术,选育出了L12和L7两个水稻新

品系。L12的12号染色体上带有D的染

色体片段(含有耐缺氮基因 TD),L7的7
号染色体上带有D的染色体片段(含有基

因SD),两个品系的其他染色体均来自于

H(图1)。H的12号和7号染色体相应片

段上分别含有基因 TH 和SH。现将两个

品系分别与 H杂交,利用分子检测技术对

实验一亲本及部分F2 的 TD/TH 基因进

行检测,对实验二亲本及部分F2的SD/SH
基 因 进 行 检 测,检 测 结 果 以 带 型 表 示

(图2)。

图1

图2

回答下列问题:
 

(1)
 

为建立水稻基因组数据库,科学家完成

了水稻    条染色体的DNA测序。

(2)
 

实验一F2 中基因型TDTD 对应的是

带型    。理论上,F2 中产生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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