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回复突变 

定义：突变基因转变为野生型基因过程。 
回复突变(reverse mutation): 突变体(mutant)经过第
二次突变又完全地或部分地恢复为原来基因型和表现
型.完全恢复是因为突变碱基次序经第二次突变后又变
为原来碱基次序,故亦称真正回复突变.部分恢复是因
为第二次突变发生在另一部位上,其结果是部分恢复原
来表现型.亦称为第二位点突变
　　突变基因再次发生突变又恢复原来基因，这类突变
称为回复突变。但单是表现型变得和原来一样，并不
一定被称为回复突变。与这种回复突变相对应，最初
那种突变被称作正向突变。就一个基因而言，回复突
变率通常要比正向突变率低，有突变基因完全不发生
回复突变，这么基因认为是因为原来基因发生缺失造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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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题：

•       在哺乳动物性别决定中，X染色体和Y染色体所
起作用是不等。Y染色体短臂上有一个“睾丸决定”
基因，有决定“男性”强烈作用；而X染色体几乎不
起作用。合子中只要有Y就发育成雄性；仅有X染色
体（XO）则发育成雌性。

•      但对于果蝇来说，Y染色体上没有决定性别基因，
在性别决定中失去了作用。X是雌性决定者。比如染
色体异常形成性染色体组成为XO果蝇将发育为雄性，
而性染色体为XXY果蝇则发育为雌性。

第2页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理论试卷  
18．性染色体组成均为XXY人和果蝇，它们性别：  
     A．均为雄性    B．人为雄性，而果蝇为雌性
    
C．均为超雌性    D．均为间性   
其实XY型性别决定中，X和Y在不一样生物中所起作用是不一样。
有以下几个： 

（1）在哺乳动物性别决定中，X染色体和Y染色体所起作用是不等。
Y染色体短臂上一个“睾丸决定”基因，有决定“男性”强烈作用；
而X染色体几乎不起作用。合子中只要有Y就发育成雄性；仅有X染
色体（OX）则发育成雌性。那么XXY发育成雄性。 
（2）对于果蝇来说，Y染色体上没有决定性别基因，在性别决定
中失去了作用。X是雌性决定者。正常情况下XX表现为雌性，而XY
表现为雄性。染色体异常形成性染色体组成为XO果蝇发育为雄性，
而性染色体为XXY果蝇则发育为雌性。 
由此可见果蝇性别决定与人性别决定比较与人类显著不一样：人
类：凡有Y不论X数目多少均为♂，人类中XXY是男性，而X0 则发
育成女性。果蝇：性别由X染色体数目与常染色体组数之比决定，
与Y无关。果蝇中性染色体异常XXY为雌性，而X比较少0X则发育成
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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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蝇即使也有X和Y染色体，不过其性别决定机制和哺乳动物不一
样，不是取决于Y染色体是否存在，而是取决于性指数
（sex index），即性染色体（X）和常染色体组数A比。其分子
机制已研究得比较清楚，线虫（C.elegans） 也是由性指数来决
定性别。现在我们经过人类与果蝇性别决定比较（见右图）就能
够认识到果蝇性别决定特点，其Y染色体并不是决定雄性发育，现
在已 搞清果蝇性别决定是由性染色体上一些基因产物和常染色
体上另一些基因产物剂量百分比来开启性别决定开关基因，经过
一系列调控，来决定性别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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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类，同配性别（雌 ）人类XXY（不育男
性 ）果蝇XXY（不育雌蝇 ）芦花鸡ZW（ 

雌 ）蝗虫XO（异常雄性 ） 标准答案！！！

！！！！！！！！参考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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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质体 

• 分为白色体、叶绿体和色质体 

• 有色体
• 含有色素质体。叶绿体也是有色质体，但习惯上
将叶绿 植物细胞内质体体以外有色质体叫做有色
体或杂色体。 有色体内含有叶黄素和胡萝卜素，
呈红色或橙黄色。它存在于花瓣和果实中，在番
茄和辣椒（红色）果肉细胞中能够看到。能够使
植物花和果实呈红色或橘黄色。有色体主要功效
是积累淀粉和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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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细胞白色体含有没有色原叶绿素，见
光后可转变成叶绿素，白色体变绿，所以
有些人认为白色体也能变成叶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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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灭菌 ：
• 各种微生物营养体在100℃温度下半小时即可被杀死。而
其芽孢和孢子在这种条件下却不会失去生活力。

• 间歇灭菌就是依据这一原理进行。 

• 　　间歇灭菌方法是用100℃、30分钟杀死培养基内杂菌
营养体，然后将这种含有芽孢和孢子培养基在温箱内或室
温下放置24小时，使芽孢和孢子萌发成为营养体。这时再
以100℃处理半小时，再放置24小时。如此连续灭菌3次，
即可到达完全灭菌目标。 

• 　　间歇灭菌通常在流动蒸汽灭菌锅中进行，也可用普通
铝锅代替。这种灭菌方法多用于明胶、牛乳等物质灭菌，
这类物质在100℃以上温度下处理较长时间，会被破坏，
而用间歇灭菌法就既起到了杀菌作用，又使被处理物质免
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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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细菌在一定条件下，细胞里面形成一个椭圆形休眠体，

叫做芽孢。芽孢壁很厚，对干旱、低温、高温等恶劣环境有很强
抵抗力。比如，有细菌芽孢，煮沸3小时以后才死亡。芽孢又小
又轻，能够随风飘散。当环境适宜（如温度、水分适宜）时候，
芽孢又能够萌发，形成一个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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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辐射适应：
• 适应辐射：在进化生物学中指是从原始普通种类
演变至各种多样、各自适应于独特生活方式专门
物种（不包含亚物种，就是说它们相互之间不能
交配物种）过程。而这些新物种即使有差异，但
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物种一些结构特点。
它们各自占据了适当自己小生境。适应辐射这个
概念适合用于进化史中一个短时间段内。 

• 　　适应辐射是由变异和自然选择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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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异进化

• 同一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因为适应不一样
环境而展现出表型差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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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整合作用 

• 神经元之间不是单线相连,而是多线连接成错综复杂网络。

• 。每一个神经元总是和多个神经元相连。一个中间神经元，首先和多
个神经元轴突形成很多突触(高等动物可形成100～10000个突触)，
另首先又以本身轴突多个分支和多个神经元(中间神经元和运动神经
元)细胞体和树突形成多个突触。普通说来，一个突触前细胞刺激量
不足以引发突触后细胞反应，即不足以产生足够递质，使突触后细胞
膜极性发生逆转；只有在几个突触细胞共同刺激下，使多个突触都产
生递质，这些递质作用总合才能使突触后细胞兴奋。一个突触后细胞
可同时与几个突触前细胞分别连成兴奋性和抑制性两种突触。这两种
突触作用能够相互抵消。假如抑制性突触发生作用，那就需要更强兴
奋性刺激才能使突触后细胞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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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为探索某淀粉酶最适作用温度而设计试验，
以下设计不合理是( )

•  A．设置预试验

•  B．底物和酶混合前分别使其到达预设温度 

C．底物与酶量都是固定

•  D．用菲林试剂测试产物量确定因变量

•  
菲林试剂要水浴加热才行。这过程中可能造成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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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这个你要明白这两种肥料区分了，
• 草木灰植物(草本和木本植物)燃烧后残余物，称草木灰。 草
木灰肥料因草木灰为植物燃烧后灰烬，所以是凡植物所含矿质
元素，草木灰中几乎都含有。草木灰质轻且呈碱性，干时易随
风而去，湿时易随水而走，与氮肥接触易造成氮素挥发损失。

•  沤制肥料，普通是发酵产生，含有大量氮肥，二者混合使用
肥效会降低，氮肥会以氨气或者硝酸盐之类形式流失掉， 

• 是，二者酸碱性不一样，假如同时施用肥效会降低。你能够选
择分别在两边添加，并保持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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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木灰中氧化钾含量比较高，平均10千克草木灰就相当于
1千克硫酸钾有效含量。所以，许多农民把草木灰称为“
二等钾肥”。 草木灰适适用于喜钾作物上，如蚕豆、马
铃薯、毛豆、番薯等。 草木灰还能够作水稻秧田或蔬菜
苗床覆盖物，起保暖作用，以提升地温，减轻烂秧，还可
起到疏松表土、便于拔秧作用。 草木灰能够作底肥和追
肥，用作追肥可在作物生长久进行叶面撒施，用量普通为
每亩50～100千克。施用前要用2～3倍湿土混拌，以免被
大风吹到身上。 积攒贮存草木灰，最好建立永久性灰仓，
预防被风吹散或被雨淋而损失养分。因为草木灰属碱性肥
料，所以不能与硫酸铵、硝酸铵等铵态氮肥混存混用。同
时，也不应与人粪尿、家畜粪尿混存，以免引发铵态氮素
挥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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