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3 

孟德爾遺傳學的延伸與應用 



顯性 
1. 完全顯性：大部份的情況。 

2. 不完全顯性：紅花與白花交配， 
                          第一子代為粉紅花  

基因型 生化作用 外表型 
RR 產生全量色素 紅花 
Rr 產生半量色素 粉紅花 
rr 不產生色素 白花 

註：allele R會產生色素，allele不會產生色素 





顯性 
1. 完全顯性：大部份的情況。 

2. 不完全顯性：紅花與白花交配，第一
子代為粉紅花 

3. 等顯性：例如AB血型、MN血型 
 

所以異型A型與異型B型所生下的外表型： 
 
IAi * IBi = IAIB，IAi ，IBi ，ii 
 
為AB型、 A型、B型、O型為1:1:1:1 (非3:1) 



練習3-1 
血型A的女性與血型B的男性生出O型的小孩。 
 
請問： 
 
1.  這三個個體的基因型為何? 

2.  第二個小孩是O型的機率有多大? 

3.  第二個小孩是AB型的機會有多大? 



致命對偶基因 
1. 兩個對偶基因在一起時個體便無法存活。 

2. 另外有些基因會增加死亡的機率但不致命，
稱之缺陷性或有害的對偶基因。  





基因多效性-I 
1.   基因的缺陷不只有造成一個表現，例如白眼

的果蠅也可以發現其內臟有許多改變，人類
的遺傳疾病除了外觀上的改變，也有許多功
能上、智力上的改變。 

如鐮刀型血球貧血，是因組成血紅素beta鏈的一個基因突變。容
易被肝臟破壞，造成貧血、阻塞血管、疼痛、心臟衰弱、風溼症
等。 
 
亦即： 
 
一個基因的突變，造成多種外表型的變化。 



基因多效性-II 
生物的外表型是由與多基因共同作用，或基因
與基因間相互作用，或因環境而影響所造成的。 
 
 
基因最直接的產物就是蛋白質（脢），藉由蛋
白質參與細胞的生化反應，決定其外表型。 
 





外顯率和表現度 
1. 例如有8個特別基因的個體，其中5個表現出

疾病的表現型，外顯性的程度即為
(5/8=0.625，亦即不完全外顯)。 

2. 完全外顯的外顯率則為1.0。  





外顯率和表現度 
1. 例如有8個特別基因的個體，其中5個表現出

疾病的表現型，外顯性的程度即為
(5/8=0.625)。亦即完全外顯的外顯率為1.0 

2. 表現度：一個特定基因型顯示出預期的表現
型的程度，差異可能很大。 

 

  







外顯率和表現度 
1. 例如有8個特別基因的個體，其中5個表現出

疾病的表現型，外顯性的程度即為
(5/8=0.625)。亦即完全外顯的外顯率為1.0 

2. 表現度：一個特定基因型顯示出預期的表現
型的程度，差異可能很大。 

3. 原因：溫度、氣候à 稱之修正基因。 

 

 

  





複對偶基因 
1. 最有名的就是ABO血型 

 

 

  







練習3-2 
 
 
 
(a)若一個基因有三個對偶基因，請問有多少種可能的基
因型？ 
 
(b)若另一個基因有五個對偶基因，請問有多少種可能的
同型合子和異型合子？ 
 





HLA(人類白血球細胞抗原)相符者可以增加移植成功的機會 



性聯基因 
並不是所有的基因遺傳都在體染色體上，有些
在性染色體上，這造成了雄、雌之間表現會有
所不同。  

1.  X連鎖特徵 ( X-linked traits )：最有名的即為色盲。 
 
 
 
 
 
 
 
 







X性連鎖隱性：患病者幾乎都為男生 





X性連鎖顯性：患病者男女生都有，有時女生還會多一些 



Y連鎖：只有男性 





性影響特質：荷爾蒙決定長不長角 



多基因遺傳和上位顯性 
一個基因會影響另外一個基因的表現，例如甜
豌豆只要有cc或pp的基因，合成色素的途徑就
會被打斷而成為白色。 

例如兩種白花甜豆交配，F1是紫花，F2紫花：白花=9:7 
 
關鍵：有大C以及大P就有紫花，反之就只有白花。 

Q: 基因的“顯隱性”和“上位性作用”有何不同？ 
 
  



互補基因作用 ( complementory gene action ) 





兩個帶病的母代生出正常的子代：例如耳聾患者 



複製基因作用 (duplicate gene action )：兩個不同的基因造成了相
似的產物。 









基因型和表現型的關係 
1. 基因型和表現型的關係是很複雜的。在不同

環境下的 “反應標準”是定量這種關係的一種
方式。 

2.  “反應標準” (norm of reaction)：一特定基因
的表現型根據環境因素來改變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