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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RM HER, RARE AREROEBRDD. 

近年 来 ， 由 於 科学 的 日 新 月 黑 ， 每 一 科技 分 支 及 邵 门 中 ， 都 有 长 足 之 

淮 步 ， 其 中 尤 以 址 传 学 之 研究 与 发 展 最 需 迅 速 。 随 著 遗 传 学 的 进展 ， 

新 谣 失 出， 各 种 专门 著作 更 是 源源 不 断 ， 产 生 了 许多 新 的 名 涪 与 字 过 。 

坑 能 币 底 了 解 过 些 滇 传 学 狐 知 ， 必 须 备 有 一 本 有 关 址 传 学 之 余 典 ， 以 

收 相辅相成 之 效果 。 

SABER BAR 、 REE - SAR RRA 

MAC, RLBARERKEAMAR. OF + RED AB: Mie 

ALGO RAMMR, URRWSEM CER, REOER, BH 

He ADLBES AR KLERAZEBRCRRRMA, AS 

BH, SER BRERE- (WAS ( SXRKRRRRRAROR A 

%)SHBRS (RESME) —MAm, BREBKKRAM RA 

TALHATHRS, SPURNXTERAAF, B-MAHRAR BA 

Some AeA HHRRAAMUR. SARA CHE 

ARBRRBSL AS, SISRSAERER, MBAR, ARE 

Mes PR SKRER) , PEMA TRESS RCRR 

REAR, REXSEMRERESAMAR—ARURMRZIA. A 

RGRLESE: GESGSLH, RBLEE, KKM, OH 

BZ 。 

eee 又 新 

於 中 外 大 学 农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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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Sup 

TA /\4E RR, Springer-Verlag 图 书 公 司 将 一 本 由 R.Rie- 

ger, A. Michaelis 及 M.M. Green 篇 著 的 德 文 版 遗传 粤 及 和 粗 胞 汗 
(5a) A Glossary of Genetics and Cytogenetics 滩 成 英文 本 在 

美国 发 行 ， 于 一 九 七 六 年 时 更 出 版 了 新 增订 版 ， 过 是 当年 遗传 学 界 

的 一 件 大 事 ， 而 且 是 一 本 和 遗 传 研究 人 员 ， 兹 乎 人 手 一 册 ， 成 坊 一 本 公 

ote. Ai,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的 人 月 ， 当 密 西 根 州 立 大 学 遗传 学 敌 

授 戴 威廉 博士 经 由 国 科 会 聘请 返回 母校 农 存 系 担任 客座 教授 时 ， 在 一 

次 诸 天 中 诸 到 国内 内 出 版 了 许多 生物 、 动 物 、 植 物 及 医学 字典 等 等 ， 

可 是 每 一 本 歼 乎 都 属於 同一 格式 ; 即 在 原文 名 词 后 只 有 一 个 中 文 译 名 ， 

至 於 名 说 的 内 容 及 其 释义 ， 仍 然 没 有 解答 。 有 时 不 翻 还 好 ， 翻 产后 ， 
反而 如 只 和 大 五 里 霸 中 。 其 中 往 传 学 名 词 在 和 这些 字 典 中 所 估 的 比例 ， 龙 

其 微不足道 ， 而 市 面 上 的 书局 就 是 买 不 到 一 本 簿 传 学 方面 的 字典 。 因 

而 使 我 们 钼 起 了 翻译 一 本 好 饼 典 的 意念 。 在 过 去 的 一 、 二 十 年 中 ， 遗 

传 学 是 生物 科学 中 浊 步 最 人 快 的 分 支 之 一 ， 痢 名词 不 断 的 出 现 ， 若 仅仅 

将 名 词 翻 译 而 不 加 解释 ， 决 不 能 满足 芒 者 的 需求 ， 例 如 : “Satellite 
Chromosome ” fa “Satellite DNA” 过 二 个 名 说 在 表面 上 相当 上 类似， 

但 其 睦 义 却 相 差 了 十 万 八 千 里 。 我 们 相信 址 传 学 需要 有 一 本 好 的 词典 

已 是 刻 不 容 稻 的 事 ， 因 此 我 们 中 愉 大 学 的 四 位 同仁 ， 张 武 男 笋 授 、 李 

成 章 教 授 、 李 文 权 禾 授 及 戴 威 廉 数 授 经 过 多 次 的 聚会 商讨 之 后 ， 决 定 

AAS. 编撰 一 本 可 供 国人 使 用 的 遗传 学 悦 隶 He Bs SH 
学 有 密切 的 关联 ， 如 名 学 、 育 种 学 、 微 生物 、 生 物化 学 等 等 都 与 遗传 
学 有 不 可 分 割 的 天保 ， 而 R. Rieger 等 人 和 编著 之 址 传 学 及 竹 胞 遗传 

学 词 克之 缺点 就 是 与 遗传 有 关 却 不 直接 属 於 遗 传 学 的 名 词 ， 搜 集 得 东 

不 够 完整 ， 纺 觉得 过 是 美中不足 之 处 ; MFURMRBRT—-AE-AtL 
二 年 由 Oxford Univ. Press 发 行 R. L. King fa # Z “ A Diction- 

ary of Genetics” (2nd.Edition) ,将 此 二 本 词典 互相 参 柄 , 凡是 有 用 

的 都 明和 纳 到 本 书 内 。 我 们 不 敢 襄 已 秽 轩 了 二 本 名 车 的 优点 ， 至 少 我 们 
已 尽力 而 乱 。 另 外 J. D. Watson #f“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 ”最 新 版 亦 同时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问世 ， 过 是 分 子 遗 传 学 界 极 



有 份量 的 一 本 书 ， 我 们 也 把 过 本 书 的 全 部 词 党 加 以 翻 谭 ， 北 加 话 到 二 

本 词 划 内 。 书 后 东 把 “遗传 学 大 事 年 表 ”( 译 自 R. L. King, 1972) 

Wit Reh, PMA ST RERERABS AHR ESRC RMU 

许多 遗传 学 家 的 真 献 。 

篇 绎 期 间 最 使 我 们 坊 允 的 是 名 词 的 中 译 ， 在 国内 已 有 殉 名 的 ， 我 

hts BAR ADeA, RKKMET Hie TRARMAHBe ZR. 

A—-MABEARM BRERA, WAIATESTEIE,. KARB—-BOR 
文 含 义 就 相当 不 清楚 ， 例 如 上 文 已 提 及 的 ″ Satellite Chromosome” 

R“ Satellite DNA “原文 含义 混 消 ， 我 们 也 就 无 能 筷 力 。 过 三 类 

例子 不 少 ， 亦 希 筷 国际 遗传 学 会 (International Genetic Congress) 

在 将 来 能 绵 统筹 设法 解决 适 些 问题 。 

FASB RBSBSAHKEARNB A, BH Aad Gg “guanine” 

2K“ Bee” BRAGA. RARE REARYDE“ B”“R’” 

SES, UR RMR aeRO. Ril * guanine * ia AS PH 

“guan” 2 RWS “huanu” , Racy RB E “dung”, HeRH 

文 就 是 次 便 的 晶 思 了 ， 而 “guano ”过 个 字 的 确 应 设 译 成 总装 ， 其 他 

添加 兆 旁 的 字 之 经 名 ， 膛 是 以 不 加 更 动人 入 原 则 。 其 他 如 ”Vitamin ” 

录 成 “和 维他命 ”或 者 “维生素 ”到底 有 多 少 差别 ， 和 维他命 不 仅 优 和 神 而 
AAKRRME SHS, EREKREORA.o MAT BKAR, KM 

FRB” Se” “HE” STH ZF). REMEBER 
HORA T “Bal OR, KOSRALRRAD SH REE A it — i 

名 的 机 构 (nomenclature organization), RihASaetkSeEARR 

— {i BA vita © 

ABED ROB, HRRAARA-Del, #KRBAR Del-I， 

李 文 权 和 负责 J-P1 ， 戴 威廉 负责 PI-ZHK. Che RR, BM 

多 人 事 的 购 迁 。 当 我 们 淮 行 了 大 和 多 有 二 分 之 一 的 过 程 时 ， 增 订 全 的 遗 

传 学 及 和 组 胞 和 遗传 学 悦 稼 在 美国 出 版 ， 兹 较 著 版 增加 了 有 四 分 之 一 的 篇 

幅 。 另 外 戴 威廉 致 授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夏季 返 美 ， 李 文 权 数 授 杰 於 孚 年 叶 

假 相 炎 赴 美 ， 因 而 使 篇 译 工 作 炎 乎 停顿 了 近 一 年 之 久 。 但 他 们 三 位 仍 

BeOS KAO ROA, Aim VBARM— eMac K, HER 

增 必 版 本 的 新 增 字 驼 如 份 全 邵 话 加 进去 ， 亦 负责 了 全 部 的 校 稿 工作 。 

另外 我 们 亦 感谢 许多 中 愉 大 学 同学 三 年 来 协助 初稿 的 抄写 工作 。 最 传 

我 们 要 特别 感 澳 的 是 束 奉 书局 的 悉 编 辑 徐 万 善 先生 ， 前 息 编 辑 马 之 胡 
先生 与 编辑 谢 抗 先生 等 人 ， 潮 三 年 来 若 无 他 个 的 全 力 支 持 信任 我 们 站 



不 借 工 本 的 投下 巨 裕 ， 否 则 此 书 亦 不 可 能 问世 ， 不 仅 我 们 更 喜 激 他 们 ， 
而 且 记 种 支持 科学 偶 展 的 出 所 事业 是 值得 去 声 的 。 

本 稿 完成 ， 使 四 年 多 来 为 心情 亦 炉 算 涛 了 一 口气 ， 我 们 也 了 解 到 
我 们 SAL IF BS Hie SAB, (REE YAAR ARB a BSL 
fF, Akt, HARAFSRRRRBZHR.. HRAEWMRUBAAT PAR 
AS NA re Che, ai bake i RP, PRE HE F— ER TTA OLE 

A iprr ty, 
He $3] HMA AS” 



用 法 说 明 

本 书 的 名 词 保 以 英文 字母 A,B , …………2Z 之 顺序 编排 ， 使 用 上 
我 们 俯 可 能 保留 了 原 书 的 特点 ， 龙 其 对 相互 索引 (cross reference) 
fig Bt OK FL FEE 。 
例如 : abortive infection ”失败 感染 [ Lwoff,i953] : (AM Ra 

受 a Ail (bacteriophage) RAK, AMARA (lysis) 亦 
无 溶 源 作用 (lysogenization) . 4%’ (DNA 或 RNA) 不 再 

424 (reproduction) [@ #8 (productive infection) : 

$2 me H (reductive infection) ] 。 

在 英文 名 说“ abortiveinfection RBBNBA “ AMBRE”, 424% 

maze, EHEDRARBASZRED, RRE—-AMHBRARER, 

MAME“ 引用 文献 ”中 查 出 名 弹 的 出 处 及 更 进一步 的 探求 。 其 后 即 ， 
坑 名 启 的 中 文 解 释 。 文 内 共 探 用 三 种 字体 与 二 种 符号 ， 宋 体 字 和 挎 文 中 

解释 所 用 之 字体 ， 正 体 字 如 “ aga”, “sR”, “ SER R” 

及 “ 缩减 党 染 “表示 过 些 名 词 或 词 歼 均 收 多 在 本 书 内 ， 只 要 按照 其 后 

的 英文 优 字 母 咕 序 就 可 以 找到 它们 的 并 细 解 二 。 解释 文句 中 的 黑体 字 

oN ge ie ae adc BARR AR “OO” RSH 
, ORMSA ZH, EMRARZARMHBREBSFAR, AS 

TH AMRAL EER, 重新 在 本 书 中 参天 此 一 名 弹 之 妖 租 解释 ， 

而 不 再 警 述 。“ = “表示 原先 名 词 与 等 号 后 之 名 词 有 相互 通用 或 相等 

ZEB HH, SP ABy BA 2 AMAA fa at ” ay BRA 
书 纺 者 之 看 法 与 补充 说 明 。  . 

天 慎 本 书 任 一 名 说 的 解释 文字 时 ， ae ER SG 

HEMASSTH, URANRATBRRAZRZHR; —REDAAN 

. 均 属 於 补充 说 明 或 需要 查 关 其 他 名 词 之 字句 。 



AA—AMP : 

\ AL AI 

Aa 

A : (ASL AR (autosome) THERA 

i 胺 基 酸 腺 核 苷 (amino acid 

adenylate) 之 简写 。 

后 期 工 , 后 期 也 : 第 一 次 与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后 期 (anaphase) 之 简写 | 字 泪 数 分 
有 裂 (meiosis)] 。 

A,B antigen A,B 抗 原 : tH ABO ME HRY 

粘 多 酷 类 (mucopolysaccharides)*A 和 B 抗 

原 存 在 众生 血球 (erythrocytes) 2# mh» H 
差别 只 在 附着 於 碳水 化 合 物 链 上 倒数 第 二 个 

单 酶 单位 (penumultimate monosaccha- 

ride unit) 之 粳 类 有 不 同 而 已 。 但 此 微小 的 
UBER, HiSKRADF (macromolecule) 

GR LAH I Mi 基因 ， 被 假 

设 坑 控制 粘 多 酷 类 的 大 分 子 ， 使 特定 的 单位 

糖 (sugar unit) 加 到 碳水 化 合 物 链 上 酵素 的 

形成 。 同 质 (homozygous) 时 ， 将 造成 0 # 
Hs RGB Rs i SRR EBA EH 
fy (inactive)o EMR Mw» mE RE 

A A (glycoprotein) Shi FF AB 
RRB, CARRHHHE. B-iK 

於 六 个 月 以 上 的 人 ， 均 具有 AB 系统 的 抗体 ， 

使 其 不 能 直接 对 抗 它 自己 血型 抗原 。 过 些 预 

先 存在 的 自然 抗体 ， 可 能 是 由 以 上 所 提 及 普 

il FF EAGT RE + 52 BEE FA immunization) 
ZHER o 

abbreviation ”篇 短 : 由 於 单 个 时 期 ,stage) 

的 中 止 ， 而 使 个 体 发 育 (ontogenesis) 期 限 
缩短 。 

aberrant mitosis  mjiZA*L5) BY 。 

aberration rate PRE: OLAAWE YS 
(chromosome mutation) 。 

ABO blood group system ABO MBA - 
™A,Bit® (A,B antigen) 。 

abortive infection ”失败 感染 [ Lorr > 

1953]: — (Fi #8 GAD HED SS OM #H AB bacterio- 

phage) Maik, BLAME AL (lysis) Jp 
无 溶 源 作用 (1ysogenization)。 感 染 物质 
(DNA 或 RNA ) 7 ye (reproduction) 。 

[4+ £%# (productive infection); & 
m,% He (reductive infection) ] . 

accessory plate 

abortive transfer ”失败 移 转 : Ee] DNA, ih 

Ail Ba x BE (donor) 转移 到 受 体 细胞 (recip- 
ient cell) 时 ， 未 能 使 新 移 转 来 的 DNA,， 弓 

成 受 体 遗传 物质 的 一 部 份 。 Ki Bea We 

$: Hat em transductionh)\ 塌 化 作用 (transfor- 

mation) 以 及 接合 (conjugation) 7#BeB 

到 。 所 有 例子 中 ， 移 转 的 断 片 (fragment) ， 
在 坛 养生 长 中 ， 都 将 被 稀释 出 。 未 能 把 DNA 

BALSA KOR ADAH 
份 ， 是 由 於 1 不 能 使 新 进入 的 DNA GKA 

Wort; 2 RRA EMBBKA IY (circulariza- 

tion) » HEIVOFHRERMERHRRE- 

MRZABRHHBRBHBR> BABA (ex- 

trachromosome) B&KBRMElLORH 

(plasmids) ] 是 相当 的 不 寻常 ， 因 篇 质 体 

是 一 个 和 粗 菌 细胞 自主 (autonomous) 生存 的 
遗传 成 分 。 只 有 党 人 受 体 或 质 体 内 之 突 靶 ， 使 

质 体 稚 持 系 统 之 寄主 成 分 成 怖 不 活性 ， 才 会 

B+ A CAK BM. REMI DNA Ai 

带 的 基因 (gene) ， 可 能 会 表现 在 受 体 细胞 上 。 

absolute piating efficiency ” 移 对 平 碟 效率 : 

接种 到 霹 状 武 管 合 ,个体 灯 胞 产生 菌落 
( colony) 的 百分率 。 

acaricide 42g fa . 

acary otic 24% : 14244 GAAP ( nucleus ) 
的 。 

accessory chromosome “ 附 染 色 体 [| Mc - 

Clung» 1900 ] : Ot @ 4 (sex chro- 

mosome )fac>B —3#: 44% (B-chromosome). 

accessory DNA = DNA: 由 从 基因 撩 大 
(gene amplification) fi Hi tir ++ si me 

时 期 之 剩 徐 DNA (surplus DNA) 。 
accessory nucleus ， 附 核 : Ht ee ORE 
(oocytes), PSR FA (vitellogenesis) 

期 间 ， 出 现在 细胞 质 四 局 之 构造 ， 它 可 能 是 

HORE. BARNA 电子 稠密 (e- 
lectron -dense) Aghf te, Alla] Be HRE 

ARB > BYERS 26 R42 ORR (albuminous 

yolk) 台 成 之 控制 ， 报 后 形成 卵黄 膜 (vite1- 
line membrane) » 

accessory plate : 附 赤 道 板 L Dar! ington » 

1936 ] : 储 二 价 体 (bivalent) 的 一 个 附加 : 
中 期 板 (supplementary metaphase plate), 

关 分 烈 中 期 时 停留 在 赤道 板 (equatorial 
plate) 引 面 [ 由 於 缺 少 中 季 定 向 排列 {cen- 



act¥matization 

tromere orientation )]> KAKFI SAGA 

板 排列 [ REE, fb H HR A(noncongres sion)] 

[oo F%4# *} (congression) ] 。 

 geclimatizaiion = | 4E 

accomodation 3281 Thach and Thach:> 

1971 ] : & 1% 4% ( genetic transla- 

tion): € RA—-P%2GTPCRE: 党 

Wt Rk Et - RNA( peptidyl -t RNA )#ERE 

8 (ribosome) -> WAZA Dis PK 

3.8. RNA (messenger RNA) #F #3 ff 

RHE CRE: PRESTR LBE MP BE. 

ARP Tf HG AF(G factor ) 而 加 速 

[ OF1£K F (translocation factor) ] ， 

URS GTP 之 水 解 作 用 决定 。 PRA fs 

息 RNA 在 IF 2- 催 化 GCTP 水 解 作 用 时 
ERBH Te RERR fMet - tRNA 

之 活性 作用 [> 4246 t RNA ( initiator 

tRNA ) ]。 第 二 型 需要 GTP RE B 

fF fMet-t RNA 的 调节 作用 - 

_geontric RH: 没有 中 季 (centromere ) 

eR (chromosome) XK Af # SF B. 

acato-carmine fat4l: AGE 2A RERE 

aR 2 eR. FE45% ARE (acetic 
acidj 中 ,含有 5 SAFER (carmine) 。 

aceto-orcein ”醋酸 地 衣 红 : 将 地 衣 红 (orce- 

in) BRA RRA ARRBARS SHS 

Rh 2 — A RAO 

Acaty! CoA C BARS ABA : ZB lacetic 

acid, MM) 人 活化 乙酸 卉 (active ace- 

tate ) ] 共 直 高 能 的 酯 (ester ) Ly 
Kreb's @® (Kreb's cycle) 及 脂肪 配 

(fatty acids )\AKRHBERH- 

achiasmate #T WM: MATAR RA 
(cross over) 和 交叉 (chiasmata), 通 常 是 二 

性 中 之 一 件 ， 发 生 无 交叉 的 减 数 分 A. A 

PE Hi) Ay Ae RY AK BLT ZY 2 RAE RB 

HRAaREE RE pi RH hE 体 的 向 外 

开展 ; 一 直到 第 一 次 分 裂 中 期 metaphase) 

BR OARS PoE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都 保持 平 

JF MUS BRATAE WEEE MABRY 

ZB. PRVBEAEKSRLAD: 

BY MRPBLL AGAR AKA 
动物 中 (vertebrates) | White» 1974 ] 

{OMX X (crvptochiasmate) ] © 

achrommic =3f SB BNL Flemn ing» 

2 

- 1879 ] : 40% (nucleus)W> THUS 

fa (chromosome) —& BH AAP LO 
i @ F (chromatin) ] 。 

achromatic figure Ff Pe BIR: fERBBDR 

(meiosis) MA *#F BR (mitosis )FAHH 

ff (spindle). [DP A#RRE 
apparatus) ] o 

achromaic lesion 7 FABRE: ORV 

(gap) = 
A-—chromosome A—#f#81[ Rando! ph> 

192 ] : FRAC PAPER RE He 

ARERR? ABA B- # EM (B-chromo- 

some ) 。 

acid fuch:in = ABM SARL : FA SAAR ALB cy- 
tochemistry ) 的 一 种 酸性 染料 。 © 

acidic aminc acids Ae igstae: 在 中 性 pH 

BS, 94 BB feyppht A (amino acids). 

acquire. character Stk =O 性 状 

( mitotic 

(character) 。 

acquirec characteristics, inheritance of SE 
HOE: CRRA CIHR LK 

ZRAEMR MieBSFIRBH- 
acrocentric Tim t Ri REM [ White » 
1945] : + (centromere ) PEAKE 

M*ERCKmM MU-BZHECRFH 

(chromosome arm) ##’h, MA—@z #% 

BREE RWES-. LO 中 位 中 备 KER 

(metacentric) ] 。 

acrosome [B#8! Lenhossek» 1897 ]: 包 

FR at sim eS AR BAR 

(outer membrane) » [HAR TEIARE RS? hia 

ay RH i RH) (inner membrane), 

WhRT OE RBH [ Hancock» 1966). 

LREURZAMRE SHER (B— 

we EAMG 途径 之 一 : BBR ( Golgi 
elements) (Os, # AA M(dictyosome) J@ 

OE AIRR, Bi rh A A “Bw "(sec- 
rate) HES 4¢ABRARC HEA 

AR 7B © 

PDA SPUR-KRBCK Be 
RAI; FF BA PHHWCRBS tM EB 

wnt 4 EM Ble MA RIL AH zygote) 
之 形成 。 

acrosy nde-is Mer Bl Percival > 

1932 ] : ERRDR (meiosis), KE 

. 

a eee eee alata emg nts ant acne ii Taga Ti A LL AL LALA LALLA AL ALOE ALON, en ea ce 



染色 刷 间 ， 不 完全 的 端 位 对 端 位 配对 (end 
- to-end pairing). 

actin AlHER: RHA TRH 

70,000. #ES3EA (polymerization) 而 

TAK HR FA A © 

a-actinin o - 肌 动 蛋白 ， *- PMSA = 肌 
ARAL: FRB 95,000. NLA 

Mie Z EZ - line). MENDRAK 

(actin - filament ) 上 。 

actinomycinD fish GERD : 抗生素 (anti- 

biotics ) f9—f— AJ SAiL RNA 链 的 延长 。 

action system “行动 体系 [ Hamburger | : 

TERIA (embryology) 中 ， 一 个 包含 组 织 

者 (organizer )MHARKG RAB (or- 

ganization field)， 在 反应 体系 (reaction 

system ) 中 ， 以 促成 一 个 或 多 个 发 育 优势 

(developmental potencies) 的 实现 。 

| o4&*#* (induction system )}. 

activating enzyme ”活化 酵素 : OAKS HK 
& (amino acyl synthetase) - 

activation ”激化 作用 : SMa. H— RK 

& i SEIS ate AR S—( RF ( pipette ) 

RATT SFR — BR HR IE 
皮层 粒状 物 (cortical granules) 的 破 烈 ， 

PRR RH URS EHV BA 

thi ( Gurdon» 1974 ] 。 

activation energy ”活化 能 : 一 个 体系 中 某 一 

化 学 反 准 进行 时 所 必须 的 能 量 。 
activator MPL Huxley» 1935]: B-— 

iB K Ph 2E PY (gene-dependent) 的 物质 ， 刺 

RAAB HRA A) LAY 

AF 有 形 能 发 生 的 活性 。 
| 局 部 激 体 (local activator) : 活性 只 

在 细胞 (cell) KE EMA E (tissue) 
+B - 

a) MAA BS : 活性 只 在 细胞 内 发 生 . 

b ) 45857 4h j(chemodifferentiator: 

在 租 权 上 的 活性 以 促成 胚胎 各 邵 位 的 决定 。 

2 eRe WH SL ER (distance acti- 
vation or hormon) : 活性 VPS ARSE 拒 

DA. ESB AM Raa Reh : 

a) $f (diffusion) ( MBBRMM). 

b) RBH (body fluids ) (BEEBE. 
activator RNA MBE RNA [ Britton and 

Davidson>» 1969 ] : HES DNA 上 辩 

adaptation 

Bis SE AT AS ANT F (molecule) - FRR 

RNA 4EBRA (eukaryotes) ZARR 
现 (gene expression)JA A MEIC. tK 

PB Britton#lDavidsonfytaxX, Arty 

2 AAR 28 BEA ( genetic regulation) ， 

其 遗传 物质 傈 在 正常 状态 下 被 抑制 。 沼 体 

RNA 之 功用 ， 使 特定 控制 体制 ， 能 克服 

抑制 作用 而 转换 到 咀 当 之 基因 上 。 ME RNA 

被 假定 是 受 “ SK—-H” (integrator) 7H 

BER w’RACR TAY DNA 与 一 个 特定 

蛋白 质 交 互 作 用 时 才 具 活性 。 

active site 活性 位 置 ; 重 白质 内 的 一 区 (re - 
gion) 和 与 其 他 分 子 发 生 直 接 相 互 作用 (inter- 
action ) 者 。 

active transport ”主动 运输 : 物质 在 高 省 度 下 ， 
38 WEE (cell membrane) 的 流动 。 主 

BY 58 Be LA AE PAS RE > 

adaptability ” 送 麻 性 : i ® (adaptation) fy 

> 

adaptation KE: + HE SSSR HE, 

FEE FE Bee SPREE ERRSHR EE 

Yn SHE ERE A 7 oe BES SEES 

Ro Wiha Baek £-ABaME 

生 的 结果 ， 在 不 同 生 物 个 体 中 有 不 同 涂 径 。 

iE E+ DP MRR FPR ASTER (charac- 

ters)， 对 伙 一 个 佰 体 (individual) R#@ 

(population) ， 在 其 生存 环 卉 条件 下 ， 可 

证 明 对 其 有 利 ; 由 此 ， 生 物 可 多 得 其 所 存在 

环境 下 之 送 产 值 ( adaptive value) RAR 

(fitness ) » . 

SRS 7 BE eh aa AES AK 

Se — PARAS He WE ( phenotypic 

adaptation ) ; —R AAA Be (genotypic 

adaptative ) 。 在 第 一 种 情形 下 ， 基 因 型 

(genotype ) Hite & MR (reaction 

norm), FARA, I RB AS A 

同 而 作 调 季 。 在 第 二 种 情形 下 ， 须 经 遗传 特 

” 殊 化 来 完成 通 准 作用 。 基 因 型 的 改 帮 可 与 新 
恤 卉 形成 一 种 新 的 反 座 规范 ， 而 原 有 方式 则 

无 法 通 应 此 一 环境 。 

BEE H-RAT RE. Af Risse 
FART AR» MT Sa ork BR YE (se - 

lection) AAT BRR. Ram kn, 

GEE AARRE EF ARE RIE RR Z 
基因 型 FRE ME SOR FS FP Be DOS GE» 



adaptedness 

造成 表 型 的 释 更 ， 如 一 释 更 可 使 生物 稚 持 
A eRe | SRE (flexibility ) ] 

此 即 前 述 优越 反应 规范 之 表现 。 

若 在 通 应 作用 之 过 程 中 ， 必 须 民 牲 部 分 

ARUBA: DAERAH 

BERS SE, MBER SER 
% (survival rate )BlBS,. HEBER 

4,5 120A (altruistic adaptation) 

[ Haldane» 1932 ] 。 

某 一 基因 型 以 预期 之 功能 作用 ， 可 以 立 

2S Hee. Ube A” 

(prospective adaptation) [ Simpson» 

1953 )KRERR: 在 某 一 人 性 状 形成 的 当时 ， 

落 未 具有 任何 通 鹰 值 ， 但 此 性 状 之 形成 ， 有 

Fil Fh BS SBE | = 预先 送 麻 (pread- 
aptation) |. 

“18 RAY” (pseudoexogenous) ME 

[ Waddington» 1953 ] 是 一 种 表面 上 直 

接受 下 卉 影响 的 通 鹰 作用， 但 事实 上 ， 它 北 

非 环 卉 刺 沿 所 造成 ， 或 根本 与 环 卉 之 影响 无 
Bao 

adaptedness jE: OSE (adapted) 

的 状态 。 基 因 型 的 适应 力 ， 是 发 生 当 时 之 反 
Fi32,%( norm of reaction ) Raw 

(range of environment) 的 作用 。 

adaptiogenesis jaifett ZRF: HR (ad- 
aptation ) 作用 的 形成 。 

adaptive “” 送 应 的 :生物 体 由 外 界 环境 之 影响 

i BER, HERA MAR HR AHI 
加 生命 力 (viability) » 4 #£& (survival 

rate ) 及 生殖 率 (reproductive rate) 。 

adaptive norm “ 送 麻 规范 [LScpowcalpctx - 

sen» 1949 |: BRBA—-e REESE M 

BRE -BEZRE LABSSEH (ge- 

netic diversity ) 的 复合 体 (complex) o 

adaptive peak | 

BRI LS LEA» DA th lal (topographic 
map) MAK BRAEMAR RR AA 
SRR: Ht MARAE BY 

的 基因 型 ， 而 成 群 共同 估 据 一 个 特殊 的 生态 

. {tf (ecological niches)» HS+ MRR 

” kee ae SSE» AN AS ae” 
EWS EA cH ES EMAAR KS 

“ RE#” (adaptive valleys (i #qA Mage - 

每 一 通 应 峰 都 代表 一 个 集 园 平 衡 (popula- 

Ree Wright» 1932): 

_ adaptive value 

tion equilibrium) 的 基因 ( 等 位 基因 ) 频 
# [ gene (allele) frequency ] 及 基因 型 

#i # (genotype frequency) 的 特殊 构 型 。 而 

且 此 一 平衡 傈 藉 相 互 持 抗力 量 之 交互 作用 以 

过 到 相对 的 稳定 状态 。 假 如 过 些 交 互 作用 中 

的 一 个 因素 发 生 改 千 ， 就 会 发 生 下 列 三 种 反 

应 [ Dobzhansky» 1951 ; Lerner» 

1958 -4 ‘¢ 

1 此 集团 对 其 他 作用 因子 之 反应 ， 会 发 

生 和 补偿 性 的 调整 。 

2 此 集 园 腕 能 上 述 之 平衡 ” 通 应 峰 “， 

越过 “ 通 应 谷 ”“， 而 移 至 另 一 新 的 适应 峰 。 

新 的 适应 峰 可 能 具有 完全 不 同 的 基因 频率 ， 

LAA RI SHU Be ABA (gene 

pool) » h}-#HRGHRBEA—BEBH, 

DARSGAAT HGR. tS hh Raat 

多 少 不 能 平衡 。 

3 ROR BEE ( mutation) 以 产生 新 
的 适应 性 基因 组合， 或 者 新 组合 不 能 及 时 产 

生 ， 原 来 的 通 座 峰 即 会 消失 ， ke 

因 租 合 也 因而 亢 逝 。 

CH BEECH AAW : 以 点 塌 代 才 ， 

把 所 有 的 基因 型 点 在 一 平面 上 一 一 距 部 愈 近 

的 基因 型 表示 差 刁 愈 小 一 一 徐 珊 以 基因 型 在 
通 当 环境 内 之 斋 应 值 (adaptive value) 标 定 

之 。 如 此 可 和 给 投 一 个 “ 山 脾 ”( mountain 
range) 以 “ 深 合 "和 “BkB0” (saddles) 来 分 

a Wwe” SMR ABE ABHL URE 

MLA—-ARBRK MAAR A BUM 

面 上 的 一 个 区 域 。 
adaptive radiation ” 送 应 辐射 : 一 群生 物 在 演 
化 上 之 多 释 人 性 ( diversification ) [ BH— 

分 类 系 杭 (phyletic line) ]， 通 常 在 相当 © 
短 的 时 间 内 ， 即 能 径 由 自然 选择 (selection ) 

而 遵 致 从 单一 祖先 物种 (ancestral species) 

形成 各 种 不 同 的 沽 应 型 (types)。 jae “HY” 
] BEREH RRA. RRR 

列 新 适应 带 (adaptive zone) 内 分 歧 的 结果 
[ Simpsons 1953 J © 

Re ERED REE 

— 4: %y (population) 内 之 某 一 基因 型 
(genotype) ， 其 存活 值 (survival value) 

及 后 殖 能 力 ( reproductive capability ) 

等 ， 与 其 他 基因 型 比较 时 所 得 的 值 。 

适应 值 ! = 通 合 度 (fitness) ] 是 一 基 



因 型 整体 特性 之 一 ， 此 值 大 於 设 基因 型 内 ， 

P@RER BEA SRA. 1: A 基因 与 B 基 

因 租 合 之 相互 作用 产生 不 利 结 果 ， 与 基因 C 

之 相互 作用 坑 中 性 ， 而 与 D 基因 和 组 合 时 则 有 

利 。 一 基因 型 如 具有 较 大 的 适应 值 ， 即 在 某 

一 相同 的 焉 境内， 其 生殖 者 (bearer) 此 其 他 

基因 型 之 生殖 者 能 产生 更 多 具 存 活力 的 子 代 。 

过 可 入 因 亦 此 等 基因 型 对 环境 压力 具有 较 大 

的 抵抗 力 ， 较 长 属 谷 ， 或 某 基因 型 具有 较 旺 

ROBE RARBS+BT (fer- 

tility ) [ Dobzhansky» 1951 ] 。 某 一 

EATER EA CBRE SAR fh 

RAWMPAMRER SABSEHVE.- 

[Weisbrot» 1966 ]。 

adaptive zone 。 送 应 带 : 某 一 分 类 和 群 之 广义 

“生活 方式 “(way of life)» MEHR 
> BS BE te Aladaptive subzones)> 

adaptor hypothesis ”承接 假说 [ Crick » 

1958 ; Hoagland» 1959 ] : [aR 1§ 
#82% (genetic translation) ] 。 

adaptor modification hypothesis 承接 修正 
假说 [ Sueoka and Kano-Sueoka» 

1964 ] : MRM RAH AR SBR. 
(at BLS t RNA 分 子 之 修正 作用 ， 
而 影响 mRNA FRET. EK (Omak it 
MRNA OAH (aminoacyl-tRNA-syn- 

thetase) ] 或 极 酷 体 之 起 别 。 当 多 种 ( mul 

tiple species) 的 tRNA 和 相似 腕 基 酸 

相符 合 时 ,一 种 修正 的 tRNA 可 能 阻止 MRNA 

与 相符 合 字 码 子 的 道 傅 转译 (genetic 

translation) 。 

adaptor molecules  。 承 楼 分 子 : OA he ct 

(genetic translation) > 

additive genes ITER A: 等 位 基因 (al- 

leles) 组 内 不 具 显 性 (dominance) , 

但 有 相互 作用 之 基因 : RR FRA 

(nonalleles) 和 组 内 不 表现 上 位 性 (epis- 

tasis) 的 基因 。[ 安 ”基因 相互 作用 

(gene interaction) ] 。 

additive theorem 加 性 定律 : 互 换 (ex- 

changej 百 分 率 之 相 加 规则 ; SAR (link- 

adjacent distribution 

AC 两 基因 座 之 外 ， 则 AC 之 互 换 率 等 於 AB 

与 AC 之 差 ( 图 1 ) 

图 1 . 在 只 有 两 个 距离 ( a 和 与 b ) 已 知 时 ， 
三 个 基因 座 可 能 的 排列 方式 。 LHRAZ 
加 性 定律 (additive theorem of ex- 
change percentages) ] 。 

adelphogamy ”同胞 交配 ; 代 兄 妹 授 粉 ( sib 

pollination ) ， 花 粉 (1 ) 和 柱头 (?) 分 

属 由 同一 母 株 答 养 繁殖 而 来 的 两 个 个 体 。 

adenine figers: 极 酸 与 杷 苷 厂 中 的 一 种 合 

Rl Rea 。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g 1§ITtK 4 = GRR : 

简写 ATP， 一 个 高 能 的 磷酸 酯 (phosphate 
ester ) RMIT RERHEBLAD- 

adenovirus Rin : 动物 病毒 的 一 种 ， 直 径 
80nm( nano meter )， 具 有 一 个 二 十 面 

体 (icosahedron) 的 蛋白 质 外 融 ， 内 藏 一 根 

线形 DNA #42 he (DNA double helix) 。 

adenylcyclase ” 腺 核 戎 环 化 酶 : 一 种 酵素 ， 其 

催化 作用 在 从 ATP 产 生 环 腺 核 普 单 磷酸 

(cyclic AMP) 。 

adjacent distribution 。 郑 近 分 侯 [ Mec Clin- 
tock» 1945 ]: 第 一 次 沽 数 分 裂 ( meio - 

sis ) BE» fix 7S RRR DM THD 12 RT 
染色 体 ( tranlocation heterozygotes ) 

[co #4% (translocation ) ] #f BA 

fa — i hy BEF > Ht Ba 4A Pel 4 (al- 
ternative distribution ) 相 反 。 相 间 分 

人 | 是 构 型 士 相 册 的 染色 体 ， 分 做 到 同一 极 内 。 

郑 近 分 作 之 结果 造成 全 部 或 一 部 分 的 诚 数 分 

裂 产 物 ( 配子 或 精子 ) 在 遗传 上 的 不 平衡 ， 

亦 即 产 生 重 复 '( duplication )M A&R (de- 

-letions ) o #ARPRH MAT BE OAM 

估 的 比例 [配对 季 段 (pairing segments) 

或 染色 体 中 间 季 段 (interstitial segments) 

内 ] 受 交叉 ( chiasmata) HZ RRAMR 

age group)? AM (loci /ARCHAR Eo BURBERRY LMT Tet Bl 

交换 (cross over) i FAK BLK A FC BEIT? HEAT SER LO 4A KH (semisterilit. 

之 间 ， 则 A 与 C 之 交换 百分率 等 於 AB AR ty)] 。 卷 近 分 人 可 区 别 坟 下 列 十 型 ( 图 2a. 

百分率 与 BC 互 换 百分率 之 和 。 如 B 位 座 b): 



adventitious 

图 2 . HERRBY, CH-KBROBOM, PERK SO ERM (EE) 
或 链 型 ( 下 排 ) OORRERPKB-BRREREBR OME MHA. HR 
2th tt Bk (spindle poles) BES A LF ME. LS Bem 

9) BS Hi CU RH — ME Hh (adjacent -1 distribution) (a) ; @>— 

SBF 3} Hp (adjacent-2 distribution)(b) ; RMA (alternative distri- 

bution) (c) 。 

1. B—RLD HH ( adjacent-1 distibu- 

tion ) ( = 非 同 源 郑 近 分 人 * (nonhomo- 

logous adjacent distribution) i AZ 

分 作 (nondisjunctional distribution) ]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时 ， 易 位 染色 体内 ， 非 

同 质 中 季 郑 近 的 染色 体 分 伤 到 同一 极 。 在 

wef GP. Biker eee LK Sr 

abot Gale] Aah or elk AR RE IT RS 

7.43 HE (nondisjunction) 的 一 种 。 

TL. BRA Hp ( adjacent-2distribu- 

tion)  [ = (MT fi (homologous 

adjacent distribution) ; 77 BE Mp (dis- 

junctional distribution) ] : #—-KRPW 

数 分 裂 时 具 同 质 中 和 节 之 郑 近 染色 钵 分 估 到 同 

一 极 ， 构 造 上 落 未 改变 之 染色 体 的 易 位 邵 分 

file) BaD Hi BE RT BUS ee 
(disjunction) 的 一 种 。 

adventitious ATH): 由 不 寻常 位 置 产生 的 
构造 ， 例 如 全 片 产生 根 即 请 之 。 

adventitious embryony “不 定 胚 [ Strasbur- 

ger» 1878 | : #58 ( apomixis ) 

H— MIX ( HARKS (agamospermy) J: 

FARE IT EA EF 

aedeagus “SR: M4 Rese A A(or- 

gan)° 

Aedes aegypti SR E1FSY : BAK (yellow 

fever) MRFREDD- 

aerobe #280) 一 值 竹 胞 需要 空气 或 氧气 

始 能 生存 的 

aestivate FE: 在 整 伏 (torpid) 的 情形 下 ， 
Fa RE SAP EAD 。 , | 

affinity SE FIN : : 

| 7 PE ot HA (unlinked marker) 

GA ER Ac ( assortment ), ERHE 

ETARBERE EB RMB— KK 

5} BS AE is HE AK Bea Fe) 9 98 
( spindle ) . 

aim WAL eERAI BB lyer 

st) Vik BRR © Hie [Michie and 

Wallace: 1953 ] 。 

2 BERN SH ( fertilization ) 中 ， 

iB RHE BIAS (ee GE EE ay ER Ae FB] ZA 

FERS BATA BLARIZAIE Me 

Re HE LKE “RMAF” (reac- 



tion velocity ) [ Haustein,1955 ]。 

3 & #£F) 8 407(differentia] affin- 

ity ) 。 

4 > 未 端 打 和 力 ( terminal affini- 
ty )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t @ AES Hk: 
DHERAD FH-BEE THRBAARE 
性 的 基质 (matric) 上 ， 如 Sepharosel( 一 

种 分 子 节 的 名 称 ) - REREATTEAA 

性 的 分 子 ( MeSH IR) RRA GB 

HR RAHD TY BR RE RE. 

agameon A+ 56% [Camp and Gilly, 

1942 ] : <3hMH4 AW ( apomixis ) 

所 生 之 种 ( species ) 。 

agamete #2Ar-F : 任何 不 交配 的 生殖 弓 胞 
( germ cell )[ = 胞 子 (spore) ] 。 Ac 

FZ AMADA AERA RA $F 

(meio-agamete) » KB he-F(meiospore), 

四 胞 子 (tetraspores) » 4 ¥ Mia (gonia) ] 
或 在 入 分裂 [ 有 穆 所 配子 (mitoagamete) ; 

分 生子 (gonidia) ] 的 产物 HRAT EK 

4: B27 Rae 4 MH ( agamogony )， 

€ ft He 4 5A (monocytogony) » # & fA(mon- 

ogenic) KH MARK (monocytogenic) 

Ahh RMAF (agamic)s § RF H4 Mi, 

th 3 4 FA (agamogenesis) 或 孢子 发 生 

(sporogony) [ >&2+( gemete ) }. 

agamic «= RAC TAY: TRA BH (O44 

( reproduction )]. 

agamogenesis “出芽 生殖 : A H+ 4 5A (re - 

production ) [只 有 性 生殖 ( gamogene- 
sis) J. 

agamogony Ac 56 { Hart mann,)904): 

Bet 4H (reproduction) 。 #—f# 

Mi ZAHA. ARMS 
配子 生殖 是 依照 三 种 不 同 的 方式 进行 : 

| MAAR ES BBS Ze (simple fission)， 

KERB BABASHS BED : 

2 “发 车 (和 参 殖 ) ” (budding) ， 只 有 

租 胞 的 一 小 施 分 被 收编 分 重 示 成 ; 
3 “$B,"(multiple fissior) ， 在 

核 ( nucleus ) PREF RK MEK 

极 比 珊 数 而 分 裂 信 若干 部 份 。 
乱 配 子 生殖 是 一 些 本 形 旦 唯一 的 生殖 广 
“AF Bis porozoa)B R 4 WA ( AYE) HB 

AG Complex 

期 中 的 一 种 相 (phase) 。 和 无 配子 生殖 广泛 分 

化 腕 程 而 形成 的 特定 生殖 细胞 (germ cell) 
狂 之 指 配 子 (agamete) ， 可 以 不 烃 人 受精 而 形 

K—h PBR. 过 些 扎 配子 能 由 减 数 分 裂 的 

立即 东 果 形 成 [ 在 外 子 营 类 (Ectocarpus), 

#7 % (mosses), ##¥ f(basidiomycet- 

es) ARF HY (angiosperm) ] ,而 产生 

单 在 - 慌 生物 或 家 生活 史 中 的 一 期 ， 一 如 有 性 

届 期 中 的 一 定 成 份 。 扬 配子 能 由 单 合体 或 二 

修 体 生物 之 有 秋分 型 产生 ， 在 过 情形 下 ， 产 

te PRA RRR KABA RABAK. 

agamont #ha#® [ Hartmann » 1904): 

HP BERR Ae PRE HEAR TT FG HA F(a - 

gametes) [ & 配 母 细胞 (gamont)]。 

agamospecies ”无 融 生殖 种 [ Turesson> 

1929 ] : 由 相同 来 源 和 组 成 的 一 无 融 体 集团 

[ # @ 4 Si(apomixis)] 。 

agamospermy #RARKAT : Mab + 56 (apomix- 
is ) 的 一 种 形式 : 没有 有 性 过 程 而 形成 种 子 ， 

DRED Hh A. fe (adventitious-embryony)> 

f2 Bit HE (diplospory) 或 无 胞 子 生殖 

(apospory)。 此 过 程 可 以 自动 地 开始 或 授粉 
KB + (OB L4Ai(pseudogamy)] . FBR 
eR AE. TEP RRC RE RE 

SF RM ARAM LRRD 

BP 必需 。 

agar piate count “ 洋 菜 平面 计数 : HEME 

@i8 BrSAFFERARSMEHA . 

RBARPARA. HR VRE 

—Eft RE RRCMRRE. 

AG Complex AG #28% [ Correns +1928): 

—-BRERRERRBECR MADARA 

be RABBRF, GREE OH SIR 

定 (sex-determining) 者 。 由 此 类 因子 作用 

MESHABBRRRRBRA> HERG > afl 

GEER REM (autosome) ( RMHF ) 
Bf: 7—-_PRAM B—-BANG 发 

生 二 次 如 AAGG ,在 一 单 倍 体 知 胸 则 只 有 一 
次 -因此 每 一 佰 关 胞 具有 人 双向 发 育 的 可 能 性 。 

至 於 启 那 一 方向 则 人 受 代号 售 M 和 下 的 性 别 辩 截 
子 (sex realizers) RE .M FPR EH 

反应 规 项 (reaction norm) 二 者 中 的 一 个 ， 

炊 由 二 性 (bisexual) 功 能 和 AG 系 杭 而 展 出 ， 

过 是 在 向 雄 竺 或 肉 性 方向 时 就 决定 的 。[ 咱 
性 列 决 定 (sex determination) ] 。 



aggiutination 

agglutination ”凝集 : hE HEMI (se - 

rum) 出 现时 ， 使 病毒 或 组 胞 成 分 聚集 的 。 

agmatoploidy 所 多 倍 体 [ Malheiros-Gar- 

dé, 1950]: 染色 体 数 目的 增加 是 由 扩 
# (diffusion) 或 多 中 季 (cent-omere) 机 

2 HSH & Ht (fragmentation), 
Wei He $ Ate (pseudopolyploidy) 或 所 
3% tt (pseudoaneuploidy) 。 

agmato-pseudopolyploidy #8 SfE1+ 
[ Battaglia» 1956]: 己 信 多 倍 性 
(pseudopolyploidy) 。 

akaryotic ”无 核 : 没有 核 . (nucleus) [> 

AK 4.4% (eukaryotic) 原核 生物 的 

(prokaryotic) ] 。 

akinetic ”无 闭 丝 点 的 Ome 季 的 (acentric)。 

akinetoplastic 无 动 体 的 : O#(kineto-plast )。 

alate “有 却 的 。 

albino ACH: 1 缺乏 色素 的 动物 。 2 缺少 

有 色 体 (chromoplast) 的 植物 。 

albomaculatus ”和 绿 白 斑 [ Correns, 1904): 

植物 体 由 基因 或 额外 染色 体 遗 传 (extra- 
chromosomal) 决定 子 (determinants) 3 

成 的 杂 色 (variegation) 或 杂 斑 (mottling) 
请 夭 白班 状态” (status albomaculatus) ] 

以 及 包含 不 规则 分 布 的 白色 和 称 色 之 区 域 。 

[ > #% & & (paralbomaculatus) ] 。 

aleurone 9H}: 种 子 胚乳 (endosperm) 的 

RI Ne © 

aleuroplast #§#}8@: 一 种 和 白色 体 (leuco- 

plast) 其 中 主要 储藏 的 产物 仿 蛋 白质 颗粒 。 

aigeny “基因 交换 [ZLederperg ，1966 ]: 

在 体 和 细胞 body cell FH Mi (germi- 
nal tissue) 中 ， 基 因 的 交 蔡 或 从 外 面 引 入 

期 待 的 基因 。 [ =“ 遗传 工程 (genetic 

engineering) 5 “ 38(3+” (genetic 

surgery) ] 。 

alien addition line 外 来 增加 品系 [ Lei- 
ghty and Tayior» 1924 ; O'Mara, 

1940 ] : 由 一 有 关 物 年 中 ， 有 具有 一 条 额 外 

Rh fh eK —- AAA RAB Gok LOR 

4k % % (substitution line) ; 外 来 取代 品 

# (alien substitution line) ] 。 

alien addition monosomic 4}+3K}§ — Bk A8 : 

含有 原来 特 竹 的 染色 体 和 组 ， 再 增加 另 一 物种 

之 一 条 染色 体 的 植物 。 此 类 植物 ， 傈 由 一 系 

列 乱 了 将 一 个 三 有 利 基 因 ( beneficial 

gene) 」 从 一 物种 引入 到 另 一 物种 之 杂交 而 

BEB. ， a 

alien substitution line ， 外 来 取代 品系 [ Kat - 
termann> 1938 ; Umrau et al»1956]: 

由 一 答 体 物种 之 一 条 或 一 对 外 来 染色 体 , 取代 

胺 体 物 种 之 一 条 或 一 对 染色 体 的 一 个 品系 。 

假如 一 对 外 来 染色 体能 补偿 失落 的 染色 体 ， 

则 被 训 坑 与 它们 所 取代 的 一 对 染色 体 是 近 同 
源 的 (homoeologous) - 

alkaloid + 4p: 由 植物 产生 含有 所 素 的 环 

GED (cyclic compound)» 大 部 份 都 具 

有 药物 的 活性 (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allele “等 位 基因 [ Johannsen » 1909 ] : 

— EA( gene) ERE PARR BARE 

估 有 相同 基因 座 (locus) 上 的 二 种 或 更 多 交 

蔡 形 式 中 的 一 个 。 而 且 和 与 此 基因 座 上 其 

他 等 位 基因 之 差 殿 坊 一 个 或 更 多 突变 位 置 

(mutational sites) 上， 每 一 基因 突 释 的 

数目 在 10”-- 10” 之 间 。 一 和 组 等 位 基因 的 成 

员 是 互相 独立 的 遗传 标 站 基因 《genetic 
marker) , %HARR* (gene mutation) 

产生 。 人 它们 的 活性 与 相同 的 生化 及 发 育 过 程 

有 关 。 从 存在 施 以 集 园 做 储 一 整体 的 翻 数 中 ， 

一 个 单 售 体 生物 或 生活 史 的 一 期 中 ， 每 一 

等 位 基因 有 一 个 单独 代表 ， 二 伪 体 有 二 个 而 

多 信和 体 则 多 於 二 个 。 

在 一 个 已 知 基 因 座 上 的 二 伪 体 ， 可 以 是 

ABH [ 在 配对 的 同 质 染色 体 上 二 个 相等 的 

等 位 基因 ] 或 刁 质 的 [二 个 不 相等 的 等 位 基因 ] 

假如 一 个 榨 质 等 位 基因 对 (A~a ) BRB 

同 质 基 因 对 (AAA ) 相似 , 则 A 是 昧 性 (dom- 
inance) ， 而 a EBBHE (recessive) 。 任 

何 新 的 等 位 基因 和 当 它 是 同 质 时 ， 可 以 由 它 的 

基因 型 效果 (genotypic effect) 而 有 它 的 特 
征 。 当 它 与 一 姊妹 等 位 基因 成 屋 质 租 合 时 ， 

由 它 的 玫 型 效果 及 等 位 基因 作用 和 人 它们 的 

相互 作用 L 基因 相互 作用 (gene interac- 

tion) 而 辨别 。 在 过 种 基础 下 ， 可 以 区 别 出 

下 列 的 等 位 基因 : 
1 无 效 等 位 基因 (amorphsj [ Muller, 

1932 ] 坊 正 常生 化 合成 所 造成 遗传 阻碍 

(genetic blocks) 的 不 活动 等 位 基因 ， 和 无 效 

等 位 基因 之 定义 角 不 活动 的 等 位 基因 ， 它 不 
能 产生 计量 效果 ， 或 甚至 属於 一 个 基因 但 缺 



5 8 a eee ee ee Ee - a 

ad > TA 

少 作用 [ > % (deletion) ] 。 

2 次 等 位 基因 (hypomorphs) | Muller» 

1932 ] : 与 野生 型 (wild-type) 等 位 基因 

比较 ， 它 是 一 个 功用 不 完全 的 等 位 基因 ; 次 

Sy ABH RRA BAA (leaky 

genes) » KSA AHBREA 

Bo 

3 超 等 位 基因 (hypermorphs) (Mul /er> 

1932 ] : 产生 过 量 产物 ( 与 次 等 位 基因 相 

反 ) 的 等 位 基因 ， 过 量 是 指 对 野生 型 而 言 。 

4 反 效 等 位 基因 (antimorphs) [ Mui - 

ler» 1932 ] : 与 野生 型 作用 相反 的 等 位 

基因 ， 此 类 基因 极 少 ， 而 且 很 克 定 其 意义 。 

5 新 效 等 位 基因 (neomorphs) [ yu - 

1er，1932 ]: 与 野生 型 等 位 基因 具有 不 同 

性 质 作 用 的 等 位 基因 。 与 质 的 新 等 位 基因 一 

般 玫 现 二 个 等 位 基因 的 基因 产物 。 

6 同等 位 因子 (isoalleles) (Stern and 

Schaeffer» 1943): ERBZTRRAL 

RELBDER, MUA GRALT ER 
别 的 等 位 基因 。 

一 群 包含 二 个 以 上 单独 的 等 位 基因 

AZ 一 序列 “ 复 等 位 基因 ” ( series of 
multiple alleles’) [‘Morgan» 1914] 。 

BSVEA-MSTER, BAA BE 
EM, CH GREEN RAKE EAs 
fA eX ER REA 
可 以 是 同 质 的 或 由 任何 二 个 组 人 台 成 县 质 的 。 

a BT A ah (segregation) 造成 只 有 一 

fRRSiERARAT. FHS RAH 

RAE AB S| HBR. bis 

位 基因 群 每 一 同 质 或 里 质 基 因 型 (genotype) 

产生 一 种 不 同 的 表 型 (phenotype) s. 其 它 

的 等 位 基因 可 以 下 降 的 顺序 排列 而 每 一 个 等 

位 基因 对 所 有 它 下 面 等 位 基因 呈 晒 性 。 在 一 

序列 复 等 位 基因 中 ， 基 因 型 的 数目 = 次 [ n 

(n+l)]2n 是 过 一 群 中 的 等 位 基因 数 。 

[ 有 4 个 等 位 基因 时 , 基因 型 数目 则 坑 4 (4-5) 
= 10 】 ， 一 生物 内 基因 之 复 等 位 基因 会 

影响 与 它 相 同 的 邵 份 或 明 程 ， 它 们 就 像 标 上 

”基本 记 屿 (base symbol)， 附 上 区 别 的 字母 

RIF REA [ ikl HZ (genetic nomen- 
clature)] 。 

一 个 体 生 活 史 内 任何 时 期 的 移民 中 ， 不 
同 的 等 位 基因 会 产生 可 测 知 的 效 应 ， 和 会 改 

allelic interaction 

MH ANHT RH, MULE HRSH 

Hea MARRS AAKLOAA 

(lethals) ] © 

(RRA At m/m' 2h RBH 

Fe FY Bl Fas VOR A — 1 BR: EE Fi © 

PMERBES (MTEAARS ) AMO 
PAGED P, — BARRIER + fa 

二 种 原来 不 同 的 等 位 基因 ， 则 此 二 个 等 位 基 

因 是 不 相同 的 。 当 它们 问 获 得 重组 上 时， 不同 

的 等 位 基因 谓 之 “不 对 等 (nonidentical) 

[ Demerec,» 1956] [与 对 等 等 位 基因 

(identical allele) AR]. “MHS” 
”onidentity 广 是 裔 每 一 个 等 位 基因 代表 一 

个 不 同 突 炙 位置 的 突 严 。 另 一 名 称 是 ”办 等 

位 的 ” (heteroallelic) [ Roman» 1956) 

是 由 不 同 突变 来 源 的 二 个 等 位 基因 和 组 合 而 来 

的 ， 由 重 租 或 其 他 机 会 以 产生 野生 型 。[ 和 与 

“同等 位 ”的 租 合 (homoallelic combina- 

tion) RI, [om ae ZH (genetic 

complementation) ; M18 $48 (genetic 

recombination) ; #%#({z# 8 (pseudo- 

alleles) } © 

allele center ”等 位 基因 中 心 [ Reinig» 
1938 ] : = 基因 中 心 (gene center)。 

allele shift ”基因 易 率 : 由 疆 择 (selection) 
”造成 基因 频率 的 改 枝 。 依 它 开 始 的 频率 在 极 
端 情形 时 会 形成 一 个 等 位 基因 的 完全 (+ 

RE ) BK BABAR ELAR 

# (genetic drift) 的 结果 。 

allele trend S(URRARMH: 在 一 定时 

间 内 ， 等 位 基因 频率 的 直接 改 释 。 

allelic ”等 位 的 [ Johannsen» 1909 ] : 

关於 同一 基因 的 各 等 位 基因 (alleles) 或 影 

蔬 同 一 基因 间 突 变 的 关 傈 。 

allelic complementation ”等 位 基因 互补 作用 : 
在 同一 基因 座 上 ， 但 在 不 同 源 染 色 体 上 ， 二 

(Fl 7h V7 5 BE 4 — SE ee A HRS | AH 

FIRS Mih» Sire a ee OA ee 
(multimeric) RBARFZK BARRE K KR 

> PRERKSRSCREWMNRE RSE 

物 中 。 (OmRZ (genetic complement- 

ation) } 。 

allelic interaction 等 位 基因 相互 作用 : $12 
基因 (allele)> AMAA (gene inter- 



allelism 

action) ° 

allelism ”等 位 性 [ Johannsen+ 1909 ] : 
等 位 基因 (alleles) 间 的 关 全 。 

allelobrachial SHAD: BERMRR LM 
(homologous chromosomes) > & ¥ % 

(heterobrachia)) » 4 #4 (homobrachi- 

al) ), RBS 3S (chromosome 

structure) -Agcy 4 

allelogenous EH TEA) [ Vandel » 1938 }: 

只 产生 雄性 或 者 只 产生 雌性 的 。 [OE BH 

(arrhenogeny): #*#) (thelygeny) ] © 

allelomorph ”等 位 基因 [ Bateson and 

Saunders» 1902 ] : = 等 位 基 羽 (al- 

lele) : 

allelosomal (rE: PEBAPHA 

Rk @M (homologous) £# WHE 

(chromosome structural) 上 的 改 释 [OR 

染色 体 (heterosomal) ; ARE MH (ho- 
mosomal) ] 。 

allelotype ”等 位 型 [ Strandskov » 1950): 

以 基因 型 (genotype) REBH-BEEA - 

[ 通常 是 关於 单一 的 个 体 | 和 育种 振 园 (br- 

eeding population) MARZ 等 位 基因 

频率 (allele frequency)。 KE Sih 

集 园 (isolation population) 中 ， 等 位 型 的 

CX A] py EH (mutation) » MH# (selec- 

tion) » 取样 误差 ARH (genetic 

drift) ] #1 ## (migration) A@iMi*>- 

ARTS rR BBA AR: J Liem 

定 等 位 基 天 的 频率 或 引信 新 的 基因 ,使 移入 的 

个 体 将 会 减 小 特定 基因 的 频率 ， 在 极端 时 使 

特定 基因 完全 衷 失 。 

.Allen's rule Alien Rll: 温 血 动物 物种 身体 

Hab ( Me. RR. aR ], 在 寒带 地 区 

则 较 温 带 地 区 入 小 的 一 般 人 性 。 

allergen 沟 应 原 : 引起 过 敏 (hypersensi- 

tive) 的 物质 。 

allergy 148° APSARA MR 

(antigen) 之 下 ， 因 此 对 此 抗原 的 敏感 度 

{sensitivity) 有 所 增加 -。 

allochromacy § #2fM = 由 一 染料 中 ， 形 成 另 

一 种 葛 色 的 试 独 |), ECHERRPERREM. 

aliocyciy VARA Darlingtor + 1941): 

Fa: 8 BREE (chroinosome segments)> 

整 休闲 色 体 (whole chromosome) 或 甚至 

整个 染色 体 租 ( whole chromosome 

complement) 在 % & 438% (chromosome 

coiling) LAR & ay 2. tha HER Re 

的 ， BAMA SMR dee. meek 

81 77 3 9 bs at E EBA (centromere)> 端 
Kl (telomeres) 和 核 仁 组 成 区 域 (nucleolus 

organizing regions)» — $83 JAHAAy yf 

fa + 4% (sex chromosome) B #@, 

体 (B-chromosome) #34 A (Dipt- 

era) AY FRYE I& 3.4 (sex-limited chrom- 

osome) 。 

mY AAR ARE AP ee ey 

时 , ARIA 8 PY @ WIE BG (over- 

condensed) > tt fa @B EMRE (positive 

heteropyconosis)， 可 以 在 分 裂 间 期 (in - 

terphase)&t% 3 W(nuclear division) 时 

褒 明 它 自 己 的 。 除 了 中 期 外 , EER BRS 

RI ESER REY. RADAR KEAS 
fi © & Bit (negative heteropyconosis)H 

BERL. 3) EMS AAR ABRs 

% DAG 7 [ele RE RAT RH Til BX 

AERA AA HBDAT., ER Be RHER 

7. ee 
aliodiploid RR—EH[ Serra» 1948): 

一 个 或 更 多 个 染色 体 对 他 种 (species) 的 
一 个 或 更 多 个 染色 体 对 交换 之 细胞 或 个 体 。 
在 极端 时 ， 二 杂 色 苯 组 (genomes) 之 每 一 个 

染 扫 体 棚 从 其 中 之 一 个 物种 而 来 ， 但 能 在 合 

F (zygote) 中 租 合 。 
1 2B — = BY (allodiplomono- 

somes) : # @ #848 % (chromosome com- 

plement) RA —RAKERABHZR— 
倍 体 (allodiploid) 。 

2 办 源 单 二 桨 体 (allomonodiplosome - 

s) : 与 外 来 染色 体 交 换 一 对 染色 钵 的 展 源 

二 信 体 ， 若 有 二 对 染色 体 交 换 ， 则 此 个 体 革 

2“ RRB =” (allodidiploids) 。 
allogamy RIES: = KK (cross-fertili- 

zation) 或 以 系 交配 (exogamy)- 

allogenic FAAS: 
1 BA Bi (transformation) fr 

释 产 生 一 个 新 性 状 ， 不 同 於 转化 的 菌株 品系 

(strain) K HM CDNA TD ME Beko hE 
状 [ Ephrussi-Taylor» 195i }. RE 

因 的 转化 抽 ” 同 基因 的 转化 《autogenic) 之 

和 
4 

| 
{ 

? 



Ge BI ZEW HACK SB LDNAK KE - 

2 在 一 字 码 子 (codon) 内 由 於 交换 (cross - 

ing over) 所 产生 的 重组 (recombinati- 

on)* 能 发 生 於 具有 不 同 胺 基 酸 相同 位 置 的 

字 码 子 上 ， 或 相同 胺 基 酸 不 同 字 码 子 的 殿 质 

结合 (heterezygotes) ， 而 产生 第 三 个 具有 

不 同 胺 基 酸 字 码 子 [ Zamenhof » 1967) - 

REAREMRE SRA ZEA RB (gene 

mutation) 非常 相似 。 

allograft “办 嫁接 : Kt — AA (genotype Hk 
AGG RRE [( = REA RR (allogen- 

ic graft), RASA] Ae ke(homograft)] 到 另 

—KARSMAL RARER YS BRK 

一 种 (species) olbhhA REMARK 

[o> 与 基因 的 嫁接 ( allogenic graft ) ; 

恰 体 同和 质 嫁 接 (homograft) ] - 

allohaploid RRH SW J vanov,1938 |: 

Be (haploid) [ 三 与 多 倍 蛙 倍 体 人 
allopolyhaploid) ] 。 ' 

alloheteroploid 2 & #548 [Sharp +1934 ] : 
| (S48 (heteroploid) 品系 ， 个 体 或 

细胞 其 染色 体 数 ， 傈 由 各 种 染色 体 和 组 (chro- 

mosome set) 衍生 而 来 [之 同 源 恰 倍 体 

(auto-heteroploid)] 。 

2 含有 来 自 其 他 物种 贷 外 染色 体 的 品系 
个 体 或 稻 胞 [ Serra ，1948 ], Hi 

Phy AER Be a AS FR A ERE (alio- 

monoheteroploid) o[ O RjR=—43##(allo- 

diploid) ] 。 

alloiogenesis _ 世代 交替 > DO wit RAKalter- 

nation of generations)° 

allolysogenic FAIBRTHEN ‘ORM (lyso- 
genic} 。 

allometric “办 速生 长 的 : 在 生长 方面 ， 生 物 

体 庆 一 部 分 的 生长 速度 (growth rate) 与 另 

一 部 份 或 身体 的 其 余 邵 分 不 同 。 

allomixis 杂交 :之 杂交 (cross -fertiliza - 

tion) 。 

allopatric 办 地 区 的 [ Poulton ，1903 ; 

Mayr> 1942 |: 互相 排斥 的 集团 (pcpu- 
lation) 或 种 (species) ， 但 通常 生长 於 卷 
近 的 地 理 区 域 (geographical region) 。 基 

内 型 不 同 的 恰 地 集 园 ， 壮 之 地 理 品 系 (geo- 
graphic race) , Soff (subspecies) RH 

方 品种 (local variety) ， FESS th Hag Fi 

alloplaam RR Meyer ; 

alloploid 界 源 倍 体 

alloploid 

们 的 基因 交换 不 是 人 受 限制 就 是 完全 不 发 生 

[Om de, ey(sympatric) }. 

FE hh oh FHL (allopatric speciation) 

Fé 45 th aE RRA ESR 

Rade te— a4e (species) BK [Omit 
(evolution) ] 。 

allophene SjP36#) ( Hadorn: 1955 ) : 

RRA 4 (allophenic) ) 。 

allophenic “与 决 表 型 的 [ Hadorn, 1955; 
Mintz, 1962 , 1967 |: 

1 HRM AAR +— eK 

的 性 状 (character) [ BRHH (allo- 

phene)], 可 由 基因 的 作用 而 裔 明生 物 的 其 他 

MIRE Hadorn» 1955 | . eis HAF 

+ -BRA—-M BRE +—-AMRAA 
(autophenes )ifl CES (th ABRES AEE + RRAW 

人 性状 ， 可 由 基因 之 直接 或 间接 结果 推荐 储 第 

—fE MRR (OAH (gene activa- 

tion) ]o HRRARM. AIG EARLE 

植 上 是 具有 其 特征 的 (characteristic) > 假 

QO— fl IF) PR Ze ASR — RE 4: — EK — AF 

9 RRA B(allophenes)» Aaa 2 HM S 
效 性 (relational pleiotropy){ Hadorn ， 

1954 , 1955 Jo REMRHERAA IES & 
性 (pleiotropy) 的 例子 。 

2 表现 一 顺序 排列 的 二 个 或 更 多 个 共同 

等 位 BERR MAA (allelically alternative 

cellular) 表 型 (Phenotypes ) K RRA 

(allophenes ) 的 个 体 [ Mintz» 1962, 

1967 ] 。[ 哺乳 类 (mammals) ] ARH W 

(BRE ch ANIA] SEA > BRAS (embry 0) ,在 集 

合 分 裂 期 (cleavage -stage) 之 烈 球 粒 (blas - 
tomeres) #484 (in vitro) 以 人 工 合成 ， 

此 乃 将 合成 物 (composite) tH HF." HH” 
母体 (incubator mother) 中 以 供 个 体 的 未 

来 发 育 ， 此 艇 合 胚 【mosaic embryo) 可 以 

ae A i CES ERR ALR OS (RS 
1896 ] : 具有 

* TE BBG * MAAR (cel! orgeneties) 

DAB 3675 8 BB) HH BAS a RS RHE (neurofi- 

brils) » WLR @RHE (myofibrils) + Exit 

属 物 (cilia) » ME Ulagella) » Wanye 
A(cortractile vacuoles) WRN: 

ES lO Ss (paraplasm)]) . 

. _ 

ssel 所 

| 一 = 

| Clausen» Keck 



allopolyploid 

and Hiesey» 1945]: 由 自然 或 实验 
[ 合成 展 源 倍数 体 (synthetic alloploid)] 

杂交 二 ( 或 更 多 ) 种 (species) 或 属 (gen- 
era) 人 后， 产生 的 个 体 [ Ho “ Ree” 

(alloploids ) R# — = (amphidiploia) ]。 

”此 个 体 东 且 包 含有 特定 先 本 的 染色 体 套 

(chromosome sets)[ 在 构造 和 和 遗传 上 不 同 

的 ] 而 每 套 各 出 现 一 次 (ARE) 或 许多 

次 的 。 [ BSE (allopolyploids) J 。 

ZUR SM (allopolyploid) 或 复 二 倍 

体 (amphidiploid) 帮 示 在 不 同 种 或 属 内 自 
Rib BABE + 4 ABE (spindle 

poisons) 而 使 染色 体 套 加 信 ( = RRIF 
体 (allotetraploid) 或 复 二 信和 体 (amphidip- 

loid) ] 或 更 高 信和 体 的 [ RBA (allo- 

-hexaploid) ; 52 Fi 7 8G (allooctoploid) 

=], S81 (polyploidization) F] W# 

某 特 定 的 杂交 后， 由 体 种 胞 (somatic) 或 生 

殖 (generative) 和 细胞  RMBEcT (unre- 

duced gametes) 的 形成 和 融合 ] 增加 染色 

fez (chromosome sets) 的 数目 。 

在 办 源 多 信和 体 或 复 二 信和 体 中 ， 每 一 个 原 

KA AR EH (allodiploid) X#H— FH 

(amphidiploid) 杂种 的 每 一 染色 笨 均 出 现 

二 次 ， 而 此 种 个 体 一 般 会 表现 其 组 合 之 二 愉 

本 的 特性 。 边 源 多 信和 体 的 形成 ,具有 千 实 力 的 

后 窗 可 以 由 杂种 阔 得 。 其 不 结实 之 原因 则 是 由 

REBAR SAA BA BRAT AHS 
成 。 

民 产 多 合体 的 减 数 分 裂 行 念 (meiotic 

behavior), 是 由 它们 含有 同 源 天 保 的 染色 

体 套 所 支配 。 在 沽 数 分 裂 (meiosis) 时 有 些 

只 形成 二 价 体 (bivalent) MRA FRR 

(multivalents)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 每 一 条 染 

色 体 找到 一 个 与 它 相等 的 同伴 而 配对 [Ox 

色 笨 配对 (chromosome pairing) ] 。 没 有 分 

t(segregation) 时 ， 则 与 源 多 信和 体会 产生 
与 它 原来 相同 的 基因 型 (genotype)。 其 他 的 - 
RR SE ABA RK SRE (multivalent) 。 

它 可 以 由 下 列 原 因 形 成 : 

1 多 认 二 信和 量 之 同 源 染 色 体 套 (homolo- 

gous chromosome sets) 的 出 现 ( MRD 

二 信和 体 或 四 全体 种 的 组 合 ) 或 

2 #4 AR [ partly homologous ( = 

近 同 源 (homoeologous)] 染色 体 套 的 介入 - 

而 刁 源 多 信和 体 的 分 郁 亦 是 以 上 二 种 千 果 

造成 。 一 般 来 襄 在 减 数 分 裂 上 时， 有 具有 许多 或 

复杂 的 多 价 体 之 屋 源 多 倍 体 ， 在 分 廊 时 发 生 

极端 的 遗传 不 平衡 ， 将 造成 结实 率 的 降低 。 

BERETA RHBREA-R R 

i SZ 4G (allopolyploids) JAR FW fa 
[ Stebbins» 1945 ] : 

1 FERPA RSE (genome allo- 
polyploids) : 在 减 数 分 型 时 ,染色 体 配 对 只 形 

成 二 价 体 。 配 对 只 限 於 完全 的 同 源 染 色 体 
[ 同 源 基 因 的 配对 (homogenetic pairing J]. 

可 能 是 由 於 梦 本 染色 体 组 问 在 构造 上 的 入 不 

相同 ， 或 由 故 特定 基因 作用 的 千 果 而 抑制 避 

份 同 源 染 色 体 的 配对 。 产 生 与 涯 多 信和 体 之 杂 . 

种 二 售 体 的 不 千 实 性 完全 属於 此 类 。 但 是 染 
色 体 组 屋 源 多 售 体 衙 生物 的 产生 则 可 恢复 其 

和 结实 力 。 此 衍生 物 一 旦 形成 后 ARPES 

ACRUBE, ATERACHAM RE. 

HT URARR— 
2 BARBS (segmental allopo- 

lyploids) : AMADA, BARA AVK 

二 价 和 多 价 体 的 特性 。 粗 合 在 二 信和 体 杂种 内 

的 吉本 染色 体 组 在 此 情形 下 是 邵 份 同 源 [ 近 
fa] Be{ homoeologous) UR MR AA ac Ay 

许多 部 份 有 天。 二 信 体 杂种 的 不 千 实 性 则 将 

不 明 需 。 它 与 第 工 类 相反 ， 邵 份 刁 源 多 信和 体 

会 玫 现 或 多 或 少 的 分 碾 。 其 产物 在 遗传 上 是 
极 不 平衡 而 且 不 千 实 的 。 因 此 部 分 丑 源 多 全 

体 阔 不 稳定 ， 但 由 分 胡可 以 产生 稳定 的 分 万 

体 ， 其 染色 体 和 组 成 不 是 同 源 倍 体 (autopl- 
oid), %@,404a 2H (genome allo - 

ploid) SE BIEN Sh } RIAL (segemen- ， 

tal alloploid) ° 

3 同 源 办 源 多 倍 体 (auto allopolyploids): 

因 坊 同 源 染 色 体 组 多 艾 二 信之 量 ， 所 以 一 如 

第 二 类 之 情形 ， 在 减 数 分 裂 染 色 体 配对 形成 

二 价 或 多 价 体 。 过 一 型 的 多 僧 体 可 能 会 大 基 
A RU LUREA TA RARESEHE 
状 。 

allopolyploid RBH Kihara and 

Ono »1926] : > 244% M (alloploid). 

allosome xt fagal Montgomery » 1906 }: 

RAHPREBLA), CRRABLAAS 

一 个 染色 体 [ = AREER (sex chromo- 

some) ] (O##@@ (autosome) ] 。 



allosteric “与 位 ( 酵素) | Monod and 

Jacob» 1961 ] : 一 个 酵素 (enzyme ) 

[ HRA (protein) ] 最 少 具 有 二 种 明显 不 

BBY SAl(receptor fy He —MA St 1s 

重 (active site) [ 或 催化 的 (catalytic)J: 

此 酵素 与 基质 (substrates) 和 结合 区 负责 重 白 
质 的 生物 活性 (biological activity) » A 

一 个 是 尼 位 位 置 (allosteric site) » EH 

其 他 低 分 子 量 分 子 的 互补 (complementary ) 

MSSEIHS Rem MF (allosteric effec- 

tor) » EREMUNRRAANS CHBAE 

Fo KH (bond) FEB ERRHEK 

作用 (catalytic activity) [ #RB4S 

加 或 减少 ] MRR CRRe KHKEBAR 

位 作用 子 间 ， 直 接 在 化 学 上 的 接连 以 及 在 酵 

素 分 子 内 ， 引 入 相似 的 改 权 作 用 而 造成 催化 

fr itcks [ 殿 位 的 转移 (allosteric 

transition)] 。 

RiLRREBBAAEMR (negative 

feedback) HIM TRAS RVERRE DH 

活性 上 他 膏 一 重要 任务 。 正 有 勾 策 (positive 

feedback) 控制 点 (point) 酵素 (enzyme) 

HAWES ARBRE - RPS BKK 

SU BARA, 2-HHRBrATARA 

BE RBC RUBKHSCBR TY 

PEEKS RMR HAR HARE SE 

A #p #1] (repression)[ Os & 4p 4] (end - 

product inhibition) ] 。 抑 制 物 (inhib- 

itor) 兹 不 是 一 个 基质 的 俐 脂 类 似 物 时 ， 屋 

位 抑制 作用 (allosteric inhibition)[ Mo - 

nod and Jacob» 1961) RReBRKE 

产物 抑制 之 名 称 [ K AE w HH (negative 

feedback control) ] ， 氢 民 位 抑制 或 活 

性 作用 控制 之 酵素 销 之 办 位 酵素 (allosteric 
enzyme) 。 BR RRABRUZRER 
明和 任何 小 分 子 ( small molecules) (包含 

ZA) 在 和 结合 位 胃 上 而 不 是 在 催化 作用 位 蔷 

上 的 相互 作用 (interaction) 。 

allosteric effect ALAS: —ABMATS 
SRS 3.42 BK (allosteric enzyme) {7 #3 

| BU AIR LRH Blactive site) 

ZERREKNBLBERE LSA 

法 而 影响 其 千 合 能 力 (binding) 或 活性 。 
allosteric effectors “与 位 效应 子 : 是 一 些小 分 
子 联 车 在 办 位 蛋白 (allosteric protein) 

allosteric inhibition 

allosynapsis 

allosyndesis 

allotopic AH Krocth: 

allotopic 

活性 位 置 (active site) 以 外 的 一 个 位 置 ， 

因此 使 蛋白 质 形 状 (shape) BAK Ml OR 
4x. #4 (allosterism) ; #42(allosteric) ; A 

位 效应 子 (autosteric effector) } o 

办 位 抑制 作用 : OF 
抑制 作用 (isosteric inhibition) 。 

allosteric preconditioning 办 位 预备 人 条件 LA/- 

pers and Paulus, 1971 ] : & fith+® 

4+ (preconditioning) © 

allosteric site #fy {uit l Monod etal.» 

1963 ] : thd REALE AR ARE oma wh 1h TE 
ff 2— MK 57 PEL 

aliosterism AU: 利用 特定 激 体 或 抑制 物 ， 

铀 季 栈 素 活 人 性 的 一 个 机 制 [ 殿 位 效应 子 (all- 

osteric effector)], PRHEKAUWHR 

位 酵素 (allosteric enzyme) 而 非 基 质 ( sub- 

strate iG» He A FR fi RF a B-ED 

FEHKLAD LHEBANKBEAR CH 

#B {conformation) o 

allosubstitution 界 源 取代 [ Karpetschen- 

ko» 1935 ] : ORE MRA chromosome 

substitution) 

BRE Sharp» 1943): 
> 8M #(allosyndesis) o 

RBM l Liungdahi » 

1924 ] : 843M (polyploids)\MIZ&RR 

(aneuploids) PH LAKE Al (fertilization) 

时 ， 全 由 相同 配子 而 进入 合子 之 完全 或 邵 

分 同 涯 染色 体 上 近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eolo- 

gous)]j，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杂 色 苯 配 对 (chromo- 

some pairing) RAMS TUR : 
1 <= RRS (complete allosynde 

sis) MA RABMRE RARE (allosyn- 

detically) 的 配对 。 

2 — 4 RBH B(one-side allosynde- 

sis) ; i —(BACT BH 2h BL RB 

会 的 配对 ， 而 由 另 一 配子 来 的 染色 体 则 不 配 
对 。 

3 CSEARBRRB (complete auto- 

-allosyndesis): 所 有 染色 体 发 生 部 份 同 往 ， 

部 份 屋 顽 联 会 的 配对 。 

allotetraploid ARO —HRARE 

二 僧人 各 (diploid) #86 (genome) 的 生 

% KX Bi —{fEHE (amphidiploid) ， 
1969 1 : 4 



allotype 

Fe RSH in se oe EM LBS E> 

(3 fk 2 — (AKL » 

allotype $28! : 883 3X(immunologists) 

用 此 一 名 词 以 代替 等 位 基因 (alleles) 。 

allotypic nuclear division ” 界 型 的 核 分 裂 

[ Strasburger» 1905 J: =mMRDR 

(meiosis)o © 

世代 交替 [ Hos 

meister» 1851 |: 两 个 或 更 多 世代 (ge- 

neration) 的 交替 ， 东 以 不 同方 式 繁殖 它们 

自己 。 由 世代 可 以 了 解 生 活 史 之 相 (Pphase)， 

hE RRM FR RARER 

一 个 有 性 和 和 无 性 的 交替 ， 标 少数 (原生 动物 ) 

是 以 不 同 的 无 性 方式 来 繁殖 。 假 如 生殖 方式 

间 的 交替 靖 不 很 明确 时 ， 则 谓 之 ”入 人 性 的 世 

代 交 替 “(facultative alternation of gen- 

eration) 。 假 如 交替 进行 是 傅 一 正确 已 

定 咕 序 进 行 则 此 现象 疆 之 ” 专 性 世代 交替 “ 

(obligatory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A) BIE FINS BL Hart mann » 1939): 

1 初级 世代 交替 (primary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 即 世 代 间 之 交 蔡 而 产生 

配子 ， 过 些 配 子 是 由 操 配 子 (agametes) 产 
Eo 

a 引 同 相 世代 交替 (homophasic alter- 

nation of generation) : 所 有 的 世代 在 任 

RRS (degree) KAAS [ B-BA 

色 体 和 组 的 数目 ] .[ = BE Ae (mono- 
phasic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fA 

世代 交替 (homogeneous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 同 源 世 代 交 赫 (homolo - 

gous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 。 

b) 2 ATER 2 #H(heterophasic alter- 

nation of generation) : 由 世代 间 的 交 著 

而 产生 配子 ， 由 人 它 产 生 的 所 配子 卖 现 各 种 程 

度 的 倍数 性 (ploidy) 。 世 代 交 若 和 极 相 的 交 
## (alternation of nuclear phase) 是 相互 

Mo [ = SKS (diphasic al - 

ternation of generation)» BAttRee 

(heterogeneous alternation of genera- 

tion) ， 对 偶 世 代 交 替 (antithetic alter- 

nation of generation) "植物 的 世代 交替 

(botanic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 © 

2 次 级 世代 交替 (secondary alterna - 
tion of generation) : 即 世代 间 的 交替 产生 配 

FUR AREA SRS B+ Mee. 
a) 世代 交替 (metagenesis) : 产生 配子 

世代 与 无 性 生殖 世代 的 交替 。 

b) B4 jfi(heterogony): 产生 配子 世代 
与 产生 单 性 生殖 世代 的 交替 上 = 循环 的 单 性 

生殖 (cyclic parthenogensis) ， 世 代 交 替 

(alloiogenesis) ， 配 子 愉 型 (heteroga- 

my)] 。 
3 无 性 世代 交替 (asexual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 即 生殖 产物 不 同 的 二 种 无 人 性 

ARR A KARE Grell» 1956 ] 。 
alternation of nuclear phase” 核 期 交替 : 与 

有 人 性 生殖 (reproduction) 和 配子 (gametes) 

融合 [ 合子 形成 ( formation of zygote) ] 

UR REAR (meiosis) AMBHEZESB 

RAH ERKRS. ERRATA SH 
(fertilization) Bij» 生物 体 是 单元 期 (haplo- 

phase) [ 配子 染色 体 数 (gametic chro- 

mosome number ) ] ， 绥 精 后 和 了 碱 数 分 烈 

前 则 是 多元 期 (diplophase) [ 合子 染色 体 数 
(zygotic chromosome number) ] © 

1 SFH+REAH (zygotic alternation 

of nuclear phase) : RRTABE KAT 
[ SFA B ( zygotic meiosis) ]. 

党 型 的 合子 核 期 交替 限 於 日 倍 笨 生物 

(haplontic organism) 

入 配子 的 核 期 交替 。” (gametic afterna - 

tion of nuclear phase ) : pa BT WH feac 
子 发 生 时 期 (gametogenesis) ， 过 型 是 发 
4 9S 二 倍 条 生物 (diplontic organism) 。 

3 中 略 型 的 核 期 交替 (intermediary 

alternation of nuclear phase ) : 在 二 倍 笨 生 

物 (diplontic organism) Py RT We 生 在 

二 信和 体 世 代 胞 子 发 生 时 期 (sporogenesish 

alternative distribution ”相间 分 布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裂 时 ， 易 位 (translocation) RAH 
RRS Dew ( 包含 四 人 条 或 更 多 的 染色 

8 ) 其 郑 近 中 和 节 (centromere) 向 相反 的 恩 
957% (spindle polor) 排列 而 相间 的 染色 

体 则 分 7B) A8 eR (CM 2c). ORE 

BS >» FARE RMI (adjacent dis- 
tribution) 多 。 形 成 链 时 则 二 型 之 分 布 其 频 

率 大 和 缴 相 等 。[ 它 障 近 分 布 (adjacent dis - 
tribution) ] 。 

alysogenic “” 非 溶 源 的 : BATE BN doe 



(lysogenic bacteria) 内 对 无 啦 菌 体 原 敏感 

fF FE BB AE 

amber mutant ”琥珀 突 释 体 [ Epstein, 

Steinbeg and Bolle, 1963 ] : 由 链 终 

st. $4 -F (chain terminating codon)U AG 

REPAIR AStE fo] Fe HE [ 在 信息 RNA(mes- 

senger RNA) 内 ] . BIA KR—(AM BI 

REA XP (nonsense mutation), RS 

特定 抑制 因子 时 ， 则 於 生物 体内 (in vivo) 

FRA Et, PILE (peptides) BH He 

A. RIPPER SREY BREWER 

fT, D 染色 体 租 的 一 个 突 释 型 上 ， 它 在 大 

Be CR63(Escherichia coli CR63) 

[ 一 阻 遇 因子 (fsuppressor)] 上 能 形成 疫病 ， 

但 在 大 肠 株 菌 B (已 . coli B) 或 其 衍生 物 
S/6 上 则 不 形成 疫病 。 

i RP RAH |, HBR RBI 

会 阻碍 多 胜 肽 之 合成 (polypeptides synth- 
esis) . (ARES HH fh MRHBAT KE 

az “ ff ” (ochre) Ligh “ BRIA” 

A), MEH=RIB (triplet) 是 UAA 。 
A RIAA 7 OER . FE REE 

ER 238 HF(suppressor)[ MBRIABA 
子 (nonsense suppressor) ] TUBA 

BMBRRERSETUAGMUAA, —f 
RER2 ES. RANMA [MBER A 

菌 阻 如 因子 之 品系 中 则 和 无 法 该 出 ; 而 可 能 影 

MRABMRNA (transfer RNA) RHEE 

AAARANBEBACH RRR . BABE 

APBRERE BEB HSER SEK 

EE RB BATA . ARAB AF LUA 

[Fi C3 AG Se SAS BEAL is Ee HBA 

WAT REEF RAM +. RASA 

T> UUPRRREARB—RSML. Bee 

FARA AF LAR ( 30 - 60 % ) 促进 多 

胜 肽 的 连 炉 ， 而 已 知 的 灰色 阻 晕 因子 则 较 馒 。 
[ > ®€& RAF (nonsense suppres- 
sor) ]o 

ambiguity ， 不 定 的 ; 不 明 的 : ate Fae, 
(genetic code). 

ambivalent 利害 二 值 [ Huxley » 1955]: 

84 HAG HAA (advantage) 和 不 和 disad- 

vantage) —/FRA MER“ SSAS—1A ” 
( full ambivalent j 医 因 和 ”剂量 利害 二 值 ” 
( dosage ambivalent ) 项 因 间 有 一 区 别 , 前 

15 

am DNA 

amencphily 

ameiosis 

ameiotic parthenogenesis 

amino acid sequency 

者 正和 负 的 效果 发 生 在 办 质 千 合体 (Aa ) 和 

ALAA (aa) 二 者 上 ; 后 者 之 更 化 效果 

ARR ARAB (aa) MHRA AHS 

则 有 更 强烈 的 效果 。 
( 友信 息 DNA) : 反 信 息 DNA 

(antimessenger DNA) 之 简写 。 

风 媒 。 

无 减 数 分 裂 : 减 数 分 烈 失败 而 由 一 种 
棚 分 裂 (nuclear division) 所 取代 ， 但 此 一 

Kt 裂 冰 不 减少 它 的 染色 体 数 。 

无 减 数 分 烈 的 单 性 

“+E White» 1945 ] : RRDR(meio- 
sis) 完全 被 抑制 的 单 性 生殖 (partheno- 

genesis) o 

amino acid. 胺 基 酸 : 有 蛋白质 (protein) HE 

策 区 集 ， 自 然 界 有 20 余 种 普通 腕 基 酸 如 L - 

YRS HEM (L-stereoisomere) o TAK 

BRM BARR AME. (8 HEE (R) 
而 与 其 他 的 腕 基 酸 不 同 。 

i, ee 
H-——N 世人 

| Fay 

在 一 胜 肽 (Peptide) REAL, Ree 
酸 的 直线 排列 谓 之 腕 基 酸 顺序 (amino acid 

sequence), 而 它们 的 排列 是 受 和 遗 传 决定 的 

[ >t 18482F (genetic translation) ] 。 

amino acid activation 。” 胺 基 酸 活化 : 蛋白 质 

合成 的 第 一 步 [ at 18 (genetic trans- 

lation) ] 使 一 腕 基 酸 与 腺 苷 三 磷酸 (aden - 
osine triphosphate) 作用 ， 此 作用 受 一 特 

定 胺 基 化 RNA 合 成 酵素 (aminoacyl RNA 

synthetase) 之 催化 而 加 速 。 而 第 一 个 作用 
产物 是 一 个 腺 苷 胺 基 酸 (amino acid adeny- 

late) ， 它 需要 的 能 源 则 保留 到 第 二 期 [ 将 
胺 基 酸 附着 到 一 特定 的 tRNA 分 子 ] LOR 
##@RNA (tRNA) ] 。 Rt FF (adeny late) 将 

MRNAS (enzyme) 上 ， 一 直到 将 它 村 
移 至 运转 RNA 分 子 。 相 同 的 酶 杰 有 催化 转 

移 之 作用 。 

amino acid attachment site 胺 基 酸 附着 位 置 : 
- OMRNA (tRNA) © 
amino acid sequency ” 胺 基 酸 顺序 : 腕 基 酸 在 
胜 肽 (peptide) 或 蛋白 质 (protein) 上 之 直 
线 排 列 。 



amino acid side groups 

amino acid side groups 

H& (amino acids) o 

amino acid adenylate ARMAARILT Mets: A 

RB  AA~ AMP “在 蛋白 质 合成 过 程 时 ， 
腕 基 酸 和 它 的 承接 tRNA(adaptor tRNA) 

[> k# fF (adaptor molecules) ] 形 

成 共 价 键 (covalent bond) 前 的 中 间 产 物 

(intermediate) 。 

胺 基 酸 的 侧 群 : OH 

amino aciduria 

而 使 尿 流 中 含有 一 或 更 多 的 胺 基 酸 及 不 正常 

的 含量 。 
aminoacyl synthetase faeMRSRAS: 在 蛋 

和 白质 合成 上 的 一 个 活性 化 合 物 (AA-AMP) 。 
其 作用 一 如 形成 在 胺 基 酸 和 运转 RNA(trans- 
fer RNA) 间 共 价 键 (covalent bond) 的 

中 间 产 物 。 此 活性 酵素 是 胺 栈 基 运转 RNA 合 

BiB (aminoacyl-t RNA synthetase) 。 

aminoacy!_tRNA synthetase fxMR sees 

RNAGQRMS: 使 20 个 胺 基 酸 具有 活性 , 形成 

ie it Hk Ae EF BS (aminoacyl-adenylase) 

[ >t (#898 2E (genetic translation) ] 。 

NERA RAKBHMPRh, KB200F 

定 合成 酵素 的 任何 一 个 活性 胺 基 配 被 转移 到 

一 特定 运转 RNA (t RNA)» MPR 
#188 RNA (aminoacyl-tRNA)o #7EHR 

i HEBRN A 由 信息 RNA(message RNA) 

基本 顺序 的 三 联 笨 (triplet) 能 辨别 特定 的 

胺 酿 基 tRNA ， 而 活性 胶 基 酸 就 合成 到 多 胜 肽 

中 (polypeptide) 。 

胺 醚 基 tRNA 合成 酶 的 催化 作用 是 : 

+1 AA (FRR) +ATP+E ( BR) 
—  E-AA-AMP+PPo 

2E-AA-~AMP+tRNA=E+AA 

一 tRNA+AMP。 

He SRR IE tRNA 合成 酶 对 RNA 合 成 

(RNA synthesis) 之 调节 作用 ; 酵素 抑制 
作用 (repression) 和 基因 间 之 阻 巡 作用 (sup- 
pression ) 上 亦 很 重要 。 

amniocentesis ”羊膜 放 液 穿刺 入: 在 子宫 

(utero) 内 ， 月 断 遗 传 翼 党 的 一 个 过 程 ， 利 
AA) St RSE BRK (amniotic fluid) 刺 

RAAT BR. HABA C MARR @ 

(RH Hi WRERRPHRR 

(ffetus 竣 到 某 些 遗传 和 染色 体 人 缺陷 之 影响 。 

羊膜 放流 穿刺 术 能 增进 遗传 原 问 (gentic 

胺 基 酸 尿 : 由 於 代谢 的 过 失 ， 

counselling) 工 作 ， 利 用 羊膜 放 菠 穿刺 了 本 有 
=PREBRRTEAZER: 1 染色体 的 

AHH (disorders [| 利用 和 胞 坛 状 站 决定 

BH), 2 由 钴 通常 在 坛 养 的 羊膜 和 粗 胞 中 ， 

RA-REM ATES RK XK BRR 

色 体 的 险 性 人 条件， 而 不 能 使 生化 的 伤害 在 羊 

腊 液 中 被 测定 ， 但 却 可 以 测定 致死 之 性 别 是 

男孩 或 女孩 ， 若 发 现 有 缺陷 ， 则 座 拿 除 ， 而 

BIRR AE RT 亦 不 鼓励 使 用 於 使 孕 时 ， 

因 赁 某 些 疾病 有 少 於 1 多 的 发 生机 会 。 
amino group “ 胺 基 : —NH, ,化 学 上 的 一 个 

基 (group) ， 通 常 由 於 沃 加 一 个 质子 (pro- 
ton) 形成 一 NH3 MAMA 

amino terminal ”和 腕 基 端点 : 多 胜 链 (poly- 

peptide chain) 具有 游 砍 a& HE ( a- 

amino group) 的 一 端 。 

amino terminal end fx Resta ye: SHAK 

FR Sita 7 — Tie REGS RE BE 

amitosis #424 [ Flemming» 1882]: 

7R ARS A HR (mitosis) 过 程 的 核 分 裂 

(nuclear division) [ “HRB” (di- 

rect nuclear division)]。 在 典型 之 情况 下 ， 

KAT RAS -HRAPASMIAR: MA - 
$e 3: PEAR RRS. ONE 45 $44Hf (spindle) 

ZK: RRO RRERK RERRE—E2R 

Bit F (protists)., PREHBDWEBt 。 

PREG BH 4b (nuclear fragmentation) 

Tl GRRRMT RS MD RR. 

amixis #642[ Burnett» 1956 ] : 
4+ Hv + RAK (mode of reproduc- 

tion) [> Ra 4 (heteromixis)» Bae 

生殖 (homomixis) ] 。 没 有 有 和 码 生 将 的 主 

Bah MABtRAR ER RMSE AR 

(preconjugation) AIRED WH (post- 

meiotic) 7A (EBStmllA Reet 

殖 (apomixis) 之 名 称 ]。 

amnion “羊膜 : 到 鼻 类 (reptiles)、 ann 

哺乳 类 (mammals) AOR BER MRBH 

RRA BSl-CeHlLkeia 

(epithelium). SeERAO Ay at | XRF RS 
io (Alt —% sik SRS HB RE (sac). 

H+ | BORDA GH 7 RRENR (chorion) ASA 

Fy EAR BE BEE BE BS HR RR RE 
amniote 具 羊 膜 的 : LA AKER | We 

盘 类 、 包 类 和 哺乳 类 ] KRARFRARR 

Ee 



表 1 

17 amphikaryon 

: RHR BER, 

7S St Be 
7+ ao SY Bt» 但 无 表 型 效果 
十 /十 AN Sy Bie 

+/a a, SBE, (Bede aR 

+4 al ayao TEs HAA REN A115: 1 

+A al al DREs RRR 3: 1 

ai 7a 不 分 万 

alAal as DRE RRB RR 3: 1 

(allantois) 的 。 

amoeboid movement #}78j28): 组 胞 运动 

AAG HAM BBB (cytoplas- 

mic streaming) 流向 细胞 伸展 处 而 形成 

ff ke (pseudopadia) 。 

amorphs “无 效 等 位 基因 [ Muller+1932): 
> #{z2% A (allele) o 

amphiagamospecises reer (Tu- 
resson» 1929 ]: 一 物种 (species) 包含 

— FREAK EA HW (facultative sexual 

biotype) 但 其 生殖 过 程 主要 是 无 性 生殖 种 
的 (apomictic) [> Maes MH (agamo- 

species)» #ak4 54 (apomixis) ] 。 

amphiapomictic ”有 性 无 性 生殖 个 体 的 [ Tx - 
resson » 1926 } : 部 分 有 性 生殖 (repro- 

duction) 邵 分 无 性 生殖 繁殖 的 生物 型 (bi- 
otype) [> gage si (apomixis) ] 。 

amphidiploid #8—/{298 [ Navashin» 

1927 ] : 四 信和 体 [ 染色 体 组 民 源 四 信和 体 
(genome allotraploid)] 的 种 间 杂 种 ( Bm 

fate)» HbA SHAE PRE RA 

四 信和 体 ， 伙 二 信和 体 (didiploid) » #f@— 
体 (double diploid) ] 二 伪 体 的 染色 体 租 成 

RE HEA MY, ANID He 

(chromosome complements) o #(#—fF © 

Oak hy — FS EH A EH BAA (chromo- 
some set) 间 非 常 的 不 同 产 人 性 (nonhomol- 

ogy) ， 所 以 在 减 数 分 烈 时 染色 体 配 对 (ch- 
romosome pairing) 困 8 交 ， 故 一 般 是 不 

稚 的 。 染 色 体 数 加 售后 ， 则 可 以 除去 不 稚 性 

ike REMAN ER 
(hybrid diploid) 具 有 更 大 的 活性 (viabi - 

lity) ABR (competitive ability) © 

Is REE EA SERB wma LOR 
RAs (alloploid)]). —<#_WwehbR- ee 

型 之 每 一 遗传 基因 座 ,在 复 二 信 中 都 发 生 四 

次 ， 东 表现 有 关 的 等 位 基因 ( allels ) Pat 
(segregation) 。 假 如 出 现 一 显 性 等 位 基因 
(+) AUR BERS RAW OR. RBM 

个 的 发 生 ; 因 在 复 二 伪 体 中 东 无 多 价 体 

(multivalents) H#BRK(R#1)]. RTE 

一 称 性 基因 在 玫 型 中 表明 它 自己 的 表 型 ， 在 

基因 座 上 必须 有 二 独立 的 突 败 发 生 。 在 二 坟 

FY ABEA (gene) RRT MCE E- 

amphigamy “受精 作用 [ Renner » 1916 ] : 

| — + MIR RRA TOBA (conju- 
gated pairs) HBR [ o> # BA (dikaryo- 

phase)]。 假 如 人 受精 作用 立刻 发 生 在 一 核 融 

合 (karyogamy) 人 后 ， 汪 过 程 铀 之 两 人 性 融合 
(amphimixis) [ Renner,» 1916 ] 。 

2 正常 受精 过 程 [ Battaglia» 1947) 
amphigony ”二 性 生殖 [ Haeckel ]: RB 

4+ $A (parthenogenesis)HR> BA LAE 

Al (fertilization) 的 生殖 (reproduction)。 

amphihapioid #9 Bf=#@l Zukov» 1941 |: 

由 篮 二 信和 体 (amphidiploid) [ RRaRe 
(allotetraploid)] 产 生 的 “ 单 合体 “(haploid) 

[ 殿 源 二 信和 体 (allodiploid) ] #( Ols- 

son and Hagberg, 1955 ) 。 

amphikaryon ##484#%[ Boveri» 1905]: 

由 受精 作用 (fertilization) 产生 的 合子 

(zygote) 之 权 (nucleus) 。 



amphimixis - _ 

amphimixis 两 性 融合 | Weismann» 1891): 

Gd $8.42 + 58 (apomixis) HR» BALM 
(reproduction), —fic-+ (gametes) 的 融 

Fpo RO Bc FE eh MEE (dioecious) 

生物 产生 [ > & RS (automixis) ] ， 则 

两 性 融 人 台 是 一 种 杂交 (cross-fertilization) 

ZH Ro 

amphiorientation 3 [a]? OF a © Gy HEF 

(centromere orientation) 。 

amphiplasty §8#S28% : Hal tees 

Rk» BERRA LAAN. Ke 

BoE Go: fh 28 A A ef SZ “ D 

Base ste &” (differential amphiplasty ) 。 

amphiploid #24298 [ Clausen» Keck 

and Hiesey» 1945 ] : 在 型 式 上 不 是 部 

Tt RU SEB (segmental allopolyploid)， 

iu fh 5 Ai 2 i SERS (genome allopoly - 

ploid)> [Fj je Bes =H ( autoall poly- 

ploid) HE BS (aneuploid) ( 增加 或 取 

代 外 来 的 单 狐 染色体 ) A TARB. [LO RRG 

## (alloploid), £j/A=—42-# (allodiploid) J. 

amphitene “个 冰期 Janssens » 1905 ]: 

一 偶 绛 期 (Zygotene)o 

amphithallic ”区 菌 核 生 殖 的 [ Lange ， 
1952 |] : Hak $4 (heteromixis) o 

amphitoky jHyEztt+ FS [ Leuckart » 

1857 ] : B+ (parthenogenesis), 

amphogenous 产生 等 性 比 后 裔 的 [ Vandel» 

1945 ]: BEKO 1: 1 EAR BK 

的 雌性 个 体 [ > BA ay (monogenous) » 

# #244 (thelygenous) J 。 

amphoterotoky HEE + 5h: = Hii Bie 

生殖 (amphitoky) [ > B tt + 4(partheno- 

genesis)] 。 

amplicon #@X/1EL Lima-de-Faria et 

1973 ]: 一 个 染色 体 (DNA) 的 部 位 ， 

因 参 与 基因 扩大 (gene amplificantion ) 

ne 2RAHL OS 重复 DNA (repetitious 

DNA)] © 

ampoule “ 壶 腹 玻 管 : 一 个 密封 玻璃 容器 。 通 
常用 於 装 一 定量 的 挥发 件 化 合 物 或 蒂 流 。 

amylase RAB - 

amyloplast eB) Erreras 1882]: 

Fi AA GE TR 1D 5 — AE ABS (leuc oplast) 

[OBA (plastid) ] s 

al. 

anaerobe RAN) : 能 网 在 无 氧 下 生存 的 细胞 。 

anaqenesis ” 租 织 再 生 ， 前 进 性 演化 [LRez- 

sch» 1947 ] : 前 进 人 性 演化 (evolution ) 产 

后 新 的 器 官 (organs) 构造 和 构成 大 和 粒 。 

Huxley & (1957) 租 筱 再 生 是 在 演化 过 

程 上 ， 从 特定 BEERS ELEDK 

进 的 程度 和 所 有 形式 的 一 个 名 称 [ 分 枝 演 

化 (cladogenesis) ; 稳定 发 生 (stasigene - 

sis) ] © 

anaphase 和 后 期 [ Strasburger » 1884 ]: 

> ARPR (mitosis) »> RRR (meio- 
sis) 。 

anaphase movement (FER: Oo #6 Wis 

#) (chromosome movement) » 

anaphase separation (£HA5>B# : AMAR 
(mitosis) MB—RMRFR (meiosis IT) 

的 后 期 ,每 一 染色 体 (chromosome) 上 染色 
53 #8 (chromatid) #97 Rio FEB — mM BT BW 

fei» oy RE ERR KK CF 1K MP ( 

bi-or multivalent) 的 配对 ， 在 所 有 情形 下 ， 

5} EER #5 $848 (spindle) 偶然 的 参与 分 烈 

的 过 程 。 

anaphragmic ”补偿 突变 : 去 除 一 种 抑制 的 影 

BE TT GE Fe AE BES tt (enzyme activity) 

Ie NH RS 
anaphylaxis js TERA > 

anastomosis = 吻合 术 : R— ER RSHE 
34 (tubular vessels) RAEHK—AT UR 

anastral mitosis ”无 星 分 裂 : 发 现在 高 等 植物 

的 一 种 有 糙 分 裂 (mitosis) o BER A ti BS 

(spindle) ， #112 4 LAL (centrioles) K 

星体 (aster) o 

anauxotrophic 

totrophic) o 

andro-autosomes ”雄性 体 染 色 体 [L Yama- 

moto» 1938 |: BARRERA 

(autosome) [@ #772 6M (gyno- 

autosome)] 。 

androdioecious ttt RH: Om Be 
(dioecious) o 

FR : = 原 养 型 的 (Pro- 

androecious Pie teil v .Uexkull - 

Syllenband + 1901 ]: 只 具 雄 花 的 植物 

E > 纯 皮 植物 (gynoecious) ] - 

androecium 52#¢[ Roeper | : FAH 



tr 

MEEMBE, TEBE (stamens) 7RR> 
androgenesis 《雄性 生殖 [ Ver worn » 1891): 

雄性 日 性 生殖 (parthenogenesis)， 亦 即 和 从 

一 雄 核发 育 的 单元 体 胚 。 和 与 由 不 完全 受精 卵 

产生 的 母 本 单元 体 (gynogenesis) 相 反 。 它 
是 由 植物 胚 襄 的 另 一 杉 因 受精 或 受精 卵 的 退化 

或 与 多 胚 性 (polyembryony) 有 天 的 其 他 楼 

或 胚 圳 而 来 的 。 在 雄性 生殖 情形 下 ， 母 本 之 

极 不 是 消失 就 是 在 与 卵细胞 受精 后 不 具 活 性 ， 

因此 单 信 体 只 包含 雄 配 子 的 染色 体 和 组 FI 

适当 的 租 胞 学 或 遗传 标 规 基因 ， 雄 人 性 生 将 很 

容易 辩 明 。 

androgenous ith): 只 产生 雄性 后 裔 [ 咱 
#98 &)(gynogenous)} 。 

androgea #33: A AREER RIESE 

物质 。 

androgynous MERIHRH : HAR RAK 

7 ALE TERS TAD [ = 8 AR HR (hermaph- 
roditic) ] 。 

androgynodicecious MRK [ Daru 2， 
1877 ] : >A EH (dioecious) 8 

andromerogony §AK SS#q : Sch MERA 

fee BIB o 

andromonoecious “雄性 两 性 同 株 ( #8) 
[ Darwin» 1877 ] : O**#AP (mo- 

noecious) 。 

androsome “ 限 雄 染色 体 : 完全 发 生 於 雄性 种 

AR (germ line) BAM RAH RHR 
EATER SES > DN eae 

系 中 出 现 [ = RARE (male limited 
chromosomes)] 。 

androsporogenesis 雄 孢 子 发 生 [ Battea - 

glia» 1955 J: = 小 孢子 发 生 (microspo- 

rogenesis) 。 

anemia Bn ° 

aneucentric ” 非 章 中 和 节 的 : hh Mpa Bee 

( monocentric chromosome ) 形成 具有 
多 於 一 个 中 区 (centromere) [ 允 中 和 节 (dqi- 

centric), 三 中 节 (tricentric) Wee ] # 

@ #2 (chromosome) fj # o 

aneugamy “ 非 整 受精 [ Austin: 1960]: 

不 正常 受精 过 程 。 一 多 信和 体 之 卵 和 一 正常 精 

子 或 一 正常 卵 和 一 个 二 任 体 精子 的 受精 。 
[ $ # (polyandry) ,多 峻 (polygyny) J. 

aneuhaploid 非 整 单 倍 体 [ Kimber ond 

aneurin 

Riley» 1963 ] : > #44 (haploid) 。 
aneuploid Reyee [ Tackholm » 1922): 

一 物种 的 罗 胞 或 个 笨 ， 较 基数 多 出 一 、 二 休 
或 许多 人 条 染色 体 上 = AF HRanorthoploid)]. 

刁 数 体 是 愉 倍 体 (heteroploidy ) 的 一 种 形式 ， 
以 及 由 下 列 因 子 在 同时 或 物理 和 化 学 因子 作 

Ak, BERK tA : 

1 在 有 入 或 减 数 分 裂 中 ， 染 色 体 的 囊 失 

造成 具有 亚信 体 染 色 体 数 (hypoploid chro- 
mosome number) f§ (nuclei) 的 形成 。 

2 ZEA IR BF BUY APE (n on -dis- 
junction) ii #4 85 Ale HB 4Z(hypo- and 
hyperploid nuclei) 的 形成 。 

3 多 合体 沽 数 分 裂 时 ， 不 规则 的 染色 体 

分 伤 ， 尤 其 是 在 非 偶数 (uneven number) 染 
色 体 组 (chromosome set) [ 如 三 信和 体 (trFi - 

.ploid) ， 五 售 体 (pentaploid) 等 ] 。 

4 REMAN AID MBIT MB (daugh- | 
ter cell) 的 多 极 分 裂 (multipolar mito- © 

sis) 。 而 能 形成 “SUR” (mul- 
tiform aneuploid )[ Bédk» 1945], 

RFE AR (tissue) HO MAAR 

县 数 体 染色 体 数 的 特性 。 

“ 亚 (hypo-) 和 “ 超 “(hyper-) 之 字 首 

於 单 合体 ， 二 和 售 体 或 多 信和 体 ， 可 以 做 仿 丑 数 

体 染 色 体 数 的 分 类 。 

在 二 信和 体 之 例 中 ， 执 对 杂 色 体 (nulli- 

somic) [ 缺少 一 对 染色 体 2n-2 ], BR 
#8 (monosomic) [ 缺少 一 条 染 色 体 2n-1 ]， 

= iH (trisomic) | 多 一 休 染 色 体 2n+1] 

AiR (tetrasomic) [ 多 一 对 染色 笨 2n 
+2 ] 问 有 明显 区 别 ,假如 染色 笨 之 增加 或 减 

少 是 多 於 一 特定 染色 体 或 一 染色 体 对 ， 则 此 
逢 情形 之 特性 可 以 用 “双重 外 染 体 “(qoub- 
ly monosomic ) ( 2n 一 1--1)》 或 “总 重 三 

染 体 “( doubly trisomic ) 2n+1+1) 等 

之 名 稀 s lo REAM (pseudoaneuploid)}. 

aneuploid raduction AAMRMR : Hr 
SH (linkage group) 数目 的 减少 而 降低 了 
#44 % (genetic variability) . RB® 

ZAI D WE (species) RULER AD 

Bf ARERMNAAAACHRE He 

情形 下 产生 标高 程度 的 恨 质 性 ， 同 时 芝 需 要 

在 新 地 区 重复 形成 群落 。 
aneurin tAPRERIE: = HESRB, © 



aneusomatic 

aneusomatic fAlg@@Se Suh) : 个 体 的 组 胞 具有 

HRA LARD RAHA (heteroch - 
romatic)] ,#tBLO B-#E (B- 

chromosome) ] 或 是 具有 整数 (euploid ) 

Al BUS (aneuploid) 的 。 

angiosperm 被 子 植物 。 
angstrom 7386 A> REMiro—» RH 
BRTLK)) 1A=107%cm- 

animal pole 动物 极 : SHES MMH: Bb - 
SR BERS SNe o 

anion (f23¢-+. 

anisogamete “及 型 配子 : > KAc4s 4H (ani- 

sogamy) ; 44 (gamete) -= 

anisogamy SAC+ 58 : 受精 时 配子 (gamete) 

之 融合 ， 因 大 小 (size)， 形 状 (shape) 和 行 

f§ (behavior) Ms. HERAT ia) 
RASHRERZCAR: b) 只 有 大 小 或 c) 大 小 和 

形状 ， [ 在 极端 之 例子 坑 殿 配 生 殖 《ooga- 

my) ] 。 要 配 生 殖 能 发 生 在 瑟 母 细胞 生殖 

(gametogamy), 配子 器 内 受精 (gametangic- 
gamy) 或 体 细 胞 生殖 (somatogamy) 中 。 
anisomeric 24899 [ Sirks» 1933 J]: 天 

於 不 相等 基因 (non -equivalent) 之 相互 作用 

(interaction) [ 叱 基因 相互 作用 (gene 

interaction)]， 而 产生 一 特定 之 麦 型 (phe- 

notype (>) ¥ 24% 性 (isomeric) ] 。 

anisotrisomic “ 界 三 染 体 [ Renner » 1949]: 

C>= #8 (trisomic) 。 

anlage 原 基 : 
1 在 遗传 上 原来 是 一 “遗传 的 因子 

( hereditary factor) [ 现 由 “基因 

(gene) 取代 ] 。 
2 在 胚胎 学 Gewgt ks BRA 

物 发 育 的 原生 组 胞 群 (primordium or 

cell group) 。 

annealing = i® : i295 BUY RDN ARES 
My TERRE PE REWABUR: eA 

法 可 以 测定 任何 二 种 DNA HREM 

RRR AMR RSH) HE RAK. 
annidation “AER [ Lud ig » 1948): 

—RaBE (mutant) Fi AEE ERB EH 
BA, THERA PER BECRBAAS 

ARES SRF» ONRERERFo 4 RR REE ZEAL 

(evolution) 的 因子 。 

annulate lamella 环形 层 [.Sxzzirr，1956 J: 

组 胞 质 的 配对 (pairs) KAS K(intranu- 

clear membranes) 排列 成 平行 棒 [par- 

allel stacks) 以 及 包含 定期 之 玻 形 位 置 。 
annulus 环 [Cellcza and Tomlin: 
1950 ] : 叫 核 孔 (nuclear pore), 

anode fem 。 

anodontia #5: K#eRDFRB- 

anormogenesis REREA: ERRRBAA 

i +65 & F (development) 过 程 MREER 

发 育 (normogenesis) 因而 造成 畸形 {mal- 

formation) RAF (lethality) 。 

anorthogenesis ”和 绞 花 演化 : 前 适应 (pre- 
adaptations) 在 演化 上 之 通 应 的 改 释 = 上空 

ii FH (adaptation) ]} © 

anorthoploid 244248 [ Winkler » 1916 ] : 

= 2% # (aneuploid) 。 

anorthospiral “平行 螺旋 : O KERR 

(chromosome coiling) 。 

antagonist 对抗 的 : 一 分 子 具 有 和 与 第 二 个 分 

子 大 邵 份 的 构造 相似 性 ， 而 互相 吉 刍 在 第 三 

分 子 上 的 结合 位 置 。 

antenatal 出 生前 : DRED ERR 

antennae 99 。 

antepenultimate 倒数 第 三 。 

anterior 前端 : 动物 的 向 头 端 。 

anther 花药 : HER (stamen) 产生 花粉 粒 
(pollen grains) 的 部 分 。 [ 全 小 孢子 发 生 

(microsporogenesis)] 。 

antheridium 73% [ Bischof f% 1835 ] : 

在 蕨 络 (ferns) ， 鲜 苦 (mosses), BA 

(fungi) 和 裸子 植物 (gymnosperms) 产生 

RERCT REACT RE [ ACF RE (microga- 
metangium) ] [c>@ 9p $(archegonium) }. 

anthesis 开花 期 。 

anthocyan 7(#3 。 

anthropoid A 4% o 

anthropometry ”人体 测 量 学 。 
antiauxin 抗 激素 。 

antibiotic ”抗生素 。 

antibody ”抗体 : 发 现 於 血清 (serum) 的 一 种 
蛋白 质 ， 可 以 由 它 和 与 一 抗原 (antigen) 或 畏 

抗原 (hapten) 之 特定 反 话 而 表现 出 来 。 

anticipation SHEE: 在 早期 某 些 疾病 的 

可 能 癸 向 ,而 在 连 糟 世代 中 更 增加 其 岂 重 性 。 

anticodon 反 字 码 子 : & tRNA 的 一 特定 核 苷 



酸 三 联 体 (triplets) 。 它 与 mRNA 核 苷 酿 

三 联 体 之 FF (codon) RA HH(com 

plementary) 。 反 字 码 子 久 特定 tRNA ( 其 

Li BREE ) 分 子 与 信息 字 码 子 messerr 

ger codon) fFFA» 3h ait #2F (ge- 
netic translation) ， 将 腕 基 酸 播 人 正 生长 

th SHE AK (polypeptide) 的 正确 位 置 。 [ 叫 

承接 假说 (adaptor hypothesis); 顺序 假说 

( sequence hypothesis ) ; 接 气 说 (wob- 

ble hypothesis) 等 ] 。 

antigen Hm: 任何 一 种 物质 ， 被 注入 在 椎 

动物 体内 人 后， 可 以 刺激 此 动物 产生 抗体 (an- 

tibody) 以 中 和 此 一 物质 的 作用 ， 此 一 物质 

BRR 。 
antigenic determinant “抗原 决定 子 : 可 被 抗 

体 活 性 位 置 (active site) 所 辩 如 的 化 学 构 
造 ，[ 上 比 巨 大 分 子 (macromolecules) 仿 

小 的 分 子 ] ， 抗 原 决 定子 参与 决定 抗原 一 抗 

体 间 相互 作用 的 专 有 性 (specificity) 。 

anti-inducer 抗 诱发 物 : VA BR 4y (indu- 

cer) 造成 之 抑制 操 绕 子 operon) 盖 发 的 化 

BM: RBETREBOR SAG + 

(repressor) FREREMH-BR 
&A® (repressor-operator complex)o 

Kt RWARBE DS SERED Hox 

作用 子 和 结合 抑制 物 (operator -bound re- 

pressor) 相 烙 合 。 

anti-messenger DNA ” 抗 信息 DNA : 受到 全 

据 RNA 之 DNA 聚合 酶 (polymerase) 由 

MARRS (reverse transcript) 4, 

而 由 信息 RNA MMH—i DNA 股 。 
antimetabolite ” 抗 代谢 物 : 与 主要 代谢 物 相 

似 的 一 化 合 物 ， 兹 能 烙 合 取代 此 代谢 物 。 
antimitotic RARDR: 物理 或 化 学 的 刺激 
(stimuli), EARS WRB (mitotic cy- 

cle) E+ ARUBA. RARD Ae 

ERM HE BS HH (flow) 或 共鸣 (reso- 

nance)|if) FB Hk SRS UR ARES 

素 之 阻止 而 于 援 代谢 过 程 (metabolic proc- 

esses) Myf #2[ Wilson» 1965 ] 。 

“ }#48 BS ” (spindle poison) 影响 

FERRE th PL AE if 95642 (spindle) 

的 形成 和 ”前 期 毒害 ” (prophase poisons) 

HED ABM He RNS RAR 

FS fh BA [OARPREE (mitotic 

2| antisuppressor 

poison) Jo RAMA ZETA ORE 
道 源 ( mutagenic) 或 所 放射 源 (radio - 

mimetic) 作用 结合。 [ O & ti (mutagen)> 

RRR (radiomimetic) ] 。 

antimorphs 反 效 等 位 基因 [ Muller,1932): 
#142 % A (allele) 。 

antimutagenic ” 抗 突 光孝 | : ANA HE ERE THE 

URGE B (mutation) ， 而 使 速率 降低 的 

WA. RBA SEA A WO “ RASA "(pro- 

tective agent) BY {EDN AZ 8 RIB ES 

(repair) HAUSA RESAR AA 

作用 之 因子 ; Ree RAM R, See 

AAEDMMARE- KH ea, HRY 

RICE), HARARE S 

Fl 0 
antimutator gene FQ RMR [ Drake and 

Allen» 1968 ] : fERRIEX ## (muta — 

tion rate) MATER FMEA. RRMEAPRE 

MBAR (replication) HRMAKER 
[o> XBR (gene mutation) ] 。 突 儿子 

(mutator) Al RE AHS Ev BDNAR A 
> SR RL—MRE BR ABRORELE 
用 。 

antipodal jy iF Mifa- 

antipolarity 反 极 性 [Tio and Crawford» 

1965 J]: 位 於 最 靠近 4M F (operon) 

$20 5) — A SC, OF dete ep 
(polar mutations) REMBKEB. [Om 
性 (polarity) ] 。 

antirepressor HMI [ Oppenheim et 

al. , 1970 ]:—BERHED HB 

制 物 (repressor) 而 废除 抑制 作用 。 抗 抑制 

物 能 使 抑制 物 成 不 活性 ， 东 在 DNA 上 与 抑制 

QDRAEAME RAB SMD 

制 之 转 儿 作用 。 

antiserum “ 抗 血 清 : 含有 抗体 (antibody) 的 

血清 。 

anti-sigma factor icf :RNA 聚合 酶 ( 

RNA Polymerase) 的 v 因子 (sigma fac- 

tor), 抑制 辩 吉 起 始 位 芙 的 一 种 蛋白 质 。 
anti-specificity factor 反 专 有 性 因子 :阻止 辩 

ZORNAK G8(RNA polymerase) 上 起 始 

fifi (initiation site) 的 蛋白 质 ， 在 T， 

听 菌 体感 染 体 ， 合 成 一 个 反 专 有 人 性 因子 。 

antisuppressor ” 抗 阻 遇 物 :能 消除 阻 蝎 作用 的 



antitermination factor — 22 

—- (et [ ORS AH 838 ER) (nonsense 

suppression) ] fi fhe WHE BER PII 

fA) KR ch ip oe a eS i Cox» 

1973 ]: 

BAST —- RFR FT Ms tRNA 

AHR ERILAD - 

2 FENRIS SKS pe BA 

fA CREA Fe 

; 3 影响 tRNA 阻 退 物 的 一 个 酵素 。 
antitermination factor /Reitk Af: ARF 

PAF (rho factor) 作 用 而 抑制 正常 RNA 

ARKILHEAB> RALATRAFE 

RNARGES> BGR AILE ARLBRILK 

噬菌体 之 基因 和 组 上 。 

antitermination signal 反 图 止 信 号 : 任何 a 

Af RatBARILGRBRHRAB> 
anucleolate #£#%: 缺少 核 仁 (nucleoli) 之 突 

HG o 
aphasic lethal ”无 期 致死 : — (HRS 

LEER FRE PSEERREMEC- 

apiary 9 het. 

apical meristem = 顶端 分 生 和 组织 HAR 
尖端 未 分 化 的 胚胎 租 答 。 

apoamphimict Fett RARE L Turesson, 

1926 ] : $28 e+ 58 (apomixis) ， 

但 亦 有 有 人 性 人 性 生殖 的 一 生物 小 种 (biotype) 。 
apocyte “多核 稻 胞 : 一 多 极 租 胞 或 具 大 量 的 

Maz o 

apoenzyme “” 主 酵素 : 一 个 酵素 (enzyme) 的 
重 白质 部 份 而 能 使 辅 酵素 (coenzyme) 树 着 的 。 

apogamety ”无 配子 生殖 : — Mae +t 54 (apo- 
mixis) o 

apogamogony ”无 融合 结实 : O set wh ( 
apomixis) o 

apogamy ”无 配子 生殖 [ de Bary, 1877 ; 

Winkler. aoe: “IC 
1 = #82458 (apomixis) [ de Ba- 

ry» 1877 Jo 

2 一 孢子 的 产生 ， 东 不 从 卵 (ovum》 而 

是 从 配子 体 的 其 他 细胞 [ 依 Farmer and 

Digby 念 “ 常 无 配子 生殖 “(euapogamy)] 

或 从 孢子 体 的 租 胞 所 产生 RB ANA (so - 

matic) ( 二 全体 ) 和 生殖 的 (generative) 

( AHS ) 无 配子 生殖 问 具 有 差别 。 

apomeiosis ”无 减 数 无 配子 生殖 Rénner ， 

1916 ] : MATA, PAB RAR 

数 的 孢子 生殖 (sporogenesis), HH SR 

融 生殖 (apomixis) 。 

apomict ”无 性 繁殖 的 生物 。 
apomixis 和 无 融 生 殖 [ Winkler, 1906]: 在 
植物 体 之 有 性 生殖 (reproduction)f = HH 

融合 (amphimixis)] ae 

Meet 而 不 形成 配子 (gametes) 的 融合 
受精 作用 (fertilization) 和 MR ss 

从 的 抑制 或 失败 ， 在 无 融 生 殖 中 

BA KMS (alternation of nuclear 

phase) @ CH ERMiERIER BE 一 如 专人 性 
Rat WA (obligate apomict)。 专 性 无 融 体 

”有 一 完全 闭合 的 重组 系统 (recombination 

system) 和 殿 质 基因 型 (heterozygotic 

genotype) ， 而 且 保 留 在 演化 的 均 活 度 中 ; 

FERRE FERRES (facultative apomicts) 之 

Ph» SARIS AIA HE EA REAR A OFFA: © 

在 动物 中 ， 等 於 无 融 生殖 之 方式 是 单 性 生殖 
(parthenogenesis) o 

fe AE > —TOPAHEALA (amphimix- 

is)» £—RSHBEBRR CHAR 

MiIK> WKS RARER BADR 
(non-function)>o HRA ABBA —AM 

ihe F +54 (apomeiosis) 2H rh WAM 
Bel Fa-F SX BERS BAL Bc F ak bah BR 单 

性 生殖 卵 租 胞 的 发 育 或 补助 租 胞 (syner- 

gides) 发 育 的 介入 而 造成 。 
fe Rie FEBS Bw Rs 

1935 J : 

1 BAKE ( aGamospermy ) : PTA 
融 生 将 的 型 式 ， 其 生殖 的 进行 是 烃 由 无 性 而 

ERAT KBT RAR MRAM 
数 分 裂 。 胚 通常 上 共有 母 本 个 体 相 同 基因 型 的 

染色 体 数 ， 因 此 没有 自动 分 玖 (autosegre- 
gation) 。 过 一 型 的 机 制 是 请 之 ”和 无 配子 生 
殖 ”(agamogony) [ Fagerlind 1l940; 

Stebbizs，1941 ] >» “Semi” ( 
apogamogony) [ Fagerlind» 1944 ]: 

”配子 体 无 融和 生殖”( gametophytic apo- 

mixis )[ Stebbins» 1950 ] 和 於 单 性 生 
殖 人 后， 形成 无 孢子 生殖 与 俩 数 孢子 [Gxstec- 
fsson» 1935 ] ofF $ij0,F4 i (apospor- 

y) h, ~fcPCRRRBRR-RD (nu- 

cellus) 或 珠 被 (integument) 和 胞 形成 。 在 

— 



23 artificial selection 

孢子 体 ”和 孢子 体 孢子 体 
(sporophyte) (sporophyte) (sporophyte) 

; ， 
Ka F BE Ae 体 和 组 胞 

(macrospore mother cell) (somatic cells) ; 
倍数 孢子 faje t+ (adventitious 

(diplospory) (apospory) embryony) 

配子 体 配子 体 
(gametophyte) (gametophyte) 

| 
Si = ee A iG 

(ovum) (vegetative cells) 

BD pt + 5a be + 5B 
(parthenogenesis) (apogamety) 

孢子 体 孢子 体 孢子 体 
(sporophyte) (.porophyte) (sporophyte) 

倍数 孢子 体 (diplospory) 1, ARREH— ke 
Fat HIER» (Bp Bt A Ze Bi ES 

CRABB AHMA- HRA RERAT 

产生 的 二 信和 体 配 子 体 (gametophyte) ， 其 
胚 不 是 由 卵 分 裂 就 是 由 其 他 克 胞 产生 。- 无 融 
和 车子 的 最 简单 方式 是 不 定 胚 (adventitious 

embryony), RMBRK— BAT CAR 

育 ， 因 此 配子 体 时 期 就 省 略 了 。 
2 I+ 56 ( vegetative reproduction): 

新 个 体 的 产生 , 是 从 一 群 未 分 化 (undifferen- 
tiated) 或 分 化 (differentiated) 之 组 胞 而 

来 。 在 此 情形 下 既 无 胚 亦 无 种 子 之 库 生 。 

apophase MR: 从 有 入 分 裂 后 重 造 的 一 段 

Flo AS MABE RARE Mie 

生长 恢复 到 与 它 同类 相等 大 小 之 一 段 时 间 

[ ai (prophase)] 。 
aposematic coloration ”警戒 色 。 

apospory #jaf+568[ Druery>» 1886 ; 

Bower» 1886 ]: > @@#tH (apo- 

mixis) o 

apposition 。 基质 沉积 。 
apterous ”无 却 的 。 

aptitude 性 向 : HR 40 * (lysogenic bac - 

terial strains) 的 一 种 特定 生理 状态 。 在 

oe SPER EF LO (induction) ] ， 

由 它们 之 作用 而 产生 感染 的 噬菌体 。 

archegonium “ 藏 卵 器 : MA. GH. BAA 

RF RDMHHATE KASH. (Om 

% (antheridium)] 。 

archenteron RRB: 4-7] MAB (met- 

azoan)PRASIRRAIBTL (digestive) 腔 (cavi- 

ty) . 
archesporium jR7a-[l Goebel» 1880]: 

Ha) IATA F RS RR Th IK 

和 结 胞 或 一 群 和 细胞 。 [oO ) fF (micro- 

sporogenesis) ; 大 孢子 生殖 (macrospo- 
rogenesis)] 。 

archuate Sik. 

aromatic FBR): 含有 关闭 环形 碳 原 子 的 化 

合 物 。 
aromatic aminoacids “芳香 族 胺 基 酸 : RAL 

的 侧 链 (side chains) 具有 一 个 茶 基 ( 
phenylgroup) 衍生 物 (derivatives) ， 在 

蛋白 质 中 出 现 的 芳香 族 胺 基 酸 有 苯胺 基 丙 酸 
(phenylalanine)、 酥 腕 酸 (tyrosine) 以 及 

fa REM (tryptophane) 。 

arrhenotokous parthenogenesis “雄性 的 单 性 生 

殖 : AAI + RE AHS (haploid 
male) ， 受 精 卵 产生 雌性 二 信和 体 (diploid 

female) 的 现象 。 

arrhenotoky “” 产 雄 赴 性 生殖 [ Leuckart ， 

1857 ] : 之 蛙 性 生殖 (parthenogenesish 

artificial parthenogenesis =) #3 BEt++ 56 : 

ABLE KDE RM BEAR MIS A 
的 。 

artificial selection ABBR: 将 一 种 生物 



artioploid 

AAA BARRE F-REAARHERA | 
genotype) 。 | 

artiopioid 

6N 等 ) RAH (3N> 5N 等 ) 不 同 。 
A- site A 位置 : 66% (ribosome) 。 

ascertainment Re: EARS, HR 

HERAHARK BIH o 

ascogonium f£gea@ : ACS RH (anisoga - 

mous) Z RAR he F H (gametangium) 。 

ascomycete Jef HFS 。 
ascorbic acid ”抗坏血酸 : = HEC» 
ascospore fRiat- : + 2K (ascomyce- 

tes)f9—(ita Ff ( 72+ # (ascus) 前 一 段 形 
成 8 (iTRAT |. HMA AAS 

5 itt BA Eo 

ascus ”子囊 : -HRRASHTRALZHE 
(spore-sac)> ~H@A8MfRAT. F 

Bi te HE SB (ascogenic hyphae) £#. 

HSS ( WL (dikaryons) 
As ] MACK HRB BE 配子 

(karyogamy) |], REWHBEMADA, 
RRE—-RB MTA 4 MAT BED, 

形成 &PRRER. ik-BeEt—THRA 

Fs 

asexual 无 性 : + 54 (reproduction) 

esexual reproduction ##T¢+38: = 营养 繁殖 
(vegetative propagation) 

association ”配对 : 

1 = #@ ae 8 (chromosome pai - 

ring) 
L2ABRES +, F-KER, —2#S 

ZO RERR AR ZRHR +. MANS HS 
EVAR ABBAT A 

assortative mating §jRAUA : > Race 
(mating system) © 

assortment Ac. 组 合 : ARP BR (meiosis) >» 

一 般 是 过 机 的 ， 但 在 某 些 情形 中 包含 配对 万 

AERA, RSH? HF MAS, 

而 染色 分 体 ( 在 第 工 次 藏 数 分 裂 中 ) BRK 

机 或 不 逢 机 分 殉 ( segregation) 和 基因 的 和 遗 
4§-@ 48 (genetic recombination) 。 

1 利 机 或 独立 分 配 (random or inde- 
pendent assortment) : ZB IA NEM, 

oe S48 A fel SEES) AS HER 

[ > @ 8 H(chromosome movement) ] 

偶 倍 钵 : (ARS SEB ( 如 4N， 

- DHSHT HAMA, URMSSBED. 
xe AA EE pme (segregation) 的 必 

EUR « 

2 363448 5 (non-random assortment) : 

RERA BH ER T HT Misc. Ts 

RAR RRS RE. EN UERABEZE 

果 ， 和 所 有 情形 下 是 由 一 定向 中 吏 (centro- 
mere orientations) 排列 造成 ([ORseH 

(affinity) » R&D BH (meiotic drive), 

QYRARA 

response) ] 配对 的 干扰 ; 某 些 染色 体 构 

RS S RAH (OMS RE 1D 14 (complex 

heterozygosity) ], RRBAARS ii 
党 与 染色 体 之 违 机 和 组合 有 关 。 

aster ”星体 [ Fol, 1877 ] : RAB 
(meiosis) MBM (mitosis) KF, BF 

? 48 (centrosome #3—HH (symmet- 
rical) 星 状 构 形 。 

asthenic ”虚弱 的 : 脆弱 的 。 
asynapsis ”不 联 会 [ Becdle，1931 】 :=& 

联合 消失 (desynapsis)i 不 联 会 (asynaaptic) 。 

asynaptic 不 联 舍 [ Beadle» 1931 ] :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列 之 染色 体 ， 其 配对 [ 喀 杂 色 
#862 (chromosome pairing) ] 不 是 

CEFKRERESH. PRS TAS 
BKM (univalent) 之 出 现 而 辩 别 [ 随 各 种 

不 同情 况 而 有 不 同 ] ， 和 由 不 完全 同 源 染 
fa (incomplete homology of the chro- 

mosome){ JRE) 4 HH (species hybrid)], 

ZERRSXRSVS BR. AMES 

成 亚 (hypoe-) AlAB eH (hyperploid) RBA 
型 产物 之 形成 落 且 常 干 援 它们 的 千 实 力 { 它 
联 会 消失 的 (desynaptic)] 。 

asyntenic AEG [ Renwick» 1971 ] : 
OHS ( syntenic) 6 

atavism Raft * 一 个 人 性状 隔 了 末代 后 再 
重新 出 现 , 此 一 性状 通常 由 隐 人 性 (recessive) 

基因 或 互补 (complementary) 基因 控制 

ateliosis RARE: PRR AVE 

EHBA MAKRERE) HAR HE 

侏儒 (midget ) AAA mR BF EB (pi - 
tuitary)+ 2 RF (hormone)- 

atelocentric MAHAL Levan etal., 

1964 ] : 中 节 (centromere) FARK 

ZAR RR PHY (telocentric 

(automatic frequency 

—— 



chromosomes) 相反 。 

(A+T)AG+C) ratio (A+T) / (G+C) i: 
在 一 个 DNAS} FH oR (adenine) — 
HRRTERE (thymine) HHA URBRAY 
(guanine) —fail#ite (cytosine) HH KH» — 

者 之 间 的 相对 比例 。[c 氮 基 比 (base pair 
ratio)] 。 

atresia “闭锁 = K4: (congenital) + IF 3k 

34 (passage way). 

attached X chromosome “HE MGU*G 
[ZL.V. Morgan» 1922 ] :在 果 量 中 ， 

具 中 端 中 和 节 的 (metacentric)X 染色体。 人 它 

是 一 等 辟 染 色 体 (iso~chromosome) 和 包含 

二 人 条 具有 一 个 单 猎 中 和 节 的 正常 近 端 中 节 和 X 染 

iLO MX REM (compound X c- 

hromosome) ; X 3 @. #828 (detached 

-X) J. 

attachment site RSL: AM RARE 
DNA TFEZHENME> GR RPBDN ARES 

efi fF BHA (recombination) jf] SABA 

MIBRDNAA> ihe BEDNAR BR BBDN AST 

子 均 在 此 区 域内 破裂 ， 然 后 基因 租 融 合 形成 

一 连 术 构造 ， 此 时 噬菌体 之 基 央 和 想 即 稳定 的 

RA RRABAR—H- ARBRA RUE 

REREEAaH MR RARMRSR IE 

BBE ZAT> MZ (crossing over) 

Rem RE Cai bo SRE RE 

BHRRARE HE, MRL SAINT 

等 位 基因 (INT-allele) 才能 作用 ， 位 置 的 

特定 性 是 INT 系 统 辩 别 在 接 角 位 贰 上 构造 特 

人 性 之 能 力 ,. 假如 特定 的 极 苷 酸 逢 序 ， 缺 少 

RMR WBE A Rime 
DNAS F>- 

attenuate 55 :1 在 桶 黄玉 上 使 毒性 变 雷 ，2 

在 放射 物理 上 ， 由 於 通 过 障碍 物 而 使 放射 线 ， 
Bie SEs » 

attenustor region PSS : HRT (ope - 
ron)ANij—t, Ee ina S BARNARE 

B§(RNA polymerase) 分 子 停止 伸 长 ， 只 

有 在 受到 一 个 特殊 的 分 子 讯号 (molecular 

signal) 【[ 叫 反 煞 止 因子 (antitermina - 
tion factor)] , #4 (transcrip- 

tion) 才 能 正常 进行 。 
audiogenic seizure REG) Man : REE See 

6 8H (convulsion) 

25 autogenic 

autoallopolypiod ARRAS Kos - 
toffs» 1939 ]: ®@ Misa (chromosome 

complement ) RHARMARRSERE 

状 的 细胞 或 侦 体 | > IR4G#E (alloploid) ， 

同 源 倍 笨 (autoploid) ]o —MARRES 

信和 体 是 六 全体 或 甚至 更 高 之 多 倍 体 以 及 包含 不 
同 物 种 的 染色 体 组 (chromosome set)» JK 

即 AAAABB 或 AAAABBBB， 假 设 每 一 大 高 

字母 均 代 表 一 染色 体 组 。 
autobivalent fal — Rel Hakansson - 

and Levan» 1957 ] : 第 一 次 减 数 分裂 的 

一 个 二 价 体 (bivalent)， 在 每 一 情形 中 都 是 

h— RSA ALESHA HRRRAE 
M2 (supernumerary reduplicat-— 

ion) 形 成 。 假 如 一 个 附加 加 信 的 染色 体 ， 发 

ARMED Ba (premeiotic) 27 BHU 

(interphase) 核 或 早期 减 数 分 烈 之 前 期 ， 则 

能 形成 同 源 二 价 体 。 同 港 二 价 体 之 数目 与 物种 
内 体 克 胞 染色 体 之 数 且 有 虹 。 由 超额 加 全 记 

形成 之 染色 体 ， 从 开始 就 在 位 置 上 彼此 相 

连 ， 兹 且 偏 向 於 一 起 配对 ， 如 此 它们 之 配对 

力 就 完全 抵消 ， 所 以 在 一 个 同 源 四 售 体 染色 
体 之 浅 数 分 型 中 ， 一 般 不 能 形成 多 价 瞪 。 

(multivalent) 。[C 染色 体 配 对 (chro- 

mosome pairing)， 同 源 倍 体 _(autop- 

ljoidj] 。 

auto catalysis “自动 摧 化 。 
auto chthonous “本 地 的 。 

autcciave jHEKi- 

autcgamy “自体 受精 : 在 一 个 未 分 裂 租 胞 内 
BPE Naame MAM (self 
-fertilization) [ 自体 融合 (autcmixis) ]， 

完全 没有 细胞 融合 [Ost eA (paedo - 

gamy) ， 单 性 极 配 (parthenogamy) ] 。 
fE IRE (Paramecium)， 自 体 受 精 是 

极 重 新 构成 的 一 逢 特定 方式 ， 而 且 自 体 人 受精 
发 生 葵 一 个 单 狗 阔 且 未 配对 之 个 体 。 有 赫 分 
3 — 48.) .4& (micronuclei) 分裂 二 次 ， 因 此 

NEPZCRHERE LTR ， RP ZR 

BROHDA £4 -HAASRRER- 

RY % | (conjugation) 下 , 32—HBAMA> 

融合 后 造成 每 一 个 新 形成 二 僧 体 述 都 是 同 袖 

的 [ 只 放 毒 细胞 (killer)]o 

autogenic § = fa AY) L Ephrussi-Taylor» 

1951 ] : BRHKRMES KRM DNA 



autogencmatic 

(transforming DNA) 之 来 源 而 塌 化 (tra- 
nsformation) [ >Re (allogenic) ] 。 

autogenomatic 。 同 源 染 色 体 组 [ Levan > 

1937 ] : 完全 同 源 的 杂 色 和 体 组 (chromo- 
some set) » EMAAR (meiosis) 中 能 正 

BACH. [ORR E Hn (heterogeno- 

matic) ] 。 

autogenous insect § FAQS : 一 个 成 熟 的 

雌 盘 ， 不 用 外 养 即 可 以 生产 卵子 的 。 

autogenous regulation 6 4aa8n [Goldber- 

ger» 1974 ] : > #24 6p(autoregula- 

tion) 。 

autoimmune disease ”自体 免疫 疾病 : 一 个 体 

. EES HE (antibodies) 对 抗 自身 的 组 徐 (tis- 
sue) 。 

autograft ”自体 嫁接 : 在 某 些 个 体 上 将 一 个 租 

MBF A—Bir LLOLBRA KKH 
(homograft) ] 。 

autoimmunity 自体 免疫 。 

autologous ”自体 移植 : 同一 种 动物 ， 将 某 一 
部 份 移植 到 另 一 部 份 。 

autolysis ” 自 溶 作用 : 某 些 组 胞 的 酵素 将 细胞 

或 组 胞 物质 洽 化 的 。 

automatic frequency response ”自动 频率 反应 

[ Brown» 1963 ]: 基因 频率 自动 的 增加 

或 减少 ， 而 造成 生活 史 的 改 释 [ AMAT 

裂 ]， 在 自动 频率 反应 中 ， 愤 择 (selection) 

和 逢 机 波动 (random fluctuation) WX 

Rs, ER RRP RELY (meiotic drive) 平 

行 的 一 个 现象 MATABHR AGRER 
应 二 者 都 能 影响 基因 频率 (gene frequency 

) ， 但 一 般 对 影响 的 方式 则 有 不 同 。 减 数 分 裂 

运 动 有 一 个 直接 基因 ， 影 响 减 数 分 列 染 色 体 

的 行 仿 ， 而 在 自动 频率 反 座 ， 它 的 影响 则 是 
间接 进行 的 L Brozz2，1964 ] 。 

automixis ”自体 融合 : Ha WSF (autog- 

amy)， 幼 体 受 精 (paedogamy) KH HEE 

Ac (parthenogamy) 的 自体 受精 ， 它 和 与 两 性 

融合 (amphimixis) HR [OH #R(cro- 

ss-fertilization) ] 。 

automutagen 自发 诱 释 源 :在 生物 体 由 代谢 

作用 正常 或 不 正常 产物 ， 形 成 的 任何 劳 变 源 

(mutagen) » MBE AA(gene)\MREM 
(chromosome ) 9 #i#o 

automutation Spel Imai » 1936 ] : 

号 基因 外 突变 (exomutation) 。 

auto-orientation ”上 自 定向 [ Darl ington ， 

1936 ] : 字 中 季 定 向 (centromere orien- 

tation) 。 

autophagic vacuole  。 同 源 噬菌体 空 泡 : 包含 

粒 线 体 或 其 他 组 胞 成 分 的 一 个 扩大 的 溶解 体 
(lysosome) [ = Safa AAR (cytolysoso- 

me); eR bei. Mia BEE (cytoseg 

rosome), #A8S., [ARES (autolyso- 

some) ] 。 

autophene 。” 同 决 表 型 [ Hadorn» 1955 ] : 

以 细胞 自身 基因 来 怕 明 的 一 个 遗传 控制 性 

状 。 在 移植 体 (trcansplant) 和 体外 (ex- 

plants) st# 33“ £7763” ( autonomous ) 

[BARA (allophene) ]. “ giiapy” 

( intracellular ) ; 同 决 麦 型 的 基因 作用 ， 

是 襄 明 一 个 同 决 表 型 直接 或 间接 行动 的 结 

果 ， 且 在 单 租 胞 内 进行 。“ 获 合 多 效 性 … 
( mosaic pleiotropy ) 是 用 於 说 明 一 基因 

影响 或 控制 多 於 一 个 同 决 麦 型 时 之 名 称 。 

[> # zt (pleiotropy) ， 基 因 作 用 (gene 

action) ] 。 

autoploid faljR(288[ Clausen, Keck and 

Hiesey» 1945 ] : i@ RMR, 

物种 之 染色 体 和 组 (chromosome set) 特 性 。 

彼此 问 之 染色 体 组 坑 同 源 的 ， 因 此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可 以 完全 配对 。[ 它 旺 源 倍 体 (allo- 

ploid ) ] 。 

党 一 细胞 有 二 、 三 或 四 个 等 等 的 同 源 染 

色 体 和 组 特性 的 , 则 称 之 篇 同 源 二 伪 性 (autodi- 
ploidy) , 同 源 三 全 性 (autotriploidy) 同 源 四 
人 性 (autotetraploidy) 等 。 在 一 物种 中 ， 具 

有 两 个 以 上 的 单 合体 (monoploid) 染色 体 租 

特性 的 ， 一 般 称 依 同 源 多 倍 性 (autopolyp- 
loidy) 。[ Kihara and Ono» 1926]. 

若 坑 多 信 笨 则 其 染色 体 组 (genome) 之 数目 

及 遗传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NAIK 

相对 的 增加 。 
由 於 同 源 多 他 体 染色 体 租 的 构造 相同 ，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 同 源 染 色 体 可 以 配对 而 且 参 
与 染色 体 交 换 (crossing over)。 因 篇 每 一 

染色 体 具 有 一 个 以 上 的 配对 对 象 ， 染 色 体 交 

换 人 后， 可 产生 多 价 体 (multivalent) | 2% 
”信人 性 的 程度 ， 染 色 体 交叉 频率 及 染色 体 交 换 
之 分 伤 所 决定 ] AACR ea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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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的 染色 体 ; 有 三 条 配对 染色 体 则 称 坑 三 
价 体 (trivalent) ， 四 人 条 配对 染色 体 坑 四 价 

体 (quadrivalent)， 五 人 条 配 对 染色 体 仿 五 价 

体 (pentavalents)， 依 次 类 推 。 

一 个 二 信和 体 物 种 形成 多 合体 化 (poly - 

ploidizationj 可 径 由 偶发 或 由 起 锤 体 毒剂 
(spindle poison) BR. ERR—# 6 wen 

% # (genome mutation) >» RRARSE 

HER HR ER AIA ( BAMA SE REL ) 

A FER ( ERR SH) Ae 

#% (restitution nucleus) TE RASS Fo 

—FEMEZARSEETEDREB 

本 ， 一 般 只 在 麦 型 (phenotype) 上 有 量 的 差 
Ro GFARHERFE:> RIA SER PIR 
SK 

LERABHBXK S>BVSAR 

(gene) 活 性 [ Goldschmidt» 1937 ] 。 

2 由於 同 源 多 售 性 ， 每 一 基因 座 上 等 位 

基因 (alleles) 数目 之 增加 ， 可 以 改 释 单独 
基因 之 表现 度 (expressivity)。 

3 SURARAR RAGA CHEE 
UAABARA SEM VHRSLEAR 

t+ BAER OK BB 

通常 同 源 多 信和 体会 有 和 结实 力 不 正 常 的 现 

像 ， 其 原因 如 下 : 

]. 减 数 分 列 时 ， 由 於 多 信人 性 之 程度 ( 

ploidy-level) 多 价 体 及 中 节 排 列 之 型 式 ， 

染色 体会 有 不 规则 的 分 侯 ， 而 遵 致 配子 (ga- 
metes) 及 合子 (zygotes) 不 平衡 之 形成 。 

2. 同 源 多 合体 时 常 有 遗传 生理 上 的 拔 需 

FRR» MPEGS Al MAD WE yey HE. 

北 增 加 染色 体 分 优 之 不 规则 人 性。 

3 由 於 同 源 多 倍 体 产生 的 过 些 生理 郴 秽 ， 

或 可 使 本 身 产 生 不 规则 的 染色 体 分 做 。 

同 源 多 伪 体 的 减 数 分 列 与 其 基因 的 分 歼 

(segregation of gene) 在 许多 方面 不 同 於 

二 伪 体 生物 之 等 位 基因 对 之 分 砍 。 由 於 同 源 

多 俩 性 ， 每 一 基因 之 等 位 基因 数目 隧 多 僧人 性 

程度 之 增加 而 增加 ， 所 形成 的 配子 亦 与 二 从 

体 不 同 , 每 一 基因 含有 一 个 以 上 的 等 位 基因 。 

按照 特殊 基因 座 的 显 性 和 隆 人 性 等 位 基因 数目 ， 

EAA] Te “ ORE AMA GM Shr 

EA” (AAAA 或 A4)，“ 三 显 人 性 基因 租 合 
RESWEA” (AAAaKA’a)> — Rt 
基因 租 合 及 二 等 位 基因 “(AAaa KA”), 

autoploid 

“一 显 性 基因 和 组 合 及 二 等 位 基因 (Aaaa 或 

Aa * ), 及 “ 震 昧 人 性 基因 和 组合 及 单 等 位 基因 “ 

(aaaa 或 a4)， 同 东 多 信和 体 具 有 括 弧 中 之 和 遗 

gin. ARSRBA BH AH “ > Rt 
4#” ( polysomic inheritance ) 之 特 人 性， 

AVA RSRRAAT RHARAK—E 

体 冰 无 主要 作用 。 过 些 因素 包括 多 价 体 之 染 

色 体 交叉 位 置 及 数目 ， 特 殊 基因 座 与 中 节 

(centromere) [GER ARAN HH 

7 CTR RBM (univalent) 的 存在 。 

| 同 源 =Btt ZR (segregation in 
the case of autotriploidy) :在 过 种 情况 ( 如 
IS they SHA HERR A&B 
)> MRTATABHERRA. EB—K 

减 数 分 裂 ， 染 色 体 以 三 价 体 ， 二 价 体 及 单价 

体 存 在 。 因 和 储 每 一 同 源 染 色 体 群 在 进行 分 做 

时 ， 完 全 和 与 他 群 独立 ， 便 形成 了 染色 体 数 目 

介 於 单 全体 与 二 信和 体 之 问 的 所 有 可 能 配子 型 

(gamete type)。 不 过 二 种 极端 型 产生 的 机 
会 最 少 。 不 平均 的 中 间 型 最 普 逼 。 实 际 的 分 

亡 率 与 三 菜 体 (trisomic) 的 分 离 在 原则 上 

相似 ， 但 非常 容易 受到 染色 体 不 规则 分 做 及 

染色 体 沽 少 之 拔 优 ， 因 此 很 即 预 测 。 

2. RESTS ZRH (segregation in 
case of autotetraploidy) : 在 过 种 情况 ， 亦 

即 对 四 个 同 源 染 色 体 租 发 生 分 芳 ， 较 易 

igs a RR. B-ARHAABUORA 

(quadrivalent) 或 二 个 二 价 体 或 一 个 三 价 体 

RAE RR ORR RBA. REO 

特殊 的 同 产 染色 体 在 第 一 后 期 以 2: 2 的 比率 

分 做 於 璀 标 ， 或 可 计算 出 一 个 基因 座 上 各 种 

同 源 四 信和 体 基 因 的 理论 分 亡 率 (segregation 

ratio) 。 理 葵 上 计算 分 万 率 兹 不 考虑 相关 

基因 座 和 与 中 节 之 间 的 染色 体 交换 (crossing 

over) » HR“ RRR”. HH 

“ 2 @ i pap” (chromatid segrega - 

tion) WA BARA kLik— MAR ye 

色 体 交换 ， AZRARAKHEZRE ZT EA 

fh. EBS ihe PHD RS 7h 

Po {i [rl Pe FRE 2 HE Ps BSR Ac SS 

MAARBK. K2RARORBAAHW 

的 各 配子 型 及 自 交 后 的 合子 型 的 相对 频 度 ， 

以 纯 “” Bef RE” 计算 之 。 

RZ MR “RADEDR”,. —H 

色 体 之 二 姊妹 染色 分 体 片 段 上 具有 相同 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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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基因 ， 在 染色 体 交 换 后 开始 分 配 ， 则 相对 
Et) ete) BED SA. He ES 
ey aL RY Hy de 3 配子 及 合子 的 类 型 了 解 。 

若 丘 “ 染色 分 体 分 崩 ”期 蕊 值 有 天 的 隐 
性 同 源 基 因 型 发 生 过 量 时 ，” 染色 分 体 分 风 ” 
便 不 明显 。“ PEDRO” HEE 
IRA dice See Re eee 
化 ， 它 决定 於 基因 座 与 中 和 节 之 间 的 交换 频率 ， 

类 型 。 
多 价 体 形成 的 频 度 ， 及 多 价 体 定向 和 分 做 的 

[FPO RE. AF 
“染色体 分 风 ”及 和 纯 “ Yu fe ASD BE” 
论 期 世 值 之 间 。 基 因 型 具有 完全 显 性 等 位 基 
因 ( A > a ) 之 同 沪 四 倍 体 交配 后 之 子 代 ， 
其 经 由 纯 ” 染色 体 分 欢 ”及 纯 “ 染色 分 体 分 
BE” SANA He UBS HR, RAZ 4 。 

He 2 : PPA U SAE A 3C ALA 5p BE AR RE) 

Bi A ALA 

PU RIVE MA A‘ 

REM A Ata 

fe BYE RA GAS a? 

Ba PE A 77 Aa® 

BIER Tr a‘ 

= a i 
LAA Aa aa 除数 

oR Bee AA Aa aa 除数 | At Asa Ata? Aa? 

i} = 

ne: Se 
TS Paige. gate ae 
oe ON 
eS eee 

Aa® at 除数 

ee eS uate 
225 360 174 24 4 784 

9 48 82 48 9 196 
1 24 174 360225 784 

= a 

£4: ARUERHKN OR ABSA, 
Bute 85 5) Re DORE DES RE (O)] 

Hae aE 型 人 后 fa # wD 四 H 

At xA‘ = BRA 

Ata xAsa 783A: la 
A’a® xA’a? 20,8 A: la 

Aa® xAa° 2,5 A: la 

a‘xa‘ SBR a 

AtaxA’a? 130 A: la 

AsaXxAas 51,3 A:la 

Ataxa‘* 27 A:la 

A®a? xAa? 7,7 A: la 

A®a* xa‘ 3,7A: la 

Aa’ xa‘ 0,87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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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eduplication 

系统 (biological system) [+H > Mia 

auto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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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RE — (BREST RE Re 

其 特点 可 捅 要 如 下 : 

ane Yee HE 及 FRET HET RS 

之 发 生 。 

2. BAe SIR GS . 

3 ZABR—SURABTR Bee 

SICH RAR AH (如 A a ，A?a 

及 Aa”) 。 

4 婴 质 千 合 基因 型 的 发 生 (MA al 在 

RR» BBR WHT Ho 

同 源 多 倍 体 [ Kihara and 

Ono » 1926] => 同 源 倍 体 (autoploid) 。 

autoradiograph 自动 放射 显影 本 : 在 细胞 学 
实验 及 在 巨大 分 子 (macromolecules) 中 ， 

曝露 照 像 底片 ARRAN SH ERBE (radioactive 

label) 的 存在 。 

自体 加 倍 : CARA MH 

次 细胞 单位 如 染色 体 ， 质 体 (plastid) ， 病 
毒 (virus) KEW (gene) ] 入 它们 自己 的 生 

殖 而 产生 模板 以 及 复 投 自己 ， 或 在 相同 方式 

FR RISE + ee AK- [ ARERA 

#2 iH (autoduplication) ， 自 体 生 殖 au- 

toreproduction) ， 相 同 加 僧 (identical 

reduplication)]. #«H RSI 6 Mine __ 

Ze ae RR ze ALNBAS & (genetic in- 
formation) Rots © 

自体 调节 l Calhoun and 

Hatfield» 1973 ] : 4E5&(prokary - 
otic) MEG (eukaryotic)h: HAH 

过 的 一 种 调节 机 制 , 使 一 个 构造 基因 (struc- 
tural gene) 的 产物 [ RAZ (protein) ] 

wal Sl Was WS EAE BS AK SF A He TSE 

(operon) 的 表达 。 凋 和 节 的 基因 产物 有 数 种 功 

用 ; 它 能 作用 如 同调 节 的 蛋白 质 以 及 如 同一 

个 酵素 ， 构 造 蛋 白质 (structural protein) 

或 抗体 (antibody)。 调 节 的 蛋白 质 通 常 是 过 

程 中 的 第 一 个 酵素 以 及 们 起 蚀 抑 制 (feed - 
back inhibition) 而 参与 控制 作用 。 它 的 调 

和 节 功 能 东 不 依靠 任何 催化 的 (catalytic) 或 

此 香 白 质 可 能 含有 的 功用 ， 它 也 不 参与 蓄 发 
4m (inducer) 或 共 抑制 物 (corepressor) 之 

有 运 返 或 代谢 作用 。 

ARS aA] FERRARA RMA KH 

AREVNAGACIER KLACARAARE 

autosegregation 

autosyndesis 

autotrophic 

autotrophic 

oH REAR MARA BRRE> mie 

大 小 或 生长 率 之 独立 性 的 一 个 机 制 。 
自 钵 分 部 [ Gustafsson » 

1935, ] : FAME ROR AA 

. BK ET SAC FE Hak + 5B (apo - 
mixis) o BEST REGIE KARA et, —Ahs 

#4 (aneuploid) BURR RERBE 

Si, (ARIERM AA E (true breeding) 

之 无 性 种 亚 性 重组 (subsexual recombin- 

ation) 的 一 个 结果。 

autosome  #§3f4981 Montgomery » 

1904 ] : 除 性 染色 体 (sex- chromosome) 

外 的 任何 染色 体 =- 一 般 认 入 是 民 染 色 体 (al- 

losome) 或 2 #@# (heterochromo - 

some)s。 在 溅 数 分 裂 时 ， 位 於 器 染色 和 体 上 的 

基因 隋 过 些 染 色 体 的 分 布 方式 而 到 配子 上 ， 

它们 表现 染色 体 的 遗传 ， 而 位 锥 性 染色 体 的 

~ BUSSE OY pe GER” sex-linked inheri- 

tance) o 

auto steric effector IMME: 部 份 或 完全 

35 TIA — EE (enzyme) £HWieH— fh 

WEF (effector). RR fiz REF (allos- 

teric effector)fiZ (BGR BAAR o | 

同 源 联 会 [ Lijungdahl ， 

1924 ] : 与 旺 源 联 会 (alloesyndesis) 相 反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前 期 ， 包 含 相 同 配子 受精 
(fertilization) 时 ， 完 全 或 如 分 同 源 [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some)] 的 

AA. [o> Re HaeH (chromosome 

_ pairing)] [ Stebbins» 1947] . AR 

Fh Fy LA BSE AK GLH (homo- or 
heterogenetic pairing), MB BRRR 

BHWRAM ARRAe CRANES: 
1 完全 同 源 联 会 (complete autosyn- 

desis): 所 有 染色 体 都 是 同 源 联 会 HAH 
(paired)。 

2 一 边 同 源 联 会 (one side autosyn - 

desis): 由 一 配子 来 的 染色 体 同 源 联 会 的 配 

对 ， 而 另 一 配子 则 保留 不 配对 。 

3 SEZ RE (complete auto- 
allosyndesis) : 染色 体 发 生 部 份 同 源 联 会 ， 

Bh ft SR ie RS Ac FY 

自 营 的 : ARIMA Ce 

所 需 的 大 分 子 和 从 非常 简单 营养 分 子 取 得 能 

maz MH ( 如 NH., ，CO， 等 ) 。 



auxesis 

auxesis ”成 长 : HAMA BABI WSF 

Mia Am EEK © 

auxocyte f#@Mila: “ 

| 开始 进行 减 数 分裂 ,meiosis) 的 任何 和 
胞 [= 性 母 租 胞 (meiocyte)or(gonotocont)]。 

2 在 生长 期 中 的 雄 和 细胞 (androcyte >» 

7 SEA (sporocyte) 或 初级 精 母 细胞 (pri- 

mary spermatocyte) 。 

生长 素 : 最 普通 的 生长 素 是 引 唆 乙酸 
(indole acetic acid) 。 

auxotrophic 敬 养 缺陷 的 [ Ryan and 

Lederberg? 1946 ] : 依靠 营养 的 细胞 ， 
个 体 或 品系 [“ 和 营养 缺陷 体 ( auxotrop- 
hs )] ,它们 的 生长 必须 依靠 基本 食物 的 供应 

( 最 小 合成 基 ) 如 此 答辩 缺陷 体 ， 才 能 自由 

AK. &BiKlAi 22H (prototroph) 
i224 (mutations) 造成 一 [ BA waa 

auxin 

(monoauxotrophs) ] 或 多 [ 多 和 营养 缺陷 体 

(Polyauxotrophs)] 道 传 阻碍 (genetic 

blocks) 而 来 。 

avena test  #eeths : Fl HM REM, RE 

生长 素 (auxin) 的 技术 。 

axial core SHAE: 染色 体 配对 (chrom- 
osome pairing) 开始 前 ， 在 和 细 秋 期 人 染色体 

内 发 展 的 任何 直线 电子 稠密 之 内 生 区 (core)。 

翰 内 生 区 其 后 成 含 联 会 复合 体 (synaptone- 
mal complex) 之 副 成 分 。 

axon «6 SHI: (MMA OS) a EMS 

(cell bod y)F9 i RE RHE - 

axoneme #5: 一 个 织 毛 (cilium) 或 鞭毛 

(flagellum) 内 的 中 心 线 或 稚 和 蕉 束 。 

axopodia eh: 细胞 坚固 和 缚 状 的 向 外 投射 

(projection) ， 主 要 傈 由 微 管 (microtu- 

bules) 构成 。 



ET rude TO - 

a7. Tbe 

* ye as 

Bb 

backbone +8}: 在 一 个 聚合 物 (polymer) 

中 ， 所 有 分 子 共 具有 的 原子 称 含 主干， 例 

如 RNA 分 子 中 的 酷 及 磷酸 。 

backcross 。” 回 交 : —(H#RARAILORK 
结合 (heterozygous)] 与 秽 本 之 一 的 交配 。 

Ba Bo 等 的 回 交 后代 以 B， ，B。， 

‘ait 等 符号 表示 。 第 二 代 和 以 后 各 代 的 回 交 

是 以 B， 和 Bi 等 世代 的 个 体 与 相同 先 本 交配 
而 成 。 

backcross parent ” 回 交 亲 : 一 个 杂交 种 的 先 本 ， 

再 一 次 或 连 炉 与 后 裔 杂交 的 先 本 。 回 交 和 后 可 

以 产生 与 梦 本 基因 型 相同 之 个 体 ， 但 东 非 原 

KABA o 

B,.B,,B;,etc. 回 交 第 一 代 ， 回 交 第 二 代 ， 

回 交 第 三 代 等 : 分 别 代表 回 交 第 一 代 ， 回 交 
第 二 代 ， 回 交 第 三 代 等 等 。 [ 安 回 交 (back- 
cross) ] 。 

background genotype 基本 基因 型 : OAW* 

(genotype)。 
background radiation ”基本 辐射 : 在 自然 条件 

下 ， 生 物 所 人 受 的 辐射 人 线 量 。 它 是 一 种 锈 释 剂 

因子 lO xi (mutagen) ] ,包含 两 成 份 : 

1 宇宙 辐射 (cosmicradiation) : 包 

含 由 外 太空 而 来 的 基本 粒子 [ 质子 (proton- 

s) ，a 一 粒子 (alpha-particles) 和 重 粒 

子 (heavy particles) ] ， 光 到 大 和 气 层 而 产 

生 光 子 (photons) 和 各 种 的 基本 粒子 。 每 单 

MFA Mme KBR RE, KABA 

PERLE (geo-magnetic) f#EM#- 

2 陆地 辐射 (terrestrial radiation): 

是 来 自 地 面 和 焉 境 的 自然 辐射 能 (natural 

radioactivity) ， 人 体 吸 收 的 放射 性 同位 素 

(radio-isotope) 亦 属 之 。 其 大 小 主要 依 岩 

石 的 形成 而 不 同 ， 且 在 不 同 地理 区 域 杰 有 大 

fra FR. 

AFR EA RRR RRS FB 

WAGE 2 ~ 4 KH fH (milliroentgens) 

之 问 ， 目 前 每 一 星期 可 接 令 的 最 高 受 容 量 是 
300 KE hz». 

back mutation ”回复 突变 : (HMA 
(gene)[ OA B® *# (gene mutation) ] 在 

Ss LA, EE— ij OM KP Ht (re - 

3| bacteriocin 

vertant) i] BR @Ee “ iE A ” (for- 

ward mutation) AT KASAM DEE. 

— (8 (8 FAY (2) eH (true back mutation), 

$f 5) (54 BU TE Fe PT BB FI 
FE— RBH h BF +: Ze (wildtype phenoty- 

pe) 之 出 现 , IEA eas IR RSA IE“ Ge” 
(reversal) , AUIAIE (true) RRMA K 

发 生 。 
芙 正 回复 突 释 可 以 由 下 列 情 形 引起 | G- 

reen» 1959 ] : 

1 由 染色 体 响 接 重复 (tandem duplica- 

tion) 的 非 等 位 ( unequal) 交换 (crossing 

over) , RA AiEMA FH (interferen- 

ce) 的 偏 等 位 基因 (pseudoalleles) 问 的 交 

换 。 

2 基因 转变 (gene conversion)。 

3 染色 体 构 造 改 释 后 的 位 置 效应 (posi- 

tion effect)。 

4 ig A SA muta - 

tion) 。 

bacteriochlorophyll Ree: EY RAS 

t: (autotrophic) Ah Bh BRR BE BH 

的 化 合 物 。 
bacterial genetics ” 稻 菌 遗传 学 。 

bacterial sporulation ” 逢 菌 的 孢子 形成 : 细胞 
Ay ALS HE FR TT GE AD ES A ec PB HK aL 

成 孢子 。 形 成 孢子 的 组 胞 在 形态 和 生理 上 都 

进行 重大 的 改 释 。 它 能 合成 在 营养 细胞 内 没 

有 的 酵素 及 信息 RNA(messenpger RNA)， 

同时 许多 营养 细胞 的 酵素 及 信息 所 RNA Sree 

FONE AR FG RRA SU AK ja Hee 

Ab, SSE SRE HL HIE AM (set of gen- 

es) 的 表现 和 某 些 基 因 作 用 消失 的 和 结果。 

bacterial transformation ” 稻 菌 的 转化 : Ok 
传 塌 化 (genetic transformation) 。 

bacterial virus ARIS * REA) AE Me 

胞 体内 增殖 (multiply) 者 。 
bacteriocide 儿 菌 剂 : MRP ETE BA, 

通常 都 是 在 某 一 特定 时 间 内 使 稻 菌 致死 。 

bacteriocin MBH Grazia» 1925 ] : 

由 组 菌 菌株 产生 的 物质 ( 和 蛋白质 ) ， 被 敏感 

ia BR Gh A EH SBE (receptor MMR, FE 

使 各 些 组 胞 死亡 。 假 如 缺少 吸收 的 特定 位 置 ， 

则 甸 菌 对 某 些 细菌 素 具 有 抗 性 。 此 一 抗 性 和 

租 菌 素 合 成 之 能 力 是 由 一 种 称 入 细菌 素 因 子 



bacteriocinogenic factor 

(bacteriocinogenic factor) 附 属 遗 传 成 分 

所 控制 ， 此 因子 在 租 葛 内 篮 抠 一 如 自 营 的 质 

#i (plasmid) AMBMRABLCREA TH 

关连 。 Ma BY Nas ABs, BW RSE 

4: "(bacteriocinogensis) 的 转移 是 经 由 接 

合 (conjugation) 和 塌 导 作用 (transduc - 

tion) 。 

i Sh ABR R (Escherichia coli) 

E+ SBR ABH SR (colicins)， 其 他 如 

GBR RABRRERS (pyocins)»> REE 
ME + SRR (pesticins) . RA BZ 

QBKESHRAKD- B-BARKRA 

f(FRZRESAHi., PRET FRSA 

KENT RSEBAM MAM RRHIE 
FSA: CQRBE SEARLE 

Bie RSP E—-MRA-RRBR— 

或 多 个 细菌 素 具 有 抗 性 。 
bacteriocinogenic factor MmReetAT : 

任何 附属 遗传 成 分 (accessory gene- 

tic eiement) 可 决定 生产 某 一 细菌 素 (bac - 

teriocin) 的 能 力 和 对 它 的 喝 疫 (immuni- 

ty) ED (OS ABA ERE DF (colici- 
nogenic factor) ] 。 

bacteriophags Efi: BU MRAARS 

主 的 病毒 (virus) o MRR ( =Pphage) 可 能 

具有 篮 权 的 形态 ， 它 六 包含 以 遗传 物质 售 主 

{DNA 或 RNA) 的 中 心 (core)， 此 中 心 带 有 

ja STAN £1845 8. (genetic informa- 

tion), MBREBAAE AH MRBELE 

& LARRY VED RA BH (virule- 
”pt) 或 温和 性 (tempezrate) o ARMM REE 

(virulent phage) 的 遗传 物质 进入 感染 寄主 

而 造成 寄主 细胞 无 可 避 吕 的 死亡 和 释 出 

( 100 = 10000 个 )era BBB [ BA 
(lytic cycle) ] . }8 Agee (tempera- 

te phage) EP EME REINA Mime ARS 
且 同 时 次 猥 , 其 毒性 也 将 无 限期 的 不 予 表 现 。 

(> R( lysogenic cycle )] » MART 
UitiaS hy ABR “se AR” (prophage), 

ith “ BIR” BRA" lysogenic" clone) H# 

— PRB A LRM. — BRA 
MRPRAB ABARTRRRZ BH 

竹 菌 基因 ， 可 用 一 般 的 组 苗 和 遗传 学 方法 加 以 

Fo WRB LA Rte A (induction) 或 

ARBMMRABW (lytic) Bo ih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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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体 原 [ OHMS (episome) ] 可 以 从 租 
菌 的 染色 体 放 出 ， 狐 立 篮 倪 ， 最 后 由 寄主 克 

EGE, BH Bey TIE BR HS MT es BR 

”一 循环 。- 

EBARH, ELT—-#“ 22H” 

(vegetative) ZBAMA—HMBEMET ( 如 
Ri. RARRSEAA) . HitmRPee 

[>FLARP EH (host induced modifi- 
cation) ] RMBRARAB URKEAR 

成 熟 的 噬菌体 颗粒 。 在 群 内 具有 不 同 成 分 遗 

传 信 息 的 援 酸 分 子 ， 能 锡 由 相互 作用 和 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E+BAH 

HAT RAHA BER ASEARm 

HHkeinmsA BERRKABZARHBHE 

可 将 此 物质 转移 到 被 感染 的 另 一 和 细胞， 过 一 过 

2 ah 2 #4  (transduction)o 

噬菌体 的 遗传 信息 包含 在 一 个 连 镇 结构 

或 噬菌体 染色 体内 ， 在 革 些 情况 下 ， 它 可 能 

FEAR GH (heterozygous) 如 噬菌体 

FE ASS st ZI EE (loci) 上 带 有 

7 [Al BS 48-48 24% (genetic markers) > 

BLM RIG RAA + MR. WECATHY w 

A #8 XHe "(phage crossing) 。 

bacteriostasis #M@B(Sa: MABRY SIAM 

KH VA RE 
bacteriostatic agent [Ait MAR SE Ray . 

bacteroide MHZ RAGE - d 
baiance “平衡 Bridges» 1922 ]: Oe 
传 平 衡 (genetic balance) 。 

balanced heterokaryon 52 @jSR4X98 。 
balanced iethals 平衡 致死 LNx1 ler+1917): 
OKR,BF (lethal factor) 。 

balanced foad *F@jR 7 [ Muller» 1950): 
> #18 #4 (genetic load) 。 

balanced polymorphism ”平衡 多 能 性 : HEH 
在 一 个 集 园 (population) 中 的 遗传 多 食性 。 

RAE HK R Ailheterozygous seve A 

8h) (homozygous) 等 位 基因 对 环境 具有 

7h BREE (adaptive value). 

balanced stock 平衡 原 种 :一 个 遗传 的 原 种 ， 
BRERA ARENMERE(selecti- 

on) M—fe RARER HRT ESA 
@ BFE A (balanced lethal gene) ; RE 

性 致死 基因 (recessive lethal gene) 而 能 

RELA F (hemizygous male) 欠 死 ， 和 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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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等 位 隐 性 基因 租 合 ， 兹 使 妈 性 同 质 具 有 不 

稚 性 。 
Balbiani ring ， 巴 氏 环 Beermann ，1952]: 

#4 (Diptera) BMF (chironomid) 

Shik BAG PRIA BAR EM (gi- 
ant chromosomes) 的 一 个 大 RNA HR 

(puff) 。 在 特定 基因 座 上 ， 此 一 特殊 基因 座 

BsHKks, SHARMA RAURB KA 

RO BHCR: AKSRSARRHSHH 
f286 (polytene chromosome) 所 观察 的 

RNAMBHU BRRGARRKTHRNA: 
SiRNABI ey (Precursors) fERRRK RR 

转 (turnover)。 巴 氏 下 的 结构 和 它 极 高 程度 

的 琉 比 ， 可 以 解释 如 一 个 厚 而 折 沿 的 电 德 ， 

於 包 封 拆 开 和 后 曝露 其 租 成 组 (filament) 
荡 向 外 伸展 形成 圆 环 (loop) 。 

Balbiani ring granule RRM: EPEC A 
环 (Balbiani ring) LAy # SHMAA(RNP) 

颗粒 。 过 些 颗粒 由 初生 的 信息 RNA REE 
白 (nuclear protein) AMR» (ARB 

SPREE (puffs) BRHUMBN. jet 

FESS A ALF EE RS FE 

EMRBEARBRA - 

Baldwin-effect Baldwin 氏 效 应 [ Simp- 

son» 1953 ] : “j§{§” (hereditary) 的 

TER (characters)\— SM (mutation) 和 

3% (selection) Sa “ JESAIH ” (non -here- 

ditary) 的 性 状 交 换 。 [ Ont it (gen- 
etic assimilation) ] 。 

ball-metaphase IRPHAL Barber and 

Callan» 1943 ]: 染色 体形 成 具有 特征 

的 一 园 ， 篇 C — HRT A(C — mitosis) 的 

一 种 形式 。 球 中 期 之 后 不 是 血 胞 完全 退化 就 

是 成 坑 与 分 裂 期 间 相 似 之 情形 。 
band ”染色 ( 体 横 ) 带 [ Painter » 1939): 

FES MA, He Mi fH ABACH (somatic 

paired) [> #®@ Mac Ht (chromosome 

pairing) » Sf (polytenic) BARE M 
(giant chromosome) ] S RHA BY EH 

(chromomeres) 经 特殊 聊 结 而 形成 横 带 。 染 

色 体 横 带 通常 具有 清楚 的 输 请 和 独特 的 大 小 ; 

每 一 染色 体 横 种 与 郑 近 之 带 有 很 明显 的 界限 ， 

Eh HR FAH)” (interband) 者 隔 开 。 

“染色 带 的 型 式 "(band- pattern) 是 各 个 染 
ies A> IW) PAR FP BASAL 

base pair substitution 

BREAREBHMM OMA (pull) ] 。. 
banding pattem 模式 带 : EMU AHS RH 

@ ## (polytene chromosome) » Hitt fA 

Sih RO Tea Lb, AN Re 
AR» Ms BLAS He @ HR (bands) 和 

fe fe Be FRA fl HP (interbands)Z ARIRX » 
Bar， 棒 眼 : 7£24i (Diosophila melan - 

gaster) fH—fEtt Hi(sex-linked)K#, + 

要 是 由 於 16A Rei ABR. CR 

传 基因 座 是 57.0， 突 释 的 结果 减少 复眼 (co- 
mpound) 的 小 眼 (facet) 数 。 棒 眼 可 由 不 等 

的 交换 (crossing over) 而 恢复 成 野生 型 。 

由 於 分 析 棒 眼 现象 而 使 Sturtevant Ks 

T ft BBE (position effect) o 

Barr body Barr o/J\a8 : OL RE (sex 

chromatin) o 

Basa body MP#8l Fawcett» 1961 ] :在 

RE (cilia) HAA MF (microtubules) 

Mil hze(orgenelles), A] FEB RR ER 
管 的 组 成 。 [ + £48 (undulipodia) ] 。 

basal granule #9: = 基体 (basal body)。 

base 氢 基 : ARK PRAM ASB (OH ) 

之 化 合 物 。 na 

base analogs 9AM: 与 正常 氨基 (ni-、 
trogenous bases) 之 构造 只 有 和 细微 差 虹 的 

#214 (purine) Rilke (pyrimidine) ， 有 些 

类 似 物 ， 如 5 — {RRM RE (5-bromoura - 

cil) ,可 以 加 入 核酸 以 取代 一 个 正常 的 氨基 。 

base pair RBH: 二 个 氨基 在 人 双 股 DNA 或 
RNA 分 子 上 的 配对 。 在 双 股 DNA 的 配对 

ARR —He Pete te (adenine-thymine) 

BiB — fare (guanine-cytosine) 相对 

mite M2 [A-T/G-CH]. 

FERNAP> Hig igitite (thymine) Hl dh Reve 
~ (uracil) 取代 。 

base-pairing rules ”氨基 配对 定 则 : HS 

SREB, IRE (adenine) 只 能 与 胸腺 

Ke Me (thymine) 或 屎 喀 喧 (uracil) ACH. B 

a5 (guanine) 只 能 与 胞 喀 喧 (cytosine) 
配对 。 

base pair substitution ” 氮 基 对 替换 :DNA 分 子 

受到 “损伤 ”(lesions) 而 产生 基因 突变 ( 

gene mutation)。 氨 基 对 替换 包括 转换 作用 

(transition) ， 但 仍 礁 持 叮 只 —Mehe (pur- 

ine-pyrimidine) (AT<e>GC) o RRR 



basic amino acids 

换 作 用 (transversion) ， 亦 即使 氨基 对 转 

换 (ATOTAGGCOCGHAT )。 在 作 

用 上 ， 氮 基 对 替换 可 由 多 胜 肽 之 胺 基 酸 蔡 

fh [ te Fe ESS Cotas muta tion) ] 及 

mutation) ] 或 由 化 学 艺 刻 的 回复 (revers- 

ion) 模 式 而 辨别 。 只 有 很 少 的 情形 下 氨基 对 

替换 可 以 直接 或 在 RNA 内 由 DNA 测 得 。 
basic aminoacids 龄 性 胺 基 酸 : 在 pH hye 

时 ， 携 有 正 电荷 的 胺 基 酸 。 

basic chromosome set 基本 染色 体 和 组 [ per 

1970 ] : Ox. @ #4 (chromo- 

some set) o 

basic defect ” 基 型 缺陷 : 一 种 构造 上 或 化 学 性 

质 上 一 致 的 缺陷 ， 它 是 道 传 疾病 genetic 
disease) 多 源 症 (syndromes) 的 基础 。 

basic number ”基数 : 一 系列 多 倍 体 (Polypl- 

oid) 中 ， 最 小 单 合体 (monoploid) 的 染色 钥 

数 ， 以 x 篱 代号 。 所 有 染色 体 数 篇 基数 之 全 

WHBCR SEE (euploid) 。 若 所 有 染 

色 体 数 较 x 增 减 单个 人 染色体， 而 且 不 是 x 的 

= Bu ABB BUGS (aneuploid) 。 人 含有 基数 

的 特定 核 型 (karyotype) f “ HRA” 

etal., 

(basikaryotype) [ Sinoto and Sato» 

1940 ]. ‘i 

basictype Ho 

basikaryotype 344%! [Sinoto and Sa- 

to» 1940 ] :~>RR(basic number) 。 

B-chromosome 8 一 染色 体 [ Randol ph » 

1928 ] : 出 现 於 许多 植物 与 动物 中 之 刁 源 
i 6,48 (chromosome) [ 又 称 超 上 额 (super- 

numerary)， 附 属 (accessory) 或 额外 染色 

#8 (extrachromosome) ]o ERIZEAB_E 

”与 正常 或 A - 染色 体 (A-chromosome) 有 

下 列 特 性 上 的 区 别 [ 在 特殊 情形 下 ， 其 中 之 

一 也 许 不 会 全 如 出 现 ] : 

1]. 形 驴 上 的 特性 :通常 比 A 一 染色 体 小 ， 
常常 但 兹 不 一 定 是 办 染色 质 (heterochro - 

matic) 和 末端 中 节 。 

2 遗传 效率 : 通常 北 不 强烈 影响 B - x 

色 体 携带 者 的 活力 和 表 型 。 
3 BX BR: 在 不 同和 细胞 (cells) ， 租 

委 (tissues) ， 个 体 (individuals) 和 集 转 

(populations) 间 ,B - 染色 体 数 可 能 不 同 。 
SRRTATE : 与 A 染色 体 间 没有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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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ZE BEM (chiasmate pairing)» Ef 

CLAIR OS MERLE, EOD UI 
ARES HK, FHS (lagging) » # 

- 排出 体外 .(elimipation) Be tml BE ( 
preferential non-disjunction) o 

5 有 秋分 裂 行 篇 He BEER, BMT 
烈 (polymitosis) Bua 17 f(preferential 

distribution) 。 

White [ 1945 ] 将 B Sete IOS BF 

Ki. ELAR EHSMOR, HBA 

MiB AAA BAB 染色 体 。 另 一 类 具 不 

BERR. ARAMA 
目的 B 染色 体 。 

Bae 2 aH AT AE BM take 

MaBanPpKy)hre LHREBHE 

Bi, PAH hye BHA MA 

—-#2A BRABEED BELLAS 

要 人 性， 同一 种 内 它们 的 发 生 和 频率 ， 在 不 

ARRAS Bit £ahMAwR. DR 

观点 说 坊 B 染色 体 是 寄生 人 性 的 ， 且 在 他 们 的 

个 体 或 集 园 中 独立 存在 ， 或 多 或 少 有 利 或 有 

bee dances “ 蜂 舞 : 工蜂 (worker bee) BK 
旋转 和 接 据 动作 ， 以 告知 其 同伴 新 的 食物 来 

源 的 地 点 。 

behavior flexibility (TBA | Thoday » 
1953 ] : 对 不 同 环境 人 条件 可 有 具 莉 时 送 许 性 

(adaptation), HST RHAERBTRS 
cE BUG RHHERR A ae eK ， 

提供 对 环境 影响 保护 性 的 各 种 方法 LAH 
(phenotype) ] 。 

behavior genetics 7783: 遗传 学 的 一 

个 分 支 ， 研 讨 行 坊 的 不 同 种 类 (types) 或 形 

式 (forms) ， 例 如 智力 \“ 个 人 特征 等 。 

Bence-Jones protein Bence-Jones 氏 蛋 白质 : 

fi (myeloma) 粗 胞 所 产生 的 一 种 单个 

ZR. ME Be (mul - 
tiple myeloma) 病人 的 尿 中 可 以 发 现 。 

Bev ”十 估 电 子 伏特 : BME Gev (giga 
electron volt) 之 代号 ， 但 Bev 仍 较 广 泛 的 

被 便 用 。 
B-galactosidase 。”B 一 半 乳 糖苷 酶 : 是 一 个 丁 

素 ， 其 接 角 作 用 使 乳糖 (lactose) KMB 
葡萄 糖 (glucose) 及 半 乳 糖 (galactose) ， 

在 大 甩 柏 菌 中 ， 是 可 诱发 酵素 (indueible - 



en2zyme) 的 醒 准 例子 。 

biennial ”二年生 : 植物 需要 二 年 才 完 成 生活 

史 的 。 亦 即 由 征 子 发 丁 到 种 子 产 生 和 死亡， 

在 第 一 世代 时 通常 只 有 和 营养 生 长 ， 而 到 第 二 

.世代 才 上 开花 桔 实 的 。 

bimitosis ”人 双 有 和 分 裂 [ Gonzales » 1967]: 

在 双 权 租 胞 中 ， 由 於 细 胞 质 分 裂 (cytokin- 

esis) 的 干 摄 ,而 使 二 个 有 入 分 裂 同 时 发 生 。 

binemic ”人 双 红 的 : 每 一 中 期 (metaphase) 的 

染色 分 体 具 有 或 假 届 含有 二 个 DNA 螺 旋 的 染 
&, ft (chromosome); Bs 6, -@ (unine- 

- mic chromatid) RA #A—IEDN AMIE ; 多 

&% 3 6,748 (polynemic chromatid) RA 

二 人 条 以 上 的 DNA 螺 旋 。 
binom ”无 性 种 [ Crcxzat ，1957 ] : = 把 性 

种 (agamospecies)， fate “+ 564% (agame- 

on) 。 : 

binucleate #€1%: RAK AMIR 

bioassay “生物 测定 : 利用 在 生物 (living 
-organism) 上 的 效能 ， 测 定 生物 活动 物质 之 

” 量 或 效能 的 方法 。 ey 
biochemical genetics “生化 遗传 学 : 遗传 学 的 

分 支 ， 讨 葵 遗 传 决定 物 (hereditary de - 

terminant) 的 化 学 性 质 及 其 在 发 育 和 功能 上 

的 作用 Ll > 基因 (gene)， 基 因 作 用 (gene 
action) ]. 

biocoenosis 生物 群落 [ Mobius» 1877): 

由 一 群 不 同 种 类 的 植物 和 动物 组 成 ， 冰 一 起 

生活 在 特定 的 楼 息 地 或 群落 生境 (biotope ) 

内 。 

bioid “生物 化 E Decker and S peidel » 

1972 |: f£Efal Ae fii Mh BA RE AE 

FR ee Darwin 式 演 化 (evolution) 由 

— FR FB FE KBE A FI) 52 BRIE KB 

biological clocks 生物 时 血 : 其 些 机 制 (me - 

chanism) 可 使 一 些 生 物 构 浩 ( 基因 ) 在 每 隔 
一 定时 间 和 后 表 过 一 次 ， 过 些 机 制 可 能 毫 涉 到 

HAE (specificity) 及 反 直 有 性 因子 

(anti-specificity factors) 

biological altruism ”生物 利 人 性 : 生物 的 某 些 
个 体能 使 其 他 个 体 效 得 利 丛 ， 但 自己 无 法 多 

利 的 行 坑 形式 。 过 些 利 丛 可 能 是 自愿 或 不 自 
RAR» (ARBRE AY © Ae ty FLA HE fade 
BAAD ( 包括 人 类 的 ) FLED TER EAD KE 
HEF T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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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tic potential 

bipolarity 

biological oxidation ”生物 氧化 作用 : 电子 由 

一 分 子 或 原子 转移 至 粒 线 体 之 电子 传 尼 系统 

的 转移 作用 。 
bioluminescence 生物 发 光 : 由 活 和 细胞 或 取 自 
活 竹 胞 酵素 所 凑 生 的 光 。 

biome 生 能 群落 : 植物 和 动物 的 一 个 群落 。 

[ > KKH (ecosystem) ] 相关 的 生 能 群 

落 ， 通 常会 经 由 称 需 生 仿 区 (ecotone) 的 一 
”个 相当 广 半 之 转换 区 域 互相 混合 "( (Ba oe 
FERIA ) 。 

biometrical genetic ” 生 和 统 直 传 学 : AR et 

“ 傅 ,(inheritance) 的 一 个 和 遗传 学 分 支 。 

biometry 生物 统计 学 : 研究 生物 问题 的 统计 

学 。 

bioplasm 原生质。 

biopoesis 生物 发 生 [ Pirie,» 1937 ] : 第 

一 个 生命 物 的 起 源 ， 及 包括 有 生命 物 之 前 的 

化 学 历史 。 第 一 个 生物 铀 之 原生 体 (eobiont) 
LORERE (eobiogensis) ; 新 生体 发 

生 (neobiogenesis) ] 。 生 物 发 生 可 分 希 二 

期 [Keosicz ，1965 ] : a) M#EMSEH 
(abiotic synthesis) 之 大 分 子 系统 (mac- 

romolecular system) 的 物理 和 化 学 沉 程 

时 期 。b) 包含 转移 大 分 子 系 杭 到 第 一 个 生 

命 物 的 时 期 。 

biosome ”生物 体 [ Lehmann, 1947 ]: 可 

Bee eH AS aie 
biosynthesis ”生物 合成 : 由 简单 的 先驱 物 ( 
precursors) 而 合成 细胞 (cell) 的 化 学 成 分 

再 聚合 成 构造 。 如 膜 系 统 (membrane sys- 

tem) ， 粒 线 体 (mitochondria) ， 细 胞 核 

(nuclei) AIAG (ribosomes) » 过 些 和 细胞 

成 分 和 和 细胞 功能 、 和 形态 之 生物 合成 ， 都 是 稻 

遗传 控制 的 。 

生物 的 油 能 : Milt (age - 

ratio) PRBS URRRA TR Ree 
— {i #% @(population jig pn By A AF RAE 75. 

biotope “群落 的 生物 环境 [ Dahl » 1921): 
> + 4 3&(biocoenosis) © 

biotron ALTLMRBERF.~ 

biotype “生物 型 ， 同 型 小 种 [ Johannsen ， 

1903 ] > 一 群 遗 传 相同 的 个 体 。 

biparental cross “人 双亲 杂交 : > = WFR X(tri- 

parental cross) o 

bipolarity 两极 性 [ Margolin» 1965]: 



bipolaron 36 

内 然 在 不 同 区 域 ， 而 DNA 螺 旋 [ 染色 体 (ch- 

romosome)] 的 双 股 都 用 於 遗传 转 4% (ge- 
netic transcription)  。 

bipolaron 两 极 子 : 一 个 核酸 的 节 段 ， 其 在 二 

22 8 (EA AUB 4A (genetic recombina- 

tion) Amy RA AA (gene cluster) WH 

URSA TE OC KR SE w(cross- 

ing over) {7 {HZ DHE> 

bisexual ”两 性 的 : 

|. 具有 雄性 和 雌性 二 种 生殖 器 官 的 生物 ， 

东 能 在 同一 个 体内 产生 雄 和 妈 配 了 千 ， 此 个 体 

不 是 雌雄 同 株 (monoecious) 就 是 雌雄 同体 

(hermaphroditic) 。 

2 与 单 人 性 生殖 集团 (populations) 或 世 
代 (generations) [ > B44 4 (partheno- 

genesis) | fk HERBRASHHHE 

HEIR HLA» 
bit BRE: 坑 信 息 内 容 的 基本 单元 [ 二 

分 单元 (binary unit) ] ， 此 单元 坑 二 分 翼 

择 法 (binary choice) HER» MERWE 

两 个 互相 排斥 对 立 的 可 能 性 中 的 一 个 ( 例如 

一 个 问题 的 答案 人 坑 非 “是 ”(yes) 即 “ 否 ” 
no 区 

bithallic ”人 双 菌 体 [ Ahmad» 1954]: & 
3 a 4 56 (heteromixis) 。 

bivalent —(@#8l Haecker» 1892 1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烈 中 ， 两 个 完全 或 邵 份 同 源 的 
染色 体 [ > 8 — 1h ff (pseudobivalent); 损 

= Ht (quasibivalent) ] 的 配对 构 型 (con- 

figuration) 0 [LO #é Maz # (chromo- 

some pairing)] 。 每 一 个 租 胞 [ # ALMA 
(meiocyte) ] 内 二 价 体 的 数目 一 般 是 二 合体 

(diploid) , AR Aaise RRS Ee (geno- 

me -allopolyploid) fy #2 Miia % #8 & A Ay 
一 半 。 在 有 交 双 的 减 数 分 裂 (chiasmate 

meiosis) ， 配 对 同 件 傈 在 交换 作用 (cro- 

ssing over) 后 由 交叉 (chiasmate) 而 结合 

在 一 起 ; 无 交叉 的 减 数 分 裂 (achia smate 
meiosis) 中 ， 则 由 功用 相等 的 构造 [ Cae 

对 区 (collochores) |] 将 染色 体 结 合 一 起 直 

到 第 一 后 期 开始 时 ， 二 价 体 的 形成 是 减少 体 

% (2368 BAEC HA A SEA A(assortment) 

的 先决 条件 [ ap at (segeeyation) ]。 二 价 
体 可 以 坚 别 如 下 : 

1 同型 二 价 体 (homomorphic bival- ent): 

Ac 对 同伴 在 构造 上 完全 相同 。 
a. 环 形 二 价 体 (ring bivalent) : 在 第 

—PHIR RR. 22V BARB (arm) 落 

RR REE RAE (chiasma 
terminalization), —(RBBK—-HRE- 

b.AAI¢— (8 (rod bivalent) : 在 第 一 

中 人 后 期 中 , RAERABH—BRECNB Me 

而 染色 体形 成 棍 形 。 

2 ZR wee ( hoteromorphic bivalent ) : 

ACA AAA Hess» 1M BOR BD el pe [ 

HRRA (heterozygous) #@,w* 

(chromosome mutation) J], — 

a. 不 等 二 价 体 (unequal bivalent): 由 

tt (deletions) 或 各 种 型 式 的 易 位 人 tr - 

anslocation)， 配 对 同伴 大 小 不 等 。 

b. 不 对 称 二 价 体 (asymmetrical bi - 

valent) : 配对 同伴 大 小 只 相等 ， 但 中 黎 位 

车 不 同 。 
3 中 和 节 前 及 过 早 二 价 体 (precentric and 

Precocious bivalent ) :配对 同伴 之 中 和 节 区 域 在 

第 一 中 期 时 已 权 分 欢 。[ 是 一 种 反常 行 仿 (a | 
departure from normal behavior) ] 。 

4 C- 二 价 体 = (\C-bivalent ) : EU RAF 

列 的 C SH (C-pairs), HARP BEHA 

BelkbAte» Pika RE C-—{(RBEC-R 

RAR (C-meiosis) HRB HK ALM 
(colchicine) MK hPBABH AA RBH E 

Bo 
bivalent interlocking $84 2g : > 2 3% (in- 

terlocking) 。 

blastocyte ARRARA: feel AT LAs Ae 
[ 喀 细 胞 分 化 (cytodifferentiation)] 。 — 

blastomere 4}; HRA : Wie» MIR 

ALAS = BR i SAT KA A l(c lea - 
vage cell)[ © 4a Mt (cytodifferenti - 

ation), 胚胎 人 发育 (embryonic develo- 

pment) Jo | 

blatua BH: 含有 择 球 形 粗 胞 的 一 个 早 胚 

时 期 。 
blastulation  SBiRAGK : >AEAGRH (em- 
bryonie development) o 

blending inheritance ”融合 遗 信 : OA (in- - 

heritance) © 

blepharopiast + #85£498[ Webber » 1897]: 

EWES (flgellates) BEHRB RAE 



et Sa 

深 的 颗粒 或 基体 [ 它 生 毛 笨 (undulipodia)]。 

blocked(capped 59ends 被 阻碍 的 5 端点 : 在 
多 数 趴 核 生 物 (enkaryotes) 的 mRNA 中 ，5 
未 路 在 转 录 作用 之 后 (post-transcription) 

His 5’ — 5′ 缩 合作 用 (condensation) ¥ 

DIGT Pi] SFICk $ © 
blood group ”血型 。 

blood line 血统 。 

B-lymphoeytes 8 ME Mia: 小 形 的 淋巴 租 

fd» SEI 抗原 (antigen) 刺激 时 可 以 合成 及 
分 泌 液体 抗体 (numoral antibodies) © 

bordered pit @FL: 在 遵 管 或 其 他 和 细胞 中 的 

N\FL> GAIKAD GAA BA FEFLIR (pit mem- 

brane) L#i—AA RS RH MBE [ Frey- 

Wyssling and Mihlethaler» 1965) 

bouquet stage 花束 期 [ Eisen» 1900 ] : 

减 数 分 裂 前 期 中 之 一 期 [ Me HA(leptotene) 
25 HH (pachytene) ] 。 某 些 物种 (spec- 

ies) 染色 体 的 一 或 二 端 都 朝向 细胞 核 膜 套 ( 

nuclear envelope) f3—Z4sE7> a eH 

(polarization) PPG ERH MiB: % 

f BK ia 2 BEF ECE BAI P<  (centroso- 
mes) 34 fo 

brachydactyly #975 RBH 

brachymeiosis ”简化 减 数 分 裂 : FAA KM 

数 分 裂 的 一 个 不 正常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 

bract @ : MEE H— es. 
bradytelic §=#Rimie{t | Simpson » 1944]: 
BPH (evolution) 速率 ， [2 

常 还 演化 (horotelic) ， 快 速 演 化 (tachy- 

telic) ] 。 

breakage and reuion ”断裂 与 重 接 : 交换 作用 
(crossing over) 的 传统 模式 (model)， 在 

PBT A (meiosis) 时 ， 交 换 作用 的 发 生 傈 

由 染色 分 条 (chromatids) 发 生 断 裂 ， 然 后 
与 非 姊妹 染色 分 体重 行 饮 接 。 

break through 突破 [ Hadorn» 1945 ] : 

在 一 致死 因子 (lethal factor) 有 效 剂 量 的 

出 现下 ， 一 个 基因 型 ， 仍 然 在 致死 危机 下 生 

Fo MEARS A BEART BREF - 
fH & 4 AQ (phase specificity of le- 

thals) 之 和 结果， 而 克服 第 一 个 危险 生活 期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 突 破 能 过 到 第 二 敏感 时 期 而 

FET 0 

breed ”品种 : SASH RH BARS 

37 bridge-breakage-fusion-bridge cycle 

配 集 园 。 
breeding ”育种 :以 控制 方法 繁殖 植物 和 动物 。 

breeding size ”可 生育 个 体 数 : 在 一 世代 中 ， 
一 个 集 园 (Population) 内 实际 参 予 生殖 作用 

(reproduction) FAR BC ARRN ] 。 
A KE HAG RH (effective breeding 

size) [ 符号 是 Ne] 是 经 数学 方法 调整 后 

的 生育 个 体 数 ， 因 此 可 以 比较 集团 之 具有 

不 同性 比 (sex ratios)» i @ a (inbr- 

eeding) BES#R. RATE” BEHA” 
(ideal population) 中 ， 个 体 数 目 当 多， 两 

性 数目 相等 ， 活 机 交配 (mating) 以 及 配子 

省 机 融合 的 情形 下 ，Ne SRN 。 通 常 有 效 

生育 个 体 数 小 於 可 生育 个 体 数 ， 因 驴 不 等 的 
性 比 ， 近 先 人 繁殖， 生育 个 体 数 的 期 麦 化 和 

非 估 机 的 配子 取样 ， 都 会 减少 有 效 生 育 个 体 

数 。 

breeding system ”育种 系统 : —-Aadhi hws 

HR (mutation) LAVA AMR, ja te ae 
Be $B e+ 98 (re production )ak GAC Ag 

BAM BERRPRAT ROM ARE 

fiat> EBNIDPR—KA Lewis and 

John» 1964]: 

1 CREM SRB AAIED- 
21 AVA ERMHER, 1 

ATHPRABAMH: PARAKR 

(mating system) 在 内 。 

育种 系 和 统 以 各 种 形式 控制 办 交 (outbre- 

eding) 的 程度 : CPREKURSBREs 以 

ARE ; 以 及 自 交 和 与 刁 交 的 混合 。 

breeding true ” 纯 种 : % + 9a Bi AZ Hi (phen- 

otype) HABRE> HAAR B- 

breeding value ”育种 值 : 某 一 个 体 之 育种 值 
傈 根据 其 后 高 的 平均 值 而 定 。 一 个 个 体 的 育 

种 值 等 於 设 基因 型 (genotype) 内 各 基因 平均 
wy KE (average effect of a gene yj MAlo 

C ANG (ei RE Tt — BA EK 

此 一 特别 基因 对 (gene pair) 的 另 一 基因 则 

i BER A FCA IB (population) ， 上 项 

个 体 租 成 一 个 集团 ， 各 基因 距 此 集团 平 均值 

2 MEX (mean deviation) BB “KA 

ZB 354K HE ” (average effect of gene) ]。 

bridge-breakage-fusion-bridge cycle Zi 

循环 [ Mc Clintock» 1951]: 简称 

BBFB @R- BURR h & EM (dicen- 



brights 

3. BR-f=SRARADRMARCKER, HPRRACREREAARR 
本 而 来 。 左 图 需 包 含 所 有 三 条 染色 体 的 染色 分 体型 式 ， 右 图 RREBHA, =i 
染色 体 中 的 两 外 车 合 形成 一 个 人 双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 科 头 表 示 二 种 型 式 可 能 互 袜 交换 。 

[ 优 自 Faberge,1958] 。 

tric chromosomes){ BBFB 循 焉 染色 体 ] 

或 染色 分 体 [ BBFBRRRAT EE | 而 产生 

H-Pshe ERATAR ( 或 ) RT 

后 期 上 时， 和 绝 胞 两 极 关 之 双 中 节 橘 断裂 ， 由 从 

(MEP EE A (duplication) Bar 
(deletions) ATE RR F Raia RB eR 

‘Y MHZ B. (genetic information) o MEF 

H-GROUBAE, ZEEE ME 

Bist FE ch A VKA AAT 

He eR BEM MARRS | 3]. EBBFB 

HRS. PRIS ARES Blt a @ ET 
上 求生， 染色 体 或 染色 分 体内 的 遗传 基因 座 

也 许 会 重复 的 重新 组 合 。BBFB 循 玫 始 於 初 

REBAR ( chromosome mutation) 

SSM BY: PS ACTA (secondary 

changes) - 

brights =F [ Preer» Siegel and 

Stark > 1953 ] : ORM (killer). 

5-bromouracil 5--jS Ar SNE: AFRZO-BUDR. 

= 

Bagh (mutagen) 之 一 种 ， Pieipreng 

(thymine) 的 氮 基 类 似 物 {base analog) » 

Kyte DERG S-CH, 被 省 (bromine) 所 

取 蔡 。 
brood — |\ Zt. 

budding ”发芽 : > #9 ##(cell budding), — 
bud mutation 芽 修 突变 。 

bud selection 22H. 

bud sport SF: KU MIMD RAY 
#5 Mi XB (mutation) [ = #38 ¥*(bud 
mutation) ] 。 

buffer @@al: 一 种 溢 液 中 的 物质 ， 能 中 和 

酸 或 龄 之 加 入 所 引起 氨 鹿 子 (pH) Zito 

bulbifery 小 珠 芽 化 、 生 球 荃 化 : 在 植物 中 之 

$5 ih » TE BRE TERR LE. FAR ERE(bulbils) 

能 完全 取代 花 的 形成 以 及 有 性 生殖 的 过 程 。 
在 其 他 情形 中 ， 除 了 形成 正常 的 花 器 之 外 ， 

亦 话 生 小 球 圣 。 



ao burst size 

bursa EF: 动物 体内 的 赛 袋 ， 息 类 的 ” 腔 上 burst size VRE: 每 一 感染 细菌 释 放 啦 菌 
=” (Bursa of Fabricius) 是 其 主要 的 淋 fi (bacteriophage) 颗粒 的 平均 数量 。 FER 

巴 器 官 ，B 淋巴 组 胞 (Blymphscytes) 在 ReKki tant RAMA URMRe 

ih RHE DH» RELA AE PEK REIT 88 5 © 



14C 

Ce 

14C Mp: RHE RAH, BH 
微 绊 的 6 粒子 (有 8- particles) | Bf(e- 

lectron)], *%3##46 5700 =. 

caffeine [isms - 

calico cat 杂 色 猫 : Mes 7 2AM (genotype) 
BBb MER LARS ABRAM. 

callus MSM: 聚集 在 伤口 表面 或 由 植物 
Hie (tissue) HAT, €RH—-BHAI 

且 没 有 分 化 的 植物 细胞 [ 薄 壁 细胞 (paren- 
chyma) ]。 

calorie ”卡路里 ; 卡 : 在 一 大 气压 下 将 一 克 水 

HH 14.5°C 上 升 到 15.5?"C 所 需 的 热量 。 
calyx “人 花 . 

cambium 形成 辱 。 

cAMP ” 刺 形 腺 核 苷 3′，5“ 单 磷酸 二 = TREN 
cyclic adenosine-~31,51-~monophosphate 

之 简写 。 
canalization ®B{tl Waddington»1940]: 

7B 2 38 fh ORR 5 FB TT SEK EA 

4! ( pnenotype ) -发育 途径 的 特性 - [oO 
自动 调 季 《homeostasis ) ] ， 渠 管 化 是 一 - 

BER LORE ARK MMP EASA 

AHR RAHKERMRRS SKS R. 

candlizing selection 2 {t 3242 [ Waddington: 

1940 ] : Oi# ( selection ) 。 

cancer 癌症 : 2—-HRAHRA KHER 

不 能 控制 的 细胞 生长 。 

CAP 办 化 激 体 蛋白 1LZxpay et al+1970): 

catabolite activator protein 之 简写 。 

capon fgiS : 经 过 关 割 的 家 禽 。 

capsid ”被 囊 体 [ Zz orr Anderson and 

Jacob,» 1959 ] : 泪 过 作 病 毒 颗粒 或 病毒 
体 (viron) 的 蛋白 质 层 ， 傅 形成 被 襄 体 和 蛋 

白质 次 单位 (subunit) 的 特性 ，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形式 ( 不 是 螺旋 状 就 是 等 大 的 ) 。 在 电子 

题 微 复 下 观察 ， 和 被 训 体 之 组 成 [ 蛋白 质 次 单 

位 ] 28a RRA (capsomere). F 

Kips RE wee b> 
capsomere “被 圳 粒 [ Lwoff» Anderson 

and Jacob» 1959 ] : 香 白 质 次 航 单 元 

AWK (capsid) 。 
capsule @: 某 些 和 菌 稻 胞 周围 的 一 层 似 胸 状 

的 多 酷 (polysaccharide 或 有 时 含 多 胜 驮 云层 

carboxyl group ”羧基 : 化 学 集 园 之 一 ， 构 造 

O 

-¢C-OH, R#ABRABE, ABE 
O 

(hydroxyl) 的 所 被 释放 而 带 负 电荷 -~C-0- 
carboxyl terminal 羧基 末端 : 多 胜 驮 链 (poly- 
peptic chain) A 4; }eBEa — HEH ( a-car- 

boxyl ) 的 一 端 。 

carcinogen “致癌 物 : 致癌 的 物理 或 化 学 物 。 

carinate “有 厄 骨 的 。 

carnivore ”食肉 动物 或 食 虫 植物 : 指 食肉 动物 

而 言 ， 但 亦 可 座 用 於 少数 的 食 虫 植物 。 

carpel fF: 花 的 一 部 份 ， 转 和 米 胚 珠 (ovu- 

les) YF HEHE! BA ATHER ( pistil) 。 

carrier EASE : -B4HSVRAMEZE 
& A #! (heterozygous genotype) 经 常会 造 

成 遗传 ( BSE) 的 不 正常 。 

carrier cell Ha SiS AAMAS : 任何 感染 病 

5 Mill BRT ARM H RR. 

caryonide Xt% M[Sonneborn» 1938 |: 在 

草 履 虫 (paramecium) 内 ， 具 有 从 一 共同 大 

iH SEZ KA (macronuclei) 后 高 的 一 个 系 
# (line). 

接合 (conjugation) 后 ， 每 一 接合 体 一 

般 由 融合 术 形 成 二 个 新 的 大 杉 。 接 合 后 的 第 

一 次 分 列 ， 则 分 布 於 子 和 胞 内 ， 而 再 建立 正 
常数 上 且 的 大 极 |[ 每 一 细胞 一 个 ] 。 在 下 一 个 

权 再 租 成 之 前 , 所 有 的 个 体 分 裂 以 人 后， 大 术 会 

分 裂 。 如 此 每 一 对 之 接合 体 通 常 形成 4 个 ， 

每 一 个 自己 人 受精 个 体 认 自己 受精 人 后， 形成 二 

HARA 。 大 核 分 化 以 后 » B-HKEH 

在 一 织 毛 动物 种 (syngeq 中 ,一 般 只 可 能 包含 

二 个 互 祖 配 对 形式 中 的 一 组 和 胞 。 二 种 限制 的 

ANE “ Ase” >» BRER—-BRBAB 

系 问 发 生 接合 。 

caryopsis 482: 由 一 个 复合 子 房 而 来 的 一 个 

乾 而 不 裂 开 (indehiscent) 之 多 种 子 果 实 。 

例如 玉米 。 
cascade regulation ”联结 的 调节 作用 [ Pon- 

tecervo » 1963 |: 一 个 调节 基因 冬 ( 可 能 

”需要 或 不 需要 活性 的 ) 另 一 个 调节 基因 抑制 物 

(repressor) 之 主要 作用 的 调节 [ 只 道 传 调 
节 (genetic regulation)] 。 

castrate ”去 势 : Key BH (testes) 去 



BRED 。 
catabolites “异化 代谢 物 ， 代 谢 物 : 食物 分 子 

分 解 后 的 产物 。 
catabolite activator protein 2(b-jM@#EG 

[ Zubay et al» 1970 |: SMR A 

F(operons)HEA BR Z — EB 5 |B RE A 

MRA» RIES RA LA Ife 

FA. BGR Ra ( cAMP ) REDE RR 

化 激 体 蛋白 (CAP) 活 性 化 。cAMP 和 CAP 

SESE DNA b> 使 RNA 聚合 酶 与 

作用 子 (opero 加 之 促进 物 ( promoter) if 
而 开始 转手 。 沁 些 作用 子 的 促进 物 可 能 包含 

=e, HM CAP RRNA 聚合 物 之 

全 酵素 (holoenzyme) 相互 作用 。 若 有 相当 
的 抑制 物 (repressor)， 即 使 有 CAP 及 

cAMP 之 出 现 ,作用 子 亦 将 不 能 合成 mRNA。 

作用 子 受 与 化 代谢 物 抑 制作 用 及 含有 葡 

萄 糖 时 ， 则 减低 其 麦 现 速率 。 葡 萄 糖 可 能 滥 
成 降低 cAMP 对 CAP 之 可 用 性 。 CAP 

TUBBRVREERRBAL ABA (C 

RP) 。 
catabolite repression ”代谢 物 抑 制 (Magasa- 

nik» 1961 ] :在 细菌 内 交 传 调节 (gene- 
tic regulation) 的 机 制 。 它 代表 在 原核 生 

物 (protokaryotes) 上， 和 从 上 位 性 到 诱发 抑 

IRR RAHA ARR. Ree 

个 或 更 多 的 有 了 关 催化 剂 ， 则 限制 一 个 〈《 可 以 

oe ey ) 作用 子 的 遗传 转录 作用 ( genetic 
transcription). Hi (mH BEA 

大 分 子 的 抑制 物 (repressor) 相互 作用 。 

catabolite sensitive “办 化 代谢 物 敏 感 基因 [2Zzx- 

bay et ale» 1979 |: 活动 受 恰 化 代谢 

物 抑 制 (catabolite repression) 影响 之 

ALIA © 

catalase “过 氧化 氨 酶 : 能 将 过 氧化 氨 (HO，) 

分 解 久 水 和 和 氧 的 酵素 。 

catalase reactivation 催化 酵素 再 活化 作用 

[ Monod »Torriani and Jolit ]: Wt 

Ae, PA) a StS A PES ba BA Ba TTT Ha Ph eR 

(UV) 照 射 租 胞 的 生存 力 [ SARE AN (re- 
activation) 门 。 催 化 酿 素 的 再 活化 作用 可 以 在 

小 量 的 可 齿 光 和 在 氧化 物质 的 存在 下 ， 而 加 

Ml Rupert and Harm, 1966 J. 

catalyst = {2 Fi . ARG . SERRA: 可 以 增进 
(BREE A. (ADWARE 

4) cell 

YEE PANES ES 4 REPS HEL © 

catarrhine 3KPIR- 

cathode ray SERRE 。 

cation 阳 艺 子 。 

catonated 各 处 结合 的 圆 形 DNA 分 子 。 

caveola ” 7H: FEMA MARR AAA RE 

表面 积 增 大 。 在 一 穴 地 内 ， 其 单位 膜 〈unit 

membrane) 形成 一 隐 珊 (blind) » W7 

AE RE, 向 细胞 外 的 空间 展开 。* 许 多 的 六 地 

都 是 与 分 淡 物 (secretion) 联合 成 芹 时 膜 的 

构 形 。 汞 由 吸收 作用 (encytosis) 吸收 分 子 

到 和 细胞 内 。 

C-bivalent C—=— (mae ; 7K (lie — — (BG : 

C — RRB (C-meiosis) ; = 1% 14 (bi- 

valent) o 

cDNA 反 信 息 DNA = 由 傅 据 RNA ZDNA 
聚合 酶 (DNA polymerase) 产生 之 DNA 

互补 到 一 个 纯化 的 信息 RNA 。 
cDNA f = {88 DNA (anti-mes- 

senger DNA) ]fE7BUK LI RFFTE ASF AA 

到 分 子 杂 种 化 之 研究 ， 而 能 区 别 具 有 高 度 相 

WIPER ERR (nucleotides) 顺序 。 冰 提供 实 
用 的 方法 估计 任何 含有 回复 圭 儿 序列 的 RNA 

Se (7 MEE 。 

cell fal Hooke» 1665 ] : 生物 构造 和 

HREM AY) EIR IL. ERR A RR 

一 定 的 次 序 模式 和 生命 的 本 质 一 一 生长 

(growth), 佰 盯 的 代谢 作用 ,独立 的 能 源 循环 

(energy-cycle) 及 生殖 [OA @ m2 (auto- 

redauplication)], 过 些 力 是 由 所 铀 的 “和 细胞 

胞 器 "(organelles) 次 舵 构 造 单 位 来 完成 过 些 

活动 。 过 些 租 胞 胞 器 有 他 们 的 明显 形态 和 表 

现 特定 的 细胞 功能 。 

和 组 胞 可 以 生命 的 独立 单位 存在 ， 他 们 可 

以 互相 烙 合 成 细胞 群落 (colonies)[ #HEAY 

结合 (facultative association) ] RMR 

[ 专 性 的 结合 (obligatory association) ] 。 

组 胞 是 所 有 生物 的 基本 建材 。 在 初生 生 

物 (probionta) 秋 胞 中 ， 有 具有 特定 的 租 胞 胞 器 ， 

来 完成 所 有 的 生活 功能 。 在 中 生生 物 (meta - 

bionta) » AAR, TERRE AHie > 

傅 分 工 合作 ， 有 具有 特定 的 功能 | Ane ML 
( cytodifferentiation )] o 

每 一 细胞 均 能 依 其 所 含 物质 性 质 ， 构 造 

AUK ATT BIR REE AE PE FR i PFE 



cell 

REF MR FEK ) MBA ree 

He, HEERBEDP, (PBA ME 

一 的 基本 草图 RA Bal Mp AS hee: 

可 分 化 篇 细胞 质 (cytoplasm) Ail 40% (nu - 
cleus) [ EBRAW ( eukaryotes) ] 或 核 

仁 (nucleoid)[ 在 原核 生物 ( protokaryo- 

tes )] o ##— MIB KR (plasma mem - 

brane)# 3 4a, 4 (cell wall) 7H. & 

fo ie ie a5 fiz WS A & KH (ground plasm) 

Hh, ( 基质 ) BIR] YAW (soluable phase) Hz, 

Gig i BAB ADFT (包含 很 多 酵素 )o 除 

T Ani BE Ah 9 A Be 

(mitochondria) A1$% 4 ## (chondrioids), é, 

# 78 (plastid), ae ribosome). 高尔基 

#8 Golgi apparatus), # 4% (centroid) » 

2 7 4 (lysosomes), K@( cortex) Al #, 

(vacuoles)s‘) #q (endosmplaic veticulum), 
ARM [ 高 等 植物 和 动物 ， 原 生动 物 

XE(protozoa), MMAR RR ] RE 

Mil MR CRB ] 具有 不 同 的 复杂 性 。 
| BX AM ( the eukaryotic cell) 

a 

[ Chatton » 1925 ] (图 4 )WRE— 

f= HAR ( Morrison» 1966 ) : 其 中 

— FRE IHR A, HbR (nucle- 

”oplasm) 8a 4H Af’ REx & 4 nuclear enve - 

lope) Z2fLE» MABRY. Some M 

中 腊 质 的 细胞 胞 器 所 形成 。 第 三 相 是 陂 膜 封 
FAD 4 Aso ROB zw (unit mem- 
brane) ] $f Mil BAA ROP Bl eae 

HA PPAR RR ee 

EASES RB. BH RRR HE 
HSA ARE BREA  M— RFI 
MD SIV KA A (endoplasmic retic- 

ul um) #1 BE FRB o MHRA SE REDD HERE 
BROAD DER SEB HRC BSH. 

2 原核 生物 细胞 the protokaryotic cel! } 

[ Chatton,» 1925 |\2G RARER OE 

造 单位 ， 而 其 类 胞 胞 器 的 构造 成 分 ， 要 上 比 质 

B+EMRBREY . eM RWS BE BE 

MRE, Hii REMAP D & 

膜 的 构造 。 和 胞 腊 局 部 陷入 ,产生 了 管状 的 。 

ik. EMR MPhH RARER ABAD 

图 4 图 示 动 物 ( 去 RAD MORI NRE Mi)ReRD Sew 
(CPp1) 坑 基 粒 型 。 箭 头 所 指 坊 不 同 细胞 小 室 之 间 ,未 有 膜 的 连接 。 初 航 膜 以 连 炉 的 
Bgea o Cpl: Hee; CW: 细胞 壁 Ds: HH; EP: 原 粒 ; CA: 高 尔 基 氏 
@;GM: @@2R; GV: BRR, iChr: 静止 期 染色 质 ; 1MM : 粒 线 体内 膜 ; 
iPLM: RAR; Li: RRR; Ly: BME; Mit:tAwee; Mim: PBs; 
Mt : 徽 管 ， Mv: MmRme;: N: hk; NP: 核 孔 :oOMM : 术 综 体外 膜 ; OPLM: 
MMA; PC: 核 周 壁 妻 ; Pld: Mihi; PM: 原 生 质 膜 ;PV: MRAM: 
rER: AAR; Rib: RMR; SC :减速 分 异 前 期 的 联 会 复合 物 ; SER: 平滑 
内 质 征 ; SG: RHN; Thyl: MRR; Tol: Raw; Vac: KCK Klima, 
1967 Jo 



友 胞 的 核 酷 由 和 粒 线 体 [ > 42-48 (chond- 
rioid)] 。 

原 校生 物 骨 胞 的 组 胞 腊 似 乎 比 揭 核 生物 
MERE SHBG, 2M 
Hb. EIEKE RRM, Hie 
胞 膜 含有 氧化 分 解 有 机 物 的 酵素 ， 六 合成 高 
A. IES MRM EER, itt 
FEA EFA GS F OE: OS BOR) Ba 
(intrusions) [ /)\ qu ARMA & tt 
(chromatophore)] © 

SUF BY SR Er3 i eT DS 

的 : CPR TE DARPA, 

PIMA RRS HR AM. SRO FAR 

— UA PRE BE PEE DOS» 细 

胞 内 的 次 分 裂 成 俘 各 种 构造 单元 的 细胞 胞 器 ， 

代谢 过 程 在 各 种 构造 单元 的 部 位 ， 构 造 单 无 

的 组 合 和 它们 灯 持 的 性 质 ， 和 胞 对 周 图 情况 

的 依 顿 性 以 及 它 对 环 增 枝 化 所 能 滴 应 的 能 力 。 

多 和 攻 胞 体 中 ， 如 果 是 构成 身体 的 细胞 ， 

CIBC RRO MH (somatic). TRI 
胞 (somatic cells) 相反 的 ,配子 (gametes) 

和 它们 中 间 的 宜 先 ， 计 入 久 配 子 糊 胞 。 

in Ba 5 A ee Se A Se. ZEA 

胞 中 , TREE? PTS tn, & > Hi (cytokine- 
sis) [ $4724 (cell cleavage) ]j 和 核 

YR (karyokinesis)( A#MRMRDB ) ) 。 

EBRAh, 染色 体 可 以 在 题 微 针 下 发 现 。 

在 两 次 分 裂 周期 间 ， 染 色 体 是 存在 於 核 中 。 

cell adhesion ” 丰 胞 粘 附 力 : 一 个 细胞 与 它 郑 

UTM EB. 包括 细胞 聚合 (cell aggre- 

gation) MBB (cell mobility) 和 细胞 间 

i##*%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 

[ cy> 缺 球速 接点 (gap junction) ] . Mile Hib 
HZEBABRALCMR, CRAHBWAAK 

AR A AAR KS BUR MA E'E PS 

Ze ABE HAE A PE OTE 2 (des- 

mosomes) 之 呈现 而 加 强 其 粘 附 力 。 

cell aggregation 细胞 聚合 : 7 REA AA RE 

TERA o MORE SS Ae PS Ae He 

面 上 特定 大 分 子 的 产物 调和 。 
cellantigen ”和 灶 胞 抗原 。 

cell budding 天 胞 发 芽 : 在 细胞 质 分 裂 (cyto- 

kinesis) 时 ， 釉 胞 东 不 平分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 在 棚 胞 一 处 或 少数 狭 窗 限定 的 和 部位， 类 

似 芽 体 的 生长 ， 而 一 个 子 述 则 移入 每 个 生长 
BBA » 2K Bef Ata ot AD AE BD AR 

43 cell cycle 

cellcavity ”和 组 胞 腔 。 1 
cell center ”和 棚 胞 中 心 : ERT RE, REM 
胞 标的 和 胞 构造 。 

cell cleavage ”细胞 分 裂 : 它 分 裂 (cleavage)。 
cell colony ” 烟 胞 群落 :人 > 细胞 (cell) 。 
cellcommunication  AfRRAGE: 可 刺激 和 不 
能 刺激 租 往 和 胞 之 问 长 程 和 短程 的 交感 作用 。 

短程 稻 胞 隐 兹 需要 和 粗 胞 问 直 接 在 实质 上 的 接 

篇， 兹 常常 作 有 明显 租 胞 问 膜 特殊 化 。 
cell compartment 。 自 胞 小 室 : MIA, 
PR BSB. Misa 

ar PA Boe (unit membrane) 4 3 

HBS 2 EME ATR SAS 
AS Yip Me RS 2 — Fah HO IE He SEA: Hin 
胞 的 主要 小 室内 有 1 细胞核 (nucleus) 2 粒 线 
性 (mitochondria) 3 it ( plastids ) 
44) %%§ (endoplasmic reticulum) 5 核 
五 体 (ribosome) 6 % MRAM Golgi ap- 
_Paratus) 7 {M4 (lysosome) 838% 
49% (peroxisome) 9 84> (glycogen 
granules) 。 [OM fe4t PP Panne: 
lization }« | 。 

cell cortex MsR ATL Chambers ， 1940}; 
c> Rt (cortex), 

cell culture  gupiasat 36 : Achy tA MR 
HAR, BEM MASH. wes £(tis- 

sue culture) K % 73+ # (organ culture) 

RAMEN EB E E> RAM MA(or- 
gan primorida)  # BHSRRM Fit 
FF AIA Fe. BRAT Das RK PIR BE ERS 

分 化 或 保存 。 从 生物 体 上 直接 取得 器 官 » 

i > RAMEE EBS in 35 & (primary 
culture), MRE BHBK KER (sub- 

culture) #4 #9 % (cell line) [ Feo- 

doroff,» 1967 ] 。 

cellcycle #@RRjIA#A: 单 狐 和 组 胞 的 生活 史 。 在 

增殖 中 的 体 细 胞 可 包含 四 个 时 期 : 分 裂 期 

(the sitotic phase) [代号 售 M ] 和 三 个 分 

裂 间 期 interphase) -而 此 三 分 烈 半 期 中 , 包 

括 DNA 合 成 前 期 或 G, 期 , DNA 合成 期 (S ) 
和 DNA 合成 后期 或 G, 期 。 在 G, 期 ， 染 
GREE. HHAHARERLAE SH 
{ Howard apd Pelic,953 ] . FEIT 

4 2 Bill » PLES UE 此 时 G ， 

期 通常 缩短 或 完全 消失 ， 即 减 数 分裂 这 即 发 

生 在 细胞 问 期 极 的 合成 期 之 仁 。 



cell differentiation 

cell differentiation ”细胞 分 化 : 同一 条 体 和 细胞 

的 子 细 胞 完成 背 保 持 构 造 及 功能 的 特殊 性 Epe- 
cialization) ， 此 一 作用 称 篇 分 化 。 

cell division 细胞 分 裂 : 细胞 藉 著 核 分 裂 (kar- 

yokinesis) 及 细胞 质 分 裂 (cytokinesis) 

的 增殖 请 之。 
cell division lag MAf@4> 24 iE ~[ Ryan > 

1954 ] : RHA AsM ER (mutagenes) SB 

的 处 理 后 , EEARRBEH X #(mutation )， 
到 是 稻 胞 重新 开始 分 裂 延 还 的 结果 。 [OX 

变 的 还 延 (mutational lag) , AAI 

(Phynotypic lag) ] 。 

cellenvelope MRE: EMBRACE. 
AMR ARS HRA. 

cell factor MARAT: OF BBB 40,000 

HEA Bs (protease) FRBARPEAE 

Sw, EMRPHSESRAUS LER SH 
活化 作用 (proteolytic activation) (# mu 

RR (plasminogen) BBR mR ( plas - 
min ) 。 

cell-free extract ”无 细胞 抽取 液 : HAH 

k, CHRNRHA,. RRESMRLRHY 

流体 。 此 抽出 流 含 有 和 确 胞 的 可 蒂 人 性 分 子 。 

call fusion RMS: FF ASRSMRE 

RRA BAUCR—-BHEER (hybrid 

cell}tm HSRERECR AEORBHH 
Sendai®#*(Sendai virus) RE UBBAR 

了 

call generation time 。 细胞 世代 时 间 : — (aki 
胞 连 态 性 分 裂 所 需 之 时 间 。 

cellheredity M@igaS: MHHRS. ZA 
BAM? Mies 2 ae BEB DNA ， 
和 胞 胞 器 (organelle) DNA， 及 主要 构 形 
[ Sonneborn,» 1967 ] 之 出 现 , 需 要 前 引 

分 子 逢 类 的 聚集 成 佑 具有 功能 的 平面 或 立体 

#38 [KA (cortex) ] 。 

celihybridization Mae : 具 生活 能 力 的 

MEV. BERGHMARZ. MMH 

(cell line) H#MAH—H. SUMRE 

ESA 1 Cle Pi bLeE & Ce ae 
yo type) MRBRK. MUGHRABERA 
丰胸 之 一 方 的 各 个 性质 。 傅 融合 (fusion) 或 

交配 (mating) FHRPHBABRE RAS 

ZR» MSRM RCE TH. RTH 

(ia vitro) 细胞 的 融合 外 ， 最 近 之 实验 由 分 

Ht (segregation) 和 重组 (recombination) 

MTT HBA (in vivo) 细胞 之 交配 (mating)。 

cell interaction ”和 相 胞 交感 作用 : — MIS 
另 一 和食 烟 胞 之 影响 ， 其 在 胚胎 发 育 { BRt 

长 之 部 位 与 厌 序 ]. BORANARBSHE 

具有 重要 角色 。 

ceil junction Apies= | Farquhar and 

Palade, 1963 ] : Ef, Btem# 

#7 (cell adhesion) MHRBARRZE MH - 

HORBRELHEE. MHBERK—E 

VENA, MAnBAMEUS BRE 

AE hit BEE RH Er hie + - 

HRBEHUEBAREL AASRBA 

胞 特性 上 扮演 一 决定 性 角色 。 例 如 租 梭 的 滨 

2 BREE ERB MRE » 

BBHT LARK BHEAMBRRHBS. 

[ <> BB (zonula occludens) ; 斑点 附 闭 

(macula adherens) ] 。 

ceil lethality ”组 胞 致死 性 : 个 别 胡 胞 死亡 包含 

” 租 胞 致死 ， 所 谓 血 胞 致死 [ Demerec 

and 姻 ooper ，1936 ]， 乃 是 细胞 中 发 生 

突 党 《mutation )[ AF chs & (deletion) 
CK), MRMmAC. [OR (letha- 

ls) ]。 稳 胞 致死 可 区 分 篇 初级 和 胞 致死 和 

次 级 细胞 致死 [ Hadorn, 1949 ] : 

1 初级 细胞 致死 (primary cell letha 
lity) > 带 有 和 致死 因子 之 胡 胞 ， 夭 论 在 获 役 

点 (mosaic spot) 或 移植 到 和 遗 传 学 上 属於 正 

Bea, SRERAC- 

2 次 级 细胞 致死 — (secondary ceil le- 

thality) : ARBAB RABSLBRE 

BEBLE: RERHATHRR, Soe 

致死 危机 而 生存 下 来 ， 它 们 的 死亡 便 与 其 他 

细胞 自然 死亡 相同 。 

celliethals hese lDemerec and Ho- 
over» 1936 |: DRA RtHz(cell le - 

thality) 。 

cell line ”细胞 系 : BI KKRER (sub- 

culture) KY » (tek 细胞 培 鞭 (cell culture) 

+b 2 4: MAE (population) o BAK 
(cloned line) #BRt—-BERBE+H 

Mia. — Xba, & (diploid cell 

line) 是 在 此 系 (line) 所 得 到 品种 的 正常 和 
胞 中 ， 至 少 有 75 多 之 区 胞 上 共有 相同 的 核 型 

(karyotype) 。 如 果 极 型 改 材 ， 但 染色 体 的 



配对 数目 (diploid number) RAM, KE 

PT BS BEA (pseudodiploid) o BT 

2885 3 tito # = (heteroploid cell © 

line) 是 指 少 於 二 信和 体 之 染色 体 和 组 成 75 儿 的 

HAE © 
cell lineage MiawARl Wilson» 1882 J: 

HH PR BABS Fe DS MH (blastomere) 而 来 

PBR 1 HAR 
cell-mediated immunity ” 克 胞 促成 免疫 性 : 部 

BRET AEM ( T-lymphocytes) 

PRA. Ate ASHLEE (antibody) 

DSF EBM K 
cell membrane #iffie[ Nageli and Cra- 

mer» 1855 ] : PRRMIS BRT 

隔 层 的 任何 构造 。 某 些 胃 胞 膜 的 乾 物 质 ， 占 

了 全 和 相 胞 的 80 %% 。 

cell migration fase :在 动物 之 胚胎 ,和 胞 

BEA wARRH— BSE HF A—B © 

MH, AmMERERE-BRLE-E 

特定 时 间 上 落 形 成 一 个 和 新 的 租 织 一 起 存在 ，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它 能 控制 由 特定 组 给 到 另 一 

BAR (induction) 的 开始 。 

celi nucleus MAMIX[ Brown, 1831 }:—> 

4% (nucleus) 。 

cell plate faith Strasburger» 1882]: 

在 核 分 裂 (Karyokinesig 人 后， 两 子 核 之 问 形 
ORS AES. Sb tna 4 (cell wall) HE. 

CHPKLS ARBRRBHEY? s CER 

ERT, DORKLADR I RARE 

| (polymeriable uronic acid) f4WLO 

Ai AA (phragmosome) ] 。 

cell population ”和 细胞 集团 : —#RitM> IE 

FREER HMM Ll Leblond» 1964 |. 
1 ”静止 的 MARAE ( static cell po- 

pulation ): — #4 4 ie 77 A 65 Ie Ba 

i. AUR DNA SBR. 

2 SRR AMA H) (expanding ceil 
population) : — Fil Ai ie PM a6 (0 Ae IE 

HEFT A RD SUS A A SE TTT HE A DR DNA 
的 含量 。 

3 新 生 的 血 胞 集 园 ( renewing cell 

population): — #+ fr] A aii Pp A & Be ed IE 

JETHRO W, FR BIB DNA 量 增 加 的 
需要 量 。 

cgll recognition “ 兢 胞 识别 性 : HAA 

cell surface 

别 性 ， 主 要 由 於 抗原 抗体 (antigen- anti - 

body 形 式 的 作用 或 ( 龙 其 ) 是 在 含有 草药 糖 转 化 

% (glycosyltransferase) 7 BK &YMS 
‘Hy (enzyme-substrate complexes), | 

cellsan @iae: 细胞 内 的 特殊 波状 物质 ( 相 

BRE RSGRRBAR NAH). MRR 

HARTER Ih, WASH 

5 $ BAR ; 

MRA ERAEELEMBHHRAD 

BB, IgA ~ ARBR ARES, DLA 
DtFR— Rem. [ GDM ( ribo- 

some ) #2424 (mitochondria)'» {Mf 

(plastids) 等 ] 。 

MARX TEHEY 8 2=BKART: 

LARD FR QIEK » RRR 

FFE PEPE SEE 

2AAF RG BER PE FR 

GHB CHHED > RH FES BEA — 

证 成 构造 单元 的 少量 信息 成 分 ( low- 

information content ) 分 子 。 

3 自由 大 分 子 ， 主 要 是 重 白 质 和 RNA 

[ 638M RNA (transfer RNA) ]。 

cell selection #faiRi8 [ Darlington » 

1937 | :;: h-FAT RARER RAR 

il A 5 A (selection) ， 过 包括 遗传 
LSRRFSRMRMORS, GRATE 

fERIBR 
cell strain 轿 胞 品系 :从 一 个 初级 坛 鞭 的 胡 胞 、 
和 组 纵 、 器 官 、 产 生 的 一 徊 胞 集团 ， 或 者 从 有 具 

有 特殊 性 质 或 标记 的 棚 胞 中 得 到 的 细胞 系 

(cell line) . (({H—MHRMRRD EE. 

MAA EMI Behe AR Bo 

f% wo & (substrain) 。 一 个 营养 品系 (cl- 

oned strain) 是 直接 由 一 个 营养 体 (clone) 

E+ AOR aR» DRED ch Be — eee 8 fa 

a, 2A Mie 2B (cell population) , 
cell surface “和 权 胞 表面 : 在 细胞 (cell) AM 

一 个 有 二 种 成 分 的 构造 。 内 面 的 成 分 是 细胞 

膜 (cell membrane) 或 原生 和 货 膜 (Plasma 

membrane) 。 第 二 种 成 分 通常 以 外 屠 的 相 

胞 膜 表现 。 过 些 成 分 含有 很 多 的 酷 类 ， 同 时 

' 亦 含有 其 他 的 化 合 物 (compound), #BZ 

仿 细胞 党 (cell wall) ,多 酷 丰 胞 外 衣 (gly- 

cocalyx) ， 和 细胞 外 衣 (cell coat) Ki 

(mucous coat)» 体外 层 e@xtraneous coat) 



cell synchrony 

或 薄皮 层 (zona pellicula) 。 和 细胞 表面 的 特 

定 区 域 能 与 另 一 种 构造 的 粗 胞 麦 面 千 合 冰 计 
2 te (desmosome) 。 

cellsynchrony #@ARlROw: 一 个 组 胞 集团 

以 组 胞 进行 同时 分 裂 ， 连 午 重 篮 fom ig 
(cell cycle) 之 情形 。 

和 细胞 同时 分 列 是 某 些 租 积 (tissue) 的 特 

向。 在 实验 上 一 般 可 以 用 二 种 过 程 获 得 : 1 

强迫 性 或 加 强 性 (enforcement) 亦 即 利用 代 

ai {FFA BS BB ie i se HE SAE LAD DNA 

fi & (DNA replication) RA hot A (mito- 

sis) ] MRSA ik. 2 MY : 亦 即 暴露 

秋 胞 系 杭 的 特质 程序 ， 而 使 特定 的 胡 止 粗 胞 

由 体外 霸 养 生长 集 园 中， 实质 上 的 分 廊 LO 
细胞 培养 (cell eulture)] 。 

7A ae Rie A MRA RS AE ERK 
EP | BBW ( multinucleate cell ).4 

hfe (syncytia) » SAAR ( somatic 

cell hybrid ) ] 能 使 合成 DNA sa PAs 

A, 8 RE iE A A AM) A Ser A 

DNA 的 合成 。 

celltetrad ”和 组 胞 四 分 子 : 它 四 分 子 (tetrad) 。 

celltheory ”向 胞 学 说 : 基 於 不 含混 的 实验 

(unequivocal experiments) 而 产生 的 学 褒 ， 

早 由 法 国 的 Dutrochet 和 德国 的 Schwann 

所 推出 ， 而 在 18381839 Schwann 所 

BR, KEVF : : 

1. 细胞 (cell) 是 多 和 粗 胞 生物 的 最 小 构造 
单元 ,其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最 基本 的 生物 (organ- 

ism) 。 

2 在 多 和 枯 胞 生物 体 中 ， 每 一 细胞 共有 一 

份 特 殊 的 工作 ,来 完成 东 代 表 一 个 工作 趾 位 。 

3 细胞 仅 藉 细胞 分 裂 [ 或 由 合 胞 体 

. (syncytium)] 而 产生 。 

”cell transformation ” 知 胞 转化 : SRNA 和 

DNA 病毒 的 感染 , 使 芙 核 生 物 细 胞 (eukar- 
yotic cell ) 造 成 在 生化 和 形 驴 特 质 的 一 便 林 

以 址 传 的 改 克 -人 受 病毒 转化 的 哺乳 类 组 胞 ,可 

以 由 生长 闭 力 调节 抑制 力 的 囊 失 而 补 证 明 ， 

PAIK, A A ze 

造 的 改 和 村， 抑制 授 鲁 能 力 的 囊 失 ， 酮 解 速率 

的 改 释 ， 有 机 酸 和 粘 多 酷 酸 量 的 增加 以 及 多 

得 恶化 之 狂 力 工 当 接种 到 寄主 有 动物 后 ， 转 

化 的 组 胞 即 产 生 瘤 胜 |. jetty HRS 

#4 AAA (gene expression) 7 Ks, 

46 

转化 的 细胞 巧 不 含有 或 产生 感染 的 病毒 或 病 

MIB ; 但 仓 能 将 病毒 基因 租 之 信 怖 话 庇 到 

染色 体内 [ 感染 病毒 之 合成 保 由 任 苇 之 组 胞 

融合 而 范 致 ]。 
HORNA BRAK Reh, 

含 一 个 转化 病毒 基因 租 人 双 股 DNA BRA 

成 ， 以 及 将 过 些 病毒 DNA 转 和 到 一 个 或 更 

多 之 寄主 染色 体内 。 除 逆转 多 酶 外 ，RNA 

病毒 能 携 进 稻 胞 而 感染 DNA 内 槐 酸 酶 ， 
DNA 外 核酸 酶 及 DNA aR 

cellular 和 细胞 的 : 属於 或 包含 租 胞 的 。 
cellular affinity iM F0M : 同样 细胞 有 黏 
附 一 起 的 倾向 ， 不 同和 细胞 则 无 , 此 一 特 人 性 在 

Fe MA PA BEE © 

cellulifugal iL AGAR : AR RES © 

cell wall Aas: 对 植物 ( WIE MR ) 的 原 

+ (protoplast) deer BL» WER Hl 

FANE BB AE A 5 — FRE (wall) off 

ieee AA - 脂 质 ~S BS (pro- 
tein ~lipid -polysaccharide) 之 复合 物 ， 而 

HEY iA Bee BE Bll Ha BRRESE (cellulose) ， 闪 和约 

HEX (hemicellulose) #l-BK ( pectic 

acid) HLA MARK. HpmipeAEe= 

层 ， 内 外 层 较 薄 ， 中 层 较 厚 。 

BMD BEG LOARAR (mito- 

sis ) ] ， 染 色 体 均 分 以 后 ,分 裂 备 胞 的 赤道 

Kk —EHRABT LES HME» 

BREE PA MMB (cell poles) HRS 
(spindle fibers) hf R#. 3 

赤道 板 上 可 染色 小 球体 (nodules) 的 出 现 ， 

Fe Br MAD BEB SAR 。 过 种 小 球体 的 者 加 

KK RIBR— HR Bz “ BARB “(cell 

plate)» jatt/) ERE MAK (Golgi 

bodies) #£47 #)#(@hragmoplast) BR BE 

形成 的 。 过 种 粗 胞 板 以 圆周 方式 向 外 伸 长 ， 

ACG MRR ARAM BK. ARPA MK 

HBA, pfal—le4é “ PB” (middle 

lamella )» APR E+ RWAARRKS A 

AAS eR AEE RAIS PAE 

FAK ALA KAS Bz pe ( unit membrane) 

aS FF Alife RE YM ( plasma membrane) 

Bho KRAMER AAR se Mia 
延长 六 站 后 才 形 成 的 。[ Frey-Wyssling 

and Muhlethaler» 1965 ]。 

a ESE 85 (5!) RS PA cE 



SF (ARB 10~ 200A HM BH) IM 
Ko EMRMREP, HKRERHRK, 

BoA: SPM REOB AR RHE 

THI, RRMREDWA ( RBR* AA 

素 等 ) 则 十 充 在 其 问 。 

MREARS MARAT BRBM 

MARR]. #8 ch REFL ( bordered pits) Rif 

fl IRR ( plasmodesmata) RH MH- 

celsius PGR ; 摄氏 : 表示 温度 之 单位 
> BK (C) 。 

con ”中 节 之 符号 : OA som ERA 

(symbols used in human cytogenetits), 

cenospecies 群 型 种 : 7 2 ¥ # & (intercross) 

时 ,产生 半 稚 性 杂种 的 一 群 物种 (species)。 

cenozic ”新 生 代 : 从 各 元 六 千 三 百 万 年 以 前 
到 目前 的 年 代 。 

center 中心 : OF HARPS 
center ) > 

center of origin ”起 源 中 心 。 
centimorgan ”分 摩 : # €. 4 Biz (map 

unit) . %#(crossing over), = 

WK1 多 的 交换 。 
central body 中心 体 : 它 中 心 粒 (centriole). 

central dogma 中 心 定 则 : 设 明 和 遗传 信息 的 路 

径 是 从 DNA 到 RNA 再 到 蛋白 质 。 此 一 天 

傈 通常 以 DNA 一 RNA 一 蛋白 质 的 符号 才 
示 。 

fet spindle ch .QhSEHM : — +5 $4 Hi (spin - 
dle). 

centric 有 中 和 节 的 : 具有 中 季 ( centromere) 

的 染色 体 或 染色 体 的 片断 ,与 无 中 节 (acen- 
-tfic) FAR. 

centric fission hais WW: 一 个 染色 体 构造 的 
改革 与 中 节 融 合 (centric fusion)RRobert - 

son 氏 易 位 ( Robertsonian transloca- 

tion) 相反 - 亦 即 由 中 端 中 节 新 生 了 二 个 近 

3m P fp ( acro centricj 或 末端 中 节 (telocerr 

tric )4:f2 86 [ = ER (dissociation) ] 。 
tf fii4} 28 By BE EH PS > & (centromere) 7 # 

It EK FE OE ERT i PA 

(Five (telomere) . 在 演化 上 由 二 未 端 中 

节 的 取代 一 中 端 中 节 染 色 体 ， 便 发 生 於 许多 

动物 中 。 

centric fusion PRMEL Robertson ， 
1916 ]: PRM > & Bw (acrocentric 

( mitotic 

47 centriole 

chromosome )f9 fe (arms) 融合 ， 形 成 

一 个 中 端 中 节 染 色 体 (metacentric chro- 

mosome) 的 相互 易 位 (translocation) 现 

象 ， 和 结果 染色 体 数 减少 一 个 。 在 此 过 程 中 ， 

长 染色 体 划 的 数目 保持 不 杰 。 中 和 节 融 合 对 於 

核 型 (karyotype) 的 演化 扮演 一 避 分 角 
fio tt (288 (sex chromosome) F¥ # 6, 

体 (autosome ) 之 参与 中 节 融 合 ， 是 一 特殊 

之 例子 ， 而 可 以 造成 复 性 染色 上 笨 和 有 系统 [ tp 
接 融 合 (tandem fusion) ] 。 

centrifugation separation #f/()>S¢: “利用 

Re)» DRED HHS AK TERE 
RE X45 BE (density gradientcentri- 

fugation) ZW, PERE CHEVY EAA 

I —-(ES F Bz aR 00S 1H (cesium 

chloride) M##> BRAZRADT Hie 
REREDAE, MROPFRAS—F FE 
F\SRRARARHGE (buoyant density) 

之 梯度 层 。 在 大 分 子 之 密度 梯度 区 域 分 万 例 

中 ， 其 特征 入 他 们 通过 一 个 预先 作成 之 芒 糖 

梯度 沉降 速率 (velocities of sedimenta - 

tion), 因 此， 沉降 速率 是 由 分 子 之 大 小 与 形 

状 决定 - 
centriolar pinwheel 中 心 粒 商 输 [ Fulton > 

1971 J: REF RRR PRU? oH (cen- 

triole) 之 任何 构造 ， 亦 即 大 和 攀 0.2nm B 

径 之 圆锥 体 及 具有 九 个 相等 间隔 的 微 答 (mi- 
crotubule) , ###— BAGS ( triplets) 

2 BE PRK 

centriole ”中心 粒 [ Boveri» 1895 ] :在 

By FUSE AME SHA AN 69) A A 
(ABEABBH)> CHBURRHPORN, 

基体 (basal bodies). £3 m4 (astral 

fibers) » #53#%& (spindle fibers) . ME 

[4 £4 (undulipodia)) , RRR Ms 

(retinal rods and cones §M- PON 

26 RR BI KR ER Tt A a | 

色 体 向 二 标的 移动 。 

大 部 份 的 胡 胞 , 在 中 心 笨 (Centrosome) 
ARS MRA AARP OA, formas 

BGR Meee. BRIDETETAR, 

CA BD BAR oo WE SETA) AY 9 — 4&( poles) 

BH EP ON Z HIGR Ty 5@ (spindle ), 
而 染色 体 即 排列 於 赤 道 板 上 。 利 用 电子 是 微 

但 下 烽 察 ， 中 心 粒 一 般 是 很 短 的 圆柱 体 ( 



centriole satellite 

BOR 150nm,> UREER 300~50 nm), 

RRASSARESRRBHE. SB )bEHR— 

GERAH 20nm ， 

RMUeR PARE 40° BRR. RR 

FPONS EEN BWA RBA EH, 

im iL R—(8 “ SAK "( head )[ RR 5], 

BR.“ HEH "( satellite )[ de Har- 
ven& Bernhard» 1956]. (8s et 
BCS HF EN 90° 角 排 列 。 中 心 粒 的 

BREED ONMRT RRS BPD HE 
产生 一 个子 中 心 粒 (daughter ceatriole)。 

FRU REBREEB RON ETH —# 

产生 ， 到 前 期 的 后 段 时 ， 因 到 成 训 扩 大 小 ， 保 
REREAD. ERE +.cw (mother 

centriole) REAP). ARFBER, 

RYE PRRMH. B-HPs Va 

EI BPON, SHPTIRESRF. 

85. S22 009H8 ( 本 旦 复工 以 
ASR, ChB Sitte, 1965), 

CATR DNA 和 RNA FER POW 
Po Rt, PLAARZAREA—-BAK 

2x10°' ERA DNAHM)RE SSH . 
DNA © BS. 3 —-fPktRy—-Be, & 

PKARERSR KH, KBRASR 700A, 
、 RE). ERBZBA $- # (procentriole, 

a procentrioler granule) B&W (basal 

granule ). 

centriole satellite 中 心 粒 卫 星 蚀 [ de Ha- 
rven and Bernhard, 1956 |: BRK 

个 中 心 粒 三 器 体 的 微 答 之 任何 应 附 物体 。 
centripetal 向 心 的 : 向 中 心 移动 。 

Centripeu! selection VD a > it 
(selection) © 

 gentrodsemoss h(E“ Heidenhain: 

1894] :8RpPONZE, AP ROER 

| i. —-B RRR | OH 56% (ce pindle)]. 
cantrotecithel 中 黄 卵 [1 Balfour, 1880 |: 

-名 和 细胞 中 的 澳 黄 聚集 在 细胞 中 显 ， 而 不 在 南 
Mo [ OMHR (telolecithal ova) ] ， 或 

=)EAMK—HB. 

AGAR SRD REAT bol Oe S 
Ff (oligolecithal ova) Jo 

centromere chil Waldeyer » 1903 ] : 
4% BR (mitosis) Almm#py (meiosis) 

时 ， 在 每 一 条 染色 条 (chromosome) FB 4 

“ 锤 丝 结合 的 地 区 。 此 种 结合 是 在 进行 类 胞 术 
分 县 时 ， 使 染色 体 移 动 (chromosome mo- 

vement) POUR. RITA KH 

PHRABE YE MS KB i(microtubu- 

lar subunits) 和 
#o 

RNG OER : 正常 
WUT. ERRTAAALKRBSA, 每 

一 染色 贡 上 的 中 和 节 均 共有 二 从 单位 的 作用 

( 每 一 色 染 色 体 一 个 .)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肥 

(meiosis 1) 时 , 则 只 有 一 个 未 分 裂 的 单位 。 

ERBTBKERDA, HRMS Bist 

Sy ESSE + 8 48> (centromere misdi- 

vision) » IIMZt Ram PHS BAS 
A = €.% (isochromosomes). 

中 和 节 可 以 区 分 成 下 列 的 主要 元 大 : 

1 局 部 化 中 节 ( localized centromere): 

ROR RE-xKARM Lee 

EAL Be A he ERE DR 

EE RARSSREL OLE MRA B(id- 
iogram)], KHREBBR “Sts” 
(monocentxic) [ = “ Ai” ( eucen - 

tric) ]> RER REM (RES) 局 位 化 

rh i} ich (dicentric) REM— E 
5] eA ERX # Chromosome mutation) 

HERR E+. ERPR, teres 

GMS TRRAER Ot RO 4A (bri- 
dge-breakage-~fusion-bridge-cycle) © 

oi top hit BASE tw +} § (acentric) 

RES CHRELASHLBED Biss 

很 迅速 的 消失 。 

EBGTAPAR: ch AS LL OR 

Kk, RAB BEE [ORAM ( allocy- 

cle) ] 的 染色 体 呈 现 。 (OH 初级 给 痕 (pri - 

mary constriction)],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之 

有 七 中 期 ， 由 於 不 同形 式 的 RERMRR 

(chromosome coiling» B#RBBRBE 

RETA « 

局 位 化 中 节 是 一 特定 构造 的 人 染色体 季 段 ， 
尊 有 一 特殊 短 改 的 分 裂 ; 在 有 将 分 型 时 ， 它 



BRRADA, LEDB &KMenaphase) 时 
1 ARH i) Am (poles). FABRE: 

CREXAARLH—-H. BR CHA— 

RMRSAG RTH. MFR MRR 

(postreductional meiosis) 时 。 

HERR HER. PRE AHRER 

—f— R= Bik (zones) RBH EH ( re- 

Peat 所 租 成 。[ 见 加 6 ] 。 最 小 的 蜗 诚 是 分 

化 最 少 兹 包括 一 般 大 小 的 中 各 Centromere)。 
BS REL RP a ri 

t= (tripartite) BBHERAR LAH 

灼 置 小 中 节 的 微 礁 。 在 里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内 ， 二 

BRASRATHHERBRHSER LOY 
> $437 (centromere misdivision ) lo 在 

—BrAHMibE, H-RABCRED 

Mi (chromatids) 的 附着 ， 一 直到 从 期 的 分 

散 是 受 位 艾 左 右 两 泪 中 节 地 区 染色 小 节 段 所 

BR CAB th RH & Y (heterochroma-~ 
tin) @R[ Lima-de-Faria 1949, 

1956 |. 

HET RRR CRU Brinkley 

& Stubblefield» 1966 ]】 局 位 化 中 节 

BE RBHwL *L-KRERH HH. 

ERC P-L e rh — SE ( 每 一 染色 分 

体 有 两 个 ) ak, CA CBRE-HRKA 

旋 状 态 。 无 数 的 微 租 航 龙 以 直角 成 加 的 向 外 

RnR, ME PMR ze 
# (lampbrush-like filament) , #0 

KBRRERKS KP 

6. oo ene ee (PMMA) 
C44 8 Lewis, John ,1963), 

49 centromere interference 

2 RBA (neo-centromere [ R hoa - 

des, 1952 ] : fee. RAR 
[c>## (telomere) IMBRPBARK 、 

分 型 中 在 起 钴 条 上 的 移动 ， 就 如 同 过 些 染 色 

SL RMA pH BEREARY & 

(secondary centromere), ftPi®Mane 

ERT D> RARHKRBEBH. 

3 ， 非 局 部 化 中 季 (non-localized cen- 
tromers) : 过 类 情形 是 起 盏 符 的 千 合 ， 东 不 

RAR LOR Ema eA. MRR 

色 体 全 长 中 的 任何 地 方 发 生 千 合 。 亦 即 染 色 

体 的 所 有 部 份 具 有 主动 的 炉 钴 可 动力 (spin - 

”dle-mobility) ， 同 时 缺少 无 中 节 之 断 片 。 
LHR op Bn A A RAS oo FS: 

a) 夜中 节 或 多 中 节 : 每 一 染色 体 均 具 

ARS PH, Shee AMR AM. 3B 

MRAM SARK LARS RRS HH 

造 。 吉 大 染色 体 的 唯一 确定 的 例子 即 某 些 癌 
ga > MB(ascarid nematodes) 染 色 体 之 称 

*% (germline). [Owe gMt ( nuclear 

differentiation) ]. 

b) RBPHRShMlHughes-Sch- 

rader & Ris» 1941 ] : 整 录 染色 笨 上 

的 每 一 点 在 芒 天 体 上 均 具 有 主动 的 可 动力 。 

过 上 类 染色 器 发 生 在 不 起 目 (Hemiptera ) 、 

少数 的 原生 有 动物 ( Protista ) 、 以 及 在 高 等 
植物 中 的 Luzulg 属 。 

4 半 局 部 化 中 节 (semiiocsiized cen- 
tromere) { Vaarama>, 1954] : 在 有 

Mo Bet. $ OHH PHZESERH 

HARA, HLRERERS SSBEE 

ABER iB RR + =R FM second 

ary, tertiary centromere)]. As “+H 

Bi PESSAM AW Pleurozium 内 

BR BLEVERARSPRHRER, ¥ 

] OU Rime Ppai—eT wh sims 

HVEZHERHBH. (OPAL 
{centromere shift)]. * R44 >aM# 

介 於 多 中 和 节 和 强度 局 部 化 中 节 之 中 间 形 式 。 
centromere cjistance ‘PRISM: 利用 重 姐 频 
度 (recombination frequency 测定 AB ; 

(gene) 到 中 季 (centromere) HEH. 
centromers interference 中 和 节 干 村 : 由 交换 
(crossing~oven 上 的 中 节 及 交叉 (chias- 

mata) 分 布 约 半 近 地 区 所 造成 的 铸 动 影响 



呈 7. 三 价 体 和 四 价 体 的 中 节 相 互 定向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之 中 期 ) 。 

[ E+2 ( positive interference) ] > 在 

每 一 个 体 的 染色 体 上 中 和 节 和 与 第 一 次 交换 发 

4: BE (eS FE BRE 

“分 化 距 苍 “( differential distance ) 

[ Mather, 1936 J. 
centromere misdivision P#i%#4> | Dar/ing- 

ton» 1939 ] : Bia pRRABAY 
季 (centromere) 地 区 之 不 正常 的 横 分 烈 而 

不 是 禾 分 裂 。 相 当 於 中 节 的 断裂 以 及 能 在 每 

一 个 构造 明显 地 区 发 生 。 假如 世 裂 在 最 内 钳 

BEA , RUE A SR 6 ag (isochromosome) 

中 和 节 的 染色 体 , 称 之 镶 末 端 中 季 染 色 笨 (tel- 

ocentric chromosome) [ 6 ] 。 

centromere orientation ”中 和 节 定 向 排列 : 在 有 

> ZB (mitosis) Al B44 ZW (meiosis) 之 

BU Si (prometaphase) » + #5(centrome- 

re) 定向 排列 的 过 程 。 中 季 定 向 排列 之 完成 

过 程 如 下 : BRE (HME) 或 二 
ta (bivalent) [ PRBAWI1 ] FFA Pe 
立 中 节 的 作用 ， 每 一 个 都 排列 到 二 个 煽 锤 体 

#i (spindle poles) H— i. PIA HH RE 

赤道 ( 中 期 板 ) “染色体 中 节 的 稳定 排列 [ 
PRES (congression) | HBR AK hh 

SE (spindle fibers) HRM PHHHAH 
互 作 用 。 排 列 情形 是 两 中 节 中 的 一 个 排 成 一 

FNF\ Re, HPP Bo, WEP 

2BYVYRAE-FeME, —BARBH BH 

开始 { O2 64% & (chromosome move- 

ment) ] 。 在 中 期 开始 就 开始 定向 的 建立 是 

不 适当 的 , 所 以 重新 定向 Ce~orientation) 对 

控制 染色 体 分 优 是 很 重要 的 。 重新 定向 (Re- 

orientation) 表示 连接 一 极 的 染色 体 超 猕 

灰 的 消失 , 接著 形成 一 新 的 而 连接 到 另 一 极 ， 

没有 重新 定向 则 造成 不 正常 的 染色 体 租 成 。 

”自动 或 互 定 向 中 节 的 名 词 [ Darzixg- 

ton,» 1936 ] 是 用 於 襄 明定 向 之 过 程 。 

1 中 科 自 动 定向 (auto-orientation of 
centromeres): FRTAP BREE BY 

中 和 节 定 向 和 (在 减 数 分 裂 ) Bi #2 (univalent) 

的 趟 向 相反 的 竹 胞 极 [ 多 定 向 (amphio- 

rientation) ] 。 在 另 一 个 任何 直接 需 保 中 

节 自 己 不 定向 ， 但 和 爷 直 接 排 列 於 赤道 板 上 。 
2 ”中 和 节 互 定 相 (co-orientation of 

centromeres): 在 减 数 分 裂 二 价 和 多 价 体 (bi- 

and multivalents) Hii FEE 

ERC TE ES SB LAB ACES ( 在 此 时 姊 

妹 中 和 节 定 向 到 同一 极 : 合 定向 ( synorien- 

tation)] ， 在 二 价 染 色 体 的 排列 是 一 中 节 在 

息 钴 体 赤 道上 ， 而 另 一 个 在 下 - 在 配对 租 合 

时 包含 超过 二 个 染色 体 ( 多 价 的 > A) 

以 区 别 攀 种 不 同型 式 的 中 节 互 定 疝 ( 和 龟 转 7) 。 



定向 和 型 式 中 多 价 体 的 相 会 是 依 交 叉 (chias- 

mata ) 位 置 而 定 。 
a) ARATE) (linear co-orientation): 

所 有 多 价 体 的 中 和 节 ， 一 个 在 一 个 之 乒 的 

BEANS SERS LL. iT ESE eR 

+4 — fei“ FPA” 
b) 如 集 的 互 定向 (convergent co- 

Orientation) = AAI PARDEE I 

Es 
c) 不 偏 的 互 定向 (indifferent co- 

orientation) : 多 价 中 节 的 个 体 ， 每 个 问 出 现 

不 具有 特定 的 定向 。 过 种 情形 一 般 造 成 ” 众 

Hg”. ; 
d) 平行 的 互 定向 (parallel co-orien 

tation) = 郑 近 的 中 节 排 列 於 同一 极 ， 此 类 

定向 首先 在 四 价 染 色 体 上 可 能 包含 4 个 配对 

的 染色 钵 。 
多 价 体 定向 的 各 种 型 式 ， 产 生 分 优 於 极 

上 的 各 型 染色 体 ， 阔 影响 沽 数 分 裂 产 物 一 部 
分 的 遗传 平衡 和 不 平衡 。 

centromere repulsion ”中 和 节 相 拒 : HITED 

裂 初 期 时 ， 配 对 染色 体 中 季 相 互 的 相 拒 ( 在 

ArmA MIR), HAH ERE E 

程度 交叉 末端 化 (chiasma terminalization) 

完全 或 部 分 之 责任 。 

centromere shift 中 节 换 位 : 1 用 染色 体 构 造 

Re, IRtpAir lL OREMRR 
(chromosome mutation) }. {1 #|{z(inver- 

location) ##{5(transpo sition) , 易 位 (trans- 

location) ( (RRR White (1949) 称 坑 
Apap AfZ ) 。 

2EKEDE, KRREABT AH, HE 

6 4) 6 (7 fA Ac i AE bd Fi HS Ack 

$i[ Coleman, 1948 ] . ExiK Ay 

色 体 的 发 生 ( 在 同一 或 不 同 细 胞 ) 。 具 有 不 

同位 秆 的 中 和 节 ; EPS BOB EZ BEAL (se- 
milocalized) 的 中 节 一 致 。 

centromeric chromomere “中 和 节 染 色 粒 [Os- 

_tergren» 1947 |) : 之 染 色 粒 (chromo- 

mere) « 

centromeric fission 中 节 分 裂 : = 中 节 分 

( centric fission ) 。 

centromeric fusion ”中 节 融 合 :中 季 融 合 (cen- 

tric fusion) 的 一 种 。 

centromeric granule ”中 和 节 粒 : 在 中 和 节 (cen - 

51 certation 

tromere) 上 与 344i $F (spindle mic- 

rotubules) 车 合 的 特别 部 分 。 

centromeric heterochromatin Paiste gw: 

GP #; (centromere) fi Ff) RA &K (he - 

terochromatin) ， 有 证 据 显 示 中 和 节 民 染色 

质 含 有 一 个 特定 及 氢 基 (base) 成 分 很 一 致 
的 DNA 性 之 #2 DNA (satellite 

DNA) €# DNA (repetitious DNA) 。 
centronema ch, 4¥k% 。 

centronucieus 中 心 核 [ Boveri» 1901]: 

具有 在 杉 内 固定 位 冒 中 心 幅 (centrosome) 

的 一 个 和 粗 胞 杷 [ 4 (nucleus) ] 。 
centroplasm 中心 质 [ Erlanger » 1897]: 

L = 中 心 粒 (centrosome) 。 

2 南 营 (blue algae) 原 生 质 体 的 中 心 位 
fin Rw AHH (chromatoplasm) 的 

RAAB DNA 的 构造 。 

centrosome 中 心 体 [ Boveri» 1888 ]: 一 

卷 接 核 分 裂 间 期 明 题 和 细胞 质 之 限制 区 域 [ 若 

PL BET Ie GK PPM a (centronucle 7 

us) ]» HARA POM. [Op oHeen- 

trosphere) | © 

centrosphere DIK Strasburger » 

1893 ] : | £436 (spindle) 标的 细胞 

(cytoplasm) % 4 #3 BA BF im BR bes Lh © 
中 心 球 从 放射 状 ik ME 6 AE He A BE ay 

质地 区 ,而且 可 以 含有 或 不 含 ( KA SHA) 
中 心 粒 (centrioles)。 

2 = 0 ff (centrosome) 。 

cephalic §RS8: 动物 的 头 部 或 前 端 。 
cephalobrachial AM Levitsky 1931): 
BAPE MH (heterobrachial chromosome) 

HHBRAR HS Be ORS ( = 近 端 中 节 

(acrocentric ) ] 。 

ceramide fi§fSMHAR : BAA (lipid) 之 一 ， 

Ze 1H HE ek BF (s phingosin) (79 As hi Ra Mele 
(fatty acid amide) ， 是 一 个 长 链 的 不 他 

和 (unsaturated) 胶 基 醇 (amino alcohol). 

cereal #5: 栽 声 的 草本 ， 其 种 子 可 供 食用 

的 ， 如 大 变 、 小 麦 等 。 
cerebroside ”用 苷 脂 类 : 由 和 神 烃 腕 基 醇 (sphi- 

. gosine) 脂肪 酸 和 糖 类 粗 成 的 分 子 。 
certation 7EM}E eS Nilsson» 1915]: 
MBAR TEM PRMARRES RS ( = 

TCH RRE ) » RATERS HH (ferti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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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HASHE Darlington & Ma- 

ther» 1949 ]. eSB: PMETE TCH Ale 

RRR L EH ARA ZAREK » 

它 能 先 到 过 胚珠 (ovules) 而 使 较 不 村 和 基因 

型 花粉 和 较 不 充分 之 卵 租 胞 受精。 花粉 管 驶 

S7ee, zp Mrt (segregation ratio ) 会 

SBR (sex ratio ) QR EHR 
人 性 花粉 有 不 等 受精 机 会 而 改 枝 | HRA 

(male heterogamy) ; 性 决定 (sex de- 

termination) ] 。 

cf 一 := ABBAS BRS + BF (colicinogenic 

factor) 

c-factor c-fifl Muller +1926]: 

FLA RRK RASS HKS [ ARS HK 
4x (inversion ) ] KA X# (crossing- 

over) 的 频 度 。 

CGvalue  CG 值 : 安 GC 值 (G C value) © 

chaetotoxy “刚毛 分 类 学 : HER BAIEH 
式 的 分 类 学 。 

chaeto 2: —(8 BH Fl = (bristle). 

chain-initiating mutation tee : 一 

个 产生 起 始 字 码 子 之 突 攀 。 

chain-initiation codon SB ACRE FO 
起 始 字 码 子 〈 initiator codon ) ; 4 #& 

字 码 子 ( chain-terminating codon). 

chain-terminating code $8481 $4EF : 任 
{"] F4hF (codon) 对 多 胜 肽 链 末 端 字 码 和 从 

稻 胞 的 蛋白 质 合 成 机 器 放出 完全 的 多 胜 肽 链 ， 

WAGER RNA 复合 物 其 生长 中 的 

多 胜 肽 链 仍 由 t -RNA $8 22 5 fe BE HS TH 
后 之 腔 基 酸 到 多 胜 肽 链 v Ah 944 (gene- 
tic transcription ) ， &1@##2F (gene- 

tic translation) ]。 全 部 多 胜 肽 链 的 放 

> KKAREMBER RNA BUSS 

RNA 复合 物 酵 素 ( R -因子 ) 之 呈现 而 

RE HERE RASRF UAA ，UAG 
和 UGA(#E m-RNA) ETERS BS RIL - 
$ HRB REARS (nonsense muta - 

tion)» a+? 4#(nonsense suppressor) ] 

在 顺 反 子 (cistron) 的 一 个 钳 慰 地 方 产生 此 
一 三 联 码 ， 则 早 完成 的 多 胜 钛 链 末 端 发 生 在 

oe MS AE ( BRL ER ) 。 

决定 链 和 结束 型 式 可 分 二 种 : —RBRE 

BESTE TRRH, H-EARAL Kia 

BRET EEE AA o RD FEE LSE RNA 

( 目前 尚未 有 存在 全 据 .),， 攻 了 千 束 之 字 硒 
子 ， 但 不 抽 有 腕 基 酸 (AA). TRB Bae 
BAF ESRB LF EFORES. 

chain terminating mutation sit RS 
| Sarabhai et al.+1964 ] :-—fRea 
%# (nonsense mutation) F472 ik 

chain termination $@i&ib : 在 遗传 易 位 
(genetic translocation) 时 ， 多 胜 肽 合成 
(polypeptides synthesis) 7#&R. ADS 

4 Rk $F (terminator pane 
因子 (release factor). 

chaione #3 [ Bullough» 1967 ] : 任 

fF) Fs ERA MB (mitosis) HRM. 
EREDD +}, HKRADBBMBPER, z 

HMABHABERK, URMBHER. MF 

之 特性 如 下 : 

1 能 在 体外 (in vitro) 及 体内 (in vivo) 

PHBA MAB» 

2 其 作用 是 可 逆 的 ,后 同时 兹 无 硼 胞 毒素 。 

Wet retin ee 
4. Fa BBP Sp EE Eo RB (shu 

moral fluids) 中 循环 。 

5 在於 某 一 特定 之 租 粹 中 ， 但 芝 无 特定 

之 物种 。 
许多 抑 素 似乎 饲 酪 蛋白质， 有 具有 大 和 构 

30000 至 50000 38848 (daltons) 之 质量 

(mass) 。 但 一 小 邵 份 抑 素 之 质量 只 有 
1000 至 3000 3B. 

抑 素 之 作用 方式 大 部 分 都 是 推测 而 来 ， 

但 它们 的 话 性 大 恤 分 受 粗 胞 膜 决 定 ， 其 能 在 

竹 胞 内 增加 抑 素 之 波 度 ， 抑 素 与 膜 间 的 交互 

PPR ERREBR PARR. MRA 
= (hormone) BK 力 秀次 要 因子 。 

KRABRFEDRZIARSH, WHR 

分 列 之 基因 (mitotic gene) MRE, 

若 抑 素 作用 强烈 时 则 和 粗 织 功能 之 基因 杰 园 活 
足 。 

character 性 状 [ Bateson» 1907 ] : 一 人 性 

状 [ = 42 (trait), A (phene)] # 
EVRA PRS? BA Be) Lea 
SA: 一 种 生化 特性 ， 一 个 烟 胞 的 型 式 或 过 
程 ， 一 种 解剖 的 构造 ， 一 个 器 官 的 功用 或 是 

智力 的 特性 [ Srerx，1960 ] FEXRBSH 

例子 中 遗传 的 人 性状 通常 在 发 育 程序 的 区 点 ， 

是 更 进化 的 时 期 。 每 一 个 步 驴 可 能 受 不 同 



_ 基因 控制 。 它 们 是 由 基因 作用 (gene action) 

产生 ， 芝 可 以 由 最 少 仿 一 个 , 而 通常 需要 更 多 

步 驴 之 因子 洽 除 此 特性 ， 和 可 以 与 环境 因子 

及 一 个 或 更 多 基因 座 上 的 等 位 基因 亡 控 制 

[>ARR (expressivity), 外 显 率 (Pene- 
trance) ] 。 东 不 是 每 一 个 特性 都 可 以 遗传 

的 ,而 是 得 传 决定 基因 型 的 反应 和 蔗 围 , 基 因 

仅 提 供 可 能 产生 或 贡献 出 表示 人 性 状 之 能 力 。 

性状 是 否 袁 现 是 依 外 在 和 和 遗传 蛋 志 的 影响 所 
RE (ORM K (genetic background)]。 

ARREARS ARTE, 

EPI A Rt (dominant ), tt (reces- 
sive) ， 中 间 型 ， 性 速 (sex-linked) AM 

制 (sex-limited) 或 性 控制 (sex-control- 

led ) 的 。 假 如 性 状 是 克 胞 的 等 位 基因 或 依 

四 胞 或 器 官 的 型 式 麦 现 ， 或 不 依靠 基 因 千 果 

” 的 产物 ， 则 他 们 是 自动 决定 的 。 

1 FBR BRR ( diecon- 
tinous qualitative or obligenic characters ) 

HVRERSRMCER, RRR BS 

动 比较 时 ， 每 一 基因 均 对 性 状 之 形成 渴 程 具 

ARK. 

AM Be AR SFE ( continuous, 
quantitative or polygenic characterst ) : 与 

1 相反 ， 人 性 状 是 由 许多 基因 和 小 个 体 的 芮 献 

所 控制 和 表现 连 入 的 释 输 ， 对 它们 的 研究 都 
AMAR. CMNKPrBHRARRS 
KTR > A1#7) ( heritability) ] 。 

3 REBtEH ( acquired character): 在 

oR AE PH RBSHVSNEZLS 
# {bo 

— PERS HH KAMA variance 

[ORR (variation) ] ， 首 先 可 以 分 仿 遗 

传 和 环 乾 的 组 成 ( 代 屿 篇 Ye AV.) BB 
HBR Rint (additive), Be 

(dominance) 和 非 等 位 基因 成 份 @onallelic 
components), fi##PBARV, =V, 
( 加 性 ) +V> ( 野性 ) + Vy ( 非 等 位 基因 ) 

+Vs (BR) AAR. 在 侧 少 是 性 和 非 等 位 

基因 相互 作用 (interaction) 时 ， 一 个 性 状 
的 遗传 可 方 完全 是 加 人 性， 任何 二 个 等 位 基因 

ARADRARRAR, SBRAV, 。 对 一 特 

定性 状 加 性 遗传 诸 方 是 造成 术 本 和 后 高 相似 
性 之 最 重要 点 。 一 般 此 人 秆 可 大 蕉 旺 性 和 非 等 位 
基因 之 秘方 。 

53 chemiosmotic theory 

PAK Ee Ke A RB. 

TAMER BSH WRB KH 
天 (genetic character correlation ) 

[ Simpson» 1953] 。 此 种 相 中 也许 是 

RBH H+ RMR BERBER 

( allometries ) ] ， 多 效 性 (pleitropy) ， 

PKA MEA & (linkage) 或 在 其 

他 基础 上 ,基因 的 逢 机 加 入 到 一 遗传 系统 
内 。 

character displacement 44H [ Brown 

and Wilson» 1956 ] : 在 地 理 位 置 上 重 

Bi i 5 — (BS BX HE (species) 中 ,在 重 

B2HERRARCER [ OM (sym- 

patric) J, (ARK HAS RBS AR 

消失 或 完全 消失 。 过 些 差 丑 包括 形态 的 、 生 
BH: SMB TR Loe. [ =the 

(character divergence)] 。 

Character divergence “特性 分 到 [ Der win» 
(1859.] : = 特性 置换 ( character dis- 
placement ) 。 

Cherseter peir tite! :— ERS REE aes 
tL (cheracter), KEBDHEREHS 

县 性 。 最 简单 的 例子 坊 遗 便 基 因 座 的 两 不 同 

等 位 基因 (alleles) ， 是 形成 不 同性 状 的 主 
要 因子 。 

character progression ”性 状 渐进 : HELEN 
表现 其 地 理 上 的 梯度 (gradation) ， 超 过 一 

系 (race) 或 种 (species) HAH MH. RE 

bh USERE POF) BRR ED HB 

端 到 另 一 端 。 

chasmogamy 72H} : 植物 开花 后 ， 
始 完成 受精 作用 ,与 闭 花 授粉 (cleistogamy) 

相反 。 
check cross ” 测 交 : 一 不 明基 因 型 (genotype) 
与 一 表 型 相似 但 已 知 基 因 型 的 个 体 之 杂交 。 

F 。 之 分 芥 可 以 做 和 储 由 同一 遗 全 的 基因 座 相 

同 或 不 同等 位 基因 的 作用 ， 或 从 非 等 位 基因 

座 基因 千 果 而 测 知 是 否 锅 相同 之 表 型 。 

chemical carcinogen “1 学 致癌 剂 : 任何 可 以 

BK iE 1 Ba H 。 
chemiosmotic theory ((3;$ SR: BURR 
电子 转移 (electric transfer) 的 偶合 现象 

(coupling) RATP 的 形成 ， 此 学 裔 主张 在 
WSK ( mitochrondria] membrane ) 

的 内 外 鲁 形 成 Ht REBETAGRE. 



chemodifferentiation 

chemodifferentiation ”化 学 分 化 : 在 胚 的 发 育 

中 ， 细 胞 分 化 (cytodifferentiation) 过 程 - 

可 以 看 见 分 化 前 化 学 的 入 化 。 
chemostat “” 恒 化 器 : 使 备 菌 集 较 保 持 厅 个 世 

代 条 态 分 型 的 器 具 。 
chemotaxis ” 趋 化 现象 ; Mitt 一 个 扩散 基 

质 ， 而 使 生物 奴 引 或 排斥 的 。 

chemotherapy 化 学 疗法 : 利用 已 知 化 学 租 成 

之 更 物 (drug) 直 接 对 病原 体 产 生 毒害 之 一 种 

疾病 的 治疗 。 

chiasma 交叉 [Jessems ，1969 ] : 一 个 二 

4{ (bivalent), % ('# (multivalent) 的 染 

色 钵 或 一 个 在 染色 体内 的 染色 体内 配对 (in- 

trachromosomal pairing) [OREM 

( isochromosome )]> RAWLS 

后 到 第 一 次 分 型 后 期 间 ，a) 赂 然 另 一 部 分 是 

分 顺 的 ， 但 配对 的 同 质 染色 体 (chromatidgs) 

Wy fR EAE Hj» -b) HH HS RR (crossing over) 

的 产生 ， 使 非 姊 妹 桨 色 分 体 的 染色 体 间 交换 

同 质 的 部 分 ( 见 图 8 ) [ 交 又 型 学 说 《chi- 

asmatype theory) ] . ABMALE TH 

TR AAA BB AER ZEREZE NY BL Sy ZU pss 
之 配对 区 (collochores) 可 以 取代 a) 之 交 

作用 : 

正常 交 及 的 减 数 分 裂 ( chiasmate 

meiosis ) 最 少 需要 有 一 交叉 ， 以 保持 在 公 

10] (diplotene) 时 ， 相 拒 后 配对 同 件 问 的 

wk. [ # @ MacH#H Chromosome pairing) 

FAC YBBR. (Darlington »1929)) 。 配 对 

AAA PHD RE RAeRViP KMART KR 
BRM (univaient ) [> MM asynapsis) 

联 会 消失 (desynapsis)] - LEHAAKRKEH 
之 生物 ， 二 休 染 色 体 在 每 一 次 交 双 时 ， 可 以 

见 到 它们 从 染色 体 到 另 一 染色 体 互 相交 叉 。 
在 只 有 一 个 交叉 之 情形 时 ( Darling- 

ton» 1929%) : 

|. 中间 交 叉 {interstitial chiasma): 在 交 

双 的 每 一 四 是 一 长 的 染色 分 体 。 

2 便 交 又 (lateral chiasma): 二 染色 分 

体 的 交叉 在 未 端 ， 另 二 杀 则 发 生 在 中 间 。 
3 末端 交叉 (terminal chiasma): ¢ 4 W 

ERR, HAV BARK In 

4 多 交叉 multiple chiasma): 有 三 或 四 

对 的 染色 体 参 与 末端 交叉 。 

5 不 完全 交 又 (imperfect chiasma) : 在 

图 8. 依照 交叉 型 学 届 团 解 襄 明 一 个 交 
RARE, 

后期 之 前 ， 四 交叉 状 之 一 就 破裂 的 交 尺 [ = 
不 完全 交叉 ( incomplete chiasma ) ] 。 

若 一 二 价 妆 色 体 有 二 个 交叉 ( CMR 
色 分 体 用 A ，A”，B ，B ' 代表 ) WER 

EA = BAA CMR [ORK (crossing - 

over )] ( Darlington» 1937 ) : 

1. FR3E5L (reciprocal chiasmata): A #1 
BRA’ 和 B 的 染色 分 体 参 与 二 者 之 交叉 
[=“wi% x”( regressive chiasmata), 

” 二 股 人 双 交 换 ”(two-strand double 

crossing-over ) ] 。 

2 互补 交叉 (complementary chiasmata): 

RATE AM BER—-ON, PADBA 和 
BEAN [=“ BABY "(digressive 
chiasmata J, “ PURR Eas im ” (four-strand 

double crossing-over) | > 

3 tH ¥RANAz W (diagonal chiasmata): 

FEXNGBRATHAAIB> FLA—-HBA 和 

B’ Ka’ 和 B [= ”向 前 的 交 肥 (progres - 

sive chiasmata) ，“ 三 股 双 交 肥 ” 

( three-strand double crossing-over) | 

(AAEM, HESS, — BY 
染色 分 体 在 同 质 位 置 断 烈 breakagg 和 重 千 、 
合 (reunion) 过 程 的 辕 果 。 在 正常 时 只 有 了 配 

对 染色 体 的 非 姊 妹 染色 分 体 包括 在 内 。 Beh 

$y PR Fate A AAA (directed), MHwA 

二 个 中 和 节 的 染色 分 体 因 不 相称 的 重 和 结合 而 产 
生 。 因 每 一 交换 {erossing-ovezyl 点 上 ， 只 

有 四 染色 分 体 的 二 个 参与 ,所 以 每 一 配对 时 ， 
交叉 的 频率 只 有 交换 (crossing -ove 忆 频率 

的 一 半 ， 每 一 染色 体 贺 长度 是 同 质 配 对 染色 

体 的 平均 交 双 频 度 x 50 。 每 一 配对 的 交叉 平 

SMR, R-KAMAREM, MELA 

AUR AF BT Bll. 
差别 距 歼 ( differential distance)[ Ma - 

ther» 1936] EAB KH RA 

体 ， 第 一 次 交叉 和 一 固定 点 [ 通常 篇 中 季 

(centromere ) 或 端 粒 (telomere) J [Aj 



差别 。 在 中 和 节 与 最 近 交 叉 之 问 称 镶 残 入 中 心 

中 部 (residual centric distance)[ Soxr - 

thern» 1967 ] ; 在 端 粒 的 末端 和 最 近 的 

交叉 距 询 ， 称 久 残 留 端 粒 的 中 元 (residual 

telomeric distance) [ Southern » 1967} 

Bee PB ESS SS RAVE EL 

频率 问 之 相互 作用 所 决定 。 

CHAT AQEBIRH (interstitial distance) [ Ma - 
ther» 1936 ] » RBC ZEEE A. FE 

SARAH. HAH ES SV. 
chiasma centralization 3% Via) Ptt[ Resende, 

1953 ] : 以 无 固定 位 置 的 中 和 节 或 在 双 中 节 

的 染色 体 ， 使 交叉 移动 到 染色 体 中 心 [OR 

又 移 端 化 ( chiasma terminalization ) ] 

chiasma interference 37 2-#§[ Mather ， 

1933 ] : ERMADA, PME 

体 配 对 形 像 的 一 个 和 节 段 内 ， 发 生 较 期 望 之 二 

个 或 更 多 的 交换 与 交叉 。 较 少 发 生 负 交叉 干 

BH, IES NPR AMR BB+. [OF (int 

erference)] o MAN TRAB, (HAR 

会 ， 通 过 中 节 区 域 。[ = eV 

(chiasma position interference)] , 

chiasma localization 交叉 局 部 化 [ Derling- 

tom» 1931 ] : OR RH mie (chiasma 

terminalization ) 。 
chiasma movement index ”交叉 运 动 指数 
[ Slizynski ，1955 ] : 在 第 一 次 溅 数 分 

型 前 期 的 前 或 后 段 ， 由 每 个 二 价 染 色 体 的 平均 
FEW RA» Bl RR Hee, (chiasma ter- 

minalization) 7&H, —(A wv Bw 

数 之 结果 ， 入 比较 二 个 前 期 间 租 向 交 双 的 快 

EE Bho ATE GH BOR IE HS BB te Le BY 
(terminalization coefficient), 其 差别 在 

於 它 的 决定 需要 获得 二 个 连 太 的 前 期 有 一 些 
% No | 省 

chiasma position interference “交叉 位 置 干 援 
[ Carter & Robertson» 1952]: = 

交叉 干 援 (chiasma interference) 。 

chiasmate 交叉 化 : MDB (meiosis) 具有 

正常 之 交 又 形成 ( chiasma formation dL 
RX X(achiasmate ); Mm XX (crypto 

chiasmate ) ] 。 

chiasma terminalization ”交叉 移 端 化 [ Darl - 
ington» 1929 ] : 22655} itt Wea 

RZ, PANO LER, 

55 chimera 

| 
人 

ae 
. BRB iO = ee A 。 

FEB KR A A Ae]. BT 

crs ( 见 图 9 ) 。 移 端 化 的 过 程 可 以 是 完 

全 的 ， 邵 分 的 或 完全 没有 。 在 没有 交叉 移 端 

化 例子 之 交叉 BBM (Darlington» 
1931 ). 

“ 移 端 化 傈 数 ”(terminalization co- 

efficient ) 是 测量 交叉 移 端 化 之 程度 与 极 

数 ， 和 在 减 数 分 型 的 第 Hl a REARS 

某 一 期 ， 表 示 交 尺 的 部 分 ，( 当 所 有 交 双 均 

RA wy TR 1 ) 。 一 般 移 端 化 傈 数 在 

染色 体 小 之 生物 ， 及 及 一 开始 就 题 示 一 些 汗 

TIER Fed AL BE YP BE FS 

ERB BABE EB RR 

meh Bim Es BELPER NE HEE 
用 (despiralization) , HHABHHER 

” 强 的 ,或 受 伸缩 染色 体 的 相 拒 而 成 [rOsiey- 
gren» 1943 ] 。 

chiasmatype theory ”交叉 型 学 说 上 Jans - 
sens» 1909, 1924 ; Darlington: 

1929 |: ae 8A AS %e MAE 3 a (crossing 

over) BER ROB HH, VPA | I te 
妹 ) 染色 分 体 问 ， 发 牛 交 换季 段 之 点 上 。 与 . 
此 “ — ified” ( one-plane theory ) 相 反 

fy “ — BR” (two-plane theory ) fiw 

BH ( Sharp, 1934 ) 交叉 现象 (cross-fi- 

gures) 2H REAM, BE OH 
PZ RERACH ITA. “AHO” 
( neo-twoplane theory ) [ Matsnura, 

1937 ] “二 面 襄 “二 者 ， 由 於 目 前 试验 倾向 
WE" RB” MR BEE 上 的 与 趣 

chimera RAW Winkler» 1907 ]: 大 
BBA FRED L. RYE Ry. HK 
突变 (mutation ), MS Mffy ( somatic ) 之 分 

(segregation) 或 嫁接 而 具有 二 个 或 二 理 
想 型 (idiotypes) 的 组 楼 [= Ker (mosaic) Jo 



chi-sguare method 

RAHI ROR BF (heterogeneous group) 

在 棱 物 上 可 以 分 成 三 方向 [L Tilney-Bas- 

set» 1963 ] : 

1 按 它 人 的 起 源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 可 以 由 下 列 产生 : 
a- BAF (spontaneous mutation), 

b. #4 (induced mutation), 

c. HREM BERM(O Mey (varie- 

gation) |]. & 

d. @#E (grafting) 。 

2 依 它 们 的 构造 (according to their 

structure)" 7B : 

qa. £47 ( sectorial) KAKB ( FARA 

WHA RAMSAR KB RB )。 

b. AK (periclinal) RAK ( FAB 

一 个 和 另 一 个 的 排列 ， 一 个 位 於 植物 构造 的 

中 心 , 一 如 中 心 柱 ; 第 二 个 租 权 则 轩 艇 鞭 它 ， 

— tel Be ) 。 

c. 中 环 (mericlinal) RSH (RAE 

B—-FHRARKKE: R-BBeHRRE 

AABRME. CRB LE )- 

3 KEMAH (according to the in 

behavior) 4B : 

a. MRA (spe. - aimera) KE 

RAH ( graft chimera) » HWE 

属 ， 用 人 工 嫁接 一 起 而 产生 。 在 接合 地 方 ， 

从 砧木 和 接穗 处 产生 净 合 租 禾 ， 由 此 产生 菊 

SBREGHTEF. KHECZKRAB WUD 

. GHA MPS 

b. #HBRHRAK ( chromosomal 

chimera) APA RABRAHEBE- EM 

_ FEF 4 56 847 4) 4|\(spindle poisons), 

O 
| 

H NHC-CH, CH,OH 

56 

DOVER AK A » FLA ie BEA (germ leyer) 
而 产生 或 有 时 可 以 由 自然 产生 。 

c. ERZRRKAI (gene differential 

chimera) , ERHRHESHER BIR 

RS, RERSNGABASVARRSH 

E+. HARB ZH BRBRERR SBD 

(mutagen) #@. 

d. H¥@E=RRS Bl plastid-differen- 

tial chimera) » HR RR ER ( plastid) 

RH, ALEAR, KAT RH-BABM 

BA. HBBABRA> ia B (var- 

iegation) HERS, RAAB 

AEALSKAUSRERKA MEH 
chi-sguare method X?*jt ; 卡 方 : 调查 者 利 

用 替 计 方法 , 测定 理 葵 和 与 实验 值 之 接近 程度 。 

chitin ”角质 素 : 一 个 含有 N = 乙 酶 葡萄糖 腕 

(N-acetyiglucosamine ) BEA, %tE 1 

4 > BR FRB A (bete) BEE ( glycoside ) 
连接 在 一 起 的 一 个 高 分 子 量 聚 体 物 (poly- 

mer) 。 其 化 单 构造 式 如 二 : 
chloramphenicol $f 243% : ch S64 BG (strep- 
tomyces) 产生 的 一 种 抗生素 ， 阔 信 蛋 白质 

合成 的 有 效 抑制 剂 (inhibitor). ， 
H H H oO 

ak | | 
c—C H N-C-CHC!, 

pert, O,N- \ yo Teepe 

Cox C5 . 
| i OH H 
H 

chiorelia 53%: GRR CREAR 
基 光 合作 用 和 其 道 估 演 制 之 研究 。 

chlororhycstin $4. BCEAY: = BLK (chlo- ri 
| tl 

H  NH,C-CH, 

C 

tN 
bes x | fe 

CH,OH Ae CH, OH 

O RAZR 

| 
‘ 

4 

q 



ramphenicol) ) 。 

chlorophyll 3648 3%. 
chloroplast MMHAL Schimper » 1883 ] : 
在 植物 中 ， 一 个 直 胞 器 官 ( 茶 白 笨 (plas- 
tid) ], RRSR—SAWHSRAARS 

GK. OVER KES RER (stroma) 
ZBHRS. ERMFRRKAXHERR 
PRIL(ERR (photophosphorylation) 和 光合 

S28 26 CAH DNA 及 能 在 体外 

DNA 之 指引 下 ， 完 成 RNA 和 蛋白质 合成 。 

它们 包含 有 DNA RGR (polymerase) 和 
— fs 70 S FE RERB (ribosome) [ 形成 
HM (polysome)]. BEERS0S BH 
BRSMRAZER. RASRTRACAE 

PAOD. 2—B+R SRE (se- 
mi-autonomous system) » £®8C@M. 

RGM ARERR 2 cm RNAAB 
RKEGWCREERAA, REAMDNA 
REA RARARHVRE ABD © 

BRERRKA REBAR HT SHH 

= Ta REEF CRARERESZ 

K-BOSEZEHFE (—-Mi 
8, 5—AESGBAESAM (mitochondria)} 

RAMEN, RALESRA, —BFRA 

蛋白 质 合 成 系 航 之 存在 ， 每 一 看 均 能 形成 聚 

体 和 科 不 同 机 制 之 兵制。 
chioroplest DNA $f ONAL Chun et 
al-» 1963 ; Sager and Ishida] : ¥ 
@ (chloroplast) 上 之 DNA ; 其 信息 内 

BRB R4I~B x 10° SHB (daltons)[107* 

%107** ARBRAK2x10' 氮 基 对 ] ， 及 

KASAM R. DNABRES, 

每 一 美称 钵 大 和 绝 包 含 15 ~ 30BSF. KKH 
2~3 HEBB DNA ERR SSB ER 
# RNA {ribosomal RNA) » #1 % 成 
RBAEEBAHt HR RNA (transfer RNA) 。 

RMAF AF (cistron) KLEEB 
BREZARMRERRES BEER. H— 
个 或 更 多 的 作用 子 成 坊 合 成 一 个 有 功能 光合 
RAS. hiaie2-eateee—pv 
& Hf (mitochondria) ae FSHRBRB. 

Chlorosis 黄 获 病 : HLM (chlorophyll) 发 

育 的 失败 。 

chromatid 

cholecystokinen AEQPMRESE> SABIE: 由 十 
#8 (duodenum) 分 泌 的 一 种 激素 (hor- 
mon) ， 人 能 使 胆 讲 (gall bladder) 收 其 的 。 

cholesterol fBEIAS. 

chondrioid tFi#8 [ Kellenberger &Hu- 

ber» 1953 ] : Mh. RAAANZ A 

器 官 ，. 在 功用 上 相等 於 高 等 生物 之 粒 线 体 

(mitochondria) . MNHBRRKBRE A 
Miia 7 Ree Be, MRNA D 
Bite. FBRLANBRAURE RZ 

娘 体 ， 和 包括 一 围 艇 许多 管状 之 覆 著 膜 ， 内 

部 有 许多 小 胞 之 构造 。 它 们 含有 相同 之 酵 
x: (ABBR. ALB, MEX ) 一 

MESEMZNRE. REBNRECUA 
Hy RANMA MAREK Be. F 
VR RBA A REHEAT ZUR. 

chondriokinesis #2#2#8@5-2u[ Nicoloci - 

Roncati» 1912 ] : +: $24 (mitochond- - 

ria) ZRBURECHEMRRBED BR 

Zt ho 

chondriome SAFER [ Meves» 1907 ] : 
L@RA#44#@ (mitochondria) 7@ 

Bo 

PPS RR EH. LO 
fe FB (cytoplasma), #*% KAA(pla- 

smon), @{@ (inheritance) } 。 

chondriosome #27y88{ Benda» 1902 ] : 

a (mitochondria) 。 

chondrodystrophy ”软骨 发 育 障碍 : 长 骨 的 生 

FEE. 
Chorea S76 :— RHR SHA (disorder). 

其 特征 篇 肌 宛 末 端 和 面 邵 的 不 规则 和 非 志愿 

的 动作 。 

choriheterosis RIB Dodge» 1945 |: 
i 34x (heterokaryotic)# MAY 4h (he - 

terosis) 效 果 。 

chorion #0: BROS. 
chorionic appendage 坛 毛 膜 附属 物 : RREIA 
发 前 头 疹 邵 的 突出 恤 份 ， 和 党 卵 浸没 时 可 以 作 

RR. 
chromatid ”染色 分 体 [ McClung » 1900): 

Bt @@ (chromosomes) SUR, —48 

明 题 可 昂 磷 长 的 次 单位 之 一 个 ( 半 个 染色 笨 )。 

RA ADR (mitosis) 可 上 见 蕉 前 期 和 中 期 间 ， 
FRR Y( meiosis) FFRBRA— HEA. 



chromatid aberration 

在 运 些 时 期 之 处 ， 染 色 分 体 被 识 饥 是 “ 子 染 

fa $8 ” (daugter chromosome) ， 染 色 分 体 

是 染色 体 艇 长 之 单位 。 在 有 入 分 裂 之 后 期 及 

Pi Bi Sy a St eA (AIL) 时 分 开 。 子 染色 

fe RATER HAAS, BERR 

Wf, ab él EAB » Be Fe] PAY BE (homologous 

chromosome) 效 得 之 非 子 染色 分 体 相反 。 

正常 情形 下 ， 同 源 染 色 体 之 染色 分 体 带 有 相 
同 之 遗传 讯息 (genetic information), ¥ 

与 非 姊 妹 染色 分 体 间 之 等 位 差 殿 分 并， 以 及 

相关 似 之 形 驴 。 染 色 分 体 包 括 二 个 半 染 色 体 

和 可 能 是 更 次 航 之 舱 长 次 哩 位， 但 小 於 半 染 

色 分 体 单 位 之 屋 据 仍 不 清楚 。 
chromatid aberration <BR : BAK 
染色 体 中 的 一 条 而 不 在 另 一 休 染 色 分 体 (ch - 

romatid) 之 染色 体 构造 上 的 改 丢 [ 杂 色 笨 
突变 (chromosome mutation) ] ， 与 染色 

体 和 次 染色 分 体 黎 刁 相 反 ， 它 们 是 二 染色 分 

体 或 一 染色 分 体 之 次 单位 都 包含 在 内 的 区 刁 。 

染色 分 体 移 办 可 由 自然 发 生 或 可 用 范 灵 剂 

(mutagen), RRABARRRAHUREA 

MATRHMCY AAR RL RSME 

chromatid break ”染色 分 体 断 裂 :一 染色 体 中 ， 

一 染色 分 体 之 一 的 断裂 。[ 吕 等 位 杂 色 分 条 
断裂 (isochromatid break) ] 。 

chromatid bridge ”染色 分 体 橘 [ Smith > 

1935 ]: : 4 &ii(anaphase > ch By 

色 分 体 之 二 个 中 和 节 分 别 移动 到 相对 之 栋 。 

[ He Ste 143 (bridge-breakage -fu- 

Ssion-bridge cycle)]j] 。 染 色 体 橘 主 要 由 

自然 或 实验 忒 发 的 染色 分 体 沟 民 ， 以 及 次 极 

的 ( 二 航 构 造 改 楼 ) MAMAS ARR 
质 结 合 性 (structural heterozygotes) 染 

色 体 间 的 交换 而 产生 。 
chromatid interference ”染色 分 体 干 援 [ Me - 
ther » 1933 ]: OF4# (interference) 。 

chromatid nondisjunction (44987 4} BH 

[ Sansome,» 1933] : 1 在 有 入 分 裂 后 

期 或 减 数 分 裂 第 二 后 期 (AI ) 时 ， 染 色 体 中 

的 二 姊妹 染色 分 体 均 分 佑 在 一 细胞 枯 。 

2 在 易 位 的 刁 质 结合 体 中 ， 将 同 源 邵 分 

HLAPRBBE FH Zh. [OMAR aH 

(adjacent distribution) ] 。 

chromatid segregation SHA OM: BE 

Sy i Sy ee “EE BY’ (double reduction) 

58 

ZARB, RY“ SABO” HR. CRAR 

多 合体 之 例 中 ARSE. SBVASCR 

僧 体 ) ， 以 及 一 个 或 更 多 允 等 位 基因 座 (RR 

图 10 之 BBBb) 之 与 质 千 合体 ， 当 一 染色 体 
的 二 姊妹 染色 分 体 邵 分 ， 包 括 在 同一 有 圭 分 裂 
之 生产 物 时 ( 基因 或 配子 ) ， 染 色 分 体 邵 分 

具 有 相同 之 等 位 基因 。 

下 列 坑 一 基因 座 上 染色 体 分 训 之 必要 人 条 

件 [ Haldane» 1930 ; Metper，1936] : 

1 配对 的 染色 体 在 相 贞 的 基因 座 上 ， 必 

须 具 有 不 同 的 等 位 基因 ( 见 图 10 之 B,b )。 
FEB KMD BF, AK SF ht (mul- 

tivalents) ， 同 时 此 必要 的 等 位 基因 (Bb) 

必须 分 侯 於 同一 相 胞 极 [“ BANE” 
(genetic non-disjunction) ] 。 

2 在 有 关 基 因 座 和 中 和 节 间 最 少 必 须 有 一 

交换 ( 或 任何 单数 的 交换 ) ， 如 此 则 基因 座 

上 的 等 位 基因 即 不 减 数 ( BB 到 一 极 ， bb 到 

A—e), (AS RH ( 等 位 基因 Bb 到 每 

一 标 ) 分 做 於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 於 第 二 次 减 

数 时 ， 具 有 相同 等 位 基因 之 二 休 染 色 体 邵 分 
(MASREERA PME), SHR 

BYRRERMROAZED, MTKEBEA 

FERS EE 77 HE Eo 

HERR EBA 2 FED ES BR 
用 a RA» IME EWE ce Flala=exa )o 

e 代表 进入 同一 配子 相同 等 位 基因 的 邵 份 

姊妹 染色 分 体 的 平均 频 度 ， 二 是 基因 座 和 中 

SEP ERS Pa Bs a KABA RET EH 

BR ( ES-KRMBOAR, —PABRE 

必要 的 交换 而 分 作 到 同一 模 ) 。 

RADE T zi < 冬 基 因 座 到 基因 座 

间 某 些 限 制 和 依靠 特定 基因 座 与 中 节 问 的 交 

Re» 多 价 体 之 形成 率 和 和 遗传 不 分 内 率 (fre- 

quency of genetic non-disjunction) {1 # 

R ( SSRBSI CHEAP EMRE ) ) 。 

ECR: BATHS RBS 

配子 和 合子 具有 暴 常 的 染色 BAK, ES 

染色 体 中 具有 超过 基本 染色 体 租 中 二 同 源 同 

件 中 之 一 个 、 少 数 或 全 邵 的 染色 体 时 ， 染 色 

分 体 分 万 造成 相关 基因 座 上 ， 颖 性 和 隐 性 等 

位 基因 同 质 配 子 比 率 的 增加 。 由 於 增加 除 性 

的 邵 分 而 改 权 基因 型 的 分 苹 率 。 

chromatid tetrad 染色 分 体 四 分 子 : 在 第 一 次 

沽 数 分 烈 的 一 个 二 价 体 (bivalent) 具 有 二 个 



B10. AROMA ,B 基因 座 之 三 是 性 组 合 型 式 ; 
AAAa ,BBBb ) 。 四 价 染 色 体 之 形成 ,以 及 染色 体 和 浆 
色 分 体 的 说 明 , 具 Ab/ab 粗 成 之 减 数 分 裂 产 物 , BR 

[ 优 自 Seyffert， 色 分 体 分 陪 或 双重 减 数 之 结果 。 
1960) , 

配对 的 染色 体 ， 因 此 具有 4 个 染色 分 体 。 
chromatid translocation ”染色 分 体 易 位 : OF 
位 (translocation) o 

chromatin pil Flemming, 1880}: 

EBDAIH, RABZAREHMA. Be 

质 是 构成 血 胞 的 遗传 物质 和 包含 遗传 信息 中 ， 

术 物 质 的 一 邵 分 ， 在 它们 租 成 及 进行 下 一 次 

竹 胞 分 裂 前 ， 它 们 是 分 裂 问 期 形式 的 染色 苯 
(chromosome) o AHH #BABBRAE + 
3(chromocenters), ERARR) HY, 

BZ, CLRBRASRKE (het-— 
erochromatin) RR kee 7 Hea» 

BZREPOBRAMREL, RVR“ 
fA” (nucleolus associated ch- 
romatin ) o 

chromatin elimination 

chromatin body #8 [ Giardini ， 

1901 ] : Rese} APR (dytiscid water 

beetles) SBF E84: IN], SBALETBUEZ (oo - 
cyte nucleus) 内 的 一 个 含有 特定 rDNA 

Ho ECXMBARGP RRA % (vitelloge - 
nesis), KAT SWAB (nuclear in - 

terior) Aim RARBRORAABRK 
&& RNA (ribosomal RNA) 基因 的 额外 复 
本 。 在 染色 体内， rDNA 的 重复 单位 是 圆 形 
的 。 ; 
chromatin diminution *{@ IHR Bo - 

veri» 1899 ]: = #6 #875 ®R (chromo- 

some diminution) 。 

chromatin elimination MHA Sciler> 

1914 ] : #WAWRB(anaphase)> HH, 



chromatin-negative 60 

&iFeulgen 物质 之 去 除 . PHMZHEAB 

eB BA ERR BEA (ribo | 

nucleoprotein )o 

chromatin-negative BER: MBBRLH 
染色 质 的 假 钵 。 

chromatin positive 正 染 色 里 : MIRRAAH 
染色 质 的 个 体 。 

chromatin reconstitution #23 [Da- 

hmus and Bonner» 1970]: #EX 

(chromatin) 恢复 先前 由 於 染色 质 分 解 而 洽 

失 的 染色 体 组 成 [ 租 秃 蛋白 (histone), FFA 

%i(nonhistone)» %f&'A (chromo - 

somal protein) ], #4 RNA (ch- 

romosomal RNA) ] 。 染 色 质 复 著 时 ， 决 

定 体 外 特定 形式 之 RN A 合 成 ; 它 是 非 组 继 
6 ®éR EG V(nonhistone chromos - 
omal protein) 的 来 源 。 

- chromatoid body #398 [ Morgan and 

Uzmann» 1966]: 大 多 数 生 物 ， 形 成 精 

子 和 细胞 (spermiogenetic cell) H—fi Miia 

质 的 近 核 之 围 。 它 由 极 仁 的 突出 物质 或 确 胞 

EwmAZRRER, REABSHERERS 

AMR - 
chromatophil 304. 
chromstophore “” 色 率 体 [ Schmi z +1882): 

CHAR RMR ORNS TEA BN (a 

有 小 胞 之 构造 ， 半 径 狗 150A ) ， 兹 含有 光 
合作 用 的 色素 。 此 类 构造 其 形式 随 着 陀 包 国 

SHARES REN, CHUETPKRRA 

RA o . 
chromatoplasm BM: 蓝 葵 植物 (cyano- 

phyceae) 中 ,具有 不 相连 的 基 黄 (plastid)， 
f KAM (thylacoid) 位 於 其 片 榴 造 的 克 

胞 部 位 ， 相 因 和 车 普 胞 同化 色素 之 膜 的 产生 ， 

经 由 于 青 原生质 体 上 原生 页 腊 (plasma 

membranes) 之 路 大 而 来 。 

chromidia “” 核 外 染色 粒 Lertzoig*1902]: 

#2 RPS BSR (basophilic) Me, RAB 

@& RNA AIAG RNA. o Monne (1948) 
BAKZB BM AAW (interchromidia). 

chromidiome MAREK Bernhard, 
Gautier and Oberling» 1952 二 

i FEN E (basophilic) HERMRRT » ( 

Cowdry KBZBEARABR)- [LOR 

MM (ribesome) ] 。 

chromocenter #f&ch,ij>[ Tischler » 

1920 | : Er RRBRHRAB LORE 

482% %@ (chromosome coiling) ] KEHE 

分 型 期 间 内 的 染色 体 片 段 。 染 色 中 心包 括 丑 
杂 色 质 (heterochromatin) #RE EH 

(heteropycnotic) [OZ 3 (allocycle)]- 

ARRAERERAZEAR, MUB—KRZ 

RABAHRR( ORE MAH (chromoso- - 

me pairing) ]。 

chromofibril MHL Yasuzumi ， 

1951 ] : 电子 题 微 图 片上 ， 可 因明 的 染色 

体 之 任何 徐 厅 次 单位 。 

chromogene ”染色体 基因 [Serre，1955 ]: 

染色 体 上 的 任何 基因 (genas)y 与 和 胞 质 基 因 

相反 。 

chromoid 染色 微粒 : 附 於 膜 上 的 徊 菌 染 色 体 
[ 它 中 和 催收 (mesosome) Jo 

chromomere “染色 粒 [ Wilson» 1896 ]: 

ABP % @ 4 (chromosome) 上 的 任何 

FPGREHKER, RSE ( interch- 
romomeres) 7# RAK ZERR ( RM il)- 

LeENKRRRARARD BARAT 

裂 前 期 之 染色 粒 型 (chromomere pattern) 

的 染色 体 特 定 硕 序 EMMA (Diptera) 

2S em EAREM (giant chromosome) | 

上 ， 形 成 横 带 (band)。 PEMA) HR” 

( Lima-de-Faria»> 1952 )ERRAE? 

种 (centromere) MBHRANRA, Mz 

UREA RS PE SRS, CHK 

iia“ % & 4m ”( chromosome gra- 

dient) HBR. BRBSGARHRD 
We i(prophase) UB KBRERZ HEAD 

质 内 ， 可 见 到 的 特定 染色 粒 型 用 以 区 分 染色 
#i4a (chromosome set) 内 的 染色 条 。 

HRA ER. BRE: 

|-S2ZAR EN 2-EHRER, € 

RBBB RANM CHR, ARAZE 

RR, 
2 A—- MB WCE LEE LH: 

RNR BEHRRRARBROREH 

343% (chromosome coiling) ] BAIR 

之 构造 [ose (puffing) ]o HHBK we 

fT AR hate (genetic transcrip- 

tion) 7A. KH DNA 之 RNA ARB 
ARE, I REBAR — RI (loop)( 5 BRA E))- 



图 11. (a) 有 炉 分 到 前 期 染色 体 的 染色 粒 模型 。 

>) MRARAM—-HARBCO ARE. 

Cth Rieger, 1965) . . 

ERP, ZRENZER Kise 

EBRKGASNEE .高 等 生物 中 ,染色 粒 
也 许可 见 於 染色 体 的 复 乳 子 (replicon) ， 如 
此 则 一 染色 粒 可 以 与 焰 菌 或 噬菌体 (phage) 
之 染色 体 作 一 比较 ,它们 被 慷 仿 是 一 复 叙 子 。 

在 双 翅 目 (Diptera) 之 的 蚊 ( chironomus)， 

一 染色 粒 之 平均 分 子 量 信 30 x10° ( Eds- 
trom, 1964 )， 其 大 小 落 於 咏 菌 体 染 色 体 
之 范围 ( Pelling, 1966). 
RASS —BRANT Uae 

fi DNA DFA, sIK—-ARMAS IE 
EAC Mi. FHSS, 在 一 基因 溃 米 的 

重 熏 顺序 中 ， 一 个 末端 单位 被 如 仿 代 表 “ 主 ” 
顺序 ， 其 内 可 以 有 重组 发 生 ， 接 著 馈 不 直接 包 
ETE 1G 48 (genetic recombination) 的 

副 顺 序 ， 但 与 主 顺 序 一 致 。 基 因 的 顺序 重复 
之 表现 是 人 受 ” 主 基因 “( master gene ) 控 制 
的 ,位於 染色 粒 地 区 之 染色 粒 ， 称 入 “中 节 
染色 粒 ”( centromeric chromomeres ) 
或 中 节 粒 "( kinetomeres ) [ J i ma-de- 
Faria, 1949 ] 。 

chromomere pattern ”染色 粒 模型 在 染色 体 

上 站 糠 顺序 的 染色 粒 (chromomere). 

chromomere size gradient 染色 粒 大 小 等 级 

6! 

( Lima-de-Faria» 1952 ] SALTS PB 
(centromere) —SHRENKA, MAR 
BS HK ha Bl a BE 7) [ REANK)SEB 
RAAB (chromosome gradient) 
之 一 个 成 份 ] 。 

染色 粒 大 小 等 级 代表 , RBA M(euka- 
ryotes) 染色 体 在 构造 移 叙 顺 序 上 的 一 个 
As MAH RE HSS DNA ， 因此 
RHR, FAR Lye NRE 
RPP RB. 

chromosomal! RNA 

chromonema Rl Wilson, 1896 ] : 

【光学 显微镜 所 上 见 的 ) KEM (chromo- 

some) FIBA TH ER) 

chromoplast “有 色 体 : 一 包含 ( BRE) 色 

mM RSE ( SRB )A ZH M(plas- 

tid ) [O#&# (chloroplast) ] 。 

chromosite 7858: RA + HH 4 (lysogeni- 
zation) ° 

chromosomal 染色 体 的 : 2S RS. 
成 和 功用 。 

ReMBR : 它 chromosomal aberration 

2 # 2 (chromosome aberration) 。 
chromosomal aneuploid 9828488 
| Dyer et al., 1970 ] : 2 AM (an- 
euploid) 。 

chromosomal inheritance i,a : 包 
eh BA 2 181 @ (genetic infor - 
mation) fit {# (inheritance) (=#@#B 

fS ), RSE HA (extrachromo- 
somal inheritance) 相反 。 

chromosomal mosaic {RB : — HK 

表现 了 至 少 两 种 不 同 核 型 (karyotypes)( B 

BER RH + ) BOMBARD (cell lines)» 

— WARE Se Fak A RS F (zygote) MX 0 
chromosomal puff ReMRHR: —& 

多 t% (polytene) RHHBHK DNA 或 RNA 
FABRA RK, MaKe Mew. 
特别 大 的 RNA WRI ZS EK B (Bal- 
biani ring) o 

chromosomal RNA 染色 体 RNA: 染色 体 DNA 
的 RNA #§% [ > RNA(ribonucleic acid)， 
BMX (genetic transcription) ] ， 亦 

BD RNA 附加 cRNA 到 特定 染色 体 的 DNA 
顺序 。 一 部 份 的 cRNA 即 成 坊 信 息 RNA 
(messenger RNA)， $48 RNA (transfer 
RNA) 或 核 酶 下 RNA(ribosomal RNA) 的 
5 Gat F 。 

LSA REBHEA RR DNA 交互 作 
FAS TE UAE — iE SH RNA OF 
[ Huang and Bonner» 1965 ]。 过 个 
DF 2 A Oe Re ee E & (hi 
stones) 的 共 价 和 结合。 

2 30 至 50 核 苷 酸 大 小 的 小 分 子 [ 分 子 
量 小 於 tRNA J. 

4 有 时 含有 27 SiS — ORR 【di - 
hydrouridylic acid ) 。 



chromosomal sterility 

4 大 部 份 照 重复 DNA (repetitious 

DNA) 有 顺序， 杂交 成 入 一 个 高 百分比 的 基因 

M(KHR2~5%) > 

但 此 类 DNA ZREBRERKR-ETA 

之 新 种 (species) 仍 是 存疑 的 ， 有 些 报 告 指 

WEN RER—-BR RY RNA 分 解 的 产物 。 
chromosomal sterility 染色 体 不 答 性 : 一 个 杂 

fE (hybrid) HHRMA BERS Fi RH 

(homology) 而 造成 的 不 稚 性 。 

chromosomai structural change “” 凌 色 体 构 造 

的 改变 : 染色 体 构造 上 的 改 枝 LORE 
#8 (chromosome mutation) ]. } Aaa 

a] HARB RES PR (mutagens) Be 
而 产生 。 

chromosomal tubules 染色 体 微 管 : MH 
经 点 (kinetochore) P9spee RMF - 

chromosome #f288[ Waldeyer » 1888]: 

HBR AA(gene) MRERTRAMR2E 

REARS | Sits (linkage) |], SRR 

ARG RABStDREK Me RRHE. 

Yuh $B 自体 加 倍 [> 8 frets (auto re- 

duplication) ] 7 fi, RRA B— MR), 

TARE BAK (organization)» %— HE 

都 有 其 喜 一 的 特性 。 

1 贰 核 生 物 染色 人 the chromosomes of 

eukaryotic organisms): (RR 4: HMR, 

00H (cytoplasm) 与 被 膜 包 图 的 核 nuc- 
leus) FLAE 5} BARS » Sh ae RE RIE 

与 龄 性 染料 \basic dye) #4 SRR, 在 

有 缘分 裂 (mitosis) BRR (meiosis) w 
程 中 ， 蕉 分 裂 上 时， 染色 体形 状 进 行 有 规律 故 

网 的 特征 。 於 分 裂 间 期 (interphase)， 染 色 

Bihinmine th, AT EPR wee 

1#-4% & (genetic information) 之 实际 功能 。 

KBRART BHM RET 

ABRAMS PERAK RARE S, 
RBRRRRERHBE (BBE) 由 两 
RAD HEME HB fz (longitudinal unit) 

即 二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Pr ARK. Waa 

BRAR MOM, B-PADEN A 
¥ Yu fh 5-98 (half-chromatids) 和 组 成 ， 在 电 

FRRA TER, THEMRERB ROKER 

篇 稚 厅 状 的 次 级 单位 ， 但 是 它 的 存在 仍 在 委 

Mh. RABHKABHER SSM Ric 

HEAL ORE Me (chromosome coil- 

62 

ing) ] » dC A) NRK ET A PR PL a 

RACUAKEB HRA. BHBERRAR 
上 之 一 些 不 同 构造 如 中 节 (centromere), 术 
仁 组 成 中 心 (nucleolus organizer) ， 染 色 

#(chromomere), ARE WA RRS Y 
(eu-and heterochromatin) 的 搬 带 者 。 再 

加 上 特殊 的 染色 体 长 度 ， 则 具有 说明 一 特定 
之 染色 体 粗 成 (chromosome complement) 

中 外 一 染色 体 身 份 | 只 染色 体 模式 图 (idio- 

gram) ] 的 判断 价值 。 设 若 中 节 东 不 位 於 端 
点 [ Kee Pe HE (telocentric chro- 

mosome))» Ri—PRABRAMORES 
[ “os Be ue BB” (metacentric chromosome), 

或 不 等 ( submetacentric ) 的 ”次 端 中 节 ” 

(subtelocentric) » 及 “ 近 端 中 和 节 "(acro- 

centric) #8 ] HAH. —(emAS & 
f E44 R (chromosome complement) 由 

两 组 染色 体 [ ORE Mts (genomes) ] 所 得 

成 。 同 租 内 每 一 条 染色 体 披 此 念 非 同 源 染 色 
#6 (nonhomologous)[ 每 一 条 染色 体 带 有 不 

fr 9a PS ik Sh A (linkage group) ] ， 但 每 
—RABE 5) BR-KRERAA ZA 

BAKA, HERKRDH (meiosis) Kit 
B@AN(O# Mae H (chromosome pair- 

ing) ]. Hee RR EE 

He ema aRa +> RAPE, K 

Fe Be (haploid) ; 而 多 倍 体 (polyploid) 
物种 的 体 罗 胞 带 有 多 於 二 套 染 色 体 粗 。 性 染色 
fi(sex-chromosome) 与 性 别 有 因 果 有 天保 ， 

BRX AY RAB Wilson, 1909 J; 
FTP 2 6 (autosome) MR. PRBMK 

ho “ER” 2 BBR aA - 染色体 ， 
以 别 於 某 些 物种 中 A - 染色 体 之 外 的 额外 染 
f&fXsupernumerary)MB- RBG. (B- 

chromosome) 。 

a) MAR Ht BH ZEBRA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the chromosomes of 

eukaryotes :染色体 中 可 测 此 之 十 要 化 学 构成 要 
素 仿 DNA ，RNA ， 酸 性 或 内 性 提 和 白质， 此 
外 还 含 有 少量 的 脂肪 ， 多 本 类 及 金属 底子 ， 

{8 EM BD EA RCS AR. 
染色 体 DNA FP Af Be RE ee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 可 进行 同样 

HEBTR, RAR EK HSA (onto- 
gensis) %, H-MiASRE AM BK 



於 物 箱 进行 生殖 (reproduction) 时 ， 由 一 

代 传 至 下 一 代 。 每 一 染色 体 及 染色 体 和 组 具有 

一 定量 的 DNA ， 此 篇 染 色 体 之 一 特征 ， 亦 

REBRPRARBE PS, PABTHR 

BTW, Bele RHA eT 

Yo DNA RBRERBAX, RRAB 

BMHBA. RNA 与 DNA 相反 ， 在 染色 
体内 含量 不 定 ， 似 乎 与 某 些 克 胞 来 源 的 特殊 

器 官 及 其 生理 状态 有 上 关 。RNA PRB 

HSE. FERRE (genetic 

transcription)i&@ # »f%.& RNA(mRNA); 

#% DNA(tRNA) Se RNA(rRNA) 

利用 染色 体 DNA MPR ER RR 
色 体 内 合成 | 此 些 物质 直接 或 藉 细 胞 核 仁 (nu- 

cleolus) M4 firs #HHA Ro PRE FINA HE ES 

BRSEREBALREAVRHR. Rit 

蛋白 质 [ 亦 帮 残余 蛋白 质 (residual pro- 
tein)] 含有 色 胺 酸 (tryptophan)， 可 能 与 

DNA 一 样 仿 染色体 骨干 之 一 ， 负 责 保 持 染 

色 体 的 绕 向 回炉 性 。 龄 性 蛋白 质 信 组 织 和 蛋白 
(histones) 及 精 蛋 白质 (protamines) » & 

者 局 限 於 少数 动物 的 精子 中 代替 租 入 蛋 白 。 

关於 组 禄 蛋白 之 功能 ( 租 征 蛋 白 可 自 DNA 

中 解 雍 ， 而 不 影响 染色 体 构造 之 完整 ) 有 一 

Mae hy is BAA UB MREA(nucleo- 

histone) 形 驴 存 在 ， 限 制 DNA 之 提供 信息 。 

b). 染色 体 之 微克 构造 (the ultrastruc- 
ture of the chromosomes ): KARR RRD 

Bi? el, AH ( ch TSS BS ) 

染色 68 

He fo 548 

V6 Bete 

Y, Bets 58 

6 ete, 5 

PW 8h ts 

KM = (DNA BREE ) 

63. 

4 

ni 

chromosome 

包含 了 直径 不 一 的 航 维 ， 直 径 攀 怎 30~500 

A ( KB 54£100~2504 2 FA )。 直 径 乱 100 

A & 200~2504 的 单位 » BERL EERO 
HE MK. EMAS—-BAEK 20 ~ 60 

ADNAM BY, RK—-BEARBAR. 在 分 
ZAR rs ABR » SB PE RE > fo 
%, MAORHH, CRRA MRK 

贯 当 色 质 与 屋 染 色 质 麦 现 不 同 之 螺旋 密度 。 
[Wolf,1965 ;Wolf and John +1965; 
Du-Praws 1965, 1966 jo 

FAR B Bi fal KA HEE ZN BP (len g- 

thwise order) By ARH PERE» ATLL 
HES RRA SSH, REESE RK 
染色 分 体 (subchromatid) 的 存在 和 数目 。 

AGAR OER 见 图 12,13 ] ， 其 一 如 
篇 染色 体 和 染色 分 体 含 多 股 徐 雁 的 结构 [“ 多 
HEME FRX ” (multiple fiber model) ]， 

Fi — Be Fe FY BY EIR A PE HE he ABI 

KZA (complexes) (“Ht MMHRX ” 
(folded fiber model) ]。 

FEARS AB RE XK” BE DBE 

非常 长 的 DNA 螺旋 笨 (DNA helix)MR, 
而 此 螺旋 体 的 梭 持 与 蛋白 质 分 子 千 合 做 进 一 

APR hEM >» ERR HH 2304 
Ye Ge EE GRE FE BR I) Be ME ed BRS 

i, MERAY RSLESE. 
c) Ai BAR ( reduplication of 

chromosomes): 4. f IG 73 BESS EW AK 
Fy ARSE» RFE BS MS BK 

‘ 440004 

2x2000A - 

440004 

8x500A 

16200-2504 

32% 100-1254 

64x20-404 

Wi2. 染色 体 构造 之 ”多 股 粹 厅 模 式 “图解 。 显 示 由 单独 核 蛋 白 单 位 [D NA ) 
之 配 封 成 多 股 配 圣 之 程序 。( PRHARIZK, MMEROAM) 。 Ch B 
Steffensen, 1959; Grund mann, 1964) , 



(Se 
一 一 -一 

图 13. FROMM! he MME. 仿 此 模式 ， 染 色 分 体 包 含 一 个 (或 个 ) 基 
PMR ( PEB 250A ) . MOTB), CHORB?), ARBAB), 
(4) 00 ARR he BF HBS = BH—REE | CHA Du praw, 1966) - OHH 

BGHEREURARABHSKNES. F-TSRHMMCREREH, HE-BSE 
Z Watson-Crick DNA 3¥, HENEAMMAK—ERZR_-RREA) 
ABE NHN HEAP). BNE, FHM LARC K“ Bia” 
的 中 期 染色 体 。 此 折 盈 假定 是 由 粮 厅 之 外 鞘 上 有 伸 稿 性 之 蛋白 质 分 子 所 完成 。 

fp Brg Pee re 8% EP 
Bist RRR 

时 其 自动 射线 模式 

ee Carers 
ee 一 = 一 

B14. 用 分 裂 时 ， PT 复 代 之 模式 ， 染 色 体 是 由 和 氛 标 示 胸 腺 核 苷 所 表 
明 。【〔 优 自 Lewis and Jones, 1963 J) 。 

> iD BH RE OMBAH 
(cell cycle) ]#@BAKHi (synthetic 

phase)( = S-phase.) FRET. WRRGA 

程 中 ， 复 抠 之 时 ， 当 和 初 由 单一 染色 分 体 钥 成 

之 染色 体 释 储 由 两 条 染色 分 体 和 组 成 之 构造 。 

按照 利用 所 标示 胸腺 术 苷 (tritium-label- 

led) 而 得 之 放射 性 自动 追踪 照相 (autoradi- 

ograph) 的 和 结果， 是 示 於 分 裂 间 期 ， 染 色 体 
DNA®] Ee RM— zee KR, 

Se hee 2 SHARE (poiy nucleiotide 

chain) T RK—-REHHiL, CMBBE: 

用 以 合成 互补 的 和 新 股 。 当 屠 本 之 双 螺 旋 体 在 

BH, EET. TURBEH 

RAG RRRAEDE, B-RHSH 

—-RBSBR—-RAHE ABS (14). 2 

色 体 篮 灸 於 不 同时 间 内 ， 可 於 染色 体内 或 染 
色 体 问 发 生 ， 亦 即 不 是 所 有 染色 体 或 染色 体 
Br eT AR 。 在 大 的 染色 体 ， 可 以 测 
知 若干 个 DNA BRipee, MHRA 
一 系列 粥 向 排列 之 复 仍 单位 [ OMAR F (re- 



plieon) ] 所 租 成 :而 加 染色 质 旺 染色 体 片 

Poh ROR Peas 
d) 染色体 模 式 (chromosome model): 

下 列 裤 验 和 结果 可 用 来 构 答 假发 的 杭 式 ， 解 释 

染色 体 的 分 子 千 构 。 

1 染色 体 多 股 的 ( 染色 分 幅 ， 半 染色 分 

Go ) GME RS. ST MCRAE E 7» [alley aT fe 

4) Alls) fy Ba Be 。 

2 HE 7B BLE » tee BE RA KO FS DNA, 
RNA REAR. MRT BMA STB 

Mas BZMAN, DNA 还 与 维持 染色 

Ra RRS RA» AEA DNA HIRAI 

色 或 与 染色 体重 白质 人 残余 重 白 质 (resid - 

ual protein) 合作 ， 此 问题 与 存在 一 种 由 炖 

和 蛋 自 质 构 成 的 骨干 的 可 能 性 一 样 ， 仍 存 有 疑 
fj. 

3 染色 体 DNA AOR BUR-ER GE (semi- 
conservative) 的 方式 。 

HR DNA RRABMMBRAS. (8 
FELCH AS] ERR R RA ARR AE 

参与 轴 之 租 成 的 确实 人 性。 7 了 与 此 不 确定 的 

SEMA, ARABS RR AAA 

APR FE» (9 A AHR RN eo 

KR ERAAY DNA BHA, Ria 
FRI Rae FAL SRE” Fn“ PABA HE” 

a b. 

65 chromosome 

模式 。 模 式 之 一 ( 图 15a) 主张 染色 体 具 人 双 

KARA ARR. Tl DNA 时 放射 状 附加 

KY Wh B—-WAK DNA TT RRR 
4-—{A ARF (replicon). fax Zz — ( 图 

15b fl l5c) RRA-MRA ARK R, 

WI DNA SEZ ; 此 模式 有 多 种 
训 法 ， 不 同 之 处 只 在 所 假设 和 蛋白质 环 的 性 时 。 
过 个 蛋白 质 环 可 能 坑 不 动 的 ， 也 可 能 是 旋转 

的 ， 可 能 是 具有 极 性 ， 或 因 每 = DNA 单位 
元 素 而 分 篇 两 半 。 第 三 种 模式 ( 图 15d 和 
15e) 是 以 一 条 速 炉 的 DNA SPAR TERR 
®t $8462 (bridging positior) FAK, 

Ti THERM — RRS RAB (A 

而 程度 不 同 ) , UCR RECA AE DNA & 

fl > BAM Eo WR E-BEMOMR ADK 

KDNA 特定 次 序 的 氨基 上 ， Ti | x St SB 

34, JERR 因此 决定 其 在 DNA 上 

之 位 置 。 

e) 染色体 之 功能 机构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chromosome) : 染色 体 构造 除了 _ 

在 有 秋分 裂 或 减 数 分 烈 染 色 体 螺旋 时 ,行规 律 

t+ BL | OH 68K (Chromosome 
coiling) ] 外 ， 亦 进行 功能 上 之 爸 化 。 例 如 
已 大 染色 体 (giant chromosome) R# # % 
色 体 (lampbrush chromosome) ， 其 构造 

i 

| 
| 
| 

| 
“yh A 

\ 
! 
| 

| 

| 

I 

c 

15. KAW WRK EDLEMDNA 排列 的 各 种 模式 。(a) 公 重 蛋 白质 轴 具 有 便 
BRN DNA 分 子 横 式 [Taylor，1957] 0)DNASFZEARM (protein 
block) 连接 成 直线 排列 CFreese, 1958) 《) 二 人 条 站 染色 分 体 假 疫 是 由 逆 平 
行 的 蛋白 质 速 接 块 组 合 。DNA DF AH I HM C Taylor, 1960) @— 

个 连续 的 Watson-Crick 人 双 螺 旋 DNA, SBRAEHD-KRARAMAM eR 

起 始点 ]】 。( 人 如 同 id 的 相同 模式 , AMA 48K | CHA Hess, 1966) 。 



chromosome aberration 

会 进行 有 规律 且 可 逆 的 此 弛 作用 (relaxa - 

tion)» JH fea aE A Ee BS Bl SHE TT 
且 和 与 不 同 的 基因 活性 (gene activation) 互 

相 联 合 ， 冰 篇 依据 DNA 而 进行 的 RNA 合 

成 所 必须 。 志 种 构造 上 的 释 化 即 是 所 熟知 的 
“ me” “ARR” (Balbiani rings) 

[> RH (puffing) ]), BRHR—-BRR 

i ERR RBASEEDA » 

f) 染色 体 的 配对 构造 (pairing st - 
ructure of chromosome ) : 溅 数 分裂 时 之 

洒 色 体 配 对 (chromosome pairing) [ Daz 

#42 (zygomere) ]; 在 配对 同伴 之 间 ， 会 

形成 特殊 的 配对 车 构 ， 称 售 ” 联 会 复合 体 
(synaptonemal complex) 或 “中 心 区 ” 

(core)> HET RRRBRHER,. HEB 

合体 呈现 一 种 规则 性 的 双重 和 结构， 阔 包 括 两 

便 单 元 (latermal element) ， 和 与 其 平行 之 

中 间 邵 分 及 和 无 数 个 要 似 的 横向 联络 。 染 色 体 

内 如 之 物质 由 便 单 元 向 外 形成 错 稼 复杂 之 扩 

RAAB Hk Be SPS BE BEG 3.1 ~0.15A, 
HMPA NERS. FASRK—A 

之 园 源 染色 体 存 在 ( SHES). ， 则 配对 车 构 

通常 都 只 在 二 同 产 同伴 问 形 成 。 但 染色 体 千 

RA ERAR THe, AME > KH 
(multivalent) . RERABRAELEA 
Bc Stns BEA x 4 (crossing-over) RPK 

又 ( chiasmata) FEA FERIA, ABDC Ee 

之 形成 与 交换 过 程 有 关 。 

2 RARE MAR ZH (the chr- 

omosomes of proto karyotic systems): [FR #% 

生物 [ $53 » MAB» BR (cyanophyceae)| 

UAB BRA RAS MIE, HEAR 

之 同等 物 [ S HB A (nucleoid))o RRAY 

之 染色 体 在 结构 和 复杂 性 上 与 复核 生物 不 同 

/ MARAT BR BAD A. — 

形 是 所 有 的 和 遗传 信息 破 包 容 於 一 简单 的 连 镇 

Mish, MABAM HIDE ABAR 

(linkage group) Ho jAMPREAT RAB 

[ 或 基因 带 (genophores) | F3 fa FAA AY 

DNA FH ( 若干 病毒 由 RNA 取代 DNA} 

， 其 长 度 及 分 子 量 各 有 不 同 。 每 一 个 通常 都 

代表 一 个 HNMR. 有 些 细 菌 及 吃 菌 体 

FABRA ay ete, WO BRIE . coli) 的 起 
iM sist . SAHSx10° eH, (分 

FBR 2x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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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 MRR KRDNA K RNA HH 

> SBME KSRS “BRA” . 

RHEWERERBAXK, RAR+tDEK 

DNA 之 染色 体 一 样 。 
噬菌体 的 染色 体 具 有 数 个 玫 何 型 式 : 

(%x174)(phi x 174) RBZ DNABBEH 

He tk we GS TS DNA BBR, ER 
FA] 06 Be BEF 5 a FB ae RS lambda 

4) ZDNARRPE Ke A—-eMs 

KAA BABA BORA. it 

可 以 配对 ， 因 此 使 得 分 子 形成 二 种 于 镇 的 环 

Hk [ 字 凝 聚 区 (cohesive site) ] ， 吃 菌 体 

T, 於 多 术 苷 酸 链 上 特定 点 发 生 断 裂 ， 形 成 

230, ASR. Ae ee ist 

BORRERSEHAMNRAKABE + BAH 

成 。[ Abelson and Thomas » 1966 ]。 

chromosome aberration 47882: | 广义 

ad BeEABRBSKARA LARA 

RR. PER BRERA (karyotype) » 

fF BBR Re 2 A STG RE 

2 2 RE LATA BAe, er: 

fi 2S [ = FEMA (chromosomal 

aberration) ] 。 

3 包括 两 条 染色 分 体 在 内 [ = 7 RRS 
(presplit aberration) ] 的 染色 体 构造 上 

改变 的 一 种 ， 与 染色 分 体 及 次 染色 分 体 变 恰 

(chromatid and subchromatid aberra - 

tion) 相反 。 分 烈 前 枝 轩 一 般 都 发 生 [ 自然 

或 施用 荔 受 章 (mutagen) ] 於 合 成 之 前 分 裂 

MR (G,) 尚未 篮 拒 之 染色 体 。 

chromosome arm ”染色体 展 [Navashin ， 

1912 ] : 入 染 色 体 (chromosome) 雨 便 主 

要 片断 [= 染色 体 端 (chromosome limbs) ] 

之 一 ， 东 由 中 季 分 隔 之 ， 懂 之 长 度 视 中 和 节 位 

填 而 定 . 若 两 臂 同 长 即 是 中 节 位 於 中 间 位 置 ， 

Hehe HBS “SB” (isobrachia]) 

[ Sorokin,1929 ] 或 具 中 间 中 和 节 的 (me- 

否则 (RBASR), BR 

“ §3 8%” (heterobrachial)[ Sorokin» 

1929 ] , “ 539%” (cephalobrachial) 

[ Levitsky» 1931 ] 或 “无 中 节 (acro- 
centric)[ White> 1945 ]。 中 和 节 人 位於 未 

te 7 BR “ 

或 “未 端 中 节 “ 

tacentric) ; 

(monobrachial) 

(telocentric) © 

chromosome assortment 3 f498 ain > 分 配 



(assortment) ; #@, #4143 H (chromosome 

movement) o 

chromosome banding #3845: 实验 使 中 

#4 (metaphase) RAR E+ TAM RARR 
光 带 ， 用 以 区 别 不 同 的 染色 体 。 带 的 模式 可 

以 分 含 二 大 类 : 
1 以 吉 氏 (Giemsa) 染 色 体 带 , 於 特殊 的 

先 处 理 后 ,能 在 中 季 (centromere) 二 和 旁 出 现 

HER ZH EY ( heterochromatin ) 区 坡 。 

2 HAREM K(quinacrine) ME ( Q 

染色 带 ) RAR AFA & TAR ey 

其 他 染色 ( G 染色 带 ) ， 能 使 染色 体 的 某 些 

导 位 出 现 带 状 。 利 用 过 个 技术 在 一 特定 变种 

中 显示 染色 体 带 中 之 Q 和 C ， 染 色 带 是 可 送 

的 ， 北 谓 之 R 染色 带 。 
chromosome break 染色 体 断 烈 : 篇 染色 体 树 
造 上 发 生 整 个 横 切 面 的 中 断 。 此 种 断裂 可 由 

BARAK Hh Bw] (mutagens) (FAME 
Bo NRERR( BRT, MBB) ) 时 

ao VERVURBA PRK Rh Re 

BHR FeBPRRBE+LEHELESEH 

67 

或 染色 分 体 之 次 单位 ， 则 称 坑 染色 分 体 或 亚 “ 
染色 分 体 断 裂 。 

按照 “断裂 - 再 结合 模式 ” (break- 
reunion model)( 此 模式 用 以 解释 染色 体 构 

i LRRELHRA), GERBER 
遵 的 染色 体 断 裂 , 均 假 定 是 主要 的 伤害 ( pri - 
mary lesions)， 有 最 后? 引起 染色 体 突 委 
(chromosome mutation)。 

chromosome breakage syndrome ”染色体 断裂 
症 : 人 类 体 染 色 体 泪 传 的 疾病 ， 其 特征 人 坑 自 
# (spontaneous) Kins oe Bw Bs 
KBANH Bttexaggerated propensity) 
chromosome bridge “染色体 橘 : —P Bee 
fa Pa SR. ch She Rew [ 具有 两 个 
中 节 (centromere) ] MBKPBERMRD 
型 的 后 期 形成 .[c> 梅 裂 合 梅 循环 (bridge- 

_ breakage-fusion-bridge cycle) ] 。 双 中 

节 染 色 体 的 产生 入 第 一 级 或 第 二 级 染色 体 突 
§ (chromosome mutation) 的 结果 ， 若 只 
有 二 人 条 染色 分 体 或 染色 分 体 的 次 结构 中 的 一 
条， 参与 橘 之 形成 ， 则 称 含 染 色 分 体 橘 及 次 
Beth 5 BH 。 

chromosome chimerism #88 RIBS 
(Chu *Thul ine and Nozrpy，1964]: 同 一 个 

chromosome coling 

6b, RAAB (karyotypes) f9 AiG 
集团， 篇 移植 或 两 次 人 受精 ， 且 两 个 经 过 受精 

减 数 分 型 的 产物 此 参与 胚 发 育 的 车 果 [ 字数 
& KAY, (chromosome mosaicism)] 。 

chromosome coling ”染色体 螺 旋 : RRA 

之 染色 入 进行 螺旋 状 的 旋转 [cC 螺 旋 (coil)]。 

入 染色 体 在 溅 数 分 裂 (meiosis) RAFRTR 

(mitosis) 时 ， 一 个 显著 的 外 表 释 化 。 曙 旋 

周期 将 染色 体 具 有 机 能 的 型 驴 [ 最 大 之 螺旋 

消失 (maximum despiralization) ] ， 转 

SE Be WK LOR AR (allocycle) » 

螺旋 形成 像 数 (spiralization ¢oefficient), 

接 曲 值 (packing factor) ] © 在 二 人 条 或 二 

RU ERAS ABR he Ae we 
—f “ 平行 螺旋 ”(paranemic coil) » A 

WAHT RZKE i. —R” HeeRi” 
{plectonemic coil) » RA HAPo KH 

位 (图 16) 。 一 些 原生 动物 ( protozoa) 不 
有 氛 任 何 预先 处 理 ， 就 能 看 到 螺旋 千 构 : 而 其 

他 须 预 先 处 理 ， 才 能 分 析 螺 旋 和 结构 。 

染色 体 螺旋 的 方向 f 亦 即 是 顺 时 作 或 反 

时 簿 ,在 染色 体位 贰 上 上 冰 不 是 可 和 遗 传 的 特性 ， 
同时 螺旋 的 哩 位 也 不 是 单一 条 染 色 体 。 在 整 

EAEBHREA SHH LTAB— ~ 
定 ， 螺 旋 的 方向 可 以 在 中 季 (centromere) 

( RB Bis ) 及 在 交叉 (chiasmata) 处 发 

AK, BRERA EQ (chromatid) 
ARMic kik, HER—-KMED WH. & 

KA HEE OK BAA 方向 之 螺旋 。 
ag eee a Ae) 说 篇 螺 旋 有 三 种 

7} 

图 16. 染色 体 的 二 外 ( 或 二 条 以 上 ) 之 
桨 色 衬 的 次 单位 间 形 成 的 二 种 型 式 之 螺 
CATR ie , OMAR), 



chromosome complemet 

‘e 

4 SO 
8 

17. 图 示 一 条 染色 体 的 有 炎 分 裂 螺旋 遇 期 (每 
一 小 圆圈 代表 一 中 节 ) 。1 : 分 裂 间 期 ; 2,，3 
和 4 : 前 期 -5 : 中 期 前 ;6 : HR REE 
委 现 主要 和 次 要 的 螺旋 ) ;7 : 后 期 ;8 : 末期 

Ct} Bde Robertis ,Nowinski,Saez,1965), 

se 
wong 
wS 

1 ”相关 螺旋 { relational coiling): 一 

BE ( 染色 分 体 或 单一 染色 体 ) 於 另 一 股 上 之 

ARPS [ 外 螺旋 (external coiling) ] ， 如 同 

先 索 一 样 。 此 种 方式 旋转 之 螺旋 体 ， 若 不 解 

BA. AUPAS SE ORE. HHRER ARTA 

BF, BAP BRM RS AMAA LE 

#8 (homologous chromosome )AL HZ FR 

2 内 螺旋 (internal coiling): 此 种 型 式 

ZERE—-LABCRH, RARTARM 

BOAR, PABRRRACEA> KR 

内 螺旋 之 旋转 直径 增加 而 使 旋转 次 数 减 少 之 

故 。 旋 转 不 止 一 种 规则 ， 滩 使 有 入 分 裂 和 第 

一 次 减 数 分裂 之 染色 体 有 所 区 别 。 

人 后 者 至 少 有 两 种 内 螺旋 ， 主 要 的 及 次 要 

的 螺旋 (major and minor coiling) - AW 

teEB—BAEDEZER ERRABSE 

4 ROME 
3 “残留 螺旋 (relic coiling): HRAA 

BARE. VRAERDBARBAS A 

AMUSO BBAARERK ET AREF» 

不 完全 和约 形 而 成 的 [ 超 螺旋 (super coils) ]。 

BEDBR BBD Bz Bike AH (coil- 

ing cycle) (Ml), RA—-AIIBER- 

於 有 灰分 烈 前 期 ， 染 色 体 呈 一 种 不 规则 波状 

的 线 型 ， 随 著 分 裂 前 期 之 进行 ， 吉 些 和 线 状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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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旋转 ， 到 最 人 后， 旋转 直径 增加 ， 染 色 王 

释 短 释 粗 ， 至 分 裂 中 期 上 时， 染色 体 族 转 巡 到 

最 高 点 之 特性 TERRA (anaphase) By IEA 

CK Se AS ie RES. TERRA ee KY. 

旋 从 两 面 拉 开 而 开始 螺旋 消失 。 在 分 裂 半 期 

(interphase)， 染 色 体 是 强烈 的 去 螺旋 ， 此 

Fa] FER RSE DNA 之 RNA 的 合成 ( 染色 

体 的 机 能 型 式 ) 。 与 有 秋分 裂 比 较 时 ， 最 后 

AHMAD ARAM ABH AR 

5p Ze BAS RE on ES A EA OH Cc 

FEA MH (pachytene), ARH PK 

FEA KBAR bem Bae eh, TERM BLD 

B— hike KART PMS EEK, 

(84 SRA BIRD. RAZ UR EAE 

/B 3] (diakinesis) FF. RRA RM he 7 & 

tl, ARR eae RY [OC Johnand Lew- 

is» 1965 ] ° 

chromosome complement 染色体 和 组 成 [Deur- 

lington» 1932 ] : 从 一 特定 配子 或 合子 

的 核 (nucleus) 多 得 的 一 群 当 色 体 : EF 

以 包含 一 个 ( BRR TCHR). AAC 

Hie ) 或 多 元 染色 体 钥 [ 多 伪 体 杷 ] 。 

chromosome complex ”染色体 群 : 在 极端 例 

t+, BSE eee (chromosome 

set )—FPRAR> FEMA A, U— fs 

FIC fio FM EH EB HRB R ASD 

i ARSs LAKH ARAAIE. FERRY 

分 列 染 色 体 配对 形成 环形 或 链 形 后 ， 是 正常 
的 分 佑 到 相同 之 标 [ Fan ae (alterna- 

tive distribution) ] ， 则 染色 体 群 发 生 在 

HS ZY (complex heterozygous spe- 

cies) 内 。 

chromosome configuration 染色 体 构 形 [| Dar- 

lington» 1929 ] : ERBOA AOR 
Aa # (chromosome pairing) BfEFIMA> 

其 在 第 一 次 分 列 后 期 anaphase 了 畦 ， 每 一 个 

之 间 独 立 分 表 的 构 形 。 

chromosome congression ”染色体 中 板 集合 

[ Darlington» 1937 ] : 有 煤 分 裂 之 染 

ffs BBE SESSA > TRS EZ Pp 

Ri#F|—PEME> SERRB— ADP 
hii [ > +? Hx & (centromere orienta- 

tion) ]o MATAR AB ( 二 价 体 ) 与 单 

ZBRTRAP EMEA, ARBAEA 

fic WS5 $8 BE 5B LT FERS EAB A E> «Ba 



He BLA AB SZ Ht SPP BE 。 
pares contraction #fh#@K He : FEA 

分 裂 (meiosis) fd 4% 3p ® (mitosis) Ff» 

hte 螺旋 (chromosome coiling) 而 

(8 Ye (BO AY Dy Ba eS | = 染色 体 省 缩 
(chromosome condensation)! 。 

chromosome diminution #8543: 在 有 

ROW, MAPARPAHM, BERRA 

RADBAY RABAT HBR. [ AMR 

类 (Ascaridae)» JERI IGR (Cyclops) 

fy Bute fA SEMA (Diptera) PJ. 3s 

aa Fe ae AS Ae AS EBA (chro - 

mosome complement) ”的 不 同 。 在 少数 例 

子 中 ,生殖 腺 内 本 身 其 配子 和 其 余 和 类 胞 问 就 

AA”), A ERE RI RE FBS 

{ OMY (nuclear differentiation) ]. 

chromosome disjunction #8 8H : 在 第 

— PRY BG 8 Ae fh HG 57 BE 

chromosome elimination “染色体 消失 [ Sei- 

ler and Haniel» 1921 】 : BA Pw 

Boy Bory fe BS TA 

chromosome erosion i f9e j2 t _évun? 

1948 |] : FRR ARS ea FERS EA. 

(8 Be fH FS EA 24 SABI (constriction) [ = 

染色 体 的 杂 色 化 (chromosome mottling)]> 

FE ET Rte ARIS RE RARE 

邵 份 。 

chromosome field “染色体 和 范围 [ Lima-de- 
天 aria ，1954 ]: 避 #@M WF (chro- 

mosome gradient)  。 

chromosome fusion 染色 体 融 合 [ Seiler 

and Haniel» 1921 }: oe 

Pe, MRR AGERE A. Ree 

Ts ft [oREMKY 人 oa 

mutation) ] 。 在 具有 中 和 节 的 染色 体 中 ，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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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BAR HR zasiz, ANA FERRER - 
合 [ 尼 中 季 融 合 (centric fusion) J, 

A A GR AK SpA A iS, CERT RR 

RF RISAS IER TES o FPR SBS KR 

(anaphase Fifa BRK [m *e RH 

(chromosome bridge) ]. 中 和 节 染 色 钵 的 

融合 ， 在 核 型 进化 上 估 有 重要 邵 份 。 

chromosome gradient 染色 体 梯度 [ Lima- 
de-Faria» 1954]: 在 染色 体 特 定位 鞠 

上 所 观察 的 染色 体 大 小 (chromosome size), | 

chrornosome map 

Me fh HE yA ee A REE EE Sv AK ( 或 

增加 ) o tt RARE RAR T— ERR. HB 
pe MOREE, AA EAS RE - 

上 梯度 的 起 源 与 中 和 节 (centromere) 有 

关 傈 ， 靠 近 中 和 节 的 染色 体 一 般 是 比较 大 ， 同 
时 其 徐 维 亦 较 容易 染色 。 

2 梯度 组 成 的 降低 率 且 染色 体 末 喘 的 位 
填 ,， 有 一 定之 天 傈 。 越 近 染 色 体 未 端 ， 其 涤 
色 粒 的 大 小 和 稚 维 染色 之 能 力 疡 放 降 低 ， 梯 
度 的 斜率 是 染色 体 避 长 度 的 西数 . 

3 RB REASTZ tk 2 hie) 4 £8 H&K (interca - 

laryknob) 之 形成 和 它们 郑 近 地 区 所 影响 -在 
染色 体 正常 期 间 ， 其 特定 的 排 成 系列 ， 表 示 
ERDF S EM. ERTPARMEL 
特定 桨 色 体 区 域 影响 干 会 有 一 定 方 式 的 黎民 

“ Yu fe B68 Bi” Fe FE BE 

展 的 发 生 :。 信 染色 体 一 邵 份 的 一 定 实体 之 特 
性 与 另 一 邵 分 染色 体 实 匠 有 一 定 关 傈 [Zi ca- 

- de-Farias 1954). 

chromosome hybridity 4 f23@37##E(L : O# 

造 BE 

chromosome interference 4 f298-Fi# : 

# (interference)> 

chromosome map 1 E eI 

4 ( DARPA), BR-TCRaRAHRA 

( 染色 体 标 证 基因 ) ， KEM BANE RX 

出 (plotted) 。 道 倩 图 (genetic map) 与 多 

胞 图 关 有 一 隐 别 a 

|. 遗传 图 (genetic maps): .任何 二 个 连锁 

Pte XR (crossing over) MR, 

用 图 单位 (map unit) AAR, VB e eR 

Z BE [ Oat © eH (eenetic recombina- 

tion) Jo 正确 的 图 示 依 重 粗 频率 而 能 正确 

的 估计 交换 频率 。 

2 彻 胞 图 ( cytological. maps): FURS. 
#2 = (chromosome mutation) 之 帮助 

MREALS I, ZUM SRAR. 

G5 An Ae i RA ER BA A ER 

的 染色 体 而 得 ， 如 此 才 可 以 进行 微 底 的 遗传 

分 析 。 久 准备 此 种 细胞 图 , 缺失 (deletion), 

倒 位 (inversion) 或 易 位 (translecation) 

iF A # ® (mutagens) 以 试验 方法 范 故 而 

Bo EME RTE SAR LE CY 二 

6 SE ACK A) LA eR Ee ( 一 般 在 减 

ROA, BREA TM ) . Here 

(structure heterozygosity)o 
Mis 



chromosome matrix 

TE Filta: AD ABBR 7 — AB AE 0 A DE 

的 方法 是 基 於 ， 题 微 镭 下 分 析 公 翅 日 (Dipt- 

eraj 的 巨大 染色 体 : 也 许可 以 很 正确 的 决定 

染色 体 构造 位 置 和 和 范围 的 改 释 .用 重 租 分 析 ， 

基因 位 置 可 以 与 人 染色体 构造 有 相关 。 

以 上 方法 所 构成 细胞 图 上 基因 的 直线 排 
列 与 和 遗传 图 完全 一 致 。 但 基因 问 的 距离 在 运 

二 种 遗传 图 上 也 许 会 有 差别 。 一 般 言 之 ， 基 

因 的 分 佑 在 胃 胞 图 较 遗 传 图 更 普通 。 其 解 得 

ERTS ERA SED Hi ERR FAR 
(interference) 的 效果 。 

chromosome matrix “染色体 基质 [ Sharp> 

1929 | : 一 个 委 花 的 基质 物质 [ = 染色 体 

基质 (kalymna) ] ， 有 些 作 者 训 希 是 任何 

AEB RM CHA, CTEBTABE PFs 

ARM E MRw o (AY R—-E GE RH 

染色 体 基 质 之 存在 ， 因 篇 从 前 期 (prophase) 

的 “染色 体 鞘 ”(chromosome sheath) 加 

於 染 色 体 表面 ， 一 所 到 末期 (telophase) 时 

AS RRMA. Ky A kee BAAD 

Boy. (o#4)3 @ A (lampbrush chro- 

mosome)] o 

chromosome mobilization HRs Fis : 在 

HA db. coli) AHR US al RR ZR 

染色 体形 成 一 直线， 作 售 在 接合 (conjuga - 

tion) 时 ， oe gee ee fe 

fi 85 6 BLA Sc L ER ”组 胞 : Ae tH 

‘A (F-episome) pp ee Ab ES 

色 体 流动 所 需要 。 
,chromosome mosaic 

RANG 

chromosome mosaicism 88H OE : 在 问 

— RPE Ay OT An A 9 9 Ase) 

7K WE — BS “BE” (pure) RAY, {FH 
E> Yt fh BS EGE (chromosome mutation) ;: 

BRT AREER HK, 7.4) BE (non-dis- 

junction) S$Sqige+ (OLE HM & 

RAM: OLE 
(chromosome mosaicism) © 

(clicomosome chimerism) lo HARE 

A) Se” Be ae EAP Be 
weld, co BRIE LABS) Lome Meat 
(gynandromorph}|] 。 

染色 体 杂 色 化 177io 

Ae @ M8 1292 
chromosome mottling 

and Levan» 1948 |] : = 

(chromosome erosion) « 

chromosome movement 染色 体 移 动 : 在 fy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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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Bh AN BLT SONY GR EGA TT Bh» LAE 

fi SSH ( 有 释 分 裂 和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烈 ) RK 

ff: 88 7E (ana phase 47 REPT Ue. 在 分 
25h interphase li, —RPRDA RAS 

Hee ERU. ABH ZRH 

RSH, Has Sor Fl MI me te 

i Ay RR Sr A BY FH > BBE: SE 

Be 7 3B) | 

EBRD A, RARE M AH 
排列 ) 的 排列 [ 心中 部 定向 (centromere 

orientation) ] ， 造 成 齐 染色 体 中 板 集 合 

中 期 板 上 HBA Ree PAE). 

FE Wa BGT BS, [el hy BAS AC HY | OREM 
配对 《chromosome pairing) ] 包 括 一 特 

定量 的 运动 。 在 配对 时 一 人 条 与 另 一 条 同 源 染 

色 休 的 交 引 和 在 双 和 煌 期 (diplotene) 时 ， 发 
生 配 对 同 件 的 分 欢 。 和 后 者 之 过 程 开始 於 中 节 

Fl #220 FRE AB4B (repulsion) - FE BT 

第 一 中 期 前 , ee 7 HAC Hew, 

有 三 种 [ John and Lewis» 1965 |: 

|. FE (PTE) AP Al A BBS BE I BEF) 

2 中 期 前 (pre-metaphase) 的 拉 直 结果 ， 

重新 接近 互 排列 > 中 和 节 - 

3 中 板 集 台 -了 行动 决定 在 中 期 板 上 配对 

BIZ AFP {fi 

RACIAL DEKE, MBDA ® 

fA 8) LET RE. TERRE Pht 
Ale | Py A 

LARS BAMA Api EAU RE 

EG. LEK Sy A RB AB ALE AD ASE I) 

TED ae Gee HER Opty BEAT DHL Bie 
REAR PF SE RRS a Pe 

eo iL | oes See, on 
tactoid ) Al EB ( ( sol-gel ) 的 转化 ， li 

喷射 向 前 的 机 制 ， 
. chromosome muitiformity see 8 SARMELTo 

bias» 1953 j: 在 一 个 分 类 上 之 成 员 内 ， 

存 有 魔 大 不 同 的 来 色 体 组 成 (chromosome 

complement) 

chromosome mutation 3 f29#S3ew : (f- (o/ HE 

ate Ae alee Le a 
(intergenic mutation or chromosonie 

aberration) |, 包括 染色 体 片 段 的 次 得 、 

FE AT PE CRE. Oe fe FS Fea BY hy FY PAGE 
BX HH {EBM 4 FE A oH) (mutagens) | > * 



74 chromosome mutation 

染色 体内 LT AS £8 HB fia] 96 i | 

of (NO RY 对 称 | ANH Nm | ASH 
璧 间 倒 位 “ 臂 内 倒 位 | PTR PP mR 电位 | 

eae | | | ‘yy 

BAL eS | LF Zz 

ae 加 AAAD “eo iy Ee i 

B18. 图 示 在 不 能 重复 的 染色 体 构造 上 的 改 灵 之 更 重要 的 型 式 ( 基 於 断裂 一 重组 
模式 ) C“PBMBA”) 过 些 染 色 体 所 畏 是 在 分 裂 间 期 之 G， 期 所 产生 ， 东 在 

以 后 的 有 秋分 型 之 中 期 或 后 期 所 观察 到 。【 人 和 修正 自 Lea, 1947; 摘自 de Rober- 
tis , Nowinski, Saez, 1960 J) o 

染色 体内 与 常 染色 体 间 与 常 

AK Sa HR A 中 间 缺 失 染色 分 体 易 位 

> ZO 

LS > 

B19. BRAT “RAPA” MN) FRB LeARBI LO eS ERE 
BX C“ARABR”) . SGERERNBREE DMM ROK 

RKURNARORSPX RARER: CHER Lea, 1947; 摘自 de Ro- 
bertis , Nowinski, Saez, 1960 J © 



chromosome mutation 

% (mutation) ] 人 工 诱 构 而 来 ， 而 且 能 纹 

从 有 殖 分 裂 ， 减 数 分 裂 或 双 翅 目的 巨大 染色 

体 的 组 胞 学 上 检验 出 来 。 能 勉 探 测 不 同 种 类 

的 染色 体 突 村 ,是 要 依靠 染色 体 大 小 (size)， 

构造 (structure) 和 数目 (number) 以 及 是 

否 容 易 处 理 毛 决定 的 。 

染色 体 突 释 是 由 染色 体内 (intrachro- 

42 

mosomal) [ = 同人 条 染色 体 (homosomal)]) _ 

称 作 “内 交换 ”(intrachange)， 或 是 由 染 

色 体 间 称 作 “ 问 交 换 “(interchange)( 当 染 

6 SRR, BS i AE (allelosomal)» 

RESARKEBUBRAXEE) . AK 
换 一 般 在 一 条 染色 体 避 上 【= MBN) > 

者 包含 二 休 染 色 体 展 [ -RERAE ] 。 

所 有 此 类 构造 的 改 区 包括 HRA (dele - 
tion ) 或 缺少 (deficienceiesij[ 包 括 基因 的 染色 

BARRPEROHRRBA ]. FW (d- 

plication) 工 在 染色 租 多 於 一 的 一 群 基因 的 

出 现 ] 和 倒 位 (inversion) [ 一 段 染 色 体 的 

全 位 兹 重新 播 入 原来 的 位 置 ] , 易 位 (trans- 

location ) [ 在 一 条 染色 体内 或 染色 体 疝 ， 

染色 体 片段 的 重新 排列 ] 。 缺 失 和 倒 位 是 内 . 
交换 ， 而 重复 和 易 位 也 许 是 间或 内 交换 之 车 

果 。 所 有 过 些 染 色 体 构造 上 的 改 千 ， 在 基础 

上 可 以 分 储 三 种 型 式 : 

| Se MBAHKRZ ( chromosome — 

type structural change)( 图 18 ): 在 间 一 基因 率 

上 的 二 人 条 染色 分 体 都 参与 和 构 愉 的 形成 ,因此 整 

套 染 色 体 是 丢 刁 产生 的 单位 “er” 
(chromosome aberrations) ] 。 

2 EAE ANB (chromatid type 

structural change )( 图 19 ) :单独 的 染色 分 体 

RBRURBR I [ “Rap MR” ]. 

3 RES a SHAS (subchromatid 

type structural change ) (图 74 ):—te KER XK 

单位 (AMDOFE-BERETE ) 是 形 

RE ey BE fir ( 次 或 半 染 色 体 的 变 刁 ) 。 
BERS SHKB@RBARAAR ( = 构 

造 的 杂种 人 性 ) > “Bree BRS” » H; 

从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时 ， 一 个 正 常 染 色 体 和 构 

tay Sify AH fale KM (crossing-over) AT 

AE o : 
Lae eSRABEHSVERERE 

KRAB MMAR. HERE Kee 

Re CRABB? : 即 “ 断 裂 - 重组 

和 “ 交换“ 模式。 

|. Bie — SARs ( breakage-reunion 

typothesis)[ Stadler » 1932; Sax,1938: 

Wolff , 1961 ; Evans » 1962 ] : 

依 此 假 襄 造 成 染色 体 改 释 的 主要 损害 ， 是 由 

AREER SAS, Ama wee 

BA. RABAMD ZEB ( 90-99% ) 

将 由 “人 履 补 过 程 “ 而 在 原来 顺序 重新 结合 。 

#E@ & (restitution) 之 例 中 ,染色体 得 和 受 

不 能 看 见 的 构造 变化 ， 但 此 释 化 能 如 同 问 交 

换 或 内 交换 发 生 而 无 法 再 粗 成 原来 构造 。 如 

HRs KBR “HHA” (reunion) 之 

过 程 或 断裂 表面 的 稳定 性 而 保留 染色 体 之 不 

Be. 在 再 接合 时 ， 二 个 或 更 多 之 断裂 之 相 

互 作用 而 形成 一 新 有 顺序， 因此 产生 染色 体 构 

1 AOS (图 18 - 19 ) 。 
GERBEABRLZALRSEHA, BH 

APIS ZRE, MERAH. Swe 

ik BAA 。 . | 

2 ”交换 假说 (exchange hypothesis ) 

eae! 

9 

bo 

oO 

oy 

+ om 
B20. KREER RY “ KRBN “之 染色 分 体 

Bi ( 完全 和 不 完全 ) 和 同 源 基因 座 (isolocus) 

Kg gin SEBSRELVARERAKEB RE 

行 ; 局 部 不 称 定 体 的 发 生 Ga) 开 始 交换 @) 和 完全 

(c) 或 不 完全 (四 由 於 二 不 稳 定 体 间 交互 作用 的 自 

行 交换 。 [修正 目 Rieger， 1966) , 



‘Se St AB RS 

B21. 完全 和 不 完全 染色 分 体 沟 办 之 更 重要 形 
HHRE , 一 如 在 体 纪 胞 产生 网 刁 的 “内 交换 模 
式 “ 所 解释 .在 有 秋分 裂 中 期 所 观察 之 购 形式 由 
SRA CHA Revell, 1959 了 。 

[ Revell, 1959, 1963, 1966 ; Evans» 
1962 ; Rieger.1966 ] : KHRR aK 

BRUKSEEREYTARS: MEAR 
fe DMMB Ee. MRRABAKKER 

MERAH RELA ERE ER. 
它 包 括 相近 地 区 二 局 部 不 稳定 的 相互 作用 ， 

过 一 个 时 期 趾 做 “交换 开始 "和 代表 第 二 和 级 

之 更 稳定 时 期 。 由 於 机 械 交 换 过 程 . RF 

“交换 开始 " 即 Wr RIE TT RE R EAA LE - 

Be ANE STE BS 2 RE ER 
能 相互 作用 产生 ”交换 开始 “， 则 此 伤害 也 

ar TOBA. KIARA, RAR RISA 

iB RICH — = TRE 
a). pape B+. b). 在 交换 开 

始 内 配对 的 相互 合作 , c). UAH (cross- 

ing-over) R94e#RiBE (fe 20 ，21 ) 。 
AIR A HS SCT SE 4H EAH 

之 片段 ， 和 二 个 中 和 节 再 接合 之 产物 ， 迅 速 的 

SMAZRETRRR. A-BRRK ZH 

A (BR Air, APD ) 是 核 型 演化 

土 重 要 的 基础 。 
chromosome orientation “染色 体 定 向 : OY 

季 定 向 (centromere orientation) 。 

chromosome pairing “染色体 配对 : | HRY 

色 体 REC MAHAR 。 MRE Ae 

对 (homologous chromosome pairing) 

可 以 分 成 下 列 四 种 形 式 : 

a) FRE BWAVACH (meiotic synapsis 

or pairing): 同 狐 染色 体 的 配对 很 容易 在 第 一 

chromosome pairing 

次 减 数 分 裂 之 前 期 中 辨别 出 来 ， 而 形成 二 从 

染色 体 (bivalent) 在 二 信和 体 中 ， 二 休 同 源 

Yu fe $8 SEH as 1% EM (multivalent) 

[在 多 全体 或 殿 数 体 中 多 於 二 人 条 同 源 染色 体 的 

配对 ] .假如 发 生 交换 人 (crossing-over) 及 交 

又 (chiasma) 时 , 则 偶 入 期 (zygotene) 时 染色 

BoE 对 所 形成 的 二 或 多 价 体 ,将 一 直 保 持 

至 第 一 中 期 (metaphase 1) POMP AA 
(desy napsis) ] o RATBHRHERR 

SAAR ARS > FEIEM Zt AK lana phase) 
分 开 之 DBE o ERT RMA RRA 

配对 过 程 ， 可 以 看 到 单独 的 偶 攻 期 人 染色体， 

形成 一 B= > H2 Reon 

(synaptonemal complex)» 而 在 没有 交 双 之 

减 数 分 型 则 不 形成 。 | 

BLD ZUR A BARA “HERB ER” ( con - 

tact points)[ Dac#t# (zygomere)]> 

EC SABARS RAT SES RR RACH. Ee 
点 可 以 在 染色 体 之 末端 ， 中 和 节 或 同时 在 二 邵 

A. “ BRBSH ” (localized pairing) 

FERRE EAS EER EE a ZACH 

EX HZA, PABA RAD, R 

满足 二 人 条 染 色 体 之 联 会 。 在 多 於 二 人 条 同 源 桨 

fis, SHECEL, EAA PK 

MB+ CER ( 昂 图 22 ) 。 

KE Grell (1962) 二 种 配对 相 (pair - 

ing phases) 可 以 在 减 数 分 裂 中 区 分 念 “ 交换 

Ac#t ” (exchange pairing) #l “ ARCH ” 

(distributive pairing) 。 交换 配对 是 特定 

之 配对 ， 而 使 同 源 染 色 体 间 形 成 交换 。 假 如 

交换 发 生 时 ， 交 换 配对 是 直接 跟 在 散 伤 配 泽 
之 后 ， 同 时 交 肥 的 染色 体 将 保留 联 会 一 直到 

后 期 (anaphase) 时 才 分 并。 至 於 浊 没有 和 经 由 

2e ff (crossing-over) 7 4 f4f6 A ff ( ex- 

change)， 亦 会 参与 散 做 配对 相 之 染色 钵 联 

会 ， 而 在 此 种 情况 下 ， 非 同 源 染 色 体 泵 可 以 

配对 。 

WN Y ATTTTTT CTTPTTTTTDTTTTTTTTTTTTTTTT /V 

WITLI ALL LL A AAA hh 

图 22. CIRM PB a te Re 
“对 时 ， ES oa, RAE AE 

一 个 配对 现象 ， 一 条 三 价 体 
包括 了 三 条 同 源 染 色 体 。 



chromosome polymorphism 

减 数 分 型 配对 之 机 制 仍 未 完全 明白 。 但 

有 二 种 明 帅 之 特点 是 由 遗传 控制 的 。 在 染色 

faaikk (chromosome complement) 内 之 

Ac 4 a0 Al ety AE RB PGA (polygenes)Z 

活性 所 控制 - + Bh ee A eS HET 

配对 过 程 ， 而 造成 没有 配对 ， 同 时 一 个 很 广 

和 范围 之 草 的 改 丢 ， 亦 可 以 由 其 他 遗传 条件 造 

成 。 而 且 特 定之 配对 亦 可 以 由 特定 基 因 尤 许 

或 抑制 遗 傅 上 之 近 炮 或 束 条 染色 体 配 对 的 增 
加 或 减少 。 

b) #8 RA ACH 
ing : 4:2 HE (Drosophila) FlFx fh El 

(Diptera) Pp , 体 和 细胞 分 裂 之 前 期 及 中 期 时 ， 

同 源 染 色 体 非常 接近 之 排列 。 

somatic pair - 

c) [RR RACH (salivary giana 

pairing) : (EmEAR RH ih SMH CARA 

同 源 多 腺 染色 体 之 紧密 配对 [ OB ARERR 

(giant chromosome) ] ， 其 配对 之 过 程 可 

能 是 过 些 生 物 其 他 租 胞 内 之 体 和 组 胞 染色 体 的 

特定 表现 。 

d) ， 第 二 级 联合 或 二 价 体 之 配对 
( secondary asscciation or pairing of bivalent) 

ERK SQREDEA, METAS 一 中 期 

Fe, (AAR MFEEE DT (fo fal eH 

在 遗传 上 和 演化 因子 上 有 相关 时 ， 则 二 价 体 

将 以 成 对 (pairs) 或 成 群 (groups) 产后 

2 非特 定之 配对 (nonspecific pairing): 

染色 体 之 非特 定 配 对 可 以 分 成 下 列 三 种 形式 : 
a) 肉质 染色 体 融 合 (heterochromatic 

fusions) : 染色 体 之 联 会 而 造成 染色 中 心 
(chromocenter) 之 形成 或 染色 体 民 染色 区 

(heterchromatic chromosome region) 

HE BEE 。 

b)  FRYaFE 45 EEK S ( terminal nonspeci- 

fic association) : ji Bi57 WA HAAS BB 

Ris Ain ZR, EPA ERAS 

体 融 合 之 结果 。 

C) 减 数 分 裂 前 期 之 非特 定 配对 (non 
specific pairing at prophase of meiosis ) 

同 源 染色 体 或 同 源 联合 被 构造 上 的 刁 质 结合 
性 (structural heterozygosity) RH, H 

| Bee He be OK i Te) PR AP Sz BH [ 在 

2% BS 86 2 (EES “ Be ZH” 

‘intrahaploid pairing) ] © 

chromosome polymorphism 4 f&2#8 ZaeEM : 

74 

7 JE 

在 一 集 园 内 ， 一 个 或 许多 染色 体 具 有 二 种 或 

更 多 种 互 释 构 造形 态 的 出 现 。 妆 色 体 构造 的 
Oy a HP. he & BH HE (Chromosome mutation) 

He. EMER ENaC RA, H 

APH ELhABE—-ELO Fee REARS RK 

性 (balanced chromosomal polymor- 

phism)]。 染 色 体 构造 的 形式 随 平均 值 波动 ， 

FRORREBR—-KRARA FR, EH 

4y fi 4h (adaptive value)e A: Qf he Se 

MA SAM RARER, Tle RR 
#6 ,在 核 型 上 它们 能 相互 取代 其 互 换 的 构造 。 

假若 有 一 个 构造 上 的 车 刁 体 ， 较 以 前 之 环 声 

ZRF ES RRS > Bi els > SHEE HAI 

> (ills SE SB AR SIX > 

FT POR RMA ES SRS | 
chromosome puffing f8Siiki «> RF 

(puff) ; 多 入 染色 体 (polytene chromoso- 

me )o 

chromosome pulverization ”染色体 粉 未 化 : 

[ levan and Tjio» 1948 ; Nichols 

et al., 1964]: #HRirss ym He 

Ae ft Be fe FE SE PES PLE 

REE MRK ORS REMR MG (pre- 

mature chromosome condensation) ; # 

期 化 (prophasing)] 。 

chromosome rearrangement 染色 体重 新 排列 
> 6% (chromosome mutation). 

chromosome reduplication 4 f238 eB : 

> # @&# (chromosome)c 

chromosome reinitiation “染色 体重 始 : MR 

Hh, —WHERER (replication) 的 染色 体 ， 

BARA a BR 。 

chromosome set #f #84: EAMEM + 

$t B56 7 Bo AB TM SR Bet Be A Se 7) EK 

( cee ER )[ Darlington» 1937). 

一 个 染色 体 租 成 的 染色 体 ， 所 包含 的 基因 ， 

构成 一 染色 体 组 (genome) 。 染 色 体 筷 非 同 

源 ， 每 一 条 都 是 一 特定 速 销 草 ( linkage 
group) HBAS - 

有 性 生殖 (sexual reproduction) Z— 

合体 生物 ， 在 二 倍 期 (diplophase)， 具 有 二 

套 染 色 体 组 ， 在 时 元 期 haplophase) 上 时， 只 

有 一 套 。 过 种 核 期 的 交替 (alternation of 

nuclear phase) 是 受精 (fertilization) 

FIARDR (meiosis) 的 车 果 。 在 多 全体 



[o> $ te4# (polyploid) JA. WHR 
APT NHS fy Fe EAT HF B11 

chromosome sterility 488 AFM : 心 杂 种 

不 稚 性 (hybrid sterility) 

chromosome stickiness 染色 体 粘 性 [ Bea- 

dle, 1932 |: c>#}4 (stickiness). 

chromosome substitution 染色 体 置 换 
[ Kerpecpexpo， 1935 ] : 被 相同 桨 色 

体 和 组 内 ( 同 质 取代 ) 的 其 他 桨 色 体 或 其 他 种 

属 的 染色 体 和 粗 ( 办 质 取代 或 外 来 取代 ) 内 , 单 

独 染 色 体 或 染色 体 对 的 交换 . 

chromosome theory ”染色体 学 说 : 孟 德 酌 址 

传 (Mendelian inheritance) Hf iim > 

襄 明 了 染色 体 (chromosome) f3 ih (A(s BY 

WA WABRAMAR. tt AE) ANA 

LOAMAR (mitosis) ] 以 及 一 代 到 下 一 

代 , #388 HM (genetic recombination)， 

基因 分 佑 的 正常 人 性 是 依 核 分 裂 时 染色 体 行 坑 
ZAM RE 

Sutton (1903) 是 第 一 个 清楚 说 明 染 

fate.” Ro Me REM Bo Bla) Bye ee 

5} Pe A EBC FFG BCS A AS |) Rp BER] BH 

Ch» Be Ata FB PAT Re PEAY) 

chromosomin # f8$fix | Stedman and 

Stedman 11943): atu MeE GREER EG 
质 (nonhistone chromosomal protein) 

chromotype AFH | Battaglia 1956 |: 

> a @ Ae en (chromosome set > 

Chronocline {Si SS BF = (EH ua RA HE tk 
梯度 | ay PA (cline) ] - 

chronogenetics ”计时 遗传 学 | Gedda and 

Brezci，1973 ] : FRA FIRE. ity 

Ke Hl (endogenous genetic time)[= 遗传 的 

生物 时 间 (hereditary biological time) | 

FP ae PIPER. TEAS PAG De ipj PBB jaa 

的 一 个 分 校 。 
cilium M3: 在 许多 若 类 ， 原 生动 物 (pro- 
tozoan) » Sih] B)% (metazoan) 7 AAP 

中 任何 类 似 鞠 状 的 组 胞 器 官 ， 具 有 200nm 

之 下 径 其 轻重 租 成 大 绝 镶 70- 84 多 重 白 质 ， 
13-23 ZAR (lipid),1-6 YRKib ah 

(carbohydrate)#10.2- 0.4 % Ayhe 03) 

NETTIE BEES ATP Me Alte Tf 

Ati MMB (adenylate kinase) FH & S1ité H 

毛 (fibrils) » Appel ae ea 

75 cis-configuration 

的 9 条 略 少 及 脆弱 [ AES 20-25nm kz 

度 35-37nm]】 . ACKER HR ZK 

Hii o MER MH (flagella) 二 者 均 具 有 相 

同 的 化 学 组 成 ， 均 由 一 半 透 性 膜 包 轩 ( 狗 9 

noma) ;在 膜 内 周 田 的 徐 条 是 均一 的 成 坊 

AY. SAR ARAMR 160nm [ 见 图 23 ]。 

KH, MESA 9 SRS Re | AK 

5nm]， 其 位 置 在 9 + 2 排列 的 管状 周围 和 

中 心 牧 往 间 之 基质 (matrix) 上 。 [Ops 

## (centriole) ; 基体 (basal body)] 。 

稚 毛 在 水 中 利用 一 单 向 之 所 动 以 及 横 僚 

Dm MEA) MiB BE 

BREKAH BE, WRKAZIN H(z 
均 能 一 致 行 动 。 

图 23. BERRA CHF Afzelius , 

1969) , 

cin-duction AB RI EIX | Ozeki and 

Howarth» 1961 ): DKA KBE 
(colicinoduction) « 

circadian rhythm /§iBse@ : 在 24 小 时 循环 

PS BEA 7 FEB] Be FER A Be BE 。 

circular permutation fARRA0MA : on a 

中 ， 下 和 绿 排 列 的 DNA Bl [a] 4) ACP ES 

同一 顺序 阔 互 相关 联 。 就 如 同 每 -个 均 代 在 
~ (BR b> (AR RAGE RAI EE TR : 

DEFGH ZABCDE. 

FGH 1K CDEFG 

BR TE APSE Faz 69 Se RE A ig He AD Fa 

这 些 DNA 分 子 具 有 一 个 完 长 的 末端 (ter - 

minal redundancv)， 霹 些 分 子 计 明了 不 录 

第 的 重组 (recombination) Hix, WHR Ss 

Hi HAR (genetic Circularity) 

cis-configuration 。” 顺 位 构 型 | Haldane » 
1942 J > 二 伯 束 锁 的 等 位 基 内 (alleles) 

EK EAN -f (cistron) 的 加 等 位 基因 (hetero- 

XYZ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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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les) » S)7EWA iz AERA LC 相 引 相 (cou- 

pling phase) |. fRaNfEME 7 RAKEA 
(heterozygous) BX A Mheterogenotic) 

的 稻 胞 内 ， 此 二 种 野生 型 之 等 位 基因 是 位 扒 

一 条 杂 色 体 上 ， 而 二 个 突 释 的 等 位 基因 则 在 

Fi NE RA EC ABab ) 或 ++ 二 

ab ) 。 在 相 拒 相 (repulsion phase) 内 多 

基因 的 办 质 结合 体 ， 在 每 一 条 同 源 染 色 体 具 

有 显 性 的 等 位 基因 ( Ab aB 或 +ba+ ) ， 

碍 之 反 位 构 型 (trans=configuration) RR 

fi7 REARS [号 顺 反 测验 (cis -trans test)]。 

cis dominant effect WEstHATES® =| Eps t cin 

_and Beckwith » 1968 |] : >#seF 

(operon )c . 

cisterna § 89H: ZEA YH (endoplasmic 

reticulunjAZ Sih} EMA ST Bit SF 

Hall, eREME- BFR (flattened 
sac)[ D##* (nuclear membrane) j-o 

cis-trans test WEAF RIES [ Lewis» 1951 ; 

Benzer» 1957 ] : —f$iB 377K [ = 

FA fi (complementation test) ] ffi 

决定 二 个 基因 突变 (gene mutation) [ m' 
和 m”] 是 否 发 生 在 同一 功用 的 基因 上 [ 咱 

作用 子 (cistron) ] ， 和 建立 遗传 作用 区 域 

的 限制 。 Hee a A ES Ay RA RA EA 

oS CARB Rmi 
有 功能 多 胜 肤 链 
EA BIB ERY 

CI] ee shies © Bik oe 
从 和 到 B 反 应 的 

2S wigia sige 

(RRA) 位 於 相 同 之 染色 体 上 .(. 顺 
位 构 型 : ++/m'm’) 和 出 现在 分 并 之 染 

色 体 上 ( ROEM +m’? An’ + AHR 
RR CG BAe By eB Fe. 5 — A RHE 
eS RACE HS PEA (24), Th 
EPMA Gr eS TE ZA ( 即 野生 型 )。 
(to — ee ie EE. EP 
2253 HE ll ZRF 0. EE UA HE 
玫 型 上 是 不 相同 的 。 而 另 一 方面 ， 若 顺 反 构 
型 是 相同 的 表 型 ， 旭 突 反 发 生 在 不 同 作用 子 
上 (图 24. ).。 在 作用 子 之 突 苔 中 ， 作 用 子 
之 互补 作用 [>RRZ AEA (genetic 
complementation)] ， 能 发 生 独 立 突 区 ,而 

在 反 位 构 型 上 相互 作用 产生 正常 麦 型 ， 而 要 
求 小 心 的 座 用 顺 反 测 览 -。 

在 作用 子 内 的 互补 作用 ， 其 正常 的 表 型 
通常 是 以 顺 位 构 型 较 反 位 构 型 更 能 完全 麦 示 
出 来 。 在 所 有 互 祖 的 例子 中 ， 顺 反 构 型 慈 不 
HS, ARE. BRS RRA 
作用 子 是 很 合理 的 。 

cistron 作用 子 [ Benzer» 1957]: #R 

fir Hig 7) ea Be Sy Py A — 3 (9 EH yA (DNA 
或 RNA)， 不 是 缺少 了 特定 酵素 ， 就 是 产生 
形式 不 正常 构造 的 酵素 [已 ?cjax ,1959]。 

在 功用 单位 上 ， 作 用 子 也 许可 以 等 蕉 基因 ， 
反 式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N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图 24. 具 功 能 等 位 性 (allelism) 顺 反 测验 之 理 葵 基础 。 反 位 构 形 之 胡 
Wi RS (m' fm?) 在 相同 的 作用 子 上 或 二 个 分 天 的 作用 子 上 。 



薄 以 不 等 的 顺 反 测验 (cis-trans test) 结果 

解释 ， 一 个 作用 子 被 屯 坊 是 含有 一 连 串 极 苷 

对 ( Ki 2000 ) ERE ESI Ae LE 

酸 之 顺序 [安道 情 转 录 (genetic transcr- 

iption)» M1##4 2¥ (genetic translation) Jo 

(Be AB iB HEB BE — HB 
相同 之 甸 ， 则 它 可 以 由 一 个 单独 的 作用 子 决 

定 ， 藻 一 蛋白 质 包 含 二 个 或 更 多 个 不 相等 之 

多 胜 肽 链 , 则 其 决定 必须 有 一 或 更 多 个 作用 子 

[< 作用 子 二 多 胜 肽 葵 中 。 许 多 的 作用 子 构 

USA 94842 (transcription) 。 具有 向 前 之 

入 性 的 遗传 恩泽， 每 一 个 作用 子 都 具有 -一个 
REDE, ZB HIATT ARES SMA 

Rem te 2 Se LB [ORB F (muton), 

交换 子 (recon) J. : 

cis vection effect EMSRS [ Lewis » 

1955]: =ARWEBRXE LOR RR 
(cis-trans test) » (2 2 (position ef- 

fect) ]. ; 

clade 3€4t4[ Huxley» 1957 ] : 由 分 

枝 演化 (cladogenesis) 形 成 的 一 分 枝 发 生 单 

位 。 
cladogenesis 分 枝 发 生 ， 分 枝 演化 : 分 校 演化 

[ee 前 得 性 演化 (anagenesis)， 稳 定 发 生 

(stasigenesis)] 。 

CLB technique CLB 技 术 : ERMA KB 
验 性 过 致死 和 活性 突 柳 的 技术 。 此 名 称 是 从 

X 染色 体 利 用 而 得 ; REA eRe 
子 (crossover suppressorh) 一 个 致死 因子 

(lethal) 和 棒 眼 (Bar eye) fy RAH ack A 

cleavage 割裂， 卵 裂 : 1 在 完全 核 分 裂 后 ， 

Mi A LBA RBA RA (cortex) 

vr 

FARRIS oy 46M (spindle) 赤道 上 的 周 
‘HR. BARFEREKERRRORRER: 
Y—-BRAASAHER [Ome KTR 
(cytokinesis) ] 。 

2 在 称 坊 卵 列 期 之 一 定时 间 时 ， 受 精 乒 

饰 和 糊 胞 的 分 裂 成 许多 和 罗 胞 ， 它 持 炉 到 与 另 一 

粗 有 关 孵 区域 的 交换 时 [ 成 杯 状 胚胎 囊 之 顺 
序 (gastrulation) ] 。 所 以 此 个 体 一 般 当 做 

一 个 胚 。 
当成 杯 状 胚胎 衷 开始 时 ， 割 裂 之 细胞 是 

排列 在 初期 胚胎 (blastula) ， 其 标准 型 是 
一 个 中 空 的 球 型 。 轴 烈 的 主要 生理 功用 是 恢 
BEK) ARCH MMA RHF & 

closed regulatory loop 

SAYA] FEES 1 SRANA AERA MET 

PSNR. 2 IRMA IB eS 2 OB 

黄 ， 和 3 RRCSRM, KER PRA 

在 卵 之 小 区 域 发 生 。 

cleavage division ” 卵 裂 分 裂 : 受精 卵 行 有 社 

分 裂 ， 直 到 卵 内 不 同 区 域 的 相互 关 剑 得 以 确 

定 。 

cleavage map: ” 卵 裂 图: ch YS AHEAD aR AS 

fa]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s) 14 

E+ABERH ERS (chromosome 

map) [cy DNAHMmM-Rel*HR (DNA 
modification-restriction system ) ] -。 

cleavage nucleolus §f2u4%({— :S1F 74% C7 IA) 

的 一 个 核 仁 (iucleolus) ， 主 要 是 缺少 粒状 

的 外 围 部 份 ， 观 察 璀 楼 类 (amphibia SPATE 

分 裂 时 之 分 烈 间 期 核 WAR REC 

(nucleolar body) 形 式 , 大 部 份 缺少 嗜 瞬 体 

(basophilia), 同 时 落 无 沉 当 之 量 合成 到 放射 

HREHA, (AER Rh MA Hs 

SAAR ° 
cleavage nucleus 卵 裂 核 : 1 SOIR A 

子 之 极 。 

2 HEHE RR AH ZR [ 定单 

性 生殖 (parthenogenesis) } © 

cleidoic egg fa25R : 如 包 在 哉 内 的 卵 ， 只 有 

REET BAPE © 

cleistogamy 闭 花 授粉 : 闭 花 授精 ， 所 形成 的 

一 定 是 自 交 。 
cline iB Huxley» 1939 ] :不同 
ih bs BU Ae HY (phenotype) 的 不 同 基因 型 (ge- 

notype) Hi» EFS —ARUKFA Z HEE 。 

clone #[ Webber» 1903 -] : 由 一 

ARMM S ME, KHARDATG 

2 Mi + MRR. URES ERR EE 

SE He OAS BS BM ee A A (homoge- 
neous) ， 而 且 此 一 名 称 背 不 尖 用 以 说 明 一 

个 族群 的 同 质 性 (homogeneity)。 

cloning HR: OPKRE (clone); 

营养 和 (molecular cloning) 。 

closed regulatory loop 闭锁 调节 环 [Tho mas: 

1971 ; Kourilsky and Gros »1975]: 

AH — AA. TE eh — fe A 

蛋白 质 控 制 ， 每 一 个 控制 另外 一 个 的 合成 速 

率 。 自 动 调节 (autoregulation) = AR wep 

环 最 简单 之 例子 。 

PF 



ciose pollination 

close pollination 自体 授粉 : ch FER TERR HA 
ih] 28 2% (clone) 的 授粉 。 

clostridium #2 - 
club foot 了 畸形 足 :具有 很 高 遗传 率 之 一 种 足 的 
BEATZ 。 

clutch “一 帘 的 卵 。 
c-meiosis #k 7K {RIB 4 ZY ; C- 沽 数 分 裂 : 
秋水 仙 瞪 (colchicine) BPE ARSE SBS 
害 而 产生 的 一 种 释 形 的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Lo pein. FAM BASA ] OH 
PES AE + GARE RR SED HEA T RRB 
机 “El. iG PAL SR CS 染 
fe HES HAR (coiling AZ &% (chiasma) Z 
bon - pth > sma RSME. 
Bete Hts eH ths Ga ER Ra 

ane ap Sa 下 惑星 在 “者 昱 ， 而 使 诚 数 分 烈 
产物 上 有 多 蕉 一 套 之 人 染色体 | 经 由 复 普 核 
(restitution nuclei) 之 形成 ] 。 

一 信 咎 生物 之 正常 减 数 分 裂 蛙 ， 四 个 单 
ICES IMP 9p SUPE Py + #8 hy Fp — HE ERA (me - 
locyte) FEAL o — fie x7 It Hil AL Ri SRES Ze 
一 或 第 一 次 碱 数 分 裂 时 ， 限 制 南 个 二 信和 体 之 
产生 ， 和 结果 造成 一 个 四 信和 体 之 减 数 分 烈 产 物 
| c2C - 有 缘分 裂 ，(C -mitosis) ] - 

cmitosis #A7K (lm AE EY ; 0C- 有 和 红 分 裂 
[Zezxamz ，1938 ] : 是 一 种 改 释 形式 的 有 
WARD eb SHER PE BRA (op aR SB ASG 
PE AL BG SE By fe] 4} oe Oe aR 之 
传 期 anaphase) ， 道 引 染 色 分 体 (chroma - 

tid) 7 Sp ffi o BEA URAL ph WS BA AK Aly ee ASE 
DSSS SPH. Bete RETO 
ALR, SHO SE GH. - fp (centro- 

mere) FRIED H, LR APA LM Se 

£8 HG A ABER > RUHR £28 Vloross’ 

Feng “ CBR”. 
Bi PREG TES BEALE » 15 WK BE O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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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BY 1] fi: #4 (restitution nucleus) me - 

KO. SDR PERG TEE. BAA Se es 
ASN 2 EAGT BD WE IER © AB (mul- 
tipolar) Aki - 

< 一 有 秋分 裂 就 如 同 C - MADBW, # 
Bi 中 一 个 典型 的 加 伪作 用 ， 但 要 在 埠 鱼 体 毒 - 
& EL ithe RY SA. Hi RRE SE 
PRAM. C- 中 期 之 出 现 ， 亦 会 产生 
# FER | Ostergren, 1950 | ; Bae 

tht PTD (Hi TE BE RD» ae FE hE 

th af Be 2 BOB YB ay (fs FE ty FS 

CNS = PHB IR KH SARS (central nery- 
ous system) « 

coadaptation FS [Dobzhansky: 1951}: 

合 落 基 因 聚 积 在 一 集 园 基因 磊 (gene pool) 

之 选择 巡 程 (selection process). 基因 的 

SMA: 一 是 等 位 基因 问 的 平衡 ， 
造成 超 题 件 (overdominance) MERE — 

| 个 平衡 多 访 人 性 (polymorphism) 。 过 称 之 入 
”相关 平衡 (relational balance) ， 另 一 

种 是 不 同 遗 传 基因 座 的 平衡 ， 称 坑 “ 内 邵 在 
fj (internal balance) 或 “ AZ HE ZR i ” 
(epistatic balance) . 

coancestry +t#8#[ Falconer, 1960 ]: 
1 — FE 2RBA RRR He 
ey Sim aR i eh ABA S AF SB 
GSS es Fi HI EBA RRR. St 
WHARF) OLAS 1% ge (coefficient of 
relationship)  # A1% & (coefficient of 
parentage) 5 

coated protein 7/8 AS: 构成 一 个 病毒 外 层 
(9485 Hi ALG A (structural protein). 

coated vesicle S82: MSR SMAAK 
(Golgi apparatus) 内 的 任何 空 胞 (vesi- 

cle)> WAM ewyA» WAKA (en - 
doplasmic reticulum) 2 HRRIHHE» 外 层 

78 Aa tl F eh le! 4: FEA (plasma membrane) 
A Sr UT 13 AB SHS Hh es MUHA ( interior 
of cell) SEA, 

cockerel ”小 公允 : A i§-—-4E BY) RE. 
co-conversiow». 799% : (Hat # % says 
Hits | > A iy HH (gene conversion) ], 

cocoon # : i - bd 

code 字 码 : > :% (#48 (genetic code), _ 
coding ambiguity ” 字 码 不 分 明 : 一 个 核 苷 酸 
三 联 体 (nucleotide triplet ) [| 之 字 码 子 
Sodon) ] 称 租 成 局 多 了 一 种 的 胺 基 酸 。 道 
{4 F 4B(cenetic code) 的 不 分 明 是 由 于 列车 

Aa Ko Lit tRNA-mRNA f%RRRBS 
Bi C5 oy FEB SS 0) Be FA F- (mis - 
read) » fil 1 #2-is f MosaFe ( Os ek 
( mistranslation) J 2 由於 运转 RNA 
(transfer RNA) 4% 5848 (ribosome) 之 

PR» Ki K = RBG 2 HET, TERK 

hile ihe -和 

ie tot ee en ae 



FEF URR BRITE - REET 

(codon-anticodon) 228A fFA > 3—- ik 

sh iRNA Swag (aminoaceyl-t RNA 

synthetase) 可 能 由 於 一 个 胺 基 酸 或 tRNA 

fry Se HN TR SR A AR RAR tRNA 

(aminoacyl-tRNA) - 

coding ratio 字 码 比 [ Cric& 1963): 8 

核酸 内 的 氨基 数 除 以 胺 基 酸 数 ， 其 顺序 受 一 

特定 之 多 胜 肽 (polypeptide) 决定 [ Dit 1} 
字 码 (genetic code) ]。 

coding recognition site “ 字 硼 辨识 位 置 : Oe 
- 塌 RNA(transfer RNA) - 

coding triplet 字 码 三 联 体 : 吃 字 码 子 (codon)。 

codogenic “ 字 码 基因 股 : 用 於 遗 传 转 全 
(genetic transcription) 中 人 双 股 DNA 之 

股 (strand)| = 意义 股 (sense strand)] 

学 码 基因 股 或 核 甘酸 顺序 通常 是 以 它 全 其 互 
补 的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杂交 

之 能 力 来 藏 别 。 [ 它 核 酸 杂 交 (nucleic 

acid hybridization) ， 分 子 订 交 (mole- 

cular hybridization) ] ofS RRA ¥y(prok- 

aryotes) 已 有 二 种 生物 以 此 种 方式 被 哉 别 : 

| RA DNA 股 代 表 所 有 基因 2 有 些 基因 © 

是 因 一 股 而 有 些 是 由 互补 的 DNA Ree 

码 ， 但 可 能 会 有 重 骨 的 发 生 。  - 

codominant 共 显 性 : 题 隆 性 相互 问 冰 无 相关 
的 等 位 基因 ， 其 基因 产物 是 独立 发 生 。 二 者 

在 麦 型 是 分 明 的 ， 例 如 属於 一 复 等 位 因子 序 

列 (multiple allelic series) 的 展 质 等 位 

FEA A’ AIA HH a SHH (dominant), 

BERBER A'A'HA’A’ 没有 中 间 表 型 者 ， 
则 此 等 位 基因 ， 请 之 共 显 性 。 

codon 字 码 子 [ Crick, 1963 ] : B—-*% 

EB (polynucleotide) fm )MAKEMA 

( HMR) [DNARRNA, fq RNA 是 一 

些 病毒 中 主要 遗传 信息 的 揣 带 者 ). CRE 

某 一 特定 胺 基 酸 ,是 否 插入 一 多 胜 肽 链 的 特定 

位 苇 。 字 三 子 包括 一 3 AR ARIB. HS 

FRR BRIG (coding triplet) BRR fr 
| >a {$F 4% (genetic code) ] 。 

字 码 子 之 名 称 是 用 於 信息 RNA> =B& 

鞋 酸 的 相关 有 顺序 到 原来 DNA MAFF. MER 
明和 蛋白 质 合 成 时 的 一 个 中 间 步 又。 

FB F th ef Se (mutation) Mars ， 

所 以 它 能 指导 一 个 不 同 的 胺 基 酸 [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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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coefficient of integration 

子 (missence codon) | 或 非 腕 其 酸 | Me 

闵 字 码 子 (nonsense codon)] - ft & FFE 

F fe: GE RABARE D7 1G SE TE AT BEER Ze: 

UAG,UAA 和 UGA 链 和 结束 之 发 生 是 受 它 
绩 tRNA 粗 台 ， 而 从 末端 的 胺 基 酸 放出 碳 基 
群 ( carboxvl group) 起 始 字 码 了 (initiator 

codons) ft 7*% EFRERIBAN - FARE Pot 

fe tRNA (N-formylmethionyl tRNA) 

MRA ATER RA AA KZ BAR AUG 与 
GUG PERE ee eR. ot SAFI TF 

Be RE Se RNA 2 AR EERE 

PERERA GL RNA fy Bote A. 
7 HGH CHE ( modulating codon) | 238i 

学 说 (theory of modulation) | 

codon recognition 34% iis! : Fi RNA 

(transfer RNA) OR SHB -f PLT RNA 

(messenger RN \) (FBP THIN BAR ° 

BEES MRNA F--WALT HT LL cde ea Oey 
( initiation complex ) J fi i {# # 2¥(gene- 

tic translation) BF» Fey fh, 1 FARR AL 

tRNA (aminoacyl-tRNA) Hi» 

an 2 PRS Fame BAT 。 
coefficient of aberration production E+ 

RR | Leaand Catcheside, 1942 ] : 

ERSBRAS Hh, ARTHAS HE, 

#§— fa & (roentgen {it 797 —M ME + 7 BR 
R(OREMKe diay tne muta - 

tion) ] 。 

coefficient of coancestry “共和 宜 傈 数 [ Male - 

cot» 1948 ] : 一 个 由 工 个 体 , 另 一 个 由 L 

个 体 而 来 的 二 个 同 质 基 因 ， 在 人 后裔 上 完全 相 

同 之 或 然 率 ， 亦 即 由 相同 笨 先 基因 而 和 遗传 到 

hts THiS RRR, , fr ? 即 过 二 个 基 

因由 不 相关 祖先 而 来 之 或 然 率 。 

coefficient of coincidence ”偶合 傈 数 [ Mul - 

ler » 1916 ] = 484 (coincidence) 。 

coefficient of hybridity ”杂种 傈 数 [ Morton 
et al., 1971 ] : 测定 集 园 问 之 遗传 污 近 天 

傈 亦 即 由 相似 集团 内 ， 估 计 等 位 基因 频率 而 测 

定 二 集 园 之 相关 [ On RRR (coefficient 

of kinship) ]。 

coefficient of inbreeding “近亲 繁殖 侨 数 : 必 

近 缘 繁殖 你 数 (inbreeding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of integration Hi#i#(AHY: © 

FF- 游 夫 基 因 (F-episome) 。 



coefficient of kinship 

coefficient of kinship 血 乡 傈 数 [ Malecot » 

1948 ] : 测定 二 个 体 或 二 集 园 之 遗传 相关 。 

个 体 的 血 特 你 数 是 一 个 基 氏 逢 机 由 个 体 A 效 

得 ， 兹 与 后 硕 内 个 体 B 在 同一 基因 座 完 全 相 

同 之 或 然 率 [ 安 共 组 率 (coancsstry)] 。 二 
Gs RARER BRR, HF LER 

SE LY AY Re te FE Lb AE 

裔 中 完全 相同 的 或 然 素 .[ OH 81% RK (coef - 

ficient of hybridity) ] 。 

coefficient of parentage #8 A{ABL[ Malecot; 

1948 |: BEX AY HBA, 

EHX 2—-PiStRE AR A— mY ZR 

ttle) MAGE 7 BK. [ IRR RH 

(inbreeding coefficient) ] 。 

cefficient of relationship #2 (RRR: 三 个 体 

有 具有 由 一 共同 祖先 之 一 个 特定 基因 ， 落 和 遗传 

到 此 二 个 体 之 或 然 率 或 二 个 体 之 所 有 等 位 基 

因 均 由 共同 租 先 遗传 而 来 乙 比 率 。 

coefficient of reunion BARR [ Darling - 

ton and Upcott» 1941 ] :实验 的 (em- 

pirical) MBARBA WAZ RAD 

fe AGRE Ae Res fe — fa a) HR 

By 24 BK SelB 
coefficient of selection j#}2(A8q : if 7#(se- 

lection) 强度 之 估算 ， 保 以 特殊 基因 型 (ge- 

notype) 所 供 答 之 配子 与 标准 基因 型 比较 ,所 

AMD 2G ( 符号 以 s Rem) o BRC H 

CATIZRHR 1 ATRR RRS AA 

HRl-— s+ KRIE—-PRRH RA BiH 

RRS 7 i A (fitness) Bm A4E (adaptive 

value)> 傈 数 s = 0.2 之 意义 ,， 指 由 每 一 

100 个 合子 中 所 产生 之 有 利 基因 型 , 仅 有 80 

{5 A: FAY BR SEES 

coenocyte Zf¥ififa: BRHAKTAM RM 

Al 47 2A — {A & #K% MAGA (multinucleate) © 

coenogamodeme 多核 配 区 | Cilmour and 

Heslop-Harrison,» 1954]: 三 多 核 种 

(coenospecies)o 

coenospecies ”多核 种 [ Turesson» 1922): 

BEEK BPR Zw Bhi KOH 

(ARS SEH + & tyf¥(ecospecies 8 
KK, PCRESH ARABA - KAMAE 

SH {BAS Tl oY FB fe) EB eR EN BE © 

阔 会 在 杂交 和 后 (hybridization) FEAT HE 

杂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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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nzyme 辅酶， 辅助 酵 素 : REA AAA 

WR AB TEES (active enzymes) 的 小 
Sy =, th NAD 

cofactor ”辅助 因子 : 反应 作用 发 生 时 ， 除 了 

蛋白 质 酶 之 外 沾 需 要 有 辅酶 (coenzyme) 或 
金属 碾子 之 因子 。 

cog region ”诱惑 区 [ Angel et al .,1970): 

任何 一 群 DNA 分 子 上 相同 顺序 的 核 苷 酸 ， 
RE HH PUR (th ES I © 

cohesive end 5292 im[ Ris and Chandler» 
1963 ; Hershey et al-» 1963 ]: 数 种 
温和 噬菌体 (temperate bacteriophages) 

#424244 DNA (mitochondrial DNA), 

— {ER SE BBE BR DK i 

( 10 - 20 RHE) REK DNA 分 子 在 分 

子 的 另 一 端 相 同 长 度 之 顺序 上 是 互补 的 。 北 

聚 末端 能 特定 地 北 千 和 提供 一 分 子 二 末端 结 

合 机 制 [ FRI (cyclization of 

the molecule) ; MSR (genetic cir- 

cularity)] 或 使 二 个 或 二 个 以 上 的 分 子 结 合 

| #884 (dimers) ， 三 体 物 (trimers) 等 

等 ]。 

coil 缠绕 : 染色 体内 部 螺旋 的 完全 旋转 LO 
染色 体 螺旋 (chromosome coiling) [CDer- 

lington and Mather» 1949 | 。 

coiling 螺旋 : D3 @ 498% (chromosome 

coiling)  。 

coimmune 5 @J& : i 40% #8 (temperate 

phages) » ff 0043 Ar RAS RA EF (re- 
pressor )fEM) fl 5— (Az Bae RL ORE 

%7% (heteroimmune)]> FREI FER RR A— fA 

的 操纵 子 。 

coincidence (24 [ Muller, 1916 ]: 偶合 

傈 数 表示 三 或 四 个 过 镇 基因 逢 机 重组 单 交换 

2 3A = (8 fh BR A( crossovers MRBMZ it 

率 [ Darlington and Mather » 1949}. 

偶合 傈 数 是 遗传 上 计算 千 授 强度 (interfer - 

ence intensity) 最 普通 之 方法 。 正 干 拔 值 

小 於 革 ， 负 干 拔 则 大 於 1 。 在 缺少 偶 合 时 ， 

THRESH 1, CHATHE ( 没有 公交 换 ) 

BA ABO 。 

co-inducer ” 诱 变 辅助 者 : 能 与 阻 过 因子 (rep - 

ressor) 和 蛋白 质 相 互 作 用 之 一 个 分 子 , 而 能 使 

ERAEF (operon) PHEBRR mRNA 之 
中 放出 : DNA 来 。 



colchicine 。 秋水 仙 瞬 : 秋水 仙 所 含 具有 毒 

性 的 植物 龄 四 能 与 一 个 克 分 子 的 微 管 香 扬 

(tubulin) 和 结合 ， 因此 使 微 管 断 裂 。 

colchicine-binding protein 秋水 仙 龄 辕 合 蛋白 

Mil Hotta and Stern» 1973 ] : RR 

PERPBARADARRZEARA LHR 

Ay RT BA BD SZ BAH chro- 
mosome pairing) o fk A(MMeCARAA 

ZH On» AUR BW (meiosis) HMM 
Fi $F MAS [ABS EAE o 

colchiploidy #K7K (luis SAERE | Dermen ， 

1953 |] : PRB BOKKINMARE, 

BA A SHBG [ SF 18 H( poly ploid)]. 
coleoptile —#: RTRMMRFRHB—h 

药片 。 
colicin AABHBM( Fredericd，1953]: 

Fy tt “ KBR” [ colicinogenic 

(col*) ] 系统 之 肠 株 菌 科 (Enter obacter- 

iaceae) HEME PISA: KH F (antibiotic 

substance)o [= MBAS (bacteriocin) ] 。 

AR RE RATE DAE Fl — BE fh 

ADK Bo RHA A REA iE 

Z+—-BOULHABRRSX: REEZAB 

FP SR EE MO BRE (cidal) 作用 具有 

RE KBRRK2 合成 是 由 和 遗传 单位 ,如 大 

ba FF BAF ATKRABRRE + ATA Hl. 

ABBBH Uh MER. Bee (tr- 

ans duction BBABBRH ZR. FA 

之 大 肠 柏 菌 素 具有 不 用 特定 寄生 及 不 同 之 搞 

原 特 性 。 它 们 之 代号 是 I，B，E，E，，K 
等 。 其 相关 的 大 肠 棍 菌 基 因 篇 col 1 ,colB, 

col E 等 。 

KBRRRZAKA, SESLAK 

ERB (receptor)7 WH, BRE RABE 
菌 素 和 噬菌体 相同 。 ARABAB SARA 有 

Nl CR BAD FERS: 。 
colicin factor ABA RRAT: OAH 
HRAAF (colicinogenic factor) 。 

colicinoduction iB RRMA Ozeki 

andHowarth» 1961 ]: HRABRRS 

产生 因子 之 出 现 ， 从 栓 体 (col+ ) ARH 

(col  ) 和 细胞， 和 菌 因子 的 转移 其 作用 接合 子 

(conjugon), 汞 调节 类 菌 的 接合 作用 (conju- 
gation) [ 字 性 别 因 子 (sex factor) ] 。 

colicinogenic AAS MRRAL Frederi- 

colinearity 

cq» 1953.]: PESAREER Hcy 

2. A o 

colicinogenic factor ~ ABE 菌 素 产 生 因子 

[ Fredericqg，1953 J): 任何 核 外 杂 色 体 

(extrachromosomal) 的 遗传 成 份 ( Ag: 

代号 是 cf)» HAMA AKA (colicino- 

genic) WAY +F A #4 (Enterobacteriaceae) 

AY, BAM & (colicins) 的 产生 有 了 关 。 
大 肠 查 菌 素 产 生 因 子 ， 可 从 大 肠 查 菌 基 央 

(col+ ) 用 和 胞 接生 或 传 遵 之 方法 ， 转 换 到 
JEAB BAKU RM B-ADRRKEAR 

FRA— (BBR AAS Sieh DNA- 

HK HKD RAKRELAT. 8 at RE 

&F (conjugons) sa Si ARR Z #& SF A (con - 

jugation) KTHMRMH mH fp Al 

不 影响 和 给 体系 的 稚 性 。 大 踢 查 菌 素 产 生 因 子 

的 生殖 特性 ， 东 不 是 人 受 大 肠 柏 菌 基 因 沃 定 物 
(determinants) 决定 ， 而 是 由 聚 密 连 接 於 

‘EMF 一 因子 [ 性 别 因 了 于 (sex factor), F~ 

REA (F-episome) JR, MZFx 、 
Fy HRA RDOALREABRRADRE 

My NMEELABRRKRAABE 

RE + BR MRRKRZABRRE+ATF,> 

EA ARBRE) FO Mis ( LB), ms 

达 他 们 一 些 低 度 的 染色 体 答 性 。 因 此 Fx 之 

成 份 能 自己 自 营 地 加 信和 转移 。F> ABE 

菌 素 产 生 因 子 的 篮 鬼 ， 可 能 人 Fx BRT 

控制 | OAR (replicator)> MR F(re- 

plicon) ]. 

colicinogeny - KBE BRE : OAH | 
& (colicin) , 

colicin tolerant AMHRMEA WML Hill 

and Holland; 1967 ; Nomura and 

Witten» 1967 |: ERR—-HRARREK 

(colicin) 2 JtfF AR mR. TA 

Be MAG LHABRRKL BB, 

BS #2 BR SE BCE FB ORME SB A ALN 9K 
BB o Ht AS eS BX a Ae TB 9 RE XK GB 。 

colinearity MRO» HARE Crick » 
1963 _].: HE SB PRB (polynucleotide) 
WEP RS eet WB (amino acid) 问 ， 正 确 的 点 

与 点 顺 保 ， 以 及 沿 多 极 苷 酸 链 与 核酸 有 关 之 

字 码 子 顺 序 。[ RE aR (sequence hy - 

pothesis), dt (##88% (genetic transcrip - 

tion), 道 傅 转 译 (genetic translation)] 。 



coliphage 

coliphage > fet? tile GFE - 
collagen @ARE > SIRE: fife M1AR(conn- 
ective tissue) 和 细胞 外 和 维 维 的 丰 要 构 洗 蛋白质 。 

collaterals 旁 系 : 与 直接 和 后裔 无 天 之 一 个 家 族 
中 的 个 体 。. 若 特定 之 性 状 (characters) ( 特 

性 ) TESA BHR LRA FE 1, — hn 

SL ECAR HH RA PSE RE. Be AE. 
collenchyma ” 厚 角 和 组织 。 

collochore 配对 区 [Cooper，1941 |:— 

个 小 的 非特 定 殿 染色 持 区 ， 造 成 染色 体 在 无 

RX (achiasmata) MARTA FAB MK 

合 。 配 对 区 是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的 

紧密 接触 点 (close contact)» ETRE 

AE YL Yl BUST ZUNE W (chiasmata) 的 功用 ， 
fit JE R18 6 24 (crossing over) 和 染色 分 体 

节 段 交换 的 结果 。 

colony 群体， 群落 : 一 群生 长 在 固体 表面 
(solid surface) 肾 卷 的 细胞 ， 通 常 由 同 -一 

租 先 细胞 衍生 而 来 。 

colt ERS: URL FAKES. 

combinant #8@S#8[ Lenz, 1938]: 1=# 

BAME (codominant) 。 

2 = 非 等 位 基因 表现 产生 特定 麦 型 性 状 

功用 上 的 交互 作用 。[ 喀 基 因 相 互 作 用 

(gene interaction) ] 。 

comb shape 冠 型 : RRP, SAFES (Lz 

基因 ( R AP, ) 控制 的 性 状 oRRWA 

BRASSERIE BoE (single) [ rrpp ], 豆 

冠 (pea) [ .. PP 或 .,P, |» BRE (rose) 

[ RR 。。 或 R .。。] 以 及 核桃 冠 

[ RRPP 或 RRP。 或 R-PP 或 R.P。] > 
commiscuum ”杂交 界限 属 LDaxser'1929 ]: 

能 实际 或 可 能 进行 基因 (gene) 交 换 的 一 群 个 
体 。 

commitment WOR: 将 一 个 租 胞 固定 到 与 

它 原 来 位 置 相 反 的 一 个 独特 位 填 ( 主要 在 微 

生物 中 ) 。 稳 束 之 例 子 有 和 区 菌 的 胞 子 形 成 ， 

酵母 菌 的 胞 子 形成 或 组 徐 内 小 孢子 体 的 减 数 

IT Fo 

compact X-chromosome 5444 X~ HH: 之 
®|-F AK (dosage compensation). 

comparate chiasmata sk #622 N[ Darlington: 

1937 |] : RX (chiasma). 

comparium ”杂交 界限 属 : —A2Z SRE 

能 参与 直接 或 间接 的 相互 杂交 。 

(walnut) 

compartmentation 间隔 化 : 由 人 双 个 或 单个 单 

ff (unit membrane) 使 细胞 再 分 裂 成 许 

4, 45> [| > 40," (cell compartment)]。 

competence f§(-T4[ Waddington +1932; 

Thomas» 1955 J]: | @#(induction) 

2 高 分 子 量 DNA 之 组 菌 组 胞 能 从 有 了 关 

之 后 物 吸 取 ， 寻 择 和 表示 遗传 信息 的 转化 

[ 它 转 化 (transformation) J» RSE 9 

MERE HeHECHR, THER 

iS RBA IRR (competence provoking 

factor) CPF fF» ZIJER MRR AT 

SEM mia HE CPF ( 一 种 蛋 和 白质 ) LA 

与 它 自己 接 角 ， 才 能 转 释 非 咽 任 的 胃 胞 成 篇 

RTE KRG © 
competence- provoking factor fé FRI HAF : 

> RAE PE (competence) o 

competition #8$/6A): £498] (ecology), 

Siw, AMR eH BAD 

的 努力 [ 也 许 需要 有 各 种 之 形式 ， 和 各 种 直 

接 或 间接 损害 的 结果 ] ; RRA ZH 

定 因 子 或 事物 ， 或 当 供 座 量 背 不 足以 供给 此 

二 种 ( 或 所 有 ) 时 ， 从 任何 因子 或 事物 之 供 

应 获得 测量 每 一 个 之 需要 [ Mizxze ，1961 ]。 

competitive ability #7): 在 一 混合 (mix- 

ture) 种 中 的 一 物种 ， 成 功 地 利用 他 种 而 产 

生 更 大 比例 之 后 裔 到 下 一 代 或 减少 他 种 之 数 

目 ， 但 本 身 阔 不 改 千 之 能 力 。[ 混合 种 中 一 

个 组 成 之 成 功 是 依靠 避 除 他 种 之 能 力 ， 但 对 

本 身 冰 无 影响 ] 。 

complement 组 成 [ Darlington» 1932 ] : 
Coit & ite RX (chromosome complement)。 

complementary ”互补 的 : |i B— 
种 能 决定 另 一 种 的 ， 就 如 DNA# SHH 

(DNA double helix) 的 双 股 。 

2 休 交 换 (crossing-over) 的 四 股 。 

3 由 交互 作用 产生 之 质 的 效果 而 能 与 使 

他 们 分 克 的 效果 有 区 别 的 基因 。 [LO ARA Aa 
互 作用 (gene interaction) ] 。 

complementary base seguence 互补 氨基 顺序 : 

与 氨基 对 法 则 (base pairing rule) 有 关 的 

SRAM. AINE DNA 上 ， 一 股 的 A-- 

G-- 工 顺序 与 另 一 股 的 T-C-A 是 互 祖 的 。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互补 构造 : 两 个 互 

相 决 定 互相 傅 顿 的 构造 ， 如 DNA HERA 

FSA 。 



complementation 互补 作用 : 遗传 物质 同 源 染 

色 体 套 的 互 定 作 用 。 

complementation analysis ”互补 分 析 : REA 

有 相同 表 型 的 细胞 是 否 亦 有 相同 之 基因 型 

[c> #24 ( genetic complemen - 

tation) |]. 

complementation group 3 fae : —if RBH, 

具有 相同 性 质 的 遗传 互补 作用 ， 许 多 的 互补 

群 每 一 个 均 含 有 代表 一 闵 (cluster) 互相 相 

似 非 互 补 突 丢人 笨 。 一 闵 的 互补 群 具有 下 列 特 
性 : 

1 一 闵 之 互补 群 中 ， 没 有 任何 一 个 成 员 
与 另 一 成 员 产生 互 定 - 

2 一 闵 是 由 能 互补 的 其 他 之 群 ， 而 披 此 
间 具 高 度 相似 性 之 互 祖 群 所 形成 。 

3 必 必 需 包 含 使 过 一 六 含有 最 大 数目 群 
之 特质 的 群 。 一 个 互 衫 群 可 能 属於 一 闵 以 上 ， 

但 一 闵 具 有 属於 此 群 特质 之 特性 。 

complementationmap fill Giles ， 
1958 ] :@ Mie (genetic com - 

plementation)  。 

complementation test 互补 测验 : +t iy Zea 

染色 体 ( 或 染色 体 片 段 PES) A fe — 

胞 ， 以 测验 二 者 所 具有 的 突 释 是 否 发 牛 在 同 

AA ZA 

complementation unit 互补 单位 [ Demerec 

and Hartman» 1959 ] :作用 子 (cistron) 

互补 图 的 次 单位 ， 慈 由 顺 反 测验 (cis-trans 

test) (Av )RE. ATABHA 

PPAR. th SEAR AYE AF eas. 二 

AOA EE HA HS - 

Hm RRSH AR ARRAY, fase 

PBS. FWA A ee. Th 
CyB TFS EE Ay at FY ir Bey HF (complon) 
Ray 

complete medium SePis#@R : 在 微生物 学 
中 ， 具 有 请 充 养分 的 最 低 坛 养 基 ， 使 营养 突 

BH REA be AE HE 

complex heterozygous #288888 [Renn er, 
1917 | : PSUR A ZACH, BREA 
ARERH ALARA DE, AER DD 
(meiosis) FF, ALI—(F PALE. BOR 

FING CREM HR, WIERA— TH, 
Mf2,3, 4ee*z V9 4% (transloca - 
tion) « 

complex heterozygous 

i RAR Abt SPE TEA (Oeno- 

thera) 属 之 植物 ,此 属 之 种 有 6 , 8,10, 

12 或 所 有 14 RRB, WS 5) ZU 

fE—- SAR RE, —MER G7 R. PR 

ART Dil READ S 6 Bac H [Cle- 

land» 1922, ，1962 ] ,在 配对 构 形 (con - 

figuration) ”内 父 本 或 母 本 之 染色 体 是 互 

换 的 。 在 减 数 分 裂 的 第 一 后 期 (AI ) 时 ， 发 

生 正 常 卷 近 染 色 体 的 分 布 到 相对 的 细胞 极 ， 

如 此 所 有 父 本 的 染色 体 和 配对 构 形 的 基因 被 
揣 至 一 标 ,所 有 母 本 染色 体 和 基因 到 另 一 极 。 

Fis ee oR ， 只 产生 2 种 配子 ， 

结合 形成 之 植株 在 遗传 上 是 相同 ， 过 群 染 色 

铀 和 基因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 如 同一 个 单位 的 分 

布 ， 而 可 由 特定 的 一 等 位 基因 群 ， 辨 别 萌 称 

F342 GRE (complex) 。 其 作用 如 一 速 销 替 
(linkage group) ，[ = Renner 复合 体 ]。 

在 不 同 之 月 网 草 种 中 ， 不 同 数目 的 染色 体 ， 

包含 在 束 形 上 .此 复合 体 的 大 小 是 种 的 特性 。 

| bifsi25). 一 个 办 型 复合 笨 自 交 ， 东 不 产 

+ meRA AH 1: 2: 1 ORL ODM 
(segregation) ] 。 过 二 个 期 望 的 同型 复合 

体 ， 一 般 萌 不 出 现 。 只 复原 了 办 型 复合 体 ， 

如 此 帮 示 一 价 nA EES (enforced 
heterozygosisls 其 杂种 性 质 ， 党 办 质 体 与 

Fi — $2 FAG BY Ff] FS eae  , BES BE BA 
se SE 4: HERE” (twin hybrids) HAR 

AeA (HR oeA—R eB 

持 的 ， MERA FRB. HRB 
SH SPRATT RR, CAHRTEKS 

FHC. BFS HRI. BM PRIN Be 
FROIRF ATH. EKRSG SARE Bh, 

HGR FH, KE BRABHAA 

非 等 位 基因 致死 。 具 有 平衡 套 (balance set) 
的 配子 体 致 死 物种 ， 形 成 只 有 一 种 功用 的 卵 
和 一 种 功用 的 卵 和 精子 ， 但 由 自 交 产生 的 一 

半 的 合子 将 死亡 ， 因 在 双重 剂量 下 他 们 接收 

一 个 或 其 他 而 来 的 致死 。 有 上 时， 同型 千 合 的 

月 见 草 形成 ， 是 由 复合 愤 合 体 产 生 的 。 余 

Renner (1941) 之 分 类 ， 而 有 四 型 : 

1 初级 同型 辕 合 体 (Primary homozy - 
gotes): FERAL ERR WAKER 

所 产生 的 。 
2 ”杂种 基因 同型 辕 合 体 ( hybridogenic 

homozygotes ) : 在 配子 形成 上 时， 染色 体 带 有 



complex locus 

复合 体 的 致死 ， 而 被 缺少 致死 性 的 另 一 染色 

体 取 代 。 

3 交换 同型 辕 合 体 (crossing over ho - 
mozygotes ) : 如 交换 的 结果 使 复合 体 和 致死， 
由 同伴 染色 体 非 致死 屠 份 记 取代 。 

4 易 位 重 排 translocation rearrange - 

ment) : 由 易 位 所 产生 吕 於 致死 之 复合 体 ， 

此 复合 体 与 二 个 原来 之 复合 幅 一 起 而 产生 。 

+ % #4 (half mutant) 阔 经 自 交 后 产生 同 

By “ SRB” 。 
EABRSEB+, BSRABHE+tANE 

易 位 环 ， 正 常 之 相互 分 布 的 染色 体 似 乎 优惠 

於 下 列 之 人 条件 。 

1 月 见 草 染色 体 具 有 相同 大 小 和 具有 由 

异 染 色 质 (heterochzromatin) REM, 

过 些 刁 染色 质 的 和 节 段 ， 首 先进 行 构造 上 的 改 

e. 

2 易 位 邵 份 ,通常 是 相同 之 大 小 ,所 以 易 

位 构 形 上 的 中 节 末 乎 每 个 之 央 都 是 等 距 的 。 

3 中 和 节 定 位 和 限制 染色 体 末 端的 交叉 ， 

对 含有 环 型 染色 和 体 的 互相 分 布 较 含有 利 。 

4 易 位 办 型 质 体 之 和 礁 持 ， 熔 於 造 成 具有 

不 同 易 位 的 杂种 ， 自 然 授粉 集 园 在 杂交 人 后， 

所 有 杂种 的 染色 体 .(14 人 条 染色 体 ) BERR 

分 裂 时 形成 一 个 环 。 . 

5 由 所 有 染色 体形 成 焉 后， 假如 他 们 的 

仿效 果 内 正常 等 位 基因 祖 偿 时 ， 和 致死 性 则 多 
8 Fi ik 44 (selective value) 。 

6 最 后 自 交 作物 族群 与 致死 的 复合 体 租 

& RERARVEABHERABRARA 

74 AE (true breeding) 。 

o Bf AAAAAAAK ETRE 
图 25. BRARSRERASH -BRBWFR 
KEBABS 14 Re EB) 。 构 型 包含 二 
“Renner K# G8” ,-HRA( A), 

另 一 由 父 本 ( BE ) 而 来 。 於 第 一 RARE 
时 ， SANS MEMS Bm, 父 本 的 则 
3} fi 2) A —% CHB Cleland, 1962) , 

complex locus ”复合 基因 座 上 Dunn» 1954}: 

Em F PAA BAB—® (cluster) 和 在 

Ty Fa RA EA gene) K HRS IAA 

列 构成 的 作用 子 (cistron) | ORF2ZAB 

(pseudoalleles) ] 。 一 个 刘 合 基因 座 包 含 

— {ithe F(operon)[ >A (locus) }- 

84 

complon tit | de Serres, 1963]: 
互补 单位 (complementation unit) 。 

compound ”复合 物 : 同 基因 座 上 ， = fi ES 
等 位 基因 _(alleles)j (m' /m?) HRARE 
型 与 野生 型 等 位 基因 一 起 时 ， 此 突 释 之 等 位 

基因 形成 一 序列 的 复 等 位 基因 (multiple 
allels) (十 we »m_ * # ) 

compound chromosome 复 染色 体 [ Novit - 

sky» 1954 ] : PU ( Drosophila) Z 

任何 单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monocentric chromo- 

some), HAMELS WAMBO KE. 
[>X#&M (X chromosome) ]> A# 
染色 体 之 配子 ,通常 具有 染色 展 上 三 信之 量 ， 

或 者 完全 没有 。[L Lindsley and Grell; 

1968 ] 。 包 售 篮 染色体 之 南 团 可 能 由 于 列 

原因 千 合 。 1 由 一 展 之 基 邵 与 另 一 喜之 未 端 

接合 而 成 近 端 中 和 荫 染色体， 或 由 2 三 个 最 接 

近 一 个 单独 中 葡 (centromere) 之 接 人 台 形 成 
一 个 中 端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 近 端 中 节 或 中 端 中 节 

染色 体 之 末端 ， 可 笔 结 合 而 成 一 个 复 环 形 染 
é& #8 (ring chromosome).. 

BS bZEAVERABAZIBF BI 

WreAB-AELEBLZKF> 可 能 配对 

成 螺旋 状 或 成 船 受 来 型 。 

compound eye 复眼 : 镶 昆 总 多 小 腿 的 (mul- 

tifaceted) 眼睛。 在 果 曙 中 每 一 复眼 含有 

近 800 的 小 复眼 (ommatidia) 。 
compound X-chromosome #%X - 3 f2#@ LNo - 

vitski»,1954)]: >X-#@M(X-chromo- 

some) ] 

Compton effect Compton 37 : AREAS ; 

高 能 之 光子 (photon) 与 一 单独 电子 (electron) 

之 交感 作用 造成 电子 之 放出 与 低 能 量 (RE 

长 ) 光子 之 第 二 和 级 放射 (emission) 。 

concanavalin A JJGREAA : Hy RABE (po- 

keweed ， 一 种 植物 ) PRR, A Ue 
£5 KS (mitogenetic) 的 细胞 条 着 蛋白 

(lectins) 。 

concatemer 联结 物 上 Thomas et ale 

1968 J] : RRALK) (unit size) 成 分 所 

KH Bis © : 
concordance ”一 致 性 : 相 烙 合群 (matched 

groups) 或 任何 一 便 或 在 一 个 性 状 之 配对 的 

相同 成 员 。 与 一 致 性 相反 的 是 非 一 致 性 (dis- 
cordance)。 



concordant orientation ”一 致 定向 : 它 易 位 

(translocation) . 

conditional lethal 

(lethal factor). 

在 发 育 早期 中 的 重要 时 期 ， 因 外 在 因子 

于 用 之 车 果 。 

conditional mutation 人 条 件 突变 : 任何 一 级 之 

3H (mutations)， 其 活性 傅 靠 一 组 之 条件， 

在 有 限制 或 非 允 许 之 人 条件 下 则 将 死亡 。 一 特 

BNA FR Eee ii EUR BS LOK 

RAF (lethalfactor)], ERACBE 

REBEL, RE biE-+ CRA. 

RAZBE PS. ABSA ARR RE, 

在 微生物 中 ， 大 吉 份 之 温度 敏感 突 沟 都 是 单 

Tay, HERR RABE (missense 
mutation)» #A#ZBE PF, RRB 

AAs HEM, MEM ZIRE FR. 

conditioning “调节 : 使 一 个 体 在 表 型 发 育 上 
(segs. HAZ PFE HA #® (pheno- 

copy) , #% %# (dauermodification) Al 

i) BBZ AR, Ea Phe hb Be 

2 REMARK B HH hs . 

conduction 传 遵 L Clark and Adelberg » 

1962 | : 在 细菌 的 接合 作用 (conjugation ) 

中 ， 租 蓝 遗 传 的 转移 ,以 及 以 接合 子 (conju- 

gon) 坑 连锁 之 元 素 [ OS 给 体 作 用 

tion)] 。 

configuration ” 构 形 [ Darlington» 1329]: 

fe FRE : 所 致死 因子 

(dona - 

it & 444 4(chromosome configuration). 

conformation 和 组 成 : HAN (bond) ie BME 

生 原 子 不 同 空间 的 排列 ， 一 般 作 篇 分 子 的 租 

BC Fil fel AE aia © 
confusing coloration ABBE: 使 稍 食 者 

(predator) ARH—Bh BH. AEN 

REBAR TE RT ST BAA 
(appearance )o 

congenital “先天 的 : 出 生 时 或 出 生 当 时 之 租 

成 中 ， 即 可 说 出 的 表 型 (phenotype)( 性 状 、 

特性 ) o TEKME—AR BAAR. BRIE 

PARSE, WAPRE HR KZ 

fei. FEM ERB eR. LEKHMA 

能 由 遗传 的 或 外 在 的 因子 所 造成 。 

congression 中 板 集合 [ Dar ling ton 11937): 
EMP KE S(chromosome congres- 

sion) o 

congression 

HH (Ai EX i BAIR » 

conidiospore “分 生 孢 子 : —ARAs++RF 

(exospore)， 与 一 个 租 胞 或 器 官 内 之 内 生 胞 

F (endospore) Af REFER Bi 7 + BR 

制 Sp AE AFAR AeA F (aplanospores)[{ = 
+ FF (conidia) ] 。 

conjugation 接合 : RARKKAB, B. A 

HES 2 HERE, AGRE TG 

| 染色体 的 接合 ( coniugation of 

chromosomes ) , iS # @ ##42# (chromo- 

somepairing), 

2 核 的 接合 (conjugation of nuclei¥= /* 

a) 核 配 (karyogahmy) b) 贷 核 化 (dikar- 

yoatization), 

3 #MARLAIIES (conjugation of cells) »a) 

ii Fa Ae FE SS RS EZ BC F-ACA (synga- 

my ) » bate MARS, KBE 

原 质 或 合 胞 笨 (syncytium) 。 
4 个 体 的 接合 ( conjugation of individu - 

als)» 单 牡 胞 生物 或 相等 於 租 胞 鞭毛 的 接合 。 

a) FE SEAL FRIS+ (in certain algae) ， 形 成 

侧面 落 列 竹 胞 配对 之 车 合 ， 造 成 血 胞 和 他 们 

ZEAE > 

b) EA REAR ABH (in ciliatd pro - 
tozoa) : BRTAALIERHAH,. —HeD 

时 的 结合 。 

c) FEMA (in bacteria)( 租 菌 的 接合 或 竹 

菌 的 配对 ) bee ASRS, BBR 

息 。 FERRER ( HERD ) SES ( ER ) 细胞 

直接 接盘， 一 接 多 后 形成 一 个 实体 上 过 接 二 

个 竹 胞 的 组 胞 橘 , 结果 一 邵 分 的 精子 染色 体 ， 

会 转移 到 雌性 中 ， 以 及 与 人 受 体 粗 胞 同 源 ， 染 

色 体 如 分 进行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 

nation), 此 种 千 合 过 程 不 妓 地 和 发生， 在 不 同 

配对 型 的 租 胞 问 冰 不论 转 移 具有 或 不 具 转 移 

的 和 遗传 物质 后 ， 有 或 不 具有 租 合 之 车 果 。 染 

色 体 的 转移 末 乎 都 是 一 个 暂时 的 二 全体 ， 而 

EARDAF. [ 史 部 份 合子 ( merozy- 

gotes)], RE BARMERA HR, # 

RR Ata (genome) 之 部 分 ， 东 接著 参 
WARE. 

MREAHEEAE, WOSRRAR 

BR AS SASHA [ Clark and Adelberg ， 
1962 ]: 

LARS ADM see, 



conjugational DNA synthesis 

形成 特定 的 配合 对 (mating pairs) 。 特 定 

之 和 遗传 成 分 ， 称 念 “ 接 合子 (conjugons) 

是 在 转移 和 遗传 物质 重组 时 ， 建 立 租 胞 与 区 

胞 接 锯 所 必 介 的 人 条件 。 

LAS ERA RBABEE BBE > Hee 

能 源 之 来 源 。 

3 最 少 有 邵 份 雄 染色 体 极 人 性 的 转移 到 受 

体 中 ， 转 移 之 正确 顺序 依 所 利用 的 给 体 品 系 

决定 。 
4 将 一 些 转 移 物质 ， 移 转 到 令 体 的 染色 

# bo 

5 在 部 分 合子 内 ， 产 生 的 重组 体 和 营养 系 

(recombinant clone) 重组 体 染 色 体 从 残余 

遗传 信息 中 的 分 亡 。 

conjugational DNA synthesis 接合 DNA 合成 : 

RRR (E.coli) 间 ， 接 人 入 类 似 F 或 类 似 工 

iS (plasmid) 结合 期 问 质 体 DAN 之 
合成 -特定 的 单 股 DNA 转移 到 一 受 体 细菌 ， 
MAKE AZ. RBBYARA AZ DNA 

在 给 体内 ， 傅 照 剩 余 股 之 模板 而 合成 。 接 合 

DNA 合成 所 必需 的 租 菌 功能 不 同 於 粗 菌 
DNA 合成 者 。 

conjugative plasmid ”接合 质 体 : 类 但 了 或 类 
V1 44 (plasmid) BAIRKEF (conjuga- 

ted) 之 中 间 体 ， 特 定单 股 的 DNA KRHA 

Heeze|SEM AM ,而 合成 互补 之 股 ， 与 

转移 物质 坑 同 质 之 DNA 在 给 体内 ， 仿 剩余 
股 之 模板 而 合成 。 

conjugon 接合 子 [ Luria» 1963 ] : 一 特 
殊 的 遗传 成 分 ( 促进 体 ) 在 组 菌 的 接合 作用 

(conjugation) $B Miah MAE we 

所 必需 。 目 前 发 现 有 三 种 形式 的 接合 子 ， 即 

结实 因子 或 下 - HMA (F-episome), 大 

fig #4 & AF (colicin factor) (cf) 和 抗 

$443 AF (resistence transfer factor) 

(RTF) 。 

具有 任何 过 些 因子 ( RIB AAA ) 的 和 胞 ， 

能 与 有 关 之 细 胞 ( 通常 缺少 过 类 因子 ) 接 合 。 

在 接合 作用 时 ， 接 合子 由 给 体 ( 精子 的 ) 转 
移 到 受 体 ( 雌 体 的 ) 。 在 大 邵 份 例子 中 ， 接 

合子 能 从 给 体 瑟 运 到 受 体 之 雄 染 色 体 物质 ， 

LERRES FMA: LARESA DNA 之 
成 分 | OM RF (replicon) J 。 

接合 子 有 三 种 功用 : 

[决定 千 合 同伴 闫 的 表面 特性 ， 和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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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 MIB RES Ie PR ASE 1B. 

2 OE AG EE BS S BRA hy 
(mobilize ) 。 ， 

3 提供 染色 体 物 质 转 移 所 必须 的 立即 能 
源 。 

HATA OS BR 8S Fl AU BRASKE S98 3 (trans- 

duction) » MWh Miz MHS . 

conjunctive segment “” 连 合 的 节 段 [C oozper ， 
1944 ] : 三 配 封 医 (collochore) 

consanguinity me: 从 共同 租 先 而 来 之 后 裔 
天保 o 

conspecific ” 同 种 的 :属於 相同 物 征 species) 

的 。 

constitutive 和 组成 : 固定 各 个 需要 之 量 时 ， 由 

细胞 产生 之 酵素 (enzyme) 。 与 可 荔 发 的 

(inducible) 和 抑制 酵素 (repressible en - 

zyme) 相反 。 

constitutive enzyme ” 租 成 酶 :不 花环 进 情 形 ， 
始 竹 生 产 的 一 种 酵素 。 

constriction 和 给 痕 [ 4ger ，1911 ] : 在 中 

期 时 染色 体 固 定位 置 上 无 螺旋 之 节 段 : 

|. 核 三 给 痕 (nucleolar constrictionj[D - 

arlington» 1937 ] :在 核 仁 稳 成 有 租 答 

之 地 区 的 一 个 第 二 航 稚 痕 【[ Oa 2 (sat - 
ellite) ] 。 

2 初级 或 中 心 的 给 痕 ({primary or cent - 
ric constriction ) [ Dari ington» 1937): 

BAMGE, LRH + & (centromere) 区 

域 决定 。 

3 次 级 给 痕 ({secondary constriction)[ 万 - 
arlington 任何 无 中 节 的 给 痕 ,不 是 极 奔 

(nucleolar) EISIFRE (nonuncleolar). 

consultand 被 顾问 者 [ Murphy» 1970 ]: 具 

有 与 已 有 之 址 传 咨 询 (genetic counselling) 

问题 有 主要 天 过 基因 型 之 个 人 ， 它 可 能 与 被 

厦 问 者 相同 或 含 不同 之 人 。 

contact guidance 接 几 指引 : AMPH, 

细胞 的 伸 长 和 沿 着 微 租 构造 之 凹 沟 移 动 [号 

接盘 抑制 (contact inhibition) ] 。 

contact inhibition “接骨 抑制 [ Abercrom- 

ble and Heaysman; 1954 ] : iff 

Heh BZMAREDMEBHERZ MBA 

BEBE, FMB IL. BMA 

要 有 活性 的 代谢 组 胞 和 含有 与 细胞 膜 (cell 

membrane) 有 关 之 抑制 物 质 ， 接 角 抑 制 之 



结果 ， 於 坛 养 中 之 组 胞 有 形成 镍 合 单 层 重 受 

之 倾向 。 

contact paralysis #209%ija : hy Mia RH fe 

fila Zi. MER IR Bs fi Rke(pseu = 

.dopods) 停 止 向 前 伸 长 。 

contact point #28624 LDazr4 ixzgtoxzy1940] : 

减 数 分 裂 染 色 笨 配对 [chromosome pairing) 

开始 之 任何 位 置 。 接 乱 点 依靠 近 中 和 节 或 染色 

体 未 端 而 决定 ， 此 种 配对 谓 之 中 季 前 (Pro- 
centric) 或 端 位 前 (proterminal) 配对 。 

contact retraction 接触 收编 L Weiss, 1958 |: 

RePBzEt, MRHZRECRKREBAR 

FE PRM A SC 0 EEA SP BE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连续 分 布 : 一 种 资料 

_ 的 收集 而 产生 一 个 连 炉 的 范围 《spectrum) 
值 。 例 如 测量 植物 的 株 高 或 果 重 。 

contracomplementation 逆 互 补 [ Portin 

and Ruodhonen, 1972 ] : RRS, 
HZBARABALTHAAEAHAK., AB 

一 个 相对 基因 篇 同 质 时 ， 则 能 生存 。 

controlling element 控制 因子 [ Mclintock: 

1956 ] : BREMREBLHEAAT, & 

是 基因 之 附属 物 ， 东 在 个 体 发 育 时 ， 能 调节 

AMAR. HBAS RIBS (control- 

lers) ZFEBBR DKA ABBAS 

色 体 租 另 一 位 置 ， 控 制 因 子 之 完全 或 邵 分 抑 

制 组 合 基因 的 作用 。 失 去 控制 因子 通常 会 产 

生 基 因 的 完全 表现 。 控制 因子 之 作用 不 是 自 

营 的 就 是 在 相同 杷 上 依靠 另 一 控制 者 之 出 现 。 

不 同 之 控制 因子 相互 问 会 以 一 定 方 式 而 有 交 

互 作 用 ， 它 们 对 於 基因 之 效果 通常 是 不 一 定 

的 ， 一 个 控制 者 会 同时 影响 显明 阔 肾 密 连 镇 

基因 座 之 表现 [ Brink» 1964]. 

controlling gene ”控制 基因 : 控制 构造 基因 

(structural gene )FF fH ASK TT Bz EPI 
因 (gene)。 [O##*+F(operon)] 。 

convergence 集聚 : 不 相关 物种 (species) A 

有 相似 通 崔 区， 而 造成 在 结构 上 有 具 有 相似 表 
面 (superficial resemblance) 的 演化 。 

conversion ”转变 [ Winkler» 1930]: | 

23% (conversion theory) [ Winkler» 

1930 ] 解释 染色 体内 基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Zfkm, 75 “ ABE 

色 体 节 段 和 包含 基因 内 之 正 反 交换 的 机 械 过 

fi” [OR#(crossing over) ] 而 是 指 基 

Conversion 

因 从 一 种 状态 肚 移 相反 状态 的 生理 过 程 ， 在 
贷 基 因 (digenic) 和 单 基因 (monogenic) fi] 

与 相等 和 不 等 的 转 构 内 有 一 区 别 。 在 原来 的 . 

BAH HERE S tern (1931) AlCreigh- 

ton 妥 McClintock(1931) 4 RRAMEX 

FR 2G % @ Gc # (double heteromor - 

phic chromosome pairs)Py Ri» 

2 转变 (conversion) = 非 相互 遗传 重组 
(non-reciprocal genetic recombination) 

[ Lindegren» 1949]. KAABAR 

正 反 重 租 外 ， 非 相互 重 和 组 的 发 后， 过 过 程 所 

造成 的 非 正 反 重 组 叫 转 这 -于 构 主要 发 现在 等 
fa (Saccharomyces» Schizosaccharo- 

myces ， Neurospora » Sordaria » 

Ascobolus» Aspergillus) 它 与 减 数 或 有 

六 分 裂 交 换 时 一 同 发 生 。 

当 转 释 与 二 个 民 质 等 位 基因 ( a fla 

或 a, 或 a，) 发 生 和 组 合 ， 则 一 个 等 位 基因 较 
另 一 个 出 现 得 更 多 。 一 个 等 位 基因 也 许 是 另 
一 突 释 的 野生 型 ,(a+ a — 3a*: 1a 或 1a+: 

3a ) 或 此 二 个 等 位 基因 都 乱 突 楼 体 ( a,a, 一 

3a, ‘la, Kla,:3a,)o EI RBZ Siu 

基因 例子 中 ， 也 可 能 发 生 野生 型 (a” ) (aja, 

~+2a,,la,> la) 取代 了 期 望 之 单 佑 体 杂 

种 1:1{(4:4) POR. KRRHRBBHRE 
FRE 6:2, 5:3，7:1( 很 少 ) 和 8:0 

(非常 少 ) 。 

HA RER AIRES ABA 

交换 之 基因 内 重组 频率 之 比 * BETABR 

HARK, MATRALCAAR. Haw 
菌 属 ( Ascobolus ) 获得 之 和 车 果 , 表示 在 一 

基因 内 ， 转 构 频 率 从 因子 的 一 端 到 另 一 端 林 

GEM K-GEA, ARES Ze 

之 极 子 (polaron) 。 
基因 内 ， 非 相互 转变 重组 与 在 郑 近 之 相 

互 交 换 是 有 关 的 ， 但 也 有 倒 据 说 明 ， 此 二 个 

重组 型 之 二 个 不 同 机 制 的 存在 。 

3 体 稻 胞 转变 (somatic conversion) 

[ Renner» 1937 JARBR ABH —ER 

H— SVs Ass hens A-ha 

> AUEMEF-H#REREAKDHE, EF 

在 一 些 开 花 植 物 的 少数 基因 显示 ， 党 发 生体 
Ai 5 HB (Oenothera , Lycopersicon, 

Zea) —(fAS MAA EMDEA FRRE, 

PRIFA—-SWUBAM Br AES, : 



convertant 

—- FE He Ry SS FES AH SEE TF ES CS. 

Se lft, HE AH Af ea He HA LBP 

sulf* sulf —3 sulf sulf ( Hagemann ， 

1958 ) ] 。 在 另 一 些 例子 则 是 双向 [ 月 网 
Bh: Crcr 一 CrCr 或 crcr (Renner > 

1937) | 由 转 季 产 后 之 等 位 基因 ， 和 与 主动 等 

位 基因 转 绝 可 能 相同 或 不 相同 - 

体 秀 胞 转 释 与 在 玉米 R 基因 座 的 气 突 性 

(paramutation) ， 在 许多 方面 是 可 以 比较 

的 [ Brink» 1958 J. 

4 SSE RAR RAR TAH (lysogenic 
or prophage- mediated conversion) [B er tani; 

1957 |] & @ 4 aH (phage convers- 

ion) 

convertant /ya$#:% A (gene conver- 

sion) 之 产物 。 

convertogenic ”基因 转变 判 | : EBRAARR 

(gene conversion) 之 药剂 - 
convivium ”地理 隔 部 种 : 在 一 杂交 界限 属 内 

的 一 群 基因 型 ， 它 与 另 一 个 相同 之 群 在 地 理 

上 是 隔 欢 的 。 
coordinated enzyme synthesis ”酵素 协同 合成 : 

MEAS RE FE AY AE HE SK (rate of production) 共 

FARRAH. (7 OK BS A HE PRY 

8 — SBE ( B-galactoside) 时 ， 如 加 

入 和 乳糖 (lactose) 可 以 同时 诱发 8 — 半 和 乳糖 

苷 酶 ( 8- galactosidase ) KR P-— "EAE 

+ BERS ( 8 -galactosidase permease), 

coordinate repression ”协同 抑制 [ Ames and 

Garry» 1959 ] : >#p#| (repression). 

coorientation BEA] : OF i * 4 (centro- 

mere orientation) o 

copolymer “共聚 合体 : 包含 多 於 一 种 单 体 物 
单位 的 一 个 聚合 体 分 子 。{ [CARS 

(homopolymer) Jo 

copulation #28 > 2th: 性 单位 的 结合 。 广 

% LEHMTIB: hKniep(1928) ty Ube 

- 别 篇 下 列 形式 的 接合 。 
1 配子 的 接合 ( gametic copulation): 已 

4h Ay BAG he F (gametes) 的 融合 (fusion) 。 

2 配子- 配 子囊 接合 (gametic gametangial 

copulation) = 一 个 分 化 的 单 核 配子 ( 精子 

-的 或 卵子 的 ) AI a FRAT 

生 相 反 人 性 别 ， 且 没有 分 化 的 配子 。 

3 配子 惠 接 合 (gametangial c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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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 ¥ 3665 at A BEG RE LE BE be BN tH BK 

SNF ABC > WHAT Math. RR % fi 

ACHMmM, S@BRATREF 

4 $8#0793%< (somatic copulation): & 

Sy ALES Fe i ae Go 

copy-choice #23342 : BONE Hk 
作用 (crossing over) 的 模式 ， 此 模式 不 主 

张 重组 染色 体 (recombination chromo -. 

some) # MBA > (1 $e FE— ALA RA 

LIGK—iRAAYDNA ， 此 一 新 的 DNA 在 

半 涂 中 转 往 母 本 染色 体 冰 以 其 入 模版 (tem- 

plate) BRAN. ， 同 样 情形 ， 母 本 染色 体 上 

所 形成 的 DNA 也 转 往 父 本 。 

copy-choice recombination #§48)#}2 B48 

[ Lederberg» 1955 ]: 入 解释 染色 体内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nation) 的 假 认 ， 

它 东 不 是 一 个 表现 遗传 股 (BAR. RAD 

f ) Hy zcih. RRR, RA 
染色 体 租 成 或 其 次 单位 的 配对 ，【( 若 在 他 们 
eles, hi SSR SAR ) 在 一 股 上 

—RoHBR ER ERERR, AE BF 

配对 的 另 一 股 上 ， 冰 开始 与 已 存在 的 遗传 信 

BE RFK RARE fk MRAZ IK 

含有 不 同 的 等 位 基因 ， 划 产生 一 个 重组 体 的 

染色 体 ， 站 具有 一 个 ， 和 另 一 个 的 一 些 等 位 

基因 ， 而 此 过 程 造成 一 非 相 互 重组 体 。 假 如 

REGARERA RZ is, AEH A 

Mis [ OAR aR Hz% (partial replica 

hypothesis) ] 。 

copy error #9 $Ug#R : 在 DNA (DNA 
replication) @##?, £448 *# (gene 

mutation) H#x~ 

copy error lag #9 $/$2i8 732 [ Braun ， 

1965 ] : BRARAP, —PRkAES BF 

极 酸 后 产生 基因 突 丢 ， 而 时 间 消 逝 在 氨基 千 

合 与 氨基 顺序 的 永久 改 车 间 ， 此 谓 之 复 倪 销 

ae WEIE o [ OSB IK (segregation lag) ]。 

co-repressor 共 抑 制 物 [Jacob and Monod: 

1961 ] : 由 一 个 特定 抑制 物 (repressor ) 

和 结合， 而 在 代谢 作用 中 ， 抑 制 酵素 形成 的 一 

个 代谢 物 [ — 1 RH (anabolic) fF Fis 
HRED). 

correlated response 相关 反应 [ Wigan and 

Mather» 1942 ]): HR-BUF REeWLH 
Hk, BEA BAH (selection) 之 车 果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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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 eH ) MEK (character) 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8REiK 2X : 测定 二 个 或 

二 个 以 上 和 数 间 ， 相 关 程 度 之 保 数 - 

cortex 皮 属 [Cpcempers，1940 ] : | 动物 

细胞 外 围 的 细胞 质 区 域 [外 质 (ectoplasm Jo 
包括 围 艇 粗 胞 的 细胞 膜 (cell membrane), 

它 调 和 了 和 格 胞 和 辟 卉 的 交感 作用 。 在 卵 租 胞 

AER ER ( Paramecium ) Ff, SiR PAH 
B, EPIRA AML ( differentiation ) 

Ly Pie BH [ Raven» 1961 :Son- 

neborn » 1963, 1964]. EY RHF 

AF RASHES. ”皮层 范围"(cortical 

field) ZF Se Ra ON An ATR EAR LA 

PERR EH. Kiem REA ST HR Z 

firfl IPR Te RATA ZR (polarity) AIA 

称 人 性 (symmetry). RAIRAMEE, K 

假定 是 储存 於 杷 (nucleus) » Mia'A AlARAe 
皮层 (cell cortex) 内 的 。 

cortical granule ”皮层 粒 [ Allen and Ha- 

gstrom, 1955 |: FF HVE VAY 
体 ( ER 0.5-0.84um) ， 冰 发 现在 卵巢 

fy RAM (cortex). EMA] HE RBI IBA 

物 的 消解 体 (lysosome) Ff, HB RIRK 

FEDESRZIS > ABB HTIEA CE: 

Rew. LRH SRA, (DPR 
阻止 额外 精 母 细胞 (supernumerary sper- 

matozoa) A SSM BA. 

cosmic ray FRR: HHRAREAEEH 

电磁 (electromagnetic) 辐射 和 高 能 粒子 。 

cost of natural selection § 98/844 [ Hal- 

dane» 1957 ): 於 演 化 中 ， 随 同一 个 相对 
基因 篇 另 一 相对 基因 取代 之 寻 择 消失 之 数目 ， 

取代 之 过 程 包括 降低 集 园 送 合 度 (fitness) 
而 产生 一 个 遗传 负荷 (genetic load). 

cotransduction Fem: 多 於 一 个 遗传 标 证 

基因 (marker) HER. CPROMHKR 

铀 ， 有 时 能 揣 带 一 段 足 勉 长 度 之 细菌 染色 体 ， 

相互 转 遵 於 紧 密 连 镇 之 和 遗传 基因 座 上 。 

Cotvalue Cot 值 [L Britten and Kohne ， 

1968 ] : 用 以 表示 DNA 复 性 作用 (re- 

haturation) 之 速率 , 此 值 用 以 决定 基因 租 
(genomic) 的 和 组 成 。 

Cot 值 之 定义 是 C, xt [C, 是 以 磷酸 

DNA 摩尔 (mole) RAF TMM BK 
示 DNA 开始 之 省 度 ，L 是 在 标准 状况 下 复 

cristae mitochondriales 

性 作用 之 时 间 ( 秒 ) , 菠 以 对 数 表 示 其 范围， 

从 10~* Fi 10* [ tes unit “ ml X hr” 

2=Cot Jo 

Cot 1/2 EC, x tive Ft 1/2 是 50 

多 很 性 作用 所 需 时 间 ，Cot 值 之 日 位 是 每 秒 

摩 葬 ， 每 升 , 或 每 时 x 0.5 之 交互 吸收 埋 位 。 

FEE Cot 值 之 DNA 复 性 作用 [ 10 

到 10 ' ) ， 含 有 高 的 重复 顺序 (repetitive 

sequence) 中 ,Cot 值 之 复 性 作用 是 以 中 等 重 

@ (10°F) 10°)». Bcot ABR) Rie 

有 重复 。 

cotyledon $3: FH (dicot) MM, 
AF HRVANLE, ER-BORRCS 
| 

coupled reaction (R&B: 在 热力 学 (ther- 

modynamics) 上 上 处 於 不 利 地 位 的 反应 ， 若 

与 另 一 个 热力 学 上 有 利 反 几 共同 发 后 时 ,此 

一 反 座 向 产物 (products) 的 方向 进行 。 
coupling 相 引 [ Bateson» Saunders 

and Punnett 11905 |: Oli 12 HE! (cis- 

configuration) 。 

covalent bonds HRB: 原子 间 共 分 电子 而 

形成 吻 有 力 的 化 学 键 。 

covarion #%[ Fitch and Markowitz» 

1970 ]: 一 个 基因 (gene)， 其 字 码 子 (codo- 

ns) 同时 移民 ， 形 成 有 利 的 突 释 ， 或 在 突 释 

中 ， 造 成 很 小 或 无 效果 的 胺 基 酸 赎 换 。 

cp = 化 学 纯 质 (chemically pure) 。 

C-pair C-##H[ Levan» 1938]: 
C - ARB ( C-mitosis ) . 

crenelate SEHIIKAY > 
crisis period (2a HA: KERMA? RAMEE 

FRSA E FR BR, SRAKRMH (seco- 

ndary cells) BHEC, RAERAH MA 

才能 存活 。 

criss-cross inheritance 交叉 中 信 [ Bridges, 

1913 ] : at‘ (inheritance) 。 

cristae #§R[ Palade,» 1953 ] : BH 

粒 线 体内 部 膜 ， 闷 有 ATP BZ) RARE 

b> RB PR BRR RRA RY RR ME 

AZOyeakh MARDER. 

cristae mitochondriales #/R ARAL: ARH 

PBRHAMAH [ 冠状 (crest) RB 

( ridge ) ] 。 具 冠状 突起 粒 线 粒 之 Rae 

(mitochondria ) ， 通 常 发 现在 具有 强烈 呼 



cRNA 

Ria TFA Z Sr RAP ( AOR Re BAA 

胞 中 ) » FER MER PHAR H 。 
cRNA 互补 RNA: RNA 分 子 互 补 到 特定 染 
色 体 DNA 顺序 上 [ O#@# RNA (chro- 

mosomal RNA)】] 。 

cron 克 龙 [ Huxley» 1957 ] : 演化 过 程 ， 
的 时 浊音 位。1 cron = 1,000,000 年 。 

1 kitocron = 10" 年 。1l1 milicron= 

1000 年 

cross “交配 : 在 遗传 上 ， 不 同 之 倘 体 将 其 中 

传 物质 组成 到 一 起 ， 以 达到 遗传 重组 (gene- 

tic recombination) 2 HAJ. jah sa 

下 列 一 些 过 程 有 了 天。 

| 在 高 等 生物 (in higher organisms) 之 有 

性 生殖 (reproduction) 中 ， 遗 传 交 配 的 完成 

EAR L Ec (karyogamy ) ] MR BY> 

列 之 过 程 。 

2 在 稻 菌 中 (in bacteria), ja (ashe 
径 由 无 性 接合 作用 (conjugation) » #2 
(transduction)>» ttiR#&(sexduction) Als 

化 (transformation) 2 #3 R (para- 

sexual phenomena) 而 完成 。 

3 在 病毒 和 吃 菌 体 中 (in viruses and ba - 

cteriophages ) , 3 (42 Ac 2 7 [al SE A 

主 组 胞 的 复 感 染 。 若 组 菌 同时 被 二 个 或 三 个 

不 同 病 毒 颗 粒 感染 ， 则 过 种 交配 请 之 “人 双 条 

的 “(biparental) 和 “三 条 的 “( triparen- 

tal ) 交配 。 

crossbreeding #37 G#S ‘= # & ( outbreed- 

ing ) o 

cross-feeding Bee: > ZATEA) (syntro - 

phic )o 

cross-fertilization RASH: D4 (fer- 
tilization )o 

cross-induction ” 互 诱发 [ Borek and Ry- 
an» 1958 ] : O&4# (induction) 。 

crossing barrier ”杂交 障碍 : 任何 遗传 控制 之 
机 制 ， 抑 制 或 至 少 马 重地 降低 一 个 族群 中 之 
个 体 与 另 一 族群 个 体 杂 交 之 能 力 ， 杂 交 障 碍 
之 形成 ， 是 自然 选择 (selection) 之 基本 副 

EM, TAR Am, ORR AI 
己 之 演化 路 径 。 

crossing-over 交换 [ Morgan and Cattell; 

1912 | : RRM ABA® (proto-and 

eukaryotes )— th » Shey pate A. 
造成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的 情形 。 正 常情 形 下 ， 由 於 相关 位 革 沿 着 染 

色 体 配对 的 同 质 连 钙 单位 上 ， 发 生 对 称 的 断 
裂 和 横 的 重 和 结合 节 段 之 互相 交换 。 进 行 交 换 

£5 > F BEI > BAG BARE 。 

ERREDP, SRIRAM 

分 裂 时 发 生 : 

1 BRYA meiotic crossing-over): 

在 适当 之 材料 中 ， 交 换 可 以 在 题 微 复 下 观察 

到 同 质 桨 色 体 冰 交 叉 (chiasmata) 的 形成 。 

FEET RK TB (meiosis) 的 一 群 特 胞 ， 共 

一 染色 体 对 上 ， 任 何 雨点 问 交 换 的 事件 ， 和 与 

此 二 点 问 在 实质 上 的 距 砍 有 需 [ Ome me 

(genetic map) ] . 2G b, 交换 的 过 程 ， 

是 由 虹 质 的 人 后裔 中 ， 重 租 个 体 的 比率 。 和 从重 

租 体 的 部 份 ， 可 以 计算 产生 个 体重 组 的 配子 

[ > 4m (crossing-over value)， 重 组 

值 (cecombination value) ] ， 而 个 体 的 邵 

份 和 重 租 配 子 的 如 份 是 相 一 和 致 的 。 

图 26. BRT Rm CAH MARAE . Hb tk Ue 5 8 BU 3 te J0 
在 第 一 次 后 期 (AI ) 中 的 染色 体 分 欢 和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末 期 时 ,四 个 单 倍 体 产 

物 之 组 成 。 

anal 

和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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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BRRADEHSSEKR, URERHIBR , F-—-ROABRRHLEAROeM 

和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末 期 形成 的 四 个 单元 体 产 物 的 遗传 组 成 , 此 多 交换 (a) 是 逆行 的 

[相互 交叉 ] , OMB CHBERI (和 (上 顺 行 的 。 号 

任何 减 数 分 裂 之 交换 模式 WARS 

个 主要 条件 : 

a. 重 和 组 通常 是 交互 的 (reciprocal)o( 图 

26 ) 

b. 每 一 情形 都 包含 二 人 条 同 源 桨 色 体 之 四 

染色 分 体 中 的 二 条， 所 以 只 有 溅 数 分裂 四 个 

产物 中 的 二 个 具有 染色 体 交 换 之 结果 。 

c. 二 个 或 多 个 交换 (multiple cross- 

ing-over ) [ #2¢#@ (compound cross - 

ing-oveDj ， 可 以 包括 所 有 四 个 ， 三 个 或 只 

有 四 人 条 染色 分 体 中 的 二 人 条 。 假 如 同 源 连 镇 神 
造 ， 包 括 相同 的 二 人 条 染色 分 体 ， 发 生 二 个 交 

fh, FRR “eth” (regressive) [ MH 

交换 (two-strand exchange) ([Hi27a)] ; 假 

MAES AA HAH Ew > Bl Bz “he 

#9” (digressive) [四 股 交 换 (four-strand 

exchange ) (图 27b)] ; 假如 包含 一 条 普通 

染色 分 体 , 则 请 之 ” 顺 行 的 “ (progressive) 

[ 三 股 交 换 (three-strand exchange) ] 。 

特别 形式 的 交换 疆 之 “ 不 等 或 不 正常 ” 
( unequal and illegitimate ) 交换 。 不 等 

交换 (unequal crossing-over)j[ Sturte- 

vant ,1925 | 产生 一 人 条 包括 一 个 基因 出 现 、 

二 次 上 重复 (duplication )] 和 另 一 条 则 缺 

少 [ 缺失 (deletion) | 此 基因 的 染色 分 体 。 
不 正常 交换 (iiiegitimate crossing-over) 

[ Darlington» 1932 ], ZHERREAR 

eG Ui RSE Be A CE ER 多 信和 体 之 



crossing-over homozygote 32 

王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B28. 图 示 体 细胞 ( GROW) 交换 和 其 在 一 仅 畏 质 千 合 Aby aB SHER, 
() 二 基因 座 之 间 的 交换 造成 一 个 bb 点 ， 
一 佰 双 生 点 。 

同 源 或 近 同 源 (homologous) %f SE [x]. 

2 有 半 分 裂 或 体 租 胞 的 交换 (mitotic or 

somatic crossing-over) [ Stern» 1936]: 

BK BERS EMMA RRE St. 

BRN RET Be EH SR. 

( fei 28 ) 

6 Si 3c RZ RG RP IE : 

a) ASR EAA AZo 

b) 定向 振 列 的 方式 ， 所 以 和 染色 体 中 节 

Hy ASRS MTR ERR BR 

RAZR REAP 1 + 25 72S RH— 

#41! +2’ A 5-M RRR, 
SKRSFTREERASAAH (BBA 

bb ) MRBRBRRERAEH (B/d)o 

Hae da bb DR EEMERDE 

SAW (M28a). VRBHERABE 

SiR, ARRARKREREH~ 

假如 1+ 2 分 布 到 一 极 而 1 + 2 到 另 一 

细胞 极 时 ， 在 中 和 节 和 二 个 恰 质 基 医 座 的 第 一 

便 问 的 单一 上 笨 竹 胞 交换 , BI R— BS Raa 

和 bb (#28b). 1+2'X (—-@R®) 和 
1 +2 式 ( 另 一 模 ) 的 分 布 型 式 ， 使 原来 慷 

Beak She . 

crossing-over homazygots 同型 辕 合 交换 
[ Renner» 1941 ] : OMA € (com- 

plex heterozygous) o 

crossing-over map Wie FInRTRAS, 

fF 2 (linkage group) FER WS 

FARR PE MEPS 2 1@ HB ( genetic map) ) 。 

crossing-over modifier 22 (MHRA : 任何 基 

中 季 和 第 一 基因 座 之 关 的 交换 ， 造成 

AR KRESS SHS TS RMP CRA 

度 。 一 般 交 换 的 减少 较 增 加 容易 。 圣 於 轩 近 

或 包含 在 淆 造 改 于 的 区 坡 , 很 少 有 例外 情形 ， 

TRIP SREBRBEA RED) BR) 

之 交换 值 。 而 一 候补 偿 性 的 增加 ， WR 

Sa RE B (aberration)v MH. 

crossing-over position interference 交换 位 置 干 
摄 [LFprtepoxse ，1965 ] :ORAFR 

(chiasma interference) ° 

crossing over potential RBH: ERPS 

下 所 老 察 之 染色 体 节 段 的 交换 基数 。 

crossing-over suppressor 交换 阻 迁 因子 : BE 

PIETER RRA HRS 

ERB TABERARL = C- RF(c- 
factor) ][ OX SH A(crossing-over 

modifier) ] 。 

crossing-over unit REG: = 图 请 单位 

(map unit) 。 : 

crossing-over value ”交换 值 : —HBBERE 

的 交 斤 频率 [ ULE (markers)]. HK 

遗传 和 焉 卉 在 固定 时 ， 一 个 过 镇 构造 特定 地 

区 的 重 租 ， 常 党 是 一 定 的 ， 而 且 同 柑 的 利用 

交换 信 而 得 出 焉 传 图 请 (genetic map)。 当 
BRLERE PER RES BAB. 

crossover chromatid ”文摘 染色 分 体 : HAR 
REE RAT EH AMAR w(cross- 
ing- over) 7 4 (interchange) 结果 的 任 

何 桨 色 分 体 。 交 痪 染色 分 体 通 常 可 由 节 段 重 
4g (recombination) #8. 

cross-pethwey regulation ”交叉 路 径 调 节 : 包 



含 一 个 没有 相关 路 径 酵 素 ( 基因 ) 调节 的 代 
谢 物 ， 与 代谢 物 调 节 合 成 有 关 基 因 之 调节 相 
反 。 

93 

cross pollination #7E#H) : 一 花 与 另 一 不 同 . 

基因 型 花粉 之 授粉 。 

cross reacting material ”交叉 反应 物质 : 由 突 

释 基 因 产 生 的 一 个 蛋白 质 。 它 入 酵素 的 不 活 

fe» (AHA RM ZAM Be eK 

A 野生 型 ) HAA (ARAB CRM). ® 
M88 FEA: CRM 的 请 之 正 CRM (CRM+)。 

BRAKE A CRM 的 , 叫 负 CRM(CRM-)。 

crossreactivation 交叉 复活 作用 [ Luria ， 

1947 ] : BRANES He 
Mi(bacterium) RAKRRR, NERA 

REPRE RB RBA BRL 利用 

UV 辐射 或 底子 化 辐射 ] 。 而 彼此 之 问 在 其 

遗传 基因 座 上 有 一 个 或 更 多 的 不 同 = BSE 
EHR (marker rescue)] o % VBA 

"用 的 解释 ( 符号 CR ) 是 : 假如 一 个 照射 的 
(irradiated) 噬菌体 基因 和 组 (genome). i 

入 一 个 区 菌 租 胞 ， 同 时 具有 一 个 完全 活性 而 

未 照射 的 图 菌 体 基因 和 组， 可 以 供给 以 产生 哗 

菌 体 后 毅 记 必需 的 生理 功用 ， 然 后 位 於 无 法 

损害 地 区 基因 的 基因 座 ， 能 篇 一 个 碍 狗 之 有 
活力 噬菌体 的 道 傅 重组 ( genetic recombi- 

nation) 从 损伤 的 基因 租 中 拯救 出 来 上 Po - 
ermann, 1955 ] 。 

一 个 特定 标 芋 基因 的 交 尺 复活 作用 之 机 

S, KAAS ROM MY . — we Aes 

EAE—REM RRR, SARVBAARZS 

5 Ba eA fs) BP EY TB no 

事实 上 ， 基 因 复活 作用 不 是 使 不 活性 噬 

菌 体 的 复活 作用 ， 而 是 一 个 无 活力 吃 菌 体 基 

因 租 进 大 到 一 个 有 活力 者 之 重 租 邵 份 的 千 合 

KER. 

cross-sterility ”杂交 不 稚 性 : 因 入 遗传 或 细胞 

的 人 条件， 内 有 正常 形式 及 具 功 能 配子 。 但 二 

交配 个 体 之 间 ， 在 杂交 时 受精 作用 的 失败 

区 不 和 合 性 ( incompatibility ) ] 。. 

cryptic 隐藏 的 : | 基 於 不 正常 减 数 分 烈 的 染 

色 体 配对 构 形 ， 而 无 法 吉 别 构造 上 壤 殿 质 的 

(AGS. (| 隐 人 性 构造 杂种 (cryptic structure 
hybrid ) ] 。 

2 由 隆 性 基因 控制 的 多 能 型 (polvmor - 

phism) 的 形式 。 [ 隐 性 多 能 型 ( cryptic 

C value 

polymorphism ) ]。 

3 表 型 非常 相似 的 物种 (species) ， 在 

正常 条 件 下 却 无 法 杂交 ， BRE FE (cryptic 
species) ] o 

cryptic species 隐 性 种 : 表 型 相同 的 种 ， 在 自 

然 情 形 下 不 会 形成 杂种 的 (hybrid)。 
cryptochiasmate 隐 交 又 | white, 1974): 
RRR (meiosis Hh HRA BETS 
生 (spermatogenesis) f¥— 1K # (bivalent) 

的 延 膛 开展 . 在 此 种 情形 下 ， 交 叉 只 有 在 第 

一 后 期 前 的 一 段 短暂 时 间 可 被 林 察 到 [Ow 

交叉 (achiasmate) } © 

cryptochimera RB SAS: FAH By LEAR AY 

te & #8 (chimera) 。 

cryptoendomitosis FE A+8#5 2 [ Bauer, 

1952 J}: —(hHtzARH>RB (endomitosis) 

BAT (interphase) MR, CRI 

$e Ba Ay RR A BE FEB. 。 包 却 目 
(Diptera) 的 多 入 (polytene) BARAK 

PI HRBALARTAE - 

CsCi centrifugation 2 (b3@REDIA : O44 

jack (equilibrium centrifugation ) 。 

C-terminus C- 末端 : HEAKR(peptide chain) 

BOK im » Se APS RE ° - 羧基 (alphacar- 
boxyl group )7 RHEE. 

“C’'type particles “C” 型 颗粒 : 一 群 RNA 
病毒 ， 因 其 在 电子 题 微 镜 下 的 外 形 而 得 名 ， 

“C “型 显 粒 中 央 有 一 具有 RNA 的 BH 
(nucleoid) ， 可 能 是 许多 肉瘤 (sarcomaj 及 

白血病 ( leukemia ) 的 病因 。 

cull 剔除 之 物 : 从 一 育种 原 种 (stock) 中 ， 
PR WIR ZS HH 。 

culture alteration {2% : HRMMWARM 

ee FRAC, DREDTEIRE, SER 

成 ， 对 病毒 感染 力 ， 养 分 需要 ， & PETAR 

(malignant ) 性 状 的 改 车 。 

cumulative gene 累积 基因 [ Nilsson-Ehle> 
1911 ] := Xx 842k Alpolymeric non- 

allelic genes) [CO ABRAEA (gene 

interaction) ] 。 

cuticle .角质 慎 : 4k Ria NSE AY BAS 
(lipophilic) 信息 的 沟通 。 

Cvalue C 值 LSwirt ，1950 ] : AwAy 
中 ， 每 一 基因 租 亦 即 每 一 染色 贞 和 组 之 DNA 

含量 ， 二 佰 体 核 DNA 之 含量 通常 以 2C # 



cybernetics 

m, KARTS (mitosis) HERZ Mb 

DNA 2Hjea IMs,» BE _ 4C 之 量 信 止 。 

SAM BRA eT RIT 

KBB IC Z DNA me 

cybernetics “和 神 径 机械 学 : 在 非 生 物 或 生物 系 
统 中 ， 自 控 机 制 操作 的 一 套 原理 。 

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8AR4% 4 8 

jRRE. cAMP : 一 个 调节 化 合 物 ， 包 含 在 酵 

素 ， 生 长 素 和 基因 调节 之 活性 中 ， 其 作用 篇 

目标 器 官 中 和 细胞 上 生长 素 作 用 之 中 间 座 物 ， 

它 亦 包含 在 许多 还 传 控制 系 梳 下 ， 薄 能 使 代 

竺 作用 逆转 ， 在 细胞 中 之 cAMP 就 如 种 种 的 
和 组 菌 或 动物 细胞 , Sh HARA RR (adeny- 

late cyclase) 作用 之 ATP 产生 。 

cyclic GMP 环 状 GMP : BERK RM 
(guanosine monophosphat 日 的 磷酸 群 在 内 

AURBEM RBRVS F (3 5! RAT 

问 形 成 磷酸 二 酯 键 (phsophodiester bond). 

cycloheximide ” 环 已 亚 胺 : 重 白质 生物 合成 
抑制 剂 之 一 。 

cyst 胞 囊 [ Davis,» 1908 ] : 1 一 群 精 原 

细胞 (spermatogonia), 精 母 细 胞 (sperma - 

tocytes) ”或 相同 起 源 之 早期 精子 (sper - 

matids) 东 含 胞 讲 腊 包围 的 。 

2 任何 包围 之 构造 ， 而 通常 镶 一 个 腊 

(membrane) 。 

3 一 个 静止 之 抱 子 (spore)。 
cytaster AAS | Flemming» 1882): 

包含 中 心 体 (centrioles) 之 似 星 状 形 像 之 一 

fi. LEAMDRARMBOR Me, He 

No Ai AIK | OH ATRHY-s (mitotic 

center) | 。 

cytocatalytic #faie(t : 由 突然 在 外 形 上 突 

三 开始 的 一 种 演化 方法 ， 通 常 由 於 染 色 体 租 

Mis, 较 少 由 於 单 独 染 色 体 的 增加 或 减少 。 

cytochmera 和 细胞质 嵌 合体 [Der man: 1947): 

不 同 的 组 徐 区 域 或 组 梭 (tissue) 中 其 染色 

体 数 不 等 的 谋 合 体 (chimera) [ = RHR 
合体 (chromosomal chimera) ] - 

cytodifferentiation 细胞 分 化 : HBA IK 

MAE RRA MR. DRE 

上 之 分 化 1 Susman » 1964 ] . Mf 

化 ( cell differentiation ) 发 生 认 个体 发 

® (ontogenesis) ii, 4 fiat RE me 

以 设 明 细胞 分 化 之 过 程 [ Susman» 1965). 

1 Mok BE. CHK MPa 

RHBEKH, CTRAAAFZ HBR ek 

E77, HOPRRARALABM, RH 

或 化 学 租 成 上 称 定 之 修 节 作用 ， 此 征 变 化 类 

似 突 丢 。 组 胞 沿 不 同 之 分 化 过 程 ， 而 使 租 胞 

问 在 形成 种 系 (germ line) Fy EARLS 

Ro 
2 MAAR (be SS ASE ( gene acti- 

vation ) A9ASAl TFA: © MMB TE—FE RS Tel 

内 的 某 些 功用 ， 而 非 其 他 基因 造成 。 环 卉 因 

子 被 训 壤 可 以 催化 基因 之 活动 ， 或 在 皇 自 质 

合成 时 ， 本 来 售 不 活性 之 基因 产物 ,或 是 本 

来 禽 活性 却 成 镶 不 活性 之 基因 ， 基 因 活 性 之 

ER SIR ( 信息 RNA) 之 合成 控制 时 引 
起 和 结果， 利用 此 信息 以 合成 蛋白 质 ， 以 及 重 

白质 本 身 活 性 [ithe (genetic re- 
gulation)] o MERAH CER: RAR 
是 发 生 之 结果 ， 而 造成 表 型 上 显著 的 改 绝 。 

铺 此 细胞 分 化 之 模式 ， 在 染色 体 和 组 内 之 基本 
TERS, Mosk Mi Ritz il, fe 

遗传 上 和 种 系 内 之 租 胞 将 是 完全 相同 的 。 一 

个 胚 细 胞 (embryonic cell) 对 分 化 成 一 特 

TER PUB ES AZK 2 RGF (competence) 与 决 

定 (determination) ， 包 括 许 多 基因 之 活性 

革 它 分 化 (differentation) ] ， 和 与 特定 组 胞 

形式 之 秀 胞 分 化 有 需 的 基因 作用 系统 群 相互 

作用 ， 而 产生 改 千 的 稳定 与 维 种 路 径 syad - 

dington(1942) BKKER “BAER ” 
(creodes) 。 

细胞 分 化 是 发 育 上 不 可 缺少 之 如 份 ， 於 

早期 合子 经 过 重复 之 有 秋分 裂 ， 成 禽 多 和 胞 

[ ORERRF (embryonic development ) 

以 及 所 有 之 和 胞 都 将 获得 等 量 之 遗传 租 成 ， 

但 多 租 胞 胚 之 不 同 邵 分 ， 则 产生 不 同 的 细胞 

形式 ， 其 特征 念 含 有 不 同 蛋 白质 之 卖 现 “一 个 

有 顺序 胃 胞 分 化 之 必要 人 条 件 是 一 个 全 邵 调 节 

计划 ， 东 保证 在 发 育 上 的 改 绝 的。 

1 有 一 定时 间 顺 序 之 发 生 。 

2 有 空间 限制 多 和 细胞 轩 之 某 些 特定 竹 胞 。 

3 特定 之 延伸 。[ 它 调 幅 (modulation) ] 

cytogamy 彻 胞 配合 ; MARDH RS [Wichter- 

man» 1940 ] : 和 角 胞 之 融合 或 接合 (con- - 

jugation) » ; 

cytogenetics ” 稻 胞 遗传 学 : hte (gene - 

tics) 全 细胞 学 (cytolngy) 所 发 展 出 来 的 一 



Po. RANA MINS Rms ( 龙 其 是 

染色 体 ) 的 基本 问题 ， 特 别 是 在 遗传 系统 上 

之 研究 。 其 主要 研究 的 对 象 ， 包 括 染 色 体 在 

有 入 及 沽 数 分 烈 时 之 行 信 ,及 其 与 基因 重组 ， 

转移 的 天 傈 。 而 现代 所 称 之 分 子 细 胞 遗传 学 

(molecular cytogenetics ) 偏重 於 化 学 方 

面 之 研究 
cytogony 稻 胞 生殖 [L Hartmann» 1904): 

EA ita (配子 或 非 配子 ) 之 生殖 。 [Ose 

i £58 ( somatogony ) ] 。 

cytohet FMR [ Sager» 1973 ] :一 
MiGs maa EAA. AAA 

同 的 一 个 或 更 多 基因 。 重 复 显 性 之 名 说 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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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 8A hh — (i RAM AHO RAS EAS - 
一 是 产生 的 唯一 产物 。 

cytokinesis ”和 组 胞 质 分 裂 [Whit man» 1887 |}: 

一 个 租 胞 之 胃 胞 质 避 分 之 分 裂 过 程 ， 以 及 子 

AER Tr EE Oy BAAS AR ( 与 核 分 裂 不 同 )， 

FAH EAE PR ST AA. ch BE 
Z4rn MAA Me FH AAA ， 
ERADEABE. CHH-BMRA RH 

的 相互 作用 所 引起 , LMMAES RARER - 

稻 胞 质 分 裂 一 般 是 与 杷 分 型 同时 和 进行 的 。[ 叫 

RH (meiosis) 或 有 丝 (mitosis) FW). 

但 有 一 些 特殊 的 情况 下 , 在 极 分 裂 之 后 ,和 胞 

ERETTA , MIBK T SHIR B (plas- 

_modia ) 或 合体 细胞 (syncytia) 。 

动物 与 植物 的 组 胞 分 裂 机 制 是 不 相同 

(网 图 29) 。 前 者 之 分 裂 是 由 於 极 之 RA 

(cortex) ih, PKRRBRATA LOR 

(cleavage) ]» MMi? AZ ai, AB 

HREASHBE RR AUK SR AK (acti- 

nomycin) 收 逢 的 物质 ， 使 备 胞 成 篇 一 个 加 

形 。 过 种 收缩 所 需 能 源 来 自 ATP 键 断 裂 时 

放出 的 ， 而 过 种 和 胞 质 的 箱 险 ， 在 分 裂 完成 

时 变 得 更 紧 一 些 ， 一 直到 分 裂 完成 ， 最 乒 在 
BALZER RH AME 

PUG Ac BA TUR : 

1 由 中 央 断 裂 ， 可 能 从 周 图 开始 发 生 ， 

INF) HE A — BARA ( BA te OD ZS 

胞 中 ) 。 

2 偏向 一 极 断 烈 ( BBE ie 

胞 ) ， 通 常 是 因 久 中 节 和 星 芒 体 引起 ( 较 小 

的 星 蕊 体 走 向 的 极 则 坑 较 小 之 和 胞 ) 。 

3 断裂 之 完成 是 由 人 於 子 细胞 拉 向 两 端 ， 

cytomembrane 

有 时 在 子 粗 胞 会 形成 柄 ， ( 很 多 种 的 动物 组 

胞 均 有 此 情形 ， 特 别 是 变形 盘 的 胃 胞 ) 。 

4 断 列 是 沿 不 规则 的 路 径 ， 它 是 由 和 细胞 

的 表面 差 民 所 决定 。 

在 植物 和 细胞， 分割 幅 ( phragmoplast) 

及 细胞 板 (cell plate) 之 形成 而 亲 致 血 胞 分 
24, eM S RK, AK 4 (endoplasmic 

reticulum ) Al 3 @A%K @ (dictyosome) 

之 移动 及 在 赤道 板 之 小 胞 状 物质 之 融合 ， 均 

坊 正 常 租 胞 之 主要 成 分 。[ ORM (phrag- 

mosomes)]。 

“均等 on Bey EZ (equal cytokinesis) 

之 名 若是 用 於 当 母 和 细胞 分 型 成 二 个 大 小 移 相 

等 之 子 租 胞 。 不 均等 "分 烈 (unequal cyto- 

kinesis WA RMA T Ai, Ete Bm 

& LABS FT Mle. 

cytokinin ha SR : BR PARE fz fF 

用 ， 而 能 促进 植物 细胞 质 分 裂 (cytokine - 

sis) 的 物质 ， 和 细胞 分 型 素 与 植物 之 其 他 生长 

素 在 植物 正常 生长 与 秦 育 上 具有 重要 之 角色 ， 
其 具有 特定 吸水 物 与 无 特定 力 的 落水 物 。 构 

造 上 使 特 胞 分 裂 刺 激 之 作用 ， 入 第 6 位 置 之 胺 

基 。 和 胞 分 裂 素 之 作用 包括 1 BRIER 

季 DNA ，RNA 蛋白 质 及 叶 胺 生物 合成 ， 

2a BK, RFRSRORS WH 3 促 

进 开 花 和 种 子 之 发 七 ，4 AMAR Re 

和 代谢 物 之 运动 ，5 保存 花 、 果 实 、 蔬 茶 和 

革 片 以 防止 老化 。 

cytology AiR: WAM Ha, A. 

SA SRRKREBH.[ -MRtHs ). 

“ MMS” LARBKEMBA Sie. 

cytolysis 细胞 溶解 。 
cytolysosome 稻 胞 消解 体 [ Noviko ff ,1960 上 

任何 一 种 增 大 的 消解 笨 (lysosome), EA 

BEN RIK MiAKS. APE fa 

SM (cytolysis) PRwWATA, Ba 
“eure pete ” (areas of focal degrada- 

tion) » “Ame Bf” (autophagic vacuo- 

les) #RiR® 

cytomembrane ”和 组 胞 膜 1L Sjostrand ， 

1955 ] : BMA 0 RMA (membrane 

system) 的 基本 单位 [ OB MR (unit mem- 

brane) ] ， 东 由 成 对 之 膜 所 和 组成 ， 其 问 之 

7S BAB FS BME (cisterna) MARY RAL 

面膜 ( 表面 有 颗粒 ) [ 又 称 a 40% MH (alpha 



cytomixis 

2 

BD. SRACTRHSRCHBAUR 
在 动物 { 1 和 2 ) 和 植物 ( 3 和 4 ) 钾 
胞 之 细胞质 分 有 型 的 不 同 模式 。(a) 中 心 体 ; 

人 极 冠 或 极 中 心  CRABRHSE ; @ 

he; e)emthee : HE MBE; 

QA ARRAS CHER AS 
2: OPUS; HMR (D1INZA 

mR ARCA ADB 
(43H); 304 8MRATRL Re 
BRAZARABHRBRA CUE 
de Roberties, Nowinski; Saez; 

1965) . 

cytomembrane) » PIMAARAR ] ， 

及 光滑 面膜 [ RN, VBE tow wm (Beta 

cytomembrane) » AMARMRBR : 7 
jaf, (gamma cytomembrane) ， 例 如 高 

MARRS 1. SRR BOAR ST Mie 

Bi fy hs AB 。 
cytomixis ”用 胞 融合 LCoetes，1911 2: : 

一 逢 染色 质 (chromatin), GHA AiG 
路 质 内 的 一 彻 现象 。( 通常 发 生 在 花粉 生 粗 

A. SERB ATRAB LES: 

珠 心 和 子 房 类 胞 ) 。 

cytoplasm ”细胞 禄 [Srcspxrger » 1882): 

细胞 (cell) ABR T Milae (nucleus) [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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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yoplasm) ] 及 细胞 壁 (cell wall) 以 

外 之 麻生 质 称 之 。 粗 胞 质 由 细胞 驱 (cell 

membrane) SA AASBA. RRM M(nuclear 

membrane) Mish. RAAB 

mA BRS (carrier). ERYVATR 

flip AXA (cytoplasmic matrix) Kia 

质 之 和 络 胞 器 (cytoplasmic organelles). 

|. 细胞 质 基 质 ( cytoplasmic matrix : 除 
JET RRS TI BSH MRAM HARE 

MAS SIR. BAS “ wR” ( ground 

plasm ) ， 它 是 包括 大 分 子 链 和 分 子 聚合 物 

之 一 种 刁 质 系统 ， 在 其 他 物质 还 包 含有 很 多 

酵素 ， 新 陈 代谢 之 保存 物质 及 其 水 溢 液 中 主 

要 是 含有 可 溶性 的 先驱 物质 。 

2 aia z faze cytoplasmic ozganell- 
es 404% tom fi (cell membrane)» FA 

{#8 (endoplasmic reticulum) 将 和 细胞质 

SRARACRA. EM (plastids), RAM 

( mitochondria ) #4%#% (ribosomes), 

SRG 4 ( spherosomes )>» 7} #@# (lyso- 

somes), Poff (centrioles) ,高 责 基 大体 

(Golgi apparatus) WW 43k H Hf (tono- 

plast) = } 

大 多 的 细胞 新 陈 代谢 及 生化 合成 之 功用 

. 都 发 生 在 关 胞 质 内 。 而 过 些 作 用 都 人 受 基因 

{gene) 之 控制 ， 在 胚胎 发 育 〈embryonic 

development) Z3A#, MHABAKH 

SARABCE HSBHReCKE [Om 

胞 分 化 (cytodifferentiation) ], MRR 

RGMSBAKR KARMEL. 

cytoplasmic inheritance #100 BGS : ARB 
於 染 色 体 决定 之 性 状 eharacters) 或 特征 的 

AS [ =FEPERRIGRE ]. [Ome 
Sf # (cytoplasmon) ] © 

cytoplasmic maie sterility emer : : 由 
RABRAT. MBRTEBHRA (abor- 

tion) » SAREE C POZE TEM 
恢复 基因 (pollen restore gene) 情 形 下 ] 。 

He PEA ESE] Bs cH RE © 

cytoplasmic matrix MREBB RM: Ofek F 
(cytoplasm - 

cytoplasmon ”元 胞 质 素 上 Renner» 1929}: 

BRS iL Ew (plastid) ( MRAAT : 原 

FiGS ) Alege ge (mitochondria ) [#249 
# (chondriome) J ZH, RMR ARE 

0S mec i eS eit SS ee 



的 指定 物 ，〈 质 体 ， 胞 质 或 非 奖 色 体 基因 )。 - 
cytopon #iia MSHS: HE — Se S ANA 
2 RB. 1HR— SM (syncytium) ， 
$i ABS BY a BBN (in vivo) 或 体外 (in 

vitro) ， 考 由 有 秋分 裂 后 不 完全 细胞 质 分 裂 

(cytokinesis) 之 千 果 而 产生 。 

cytosegresome MIU SHS : MiB A— 
Bit, HRACHAMRMBA DRE. BA 

HB, Whe Ke MAB BS 

REL MART AK. RIA RE. LEIA 

解体 的 消化 作用 中 。[ > TRAE (lysosome )}. 

cytosis Mia REAR L Novikoff ,1961]: 

PX 78 i hl 3 ft (pinocytosis) RRA 

(phagocytosis ) 中 ， 和 细胞 消化 过 程 之 通称 。 

Duve # BAAN MID H ( endocytosis ) 
Re, HAMAS RE (exocytosis) BMH 

cytosome MABHRE [ Lundegardh» 1922): 
对 电子 是 微 照片 上 ， 任 何 深 色 和 多 种 形态 物 

SlSREAR. MAHAR LAMA 

AA RBZ AKA HER 7 A (1y- 

sosomes) » #&#% (microbodies), 4@ 

# (multivesicular bodies) Fig YM 

(spherosome) > 

cytostatic Mieapit : 任何 物理 或 化 学 之 作 

用 而 抑制 细胞 之 生长 与 分 裂 。 

cytostatic agent “ 稻 胞 静止 剂 : 抑制 细胞 生长 

的 一 试剂 。 

cytotype 

cytosterility 胞 质 不 稚 性 : AAR Hie 

质 不 稚 性 ， 是 由 基因 和 与 竹 胞 质 之 相互 作用 而 

形成 之 雄 不 答 。 

cyto taxis ”大 胞 趋 性 : FFA ALANS RA cor- 

a BMZHBADTRR BRAKSRZ 

At i a HE eh A BS (para- 

meciumcortexiiK> BR ABBAE 

BEZEE FMRDAA TR. KM 

Met HE. “AMR eS BR Lt 

Zina» ELBA RARAMRR BK 

分 子 复杂 构造 之 讯息 。 
cytotaxonomy ”细胞 分 类 学 : 利用 都 胞 学 和 与 
分 类 学 之 和 组合， 而 研究 自然 界 生 物 之 需 傈 。 

_eytotubul:- 细胞 曲 小 管 L Ledbetter and 

Porter» 1963 ] : 无 特定 长 度 的 微 和 类 ， 

无 分 支 之 管 ( KER 23 - 27nm) ， 考 胞 曲 

小 管 带 常平 均 分 布 於 粗 胞 皮层 之 基 揽 COR 

届 ( cortex )], 其 功用 仍 未 明白 。 每 一 相 胞 曲 

EZ Bi ACER RRBER- 

其 微 相 构 造 与 生 毛 体 (undulipodia) 有 了 天。 

较 小 半径 之 硼 胞 曲 小 管 可 发 现 於 极 分 裂 时 ， 
#)$@8 (spindle) 之 区 域 ， 冰 可 能 与 起 钴 体 
相关 似 。 

cytotype Miif#!( Muntzing» 1953 ]: 

fil in, HAAG KAS ( 染色 体 数 ) 

或 质量 ( 2 Gis ) + RA AA ee 

体 组 有 所 不 同 的 © 



Dalton 

1 

Dd 
Dalton 道 尔 顿 : 重量 单位 之 一 ， 等 於 一 个 氨 

原子 的 重量 。 

dam Sh : HEME RRA ( 哺乳 动物 ) [OR 

(sire) ] 。 

Danforth equilibrium § Danforth 平衡 说 : 在 

集团 内 ， 一 个 突 构 等 位 基因 的 发 生 频 度 ， 等 

於 一 个 等 位 基因 受 XR (mutation) 之 频 度 

乘 以 此 一 等 位 基因 由 於 不 共 环 卉 影 书 ， 在 洽 

失 前 ， 能 表现 出 来 的 平均 世代 数 。 
dark holding recovery ”了 暗 期 抑制 恢复 ([ Pa- 

trick et al., 1964] : MARR. SIH 

(UV IRS Fr Se, KE 

储 放 人 天后 而 增加 其 活力 。 瞳 期 抑制 恢复 被 

mBeHK DNA Ba, SUV BH 
=, PRRARK HS ERA Miao Az 

车 果 而 造成 。 

dark reactivation fBRARIETE: = 暗 期 修复 

(dark repair )5 

dark repair PERAGEE :任何 不 需要 光 之 DNA 

损害 的 修复 。 盟 期 修复 的 基本 型 式 有 割 除 修 

复 (excision repair) » BRK (post- 

replication repair), #dess 7 (rein- 

itiation recovery) Ala #41 (replica- 

tive repair) [DOXA (photoreacti- 

vation)] 。 

Darlington rule Darlington 法 则 [ Dari - 

ington» 1937 ]: 依据 此 法 则 ， 控 制 染 色 

Bnet RASH [ ORE (allo- 

ploid) ] 的 结实 性 与 它们 所 产生 杂交 种 之 车 

实 性 是 呈 反 上 比 现象 。 由 只 有 少数 或 没有 染色 

笨 配 对 的 不 答 性 二 信和 体 杂交 种 LO KE ae 
#t (chromosome pairing) ] 而 产生 之 结实 

HRAS&HEH: ERMADAH, FRA 

二 价 体 (bivalent) 7 VA. HRA» Ao 
BVAKHBRASEB. AAR F&M (mul- 

tivalent) 的 形成 而 使 二 价 体 表现 不 正常 的 

染色 体 分 人 > [ OP Bp EH] (centromere o- 

rientation)] 则 将 形成 不 稚 人 性 。 

Darwinian evolution RM RIAL: OAL 

(evolution) 。 

Darwinian fitness ”过 泵 文 适 合 度 : 一 个 基因 

型 (genotype 威 一 群 基因 型 ， 形 成 以 后 世代 

基因 库 (gene pool) 的 平均 页 献 ， 与 其 他 基 

AMAR ARM. €B8XUBAR = 
fE(S (adaptive value) ] #HRARARERS— 

者 的 画 数 。[ Dobzhansky» 1962 ] 。 
dauermodification #2 fh [ Jollos 1921): 

HS Bom RR > BSECPERK (character ) 

Pct FERRE BORIS fs OM BES ZE 

答 状 或 生殖 的 后 裔 中 生存 很 长 久 的 时 间 ， 人 得 

ERS AAR SMRBBK- AAR 

(reciprocal crossing) FI LAstlaFy A Bis 

Me S Min eee = RAS 
(persistent modification) ] 。 

daughter chromosome “ 子 染 色 体 : 二 人 条 染色 

SAB [ 姊妹 染色 分 体 (sister chromatids)] 

的 任何 一 条， 汞 在 有 秋分 裂 中 期 〈_mitotic 
metaphase ) 或 减 数 分 裂 第 二 和 后 期 (meiotic 

anaphasell) FH, REA RRMA - 

daughter nuclei 子 核 : 由 核 分 烈 而 形成 之 二 . 

(El AH BAK 中 的 任何 一 楼 o LAMAR (mi- 
tosis); mR&>R (meiosis) ]. 

DOT: BRABA —R—AM=AZIi& (dich- 

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7 f§& o 

deamination ”脱胶 基 作 用 : HSER 

胺 基 酸 之 氨基 (NH, ) 去 除 , 而 形成 氨 (am - 

monia ) 。 e 

decarboxylation ”脱羧 作用 : 一 有 机 化 合 物 之 
羧基 (carboxyl group 和 的 去路， 而 形成 二 氧 

{BE (CO, ) 。 | 
decay constant “分 解 常 数 : = 分 解 常数 (dis- 

integration coefficient) o 

decay of variability ‘FSP - 7 wei 

#1( genetic drift ) 所 引起 的 各 个 基因 座 上 ， 

等 位 基因 之 遗失 与 固定 ， 使 殿 质 千 合 性 

(heterozygosity) MW. 

deactivation ”降低 活性 [ Muller» 1954): 
4+ t (photoreactivation) 。 

decondensation stage 7% (EiR#EH)L Mar - 
. quardt> 1937): BRB (mitosis) HR 

分 裂 间 期 interphase) 与 前 期 之 问 的 一 个 时 
期 ， 其 特征 坑 恰 染色 质 (heterochromatin) 

有 一 段 很 短 时 间 的 减低 省 给 程 度 。 

deconjugation FRADR: OM PAX (de- 

Synapsis) o 

dedetermination ORE : eR MAHI 
性 (determination) » FRSR EMAL 



(totipotent) 状态 的 恢复 . 
dedifferentiation 逆 分 化 王 Bztler，1933 ] : 

囊 失 愉 明 一 个 可 以 区 别 分 化 组 胞 [| A Fe 
化 (cytodifferentitation)] 的 特性 , tH EH 

有 一 系列 有 功能 的 活动 。 首 分 化 阔 不 蜡 示 从 

发 生 分 化 过 程 的 任何 逆转 。 委 分 化 的 稻 胞 锥 

和 细胞 培养 中 常常 可 以 观察 细胞 的 逆 分 化 。 

dedikaryotization “去 二 核 化 [ Mitiwoch> 

1954 J: =A=2 #14 (dediploidization)。 

dediploidization 去 二 倍 体 化 | Buller1941): 
在 担子 菌 及 春子 菌 (Basidio - and Ascomy- 

cetes) 中 ， 由 一 个 双核 二 僧 体 的 菌 灯 或 双 

极 二 信和 体 和 细胞 形成 的 单 合体 细胞 或 菌 条 [ > 

“8 AL (dikaryon)] 。( Mitt woch,1954) 
A“ +o BAL” (dedikacyotisation) 卖 

示 同 一 意义 ， 以 避 品 与 ”二 合体 “(diploid) 

之 观念 混淆 (OB 81 (ha ploidization)} 
defective virus ”缺陷 病毒 [| von Magnus » 

1954 J: 具有 下 列 特征 的 一 个 病毒 粒 : 

1 一 个 正常 病毒 构造 的 蛋白 质 ; 

2 囊 失 部 分 的 基因 组 (genome ) [ 缺失 
Rt (deletion mutation )] 5 

3 只 有 在 助力 者 病毒 (helper virus) 

现时 ， 才 有 生殖 能 力 ; 

4 于 撑 无 缺陷 同 源 病 毒 在 细胞 内 的 复 揭 . 

deficiency “缺失 [L Bridges ,1917 |: HK 

末端 没有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 染 色 分 体 (chroma- 
tid) ， 或 次 染色 分 体 (subchromatid) 节 段 ， 

以 及 它们 所 括 带 的 遗传 信息 的 衷 失 ， 而 使 构 

ses OY AA [ > He HB EB! (chromosome mu- 

tation ) J. 

deficiency-exaggeration ”缺失 扩大 : OUR 

(exaggeration)。 

deficiency heterozygote RAR BBS: O 
# & (deletion) 。 

deficiency loop sR: 4% (deletion). 

definitive host “固定 寄主 : 寄生 在 寄主 植物 

(parasite) 一 直到 有 性 成 熟 。 
degeneracy ” 简 们 性 [ Crick» 1963]: Ot 
传 字 码 (genetic code)- 

degenerate codon 简 侨 字 码 子 : 两 个 或 更 多 

字 码 子 决 定 同一 个 腕 基 酸 。 
degree of freedom BARE: 资料 项 目 数 ( me 

fi) 自由 释 办 的 程度 。 在 一 组 数量 资料 中 ， 

4 (n—1) 项 随 平 均值 而 继 园 ， 而 第 n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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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值 则 由 其 他 假定 值 与 平均 值 而 决定 的 。 

degree of genetic determination ”遗传 决定 程 

RE : sat) SEMA ee ab oy | sh eB 

性 ( genetic variability ) ] » 

delayed inheritance “ 延 束 遗传 [ Boycott 

and Diver» ，1923 了 : &4# ( inherit- 

ance ) o 

deleterious 有害 的 : 野生 种 的 突 释 而 降低 它 

们 搬 有 者 之 生存 或 生殖 的 送 合 度 ( fitness ) ， 
以 及 在 栽培 种 内 使 育种 家 希 刻 的 性 状 人 受到 损 

伤 。 

deletion #541 Painter and Muller ， 

1929 ]: RR MABAPM (pro- or eukar- 

yotes) 的 人 染色体， 由 於 构造 的 改 释 [ OA 

&, 48% 9 (chromosome mutation )】 Mf 

RK EM as Hoh A eA eH 
Fee. FEAR A MH, BTL A BfA] (interca - 

lary) RARE PHRABMRHRA, Ly 

Ba Kk et iS AZAR (deficiency) 

BB. (BRL. RAMA AKA ERS 

bp. RAB Ale th 

(centromere) fy (Rta 4: Wt ia — PEATE F > 

会 产生 一 个 具有 中 和 节 和 不 具 中 和 节 的 断 片 。( 见 

图 30 )-。 

缺失 的 大 小 ,可 以 从 一 个 单一 的 极 苷 酸 至 

含有 许多 基因 的 一 段 或 整 休 染色 体 的 囊 失 。 

缺失 的 证 明 ， 可 以 用 光学 是 微 镭 以 遗传 或 灶 

胞 遗传 方法 区 得 。 
在 质 校 生物 中 ,染色体 较 大 缺失 之 存在 ， 

在 组 胞 遗传 上 ， 可 以 由 直接 分 列 时 ， 具 中 和 节 

或 设 有 中 和 节 断 片 之 发 生 ， 或 是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烈 前 期 缺少 染色 体 之 区 坡 配对 而 司 明 。 

缺失 在 遗传 学 上 的 证 明 是 依据 缺失 而 形 

成 的 突 移 体 将 不 能 再 突 释 回 复 (back-mutate) 

到 原来 的 形式 ， 以 及 在 遗传 杂交 时 优 法 再 发 

生 重 租 (recombine) 。 而 此 二 或 更 多 之 点 突 

释 是 可 以 再 突 释 、 回 复 及 重组 的 。 [ OBR 
图 (deletion mapping) ] . 

泪 传 上 缺失 的 结果 ， 主 要 是 由 於 遗 传讯 

息 的 惠 失 ， 其 次 是 由 於 基因 型 之 数量 改 缕 ， 

以 及 得 传 平衡 的 改 继 。 染 色 体 中 间 缺 失 的 大 

小 ,可 以 使 它 成 入 隆 人 性 或 是 性 致死 (lethal) 。 

deletion mapping RAM: AG ARBAY 

2 SASS ( 染色 体 上 ) REC 

A2AKo (RA: IRANI IR, RB RRA EK 



deletion method 

Gq 2: cio g Wa de f 

Ce See See 

's 

d e 

加 Sb e gh 

GQ. C2ee g h 

a b c.. d. et Fo gee 

a b g-tid Gime 

30. HA ( A) KH ( 右 ) RKORRKEDRARAE ERAAR 

ZAHM! (FF). 

HE ER ©! (phenotype) 上 揭露 一 些 隐 

性 突 释 ， 而 不 需要 有 广泛 的 连 锻 研究 。 暴 质 

KA heterozygous state) 下 ， 人 克 许 一 个 幅 

性 突 释 显示 季 段 的 囊 失 ， 肥 少 需要 包括 到 一 

BH AK © 

原核 生物 之 缺失 图 ， 仿 利用 下 列 原 理 而 
获得 : 
L=GRBE (a. bAilc )， 由 於 一 导 

份 连 镇 构造 纯 缺失 ， 而 使 每 一 个 都 和 野生 型 

ANF)» 36 BF LAE BAA (recombination), 

2 fe a 3 SS ( a Alc ) 相互 重 和 组， 
靖 产 生 野 生 型 (+) ， 但 二 者 均 不 与 突 构 体 

BA 。 

3 基 於 重组 测验 之 结果 ( + = 重组 OO 

= 重组 失败 ) ， 而 过 些 和 结果 可 以 用 乍 障 (m- 

atrix)ae 4A : 

Sn & eo S&S 

0 

0 

人 

b 

重组 结果 ， 人 克 许 三 突变 体 在 连锁 构造 上 
成 一 独特 排列 。 在 此 种 情形 下 ， 缺 失落 於 连 
午 有 顺序 a， b, c 。 因 此 a 与 b BABE— zB, 
而 b 和 与 < 重 受 在 另 一 边 。 

deletion method AK: SREBHEB 

RNA 48 DNA DHEA ez 
& (genetic deletion) 的 方法 。 

deliquesce ”液化 : ARCH, RikKD 

使 构成 液体 状 。 
_delta chain 6 链 : Bmtlze (hemoglobin ) 

A， 之 成 份 。[ 它 血红 素 (hemoglobin )] 。 

deme 混交 群体 [ Gilmour and Gregor ， 

1939 ]: 一 个 地 方 相互 杂交 (interbreeding 

集 园 [“ 混 交 单 位 "(panmictic unit) ] ,包含 

有 一 系列 的 个 个 基因 型 。 此 一 名 说 常用 於 字 

首 ， 而 更 能 正确 胡 现 此 一 特性 。 下 列 即 筑 一 

些 可 能 的 组 合 : 
1 与 空间 ( spatial) BABS: 

WOEP ATH (topodeme) 傈 存在 艾 一 特 

定 地理 坚 域 的 一 群 个 体 。 

生态 混交 双 (ecodeme) 体 与 一 特定 如 性 

有 关 的 一 群 个 体 ( 汞 即 一 个 特定 的 出 案 ) 。 

2 BA YEXK (character) = RABIN : 

表 型 混交 (phenodeme) ' 傈 一 个 混交 群 

体 ， 在 表 型 上 和 与 其 他 有 所 不 同 ， 冰 假设 在 实 

验 上 人 洛 未 能 确定 此 种 差 民 是 由 於 遗 传 基因 或 

环境 因子 造成 的 。 

AEA B (genodeme) 傈 在 基因 型 上 

与 其 他 不 同 的 。 

A) BRAzB (plastodeme) HARRIE 

BM ER eH LH hey TA 

—en ee 



3 Sa SAG BAAS : 

FERRE (gamodeme) (%— & 4% # 

体 , 其 个 体 分 布 在 交配 系 坑 范围 内 它们 可 以 

相互 配对 [ = 交配 族群 (breeding popula- 

tion 站 更 正确 的 数量 性 状 和 任用 於 字 尾 之 N %。 

N%-=- 配 子 混交 群 才 示 在 混交 群体 内 每 一 个 

BAN% ZAR. 

自 交 混交 又 (autodeme) (+ BHA 

个 体 和 组 成 的 混交 群体 。 

内 混交 和 邓 (endodeme)j 傈 主要 赁 同系 交 

Ac (endogamous) 植物 的 一 个 配子 混交 群 

[o> mM# ZH (dioecious)] - 

无 性 混交 群 (clonodeme) K+ BRS 

生殖 的 混交 群体 。 

4 Fel eS ey BES : 

EAE IEH (clinodeme) 你 数 个 混交 群 
体 集合 形成 一 坡度 (gradient)。 

次 极 衍 生物 ， 可 以 由 此 和 初 汲 用 族 集 合 一 

系列 与 所 需要 和 巧 义 相关 之 字 尾 而 形成 。 如 此 

可 以 使 混交 群体 有 更 正确 之 特性 ， 亦 即 如 志 

型 地 理 混 交 娠 (phenotopodeme)[ HE RW 

上 和 与 其 他 不 同 的 地 理 /区 ) 混交 群 ]。 

denaturation f+ : 由 许多 不 同 原因 [例如 : 

热处理 、pH fk > (LS RE) 使 大 分 子 

(macro molecules ) 失 去 原 有 构 型 con- 

figuration) ， 因 而 失去 其 生物 的 活力 [ 咱 

复 性 (renaturation) ] 。 

DNA #4 ( DNA denaturation ): © 

螺旋 的 DNA ( deoxyribormcleic acid ) 

SF» Rp RES [| RHA ABE DNA) 
GSAS DNA» AB) DNA 形体 在 一 段 
长 距 训 中 不 具 螺 旋 状 次 序 ， 但 生存 在 双 螺 旋 

DNA 含 热力 学 上 稳定 的 条 件 之 下 [ Kohn et 

al.» 1966 Jo 

denaturation mapping Tf Jn man » 1967}: 

Al FA igh Ate» FE PR (formalde- 

hyde) [ AUR BSH ZEIM ] 存在 时 之 

DNA MOMERR. HEAUR EAB 

A (genome) 之 基因 次 序 是 否 坑 直线 与 仅 

有 一 种 或 环 状 的 释 换 ， 同 时 决定 病毒 双 股 核 

酸 的 特性 是 否 富 含 腺 哄 哈 - 胸腺 p 密 啶 氨基 对 

( 过 些 在 低温 下 可 被 融 化 ) 之 独特 术 苷 酸 次 

序 之 分 布 。 

ES RMR PF, DNA OT MRRE 

Hh, Meter FEBR—OT 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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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的 位 置 上 计量 出 的 。 所 以 麦 性 图 抗 分 子 叙 

ARMAS RBA. Bes BKK 

有 最 低 之 (G+C ) 含量 , 释 人 性 图 与 缺失 图 (dae- 

letion mapping) 比较 ， 缺 失 图 则 不 需要 第 

二 个 突 构 体 DNA ， 缺 失 图 可 用 释 人 性 图 之 特 
性 当 作 指纹 ， 来 移 别 基因 。 

dendrite 树 状 突 : (NPRM. FH 
且 分 叉 之 一 棚 胞 质 突 出 部 分 由 於 其 他 种 烃 和 胞 

ZR (axon), BKB (synapse) Fl 
BER HH) » BUR is HHS | FARE (peri- 
karyon) o 

dendritic evolution 树枝 状 演化 : HRB 
仅 一 棵 树 状 ， 而 以 图 表示 ， 演 化 的 个 性 关 傈 

入 动物 界 之 有 天 物 种 所 熟悉 的 【 aR RIL 
(reticulate evolution )] 。 

重新 ; Sk: 从 未 知 来 源 而 产生 。 

2 Rm BRHF be RDA 

成 ， 愉 由 一 个 便 链 (side chain) Hifi 

换 到 一 个 已 径 久 复合 分 子 的 分 子 形 成 相反 。 
densitometer ” 显 像 密度 计 : 利用 光电 管 
(photocell)， 决定 冲洗 底片 眶 明度 之 器 材 。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密度 坡 航 训 心 
法 : ERB Eh BAK PEER. 

Fil FA 75 Fl 29 SCA Bla Bl 23 (or gane lles)fajiy 

7S FF 5 BSE BE > TT HEL op BE 
AAR: 之 

4h 4+ && (nucleotide) 。 

deoxycytidylic acid AF AMRIT ES : Oe 

++ &&(nucleotide) 。 

deoxyguanylic acid ASF Seneesiy FR : 串 
4% 4 && (nucleotide). 

deoxyribonuclease 去 氧 枝 酶 枝 酸 酶 : TARR 

气 核 酶 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的 任 

何 酵素 。 内 术 酸 酶 (endonuclease 使 DNA 股 

ABER A. ARR (exonuclease) 使 

DNA Ri 7K PRB 

deoxyribonucleic acid ”去 氧 枝 醚 核酸 [简写 

DNA): 4 SEMEBEH HS MED (mo- 
nomers ) #§E + #468 KH MH (deoxyrib- 

onucleotide ) 所 租 成 的 肾 合 物 (polymer)。 

它 是 所 有 竹 胞 的 主要 往 传 物质 [ 相当 人 於 道 传 
信息 ( genetic information)]» DNA 在 

自然 情况 下 长 而 不 分 棱 。 

每 一 个 核 苷 酸 (nucleotide )# Hh HR 
2 -去 氧 - D - §{B8(2-deoxy-D-ribose) 



deoxyribonucleic acid 

磷酸 ( phosphoric acid ) [ ER Re (ester 

linkage) 质 酷 连 接 ， 且 使 DNA 呈 现 酸性 ] 与 

$28 7 [6] RE (nitrogenous bases) 中 的 一 

WAGES RAR BG BB (deoxy- 

ribose) 7 $#—RiRR Sk SMa 

成 所 请 KB ABZHE (deoxyribonucleoside) 

fi RR BEE EKA ARLE M (deo- 

xyribonucleotides)  。 

tt & 7 A PB EL RAY DNA 

主要 含有 四 种 氨基 ( 图 31) : ARABS (ade- 

nine) *2)2e} (guanine) [ 味 哈 具有 一 个 多 

# (double ring) 构造 ] 和 胸腺 喀 了 喧 (thy- 

mine) 和 胞 喀 啶 (cytosine) [ 喀 啶 仅 具 一 个 

BRS ]。DNA 分 子 主 要 含 过 四 种 氨基 ， 

某 些 少数 DNA 含有 次 要 成 分 如 6- 甲 基 腺 味 阶 
(6-methyl-adenine ) [ 在 组 菌 中 ] 或 5- 

FA $c nee ( 5-methyl-cytosine ) [ 动 植 

物 中 均 有 ] 。 但 有 时 仍 有 例外 : ABER 

(Escherichia coli ) 的 偶数 工 类 噬菌体 (T- 

even phage) 其 DNA 不 具 胞 喀 喀 ， 而 代 以 

5- 羟 甲 基 胞 喀 啶 ( 5-hydroxymethyl 

cytosine ) ， 某 些 球菌 局 人 Bacillus sp.) 的 

病毒 很 明显 以 其 他 氨基 来 蔡 代 胸腺 喀 啶 。 和 入 

102 <- 

KABBB HE (deoxyguanidylic acid), 

Sa ihe Be FB (deoxythymidylic acid), # 

£a HEA ER ( deoxycytodylic acid )- 

DNA 大 分 子 傈 由 板 苷 酸 之 长 链 构成 ， 而 

前 传 核 苷 酸 之 问 则 由 人 双 酯 键 (diester bond) 

相 联 BRB 23 via wee RRS 

位 置 问 有 一 磷酸 分 子 与 二 者 分 别 形 成 酯 键 ， 

Ht BBR SAAB (polydeo- 

xyribonucleotide) ” 链 上 术 苷 酸 的 顺序 形成 

DNA 的 初级 构造 (primary structure) 。 

[ 图 32] 。 此 一 初级 构造 可 被 看 需 是 一 序列 

的 氨基 附 著 在 一 个 酶 - 磷 形 成 的 主干 (ba- 

ckbone) 上 。 

DNA 分 子 通常 有 两 休 多 核 苷 酸 链 ， 二 

链 之 问 同一 位 填 上 的 氨基 相互 配对 由 氨 键 
( hydrogen bond ) 联结 。 过 十条 链 围 笠 

同一 轴 右 旋 般 转 。 螺 旋 内 每 一 个 转 衔 有 十 

个 氨基 [ 34A ) BARREL RRR IE (dou- 
ble helix ) 外 例 , & CSapitemaEa, fica 

子 内 倒 ， 问 隔 构 需 0.34A » fol 3!-5' Be 
酸 - 去 氧 核 酮 结合 方向 言 ， 二 链 进 行 方 向 相 

反 ， 因 此 具有 一 定 的 极 性 (polarity)， 此 奥 
分 子 的 遗传 功能 有 关 , 若 一 休 链 的 主干 (ba - 
ckbone) 上 原子 的 次 序 是 -==--C ,=C ,一 

Maz» RBM - BBR (sugar- C,-O0-P-O0-C ,-C,-C,----A— & 

phosphate este H#EMK2RHRANDSH 链 则 是 - - --C,-C,-C,-O-P-O-C, 

Po fi: & ARE AB (deoxyadenylic acid)» 0 | FORRES Ss 

H H 

76 
N 0 0 

H H 有 新 二 

7*\ 人 NA N ZEN TON N/R SH 
Nr 5C NT 35C Nr 5C 
| i 8C—H | i ac—H | 
C2 4¢ Pes rie Ns uke 4c 

if A 这 HN WwW N gt Nis 
H a H jews 

ARAEMS (A) FAB (G) 胸腺 喀 啶 (T) 
(6- BEAR ) (2-RH-6-HEMK ) (2, 0-SH-5- PRE ) 

H 
H oA | 
\N 7 0 H 

‘1 O_ Hoan é eee 

oN / I 
Ni 5C C4 4C H-O——P=—0 

cz ah a ee | 
4\3/7 \ | “5C 一 一 5 0 

N H as | | 
| H 0 H 

ee (C) h Fie 
(2- FE -6- AEB ) 2- 去 氧 --D- KE i 

图 31. EARMKB( DNA ) 之 成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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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32. Watson fa Crick 之 DNA 双 螺旋 氨基 对 ( = fia MERE ; G = Bat ; 

A= RAR > 工 = 胸腺 哮 啶 ) ,两 个 多 核 苷 酸 链 上 之 本 - Me 主干 互 成 反方 向 

( 网 稍 郑 ) 

DNA 责 条 链 问 氨 基 配 对 有 具 高 度 专 一 性 ， 

味 哈 (purine) 中 之 腺 味 险 以 氨 键 和 喀 喧 
(pyrimidine ) 中 之 胸腺 喀 喧 相连 ; RANG 
则 和 与 胞 喀 喧 相连 。 由 於 配对 专 一 性 的 存在 题 

示 出 两 条 链 问 的 核 苷 酸 顺 序 有 互补 性 

(complementary) 。 DNA 次 级 构造 (se- 

condary structure) “分 子 之 结果 ; 由 Wat - 

son R Crick | 1953 ] SHH, REE 

BASTAHALERRMBR, Bitte — 

Bika A ] 的 克 分 子 量 与 胸腺 喀 啶 [T] 

AS, Bia GIRS TF Bae 

[C ] 相 等 ， 因 此 某 DNA 样本 之 组 成 可 以 G 
+C 和 A+ 工 的 百分比 或 A+TAG+Cc 的 氨基 

比 (base ratio) 来 卖 示 。 

DNA 的 三 级 横 造 (tertiary structure) 

仅 存 於 双 股 螺旋 及 显示 有 一 定 立体 形状 。 公 

螺旋 之 具有 游 友 末端 者 ,不 可 能 有 此 种 构 造 ， 

因 入 此 分 子 可 自由 移动 ， 东 可 改 绝 念 任何 形 

状 。 但 若 此 一 分 子 仿 于 合 的 环 状 物 RR 

ChB H erskowitz,1965). 

病毒 和 帮 菌 的 人 染色体， 其 DNA 有 或 多 或 少 

的 扭曲 而 具有 三 级 构造 。 DNA 的 三 级 构造 
与 其 功能 间 的 天 保 目 前 尚未 知晓 。 

病毒 ( 某 些 RNA 病毒 除外 ) RAAZ 

染色 体 仅 具 DNA» RRA (eukaryo- 
tes ) 中 ， 除 DNA 外 还 包含 其 他 化 学 成 分 。 

非 染色 体 DNA (non-chromosomal DNA) 

存在 於 粒 线 体 (mitochondria) A#&R 

(chloroplast) 中 ， 具 有 和 遗 传 字 码 的 特性 ， 

但 其 氨基 成 分 与 染色 体 DNA 不 同 -。 
坑 满 足 遗 传 物 质 功 能 上 的 需要 ，DNA 

必需 带 有 着 傅 信 息 (genetic information), 

Us AKER ® (replicate) [ RRR ] Hast 

4} XH (mutation) 。 控 制 上 述 和 细胞 内 所 有 

GED Az Bae BROT AES 

氨基 的 排列 序列 内 [ OVE ALF (cistron) ， 
基因 (gene)] FEL te Fae (genetic code) 

Ao. Ce ieee ( genetic transcr- 

iption ) Ait ($44 2 (genetic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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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Bilt. 
MARA DNA Ate ~~ (reptication of cel- 

lular DNA ) «— BE4E 7S SEAR ie PR Se Bk 

Swe | a ee WA See ea ] ， 和 经 由 

SEEN, S-HKA (RV KE RRR 

(template) ，[ Delbriick and Stent» 

1957 2 BERS B® (semi-conser- 

vative replication) ] 。 两 条 键 一 面 分 研 ， 

一 面 篮 侈 , 东 在 新 键 合成 前 不 软 止 { 图 34 ]。 
#4 se B= RE (deoxyribonucleo- 

side triphosphate) 8 DNA 合成 的 单一 先 

5 (precursors) #¥H DNAX ES(DNA 

polymerase) DNA 合成 酶 (PNA syn- 

thetsis) [ = DNA RHMS(LB (DNA 

nucleotidly transferase )] 和 单 股 DNA 

RRA AELERR ; 先 明 物 车 合 而 放出 

BE DNA 的 生物 合成 包括 三 个 主要 时 
期 : 

1 KBBWBBWH (deoxyribonucleo- 

side) 的 形成 。 

2 由 适合 的 接 舱 酶 (kinase) ， 和 经 磷酸 化 

人 FE 用 (phosphorylation) M#BK= Bes 

(triphosphate) 。 

3 三 磷酸 获 聚 合 形成 DNA 。 

FRE DNA 的 复 倪 ( DNA replica- 

tion ) ， 必 须 沿 南 休 极 人 忻 相 反 的 链 同 时 进行 

- 霄 种 不 同 的 反应 : 1. 一 个 去 氧 核 酷 核 苷 三 磷 
酸 的 3 -OH 与 一 般 DNA MEK MBB 

的 5 -了 相互 作用 。 2 -BKE RRR HH 

磷酸 上 的 5’ - Pies) BE DNA SER 

wae FAB 5 3° —OH $f b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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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某 些 病毒 中 可 发 现 单 股 DNA 代 替 了 

台 股 DNA (single-stranded instead of 
double-stranded DNA ) , 具有 感染 性 病毒 颗粒 

中 的 DNA RK“ IE” (plus) 股 。 由 感染 进 
入 寄主 细胞 人 后， 由 DNA -聚合 酶 使 此 一 

DNA 作 坑 模版 而 形成 另 一 互补 的 “ 负 ”"( mi- 
nus) 股 ， 因 而 形成 一 人 双 股 螺旋 (double he- 

lix) [MR # (replicative form), ff 

写 坑 RF ] 。 此 一 公 螺 旋 利 用 寄主 细胞 的 聚 

SReREE. 产生 许多 新 的 双 股 DNA 。 

病毒 后 代 单 股 DNA 的 合成 必须 有 一 特别 装 
冒 ， 以 确保 两 个 篮 鬼 模版 中 公有 一 个 产生 。 

经 由 DNA BRERA, HKRA— 

K DNAPFRRKR ALA AHS Me 

HRERAKSCEE HS FT BAAPI. 

75 DNASE F338 BT LD is BS SERRA 

根据 其 遗传 功能 可 以 知道 染色 体 DNA 

的 量 傈 由 细胞 内 染色 体 的 数目 决定 -DNA 的 

一 致 性 (constancy' of DNA) 傈 指 DNA 的 

循 正 复 抠 与 染色 体 的 增 组 撩 保持 同样 速率 。 

但 亦 有 例外 ， 如 巨大 染色 体 〈 giant chro- 

mosome) ay FR B 3 @ | & ( heterochro- 

matin region) [ na RAMRER ] 
在 分 裂 间 期 (interphase) 时 由 DNA HRY 

ABBR DNA MARR REG MR. 
iz tweRe FEMA DNA 的 型 式 有 两 

种 : -BREAA RADE 5 A-RTE 

(labile) MAA ‘Caive HL“ ae DNA” 

( metabolic DNA) jo #S REE Mi 

38 png Sis Bae PT AR 

FH OF FS) Ray An se (RS 

Hi 33. Watson-Crick 之 色 股 DNA 模 式 【 优 自 de Robertis, Nowinski, 
Saez,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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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x 

@ 34. 骏 股 DNA 之 牛 保 留 复 驱 之 模式 图 ( RE 
90 相 比 ) 。 复 网 傈 在 DNA BE 之 末端 ( 左 ) 

REHAB (A ) 开始 的 CHE Bollum, 

1963) , 

ARS, AMIDE DNA 起 量 亦 隧 之 

天 量 增加 。 可 能 保 因 增加 构造 旺 行 售 复 杂 人 性 

的 发 展 ， 对 得 传 信息 需要 量 的 增加 亦 十 分 必 
须 。 染 色 体 组 (genome) 复杂 性 的 算 围 如 由 

所 含 DNA MER. HM BABE 

含量 增加 了 10°. BRHRRAIEEN, He 
加 的 范围 则 更 大 。 极 苷 酸 对 数目 的 和 范 艾 由 5 

x 10° | 在 小 的 病毒 中 ]1.9x10*[ KB 

wm ),3 x 10" [ 球菌 属 (Bacillus mega- 

terium) J] %5.6x10° HARM [ 一 

个 作用 子 (cistron) 或 基因 (gene) LIEK 

1500 HRERH)]. RZ, MBAR 

BAMZSRLEBR KH -ARRSELRA 

YBBAB DNA 分 子 延 伸 到 整个 染色 分 体 
(chzromatiqs) 全 长 所 形成 ， 所 有 址 传 信息 全 

KR ARH DNA 的 字 码 (code), 在 细菌 和 

病毒 中 全 部 信息 包含 在 一 个 染色 体内 [ 有 定 

BE AR RK BES ASH (linkage 

structure)], FARE DH SEES 
ARBRE — HERB HIB A(ch- 
romosome set ) o 

tRARRMR RA DNA 是 重要 

的 遗传 物质 [ Lima - de- Faria and 
Moses，1966] : 

L DNA 主要 在 贯 极 生 物 的 引 胞 核 (nu- 
clei) 中 发 现 。 

2 细胞 DNA 的 含量 和 与 染色 体 数 有 直接 

BAT - 

3 DNA 是 称 定 的 大 分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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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NA fHRBeHAK KA(gene) MH 
PTE © 

5 ABR AS a 18-94 4x, (genetic transfor- 

mation ) 由 DNA 作 坟 介质 。 

6 病毒 感染 时 ， 由 病毒 -DNA SRA 
信息 而 产生 新 的 一 代 病 毒 。 

7. 1B 48 (genetic code) 就 是 DNA 

字 硒 。 
”只 有 在 RNA 病毒 中 ， 携 带 遗 传 信 息 的 
功能 由 核 酶 核酸 (ribonucleic acid) 所 取代 。 

deoxyribonuclease 去 氧 核 酶 核酸 酶 : 创 除 
DNA 之 内 核酸 酶 (endonuclease 与 外 核酸 

i (exonuclease) 。 

deoxyribonucleoprotein fiber 去 氧 核 酝 核酸 

EAH: 简称 ONPMH: R—-AREK 

(chromatin) MH, ZAREMREBZE 

本 单位 ; EQS DNA. MBA, RNA # 
BB, be SEMRA(nonhistone). DNP 

MHS AR, £3 至 50nm 之 间 , HRA 

度量 之 情况 而 办。 
deoxynucleoside 去 氢 核 苷 : 味 哈 (purine) 或 

lie (pyrimidine) fh Baw (condensation 

product) kA— PARE 之 2-H 

(2-deoxyribose) 。 | 

deoxyribonucleotide “去 氧 核 酶 枝 苷 酸 : 一 个 

化 合 物 具 有 一 个 叮 险 purine) 或 者 一 个 喀 喧 

(pyrimidine) 氨基 ， 与 一 个 2 - ZARB 
(2 -deoxyribose) 联 和 结 在 一 起 ， 柄 再 与 一 个 

磷 基 (phosphate) 联合 。 

deoxyribose ”去 氧 核 酶 : 用 以 描述 DNA 之 
酷 ， 其 化 学 构造 坑 : 

H H 
ies lade 3 H 

OH 4 | | 
| mx Be bows #8 | 

| OH 
OH :了 

dependent differentiation ”因应 分 化 : 由 其 他 

租 么 而 来 之 刺激 与 本 身 令 刺激 ， 而 造成 一 个 
- 胚胎 组 炎 之 分 化 。 

depolymerization ”去 聚合 体 作 用 : 一 个 有 机 

WA OBR RS Sez BR HED 
Fo 

depression 去 抑制 作用 : 移 走 一 个 特别 的 代谢 

物质 (metabolite), ， 可 增加 某 一 特殊 酵素 



depressor effect 

画 35. X - 染色 体 股 内 之 形成 ( 由 一 个 阔 连 X- 染色 体 与 了 - 染色 笨 之 交换 而 来) 
或 蛋白 质 的 含量 。 [FEF ( repres- 

sion)] - 

depressor effect jE [ Delbriick ， 

1945 ]: eMac ek RHE 
杂 感 染 ( mixed infection), Li RWMAH 

i ¥€ FR] (mutual exclusion) 之 存在 ， 稻 菌 

MRC BEER (ysis) 所 释放 之 新 生 啦 菌 

EARL EME: 
dermatoglyphics ”纹样 学 : 研究 手 学、 手指、 

AR: se aR RRA RRA RM on 
DB. CRB Sia GS (medical genetics) 

上 十 分 重要 。 主 要 保 因 特性 模式 之 出 现 与 某 

些 染 色 体 失常 有 关 TM Bis te oy Be. 

可 用 来 检定 双胞胎 的 相似 度 从 而 确定 是 否 坑 ， 
fF) SPSS AE 

dermoplast 具 壁 胞 体 [ Kuster». 1935]: 

> #4 M (gymnoplast) 。 
descendant #8 : 一 对 个 体 行 有 人 性 生殖 所 产 

生 的 个 钵 。 

desmid Ass : 一 群 短小 的 、 单 租 胞 与 生 於 洗 
TK FABRE « 

desynapsis HSH : EAR TR (meio- 
sis) mA (pachytene) 时 染色 体 配 对 而 在 

把 入 期 (diplotene) ACHAEA. RBA 

失 可 能 常 由 基因 控制 ， 由 一 个 或 最 多 歼 个 隐 
HE (recessive) 联 会 消失 基因 (desynaptic 

gene) 参加 作用 。 不 联 会 (asynapsis) 一 弹 

TI FARE BRERA, FRE 
(homologous) 问 完 全 没有 染色 体 配 对 现象 

(chromosome pairing) ， 此 种 情形 下 ， 粗 

mR MU D> AS Be BABI 

Be Fi RCSL eee [| = WE IAK (desynde- 

sis) [(Sharp» 1934)] © 

desynaptic ”联合 消失 的 : RVSC HALE 
体 间 保持 杂 色 体 配 对 (chromosome pair- 

ing) 的 基因 。 染 色 体 聊 会 消失 行 念 或 联 会 消 
失 [ = desyndesis ( Sharp» 1934) ] 

的 产生 ， 可 能 侠 由 於 染 色 体 疝 不 能 形成 交叉 

[ORR (chiasma) ] ， 或 在 交换 作用 (cr - 

ossing-over) 发 生前 染色 体 配 对 用 弛 。 联 

会 消失 尊 致 同 源 染 色 体 在 中 期 Imetaphase 

1) 之 前 分 开 因 而 形成 单价 苯 (univalent ) 。 
detached -X “X- 染色 体 脱 部 [ Kanfmann ， 

1933 |: Rest we X - eM (attached X- 
chromosome ) » H2Z# (interchange) 

RM x (crossing-over) #4 Pia PHLE 

体 (metacentric chromosome) . —#A 

X - #28. A—-BABY - AABHRE 

GS | 图 35] 造成 和 - LABREHBE 

#85 “ IRBE”( detachment ) 

detachment ABE Belling» 1924] : |. 

ERRORS PARA SRR RR 

Hi AA ER SES (spindle) NAM 

失 。 

2 X- 染 色 笨 脱 交 现象 (detached X- 

chromosomes ) 的 产生 。 

determinant cleavages ”定子 卵 裂 : 一 序列 加 

MSNA (cleavageh 每 一 次 分 型 均 以 独特 的 
三 次 元 方式 (three-dimensional pattern) 

进行 的 ， 所 生 之 每 一 组 胞 垮 一 独特 的 租 先 组 

> Pl MBH BY (mollusc) PZBA> A 

APO RTM EAS BARS, SRR 

之 初级 中 胚层 (mesoderm) 的 构造 。 

determinants 定子 [ Weissmann» 1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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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质 (germ plasm) 的 假想 单位 。[ = 道 传 
定子 “(herediitary determinants) ] 。 

determinated disjunction ”定子 分 高 : [>> 

at (disjunction ) ] © 

detrimental 有 害 基因 [ Muller, 1934]: 

任何 突 构 (mutation) 可 造成 生活 力 (via- 
bility) 之 减低 者 称 有 害 基因 [ = 活力 基因 

(subvitals gene) ] 个 体 存 活 率 介 於 10%6 至 

100 % 之 间 。 自 发 突 释 或 诱发 突 释 产生 之 可 

见 改 释 者 ， 标 大 多 数 垮 有 害 基因 [ 叱 致死 基 

Al (lethal):] 。 

deuterohermaphroditic ”次 要 雌雄 同体 [ Cor- 

rens, 1928 ]:>M He fl HH (hermaphrodi- 

tic) 。 

deuterotoky ME RM+ 3: 字音 性 生殖 

(parthenogenesis) o 

deutoplasm 228 » 3/9 [ van Beneden 

and Bessel »1868):  MHRBHE YD, 

储存 於 和 胞 质 内 ， 例 如 : 脂肪 小 译 〈 lipid 

droplets )、 蛋 黄体 (yolk bodies) ， 色 素 

(Pigment) 及 分 泌 小 球 (secretion granules) 

[= 内 含 物 (inclusion), 副 质 (paraplasm)]。 

development “发育 : HK @ #41 (genome) 

和 移 胞 搓 (cytoplasm) » MAHAL aD Bees ga H 

FRSA AA fe MEE PAE 
与 分 化 ( differentiation), H—-jH AR 

发 育 [co AEA (embryonic deve - 

lopment) ] 。 

88 A xe FE Fyfe) > 23 fe] eA HE Hl FA at 

划 有 次 序 的 表 型 改变 (phenotypic changes), 

至 少 在 普通 环 声 条 件 下 ， 是 不 能 恢复 原状 或 

礁 以 恢复 原状 的 。 所 有 过 些 释 化 的 移 和 造成 

了 一 个 生物 体 的 生活 遇 期 (life cycle)[ Sus - 

sman» 1965 J. 

07 BES AL FS 9 
Re: 
|, 3618 #2 B ( genetic replication) 就 

eR R GiB ( 染色 体内 之 基因 ) 之 全 加 ， 
[ EAR (mitosis) Hh]. 

24:5 (growth) ANE: WAH eR 
> tt PRB RIE Bh BAK 

3, MAAS 1k (cellular differentia- 
tion) » FKL RS MERA LESH 

A)» ch SCE ( 或 ) 功能 上 的 分 歧 ， 而 
产生 形态 上 及 生理 上 不 同 血 胞 系列 ， 此 一 过 

diaphoromixis 

Fe 称 仿 分 化 。 

4 租 棱 与 器 官 的 形成 (histo - and or- 

ganogenesis); FHI APR EE 1 AS A 

SR ER AD RE 5 eH AR NAH 

联合 而 成 器 官 。 
developmental cycle “发 育 遇 期 : 当 人 发 育 (de- 

velopment) 时 ， 一 个 胃 胞 或 一 个 多 和 胞 生 

物 ， 表 型 复杂 地 莉 进 改 释 ， 过 个 痢 进 (pro- 

gression) 傈 发 生 在 固定 的 年 代 (chronolo- 

gy) 次 序 上 ， 使 独特 组 胞 内 的 位 置 和 一 个 多 

租 胞 生物 之 特定 组 胞 内 ， 以 固定 之 量 和 与 算 围 

B+ BARBER (gene ) MPRA, 

就 开始 一 个 多 和 组 胞 发 育 起 始 时 期 。 即 卵子 发 

生 (oogenesis) 时 ， 起 始 时 期 扮演 称 定 基 因 

#18 RNA ( messenger RNA ) J 

形成 之 角色 。 
developmental flexibility GAEL Tpo- 

day» 1953]: O### (flexibility) 。 

developmental genetics “发 育 遗 依 学 : 遗传 学 

的 一 个 分 支 ， 主 要 研究 基因 发 育 过 程 的 控制 

或 调节 [ 字 表 型 遗传 学 (phenogenetics)]。 
developmental homeostasis “发育 自体 镁 节 

[ Lerner »1954 ] : & & 24% (homeos- 
stasis) o 

deviation BH3¢[ de Beer, 1951]: 4X 

8 (mutation ) 控 制 下 ,发 育 过 程 方向 的 转变 。 
在 此 一 情况 下 ， 由 突 灵 所 产生 表 型 效应 之 大 

1\\ Fe FY BG, FL TERI ES : BB RRA RH AN oy 

HEIEX o 
devolution ”退化 : fitA eb. 

diagynic EMS HA): FE HEE BC FOR 
(heterogamety) fa $F >» X -染色 体 

(X-chromosome )[ X - $343C68(x-link- 

ed gene) EATHREAT Am, Hest 

BFR. [O* #4 (diandric) ] 。 
diakinesis 肥厚 期 L moeecker ，1897 ] : 吃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 
diallelic “多 等 位 基因 {f Atwood, 1944]: 

#4424 A (monoallelic) 。 

diandric #74 BWA : ERERRWAT 

位 情况 下 ， 位 於 X- 染色 体 (X-chromoso- 

me) | X- 过 镇 基因 (X-linked gene) HH 

Ara at BUBBA. [Oe BA 44(ai- 
agynic) ]. 

diaphoromixis t##RagS ‘+581 Burnett ， 



diauxy 

1956 ]: Zaks 4 5A (heteromixis) © 

diauxy ”两 次 生长 现象 [ Monod» 1942]: 
微生物 对 培 姜 基 内 含有 两 种 不 同 碳水 化 合 物 

的 适应 ; 开始 时 先 利用 其 中 一 种 碳水 化 合 物 ， 

然后 再 用 另 一 种 ， 此 微生物 具有 粗 成 (con - 

stitute) 酵素 (enzyme)j ， 先 消化 第 一 种 碳 

水 化 合 物 ， 在 第 二 种 碳水 化 合 物 行 代谢 作用 

RS, ASR BMRA RCE A (induced 

enzyme synthesis). 

dibasic 二 基数 [ Darlington and Janaki 

Ammai » 1945 ]:->% &% (polybasic), 

dicentric SARAH L Darlington ， 

1937 ] : 4f&%(chromosome) Xk R45 

的 次 级 单位 (longitudinal subunit) [ my 

f& 4486 (chromatids), ， 亚 染色 分 体 (sub- 

chromatids)] 具有 两 个 固定 位 贰 中 季 (cen- 

tromeres) Rie ha. [ = Bae (di- 

kinetic) ], SRHPEDMLOMRS +} & 

(isodicentric), 4% 4# + i (hetérodicent- 

ric) EHR RA B+ if 44H (monocent- 
ric chromosome) 构造 上 的 改 丢 而 形成 

[ O# &H* B(chromosome mutation)]。 

多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之 发 生 在 分 裂 间 期 (inter - 
phase) MIRMA> WRHARRABAR A, 

不 对 称 (assymetrical) #42 (reciprocal) 

易 位 (translocation) 而 直接 造成 。 休 中 和 节 

染色 分 体 (dicentric chromatids) 保 由 等 

中 和 节 染 色 分 体 断 裂 (isochromatid break )， 

非 对 策 当 色 体 易 位 [ B19), RAGA (he- 
terozygous )#t 4) #|{2(paracentric inver- 

sion ) 区 内 发 生 交 换 作 用 (crossing over) 

[ 图 52] ， 和 与 具有 不 同 重 复 (duplication) 

之 殿 态 二 价 体 ( heteromorphic bivalent ) 

发 生 交 换 所 产生 。 党 些 生 常 现 象 在 有 再 分 裂 

RRRGBRABSHRABEK TARE +P 

节 染 色 体 之 出 现 。 

在 双 中 节 染 色 体 形成 后 之 分 型 后 期 (an- 

aphase), 驶 中 和 节 染 色 分 体 的 两 个 中 节 分 开 ， 

5) th SERS PS Ey “ ATA ” (interc- 

entric segment) EMMI, 

iin he Bie [ 2s & te ( chromosome 

bridge ) ] > Eb BA 4 E/ chromatid) 

BARE PLE. EPRHMERH 

Bay eae hae Re (chromosome). #£ 

有 再 分 裂 上 时， 人 允 中 节 染 色 体 的 中 和 节 排 列 方向 

THe, HPAP [ 子 染 色 体 

(daughter chromosome) Hames 

方位 而 定 。 芳 两 个 ”中 节 间 季 段 “在 中 期 互 

成 平行 时 ， 公 中 和 节 子 染色体 在 后 期 时 就 很 简 

单 的 互相 分 天 ， 若 染色 分 体 在 中 和 节 问 区 域 互 
相 缠 扭 时 ,在 后 期 则 有 交 尺 式 (criss-cross) 

染色 体 橘 的 形成 。 
又 中 节 染 色 分 体 或 又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所 形成 

的 染色 体 橘 在 后 期 时 会 产生 断裂 或 保存 原状 ， 

REF] Bl tn YH (cytokinesis) [ 形 
成 再 组 核 ( restitution nuclei) ] 。 若 染色 

mE AR. GA e+e RAL 

Fa tE— iB fiz Se RR ak K (deletion) Mea 
(duplication) f+ Miah S By a 1s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 HHRBEE 

FEE A A SE op a fe AE Ba Ep BE BS 

RERE “SRS ME ” (bridge-break- 
age-fusion-bridge cycle) 的 起 点 。 

dichi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DDT, — 

氯 二 苯酚 三 氧 乙 烯 : R-BRAHRBA 
Ft CAB HE Fe : 

H 4H ko # a 
SiS: Ass | Cc 

3 \ Vrase ky 
ci—C c—c—C C 一 Cl 

\ Va \ y 
Cer | c 一 C 
ae H , a 

H- #H > 
2,4 dichlorophenoxyacetic acid 2 4 - D;2- 4- 

二 氯 苯酚 代 二 酸 : 一 个 用 在 条 杂 草 用 之 植物 
激素 (phytohormone) o KALB RE R : 

H 4H 

Ze Bas | 

ci1— > C 一 0-CH:-COOH 
rae oe CA 

/ 
H Cl 

2,6 dichlorophenoxyacetic acid “2.6-D; 2-6- 
二 毛茶 酚 代 二 酸 :R— MH RR(an- 
tiauxin) 。 

dichogamous M#dtEl#8 SFA (Sprengel, 

1793): Ze tHe REA) TE 5 He SE RE IA PE (her- 

maphroditic ) ”的 动物 中 ， FMEREHE BE 

的 活动 期 不 同 。 

雌雄 巷 殿 熟 性 (aichogamy) 可 再 分 篇 : 
1 雄花 先 熟 性 《tprotoandrous or pro- 



terandrous dichogamy ) : RARER 

期 在 雌性 之 前 。 

2 ETE FATE (protogynous or pro- 
terogynous dichogamy ) . 此 人 性 器 官 活动 期 在 

雄性 之 前 。 

生物 若 银 具有 雄花 先 熟 性 点 雌花 先 熟 性 

# “RHEE RB (heterodichogamy}c 

dichopatric 人 骏 异 地 的 [ Smith» 1965 ]: 

AE ptt (allopatric) £B( populations) 

HRHES I FSREES BEET ER 

4 | #)s(parapatric) ] 。 

dichophase 二 期 ， 分 开 期 [ Bullough 

1963 ] : AMOR RHA, BARRA 

MDS Mt (differentiation) 与 衰老 和 租 

ADD HED ALB BF 

diclinous MRER7Ea) : HETER REE SEER 

胞 在 同一 株 植物 之 不 同 花 肝 上 者 称 仿 ”雌雄 

同 株 “ (monoecious) ; MARA BERLE 

BR HERERE” (dioecious) [Om A 
#,(monoclinous ) J 。 

dictyokiness SMAMS 2 [Perroncito, 
1910 J: MRSA S RA AM (dictyo- 

some) FBR > Hi. 

dictyosome BMRA Perroncito 

1910 J: 用 差别 散心 法 (differential cen- 

trifugation ) » #e MAK X (Golgi ap- 

paratus) [ =A ARR (Golgiosome) ] 分 

KH. ZESRRSEAMSSER “ BBE 

f@” (dictyosome ) 。 

BMA 2-7 ( 有 时 可 多 至 20 或 更 

多 )PHiHRPRBRE S (cisternae) 及 

AB) RAB (vesicle) FMR; KEP 

履 各 履 直 径 相 等 [ (直径 0.2--1.2#m) 有 

时 数 个 接合 一 起 ， 其 直径 可 过 5 am ] ， 在 

# % (cisternal) ABSRAKHRABR 

Mk WEERARRBED HED, BB 
RR Fa RHA (intercisternae ma- 

trix) AHKOPSRBRA, RESRA 

#8 (cisternae elements ) ( B##870- 

80A ), MR BRAR SOMO BER 
iS0A 3 

RB A a Be HEED (in - 

vertebrate s) HMRAAMARREA 

基 氏 器 (Golgi apparatus), FARPR 

(mitosis) 的 末期 (telophase), BBR 

9 

109 differential reactivity 

聚集 在 植物 细胞 的 细胞 板 (cell plate) JAH 

ik) Reh. FEAR eR (cel! 

plate) o 在 疹 椎 动物 中 , RRA RERERD 

散在 靠近 和 组 上 胞 极 处 或 单独 分 散在 细胞 质 内 ， 

往往 形成 小 聚合 体 ， 最 后 估 控 细胞 质 之 外 层 

部 位 lO RA (cortex)] 。 

同一 高 配 基 氏 体 内 各 尉 衷 阔 不 相等 ， 其 

构造 及 功能 均 各 有 不 同 。 

BRS] BRET. 但 其 繁殖 方 

式 尚 不 清楚 。 

dictyotene ”网 状 期 : 哺乳 动物 卵 母 类 胞 (o8 - 

cyte ) ， 溅 数 分 列 早 期 中 断 的 一 个 时 期 E 

移 状 期 时 ， 染 色 体 亦 成 不 紧密 的 ( decom- 

pacted); 卵 母 和 上 胞 增 大 生长 ， 细 上 胞 质 胞 器 之 

累积 或 他 们 之 前 晓 物 供给 减 数 分 裂 之 构造 ， 

以 及 胚胎 早期 母体 供应 RNA REAR. 

didiploid 人 双 二 倍 体 [de 工 itardiere， 

1925 J: =#@&{—18# (amphidiploid ) 。 

diencephalon fA : RIK (interbrain) ; 

40, 7 B/|f (optic vesicle) 与 松 果 体 
(pineal body) 7 RAH. 

differential affinity 35/3240 (Darling- 

ton» 1928 |: PBRABRRRAA B= 

GREBHSAMAARHED. BES= 

Be BRM RR, HO BABAR. 

BERRA Hl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上 ZSNRBAHKRRABKERHS 

fl (homology), MA MBAmRARRE 

f€ (partially homologous chromosome), 

SAZ=BREBHRA RAB SEBEo 

赁 完全 同 基 时， 则 两 人 局 部 同 源 染色 体 不 会 

配对 。 在 局 部 同 源 染色 体 中 ， 其 差别 杭 和 力 

之 大 小 ， 全 由 染色 体 间 同 源 节 段 ( homolo - 

gous segment) 及 非 同 源 节 段 之 大 小 所 决定 . 

differential distance 32 = Fl|FERE( Mather: 
1936 ]: 第 一 个 交叉 (chiasma) 与 二 价 体 

(bivalent) LYNZ HMRC 

[c>?  F 4% (centromere interference); 

+ § 32% ( interstitial distance ) ; 4& 

中 元 (residual distance )] 。 

differential mitosis 习 化 有 生 分 裂 [ Bauer ， 

1952 ]:%#MBA (Diptera) Mh, 

Hh & $8 1 RE a (soma) Ba + Fe RRB RF. 

Ay RD ZAI RR ee ER OB ANIA AS FB 

differential reactivity f2 9609 /(L Rf [ Darl - 



differential segment 

ington and ZLzcoxir 1938]: 当 和 进行 

有 入 分 裂 时 ， 由 於 长 期 低温 处 理 (+2~- 3 

°C) HY f4 BA ke(heterochromatic seg- 

ment ) 与 常 染 色 质 节 段 ( euchromatic 

segment ) BTA ZAREBA BK (mitotic 

behavior) ， 和 结果 产生 所 谓 特 殊 季 段 

(special segment) 。 

differential segment ”染色体 相 办 节 段 LDexz- 

ington 1931 J: | 在 细胞 学 的 基础 上 ， 任 

染色 体 的 人 染色 体 季 段 和 互 换 (interchange) 
RAS, fr (translocation ) ] 两 个 

染色 体 上 的 节 段 LORE MACH (chromo- 

some pairing) ] 有 构造 上 的 不 同 称 优 染色 

fe Aa 52 6 BY [ eae 32/A EAE (structural 

heterozygosity) Jo 与 此 相反 的 是 ”配对 节 

段 (pairing segment) ， 在 配对 节 段 间 ， 
染色 体 可 以 配对 及 行 交 换 作 用 ( crossing 

over) o . 

2 在 遗传 学 的 基础 上 ， 染 色 体 季 段 通常 

ey SR UE I IE HB a 
PHRAR, HR FH EAKB— (b1- 

oc) Li “ wm (supergene) 的 方式 往 下 

遗传 。 

一 个 染色 体 节 段 可 具 址 传 上 的 相 办 性 

[ Lewis and John » 1963], AB: 

a. HEAR Al MARAT ACH. {2 se 

(8 SH AFI IT BR ll TF pe BLA) A Ay 

和 经 交换 作用 所 生 之 重组 (recombination) o 

b. 由 於 交换 产物 的 不 能 存活 LORR 
(crossing-over) ] © ; 

C.RZARAAR ACA, Ml Be 

PBS Sp BSF BC A BIRR o 

AT 7A AS | RADE FEBS bake 

— «Ks RZAPAR- 
differentiation “分 化 作用 : LRARMBHE 
体 -(homogeneous whole) ， 在 胚胎 发 育 

(embryonic development) i, AD 

7 BE AE AR IA BE Ro 

2 If a >, FEA BA 

KEBER( = PRB+ (histogenesis) ] 
[ Waddington» 1957 ] 。 

ESMBED > 分 化 是 最 引 人 注 目的 

发 育 (development) 过 程 ， 从 一 个 合子 (2y- 

gote) FATE SpA HIM BRAS BA 

的 绷 胞 (cells) AM (tissues ) l D407, 

110 

分 化 ( cytodifferentiation ) ] 分 化 后 的 和 

胞 ， 不 但 形态 不 同 , 且 在 化 学 上 ，, RRB, 
行人 垮 上 以 及 功能 上 也 各 有 不 同 。 吉 些 改 沟 乃 

Fa ABBAS Xe MR ASA AT el BERS 

Ah 4) AP] FB EH BE 9 Be OL 

PUA, (ARR RARE BH Sao Ps 
成 生化 过 程 的 改 释 , 而 影响 信息 RNA(mes- 

sengerRNA) 的 产生 上 遗传 转 侨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 或 利用 ， 或 者 影响 遗传 

转译 (genetic translation) 所 决定 之 多 胜 肽 

( polypeptide ) 有 效 蛋 白质 的 形成 。 
由 於 和 组 胞 构造 及 组 胞 化 学 的 不 断 改 轩 ， 

分 化 作用 效 成 不 同 种 类 的 租 积 蔚 伴 有 兮 化 

细胞 的 组 积 和 局 位 化 。 些 一步 又 则 引致 形态 

发 生 (morphogenesis) 而 形成 各 逢 构造 的 定 
形 。 分 化 作用 通常 汞 不 一 定 与 生长 同时 进行 

[ > 调幅 ( modulation ) J, 4a RD 
BoM, ABATE, WLERMAR B 
多 少 具有 永久 性 的 决定 ， 因 此 用 实验 方法 ， 
仅 能 作 有 限 的 改变 ， 稍 后 ， 此 一 区 域 发 育 坑 
定形 的 最 和 蓉 产物 ， 此 一 形成 最 图 产 物 的 过 程 
#32 = (determination) 。 

相关 或 因应 分 化 《correiative or de- 
pendent differentiation) : RRBAKER 

BY Moe A ab oe SE BR 

於 内 在 因子 。 

正常 情形 下 ， 竹 胞 权 由 分 化 过 程 而 过 到 

某 一 特别 功能 的 状况 。 芝 烃 训 明 在 上 壕 状 况 

下 ， 此 一 稻 胞 进入 稳定 状态 阔 不 再 恢复 原先 

状况 。 [ 亦 即 不 再 “ 逆 分 化 "( dedifferen- 

tiation) ] 。 分 化 的 和 结果， 使 不 同 组 积 具 
有 不 同 的 相关 全 素 活动 ， 有 时 在 同一 组 穿 内 

的 细胞 也 有 同样 情形 ， 上 项 释 恰 可 以 是 量 的 

th By Lie Ape Ro 

5) AC Fs FP BEAR BEAK ACK A, (Heh ae 
如 染色 条 消减 (chromosome diminution ); 

HEE fe Be AE A (genome) MRK ; 
Be fh SS Bib ( polytenization of chro- 

mosome)ll RRA A hha B SE 1b ( endo- 

mitotic polyplodization) #7 fiz Bz 

分 化 的 起 因 ， 而 是 分 化 作用 的 特别 涂 径 [Oo 
核 分 化 (nuclear differentiation) J. 

diffuse centromere or kinetochore “ 漫 散 中 节 : 

忆 中 部 (centromere) 。 

diffuse phase 散 瘟 期 [ Tyexzger ，1945 J: 
- 

| 
| 
4 

| 
’ 



某 些 生物 减 数 分 裂 的 一 个 时 期 ， 此 期 特征 

RARE He HA RAK HUM AN EA 。 此 期 

BR A EA RAI (pachytene) 或 双 入 期 ( dip- 
‘lotene) 早期 之 后 ， 散 漫 期 可 能 有 合成 活性 

ZIP, HER AmB DB (inte - 
rphase)> [ Syomalainen» 1954 ]。 

diffusion ”扩散 作用 : OF REE mei aS 

Bi, CRAMRYDREPHRS, LAR 

持 一 致 的 散 关 现象 。 
digametic RACMWAN[ Wilson» 1911 ]: = 
RA! Re Ft (heterogametic) 。 

digenesis 世代 交替 : = 世代 交替 (alterna- 

tion of generations) 。 

digenomatic 人 双 染 色 体 租 的 [zzzpler,1920]: 

具 公 套 染 色 体 的 整 倍 条 (enploid) 生物 [ 咱 

多 菜色 体 组 (polygenomatic) ] 。 

digonic iE IGE RAR : 在 同一 生物 体内 不 同 

生殖 腺 (gonad) 可 产生 雌雄 配子 。 

digressive 交换 分 歧 [ Weinstein »1936 ] : 

CC 交换 (crossing-over)。 
dihaploid 人 双 单 倍 体 : 四 合体 (tetraploid) 生 

物 所 产生 具有 二 套 染 色 体 数目 的 子 代 。 
dihaplophase “” 伙 单 倍 期 : = #84739 ( dikar- 

yophasej[c> 健 核 (dikaryon)] © 

diheterozygous ”人 双 界 质 体 : = LAA Me 
(dihybrid) 。 

dihybrid 人 双 基 因 杂 种 : RNS ALAA (al- 
leles) HR 4 4i(heterozygous)¢ 

dihydroxyphenylalanive (DOPA) = RER 

ee :-B 2A (melanin) 7p RewyA. K 

化 学 构造 AR : 

| oN, 
HQ | 
Yc -— CH, —CH —COOH 

diiso-compensating trisomic = Bie = 

El Kimber and Sears» 1968 ]: fk 
FAY FB HS Ge ch PA Ht 2 @ HW (isochro- 
mosome )， fi— FY HS HRA 

i 2 — BH— (ite = 2H (trisomic) 
[= 3S = Ale (double isotrisomic ) ; 
Kimber and Sears 11968] . [co# 
= BHM AAA (ditertiary compensating 
trisomic) > i =O KH AEH (te- 

dikaryaphase 

lotertiary compensating trisomic) ; 

R HH = HM ( ditelotrisomic ) ; 未 端 等 

At = 34% (teloisotrisomic ) ] 。 

diisotrisomic # + #8 [ Kimber and Se- 

ars» 1968] :一 个 租 胞 或 个 体 ， 缺 少 一 

染色 体 对 ， 但 具有 人 缺失 对 相同 竖 之 二 个 同 源 

& fa HE (isochromosome )。 [OB 

At Hi (monoisosomic) ; 三 等 异体 (triiso- 

somic ) ] 。 

diisotrisomic #238 =348 1 Kimber and 

Sears» 1968 ] : 一 个 钵 缺少 一 条 染色 体 ， 

但 具有 缺少 一 个 染色 体 喜 之 二 个 同 源 等 臂 染 
色 体 (ORSHARLAM (diiso com- 
pensating trisomic ] © 

dikaryon 双核 ; 双核 体 [L Maire» 1902): 
SE F BER BF ERM (Asco - and Basi- 
diomycetes)h AA AyM ia (binucleate 

cell) KAA MR MMT (spore) 

BREE (mycesium) » TE BAAS 
(homokaryon) [ A PAAR ge ] 

X RA SS (heterokaryon)[ 2 AR 
PEA IA GK ] 。 

“ 侈 核 化 ”(dikaryotization ) = 

钵 (dixaryon) 产 生 的 过 程 : 两 个 性 竹 胞 或 器 

官 ， 每 个 具有 一 个 或 多 个 不 同 交配 型 (mat- 
ing type) FO Hf (haploid nuclei) ， 单 
BRBS> HAAN KOE RRR 
或 多 对 的 联合 ， 每 一 对 称 念 一 个 双核 体 (di- 
karyon) o 4£% #29 (dikaryophase) 内 ， 
BG RRR BE, TE“ Ch BS YE 
用 "(interrupted fertilization ) 下 ， 胞 质 

ACG (plasmogamy)( MARA BEA (fusion 
of cytoplasm) J] Sti Aas (karyoga- 
my) RTH ARERARSAS A, OH 
BE 65 5 BAA BY REN I SE TH KD BY 
[ > B 4% % Ae. (di- mon mating) J. 

dikaryaphase S84% #9 : AF SER(Euascomiy- 
cetes ) 和 担子 赛 菌 (Basidiomycetes), 

除 单 僧 体 期 (haploid phase) 与 二 从 体 期 
(diploid phase) 外 , #4 B= (HRM (nu- 
clear phase) [ 4293 44 (alternation 

of nuclear phase) ]】。 此 时 介 於 胞 质 配 合 
(plasmogamy) KAAS (karyogamy 期 
ll = See (dihaplophase)] . KH 

fel RAC S fe (plasmogamy) » Zirh — 



dikaryosis 

eK AE AM AB SF BR AT HE 
Bleak RRS ARRAS RH (sel. 

fertile and cross fertile) 的 物 逢 。 成 对 

ASRS RK TER EAE (vegetative gro- 

wth)iF» FRR Ee, Pe Ie OR eR 
RAGA. EATERS, See 
BE SEER KEE HA(ascogeneous hyphal syste- 

mH. ERT RRM PAIR KAR RE 

(secondary mycelium) PHA. i Bil 

5/2 AAA (karyogamy) RATS SH 
EIB, TRAD ASA RR LAD 

BBR FE (asci)RF (basidia) [Raph 
and Esser» 1964 J. 

dikaryosis ”人 双核 性 : BSR ( ASR 

Alt RR)» —fA— HEL (diploidy) 
之 取代 - ERB RLEBHER RO 

基因 和 组 进 入 遗传 平衡 系 杭 之 分 天 部 位 (Oe 

核 期 (dikaryophase) ; H# tt (heterok- 

aryosis) ] o 
dikinetic 264343 298: = # + fp (dicen- 

tric) 染色 钵 。 

dilution gene “稀释 基因 :任何 修 节 基因 (mo- 

difying gene) 除 可 使 主 效 基 因 (major ge- 
ne) 之 作用 溅 低 外 ， 无 其 他 麦 型 表现 者 [ = 

4 %% A F( dilution factor ) J. 

dimegaly 98 (或 精子 ) 两 型 的 [ Henking» 

1891]: 同一 个 生物 个 体内 产生 两 种 型 式 的 
雌 配 子 和 ( 或 ) MERC TO 

dimer — #8): 两 个 完全 相同 的 次 级 单位 

(subunits) 聊 车 在 一 起 所 形成 的 构造 。 
diminution (ug @8) 5438 [ Herla» 1895]: 

= 染色 体 消减 (chromosome diminution ). 

dimixis BARS : OF GH %4> (heteromixis). 

di-mon mating @ . H#gtahe : HBT RA 

(Basidiomycetes) FA#Z# (monokaryon) 

与 双 梳 体 (dikaryon) 问 之 交配 ， 此 一 名 说 由 

Buller (1931) 首先 引用 , RRBBuller 

现象 (Buller phenomenon)» ， 可 区 分 坊 下 

列 三 种 型 式 : 

| SRFNTES < BE 4X(compatible di-mon’s): 
# ~% (mondkaryon) [ 如 A’B’] & 

48 2% #8 (dikaryon )Ay PAH ( MA? B? + 

A’ B® ) 都 有 新 和 性。 

2 @. BiZ+# AN (hemicompatible 

di-mon’s) : HR RRB RAB 

Ate [ A! B! x ( A'B! +A? B?) J, 

3. BABA (non-compatible 
di-mon's): BRR? RAR SRB 

Fv: [ MA!’ Bt x (A'B? +A?2B!) ]. 

RAED b= he BPS SAR 

Sie o 
dimorphism 二 形 性 、 二 型 : 1 念 一 个 集团 

(population) 内 有 两 种 不 同型 式 [ 如 不 同 基 
因 型 (genotype) 或 染色 体形 能 (chromosome 

morphology) ] (O# & +t (polymor- 

phism) ]o 

2 一 植株 具有 两 种 不 同型 式 的 花 。 

dinitrophenol 二 硝 基 酚 : RRA 

阻止 无 机 磷酸 之 吸收 与 高 能 源 磷 者 化 合 物 如 

ATP 之 产生 。 其 化 学 构造 式 坑 : 
OH 

dinokaryon #f#%[ Chatton» 1920]: 

FS RE FH (dinoflagellate) MARZ 

—G, MRERABEDTAM. RASH 

RARE KE 38% (chromosome coi- 

ling) 4ii, PABRMAPAAHRASEA 

Aes BED REA (interphase nucl- 

eus)F) MHA SIRE RDNA RREA 

Beet BERRA MOR (REAR 
432% (dinomitosis)] FAR AACHSE 、 

(spindle) BRRY—-AZ2 CEG (mclear 

envelope) EZ+—-##BEZTAR 

果 形 成 平行 圆柱 形 流 (channei) 通过 含有 微 

千 (microtuble ) RZRRR> MiG IKK 

EARLS, VRETFRABCTHM BR 

Se PRS ARIES, LE 

ARBREWRAU, BREBHKR—B 

AMER +R BL pe PRB 

物 ( mesokaryotic) ] © 

dioecious PEL Se : HEMEL T ( 或 性 器 官 ) 

在 不 同 个 体 中 产生 [ MERERK (dioecy) ] ， 

Sa HE HE 52 TED EE (monoecious) 正好 相反 。 

植物 物种 (species) 的 雌花 与 雄花 存 於 不 
ABSA BRERA. meRyz RR 



花 (hermaphroditic) 及 雄花 存 於 不 同 个 体 

上 者 称 坑 “雄性 两 性 株 “ (androdioecy) ， 

如 植物 种 的 雌雄 同 花 与 雌花 存 於 不 同 个 体 上 

者 , 称 需 “雌性 两 性 株 “(gynodioecy)LDar - 

ix ，1877 ] 。 植 物 除了 产生 雌雄 同 花 后 

代 ， at HEE HERE 2 TEI (monoecious) 

RA MER RE TER BBS ”雌雄 二 性 

株 ”(androgynodioecious。 

diphasic #248: ne 7 —- BB RRE H 

(enchromatic) »>A— — BR RY BB (hete- 

rochromatic ) 。 

diplobivaient 人 双 二 价 体 Barber» 1940): 

_ 两 个 侈 分 染色 体 (diplochromosome) 所 租 

- (RZ — {AEE (bivalent)， 因此 炙 二 价 体 具有 

及 个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s) 。 

diplochromosome ”人 双 分 染色 体 [ White ， 

1935 ]: 已 篮 叙 两 次 之 杂 色 上 体 (chromosom- 

e)， 自 前 一 次 有 效 有 再 分 裂 (mitosis) 人 后 ， 

此 染色 体 已 重复 复 措 二 次 ,但 其 中 节 区 (cen- 

tromere region ) 一 直 未 分 裂 [ Darling- 

ton and Mather» 1949 ]。 itt 4 Ys 6 

由 四 个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组成， 与 具有 

两 个 染色 分 体 之 普通 染色 体 不 同 。 

Diplococcus pneumoniae 肺炎 人 双 球 菌 : FEE 

成 肺炎 之 粗 菌 ， 仿 从 事 研究 恩 化 作用 (trans- 

formation) 之 适宜 材料 。 

diplo-haplontic @ . RE ABA) | Wertstein, 

1919 ]: “ @ + BHM+4 ®” (diplo-ha- 

plonts ) M4 753ARi > BAB HE (haploid) 

113 
diploid 

HH Ay HS BLS Se EF ZT» 所 有 高 

等 植物 ， 许 多 蔡 类 与 贯 菌 类 均 属 之 。 [O 
健 倍 体 的 (diplontic), 单 倍 体 的 {haplontic) }; 

he BEBE Dh, BRTREBK Fe 

型 的 ， 其 产物 不 是 配子 ( gamete ) MF RMR 

fa (meiospore) o 226 HOF A ARG (fu - 

se) 形成 合子 (zygote )， ff Fe RR SE TT 5 

料 分 裂 发 育 坑 单 合体 (haploid) (HB. 1 

日 信和 体 产 生 配 子 故 称 俘 配子 体 (gametoph - 

vte) 。 来 自 合子 的 二 信和 体 个 体 行 减 数 分 裂 产 

AUNTS» BABE TOF HE (sperophyte) 

[ fl 36). 

FE «WE BB Ae Ask 两 个 世代 相 

A ies [ CHK RAA(alternation of gene- 

rations) ]—fthtRAh RAH 

BS RHE SAB © 

diploid 二 倍 体 [ Strasburger» 1905 | : 

SHRM AREER PlLOR . Bei 

(diplo-haplontic) , #4 ##4#4 (diplontic)], 

具有 两 个 同 源 染色 体 组 ( chromosome 

set ) [ 一 需 父 本 ， 一 坊 母 本 ] ZEW RR 
配 性 别 (heterogametic sex) 74 XE 

(sex chromosome) 外 ， 各 型 染色 体 [ HR 

色 体 (autosome) ] 出 现 两 次 ( fA FS 2x 
M2n).o HRRABBH (haploid), $% 

体 (polyploid) [ 多 於 两 个 染色 体 和 组 ， 如 

3x,4x 等 ] RRR. 

“二 信人 性 ”(diploidy) R— Mi Mia eH 
配子 ， 於 受精 作用 (fertilization ) FF, Af 

合 所 引起 的 。 纸 由 此 过 程 而 形成 “全 合子 “ 

RF 一 
(mature gametophyte) 45 4459 BY 

(mitotic division) 

ARAB 配子 
(mitotic division) (gametes) 

RT 58 (egg) #8 F (sperm) 
(meiospore) 

498 “(maplophase) (1n) CT 
减 数 分 裂 观 倍 期 (diplophase) (2n) 
(meiosis) 合子 (zygote) 

成 熟 隐 了 于 人 租 一 一 一 
AK BW (mitotic division) 

(mature sporophyte) 

图 36. 植物 急 、 单 倍 体 生活 史 图 解 【 优 自 Coo&,1965 ] 。 



diploid condition 114 

(holozygote)[ DAF (zygote)] - 

俊 是 部 分 基因 组 (genome)j ~—fE tt» 

在 病毒 与 细菌 中 效 知 是 由 数 种 机 制 所 引起 

[m2¥ #4 (heterozygous)) 。 在 组 菌 中 

“@4 " (zygotes) 仅 是 基因 和 组 部 分 的 二 全 
钥 和 单 合体 的 恶 余 者 ， 此 称 之 志 “部 分 合子 “ 

(merozygotes), HIKMR RRA REA - 

局 部 遗传 转运 过 程 中 ， 由 於 " 部 分 基因 
(merogenote ) @BHEA SES (recipient) 

组 菌 组 胞 中 , BS EA RE Op 72 

RR Hi BB GALA ”(meromixis )。 

WAT Bab ER (partial diploid) 

中 ， 假 若 等 位 基因 (alleles ) BRAGA 

Re, By RAM: » PSP 18 2 ie FF 

(genetic complementation) 之 现象 。 

有 功能 的 二 售 体 (functional diploid) 
[ Darlington» 1928 | #alth Bi Se 
#2 (alloploid )A:% ; H WHE (segregation) 

(977 BE a . 
diploid condition ”二 倍 体 状况 : RH EAB 

外 ， 每 一 类 型 染色 体 均 出 现 二 次 (2N ) 
diploidy ， 二 倍 性 .: 指 二 倍 体 状况 (diploid 

condition) 。 

diplonema 44H: 与 双 入 期 ( diplotene 

stage ) 相同 LO mA > (meiosis)]o 

diplontic 双 倍 体 的 : 4: Yt 4: FEI (lite 
cycle) P[ “##(2#8”(diplonts)] MR7RZ 

# 7) (EAC T (gamete)[M# BiH 
的 (diplo-haplontic) , 单 倍 体 的 ( haplon- 

tic )]】， 包 括 所 有 多 细胞 ( multicellular ) 

Hahn. AA RIAA TR BE RAB 

(haploid) «. HA@+(zygote)## 2 (AR L 

Je BS #2 88 4S ( vegetative reproduction ) 

eo oe 

5 UT 

| 
a2 ¢. (gametes) 

ot RPE A: AH (parthenogenesis) PZ f+ 

物 ( derivatives ) #94%3-fE 8 (diploid), 其 

钵 细胞 (somatic cell) 中 含有 两 个 染色 体 
组 (chromosome setb)[ 多 僧 性 (Polyploidy) 

则 多 於 二 租 ] 。 允 合体 不 具 世 代 交 替 (alter- 

， 而 仅 有 胞 核 期 
% 4% (alternation of nuclear phage) 的 现 

象 [ 图 37], te fa BA SS #8 (diplo-haplonts) 

Hy HAIR 

diplophase #€(=#f [ Renner ~ 198. FE] 

Coka TERA ( 合子 形成 ) FA BR 5) 28 BARA fel 

Aes ait tt LO 日 倍 期 (haplo- 
phase) ] © 

2 = 减 数 分 裂 前 期 (prophase I ) 的 

AMeH(diplotene) [ Belling» 1928 ]。 
diplosis ”倍加 作用 [ Renner» 1916 J Ac 

子 人 染色 体 数 目的 全 加 。 ， 

diplosome ”人 双 心 体 : 一 对 中 SE GdeeCle) 

#827 © 

diplospory ”倍数 孢子 体 ORS S 
(apomixis) < 

diplotene #44#A [ » .W iniwarters1900): 

nation of generation ) 

AMES ROBO. BANE S 
体 在 此 期 开始 分 并 。 [LO mRTR (meio- 
sis )]. 

diplounivalent #2 (@$@ : 花粉 粒 ( pollen 

grain) ths H(A > # @ FA(diplo - 
chromosome )， 具 四 人 条 染色 分 体 (chro- 

matid ) 。 人 多 单价 体力 由 於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Kk, ETCH A ROBE REE AR 
(reduplication ) 。 

dipole #8: 一 个 分 子 在 相对 极 上 带 有 相反 

符号 之 电 倍 。. 

受精 (fertilization) 

#8 4:8 #9 ~haplophase (1n) 

| | _ 845988) diplophase (2n) & ¥ (zygote) 

(meiosis) 
enteric division) 

(mature ‘alee Se 

图 37. 0) Ea Vit SPER (algae) B97 OE HR / EGE aR CHB Cook,1965 了。 



directional selection TFia\#i2: BRAGA 

tk Fi HF (selection) 之 和 结果， 使 得 集团 

平均 值 发 生 移动 。 例 如 ， 育 种 家 可 在 玉米 集 

Ah, BMARRERAM CET [OR 

3&## (disruptive selection) ] 。 

DIS : $4 {e ARF (Drosophila Infor- 

mation Service ) 7f§8#>o 

disassortive mating 35) 2% Ac : 表 型 (phe- 

notype) 不 相似 个 体 问 之 交配 。 
disassortment 非 分 配 ; JE HY: 偏向 不 相似 

个 体 间 之 交配 (mating) [ Hie 4! Rs Ae 
(assortment) 。 

discoidal cleavage 4% 状 分 裂 : —(H BAIS 

FR (yolk mass) 的 表面 发 生 之 分 裂 。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不 连 先 分 侯 : 一 个 

收集 资料 记载 坑 整 数 ， 因 此 不 会 产生 连 熏 之 

值 。 即 一 集团 之 植物 中 ， 每 株 之 革 数 属 之 

[> i& 4%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7JSAeS : Bo 

BARA BBA 7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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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rdance 不 一 致 性 : 在 相配 的 群 (groups - 
或 对 (pairs) [ MBF (twins)] 中 ， 任 

何 一 个 性 状 或 一 个 特定 性 状 (character) 之 

不 具 一 和 致 性 者 。 与 其 相对 的 是 一 致 性 (con - 

cordance) 。 

ARABS (human genetics) 利 用 

“不 一 致 性 分 析 "(discordance analysis) 

来 实 屋 一 对 双生 子 (twins) 是 否 来 自 同一 个 

5B. | 

discordant #83 (+) : 双生 对 某 一 性 状 
言 仿 相遇 的 ， 若 其 中 之 一 位 玫 现 过 个 性 状 ， 

MM A—fz BARR BEM © 

discordant orientation “不一致 性 排列 : OF 
位 (translocation) 。 

disjunction Rt RERA: 从 有 入 分 裂 后 期 

(anaphase) MB MADARA 

(daughter chromosome) [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 的 分 开 , 以 及 减 数 分 裂 后 期 
(anaphase ] ) 已 配对 染色 体 [ORE Mae 
# (chromosome pairing )] 的 分 并。 [oO 

分 配 (assortment ) ] 。 

dislocation 部 位 [ Nezaspniz ，1926 ] : 由 

於 染 色 体 节 段 (segment) 的 遗失 或 麦 位 (loss 

or displacement ) ， 引 起 染色 体 构造 上 的 
ee | ORE HK # (chromosome muta - 

dissociation 

tion) ] 。 成 对 同 源 染 色 体 和 节 段 与 其 他 染色 ， 

体 节 段 不 同 点 在 於 基 因 之 直 稳 排列 顺序 ， 上 

TRA AES“ BEAL AE ” (dislocated seg- 

ment )l Darlington» 1937 ] 。 

disomic —3#8[ Blakeslee» 1921 ] :1 
#3 MAA (cell) fa (A88 (individual) [2n] 之 

具有 两 个 染色 体 组 (chromosome sets)#, 

其 中 每 个 染色 体 均 成 坊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 - 

logous chromosomes) 对 出 更。 与 二 染 体 

SAA BS eR (monosomic ) ， 缺 对 体 

(nullsomic) » = 3#(trisomic) FIM 

##(tetrasomic) 。 

2 和 细胞 含有 一 个 染色 体 稻 ， 其 中 一 个 染 

色 笨 多 出 现 一 次 。 

disparate chiasmata =#R3R[ Darling- 

ton» 1937 ] :ORX (chiasma ) 。 

‘dispermy —#§A58 : 两 个 精子 (spermato- 
zoa 进 入 一 个 卵 租 胞 内 [ = 人 双 精 受精 (dis- 
permic’ fertilization) J] LO #A6p 

(polyspermy ) ] 。 ) 

displacement loop ” 替 位 环 [ Kasamatsu et 

ZL.，1971 ] : ERBRE HASH DNA 
(mitochondrial DNA) 分 子 中 ， 一 个 具 三 

RB Bai 。 以 粒 线 体 DNA 链 ( 工 链 ) 

RRR (template) 之 特定 区 域 ， 它 有 一 个 

短 的 子 股 (progeny strand {LAR (dis - 

placement synthesis) 之 形成 ， 相 对 应 区 

域 之 其 他 ( 重 ) RARER, SURO 

FRB S—MWRH (replication) 之 早期 。 
disruptive selection 4424;3238 : 7—# ERE 

Fiji, CRAHitRs RE, A 

RHE DAN BA. PRE-K, FH 

REBRREEKKR ARR EF .[O 

3&## ( selection )] 。 

disseminule 信 播 体 : 一 植物 邵 位 使 成 一 个 新 

植物 。 | 

dissociation BER» (HER: RAAB 
mk MB, WLM. [Whi- 
te» 1957 ]. RES (dissociation) #—€ 

特殊 型 式 的 易 位 (translocation) 使 中 位 中 

fi (metacentric) 大 型 染色 体 与 小 型 之 超 额 

4 fa # ( supernumery chromosome)[ 供 ， 

给 一 个 中 各 (centromere) 和 两 个 端 粒 (te- 

lomeres ) | 被 位 移 ， 因 此 产生 两 个 近 端 中 

fifi (acrocentric) 或 亚 中 位 中 节 (submeta - 



dissociation factor 

centric) #@f& i. [ fi 97bj [ PRS 

(centric fusion) 7@#i#-REBZAR ] 。 

2 Ff% (heterkaryotic) BREE (dik- 

aryon)Z mi B@&% (nuclear) KZA BARE 

as 52 3 BA; WS RAZ (fungal colony) 

rh, ACKER Bik (sector) MRAZ. 

dissociation factor ” 解 享 因子 [ Kohler et 

al.» 1968; Bade et al., 1969]: B— 

蛋白 质 因 子 ( EXBERE ; OF HH 9000), 

扮演 核 酶 体 (ribosome) 循 焉 之 角色 。 与 30 

SKB AR RRR F (DF). ， 可 使 多 胜 

肽 合成 末端 之 70S RRB ARSE 30S 

与 50S 次 单位 -在 形成 一 个 多 核 酶 人 删 (Poly- 
ribosome) ZMK, RAT RGR 
HAE. ERED BF) RGN AE 46 WF ( ini- 

tiation factor) 中 之 一 种 (IF,). MSZ> 

解 离 因 了 于 除 扮演 分 开 核 酷 体 信 次 单位 外 ， 向 

从 事 蛋 白质 合成 之 起 始 作 用 的 功能 c 道 伟 

转译 (genetic translation) ] ©’ 

Dissociation-Activator (Ds-Ac) system RA 

TAa(CMIAR ; Os- Ac 系统 - REX WE 

换 的 因子 。D s。 N5|\REBRRGKS, 然 

在 Ac 不 存在 时 不 发 生 作 用 ，Ds 之 作用 保 在 

WHER (morphogenesis FREER fH 

作用 在 郑 近 基因 之 基因 座 (loci) 上 。 

distal ”和 束 侧 [Naozcsiaiz ，1912 ] :与 中 区 

(centromere) BR A—i 5 [ 近 侧 (pro- 
ximal ) ) Biko 2H (chromosome 

arm) |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 

distortional segregation #idh>> BE : 它 分 元 

(segregation) ; B#é@,# ( B-chromo- 

some) o 

distributive pairing 分 伤 配对 [ Grell,1962): 

> & tac #( chromosome pairing )。 

distylic species 8764378: 一 个 植物 物种 , 包 

合 两 型 个 体 ， 每 一 个 体 具 有 一 不 同 花 外 形 之 

特 人 性。 
dissulfide bond ‘i: 一 个 蛋白 质 的 不 同 

胺 基 酸 中 ,两 个 硫 原 子 形成 共 价 键 (covalent 

bond) ， 在 决定 蛋白 质 的 次 级 及 三 级 构造 

ke, Shiga BSA} ; 

ditelomonotetosamic SE in BE Aba RELK i m - 
ber and Scars» 1968] : —(i fii 

GR2—PREEHAR. (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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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 (telocentric) ###H27—-#E8E, 

和 遗失 之 染色 体 对 另 一 去 未 配对 之 近 端 中 和 节 染 色 

&. [Oo # B43 # (double -monotelo - 

somic)] o 

ditelesomic te Fel Kimber and Sears» 

1968 ] : —(i SR — (Hl BRE 
ee | O= R308 ( tritelosomic ); ## 

4§ #8 ( diisosomic )]. 

ditelotrisomic  K¥a— HEL Kimber and 

Sears» 1968 ] : 一 个 个 体 缺 少 一 条 染色 
体 ， 但 具有 一 妾 同 源 近 端 中 节 染 色 体 之 缺失 

Ee BH Bo ORS MARA R (dii- 
ii 

ditertiary compensating trisomic #= M(t 
=#:881 Kimber and Sears» 1968}: 

一 补偿 的 三 染 体 ((trisoiniic) 由 三 个 三 级 染 

色 体 启 祖 倘 之 缺失 人 染色体， 和 与 另 一 个 具有 缺 

RAC T-BAR HAART SLES 

KX ce SA = 48 (diiso-compensa- 

ting trisomic ) ]. 

divergence index 分 上 指数 [1C zzspzg +1954): 

吃 问 渡 指 数 (intergradation index)。 

dizygotic —9RS+ : 由 两 个 不 同 的 卵 (ova ) 

7 RSF (sperm) & Kem Kay 4 F (tw- 

ins) » Bgp# + + (mohozygotic twins) 

则 由 单一 受精 山 在 发 育 早 期 发 育 念 两 个 胚胎 

(embryo) M1 2K. RA SRSE +: Fa SOR SE VY > 
5! 8 AB RIA) REEA: (identical twins) MR 

SREE4 (fraternal twins) o BOPS4 sw 

AAR EAD (genotypes), #578 i, 
BARBERS R. CONSE EES FH 

相似 性 与 普通 同胞 对 (sib pair) HA FH 
有 一 半 基 因 (gene)j 秀 共同 所 具有 。 人 双生 子 可 

由 二 和 项 方法 属实 其 抗 同 卵 或 县 卵 : | BRE 
胎 膜 (fetal membrane) 。 2 由 其 同 对 人 双生 

(cotwins} 之 相似 人 性 [ 一 致 性 (concordance) 

faz Rt [ 不 一 致 性 (discordance) ] MS 

依据 。 

DNA ARM :篇 去 气 校 酶 核酸 (de- 
oxyribonucleic acid) 的 简写 。 

DNA-agar technique “DNA 洋 菜 技 术 : BBE 

由 不 同 来 海 之 术 酸 分 子 问 之 同 产 (homolcgy) 

程度 的 技术 ， 保 在 洋 菜 乳 鹏 体 上 ， 由 一 来 源 

之 具有 放射 性 术 酸 片段 旺 另 一 来 产 之 不 具 标 

怕 核 酸 问 之 反应 而 定 。 

so-compensating trisomic ) 

Be ie, lS le ee ae 

— 

et, ee a i ee 6 ce ee SS 



DNA-banding protein _DNA 和 结合 蛋白 Hotta 

and Stern» 1970): | RB BAH 

rh, — (aia aA Ay RR op. BS 

HRM ma, ERA DNA 之 一 
1 SE EH A RYE DNA 之 证 性 
(renaturation) 的 性 质 ， 过 个 重 白 质 被 证 

坑 在 减 数 分 型 重组 上 扮演 重要 角色 ， 促 使 同 

源 桨 色 体 间 之 杂 色 体 配 对 ( chromoseime 

pairing) fd % 4a Al (crossing over) 过 个 

AA ERS ie AK Ah 

2#ABRR+ (RAR L =DNA 

A$ th (DNA unwinding pretein ) } 

BGR RDNA 聚合 酶 工 的 合成 活性 ， 和 与 
BURA DNA 聚合 酶 工 和 开 之 合成 活 

te ( Signal et al.» 1962) ,刺激 DNA 
聚合 酶 活性 之 同 功 物 (analogy) 已 报告 者 有 

病毒 T BAS DNA RABAIT, DNA 结 
合 蛋白 。 
ABB DNA 千 合 蛋白 有 两 个 位 置 ， 

每 一 位 置 能 与 大 分 子 和 结合 在 一 起 ， 其 中 一 个 

Wa DNA 之 顺序 具有 专 一 性 ， 而 另 

一 位 置 对 DNA 聚合 酶 开具 有 专 一 人 性 。 一 个 
DNA ZAKER DNA 和 结合 重 白 , 可 使 DNA 

RAL BLA yes (substrate) 而 非 

DNA 聚合 酶 工 ， 它 同时 阻止 RNAKRSH 
( RNA_ polymerase ) 在 单 股 DNA 上 从 

事 博 氏 ， 因 此 过 个 蛋白 质 在 细胞 之 修复 、 复 

像 、 重 组 以 及 转 儿 作用 反应 中 ， 扮 演 一 主要 

角色 。 
DNA body DNA# : > ABBR (gene am- 

 Asiifitation’ yo” : 
D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DNA 

RNAR ARB : > RNAXS4% (RNA poly- 
merase) 。 ‘ 

DNA-ONA hybridization = DNA- DNAZ#3 : 

FRM RERS HES, BRHERY DNA GAH OR Ba 

BARR DNA AHH BE, BSR 
ARH REAM (gecome) 之 特殊 DNA 

ab 472 BAR FS BL Bh 7) ( reannealing 

kinetics ) 可 用 来 计量 基因 租 复 台 人 性 (geno- 
me complexity ) 。 

DNA duplex DNA#§5t : 指 一 个 DNA Sa 
KE « 

DNA grooves DNAS: DNA MERRHEIL 47% 
RAE OBE EMRE, DNA 聚合 酶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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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HE, T RNA BABAR RRB 
套 

DNA ligase DNASE SAR: 在 DNA 双 股 螺旋 

(double helix) 中 可 连接 任何 一 股 断 型 的 酵 

素 (enzyme )- 所 有 过 些 酵素 催 可 修复 (re- 

pair ) DNA 双 股 螺旋 断裂 之 具有 5 RBH 
(5' -Phosphate 与 3 - WeREFE IL (3' -hydro- 

xyl group) 者 。DNA 和 结合 酶 在 道 传 重组 
( genetic recombination), MK Ft @ (radia - 

tion) 所 诱 用 损伤 部 分 的 修复 ， 以 及 DNA 
4K (DNA _ synthesis ) 上 有 很 重要 的 作用 ， 

{4 20 {aj (5 AA Al fal AS AB BR. A BA Escheri - 

chia coli) 的 DNA MARE RA 
4% AB (diphosphopyridine nucleotide)» 

fie DPN ) 作 入 辅助 因子 (cofactor )。 

Bi DNA SF, DPN 与 结合 酶 结合 ， 形 
成 一 个 酶 、 腺 苷 苞 复合 体 (enzyme-adeny - 

late complex) URFRHRABREHE 

(nicotinamide nucleotide) » RABRE 

| RBBB DNA Kr RRB OBE, 

YW Fe RB (adenylic acid). ERO 

体感 染 的 组 胞 (phage-infected cell) 中 ， 

DNA 和 精 合 酶 须 以 ATP RAAT. 
DNA 未 出 现时 也 形成 一 个 酶 、 腺 苷 酸 复 合 
He» Sb FER RRR ( pyrophosphate). 

DNA-like RNA {LJ DNAZ RNA [ Scherrer 

et al-> 1963]: = #428RNA (pre - 
messenger RNA) 

DNA methylation “DNA 甲 基 化 作用 :由 DNA 
SLRS (DNA methylase ) 所 生 DNA 氢 

基 之 独特 甲 基 化 作用 ，DNA 甲 基 化 作用 在 

AED PREPARA, CREST UB 

ZS - 腺 苷 甲 破 胺 酸 {S -adenosyl meth - 

ionine ) 到 DNA 专 一 人 性 氨基 的 酵素 转移 ， 
它 以 细菌 DNA 消 沽 限 制 系统 (DNA modi- 

4 fication - restriction system) f3k# 

的 ， 其 他 可 能 之 功能 ， 族 如 遗传 转 欠 之 一 个 
eH (punctuation) 系 杭 ,或 一 个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 #R#HRAS BMA 

%, HOCRBR. PAIL RRABAAYH 

种 DNA 之 唯一 特征 。 
DNA modification-restriction system DNA; 肖 

减 限 制 系统 :在 组 菌 中 ， 决 定 进入 和 胞 之 外 来 
DNA ( foreign DNA) 是 否 接受 或 拒 稻 ( 限 

制 ) 之 酵素 系统 ， 每 一 系 杭 有 其 本 身 之 专 一 



DNA packing ratio 

it, MRA 有 一 或 多 种 遗传 上 所 决定 之 疹 减 

和 限制 专 一 4. DNA TARR BI RS ERK 

8: 1h BH RIA PREZ aE D 

NA 少数 位 BPR LHASA: 2 辩 

如 外 来 和 任何 DNA ARM ER— HI 
模式 分 开 之 一 个 限制 内 核酸 酶 (restricti- 

on endonuclease) o 二 个 限制 专 一 性 的 品 

有 系 ， 同 时 有 具有 消减 专 一 性 的 共同 作用 ， 可 由 他 
们 自己 限制 活性 加 以 保 六 他们 之 DNA 。 

沉 一 品系 具有 多 花 一 种 DNA TARR 

系统 时 ， 其 各 种 系统 之 功能 坊 独 立 的 。 限 制 

和 涌 减 活性 可 能 坟 单 一 徐 合 酵素 之 成 份 ， 它 
-能 解 底 、 分 并 有 功能 的 消减 而 不 具 限 制 话 
人 性 之 甲 基 酶 (methylase) 。 

ACK RE hl AEA eR eS 

A: rom SMBBRAREEREMBAE 

改 DNA 之 作用 ; rm” RB BRESRA 

修改 与 限制 之 作用 。 
DNA packing ratio DNA 名 装 比 : ABBA 

染色 体 中 , 每 单位 其 度 之 染色 体 和 维特 之 DNA 

SE ae he FE 

DNA plasm DNAJB4 & : = 64 #8 (nucleo- 

id) . 

DNA polymerase DNAR Ag: 以 DNA FR 

模板 (template)» PERE MRE— RM 

(deoxyribonucleoside triphosphate) 形 成 

去 所 核 本 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fH 

写 DNA ] 的 一 种 酬 素 [= DNA 合成 酶 (DNA 
synthetase) ， 复 急 酶 (duplicase) , DNA 

HBB ( DNA nucleotidyl trans- 

ferase ) ] 22 HARE ( mutant ) Arc AH 

DNA 聚 合 酶 能 影响 DNA BH ( DNA re - 

plication ) 的 专 一 人 性 ({ specificity )[ O# 

变 基 因 ( mutator gene )] 。 

DNA polymerase I DNA 

diester bond) PKMMR, Kk —-BARAA 

其 他 活动 ， 可 能 的 在 要 功能 需 : 由 3“ 和 到 5 顺 

FERRY DNA 94% 2@ (proofreading); 从 5- 

——- 3 WLR PERE DNA 的 外 核酸 酶 {exonucle- 

ase) 作用 j; DNA 的 修复 (DNA repair) 

等 。 

DNA polymerase TIT DNARA&e ll : 酵素 ， 

可 以 在 很 快 的 速率 下 促成 3 - 5 RR Se 

( phosphsdiester bond ) 的 形成 ， 也 共有 

Sis |: 第 一 个 被 ， 
发 现 促成 DNA 3 —5 “磷酸 二 酯 键 (phospho- 

一 和 从 3 到 8 方向 外 核酸 酶 (exonuclease) 的 校 

am gate ene Be 用 ,其 主要 功能 是 DNA 

#2 BL : 

DNA puff DNASE [ Breuer ang Pa- 

van» 1955 |: MMe (sciarid) RRS, 

## ( polytene chromosome) 之 一 种 独 有 型 

bee (puff). KER PB SHREK 

例 的 DNA 合成 ，DNA RRERRREB 
的 位 冒 活性 上 ， 具 有 不 过 常 扩大 机 制 [ 它 基 

因 扩 大 (gene amplification) 1s DNAS 

F527 ETT DNA ER, DEAS KH 

FEMME. WiGS DNA (excessive DNA) 

_ 指 非 自 当 色 体 流出 ， 傈 保留 合成 一 整 伺 的 。 
DNA Br RES TE RR . DS a HG Me BR HE (meta - 

morphosis ) fi gti A5e o 
DNA reiteration DNA :在 上 复核 生物 DN A 

顺序 上 出 现 ， 在 基因 组 (genome) 中 ， 存 在 

许多 相似 而 可 能 不 相同 的 抄本 (copies) [os 

A BRA (gene amplification) ee 

DNA (repetitious DNA: ) a 

DNA repair DNA 修 复 :—{8 Ot SDN A 
SF, LAGER RB RGB. 
OH (HABE | > De ) PREGA ASE BEN 

分 子 ， ay he RRS DNA 修 复 之 一 般 机 

“Ain 除 修复 (excision repair), 光 再 活性 

VER { photoreacti vation) RAR 重组 ) 

修 后 【post-replication repair)= ff. 

传 的 损伤 轰 DNA 修 复合 可 使 存活 ， DNA 

修复 包括 DNA ER At 8S en (genetic — 

recombination ) 。 CELRER LURE 

fF, WLR ( Legator and Flamm» 

1973 ): (1))S1 AOR FFE BB > Bee BBE (2) 
UBM TEAR Se ; OER MIE 

ih, (ADRs. 第 一 种 作用 较 简单 ， 傈 由 

修 禾 合 成 与 修 复 重组 之 非 选 择 抑 制 所 致 。 第 
EPA BKCE ARS REM, tice 

HCPASCRARM ED, RM eee 
SRS. Ho BrHREZHREE: & 

复 重组 之 独特 抑制 。 
DNA replication DNA $Y : DAF AEA 

( deoxyribonucleic acid ) #6, #8 (chro- 

5 at (replicon )c 

DNA restriction DNARRS ><> DNAJAR 

‘R#] 4% (DNA modification - restric- 

tion system ) 。 

mosome ) 



入 

DNA restriction enzyme DNARR SAS > 篇 许多 

KBR (E. coli) 品系 所 具有 之 任何 独特 内 
极 酸 酶 (endonuclease)， ‘CREPES AR MH 

来 大 踢 菌 品系 之 DNA。 限制 等 位 基因 (re- 

striction allele) “形成 过 些 核酸 酶 (nu- 

clease) » MF (hz HM fice A (modifi- 
cation allele ) 则 决定 一 个 粗 胞 内 DNA 

之 甲 基 作用 (methylation) 模式 。 限 制 酶 
(restriction enzyme) 是 用 来 决定 是 否 对 

DNA 有 破 捷 性 的 效果 。 
DNA-RNA hybrid DNA- RNA#ES FE >: BH 

和 气 核 酶 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HB 

DNA -) 与 核 栈 核 酸 {ribonucleic acid ， 

简写 RNA ) MIA RACAA BAK (base- 

paired complex)» DNA - RNA REGIE 

DNA #&# (nucleotide) FAIS BE tt 18 

圭 录 作用 (genetic transcription)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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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所 产生 的 中 间 物 质 (intermediates)。 

过 个 杂 合 体 筷 双 股 螺旋 5 H— DNA $f 

[ St ARR (polynucleotide) ] Li gg (hy- 
drogen bond) 与 一 个 RNA 链 氨 基 互 补 配 

对 而 成 。 过 个 复合 体 可 以 和 胞 抽出 物质 在 试 

管 中 (in vitro) 加 入 RNA 聚合 酶 (RNA 

polymerase ) 闻 以 DNA #3512 %{ orimer) 

BR. Re, ch LRAT 
极 密切 关 傈 生物 体 上 抽出 的 DNA 与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EAE PEAR 

可 形成 此 杂 合 体 。 过 个 杂 合 体 是 在 DNAS 
PRARHE (single strand form) 时 所 形成 。 

如 生物 体 在 遗传 上 汞 不 相位 即使 其 氨基 租 成 

相同 ， 仍 无 法 在 信息 RNA 与 DNA 间 形 成 
复合 体 。 形 成 杂 合 体 的 过 程 有 生物 专 一 性 
(organism- specific)， 且 可 用 来 债 察 与 估 

at {AB (nucleic acid) 的 顺序 同 源 性 (sequ- 
ence homology) 。 

DNase DNA 分 解 酶 : 任 一 分 解 (hydrolyz - 

- ing) DNA 的 酵素 。 
DNA sealase  DNA$éERS : = _DNA 结 合 
%§ (DNA ligase) . 
DNA silencing DNA 静 止 | Sager and 

Kitchin» 1975 ]: 在 拉 核 生物 中 ， 专 一 性 
妇 色 体 、 染 色 体 区 域 或 出 现在 不 影响 同 源 性 
之 DNA 分 子 的 选择 不 活性 或 消失 之 现象 。 
DNA steresis DNA 流失 [ Bloom and 

Leiden + 1962 |: SEAR IRH e. 

deminant 

染色 体 的 一 邵 份 流失 。 轻 照 射 巡 后 之 染色 钥 

节 段 ， 在 利用 Feulgen 或 methyl green-py- 

ronine TERE, SM BRM PRR 
RARE» Fi Alfert-Gesch wind gt ARR 

否 具有 及 性 蛋白 质 (basic protein) ff, # 
现 轻 微 的 著 色 ， 此 种 现 象 训 需 是 由 於 此 一 染 
色 体 和 节 段 中 缺乏 DNA 物质 所 然 。 
DNA unwinding protein DNAS gh A[ Al - 

_berts and Frey» 19701: EXBERR 

外 .soli) 中 ,一 个 恒 白质 L oF #922000; 
每 一 对 数 期 (log phasg 组 胞 大 和 绝 有 800 (HH 

本 ] 对 盟 股 DNA BRRA MARAE 
ce, (AZ RNA BERR DNA 则 没有 那 
BRAGA hit - MRNA ARE Mie 
REZ DNA ASH. FERRABRADH 
曝露 单 股 DNA RRMA MALE. EF 
15S + Ama ( deoxyribonucleic 

acid) 7 &(#€4n (genetic recombination) 

Gd #8 fi (replication) 的 作用 。 

DNP 84% AteAetKS A (deoxyribonucle- 

oprotein) 之 简写 。 

dominance modifier ”是 性 修 节 因子 LFispey » 
1928 ] : 它 显 性 (dominant) © 

dominant 是 性 [ Mendel» 1865]: 址 传 所 

控制 的 性 状 (character) 中 ， 两 个 各 具 相 对 

性 状 同 质 结 合 (homozygous) 品系 ( 纯 种 ) 

杂交 所 得 第 一 子 代 ( 简写 F ,) HRA 

(heterozygous), 24% ## (heterokaryotic) 

BY 2 A AF (heterogenotic) 个 体 中 ， 能 是 

示 出 来 的 等 位 基因 (allele) BRBH. AY 

生殖 二 信和 体 生物 在 第 二 子 代 (F.) AB, AOR 

性 性 状 个 体 估 和 后代 的 四 分 之 三 [ 5 Hs (se - 

gregation ) ]。 破 题 性 所 遮蔽 而 不 表现 出 

EAS ir ARES “ BREE” (recessive ) 。 
“ Batt (dominance) Al BRE (reces- 

siveness) FIFRA ASHRAM. EE 

一 基因 型 (genotype) 整 个 反应 体系 (reac- 

tion system) 中 基因 座 作 用 的 结果 ， 因 受 

外 界 环 卉 影响 , 以 及 其 他 基因 [“ 是 性 修 节 因 
子 (dominance modifier)] 之 存在 ， 使 得 基 

pe S| Se Sot ace Ses 
He: ES FE AT SPE il 5 Pe SS TT Bd 

JER Ry BARC BAK. RRR 

De i, BPE RCIA ( 等 位 基因 ) ADE 

字母 代表 ; BATE RI I KALARE. 



dominant complementarity 

Sc Ett (complete dominance) 与 完 

SB (complete recessive) Re MIRE » 

(RE 2 NIE ZS“ EE” (degree 
of _dominance ) #38. 

_ 工 完 全 三 性 (complete dominance) 

RARE W (Aa ) 的 表 型 (phenotype) 和 与 同 

质 和 结合 型 (AA ) 相同 。 

2 +#EEt (semidominance) [ = 部 分 显 

性 (partial dominance) ， 不 完全 显 性 (in - 

complete dominance) ]: 5 EAH 

(Aa) BRBDRK (AA ) 与 (aa ) 之 问 ， 

BCH “ PH” (intermediate) 。 
3 有 修 件 的 显 性 (conditioned damin- 

ance) [| Goldschmidt» 1938 j = 不 规 
BGA (irregular dominance) : ERAK 

SHRRE PF AER SHARE HERR 

AXY-EBRRVREHERRA TRAE, 

但 在 另 一 蛋 卉 下 RBH 

4 €4SE“t (conditional dominance) : 

ReRRSUT RARER, ERARA 

能 下 可 及 枫 察 到 , 而 同 质 和 结合 的 卖 型 则 不 明 。 

5a REM = (alternating do nance) 

[ = §e*2¢% (change of dominance) ; 显 
eR (reversalof dominan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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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 BE ASE RS A (ontogenetic) Ae, 

RAGSBPE—-SHURAS BEA, FY 

MBE) A— Siew ( 如 A,a: 一 a,A，) 

上 。 在 此 黎 饶 形 下 ， 生 物 在 各 个 不 同 发 育 障 

BB, SUSAR HAA BRA 

Bt. CLE RAPVRAERKKA DaHEK 

”发 生 (phylogeny) MEP, FEMRATL— 
代 一 代 的 改 层 ， 很 多 外 在 和 与 内 在 的 因素 可 以 

造成 过 逢 现象 ， 例 如 : KBE HBS, 
fi BARE (position effect) , ZB, A 

稳定 性 基因 (labile gene) 等 。 

6 SE ZEBAM (delayed dominance) : & 

BeCRBS SH RAOKE ZL. EHR 

发 育 的 丛 期 ， 其 相对 的 隐 性 等 位 基因 的 表 型 
” 才 不 表现 出 来 。 

7 BEEEM (shifting dominance) : 等 

位 基 氏 由 於 外 界 焉 境 的 影响 矿 桂 示 不 同 的 是 
人 性 。 

& TERCERA (sex-influenced domin- 

ance) : SH RA HET ASI PARA 

的 里 狂 作用 。 

时 性 修饰 因子 (dominance modifiers) 

[ Fisker » 1928 ] 或 是 性 修 和 基因 (do- 

mini geves) | Goldschmidt» 1935]: 

RE SR ARAR (KX) RAERABEE 

(degree of dominance) 与 其 相伴 的 卖 型 

he hz JES LEER (non -allele)se 

dominant complementarity ABM ERM : > 

Z %%B (complementary gene) < 

dominarice deviation Ze BH : OH BE (va- 

riation) 。 

dominant gene SERA: ORBEA (re- 

cessive gene) 。 

dormmantlethal SBM 256 : bh SE RRS 

RPA Last eM, ERA AE= 

BE, EE BAREH EE, ABR RASS 

FRECBEERRBSAB,s WREAA 

.位 在 那 休 染 色 体 上 [ OAAAF ( lethal 

factor-) Jo 

dominant lethal assay 是 性 致死 检定 上 Rus - 

sell » 1951 ; Bateman, 1966 |: 在 动 

HEE RARE SH, PRES ASR 

—~BER, PRAERERAR AR BEHZ 
( mutagenicity testing system ) 中 之 一 

成 分 ， 是 性 致死 的 遗传 基础 主要 遵 致 染色 

ERERRALCMR, MEKAF LAE 

活 、 早 期 胎儿 死亡 、 以 及 下 ， 后 畜 之 不 孕 症 
或 半 不 孕 症 。 在 传 圾 的 显 人 性 致死 检定 中 , Me 

鼠 服 下 低 省 度 之 毒药 卡 理 后 ， 使 与 未 经 处 理 

Z Rete Bit RACAC ; 以 处 理 过 之 雄 鼠 (mice) 

交配 后 1-3，4-5 和 与 6-8 星 期 光 和 处 理 之 

REAR (rat) 交配 后 1-5，6-8 和 与 8-12 

BECERRA, RRR BT EAS 

UN A BU. HE 
BEER, AHMRBA 12 RIIKZRP 

#8> ECR REE (corpora lutea) RBA 

#% (implant) MB Bate ( muta- 
genic effect ) bj 4 #d5 B& (mutagenic . 

index) 7a Z» Bll ( PRARA REE) ~ 

( PRE RME ) 乘 以 100 MA ( Lpste- 

in and Rohrborn» .1971)- “er 

domini gene fam Rif Goldschmidt, 

1935 ]:@Re(dominant) o 

donation #2#8{FR [Clark and Adelberg: 

1962]: MRT 接合 (conjugation) FF » 

KLE MAR RSF (conjugon)[ = SHA 



因 ( promotor )] 的 转移 帮 葵 匠人 作 用 ,此 作用 

Gl A 4% i & AF (colicinogenic factor) 

me HABA. [O18 #(con- 
duction) ] 。 

donor #3 :— lS AOSHI A AH. 
DOPA SRA AB (dihydroxy phenyla - 

lanine) 7 f§B- 

dosage MB: OAR AF (gene dosage) > 

dosage compensation #)% Af" [ Muller> 
1932 ] : 在 任何 具有 XX-XY 或 XX-XO 性 

别 决 定 (sex determination) 机 制 的 生物 中 ， 

使 性 速 基因 (sex-linked gene) 在 两 性 中 有 

相等 或 近乎 相等 的 有 效 剂 量 的 峰 制 融 访 产量 

请 偿 。 
#E PREY (Drosophila), Mia (FA 

20 BEX - 染色 体 (X-chromosome) NE Bi 

基因 [“ 痪 量 铺 偿 基 因 "(dosage compen- 
sation gene) ] (FA MRR, CUBE 

{3% %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i@4 

3¥ (genetic translation) K¥#BBhis* 

OE WZ + BAAS Dit (biological 

activity) ， 而 抵消 某 一 基因 不 同 剂量 的 效 
# [ Om (#4 bp ( genetic regulation)] 。 

”在 哺乳 类 (mammals) ff) B Hi BAA 
fa (heteropycnosis ) BRAHAM, 因 世 也 

Gil 3 @ 44 azz (chromosome coiling) #K 

Hae AH LOR (allocycly)].o € 

性 别 决 定 体 系 上 ， 如 雌性 只 需要 一 个 X- % 

i> Ml Y- 染色体 决定 雄性 (XX-XY # 

条 ) 性别， 其 剂量 补 倘 的 “X -染色 体 失 活 学 

at (inactive-X hypothesis) 摘要 如 下 

[ Lyon,» 1966 ]: 

LEMAR IER HE Gia b> PR X-% 

色 幅 中 的 一 条 由 於 民 染色 质 化 (heterochro- 

matinzation )[“ 因 千 "“(compaction ) ] ， 

失去 遗 傅 活 性 ， 此 一 X - 染色 苯 称 坑 “ AE 

-X % f& #8 "(compaction- xX) 。 

LEAD ZAR aA, KASH 

或 父 体 的 X - 染色 体 均 有 可 能 消失 活性 。 

3 X- 染色体 失 活 作用 在 胚胎 肥育 早期 

发 生 ， 此 作用 一 构 完 成 ， 经 每 一 各 驳 所 衍生 

MSGR (cell line) 也 从 此 固定 。 

4 PRR X-PRABAA PHBH: 

#43 Ett (genetic inactivity) » DNA 

HARSE,. AMRORUIOSCRKRAR, 

12) double fertilization 

RHE 4 B/G (sex chromatin body). 

RAB@RET, ERMMER X-RAFG 

不 同 程度 的 失 活 现象 。 

dosage effect 剂量 效应 : 某 一 基因 之 各 等 位 

基因 (alleles) 在 表 型 性 状 的 表现 上 有 数量 

ZR, HSMSAEHK)RARWARS 

位 基因 的 频率 有 关 。 

dose, radiation 放射 穆 剂 量 : Kk HRI Be 

个 专 一 性 息 俭 豆 或 整个 个 体 ， 剂 量 单位 之 特 

AR BA ha = BH fiz(roentgen unit ,r) Ri 

(rad) [ 辐射 剂量 单位 ] 。 

dose-action curve MBER: BNR 
Mi. th 8% (dose-response curve)o 

dose fractionation MBSR: LAMA, 

i FT BS RPA | 

dose response curve PAR: 某 些 生 

iy FE SAT RA RR A BB) eh RR © 

dosimeter FAMit : 指 在 某 一 时 间 内 测量 人 
EX Yy BY S2 KH EZ BB o 

Dotted 斑点 基因 : 入 存在 玉米 第 九条 染色 体 

上 之 一 个 基因 ， 其 符号 储 Dt， 它 可 影响 “a” 

RR “A”" SHR, MARARREEKA 

三 条 染色 笨 上 。 

double cross  @##37 : REKEALMRET 
所 用 之 技术 。 四 个 不 同 自 交 系 (inbred line) 

(A,B,C， 和 与 D ) RRA. AxBE+ ABH 

种 , 且 CxD 产 生 CD 杂种, PEM HX (sin- 

gle cross)# f (AB SCD ) 再 杂交 ， 可 得 

(AB) (CD) SHACK T > (FR TER Ro 

double crossing-over 人 双 交 换 [Strut evant» 

1914 ] O&# (crossing-over) 。 
double diploid @—fE#8 [ Warmke and 

Guignard 1899 ):2i& $ 4-4 (alloploid) 
la +: yi AKA BIRR ye 

 —F B44 BA(diploid chromosome 

complement ) [ =# = { amphidip- 

loid ) } 23479434 (allotetraploid) ] 

[ > @ (3 (double haploid) ] 。 
double exchange @#37 #2 : —(H704>8 (tetr- 

ad) 内 ， 同 时 发 生 二 次 断裂 (breaka ge) 与 易 

位 (interchange) ， 双 交换 包含 二 、 三 或 四 

条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s) 三 种 。 

double fertilization ”人 双重 受精 [ Vavas 太 im 

and Guignard:s 1899]: 号 受精 (fer - 

tilization) o 



double haploid 

doublet 

double tefotrisomic 

double haploid 

554248 | Warmke and 

Blakestce,» 1939): 具有 琴 套 染色 体 租 

(chromosome set) 2 Rie REMI 

4%, #—-RERMKA-BYELOR=. 
44% (double diploid) ] 。 

double monoisosomic #842 #8 [ Kimber 

and Sears» 1968 | : —(&#iRREC(E RE 

SiR GA aA BRS ESE (iso- 

chromosome) » A—-BRAAREAE MAL 

Hze—-AAEE [ ORAM SH MM (mon- 

otelomonoisosomic) ] 。 _ 
) 

double moncteiosomic “人 双 单 末端 体 上 Kim- 
ber and Sears,» 1968 |: 一 便 竹 胞 或 个 

体 和 遗失 一 染色 体 对 ， 但 二 个 末端 中 季 (telo- 

染色 体 取 代 和 遗失 人 染色体 对 之 每 一 
Wo OB Re SH HH (monotelomonoiso- 

; Rae SHH (ditelomonotel- 

osomic) ] 。 

double reduction #j}%2¢ [| Darlington» 

1929 |: DREDH 

gregation). 

SAS: S694 ( Diptera )JBEBA 

4 6 (giant chromosome) 上 的 双 带 (do- 

uble band ) 区域 ， 可 能 由 於 洗 化 过 程 中 的 

MR (duplication) 而 形成 ，ZLewis K 

[1945 ] 把 双 带 避 需 是 “ 带 状 响 接 重 篮 “ 

(one band-tandem-repeat) © 

centric) 

somic) 

ber and Sears, 1968 ]: 一 个 体 缺 少 一 

人 条 染色 体 ， 但 具有 二 个 末端 中 和 节 桨 色 体 ， 与 

— (Aik AB 2 eB (arm). [ =& 

= 3H (pseudotrisomic) ] 。 

double X 加 倍 Xx- 深 色 体 : FERS (Droso- 

phila melanogaster) P>» —fAii ae Ap 

(acrocentric)X#AMHRKHRBERE 

MP GRRE ¢ Bt is X REHM AH 
wap Ai (metacentric) 多 一 般 所 保存 品系 之 

X 桨 色 体 垮 优越 ， 因 篇 它 不 产生 断裂 ， 而 与 

SAim= AL Ki - 

分 表 (chromatid se- 

工人 染色 体 交 换 (crossing-over) [COX #6, 

体 脱 部 (detached X)]. 

doubling time 加 人 税 时 间 : dns PIS rhs Ht 
BESS MRA. SEPT, 

Dts As Fes) SS ttt FR FB] (generation time): 

NERE Ss S—MbseEC KET ip, 

(2) FE — APS PESTER LE IA 3) 12 

7 BSB fF (lysis) | RI Fe tt 

REFRESH o 
Down's syndrome BRAAMEE: 人 类 第 

21 人 条 体 染色 体形 式 三 染 体 (trisomy) 时 所 

造成 之 低能 症 。 具 有 此 证 的 病人 眼皮 (eye- 

lid) RHABR, RECARHAABREK 

{ epicanthic ) BHR. AtKNBRat 

© Capgeclien) <a aaa dee ee 
#=. (familial Down's syndrome )].o 

eu i PEE (diphosphopyri- 

dine nucleotide) 7 iB - . 

drift RSL Wright» 1921]: que w 

{genetic drift) > 

drift-region EBM Ett | Blattner et al., 

1972 }: FE RES (genetic transcrip- 

tion) fF» DNA ee Pk 2 BARA Of A 

HIE, RNA 聚合 酶 可 移动 ， 但 未 能 产生 

RNA 链 ， 促 使 RNA 合成 之 核 苷 酸 有 顺序 上 ， 

APH Ra ety RE RRL oles 

& F { promoter ) dus 

D-RNA {WDNAZ RNA [ Georgiev ， 

196) |: EBBEMP, RNA RAKES 

UR, H&RRRK DNA IBA RA RE. je 

个 RNA FFAs RNA (ribosomal _ 

RNA ) 389 RNA (transfer RNA) (D- 

RNA = 似 DNA 之 RNA ) LOWES 

RNA (pre-messenger RNA); 2B 

DNA (heterogenous nuclear RNA) J © 

Drosophilc HE: RBM Z— (genus) ， 
CAH 9006S. BARGER 
学 最 常用 之 生物 ， 过 个 民 可 分 需 信 个 亚 局 : 
(Hirtcdrosophila，(2Pholadoris » (3) 

Dorsilopha » (4) Phloridosa » (5) Siph- 

lodora », (6)Sordophila » (7) Sophophs 

ora » A#i(8)Drosophila D. melanogaster 

坊 多 大 胞 的 生物 ， 许 多 遗传 信息 傈 来 自 它 ; 
它 属 於 Socdophila 之 5 局 5 EN 

Drosophila information Service eo SAR 

务 : PMSH Meee ORM ER ZX 

RK FESPRSACREAM, RARSRS 

iB 

PRUE Zt, PRR 
ti, FREER > URABAMS. 
drug-resistance factors M#AF: OKA 

F (resistance factor) 

drumstizk $88 | Davidson and Smith» 



1954 ]: 人 类 多 形 述 别 中 性 白血球 (poly- 

morph neutrophile leucocytes) 中 的 性 淋 

@,@ (sex chromatin)， 包 括 了 一 特殊 的 鼓 

要 状 的 和 细胞核 附属 物 ， 其 头 邵 ( 直径 和 绝 1.5 

em) 与 核 问 以 和 线 状 柄 相连 ， 鼓 析 和 其 他 A 

WERE AA, ASG EBS MI RH BO 
PARR BoM MIS Hb. LEB KH 

he A mR .1 404 BEE, Ee ee 

估 1/500 LIF; 

drupe 核果 : pe TTT tt a Th 

(olive) ; th M—.O 8 (carpel}fti dad 

RE—fEt. 
ds DNA AG DNA: & & HR DNA 
(double-strand) 之 简写 。 ” 

dsRNA 7G RNA : BK RNA 之 简写 ， 
[ss RNA *= 单 股 RNA]. 

Dy trisomy syndrome “D: 三 染 体 们 发 症 : & 
ARERR REE > Hib D 群 祷 

外 染色 体 所 引起 «(AMARA RRER 

(human mitotic chromosomes)] 。 

Dubinin effect Dubinin 效 麻 (Stern and 
Kodaxni ，1944 ] :和 坑 一 种 杂 斑 型 的 位 置 效 

At (position effect) ， 可 以 尊 致 正常 等 位 

基因 (allele) 作用 的 溅 少 或 产生 不 活性 ， 以 

RES MAA IHS EF (heterochro- 

matin) Oil, wBHAS BAER eH 

Dubinin and Sidorov[ 1935 ) 4: BRR AY 

前 腕 中 断 基 因 (cubitusinterruptus gene) 

“中 发 现 。 
duplex 42st S26M#RS[ Blakeslee ， 

Belling and Farnham: 1923 |: ®1% 
体 在 同一 遗 德 基因 座 上 有 -个 是 性 等 位 基因 

( Min: =H AAa, DUPER AAaa] 
[>MBte4aS (nulliplex) }. 

duplex DNA #ist DNA > fWatson-Crick 

BARR DNA 分 子 二 由 二 个 相对 之 3 一 

5 Pt RRAR LS oH Hes (polynuc- 

leotide chain) 所 和 组 成 。 

duplicate gene ”重复 基因 【 Shull ,1914]: 
两 对 相同 的 等 位 基因 位 於 不 同 染色 体 上 上 有 具有 

FARA | EPS HS BY LE: BY HEL 

KRABI (secondary polyploidy 

(> (polyploid) ]。 在 基因 的 公式 
中 , 经常 给 予 重复 基因 以 相同 符号 -而 用 不 同 

的 字 是 或 字母 下 角 加 以 符号 来 描述 其 特性 

123 

duplication 7% Bridges» 1919 ] 

duplication 

fe R BRA (heterozygosity) SATE 

情形 下 ，A fay BRE, A.( 与 Ai: 相同 ) 

对 a，*， (fia, 同 ) RR. A, 与 A。 有 具 相 同 

表 型 作用 ，Aa， HA, a, 表 型 相同 但 与 ai 

as As [A] 。 因此 ， 正常 的 王 ， 4} ae ( seg- 

regation) (9:3:3:1) %B4, we 

Sr ARATE RAR MW ABER 
#@ KR” ( cumulative duplicate gene ) ] 

F, MEIER 15: 1. eA RR 
F ROMRBBI:6:1, [9 A,A,:: 
6 (3a,a,A,*. 和 3Ara 

a, | 

2 a,): la,a,a, 

与 重复 基因 类 似 的 是 具有 三 对 相同 等 位 

基因 ” 称 售 三 重复 基因 (triplicate gene), 

四 和 澳 相同 者 称 四 重复 基因 (quadruplicate 

gene ) ， 多 蕉 四 对 等 位 基因 者 称 镶 多 重复 基 

因 (polyplicate genes) [OX A WA Al 

(gene interaction) ] 。 

: 原 

核 生 物 和 质 权 生物 一 和 部 分 基 内 和 组 ( genome) 
的 重复 而 造成 染色 体 构 造 的 改 败 [OLE 
突变 (chromosome mutation) ]. H@##f 

RBaK) ASH BRte 

在 细胞 学 上 , AKA WE A (chro- 

mosome complement ) 如 有 相 和 党 小 节 段 

重复 的 存在 ， 可 由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烈 前 期 交互 

配对 (alternation of pairing) [O26 #4 

配对 (chromosome pairing) ] 区 的 出 现 ， 

DR HB (Diptera) BRE ARE (ci- 
ant chromosome) 中 ， 一 对 同 源 染色 和 体 办 

质 和 结合 重复 季 段 的 交互 配对 [ 体 细 胞 染色 体 
配对 (somatic pairing) jj 而 加 以 属实 .。 

可 以 用 细胞 学 方法 观察 的 最 小 重复 ， 只 

豪 涉 到 巨大 人 染色体 上 单 锋 的 一 个 带 (band)s 

By — RE A (chromosome arm) 

也 可 能 重复 而 形成 等 骨 康 色 体 (isochromo- 

some) o EMERMBMH, RRS 

fa | SESAF (linkage group)] 全 加 时 就 会 

构成 一 个 杂 公 苯 组 灾变 {genome mutation) 

[CBR (aneuploid)). HRHEAME 

Aly i Ai Bee FES ee HR Hy AR (pri- 
mary structural change), 以 及 交换 作用 

(crossing-over) RM Hi & Fe [ 不 等 交 

#2 (unequal crossing-over) ] 都 是 原因 ， 

也 可 能 起 源 於 在 倒 位 (inversion) 或 易 位 



duplicon 

(translocation) 中 发 生 交 澳 作 用 而 尊 致 次 

BR 4 (2 HE ERE (secondary chromosome 

mutation ) « 

“ gfe #8 fl] ee” (interchromosomal 

fa A A HB 

chromosomal duplication) Zk sl ARE 

BBN RAGA ARMA fl 4B en 
(chromosome set) Aydt fh Af rh af faj]— 

RAE, HARRAH A - 

| LARA SE  (interchromosomal 

duplication) : Fi #2 ADR ATBE MA SE lel pe 

色 体 中 [图 38a ] ， 或 形成 染色 租 租 中 的 一 

Fig A L [ei 38 b j]- 

2 染色 体内 重复 (intrachromosomal 

duplication) §  ; 重复 在 同一 和 休 染 色 体 内 

[ [1 38c—h | EA, BRERA RE HBA 
PY eH fh A 5p BH L el 38c,e ] . RRA 
th ny RE SAR BI hia L = BAe 

42 © 44 (repeats or tandem duplication), 

(38d, f lo RRM B ALBA Hla —te 
fi R28 | 9S BABB (intraarm du- 

plication ) ; fal 38c-—f J, KREA KR efa 

fe le) 3 “Se gS Bie] BR "( interarm 

duplication)» fi 38g.,h ]。 如 以 中 节 (cen- 

tromere) BY ， 重 篮 可 以 有 相同 顺序 的 

基因 座 ( loci) “Bi #2 HW” (direct duplica - 

tion)-， 图 38c ,d ], 或 相反 顺序 “EN” 

(reversed) 或 “ 逆 重 更"(inverse duplic- 

ation) 图 38e ,fj] 的 基因 座 。 

重复 的 遗传 影响 ， 视 其 所 包含 的 让 传 信 

息 与 基因 和 平衡 效应 的 改 绝 而 定 。 具 有 同 质 或 

典 质 和 结合 重复 之 个 体 ， 其 生活 力 可 以 增进 或 

减低 ， 在 极端 情形 下 ， 重 篮 甚至 可 以 致死 

duplication ) (intra- 

二 人 一 一 一 一 

& 
a ee RT a 

Re. ORE E Ae FT ES es gh 
Cc 

EC 

ere et teem 1 gh 
g 

ta 38. 数 种 种 类 之 染色 体 间 ( adi bb) MRMBAN( c#Hh ) 之 重复 图 

124. 

Die ks ws» )MRM BBA LAB 

传 物质 突 释 分 化 (mutational differentia - 

tion ) AY ALR. 

”互补 性 的 重复 缺失 (complement- 

ary duplication-deficiency) » ERBK 
合 易 位 ( translocation heterozygosity ) 
[ >5H1% (translocation) ] (igh, HM 

HH ARS 4 (adjacent distribution) 而 产生 

7A BCS» PAE A: EAE Be Be x RE 

| MAB/CBKAD/CD ] ， 某 一 染色 体 和 节 

段 在 一 个 配子 中 成 储 重 复 ， 在 另 一 个 配子 中 

则 成 镶 缺 失 , 反之 亦 然 , AZ 

如 联 台 所 形成 人 台子 AB~AD ,CB/CD 后代 

可 以 存活 。 

duplicon #4 [ Sibatani and Hiai» 

1964 }: =#@#+ (replicon) 

durability 耐久 力 [ Dobzhansky» 1968 }: 

FE Se BS Se BR RL Bz (unit of 

evolution) 的 可 能 率 [ fi#—-fidae> hee 
集团 或 一 物种 而 言 ) 。 

dyad 二 分 体 ， 二 分 子 [ Nemec» 1910 ] : 

L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和 裂 所 形成 的 一 对 子 租 胞 

或 减 数 分 型 畸形 (aberrant) 过 程 产生 的 一 对 

Fl Hf! « 

LEB-KBRGAH, PERE pe 

(chromatid) 由 中 和 节 (centromere) 联结 在 

一 起 而 形成 一 条 染 色 体 。 
3 在 特殊 型 式 的 纯粹 ”后 减 数 靖 (post- 

reduction) R&R (meiosis) 中 上 生物 

失 有 短 定 位 中 节 染 色 体 ] ， 没 有 中 和 节 过 接 的 

两 个 染色 分 体 ， 以 独立 个 体 状 态 向 两 极 移 动 ， 

且 在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烈 前 的 分 裂 间 期 (ipter- 

phase) 时 行 次 级 配对 (secondary pairing), 
-< 一 一 一 一 一 

c de 
CE BR ESE 

b 

a 6. ¢. de  @€Seet eee 

cok, 

«e 6 «©¢ 古本 

一 DC 一 一 一 一， 

人 
h 



在 此 情形 下 ， 第 二 减 数 分 裂 在 非 交 换 区 城 

(non-crossover region BRBMFW. Ye 

HMA APA, ANA. pa Bray 4B 

发 生 在 后 期 TI(anaphase 工 ) ， 染 色 体 的 非 

CREAR LR SRSA. 

dyscentric 非 中 节 的 [ Darlington:1926]: 
4: 6,42 HH (chromosome mutation) 的 一 

种 [ 例如 : 倒 位 (inversion) ， 倒 位 重复 

(inverted duplication)] , B# AAR AH 

段 的 转动 (Fotation), 构成 基因 与 中 季 (cen- 

tromere) 成 180 H#RMlOB+ 

(eucentric) ] . 5 

dysgenic BEG) : 使 一 个 物种 的 遗传 性 质 贷 

'25 dysploid 

ARBRE LORmzAM(eugenic) Jo 

dysploid FF (egal Tischler » 1937]: 
集 园 (population) 或 物种 (species) 内 有 不 

同 基本 染色 体 数 ,“ 非 整 们 性 (dysploidy )， 

在 种 子 植 物 中 经 常 可 以 发 现 ， 一 群 个 笨 中 常 

有 一 系列 基本 染色 体 数 (basic chromoso- 

me number) 相差 只 有 一 个 染色 体 ( MX = 

5;6;37;8;9 ;等 ) 。 非 整 信 体 的 基本 桨 

色 体 数 在 一 群 个 体 中 是 很 稳定 的 。 此 和 与 B- 

6,48 (B-chromosome) 集 园 和 由 正常 二 

俩 体 集团 衍生 的 殿 数 体 (aneuploid) 相 反 。 非 
整合 性 经 常 作 有 染色 体 构 造 上 激烈 的 改 丢 。 



early enzyme 

Ee 

early enzyme 早期 酵素 : L-MRRBEZ 

酵素 上 = 早期 蛋白 质 (early protein); MH 
86 2 ER (phage-induced enzyme) ] ， 

Zi BOB RS A fH EAM genome)i& 
BPRRAK. PMS BE SRE DNA 

或 其 前 驱 物 质 的 合成 ， 它 可 分 筷 两 种 : WR 

FIRE AM RPA RS ; (2) 一 个 

和 蛋白质 合 成 ， 在 感染 后 之 酵素 活性 与 未 感染 

组 胞 之 一 酵素 标 相 似 或 相同 ， 但 其 反应 率 大 

於 寄 主 酵素 许多 售 ， 且 具 不 同性 质 或 需求 。 

early gene “早期 基因 :在 寄主 备 胞 开始 DNA 

合成 之 前 ， 所 表现 的 任何 哟 菌 体 或 病毒 基因 

[> 后 期 基因 (late gene) ] 。 
early vs. late “” Sa “SE” RR: BRB 

Mie RRA, BA aR” 
“ 2” BM (transcription) ， 可 能 须要 

不 同 而 特殊 的 BHF (promoters) 。 
early vs. late proteins “ 早 ” 与 “至 "蛋白质 :; . 

在 噬菌体 感染 后 ， 噬 菌 体 特有 的 和 蛋白质 在 一 

ECHRMA AK. al Like OR “” ga“ ie” 

“A> SPREMR RGR BEHAF (tac - 
tors) 的 正 控 制 (positive control)Z Fo 

eclipse RSRB: 由 於 病毒 的 基因 组 (genome ) 
进入 寄主 细胞， 使 得 感染 的 病毒 颗粒 减少 或 

BR 。 
ecliptic period = RBABRAL Luria» 1950 }: 

tS Beek EPA bacteriophages) RR, 至 

BRR BGS FAR EE Ze 

{ =8FH8 (dark period) ] ， 相 党 於 溢 伏 期 

(latent period) 的 前 半期 。 

eclosion ”成 喜之 脱 融 戎 融 : Ras ee, 

晴 中 艇 化 而 出 。 

ecociines 生态 变异 : -BWEN BAY Sik. 

EH IS Hy BAD HEAR A AE RB (ecological 

zoon) 而 发 生 的 一 种 反应 [之 渐变 群 (cl - 

ine) J. 

ecodeme +8 RRB: 与 一 独特 的 楼 息 地 有 

HZ [Al Bf (deme) 。 
ecogeographical divergence “生态 地 理 分 歧 : 

由 单一 租 先 稳 演 化 而 来 之 二 或 更 多 不 同 物 逢 ， 

每 一 物种 有 其 不 同 地 理 区 域 与 滴 应 地 域 楼 息 

性 之 特 答 。 

ecological niche 生态 位 置 : 一 群 植 物 或 动物 

其 所 参与 及 估 据 的 地 方 ， 过 称 生物 可 相互 利 

用 此 政 卉 ， 且 需要 熏 其 他 生物 共生 在 一 起 。 
ecological isolation RERARE: Hck 

性 或 棱 息 地 ， 使 生物 之 群 (group) 分 开 s 

ecology “生态 学 : Fite RIAA 
RZ ES 

ecophene + semi He Turessons 1922): 

由 於 自 然 界 楼 息 性 之 限制 ， 使 得 一 个 基因 型 

(genotype) 产 生 某 一 范围 内 表 型 [phenaotype) 

fy 4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ecophenotype FRE - RRR. 

任何 表 型 (phenotype ) 的 非 遗 传 性 改 释 。 
ecospecies ”生态 种 [ Toyessoz ，1922 ] ， 

坊 一 群 可 以 相互 交配 (interbreeding) 其 后 

代 不 会 失去 生育 或 优势 的 生 仿 型 ecotype) 。 

ecosystem FRERM: 在 一 个 专 一 性 地 区 之 
活性 与 非 活性 成 分 攀 合 体 ， 可 在 一 弧 形 涂 径 

交换 物质 下 ， 构 成 一 个 稳定 系统 [ > +P} 
落 (biome) ] 。 

ecotone § FERS: + FE (biome). 
ecotype “EREEI[ Turesson» 1922] : 

FBP, HAG RRE (selection) 之 作 

FA, (#49 (8th (local race) [ = 生 
es | AA MBAS BH EAM. A 

fal % 4#(ecospecies)Z 生态 型 问 可 以 互相 
杂交 ， 产 生 具 有 生育 力 的 后 代 。 

ectoderm 外 胚层 ; AIG : 包 园 在 胚 与 神 

经 管 外 之 一 务 胞 层 。 外 胚层 的 衍生 物 包括 所 
有 种 径 组 织 ， 表 皮 ， 所 有 知 澳 器 官 之 上 皮 帮 
Aa, SEBS (nasal cavity sinus)， 肛 门 

(anal canal)。 跨 以 及 脑 下 垂体 (hypo - 

physis)。 

ectogony 果实 直 感 ， 当 代 题 性 [ Waller ， 

1917 ] : OBR (xzenia ) 。 

ectopic pairing ， 且 位 配对 : RARER RAB 
之 插入 与 尼 染 色 分 体 节 段 近 侧 之 非 专 一 性 配 

对 。 

ectopiasm 44$%[ Haeckel; 1873 :在 

fn GS MAA (cytoplasm) RABAT 

Bi FY — fe ( = Ke (cortex) ] 。 

edaphic race ++ RRR: SL ME AVS 

较 其 (hes SAA — aR (race). 

eduction 抽出 物 [ Sunshine and Kelly, 

1971): RAF EHRESDRRPEZ EM 



(plasmid )| WRK (episome) ] AS REX » 

兹 合 而 坑 一 进入 寄主 区 色 体 上 ， 过 种 含有 缺 

失 (deletion) 之 细胞 称 之 需 抽 出 体 《educt- 
ant), 

Edward’s syndrome Edward Kifiefe : 

El 2M ere ( E, trisomy syn - 

drome) o 

effective breeding population @R BILE E 

[Wright >» 1931 ]: 一 个 集团 育种 个 体 的 
有 效 数 目 [ = 有 效 集团 大 小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 。 

effective Re AWE 可 能 
Ro 

effective lethal phese 有 效 致死 期 : 生物 揣 带 

有 致死 基因 ， 一 般 你 在 发 育 的 时 期 造成 佰 体 

死 它 。 

effectively dominant #3URAME [ Muller» 

1950 ] :@ Bite (dominant) 。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有效 集团 大 小 : 一 

个 集 园 之 平均 个 体 数 ， 它 能 将 其 基因 东 炉 传 

MBP Ro RMA eR A BR 

如 一 年 中 之 季节 作用 ， 掠 奢 行 垮 ， 寄 生 与 其 
他 因子 ;在 最 大 狗 束 期 间 ， 其 有 效 集 园 大 小 

相当 接近 贞 察 个 体 数 。 
effector QUT » EBA [ recopb and 

Monod» 1961]: 上 在 遗传 上 ， 筷 一 个 和 与 
ae (operon) tty #p414H (repressor) 相互 
作用 的 小 分 子 ( 代谢 物 ) 。 过 个 抑制 物 分 子 

的 活 兹 或 不 活 化 作用 ， 秽 其 它 与 BRA 

(operator) 糙 合 的 能 力 而 定 。 在 酵素 诱导 作 

FA > “ ERE Fy ” “By” (induct- 

ors) 降低 了 抑制 物 的 活化 。 在 酵素 形成 之 

抑制 镍 用 (repressioqj 下 ，“ 负 效应 子 “或 
“ MEI ” (corepressor) 能 促进 抑制 物 

之 活化 ， 而且 能 限制 可 抑制 性 蛋白 质 (rep- 
ressible protein) 的 人 台 成 。 

2 MRS (enzymology) a, B— 
ERX BMHRRY ( regulatory meta- 

5olitef = CMA (modifier), K#A 
fF (modulator) ] 。 FRBMHRRLEA 

(substrate AH hRERERDS RK. 

RE FAS AE FS RES 2 RE, TEE 

LARA. FRB, RARER 

Mi (activator) ， 过 种 现象 可 称 之 坑 基 质 互 
作用 (substrate co-operationj[ O 2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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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llosteric) ] 。 

effector molecules 效应 分 子 : 与 抑制 分 子 接 

合 之 小 分 子 ， 它 涉及 接合 操 炊 基因 (opera- 

tor gene) 活 性 与 不 活性 之 能 力 。[c 劳 导 系 统 

(inducible system ) ， 抑 制 系统 (repre- 

ssible system)， 调 季 基 因 ( regulator 

genes)。 

egg «ON: RRA (oogamy) Hy, Meda - 
(gamete) 2H BARBER Hee 
精子 ( ERC ) 相反 。 卵 在 有 性 生殖 (sexual 

reproduction) 时 ， 坟 专营 生育 与 受精 的 。 

只 念 已 成 特定 粗 秩 化 的 细胞 体系 ， 其 疾 胞 质 

RAI BARR. FHI MRNAS 

BA: CERRELEA, HINUERA 

| (cortex) PEWHH, CRRECRREH 
路 程 [ ORR (predetermination) | 。 

egg mother cell sista : 坊 一 个 高 等 植物 

ich AF BR (megasporogenesis) FE 

A: $f #0 (egg cell) 之 大 孢子 母 租 胞 (me g- 

asporocyte) o 

elaioplast 油 粒 [ Wakker » 1888 J: RR 

FERED Z KH (plastid) » WN 
化 的 无 色 体 (ieukoplast) 。 

electrode 电极 : —(ARE RAE Min a BAS 
器 具 。 | 

electroencephalogram 。” 腊 电 图 : MABRAH 
改 响 ， 以 电动 记载 之 。 

electronegative atom 负电 原子 : psa 
(electron) Ami. 

electron microscope “电子 显微镜 : 利用 ay 

RAAB RATERS Lee RB 

的 放大 系 坑 , 它 的 解像力 (resolving power) 

较 最 好 光学 早 微 饮 高 出 百倍 以 上 ， 生 狗 标 本 

之 解像力 可 过 到 煌 10 有 « 
electron transport particie @ (Se FAW: 由 

FSR HE ( mitochondria) RG Meo BH 

(简称 ETP)» CHEBEHLZARALS 

+, GREAloxy gen) Po 

- alectrophoresis Bik: REBAN, BEF 

EBRHZEBH. K-BRIURRE-B 

A) ARS. FALE > REA. BR 

Ree BRS Alcol) > RRAMME 

(polyacrylamide )o | 

elementary membrane AIR Sitte » 

1961]: = B4 M (unit membrane) o 



elementary particle 

elementary particle “基本 颗粒 [ Fernend- 

ez-Moraz ，1962 ] : BY RBE(mito- 
chondrial membranes) 上 重 入 特殊 的 次 

单位 ( 简称 EP) [O#&# (mitochond- 

rion]. j+#FAWA 10 -10 "个 ， 排 列 十 

分 规则 ,与 粒 线 体 央 (cristae mitochond- 

rials fi @#E (mitochondrial envolope) 

的 内 层 膜 相 连 。 每 一 个 EP ( 基本 颗粒 ) 以 

延伸 或 疏 亚 和 纵 的 型 式 存在 。 延 什 型 是 由 一 力 

球形 或 多 角形 的 头 邵 (直径 坊 80 至 100A)， 
一 圆柱 状 柄 (多 50A 长 ;30 至 40A 宽 ) 
与 一 基 笨 ( 407 100A ) MR, ERI 
HARARE. B ATP 存在 

上 时， 延伸 型 就 转 释 坑 具 有 直径 和 绝 150A 单一 

圆 球状 单位 之 被 压缩 型 。EP 的 分 子 量 构 

1.3x10"， 自 然 界 中 需 脂 蛋白 (lipopro- 

tein). EP 和 坑 电 子 传 泌 的 功能 单位 ， 供 亲 

氧化 磷酸 作用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所 需 的 酵素 。 
两 相 卷 EP RIES PRRERS 110 -115A， 

th 2&8 (chloroplast) 4 MEH ARB Et 

EP BER AUD BH, BARS FTR it A(qu- 
antasomes)[ Fernandez-Moran etal-, 

1964 ] 。 

elimination chromatin 删除 染色 质 : OF BF 

出 | 除 (chromatin elimination) 。 

elimination coefficient “删除 侨 数 : Re 

有 特定 基因 或 具有 劣 作 用 之 基因 和 粗 合 的 基因 

”型 ， 在 成 熟 前 死亡 之 频率 ， 它 希 生 殖 时 所 生 

之 障碍 与 遗传 上 所 删除 之 结果 ORBEA 

( genetic death ) ] 。 例 如 某 一 个 基因 ， 其 

平均 删 除 傈 数 储 5 % ， 其 释义 坑 在 基因 型 中 

估 有 总 基因 之 个 钵 有 20 个 ， 其 中 只 有 一 个 

PEE ARRAS RBC. 在 此 情形 下 ， 

基因 可 存活 20 代 才 可 被 删除 ， 它 指出 基因 

可 保持 20 FRANK Ho 
elongation factor 1#RAF [ Zxcas - 工 e - 

nard and Lippmann, 1966 ] : 当道 伟 

圭 译 (genetic translation) ， 胜 肽 ( 胜 肽 

RABE ) 之 聚合 作用 (polymerization ) 

所 包含 之 可 溢 人 性 蛋白 质 因 子 [ = BSART 

(transfer factor) ]. #RAS RSH 

肽 链 之 形成 所 必需 的 ， 不 似 终止 和 起 始 因子 

(termination and initiation factor) @ 

LEA RAK BH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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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 了 蝎 菌 中 ， 胜 肽 链 伸 长 步 又 包含 两 个 

+BRBAAR 42H EF-G 全 EF-T o 

EF-TRAPRAKRAD, A) EF-Tu 
EF-Ts . EF-G  EF-T a] K#GTP 

Meh AKEN BEEZ eee OEF 
Tu @e GTP. RRR tRNA (ami- 

noacyl tRNA) ££ 48 (ribosome) 

ZAMBLME, EF-Tu 似乎 有 一 结合 位 

fi (binding site ) 在 胶 醉 基 tRNA 上 ,而 其 

他 之 结合 位 置 可 能 在 GTP,GDBP 或 BF - Ts, 

te gs QB 四 个 亚 单 位 中 之 二 个 与 EF-Tu 
和 EF -Ts 有 需 。 

EF-Tu- GTP 与 胺 酸 基 tRNA 作用 ， 

形成 一 个 胶 榴 基 tRNA-EF-Tu-GTP 

BAB, BRAM tRNA SRS - 信息 

RNA &##> RRB MM EF -Tu- 

GDP #4 .# EF-Tu-GDP £# EF-Tu 

-GTP 时 ，EF-Ts S/F @RAF, HRE 
次 序 如 下 [ Leder» 1973]: 

| EF-Tu-GDP ( AiG ) +EF-Ts 

— EF-Tu-EF= Ts ( &#) 
+GDP; 

2 EF-Tu-EF-Ts+GTP— EF-Tu 

-GTP+EF-Ts; 

3 EF -Tu-GTP +f#RREH tRNA 

一 腕 酿 基 tRNA.EF - Tu-GDP; 

4. ele tRNA-EF-Tu-GTP 
ES 
mRNA « 

emt tRNA - mRNA - RB 

+EF-Tu*GDP+Pi 

EF-GRAHIA tRNA HESBS 

Saf (acceptor site)[ Affe j BB 

#ENKE (peptidyl site) [ Pfr]. 

Bias whSB. LAMB tRNA (deacy- 

lated tRNA) HRHERUBLER, KE 

BM LRH mRNA, ， 和 水 解 GTP 

( 活性 GTP SH), EF-G HWEMARS 

M2eKAMi Lo KHREKOS 
1 3838+ EF-G+GTP —@{ MBB 

-EF-G-GTP; : 

2 MBE -EF-G-GTP —@BB 
. GDP+Pi; 

3 BEB -EF-G-GDP ~{#E 

+EF-G+GDP. 

REPRATFRARAU. BEA 



| PRBS MRR. | 
AABADY, BRAIERAT(EF-1 

和 EF-2) 已 发 现 : EF-1 RAMREF-Tu 
之 人 性质， 结合 胺 醇 基 tRNA SRM L, 

EF-2 与 原核 生物 之 EF-G 相 类 似 ， 但 对 暑 
校生 物 细 胞 质 上 之 核 酷 体 具 有 专 一 性 、 

emasculation ”去 雄 : 1 在 花 妥 内 将 花药 去 除 。 
12 IK SH (castration) 

Embden-Meyerhof Pathway Embden-Meyerhof 

PIE : > ab AER) (glycolysis) 。 
embryo fK : Emmy h, Ri) 4h 7 
胞 (egg cell ) 人 受精 而 来 ， 在 种 子 植物 中 ， 其 

ih) 7 f¥348.-F #a(sporophyte i ch He AIRE HE 
ReAM HK. hMhK > BARRRLES 
2 FS “ WARE EG (embryogenesis) K “ 

 ” (embryogeny) - 

embryoculture fRi=#E: 将 妨 旦 在 无 菌 条 件 

下 ， 放 在 域 养 基 上 ， 以 人 坑 方 法 范 章 胚 之 生 

长 
embryonic development “胚胎 发 育 : BH 

Hl Ae Yin A RR BE + (histogenesis ) 的 渠 化 过 

fi, HOM ( 合子 ) 彼 转 化 至 一 个 有 

R2A BAKER. ERM. BRA 

发 育 时 ,轰然 吉 些 釉 胞 原先 有 相同 染色 体 租 ， 

其 人 台子 经 有 穆 分 裂 而 生 之 组 胞 ， 人 彼此 有 不 辣 

诱发 作用 [ 40 34. (cytodifferentia- 

tion) » ARRAS BESBY SE (obgenesis ， 

SUD stbata. Paib— (PARA dE Be Ba th Ae 

Avie], YF RtHI4> FRR. MRBERCAR 

(Lyte s Waddington(1962) 2 “# 

BEE” (creode) 。 REBBRMHA AH 
因 作 用 系统 ， 在 相互 关连 控制 系统 中 相互 调 

束 [c> 道 传 调 生 (genetic regulation) ] 。 

胚胎 发 育 是 一 个 高 度 篮 杂 的 通 程 ， 第 一 

(FPA PS TS 3K B BABB Ee St 2 BD ARIE (germ) 

[ “sok "(regionalization), “RRR 

3 "(embryonic segregation) 或 -分 优化 ” 

(arealization) ] 在 第 二 过 程 中 ， 任 何 组 败 
28 4: (histogenesis),7 ¥ Ea 3% BK 

Ped, Bot Be SEA VIM 

BiG eh, eA FS AG RESE4: ” (mor- 

phogenesis) 

Rik AWS bwk= et EPRI, 

Ay Bz FS REL (individuation), ARE 

”参照 器 官 发 育 时 之 特殊 个 体 性 状 的 发 育 物质 - 

K29 embryonic development 

三 逢 主要 之 发 育 系 统 有 下 列 之 区 分 法 : 

L KES EBS IR A (odplasms) 而 区 分 ，2 tk 

ERLE (gradient) MRM ET, A 3 KES 

发 (inductive) BATA Ee > © 

早期 胚胎 长 育 在 受精 作用 (fertilizatiom 

时 开始， 且 有 一 序列 之 时 期 进行 着 (Wad - 

dington» 1956 )。 

| 受精 (fertilization) : 在 此 时 期 中 ， 

有 人 性 繁殖 生物 之 胚胎 发 育 姑 始 之 二 个 重要 过 

2B: BARBRA URGE 

SSRs > ORIEL, se PAAR EB» 

CES ELM EMRE HRA 

2 SEX ( cleavage ): SRARER AA RW 

(mitosis) FRA)RE- Eis hsEeFt > 

—MmECI, ZETPRES RAW, - 

SPRMAERGERA. PAMa2UBAM 

FRR MTRGBESHSPIZER HH 

CH AeRKZ WK elegeg cortex) HRES 

所 控制 。 

3 囊 胚 作用 (blastulation) : 新 形成 细 
i Bae“ SFE” (cell cluster) BH: 

EEE RAE RX (cavity ) mie B 

PE RS7 BM (blastula), CHIR S 

人 乒 发 后 。 讲 是 可 能 有 不 对 称 的 形成 ， 仗 据 卵 

黄 (yolk) 量 之 多 少 而 定 。 卵 具有 很 多 卵黄 

时 (MBSR), Rha my Reset 

i | RAK (blastoderm) J], FRA 

Biv bf. 

4 FRREPARFZRK (gastrulation) : 4:3€25 

FAR RBI RNB PR Ej (a BE te i BE 

FCHRRAH. RACK RK ES 

RA PEE. PRM Hembryo) E+, 

一 般 具 有 三 个 不 同 皮层 [ 在 腔 肠 动物 (Coe- 

lenterata) 里 较 和 低 等 动物 ， 仅 有 二 个 皮 殿 ， 

即 一 个 外 层 与 一 个 内 层 ] - eS ER BA 

z FS SARE (ectoderm) ， 内 胚层 (endo- 

derm) 和 中 胚层 (mesoderm) 。 外 胚层 是 最 

AS2— > TAZ RARER BZ ; 

KA 2A 5) EA Be (intes- 
tine) 和 他 们 之 附属 物 ; 最 中 间 之 一 层 坊 中 胚 

BIVRK ZILA RE HA(skeleton) $BZo 

ERBRBKE, —AMmHARZaT Hh 

(RIAA BARASETT. tie RA REZ 

胎 发 育 ， 是 由 活性 攀 胞 所 控制 产生 的 遗传 

器 官 租 成 的 ， 双 然 合 子 之 染色 体 租 (genome ) 



embryonic differentiation 

AKS7TEKAR, BbRAMBRER, 

in RieHweEK EH, BARBARA 

在 原 肠 胚 形 成 之 前 仍 无 法 观察 到 的 ， 突 然 的 

在 原 肠 胚 形 成 前 之 短 时 间 中 始 基因 活性 作用 ， 
且 在 活性 作用 出 现 有 信息 RNA(messengser 

RNA) 时 ， 大 邵 份 之 RNA BARK ( Bach- 

arova et al-» 1966 ), R88 RNA 在 

RBRBKKARRARBE, Tae ESP 

WAZA BR RNA ARES 
成 的 [ 主要 在 卵子 发 生 (obgenesis ) 时 合成 

的 ， 此 可 在 灯 刷 染色 体 (lamPbrush chro- 
mosome) 研究 中 表示 之 ] 。 

5 RABE ZAR (formation of ba- 

sicorgan) : AR BMBRKA, HAIARZ 

基本 模式 开始 露出 ， FEZ REV. BHR 

官 的 产生 ， 可 保留 在 发 育 之 前 进 时 期 ， 且 形 

成 成 熟 动物 之 最 重要 器 官 。 和 无 葵 如 何 ， 某 些 

动物 之 胚 首 先 发 育 需 器 官 已 产生 之 幼 劝 ， 在 

BRAK miami. ATInKH, AKER 

#2V-AR ERA. FHMC RE 

育 过 程 的 一 般 原则 需 : A, ABR 

皮层 (epidermis) 覆 鞭 全 邵 身 笨 ， 由 一 侦 表 

皮层 所 分 化 之 较 厚 板 ， 扫 有 蛤 本 身 储 一 止 综 

(groove), 最 合围 线 成 一 管状 之 中 央 和 神 轻 系 ， 
h- MHHRZIKRAS BEBERE 

AA AZ BS OD HS» FG RRR he 

(nerve ganglia) MK (hB Eo PRB BRA! 

RMERHAPAR-A BRR. BShyr 

eK BGS Z A (notochord), 

fB-HARBATSK, HREEME EZ 

PA UDO SRC RB BT. SEK — APF SAE 

HARK [ERD (somite) ] ， 而 形成 主要 肌 

AAR (musculature) 和 皮 唐 之 最 内 层 。 一 

HRB RE ERA. BR(nephri) RB 

(kidney) BHIE 4. BAZAR Be eK 

Sts. £—-+RARAR (gut) 和 消化 

Ah, SARE CK, TERT aA ee 

ZEB BARR © 
embryonic differentiation FERESME: 分 化 

( differentiation ) 遵 致 胚 的 发 育 。 

embryonic field ”胚胎 范围 : 2 200 AEA eH 
(embryonic development) FF, ARIA R 

的 一 化 学 分 化 区 域 A Ao ee. 

依据 它 卫 近 其 他 点 之 天保 或 整个 区 域内 之 位 

fmnc. “Bi” (field)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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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 Rie | RRRA BR 

人 性 和 特定 器 官 之 形成 , IBA “ eee” 

( individual field )[ Waddington and 
Schmidt» 1933 ] 。 | 

embryonic induction sind ny => it (in- 

duction ) 。 

embryonic lethal FERRER : c 和 致死 因子 

(lethal factor)。 

embryo sac fFSBL Hofmeister, 1849 }: 

高 等 植物 中 的 成 熟 雄 配子 体 OAR TRE 

(megasporogenesis ) ] 。 

embryo sac competition RRS: ORenner 

Kx (Renner effect) o . 

embryo sac mother cell RRRRRIMAR : AZ 

F #£ (megasporogenesis) « 

emiocytosis #MABIBHil Lacy» 1961 J: 和 权 

Kaeo) Fe Se oR A 
A.( pinocytosis ) 相反 了。 

empiric risk 5s 3 iy: ARR LE, 有 
些小 孩 在 学 避 状 况 下 , 时 常会 有 冒险 的 行 俘 ， 

上 但 其 遗传 

型 式 不 太 清 楚 。 

endochromocenter 4% 内 染色 中 心 [ Geitler> 

1953 |: HRRAAKDB(endomitosis) > 

增加 了 染色 体 数 目 ， 而 产生 T-BAR 
中 心 (chromocenter) o 

endocytosis 稻 胞 内 深 人 [ae Duve +1963): 

混合 吸收 之 物质 轻 由 罗 胞 膜 ， 形 成 一 个 流 胞 - 
( vacuole)[ MABARA = MIKA (pino- 

cytosis ) Al seus (EFA(phagocytosis)> 

fe). EMBAKBAR, RRBRES AY 

BE. 4 — AIAG RFE (globule) 之 流体 

FEA ( MARYA ) ， 或 使 小 颗粒 黏附 在 多 胞 

(GRR) > es#{ HRS CEM RK 

AAW vesicles) RR. 

endoduplication #%A#eS/ [1 Jorgensen ， 

1928 ): KER PAHER 22 ( andro-and gy- 

nogenetic development ) FF, FAR Az 

B-KAAR MRE BRBBRK, URRK 

HERP REBET OM FRR LAB 

正常 的 加 伪 。 

endogamy ”同系 交配 :所 有 有 性 生殖 (repro- 
ductions) [ = 近 先 交配 ( inbreeding ) ] 

的 系统 ， 集 园 内 配对 的 配偶 较 随 机 配对 之 天 

wr. = 本 



保 更 加 密切 。 
system) ] 。 

endogenote 内 基因 子 [1 Morse:Lederberg 

and Lederberg» 1956 ]: MREIRK 
“部 份 合子 ” (merozygote) 时 ， 一 邵 份 染 

色 体 之 同 产 基因 租 节 段 [“ 外 基因 子 “(ex- 

ogenote) | 傈 由 和 葵 笨 (qonor) MHBBER 

#6 (recipient) Mik. MAMBASARB 

传 物质 以 及 “外 基因 子 “(exogenote) HR 

28" ARAF” (syngenote) ， 且 其 断 片 

般 超 合体 (hyperploia)j)， 合 基因 子 可 能 篇 同 

W AB F (homogenotic) KA ¥ XA F(he- 

terogenotic ) 。 

endogenous AA): 生物 内 之 起 始 。 
endogenous virus “内 生病 毒 : WEA tl 
胞 内 以 病毒 原 (proviral) RA (PPR PERS AR BE 

存在 。 

endomembrane system ”内 膜 系统 [ Morre 

et al., 1971 ] : 膜 状 (membraneous ) 

稻 胞 成 分 之 连 和 米 功 能 ， 包 括 核 套 (nucle - 

arenvelope) » 48 ( endoplasmic 

reticulum) § & @ AKAM(Golgi apparatus) 

以 及 泡 襄 (vesicles) 和 其 他 构造 ， 诸 如 由 主 

成 分 衍生 之 环形 届 (annulate lamellae) » 

”这些 都 是 单一 相连 之 伐 系 统 的 局 邵 分 化 ， 在 

ARMRAFR CHR. 

endomitosis #%NARDE[ Geitler ， 
1939 ]: #6 Miia REL (polyploidiza- 

tion)[ $4 (polyploid) ] 之 一 型 式 ， 

经常 可 在 已 分 化 或 正在 分 化 的 租 和 机 中 发 现 ， 
oe AE 4K B ( nuclear envelope ) 接 篇 的 地 

Fir 且 形 成 内 多 僧人 性 (endcpolyploidy)， 即 
RARHAN. LRP AMBRE HOR, 

BARR RMR AKEI I DNA 含量 。 

BHEEDHENAGOARIERARD 

24 (i FRA WU. KAN Bij HH (endoprophase \R 
FB AHH (endometaphase) BRAK 

fe ndoanaphase) Ry i HRs PY FS FHM ch- 

romatid ) F Hiab, BRAK (endotelo- 

phase ) 与 核 内 间 期 endointerphase) 染色 

。 体 数 比 原来 染色 体 数 多 一 全 ， 但 缺乏 有 并 分 
#2 E (mitotic apparatus) RPO RHI; 

染色 分 钵 通常 自行 分 表 ， 保 持平 行 。 

PLAS RTT SS FAS ERE PNAS ASR” 

{masked endomitosis ) { Resch» 1952] 

[mo Xs  % (mating 

131 endoplasmic reticulum 

a “ARAB” (endoreduplication) 

[ Levan and Hauschka» 1953 |, E# 

分 列 时 期 之 区 分 ， 此 和 与 正常 有 穆 分 列 是 不 同 

的 , 核 内 再 篮 投 之 发 生 是 在 正常 有 料 分 型 之 后 ， 

ERNBMOR, £ABRRSEDMRRE 

Ke HR 6M (diplo-or quadruplochro - 

mosome), BZE# Hi (anaphase)# & §$ 5) BA 

前 会 产生 二 全 或 四 信和 数目 之 染色 体 个 体 。 

具有 内 多 信和 体 化 (endopolyploidiza- 

tion) 可 以 壮 致 极 高 度 之 售 数 性 * 有 些 租 绫 具 

有 固定 程度 倍数 性 的 特质 一般 而 襄 , 内 多 全 性 

(eadopolyploidy) 代 表 细 胞 分 化 ( cytodif- 
ferentiation) 的 最 后 状况 ， 但 东非 坊 租 胞 

分 化 的 因子 。 

HAEARMDAHBER., BREA 

分 并， 因而 造成 多 和 线 的 (polytenic or po- 

lynemic) #f488 [DO BAKEM (giant ch- 

romosome ) ] 。 

endomixis ”内 融合 : 自 花 人 受精 之 过 程 ， 其 精 

核 与 卵 核 由 同一 个 体 而 来 。 

endonuclease “内 核酸 酶 : 能 切除 DNA 内 邵 链 
上 之 酵素 [ 它 外 核酸 酶 (exonuclease) ~s 

endophenotype “ 表 型 内 壁 [ Lewis and 

John y1963 ] :只 表 型 (phenotype) 。 

endoplasm ”内 质 [ Pringsheim» 1854]: 

53 4a WY (cytoplasm)P LEAs BAT Bh, 

Ba 9+ (ectoplasm) 相反 。 AAR Ae 

416s CS iia BBM [OAs 

( endoplasmic reticulum ) ] 。 

endoplasmic reticulum AH: HR ER 

{ Porter» Claude and Fullman> 

1945 ] > RD: BMRB MRF (cy- 

toplasp) 中 ， 含 管状 、 赛 状 的 系统 ( 简称 

ER ， 傈 由 电子 是 微 蚀 分 析 定名 的 )。 ERK 
邵 份 形成 上 共 不 同 空间 的 双 层 膜 [Bie 

( unit membrane )] 由 细胞 膜 (cell mem- 

brane ) 延 熏 到 核 膜 (nuclear membrane) 

与 外 膜 之 极 套 (nuelear envelope) , ER 

ARK, EMA PIE FA EK 

a Re PCR A AS Ae ( ventricles ) 和 小 

7 (caverns) RRR, ER Bp HM 

Se ae eM, Bo Bice “ PAE” 

(reaction room) 或 间隔 (compartment ) 

的 界限 。 

内 香 焕 的 数目 四 位 贰 均 不 相同 。 在 质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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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MRERBRHBR BRHER “， 

不 具 核 栈 体 者 称 坑 ”平滑 型 ER ”. 

ER 是 对 动 很 大 的 组 胞 器 ， 构 造 烃 常 的 

改变 ， 其 构造 篇 和 细胞 型 式 的 特 化 。 在 幼小 的 

44: SAR (meristematic cell) 有 适度 的 发 

展 。 在 生长 中 细胞 的 有 入 分 裂 , 有 快速 发 展 ， 

在 成 熟 的 代谢 作用 不 旺盛 之 组 胞 中 ，ER 分 

子 很 少 ， 但 在 组 胞 从 事 蛋 白质 合成 时 则 已 R 

BREE. 

ER 的 表面 膜 上 有 酵素 的 活动 ， 主 要 是 

其 具有 某 些 构造 性 和 蛋白质 。 酵 素 在 膜 上 的 位 

ER ER 系 圾 之 功能 有 参 ， 且 酵素 的 活动 受 腓 

ic LEAH ve. 

endopolyploid ”内 多 倍 体 : 由 於 核 内 有 缘分 
有 裂 (endomitosis) 使 特 胞 染色 铀 数目 增加 ， 
倍数 性 的 程度 与 核 内 有 灰分 裂 次 数 成 正比 。 

endopolyploidy 内 多 倍 性 : 发 生 在 一 个 二 全 

体 佰 体 之 组 胞 ， 其 组 胞 核 之 DNA 含量 包含 

4C，8C ,16C ,32C#, RRESR (egg ch- 

amber) 2 FURS RZ (nursecell nuclei) 

BA SEEZCERHATF - 

endoreduplication ZAR AR Levan and 

Hauschka» 1953 |: Miia Ss 68 4h 
(polyploidization)[& $ 4% # (polyploid)] 

REESHSR, ARAK> =KRAERKEA 

BRR, DAE (interphase) RAH 
BR [ ORAAKTR(endomitosis) ] ， 

BRA SEY (endopolyploidy, FABH 

VES RED DOR RKEBAHPER, 

ER RARER TLE BRTBERRDR, 

HRABRRRERER o 

endosome #KARR[ Novikoff» 1963 ] : 
—& “ BHR” (young) 69 RH (vancole) » 

SA VRALH MA: ASB TBS 
酵素 [ = iL (phagosome)] 。 

endosperm fEFL: ER FAIL LER 

WKRRERMRA. RARE A 
8 S KH (double fertilization) 时 第 二 个 

Fat ( RE) RAR HRA REA 

MR, HE — RS ME A BX SRE 

融合 (fusion) 成 ,但 可 能 坊 二 信 体 、 三 合体 、 

四 全体、 五 合体 或 更 多 信和 体 ， 秽 何 类 物种 而 

定 。 

endotoxin ABH: 毒素 在 和 细胞 内 产生 ， 当 

Mil DLE Fe « 

end point mutation #24 RB [Demerec> 

1946 |: Ha dbRRRRHOMRARKR 

(gene mutation), K38—A7IMMAGH, 

F BE Sl Mok ASHE [ DE EEK BR (zero 

point mutation) ] 

end product RH: 在 代谢 反应 链 上 之 最 后 

产物 储 一 化 合 物 。 : 

end product inhibition “” 散 产物 抑制 : 生物 控 

制 机制 之 一 系列 酵素 体系 (enzyme system) 

傈 由 一 系列 代谢 作用 构 产 物 的 聚积 ， 而 抑制 

TREDHARK. KEMHAKR “ABR 

控制 机 制 (negative feedback control 

mechanisms ) 2—®, BIL BPRREH 

BASE BR ERY © 

1 ee FTE AR Tell (competitive mechanism): 
KE DONS BBA KED RS 

—fRRHLABRSAHY. ARKEDR 

基质 构造 相似 。 ， 

2 FHSAA (non-competitive 

mechanism) : BRAVIIZKREDARRE 

BARSA» esl el PBR Ry 

& (catalytic site). 且 抑 制 性 的 获 产 物 能 

决定 酵素 的 独立 位 贰 ,造成 酵素 的 构 形 改变 ， 

薄 更 改 其 多 媒 活 性 。 第 二 位 置 保 特别 用 来 决 

定 多 酵素 (multienzyme) FIIHREYM> ia 

种 酵素 类 型 称 之 坑 刁 位 酵素 (allosteric) 。 

end product repression $I : KAR 

EZ BE DE (FX MGM (corepressor) 

Re, BI SEPEMES (operon) BAFA, GIRS 
ZR hae ILEE . : 

energy-rich bond “” 富 能 源 键 : BKBRER 

放大 量 能 源 之 一 化 学 键 。 例 如 ATP 分 子 具 - 

有 一 个 富 能 源 磷 菊 键 。 

enforced heterozygosity 54% 8 #4St¢[ Mul- 

ler 1917, 1918°] : O28 #4 (heter- 

Ozygous) o 

enhancement 强化 : dS 2 Hie 
EARRMWR, ([KbEDA-PRIEM 

ii 2 (noncytocidal) ] ， 可 增进 病毒 量 或 

增加 细胞 病态 (cytopathic) 作 用 或 雨 者 均 出 

现 。. 

enhancer 强化 因子 : 它 修饰 基因 (modifier 

gene) 。 

enneaploid 九 倍 体 : 般 体 细胞 具 九 套 染 色 体 

的 多 倍 体 (polyploid) 。 



enterovirus [BAS : 寄生 於 人 类 小 肠 (in- 
testine) 内 的 一 群 合 有 RNA 病毒 。 

entomophilous i876: BARBI ATH 

名 的 花 。 

entry site 进入 位 置 : & at 18% 4 ( genetic 
translation) 时 ， 人 能 开始 车 合 HH RNA 

(transfer RNA) Z SMBS. Bi¥z 

RiBE [ORGS (initiation com- 

plex) ], 4244RNA (initiator RNA ) 首 

KGEAEAME RRBSAS— BH i B 

( 胜 肽 位 起 ， 或 PP 位置 ) ， 在 过 种 情况 ， 它 

SRR tRNA 分 子 作 用 在 一 起 ， 
Bl Ay EEA ABA © 

enucleate #4409 : 一 个 细胞 (cell) 缺乏 细胞 
(nucleus) . MHRRBYR PARAS 

KR, B2REAE(ER (enucleation) » tt 

BRAM RMA AAR ZEADA 

#[O RH A (nuclear transplantation) |. 

enucleate cell #842088 : 一 个 去 除 极 的 罗 胞 。 

environment “环境 : 基因 型 ( 或 特殊 基因 座 

上 之 基因 型 ) 之 外 在 或 先前 的 条 件 与 生物 体 

之 发 育 有 关 。 由 刺 卉 与 基因 型 genotype) 交 

fF» BRERA (phenotype). BBA 
FX SESRBEH [ ARHAA (re- 

sidual genotype) ] IRE [Om Hee 

#% (environmental variance )] 。 

environmental mutagen PRiRS# A: AK 
环境 之 一 邵 份 的 任何 HSH (mutagenic a - 

gent) , [OB#UAMS ( mutagenicity 

testing )] 。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环境 性 抵抗 : 累加 
物理 与 生物 因子 , 可 防止 一 个 物 重 (species) 

繁殖 达到 最 大 比率 [ SD + Hy Be (biotic po- 
tential) J]. 

environmental variance ”环境 沟 方 : 集团 内 个 

体 处 於 不 同 环境 (environment)， 而 表现 出 

REA (phenotypic variance) o 

enzyme MH: —fS4¥F (protein) ， 即 

使 省 度 很 低 ， 亦 能 加 速 或 控制 生活 有 机 体 化 

学 作用 ， BEREPA BRAS. AHHH 

素 包 含 具 专 一 性 的 蛋白 质 导 份 与 活性 所 需 的 
非 重 白质 各 份 。 酵 素 先 与 基质 (substrates) 

和 结合。 影响 其 他 物质 裂解 或 联合， 它们 在 生 

TH AEE BI Lm ot 19h SR ( genetic 

transcription); #1§9$2# (genetic. trans- 

133 enzyme 

lation) ) EXRRCSERHT FT - 
大 多 数 酵素 分 子 量 大 於 17,000 ， 且 包 

含有 一 个 以 上 之 胜 肽 链 (peptide chain) 。 

B24 SHAK (polypeptide) KMALA DLE 
有 催化 活性 ， 当 演 些 次 单位 聚集 起 来 成 一 独 

特 三 度 空 间 构 造 (three-dimensional con- 

formation) 时 才能 保有 酵素 的 医 动 。 

酵素 作用 具有 二 个 基本 特性 : 

1 识别 作用 (recognition reaction) 

BREEZY R—-LAGA, BRAD OB 

别 南 构造 相近 的 化 合 物 (如 d 与 1 型 ) 。 

2 催化 作用 (catalytic reaction) : 使 

共 价 键 (covalent bond) 形成 或 断裂 ， 而 形 

成 产物 。 

与 基质 互补 构 形 之 酵素 本 身 具有 特别 邵 
位 ， 党 些 可 使 基质 与 酵素 或 辅 酵素 (coen - 

zyme) HELE KBARY. HLL 

SARA AAARCR HKEPKREED, 

EMER RRRE MEH BRK A 

SHH LAER RR BT. FEAR 

同 专 一 活化 位 置 连接 点 广泛 分 做 在 胜 肽 链 上 ， 

因此 在 完整 酵素 构造 中 , RAR RE BEE. 

次 航 或 三 级 构造 可 以 大 大 地 改 绝 酵素 的 催化 
活性 (O 212% (allosteric) ] 。 

当 酵 素 与 基 袖 分子 桔 合 或 结合 后 ， 酵 素 

AVEEKS, WBC RBSAREA RK 
BA” ( induced fit ) 。 

AD LAS BBR RE 

第 一 作用 产物 便 坑 第 二 作用 的 基质 ， 合 此 类 

推 , 可 形成 单一 同 质 含水 性 之 简单 酵素 体系 。 

竹 胞 内 此 种 酵素 体系 可 包括 12 个 或 以 上 让 笋 

作用 的 酵素 ， 在 代谢 作用 路 径 上 ， 有 时 酵素 

体系 有 分 支 之 情形 ， 有 些 体 系 属 於 油 期 的 或 

闭合 的 形式 。 

酵素 的 合成 储 定 量 的 ,不 因 生 长 而 加 多 ， 

BA “Atm” (inducer) 存在 时 ， 仍 能 有 

fF AR KBR “构造 酵素 ” (constitu- 

tive enzyme) ” 。 在 基质 存在 时 才能 合成 ， 

此 种 酵素 称 之 仿 “ 诱 半 酵 素 ” (inducible 

enzyme) 。 此 时 基质 和 储 酵 素 合 成 的 犯 遵 物 

[ “ESB” (enzyme induction)], 

当 基 质 不 存在 时 ， 决 定 酵素 合成 的 基因 篇 不 

tt (M184 & (genetic transcription); 

M1SH GF (genetic translation) ]. KH 

thei F (operon) WH, BAAS (indu- 

bal 



enzyme cytology 

cible enzyme) H@K, ZBERBEBDWLO 

效应 子 (effector ) ] MRE ME LH #4] ty 

(repressor) 分 子 不 活性 问 之 相互 作用 ， 而 

使 基因 作用 坑 醚 素 合成 活化 。 调 凶 基 因 (re- 
gulator gene)a ERE TAY RAR A A (opera - 

tor gene) 7 RM, WE BMERRA KS 

化 坑 构 造 性 酵素 的 合成 。 酵 素 诱 遵 作 用 ( 以 

及 酵素 抑制 作用 ) ， 不 包括 单一 酵素 ， 而 是 

由 一 系列 的 酵素 作用 於 连 标的 代谢 作用 过 程 

上 ， 酵 素 的 产生 速率 之 共同 释 化 ， 题 现 ” 诗 

和 酵素 合成 "(coordinated enzyme synthe - 

sis) 现象 ， 若 酵素 催化 作用 的 反应 物 破 限 

制 时 ， 酵 素 合成 可 祝 之 怖 ”可 抑制 性 “(re- 

pressible)[ 吃 终 太 物 限制 (end product 

inhibition); 抑制 作用 (repression)] 。 

酝 素 反 历 包括 五 种 不 同化 学 催化 作用 : 
1. 加 水 分 解 ， 即 一 个 键 因 加 水 的 元 素 而 

使 断裂 ， 分 成 二 个 分 子 。 

2 基 转 移 (group transfer)， 即 将 完整 

的 原子 基 由 一 分 子 (ME) 辅 至 另 一 分 子 
( 28S ) 

3 SL RE. BI eB 

或 氮 原 子 ( 电子 + 中 子 ) ， 由 一 个 分 子 ( 进 

行 氧化 作用 ) 转移 至 另 一 BOF ( 进行 还 原 

作用 ) 。 

4 同化 作用 (isomerization) ， 即 一 分 

子 内 某 些 原子 或 原子 基 位 鞠 的 重新 排列 。 

5 be MAE FA(condensation), BRIER 
REDE ( 相似 或 不 相似 ) 使 成 一 个 
新 分 子 。 

enzyme cytology ”酵素 细胞 学 : 它 细胞 学 

(cytology). 

enzyme induction ”酵素 诱 遵 [ Monod» Co- 

hen-Bazire and Cohn ，1951 ]: 0% 

# (induction) 。 

enzyme repression #3£H)4l|: > % #(induc- 

tion). 

eobiogenesis ”生源 说 [ Pirie , 1937 ]: 指 

出 生命 最 早 时 刻 之 名 词 [ 字 生 源 说 (biogene- 

sis ) ,新 生源 说 (neobiogenesis) ew 

eobiont 

3%, (biopoesis) 。 

eosome 4#%@F8[ McCarthy , Britten 

and Roberts, 1962 |) : OSPF (ribo- 

some) 。 

134 

epicoty| 上 胚 轴 : 幼苗 子 华 (cotyledon) 上 

面 之 邵 份 ， 它 可 发 育 需 枝条 及 其 衍生 物 。 
epidemic disease 流行 病 : 在 同一 地 方 之 相同 

时 间 内 ， 一 个 体 可 传染 坑 许 多 个 体 。 

epidemiology 传染 病 学 : 研究 流行 病 造 因 之 

科学 。 

epigenesis (£+ » MX : 由 胚胎 学 上 言 ， 在 

胚胎 发 育 (embryonic development) 尝 程 

中 ， 和 新 构造 伍 新 生物 体 之 发 育 你 由 原生 未 分 
化 生命 物质 而 成 -[c> 先 成 (preformation)]。 

epigenetic fREMH > SSH): | Beer ee 

育 过 程 中 得 停 因素 的 相互 作用 [二 发 育 (de - 
velopmental)] © 

2 SF ig 1 SH ASHP HE (potency) HB 
的 机 制 。 

epigenetics (243.58 & (Waddington, 

1940): 生物 学 的 一 个 分 支 ， 需 研究 分 析 发 

育 原因 的 科学 。 

epigenotype Mig Aa » KER [| Wad- 

dington» 1939]: MRBEARRRRIEE 

物体 发 育 人 需 成 年 型 有 关 一 系列 之 路 径 ， 其 表 

型 的 题 现 傈 由 所 有 基因 内 、 基 因 问 与 非 遗 传 

的 ( 环境 ) 相互 作用 所 和 致 。 

epigean, epigeous H+ +: 子 革 发 育 在 土壤 
表面 上 的 。 

Epilobium hirsutum ##R#B: RREKZS 

DIR (willow-hérb), FW) AA 

胞 质 遗 传 。 
”epinucleic i L-iiepabaterls 1966 J: 

生物 型 L Pirie , 1937 J: OAR 

Rat kz 2 iat DER Ai St 

4 (heredity) xX» E7RERUK FFB 
DNA 顺序 字 码 。 

epiphenotype 副 表 型 [ Cahn» 1969]: 

成 效力 与 其 他 性 质 之 集合 ede 
sree od Rd aliaaeaye Ml [OoRz 

型 (epigenotype) ] 。 

episome REE [ Thompson» 1931 ;. 

Jacob and Wollman» 1958 | :存在 论 

BRAM RAAF DNA . JER RRR 

重要 副 属 物 ， 它 以 十 个 交替 形式 存在 : 1 完 

整 状 态 (integrated state) ， 指 因子 与 染色 

体 小 区 域 或 某 些 点 相连 ， 此 显然 地 与 生殖 同 

时 发 生 的 。 2 自主 状态 (autonomous state) , 

游 郁 基因 可 与 染色 体 独 立 自 主 地 篮 叙 ， 且 其 

速度 可 能 比 染 色 体 分 裂 垮 快 。 

a Pe eee eee 

Wi char aa ww 

- =< 

Ar 



大 多 数组 菌 具有 游 驹 基因 ,可 分 坑 两 类 : 

| 需 温 和 噬菌体 (temperate bacteriophage) 

的 遗传 物质 。 2 在 接合 作用 ( conjugation ) 

时 , 和 组 胞 转 大 另 一 细胞 之 转移 因 了 于 (transfer 

factors) [ >4#@F(conjugon)] >» HSLAT 

BRAM EB MIH. [OF- AAP. 

episome) ; AM+HWKAF (colcin fac- 

tor ) ; 4, 4984 AF (resistence transfer 

factor) ]). —MRBVUARA—i RE 

A, aya H (hee RA. Fay eh ee 
(transduction)» }43¢(sexduction)» Af 

42 GBM (colicinoduction) 和 R- Kit 

(R-duction) 作用 将 细菌 的 染色 体 转 坊 游 见 

基因 分 子 ， 且 染色 体 基 因 可 由 一 个 细胞 传 灸 

至 另 一 细胞 。 游 欢 基 因 在 寄主 细胞 之 特 质 ， 

RAW RAR RES RAE KEM - 

epistasis ”上 位 性 基因 [ Bateson» 1907 |: 

坑 基 因 相 五 作用 (gene interaction) 之 一 种 ， 

指 一 基因 王 摄 另 一 非 等 位 基因 ( nonallelic 

gene ) ( 或 基因 ) 之 表 型 表现 ， 因 此 党 二 个 

基因 一 起 以 基因 型 出 现时 ,由 前 者 决定 表 型 ， 

MIE RS ( 指 非 等 位 基因 ) 。 基 因 的 表现 

由 非 等 位 基因 而 改 释 其 表 型 时 称 之 元 ”下 位 

性 “(hypostatic) , @MEABZ AR “ Foz 
人 性 基因 “(hypostasis)。 上 位 性 的 作用 依 题 

性 等 位 基因 A ， 险 人 性 等 位 基因 a 或 殿 型 结合 

基因 型 Aa 的 存在 而 定 。 而 下 位 性 则 以 B， 

b 或 Bb 之 存在 而 垮 依 据 。 

1 FATE LMR (epistasis of do - 

minant gene) : 若 基因 A 对 ABH, 

因 B 对 b 和 坑 题 性 ， 且 基因 B 与 b 被 基因 A fH 

制 而 不 表现 於 外 表 ， 仅 表现 出 A 特 性 时 称 之 

坊 显 性 上 位 人 性 基因 ， 其 基因 型 A-B 和 与 A -bb 

之 表现 是 完全 相同 的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人 双 性 
杂种 F, 之 spit tt (segregation ratio) 不 

Z-9:3:3:1,M8 12 (9A-—B-+ 3A—bb): 

3aaB-—: laabb 。 

2 RRM EHR — (epistasis of re- 

cessive gene) : 指 隐 人 性 基因 a 可 抑制 基因 

B 与 b 之 表现 。 在 此 种 条 件 下 ， 其 F ， 之 分 
MES, 9A-B-—: 3A—bb: 4 ( 3aaB-+ laa 
bb ) 。 

在 集团 遗传 与 数量 遗传 上 ,上 位 性 基因 . 

有 时 用 来 表示 所 有 非 等 位 基因 的 相互 作用 
[ > 42a # (interaction deviation) }c 

equatorial plate 

epistatic deviation [vat : = tam z# 

(interaction deviation ) o 

epistatic dicequilibrium 上 位 性 不 平衡 LMoy- 

az，1967 | : DSA. B(linkage dis- 

equilibrium) 。 

epistatic gene 上 位 性 基因 : > bie 性 基因 
(epistasis) 。 

epithelial cell [| AHAB: 与 其 他 的 细胞 相反 

的 ， 成 回炉 性 风 纹 状 薄片 之 结构 。 
epithelium 上皮 : 一 个 生物 或 其 器 官 用 以 覆 

BCE SFP BR A AK © 

epivirus “” 附 生病 毒 [ Brinton» 1972] : 

FE Ss A MA (plasmid) BAYH 

RE PRP > 8 Ae RL BE 

CRS a ® 4 (replicative form) » BR 

Sn (4: FY, A — FA Ba (18 ae SE EB 

易 传 染 颗 粒 。 

equational division 均等 分 裂 [ Weissmann ， 

1887 ] : 每 一 人 染色 体 分 裂 坊 相等 长 度 的 一 半 ， 

BRA BMT MAR. eEPRbAAR 

WR ADB (mitosis) © 

equational exception 界 例 均等 分 裂 LBria - 

ges, 1916]: PRAM RSE BS ABX 

XY, me RMA X 7, te A Bh (attach - 
ed-X) 交换 ， 或 交换 后 发 生 之 染色 体 和 第 一 

次 染色体 之 不 分 妆 (nondisjunction)， 使 其 

配子 除 本 身 染色 体外 ， 有 还 有 一 姊妹 染色 分 体 

BN BY [ > 染色 分 体 分 乾 (chromatid segre- 

gation) 。 

equational separation #5254}: 姊妹 染色 分 
体 (sister chromatid ) 或 姊妹 染色 分 体 节 

段 ， (a) 7s lr] Hi AS BG 5 Be 7 BY Be [Oo RR> 

部 (reductional separation) ] © 

equational split ”均等 分 开 : 同 源 染 色 体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1) FLORES Maz 
对 (chromosome paicing) ] ， 复 钢 之 染色 

体 分 开篇 二 个 染 色 分 体 。 

equator “赤道 : 446% (spindle) 周围 之 一 

平面 垂直 到 起 锤 轴 ， 需 分 裂 租 胞 两 株 之 等 距 

BEBE ; 指 中 期 板 (metaphase plate) 之 周围 。 

equatorial plane 赤道 面 : 入 一 个 分 烈 租 胞 之 

=F Ah ORE (daughter nuclei) 的 中 间 平 

面 。 

equatorial plate ”赤道 板 [ Van Beneden» 

1875 ]: = 中 期 板 (metaphase pl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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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librium centrifugation density gradient +9 

BRED TK :根据 分 子 的 密度 而 将 其 分 部 的 技术 通 

TS ADRS BEER FREER ultracen 3 

trifugation) 时 ,用 重 的 蓝 溢 波形 成 特殊 的 密 
度 坡 级 (density gradient), fF LR 

心 时 ， 移 向 与 其 密度 相当 的 区 域 。 

equilibrium density centrifugation 平衡 渡 度 ; 

MADRE: HARERRHE OUR 
&, A GE SMBRKGTOE- RE 

te & Bs we 上 Ol ARERR e 1A (cesium 

chloride )] #8 hh -OF Ate SER HB. 
equilibrium population ”集团 平衡 LCrow » 

1948 ]: 4 RMR RE (selection) FAZ 

F> Si & AF (gene frequencies)i¥ 

到 平衡 时 谓 之 。 基 因 型 频率 (genotype fre- 

quencies) 则 和 与 随机 交配 (random mating) 

和 基因 座 问 自由 和 组 合 相符 合 的 。 

E.R. AM: A FA (endoplasmic re- 

ticulum) K &%% (ergastoplasm) 的 简写 。 

ergastic ”后 含 物 [ Meyer» 1966 ] : Mia 

营养 物 质 和 代谢 作用 产物 的 聚积 。 

ergastoplasm ” 动 质 [ Garnier» 1897 ] : 
细胞 质 (cytoplasm) PRBRBBRSH, 

艇 胞 基质 中 援 性 的 地 区 。 在 电子 显 微 仁 观察 

之 下 ， 动 质 具 有 核 酶 苯 ( ribosome ) ， 聚 集 
ETEPIRA RMR, RREREK Mis 

ZA, HARB: DRERS ARNA 

(ribosomal RNA) 之 故 。 

ergosome 脂 质 后 含 物 Wettstein, Staeh- 
elin and Noll» 1963)= $#& (poly- 
some) K $ #48 #-(polyribosome) 。 

error correction nuclease #988: iF +7 Res 

[ Englund+ 1971]: 与 原 杷 生物 DNA 

聚合 酶 ( DNA polymerase) 连结 在 一 起 
的 一 个 机 屠 校 正 3 一 5 之 WZ RRB (exonv- 

clease) 。 

erythroblast 4LIiR@Mie : ERR, F 

HR. BRR BT Ro 

erythrocyte 红血球 : BRK MMR FAM 
Bo RSH BR AH 

escape synthesis (Genk : 以 组 菌 棵 绕 子 

(operon) 坑 媒介 之 消 抑制 作用 (derepres- 

sion), VA MARA BM: (G) 酵 素 合成 

(FAS HE DNA 篮 扫 的 (典型 之 过 避 合 成 )， 

He A) RE cH a Re REP» 

tok E (operator) MZ WAM (re- 
pressor) AAA; (2) SMR we 

从 一 个 噬菌体 原 (prophage) 之 促进 位 去 (pro- 
motor site ) » #/4##8ék(genetic trans- 

cription) (PRA MRBRTA. Re 
WARM BR RIAN, (2 Se RES DNA 

BAAS. 
established cell line 已 建立 的 兢 胞 系 : 从 单一 

来 源 得 来 的 坛 养 租 胞 ， 在 若 于 和 粗 胞 世代 中 有 

称 定 的 生长 。 

estrogen 灵性 激素 : 卵巢 所 产生 的 激素 (hor- 

mone ) o 

ethnic group “人 种 群 :一 群 个 体 或 人 种 集团 ， 

ARBAB RAK BE RES 

ethological isolation {TRRRAE: Hi HE 
或 次 种 (semispecies) 问 之 杂交 ， 因 其 交配 
行 赁 不 同 ， 和 无法 产生 杂种 后 代 。 

ethology 行 坑 学 : 研究 动物 之 行 优 科学 ， 特 

别 是 在 自然 人 条件 下 进行 。 

etiology ARB: 描述 一 人 性 状 或 疾病 致 因 之 

科学 。 

etioplast Bam : f+ HRA ¥ Mf (plastid) 

包含 结晶 状 的 醇 洲 人 性 蛋白 体 (prolamellar 

body)» Bl ATF Zz (membrane) 物质 
BEF» % ZEN SERS (protochlorophyll)* 

积 下 才 促 成 的 。 

E1trisomy syndrome E1 三 染 体 们 发 症 : 

由 於 额 外 染色 体 之 下 群 存在 ， 造 成 先天 性 缺 

BZA [LOARARRRREM ( human 

mitotic chromosome) ] 。 

euapogamy 常 无 配 生 殖 [ Farmer and Di - 

goby» 1907] : AB RBABRAT HA 
@, BEART BRARKAT ESRB 
(apomixis) [ = 二 信和 体 无 配 生殖 (diploid 

apogamy ) 5 7S (REX MAC 生殖 (unre - 
duced apogamy) Jo 

eucaryon (7%: —R%+% (eucaryote) 具 

4 BERBILHE ~ ) 
- eucaryote M+: ty AMAA 

MihsZfR(nuclear membrane) ， 有 界 膜 的 

欧 器 (membrane-bound organelles), 80s 

核 酶 体 (cibosome) 以 及 独特 的 生物 化 学 。 

- eucell eh: REG Pleukaryotes)Z 

租 胞 。 

aucentric 常 中 节 [ Darlington» 1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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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 f #6 Fe S| ee bok SE LS 

i 6 HB (chromosone mutation )] o 

of fh HB APS | RY Hk ABB, (Ap 

fifi(centromere) 7 APH AL A Ack 

euchromatic “” 常 染色 质 的 : 含有 常 染 色 质 

(euchromatin) 的 。 

euchromatin “” 常 决 色 质 [ Heitz» 1923 |: 

具有 正常 遇 期 的 染色 体 螺旋 (chromosome 

coiling): #f&MAIF®> C7 EAS RB 

缩 (heteropycnotic) 现 象 ， 此 种 租 成 之 染色 

eo RRA RCRA REA, He eR 
@ & (heterochromatin) RAY 

euchromatization it fAW@i{L: BRE 

(heterochromatin) 被 %##€é ¥ (euchro- 

matin) 取 代 。 

euchromocenter 常 染 色 中 心 [ Gregoire» 

1932 |: PRB Min, RYE AR 
租 成 之 染色 中 心 (chromocenter) 是 位 从 一 

个 或 多 个 染色 体 中 节 (centromere) “MH. 
euchromosome Ra McClung 1902}: 

= 体 染 色 体 (autosome) 。 

eugenic ”优生 的 [ Gaztox ，1883 ]: 在 人 
FRE» RAP BERS ASE fel fe], Bh +E ay 
(dysgenic) HR 

eugenics (P+ [ Galton, 1883 ] : thitt 
会 控制 的 行 需 ， 可 增进 或 减少 人 类 将 来 心理 

5 A PEAS ARE ‘Stern, 1960). 

优生 学 可 再 分 篇 负 的 ( 阻碍 的 ) 与 正 的 

( 进步 的 ) 优生 学 。 负 的 优生 学 ， 其 日 标 是 

防止 等 位 基因 产生 ， 不 希望 得 到 表 型 的 增加 

或 存在 。 正 的 优生 学 是 关 於 造成 将 来 所 欲 得 

表 型 的 等 位 基因 ， 或 至 少 可 防止 此 种 等 位 基 

因 的 减少 [ Ome (euphenics) ] 。 

euhaploid HEH Katayama »1935 ] : 

> Bm (haploid) 。 

eukaryon (4%! Dougherty,» 1957 ]: & 

B+ MH (nucleus) [ OARKR (prokar- 
yon) ]. 

eukaryotic $= 4+ 4h) [Chat ton ,1925]: 

D AyHMb PAA KWH (nuclei 
> RAG ARKH AMD (mitosis) Mix 

7H (meiosis). BHX#PREKS RMS 

下 ， 可 见 到 染色 体 物种 具有 专 一 的 数目 和 型 
式 。 

eumeiosis ” 常 减 数 分 烈 [ Battaglia,1945]: 

eversporting displacements 

> PKK FR (meiosis) 。 

euphenics {$8 [ Lederbrg, 1963]: 

(iit, # (euthenics) H—B, AARAR 

BAYH LEAR DMG. BREUAR A RRA 

ZRABREAMRKRARAM, IW wR 

取消 某 些 遗传 缺陷 。 

eupioid esfeagl Téckholm» 1922]: 具 
一 套 完全 的 染色 体 组 ( chromosome set ) 

(“8842 #:” ](monoploidy )» BRL BA HS 

(monoploid) 基 本 染色 体 数 之 倍数 存在 [二 

们 性 (diploidy) ， 多 信人 性 (polyploidy) J 的 
组 胞 组 积 和 个 体 。 每 一 个 染色 体 在 整个 染色 

体 和 组 中 表示 一 次 (once)j。 [ Oak eH (an- 

euploid ) ] 。 

eupsychics ”正常 心理 [ Lerner» 1968 ] : 

以 教育 的 和 心理 的 工程 来 管理 人 类 生物 资源 。 

eupycnotic MM: 具有 正常 螺旋 [ ORE 

#838342 (chromosome coiling) ] 与 染色 之 

染色 体 或 染色 体 节 段 。 与 脸 固 缩 (hetero- 

pycnotic) 相反 的 。 

euselectivity 238+ [ Sed/mayer ， 

1956 J: 8 IFA RRR & He Al (fer- 

tilization) . Sil $t i€## + (paraselectivity) 

相反 。 

eusexual 常 性 : 具有 规则 的 核 配 ( karyo- 

gamy) Gia Hk > HX (meiosis) 交替 进行 的 生 
物体 ， [ ste (parasexual)> # tt (sub- 
sexual ) Ta 

eutelegenesis 育种 人 工 受 精 法 : B—-MEY 

生 学 (eugenics) 的 方法 , FA RBKS ABB 
内 者 之 已 存 精 子 , 进行 人 工 受 精 (insemina- 

tion) ， 因 此 可 增进 人 类 有 利 基 内 碍 率 至 基 

Al (gene pool) Fo . 

euthenics 优 境 学 : SIF. FBR ARE 

CEM eZ fi a)» (EEA B/S 

i L-CS 51H 1] [ OAR F (eugenic) $F & 

学 (euphenics) ] 。 

eversporting MA) [ Baresoz ，1906 ]: 

Ay 7 (RG PARE KA AR, 

7S RSE + Sy BAEIA (mutable gene) 存在 

Zito [SAAB (gene mutation) ] 。 

A: ey #8 Me FF PR EB FERRE A 

oT BE 

eversporting displacements ‘579884342 LM@u/ - 

ler» 1930 J: HRRABR BLK. 



evocation 

A| £207 AcE (position effect) » (FRE 

Ha £8 RE 4: FEE (variegation) MiG H™?- 

saicism), 

evocation 激发 [ Needham» Waddington 

and Needham» 1934): Bhx#enF 

(evocator)Z fF. ish hab puz( dif- 

ferentiation ) [= (determination)}. 

evocator “激发 因子 : BALMMDBEEA 

过 程 的 一 个 化 学 基质 LO 340 (differentia- 

tion ) 了 胚胎 发 育 (embryonic develop- 

ment)] 。 激 发 因子 先 作 用 於是 胎 的 组 织 者 

( organizer )， 然 后 在 用 任期 (competent 

phase) 诬 发 决定 郑 近 胚胎 的 发 育 。 

evolution 演化 :生物 存 有 之 塌 化 过 程 和 方法 ， 
使 他 们 之 租 先 与 人 后裔 不 相同 ( Qtz mmer - 

MaCjt1N，1953)。 

演化 是 一 集团 (Population) 遗 传 租 成 的 

OM, LIA AANA SER (RSI BR 

io ERM eM EAZ Ke, 

fF FA ESS] BS Fes]: , Se EE Ey a 。 

A: yt (LAS ERA : 

|, RH (mutation) 供给 了 原料 (craw 
material) « 

2 13% (selection) 使 过 些 原料 形成 生 

物 上 种 族 (race) 和 物种 的 尖 合 基因 型 。 
3 ERR AS ES (genetic drift) ， 可 

TE’) SEPA 3s TE A RRC 8 

4 5) {C38 (migration) 和 基因 流动 
{gene flow) ， 可 使 集团 问 基因 频率 ， 个 体 
互 换 熏 遗传 讯息 发 生 释 换 。 

5 eRe (isolation) 和 生 能 适应 性 (an- 
nidation) ~7 (fF FSF ( selection ) 相同 ， 

HRBLHARAA AwmwiLeen ot 

HAE» 

BLA], We Be-- ASB 

— BK RET BE Bhs A BRE BK BA 
BU & SEL BF ( SPIE ) (divergence)o 

生物 演化 不 可 缺少 的 基础 请 集 园 内 基站 

型 和 表 型 改 秋 有关 。 此 种 型 式 改 层 ， 是 由 基 
Ax 8 (gene mutation), 染色 体 突 变 (ch - 

romosome mutation) ## A AA*X #(geno- 

me mutation) PY, eSB Sick e 

2 PRS, EPA IZ ZI 

BELGE A. (GS BARA AS “ RTE ee See 
tf: "(cryptic genetic variability) » jas 

5 SAAB EASES EL = “jie PRE ” 
( potential genetic variability ) ], {8 

FENAK EAA ZK, 32 (AE RY 

ft, Ws Pa FETE (selection) 之 前 ， 由 分 
a (segregation) #8 °f3 “ A BR ” 
才 算 是 演化 有 效 的 力量 。 

在 一 相当 大 的 集团 内 ， 演化 过 程 主要 之 

改 释 即 是 基因 频率 的 改 千 。 傅 照 集 园 所 反应 

改 释 之 决定 力 程度 ， 可 区 分 出 三 种 不 同 改 略 

型 式 (Wright » 1949): 

1 AS KRY (systematic change), 

欲 得 滨 化 倾向 具有 某 些 确信 之 预 估 ， 可 用 数 

学 公式 求 出 ， 在 下 列 三 种 奈 力 下 可 造成 系统 - 

改 释 : (a) BAREIS ( recurrent mutation ) 

) BB AR (CREAM ZH PH 

2K BAX ZS SE 2 (random 

fluctuation) ， 过 种 情形 下 ， 可 由 其 改 层 之 

结果 而 确立 ， 有 下 列 两 种 贤 属 之 : @) 取 样 大 

小 ，(b) 上 述 系 统 改 绝 之 三 种 压力 属 之 。 

3 集 园 之 非 输 姻 改 构 (non-recurrent 

changes)» 3 : (a) 非 频 发 突 麦 ， 介 ) 非 轮 迎 杂 

BE» (c) FF iS Fe (non-recurrent selec- 

tion) i882, Ald) SAAS By ee ree 

[#4 Wik # (population waves) ] Bil. 

种 内 演化 过 程 ， 基 或 形成 一 新 种 [之 物 

种 形成 (speciation) |, B25 “AR 
出 现 的 演化 ”( intraspecific evolution ) 

[ Rensch» 1947 ] ， 或 “微小 演化 mi- 

croevolution) 。 凡 由 演化 过 程 遵 致 而 形成 

新 属 (genera)、 科 (family ) 、 目 (order) 

=, 626“ Diet” (transspecific 

evolution) ， 或 “巨大 演化 "“(macroevolu- 

tion) o 

笋 小 演化 经 常 可 在 短 时 间 内 完成 ， 而 巨 
KiB A Bl Ay te Fe BS PS eo 
“演化 的 速率 ” (rate of evolution) » 

仿生 物 内 之 突变 率 、 痊 命 扯 遗传 重 和 组， 以 及 

PL FE 2 RR RC AR FF $ MK’) Ril -# eS 

地 其 他 生物 而 影响 。 当 演化 速率 以 最 普通 所 

见 之 分 佑 频率 出 现时 ， 称 之 乱 “ 常 速率 化 ” 

(horotelic) [ Simposon» 1944 ] . & 

BERR RIL SH. B2R RoR 

演化 ” {bradytelic) ; RHRRRLBRE, 
称 之 含 “快速 演化 ” (tachytelic) 。 

一 个 同时 代 个 钵 群 ， 能 在 未 来 产生 共同 后 



Bi eB “ eB fr "(unit of evolution )， 

iH eee Rae HA (mating system) MM 

HAC IS AT HERUR EH ARR) RX ， 

Py ZEA ER A OY AE Yi cB fie 

其 体积 和 复杂 性 。 
演化 模式 ”(modes of evolution) 

区 分 如 下 : 

| 牧 系 演化 (phyletic evolution) [ Si- 
mpson» 1944 ] : fEflta (hacks, Sik 

MARK (BOR) HRBREL, HEA 

# (paleontology) Ma» HMA BLL 

时 间 计 算 ， 多 少 具 有 生物 门 (phylum) 的 站 
PRI LEE ( 见 图 39 ) 。 

2 量子 演化 (quantum evolution) [ Si - 

mpson» 1944 ] :在 此 种 演化 方式 下 ， 若 一 

SRI EP KR, HARARE 

7)» 3) ES te RS RM A 

集团 。 量 子 演 化 由 一 适应 区 (adaptive zone) 

至 另 一 适应 区 ， 东 没有 中 间 型 产生 ， 因 此 两 
者 之 间 ， 没 有 送 座 的 平衡 ( 见 回 40 ) 。 

3 物种 形成 (sepciation) 或 分 型 (split- 

， 可 

ing ) 
之 一 种 ， 物 种 的 形成 过 程 包括 由 原始 入 图 中 

SH» BRS BY Seo Ba Be ( 多 图 41 )。 

4 爆发 式 演化 (explosive evolution) : 

MAR, RRS ARR 
evelutional load ; 趴 化 负荷 上 Kimuras1960): 

= 代 换 负荷 ( substitution load )[c> a 1# 

负荷 (genetic load) ; BH ASERR (cost 

of natural selection ) ] 。 

evolutionary divergence (@{b5} tk : 以 内 在 与 
外 在 而 言 , 二 偶 ( 或 更 多 ) 集团 之 分 上 野 程度 ， 

大 抵 由 共同 祖先 演化 而 来 。 直 接 测验 二 个 能 

共处 集 辆 之 演化 分 歧 度 ， 傈 以 他 们 下 ， 代 之 

FAY BR HT ZE 

evolutionary plasticity ”演化 可 部 ' 性 : 集团 

或 代 代 相传 品系 之 遗传 润 库 性 ， 它 依据 滴 应 
. 性状 出 现 之 遗传 变 方 (genetic variance) 是 

人 理 有 利 於 自然 和 人 入 选择 ( selection ) 之 进 

行 而 定 。 

evolutionary rate “演化 速率 : Ack mL 

速 庆 。 演 化 速率 在 不 同 物种 上 显示 高 度 的 不 

想 似 ， 有 具有 大 而 多 数 广泛 分 做 之 物种 呈现 大 

RH, ARK RAB SR (eco- 
adapted gene complex) H## ERA HA A 

139 

[ Simpson, 1944]: Brac 2 

exaggeration 

39. RAM, 指 一 个 物种 在 

CARA E+ # BE ( 仿 自 

Merrell ,1962 ) 。 

Uf 
tt} 

Yy, 网 Y YY, Y 

ME] 非 通 应 区 BRET 

图 40. 量子 演化 , 指 一 物种 在 已 知 了 时 间 内 转 
化 坑 较 高 分 类 体系 之 目 ( order) ChB 
Merrell ,1962 1 

41. 物种 形成 或 分 型 RW 

由 於 集 国之 生殖 隔 风 ,而 夫 加 
一 些 数 量 之 物种 。 

有 高 度 之 抵制 。 建 立 者 集 园 (founder popu- 
lation) 在 极端 短 时 间 内 ， 可 从 事 一 个 遗传 

省 化 ， 且 可 能 在 5,000 至 10 ,000 年 内 取代 

30 至 50 % 之 等 位 基因 - 
Evolution in Medelian Populations <j Hi 

围 演 化 : 1931 年 S-Wright 所 出 版 之 书 ， 
BRB Ras PRR. 

evolution pressure ”演化 压力 : hh RH 

(miitation pressure) » i€# 4o%i RH 

(immigration and hybridization pressure) 

DLR S78 MK 77(selection pressure)» ME 

(FAZER, Sa KR F (gene 

AUR ERE, SHEL BBR AH» 

exaggeration jRA : 一 个 亚 等 位 基因 (hy- 
pomorphic allele) 存在 於 染色 笨 缺 失 (dqe- 

letion) 相对 区 之 表现 . 在 扩大 情况 下 ， 由 

一 个 剂量 之 体 性 等 位 其 因 | 上 ST RARE 

(hemizygous)] AF K7 Ree, Bey — 

个 孝 量 陆 性 者 ( 同型 结合 体 ) RR. 



exchange 1 40 

exchange 交换 : | 次 染色 分 中 (subchro - 

matid)» R@ >, X-BPREABMRA 

[ 染色 体内 交换 ( intrachange ) ] ， 或 二 个 

和 二 个 以 上 染色 笨 疝 [ 不 同 染 色 体 间 交 换 

(interchange) ] FMB, SKA 

i L727 [OE XP (chromosome 

mutation) ] 。 

2 染色 体罚 染色 分 笨 季 段 相互 交换 ， 作 

RRA RRA TD AACR (crossing 

over)» 35K 1% © 48 (genetic recombi - 

nation) 。 

exchange pairing SEAR H Gre! / , 1962 ]: 

> # é@ ae H (chromosome pairing) 。 

excision ”切除 : HRB T2—-SsREHS 

PA. RES DK. 

excision repair ”切除 修复 [ Setiow and 

Carrier » 1964 ; Boyce and Howard 

Flanders; 1964]: 在 许多 生物 体系 中 所 

BiB 984676 (dark repair) 机 制 之 DNA 

BS ( 草 股 断裂 、 氢 基 损 害 和 其 他 竺 构 上 之 

缺陷 ) HEE, Bi ABMRER 。 

切除 修复 包含 二 股 DNA 中 之 一 股 缺 陷 

芭 域 之 切除 ,和 切除 极 苷 酸 次 序 之 随后 再 合成 

[ GBS (repair replication) ] ， 此 均 

利用 完整 月 之 互 蕉 氨基 对 那 息 而 完成 的 。 大 

Rimi, DR 工 % 基 因 租 (genome) 之 
DNA B&h HRSA RK. 

切除 修复 之 可 能 发 生 步 台 ， 列 之 於 下 : 

1. 损 焦 DNA BRZ HSI. 

LEBEL ASRA, BRARDE 

(endonucleolytic) WOH] DNA 损伤 

EK o 

3 HK 57 BA (exonucleolytic) B# ( 切 
除 ) BAA CEH (ROT). 

4 HBR DNA MERZ A ARBRE L 
DNA 45 (DNA polymerase) 来 完成 

BARBER (RMORA). 

5 最 后 之 3’ ”至 5 BIBS ( phos - 

phodiester bond)， 由 DNA #44 (DNA 

ligase ) git anim 恢复 完整 

Zz SRD 
切口 7 可 能 在 切除 步 又 之 前 发 

生 ， 但 浆 无 一 定 原则 ， 两 者 可 能 在 单一 酵素 
返 穆 中 正常 地 发 生 。 一 般 ， 有 效 之 切除 修复 
RES—K DNA BBS HBA, ARK 

重组 修复 (post- replication or recombi- 

nation repair)» H)#ERA TEBE DNA & 

Ro? eRARE. isin F> ewe 

的 DNA BEBE Alp 

EAB RED Mia, Bb5 (Ay) 

除 修复 涂 径 : 一 坑 傅 据 DNA RABI. F 
—-BKE DNA RABI. 

i ERRIATEMIER. TIER UTR LH 
号 之 一 或 更 多 种 ( LARP SR). 

exclusion principle 杜绝 原理 :两 个 物种 (spe- 

cies) 从 有 其 相同 生 能 人 条件， 但 不 能 共存 在 

相同 地 点 的 原理 。 
exclusion reaction 社 移 反 麻 : 一 噬菌体 感染 过 

Ze» Mons Re, 可 增强 其 膜 套 (enve- 

lope) ， 避 咒 其 他 噬菌体 之 侵入 。 

-exconjugants 人 后 苯 接 合 : AAs (parame - 

cia) SHRERAIEH (conjugation) #KBRBS 

件 的 。 

exocytosis #AHUEER: 与 细胞 溶 入 (pin- 
ocytosis) 相 反 , 稻 胞 排 泪 作 用 的 过 程 ， 包含 

A a0 ye RNR Ba a i BS i (plasma mem- 

brane ) 的 融合 ， FD i Bad EB AD FS 

A BASE FA phagocytosis) # AMBRE 

向 内 部 ， 因 此 二 者 之 内 外 移动 而 达到 平衡 。 

exogamy RUE [ McLennan» 1865 J: 

包括 所 有 有 性 生殖 (reproductionj[ > Kae 

#% ( mating system ) ] , 指 一 候 集 园 内 ， 

$e OR BUR BR Me 

BR, UCSB CECE. RAPES ES 

SR PRMRBAHRABAHLOMA 

交配 (endogamy) ] 。 

exogenote 外 基因 子 [ Morse» Lederberg 

and Lederberg, 1956 |: >H ARF 

(endogenote) 

exomutation MARS Imai » 1936): 

ORE HE# (plastom mutation) o 

exonuclease 外 核酸 酶 : ZH DNA BT Veet 

Ya BARTER DNA 之 酵素 。 

exophenotype 外 型 [ Lewis and John ， 

1963 ]: 它 表 贡 (phenotype) 。 

exoplesmosis 44 fe ME | Zucker-Franklin © 
and Hirsch» 1964 ] : HMMARHER 
Bi A AA OS BRE FAB KAA (vacuole) 。 

exorepressor system = HPI MARR : Rg 
i & (regulator gene) URA RRR 

ee ee eee 

_ = Oe 

-— f * 

"3 sed 



(operon) A — (HAL TAK - 

axosome #%4448[Fox et al-., 1971): 由 

AG MIARKRZAA DNA (exogeneous 

DNA) RFF, 3% REE (genetic cor- 

rection)， 使 得 外 生 的 讯息 无 法 完整 地 进入 

染色 体 之 线 状 烙 构 上 [ 咱 痢 倩 转 化 (genetic 
transformation) ] o %AHSe RARE tk 

hee. FEIT BIA ， 它 能 遗失 或 传 

RPK. BABA, MRA RABE 

Az eek, W5leRRVMORRAR. 
explant Jie ARAM EDK. 

Bake Heat Et PUSS BE | fm 3 (cell cul- 
ture) Jo 

exponential growth phase ”指数 生长 期 : 一 集 

国生 长 导 份 的 特性 ， 坊 细胞 数 伍 时 间 之 指数 

增加 。 

expressivity “表现 度 [Yogt ，1926]: -一 个 
外 显 率 (penetrance) 的 基因 或 基因 型 之 玫 型 
ARBRE, WAM. PRR BRR we 

质 来 描述 。 表 现 订 如 似 外 显 率 (penetrancey 

extranuclear 

其 表现 由 基因 型 和 外 在 环境 决定 之 ， 它 可 能 ， 
FSI TE UR FS FY A FEARED AT RE 

[ea] Re RAIA] FRA HE 
expressor ”表现 物 [Metzenberg, 1972]: 

在 时 棚 生物 中 ， 一 个 未 明 化 学 的 正 调 节 基 因 

之 基因 表现 (gene expression)。 

extension gene ”扩大 基因 : OHA A(mo- 

difier gene). 4 

external ”外 部 的 [ Darlington» 1937 ] : 

326 a7 ( chromosome mutation ) 包 

括 二 个 非 同 海 染 色 笨 。 

extrachromosomal FEE AE ， 核 外 染色 体 : 
构造 或 过 程 巧 非 染 色 体 之 邵 分 ， 它 存 於 染 

RAE [> ag (inheritance) ; {# 
(plasmid) ] 。 

extrachromosomai inheritance #4 984\69)8 

@ : > W4# (inheritance) 。 

extranuclear #44}: f£ & (nucleus) 以 外 的 

Basa PRETHME, REA RISR 

ER ABS - 



F:, F2;etc 

Pt 

F,,F,;ete 第 一 子 代 、 第 二 子 代 等 LBete- 
son and Saunders » 1902}: DRRKK 
(+4) (filial generation). 

factor Alf > AX Mendel» 1865): 

遗传 学 上 ， 具 有 和 孟 德 天 法 则 差 民 之 生物 ， 其 

性 状 (character) 的 定子 简称 上 FIR A BT 

称 之 基因 (gene)] 。 

facultative SRTth) : 能 生存 在 多 於 一 组 特定 

环境 条件 之 能 力 ， 例 如 矢 性 寄生 菌 (facul- 

tative parasite) ， 不 需要 以 寄生 菌 来 存活 

( 若 具 人 备 另 外 食物 来 源 时 ) 。 委 性 无 融 生 殖 

(facultative apomixis ) 可 傅 环 壕 人 条件 ， 

ibd al gpa ° 

F-agent F-487)4) [Lederberg + Cavalli 

and Lederberg» 1952]: 

Aj ( F-episome ) 。 

familial Down's syndrome SE RFE HERE : 

Hh A BE A 21 AB (trisomy) 所 

mK. GHABRAS (wz ( translocation 

heterozygote)， 有 三 分 之 一 后 裔 得 到 此 症 。 

[BAAR BH(Down's syndrome) |. 

family RA: | 一 群 倡 体 具 有 共同 而 先 的 特 

人 性， 使 其 相互 间 产 生 某 些 遗传 因 傈 ( Ler- 

ner > 1958) ; 

2 一 群 上 共有 很 近 关 傈 的 动物 或 植物 的 物 

# (species) 。 

Fanconi’s anemia Fanconi KBME: 人 类 

fe 4 fe a RR - Aa RE ees 

PEK © 

F-duction F - s§3@[ Jaceb» Schaeffer 

and Wollman, 1960] : #mEeaAT 

( RRA ) RF’ - RBA (P-e- 

pisome ) [ HHiriaAmek B2RF- 
引物 (F-primer ) 或 F“] GB, RAF - 

因子 (下 -element ) 的 一 各 份 人 = 性 转 壮 

(sex duction) ] 。 由 下 - 因子 所 携带 的 棚 

RA 上 ABB RH (crossing over) 的 过 

Gl, PRRARMRLABRAZL EA, F’ - 

品系 与 似 F” 品 系 将 他 们 的 下- eas” 

转移 至 下 - 细胞 。 

Wm ARAB ee em 

At CHRRFATHRBAF it: ELE 

=F- ed 

组 胞 (recipient cell) PRAERBRARE, 

不 需要 与 其 染色 体 构造 重新 组 合 。 此 时 所 复 

揭 极 苷 酸 序 列 ， 一 租 篇 人 受 体 和 粗 胞 染色 体 的 一 

HO, A—-MBSB MIS - AT, ke 

AURA MS BAF (heterogenote), A 
iil OSH RAC BA] 2 AR ( comple - 
mentation test ) 的 效果 。 

fecundity ”生殖 力 ' 结实 性 : 生育 效力 。 指 产 

生 具 有 功能 配子 之 能 力 ， 以 产生 配子 数量 

( 特别 篇 办 ) 估算 之 。 
feedback control ji ¢eipey : 一 反应 由 於 生 

成 物 的 积聚 ， 造成 其 反应 速率 的 降低 ; 若 生 

成 物 缺乏 ， 则 造成 其 反应 速率 的 增加 ， 此 类 

RE FAB So | 
feedback inhibition JA #8iD#) : 生物 合成 途径 

(biosynthetic pathway), HRRED — 

(end product) 对 早期 酵素 的 抑制 作用 。 在 
进贡 抑制 上 时， 基质 与 抑制 因子 (inhibiter) 、 

HBA MeL ORE 
( allostric ) ]> aHipBmAT ZB & 

(fF £64 (protein ) 三 级 或 四 级 构造 (ter - 

tiary or quaternary structurej 发 生 改 缕 。 

抑制 因子 独特 的 位 置 ， 和 与 基质 连 糙 位 置 ， 可 
能 在 一 多 链 酶 (multichain enzyme) 之 不 

同 多 胜 肽 链 上 ， 二 种 必 有 氧 两 个 或 更 多 的 代谢 

物 才能 过 到 其 抑制 作用 者 称 需 ”协调 “(con- 
certed ) [ Datta and Gest ，1964 ] ， 

RBZ “ SS EAR” 

feedback inhibition) | Paulus and 

Gray» 1964 ] 。 

errr oe vee 

EVFARKBRE. AKBRHKBARBE 

和 快速 的 调节 其 代谢 活性 的 能 力 。 它 和 与 酵素 

KZ #% (induction) Al4p #1 Cepression) 

fFREARH. A-FHBAMHMEBS - 

抑制 作用 ， 其 基因 的 表现 很 明显 被 改 释 ， 秽 

其 下 声 状况 而 决定 专 一 性 酵素 产生 与 否 

[| Helsinski and Yanofsky» 1966 ]。 

feeder cells fa 350079 : MRR BEEZ A 

il» ASE PBR BARRE DBA, mntES 

养 基 上 可 帮助 与 供给 未 经 处 理 和 细胞 之 生长 。 

female carrier j#tE AAS: HX RAAA 

结合 X RAB. CHARBHERAA. 

famale pronucius t/t: 一 此 配子 之 音信 

体 校 ， 可 从 事 配 子 配 合 (syngamy) 之 功能 。 

(multivalent 

ee ee a 

on 

a aw on Se ae 

- > *, aga emis 

和 



ES eg.” - 

female-sterile mutation HRS : Rf 

1 RHEE HRS. ESET BA (05- 

genesis ) FF, RRA RA LAR ATE. PS 

PEMEAS FE ERE (Drosophila melano- 

gaster) 和 得 (Bombyx mori) 中 较 平 常 出 现 。 

是 性 雌 不 育 则 甚 少 发 现 。 
F-episome F iste: 一 个 游 元 基因 (e- 

pisome){ = FAX (fertility factor) ; 

F A+(F- factor) ;3F- 媒 介 物 (下 -agent ); 

性 因子 (sex factor) ] MRR MRR (ABR) 

“的 存在 与 否 ， 决 定 了 和 相 菌 的 “人 性 别 ”， 阔 将 音 
基 菌 过 钙 构 造 的 人 妇 色 体 ， 由 给 体 桶 胞 转移 至 

SH MR LORS Ft (conjugon)] 。 

”直下 - REARS BRR ( 4, 

MRT SROBWK[ Demerec et al.， 

1966 ] : 

LF aa (F ceil) 
FF (sex factor F), GK S MREBATE 

FRR Sie [ “HEE” (female) ] ， 
fk An Hea TE Bie Pa PBS ( (“ 雄 性 ”) , YEAR 
“转移 F 但 可 受 F RR, BHHHA— (male- 
specific) 病毒 具有 抗 性 。 

2F+ fa (Frcell) : 类 菌 包含 一 个 

自主 的 性 因子 F (autonomous sex factor 

F ) ， 东 不 携带 遗传 上 可 辨识 出 的 细菌 染色 

sna HSM BARK F 转移 至 下 - 

» 使 缀 成 F 了 “的 状况 - 

(REE) 

《 性 因子 遗失 ) 

性 因子 ) 
( 性 因子 取得 ) 

a enrme| jew 了 释放 

en a Hr RH 

42. ABSA ( Eicoli ) 的 主要 性 别 型 式 
与 细菌 接合 时 的 祖 互 天保 。 ( 优 自 Scciye ，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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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RRSER 

F-episome 

3, F’ Ba (F 51%) — (P*prime) 
cll : 细菌 具有 一 个 自主 的 性 因子 了 ， 东 

fA BS +See AER. PF’ A 

+ UBB “ RIRHAF ” (substituted sex 

factor ) ( Hayes » 1964) ， “FF- 部 份 基因 

子 ”(F-merogenote) ( Clark and Ade- 

iberg> 1962). 或"F- 基 因子 ”(F- 
genote) [ Ramakrishnan and Ade- 

lberg,» 1965]. | 

6 fseiy ae Aye 但 

受 体 租 胞 的 大 菌 染 色 体 在 一 他 独特 位 置 上 发 

生 干 援 ， 此 部 位 的 基因 和 与 F 因子 所 带 染 色 体 
斯 片 的 基因 相同 。 

4 Hirata (高 频 重 相 和 胞 ) = (Hf 

cell) : M#RARARATFT, BRM 

色 体 联合 ， 此 种 情况 有 可 能 或 不 可 能 ( ARSE 

全 的 性 因子 而 言 ) 造成 ”高 频率 遗传 给 体 “ 
(high frequency genetic donor) HRM 

ha» A FP - RRA SMILE 

而 决定 ， 且 对 染色 体 有 相同 的 作用 。F- 和 厅 胞 

的 Hfr iis WEB RASRERE, BEE 

AYE ARS] LR RP AR a BB 

(linkage group) MBAR, BHR F- 
MiG .由 Hfr 坏 移 细菌 人 染色体 常 是 不 完全 的 ， 
ABHEF- ke: 在 正常 情况 下 只 接受 才 苗 

染色 体 的 一 斯 片 。 
Hfr Mist RAR F - REA 

(FRRERHAN, BREE RES 

换 ) AR RE Ae EE A RE Se 

HM RABAKRRARR RK BEBBEL 

‘Hfr BEAR, WAAR (polarize)» — 

便 Hfr ARM (genome) 有 一 并 始点 ( o )， 
此 点 含 连 镇 构 造 之 转移 始点 ， 转 移 点 ABC 
recess LEPE. SRRRRBARKAB 

it ROR SE SRE BSS ME. F - REE 

BRERBRRUREE (FRRABS ER. 

BSBA RHE. HyskK TMA 
子 (merozygote) Z## o 

ANA) Hite AA Py A ARI BE S HE AH 
( #mMoABC-:- ZF 或 oBAZ …… CF )， 

以 及 Hfr GSM. mF BARA 

BREAK, RK Hfr 基 因 和 组 则 由 F - 游 

RAT AM EA. 在 一 个 Hfr eet, Re 

MRAREREEAAK, ( 或 由 开始 转移 至 熔 

ik SRABAK ), RRBBWMA SM. x 



F’-episome 

FERRE RE 7 1S Pea genetic re- 

combination) 。 

F - RRA EA MRR. E+ 

Hfr 衍生 物 之 聚合 过 程 ， 能 逆向 而 产生 下 

或 FF 引物 (F ) BH. 

fEHirxXF” At, @RemARTZ 

SREBER-AFCRBARKE GOMER, 

BZA“ Se ( MHZ) RR ” coef- 
ficient of integration) » UL—-@BER 

因子 由 一 重 租 钵 稳定 的 遗传 可 能 率 估算 之 。 

过 个 因子 傅 据 整体 (integration) 所 发 生 之 

坛 装 基 ， 受 体 帮 胞 之 遗传 性 质 扯 给 体 染 色 体 

标 哉 因子 (marker) 之 相对 位 针 而 定 。 

F -episome 5 游 融 基 因 : 一 个 F RE, 

HSS bo Ra > MR REBT 

fermentation #85: 产生 能 源 之 酵素 破坏 醇 

分 子 ， 在 缺 氧 状况 下 发 生 於 租 萝 和 酵母 菌 

(yeast) 中 : 

ferritin E50: 储藏 铁 质 的 蛋白， 主要 在 肝 

RRBRHEE, Rhy 20% 是 乌 质 。 

fertile 能 育 的 : 能 锡 生 育 的 。 

fertility Mt 48H: 坊 生 育 的 效力， 以 
发 育 的 饰 或 交配 后 发 育 数量 或 百分率 计算 。 

”有 效 生 育 性 ”( effective fertility ) 

EARKARBSS bHAm, A )>BRLH 

WR St eA ARASH BRR 
)BPHRR CHA. FREREVURE 

TARA RA Mae. ERE 
情况 下 ， 有 效 生 育 性 在 生物 上 、 心 理 上 和 社 

会 方面 可 能 会 减少 。 
ferti‘i:, factor RBRR: 上 ”入 一 游 匈 基因 

(episome) 之 符号 ， 用 来 决定 才 菌 之 性 别 。 
所 出 现 之 FE” ， 具 有 雄性 之 功能 。 了 媒介 物 

能 使 租 菌 产生 一 了 入 毛 (F pilus)» ER— 

RW, al DNA 转移 。 
fertility inhibition + a My | Egawa 

and Hirota,» 1962 ]: 带 有 F-@@(F - 

plasmid ) ibe ( XMRK12) BR A 

其 他 软体 (plasmid) 可 抑制 生殖 力 [ 它 fi 

WW (Ti plasmid )]。 质 笨 抑制 的 生殖 力 

BZ BiE+ HM (fi7) » 
fertilization 受精 : 两 个 相对 性 别 的 配子 (ga - 

mete) ( 39°, +B— ) 的 融 人 台 成 一 合子 

{ = 柜子 配合 (syngamy), 接 合 (zygosis) : 

或 者 胞 配合 ( cytogamy ) ] o RAF (kar- 

_ Feulgen-positive 

yogamy) MEF 69 WB SLES MBE 
Ft BE. fe EES (homologous chro- | 

mosome) FEMRDR (meiosis) BAB» 

WZ TE: AS Ba Se RSS) 
AEH THEDWETA REA Gl 

| 自体 ( 花 ) th (self-fertitization) 
(B82) : BABE (haploid) » — 

合体 (diploid) » RATER (polyploid) 4 

YZ NERKERC FARA 

2 #2 (7E) 受精 (cross-fertilization), 
BEA (crossing): HANMREH-. 三 佑 体 

或 多 信和 体 盆 体 之 雌雄 配子 的 融合 。 

3 RiZ XR) S (selective or 
preferential fertilization) ° 具有 不 同 基 

因 型 生殖 竹 胞 的 融合 是 由 一 性 或 两 个 性 列 在 

FR RRAMKH. RELL HH 

. RRB RARRACH SBR ABE 
R, Owen( 1945) B2R“ FRR” 
(euselectivity )» 328“ RRB "(para- 

selectivity ) 是 相反 的 。 ERZBRK 

下 ， 其 作用 减低 或 完全 不 育 性 之 配子 型 你 模 

ESHER HHI» 

4 BS (double fertilization) 

EBT (angiosperm) 受精 时 ， 其 牛 一 

EAC SRK RRA TRE (embryo). MlRF 

ARES RS TRA KS eR 

胚乳 (endosperm) 的 现象 (Darlington 

and Matper，19495j5 

fertilization cone HSE : 某 些 饰 才 皮 之 一 

峭 锥 形 突出 邵 分 ， 在 此 点 找 精 子 接 角 ， 浊 行 

受精 作用 。 

fertilization membrane ”受精 膜 ;: Neat 

HER OAAtRH- AR, ARRBSRS 

Zz Hl < j | 

fertilization-stasis Segsene [ Boyes and 

Walker» 1954]: EMPBRRR BI, H 

ARETE RPA BRR, CRRA - 

A Aen (genome) 问 之 不 调和 (qishar- 

monies) o 

fartilizin SK: REEMBAH Bae 

物质 ， 它 可 吸引 相同 物种 之 精子 。 

Feulgen RIE RE : 富 含 
DNA ZRE. 

Feuigen procedure Feulgen KoxaFe : 利用 

Schiff KRMRA SBMS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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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对 DNA 具有 专 一 性。 
F-factor F 因子 : = F- MR (F-epi- 

some) 。 

fibroblast AxcMkMEANRS : CEMIFL hz KEKE 

€2.& (connective tissue BR2Z—-ERM> 

RA—ABAID RIB ZAE > Boe RE EE 

RRMRHMBBK, KBAAKZ Bia 

filament #if4 : MWAKAH-BAKT 

AEH 40 - 50A ， 长 度 则 不 一 定 ， 不 同 的 
MMR RMHARARAMATIA. 

filial generation ”杂交 后代， 子 代 : BME 

A (ef 4k (generation). 由 材 代 个 验 炙 

交 产 生 的 子 代 称 希 第 一 子 代 或 E, » HF, 个 

R677 82% (selfing) 或 杂交 (crossing) 产 生 

第 二 子 代 或 FE，， 由 下 ,个体 交 配 而 得 F , 代 ， 
依 此 类 推 ， 

fittration enrichment “过 泪 富 足 : CERAS 

中 ， 分 散人 答 养 突 缕 体 之 一 方法 .将 诱 炙 过 之 

FOF KER RIED ER MEF BS 

BRK —1B XA BR KES BB AE (mycelium), 

#02 2B (colony), ARR RB 

BRS 2) PT REMI RE LER, fF 

RRS. ube e+ RMS RH. 

ARBRE 

fimbria 流苏 状 [ Duguid »Smith» Demp- 

ster and Edwards,» 1955 ] : =#% 
( pilus ) - 

F incompatibility F 不 育 ，F REE: 一 
个 下 原型 因子 (F-prime factor) [OF ¥ 

#2 (F plasmid) ] ETRE, RH 

转移 至 一 个 携带 F AC RhMe tL. Fe 

RM2F ABER BOKER, TERA FR 

型 因子 便 是 新 来 的 F 原型 因 了 于 ， 在 组 胞 分 裂 

时 坑 单 向 的 遗传 ， 最 后 使 一 集团 之 组 胞 挠 带 

一 个 王 ARH thy. BMAF 质 体 完全 

进入 超 荣 染色 笨 时 ， 过 个 新 来 的 上 原型 因 于 

FEA AA. FAAP 表面 杜 
#@ (F surface exclusion), PYHHHF 

BeAS RREN 。 
fine structure mapping ogni BE : 利用 

HB 7 OT Ae ER Fy (high resolution) A 

Ph eS) as EE EG Efi. 

fingerprint ”指纹 法 ， 蛋 白质 分 析 : | 指纹 的 

型 式 。 
2 FIR Biktk (electrophoresis) Fis 

| 并 XeEtive 

析 法 (chromatégraphy) FRESE ROH 

方法 。 

fi+R factor fi~>R 因子 [ watanabe,1963}: 
oi tt AF (resistance factor) 。 

first division ”第 一 分 裂 : WKGRALOM 

数 分 型 ( meiosis )] 之 第 一 次 分 裂 ，: 一 般 称 

2 #3 WH (heterotypic) 或 澈 数 ( reduc- — 
tional ) 分 烈 E 他 第 二 分 裂 (second divi- 

sion) ]. 

first division segregation 3% —4} 2345 -m : 在 

RMADPRHH—-HSAM, RAGAFZAR 
(allele) 对 之 分 厚 (segregation) | CAR 

座 的 前 沽 数 (prereduction for locus) ] 。 

fission 22> (RT) BA: 1 二 分 裂 

(binary fission) : 单 细 胞 生物 在 有 新 分 裂 
(mitosis) 或 核 内 有 绛 分裂 (endomitosis) 

&, MDS — eb (FER) 。 由 二 

FAA Riz i Ale ERS ER 

且 和 与 原始 徊 胞 相同 。 

2 #25322 (multiple fission) > 在 一 

租 胞 钵 内， 细胞 核 (nucleus) 经 多 次 之 分 裂 。 

帮 胞 质 断 裂 最 后 分 成 许多 邵 份 ， 且 每 邵 份 均 

有 和 胞 核 存 在 。 复 分 裂 的 型 式 就 像 “ 裂 殖 发 

生 ” (schizogony) ， 此 时 有 许多 新 活动 个 体 

产生 ; 或 以 “孢子 发 生 ” (spPerogcny) 型 式 

存在 ， 可 渤 或 寄主 和 胞 内 明 款 的 孢子 出 现 。 
fimess ”适合 度 ̀ 与 集 园 之 平均 值 或 一 集团 之 

另 一 基因 型 比较 下 ， 某 一 已 知 基 因 有 型 从 和 乒 高 

贡献 到 下 一 代 之 存活 率 和 生 和 将 能 力 的 比例 。 

f = “7m 4a” (adaptive value) “ih 

fh.” ( selective value) a. 

BES TARE ARH 2 Ha 

FEELS ITE PRIMA (selection) 影 

车 那个 基因 ,使 基因 频率 (gene frequency) 

发 生 改 缕 。 同 时 也 可 使 基因 型 频率 (geno- 

type frequency) PRC. SAE 

2 BAH ER, WH (phenotype) 来 衡量 。 

—ER PHBA REE -HRRRAB 

(locus) ， 在 所 有 个 体 中 阔 不 须 完 全 相同 ， 

傅 侦 体 所 居住 环境 情况 ， 和 其 采 阴 的 基站 型 

( 指 其 他 基因 座 的 基因 ) 而 定 。 

fixation 固定 : 7EMRRBR CER BR 

KARES BHR. KR A SERR 

Mh. RSE I ARES S HH © 

fixative MFR: SKATERS EM, 



《> 

flageilin 

供 竹 胞 学 上 和 租 积 学 上 之 研究 。 人 它 可 使 组 续 
WUEARREAUE:, AAR ABER 

(autolysis) ， 阻 止 风 和 绷 菌 而 造成 之 组 秩 腐 

i> SEA) FR ROR RH 
flagellin ”车 毛 原 : MEME (rlageila) 所 包 

含 之 聚集 蛋白 质 分 子 。 

flagellum #2: 一 细胞 器 官 有 自发 移动 性 
(mobility) 之 能 力 。 其 繁殖 沿 着 -- 个 有 系 

杭 波 状 作 用 之 轴 上 在 水 中 产生 力量 ， 且 沼 

着 鞭毛 长 翰 移动 。 只 有 极 少 的 例外 纵 毛 之 崔 

毛 排列 特性 入 9+ 2[ PRY -ABRRAL 
ETDS AaH). [ORR ( basal 

body ) 724 ( cilium )] - 
flexibility Z5ER [ Thoday> 1953 ]: 18 

(SBSH (genetic flexibility) [ Tho- 

day» 1953 |: BAHAR ASLEAB ST BE 

NGS BBB. Mae FRB je 

BARR ZRA ABER mee Be 

( genetic variability ) LO#B2RKRH 

( flow of variability ) ] 。 

2 RBBiAE (phenotygic flexibility) 

[ Thoday» 1953 ]: 佰 体 在 一 系列 不 同 环 

卉 中 ， 仍 能 雁 持 正常 功能 的 能 力 。 它 可 分 篇 

发 育 的 圳 活 度 与 行 坊 的 坚 活 度 两 和 类， 发 育 的 

8j5 (developmental flexibility) 

{ Thoday» 1953 BPH LGBRES 
MKRHED, Br#RRABLDZ EAA 

型 ， 在 不 同 收场 中 可 以 形成 许多 不 同 的 表 型 
(phenotype) ， 而 每 一 个 才 型 傈 在 最 通 准 蛋 

BEL, KRARARBRHKSS+AR 

fi, PRVEPHRRE* ; 后 者 ， 在 一 系 

列 不 同 的 一 卉 中 可 以 产生 相同 适应 麦 型 。 

Waddington (1957) 将 第 一 种 之 发 育 

RiRE SE BE RIFE "(adaptive flex- 

ibility ) ， 第 二 种 向 之 篇” 发 育 的 渠 管 化 ” 
(developmental canalization ) 。 

行 需 的 至 活 度 {behaviorai flexibility) 

ETpodzy ，1953 ]: 指 本 身 回 复 滴 峰 当地 

或 与 时 间 有 需 因 和子 的 个 体 ， 或 能 活动 的 个 

体 ， 可 以 寻找 最 斋 於 其 居住 环 卉 的 本 能 。 

Salisbury(1940) PRBS “ aT BH” 

(plasticity), RRMRERRA. EH 
RA MBER. BE (selection) 

RDP RERSRRAHRAE, Rinbez 

趋向 於 通 应 性 (adaptation) Baie + (sta- 

bility); BREABER, eRe 

AR, PARRA pH RABEE. SH 

il 7 eT BE eB SS USCS Re 

fA Fe RE > 

floating “流动 | Darlington and Gair- 

dner» 1937]: 交配 (mating) 群 不 一 臻 

情形 下 ， 使 染色 体 带 造 与 基因 发 生 麦 化 [LO 

1h $ & 性 (gsnetic polymorphism) ]。 

flow of variability #3378) [ Fisher » 

1930 ] BR BINA Sie (genetic va- 
riability) 的 移动 ， 可 由 杂交 (hybridiza - 

tion ) $15) at (segregation) 的 和 结果 而 产生 。 

在 移动 的 立场 上 上， 具有 光 力 隐藏 的 苔 刁 性 可 

镍 埋 变 念 有 自立 性 的 杰 与 性 (free varia- 
bility). 若 等 位 基因 频率 (allele frequency) 

DLS hiiz RWB + 7 Bey, 

(selection ) h] VBM@AKRHE. “et 

fluctuation test 波动 检验 > MA : BH Luria 

Al Delbrick — A— AAA Mat DH RS 
BA 32 EA (variant) AQ SAEZ MR» 

BS Bs Sl) eS AMZ BATA BAAS (spont - 

aneous mutation) 之 测验 。 i Al eS 

4). SIRO RAEE, eH 

set, Mi ae > BRE LR, EIS 
ESKEGMES, SHEED EEEYH 
Fut. PAR Sey eR, A 
ee eh EE MK 
SKES (A, HSE RRBBEBEtR 
£M TBARS, 因此 所 生 之 无 性 系 (clone) 
俯 小 型 的 ， 相 反 的 ， 由 单一 场 养 基 内 分 别 取 
i. AESCHRRAH. RBS BAY 
HERD. MI], AL MARE REE 
, FE ERA ERS Oh 
5 ET OL, Re eB 
ki = MA (variance) Kan *K BAA 

HLA, CRRA REBRBS KR 
“fluoresent antibody technique RBS as : 

WD fe (antibody) §&— BIC AH ( fluores- 

centdye) Bt as PR FELL Bete Mita DI PEMD 
原 (antigen) 的 存在 。 

F-mediated transduction “FF 媒 介 转 遵 [ Hi- 

rota and Sneath: 1961]: =FR# 

(F duction ) 。 Mie 

f-mettRNA : #3 N- PGRABBE (N-for- 

myl methionine ) 和 其 运转 RNA HZ 



By. 
foldback DNA j#@[B)DNA[ Britten and 

Smith» 1969] : 494 (annealing) 试 

Bh, BR DNA 本 身 揭 民 ， 在 某 些 相似 且 

”具有 重 覆 倒 向 之 同一 分 子 上 的 复原 。 

formamide FRABIZ :可 以 使 DNA 灵性 (de- 

naturation ) 的 小 型 有 机 分 子 ， 甲 酶 腕 与 腺 

味 喻 (adenine) MYRRH (free NH, ) 结 

# ABA ik A-T aegis 

. I 
| H— C—NH, 

formenkreis 型 图 : RiwRRREH Rw 

(allopatric species) 或 亚 种 的 聚集 。 

formylmethionine tRNA 甲 硫 胺 酸 基 tRNA : 

—{fi H#RNA ( transfer RNA ) 分 子 

(tRNA Met) , SRMBEAHA RZ 
tf (EFA > 18 $48:248(genetic translation); 

2454HRNA (initiator RNA) ] 。 

forward mutation iF [a)Zeet: 由 野生 型 至 突 

故 体 情形 之 一 基因 突变 (gene mutation)， 

与 回复 突变 (back mutation) 相反 的 。 正 

向 突 氢 与 回复 突 杰 纯粹 仿 描 述 的 。 
正 向 突 构 可 发 生 在 一 基因 (gene) 内 或 一 

AWA (gene cluster) 之 大 数目 位 冒 上 之 任 
一 位 置 [ > ¥F (muton)] . KM [ 它 
BAP (back mutation) ] 可 恢复 由 正 向 

RBRBAL AE, SHRM BARA 

RSAWH (TARBLAEEB) 上 ， 或 
某 些 其 他 位 置 上 ( 假 回复 ， 伦 回复 或 部 份 回 

Bi), GERMS BAR. By dh RMA 
” 正 向 突 释 加 以 区 别 ， 它 可 铀 之 由 阻 遇 作用 

(suppression) 或 阻 过 突 役 ( suppressor 

mutation ) #4. 

TE) RBA [ 突变 率 (mutation rate) 

BR—-HOFSACeA, QIZRAHER 

(base pair substitution) , MAF MA AM 

缺失 [ HE HEH KB (frameshift muta- 

tion) ] ， 腑 及 一 高 度 化 染色 体 不 同型 式 之 

重 排列 。 
forward selection system iF (a)\##E RR : 万 
at AT Fak ERE BE TEI LE) EE HE 。 

founder principle ”建立 者 原则 : ey AREER 
#@ (sampling ercor) , (PRAM MS IH 

Hi(gene pool) 即刻 发 生 分 歧 ， 而 建立 一 个 

Pista. HERE MIP, KER 

i47 fragment 

本 与 子 集 园 所 个 据 的 不 同 地 区 ， 由 不 同 演化 

PPM A EA Bip. 

FP factor FP 因子 : fem MRA + AA 

移 之 任何 性 因子 (sex factor) 。 

F-piius F@tk( Brinton» Gemski and 

Carnahan »1964): ABR (Escherichia 

coli) f£ fi] “ KE” ARS ROBERT HK [ ae 

(pilus) ], &F HAR ( F-episome) 

[FAA ] 的 出 现 或 作坊 性 因子 (sex factor) 
的 入 似 遗传 因子 坚实 地 联合 。F RM ( AK 

80A ， 长 度 不 一 ， 吉 到 20 pm ) HRA 
球形 的 RNA 病毒 有 特殊 的 附 著 力 ( RR 
释 以 其 侧面 附 著 ) ， 且 被 认 人 入 在 不 同 的 情况 

下 (如 : RR RE IR ER AR HE AE 

用 ) APPR RRR (conductor) 。 

FRAC AR, BBR eR 

FATRER. EST RRAT, FRR 

$< fth WARK (pili) ARES, RRB (Mag- 

ela) HAZBRA, CHER HER 

体 (male -specific phage) 感 染 时 最 易 附 著 。 

F Miho RES f+ 抗原 (他 antigen) 的 构造 ， 

无论 是 否 成 篇 自主 的 F+ 或 合成 期 的 Hfr , 

它 对 带 有 生殖 力 因 子 (F) (fertility factor) 

ZKBE RR BAH. 
F plasmid F 质 体 : =F Ha AA (F-epi- 
some) o 

F-prime episome F JB 2035 8#2 RR : ANRAY 

Hfr fre l OF 游 到 基因 ( F-episome) ] 

(igh ek F* 雄性 。 由 细菌 染色 体 程 

放 时 ，Hfr 雄性 不 断 插入 FEF 因子 ( F-ele- 

ment )> YHEMARRERAM— Wh a 

移 单 位 之 F 因 子 阵 近 的 租 菌 基因 或 一 群 基因 ， 

ia (i F on ae 2 A. 

F Af fF (F-element replicon) 的 一 

a, M2 AF GF RES (FP - pri - 
me (F') episome ] AF |i HAF (F-prime 

factor) 。 当 转移 至 F- 和 粗 菌 ， 就 成 一 种 能 

表现 出 F+ 和 Hfr 雄 性 特性 的 和 新型 式 的 雄 件 ， 

2 FR“ Pia” REE OF 的 转移 与 其 合成 

的 基因 坑 独 立 的 ,F ”和 坑 很 有 效 地 转移 到 其 他 

F- 上 ， 它 可 促进 染色 体高 频率 的 转移 ， 且 

与 其 最 初 的 Hfr 品系 有 相同 的 方向 。 
fragment BRR: | 由 於 缺失 (deletion) ， 使 

染色 体 构造 上 改 麦 ， 造 成 一 个 臭 或 不 具 中 季 
( centric or acentric )/HEM(ORER 



frameshift mutagen 

% #§ (chromosome mutation)] ; 

2 一 个 小 的 BER ( B- chromo- 

some ) 。 

frameshift mutagen . 框 构 转移 诱 释 源 : 任何 

zs Se [ OK BF (mutagen) |RAKS 

DNA 模板 之 特 人 性， 造成 信息 RNA (mes- 

senger RN A) 合 成 之 芒 惧 框 构 转 移 [ORR 

$3 43% # (frameshift mutation ) ] 。 框 

BME ASEH DNA HAUBRARAE 

3, WREREAMR RMR LE. thay 

Be TE RE FF Il 2 Se BW (tandem repeat) 

上 。 此 指出 ,由 一 特殊 之 框 构 转 移 艺 释 源 ， 

在 特殊 基因 上 具有 较 吧 之 艺 释 源 作 用 ，, 但 在 

其 他 基因 则 和 坑 不 敏感 。 

一 般 ， 任 何 框 构 转 移 诱 释 源 是 一 种 典 基 

By (6 RAS (heterocyclic rim. BEM 

EADNA 氢 基 堆 ， 而 与 DNA 结合 在 一 起 : 

它 也 可 间接 有 运用 其 诱 释 源 作 用 ， 即 产生 一 锯 

BAAR Z (ELS me (cepair synthesis): 
个 作用 可 附加 於 许多 直接 效用 上 。 

frameshift mutation HE +E S79 ES: AGH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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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的 DNA .分子 中 插入 (insertion ): 或 缺失 

(deletion) 氛 基 ， 因 而 改 释 圭 译 (transla- 

tion ) 时 的 正常 天 芒 框 构 -( reading frame) 

因而 产生 囊 失 作用 的 和 蛋白质 上 = 阅读 框 构 突 

#4 (reading-frame mutation ) ]. 

frameshift suppression #248 9972 88i8[ Yo - 
urno et al., 1969}: AER La 
BAAHEH ( reading frame) ， 由 一 个 第 

二 突 释 所 生 之 框 构 转 移 突 释 之 逆向 作用 ， 或 

Ha SHER BR ATH [ ee eS A 

(frameshift suppressor )] 。 

frameshift suppressor #2 #96872 (AiG: 任 

何 一 类 外 如 的 阻 逮 基 因 突 变 ( suppressor 

mutation ) 对 框 构 转 称 突 变 ( frameshift 

mutation ) 具有 专 一 性 ， 亦 即 ， 能 改正 转译 

AHH BA dese a ERE DD. BEF ATA BTR 

WHEBEE FMA 1H (addition type), 

KBPS DNAZ—-BAGC H, RES 

GC H. HRM BIEBER EET SH 
渴 的 遗传 改 楼 ， 对 他 们 之 野生 型 等 位 基因 可 

FRAC, BERR BRIAR EAS 

BK tRNA FF ZRH, HE mRNA LH 

2 REPU (quadruplet), fiz RF 

子 (anticodon) 含有 一 氨基 四 联 码 ， 代 蔡 野 

AH tRNA 之 氛 基 三 联 码 (triplet) . fi 

FS Cet $28 # tRNA( suppressor tRNA ) 

HHIF— RESET. WRKELERB EL 

DOYS 2 BARRE 。 和 氨基 缺失 可 能 不 是 阻 退 性 

的 。 阻 遇 基 因 兰 和 杠 构 转移 突 释 是 猎 特 的 ， 显 

示 出 等 位 基因 之 独特 性 ， 阔 傅 其 交换 阻 遏 作 
用 (cross-suppression) 之 型 式 可 加 以 分 类 ， 

BH a XE LESH IA 1 E10 % 之 冯 。 
若 框 构 转 移 阻 过 者 HRNA 之 反 字 码 子 ,在 

二 或 三 不 同 开 尾 框 构 中 能 使 气 基 等 量 配对 ， 
则 可 以 有 四 种 框 构 转 移 阻 过 基因 : 过 些 储 
mkNA 2 BRG,C,AR UIB FRSA 
m@, MIF GGG, CCC , AAA 和 

UUU St HAR (glycine) ~ HRI ( pro- 

line) » BERR (lysine) MAAR (ph- 

enylalanine) RA S—t¢ [ OMS Fas (ge- 

netic code) 】。 

BREE A RHR ha] SREREE 

RS SCH, esas F> maa 

(ribosome ) 的 构造 可 增进 或 限制 由 野生 型 
tRNA ”而 来 之 四 联 码 氨基 的 转 婚 频率 。 

frameshift suppressor tRNA #2488972 (835 

tRNA : > #24e9 3 ib A A (frameshift 

suppressor ) ; {418 #tRNA (suppressor 

tRNA ) 

free energy ”自由 能 : 可 以 作 工 (work) RARE > 

freemartin #¢+ Fg : 当 胎 兄 的 循环 呈 连 入 

时 ， 由 其 雄性 同胞 (sibling) Mm *X2—(HKE 

性 双生 ， 因 具有 次 要 雄性 特 答 (masculini - 

zation ) ， 而 释 成 一 个 哺乳 动物 雌雄 间 钵 

(intersex) 。 _ wa? 

freeze fracture ”冰冻 割裂 术 : HonkRe, 

以 刀口 将 其 裂 割 ， 用 金属 作 一 侦 司 此 队 阳 面相 

反 的 模型 ， 然 后 在 电子 是 微 竺 下 观察 此 金属 

模型 。 

frizzie Sth: R—-BRBZUERH, FF 

f@lARRASHE2" heeh” 2S AR; 

Ff HERA FE ERROAKAEZS “ BH 

th” . thE AX (keratin) Bade 
(crystalline) 排列 欠 佳 ， 且 其 胺 基 酸 和 粗 成 

AS IE fi © 
r surface exclusion F 3m tte : 已 携带 一 佰 

F 质 体 之 一 原型 衍生 物 的 租 菌 接合 作用 

(conjugation) ， 形 成 之 F 独特 的 杜绝 (ex- 

clusion) [OF ¢# (F plasmid) ]， 因 



此 ， 在 接合 的 粗 合 中 坑 一 个 有 弱 的 受 体 。 

Fstran F 菌 系 : 在 单方 向 遗传 转移 时 ， 当 

KH (recipient) 7ABRBR BZ » 
F strain 上” 菌 系 : 在 单 向 的 遗传 转移 时 ， 
# RAH (donor) 7KBRRBZ . 

fulhmutant 全 突 释 体 : tH HE ( half- 
mutant) 。 

full sib 全 同胞 : RAKE SR EH 
 [ 号 半 同 胞 (half sib) j - 

fundamental! number EB Matthey > 
1945 |: —@ AEH BH (karyotype) ] 
REE (arm) 之 数目 (MABEN ) ， 
由 染色 #* (chromosome mutation) 诸 

如 中 区 融合 (centric fusion) Ra ER (dis - 

sociation), Al {FR Bycy we. 

"ae AM): HER ER (fungi) 致死 之 

funiculus 34%: 植株 之 柄 (stalk) 产生 一 个 
胚珠 (ovule) 。 

fusome 

furrowing 开 潇 : oP ® (cleavage) fi 4a Y 
DR (cytokinesis) 。 

fusion nucieus {##G4%: Kf (embryo sac ) 
PRL ALA MRA EM ;胚乳 (endosperm) 
BURT 。 

fusion translocation = (#55f : = 中 节 融 合 
(centric fusion) 。 

fusome {#S98 [ Hirschler, 1948): 具有 
FEAF) BL lea) BFS AF > AST $8 BS ANH (inter 
cellular bridge) 。 儒 合体 仅 包 括 单 一 较 大 
Rik bmi. REE i OBS 
A De (desmosome) A Ae te] i & (p1- 

asmodesmata): HBRTERSBS, £# 
18 NG REE I my A ONS (mi- 
tochondria) 8 AsHia, HAR A ERS 
PMBDBWS ER, HABE RES RB 
# (annular furrow) 不 能 在 to RE Dy 

(cytokinesis) $24>B8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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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G1,G2 ”开始 生长 期 ， 第 二 生长 期 之 符号 : 
> 4n Ae, 3 Se fe] BAI BA (interphase cycle)。 

galactose 半 乳 糖 : 坑 牛 我 糖 的 一 个 成 分 。 其 

galactosemia “” 半 乳糖 血 症 : $3 ARE MRS 

性 遗传 之 一 种 遗传 疾病 ， 而 无 法 由 半 和 乳糖 转 

ME Mee. FAALA MiEBRAAB 

性 ， 半 乳糖 血 钙 之 造成 ， 傈 由 缺乏 半 我 糖 - 

1 - BEAR - 尿酸 - 转移 酶 ( galactose- 1- 

phosphate-~uridyl -transferase 所 致 。 

gall 8 Bi 一 个 不 正常 植物 组 织 之 生长 。 
gametangiogamy 配子 痴 内 受精 | Kniep> 
1928 ] : 某 些 结合 菌 (zygomycete ) 及 子宫 

菌 (ascomycete ) 整 个 配子 索 (gamet- 

angia) 的 融合 [ HA (copulation)] 。 人 性 别 

上 不 同 竹 胞 核 的 成 对 融合 CRAG (karyo- 

gamy) ]> M—-RRMBR, EASA 

的 成 对 联合 [ > RA (dikaryophase)]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 槐 配合 同时 发 生 在 许多 对 多 

RAK eA MA RAK, IWIEM Act 43S (game- 

togamy) fe HAC FR Z BA | Hartmann 

aH i BSH” ( polyfertilization )]。 

gametangium 9 Ac 3B: 它 生 殖 细胞 ( germ 

cell ) o 

gamete ”配子 [| Strasburger» 1877]: 

PALA AR ( 在 有 些 情 形 下 ， 仅 是 一 胃 胞 

RK)» ， 能 纲 与 相反 性 别 而 相似 来 源 的 组 胞 融 

合 ， 形 成 一 个 合子 (zygote)， 当 配子 发 生 

(gametogenesis) 时 ， 配 子 是 从 配 母 和 细胞 

(gametocyte) 产生 的 。 正 常情 形 下 ， 配 子 

RACSRGEDEREAR RHF. He 

HR A 7 BCE RRR (meiosis) 形 

成 的 。 配 子 的 遗传 组 成 ， 由 形成 配子 之 梦 本 

站 传 和 组 成 与 减 数 分 裂 时 染色 体 行 念 所 决定 ， 

RABLABRAMAT. BR“ KBR 

Ac” (unreduced gamete), EPR 

A: ft 4S 8B B pe + 94 (parthenogenesis) 7 

Hitt, BRERKREBEDP HRBMR 

Ay SAAR BABU IK BY FG AAA AR BA Fz 

Ate EA SRRAT ( 个 体 ) 。 许 多 单 

-一 梢 胞 (one-celled) 生物 之 配子 ; 在 形状 与 

大 小 上 很 少 与 成 熟 营养 生物 有 差 屋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称 之 篇 “大 型 配子 ”“(hologamy)。 

在 “小 型 配子 "(merogamy) 中 ， 其 配子 较 
AAMHR). ARE RBRLATAGR, 

EP iis 75 th 38 ( multiple division). 

ZEBRA RIB . ie RERHE( + 与 - ) 

PEAR aK) ee R, Af a aR PRS: 

1 同形 配子 (isogamete) : REPE Ane: 

配子 ( + 与 - ) RRB SAU, BAR 

HAE AB “MALE ” (isogamy) 。 
2A fanisogamete) : 在 大 小 和 与 

构造 上 ， 雄 性 和 雄性 ( + 和 -一 ) 配子 些微 的 
ZR, SHSWBEMLE “ 刁 配 生殖 ” 
(anisogamy) 。 

3 RABcf (heterogamete) : 雌雄 配 
FEA) BK ERA BER ; 雄 配 子 [ 精子 
(sperm，spermatozoon ) ] 通常 非常 小 且 

能 移动 ， 雌 配子 [ 卵子 (egg，ovum) ] RAG 

BATTECH, BERBBERZLA “R 
Aa” (heterogamy) o 

FZ ea Fe ROMASSA 
一 完整 染色 体 组 ( chromosome comple - 

ment ) 或 一 组 染色 体 组 有 无 遗传 信息 的 缺失 

(deletion) 或 重复 (duplicarion) 而 定 。 

gametic excess “” 乱 子 超 量 : 一 个 定子 (ae- 
terminant ) 以 乘积 比 或 转化 的 数学 方法 ， 

估算 等 位 基因 之 非 逢 机 分 布 [ = IA PS 
( linkage disequilibrium) “或 配子 期 不 

平衡 (gametic phase unbalance)] o # Ac 

子 ab，aB ，Ab ， 和 AB 之 频率 篇 qu,q, ， 
q, ， 与 q,， 外 是 配子 超 量 之 定义 篇 D = 

9qoqs 一 9,dq， RRA TZ AS (coupling 

pha se) fa #4 Fe # (repulsion phase) HIM 

BR, SSenAceonh, D=0 ; 超 量 

ANS ARTE, BD IEA ac 

Mah}, DARA. 
gametic meiosis 9 AcfTRMADR : 42 

(diplont) Fe, BU AWE TACT RZ MR 

Be 

we — 

el fh 

EEC ee 、 ce ee eee 

+ t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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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tic mortality 配子 死亡 率 : OSTRE 

# (zygotic mortality) 。 

gametic number ACT HRARMM: RAH 

HB, FERN 。 

gametoblast 配子 质 : fl {LZ wR ai (ar- 

chesporium ) Mil Oma S (arches- 

porium) |. 

gametocyte 配 母 细胞 : > 生殖 细胞 ( germ 

cell ) o 

gametogamy 配子 生殖 [ Kniep» 1928 ]: PE 

Bu AR Tal pa fal PA AA FSET HEME aS LO 

#2 (copulation); 受精 (fertilization) ]> 

Bey A EA: AT TE 。 

gametogenesis ”配子 发 生 : 雄性 及 雌性 配子 

(gamete) 的 形成 ， 亦 即 坑 性 组 胞 [ 9p 

人 发生 (oogenesis ); 人 

genesis) ] 。 

gametogonium 

(germ cell) o 

gametophyte ”配子 体 [Hofmeister +185) }: 
FLA 4k % 4K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et: 2 ® B48At (diplo-haplontic) 植物 经 
有 性 世代 产生 之 配子 (gamete ) #3 HR HF 

(haploid) » ESRB, MRTALE 

¥) 31442, 4-(meiospore) [ CA MTRE 

(megasporogenesis ) 5 小 孢子 发 生 《〈《mi- 

Erosporogenesisj] > RHE ARTA 

BS At ES Re ES Ze. #2 (gametophyte) 

[ ->44>-48 (sporophyte)] o FEAR FZ 

+\\ Be - #e Ba BEA: A a KB FB EFT 

及 区 分 的 。 

配 原 条 胞 是- seh tom 

gametotoky ”配子 单 性 生殖 : = *e Rt 

殖 (amphitoky) 上 字音 性 生殖 (partheno- 

genesis )]。 

gammachain 7 i@: 发 现在 幼儿 血红 素 二 个 

胜 肽 中 之 一 链 、 
gamma globulin ”7 球 蛋 白 : mebho— AH 

抗体 和 蛋白质 各 分 。 

gamma ray 7 Nik: 坑 一 个 短波 长 之 电磁 幅 
射 (electemagnetic radiation) ， 由 一 原 

FE » ETT eat ip i oleh de- 

cay) » 

gamobium ”世代 交替 中 的 有 性 世代 : 生物 体 
HAAS tek BR 4K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之 有 性 世代 (sexual generation) 。 

1 gap junction 

gamogenesis 有 性 生殖 : = 有 性 生殖 (repro- 

duction)j 或 配子 生殖 (gamogony)。 

gamogony 配子 生殖 [ Hartmann » 1904 }: 

= 有 性 的 生殖 (reproduction)。 

gamone Ac%: 任何 一 群生 物 上 的 试剂 ， 它 

最 初 的 通 程 可 亲 致 受精 (fertilization) 。 

aOR FIRE : 

a) ARSE (gynogamone) : Hy JAH 

化 而 来 的 雄性 受精 物质 。 雌 配 素 -1-8 4) 

作用 包括 : 1 精子 趋 药 性 (chemotactic) 的 
吸引 ，》 精子 移动 的 活性 ，3 RUM (an- 

tagonium ) 引 遵 出 雄 配 素 工 与 雌 配 素 工 

f 可 能 与 “受精 素 ”(fertilicine ) 相同 ] ， 

而 造成 精子 之 聚焦 。 
b) HEBCH (androgamone): FHEE = Ki 

XR, VEDR-BRAD- 目前 还 略 知 一 

些 雄 配 素 1 与 雄 配 素 下 的 活性 ， 其 作用 入 : 

LRH BA, 2 RR: 3 

Fh Ae Ge H Tl GH HEAL SK WASSER ERA» PTB 

TE DN Fe BE BA HR HE 

gamont AcMARREL Hartmann» 1904]: 

C> + Ri 4a, (germ cell) o 

gamontogamy fc Saha + 5a 
(hologamy) o | 

gamophasa @¢-F HAT Winkler» 1920 ]:= 

单 们 期 (haplophase)。 

ganglion ”和 神经 中 框 : 入 一 小 的 神经 组 经 轩 ， 

ALR SD ARE © 

gangliosides fA AHHABA: 具有 唾液 酸 

(sialic acid) MARIA» RAW MIR 

的 外 表 (outer surface)» TEMP RS ANIA PF 

5!) #5 ski o 

gap 缺口， 缺口 染色 体 : 

的 。 

2 染色 体 上 之 一 效 小 、 不 能 染色 的 (Fe - 

YER ) 区 域 ， 它 可 以 在 一 染色 

Ay HS BEA ; rh PERM (mutagen) Mas # > 

FE BA Ri EA. MOA 

FEVEVDANA TE. Ga RA RAR Z Ee 

EA: 0 

gap junction 

: = 配子 大 型 

|, SSR ESSE a: 

ulgen 

ERRAEIE FEL Revell and 

Karnovsky» 1967 ; Revell, 1968]: 

TE PR AE) APE Se fe AE Bhd Alle A 

的 任 (a) FE ill Hb bas, BE AEE PS Efe $0 ee Fa] Bat Et 

PAS eh 4z 8 (tight junction) 相反 的 。 缺 



gep repair 

际 束 接点 参与 电子 作用 和 代谢 相 引 作用 ， 且 
Ze ROMS RR PAE |. Bae RE RELA HH © 

在 缺 孙 连 接点 之 横 切 面 士 ， 有 一 具 七 层 ; 
之 烙 构 : 此 亿 由 一 个 2- 4 om BROOK 

所 分 开 之 两 个 7.5nm 厚 的 单位 膜 《 unit 

membrane ) 平行 阔 列 的 结果 ， 缺 路 束 接点 

包 人 含笑 胞 腊 之 移 厚 度 大 和 多 局 15- 19nm 。 

geprepair ” 缺 隙 修复 : H— DNA 驳 螺 旋 

中 之 一 链 缺 隙 处 ， 吉 个 缺 路 保 在 切除 修复 

(excision repair) 中 发 生 的 。 

gargoylism 7K OA -F— BERR, 
BAR DRE Diem > A > OR + Bi 

BX tH « 

gastruia RRB | AR: 当 原 肠 形 成 活动 发 
生 时 ， 胚 胎 发 育 之 时 期 。 

gastrulation 原 肠 形成 : OAEAG EH (embry- 
onic _ development)o 

G+C ratio G+Cit: 4 pNA, Bes 

(G ) +H Rite (CORTEZ HP, DR RE 

ZeEaFTRTREERZ LORBHIH (base. 

pair ratio ) ] 。 

geitonogamy ” 同 株 办 花 受精 : Oh st A 
(idiogamy) « 

gene RL Johannsen, 1909 ]: 位 於 染 

@,#% (chromosome) _/F4 #1#4n & (genetic 

material) 单位 [ ##3## @MALB (chromo- 

some gene) |], BxWaoB: 

1 遗传 上 的 最 基本 单位 ， 不 可 由 遗传 重 

an (genetic recombination) 或 染色 体 构 造 

上 的 重 排 而 组 分 。 

2 坑 玫 型 差 民 的 基本 单位 ,与 单一 不 可 分 

的 代谢 作用 及 发 育 之 主要 功能 相 过 在 一 起 。 

3 BAHL O AA R¥ ( gene muta - 

tion) ] MRA. IRBRBMARCES 

AGL, BARS. AK MK RET 

ak. 
目前 ， 基 因 被 称 之 仿 功 能 单位 ( func- 

tional unit) 2—KHR(DNAK RNA) 

的 独特 顺序 WAR MR ( cis-trans 

test) ; 作用 子 {cistron) ]】， 以 其 所 含 之 

#4842 8. (genetic information) ， 可 决定 

独特 多 胜 肽 之 胺 基 酸 有 顺序， 或 独特 的 RNA 

分 子 极 苷 酸 有 顺序 LS 遗 傅 转 锋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5} {@# @¥(genetic trans- 

lation) J,» UREPMAGRR RNA > 

ERARERREACARK BGS. 

一 基因 和 坊 直 入 的 一 度 空 间 之 可 释 单 位 [ 每 个 

基因 平均 和 购 有 500- 1500 个 突变 位 置 (muta- 
tional site) RX ®+F (muton) ] ， 在 其 

fH) EH WS 2 (4a (genetic recombination) 

的 发 生 上 ORRF (recon) ]>» FeHRS 

fiz ASR [ > aH 2H (genetic map)] 。 
%KRX® (gene mutation) HR» A 

DE+—-RRERHSAMA, HERES 

等 位 基因 (allele)， 基 因 的 存在 是 由 过 些 能 
影响 同一 外 才 的 特性 (character) REM 

[ 饲 基因 作用 (gene action) 的 产物 | Hie 

些 等 位 基因 而 来 的 。 当 缺乏 有 关 主 要 基因 产 

物 [ 由 一 作 乃 子 (cistron) 所 指导 之 SEK) 

与 其 突 包 上 交替 的 信息 时 ， 一 基因 定义 上 之 

运用 ， 常 经 由 WR 测验 (cis-trans test) 

或 互补 测验 (complementation test) 而 得 

到 。 在 反 式 构 形 (trans configuration) 下 ， 

和 组 胞 包含 有 两 稳 不 同 降 性 突变 (recessive 

mutation ) 之 功能 基因 组 (genome) ， 傣 突 

购 发 生 在 同一 基因 时 ， 则 表现 突变 体 表 型 ， 

BFEBBAEARM AA LR, Ba BPD 

At SAS hb 2B A R12 (intragenic 

genetic complementation ) 现象 来 解释 是 

+47 FE | 。 

—e (diploid) 4 MHEABR AH 

等 位 基因 。 在 沽 数 分 裂 (meiosis) ， 配 对 的 

Sh ERE KTR [ OM (segregation), 

REE SRHR-BRARBRAHS ie 
因 中 的 一 个 。 基 因 表 型 的 表现 税 其 等 位 基因 

(allele) 和 非 等 位 基因 (nonallele) 的 相互 

作用 而 定 lo AAW AEA (gene interac- 

tion ) Jo 

ER EUR ( AM) ATR ( 量 

的 ) BAR BRE REAL RERED 

”产生 广泛 的 效应 。 所 性 “ 葵 因 多 效 性 的 ” 效 
是 由 单一 初 航 : iS (pleiotropic effects) 

(ERM HS 7 SUR RR. BIER 

Ke TE BEAK L “ 一 作用 子 一 多 胜 肽 模式 ”(one 

cistron-one polypeptide model) ] « 

BREHBEBrH, LIEMAEAL 

EAREREBEF LOBE FBS 

RmBEAMREKOREARB ( SK) 

HE. RH EAD IG Ke MRNA (trans+ 

fer RNA ) i #44 RNA (ribosomal 



RNA) 需 模 板 ， 但 东 不 直接 从 事 蛋 白 贺 的 合 

Ko 

AREA EDERZAHSE MS 

_ 与 一 已 知 蛋白 质 的 合成 IO SAA (gene 

action)» Witt (gene activation)] ， 

Paigen and Ganschow(1965) ##2th F 

列 的 分 类 方法 : 

1 结构 基因 (structural gene) 次 定 多 

胜 肽 钴 上 初级 胺 基 酸 的 序列 ， 或 形成 一 蛋白 

% (protein) HR. KARR ABMBFAS 

胜 跌 上 腕 基 酸 序列 ， 含 共 禾 性 的 。{ 它 共 线 

#4 (colinearity) ]. HART VES 

特质 约 次 航 、 三 级 或 四 般 构造 的 定子 (deter - 

minant )> 天 疑 的 是 属於 过 个 项 目的 基因 。 

2 调节 基因 (regulatory gene) RE 

白质 或 其 合成 附属 物 (apparatus) 的 控制 条 

MEA, MHARMH LRH OAR 

t (genetic regulation ) 5 #As*-F foper- 

on) 3 调节 子 (regulon ) | o HHI RE 

4E fH ia FR A HE AE CK, ETE 

SAAREL BA PRAT HAK aR 

应 。 

3 建 策 基 因 tarchitectural gene)EM 

RARKRKRERRARKRERH AS. CBE 

MAXKHADEH—ZARLTT EES. 

4 时 间 A (temporal gene) 控制 了 

:以 上 三 个 基因 活动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 且 供给 分 

“4 (differentiation) 序列 的 基本 程序 。 第 
三 、 第 四 类 基因 很 少 由 实验 中 登 明 而 定 出 。 

一 染色 体 篆 性 的 序列 和 其 特定 位 置 基因 

BAA BK S—Be HA (linkage group) 
[ > at (4 W( genetic map)| ABBR, 

HA Bi Ey PB ATA 

A> EMRE eA REL OAB 

# (gene cluster)] . —BAAANH Mh 

ROUTRHRABRY. ABBAS BAR 

iH By) RAB, BRAD REE RL. 

RG FBR + PBR DH 

EMSAMSHH ER, —-( KAT ee 

AR BB (sex chromosome) RBBE 

H (autosome) ,依照 两 个 非 等 位 基因 的 相关 
VE, HISAR RR oc ARBOT 。 

HSER RM, — RAO 

eM (dominant ) 、 网 性 (recessive)， 

op fi AYER th GMB (combinant) ; 由 非 等 位 基 

1S3 gene action 

RMA M a> ARE LAH (epistatic), 

“FAL (hypostatic) » 24 (complement-' 

ary) RAHA AE RFS MEM © 

一 偶 基 因 的 外 头 率 (penetrance) 可 能 坑 完 全 

HRS, BEAK, RRR 

一 个 性 别 。 同 时 ， 一 个 基因 的 表现 度 (ex- 

pressivity ) 可 能 稳定 的 或 可 释 的 ， 两 性 相 

局 或 不 同 的 。 

AGA (eukaryote) MARIE 7) HEB 
F&— (BBY BASSE ath FS AB SEB (non—-Mendelian 

inheritance) Ib EMAAR IF “基因 ” 

(extrachromosomal or extranucleated 

"gene") 的 系 坑 | A Birk EB RM (inhe- 

ritance) #FABEAUH |. HEHE - 

ABA HIRB EF (hereditary deter- — 

minant) 似乎 是 外 来 的 生物 [ Bl ~ 

#& (paramecium) # Roo ¥ (killer strain) 

2 REAW (kappa particle) ] ; 5 ff RNG 
MBER RE RAW AR (plastid) 
WRH (mitochondria ) > HH ( kineto- 

some) Al S/H MG ( kinetoplasi )] . BH 

AF RA BHAAR MEHR AME : 前 者 

RAZRB, PENA AELRABR 

型 。 
gene action 基因 作用 : 控制 基因 的 狂 特 性 和 

AS RGR EB 7 ARR. —miae 

R—-HER ROBMVHBAD, Bnei 

ROT Ma Ae. RRB SAA, is 

HEAR DABS RIA (eR 

性 基因 作用 或 差 蜂 性 基因 活动 ) Meee 

ARR RK. £4A—-RMARAWDEZED, 

AZ RA SSH AE A A BRE 上 Ot 
{R288 ( genetic regulator ) ] 。 

EMRGFEDS+, ZARA 

PO) A RA EA AR * 初级 基因 

fEFA (primary gene action) ] ， 过 个 人 限 

mI +> IER, ARRRTER . ORR 

(catabolism) 和 生化 人 台 成 ( fie MRSS 

分 子 形成 ) ， 均 由 侠 素 活化 重 白质 所 控制 

[cc 酶 章 ( enzyme ) ] ， 基 因 初 级 作用 之 沉 

程 , 是 由 基因 和 结构 {(DNA 上 特定 极 苷 酸 序列 ) 

至 炊 产 物 构造 之 形成 (“ 襟 造 基因 ”上 之 多 

胜 肽 特定 成 分 和 胺 基 酸 里 序 ) ， 过 些 过 程 是 

由 一 功能 性 的 基因 或 作用 子 (cistron) Bre 

存 的 遗 傅 信息 ( genetic information), © 



gene activation 

cH 24898 4% (genetic transcription) 

[ DNA 形成 RNA ] Al R88 (genetic 

translation) RNA BREAA ] 来 完成 

的 。 

由 邦 胞 的 完整 状态 和 发 育 的 代 甜 作用 ， 

一 基因 之 初级 基因 作用 人 乒 的 分 析 ， 是 十 分 复 

杂 ， 因 篇 初级 基因 作用 的 表 型 不 显效， 以 及 

KH PRE: Hr LK eA AR 

AF ABS. 

AE UL Ha 9 SE A, A 

形成 可 辨认 之 表 型 (phenotype) ， 此 即 所 请 

“基因 作用 系统 “” (gene action system) 
[ Waddington» 1962 ]。 

若 一 特殊 基因 之 表现 ， 限 於 特 定 糊 胞 条 

统 时 ， 演 个 基因 作用 称 之 需 ” 稻 胞 专 一 性 

(cell-specific) “， 若 仅 表 现 於 发 育 中 之 特 
eR, WBZ“ SAB” (phase - 

specific) » a WMRReERAEAREH 

(gene activation) MRR. 

若 玫 型 特 人 性 仅 在 性 别 中 之 一 个 性别 实 现 

时 ， 这 一 个 特殊 基因 作用 是 念 ”性 别 限 制 “ 

{sex-timited)  ， 一 个 基因 在 雄性 和 雌性 之 

ARR FB“ 性 别 控 制 ” (sex-con- 

trolled) 基因 作用 之 一 型 式 ， 题 示人 性 别 限 制 

RUPE DIRE, Aine BAB ER 

幅 染 色 笨 上 。 

gene activation ”基因 活性 : 由 染色 体 上 基因 

作用 (gene action) 的 分 化 麦 现 , 使 发 生 抑 割 

He Fil (repression Ml & # #11 Al(derepre - 

ssion MBit MbHS—-tEDMRERR 

色 体 组 (genome) 上 基因 之 功能 ， 换 言 之 ， 
Hist AMARA ABR BES 

HIFAZCER, TREMBLE. ERS 

生物 中 ， 所 分 化 的 基因 活性 是 分 化 (qiffer - 

entiation) 和 发 育 (development) 过 程 的 基 

本 成 分 ， 芝 在 时 间 熏 空间 上 ， 以 一 定 方 式 进 

行 的 。 

genealogy “ 家系 : 

或 lineage). 

gene amplification BAP Brown and 

David» 1968 ]: BEAMAZERAE, 

(AER oe HAE AES pn HERA 

已 知 发 生 在 吻 嘴 类 之 DNASE (DNA puff) 
和 少数 其 他 媚 类 之 物种 中 ; ERE RS 

[ OEE ( cricket ) Miz fg (water be- 

一 个 家 族 2% & (pedigree 

etle ) ] 之 子 房 内 ， 以 及 许多 生物 诸如 急 类 ， 
坎 体 动物 ( mollusks ) ， 蠕 和 盟 (worms) » 

昆 盘 和 两 楼 动物 之 卵子 发 生 (oggenesis) 时 
产生 基因 扩大 。 

EMBOMIT Mit, BRAN 

因 ， 指 导 rRNA [ rDNA 扩大 (rDNA 
amplification) ]】， 怎 基因 扩大 的 最 熟知 

例子 。 它 的 发 生源 自 染 色 体 抄本 机 制 ， 且 至 

少 上 共有 来 自 相关 染色 体 唉 序 所 衍生 之 第 一 抄 

ARK CDNA > ja RF HRA 1000~ 

5000 iB KRREKA: | PABBA 

Ss BRS ERA PAU 5 2 

FAA CH BEE Bt], ZAEAAARNA ， 

把 整个 重复 顺序 之 “=DNA HRT R, fee 
£77 38 OT 7 BLS (reverse trans- 

cription) » %H—fA DNA me SCH 

ECMeRR.» 

gene cluster 基因 群 [ Demerec and Har- 

tman+ 1959]: 一 群 互相 连 镇 的 基因 ，… 供 
应 一 连 和 矿 代谢 路 径 上 一 系列 有 盎 酵 素 的 遗传 

信息 。 一 基因 群 可 作 需 在 操 织 基因 (opera- 

tor gene) HIT, SREBBHEM, KK 

FEREZ FIR F (operon)o — Pht Fix E 
要 的 是 声调 抑制 作用 (repression) 现 象 ， 即 

HR EA RE SA BAB RNA 分 子 
2 BAGS BREA S REGIE Ao 

genecology jitJ+8ES [Turesson » 1923): 

RAGA T Ft ie aaa 

G2 #8 (race )o 

gene complex 基因 烷 合 体 Brink» 1932]: 

= 基因 大 (gene cluster) [OD FMAMSH 
(Renner complex) ] 。 

gene conversion ”基因 转变 [ epee yk ig 
> # (conversion). me 

gene diversity 基因 分 层 性 [ Nei end Roy- 

choudhuri » 1974]: = RYtR4ER (he- 

terogeneity index) 。 een 

gene dosage MAMM: 一 特殊 基因 型 之 等 位 
基因 (allele) RA ; 秽 其 倍数 性 (ploidy) 程 

度 而 定 。 在 单 合体 中 ， 每 一 等 位 基因 才 示 一 

次 ,二 全体 中 ( 有 具 二 个 染色 钵 和 组 ) BRK, 

在 多 倍 体 或 多 钵 生物 (polysomic) Al ASK 

二 次 。 在 同 源 多 信人 性 (autopolyploidy ) 或 
多 体 生 物 之 一 特殊 基因 座 上 ， 储 完全 队 性 基 

AMA, Re “Bt” — (nuiliplex) 

et, ROE ae es See iB 

a 



[ aaa, aaaa S ]. “#650” (duplex) ， 

“三 式 (triplex) , “ Gast” (quadriplex) 

等 ， 旭 和 祝 其 基因 型 上 题 性 等 位 基因 所 出 现 一 
we ( Aaa, Aaaa), —*w&(AAa, AA aa) 

三 次 (AAA，AAAa ) 与 四 次 (“ 四 合体 ” 

之 AAAA ) 而 定 。 

生物 X 染 色 体 (X-chromosome ) 上 的 

性 连 镇 遗传 等 位 基因 ， 有 具有 XX -XY 或 入 X 
XO 机 制 之 eH] He (sex determination )， 

在 同型 配子 (XX ) 的 人 性 别 表 示 二 次 ， 轴 型 配 

子 的 性 别 (XO ) 则 仅 表 示 一 次 ， 过 就 题 示 出 

剂量 的 不 同和 生物 的 性 别 有 了 天- EE 

(dosage compensation ) ] 。 

gene duplication RASA: DNA 顺序 的 重 

> 代表 着 基因 在 高 等 生物 演化 (evolution) 

上 扮演 一 决定 性 的 法 则 ， 基 因 重 复 之 发 生 可 

HERS : 1 4E RRR (meiosis) 时 ， 二 个 同 

源 染 色 体 间 发 生 不 等 交换 (crossing over); 
2 在 有 赫 分 裂 时 ， 相 同人 染色 体 之 二 个 姊妹 染 

色 分 体 间 产生 不 等 交换 所 和 致 ; 3 RAIA 
上 改 芍 之 染色 体内 沟 化 型 ， 4 在 某 些 区 域 ， 

DNA 之 新余 重 揽 (cedundant duplication); 

5 整个 染色 体 粗 (genome) 之 重复 ， 亲 致 多 

倍 体 (polypioid) 和 类 胞 和 个 体 之 形成 ;6 整 

HENRARS ER, BR RRM (aneup- 

loid) MEAIB RK. 

从 基因 重复 依照 第 一 至 第 四 机 制 来 完成 

时 ， 物 种 可 期 待 保持 所 有 核 型 saber a 

fe» A DNA 含量 增加 。 

i: ABBE Rit (evolution) 上 是 重要 

Hh, ARBEFER—-AAZ—SRYA, HE 

将 其 中 之 一 抄本 累积 突 释 ， 而 演 杰 人 坑 一 个 新 

的 基因 ， 另 一 抄本 则 保持 其 原 有 之 功能 ， 来 

过 成 径 由 过 小 期 存活 之 需求 。 

gene expression ”基因 表现 : 由 基因 作用 (ge- 
ne action) 的 过 程 ， 使 基因 之 玫 型 现 出 。 

gene fixation ”基因 固定 : 在 一 集 园 内 ， 一 突 

网 体 等 位 基因 之 固定 。 基 因 固 定之 可 能 率 是 

指 一 个 突 沟 体 等 位 基因 在 一 集团 内 ， 实 际 已 

固定 〈 成立 ) 的 可 能 率 。[ OR MA MH (sub- 

stitutional load ) ; 道 传 负荷 genetic 

load ) ] 。 

gene flow 基因 流动 [ Birdsell » 1950 ] : 一 
繁育 集团 至 其 他 集 园 ， 由 於 配子 或 合子 的 散 

布 造成 基因 传 布下 去 。 基 因 流 动 引起 等 位 基 

155 gene frequency 

FA PAK Ack BH, AL FRIRAL (evolution) 的 一 

HAT. £-CAMRHRE. RHAER 

园 大 小 和 千 构 而 定 ， 且 和 视 其 配子 和 个 体 分 散 

的 和 范围 而 定 ， 不 同 生 物种 类 具有 广泛 终 刁 因 

Fo 

gene frequency ”基因 频率 :在 繁育 集团 (bre- 

eding population) 中 ， 和 遗 传 基因 座 上 之 一 

特殊 型 等 位 基因 (allele) EM ASMA 

数 中 所 估 之 比率 ， 或 者 由 集团 中 因 机 导 出 一 

基因 ， 考 虑 其 独特 基因 出 现 之 或 然 率 。 一 集 

Az Baa ORAM (gene pool) ] 剑 

DRAB ART ML RETA, BNE 

基因 座 上 ， 不 同等 位 基因 之 种 类 、 数 目 或 比 

例 。 在 一 群 个 体 中 ， 一 特殊 基因 座 的 基因 频 

率 , 可 由 基因 型 频率 (genotype frequency) 
ARENT» Fe MEETS ( migration) [ 基因 流动 
( gene flow)], RMR, HARK 

和 基因 型 频率 由 一 代 传 至 下 一 代 将 保持 不 楼 

的 fc 哈 迪 。 温 柏 烧 法 则 (Hardy- Weinbe - 
rg law)] 。 基 因 频 率 的 分 析 是 集团 遗传 学 之 

一 重要 工具 ， 且 人 克 许 某 一 程度 集团 中 ， 址 传 

历史 的 重建 。 基 因 频 率 之 改 尼 ， 有 下 列 三 种 

型 式 的 过 程 : 

“1 系统 的 过 程 (systematic process- 
es) , +E ARM (recurrent mutation), 

fest f= (recurrent selection) MMi 

移 ( recurrent immigration ) 。 

2 省 机 的 过 程 (random processes) , 

诸如 基因 频率 的 各 种 修 逢 侈 办 ， 此 一 特殊 情 

PEAR REBCRESA MS IES 

3 SHRFAVIAFE (unique processes) » iA 

如 非 频 发 突 释 愤 择 、 迁 移 和 一 个 等 位 基因 之 

突然 国定 。 

内 然 其 他 分 类 ， 是 由 以 上 三 个 等 级 的 过 

RIA TE RB OK, (BSH RE 

TS SRB 5 Sy oy ae I A 

的 。 

系统 的 过 程 ， 可 以 使 基因 频率 倾向 在 一 

特殊 值 之 稳定 平衡 点 上 。 分 散 的 过 程 (dis- 

persive processes)» (AR ia wep 

衡 逢 之 趋势 ， 若 不 由 系 杭 过 程 来 压抑 ， 会 性 

致 集 园 中 所 有 基因 不 是 固定 ， 便 会 在 集 园 和 址 

失 其 有 限 数目 。 事 实 上 ， 党 两 个 相反 趋势 之 

过 程 型 式 速 到 一 个 平衡 点 时 ， 只 有 对 系 杭 过 

程 来 压抑 基因 频率 之 分 散 。 



gene interaction 156 

A,A, A.A, AzA， « ”和 

x AD 数 30 60 10 100 

oO ee eee 
HA, Z3ABR 60K 0.6 , HA, R40K0.4 , R-MER: 

& 因 x A 型 

PCA to oe SA _AAL ArAs A,A, 
5 ” 达 P q P H 

 =SXx EARLE. IH PAMAE 
从 基因 型 频率 中 得 到 : 假 届 有 二 个 等 位 基因 
(A, 与 A,)，100 征 基 因 型 被 草 分 ， 其 例如 

dats: 
p+q=1 2 ALP +H+Q= 1 9 因 筷 每 一 个 

二 伪 体 在 每 一 个 基因 应 上 有 两 个 基因 ,A, 等 

位 基因 之 频率 是 二 oP +H) . BIRR 

HAIMA GML p = P+ 2H 

q=Q4 5H. 

gene inieraction BABAR: HARA 

的 等 位 基因 和 非 等 位 基因 间 的 相互 作用 ”而 

产生 特殊 卖 型 的 性 状 (character)， 题 性 是 
等 位 基因 (allele} 间 相互 作用 之 主要 型 式 ， 

与 其 于 生 型 等 位 基因 潼 相 互 作用 之 突 统 笨 等 

MER. SWB SR RAS EL 基因 (amorphh 

亚 等 位 基因 (hypomorph 超 等 伺 基 因 (hy- 

permorph ) ， 反 效 等 位 基 狗 (antimorph) 

或 新 等 位 基因 (aecmcrph) 。 

包含 两 由 基 四 座 (loci) 或 等 位 基因 对 之 

非 等 位 基因 贿 相 互 作用 ， 可 造成 正常 包 性 订 

fi 7 (segregation) 2K ( lH 43). 

Met 2 FBR, G9A-B- 3A-bb: 
3aaB-: laabb > REHASH: 

1 BRBBAER RRL (re- 

cessive epistasis) Fy, KH Picks 9A- 

B-: 3A- bb: 4(3aaB-+laabb) ( & 43. 

1 $e) ae 

2 fs BB AAA ES LE a 

RRM: bia (epistasis) ], AAR 

12 (9A-B-+3A- bb ) : 3aaB-+1laabb 

( Fl 43.11) o 

3 RAE (complementary gene) 

HAVERH. 6 9A-B-:7(3A-bb+ 3 

aaB-+laabb ) 24> REit ( 43.) 。 

JABCMRER AER 隆 性 阻 电 基因 
(suppressor) ] » HHMI 13( 9A-B-+ 

3aa B-+ laabb):3A-bb ( f#43-IV). 

5 BBS ir Az ptt (FA (additive 
effect ) BF, H4REHROA-B-:6(3A-. 

bb+3aaB~-) : laabb( f43-V). 

6 重复 基因 座 (duplicate loci) RRM ， 
同时 存在 时 ， 其 比例 坊 15 ( 9A-B-+3A- 

bb+3aaB~-):laabb (fH43-VI). 

gene location ”基因 位 置 : FIA A MIT 
SF ee BOL 7 SAREE ORE 
(chromosome map), #4 2# ( genetic 

map ) ] 或 基因 问 之 49% (linkage) 程度 。 

gene locus ”基因 座 [ Morgan» Sturtevant» 

Muiler and Bridges» 1915]: 一 基因 
(gene) 4E #83 RE MZ (chromosome 

map ) LAMAR i> By LAF Se 

( HR ) RBH ( 遗传 图 ) ewe 

Ate RRAAZ BML LO 道 传 重 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方法 可 以 再 分 

坊 线 性 排列 的 单位 ， 称 念 ”位置 (sites ) 

[o> #8 WH (gene map) 玉 若 等 位 基因 的 

基因 识 是 发 生 蕉 同 滨 染色 笨 或 染色 体 季 段 ， 

HBF RH [> H2AB (allele) ] » . 

SRPAAAER ABR BABELE 

— 8, HIB“ KAS —tH ” (locus-spe- 

cific )[ Hadorn» 1955] 
gene magnification AAAA MMs 

[ Ritossa» 1968 ; Ritossa and Sc- 

ala» 1969): 染色体 和 粗 内 遗传 覆 笠 的 过 程 

tie ‘te S28 

ET el eee 



图 43. 822888 (A,B, ) ke, HH 
BAA AER HF AW HHS 9:3: 3:1 

( 图 之 中 央 ) kM ARAB SV )BAA 
BBS ARARAMARR (HS Darlington 
and Mather,1949). 

(ie RMSERMTA ARAB). At 

4 i ZEEE DNA[O rDNA (rDNA)] 
时 ， 仍 能 再 生 新 的 核 夺 组 成 中 心 (nucleolus 

organize MA, EARKAHRR GEE 

现象 ， 与 基因 扩大 ( gene amplification) 

有 了 关 ， 可 能 包括 染色 体 区 域 中 间 加 长 之 一 种 

机 制 。 

gene map Ae (is : 9a 2 & AR {chromosome 

map) WU, A) HAABMR LORE 

列 图 , JSS 32 A BAX 41> H (mutational 
site)» DA RARE R@H. BEM 

Reis, ie f7 BES BM ( genetic 
recombination) 的 频率 ( 代表 一 基因 内 重 

租 ) WERE MER SEA EA One 
图 请 (genetic mapping) ] 。 

gene mutation BARB: 单一 基因 (gene) 
PY EE A) By se ack a“ 基因 内 突变 "(in- 

tragenic mutation ) Bt“ SIX Sem” 

( point mutation ) ] ， 和 与 染色 体 构 造 上 

Z2KBlL OS“ KREMER” (chromosome 

mutation ) ] 或 染色 体 数 目 上 之 改 季 [ 吃 

“Yue $848 228K” ( genome mutation ) ] 相 

Hp RPS (A ) i Ba PME (T) 

Rea OEMs (C )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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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 (G) = RM CG) 

gene mutation 

反 的 。 染 色 体 构造 上 之 改变 ( 较 次 要 的 ) 和 

基因 突 释 间 之 区 别 ,在 实际 上 是 不 太 可 能 的 。 

由 基因 突 购 之 和 结果， 产生 一 个 基因 的 交 

蔡 状 态 而 形成 所 谢 之 等 位 基因 (allele) ， 基 

因 突 沟 :可 以 自然 发 生 ( 缺 少 任何 确定 原因 时 )， 

或 可 用 许多 不 同 物理 和 化 学 BR 

(mutagen), LAK Hike. 

ti — (8 SES THE AA a AE (genetic 

information ) , #4 DNA 73—-#BHE 

WEF Se ( 某 些 病毒 以 RNA 代替 DNA ), 
ACE Fy HAL ER SEL DH FR GEM (deox- 

yribonuclic acid JMRAHH, KAA 

RS, TEBE RIA LRA 

REL, PREM KS, HMMM aK 

ZR, HRARAHUAhse H2ae 

换 (transition), #IBA#A (transversion), 

插入 (insertion) ， 缺 失 (deletion) AMAZ 

(inversion) 或 转 位 (transposition) [ c> 

$A KP (nonsense mutation) ; HRS 

&®B (missense mutation) ; 陪读 框 构 

突变 (reading-frame mutation)]( 昂 图 44)。 

”转换 (transition) [ Freese ， 

1959 ] 表 示 在 DNA SRB AWBL, 

— Filine a eK A Ae RATT, — 

{ERPS (purine) RM AR A — (GARG A AE AT HR 

代 : 腺 味 哈 (A) 一 
Bae (G) Ra ngme (C) 

Fog Hie RE sae | 了 腺 嗓 哈 (A) 

Pe (Cc) meames 

“ 983%” (transversion) [ Freese > 

1959 ] ZHEDNAZBHBL, eR 

— (FERS RY» PS He PME RTE , 
Mithairt, BErRBAKRER 

(MH) ZE( AFR ) 。 

1 在 DNA 之 糖 - 磅 酸 骨 架 上 ， 二 个 或 

更 多 位置 发 生 断 裂 ， 使 整个 核 苷 酸 改 释 (wh- 
ole nucleotide change) ， 冰 向 前 移动 ， 随 着 

分 子 片 熙 的 重新 排列 ， 引 起 基因 物质 内 缺失 

和 其 他 重 排 。 在 单一 术 苷 酸 的 改 釉 ， 可 能 不 
会 引起 整个 多 极 苷 酸 股 加 长 之 断裂 机 制 。 在 

Bh, BOER RR, cee 
HBA MAA AML, SHA AS DNA 

胸腺 喀 啶 (T) 腺 呀 哈 (A) 

胞 喀 啶 〈C) i 



gene mutation 

TAG COPGABCAT : 
itene eee ewe oe RRs KH 
ATCGEGACTE ETA i 

ee Ht hl et 一 一 一 

TROeOCCTIAABCAT 
Sem me tiniseen eu 
AtoeoaltivagTas #2 EW SF 

_! 

ae to 
一 一 一 一- 

?AccT6aifiecAT B-—RENZ 
SeRR RK KE Ae 
ATOGGACTIAC&ETA 

a ee 
Bi 

i , 
ye TT ee 

TAScccTeAlcaT | B—MReHS 
ee oe ee 失 
ATC@GACTIGTA 
On 

ae = oS TS a ea 

Pres halen 
ATCGITA 氨基 对 缺失 

- -= 十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a wee ee ee 
T1GnCuT) C. T 6-A.G GAn? _ 
itm Le 三 个 氮 基 对 
AICGAIGACTCGTA 

a 一 tp 

S.--.27 

同 改变 类 型 ( HH AWatson,1965), 

© ARK ZK 

2 核 苷 酸 氨基 部 分 的 改变 (changes 
of the base portion of nucleotides) ， 可 使 

ist “ iy” | 模板 基因 (templete gene) J 

Al“ ip” ABER. 

a) “RK” ZA ZARKS (base changes 
in old gene) » WRRGRHMA MEK 
—-PHHAKHEB ; KEHRKARBASBE 

(tautomeric shift ) ， 股 氨基 作用 (dea - 

mination ), #@=06/F A (depurination), 

#4 HfL (rotational substitution) Al 

聚 笨 化 作用 (qimerization) 而 产生 的 。 

BRHAREAK, BREE AAT, 

或 G 和 C&C 之 间 正 常 吸 引力 的 混乱 引起 ， 在 模 

板 上 一 个 氛 基 的 改 购 ， 可 能 遵 致 吸引 笠 辟 的 

配对 者 ( partner )， 因 此 使 过 些 特别 位 毅 以 

下 的 氨基 发 生 改 罗 。 此 一 新 类 ] 型 之 吸引 力 ， 

可 能 由 一 鞋 氨基 在 刁 构 互 购 ( tautomeric ) 

状 能 下 称 有 的 自发 辕 移 ， 或 是 由 氯 基 的 同 功 

化 物 (base analogue) 的 合成 所 至 

[<> RM 式 (heteroduplex)je XB 2 MK 

MHks, RU SARRAED ESAS F 

BH), PR MATER RAR RH 

158) 

氨基 配对 ， 而 和 与 其 他 氨基 配对 : G RRARA Ba 
T 2 SRSA SH (tautomer) 配对 ， ARF 

G fa Co RRA AH, CHART RAR 

对 ( DAH.) AT RRB MHS CEH, 
fL—-@REABRBIAV TS. aR 
FARR MS -AE Gels RLS ( 见 图 45) 

BREESE FBR RB ROCKS. 例 

如 : RDG AIERE IR SALE FA BBR 
RMB (hypoxanthine), fjfC Ack ; Gm 

FS APRG (xanthine) RV KMAB- ， 仍 
RESET RGEC ACH. i EE a Ee 
CRS. PN UV 光 上 处 理 后 使 胸腺 喀 喧 (T) 

FE SRIF. FRIAR (C) ZK Re 
转动 代 换 导致 了 极 苷 酸 内 氨基 的 改 构 ， 表 示 

RAE (MZ ARERR A KR hes 
180° [ Aan, C—G HFRG—C , >| RRR 
(double transversion ) } 。 

正常 T-A A-T 

oR se T-A A-T! 
be 

$87 BA af A ra \ 

Kew 4 一 C THC 

链 分 开 人 
eK wg 6 C-6 

转换 4 一 =5 ite “7 一 =5 

45. 以 腺 邑 叭 (A) 和 胸腺 叶 啶 (T) ZR 
互 交 转移 糊 果 , RH RA eZ 
WE . 

b) “Sr” Hz RAM (base changes 
in “new” gene) & Hh Sia HRSA (incorpor- 
ation) Alg#e BM (replication) 所 引起 : 

fy. Hck A EDR RABAD LD L Bi 
如 DNA Z iB Rie (bromouracil, BU) } 

GAHER. BRCRBEAMH BU FEM 

基 状 态 (keto state) RT RAU, Ame 

RHAB HEA. DAZ HS (enol) RBA 

WyBU, MGCAH. BT EBAKER, 
形成 G-BU 之 形式 由於 A-BU 和 G=-BU 

ZK BKHBRAHRR. A BURY 

中 的 BUT MMARA RA, BDRBARHAY 
SR, GBU ESAKM ES, RCHH, K 
是 原来 的 A BEB G BAM (transition) 取代 之 ， 

eHHRARAR RR. BET. BR 
G-—BU RERHA BU. £F—-KRRRBE 

常 的 酮 基 型 式 ， 则 与 A 配 对 ， 而 造成 G mm 

RAZR. BU 可 引起 嘎 障 雨 个 方向 的 

Mm ( 见 荐 46 ) 。 

a Sa tale sa 

a eo 



Gil OE We BE A: 98 aR 

mA = ewe MA 
a EL 

me pen Yr Bi 6 
ASF GSBY 54 ASB 

% EH hws 个 
图 46. 当 开 始 时 加 入 ( 左 ) KRRREE 
MA(H)H, ARRAS , ER 

RM te (BU ) SAR (G) EER RACH 。 

AiR HBR B(induced muta- 

tion) E4A—PR SH PSR. KH RR, 

RME hin) HRHBS [ “BSBA” 

( mu tation initiation) J] & “Rize HA” 
(premutational phase) Ay (#—JH [Gea 

lz” (mutation fixation) ] ， 而 开始 新 的 

DNA @ 98.38 (HBF 7 5 6 BB (lesion): 

於是 在 此 点 之 后， 任何 种 类 之 修复 入 不 可 能 

fy, “ lees” (fixed mutation) 可 能 

在 DNA S38 GR SH R(copy error) 
的 结果 。 

酵素 作用 包括 在 前 突 释 损伤 的 修复 过 程 

[> 414 Fl (reactivation) ] > 

— RE MRR) TBBAR, BRR 
基本 单位 称 之 抗 ” 突变 子 ”(muton) [ Bex - 

zer :1957 |; 由 一 基因 或 作用 子 ( cistron) 

Are XK— RMR EMA (mutable 
site) . {7s (mutational sites) 

[ Pontecorvo> 1957] 的 数目 ， 在 每 个 

基因 平均 有 500~ 1500 次 与 等 位 基因 

( heteroallelic ) 突 多 ， 每 个 位 冒 均 有 数 个 

交 蔡 型 式 存在 。 过 些 位 冒 是 构成 基因 DNA 
bLZKEAB AS (deoxynucleotide), R¥ 

BG LEAKE, KAAS 

BPEPVILRKH. | 

东非 所 有 基因 内 突 移 ， 就 是 单一 极 苷 酸 

或 氨基 缺失 引起 ， 普 通 所 测 得 型 式 ， 是 包括 

在 遗传 区 域 的 数 佰 或 许多 郑 近 位 置 的 “ 多 位 
mee” ( multi-.sites mutation) 。 雨 个 

或 多 个 突 鬼 问 可 以 互相 重 和 组， 但 多 位 置 突变 

兢 无 法 产生 重 租 ， 此 种 现象 可 由 重 租 分 析 而 

FAG Wane A: Ey REE A: I ER tL, 

D97S REPRO FER FH A AE FE SBE TE TG ( 即 野 后 
型 ) [ikja(reversion) ; OEX# 

(backmutation)] ， 可 能 由 於 突 灵 位 置 序列 
中 的 eR (deletion), 导致 重组 之 不 能 出 现 。 

159 gene mutation 

每 一 代 、 每 一 个 组 胞 :( 或 个 体 -) 发 生 突 
MPR ( 机 会 ) AZAR“ ee ” (mu- 

tation rate) > Fy Dieh “ Zeaege”  (mu- . 

tants) ， 数 日 ， 在 不 同方 法 下 估算 而 得 。 一 

Be RRS ch WS FERRE GE AHH AE Py By Fe EK 

 ( 与 野牛 型 比较 ) ，“ 突 变频 率 ” (mu- 

tation frequency) 是 集 园 内 某 些 突 缕 体 的 频 

BR, WAZA A BE RRS © 

RRA OPE. (EFS IEE EK fh 

8 (CHEM) : 1 抑制 效应 ( BA 
Rel Bal Fe RAS AU Ase RPE EERO). ARE 

iE Ht nL FE HS A A OL RF 

EAS” ~— (cell division lag) |] ; 2 脖 带 突 缕 

bee Bt [ > 末端 点 突变 (end point muta- 

tion ) | AWA, WER RRA 

REA — Be HS ck ASL ("ERE 

PIA ” (phenomic lag) | ; 3. ESA 
2B KB Lh — ah DSH Ra 

Fe WE RR ; 此 一 过 程 须 一 段 时 间 ， 使 突 

释 体 核 或 突 释 笨 品 系 与 未 突 构 者 问 互 相 分 虹 

[ SREB = (segregation fag) =]. ; 4 8 

FEE DRESS ORS AE Bi BA ML 

T° ae RMN, BILLER ALAS 
不 同 “ Fea” «(mutation spectra) » 

MRT EH GARR RREE,. 2A 

ARSE VE SHH, hse 

而 答 出 许多 不 同 突 购 来 决定 的 。 一 般 而 言 ， 

突 叙 计 由 基因 内 自然 发 生 与 一 攻 释 序列 而 来 

的 题 然 不 同 ， 两 者 均 形 成 所 谓 “ 热 点 (hot- 

spots) ”之 分 布 情形 ， 热 点 储 一 特殊 位 冒 上 

AEA TSRS, ARAL, ARAB 

RMB ir EH ie Se NFB (coincidence) 之 

现象 。 过 就 题 示 出 在 他 们 之 闫 进行 杂交 ， 径 

常会 有 重组 体 产 生 Ail eRe, 

Hee ( 每 一 序列 并 发 而 来 的 许多 位 置 ) 决 

CHB, (RESHMA, CHA 

“SAME” DAZ mt. “ 热点 FIRE MI TH 

RRB, PH ARRW-RAAS Se 

Sy ERR BAN AS EA [基因 内 遗 择 ”{in- 

tragenic electivity) ] ， 更 进一步 而 言 ， 

不 同 基因 对 同一 诱 灵 亨 处 理 ， 产 生 完 全 不 同 

Z RBB [ AAI (intergenic slee - 
tivity) ] 。 

一 基因 突变 的 初级 效应 (primary sff- 



gene pool 

ect of a gene mutation) 是 造成 多 胜 肽 

SF ERLE ACSE. He RIE HS 

SRAM EMREMBLRS, CRABK 

是 由 和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fFRA 

成 的 模板 ， 其 发 生 的 次 序 是 :一 个 突 杰 基 因 ， 
—HRBRHEERNA ， 一 个 已 突 楼 之 多 胜 

肽 鲜 。 单 一 位 置 突 磷 造成 多 胜 肽 上 一 个 腕 基 

酸 被 另 一 个 胺 基 酸 取代 。 此 种 腕 基 酸 取代 的 

ADA, REESRK LAR HRAME 

而 定 ， DNA LARHBARIRB HS 
[co 24374% 8 ( missense mutation )] 和 

SAE AK ERB SERRE (colinea - 

rity) 的 。 

改 释 蛋白 质 具 有 酵素 特性 的 立即 效 巍 是 

(ETAT PRE RR [OBA A 

(gene action) ] ， 造 成 一 完全 或 不 完全 的 
遗 傅 阻 碍 (genetic block). AAAs 

以 使 酵素 在 量 和 质 两 方面 均 受 影响 ， 构 成 在 

BLOHKXSs, URBBEBE (enzyme), 

EEA KSA, SHEKHAR 

BOR ; Bip 55 ERR LK 

S, CRE RPRSRAD EMSS. £— 

极端 情形 ， 由 基因 突 灵 可 使 酵素 完全 失去 其 

HEALIGH (ORAZ M4 (cross-react - 

ing material); ##& X #(nonsense mu- 

tation)]。 一 基因 突 移 的 合 滴 单 一 初级 作用 ， 

是 由 许多 次 级 事件 ， 在 突 伙 体 (ARSE 

性 ) REL, EMAAR RMBRAH 

分 析 的 ， 均 是 次 级 效 应 。 

BARE SBRHA(genetic vari- 

ability) BRBERKR KBMRRLIE> 

供应 了 演化 (evolution) HRA, Fy Hike 
(selection), @1### ( genetic drift ) 

ABGRKAR KBPEA RMR. 

WM Gi (adaptive value) KABA SB= 

个 类 型 : 

LEMAR. PREHBEE 

正常 型 者 ; REASBRERA BX. 

160 

LERERARR RHR, mB 
适应 值 较 高 ;其 突 爸 体 就 会 取代 原 有 的 类 型 。 

3 某 些 避 境 下， 突变 体 注 应 值 高 於 原 有 
的 类 型 ， 但 在 某 些 情况 下 较 低 ， 则 原 有 类 型 
和 突 杰 体 均 不 会 消失 ; RRS BBM 
之 问 建立 了 一 平衡 状态 。 

Ab > EARS REABABA, AN 

反应 都 有 些 不 利 。 他 候 的 作用 可 能 会 有 和 致死 

的 ， 或 在 某 些 状况 下 具有 和 致死 的 效 座 [LOR 

死因 子 ( lethal factor)], RFEAKH 

有 者 的 注 应 值 有 不 同 程度 的 伤害 ， 在 一 特殊 

基因 型 焉 境 ， 他 们 可 能 有 中 性 反 巍 ， 但 只 有 

少数 对 持 有 者 的 生物 有 好 不 。 
gene pool 基因 库 [ Dobzjpaxzsky， 1951 ] : 

在 一 期 间 内 已 存 之 一 个 繁育 集团 ( popula- - 

tion) }> ROMA HERR TEOMA 

M1842 8 genetic information) ZZ AKA. 

集 园 内 所 有 繁育 个 体 的 配子 , 供 和 葵 一 基因 库 ， 

下 一 代 个 体 之 基因 ,可 在 这些 基 因 唐 中 焉 出 。 

一 个 基因 产 ， 远 由 一 序列 世代 ， 保 持 一 

个 固定 组 成 ， 才 能 保持 平衡 ， 此 一 基因 证 具 

有 一 平衡 的 千 构 ， 且 其 组 成 篇 ”互通 应 的 。 

即 是 ,一 个 遗传 基因 座 等 位 基因 频率 (allele 

frequenc 由 的 改变 ， 可 包括 其 他 基因 座 等 位 

基因 频率 的 改 罗 ， 直 到 原先 平衡 恢复 ， 或 另 

一 新 平衡 的 形成 。 

EAR A & AMF (genotype frequ- 

ency) » SE PURER ERAS. 

LEAKS VAR ABR, THR Ree 

(genetic drift) 2BA,.2RARMEt, 
metk—Ak, ,F#RAAyeRR 
分 化 (differential selection), UR4% 
移 人 之 基因 型 相当 於 本 地 基因 型 。 

在 所 存 之 环境 中 ， 若 有 任何 一 项 不 能 满 

足 时 ， 便 产生 基因 和 基因 型 频率 的 改 和 楼 ， 且 

延续 至 一 新 平衡 形成 。 生 物 演 化 (evolution) 

ZV SBE AB HRB KR. 

generation 世代 : 1 具有 世代 交 夫 (alter- 

nation of generation W## isa, A 

个 生殖 期 到 下 一 个 生殖 期 之 时 期 。 

2 在 遗传 研究 上 ， 一 个 世代 相当 蕉 一 个 

全 部 生 殖 肖 期 ， 它 包含 着 集 园 内 和 侦 体 之 共同 

租 先 等 量 移 除 。 

generation time “世代 时 间 : Fie wrk 
(generation) 的 平均 上 时间。 

generative ”生殖 硝 跑 : > 体 细 乳 的 (soma - 

tic)o 

generative nucleus + 584%: 4F 7% (pollen 

grain) }7—-BRBR, HARSAWE*F 
re (RRR [ >.) 32 -F RE( microsporoge- 

nesis) ] © 

ee ee ee 

6 

—— ee -A 



gene redundancy AWA RR EDP, 
所 出 现 的 基因 和 念 复 式 DNA . EAB RoE 
生 是 由 : 1 一 高 度 倍数 性 的 整个 基因 租 (ge - 
nome) ; 2 $ &# @,#8 (polytene chromo- 

some) 具 侧面 重复 的 基因 出 现 ;3 LAME 

分 的 宁 外 抄本 [ > RAR (gene ampli- 
fication) ; 4 AB LARC ARE 

[>ABRE( gene reiteration )}} 。 

X-ARER—M ARFERE 
FRA (copies)， 此 一 现象 可 能 源 於 遗传 ， 
a RER AH. Pee Rae RRS 
EAS Ro 

16 | 

gene regulatory system “基因 请 节 系 统 : Ot 
4% Bip (genetic regulation) 。 

gene reiteration BAR : AB 4 (genome) 

内 ， ,基因 之 直 符 重复 OSB 党 从 ( gene 

redundancy)] 。 在 上 质 核 生物， 已 知 指 壮 和 蛋 

白质 之 基因 中 ( 构造 基因 ) ， 只 有 租 答 蛋白 

作用 子 (histone cistron) 念 清 晰 地 反复 ， 

多 抄本 ( 100 至 100,000 ) RRB RAR 
RNA (ribosomal RNA) [ 18S 和 与 28S] 

ERB ABED PBS 5S {BSH RNA 

fe FAT Alte AF 88 BARNA ( transfer 
RNA) KAABA BSR o 

Mm —fF RBBB RNA 成 分 之 
每 一 个 有 10 至 50 个 作用 子 是 现 出 来 ， 基 因 
反 俐 最 可 能 对 产生 大 量 之 专 一 性 转 儿 产物 具 

有 适应 性 。 
gene repression ”基因 抑制 :-> # 1# 28 57 (ge- 
netic regulation). 

genesincommon § 共同 基因 : 由 相同 租 先 而 
来 之 两 个 个 笨 的 遗传 基因 。 

gene substitution AR: EEE, 一 
1 fi 5E Al eh FE KA A SE ARR 

@(OABR*F (gene mutation )] ， 基 因 

蔡 代 在 物种 之 焉 化 上 扮演 主要 任务 ， 它 在 集 

Bip 3 a — 18 £3 fj (load) BU ATA TRA 
(substitutional load) “ § RRR” 

(cost of natural selection) [O@#Z 

4 ( genetic load )] 。 包 括 基 风 替代 在 内 之 

PRAEKS, HREM RASTeMAHRSK 

由 替代 所 生 的 适 台 谋 (fitness ) 相对 增加 所 

致 [ Crow» 1970). 

gene symbols ”基因 符号 : OF % (gene- 
tic nonmenclature )。 

genetic assimilation 

gene tagged JLPRARAE : ti BEZEIEPA(marker 
gene) [xt 1#4% 24% W(genetic marker)] 

Pics AR Re KB ( chromo - 
some mutation ) 。 

genetic 遗传 : ft 1# (heredity) HR ALA 

ARH. KRBRAM ZS RAS ”(par- 
agenetic) 相反 。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遗 信 上 棋 形 : 不 同 基 

A (loci) 的 突 构 ， 披 此 互相 狐 立 产生 相同 

的 人 性 状 。 
Genetical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 选 

BWSR : BR.A. Fisher (1930) MK 
284%, ER VEBRSS2—-BRR. 

genetic analysis “遗传 分 析 : 将 遗传 物质 分 析 
BIRR : : 

genetic antipolarity 遗传 反 极 性 [ Tto and 

Crawford» 1965]: FERRER 

(HBR BEAL 极 子 (Polar) ， 和 一 
个 标 组 子 上 之 缺失 突 玫 体 ， 使 一 个 专 一 性 酵 

Fels PEPE | 之 着 伟 标 性 ( genetic po- 
larity)]). BERBHHERLRREATS 

(nor sense_codon 图 地 区 之 一 功能 ， 在 基因 

SRRERURSHRERRE, HERE 
RHARMSEPEH, NA—-REREAES 
在 CBE PEM — Fi EME), 

反 熏 性 作用 可 能 有 一 邵 分 解除 ， 是 由 於 扰 意 
& 2:8 & BH (nonsense suppressor gene) 

FASS A BTR o 
genetic assimilation 遗 信 同化 [Waddingtion» 

1942 }:“ HE” Heik( RH ) 的 “ 造 传 固 定 ” - 
(genetic fixation) [ #@RRWE# ] 现象 。 

AES i EMRRUNRSARORE 
TEL, #238 T % ® ( modification) 所 生 之 

OR EE SR RATE s 固定 (同化 作用 ) 

Zk ER RINERRRRRS THEA 
fEFlo REZ REACHRE, Be PFS 
PRA B : 
LEGNRBRHRAY ) A BE 

(adaptive value) fy i # RE o 

LERRHAR. EEKHRABSh, 
Bn TRARRE [ BERS 
(stabilization } ] 。 ; 

3 BPR2 ZAR, CBREPRT 
Y ( HSE) A> BABFR (critical) z 
型 产生 。 



genetic background 

所 假 坝 之 表 型 诸如 体 租 胞 上 之 “获得 人 性 , 

”稳定 化 (stabilized) 和 遗传 上 之 同化 均 仍 
“ Hit ecHE "(threshold effects) 的 结果 

[ Stern, 1958 ]- fe “ HRARSEFE ”(thres- 

hold selection ) 情形 , (HR CHER 

因 (polygene) 或 修 节 基因 ( modifier) 之 表 

Fl, CEPR ESS Pa RIK. HARKER 

CK AR AR» FAL PETE RRS Z IE pe Se FE fifi 

(selective value) , fE x RS PHSB ER 

ti A ERR PEK, Zee, A LAH 

fF RSE, CER Re eh oy EA 

杂交 。 

genetic background 遗传 背景 : = 残余 的 基因 

型 (genotype)s 

genetic balance 遗传 平衡 [ Bridges ， 

1922 |: 42H SHE (coadapted) 基因 和 一 特 

KER EA ARE AZ &. —A 

ABNER A MAKES ES ALARA 

-的 集合 是 必要 的 人 条件 。 

genetic block “遗传 阻碍 : H-AwAKe 
(gene mutation) 造成 酵素 (enzyme) Et 

降低 的 效 座 。 一 个 完全 的 遗传 阻 三 (compl- 

ete genetic block) ” 遵 致 特殊 酵素 的 完全 缺 
失 ; 一 个 不 完全 或 漏 隙 的 遗传 阻 三 (incom- 

plete or leaky genetic block) > 由於 

一 伽 改 释 酵 素 的 形成 ， 而 限制 其 活性 。 在 遗 

传 阻 碍 情形 下 ， 一 特殊 产物 不 形成 ， 或 赂 形 

成 ， 但 数量 不 足 於 促进 正常 组 胞 的 代谢 机 制 

[OABVEA (gene action ) ] 。 由 於 此 种 

阻碍 性 的 结 革 ， 在 生化 合成 序列 中 ， 彼 阻碍 

化 学 反应 的 先 虹 物 质 会 有 聚积 的 现象 。 

Mie ( SHES). HAMS ee 

BA Res KAGE, FRR “ SRR PARE” 

(auxotrophic) 。 和 与 “原状 型 “(prototro- 

phic) 相反 。 由 验 明 与 落 加 所 缺失 之 生长 因 

子 ， 而 使 其 生活 能 力 恢复 ， 若 其 所 缺失 之 和 

胞 ， 可 由 一 个 因子 加 以 补偿 时 称 坑 “ SH 

it BARE ” (monoauxotrophic) ， 若 须 多 因子 

称 仿 ”多 营养 缺陷 体 “(polyauxotrophic )。 

多 营 状 缺陷 体 可 能 仿 一 个 或 多 个 遗传 阻碍 造成 

的 千 果 。 单 一 的 遗传 性 阻碍 可 造成 多 营养 缺 
ee, AAAS: | ABABA AL ARE 
列 的 分 支点 前 ( 在 缺少 阻碍 时 ， 可 抑制 所 有 

HOR RE), RD 由 一 个 特殊 酵 

素 生化 合成 之 抑制 , 同 叶 阻碍 不 同 之 反 巍 链 。 

genetic carrier 址 传 抽 载体 : i i PSHE 

2-HRAGARE. HHAERS Lem 

REX, GRRE, HERTELA 
质 结 合 型 之 疾病 个 体 [ > AEM (genetic 
counseling) ] 。 

genetic circularity j@ Sik: BARBARA 

(linkage map) [@mt{#@# ( genetic 

map ) ] 而 无 末 端 结 构 者 , RAS 

形 。 壮 传 环 状 阔 不 玫 示 染色 体 具 正 状 的 构 形 ,可 

以 由 厅 个 不 同 的 方法 玫 示 其 原则 人 Stanl 

and Murray,» 1966]: 

1 RABRMEHEK ( MMABRR 

和 某 些 病毒 ) 。 

2#@BR BRK, (A AAR RK 

BERRI A ( 例如 噬菌体 T, ) 5 

3 RAS AAR RR PEARS, (ARE 

*y (Al 交换 (crossover) 发 生 (BS AK 

有 报告 出 现 ) 。 

genetic code “遗传 字 码 : 所 有 过 些 规则 性 ， 

依据 DNA 所 指 亲 之 遗传 信息 (genetic in- 

formation ) [ 某 些 病毒 人知 RNA > & - 

it 1@ 9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转 他 

至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上 ， 再 由 
i 14 4% = (genetic translation) 将 独 

NAB 20 IR, SRK SO K(pro- 
tein) ERARARK, AFI Ie 

fie» RR SREB BES DF (RRNA 

(transfer RNA)]。 | 

1 在 DNA SRB. =H 
BBA (hh 3’, 5’ 磷酸 酯 键 速 合 在 一 

起 ) ， 指 半 一 侦 腕 基 酌 ，DNA 普通 有 四 种 
型 式 之 氨基 [ 腺 叮 哈 ， 胸 腺 喀 啶 ， 胞 喀 喧 和 

局 哇 哈 > RNA 筷 腺 味 哈 ， 尿 喀 啶 ， 胞 [ 密 院 
和 恨 味 喻 ] ， 在 20 种 胺 基 酸 之 标准 和 组 合 有 4s 

或 64 种 可 能 之 三 联 码 ( triplet ) [OFF 

(codon) » 453% 8/2 (coding unit) 或 指 遵 

字母 (code words)] . HMA [A= ae apy 

Fa BEE Fide SEAR fe i — = BE Pe 9 》 

此 在 和 皇 白 质 合 成 机 制 上 ,可 能 具有 重要 任务 ， 

在 64 种 字 码 中 ， 大 部 分 字 码 子 用 来 指 遵 腕 基 

MR, fe“ ARB” (make sense ) [ 咱 
链 终 止 字 码 子 (chain terminating codon); 

起 始 者 字 码 子 (initiator codon)]。 

党 合 成 单 股 RNA 时 ， 以 一 股 DNA 多 

EL TPRG SMT RAIA (template) ， 使 DNA . 

Sa a ee ae 

er ee ee 

; 
| 



1\63— 

a Be HMA FY MASK Ph HE RUS RNA 互 

ie TE EPDNA £2 T,C,GAIAs 

Al (PEMA BUSH A,G, CHIU RES RRNA, 

aA BZ fs BRNA Fl ASE » 

woe iS 252 Fe I 120 种 不 同 腕 

基 酸 之 指 遵 字 码 ( 在 mRNA 上 ) 列 之 於 表 5 与 60 

2 HH LenS OES ASTM (degenerate): 

Soi TBS 2 HE EI RF HBF 

可 的 出 一 个 相同 胺 基 酸 ， 相 关 的 字 码 子 ， 若 

前 二 个 “字母 ”相同 ,经常 指 半 相 同 胺 基 酸 ， 

HARM BRE Hea a). 每 一 三 联 码 指导 同 一 胺 

基 酸 ， Ar op A sass 上 之 胺 基 酸 

结合 於 不 同位 置 ，b) . 在 链 上 某 些 位 管 由 一 

AS 联 码 来 指 遵 。 
$id 7K BAL (hydrocarbon residues) 

的 胺 基 酸 有 TU 或 C (FR BOMARUE, Bop sz 
甲 基 (methyl group) 有 1 作 入 第 二 个 氨基 ， 
Bac HE UR ESA AR AKG 作秀 第 二 个 氨 
基 ， 芳 香 胺 基 酸 则 与 一 般 有 机 酸 的 各 些 衍 
生物 联合 在 一 起 。 

字 码 之 简 代 性 荡 不 十 分 普 青 ， 胺 基 酸 发 

genetic code 

生 频 率 与 所 指 遵 字 码 子 关 有 一 特殊 关 货 *。 
3 ne ALA BARA) (nonoverlapping) : 

a FT AEE 

4 字 码 是 不 具 逗 点 的 (commaless) 

没有 特殊 记号 (“SB”) RES By LH IE RE 

的 字 码 子 。 
5 一 个 长 的 极 苷 酌 序 列 的 遗传 转 多 作用 

是 由 固定 始点 [ c 起 始 者 字 码 子 \initiator 

codon)] ， 向 一 方向 进行 正确 的 天 读 。 由 突 

MRE. FASB, A 

FEA — (7S TE ERS RE [ ea KM 
% (reading frame mutation) ] 。 

6 FAB + iH) (universal) , 指出 

”在 不 同 生 物 中 , 一 个 或 相同 字 码 子 均 指 半 相 
同 胺 基 酸 ,但 不 同 生 物 的 tRNA 对 某 些 字 硒 

FARR RE» REFERS BAAS 

IESE » Py A FEA Fh eK 4B (sup- 

pressor mutation) 在 试管 外 (in vivo) as. 

遗传 字 硒 的 不 分 明 (ambiguity) » #276 

此 一 字 码 子 在 一 个 生物 中 坑 无 意义 的 ， 且 落 

不 指 半 任 何 一 种 腕 基 酸 ,但 在 另 一 生物 则 属 

WAS ORK Pa (amber mutant)]。 

表 5 FREMSIR ZH BH (HB Jukes ,1965 ) 

GUb 葵 胶 基 两 酸 cua 白 腕 酸 

Wve aoe 
Cd N 

UAb wed CAb cat Ea 
UAe #RE R- CAe BF F 
UGb 43 jay fie ie CGd 精 胺 酸 
UGe ee Bee 

cud kK 

这 
AAb 0 
AAe fe 

yi oe 
U=SRME GEC = ule mE: A =ARNERS; G =A pes; b =U orc; d =U, C, 
AorG;e =AorG. 

表 6 RNA 字 码 子 之 核 苷 酸 序 列 ( E.coli ) (iB Singer andl .1966) , 

First letter (5’-OH Terminal Base) 
 —F (5'-OH KURA ) 

Second letter (Middle Base) 

FE ( 中 间 氮 基 ) 

Third letter (3 -OH 

Hes 8G" 0n 二 子 

AK 基 

U C A G 

Phe EKA AE $11 ae Dy A U 
yb ERIE RE eS Cea. Cys i Ha C 

se Rhe?  EVIRWE > HR BARN Re Ser RRR REEminnt Bde einer 1 A 
Leu*, F-Met 日 胺 酸 ，"E- 甲 硫 胶 酸 ser #4fK ME terminator # Try ff Rx G 

codon mente: hay r Ti 

AR is EL i BZ PE fz BE C 
oo 中 Pe A ES BF DB Are 精 胶 酸 A 
Leu | Beg Pro lie Be Are 精 腕 酸 G 
Tieu RARE Tar EE A K FS 2% Be FAB Ser i fe U 

leu Se Ey Fe pase K PRA r Sica C 
BER & Be we ne A 

Met*, F-Met Hi fi HERE »* F-agiaeme Bis Fie ae Are Ha RE G 
Val RE K PS A AA Gly 甘 胺 酸 U 
Val ha RK Ala FY RE KPA A Bee Gly RK Cc 

G Var ~ vi wwe BEB ercoame Shee ||| Ree URE OA 
*# 多 上 胜 肽 链 由 f - aR REM PeRNA CERT ASRKERZ 5! -OH 末端 开始 。 



genetic code dictionary i64 

genetic code dictionary “遗传 字 码 字典 : OR 

基 酸 (amino acids)。 

genetic coherence j@@#hze : 1 > RHEE 

ar, RALZHHERALR AE # (二 

人 性状 连 合 ) 之 趋向 。 

genetic compensation ”遗传 补偿 上 Lewis 

and John» 1970): = 作用 子 间 之 遗传 互 
补 ( genetic complementation )。 

genetic complementation j&@{@5#4[ Fin- 

cham +1966 ]: 遗传 物质 [ ZAM (geno- 

me) ] APBHMARR. Be eR Se 

Hh, RBERAMCHMAARED. BH 

FER BASE LES (EE EE REE MK 

之 发 育 ， 和 人 彼此 和 组合 而 恢复 功能 之 互 定 现 象 。 

“ 具 人 备 下 补 作用 之 研究 ， 必 有 以 完全 或 不 完 
SH BEARER MAE, BR R 

Ris DF (heterozygous, ZR (heter- 

okaryotic )a% 2 RAF (heterogenotic) 

HR FSET > AE RAT eh A EK 

完成 : 
| RIVED (eukaryotes) ( 高 等 生物 ) 

hh, HARB (nuclei), LAMBDA 
受精 作用 人 后， 不 同 同 产 基因 租 在 一 校内 ， 联 

合成 如 质 和 结合 的 状况 。 或 由 单 合体 办 极 通 

(heterokaryom 所 和 结合 成 的 真菌 代 核 期 (di- 

karyophase)##t#> I E37s iF KEIR] — A 

质 内 出 现 。 以 上 两 种 情形 ， 完 整 的 基因 租 可 

以 与 之 同时 存在 。 

2 RAED (in prokaryotic 
becteria) ‘p, —KAMSHR BiaRS 

(conjugation), #838 (transduction) F- 

_ $$33-(F-duction) 6@. h-MEMRSS 
至 人 受 体 和 细胞。 

3 噬菌体 (in bacteriephages) > PH 

个 完全 病毒 基因 租 的 联合 ， 是 由 两 个 遗传 上 

7. RH AE AERP 

而 过 成 。 

双全 体 、 要 核 笨 和 细菌 的 愉 基 因子 中 ， 

两 个 遗传 同 闭 体 ， 可 以 敌人 龟 且 在 许多 次 租 胞 

分裂 时 仍 能 结合 在 一 起 ; EMRHR DAF 

(merozygotes) AIK BES (abortive tr- 

ansduction)» BmifFRRRR ARRAS 

it 。 

遗传 互补 作用 在 基因 (gene) 定 义 上 ， 和 

基因 功能 的 分 析 上 ( 基因 - BARRE )， 

是 十 分 重要 的 。 互 补 作 用 研究 傈 依据 两 突 要 

体 的 秀 胞 内 活性 鸯 顺 式 构 形 (cis-configura- 
tion) [ 由 相同 基因 和 组 而 来 】， 或 反 式 构 形 

(trans-configuration) [由 不 同 基因 租 而 

来 】。 和 胞 具有 顺 式 的 双 突 释 笨 ， 包 括 了 丢 

生 型 基因 之 一 个 完全 功能 的 组合， 故 其 功能 

BiB. ERA, RBM 

mh, RARHDERELH ; 若 不 能 五 

请 时 ， 指 细胞 具有 缺少 某 一 重要 功能 。 此 种 

MASK - 反 式 (cis-trans) 或 互补 试 又 《com- 

piementation test) ， 及 区别 两 突 释 体 基 

AR Si RARRIESIEAR, UR E+ 

理 LAS Ae EA (cistron) 的 标准 。 

BE RR ER SSRN ER > JES CLE 

因 才 可 以 互补 ， 但 仍 有 例外 。 某 些 比 率 等 位 

基因 可 显示 某 些 程度 之 遗传 互 祖 作用 ， 称 之 

篇 作用 子 内 或 等 位 基因 间 的 互 定 (intracist- 
ronic or interallelic complementation)， 

与 作用 子 问 互 补 作 用 相反 。 
1 作用 子 问 互 实 (intercistronic com - 

plementation) [ Schlesinger and Lev- 

inthal » 1963] : #£ @{#@ se genetic 

map) 之 不 同 功能 区 域 上 不 同 作用 子 )” 

两 个 与 质 和 结合 的 非 等 位 基因 突 构 间 之 EAE 

Zo 

2 作用 子 内 互补  (intracistronic 

complemertation) | Schlesinger and 

Levinthal» 1963): 2A RRARAH 
之 问 的 互 钙 ， 储 相同 任用 子 影响 相同 多 胜 肽 

REHM. RRB BEA A HR Bl 
LAGE ; BRERA Zee 

BARR 

RRA BREA BRARA 

因 - 蛋白 质 关 天 傈 。 在 试管 内 (in vitro) 缺 

乏 蛋 白质 合成 之 突 爸 体 章 的 互补 作用 ， 显 示 

RAR EZ BAER 

作用 子 问 互补 作用 ， 可 解释 篇 每 一 作用 

子 (cistron) 决定 各 别 之 不 同 多 胜 肽 链 构 造 

所 和 致 。 一 胃 胞 或 生物 ， 若 至 少 有 一 个 基因 租 

( 染色 体 ) 可 产生 一 个 正常 构 形 的 多 胜 肽 链 ， 

则 县 正常 功能 ; 若 不 同 多 胜 肽 坑 一 个 酵素 的 

一 如 分 ,或 不 同 酵素 决定 相同 生化 合成 序列 ， 

” 则 可 预 铀 其 坑 完 全 互补 作用 。 作 用 子 内 互补 

作用 ， 是 由 一 作用 子 所 指导 ， 且 可 聚集 成 一 



酵素 分 子 的 相同 多 胜 红 链 集合 体 间 之 多 胜 肽 

链 问 的 互补 ; 若 双 突 释 笨 有 本 能 构造 的 突 释 

校正 时 ， 二 个 或 多 个 具 缺 陷 多 胜 肽 链 个 体 癌 

相互 作用 ， 可 以 遵 致 一 功能 性 的 酵素 分 子 。 

一 般 而 言 ， 由 遗传 互补 作用 所 产生 活化 

酵素 量 ， 和 视 所 都 察 突 释 的 配对 而 定 。 大 多 数 

情形 ， 作 用 子 问 互补 作用 较 作 用 子 内 篇 高 。 

一 个 较 短 遗传 节 段 之 一 系列 突 缕 体 的 互补 

型 式 ， 可 用 不 重 江 表示 突 释 体 配 对 的 互 定 ， 

MARZ AS FE SES ACH AIAN A. PE 

MMHERE “ BHR” (complementation 

map) , it ffilel, SFR RELAY, A 

PRIA > HF ST Pa + A AE 
2 FE ARE ir EBA 5 此 可 相信 ， 由 作用 

FAL A Ha a AEE a HER TE (cc - 

linearity) » {El 9 ube Oe iat YP AS SE 3 ANIL BH 

图 有 了 天保 ， 原 因 可 能 是 最 后 活化 的 蛋白 质 是 

REM, SESH ARMA RMS. ARE 

Fy filed fe: DEA BR fiz ARASH EA AE 

用 的 图 ， 假 设 由 突 释 造成 之 多 胜 肽 链 捐 伤 ， 

Stal ER lel be LAR, PbS RARE 

7B ABSA SC BAS RBA ER 

tes EL Fincham> 1965 ]。 

genetic correction ”遗传 修正 : 高 等 生物 中 ， 
由 突 释 所 造成 之 遗传 缺陷 , 可 由 外 来 的 DNA 

(exogeneous DNA) 修正 ， 遗 传 修正 可 能 由 

TRIPE DNA 成 坑 整 体 进 入 人 染色体 上 ， 或 
与 同 源 染 色 体 基因 座 相 联合 所 造成 的 [ OR 

948 (exosome) ] 。 

genetic counseling 遗传 雍 询 : FIRE A 

类 遗传 知 吉 ， 供 给 人 类 了解 家 族 或 将 来 家 族 

Pashia [ AOR GH At #(medi- 

cal genetics) ]. HHBRE RABE 

HAy, fe ze RM RTS ase Ast Sh 

S RRA (genetic disease) 之 不 正常 性 

ERE. 在 很 多 情形 ， 此 种 发 生 率 只 能 以 或 

然 率 之 精确 性 述 之 ， 但 其 遗传 的 原则 兹 不 十 

分 请 楚 ， 此 种 发 生 ( BR) 之 估计 完全 侠 据 

经 验 - 

genetic death ”遗传 死亡 [ Muller» 1950}: 
基因 型 的 偏向 消失 [ cH HE (selection) ], 

此 种 基因 型 带 有 因 突 从 所 造成 减低 其 送 应 值 

(adaptive value) 或 滴 合 度 (fitness) [ =. 

遗传 绝 减 (genetic extinction) ] 的 等 位 基 

A (allele) [  &1# 4 #7 (genetic l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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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cal genetics ) 

genetic disease 

遗传 死亡 可 移 走 集 园 内 基因 库 (gene pool) 

POZE RHE SCA, 3 CA ARES » Ht HSE 

(sexual drive) MARIA DAM, Ay PER 

胎 的 死亡 率 增加 与 个 体 的 幼年 期 带 有 危险 的 

基因 型 。 遗 傅 死 亡者 具备 下 列 情形 ， 则 可 用 

‘* =m” (overlapping) ii « 

1 AS ABS FEBS FF te: ER AE 

TARE, thay RE RE pe Sl 

Se AE ASS IEC [ 各 别 重 台 (inde- 

pendent overlapping) ] 2 两 个 或 多 个 突 释 体 

基因 的 协同 作用 (synergistic effect) 而 造 

成 遗传 死亡 [ 从 属 重 又 (dependent overlap. 
ping) ] 。 

竹 传 死记 的 数目 ， 包 含 一 个 等 位 基因 入 

另 一 个 完全 取 替 ， 且 在 一 个 世代 中 ， 其 个 体 

数 出 现 许 多 次 。 若 由 同一 世代 所 引起 突 释 ， 

(i — FE RES ALA ( 与 基因 型 的 所 有 其 他 基因 

在 一 起 ) ERB PAA. BRRA— RYH 

久 性 ” (persistence) . 一 个 是 人 性 有 害 茶 因 

RBIS AEH BIOS 0.2, SRE 

0.8 ( 与 正常 者 比较 ) ia fA Ex S ae 

死亡 之 前 可 保持 五 代 ， 因 此 每 一 代 有 20% 

的 机 会 使 其 突 释 体 个 体 不 会 将 基因 传 至 乒 毅 。 

一 个 特殊 突 沟 体 之 和 遗传 死亡 速率 和 视 其 突 释 的 

作用 而 定 ， 若 其 持久 性 较 短 ， 则 造成 有 害 的 

BERK, APB BHPHRAKBE 
40 f{8% 1200 =. 

genetic detasseling j@ (3B: 丙 业 上 生产 玉 

米 种 子 之 一 种 育种 技术 ， 过 种 育种 方法 使 所 

生 之 花粉 败 育 (abortion) ， 可 半 致 植株 不 形 

HERE IA] EE (hermaphroditic) » MEA 

FETE RG 
genetic disease ”通信 疾病 : (Eo S He LARS! 

起 的 疾病 ， 是 由 决定 生化 的 缺陷 所 和 致 之 特殊 、 

基因 而 ?| 起 [L Garrod(1908) 称 信 “先天 代 
谢 病 “(inborn error of metabolism) ， 

而 Pauling ( 1964) REE“ FIG” 

' (molecular disease)] 。 事 实 上 ， 所 有 的 

疾病 由 遗传 和 非 遗 传 ( RSE) 成 分 租 成 ， 只 

是 其 重要 性 各 不 相同 。 岂 格 而 言 ， 遗 传 疾 病 
(genetic disorder)， 只 有 稍微 和 受 环 霸 因 子 

所 影响 ， 和 与 主要 由 吾 霸 因子 所 造成 之 ” 普 ; 
疾病 (common disorder) 相反 的 。 有 关 、 

Bi 18 Bl Pe [BRR ES “ BR AH  ”(me di - 

之 主题 。 



genetic disoperation 

BRAILES ERIS: BAA 

RRA, MAS EAA BRE 

genetic disoperation ”遗传 不 利 作 用 [Bhalla 
and Sokal» 1964]: Q8@(42)&R 
# Ye Fl ( genetic facilitation ) 。 

genetic distance 

Amie Seihiz kAER, MRR 

(2B i Ri ) wae. a ARI 

fen Riis» TPE ABEL i RAR 

而 来 ， 但 在 j RBA BRIER TRL O 
基因 型 中 元 ( genotypic distance) ]\ Jagu- 

ard » 1974). 

genetic drift 遗传 漂 变 [ Wright » 1921]: 

1 集 园 中 基因 频率 (gene frequencyjHk 

(“HE Rw” (steady drift) ] 或 间接 (SE 
i” (random drift) J] ACK (Wright, 
1955 ) 。 

2 由 於 有 限 集团 大 小 [“ 有 效 的 ”小 集 
国内 ,有 效 生 育 个 体 数 (effective breeding 

size) 保持 原状 或 遇 期 性 释 小 | AR 5 ABs Ba 

HoH BE (selection intensity )[ & 

BRB@ERZHRE SH], FERANRAH 

KRH-KRSEBA-KRSTRA BSH, iat 

ERA ape] MK—-BS RAS HE 
(fixation) [(CO#MAAZ (random fix- 

ation) ] > A-BSVEANESB ABE 

FBR o SBM (random drift) B— 

(RIB TE LAT [ ORAL (evolution)], | 

RBlB“ Sewall Wright MH” » 
Wadd ington(1957) Rae 

BRAHAM. “Ati” 
“(persistent drift) fH Btit LBBB) 
RM, VERA ABT. “ ets 
%” — (intermittent drift) BARGE 

” 有 效 生 育 个 体 数 ， 且 过 种 特性 只 延 矿 一 代 或 
oft. ARBAB CRASHED, Bi 
FIRS BIAS BARRE (Grant >» 1963): 、 

1 生育 个 钵 数 (N ) ， 

2 SHARE (A(selective value), 

以 .s RAR» 

《4 基因 流动 (gene flow, m) 。 

在 基因 频率 改 绝 之 前 ， FH ZK 

Pew, ASHEN FR: 
LARBBK)RAE)> 

O(S2BM : BBA 

2 5253 BC Beha RE (isolation), fa 
3 Abd BARR )Z ERE 

genetic engineering (R(T: 经 由 有 人 性 沽 期 

的 遗传 操 和 组， 使 具有 一 新 的 遗传 人 性质 之 和 组合 

个 体 因 而 形成 ， 簿 传 工程 目前 有 两 个 主要 通 

路 : | MHA, BREA (in vitro) 

7 BS ReMi, Li eee Ree L 

细胞 杂交 (cell hybridization)] ; 2 分 子 

的 研究 ， 包 括 DNA 之 直接 改造 (有 reyr et 

al .» 1974). 

genetic equilibrium (Fy [ Hardy» 

1908 ] :一 个 大 且 轿 机 交配 的 集团 (randomly 

mating population )， 若 其 基因 频率 (ge - 

ne frequency) 和 基因 型 频率 (genotype 

frequency)id Se. - 温 柏 法 则 (Hardy- 

Weinberg law) { 哈 地 - 温 柏 平衡 ] 预测 相 
Ait, WBRBSPe. 内 然 某 些 基因 频率 

机 会 的 变动 信 闪 和 续 不 断 的 ， 且 以 上 独特 体系 

了 释 回 原 有 的 侦 向 ,此 种 平衡 入 中 立 的 (neu- 

tral) 而 非 稳定 的 。 由 於 系统 的 过 程 (sys- 

tematic. process) | R# > BRM | 

和 分 散 的 过 程 (dispersive process) 省 机 

取 样 融 差 引 | 起亚 集 园 间 的 分 化 ， 小 集 园 之 遗 

GPRM. NEAR Re SPR 

型 结合 体 之 增加 使 得 基因 频率 发 生 改 释 ， 

中 立 集 围 的 遗传 平衡 挎 ” 不 安定 性 (lab- 

ile) 。 系 统 过 程 可 使 基因 频率 倾向 於 平衡 点 

之 特定 值 ， 而 分 散 过 程 可 使 基因 频率 ， 由 平 

{iD AGRE ia hy AE ds 

可 在 平衡 界限 内 保持 稳定 。 

genetic extinction ” 址 传 绝 减 : = RRO 

( genetic ‘death ) 。 

genetic facilitation ”遗传 (24) 促进 作用 

[ Lewontin» 1955 J: EdFR Bees A 
Ame inmk HRARARSRE,> mee 

Sta LF] A A fae Sa fh Pe Bess fe aE 

— (XH SIR 7 BAH (fitness ) 上 以 其 

存活 、 发 育 期 间 之 长 短 、 体 重 以 及 其 他 特性 

计量 之 ] 。 相 反之 反应 ， 入 减低 一 个 或 两 者 

之 对 争 物 ， 以 促进 器 委 过 反应 几 此 定 称 之 乱 

遗传 不 利 作 用 (genetic disoperation) « 

genetic fine structure ”遗传 精细 构造 : ce 精细 
构造 遗传 图 (fine structure genetic map- 

ping ) 。 
genetic flexibility j@@ Bz: 个 集团 产 



ERBARA SRB, HSREE 是 
He ERK. RARAEURRK(out- 

breeding ) 所 促进 的 。 
genetic goitrous cretinism 584M FR YARBRB EE 

呆 病 : RHE Awe LSA PK 

fm (thyroid gland) 过 度 生 长 所 和 致 之 一 种 病 

& HHRASLHRECRAKRR ms 

致 甲 状 腺 无 法 形成 甲状 腺 激素 和 三 碘 甲 状 腺 

MB (triiodothyronine) 。 

genetic heterogeneity A/F R WIE: (EK E 
RREAUW, HERS LBRRLSETA 

hee (kindred) PHAR ALARA BS 

#S fill 0 

genetic homeostasis ” 直 伟 自动 调节 [ Lern- 

er > 1954 1:24 #38 (homeostasis) 。 

genetic homology ” 遗 信 同 源 : 在 DNA 上 ， 

杷 苷 酸 硕 序 绝 对 相似 时 称 希 完全 遗传 同 源 ; 

LP HARRAR DP REAROCO DNA- 

PNA ## (DNA-DNA hybridization)], 

genetic inertia j@(Att [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O§ & 28% (ho- 

meostasis ) 。 i 

genetic information ‘j@(S(ER : 在 校 酸 分 子 
‘DNA 和 RNA RBRAAAR LL BE 

CLEMBAM ADHD AKAR EA 

Rr FF ( 遗传 字 码 (genetic cocde 鸣 方式 ] 的 
“指示 ”(instruction) #1. EMR 

ARF. BM (nucleic acid) EREBE 

BtSSBHARS (BR BEDA” 
{genetic material) ], Amh— BRE 

RABE. HHRAEDCHRBRARAE 

息 的 功能 。 

遗传 信息 可 以 再 生 , 经 常 的 改 择 ( RH), 

指挥 蛋 和 白质 的 合成 。 永 久 方 式 的 基本 遗传 信 

State (storage of primary genetic 
' information) FS E % FUR ABE AR (de oxyri- 

bonucleic acid, DNA) [在 RNA 病 
毒 中 ，RNA (ribonucleic acid) 取代 

DNA 作 篇 基 本 遗传 信息 ] 。 一 生物 诸如 和 
RAR SHAE, Bh— BHA | 

LAE) 之 所 有 扯 传 信息 所 包含 ， 但 在 高 等 

生物 ， 则 有 数 个 过 样 的 结构 -。 

所 参与 遗 信 信 息 转移 (transfer of 

genetic informaticn) “的 四 个 主要 步 县 篇 

[ Spiegelman and Hayashi» 19631: 

i67 genetic load 

1 Bf DNA 2 WH ( replication ) 

{ #H (duplication), #¥4 (reproduc- 

tion) ]> ER AMeRERH RSH Ray 

AER . 

2 具 RNA 病毒 的 RNA BB, EAB 
之 遗传 物质 入 RNA 而 非 DNA。 

3 HBR EH RH mR ( genetic 
transcription) A] DNA @ RNA ( iB 

fa BH— KAMDNABBRE Bi¥WARNA, 

其 存在 只 限定 於 一 每 要 的 时 间 ) 。 

4 得 传 信息 的 遗传 埋 译 (genetic 
translation) 是 由 要 时 件 的 RNA FAB (co- | 

de) KRHBAT, BRAAREAARK 

基 酸 序列 。 

独特 的 和 绿 状 大 分 子 在 乏 状 模板 (DN ARK 

RNA) ZAR, QU ELURPR. BER 

板 一 端 坑 合成 始点 ， 然 后 在 模板 (tempiate) 
和 合成 产物 上 以 特定 极 人 性 进行 合成 ， 合 成 结 

束 蕉 一 特定 端点 ， 然 后 放出 由 模板 合成 的 大 

分 子 产 物 。 

模板 分 子 用 来 作 特 殊 合 成 的 天 始 ̀ 延 米 、 

AM (Limes “iS 8 BH Mfr” (unit 
of information transfer), 此 种 单位 在 DNA 

A REFBR 22 F (replion )。 

genetic instability “” 遗 信和 不 稳定 : 各 种 类 型 的 
遗传 机 制 ， 可 导致 才 型 嵌 合 (mosaicism 

2% 3 (variegation) 的 现象 。 

genetic interaction i@(tR STFA: 各 基因 
[OAV (gene action) ] MRED 
(end product) fi] [O24 4a ZEA (gene 

interaction) ]—-#BMAMIFEA » 

genetic isolate i@{SRRRE = 没有 和 任何 其 他 
. 群 互 换 (exchange) 基 因 的 一 签 育 集团 ( bre- 

eding population) 。 

genetic load SAS AM [ Muller» 1950 ] : 

任 一 基因 型 ( 个 体 ) PARR 

(gene pool) [ 集团 ] ， 由 於 有 害 的 (dele- 

terious ) 二 致死， 半 和 致死 和 其 他 半 和 致 活 J 

基因 存在 ， 使 得 所 观察 基因 座 下 之 平均 入 合 

BE (fitness) 或 滴 宜 基因 型 的 比例 减少 。 

it 18 Fh fer Zz 7S — Se 

传 不 活力 ( genetic disability ) 现 象 , 可 用 

每 一 个 体 址 传 死 亡 (genetic death) HIRE 

平均 数 来 表示 之 。 所 有 页 献 到 人 类 集 轩 的 遗 
Bie. WEY PHHARABBA (leth- 



genetic map 

al) AHA, Plgn, OPRAEA lA es 

合体 时 ， 才 会 卖 示 致死 ， 或 四 十 个 基因 带 有 
0.1 之 选择 像 数 (coefficient of selection) 

影响 和 遗传 信 荷 作用 之 因素 ,包括 集团 的 泥 合 ， 

UI Pi HS (intermarriage) (fae R WAS 

合体 有 利 人 性 (heterozygote advantage) 改 

MoRSAR: WR Rw 

rate) Zo. 

PHB Ga RERUN : 
| RBA (mutational oad) » Hh 

JES Sie KH A nondeleterious allele )fy 

同型 千 合体 发 生 有 害 的 突 释 [ 负荷 由 频 发 突 

$ (recurrent mutation) 所 稚 持 ] 。 

2 DHEA (segregational joad) » 

AFAIR BES (favored heterozygote)Z 

EAE, QRDRR MAHL RRABRE 

AE $4 fa (FA REARS FTE Z RET REP). 

遗 伪 负 荷 的 次 要 成 分 包括 : a). “RA 

负荷 linput load) ， 在 基因 庚 中 ， 久 荷 由 

RBABS (immigration) [ 基因 流动 
(gene flow) ] 所 造成 较 劣 的 等 位 基因 (in - 

ferior allele)o b). “ 代 换 伪 荷 ” (sub- 

， stitutional load) » atk ker, —F 

殊 等 位 基因 被 其 他 等 位 基因 记 取 蔡 之 一 集 园 

损失 。<c). “ 78H” (selection load) ， 
AR-BSHRA PH MARE Me. d). 

“相互 作用 负荷 ” (interaction load) + 

， 有 害 的 基因 相互 作用 所 造成 。 由 於 议 劣 的 基 

ABE SR. fS-KEHRASERE 
以 及 在 集团 中 ， 伪 改进 在 不 同 租 合 之 适合 度 

( 正如 昊 型 结合 体 ) 使 各 些 成 分 基因 (com - 

ponent gene) 被 维持 ， 运 种 遗传 负荷 称 之 篇 

.平衡 依 荷 (balanced toad) 。 

(m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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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HSER RRYL 只 着 傅 环 状 

(genetic circularity.) ] . fiz pp Ree fr. 

”以 重组 的 可 能 性 或 百分率 表示 。 大 多 数 情形 ， 

genetic map 38M: 一 连锁 结构 上 分 开 非 

等 位 基因 座 [ — it HA (linkage group) 或 

染色 体 上 之 基因 (gene)] 所 表示 之 遗传 ( 相 

对 ) 距 训 ,或 利用 基因 问 [ fe PERE (chro- 

mosome map) J] 和 基因 内 之 交换 (cros- 

sing over)， 以 其 所 生 的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 频率 ， 而 得 的 特别 基因 突 

$7 i (mutational site) [ 等 位 基因 J He 

Wl SARA ( gene map); HARI 

(fine structure map ) ] 。 

BS RK A 2 ZR 反映 於 大 

多 数 遗 优 系 炉 之 遗传 重 租 测验 中 。 在 某 些 秋 

a Sela “ A als ”( complementation 

map BRAD LO ABZ ( genetic 

complementation \l> BRRZAABH 

综 性 (colinearity) PR. ARESKKE 

上 胶 基 酸 的 次 序 。 
古典 遗传 图 是 以 减 数 分 裂 重 组 的 类 定 篇 

基础 ， 除 此 之 外 ， 遗 传 图 光 是 以 有 赫 分 裂 重组 
Al REY ) 细菌 与 病毒 之 重组 现象 乱 依 据 

et SS RtHen kkKeBevAhs aa 

交换 的 数值 而 定 ， 所 决定 的 资料 必须 用 最 少 

三 个 过 钙 基 因 座 蝴 所 有 交换 和 重组 频率 ， 关 

念 丙 点 兹 不 足以 决定 其 独特 的 稼 状 排列 。 由 

於 取 赚 大 小 的 释 屋 ， 和 影响 交换 过 程 本 身 

( 温度 、 营 差 、 基 因 型 、 年 齿 ) 或 在 交换 过 
朋 历 影响 的 因素 上 例如 : 差别 存活 性 (dif- 

ferential _ viability )]， 使 得 交换 和 重 租 

HASTE Re ERR BE, 

SREB Fay RA ae 
SR eSilelae (linkage map) 的 存在 ， 蹈 

示 一 已 知 基 因 座 (gene loci) fej, BMRA 

率 的 高 低 与 其 在 染色 体 上 物理 的 距 亡 成 正 相 

Bio Fa Biel |. &—B Beit eA ( 基因 ) 

外 空 志 欧 点 来 表示 ， 任 何 标 苇 基因 对 间 的 距 

底 仿 其 重 租 频 率 的 函数 ， 遗 传 标 问 基因 (ge- 

netic marker) K# PIISR BAR MICH 

(Esser and Kuenen» 1965): « 

1 在 标准 实验 状况 下 ， 任何 两 个 标 邯 基 

因 间 之 重组 频率 是 固定 的 。 

和 2 由 从 基因 问 之 交换 ， = (aan meee 

因 (a,b 和 < 和 mA SAB (recombina - 

tion value) [ rg-, é Te ]> 

SiS ( BRRRH “ 加 性 定理 ) 或 小 於 十 
个 较 小 重组 值 的 煽 和 :人 例如 : 若 a-c fel 

EBS (RH HHA BAIBAR, Bl 

Bac ti yee cl aces 一 般 而 言 Ta—pt 

the AR Ta-c® 只 有 在 紧密 连锁 ( close 

linkage) 或 完全 正 向 染色 体 干 援 (interfer- 

ence) 时 ， 才 会 造成 ra-b+I6-e = Ta-co 

基 於 过 个 关 保 ， 三 个 标 证 基因 可 以 将 其 

中 每 一 个 排 成 单一 序列 ， 第 三 个 标 诗 基因 位 

於 其 他 两 个 之 问题 示 出 最 大 重组 ( 交换 ) 频 

率 ， 在 此 情形 ， Ta-ptlh—-¢ =~ lTa=c.? 其 

Am 人 



基因 在 染色 体 之 次 序 坊 ab-c Ke—b-ao 

3 复 交 换 (multiple crossing-over) 

坟 最 常 发 生 的 非 加 性 ( nonadditivity )， 使 

至 少 有 一 交换 同时 发 生 於 染色 体 相 郑 地 区 

( Pilg: a-b 和 b-c )， 在 a-c 区 复 交 换 
可 在 两 相 郑 标 喜 基因 问 引 起 一 重 租 ， 且 同时 

可 使 两 个 在 外 侧 的 标 蒜 基因 ( a 和 fc ) 引起 

一 条 代 约 联合 。 
4 交换 频率 需 正 确 图 的 必须 值 。 与 重组 

值 相 反 ， 他 们 轻 常 都 是 仍 密 的 加 性 (additive) . 

A AAD ES ( 例如 : a—b Alb—c) ARMM RR 

和 与 整 区 (a—c) 交换 频率 相等 。 交 换 频 率 

由 所 观 紧 的 重组 频率 而 获得 ， 它 可 以 因 复 

( @ ) PAA F 4k (interference)fy Mi hn 

DRTE, FBSA Ber. FEBS be 

复杂 的 5s Hef) (ek IA] A ABE 

BE Rg at RR ine SSS iz ” (map unit) 
[ = “ 4% GZ” (crossing-over unit), 

摩根 氏 单 位 【Morgan unit ) |. ttf bap 8 

校正 过 重组 频率 之 单位 相等 ， 且 以 百分率 表 

示 之 。 一 个 图 蒂 单 位 可 定义 篇 1 % 已 校正 过 的 

HAAR. PMP GEA BAPR BE. A 

RREBRAE PRR, BE" FH 

St” (apparent distance) ». SR BIDSE 
(actual distance)  #R- MSZ» we fie 

BE By ch Be Sede (“ACHR exchange value)] 

Ras PRS ARG. AAR Rt 

(i fla gE (cytological map) [ DRE 
(chromosome map) ] 或 相等 的 构造 

来 估算 。 此 与 重组 数据 互相 独立 。 

依照 过 些 规则 所 答 的 图 ， 代 表 基 因 在 址 

传 图 谐 上 ,似乎 完全 没有 空间 的 点 。 用 来 试验 

重组 人 后裔 的 数目 储 30: -10*。， 在 此 种 情况 

Fo 很 少 发 生 重 和 组。 在 10* - 10 后裔 系统 下 ， 
单一 类 型 的 重组 体 可 以 因 和 限 於 单一 基因 交 

换 [基因 内 交换 (intragenic crossing 

over 咱 而 复原 在 此 种 系统 下 “遗传 解析 力 ” 

(genetic resolution power) 就 大 文 的 增 

高 5 一 基因 的 基因 座 ， 不 再 表现 出 一 非 空间 

的 点 。 “ PALES MISSED AT” (genetic fine’ 

structure analysis) 经 由 rae PT 7 FR 

46 | > #A*M (deletion mapping) ] 而 得 

AUDA FS RR AMRF) BAR ERE TF ( muta- 

tional site) » 

基因 (allele ) 

喜 些 位 管 可 以 莹 出 [全 等 位 

> BES ( penetic code jj 

”′ genetic message 

genetic mapping 遗传 作 图 : A List a— 2A 

(linkage group) 基因 关 或 一 基因 内 之 点 的 

位 填 和 相对 距离 的 方法 [ OE HE (gene- 

tic map )] o 

genetic marker ”遗传 标 读 基因 : 用 於 遗 传 分 
析 (genetic analysis) fF] AB ERAS 

KRNESR, RE BRH AKSRRRSE 

ZEA BER | > Me G4 (genetic re- 

combination ) 】， 可 使 新 的 ( BME) 基 

因 型 ， 由 其 特殊 卖 型 的 表现 而 易 於 辩论 。 在 

微生物 和 遗 传 学 中 ， 可 随意 在 “ 选择 的 ”(se- 

lected ) Al “ ASEPEAY ” (unselected) Bz 

AZRIEL Lederberg: 1954]. 

重组 分 析 下 BAR 基因 (selected 

marker) BMILHREAH ORR, RRY 

一 特殊 表 型 ( 例如 : AR BF SRB ), 

在 一 特殊 环境 中 ， 运 些 标 苇 基因 重组 体 亦 能 

CHARS PRR RES ARB | 

SAUL SERB FIltE( selective advantage) ， 

使 易 於 检验 出 。 

SBRRBRARKARALEH, Pike 

标 读 基因 (unselected marker) StH fife 

BARE. RAMHRRERANE 
重组 机 制 ， 和 少数 所 利用 技术 来 决定 的 ， 在 
此 种 情形 下 ， 分 事 {segregation) 是 决定 此 

RZ BOR 

LA. ART PR SE SE A EE 
AQ FERRE PE Ag» 7nd Fir FA Be Se fe Be A. FE o. 

genetic material 遗 债 物质 : 筑 主要 通 伟 信息 自 

(genetic information) 的 携带 者 ;! 单 股 或 

CoAT FAK ae (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 H#4+MBER, KBBY 

ie . PRMSS HBS DNA). 

或 核 酶 核酸 (ribouicleic acid, RNA)L AE 

RF RNA ]。 HEM AED ASME 

本 功能 : 1 YER AM (replication) 模 
板 (template) [“ 自 动 借 化 功能 ”(autoca - 
talytie function) J+ vv “供给 其 他 大 分 子 

(macromolectule) 合 成 暑 的 模 琶 ( BH ey 

RAH) 。 即 是 供应 所 包含 结构 上 和 调节 上 

的 信息 至 知 胞 蛋白 才 合 成 机 制 内 蕊 过 体 恋 化 

功能 "Lheterocatalytic function ) js | 

genetic message “遗传 信息 : 一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oS FABRA HEZ 

SWiK, {A 多 作用 子 mRNA (polycis- 



genetic milieu 

tronic mMRNA)HE APRA Bo 

genetic milieu ;@(SIR1% | Chetverikov » 

1926 3} :遗传 因素 (factors) DRA AS 

—E Ra Aa Ba EER - 
genetic mimic 遗 信 模 据 型 : = He RH! (ge - 

nocopy) o pit 

genetic mobility (A iHTtE ! Darlington, 

1958 |: K+ hy LMBIBBMZHEN, K 

( 植物 ) COSTED AIRE Fae. 

同 的 个 体 有 不 局 的 表现 ， 遗 停 的 流动 性 大 和 致 

RE f HOF Sa (isolation) 是 否 仿 有 效 的 

方式 。 

genetic mosaic = | ABR S(FE) : Hib 
7S fe) SP BK FE SC BR RE 

(chimera or mosaic ) |» fala 

(AHA RARE RAMI ARAB 

基因 型 所 包含 不 同等 位 基因 的 表现 相符 ， 或 

由 於 基 因 突 党 (geene mutation), KER#*X 

4 (chromosome mutation) 删 细胞 交换 

(somatic crossing-over) Alf MIRAD HE 

(somatic segregation) , 98x88 (ane - 

uploidy \ak H # 4% ( fertilization ) Ml 5| 

#2. BMAD BME, HA RHEE, 
BRA VBR ARH (eynandromo- 

rph) RRA RS (gynander) 。 
geneticnomenclature 38 Gi: 遗传 命名 法 : 

FARRAR. PBB ( 1865 ) 最 先 利用 
大 写字 母 (例如 : A ) 代表 是 性 ， 小 写字 母 

( 例如 : a ) TRAE, NAA 

字母 才 示 所 客 察 相对 人 性 状 之 特殊 类 型 。 

目前 : 基因 ( 和 人 性状 ) 用 漂 马 字母 或 简 

BRA ( 拉丁 文 或 英文 ) ， 或 由 发 现 某 
一 基因 所 控制 表 型 性 状 的 人 名 而 予以 命名 。 

一 般 ， 一 对 基因 之 隐 人 性 等 位 基因 以 小 写字 母 

表示 ， 而 相对 的 是 性 等 位 基因 则 以 相同 的 大 

写字 母 麦 示 。 另 一 书写 法 ， 则 以 “+ “表示 

带 有 标准 或 野生 型 品系 或 品种 之 等 位 基因 ， 

不 葵 野 生 型 等 位 基因 是 否 坊 显 性 或 际 性 均 以 

“十 ”表示 。 当 基因 巧 非 由 一 标准 的 或 野生 

型 而 来 ， 则 由 其 所 控制 的 表现 型 ， 以 字母 符 

号 表示 。 字 母 符 号 以 不 超过 二 至 四 个 字母 坟 

限 ， 重 要 的 基 风 仅 以 单一 字母 表示 。 

4E Ai BS Al Es JR AW (prototroph)H 

FRA» ii ERA ( auxotroph) RIZE 

A—-FAZAELAME* —” wR. id: 

lac‘, lac” s trys: “BIge %e 

FAAS Fe Rt BOE 09 A th HR 
用 。 二 个 等 位 基因 ， 大 部 分 利用 其 顺序 
( 例如 : Aa 或 +a 等 ) ， 有 时 以 ”分 数 ” 
(fraction) 表示 之 ，( 例如 Ara 或 Aa )。 

两 对 基因 有 连 镇 员 保 时 ， 则 以 分 数 的 方式 才 

示 [ 例 如 : AB/ab AB 坑 顺 式 构 形 (cis- 
configuration), 和 AbyaB 或 全 BR 

构 形 (trans-configuration)] 。 

genetic polarity ”遗传 极 性 : OER (po- 

larity mutation) 

genetic polymorphism ”遗传 多 能 t+ [Ford > 
1940}: 在 同一 集 园 中 二 种 或 二 种 以 上 非 

ERE BR IA Huxley(1955) 85 

ZR RAE” (morph) ] ， 有 以 极 少 频率 有 规 

Fill Hb fal SEAR AY. Ti GSE ( recurrent 

mutation) [ Huxley(1955) 2B “ ERE 

fj” (morphism) ] 划 不 能 考虑 在 内 。 LO. 

# 6M $ Rte (chromosome polgmorp- 

hism) J. 

1 Fj SHH (balanced poyymor- 
phism) [ Ford, 1940] : RMWEARSH 
同型 桔 合 体型 和 稳定 之 性 状 ， 在 愤 择 有 利 性 

时 ， 一 个 泪 伟 多 态 现 象 常 彼 维持 。 在 不 同等 

位 基因 级 合 之 改 择 作用 相等 时 ， 可 产生 泪 传 

LAA REZ AR o 
2 短暂 多 能 性 = (transient polymer- 

phisr) [ Ford ，1940] ; —iR@ BSR 
&. SHURBR-BSUEARA BRS iz 

BARS ze 。 

3 中 立 凶 能 性 {neuvel polymorphism) 

[ Ford, 1940]: RS SRRR. tip 
FHSAA ES PZ Pras A 

而 定 。 
4 地 域 或 地 理 多 能 性 (regional or 

geograph poiymorphism} : R#MBE 

th, “RE SR LAA Re ERA 

aK 2 SRE © 

5 单一 性 别 多 态 性 (unisexual poly- 
mor phism) : 十 性 能 重组 的 基因 受 性 别 限 

制 的 表现 ， 使 得 遗传 多 能 性 仅 限 藉 一 个 性 

别 。 

6 ERS {eryptic polymorph- 
sm) : ” 遗 俺 上 入 不 同型 能， 但 不 能 由 他 们 



ZRAKEEHRGSA ERR. 

KiB Huxley (1942), F7N= FEA] RE > 

Way {5 7S Fe) FE ae FSR BA FTE (selective ad- 

vantage ) 保持 平衡 状态 : 

a. RAKES EMA MEABFA AM. 

b. GHB BRUM A HE A (th - 

reshold value) R¥, (i—St © & fA) Fe aT A 

AR SERA FIT © 

oc, 在 不 同 地 方 不 同时 间 所 限制 之 特殊 环 

境 人 条 件 下 ， 每 一 不 同型 态 表 现 最 念 有 效 。 

FEHR (A(selective value )a MHF, 

a 与 b 两 项 便 合 儒 起 来 。 

genetic recombination ”遗传 重组 :广义 而 言 ， 

具有 不 同和 遗传 性 状 对 之 两 个 ( 或 更 多 )“ 坟 

A” (AD, Mi REAM 2 (gene- 

tic information ) ]】 的 许 何 过 程 ， 经 相互 

作用 产生 和 后裔 ( BEB. Mi. > 

子 ) ， 因 而 在 新 重 粗 体 中 有 不 同 秽 本 基因 的 

MA (fill, HABA ab 所 产生 的 重组 体 镶 

Ab 和 aB )。 遗 传 重组 的 栅 制 迄今 沿 未 明 腑 。 

址 传 重组 的 产物 ( BAB) 可 在 减 数 分 列 

( 减 数 分 型 的 重组 ) 后 ， 有 村 分 裂 后 ( AH 

FASB AR ) 或 在 细菌 上 病毒 增殖 过 程 

后， 而 被 发 现 。 
”遗传 重组 撩 十 个 不 同 基因 型 的 所 有 或 部 

今 遗 传 物 质 之 紧密 联合 ， 此 由 不 同 遗 传 系统 

( genetic system ) 的 不 同 控制 机 制 来 完成 
的 : 

1 ABS (Az) [in higher 
(eukaryotic) organisms 中， 由 极 融 合 

(nuclear fussion) 和 减 数 分 裂 达 成 使 其 肾 

7 Hi REBAR BA : 

a). BSB. FH SRE (spindle ) 

Bet 2 @.4 A (chromosome assort- 

ment) » REM MSE (marker) 的 

“ % fA "(interchromosomal re- 

combination ) 。 ‘ 

b). 由 交换 (crossing over) Misa Ki 

镇 标 证 基因 的 “染色 体内 重组 (intrachro- 

mosomal recombination ) o 、 

cj) —S i RAMs # (conversion): 

造成 另 一 非 相 互 的 重组 体 (nonreciprocal 

recombinant) [Hilo Bat (th py BS al ays 

成 相互 重 租 ( reciprocal recombination ) 

产物 相反 (OS 重组 系统 ( recombination 

171 genetic recombination 

system) ] © 

9 在 细菌 (in bacteria) <b, Aiea 
wWARRA > AT bie FUSE EAA BEA: : 

a). 转化 作用 {transformation) ， 

b). 接合 作用 (conjugation) ， 

c). 3847¢ Al (transduction), fl 

d). 下 转 革 作用 (了 -duction) ， 由 染色 

体内 重组 或 基因 转变 (conversiom 和 后 产生 的 。 

3 在 病毒 (in viruses) [ 噬菌体 ] 中 ， 

两 个 ( 或 更 多 ) 不 同 基因 型 的 病毒 ， 以 混合 

感染 (mixed infection) 方法 ， 可 得 相同 的 

和 结果。 

-染色体 间 重组” 

recombination) : 

此 逢 类 型 的 重组 仅 在 质 权 生 物 中 发 生 ， 

HRA BA iL SRE REE, 

BRARMRD AR AREY TA (as- 

sortment )， 引 起 不 过 镇 基因 ( 位 於 非 同 源 

染色 体 的 等 位 基因 对 ) 问 的 独立 分 夫 (segre- 

gation ) 。 在 二 俩 体 生 物 ， 染 色 体 数目 减 坑 

一 半 ， 通 常 发 后 於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 在 中 期 

(metaphase) » RH BEI Hh cA He 
形 ( pairing configuration ) RitRE fA] 

PRK. ABTA RRRA (i mes— 

极 是 很 少 有 的 ， 使 得 不 同 染色 体 基 因 座 上 之 

Bat dk PA REA SESE RE BC (nonrandom as- 

sortment) 和 非 省 机 分 万 的 现象 lO RAH 

(affinity ), RRR (meiotic drive), 

性 比 ( sex-ratio) ] 。 

BRIM RS) SU A Rt. FS 

Ree By DA BAR fe RB A, EAE RR 

BYR (aneuploid nuclei)» RABBI y ia 

Gil» AT RES HS (euploid) KABA 
F BRAS [ > BHM (haploidization) ]. 

“SARIN ERAS” (intrachro- 

mosomal recombination of the inter- 

genic type): FER ( 高 等 生物 ) 和 原 

A: AI RRR. HASH 

-L-7N TAY AE A Fie BE A A & © 

此 种 型 式 的 重组 由 交换 作用 ( crossing - 

over) 来 完成 ， 即 染色 体 邵 分 或 节 段 产生 类 

烈 一 重 接 台 (breaka ge and reunion), 

而 产生 相互 的 重组 产物 。 在 一 固定 的 实验 人 条 

件 下 ， 任 何 责 个 标 读 基因 的 重 租 频 率 [“ it 5 

(linkage) 的 程度 `] ME AY. SEPIA 

(interchromosomal 



genetic rectification 

传 重 租 可 在 减 数 分 列 和 有 玫 分 裂 ( fe Ai 

连 镇 标 规 基因 的 重组 ) 中 发 生 。 由 一 机 制 所 

发 生 的 有 天 分 裂 重 和 组， 和 仁 发 生 在 减 数 分 裂 的 

重组 一 样 , * 林 产生 相互 的 重组 体 ， 因 此 被 称 

ZB BMRABRSE ” (mitotic crossing - 

over)o EN UARRTDAHAMRDAHE 

$A 48 HH — (438 SAF (linkage group) HAW 

[ > #148 2k (genetic map) J © 

“基因 内 式 染色 体内 重组 (intrachro- 

mosomal recombination of the intragenic 

type) > 一 个 基因 次 单位 (subunit )[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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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 

{ja ( mutational site) ] 间 的 重组 ， 可 在 . 

at Sf ie (site) KA [PO RRF(recon)]. 

UBB RE, FER ATL BEI K— 

BAKU 85 A i 2 (gene map), 如 一 度 空 

间 的 连锁 图 计 (linkage map). AAA BM 
BYE, SRE, SRHLATR (in - 

terference) 的 现象 ， 不 是 有 相互 的 就 是 有 
非 相 互 的 重组 体 发 生 。 有 些 真 菌 (fungi) 基 

因 内 有 一 种 标 性 重组 (polarized recombi- 

nation)i#958 RBH Lc 4&4 (polaron) J, 
基因 内 的 相互 重组 或 转变 (conversion) 和 与 其 

卷 近 的 相互 重组 ( 交换 ) 有 关 ， 同 一 股 极 酸 

烃 常 地 参与 转 释 与 交 换 的 作用 。 

址 传 重 租 的 分 子 机 制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genetic recombination) 

咎 未 知道 ， 但 便 假设 有 两 个 基本 机 制 和 一 些 

分 歧 学 谣 。 一 售 ” 样 模 选 择 模式 ”( copy- 

choice model) [ Lederberg» 1955 ] 或 

“部 分 复写 模式 ” (partial replice model) 

[ Hershey» 1952] 。 依 此 一 模式 ， 於 机 
ARK ( = 染色 体 ) 的 DNA K RNABHR, 

重 和 组 便 发 生 。 新 多 胜 肽 链 的 增长 首先 沿 着 一 

人 条 先 代 的 分 子 和 进行 ， 随 合 ” 4" ( switch 
over) HA—-BRDFEBAK OTE 

长 ， 使 得 DNA 或 RNA 的 重组 体 产 生 ， 没 

有 一 个 此 种 方式 的 重组 ， 可 以 预测 有 相互 的 
重组 体 (reciprocal:recombinant) BK 

同一 重组 ， 只 是 有 此 可 能 而 已 。 

ABE SRARAZSRE “A 

StF SIE st” ( break and join model ) , 

BEBARUTREE BEE A BREETI 

I RBAR AAT ARES (variant) 的 类 型 ， 均 

fs 0 9R( crossing over) Z BBA F “包括 

染色 体 季 段 的 断裂 和 重 接合 (breakage and 

genetic rectification 

genetic regulation 

reunion) H##— fal, ADMBHYS 

有 相互 的 重组 体 产 生 。 在 断裂 和 连接 过 程 有 

Bie tM. AArRORRZRERRE 

VIRB AREA HRA 

fe FS Bll de ES ZEA. SERCH. RAB 

BA HDiS LH Beta - SERRA KE ( switch 

synthesis), KAAHEKR BARS HE. 

SKE: 能 平行 演 释 

BM redudant) RRBEAORARL 
(gene reiteration) ] H—(a##l, EVER 

— TOE — Ay oh 8 BAF (Mendelian factor): 

SAAR : 由 独特 基因 控 

制 个 体 生 化 反应 ， 或 控制 一 特殊 作用 路 径 的 

«RARE A, 3&7 ( BR) 类 型 

ARE RAMETERS, [CORA 
Fi (gene action) ] 。 

+ RAE He (enzyme) | 和 蛋 
白质 ] “ EA” (structural gene) 

控制 生化 合成 (biosynthetic) » fmt MIAH 
 MRRE> FS 1S 98 oe He A (genetic transcrip 

tion) [ DNA ~~ RNA ]> meee 

(genetic translation) [ RNA 一 多 胜 肽 ] 

和 装配 (assembly) [ 多 胜 肽 一 蛋 和 白质]，， 
基因 活性 以 及 所 合成 酵素 的 活性 ， 可 以 在 过 

些 时 期 中 的 任 一 期 予以 控制 。 sr 

菌 的 实验 ， 可 包括 : 

1 ERM (operon) MRR, BEE 
DNA 形成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i, RR (stimulation) [ 正 控制 ]〗 或 抑 . 

制 (repression) [ 负 控 制 ] 来 控制 酵素 

的 合成 。 在 微生物 中 ， 可 使 

(operon concept) 加 以 解释 ,任何 RNA 合 

成 的 四 个 步 又 ( 起 始 、 延 长 、 ao ) 

SAR RHE lo 

2 4 Fl + (cistron) 恩泽 时 ， 即 是 由 个 

息 RNA 至 多 胜 肽 之 形成 期 间 ， 和 

控制 。 

3 合成 后 酵素 活性 的 控制 6 

在 高 等 生物 ， 很 少 有 关 生 化 上 遗传 调节 

的 名 词 ， 但 仍 可 分 储 两 种 调 季 机 制 型 : “ 基 

因 独 特性 ”(gene-specific) BAeamM, LW 

及 包含 整个 染色 体 或 大 染色 体 节 段 (seg- 

ment) 的 调节 作用 。 

细胞 分 化 (cytodifferentiation) 径 由 

ABR. RABE. Ame 



素 合 成 的 分 化 ， 过 个 所 有 可 能 之 发 生 傈 由 控 

制 机 制 所 造成 的 ， 正 如 和 组 菌 之 情形 相同 ， 包 

括 上 面 所 述 之 三 种 控制 机 制 。 除 了 ”基因 独 

特性 ”的 遗传 翌 节 作用 外 ， 另 一 种 型 式 的 调 
节 可 齿 於 各 种 染色 体 季 段 或 整个 染色 体 中 之 

分 裂 间 期 螺旋 (interphase coiling) 的 分 化 

ME (ORM (allocycly), RE MMM 
( chromosome coiling) ] -紧密 螺旋 ( “hi 

%"(compact) ] 的 染色 体 区 域 和 染色 体 ， 由 

REG (heterochromatin) 所 租 成 ， 在 此 

一 状况 下 过 些 染 色 体 似乎 念 遗 传 上 不 活化 

FRG RAVE HE (LL OE FAH (dosage com- 

pensation )] 。 

genetic relationship j@(S Ra : 一 个 即将 出 

现世 代 之 条 本 程度 ， 坑 遗传 上 彼此 相关 的 ， 
SHAR MMe, ORM RAR 

( coefficient of relationship ) 估算 之 。 

" genetic replication iM #88! : RESMA AMEE 

氨基 问 配 对 ， 和 经 由 氨 键 支配 之 正人 负极 形 像 的 

形成 。 

genetics “遗传 学 [ Bateson, 1905 ]: Be 

ff (heredity) AR 丛生 \ 的 科学 。 

以 病毒 《 策 毒 遗传 学 ") ， 微 生物 RE yt 
传 学 5” ， 植 物 (' 慎 物 址 传 学 ”) , 动物 ( 动物 遗 
传 学 ” ， 和 人 类 (“ARGRE®”) BREN SR 
的 学 间 。 主 要 是 有 关 遗 传 的 现象 池 (pheno- 
menology ) 和 生理 学 (physiology)[ 古典 

遗传 学 "(classical genetics)] ， 以 及 址 传 

WTA HAA Aa Hi & (genetic informa- 

tion) Mimi iSpy A SRR ~ iw. gH 

R ReRBBAR ARH, Bieta 

(FARRBA. ARE SRRRECHBARK 

KB DPSS (molecular genetics), 

“ (388 ” (population genetics), 

BY BY FE A We (Mee A» BS Fad BS 

在 集 园 之 遗传 结果 ， 用 来 预测 未 来 世代 的 行 

. ERE MG EA (interbreeding popu- 

lation 中， 研究 基因 之 频率 及 其 相互 作用 ， 

巧 探讨 那 一 个 机 制 [ 例如 : 突 缕 (mutation)， 

BRRALA 3 = (natural and actificial 

selection)» ALA i# (gene flow), 8% 

(migration) fa BS @ AX (chance factor) ] 

1B Te) FS Ck SAE A BLK (gene frequency) ff 

18 BOR (AL ACK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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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 screening j\@(S fis : 

genetic segregation 

学 与 物种 起 源 : HT .Dobzhansky (1937) 
所 著 之 书 , 是 建立 演化 和 遗传 学 (evolutionary 

genetics ) 之 一 里 程 碑 。 

成 之 代谢 物 坑 对 象 之 个 体 测 验 ， 其 目的 在 角 

Eh BEARS AAR RE 

WEE BEAK RET, MEM RPS 

(PRGA Se =F ATA BH BE ZR. sett 

we ea Se Ata ot (Levi » 1973 )- 

genetic segregation \A{S 4% [Bateson and 
Saunders »1902 ] : BAH RRDR(mei- 

osis) 时 ,等 位 基因 (allele) 对 的 披 此 分 开 ， 

ADEA MS, BRBSK “MRD 

ZN 5; BE” (meiotic segregation)» ARF 

ARAM R (mitosis) [ BARTARRK 
(crossing over) ZI. B2B°R 

5734 5 BE” (mitotic segregation) o if 

(i 4) BES GE TES i EA BSW 45 Sf (he - 

terozygous) 之 基因 型 中 观察 到 。 

减 数 分 裂 分 砍 坑 备 德 责 氏 第 二 遗传 法 则 

ZAK Looms (inheritance) ] : EMR 

”分裂 时 ， 染 色 体 和 基因 成 对 ( 二 伪 体 ) 情况 
F> HRA BER Ae (assortment) 之 

ER, BKARH ( BH) CHR MH 

ASAT SHS EAS KSB 

HRS FRRKER—EtH (diploidy), A 

Fa yk BL > 28 PA — Be FP PR 

的 单 合体 基因 型 (genotype) 参 加 受精 作用 。 
特别 坑 园 质 和 结合 时 之 一 个 等 位 基因 对 ， 址 传 

分 万 可 以 发 生 在 “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分 离 “ 或 

“ FBO KMADAS RE” b> HRA 

Bi 5S fiz ERE TT “* BD RL” BE eR” 

5} BEPT EK [ DRRYR (meiosis) ] 。 
一 对 等 位 基因 (Aa ) 坑 典 质 千 合 基因 型 ， 

“由 减 数 分 型 分 见 可 形成 丙种 基因 型 之 A 或 a 

配子 ， 当 二 个 过 种 昊 质 千 合体 进行 受精 作用 

时 ， 过 些 配子 之 因 机 结合， 而 形成 三 种 ”分 

MERE "(segregants), HALA MIR AA,Aa 
全 aa， 且 其 比例 篇 1AA: 2Aa: laa, 3a 

个 比例 可 称 之 篇 ”基因 型 分 豆 比 “(genotypic 
segregation ratio) 。 

若 等 位 基因 A 对 a SRR. PES 

“ F2H > BELL” (phenotypic segregation 
ratio) | FRAKARREP, ASA 

Sy PTFE hz EK It IAMR 3A ( 包 



genetic segregation 

BAAS HAR AEA BH AWW AA 

与 Aa ) : 1a ( 向 质 千 合 的 隆 性 基因 型 aa ) 。 

若 等 位 基因 加 无 是 性 存在 时 ， 则 有 三 种 麦 型 

产生 ( 即 ， 等 位 基因 al: Bia’, 形成 基因 型 

alal，aa 和 aa*， 其 表 型 与 基因 型 比例 

KMBHBl22:1)6 | 

SR BRAG AES WEA Z By 

8 Bh Ra oe oe (third law), 

je Ht SERS RELA KAR RAKA 

PS ALA, Ripe RED BES AA hi 

形成 1 >A linkage) |. H—- wiz 

fon ASA ( Bl Aa, Bb) 而 来 ， 且 

Affa Bejb SRM, HARB: 

3 1 vats 1 
i pAtaa + x (RXR? ) 

SOT 3 1 
6 A sBotae A bb +a B-+= aabb. 

在 下 列 情形 下 ， 过 个 恋人 性 杂种 (dihyb- 

rid) 表 型 分 亡 比 将 有 所 改 缕 (图 47 ): 
A CC 

B47. 轴 质 千 合 等 位 基因 对 中 ,由於 其 中 .- 
HK MNIGRS RG , RRA SH 
( SWMAa ,Bb 之 自 交 或 交配 ) REZ 
9:3:3: 工 上 。: 表 型 分 隆 比 之 轰 更 es 营 每 一 
基因 只 上 之 一 个 等 位 基因 呈 吴 性， 且 坑 非 等 

其 中 二 对 缺乏 显 性 时 , 如 有 很 多 基因 型 在 表 
WERE S (1) eS ORS ECD) 
旭 有 九 种 不 同 表 型 ， 

1). 当 其 中 一 对 或 两 对 等 位 基因 均 缺 乏 早 性 时 ; 
2). 玫 型 之 产生 傈 来 自 非 等 位 基因 问 之 基因 

相互 作用 (gene interaction) ; 3). 当 等 位 

基因 或 非 等 位 基因 的 不 同和 组 合 有 不 同 生存 力 

时 ，4). PYBSe 2 AA EB (gene loci) 题 示 

if 3h AF (linkage) 时 ， 换 言 之 ， 吉 两 个 基 

因 位 在 相同 染色 体 上 ( 即 存在 相同 连 争 群 内 )。 
以 上 之 改 释 可 使 卖 型 分 部 比 不 显现 狼 立 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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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现象 。 

若 雨 对 等 位 基因 (Aa 与 Bb ) BRK 

形 ( cis-configuration ) A923 (ABY 

ab ) ,其 配子 基因 型 之 频率 需 (1-p ) AB: 
1 pAb : 3 (1-p ) ab ; BRK 
构 形 (trans -configuration) 连 镇 时 (Ab 

2 

aB ) , 其 配子 基因 型 之 频率 需 DAB : 3 

5 paB 

(xp FAB: 1 (fip tapas 

处 之 符号 p RARE DR. 

有 效 分 熟 (effective segregation ) 

[ Darlington» 1931], 可 造成 存活 配子 

或 合子 的 粗 合 。 

ERS BE (secondary segregation) 
[ Darlington» 1928} #i#—fARiRs 2 
#2 (allopolyploid) P, HAM HBAA 

pab, it 
LS) 

«PREZ AER, LARA HPA RE 
EZ Ef 4c8} (chromosome pairing) 
[ fe] PAHS (autosyndesis) J 所 引起 的 。 此 

奥 由 共 不 同 配子 介入 染色 体 间 的 REE” 

(allosyndesis) BT KZ BR BRU primary 

segregation MR 。 

fala) E (preferential segregation) 
lL Rhoades» 1942] SHRIFSRZ—H 
殊 染 色 体 或 染色 体 节 段 的 分 配 (assortmentj， 

HS ND A AE A Dato 

7) (affinity) ; MRAREF ( meiotic 
drive) ; ZR (segregation distor- 

tion) Jo fala; Ret) HAIL RA BTR 

FR cb SOLE SE 9 TY » Be PS nD HER © 
BEARABLE BHREt PT RE 

(oSgenesis) MAZESMi AREA 

Hf HE (homologue) HAH HE [ MK 
' (polar nuclei) HES WY AICF BRE 

(megasporogenesis) HR ] ， 而 无 法 参与 

合子 形成 时 ， 便 会 有 贯 正 篇 向 分 雄 发 生 。 当 
雄性 配子 发 生 (gametogenesis)， 其 减 数 分 
型 不 产生 四 个 精子 和 胞 ， 或 四 咎 和 胞 形成 ， 

- 但 其 功能 不 相等 时 , 便 会 有 偏向 分 万 的 情形 。 

REARS (BLA RUN) 5 Be [( somatic 
(or mitotic) segregation ] 244 2S ~ AK 

Sy NACH > RCAF BAG BR F (heredita- 
ry determinants) #97° 4 REPT RA, 



有 赫 分 裂 形 成 的 徊 胞 保 因 其 遗传 造成 之 相互 

AAT BR 。 

genetic stability 遗传 稳定 性 : 一 个 体能 产生 
涵 放 后 高 的 能 力 , 和 遗传 称 定 性 是 由 有 性 生殖 ， 

if % RAe.(inbreeding), Fh K#& Sti (homo- 

zygosity) LI RRB XR ® F( mutation rate ) 

PrsBseH [ Thoday+ 1975 ] 。 

genetic step (RB RAE : 在 人 天 遗传 学 上 ， 用 
来 定义 一 条 代 和 与 一 后 毅 上 = 一 个 遗传 阶梯 

{one genetic step) ] 问 员 保 的 名 说。 由 此 

FA—jR PSR, GEA ( genetic re- 

semblance ) HRA TRH FBwW FH 0.5: 

ANB HBAS 3 oh HO DIRE 

#6 (autosome) AJ At, Witte 2c AF Ii 

由 两 个 阶梯 分 由， 结果 造成 平均 有 0.25 之 

基因 型 相同 (genotypic identity) 。 在 全 同 

Hg (full sib) 的 情形 ， 有 一 符 殊 遗传 阶梯 存 

在 ， 其 由 父 梦 而 得 之 相似 性 包括 两 个 遗传 除 

梯 ， 改 粤 标 本 基因 六 相似 的 估 0.25 ， 两 个 

表 见 妹 则 由 三 个 基因 障 梯 所 分 雳 的 。 

genetic suppression 32/8 BA: >a. 1 Al 
(suppression) o 

genetic system j8{SHMK [ Darlington» 

_ 1939 ] : 指 任何 物 利 锋 特性 (species -spe - 

cific) #RHBE, ARERAR+E HR 
Splash, REARARARRARIA 

平衡 ， 控 制 了 基因 相合 的 数量 及 型 式 。 遗 停 

FARBER RR NCAVBRARRE 
(genetic variability) MBMRine RE 

RA PRAAR SIE HA (reproduction) 

AA» SRG (population dynamic ) 
MA | + ABR (breeding size) t 

it (sex ratio)» S:OR3eEL KE (degree of 

panmixia ) ] PAMMRHAX | -BAH 

(linkage group) 2 Pr ARS 6 BR Rss 
GRH6 ), PEA ACER 

ROR LABADA-ANBREBDS): 

4245 & (recombination index) » FAs (Bh 

与 染色 和 体 多 念 性 ( chromosome poly- 

morphism ) 的 存在 与 否 。 
造 传 系 生 及 其 成 份 决定 一 集 园 进 行 演 化 

改 罗 的 能 力 ,任何 息 估 系 坑 均 受 遗传 的 控制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址 使 转 销 : 许多 相 胞 
护 需 核酸 (ribonucleic acid, RNA) 分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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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酵素 合成 ( 由 RNA RORRSBB BE 

介 的 需 DNA 之 RNA 合成 ) ， 是 经 由 去 气 
FX SHH A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ty BPA LS SF B(genetic code) 

的 遗传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RE 

RNA 分 子 上 极 苷 酸 互 补 的 序列 。 和 经 此 步 又 
可 供 和 输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 i 

SRRNA (transfer RNA)» #46# RNA 

(ribosomal RNA) » jae RNA (viral 

RNA) HAR, Hal (PRE A ay ART 

每 一 此 种 RNA 的 序列 ， 由 DNA A/F) fab 

PARE» GE ARTIS BR aR BR BRAR ” 

(transcription strand) fH A ARX ( Sin- 

ger and Leder: i966). 

RABAHEILA * RF a ( trans- 

cripton)[ Hayashi et al.» 1964 j © 

FSFE OPK E HA (selective transcrip- 

tion) HE, BR RNA MAKLOARE 

性 (gene activation) ] fiiZ, —ti BAF 

BER BAEK — BRR (operon){ 或 

SAH SRR 1, REA 

EAR Bei Bl (coordinated control ) 

的 单位 一 个 mRNA SRHsZRHes, 

MAFCAR bh“ th” BR” BRR 

2 He “—F— RIB” (one operon- 
one messenger model) ] ， 一 个 辕 销 子 可 

—# 5 B—H VERA T (cistron), KR 

4893 GH (genetic translation) 的 单位 ， 

H—-~B#Gs + HRBBAR EES mRNA: 

WES “ BERT” RW SAF “(multi - 
or polycistric ) o 

RERRHLAR El, URS RHE : 
a). RAB (polymerase) HB—tt, b). 

CAPRA RG BARA, PEAT ABtE, c). BSR 

pba e it RRM. od). PSA ES al 

的 定义 。 

1 址 仿 转 儿 的 起 始 (initiation of 

genetic transcription) ， : 转 儿 作用 开始 认 
转 销 子 上 特殊 起 始点 [> 起 始 字 码 子 (ini- 

tiator codon)] ， 过 和 米 进 行 至 特定 的 末端 

[> 字 码 子 (codon )] 。 在 化 学 上 言 ， 一 个 

起 始 位 置 (initiation site) 即 瞄 示 一 聚合 

酶 (polymerase) § DNA 模板 上 特殊 位 蔷 
[ 模板 酶 复合 物 (template -enzvme com- 

plex ) ] 的 租 互 作用 ， 且 RNA RHR 



genetic transformation 

始 合成 。 

2 遗传 转 销 的 极 性 (polarity of genet- 
ic transcription) : MRASET RAH. 

mRNA 4 BRAS —PE REF (operon) 1Rt 

+ (promotor) 。 链 的 合成 始 於 条 RNA 的 

5 — OH 端 向 3 -OH 端 进行 ( 即 由 左 至 右 ) 
由 Watson -Crick 型 式 之 反 平 行 方 向 样 模 

(antiparall copying) 的 氨基 配对 ， 表 示 链 

的 合成 ， 由 模板 上 的 3 -OH Bae eee 

BY 

3 址 传 转 多 的 不 对 称 性 (asymmetry 
of genetic transcription) : 在 体外 (in 

vivo) 或 体内 (in vitro) BAKE TENS 

Be, SK DNA PRA—IRERMRNAGK 
的 模板 ， 在 染色 体 的 不 同 区 域 ， 有 不 同 的 股 

(FRABBAER. Bike DNA a Sk (EA 

2 BiG BE AY (EB eve 5) BA o £E roa 3 BAZ BR 

形 内 ， 只 有 一 股 作 和 需 RNA 合成 的 模板 。 

个 股 ( 或 地 域 ) ABZ BRA” 

(transcription strand, T-strand)» A 

— AIRE “ BBR (reference strand, 

R-strand ) L Jones and Truman: 

1964 ]。 其 他 名 称 坑 “活性 “(active) 和 

“和 被动 的 ” (passive))“ 上 “” (up) fl“ F” 

= 
xx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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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 Be“ (#4 " (master) 和 信息 - 

# (messenger), All MEAD) HEME >" AE” 
fl“ 右 ” 力 税 其 地 形 位 贰 而 非 指 其 功能 。 参 

| AR ( 或 区 域 ) 的 功能 可 能 是 在 外 遗传 控制 

(epigenetic control) Ril, (FRA—H 

去 抑制 RNA OF ZHU, LECT 

ORL, BHKARABARRAKZ 

RNA， 便 之 形成 DNA-RNA 444% ( DNA- 

RNA-hybrid) 然 此 种 杂种 双 螺 旋 较 同 源 

DNA S39 ENF © | 
genetic transformation 358/1388(b (Griffith, 

1928 ; Avery et al.» 1944 下 忆 转 化 作 
用 (transformation )o 

genetic transiation j@(989:i2 > Bases 2. 

( genetic information) “天 攻 ”之 第 二 步 

Be. #2 44,.8RNA (messenger RNA ) 分 子 

上 专 一 性 术 苦 酸 有 顺序 之 BUFR ( genetic 

code )[ Fh st (#9842 ( genetic transcrip- 

tion )/MAkH ), Be KS— 4 HAIR 

序 ; TERA RHE, HE RR OS FE 

被 三 个 极 苷 酸 信 一 和 组 之 mRNA SFT [ fee 
三 联 体 (triplet) 或 字 码 子 (codon ) 丁 所 指 ， 

亲 。 由 此 可 以 决定 一 特殊 胺 基 酸 在 一 多 胜 有 . 

链 的 位 冒 [ > MUHA HP (genetic regula- 

tion ) Jo 

Fx AS Se ALE 1E AF (cistron); 

Bz EDR SK PAF ( 基因 ) 

Ba FL ATER TEA SEAS ERK HB LO 
联合 缚 性 (colinearity) ]. (FR FR#AE 

6 SB AE 7 ABR EPR (polarity). 

ERASER, m-RNA MRAM (ri- 
bosome) 之 联合 ， 坑 蛋 白质 合成 时 ， 胺 基 酸 

RA(FHRZEBWEA, ARH m-RNA 与 

t-RNA (transfer RNA) MRAMEo B 

(CaS, ft ee BM “ A RBEE ” (poly - 
some) » Bl Ri—sy Rae “Ege” (monosome)} 

与 一 信息 RNA 分 子 结 合成 一 围 。 
依照 “承接 假说 "(adaptor hypothesis) 

[ Crick» 1958 ; Hoagland» 1959 ]， 

由 遗传 转译 作用 产生 之 一 多 胜 肽 链 上 某 一 胺 

FURL FAR RNA DFEFIE 

¥ (codon) 32 RNA DF ER FF 
(anticodon) [HAI MBEATIRGE . 其 功用 就 像 

— 38S (adaptor), Al Le RARER 

REGS | AKA RAS fT oS RNA 分 子 ， 

Ai— hae B RNA 上 之 特殊 模板 字 

码 子 [ 它 接 撮 假说 (woble hypothesis) ] 

具有 其 独特 人 性， 可 将 胺 基 酸 连接 至 mm -RNA. 

模板 上 之 适当 位 置 上 ， 此 种 分 子 被 称 之 坊 
“承接 分 子 ”(adaptor molecular) = — 

mRNA 之 38(§$832 71) (direction of 
genetic translation) ”是 5 一 3/， 即 是 器- 

RNA 转 尔 作用 和 转译 作用 的 进行 方向 相同 ，- 

因此 ， 转 经 作用 可 以 在 圭 从 作用 即将 完成 之 

时 开始 进行 。 遗传 转 计 的 单位 (unit of 

genetic translation) 是 作用 子 ， 它 於 m- 

RNA 上 和 氟 基 (base) 的 一 固定 起 点 开始 攻 刘 ， 

[ 4244445 F ( initiator codon )] © 

EARS KHtEBSR, W2mF: 

1 FE — ARSE Ba = RABY F (adenosine 

triphosphate, 简写 ATP.) 和 专 一 性 酵素 

[20 种 胺 基 酸 均 有 其 每 一 性 的 ”活化 酶 “ 

(activating enzyme) | 连结 ， 而 形成 = 

BA. 多 胜 肽 (polypeptide) 中 。 每 一 胺 基 酸 

ARES . BM HT (adenosine mono- 

phosphate » fi Mf AMP) FORESEES 



而 释放 出 焦 磷 酸 (pyrophosphate) : 
E,+aa,+Appp ~ E, (aa,- pA)+pp 

(了 上 :三 活性 酶 ，aa = 腕 基 酸 ，Appp = 

ATP) 

2. 腕 基 酸 ~ AMP- 酶 复合 体 与 具 专 一 

性 的 t-RNA 相互 作用 ,而 形成 胶 基 酸 -RNA 
Bt RRR Re AMP 和 酶 : 

E, (aay*pA)+tRNA, —aa,-t 

RNA, +E,+Ap 

3 每 一 胺 基 酸 ~ RNA 的 化 合 物 ， 靠 着 
特殊 氨 键 ， 使 得 它 的 ” 反 字 码 子 ” 之 极 苷 酸 

,与 mRNA ~ 极 酷 体 复 合 物 上 之 相对 称 氛 

基 有 顺序 ( 字 码 子 ") EN, Abt, Beaches 
便 安插 入 由 信息 RNA 所 指挥 之 胜 肽 序列 中 。 

一 个 对 胺 基 酸 不 具 独 特性 之 转移 酶 (transfer 
enzyme)， 加 上 博 助 因子 (cofactor) RE 

Met = RA guanosine triphosphate), 

简写 GTP ), WEA KRMHARARE 
胜 肽 链 之 媒介 : 

aa, -RNA, + aaz'tRNA， ss ae ae 
Gppp 

aa,:aa,-tRNA,+tRNAi(Tr= 8% 

B ; Gppp = GTP ) 

Het*+RMEKCHRBRA AOR 

BeHH BEHBR ML, WIEBE 

HAM. BROKE, NAM (N - 
terminus ) 开始 ， 即 链 之 末端 所 携带 之 第 

— (Bie JE REE a — NH。 基 GERM 
KMZARM). EA—KMBRC 末端 ， 即 链 

之 末端 所 携带 之 最 后 胺 基 酸 坑 带 有 一 游 允 
a 一 羧基 (freed-carboxyl group) 。 

mRNA 一 核 醚 体 与 aa 一 tRNA 相 

连 ， 可 以 想像 出 每 一 248M (cibosome) 具 
AX = (Riri (site): B—-R" xe 

A” (entrance) iL #2 RB tRNA 的 开始 

千 合 BOR“ MB ” (2 iBR(chain-atta- 

ched site) 到 所 属 tRNA MBH AHR 

BG 2 ARR SKK eS RB 

生 相 件 着 形成 多 胜 肽 连 镇 ( 末端 与 下 一 个 

tRNA 相连 ) ; 第 三 个 位 置 可 请 依 “ 出 口 ” 

fit (exit site), RRRMARARARS 

tRNA fH Bibi. HREM t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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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链 连 接 的 tRNA ， 在 其 位 置 上 很 紧密 相 

连 ( BRK, HAGTP HB), (ATER 

带 胺 基 酸 的 tRNA Bae 2 fi eR Rae 

genetic variability 

相连 。 

EPA RAR SBA AA N - 末端 (N - 

terminal) 胺 基 酸 (因而 坑 多 胜 肽 链 起 始点 ) 

5S N- 甲酸 甲 硫 腕 酸 (N-formylmethion - 

ine )。 带 N - 甲 酶 甲 硫 胺 酸 之 tRNA HB 
现 , 且 甲 酰 甲 硫 腕 酸 的 字 码 子 (起 始 字 码 子 ) 

 UUG, AUG 和 GUG。 胜 肽 链 的 终止 可 以 
Hh 48 Hat $48 -F (chain terminating codon) 

=k, H—AAKE tRNA 不 能 形成 一 个 
胺 栈 基 RNA (aminoacyl RNA)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多 胜 肽 的 释 出 ， 可 能 由 於 与 下 一 个 

未 具 胺 基 酸 RNA 分 子 问 ， 疫 有 胜 肽 键 的 形 

成 。 另 一 链 攻 止 可 能 性 ， 可 能 由 於 未 端 胺 本 
基 RNA 与 mRNA - BBR AT HEAE 

+H, Sieh SER ILF IRF ILE hK 

在 和 遗传 瑟 译 作用 时 ， 多 胜 肽 之 胺 基 酸 顺 

FRAGA, RE TRE ROR, 

i RBAA MIAH (three-di- 
mensional) & @ \ #3&(protein structure) 

[ OMAR #2 (sequence hypothesis) ] © 

genetic unit 5@/§ iy: 一 基因 组 ( genome) 

BEARER RIE >> sh A0—{ $48 F (co- 

don ) -或 基因 (gene)， 人 和 任 何 遗 传单 位 是 由 发 

生 在 一 租 突 法 内 所 定义 出 的 。 有 些 和 遗传 单位 
是 以 突 释 之 一 个 标 读 基 因 (marker) Pr 
ALS . FERS MSE (genetic map) 上 ， 

AB fe 2 AIA (locus), EAR 
4, 445 GF (mutational sites) FERRE 

genetic value 遗传 值 : SMR B A(vari- 
ation) ， 以 及 无 三 性 作用 存在 时 ， 一 个 体 所 

RAZ AUB [ Oh RF (genetic vari- 
ance)] 。 

genetic variability j@S#RIE: 篇 不 同 基因 

型 (genotype) 个 体 的 形成 ， 或 产生 录 传 上 不 
同 的 个 体 。 与 焉 境 上 所 诱 遵 而 生 之 差 刁 相反 

的 。 由 环境 所 引起 的 笃 是 短 杰 的 , 表 型 (ph - 

enotype ) BGK RFS SE SE ASL OR H (va - 

riation ) Jo &4##7 (genetic variance) 

FA RFE HH SE RPS (BS He 7 BB ( phenotypic 
variance )M@>> EHS KH MRA 

Ko MRR R—+ FARA (breeding 

population) AG # see, FER LAgck 

BR-EBOURHEG. BSBRAEBEB* 

> FWA FR : 



genetic variance 

L RB (mutation AAA BRe 
ZEBRE CVEZAHDTRRBAK 
Ml o> £A RF ( gene mutation)], % 

色 体 和 节 段 上 笋 状 硕 序 之 改 车 ORERRS 

(chromosome mutation) ] ， 或 使 染色 体 

RA EEK (OS REMMES ( genome 

mutation ) ] ; 

2 基因 流动 (gene tow), HWA 

位 基因 的 便 体 或 配子 ， 由 一 集团 脖 移 到 另 一 

和 集团。 
3 HATS RS Pe HE 

(hybridization) » RM RRS 
(genetic recombination) ， 而 使 具 痢 基因 

租 合 之 后 裔 产生 。 

步 怠 1 和 2 ， 可 直接 改变 一 集团 之 基因 

WF (gene frequency) Rett bok mye 

# [ mR (evolution) ]. @S BMA 

不 同 基 因 之 一 序列 等 位 基因 聚集 货 不 同 想 合 

但 他 们 之 频率 不 产生 改 釉 。 必然 遗传 重组 不 

是 属於 演化 上 之 力量 ， 但 在 有 人 性 生殖 (sex- 

ually reproducing) 生 物 中 ， 它 是 便 体 息 传 

BRR ARBRE. HRIAMGRBERE 
MIA (intrapopulation) LAH LB#R, 

AFI £2 (selection) Al M/F ¥ (gene- 

tic drift) 之 进行 。 

一 集 贺 遗传 网 刁 人 性 之 性 节 作 用 (regula - 

tioa ) ， 主 要 由 染色 体 行 念 和 繁殖 系统 来 奖 

定 。 息 传 攀 情 人 性 的 保持 平衡 状况 ， 可 以 由 突 
PABBA RERRADEABE 

#2 (selection for heterozygote) fit REZ 

EE Fisher (1930)®lMather (1943), 

iA RT] OR Ee : 

L BR BSBA (free genetic 

variability : B—-SBAHR RAR ASS 

ReAM >, Bl RSE ( selection ) 作 

用 中 。 

2 BA RSHBATE (potential genetic 
variability) [ = “BRR ” (concealed) 

RR“ ewe” (cryptic) ] : ReBRe 
RRARAMSRS, REL ERSRL 
SEH MHNRSBARMEURECF 

CHBRKRABKAD LYRA AX 

(free state) o PRBRKFEHAL ELA 

SARS ARSRRAEAS, ZHAAS 

#2 (natural selection) Pri, ARMEAT 

Bi EBS: BRK (breeding system) iif 

定 。 乱 性 生殖 限制 或 禁止 湾 力 遗传 构 机 人 性 的 
产生 ,在 同系 交配 集团 (endogarmic popula- 

tion) 中 ,所 存 的 注 力 遗传 释 冉 性 常常 很 小 。 

潘 力 遗 传 释 输 性 麦 示 畏 型 结合 基因 型 ， 

而 同型 千 合 体 兹 乎 不 存在 ， 於是 他 们 的 去 活 
度 ( flexibility ) 较 小 。 鲨 力 和 遗传 杰 里 的 型 
ANS WEARS AM B 

FHA tk eB SBR (con- 

cealed genetic variability ) 的 储存 : 

S) 未 实现 的 突 鬼 和 基因 秀 合 (gene com- 
bination) ; 

@) 基 因 互 补 作 用 的 分 中 存在 ; 

CC) 基 因 的 活性 减低 ， 或 被 某 些 修 节 基因 

(modifer gene) 阻止 ， 或 上 位 性 基因 相互 

作用 (epistatic interaction ) ; 

OERMESHRET: BESHER 
FRB BL BR ; 

)4E E+ BRS (recombinant), = 

到 连 镇 遗传 (linkage) 的 限制 以 及 数量 基因 

Ti (polygenic system) 的 限制 ; 

(在 收 卉 和 发 育 有 效 人 条件 下 ， 基 因 和 基 

因 系 和 统 可 造成 相似 的 麦 型 (phenotype)。 

隆 藏 遗传 移民 性 的 释 出 由 许多 不 同 机 制 

EK: ea) 和 所 是 由 和 遗传 重组 的 作用 ; CEH 
修 节 基因 和 上 位 性 基因 的 不 活性 或 消失 ， 使 

#3 4 RAK (penetrance MBG (recombina - 

tion ) 增加 ; ME TRRAB SH ha ; 
人 e) 是 经 由 交换 (crossing over) MZ BM 
作用 ; UR) BSE rip BRAS ABA 
不 同 葡 条 基因 型 中 而 造成 之 麦 型 分 化 。 

钞 存 的 隐藏 遗传 缀 殿 人 性 ， 将 包括 许多 不 

fal 4% (variants), BREWS, Se Safe] 

SCRRRZKMH, RELHRERSTT 

AFB. ARR AM (neutral) 或 有 害 

的 ， 但 后 来 却 可 成 功 。 隐 藏 遗传 灵 轩 性 的 重 

要 人 性 ， 在 於 当 转 变 篇 自由 遗传 构 轩 性 时 ， 能 

供应 条 物 质 以 利 愤 择 的 进行 。 

衰变 遗传 变异 性 (decay cf genetic 

variability) 8 @/#7%# ( genetic drift) 

HER WRERRAR AH (heterozygo- 

sity) ， 遵 致 在 和 种 基因 座 上 之 等 位 基因 的 

12% (loss) Rll (fixation), WBRSK 

小 受 集 园 大 小 来 影响 的 。 

genetic variance 址 信和 沟 方 : RHHSHC— 



屠 分 ， 侠 由 一 集团 内 个 体 问 造 传 和 组 成 差 刁 所 

XR [ DSR (variation) ] o HMA FT 
BOBRMARKD: LHAARRARIAT RR 
BRS RS BAH [ DMERSRA (additive 
genetic variance) ] ; 2 在 与 质 结 合体 时 ， 

各 种 等 位 基因 沟 特 作用 所 尊 致 之 遗传 购 方 

{ Rit #A (dominance variance)] 。 题 性 

#£it ih — fi A ARAB RRAR ARATE 

Zaz (deviation) 。 

genetic variation \@(§atR : > 8H (varia- 

tion ) o 

genocline ;@(S SRE : > HRA (chine )o 

genocopy RSH “MAB Nacht - 
sheim» 1957 ]: 由 不 同 基因 [“ 所 驴 基 因 - 
(mimetic gene) ] 产生 想 同 表 型 (pheno- 

type ) 。 
genome 基因组， 染色 体 组 [ Winkler » 
1920]: FERRED, —EMZERARE 

@iza(chromosome set) ， 由 一 个 物种 独特 

性 (species-specific) 数 目的 速 锁 三 (link- 

age group) 所 组 成 ,因此 篇 其 基因 的 缕 数 。 
在 原核 生物 ( MR RH). ， 所 有 遗传 信息 

( genetic information) ®@@R—BAAF, 

因此 基因 和 粗 包括 全 寻 的 所 有 得 传 因子 。 

we [> RAK HK (gene mutation) ] 

ALB [| come 4a (genetic recombina - 

tion) ]】 王 ， 基 因 租 最 小 之 可 能 单位 是 去 气 

#% 684K HK (deoxyribonucleic acid) 的 个 别 
HRS [ HEAR BR AAR (ribonu- 

eleic acid )],. Hei #F ( muton ) 

和 交换 子 (recon) o wARAREIK-# 

定 线 状 次 序 ， 成 念 基 因 租 较 大 功能 的 单位 。 

1 作用 子 (cistron) | RR HRSA 

苷 酸 对 所 租 成 ] REABHE. 。 它 指明 不 同 

种 核 酶 核酸 (ribonucleic acid) HREBE 

序 之 遗传 圭 妇 (genetic transcription) ， 

与 专 一 多 胜 肽 上 胺 基 酸 咕 序 的 道 传送 译 (ge - 

netic translation) 

i79 

2 RIE (operon) FH DNA BRR 1S 
& RNA (messenger RNA, mRNA) 的 

Rift, ER RIER TAZ BL - 

3 48 (polaron) 2} ( crossing- 

over) 234+ MirAAR. Bl PERERA 

同 。 

472NF (replicon) RMRAMiz. Hy 

genome searecation 

RE — A OE RE PT AK | 

CLERARRT> ABAD ABR 

结构 ( 染色 体 ) ER Mie (genetic 
regulation) 的 单位 。 

(APT AEM (genome), FABER 

cS AMEE, AARIICRIMNS, Hy 
an eC SRA (homologous) » 由於 染 

色 体 构造 上 的 重新 排列 ， 若 两 个 妆 色 体 和 组 偿 

限 於 染色 体 季 段 之 一 邵 分 相同 时 * BSS 

染色 体 和 组 赁 近 同 源 (homeologous) 的 。 

二 从 体质 核 生物 生活 再 期 的 二 丑 相 (di- 

plophase), RBRA-—BRABAHFE, ih 

§4f5 #4 (ha plopha se) Al iE A RE 
存在 。 二 个 核 期 交替 (alternation of nu- 

clear phase) 发 生 在 有 性 生殖 之 受精 作用 

( fertilization ) [LR MR7R (meiosis) 

Ziklc ERMEE RRM RSE, 

基因 租 或 一 个 基因 和 组 与 另 一 基因 租 节 段 和 结合 

到 同一 秋 胞 ， 可 由 其 他 不 同方 法 来 达成 [ 它 

遗传 重组 ( genetic recombination )] 。 

多 胞 具有 二 和 组 以 上 染色 体 组 的 生物 ， 诗 
& % 424 (polyploid) 。 

genome allopolyploid #EBARASER 

[Stebbins » 1947 ]: O3R@M(allop- 

loid )'s : 

genome analysis 3:5 $8484} 47 | Kihara » 

1930 |: BRE RY F 4 (allopolyploid) 

DE2—RiBHAZHAK, ERSSEER 
— fs HET ATE ERS IN LR EH 

(chromosome pairing) Ht. $— 

SSRVKSHEN, ERE, 2ABE 

对 应 发 生 在 二 和 粗 同 源 染 色 体 ( homologous 

chromosome ) 之 间 。 

genome mutation “染色体 组 突变 : 和 任何 自然 

的 或 宣 验 上 的 犯 半 ， 使 一 完整 的 染色 体 数 目 

BERS, RE RE (heteroploid) Mil 

SUH [ & F 78 (polyploid) RE M# 

(aneuploid) ] ， 可 在 已 进行 观察 之 物种 
(species) 中 所 呈现 之 洒 色 体 组 (chromo- 

some set) 或 个 别 染 色 体 加 以 比较 。 

genome segregation 3-4 #84848 [ Bauer, 
1943) G+ Wleukaryote HER MARE, 

© HEI (RE BK (set of chromo- 

some ) ] 的 分 开阔 会 使 多 倍 体 (polyploid) 

Z RAB RACG RK” tom we ” (somatic 



genomic exclusion 

reduction). 

genomic exclusion 基因 和 组 排斥 [ Alien» 
1963 ; Nanney» 1963 ] : Tetrahy- 

mena pyriformisA, eV AH (A) RH 

他 无 性 繁殖 系 ( clone ) 之 品系 (B) 杂 交 ， 其 

传 裔 只 然 均 有 接合 后 体 (exconjugant) 产 生 ， 
但 只 有 来 自 一 梦 本 (A ) 基 因 的 后 毅 能 复原 ， 

MKB A—RA (B)AABRBRIBBER © 

基因 租 排 斥 是 说 明 两 个 答 米 接合 作用 

(conjugation) HHA. RABHARZ Bin 

Amie, AA— REAM (micronucleus) » 

当 了 品系 奥 A MSE. MAB MACH 

数 分 裂 产 物 均 消失 ， 在 第 一 次 ( 不 正常 ) 接 

AFAR AHA (conjugant) 7 ME 

FRA, EMRE ( HARARE ); 

KER (pronucleus) BBA B 接合 体 , 每 一 

ARG RS KS LRH EA BR ena- 

oreduplication) 所 起 ]。 在 每 一 接合 体 之 

=H HRAR(synkaryon)»> KI KBKD 

3B, PRAHA RRR), i 

ERKGURRK BESEB-AoRE, 

EHKBRATS, MACRKHNERK. 

第 一 接合 作用 的 后 裔 ， 有 具 一 同型 千 合 基因 型 

‘\ RGB (heterokaryon ) 表现 出 老 的 

AB ZKGER (macronuclear gene)» 

性别 上 成 熟 。 第 二 次 接合 作用 是 正常 的 ， 形 

RAD ER REA BUBKE, FF 

REARERASREDTR KER 
BZA. SHAA—HRSH_BRAR 

体 再 交配 ， 其 ( 不 成 熟 ) 后裔 ， 所 有 正常 条 

本 (B) 之 已 知 基 因 座 上 的 基因 ， 在 址 传 上 禹 

FI BEA H 

CHARGER. SRS Raa ARIA 

Mi» BR PRG (atnicronu- 

cleate line) BA RERMPRERRE 

BEBE R) BBA (Allen» 1967 ) 。 
genoneme Mi [ Lewis and John» 
1970 ]: = 基因 带 (genophore)。 

genophore 基因 带 [ Ris» 1961] : 在 物 

理 上 ， 相 当 於 原核 生物 ( 细菌 或 病毒 的 ” 染 

色 体 ”) 2—PHA (linkage group) ( # 

镇 和 结构 ) 。 过 个 名 启用 来 强调 原 杷 生物 与 睦 

核 生 物 之 染色 体 (chromosome) 在 构造 上 不 

本 基因 型 群 [ Reviz ，1963 ]: B 

一 遗传 上 所 称 之 物 征 (species) 。 指 一 群 个 

体 加 入 到 共同 基因 库 (gene pool) HERE 
Fle 

genotype 基因 型 [ Johannsen» 1909]: 

| REAR M(proto-and eu-kar- 

yote) SiS sits ( 染色 体 ) 遗传 信息 (gene- 
tic information) LEA )®@A. BE 

Al (phenotype) FHSHTA [OMRs 

因 型 (idiotype) ] 。 基 因 型 不 但 决定 同一 胡 
i, ARMAS PHBE BABAR “ zk 

应 范围 (norm of reaction) ARIK. — 

个 特殊 基因 型 能 加 入 下 一 代 之 基因 库 (gene 

pool) ， 由 其 携带 者 的 生存 力 (viability ) 

Sa RE ABR A SAT IRE © 

2 遗传 构成 (genetic constitution) 

CRRZ— RY Rat FA A A (genetic loci) 

的 等 位 基因 (allele) 有 了 关 ， 若 特殊 性 状 {(ch- 

aracter) HB 7 BREAK HAARREC 

4), HRHEAHISER “ 残余 基因 型 或 

BRERA” (residual genotype or back- 

ground genotype) 。 

genotype -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基因 型 与 

环境 相互 作用 : 与 等 位 和 非 等 位 基因 的 基因 

相互 作用 (gene interaction) 平 行 的 第 三 类 

HAVER: BEAR ERARS LH BRR 

因子 可 以 控制 ， 且 可 作秀 对 不 同 基因 型 的 处 

理 ， 由 基因 型 与 环境 相互 作用 所 造成 的 释 方 

(variance) 即 可 计算 出 ,但 东 非 径 常 可 行 的 ， 
Hit A AR Re BERET (en- 

vironmental variance) H—-HBALO® 

$% (variation) ] © 

genotype frequency ”基因 型 频率 : 一 集团 

(population) 内 个 体 的 任 一 特殊 基因 型 的 比 
例 或 频率 。 基 因 型 频率 依 一 基因 频率 (gene 

frequenc 几 的 功能 ， 可 以 由 系统 过 程 \(sys - 

tematic process ) Al ( K) PRGA (dis- 

persive process) 造成 基因 型 与 基因 频率 

ZK. 

genotypic ”基因 型 的 : ff AAA (genotype) 

所 控制 之 有 关 的 任何 现象 或 过 程 。 

genotypic cohesion 基因 型 内 聚 性 : RTA 
优越 基因 租 合 (EEA AH (coadapt- 

ed gene complex) 或 超 基 因 ( super- 

gene)], 4 &1#@€@48 (genetic recombina- 

tion) HDA TFRAE—H, AKMEAS 



重 相 体 之 频率 ， 且 产生 ARH ( genetic 
load ) 之 现象 。 

genotypic distance EAAEM : ZEEE 
Kt, ARB RERMCRARER. 2 

基因 型 A 奥 基 因 型 B 不 相同 之 或 然 率 [Oe 

$856 ignestis distance) Je 

esion 2 RWI : 由 独特 基 

基因 型 混合 [Me Bride 
力 秒 sails BRARRASL 

(genome) » asc D Peo Hs 

ion) RRAGAMRRRIEA sr 

f82 2 DNA (heterologous DNA) 是 单 

一 病毒 DNA 分 子 之 邵 分 。 

genus JB: 由 一 群 共同 种 系 发 生 (phyloge - 
netic) 而 来 ， 它 包含 着 其 他 群 所 分 化 明显 的 

物种 (species) RRB. 
geographic isolate jbT5 RARE : > fh at (iso- 

late )o 

geometric mean TEI: 二 个 数字 乘积 
之 天 方 称 之 。 一 般 而 言 ， 坊 一 租 n 个 正 向 数 

FRAG nv HRA 
geotropism 向 地 性 : pai, S BRR 

起 之 反应 。 
germ celi 生殖 才 胞 上 Engler and Pranti» 

1897 |: SHA MEStEl “+R” GR. 

G26 Ai A RRS). 4 REDE 
配子 (gamete) RP #AcF (agamete), 
Dp ea 4 Fe a Be EI DB (gonoocyte) if K 

Je i IE BAS BAM RREOLED> 

4 Fe ile A] SHAR WE ( Luckhaus> 1965): 
1 J: em {agamete) [ = 72+ (spore) } 

F730 Bc 6544 Fe Ma [ ENF BB (sporo- 
zoa) 和 植物 |, PRR RiE ( 其 些 迟 形 被 

生殖 细胞 

无 性 生殖 细胞 

18) germ cell 

分 化 需 有 性 的 ) LMR oe eee 

振 配 子 ”(meio-agamete},“ 性 原 孢 子 {gonos- 
pore), “Ra” (meiospore) | “四 分 孢子 " 

(tetra - spore) RHR MIAN” tenia) ) RA 

MPR (“BARD RBA +S” (mito-agamete) . 

或 "配子 (gonidia) ] £4. RAF HRER 
2 BRAT (agametangia)[ = 孢子 器 
(sporangia) ， 配 子 器 (gcnidangia)] ; 在 

fF RB (heterospory) ， 小 孢子 可 (mic- 

rosporangia ) 上 = PROF (andros- 
porangia)] FiX#T# (megasporangia ) 

[ =K#FR (macrosporangia), Hey Fi 

¥& (gynosporangi)] 情形 各 有 所 不 同 [Oo 
KF BR (megasporogenesis), “jay 

” 发生 (microsporogenesis) ] 。 

2 配子 (gamete) 和 含有 性 分 化 的 交配 生 

Fe Mii Bl HB eB ACT” (meio- 

gamete) ,“ 人 性 原配 子 "( gonogamete ) 或 

"zones" ( 性 原 租 胞 ) 或 有 入 分 裂 [ A 

分 裂 配子 《mito-gamete) J 而 得 竹 胞 由 

WBZ AHMAR (gametocyte) 而 产生 配子 
(gamete) [ = 配 母 秋 胞 ' (gamontb 小 配子 

3" (gametangia) 配子 器 改 gametogonia )|. 

KA HY (metazoa) Aci Milla 5B MAA (98) 

AMT BRED LERBD [原始 生殖 组 胞 ” 
(primordial germ cell) ]> EAH 
(gonad) (HRA, HBR]. ERT 
发 生 (gametogenesis) #7 SME ASBE, 

Fe KE FB SRE an He (odgonia) > MIP 

(primary oocyte), KAIBA MAA(secon- 
dary odcyte) ASB MIA (odtide) [OR FH 

# (oogenesis)] it #4 08 2EHE 

2 MK (spermatogonia)» MRMAKREH 

HRB (spermatocyte ) ATM ( spsr- 
matid )l #744 (spermatogenesis )]o 

ESEMGARMIARSBEBRE, 

有 性 生殖 细胞 

有 灰分 妇 ”无 性 减 数 分 裂 ARROW BRORRT AKDART 
扔 配子 #8 Ac f- fe Be 

“ 

RB RC Fak Ha $ 

Y 
“i 

次 
配子 或 配 峡 细胞 



germinal selection 

Mz Rac ( gametangia )( 在 同和 节 植 物 

(thallophyta) 之 同 配子 体 (isogametan - 

gia ) 产生 同 配子 (isogamete) ; 同 节 植物 

fr #2 Ac + #8 (anisogametangia) #4 Raf 

(anisogamete) ;在 同 节 植物 产生 卵细胞 和 

Ue RAF FS IPAS (odgonia) 和 雄 器 (anth- 

eridia ) ] » 

germinal selection #i¢--j832 : | 4: Fa SnHAY 

AR AU EA— Bete 
— whee AARA ARH. 2 当 配 子 发 生 
(gametogenesis) fF HBBRMS BE, 

BH AS Fe SRNR 7 PBA, RPE BEE ALI TE 

at EVER MBG (gonial cell) FRB MH 
RZ Fi geo 
germinal spot 生殖 原 [ Purkinje, 1825 ]: 

SRAR RARE (nucleolus). 
germinal vesicle PRA [ Purkinje » 1825 ]: 

EE Fe AR SA a BK Op 28 BAG BZ SPE sR, 

(odcyte) 97% (nucleus) 。 

germination inhibitor 发 芽 抑 制 物 : 任 作 J 能 阻 

止 种 子 发 芽 主 要 过 程 之 专 一 性 有 机 分 子 ， 因 

此 常 造成 种 子 休 了 眠 性 (dormancy) © 
germ layer 种 质 层 : 多 细胞 ( multicel -. 

lular) 动物 之 早期 胚 内 、 外 和 中 胚层 (ectoe- 

endo-and mesoderm)fJ— KA Mila» A 

be a oy DA RAS AIS EL Oe 

A644 (embroyonic development) ] 。 

germline #2%[ Weismann, 1865] :在 

生物 发 育 期 ( BEY)» (PRR REC 

FH“ ATR” (cenerative) Mia [ = Mw 

(germ track ) ] 系统 的 租 先 配子 ( 精子 和 

SRADRG ) 。 吉 些 祖先 租 胞 与 配子 合 称 坊 生殖 
细胞 (germ cell) ， 与 体 棚 胞 相反 。 能 产生 
配子 之 形成 组 积 ， 在 其 形成 位 置 与 时 间 上 入 
物种 之 独特 性 ， 不 同 物种 问 有 很 大 的 区 别 。 

一 般 而 言 ， 生 区 和 翘 胞 和 体 和 细胞 可 硅 个 体 发 育 

期 之 早期 分 并 ， 某 些 动物 的 种 系 和 细胞 ， 由 竹 

胞 质 内 的 ”种 系 体 "(germ line body) 决 

定 其 特性 。 

germ plasm 种 里 | Weismann, 1883 ， 

1885 ] : BIG RGR By RE hy 
% ( genetic material) [有 具 特 定 化 学 和 

分 子 的 组成】，, 它 经 由 生殖 组 胞 (germ cell) 

[ = 种 质 (keimplasm ) ] 一 代 傅 到 下 一 代 。 

Weismann 以 杷 基质 仿 遗 传 特性 之 传 小 

Bk KBE MRE ia" A ”(Kei- 

mplasm )7E $65 fh BERBERA 

租 成 之 基质 (substance) ， 在 受精 卵细胞 发 ， 
BAAR BPR EEE RU Ie 

仍 保持 不 释 。 
germ track #83} : = 穗 条 (germ line) 。 

G factor G 因 子 [Totsoz ，1964 ;Ni- - 
shizuka and Lipman» 1966): BR 
i ($94 2% (genetic translation) 时 ， 能 使 

新 的 胜 肽 RNA 在 核 酶 体 (ribosome) 上 ， 

HA MBBS Pire2—-BEAB(tR 

NA 转移 酶 (tRNA translocase) J [@m 

t RNA #:4 84 (tRNA releasiag 

factor)]> EX SHRKERZ GTP 水 解 作 

用 ， 此 可 帮助 t RNA + mRNA FIBRE K 

B77 BPP, is HS SPIRE YAH 

AX fee ES SEA, BT FER BIR 

FAIA Ry, G Af x£A AUR BAY BABS ATX © 
giant chromosome 巨大 染色 体 : BAA—R 

ROBE ( 染色 分 体 ) CRRA RE 

体 (chromosome), {Ki8 “ SRMHER ” 

(polytene hypothesis) [ Koltzoff ， 

1934 ; Bauer» 1935] ， 由 单一 染色 分 

fE KAMR (endoreduplication) 之 重复 油 

期 而 产生 的 。 公 翅 类 (Diptera) 中 ， 各 种 租 : 
从 具有 过 种 典型 染色 体 的 特性 ， 其 染色 体 大 

小 较 减 数 分 烈 或 普通 的 体 和 和 胞 校 染色 体 纵 大 
200% ( 或 更 多 全 ) UL. ERMA, HK 
体 和 组 胞 上 同 源 染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 

some) 的 配对 [ m# & Mac# (chromosome 

pairing)], #8 Miz EX RAR RH, 

BRE Mie RE RA ieee ) 之 一 半 。 
fi—-B ARAB (fibril) 数目 是 物种 的 

B—}t, RBA 2000, RMHREAMA 
EAs SR 400-250 emf 15-25 
Am 之 问 。 

Prag ”染色 带 模式 “(banding pattern) 

[o# ae (band)] ， 傈 由 同一 位 置 上 租 成 

维特 的 相同 洒 色 粒 (ciromomere) 肾 密 相 连 

(配对 ) 之 结果 所 形成 ， 它 和 坊 染 色 体 的 高 度 

CRISES TB] APR Bae SE eR 
AD Ae. 染色 THA AE a EL 

WY RC LA se BFK "( puff) Fi“ CAR” 

(Balbiani ring) ， 此 种 变化 与 基因 活性 . 

(gene activation) # Bal > KH (puffing)]. 



ERAN CAR CRRARERE 

体 之 结构 和 与 双 翅 目 巨 大 染色 体 相 似 。 

gibberellin SH: BRED HERBY Zi 

4 8 F(phytohormones) he PH — Bo ERI 

2B (Pisum) » BEB( Vicia METH 

(Phaseolus) 中 ， 施 用 激 勃 素 可 使 许多 过 些 

单 基因 矮 性 突变 体 保持 正常 高 度 。 施 用 激 勃 
素 同 时 可 使 种 子 发 芽 ， 破 坏 休 了 眠 和 开花 ， 且 

能 诱发 单 性 千 实 (parthenocarpPy)。 其 化 学 

结构 如 下 : 

Gierke’s disease Giecke 氏 症 : BAR 

之 一 种 肝 糖 (glycogen) 陡 藏 上 的 遗传 病 ， 可 

BRAY - 6 - 磷酸 酶 (glucose-6-pPhos - 

phatase) 之 缺失 。 

glucose MQM: 广泛 分 布 在 动 植物 和 微 生 

_ 物 上 之 一 六 了 碳 糖 ， 又 称 之 念 葡 聚 糖 ( dext- 

rose )。 其 化 学 千 构 如 下 : 
°C H, OH 

hed oe 

Sai ie i eres 

H OH 
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G6PD ，6 一 磋 酸 葡萄 糖 脱 氨 酶 缺失 症 : 入 
人 类 之 一 逢 性 连锁 酵素 屋 常 现象 ， 具 有 此 证 

之 个 体 可 预防 刍 刀 状 冯 疾 。 和 无 葵 如 何 ， 吃 较 

多 豆 类 之 人 可 发 育 饥 塌 豆 病 (favism ) [ 此 
R— M4 itt KR Mi_( hemolytic anemia)]。 

glucose sensitive operons ¥{#) MR RRR 
F : 操纵 子 的 作用 由 於 葡萄 糖 的 出 现 而 被 阻 

SE, RRR BAR AMP ( cyclic 
AMP) 的 含量 ,因此 阻塞 正 向 控制 (positive 

control) 的 信号 (signals) 。 

glycogen 肝 糖 : 葡萄 糖 无 限 长 度 的 聚合 体 
(polymer) 卷 接 之 葡萄 糖 或 残 基 ( residue ) 

fel» FARK 1-4 糖苷 键 千 合 (glycosidic link- 

183 Golgi apparatus 

age ) o 

glycolipids 本 脂 类 : AAM{L (polar), 

水 性 (hydrophitic) MK(LAWIAM (head 
grouBp 的 脂 类 o 
glycolysis ” 糖 解 作 用 : 葡萄 糖 的 分 解 代 谢 

(catabolism) jE. . 

glycoprotein 4REOQ 8%: 

siduej 附 在 多 胜 肽 键 上 。 
Golgi apparatus 高 酮 基 氏 体 [ Ramon and 

Cajal » 1908): 动物 和 植物 细胞 ， 一 系列 

Hees th Seer eA KRM [ 局 

7A BIRR, IRB) “ BERE” (cisternae) ， 

“ J€%,” (saculles) % “ Bie fz” (lamel- 

lar unit) ]» HALLS BR ( 分 散 ) 

& MAM (dictyosome) Kise MAM ( gol- 

giosome)o It fiEERE (cisternae) RAR F 

BHE SE ;其 相对 长 度 在 种 与 种 问 是 不 同 ， 

RPAH SRR BOK 

小 , 砚 其 相互 关连 之 分 散 高 天 基体 成 份 而 定 ， 

ER REALS ny AB» SCA A Be 

层 (cortex) ] Ris# BRAKES AM © 

胞 。 

高 贾 基 氏 体 表现 出 与 分 泌 物 质 有 关 ， 包 

括 许 多 不 同化 合 物 : 

a. 动物 胰 细 胞 (pancreatic cell) 的 酵 

素 原 (zymogen)， 粘 液 质 (muscon) 的 分 沁 ， 

Ne FL Sle MH (gland cell) 的 乳 蛋 白质 (la - 

ctoprotein) » ARAKARS (thyroxin) Ay 

以 及 黑色 素 颗 粒 (melanin granule); MB 

原 (tropocollagen) »- BIR (collagen) 

b. 在 植物 ， 至 少 有 原始 细胞 壁 ( cell 

wall) 之 部 份 物 质 、 某 些 次 级 绷 胞 厨 的 成 分 

和 粘 沪 (slime) 。 

a PB 2k CAG SB AL AT RA A» 可 流动 

烃 由 其 和 结构 的 空 隐 一 直到 外 界 ， 因 而 离开 和 组 

Hl» BC (hi ny Ll ae RF Re RR, 

烃 由 和 胃 胞 质 移 向 细胞 质 膜 ， 而 将 内 含 物 释 出 

ia Ho 

高 页 基 氏 体 被 分 化 成 所 谓 的 ”形成 面 ” 

( forming face ) 与 “ 成熟 面 maturation 

face )。 在 后 者 的 空隙 ， 诸 如 聚积 ( accu- 

mulation ) 、 濞 缩 (condensation)、 圭 化 

(transformation )-， 和 合成 (synthesis ) 

过 程 ， 可 以 形成 高 顶 基 氏 体 的 产物 ， 如 同 新 

芽 携 带 高 随 基 找 体 的 赛 状 物 ， 亡 开 此 构造 。 

糖 类 残 基 ( re- 



gonad 

高 尔 基 氏 体 或 一 些 功能 相等 者 ， 可 让 入 

是 具 相 同 程度 完整 的 胡 胞 器 (organelle) , 

例如 粒 绿 体 (mitochondria) 和 质 体 (plas - 

tid) ， 有 了 关 高 了 基 氏 体 来 源 的 假设 ， 大 臻 

可 分 坊 三 类 : 

_ 1 4 (de novo origin) ; 

2 由 一 先 晓 构造 物 发 育 而 来 ， 和 

3 H-EF RRR BSR MX. 

AMDB RRER BH BSB 

" ROPERS” (Golgio- kinesis) , 
" A RB” ( Golgio- lysis)» #1 

" FDP ZEB” —-( Golgio - rhexis ) 

[ Sosa» 1930], 3823570 2Ri5 Hie BH 
FC HEA FP 8 65-E Bel 

gonad ”生殖 腺 : 动物 产生 配子 ( 卵 和 精子 ) 

的 生殖 器 官 { HERR (ovary), HARSH 

(testis) » HEREIR)EER IBS ( ovotestis ) ] 。 

gone ACP#El Zotsy» 1904 ): HRAGwM 

来 之 任何 生殖 细胞 (germ cell) 。 

gonia ER MARA : PRE Ma FEAT 

和 组 胞 (obgonie ) » i Dk HH (spermatogonia) 

[> 5PF+R (oogenesis)» FRE 
(spermatogenesis )] 。 

gonidia TERRA L Renner» 1916}: D+ 

殖 细 胞 (germ cell) 。 

gonochoristic HER HE) : 只 有 一 个 性 别 具 

有 生殖 腺 (gonad) 功能 的 个 体 , FT REA HEME 

BRS REE 2 [ = HERES AE conochoric)aKit 

KEIR HS (dioecious) ] 。 

gonocyte TERRA Renner» 1916 ] : 任 
何 未 成 熟 之 生殖 细胞 (germ cell) 。 

gonogenesis ACHR [ Levitzki » 1925): 

WR AA he (gones) 之 形成 。 

gonomery ”两 厅 染 色 体 分 立 [ Haecker » 
1895 |: HAA Hop BM (cleavage stage) 

RF, ACRE AIRES te 36 RS ER. 
gonosome f$#8[ Plate, 1913] : = 性 

染色 体 (sex chromosome) 。 

gonospore iif [ Rexzzpeyr ，1916 ]: 吃 

生殖 细 胸 (germ cell) 。 

gonotokont 性 母 锋 胞 [T Lotsy, 1904 ]:% 

RAR (meiosis) $, FEA aH (gores ) 

PEE (I HET [ = eEAL ADAG ( meiocyte )] 。 
gonozceospore ftiFPhiPF[ Oehlkers ， 

1956 ] : RRPAH EA HHH F (zoos- 

pore ) - 

Gowen’s crossover suppressor ”Gowen 氏 交换 

阻 遇 基因 : PRR Loe 
因 ， 符 号 垮 c(3)G 。 具 有 过 个 基因 之 雌性 同 

质 车 合体 ， 和 无 法 在 卵 母 秋 胞 杷 (oocyte nu- 

clei) 中 形成 联 会 复合 体 ( synaptonemal 

complex ) , 且 交 换 (crossing ovez) 也 同时 

被 洽 除 。 

G6PD deficiency G6PD 缺 失 症 : OO 6 -磷酸 

草药 糖 脱 甸 酶 缺失 症 (glucose-6-phosph- 

at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o 

Gperiod GREHA[ Howard and Pelc> 
1953 ] : RA 7 RETR RE 0 

GC, HEAMDA RABE Kes 
除 时 期 ， 而 且 是 蛋白 质 和 RNA 4 BIL! 
快速 率 进 行 之 期 ， 特 殊 酵 素 已 题 示 在 Gil 时 

有 和 锋 特 的 合成 作用 , G, 期 之 末端 ， 念 分 裂 间 

期 (interphase)S 时 期 (S _ period) 的 开始 期 。 

Go AR DNAS BG ( S 时 期 ) A FR 

BAM OAS HBR De. 1G, 
时 期 ch PS 组 织 蛋 白 (histone) 与 DNA 的 

SBR. RBM CHB, Mes 

始 形成 染色 体 之 缩短 。 

grade 坡 级 [ Huxley» 1958 J: hE 

2) ich — FOE AU BRR 
物 上 改 藉 的 单位 。 

gradient “” 航 度 ， 梯 度 : 标 性 系统 (polarized 
system ) ( 指 发 育 效 能 ， 形 成 特性 ， 代 谢 作 

用 等 ) 的 标准 或 程度 。 

graft-hybrid 巡 接 再 种 : 喀 嫁接 (grafting) 。 
grafting — 14S: 不 同 个 体 营 羞 生长 部 位 的 融 
合 ， 产 生 一 炭 合 体 (chimera) » eRe 
(graft-hybrid) 坑 植 物 具 不 同 基因 型 (geno- 
type ) RRR MIME, Ree 
胞 屠 傈 来 自 接生 (scion) MH, RHR AB 
木 (stock) ， 

Gram stain SMRRA: 用 以 区 分 血 菌 篇 两 
群 之 一 短 染 色 ， 革 苦 拱 阳性 租 胞 (Gram-po- 

sitive celi ) 在 丙酮 (acetone) 或 酒精 特 

殊 情况 之 股 色 下 ， 仍 保留 染色 现象 ,但 革 苦 
FC PRY: AAU AAS HEB 。 

Srana HY» EABER granum : ARB 
(chloroplast ) BRL AEFER (discs) # 

RZGRMEMEH HR. ZR BA 

在 之 位 填 ， 每 一 托 般 包 含 一 个 双 层 之 量子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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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4S malt 4 > FR FR 

A a Alpha I t 
B B Beta K K 
r Y Gamma A A 
4 5 Delta M 凡 
E € Epsilon N v 
Z 4 Zeta = é 
H n Eta O oO 

8 6 Theta nl 万 

化 体 (quantasome) 。 

granulocytes ”有 粒 友 胞 : AER MA 

AAA RAS FANE. AAAI SR : SEBEL 

白血球 (eosinphils) , 嗜 龄 性 白血球 (baso- 

phils) Leh | mE (neutrophils ) 。 

granum 。” 莱 粒 体 基 粒 [ Meyer» 1883] : 

坑 一 色素 体 (chloroplast) 内 之 构造 [ OK 

fi (plastid) ], HHS RRR ERAS 

FAN (granule) > FEET RMR RRP 

状 物 互 相 堆 入 而 成 之 柱状 物 ， 每 一 赛 (disc) 

包括 一 对 背 对 背 互相 感 扩 的 膜 ( SEER 60 

A), 2081 (gcana) Hrs SIRS 
相交 接 的 [ 也 同时 伸 和 基质 (stroma) 5 & 

质 层 ( stroma lamella ) ] 。 吸 收 光 的 色素 

fiz PA SEAT 

| gratuitous inducer KRBMWY : 阔 非 天 然 产 
生 的 一 种 化 合 物 (compound) ,只 然 它 不 能 从 

事 代 谢 ， 但 可 作用 篇 一 个 六 潮 物 。 

Greek alphabet 希腊 字母 。 

_ gregion 9 区域 LZee and Thomas » 
1973 ] : 芙 极 生 物 中 ， 沿 着 染色 分 位 上 相对 
的 短 DNA 区 域 ， 在 此 有 具有 重复 DNA (re- 

petitive DNA) 咕 序 群集 之 特性 ， 过 个 区 域 

ZPHREAGS 5nm 3% 10nm ( 15,000 

= 30,000 HRARN ) 或 大 移 坊 每 个 染色 
体 (PME) DNA 平均 长 度 之 一 半 ， 9 ER 
RP HARM RAR, MER BIE 

i eB EEE (b> EK) 是 属 
”长 非 重复 区 。 

groundpiasm 基质 : BRS Min A 

BANK, PER MIA Z “ REAR” 

(submicroscopic) KAMA MIA LE 
A(DRRETBRAR). HAL 光学 显 微 
RF “ GARB” (hyaloplasm ) ] BBE 
RH 2UBRK, BAMRASAKD. 
IER K SAMS (organelle) ， 诸 如 核 

ABH (ribosome), #2.4%48 (mitochondria) 

gymnoplast 

KE 小写 
#82 ¢3 gy *RS 

Tota P p Rho 
Kappa z Cr Sigma 
Lambda T 7 Tau 
Mnu Y v Upsilon 
Nu 中 中 Phi 
Xi X x Chi 
Omicron y wv Psi 
Pi 2 w Omega 

Gia (plastid) ( EMMMITA). wee 

(lipid droplet ) Al #UE (vacuole) o EA 

括 胃 胞 中 间 代 谢 ( intermediary metabo- 

lism) ZAM TBR ( 包含 ATP 合成 的 原 

始 或 交互 涂 径 ) RE CMMRBED, Uk 

BRB (aqueous phase) 之 大 部 分 和 胞 可 获 

性 先 晤 物质 (precursor)。 基 质 同 时 也 包含 

一 群 伸 和 缩 人 性 蛋白 质 分 子 ， 从 事 竹 胞 运动 之 功 

能 。 

group (unctional) 《作用 ) 群 ， (作用 )} 基 : 
一 群 以 共 价 键 (covalent bond) 车 合 在 一 起 

的 原子 ， 在 化 学 反 麻 中 的 行 坑 像 一 个 单元 。 

group-transfer reactions 基 转 移 反 麻 : 氧化 或 

还 原 反 应 除外 之 化 学 反应 中 ， 分 子 问 互相 交 

换 之 作用 基 (functional groups) 。 

growth curve “Raho : TERRE, BST] 
不 同 ， 和 胞 数目 也 有 改 释 ， 据 此 而 书 成 的 曲 

BAER th Re 
growth factor 生长 因素 : Heeb, 

胞 繁殖 时 所 必须 的 物质 。 

GTP Best = BM ( guanosine tri- 

phosphate) fio 

guanine Beis : 坊 极 酸 中 嗓 哈 之 一 氨基 。 

了 
N 

hy” 307 SC 13 
pee yl | 

NH -CC 多 —-H 

\s/ 
N 

guanosine triphosphate pit S42 = 1M ; 
GARGTP : 52/5 FA (translation) 时 ， 

所 有 胜 胸 键 合成 所 需 之 一 个 高 能 源 分 子 ( 其 
类 似 化 合 物 储 ATP ) 。 

gymnocyte fai: AANA 细胞 壁 (cell 

wall ) » Sich AAAS Pr > AD HS EB 
gymnoplast ARMA [ Kiister , 1935]: 
高 等 植物 不 具 toh (cell wall) Asie 



gymnosperm 

[ = 38 so, (gymnocyte)]。 和 与 具 尉 胞 体 (de - 

rmatoplast) #R (* 具 有 租 胞 车 的 植物 确 

胞 ) 。 酵 母 和 细胞 和 和 菌 常常 缺乏 其 细胞 厨 时 

RR + AR (protoplast), 裸 质 体 或 原生 
Af HMPERCSARHR, BRREA 

#2 (spheroplast) 或 半裸 质 笨 (semi-gym- 

noplast ) 5. . 

gymnosperm 裸子 植物 : 具有 裸露 种 子 之 

一 原始 植物 ， 如 松柏 类 (conifers), A RUE 
物 (cycads)， 公 至 树 属 (ginkos) 等 。 

gynaeceum ” 骨 营 群 : 高 等 植物 雌 人 性 生殖 器 官 ; 

FHHERS (pistil)、 花 柱 (style) 和 柱头 (sti- 
gma ) 所 和 粗 成 。 

gynander EMERG: = He i eA ( gynan - 

dromorph) © 

gynandrism EKER: FRR SH (cene- 

tic mosaicism ) 之 一 类 型 ; 显示 雌雄 同 

体 之 个 体 [ = 雌雄 绕 合 (gynanders) 或 雌雄 
fR#E (gynandromorphs) ] X X MiaAIX 

MiZRALE—HIOXREM (X-chro- 
mosome ) Jo 

gynandroid Bitz A > BBAT Whiting» 

Greb and Speicher, 1934 |: ORs 

# (gynandromorph)o 

gynandromorph Mt #8 [ Goldschmidt: 
1915 J: #ERESES ( BH ) (dioecious ) 物种 

FAARHERAH (sexual mosaic), [ KAK 

(chimera) ] HRB, SHOR-ROBRK 

tt, At > RHE . HERE RASH 

不 同 部 分 出 现 两 性 之 染色 体 所 造成 的 。 

HE ERR RE TE Oh B BSL ( HDR 

未 发 现 ) ， 它 题 然 地 属於 棚 胞 内 (intracell- 

ular) 的 人 性别 分 化 ， 而 非 激素 所 引起 ， 其 形 

成 有 下 列 数 种 途径 : 

1. 在 性 别 决 定 的 XX -XY 机 人 制 中 , He 
期 卵 型 (cleava ge) 和 遗失 一 个 X 染色 体 ( x - 

chromosome ) {RHEE HRA OB 

XO 型 和 胞 产生 ， 皮草 i el BS RE EE 

( QO RE ) : 

2 8 (polac body 7 KRM, 35K 
双 校 卵 和 类 胞 ， 当 雌 配 子 殿 型 时 [ OOK ( silk- 

worm) ]， 其 中 一 个 杷 有 具 一 染色体， 另 

—BY RAS, R-BHRBEHSA—X 

RAB T> RR OEHER EE 

3 #8 Meat, €e-fybho—Fs 

EASE, PRALEEY. LRBBHE. 

MER KZ BEE ABR BR ( me 

RM). 

4 在 第 一 次 卵 裂 时 ， REGGE BE 

所 形成 。 

雄 和 雌 部 位 的 体积 和 位 贰 ， 乃 视 开 始 形 

成 雄 雄 绕 体 过 程 之 时 期 与 位 雯 而 定 。 具 有 人 性 

激素 (sex hormone) 的 动物 ， 和 无 法 产生 很 明 

显 的 雌雄 左 体 ， 因 入 过 些 激 素 可 使 不 同 租 成 

的 组 彼 引 起 雌雄 间 性 (intersexual ) 的 发 育 。 
雌雄 获 体 例外 情形 如 Habrobracon 属 ， 

称 坊 男 化 女人 (gynandroid)[ Whiting ， 

Greb and Speicher, 1954] ,在 Ha- 

brobracon 属 ， 人 性 别 由 一 多 性 等 位 基因 ( xa， 

xb，xc 等 ) 系 态 所 决定 ,雌性 产生 与 刁 质 千 

合 性 的 人 性 等 位 基因 有 天， 而 雄性 则 与 半 合 子 

性 (hemizygosity) 或 同 质 烙 合 性 有 天 。 男 
化 女人 篇 单 售 体 ， 由 含 不 同人 性别 等 位 基因 未 

受精 休 核 卵 而 来 ， 在 雄性 生殖 器 与 不 同 基 因 

型 组 秆 之 染色体 间 的 接合 点 有 小 型 雌 生 将 

器 产生 ， 此 可 能 由 於 基因 产物 扩 散 到 其 中 一 

fiX GG Rit—-X@RE+HABEEH, 
而 造成 雌性 的 分 化 。 

gynephoric MBRAG Waardenburg » 

1932]: BRR RBH AES BY Ek AR (sex- 
linked), ARE, ERMHZEARR 
是 与 质 和 结合 基因 携带 者 (carrier) o | 

gynoautosome gittae FR yamamoto: 

1938 ]: 具有 对 雌性 性 识别 (sex realizer) 

之 体 淋 色 体 (autosome) [ 它 雄 性 体 染 色 笨 

(androautosome)] 。 

gynodioecious ere mentee (#B) [ Dar - 

win» 1877]: > me RAE ( 株 ) (dioe- 

cious) 。 

gynoecious MHI [ v.Uexkiill-Syl- 
lenband» 1901] : 只 有 雌花 的 植物 [ oO 
纯 友 植物 (androecious) ] © 

gynoecium | WAS: — RIED ATA D(a 
pel) 1). 

Gynogenesis MIZE [ Wilson» 
1925]: Ramet HS 4 2d (parthenogene- 

sis), BRECK RRIAK, Abe 
RARKELEBCASREBHS  BRER 

的 (gynogenetic) ]. [ = 偏 受 精 (pseu- 
dogamy ) ; 部 分 精子 (merospermy) J[@ 

or 

er ass 

— a, CU ee ae oe 

a es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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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 H (androgenesis) ] © 

gynomerogony ” 雌 饰 片 受精 : Re SHR 
— SR KA BA pe LA (andromergony)s 

BIR SAR ABER (maternal chromo- 

some ) 。 

gynomonoecious = tt HE METAIFA (#8) [Da - 
rwin, 1877): & 雌雄 同 株 ( 体 ) (mono- 

ecious ) 

gynospore ##f@-—[ Battaglia» 1955): 
= Kitt F (me gaspore)> 

gynosporogenesis FAT H#F[ Battaglia» 
1955]= Ai&-F B+ (me gasporogenesis) ° 

gyre eH: = 螺旋 (coil) (ORE MMR 
(chromosome coiling) ] 。 



Hh 

3H tritiumgy : 粤 的 放射 性 同位 素 ， Te 

WB, “4H 12.5. 
habitat Si: 由 一 特殊 集团 、 物 种 或 物种 

群 所 估 据 之 一 个 且 落 的 生物 环境 (biotope)。 
“++ t§322 ” (habitat selection) & 

一 个 适合 独特 物种 生 进 分 散 个 体 的 遗 择 ， 东 

RERBSAZBARY. KR KSE DH 

[RHE (localization) 之 一 最 重要 因子 ; 且 使 

物种 限制 於 他 们 独特 的 小 生 进 (ecological 

niches) 内 [Meyr，1963 ] 。 

| “生境 排斥 ” (habitat exclusion) 人 般 

两 个 相关 物种 生 卉 问 之 相互 排斥 。 

habituation #ii{t [ Binns and Meins ， 

1973 ] ESMMDYHEABESY BE 

细胞 改 区 之 一 型 ， 此 以 一 新 得 到 之 硼 胞 能 力 
EZLERBRWABHE. ACR 

BA, HHL IHERKA-BKARZ BAK 

帮 ， 肿 化 可 造成 基因 表现 模式 之 遗传 改 释 。 

hairpin loops 县 夹 通 旋 : 在 同一 根 单 股 (str- 

and) DNA 或 RNA 上 , 两 区 半 近 氨基 (con- 

tinuous complementary stretches of 

bases)# A RF iM & ABCA He eS oe he 

(double helix )o 

Haldane’s rule Haldane 氏 法 则 : 物种 和 品 

种 间 杂 交 造 成 的 子 代 ， 两 种 性 别 中 ， 缺 少 一 

4G, BKB, RBA KR Rae 
¥] (heterogametic sex) 。 

half-chromatid “ 半 染 色 分 体 : 构成 一 个 杂 色 

分 体 (chromatid) 之 两 个 稚 攻 ( fibrillar ) 

Kibo. DAE (interphase) 

RF» (A HS — 3 Mf (chromosome) 
NOK, ABSABHBLRE TE. 

ERE LKB 杂 色 体内 改变 
(intrachange ) 和 互 换 (interchange) HA 

He 2X (chromosome mnutation)]， 

+h SERK Sl Mi B2R ERE 

548” (half-chromatid aberrations). 

half-heterogamy + 20+ 52 [ Renner» 

1918 ]: >24+ % (heterogamy)。 

half-mutant 半 突 变型 [ de Vries » 1917): 

#2 ABS (Oenothera) FZ A RS ( Oe 

Lamarckiana ) Mf HAR AW (complex- 

heterozygous)7— “ ®#H”, “ENT 

或 卵 , 带 有 一 修 节 不 致死 的 染色 体 租 (geno- 

me ) 和 不 径 修 节 月 见 草 染色 体 租 ， 此 种 突 

SHS hes “Sew ,(full- 

mutant ) ， 包 含 已 改 构 ( 修 节 ) 不 致死 之 双 

剂量 染色 体 组 ( Cleland, 1962 ) 。 
RB Darlington(1931) , #7 sw 

坑 同 源 或 不 同 源 染 色 体 断 片 ， 很 少 发 生 交 换 

(crossing over) HE, AKER “BA 

#8” (complexes) [ 再 易 位 (retransloca- 

tion ) ] 发 生 有 效 的 交换 (exchange) o 

half-sib mating “ 半 同 胞 交配 : 半 兄 弟 与 半 姐 

妹 问 之 交配 。 过 些 个 朵 具 有 一 个 共同 条 本 。 

half-sibs 半 同 胞 : “只 有 二 梦 中 一 共 ee 

( RA ) 的 个 体 。 

half-tetrad ” 半 四 分 子 : 在 单一 减 数 分 裂 时 ， 

Po AR [ 一 个 二 价 体 (bivalent) 染色 分 体 ] 中 
之 二 股 必 之 [ 字 四 分 子 (tetrad)]. ERM 

之 重组 分 析 , 包括 X 染 色 体 的 粘着 attached- 

X- chromosome ) ， 可 作 和 坑 半 四 分 子 之 分 

析 。 此 和 扯 澈 数 分 裂 时 的 重组 相同 ， 其 四 个 染 

色 分 体 中 之 二 个 ,可 能 在 泪 数 分 裂 交 换 (cro- 

ssing over) 中 使 用 4 

half-tetrad analysis 半 四 分 子 分 析 : 4 RREX- 

i fH 8B A ¥5 SF (attached X-chromosome ) 

情形 下 ， 四 分 子 中 四 人 条 染色 分 体 之 二 人 条 能 纹 

” 重 现 的 重组 分 析 。 
half-translocation *Bft [ Herskowitz — 

and Muller, 1953] : 篇 一 个 相互 易 位 

(translocation) 之 半 ， 主 要 由 於 : 

LHRH MAM RvR, GB 

成 一 个 不 完全 易 位 ( BRRREAR AEA 

造成 下 一 代 稻 胞 的 死 它 或 不 正常 5 

2 刁 质 和 结合 体 的 分 痊 , 坑 一 对 称 的 易 位 ， 

其 中 一 个 配子 只 具有 二 个 相互 交换 中 之 一 。 
haplochromosome 外 倍 染色 体 [ Darling - 

ton ,1965 JHRRABERAREET A 

BNE EA HE PIRE (chromosome): 

KEZEABLOFREAM (hemicnromo- 

some ) ] ,由 正常 体积 之 一 染色 分 体 记 租 成 ， 

单 估 染色体 可 能 由 放射 笋 实验 而 诱 半 , 且 入 不 

一 致 的 Qiscordant ) 或 太 早 的 (precoious) 

多 次 有 绛 分 裂 (polymitosis) 之 特性 。 

haplo-diplontic ”和 单 骏 倍 体 的 : OP BRR 

( diplo - haplontic ) 。 

> ie 水 

— ~~ 



haploid ” 单 倍 体 [ Strasburger ,1905 ] : 

a he SBS By RISER HA (genome) 或 

#: @ 4848 (chromosome set)» ， 有 一 个 以 上 

ARS ( PINAR Ai) Bele, A 

其 功能 储 十 分 明显 的 。 病 毒 和 竹 菌 的 基因 和 粗 

GA ASRS, ARREB, AR 

GA MATE | BRS BABA” (ha - 

plophase )]f9—a > EABAW2Z OIF 

fete > (ARH 40H, ( somatic cell) 

CRRA. AB fhe ch KAS GOB 

ABE PPR RR EK Bt BEF ( par - 

thenogenetic development ) [ O Bt + 44 
(parthenogenesis) ], isiH®RBLB 

“3 7348-4” (monohaploid) ， 他 们 全 所 

得 的 ”多 元 单 合体 “”(polyhaploid) 不 同 ， 
此 种 单 合体 个 体 是 由 多 倍 苯 (polyploid) 物 

征 所 产生 的 。 

依据 特殊 舌 胞 的 特征 ， 例 外 的 单 合体 可 

LLSRRAES FINRA (Kimber and Riley» 
1963) ( 见 下 图 ) : . 

多 元 单 合体 的 确 胞 遗传 组 成 各 有 不 同 ， 

视 其 来 自 何 种 型 式 的 多 信和 体 而 决定 。 非 整 单 

48-48 (aneuhaploids fH #x GMA, WIEB 

Bf AS BLAS IE Re Dots» «Ay PE BE BB (eu- 

haploid) ZAHM, JF BR) HEA 
外 的 染色 体 或 是 染色 体 缺 少 ， 此 与 整 单 合体 

有 了 关 。 更 进一步 而 言 ， 额 外 的 染色 体 可 能 坑 

某 物种 染色 体 粗 之 粗 成 分 子 ， 或 可 能 坑 外 来 

种 (alien) 工 例如 ， 附 加 单 合体 ( addi- 

tion haploid) ] ， 在 正常 染色 体 租 之 一 个 
染色 体 缺 少 之 单 合体 [ 次 单 合体 ( subha - 

ploid ) 或 缺 数 单 合体 (nullihaploid) ] 是 很 
DBR. fe BE (substitution ha - 

ploid) 具有 一 个 或 更 多 的 外 来 染色 体 替 代 某 

189 haplontic 

物 征 专 一 性 的 染色 体 。 钳 分 裂 单 合体 ( mis - 

haploid) & AK vm PA 

(telocentric chromosome) ， 和 某 些 染 色 

体 钳 分 裂 的 衍生 物 [ O+ HDR (centro- 
mere misdivision ) ] 。 傅 照 染 色 体 的 构 

成 ， 不 同型 式 单 合体 的 减 数 分 型 行人 篇 亦 有 所 

不 同 | > # @ eH (chromosome pair- 

ing) ]o 

Resistant 单 倍 二 倍 体 : EEX HYD 

( ARM ) 所 发 现 之 一 种 遗传 系 杭 ， 由 未 

受精 的 卵 所 发 育 之 个 体 往 雄性 , 且 人 入 单 合体 ; 

MHEME AH SHIRA TK ARBRE. 

haploidization ” 单 倍 体 化 : RAR, A 

43-44 (diploid) (4438 48-4 (haploid ) 柳 

胞 ( 或 品系 ) o PAPERS (LES Bett ( parase- 
xual) JHRAAS pRB, RBA RASH ee 

去 染色 体 而 造成 的 ， 一 染色 体 在 一 时 间 内 ， 

FA A. aft (nondisjunction){(# 2 #&# (aneu- 

ploid) AY + fi) 2 a aS BE BG ( EH )K. 

BRR RILEOM, RABHANS PAS 

立 ， 因 而 多 得 一 品种 之 不 同 单 合体 。 

haploid number 音 倍 体 数 目 : 配子 染色 体 数 

A> ARUN RAZ o 

haploid parthenogenesis Bi /=#@ Ritt + 5g ; 在 

Reh, —BERRKES AER MBEB 

一 个 体 之 情形 。 
haplontic 单 倍 体 的 : + mie [ BH ( ha- 

plonts ) ] 在 其 生活 过 期 中 ， 沽 数 分 裂 发 生 

RAF, GROMER. Pn: AB 

Sy Wk te BS A AE BR. AURA HY 

均 属 之 [ > # E448 (diplo—haplontic); 二 

4% (diplontic) ]. RAMBBHAT 

ROE. *#Heh, tems K-A 

抗 性 孢子 ， 使 生物 能 渡 过 不 利 的 环境 ( Bie 

division 

单元 单 倍 体 (katayama, 1935) 

整 单 倍 体 
(euha ploid) ~~ 
(katayamia, 1935) 

和 单 倍 体 

5 © #8 (Iwanow, 1938) 

7 8 
ie rer TT TTT 

(katayama,1935) | 

二 体 单 倍 体 (n+ 1) 
sa ora 

Jk eH a 缺 数 单 倍 笨 (n-1) 
eneunaptota) emir (n-1+1/) 

Be TIS iF 15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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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 
oe 

AKOW pigs 
: RE mF 

aa TOF (s) | 
人 单 倍 期 (In ) 受精 作用 

WEA Sem (20) / 
合子 

B48 在 许多 所 发 现 藻类 中 ， 单 倍 体 的 生活 遇 

期 模式 图 ( 仿 自 Cook 1965). 

48 ) 。 

haplophase ” 单 倍 期 : 生活 遇 期 的 单 合体 期 或 

世代 [ 依据 Winkler» 1920 B2ZRAF 

期 (gamophase) ] 。 由 减 数 分 烈 千 束 至 受精 

前 之 一 段 时 期 ( 合子 形成 ) HR 倍 期 

(diplophase) 易 於 区 别 。 
haplosis CHF: 体 细 胞 染色 体 数目 之 减 

数 分 裂 减 半 现 象 [ 它 沽 数 分 裂 (meiosis)j。 
haplosomic ” 单 体 : = 8 it 4#( monosomic ), 

haplospory Hif&+ #8 Battaglia » 1947): 

在 一 正常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过 程 中 ， 由 一 

母 租 胞 产生 和 无 融 生 殖 发 育 (apomictic deve- 

lopment ) [ at A (apomixis) ] 之 

— ERC FE (gametophyte) 。 

haplo-triplo-disomic ft - == — Fea): + 

88 BRS ( 物种 独特 性 ) ， 但 其 中 一 个 正 

常 染色 体 由 一 个 等 尼 染 色 体 (isochromo - 

some) 来 取代 的 和 细胞。 过 些 个 体 中 ， 一 个 仿 

BRM (monosomic ) ， 在 相同 染色 体 之 其 . 

fi 3 ERE (trisomic) ) 。 ; 
haptens “” 畏 抗 原 ， 半 抗 诛 : 本 身 不 是 抗原 

(antigen) 的 小 分 子 ， 但 与 其 他 大 分 子 共 同 

作用 可 刺激 抗体 的 合成 。 
Hardy- Weinberg law 哈 地 . 温 柏 定律 [Eur- 

dy，1908 ;Jeizbperg，1908 ] :在 集 

国内 基因 频率 (gene frequency MAR H 

率 (genotypefrequency), LRSM in, 

TERA A REY» EU — i EA 
(gene pooi) 造成 基因 型 的 平衡 ， 在 一 大 的 

= R228 (population), BRL, 

#2 (migration) RBH, KAARMK 

因 型 频率 代 与 代 问 均 保 持 固定 的 ( 指 集团 成 

SSH . 温 柏 平衡 ) 。 御 等 位 基因 A 和 集 

BABAR SBA. BPE) 之 频率 

Bp (1-q). Axe Rac, Bl 其 雄 

AFfqA+(1-q)a, 雌 配 子 仍 坊 qA+ 

(1-q)a ， 交 配 后 所 生子 代 ( 基因 型 ) 可 

依 下 列 二 项 式 公式 算出 : 

[qA+ (1-q)a]x[qA+(1-q)a] 

= q?AA+2q(1-—q)Aa+(1—q)’aa 

headful hypothesis 要 点 学 说 | Streisinger 

et al., 1967 ; Thomas et al., 1968]: 

ARM RBA RRR BRAK 

HBS DNA 的 一 个 学 襄 [> BRA (ge- 
netic circularity ) ; R36 #& (terminal 

redundancy) ]. Ki##EHSR> (BIA 

EARLE MH y(concatemers) RK 

熟 病毒 染色 体 ， 是 经 由 一 和 遗传 位 置 独 立 的 作 

用 和 依据 被 可 体 (capsid) 体 积 之 染色 体 断 列 

系统 而 完成 。 

heavy chains #898 : SMI RRAEA (im- 

munoglobulin, m. w. #7 55,000 ) 的 较 

重 多 胜 肽 链 成 分 。 

heavy isotopes SIL: 原子 具有 较 普 通 

同位 素 (MN, 31°C ) 需 多 的 中 子 (ne 
tron) 因此 也 具有 较 高 的 密度 。 
heavy shoulder DNA 重 再 DNAL Comings » 

1972 ]: RX BREDYWEP: 一 个 DNA 

分 子 的 分 骨 家 系 ， 它 本 身 可 在 主 带 DNA 

(main band DNA) 之 重 侧 ( B&2GC) LR 

7 — (FER KE R(non-Gaussian skew- 

ing). HA DNA 不 能 分 开 成 明显 可 区 分 之 

冲 (distinct band) » 亦 不 包含 一 不 对 称 含 

BZ SRE) BH EH DNA (repetitious 

DNA)> ERAGRE, EMRE 

位 或 特定 染色 体 上 。 

He .La cells HeLa 细胞 : 取 自 癌症 ( carc- 

inoma,cancer ) 病 人 杜 部 所 建立 的 细胞 系 

{cell line) ， 多 年 来 ， 用 於 生物 化 学 及 人 

类 和 胞 坛 养 的 研究 上 ( BH : He La 是 得 

癌 死 去 小 女孩 Helen Lane AFH ) 。 

helix Sie: AA BHD (repeating pat- 

tern ) HeRbenss, He Weg (rota- 
tion ) R@## (translation) 所 共同 决定 ， 

若干 普通 生物 之 聚合 物 ( polymers ) AR 



旋 构 型 。 

helper virus 助力 者 病毒 : 病毒 具有 一 种 或 多 

种 功能 者 EMA IRI ( defective 

virus) A RAREDRE, B— AHA ASR 

缺陷 病毒 与 助力 者 病毒 ,只 有 前 者 才能 繁殖 。 

hemi-alloploid “” 半 办 源 倍 体 [ Love and 

Zoue，1949 ]: =m DRS (seg- 
mental allopolyploid) [ >it} (al- 

loploid) ] 。 

hemi-autoploid “ 半 同 源 倍 体 [ Love and 

Love» 1949 ]: SHE bAtheR Fl ie S15 
#@ (autopolyploid) » RK MtMARRS 

586 (allopolyploid), KARATE 

ches $8 Fea) He FB 8 AG Fs) EF TT 2K 

hemichromosome 半 染 色 体 [ Darlington ， 

1965 J: 当 任 何 杂 色 体 (chromosome) 形 成 

时 ， #5} SA fai (interphase) fj BH @® (re - 

duplication) RMé), M#B-EDRRRAD 

fo HKRRABAREASECRR RRA 

种 生物 正规 再 复 侈 染色体 长 征 煌 状 成 分 之 一 

半 [> 蛙 倍 染色 体 (haplochromosome ) ; 

48 43.3. 6 Ah (diplochromosome) ] © 

hemicompatible +#Att: OM Be Fa, 
(di- mon mating) 。 

hemihaploid ， 半 单 倍 体 : MH > MBAR 
或 个 体 之 染色 体 数目 ， 只 有 正常 配子 [配子 
A fh HE BY (haploid) ] 的 一 半 ， 此 可 能 由 多 

伪 体 而 来 。 
hemiploid 半 倍 体 | F.v. Wettstein ， 

1932 ] : MURS SS A IF aS 

B2—+ [LOB (haploid) ] 。 

hemizygous +87: 基因 型 中 的 基因 只 出 
现 一 次 ， 非 像 等 位 基因 (allele) 成 对 的 型 式 

[ 例如 单 合体 ， 在 性 染色 体 (sex chromo- 

some )f4¥ 34U 8 R(differential segment), 

RES HS BRR MH (aneuploidy) KH 

f& 38 BBL IB KAT RK J» 

hemizygous gene FAFA: 以 单 剂量 出 

现 之 基因 ， 在 单 合体 生物 中 它 可 能 是 一 个 基 

因 ， BRS Ac te 3 (heterogametic sex) 之 

-~AEBARA, RR—-PikKR AGA 

之 染色 体 节 段 中 的 一 个 基因 。 

hemoglobin 血色 素 : 和 红血球 中 携带 氧 的 蛋白 

A. 具有 两 对 相同 的 多 胜 肽 链 (polypeptide 

chain ) 以 及 一 个 含 缴 的 正 铁血 红 素 (heme)o 

hermaphroditic 

hemolysis ”溶血 作用 : mek Miz HI 

hemophilia MRK: RAMZ—-BHAAR 

传 病 ， 患 此 证 者 不 能 使 血液 凝结 。 

herbicide 422M): 能 杀 死 杂 草 之 化 学 药剂 。 

hereditary determinant jit: B—itt 

ORME iL, HMA TMH. —{A 

i (SEF > MI RER RARE ( MURR). ， 

或 非 当 色 体 的 ( OA, AHHH), A 

在 一 个 生物 个 体 基因 型 (idiotype) 中 ， 遗 传 
定子 之 存在 ， 对 一 特殊 性 状 (character) 

的 表现 十 分 重要 | OAH (inheritance)]o 
hereditary disease ” 址 传 病症 : HRAAZ eH 
(gene mutation) 而 产生 的 病理 状况 (patho- 

logical condition ) WAU RAE. 

hereditary factor 遗传 因子 { Mendel, 1865): 
= dhe F (hereditary determinant). 

hereditary fructose intolerance 址 传 果糖 AR 

2: 坊 一 逢 人 类 遗传 之 情形 ， 保 由 缺失 一 个 

ES (GRR B (adolase B) 酵素 所 引起 。 

Hereditary Genius “遗传 天 有 赋 : BF.Galton 

(1869) 所 出 版 有 关 人 类 址 传 之 书 。 
heredity “遗传 [ Spencer, 1863]: 生物 
ZT RE SRE, chat 

1%4n % ( genetic material) [ #43 8° 

(genetic information ) 的 储存 ] ERRA 

BORE, MHRA ARB 
传 信息 完成 [ at SR ( genetic trans- 

cription ) 5; d4@##2# ( genetic transla- 

tion ) 5 1#44R (genetic code)] . RH 

学 (genetics) 坊 研究 遗传 的 一 门 科学 。 
heritability “遗传 率 [ Lush» 1949 ] : BR 
型 迪 方 (variance 是 由 和 遗 传 而 来 之 比例 。 即 

在 特定 集团 之 一 特殊 性 状 ， 其 遗传 楼 方 除 以 

REBALO PR ( variation ) ] >; Hee 

Vo/Vrp 或 Ve(Ve+Vs)， 此 处 之 Ve。 BR 

BA ;V，。 RARDBA 5V. RRB - 
和 遗 传 率 通常 以 百分率 表示 之 ， 随 所 观察 

环境 成 分 之 构 方 增加 而 沽 少 。 它 可 以 用 来 估 

ARATE AWE 。 

hermaphroditic 雌雄 同体 的 ， 雌 雄 同 株 的 ， 

PATE RE: 在 生活 史上 相同 [同时 ”( simulta- 

neous) 或 同步 化 峻 雄 同 体 {fsynchroneous 

hermaphroditism) } 或 不 相同 [ 保守 雌雄 

同体 性 Iconsecutive hermaphroditism)] 

时 期 中 , 个体 [MERE Fl HY (he rmapltrodite)] 



herpes 

AAR RE AEE AE. Bay eA RR 

ZC REPIHERL TE MER SCRA protogynous) 

- RAR, RORARHEH: RESBLRH 

5 RECA (protandrous) HERR, 

RIE SRR. RRB RHE. 。 雌 雄 同 器 

动物 的 配子 ， 可 以 产生 各 别 之 生殖 腺 SA 

(testes) 和 卵巢 (ovaries) ] 或 产生 相同 之 

生殖 腺 (gonad) [ J8# (ovotestis) ]. B 

-一 佰 性 别 均 在 同一 花 邓 内 |[ RR BiLAD 

(cryptogam) 情 形 下 之 原 侍 体 (prothallus)] 
时 ， 汪 个 植物 之 配子 体 (gametophytes) 称 

之 往 雨 性 花 (hermaphrodite) ， 若 在 同一 株 

植物 ， 但 雌雄 配子 成 熟 於 不 同 的 花 上 ， 一 般 

7 BHEREIK (monoecious) 。 

一 集团 若 唯 一 雌雄 同体 个体 存在 时 ， 称 

之 入” 平衡 雌雄 同体 的 “(balanced herma - 

phroditic ) 。 一 集 园 大 邵 分 包含 各 种 不 同 

PAE BER ES MERE ES. “bah SRR 

RH He ERR SAR TER 

雌雄 同体 的 "(unbalanced hermaphroditic) 

herpes MBAS: 一 种 外 有 覆 蔷 的 动物 病毒 ， 
BRS 200nm， 有 共有 一 根 绿 状 的 公 股 DNA 

SF. ARO + MH REM (capsid), — 

ise herpes 式 的 病毒 可 能 是 伤风 酸痛 

(cold sores ) ， 带 状 疱疹 (shingles) 以 及 

单 术 勿 血球 增多 年 (mononucleosis) 的 病因 。 

Hers’ disease ”Her 色 症 !: 和 信人 类 之 一 种 遗传 

土 所 生 之 糖 元 (glycogen) 卫 存 疾病 ， 是 由 葵 

ih S FF RRB IC ARR BS (liver glycogen pho- 

sphoryljase) 所 引起 。 

hertone “” 非 组 织 蛋 白 [ Coles 1972]: = 
非 组 纺 蛋 白 染 色 避 蛋白 轩 (non-histone 

chromosomal protein ) 。 

heteroallelic RSM AH Roman » 1956): 
基因 RS (LK R"(heteroalleles) HRS 

BB: ISAS Ie BAT (mutational sites), 

BFF) fiz EA (homoalleles) # /AAfiz BZ 

RST RBH ED = 不 同和 相同 等 位 基因 

(alleles)] 。 翼 等 位 基因 的 基因 对 ， 由 基因 

ARE th XA (crossing over ) 而 产生 重 

6S > 在 同等 位 基因 刍 之 基因 , 则 乱 些 现象 。 

heterobrachial SM (3 f8N Sorokin» 
1929 }:->> REM (chromosome arm), 

heterobrachial inversion REG: =H 

ffir (pericentric inversion) 。 

heterocaryon 4x98 RH: = Riges 
(heterokaryon) 

heterocentric SPRAY [ Sears and Ca- 

mara» 1952 |: KR? fp a (dicentric ) 

染色 体 或 染色 分 体 [ "52 ch AA AY (hetero- 

dicentric) ], HY? fp (centromere) t 

MUR PR, REbDMARATR MRM 

节 (monocentric)， 换言之 ， 他 们 在 后 期 

(anaphase), 不 形成 染色 体 (chromosome) 

EX Ah 5 Ste © 

heterochromatic #3] ay [ Heitz1928, 

1929 |: 在 未 期 、 分 裂 间 期 和 前 早期 ， 具 有 

Be BSR HSS TK ZS Re 
fe, it 8a if 4 f A Ay (euchromatic) MHS 

REA. BS CR RaSR “ERE ” 
(positive heteropycnosis) , RAAF 

染色 体 区 域 或 情人 染色 质 染 色 体 之 定义 ， 指 染 

色 体 在 和 胞 漂 期 中 某 一 时 期 可 移 坑 刁 固 缩 的 

(heteropycnotic), 即 是 显示 出 “ 婴 肖 期 的 ” 

(allocyclic) [ORmM(allocycly) ] 行 

Bo 

Kat RRA REARS (KH 

68) ZEDUERT+TAR BR“ Rhee 

@” (heterochromatin)Z ARR “ BAe 

质 (euchromatin) 相反 ， 但 其 代表 着 整个 
BY Ba lik fy YL fe R (chromonemata) 和 染色 稼 

HERE ERNE LS IR 
1B EAS ih EE TI a BT RE BS 

或 非 循环 式 HBL Cooper» 1959]. 

BRHBBAK, “RHA” HEB 

<RAA(gene) ACR“ BREA” 2H 
色 体 和 组 (genome) 相 上 比较 时 ， 显 现 极端 不 重 
要 ， 然 “ 虹 桨 色 质 ”具有 下 列 之 许多 功能 

[ Cooper» 1959 ]: 

] 在 基因 中 ， 它 控制 突变 (mutation ) 

之 发 生 , 改 丢 狂 特 的 基因 作用 (gene action， 

9} BR # (penetrance}fil #—# (specificity) 

RR LHR AREA SAME teste 
用 改 释 。 

2tER EEA EA] + BA centromere) 

和 端 幸 (telomere BE CRE REX 

(chromosome mutation) 之 过 程 ， 阻 止 有 

灰分 裂 染 色 笨 配对 (chromosome pairing), 

APR Bicrossing ovenAlX X(chiasma) 

(ER RRB B+, A eH - ERK 



以 及 逆向 配对 和 连接 的 特性 , 同时 造成 花 斑 

现象 (variegation) 和 染色 体 粘着 (sticky) 

之 效应 。 

3 在 染色 体外 ， 它 控制 秋 胞 杷 之 所 有 桨 
色 体 之 大 小 ， 调 节 其 他 染色 体 之 交换 、 配 对 

和 分 砍 现 象 ， 冰 对 存在 其 他 染色 体 上 能 产生 

花 斑 现 象 之 基因 具有 控制 作用 。 

4 ERE EL ERR RER > ZA 
A- BCMAURBEREACAHAR, 

fal BE By FE ill SE BSE A FRE (nuc- 

lear envelope). : 

5 在 和 胞 中 ， 它 对 细胞 大 小 之 控制 及 有 
秋分 裂 之 进行 ， 扮 演 重 要 任务 。 

6 在 发 育 上 , 它 可 调节 生长 和 分 化 速率 ， 
它 对 性 列 决 定 (sex determination) LAH. 

演 一 个 重要 任务 。 

7 在 物种 分 化 (speciation) 上 ， 它 供给 

中 性 固定 物 (neutral anchorage)， 在 染色 

体 突 沟 中 ， 和 补充 染色体 那 位 ; ”使 染色 体 民 

(chromosome arm) 数目 增加 , 与 重复 基因 

BUR DN. MEA RADE. 

8 eit, RRS AR IF ER 

特殊 位 置 。 1 

上 述 之 功能 ， 有 些 已 被 引导 ， 但 有 些 从 

未 被 引 司 ， 特 别 有 趣 之 事实 ， 指 出 ” 殿 染 色 

质 ”对 基因 作用 具有 抑制 作用 (repression) 

[ > 9 1K (dosage compensation) ; 性 

#%@,& (sex chromatin) ] 。 在 分 裂 问 期 极 

中 ， 贾 染色 质 区 域 或 整个 人 染色体， 与 常 染 色 

质 上 比较 时 ， 它 蛛 示 遗传 转 儿 作用 不 活性 [ 没 
有 依靠 DNA 合成 RNA 之 作用 : Bide ee 
984% (genetic transcription) 之 作用 ]， 

且 其 夜 秽 进行 较 晚 。 
heterochromatic fusion ”办 染 色 质 融合 : O 
染色 条 配对 (chromosome pairing) 。 

heterochromatinized ”办 染色 质 化 : HRAA 
RACER, SARA EAH ( hetero- 
chromatic) Bei I7RS, 4 MiSs bee 

im ( 与 染 色 质 化 作用 ( heterochromati- 
nization ) ] MARR AA Ay Ke [om 
置 效应 〈 position effect) ( Coopers1959}. 

heterochromosome itf2#@ [ Montgo - 
mery» 1904 J: HORSE fe] a ap se BAA (au- 

tosome) [ 常 染色 体 {euchromosome) ] 的 

大 小 、 和 形状、 或 行 仿 不同 之 染色 体 。 现 今 通 

heteroduplex 

2 oF FE be ht @ BB (sex-chromosomg 的 同 义 

词 [ = R4Lfa 88 ( allosome )] © 

heterocytonic Siw #8A) [ Catcheside» 

1958 ] : —{B Anh os ARE ( mycelium ) , 

[ ee ] ， 包含 遗传 上 不 同 络 了 胞 质 ， 是 由 

7 fale AGB EF (hereditary deter- 

minant) 决 定 其 特性 [ some KK A(plas- 
mon ) ] 。 此 与 “同胞 体 的 “(homocytonic) . 

有 明显 的 不 同 ， 办 胞 路 (heterocyton) 和 同 

HARE — 4 dal» $a $LAZ HG (heterokaryon) 和 同 

BBABAT> {PRBS HERR [mo RR 

体 的 (heterokaryotic) ] 。 

heterodichogamous Fix RFA) : OM 

a 24 FB %.44 (dichogamous) 

heteroduplex R##stl Levinthal» 1959): 

—{HiX (duplex) RRAF, BehoTA 
BROTWE (BEKHRE ) HARB 

‘$i LThomas» 1966]. 

«| RBA —_ (mutational hetero- 

.dgplex) : 42—(Hi SHRM S— DNA 
BF HRB, BMS FER 
HEREFRAHHREA, MAL FARE 

EAR BAKES TRAE BP): 

2 BARARASt — (recombinational 
heteroduplex) : —@ ix DNA 7FEREB 
遇 期 中 随后 立即 产生 一 朵 本 型 和 一 重 租 合 型 

的 分 子 。 KAR B18 48 (genetic recombi - 

nation) 的 断裂 ~ 重 接合 模式 (breakage-re- 
union model) ， 断 裂 发 生 於 沿 著 互 成 配对 
DNA 分 子 之 同一 位 置 上 ， 而 重 租 是 由 於 两 

断裂 片断 间 重 行 联合 。 此 过 程 可 在 两 个 原始 

DNA 螺旋 间或 两 股 癌 ( 一 个 来 自 每 一 相对 

STH) 发 生 。 新 形成 重组 型 的 股 ， 可 作 篇 

其 互补 者 合成 的 模板 ， 或 他 们 可 与 未 参与 断 

裂 重 接合 之 条 本 型 分 子 形成 螺旋 ， 在 后 者 可 

产生 重组 的 民 复 式 ， 每 一 双 股 的 分 子 ， 是 由 

一 条 本 型 与 另 一 重组 型 多 核 苷 酸 链 所 构成 。 

一 
DNA rer NEE 

fe 8 aha 

ps oN Rt 
— mH 

Me 



heteroduplex mapping 

heteroduplex mapping 72st [Davis 

and Hyman » 1971]: = DNA 分 子 氨 

ARR pHi. 2h eR oF Pr 

和 组 成 ， 其 中 一 DNA 股 是 由 一 DNA 分 子 而 

来 ， 而 互补 DNA 股 来 自 其 他 。 不 完全 同 源 
区 域 ， 存 在 着 未 配对 旬 股 区 域 ( REX ) 

且 有 关 分 子 之 一 末端 ， 可 由 电子 是 微 侍 来 辩 

就 和 计量 的 。 

heteroduplex repair “办 复式 修复 :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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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ametic BAGH FAYL Wilson ,1910]: 
ERMADAR. PHBE SIR EF 

”种 型 式 的 配子 ( 决定 雌性 与 雄性 者 ) 。 旺 

DNA 之 情 复 式 区 域 的 校正 ， 记 假设 之 址 传 
重组 和 各 种 现象 扯 它 有 关 的 均 包含 在 内 上 如 

2% HH # (gene conversion), BA TR 

(high negative interference) » Mah 

(map expansion) ]. RR ABE ZF FI 
包含 下 列 数 种 : 1 SR DNA ZBRABK 

ROB 2RARAR ARES REA BE ; 

fais 235 ia 7 a BREA DNA 
Bik a) IP RGR BR AR; 3 由 一 

WERE? REA ei es SS—h BAX 

结构 ， 在 过 个 过 程 之 和 遗传 信息 ， 是 由 一 股 瑟 
移 至 它 的 互补 股 。 

REACENERR RASS. BAA 

F Fle BAR - Me 

heterodynamic $2897) (基因 ) { Wadding- 
ton» 1953 |: OR HA( 基因 )(homody- 
namic). ~— 

heteroecious (HE) FEtIAAY (Age) ， 

转 主 寄生 (BH) (Correns, 1928}: 1 由 

不 同 个 体 产 生 雌 雄 配 子 [ = 雌雄 与 株 的 (di- 

oecious)]:a) 包 杂 生 同 区 ( diploheter- 

oecy)> S234 (diplophase) RREHEREK 
(dioecy), Alb ) HEA lta (hapioheter- 

oecy)» 在 单 售 期 (naplopha sd MERER Hk 

上 7 » 1929 J. - 

2 PABA ZENO I: 5 A 2 I Ed 

生 在 不 同 寄主 上 。 

heterofertilization ZK: 由 不 同 遗 传 租 
成 的 配子 ， 经 受精 作用 ( fertilization ) 而 

TZ REAL AEB (Darlington and Ma- 

ther» 1949). 

heterogameon SACS #8l Camp and Gil- 

ly» 1942 ] : 由 品种 租 成 之 一 物种 (spe- 

cies )， 权 由 自 交 而 半 致 一 形态 稳定 的 集 园 ， 

构 杂交 后 可 形成 数 种 不 同型 式 之 活力 和 可 育 

的 后 高 。 

“同形 配子 的 ”(homogametic ) # BAIR. 

性 #] © (sex determination) # XX - 

XY 或 XX-XO 型 下 , RA—WX RAHA 
—FY 2H, RHR G-AX RABE 
Ws “ RECHG ” (heterogametic sex) [ = 

SAC +f Why (digametic) ] . AMA: 

AE pk tt 648 (sex- chromosome) fy KX 

雄性 坑 屋 形 配子 ， 雌 性 坑 同 型 配子 。 

heterogametic sex RACER: 可 产生 等 数 不 
同 配子 的 性 别 ( PUAN. 产生 X BAY PAE) 
[Fact] ( homogametic sex )] 。 

heterogamous “” 具 吴 形 配子 的 -; 具 两 类 花 的 
[ de Vries» 1911]: M@ORRSOR 
(complex heterozygous) 的 型 式 ， 雄 配子 

所 传 返 的 基因 或 基因 复合 体 ， 岳 雌 配 子 不 同 

的 。 此 与 具 同 形 配 子 的 (homogamous) 杂 种 

易 於 区 别 。 

heterogamy 与 配 生 殖 : 
生殖 )(anisogamy) © 

.2 两 个 人 性别 世代 的 交替 ， 

性 生殖 , 但 另 一 性 别 则 以 单 人 性 生殖 (parthe - 

nogenetic ) BZ [ORR (alterna - 

‘tion of generation ) 3 早 性 生殖 (parthe- 

nogenesis ) ] 。 

3 不 相似 个 体 间 交配 ， 即 是 一 个 体 显 与 

另 一 个 卖 型 或 基因 型 不 相似 的 个 体 交 配 。 此 

Ba “ 同 配 生 殖 ”(homogamy) 不 同 [ 3 ae, 

系统 (mating system) ]. 

] = 82F RM ( Hhe 

heterogeneity index RMHEHEM [ Nei and 
Roychoudhuri» 1974]: 估算 一 集 园 的 
38 (3 7 [ = BS RR ( genetic diver- 

sity) ] RARER TAE RS ABRR 
率 。 

heterogeneous nuclear RNA S2384% RNA 

{ Scherrer and Darnell, 1962]: 在 

REDE, PAKZ-REBTTE 

(10° #2x 10" 32) 与 代谢 上 不 稳定 

( PR 5 F155 ) 的 RNA BF 14 
MPR RNA 量 之 3%。 

RK RNA 之 主要 特性 如 下 : 

1 沉积 值 由 30S #100S, meee 

其 大 小 之 一 致 性 ; 2 REAR DNA 相似 

—R RIED - 



(GC 坊 40 至 45 % ) ， 与 高 GC 含量 ( 大 
5 70 % ) 之 核 酶 MABRNA (ribosomal 

precursor RNA ) 成 对 比 的 ，3 大 部 分 位 

FERRE (nucleolus) 3» {A IFERESIAS ; 

4 信息 RNA HARK RNA BBM 
[ cowts.8:RNA (premessenger RNA) ]。 

20 至 40 *27 RRB RNA URAG*A 

mRNA » PEAK 200HRFRE Zs 
BREF (polyadenylic acid) 区 域 ， 多 腺 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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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 GR RNA 分子 之 3 -OH Ries 
PRR AT DNA 65 [> SE AE BR A PB HS BS (ter - 
minal riboadenylate transferase)]> # 

SRAM IMA Rh, BA—-BRLCHR, H 

RRGBRRNA ZEA KRERGBK RNA 
FFRARSBSHMHA, CLERKS 

息 RNA 之 功能 。 

RGB RNA 和 与 蛋白 质 复 合 ， 而 形成 极 
BE4% 7A ( ribonucleoprotein ) FN, & 

白质 之 与 质 性 是 租 胞 之 专 一 性 ， 过 个 蛋白 质 

可 能 与 所 进行 之 典 源 核 RNA 有 关 ， 它 可 作 
雯 内 核酸 酶 (endonucleasej 作 用 之 一 位 置 独 

Ppa MEAL R RY RNA (XK 
910% ) RHEMHAL- 

SRRAREILBRRBW RNA 包含 中 问 

yA 2k. €MDNA(repetitious DNA) 

BE BIER RHR, RRB RNA 位 
在 mRNA ( 45,000 $= 50,000 BHMTS 

3000 % 4000 (78 + ) + RESSRHS, 

PETE 3 一 OH 末端 » TE mRNA ARG 

RNA 转换 区 域 间 之 连接 附近 ， 有 具有 出 自 

DNA 位 蔷 重 复 许 多 次 之 序列 ,他 们 是 由 转换 

区 域 之 5000 至 25000 氨基 所 分 布 的 ， 过 些 

UR BRE (uridylate) 2Y RRM, FT 

SfFRRREK RNA HX (posttranscri- 

ption) FY ck #5 HE. 

heterogeneric tRNA SiR tRNA [ White 

et al.» 1973 ] : >##RNA(transfer 

RNA ). 

heterogenesis 办 型 有 性 世代 交替 : = 世代 交 

4(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 

heterogenetic FMA) [ Waddington» 
1939) ‘48 Ra # & Ae Ht} (chromo- 

some pairing) SOW ZAR TIA ee 

WE Fc 47 AE 1K A RE FR BS [ SFG ( allo - 
Ploid )], (+a “ 同 源 的 ” (homoge netic ) 

heterogenotic 

配对 不 同 的 ， 即 其 染色 体 间 是 由 一 个 原始 

和 祖先 衍生 而 连 合 的 。 殿 源 的 配对 频率 与 同 源 

的 配对 频率 相 上 比较 , RECS A RA 
HABA? H (affinity ) 程 度 而 定 ， 正 Me 

分 同 质 烙 合 [“ ” 近 同 质 和 结合 (homoeo- 

logous )] 染色体 相 比 较 , 则 向 其 差 输 亲 合 

7 ( differential affinity ) 而 县 。 

$—( 5 RAH ( segmental 

allopolyploid)Z#aAA % fi (genome) 

DA, A,A,A, GRAM, PHBA 

1A,1A,1A,1A,+ 2A, 2A, 2A,2A,, 
nA,nA,nA,nA, (1 Be BER ) 

Fe” iy, WAFEIA, MLA, BABE BM 

数 分 型 之 配对 坑 恰 源 的 ， 而 两 个 1A se 

色 体 配对 则 坑 同 源 的 。 AA RAD ar 
[ RRM #(allosyndesis)]» 或 由 相同 配子 

而 来 (ARMS (autosyndesis)) 所 成 染色 

体 问 之 配对 ， 与 刁 源 联 会 (allosyndesis) 和 

同 源 联 会 (autosyndesis 硬 相 平行 的 [ Stepb- 

bins» 1950]. 
heterogenic RAAR([ Lewis, 1947]: 
坊 一 集团 或 一 配子 之 一 特殊 基因 或 基因 ， 包 

含 不 只 一 个 等 位 基因 (allele) >» ME“ AE 

因 的 “(homogenic) 配子 不 同 。 

heterogenotic “办 基 因子 的 [ Morse» Le- 
derberg and Lederberg» 1956] : 

mH “ SAF” (syngenote) ， 即 是 由 转 

半 (transduction)» F -#3(F-duction), 

-或 接合 作用 ( conjugation ) MAM S—E 

#08 (RRAF” (heterogenote)] ， 除 受 
体 和 胞 本 身 所 有 具 基 因 组 [所 疆 之 内 基因 子 (endo- 

genote) ] 外 ,， 膛 包含 由 和 给 体 胃 胞 之 一 基因 租 

节 段 上 所 请 之 一 个 外 基因 子 (exogenote) ] ， 

F(A (pairs of marker gene) 

Ri 2B 4 S(heterozygous MR |» Fait 

FAHRAARGA “ RAAF” Mie [ 同 基 

AF (homogenote)] 有 明显 区 分 。 由 於 外 

基因 之 子 介 入 人 受 体 确 胞 造成 屋 质 和 烙 合 情形 时 ， 

可 以 称 之 念 顺 式 办 基因 子 (cis-heterogeno- 
tic) [ ++/m'm’?] 或 反 式 办 基因 子 

(trans-heterogenotic) [+m*/m'+], 

WEL ch #6 8 BF EB ( 外 基 

AS) » so RAS BAS I eT ( muta- 

tional site )[ 属於 不 同 的 作用 子 (cistron) 

或 相同 的 作用 子 ] 是 否 介 入 和 结合 在 一 起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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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子 m:m*， 内 基因 子 ++ )， 抑 或 介入 不 

千 合 在 一 起 (ALA FRt+m* 或 m:+， 内 

基因 子 仍 m!:+ 和 +m:* ) 而 定 的 。 
heterogenotic merozygote 界 源 部 分 合子 : 一 

th >RBBRAB MR ,携带 由 内 基因 子 (en- 

dogenote ) 而 来 之 不 同等 位 基因 的 外 基因 

子 (exogenote) 。 

heterogony 7E@ RE; BRER : L OR 
生殖 (parthenogenesis) 。 

2 一 个 体 之 两 器 官 或 邵 位 的 不 同 生 长 速 

率 , 此 速率 显示 两 者 问 不 释 的 关 保 [ 灵 xxley， 

1932 ] 

heterograft Riz: 一 个 和 组 积 由 物种 之 一 个 

给 体 ， 尹 接 至 不 同 物种 之 一 个 寄主 上 [ Hw 

tei ( xerograft ) ] . —Mi FRE 

BERR (EAR BRE (allograft) BR> 

heteroimmune 办 质 免疫 : 具有 一 个 抑制 物 
(repressor) ZRH, WHREAR LE 

Kt % (operator),{H yA HEH fe 

REY ; 同时 一 个 操 徐 物 对 它 本 身 抑制 物 具 

敏感 性 ， 但 对 其 他 噬菌体 之 抑制 物 则 不 生 敏 

FRE. MERE DS HA ily - BK ym 

it BB Bi ARE ( homoimmune ) 或 
St RH (coimmune) 。 

heterokaryon R#XZ#@ : —F FE ( Ascomyc- 
ete) Ki#F & (Basidiomycete) Mi» if 

或 菌 炎 贞 (mycelium) HMNH. SAE 
传 上 不 同 的 杷 (nuclei) ( 不 依照 其 数目 ) ， 

与 在 遗传 上 相同 核 的 ” 同 术 体 "(homokar- 

yon ) ARAN. RAR BH A HER 

—i8, =BRRAEH, BRARVWR 

(heterokaryotic) XA 4 A! & (homokaryo- 

tic) MHA, THLE “ REM "(heter- 
okaryosis )#l “ [alfZ PE "(homokaryosis)o 

heterokaryotic BR#4%8) (BK) : SH 
Miia . TRAC MARA, BE 

ARAMA, ga“ Ae BG ” (homokar- 

yotic) Hi BT 7ALtER W #8 (heterozygous) 

二 信和 体 ， 一 特殊 遗传 基因 座 的 不 同等 位 基因 
是 由 细胞 核 套 (nuclear envelope) 隔 天 ， 

TE RG (heterokaryosis Mim fF» HL 

SRA—-BA> KOBSSHR HARA 

 § RB (heterokaryonARABH AY 

BE, FEAR APRRAR ANH 

fF, HEAMF (gene dosage) HHZ 

HE, RBS HW 

heterokaryotype AMiZH : ELA wee 
(chromosome mutation) HH, BRA 

&) 4K 4! (karyotype )( Fa] BR HTK). 
Rte + BAA ASA AB Mhomokar- 

yotype) ( FR HOK ) 相反 。 

heterolabeling FEAAREC : OH RE MD 
#& (sister chromatid exchange)- 

heterologous S2iRAy : #7Hi— (HID SLRS 
7HEC> RK AABRRRH. 

heterologous graft 办 源 嫁 接 : 不 同 物种 的 一 
个 给 体 到 寄主 上 的 一 个 嫁接 。 

heteromeric RM (HA) : 基因 联合 能 共 

同 控制 一 特殊 性 状 的 表现 ， 每 一 基因 有 一 个 

明 秦 的 界限 ， 各 个 不 同 基 因 共 同 产生 此 一 特 

性 ， 和 与 同 数 基 因 ( homomeric gene ) 相 反 ， 

其 个 体 具 有 数量 上 的 相似 性 [c 基 因 相 互 作 

Al (gene interaction)] 。 

heteromixis RARS5E[ Burnett »1956 ] : 

坊 贯 菌 之 交配 系 梳 。 有 人 性 生殖 时 由 不 同 菌 体 

(thalli ) 所 衍生 之 和 遗传 上 不 同 术 的 互相 融合 。 
与 ” 同 融 生殖 ”( homomixis ) #4. BAe 

生殖 包括 : 
1 双 融 生殖 (dimixis) : 两 个 互补 型 术 

控制 其 交配 , 极 型 是 由 单一 基因 座 (locus) 

上 之 两 个 等 位 基因 所 决定 上 = 暴 宗 配合 现象 
(heterothallic); 824% MERER FX haplodioe- 

cious ); 两 等 位 基因 的 形态 和 生理 的 不 合 和 

性 { incompatibility) ;人 双 菌 体 (bithallic)]。 
”2 双 极 融合 生殖 (diaphoromixis) : 数 

个 互补 型 核 ， 控 制 其 交配 。 柱 的 型 式 则 由 一 

或 二 个 基因 座 上 的 篮 等 位 基因 所 决定 之 二 极 
(bipolar) 和 四 极 (tetrapolar) 的 情形 { = 

多 极 件 别 (multipolar sexuality) ; Stitt 

别 ; 蓝 等 位 基因 生理 的 民 宗 配合 现象 ; SR 

体 ; 一 个 或 二 个 基因 座 上 之 不 合 和 因子 ] 。 

3 BAAR (homo-heteromixis): 

Hil— RRS. MABE RF 

AiReamRK. PAMATK ; 是 由 上 述 之 1 

与 2 模式 繁殖 而 来 ; CSB Ae 

Wi” (homo-dimictic ) 或 ” 同 质 双 极 融 合生 
殖 "(homo-diphoromictic)[ = 次 级 同 菌 体 

(secondarily.homothallic) ; i644 

(amphithallic ) ; 众 单 菌 体 (pseudomo- 

nothallic)] o 



heteromorphic RAH [ Carothers » 

1917 J: 其 大 小 或 型 式 不 同 的 “ 同 源 ”染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some ) [= 1f 

Mi (bivalent) ] 。 

heteromorphic bivalent “异形 二 便 体 : 由 构造 

上 不 同 染色 体 所 造成 之 二 价 体 ， 因 此 它 仅 有 
部 分 同 源 的 染色 体 ( homologous ) ( 例如 ， 

XY 二 价 体 属 之 ) ， 和 与 同形 二 价 体 (homo- 

morphic bivalent) 相反 的 。 C. 

heteromorphic chromosome AZ HM: 不 

同形 能 上 的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chro- 

mosome ) 。, 

heteromorphosis fZRES4B: = 同 源 圭 化 (ho- 

moeosis ) 。 

heteronuclear FAX Krooth» 1965]: 
细胞 培养 (cell culture) F> Mins Mit FH 

RAM AE HRA, 429K A HESS | AAR ia 

R FRVUBEER RHA B— MtER(co- 

lony) HRB BARBS LEBA> IE 

ROP A SBS FET BA — to IAG EK (ho- 

monuclear) ##, Fiat 

BABY RABR > Bi eBeHALAB 
SH BE HF LH BR 

heterophenogamy F#RBWRE ['Strandskov, 

1953 J: OPA RAC ( isophenogamy )。 

heteroplasmic SARSTA) : = Fre 2 (he - 
teroplasmonic ) 。 

heteroplasmonic AHREA AiaRH : 帮 
Hah heX Sel Mia AH RET 

(hereditary determinant) [ = Ra B 

(heteroplasmic) ] » 与 同胞 质 基 因 (homo- 

plasmonic) 相反 . 4 BARAK ( ex- 

trachromosomal) #@UTfRv> Rip 

Ax A—alt a 2 #4 S(heterozygous): 

ZAF (heterogenotic) 和 有 具 脸型 核 (he - 

terokaryotic) 相同 。 一 个 ”内 胞 质 基 因 “ 

(heteroplasmon)[ > ¥% % A plasmon)]， 

BT RRA CIA ABA RABE FS 

突 释 引 起 ， 它 存在 於 租 胞 内 ， 或 含有 交替 型 

Ate Ti Miah & - — PRA RA a we 

&X Hi 40 77H (somatic segregation ) 。 

heteroplastic transplantation HRB & 

”种 移植 : 在 同一 属 (genus) 内 ， 不 同 物种 个 

体 间 的 一 种 移植 。 

heteroplastidic ”与 质 体 [ Michaelis» 1957]: 

heterosis 

和 绷 胞 包含 不 同形 状 之 质 笨 (plastid) 。 和 与 同 

质 体 (homoplastidic) 相 反 。 

heteroploid AFM Winkler» 1916] : 

— ty fi A 4g OE HEM (diplophase)[ —A® 

全 和 体 期 优势 之 生物 ] KRM (haplo- 

phase)[ 一 具 单 合体 期 优势 之 生物 ] BIER 

染色 体 数 不 同 之 染色 体 数 目 ,[ Levan and 

Miintzing ，1963 ] 。 输 合体 的 染色 体 

BUR GEBS #4 13-4 (euploid) 或 3. MW (aneu- 

ploid) o | 

heteropolymeric protein RSWAWERA : 

th & i — fi ZEM (polypeptide) 租 成 之 一 

和 蛋白质， 例如 血红 素 (hemoglobin1》 

heteropycnotic “” 界 固 篇 L Gutherz ,1907] : 

fE RMA (allocycly ) 外 ， 具 有 螺旋 遇 期 
[ > @ Mf HK (chromosome coiling) ] 

和 染色 特性 之 某 些 染色 体 或 染色 体 区 域 ， 此 

与 “ HERE” (isopycnotic) Al. “ Rial 

fi”, BRR EK%H (heterochromatic) # 

色 体 或 染色 体 节 段 的 一 个 特性 TH Ra” 

则 坑 常 染色 质 的 (euchromatic ) RAHM 

染色 体 区 域 之 一 特性 。 在 分 裂 间 期 极 的 紧密 
螺旋 染色 中 心 (chromocenter) #R “ iER 

ita” (positively heteropycnotic) 或 显示 

出 正 愉 固 和 缩 (heteropycnosis 之 现象 。 在 早 

期 末端 或 中 期 时 ， 染 色 体 区 域 呈 较 少 螺旋 状 

或 较 其 他 染色 体 具 较 少 染色 质 的 区 十 ， 此 区 

RTRBE BR“ ARE ” (negatively 
heteropycnotic) . 

hf 6 fe ee, FERRARA 

i, RER hye MIKAR, KE 

其 中 一 个 性 别 中 ， 坊 正 屋 固 逢 ;但 在 其 他 和 粗 

胞 之 其 他 时 期 ， 或 在 另 一 个 性 别 ， 则 属於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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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 R state RAZ RARE [ Hashimoto 
and Hirota, 1966):0 抗 性 转移 因子 

(resistance transfer factor)" §RR 

RTF . 

heterosequential 2 Mie [Carsonetal., 

1967 J: (染色 ) # (band). 
heterosis #78483} [ Shull» 1911]:2B 

结合 的 基因 型 比 同 质 千 合 的 基因 型 ， 在 一 个 

或 多 个 特性 较 估 优势 [ = 杂种 优势 (hybrid 
vigor)]. H#M@SRRAGABLZAR 

互 作 用 (gene interaction FBRMHEE, 



heterosomal 

ARERAZARR ( 至 少 当 最 大 量 时 ) 。 它 

可 以 由 近亲 繁殖 (inbreeding) 将 之 破坏 ， 且 

By GT BH AB HK (in breed line) 杂 交 (inter- 

breeding) 使 之 复原 。 

Dobzhansky (1952) KREBRAE 

AHERAACGARHES: BHEEAR > 
B WHE ES (euheterosis , true heterosis) 

FAVREFERE S (luxuriance) 两 种 。 

| 突变 性 贰 杂 种 优势 — (mutational 

euheterosis) “: 杂种 优势 由 於 集 园 内 有 人 性 繁 

殖 和 刁 体 人 受精 生物 ， 尖 应 人 性 优越 之 题 性 等 位 

RARE BAS A eae BS: 2e as 

型 。 

2 平衡 时 杂种 优势 (balanced euhe- 
terosis) : 杂种 优势 由 於 发 生 突 秋 和 基因 租 

合 ， 可 使 刁 质 车 合体 较 同 持 和 车 合体 具 更 高 之 

Eff (adaptive value) 和 更 高 度 之 农业 利 

用 性 [ 字 超 显 性 (overdominance)] . RB 

tt (EEA A ERY ( mutation 

-pressure) 2 4k SBE HY BEA A OE 

+, RERBERBRR,. NPSHRREE 

3 E-RRARH #2 EB He 
KER, jetta) SERENA ZA) 

A: 3 (niches). 

3 FEFSAE SA (luxuriance) : 32 a44 FE 

fi HE SARE IE E+ EH 

繁殖 (outbreeding) ; H#MHABRBHE, 

品种 或 品系 问 的 杂交 种 ， 比 原来 的 更 大 ， 生 

长 更 快 或 某 些 性 状 超越 条 本 型 ， 当 党 种 现象 
ZIV CIEE RAM RBA RRR: 

bAEPBEAMA TAR: HBR AR Bit 

PRABEARE, HRAWA SAA A AE 

FA AVES 2 FEB A EAE BS © Blk (43 BP) 

G2 GIEA BARAK, H+, 

(AMER HR FEA AE 
优势 之 现象 。 

heterosomal 办 染色 体 ; 性 染色 体 : 包含 两 个 
或 更 多 非 同 源 妆 色 体 [ 它 等 位 染色 体 (alle- 
losomal) 5 Male (homosomal) ] 

2 bees [| OREM ®(chro- 

mosome mutation ) ] -5 

heterosomal aberration {#2 ##R : OH 

@ 42 # 2 (chromosome aberration) © 

heterosome 性 染色 体 : =4# BM ( sex 

fal 体 淋 色 体 (autospme ) _ chromosome ) ， 

相反 的 。 

heterospory fa-—R# [ Erzst-Scpzoay- 
zenbach,» 1939 ] : 能 产生 小 孢子 (mic- 

rospore 与 大 孢子 (megaspore) [ > #F 

(spore) ] ,与 鸡 子 同型 (homospory) 相 反 。 

heterostyly 人 花柱 办 长 Darwin» 1877): 

形态 上 、 生 理 上 和 和 遗 传 机 制 的 联合 ， 可 促进 

HAR F HAD (angiosperms) MR (out 
breeding) » 7EHRERERR—PMEA ， 

存在 有 二 式 花柱 式 distyly) 或 三 式 花 柱 式 | 

(tristyly) 之 不 同 个 体型 ， 可 由 一 双 花 之 杜 
5R (stigma ) Al7ES (anther) 7HAAWe Mm 

区 别 之 ， 此 与 花柱 同 长 (homostyly) 不 同 。 
在 二 式 花柱 式 情形 ， 一 个 体型 具有 短 的 花柱 

和 长 的 雄 巷 ， 另 一 型 式 则 篇 长 的 花柱 和 短 的 

HE; 具 三 式 花柱 式 情形 ， 其 交替 式 有 “ 短 

花柱 ”“，“ 中 花柱 “与 “长 花柱 ”之 个 体 。 

通常 ， 花 采 间 之 授粉 和 受精 作用 ， 傅 不 同 长 

BE TER Mo ' 

heterosynkaryon fa Q4Z [ Harris» 1970): 

C4 44% (synkaryon) o 

heterothallic SACS ; HSK [LBlake- 

slee» 1904 |:—> $éh4 54 (heteromi- 

xis) 

heterotopic transplantation RIA: 在 

同一 生物 之 一 个 位 置 组 炎 移 植 至 另 一 位 置 。 
heterotroph RRtW: 一 生物 需 具 人 备 复 合营 

套 分 子 诸如 葡萄 糖 (glucose) ， 腕 基 酸 等 ， 

过 些 可 多 得 能 源 ， 且 可 租 成 大 分 子 。 

heterotropic Fe) (RAR) RMA 
[ Wilson,» 1906]:—tHhL#ER ( sex ， 

chromosome ) » fE# ACHES ( hetero- 

gametic sex) 中 ， 背 未 发 现 有 一 正确 的 同 

源 染 色 体 同伴 ( 例如 : 性 别 次 定之 XX-XY 
AL XX -XO Fi) 。 

heterotypic 22) (34) [ Flemming > 
1887 ] : BRB—AKM BGA [ORRDR 
(meiosis)] 。 

heterozygosis RAG : = RAR AtHhe- 

terozygosity ) 

heterozygosity RBwmatt : 具有 一 或 多 对 

不 相似 等 位 基因 的 情形 。 

heterozygous RBS [ Bateson and 
Saunders » 1902]: 

1 在 高 等 生物 (in higher organisms) 



( RAH ) Bh, AH diploid) RF 1 
ff (polyploid) (#6 “ RAGA ” (he- 

terozygote ) 时 ， 同 源 染 色 体 节 段 上 之 一 

或 更 多 得 传 基因 座 (loci) 共 有 不 同等 位 基因 

(allele )。 在 过 些 基 因 座 上 有 具有 相同 等 位 基 
Am, B2RAARS (homozygous) 。 

WiALMAAGA — (structural he- 
terozygotes) fF # & 48% # (chromosome 

mutation )M@Z2RAGARH. Ble “2X 
##” (heterokaryotype). H#A HAT 

ERAPPIZERBR LETRA >» tee 

“ 同 杷 型 (homokaryotype) 相反 。 

永久 的 (强迫 的 ) RAGS [ per- 

manent (enforced) heterozygotes ] ， 个 

BS RAG DH AEH (genome) ERA 

GAART: REKRAGAESATA 

FE ER RR BITG KX RK ARG Gt (heterozygo- 

Sity) HAE, WEB? GR oF OAR 

因 子 (lethal factor)Z—Wt RAK 

AtEH F 4 (translocation) lLORMGHK 

#4 (complex heterozygous ) ] »#]{£(in- 

version) 或 交叉 局 部 化 (chiasma localiza- 

tion) 具有 功能 ， 蛙 性 生殖 (parthenogen- 

esis) EAA BRE EARLE T 5 
重要 的 成 分 。 

2 在 噬菌体 和 血 菌 。 (in bacteriophage 
and bacteria) ”中 >» 4 — = iS HH 
ALAAHHG, Ra BUY Bet A 

AG ( 包含 一 个 或 多 个 基因 之 不 同等 位 基 
A). 

RA GAH mA (heterozygous ba- 

cteriophages) ”被 称 之 估 HETs 
REA ( 混合 感染 ) 可 产生 两 种 不 同型 式 之 

赋 质 千 合 的 后 高 ， 其 中 之 一 ， 可 能 反映 出 噬 

菌 体 连 镇 结构 之 一 “ ee” (terminal 

redundancy) [ Streisinger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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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J> BR—ARAIBES eye 
股 季 段 ， 合 成 进入 单一 基因 租 (genome) 内 ， 

过 个 和 节 段 无 疑 地 位 在 线形 基因 粗 之 相对 末端 
(“SABHETs” (overlap HET s) ] 。 
当 过 个 亿 余 信息 源 自 不 同和 遗传 上 对 本 时 ， 可 
RHE ASR ES RAR A YE: ER. 

+ 

DNA SF 5 ( 未 端的 重复 信息 

hexaploid 

代表 不 同等 位 基因 ) 

另 一 种 型 式 是 由 一 断裂 再 接合 (breakage- 

reunion) Ml RBZR“ AR AGA” 
(internal heterozygote ) % “ BMMHRA 

ft &#8"(recombinational heterozygote) ] 

PP K2— A ZALX ( heteroduplex ) 结构 

[ Levinthal » 1959]. @RDNA FF 

hoi—-Kaee ERAR AHERN ER 

Bes>Ay> Bene tR FR semiconserva- 

tive replication 而 遗失 : 

a+ . 

DNAS F __, » (在 两 个 多 术 苷 酸 

a 

链 上 之 不 同 信息 ) 

FEM RPC RABAH: SES HEARS 

2 BARE PBB. 
RX HETs 在 一 个 DNA MRA 

中 不 能 持 炉 下 去 ， 但 重 曼 HET s Bil BFP 

BA > BR. 

与 质 和 结合 的 细菌 血 胞 (heterozygous 
bacteria cells) 可 由 转 半 (transductionh， 

F 转 半 ( 了 -duction) 和 接合 作用 (conjuga- 

tion) 形成 ， 它 们 通常 含有 一 附加 的 基因 租 
节 段 [ 一 个 “外 基因 子 " (exogenote ) ] ， 

且 在 殿 质 千 合 的 标 巷 基因 上 之 给 体 和 受 体 和 

胞 ， 带 有 不 同 的 等 位 基因 [ c“ 刁 基因 子 ” 

(heterogenotic) ] 。 此 与 HET s 相反 ， 

他 们 和 与 高 等 生物 由 不 同 基因 型 配子 的 联合 而 

形成 之 刁 质 车 合体 是 不 同 的 。 

heterozygous advantage RMMSAAITE : 在 
BSH, KHRAG ABZ FED 

AUR DRAARRARRBACHR. ERA 

PRACGABS MARIE CHE. Wak 

RAGAAAIE ECHR IE RES RH 

(genetic polymorphism) Z#t# © 

heterozygous gene pair RZEESCHKaAH: 

在 一 个 二 僧 体 (qiploid ) 生物 的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some ) 上 ， 具 有 同一 

个 基因 (gene) 的 不 同等 位 基因 (alleles) 。 

HETs [ Hershey and Chase» 1952):8 

Bb4} RH 4 heterozygous WE RRS AS. 

hexaploid “六 倍 体 : RMA RAB 
租 (chromosome sets) 之 一 种 多 倍 体 (po- 

lyploid ) [ RS #630) AF gS (alloploidor 
autoploid ) ] 。 



hexasomic 

hexasomic ”六 染 体 : 一 个 不 同情 况 下 的 二 信 
MR HH, Hho RAB HANK 

MIF— AA (2n+4)( OF HM | polyso- 
mic ) ] o 

Hf ”高 频 重 组 : MRPOBR 下 游 准 基因 

(F-episome ) 合 而 储 一 的 隐藏 状态 ， 二 或 

200 

许可 以 或 不 能 ( 在 一 个 上 YE RERE RRS) 
使 稻 胞 玫 型 具 高 频 重组 ( high frequency 

recombination ) ( Re FAH.) [ De - 

merec et al.，1966 ]。 在 此 种 高 频 重 租 

(Hfr ) 品系 ， 不 常 具有 高 频率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它 是 由 F" 品 系 分 

散 出 来 的 ， 游 友基 因 在 接合 ( conjugation ) 

i, RAR AOA MR eA, 经 由 和 给 体 

(Hix) fleas & 2S #8 Me (F-) [在 F*x 
F ”交配 间 之 重组 频率 大 多 饥 10° ~~, 
Hfr x _F- 交 配 时 ， 其 重组 频率 高 至 0.0 二 

0.5% ] 。 由 接合 作用 六 和 致 形成 之 所 请 “部 
分 合子 ”(merozygote) » RBERA—MBD 

ACS AH RE HS BS SRS AH > UR ATA 
性 生殖 (eusexual 生 物 所 形成 之 “全 合子 “ 
(holozygote) 相 反 。 Hfr 和 与 F- 品 系 接合 

所 产生 的 部 分 合子 ， 是 由 於 给 体 租 胞 染色 钥 

在 转移 时 ， 不 规则 断裂 而 造成 的 [LHfr SB 

Mia F* MRR ERASERS, 
AH RSA BBA RHE Ki) 。 

每 一 Hfr 品系 转移 染色 体 时 ， 具 一 特定 
weit 7 BR ( 有 一 个 “ 头 ”“ 和 “ 尾 ”)。 

(ERE ORS, ERR 
BEA SM, BHATERR. MAH 

F - 游 久 基因 ( Hfr ) 很 明 题 位 从 过 个 染色 体 

末端 ， 最 后 且 很 少 圭 移 。 所 以 0 表示 染色 体 
的 “ 头 “(head) ，Hfr( nA F REESE ) 
则 坑 “ 尾 "“(tail) ， 若 F” PH ( LRAF 

RERAMA ) 之 染色 体 坑 环形 构造 ，Hfr 

品系 可 在 许多 可 能 位 针 之 一 ， 将 环形 张 开 ， 

且 把 F 在 此 插入 ,造成 Htr ARBRE 
色 体 构造 。 傅 其 断裂 的 特殊 位 置 和 FF 加 入 发 

生 ， 每 一 Hfe ”品系 所 转移 的 标 圭 基因 的 

次 序 ， 篇 品系 之 独特 性 [ 例如 : 某 一 品系 坑 
YZ, A—fa*BOBAZY 

C KOZABC Y ] { Hayes,» 1964]. 

Hfr strain $A fda: BABE (E.coli) 

高 度 重 组 频率 (high frequencies of re- 

combinatioaoy 的 一 品系 ， 过 些 品 系 在 一 逢 胞 

aseeass Y Jf | Be 一 2 mr ea ER EL YA A YY «ee ore 

之 上 因子 (F-factor ) 是 合 而 仿 一 的 进入 和 

ia RAR | [ ORAS OK MA(circularlink- 
age map )]. 

high energy bond 高 能 键 : 键 的 一 种 ， 在 
水 解 (hydrolysis) 时 产生 大 量 自由 能 (free 

energy) 的 减低 ( 至 少 5 K cal/ mole ) 。 

high- energy phosphate compound 高 能 磋 酸 化 
合 物 : 一 个 磷酸 化 分 子 具 水 解 作用 ， 产 生 大 

量 的 能 量 [ Shak StHE( phosphate bond 
energy), ATP ]. 

high negative interference BAF Chase 
and Doermann,» 1948 ]):BMBE[LO 

18-40 ( genetic recombination )] 之 正 

相关 ， 限 於 成 对 连结 构造 之 染色 体 上 的 小 区 

( 隘 近 的 间隔 ) ， 当 和 与 单 交 换 的 随机 分 布 相 

比较 时 , 在 此 小 区 内 有 一 超额 双 交 换 (cros - 

sing over) 之 例外 型 出 现 。 

hinny ER : 一 个 雌 驴 (donkey) 和 雄 马 所 生 之 
雌 或 雄 杂 种 后裔 ,其 中 仅 雌 性 又 是 可 育 性 的 。 

histidine operon 租 胺 酸 操 砍 子 : 在 Salmo- 

nella typhimurium 生物 中 ， 一 个 多 作用 

子 (polycistronic) HHT, BHAA 

基因 从 事 租 胺 酸 之 合成 。 | 

histochemistry ”和 组 线 化 学 : BeBe HA. 

特殊 分 子 分 布 猫 特 染 色 方 法 的 研究 科学 。 
histoco.npatibility antigens ” 租 织 亲 和 性 抗 
原 : RBA RE (transplantation immu - 

nity) 有 关 的 特殊 竹 胞 蛋白 ， 例 如 在 遗传 上 

不 同人 之 间 行 皮 唐 移植 上 时， 外 来 组 秩 材 和 性 

抗原 破 引 入 新 的 个 体 而 引起 由 罗 胞 所 促成 的 

52.2 RE (immune response) © 

histocompatibility gene ”组织 亲 和 性 基因 : 

| GRRE PR RES OE BEER, 
ARAN EAs HAAR 。 

histogenesis #AMH+ : RARCVU KARE 
[ = MB (histogeny) ]o 

histogram #370 HMB: SAKIC. 

histo-incompatibility “组 微 不 亲 和 性 : 租 粹 由 

给 体 嫁 接 至 和 受 体 永久 不 能 附着 ， 和 后 又 肌 落 ， 

He 8 “ RBA ” (histo- compatibility) 

ilo PRRANRRRACER HU 

遗传 篇 基 本 ， 负 责 决 定 抗原 的 基因 ， 也 是 受 

体 排 斥 移植 体 的 基因 ， 又 称 之 怖 ”组 织 不 朵 

和 性 基因 “(histo - incompatibility gene)» 

PARSE ZA BAI KER S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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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 时 ， 受 体 就 会 产生 抗体 ， 且 由 於 抗原 与 

抗体 之 相互 作用 ， 可 造成 给 体 细 胞 之 死亡 。 

histology #94858: FMR (tissue) Z HS 。 

histolysis 组织 解体 : RARER - 
histone MEA: 一 群 殿 源 的 蛋白 质 (pro- 

tein ) 含有 从 富 志 性 胺 基 酸 ， 且 其 胺 基 酸 的 

组 成 和 排列 次 序 亦 不 相同 。 在 香 述 生物 中 ， 

租 徐 蛋白 与 人 染色体 DNA 混合 在 一 起 (BE 

白 或 去 氧 核 酸 蛋 白 ) ， 在 所 有 动物 的 精子 缺 

SMBAEA> CU RMEA (protamine) 蔡 

RABEA> ik DNA 混合 在 一 起 。 不 同 

细胞 之 租 徐 蛋白 ， 在 任何 生物 中 大 致 相似 ， 

(NGA /DNA Hh, AN MAHA 
DIS ARIA). FEMORIS. ft PS ay BE 

WRAZDNA BREA KAY» 
染色 体 上 之 和 组 梭 重 白 共有 下 列 两 种 主要 

功能 : 

LARRAR AR RHA, FTE 

染色 体 上 与 DNA 螺旋 紧密 地 形成 。 
LEBRAELAAM ARAB 

Gite, Bl CRS RIAA 2 a. A 

种 机 制 可 用 来 解释 租 身 蛋白 之 疆 节 任务 ， 第 

一 坊 租 种 蛋白 可 向 坑 抑 制 物 (repressor)， 

当 它 与 DNA RAG, WRI ; 若 
不 与 DNA 成 复合 物 时 ， 则 坑 活 化 现象 ， 第 

二 需 构 造 或 形体 不 同 的 组 种 蛋白 ， 在 DNA 

活性 的 阻 过 作用 (suppression)， 具 有 不 同 

抑制 能 力 ， 陡 抑制 位 置 可 能 与 租 弓 蛋白 成 揭 
台 物 及 具 高 抑制 力 ， 而 活化 位 置 则 可 能 和 与 租 

BEAKBAM AEM Gl D> His wy AB, 

PES CE 1H 24 Bp (genetic regulation) 

bk», 确实 担任 一 个 重要 角色 ( Bonner ， 
1965 ) 。 

hitch-hiking effect 。” 堪 接 升 起 作用 [Smith 
and Haigh> 1974 ]: 坑 增进 基因 紧密 过 
Sie FAA RAL AR. TEREREP 

立 等 位 基因 (neutral allele) 7RAKAH 

上 ， 运 个 作用 在 一 大 集 园 中 ， 可 能 较 省 机 道 

13% (genetic drift) 更 坑 重 要 的 。 

HNI BATH : 8% A TH (high negative 
interference ) 之 简写 。 

Hn RNA $$RiB4t% RNA (heterogeneous 
nuclear RNA) Z ff. 

holandric BRAM L Enrigues» 1922]: 

homeorhesis 

FY 2k ABT He till at # (inheritance) 7—WX, 

C= BBE Y # @ MM (Y- chromosome) f, 
FE 127] # (sex determination) 7 XX(#) 

XY (3) 系统 情形 下 , FARMER RH LB 
BSRERTA KAKRARR ARH LO 

FR AE 1H (hologynic) ] © 

holocentric 全 中 和 节 的 :h SER AL ATA) 

中 和 节 取 代 了 局 和 部 化 中 和 节 ， 使 染色 体 具 有 散布 

活动 的 中 节 [ = 全 中 和 节 ( holokinetic ) ] 。 

一 染色 体 若 具 散 布 中 节 人 centromere )， 就 

没有 一 个 局 邵 化 的 细胞 器 可 以 做 出 染色 体 崔 

入 ， 使 整个 染色 体形 成 一 片 过 种 稚 秋 排列 於 

极 向 平面 ， 而 集中 於 两 极 。 姐 妹 当 色 分 体 落 

不 互相 聊 和 结余 中 和 节 ， 一 完全 空间 分 隔 可 能 使 

染色 分 笨 ， 某 些 物种 之 半 染 色 分 体 ， 成 一 自 

主 的 个 体 [ > MRR reductional divi- 

sion ) ; ®&R>B (meiosis) ] 。 二 种 染色 

TEA, DM ABE, CREAR 

部 化 中 节 之 染色 体形 成 V 或 J 形 状 。 

holoenzyme ”全 酵素 : 由 酵素 蛋白 ( apoen- 

zyme) 和 埔 酵 素 (coenzyme) MAKI ~—E 
酵素 (enzyme) 。 

hologamy ”配子 大 型 : 以 整个 单 租 胞 个 体 的 
AAG | 胞 质 配 合 (plasmogamy) Al K ACA 
(karyogamy) ] 坑 其 特性 之 一 种 繁殖 ( re- 

production) 模式 [ = AcALANAAAE A (ga - 
montogamy); 配子 大 型 ( macrogamy)} 。 

hologynic RHEE [ Enriques>» 1922): 

坊 只 表现 於 雌性 之 限 性 性 状 ( sex - limited 

character)ol CfA Ht dt 14# 44 (holandric)], © 
holokinetic 2B Bauer» 1952] : = 
全 中 部 (holocentric) © 

holophytic nutrition #8492: 正如 光 

合 植物 和 原生 动物 (protozoans) ， 其 营养 

之 需求 仅 坊 无 机 化 学 物 。 

holotype 全 型 ， 主 模式 标本 : BAM BA, 

用 以 描述 一 个 物种 。 
holozoic nutrition &)47 4h : 除 光合 植物 

和 原生 动物 外 之 生物 ， 其 营养 之 需求 含 徐 杂 

有 机 粮食 。 
holozygote 全 合子 : 它 合 子 (zygote)。 

homeoplastic graft 种 内 嫁接 , 同 种 嫁接 : 在 同 

一 物种 内 ， 一 个 租 短 之 嫁接 是 由 一 个 体 至 其 
他 个 体 。 

homeorhesis “自动 平衡 [ Wadd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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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 以 发 育 的 调节 路 径 篇 特性 之 一 个 平 

衡 人 性质， 它 可 半 致 控制 不 同 合成 过 程 之 许多 

基因 活性 ， 过 些 过 程 由 於 他 们 联合 活性 之 相 

互 作 用 ， 而 划分 出 显现 一 自动 调节 特性 之 路 

径 , 此 称 之 仿 自 动 平 衡 或 渠 管 化 (canaliza - 

tion ) [4 #4 homeostasis) ] © 

homeosis 同 源 转 化 : = BRERA ( hetero- 

morphosis ) 。 _ 

homeostasis 自动 调节 [ Cannon» 1929]: 

由 个 体 、 集 园 、 RES ih ATR La ee 

倾向 ， 它 可 稚 持 一 动力 的 平衡 , 当 被 干 援 时 ， 

可 以 由 其 本 身 的 调节 机 制 恢复 原状 。 

1 遗传 或 共同 的 自动 调节 (genetic 

or collective homeostasis) [ Lerner ， 

1950 ; Lewontin» 1956 ]: 一 个 集 园 在 

其 生活 的 环境 中 ， 倾 向 於 使 其 基因 库 (gene 

pool) 平衡 ， 且 能 稚 持 一 个 遗传 粗 成 达到 一 
适度 的 平衡 L= Darlingtonand Mather» 

1949 PRBS “ APSE” ( genetic iner- 

tia) J 。 过 种 观念 包括 集 园 中 自动 调节 

(autoregulation HAs MA, AMZ ew 

(coadaptation ) 过 程 HH MMR 

BR — {el 3 PAB a) 7S HK HF (selection) 发 
ER RAR —SB—BARR Hy 
fH KSA —R PEE , SRSA. 
Ze BUA AR GUR IK . MERZ BR 

EM: — mh US Swale eh PEE 

RMA SADA RR MT. PTT poe 
P44 KE (fitness) 。 i ## E77 (selection 

pressure) HRY, HARMS. BA 
以 使 部 分 人 恢复 ( HARRE) RRA 
合 ， 且 由 於 最 大 适合 度 相 撞 着 使 原来 基因 型 
回复 原状 ( REE AY) 。 

2 渐 成 式 自动 调节。 (epigenetic home - 
”ostasis) [ Nanney» 1958]: Biting 
环境 上 之 “差别 "( differential ) 不 存在 时 ， 
在 胃 胞 障 级 上 ， 仍 先入 存 在 着 不 同 相对 隐 定 
人 性 之 干 援 。 此 一 名 说 也 同时 包括 所 计 之 “发 
育 自动 调节 《developmental homeostasis) 
[Zerxzer，1954] 。“ 渠 管 化 ” (can- 

alization) 或 “自动 平衡 "(homeorphesis) 
[ Waddington, 1957] HARBERB 

FHTE eEARBRRKE+ ERR. 

3 生理 的 自动 调节 (physiological ho- 
meostasis) [ Cannons 1932 ]: BAH 

HAE ae RR. SLSR AN RS 

PEC Bit -BRARERA EA 

PRET MRE PEA RE, ARSAAF 

环 卉 之 改变 而 发 生 阻力 ( KRM RAR 

卉 的 改变 仍 保持 原状 ) 。 生 理 自 动 调节 常 与 

RAGA (heterozygosity) AUB ° 

AES ERR KRREZPSSGE, 

往往 挠 带 着 过 种 县 质 千 合 基因 型 ， 此 和 与 同 质 

结合 体 之 带 有 较 低 自动 调节 现象 不 同 的 。 

homeostat & &) aa 8 RlDanielli,1956 J: 

能 自己 繁殖 的 组 胞 器 (Pleo. ARIE > Po 

体 、 质 体 、 动 体 (kinetosome) SJ, RR 

FE AE sll Mae HK (cell lineage) 之 一 个 或 

多 个 特性 的 过 程 。 

homeotic mutation ” 同 源 转化 突变 : ERM 

中 ， 一 器 官 以 经 常 方式 于 化 至 一 郑 近 和 节 段 之 

一 个 突 释 ， 如 由 一 翅膀 二 化 至 一 平衡 器 (hal- 
tere ) 。 

homeotypic 同型 的 [ Flemm ing » 1887]: 

属於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烈 之 分 烈 [ OS RRDR 
(meiosis) ] 。 

homoallelic 同等 位 基因 [ Roman ，1956 J: 
24122 BW (heteroallelic ) 。 

homobrachial inversion FLBAGIIZ: =BA 

倒 位 (paracentric inversion) o 

homocaryon [Al#X#8: = AG #E(homokar- 

yon ) o 

homocystinuria ” 同 膀胱 胺 基 酸 尿 症 : FA 

之 一 种 遗传 上 疾病 ， 保 来 自 缺 乏 糙 胺 酸 觅 水 

8 (serine dehydratase) 所 引起 © 

homodimer 同色 体 物 : 由 成 对 的 相同 多 胜 肽 
所 秽 成 之 一 蛋白 质 。 

homodynamic 同 动力 (4) ( Wadding- 
ton» 1953] : 同时 影响 相同 发 育 过 程 的 
A, Gl R HH) HX A! ( heterodynamic 
genes) 相反 。 

homoeoallelic 近 同 源 等 位 基因 [ WasAizxzg- 

ton» 1971) : 在 重复 二 次 ， 重 复 三 次 等 
之 多 倍 笨 (polyploid) 中 ， 基 因 彼 此 问 在 功 

能 上 均 相 似 ， 且 位 在 不 同 演化 来 源 之 近 同 源 
3&4 (homoeologous chromosome)f 

homoeologous 3F A368 [ Huskins 1932 J: 

Bak 769 AR EM(homologous chromo- 

some ) 。“ 近 同 源 ”( homoeology ) HA 

RRORARLEARHRRA 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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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eologous chromosome ” 近 同 源 染色 体 : 

% f& $6 (& £36 (3 1A) HRA (homologous ). 38 

Sem HS HM RATE MR, BB 

信 已 成 同 源 的 。 演 化 上 分 歧 (evolutionary 

divergence ) 已 减低 近 同 源 的 联 会 条 合力 。 

homoeosis ” 同 源 转化 [ Bateson» 1894 J: 

具 特 性 的 器 官 由 一 节 段 或 同 源 的 系列 被 另 一 

成 分 不 同 的 系列 取代 (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Fs MAB LS Rit 
种 取代 ， 在 胚胎 发 育 初 BRETE,. BR 

“ Ta] GS” FEA ( homoeotic mutant ) 

[ Goldschmidt» 1945 ][ Aee=% 
ft % #8 (heteromorphosis) ] 。 

homoeotic ” 同 源 转化 : MEA) HEA HM 
因 (regulatory gene) 损 伤 之 象 徽 ， 可 造成 
一 个 体 避 位 发 育 夸 化 念 另 一 部 位 。 
homogametic [5] HAC [ Wilson»1911]: 

在 双 配 子 型 性 别 生物 中 ， 只 能 产生 雌 或 雄 之 

一 种 配子 。 和 与 刁 配 任 别 ( heterogametic 

sex) 相 反 。 

homogarieiic sex ” 同 配 性 别 : 产生 一 种 配子 
之 性 别 ， 此 与 脸 配 性 别 ( heterogametion 

sex Wy it Ba OH © 
homogamous 有 具 同形 配子 ; ARAZTELS pr - 
engel» 1793) : 雌雄 同 株 (hermaphro- 

ditic ) 的 花 和 动物 ， 其 峻 雄 的 性 器 官 在 同 

—FF IAF RE FAM AE BB ( dichoga- 
mous) 相反 。. 

homogamy 同 配 生 殖 ; MEMERS IFA: HEH 
似 基 因 型 或 才 型 ， 作 般 交 配 的 个 体 。 和 与 刁 配 
生殖 (heterogamy) 相反 。 

homogeneric tRNA = 同 源 tRNA [ White 
et al.，1973] : >i€4##RNA (transfer 

RNA) 。 

homogenetic 同 源 (38%) [ Wadding- 
ton» 1939]: >3R ( REM )(hetero- 
genetic)o 

homogenic 同 基因 的 [ Fisher, 1928 ] : 
HAA BH (heterogenic ) 。 

homogenotic 同 基因 子 [ Morse Leder- 
berg and 了 ederperg，1956 ]: oR 

因子 ( heterogenotic ). 

homogenotic merozygote ” 同 源 部 分 合子 : 

一 个 部 分 屋 质 千 合 的 相 菌 ， 携 带 由 内 基 

因子 endogenote) 而 来 之 相同 等 位 基因 的 外 

homomixis 

基因 子 ( exogenote )。 

homograft RAR Bz: 同一 物种 两 种 组 
B2RE, RBAAREBRAPRRAL 

«G6 fe) ARE RIE (homograft reaction)], 

(8 & #6 1 RA ERS RAH (isogenic) 

近似 双胞胎 或 动物 品系 之 高 度 近 交 者 ) 时 ， 

则 有 接受 现象 之 反应 。 

homo-heteromixis 同形 办 融 生 将 [ Burnett» 

1956 J: > Rae 5 ( heteromixis )。 

homoimmune IHR: O BK #I (he- 
teroimmune ) 。 

homokaryon ” 同 核 体 : O RRM ( hetero- 

karyon ) 。 

homokaryotype ” 同 染 色 体 核 型 : OL REM 

核 型 (heterokaryotype)。 

homokaryotypic 同 核 型 的 : B— HES 

个 同 质 千 合 的 染色 体 畸 他 情 形 。 

homologous [fal BAB AR: 1 

色 体 或 染色 体 节 段 [“ 同 源 人 染色体 ”( hom - 

ologue) ] ， 在 送 倩 基因 座 (genetic loci) 

租 成 ( 相同 序列 上 之 相同 基因 度 ) ARS 

结构 方面 是 相同 的 。 和 与 非 同 源 的 (non-homo- 

logous ) MA ARREM (homoeologous 

chromosome) 或 染色 体 之 邵 分 有 所 不 同 。 

2 相同 或 不 同 生 物 ， 由 於 具有 相同 址 传 

和 发 育 来 源 ， 造 成 其 构造 上 相似 。 

3 ABA ER “ 同 源 基因 律 (law of 
homologous genes)[ Vavilov » 1922 Jo 

homologous chromosome 同 源 染色 体 : ER 

数 分裂 上 时， 染色 体 的 配对 。 每 一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ue) 是 由 母亲 或 父亲 配子 配合 (sy- 

ngamy) 所 供给 之 一 染色 体 的 一 个 重 篮 ， 同 

源 染 色 体 包含 相同 基因 乏 形 秩序 ， 且 每 一 基 

因 以 重复 式 出 现 。 
homologous organs fal RBE : 具 相 同 演 化 

来 源 之 器 官 ， 但 是 其 功能 有 广泛 的 差 刁 。 

homologue [Alms ORK ER (ho- 
mologous chromosome )。 

homology IRIE: BA LAGU 5 在 不 
Am, H-tAMCRHMRKFRZ-B 

SHEE 0 
homomeric 同 数 (2A) : > FRE Mhe- 
teromeric)  。 

homomixis [a)fa+ ML Burnet t, 1956 ):f£ 

同 混交 群落 (homomictic ) HRZA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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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致 相同 菌 体 (thallus) 而 来 的 遗传 上 相似 

之 核 融 合 在 一 起 [= 同 菌 体 (homothallismh 

SABRE ( monothallism ) ] 。 上 字 与 融 生殖 

( heteromixis ) ; #324 (amixis) ]. 

homomorphic_ bivalent 同形 二 便 体 : 由 相似 

形态 的 同 源 染 色 体 所 形成 之 一 二 价 体 [ 号 旺 

形 二 价 体 (heteromorphic bivalent) ] © 

homonuclear [AIAZKX[ Krooth» 1965]: 
256% (heteronuclear) 。 | 

homonyn AZ: 二 个 或 多 个 不 同 东 西 ， 

均 属 同一 名 字 。 

homoplasmic ”同胞 质 : = 同胞 质 基 因 ( ho- 

moplasmonic) [> 3#@KAA(2H KW) 

(heteroplasmonic )] 。 

homoplasmonic ”同胞 质 基 因 : OR KKAA 

( heteroplasmonic). 

homoplastidic 同 质 体 [ Michael is»1957): 

2M (heteroplastidis) © 

homopolar bond 同 极 键 : = 共 价 键 ( cova- 

lent bond ) 

homopolymer “” 同 聚合 体 : 一 长 链 的 大 分 子 

( 一 个 聚合 体 ) ， 由 连接 相同 单 节 次 单位 所 

秀成 。 与 由 一 逢 以 上 次 单位 所 和 组 成 之 ”共聚 

合体 ”(copolymer) 不 同 。 

homosequential 同 质 顺序 [ Carson et al.， 

1967 ]: OR BAH (band)o 
homosomal aberration #422 #8#R : Oo # 

@,48 # % (chromosome aberration) 。 

homosporous ” 具 同 形 孢 子 的 : 产生 仅 具 相同 

大 小 之 减 数 孢子 (meiospore)。 

homosteric ”同位 的 (BEX) [ McElroy > 

Deluca and Travis 91967 ]: 酵 素 与 其 正 

常 基质 或 构造 相似 化 合 物 在 饮 媒 位 置 和 结合 ， 

使 中 间 型 物质 改 杰作 用 ， 同 位 的 酵素 与 具 位 

的 ( 酵素 ) (allosteric) 之 区 别 信 其 修正 分 

F FERREIRA Zi ERS - 

homothallic 同 菌 体 的 [ Blakeslee +1904): 
> 2S + MH (heteromixis)> 

homozygosity 同 质 和 结合 性 : ZA RAAB AD 

段 上 之 一 或 多 个 某 因 座 (loci)， 具 有 相同 等 

位 基因 之 情形 。 
homozygote disadvantage load 同 质 结合 体 不 

利 性 负荷 [ Dobzhansky» 1965 ] : =e 
负荷 (segregational load)[ OD @1#A 

(genetic load)] 。 - 

homozygous ”同时 结合 [ Bateson and 

Saunders,» 1902 ]: > 2% 42 (heter- 

ozygous ) o 

homozygous gene pair “” 同 质 和 结合 基因 对 : 在 

一 个 二 信和 体 (diploid) 生物 的 AREER 
(homologous chromosomes) 上 ， 具 有 一 

个 基因 (gene) 的 相同 等 位 基因 (alleles ) 。 
horizontal evolution “” 横 式 演化 [ Brown et 

al.，1972 ] : 它 核 酶 体 DNA (ribosomal 

DNA) 。 we 
hormones AM» HMR: | 化 学 物质 ， 通 

常 是 小 的 多 胜 肽 链 ， 在 身体 的 某 一 器 官 中 合 

成 ,能 锡 刺 激 其 他 器 官 或 组 积 稻 胞 的 功能 ， 

若 于 激素 的 作用 在 激 起 组 胞 膜 中 腺 核 苷 环 化 

By (adenyl cyclase) 的 作用 以 形成 环 状 

AMP ( cyclic AMP)。 
2 St4: Fela] » EBD ~ SE AER 

整个 生物 ， 自 动 调节 (.homeostatic ) 所 起 反 

应 的 任何 化 学 物 ， 许 多 激素 可 间接 地 改 释 基 

因 活 性 之 作用 。 

horotelic PIR (演化 )E Simpson ,1944]: 
属於 演化 (evolution) HERS [ORR 

的 (bradylic) ， 快 速 的 (tachytelic) ] 。 
horotelic evolution “” 常 速 演化 : 它 演 化 速率 

( evolutionary rate). 

. host cell “寄主 相 胞 -— MM REER ED, 
被 病毒 作 坟 生长 和 繁殖 之 用 。 

host-cell reactivation 寄主 和 硼 胞 复活 作用 [Ge - 

ren and Zinder: 1955] : 噬菌体 的 

DNA KREAEMRER WRAY 和 有 些 
化 学 物质 BREF IRR BES, RADR 

恢复 ) ， 使 引起 致死 和 不 致死 损伤 (lesion) 

的 酵素 黑暗 修复 (dark repair)， 其 符号 可 

BB HCR [ 它 复 活 作 用 ( reactivation )]。 

MRE DNA 也 能 由 此 和 禄 方式 修复 。 和 类 菌 志 
现 出 寄主 罗 胞 复活 作用 者 以 KHCR(+) 卖 示 之 ， 
RB RUAN EEA A UV 十 分 敏感 者 ) ， 

以 HCR (-) 表 示 。 当 5 - BU[5 - 溴 尿 喀 啶 
(5-bromouracil)] 替 代 DNA 时 ,其 修复 过 程 

缕 坟 无效 , 若 咖 啡 页 (caffeine) A my he AH 
(acrifla vine 存 在 也 会 抑制 此 作用 。 熏 光照 

BX 1E 1 (photoenzymatic repair) 互相 重 

Ml > LE A ( photoreactivation ) ] 。 

HCR 可 能 是 DNA 受伤 害 切 断 部 分 ， 且 
能 由 未 受伤 害 DNA REOBSHER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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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R VE, MK DNA 与 RNA 存 
在 时 ， ” HCR 不 发 生 作 用 [ Rupert and 

Harm» 1966 J. 

host-controlled DNA modification ”寄主 控制 

DNA #2: DNA #2M4] KH (DNA 

modification- restriccion system ) o 

host-controlled DNA restriction ”寄主 控制 
DNA 限制 : > DNA #24 KH (mo- 

dification-restriction system ) 。 

host-controlled restriction 寄主 控制 限制 : A 

有 专 一 性 辨认 (recognition) 和 随后 分 解 

(degradation) 外 来 DNA 之 作用 ,寄主 控制 

限制 是 由 二 个 典型 之 罗 菌 狠 酸 酶 Quclease) 

与 限制 酵素 (restriction enzyme) 开 始 作 用 

[o> DNA#RM4 KH (DNA modifica - 
tion - restriction system )] © 

host-controlled variation 27 #243 [7 u - 

ria and Human:;1952 ; Bertani and 

Weigle» 1953): 坑 一 通常 可 见 现象 ， 当 

DNA #£—-MBPAR> £AA— Mia 
被 限制 (restriction), HEF DNA 可 能 被 

am [ = FER BBR (host-induced mo- 

dification ) ; 寄主 控制 构 刁 (host-contro- 

lled modification )] ， 此 种 现象 便 在 病毒 
PRR. EB A BB WR (prophage) mi 
菌 品系 中 ， 可 限制 了 - . 游 圾 基因 《下 - epi- 

some) 和 col-I1， 和 党 两 个 特殊 确 菌 品系 问 杂 
BE, BH SOF BH (zygotic induction) 和 

BSRAZBURRY, BER MHMBART 

PRBEF HR. op. 
host-killing efficiency” #7 #2300) [ Luria 
and Delbriick, 1942] :“ 不 活化 ”的 
吃 菌 体 ， 使 寄主 租 胞 致死 的 能 力 。 

host-mediated assay ”寄主 媒介 分 析 [ Gabri- 

dge and Legator ，1969 ] : Lig syi 
(mutagenic agent)[ OF PHAR (muta- 

genicity testing) ]25|A RRR. #4 

RAKED Eee HA DoS eR 

RAE. WHA ( 诸如 老鼠 ) 内 腹膜 

(intraperitoneally ) 之 和 注射 微 生物 (和 粗 菌 、 

Mite), SEBBARKP (gene mnuta - 

tion ) Za, ABLBBAl ( mutagen) 

POR, BERRA DM ZILA DER » 

寄主 媒介 分 析 则 秽 其 是 否 可 使 寄主 产生 解毒 

化 合 物 或 是 否 可 使 诱 炙 剂 产物 形成 寄主 之 代 

human mitotic chromosomes 

谢 物 而 定 BPRBEHEAA KARI 

> EEE > BED > RR DARA 

A. ZARMPRE SMES AH, Pl 

thw 2 BARR A DIR KP 

血液 中 以 及 肝 中 之 微生物 培育 。 

host-range mutant 寄主 和 范 园 突 变型 [ Luria» 

1945 ] : 能 勉 克 服 对 病毒 具有 抵抗 性 租 菌 的 

噬菌体 突 释 型 ， 寄 主 范 围 突 释 型 与 野生 型 病 

毒 之 不 同 ， 在 於 其 吸附 器 官 的 构造 。 此 种 构 

造 的 改 妓 ， 在 抗 病毒 租 菌 被 膜 内 ， 人 克 许 噬 菌 

体 独 特 实 体 滴 合 认 病毒 受 容 体 ， 不 论 组 胞 构 

造 之 改 释 均 可 阻止 野生 型 病毒 接 角 到 组 菌 确 

HR 。 大 部 分 的 过 种 突 释 ， 使 寄主 算 围 种 

超过 野生 型 。 
host-range mutation #72 90—)72# : 一 史 菌 

体能 使 它 感染 与 溶解 先前 具 抗 性 细菌 之 一 个 

RB 0 
hotspot 热点 [ Benger > 1955]: AA 

RABRRABRHILE (sites) LO RRR 

8} (mutational hot spot)] 。 

HT-transducer “HT 转 洲 者 [ Schmieger » 

1972 ]: 能 促进 转 半 和 棚 菌 标 城 基因 (markeD 

能 力 之 啦 菌 体 突 罗 型 [ OM (transduc- 

tion) ]. 

human cytogenetics A SEAHHW3@(88 : <A 
3 $0 he, RABE FF RK (symbol used in human 

cytogenetics ) > ARMBARE EM (hu- 
man mitotic chromosome ) 。 

human genetics ”人 类 遗传 学 : BAAR 
传 上 所 控制 之 相似 与 相 且 ( 生理 和 心理 的 ， 

正常 和 不 正常 ) 的 科学 ， 范 探讨 其 造 因 和 由 

一 代 传 至 下 一 代 传 己方 式 之 科学 [OBER 
传 学 (medical genetics) ] © 

human mitotic chromosomes A384 #4524 

染色 体 : SRRRTRRAR KMS 

上 特征 ， 可 划分 念 下 列 七 种 类 般 ' : ARF 

(RRB 1-3): ARAB, BREA 
多 在 染色 体 中 间 ， 过 三 个 染色 体 甚 易 由 它们 
之 大 小 与 中 节 存 在 之 位 置 ， 而 很 快 区 分 出 。 

B 类 和 群 ( 染色 体 4- 5 ) : RAKPRERS 

大 的 染色 体 。C 类 和 群 ( RRABR 6-12, 
以 及 X 染色 体 ) : 具 次 中 央 中 节 之 中 型 染色 

体 ， 此 类 群 属 你 较 大 、 傈 因 个 体 染 色 体 间 和 无 
ERE ATK. DR ( 染色 体 第 13 一 15 ) : 

- 其 染色 体 坑 中 隐 型 大 小 且 具 末端 中 和 节 的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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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entric) ， 在 第 13 人 条 染色 体 之 短 懂 上 ， 

有 一 是 著 的 卫星 体 ( satellite ) ; 第 14 人 条 染 

色 体 之 短 皮 上 ， 则 有 一 微小 卫星 体 ; 但 在 第 

15 人 条 染色 体 上 则 无 卫星 体 。 王 类 和 群 (RE 

16--18 人 条 染 色 体 属 之 ) : 篇 较 短 染 色 体 ， 

且 具 中 央 中 和 节 ( BIO DAB ) 与 次 中 央 中 

节 的 。F 类 和 群 ( R19 和 20 RAB): B 

APREMCHRAH. CB (RF 21, 

22 和 Y BAB): BRECK PH RE 

> MS1URKABERHE LA-BEE 

[o> 人 类 细胞 遗传 学 符号 ( symbols used 

in human cytogenetics) ] © 

humoral immunity ” 液 能 免疫 : REVERE 

由 自由 循 收 流动 的 免疫 球 掉 白 immuno-glo- 

bulin ) 所 促成 。 
Hunter’s syndrome Hunter Kefé : BAR 

2 — Yt BHR ( X-linked ) RFE S ( con - 

2 Hite (structural hybrid) ; 

[ Darlington» 1929] : BBR 

bees [ AH (translocation), 42 | 

(inversion), #& (deletion) 等 所 造成 之 

婴 质 结合 性 ] ， 使 基因 排列 不 同 ， 两 个 此 种 

配子 问 的 融合 称 之 。 了 用 藏 车 构 杂 种 (cryptic 
structural hybrids) [ Stebbins» 1945] 

指 杂 种 构造 内 有 些微 不 同 ， 但 对 於 减 数 分 烈 

染色 体 配 对 不 发 生 于 拔 。 
3 数目 杂种 ”. (numerical hybrid) 

[ Darlington» 1931 ]: 坑 具 有 不 同 染色 

体 数 目 之 而 个 配子 问 的 融合 。 
4 KARE (permanent hybrid) : 由 

於 同 质 结 合体 致死 基因 型 之 缺失 ， 造 成 平衡 

致死 之 殿 质 和 结合 体 ， 此 个 体 的 锥 持 信 一 称 定 
的 杂种 (LO MEERKRHS (complex he- 

terozygous )] 。 

nective tissue) 疾病 ， 它 与 粘 多 糖 (mu - hybrid breakdown £4847 HE : > fH (iso- 

copolysaccharides ) 及 在 有关 。 lation)o 

Huntington’s chorea Huntington ESERSiE : hybrid complex ”杂种 复合 体 : 任何 一 群 植物 

坊 人 类 和 舞 踊 症 之 一 种 ， 由 体 染 色 体 是 性 所 址 
传 的 。 患 此 症 者 ， 精 和 神 失 常 ， 得 此 证 之 存活 

年 龄 有 广大 释 刁 幅度 。 
Hurler’s syndrome ”Hurler 氏 症 : 与 粘 多 糖 

Rr FARA SRE RES (connective tissue ) 

疾病 ， 它 篇 一 个 体 染 色 体 过 镇 遗传 。 

hyaloplasm ”透明 质 [ Pfeffer» 1877 ]: 粗 

胞 颗粒 各 的 流质 [ =“ MORK "(cell sap), 
“和 组 胞 的 可 攻 状 (soluble phase of the 

cell) ，“ 租 胞 质 基 质 “(cytoplasmic ma- 

trix) ， ， 或 “基质 (ground plasm) ] 。 

HAAR 细胞 质 (cytoplasmm) 的 一 部 分 ， 在 

光学 是 微 镜 下 珊 察 ， 现 出 均匀 且 不 结晶 的 ， 

包含 有 竹 胞 器 ( 粒 绿 体 , 高 模 基 氏 体 ̀ \ 极 酷 体 、 

植物 之 质 体 等 ) 和 竹 胞 的 内 含 物 。 透 明 质 无 

BEA A AAS Hes» (BO BE KALE 

AIABE, PRHUBRist Ba. BAA 

ma, HEREC VERA HEALS 

#8, Grant (1953) SAR PIA: 

1 同 配 生 将 槛 合体 (homogamic com- 

plexes) “: 其 厅 种 坑 二 信和 体 ， 且 有 具 正 常 减 数 

SR. tite LRARA ( 若 存 在 於 Fi ) 可 
HH Eh PRR ERE © : 

2 RESALE (clone complexes) : 

杂种 主要 由 然 性 繁殖 而 产生 。 

3 RACH SH (heterogamic com- 

plexes) : HARARE LRARA, 

例如 月 见 草 (Oenothera)jL OMS BRE HS 

(complex heterozygous) ] 。 

4 多 倍 朵 神 合体 ( polyploid comple- 
xes): PER SHIA TAA 

5 无 性 复合 体 (agamic complexes) 

杂种 或 其 衍生 物 ， 大 邵 分 或 单独 由 不 人 受精 种 

F XRF (bulbil) 而 产生 的 。 

PLE DHFR BRB ~ RE “hybrid corn 将 种 玉米 : dy SHE ( double 
性 、 移 动 和 转运 有 央 ， 且 易 受 刺激 。 

hybrid ”到 种 : 两 个 遗传 上 不 相似 的 个 体 问 伏 

交 (hybridization) ， 所 产生 之 子 代 。 

1 遗 信 杂 种 (genetic hybrid) [ Darl - 

ington» 1937 ]: 由 两 个 遗传 组 成 不 同 配 

子 上 在 所 带 等 位 基因 (allele) 上 ] 的 融合 结 

果 ， 或 由 一 同 质 千 合体 产生 突 释 而 3| 起 。 

cross) 步 又 所 产生 之 种 子 ， 而 推广 生产 之 玉 
米 ， 吉 些 玉 米 ， 具 有 其 杂种 优势 与 一 致 性 之 

特性 。 
hybrid DNA “杂种 DNA : 具 与 复式 (hete- 

roduplex) balk 7—#i¥ DNA 。 

hybrid duplex molcule ###st57: B— 

种 试验 上 重新 组 成 之 分 子 ， 包 含 单 股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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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 Re ASR EA AH RAL) $1 

第 二 RNA K DNA 分 子 。 
hybrid incapacitation ”杂种 (456) #@AE: 

£3 #4 H.W te (hybrid sterility) Flatt % 

活性 (hybrid inviability) 之 集合 名 词 。 
hybrid inviability ”杂种 不 活性 : 由 於 杂 种 之 

rm Aa te» GERGANA Ba ( 活力 ) at 

成 很 低 [OMA (isolation) J. | 

hybridity 杂种 性 : & HH 45 (heterozy- 

gous ) 或 厅 重 (hybrid) 的 状况 。 “ BEM 
衡 ” (hybridity equilibrium) [ Darling- 

ton and Mather» 1949]: BiRWi—& 

T+ ARADHEAREKM, PE 

而 定 : 

]. 同 质 和 结合 性 (homozygosity) 之 复原 

速率 [ 向 集 园 内 的 近 厅 交配 (inbreeding) 

的 型 式 与 量 而 定 ] 。 

2 由 近 朵 交 配 失败 的 频率 。 

3 失败 殿 质 和 结合 性 的 数量 ( 此 秽 其 生育 

$Ol7 RABR ETE ) 。 

“ S78 a” (hybridity optimum) 
[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即 是 特殊 集团 内 之 杂 逢 人 性 最 适宜 量 ， 此 与 生 

育 模式 有 天 的 ， 党 杂种 性 低 者 属於 近亲 繁殖 

者 (inbreeder) ， 而 民 交 者 (outbreedenBil 

具 较 高 杂种 性 。 

hybridization ”杂交 : | RRO, HH 
遗传 上 不 同 个 体 之 任何 交配 cross-mating， 

且 可 以 造成 杂种 人 后代 者 [ 叫 细胞 杂交 (cell 
hybridization ) ] 。 

2 属於 两 个 不 同 自然 集团 之 杂交 个 体 ， 

再 度 和 结合 。 当 杂交 考虑 希 一 集 园 之 现象 时 ， 

BY) OBS TBA AE ( Mayr ，1963 ) : 
a). 同 地 种 (sympatric species) 的 偶 

然 杂 交 ， 和 经 常 造成 杂种 个 体 之 不 活性 或 不 育 

性 ( 不 可 能 与 细 本 型 物种 回 交 ) © 

b). 偶然 或 轮 近 杂交 ， 导 致 同 地 种 问 所 

Eee, A-K BAH ( 有 些 杂 种 可 与 村 

本 型 物种 之 一 或 两 个 回 交 ) 。 

c). FEE RERM, BASE RH 

Brae» ZE— FEA AD AR Sh TAL > ME (inter- 
gradation) ] Fai 5t Wiha me RSET 

分 杂种 繁殖 (interbreeding ) 。 

d) .两 个 同 地 种 问 牛 殖 隔 苑 (reproduc- 

tive isolation) 的 完全 局 部 破裂 ， 造 成 如 

hybrid swarm 

444% & (hybrid swarm) 之 麻生 ， 包 括 所 有 

完 本 型 物种 的 整个 释 恰 性 幅度 。 

e). 植物 由 於 杂 交 产 生 一 新 的 特殊 实 存 

yy, MBH INE HAAR, MRK-R PAE “ 

4 (allopolyploidy) [ > 2j#++4@ (allop- 

loid ) J. 

hybridization of nucleic acids #£(+4%68 : 利 

FA FS OR (EA (reannealing) (# FARE (single- 

strand) 极 酸 复合 ， 在 形成 双 股 的 区 域 中 ， 
RAE AAS Ai (complementary) JI FF o 

hybrid plasmid ”杂种 质 体 : 4-4] ARR 

( plasmid chimera ) 包括 独特 性 插入 之 ~ 

DNA 顺序 ， 且 和 经由 遗传 工程 (genetic en- 

gineering ) 或 分 子 无 性 系 ( molecular 

cloning) 而 形成 的 。 

hybrid sterility 247877614: F ， 或 不 同和 遗 

See (GRRE ) 杂种 人 后代， 其 繁 

殖 能 力 信 部 分 不 育 性 或 完全 不 育 人 性 的 。 杂 种 

7S fa Ht 3 — Fa a EE el [ nm aR ( isola - 

tion ) ] Ay hpah Pappa Ses 基因 

流动 (gene flow)» HBABANEDRE 
Ay PARMA TH [ Dobzha- 
asky» 1937 ; Ehrman» 1962]: 

| 基因 杂种 不 答 性 (genic hybrid ste- 
rility) “: 由 特殊 基因 畸形 发 育 过 程 所 造成 

之 订 种 。 过 种 特殊 型 式 之 杂种 不 答 性 ， 是 由 

WEE TRIE (intersexuality) ， 而 阻碍 正 
常 雄 性 和 雌 性 之 发 育 过 程 。 

2 染色 体 杂 种 不 答 性 (chromosomal 
hybrid stertity) : HRRARRE BRB 
ZA, FBT MND A he eS aH 

[ ># @ MACH (chromosome pairing) ] 

8a 5> BE (disjunction) 。 

3 稻 胞 质 杂 种 不 稚 性 = (cytoplasmic 

hybrid sterility) : MAAR AAA 

FAR 2 A PAA BC ERB DAS Bi, 

H— mie ARS RRB RAH. By 

RE EH 7S A BS ESR EF ( determinant ) 

BU A A HB a EL THe (pre- 

determination ) ] 。 

REBT A— DRE, ikE A 

SZ RA AE Ae RO ITA A AES HE TIT 

” 印 分 表单 倍 体 不 稚 性 与 色 倍 体 不 稚 性 (ha- 
plontic and diplontic sterility) 。 

hybrid swarm ”杂种 群集 : 两 同好 御 (sym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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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 species) 问 ， 由 隔 斌 了 碍 的 完全 或 局 

邵 打 破 所 生 之 杂种 集合 上 = RBH (hybrid 

flock )] 。 杂 种 群 取代 了 材 本 型 物种 ， 且 作 

坑 两 极端 赐 本 型 问 的 连接 橘 [LMeyyy*1963]。 

hybrid tobacco mosaic virus ”杂种 艾 草 庶 航 病 

毒 : 由 一 个 试验 上 重新 组 成 之 病毒 ， 包 含 极 

酸 和 由 不 同 来 源 所 来 之 蛋白 质 成 分 。 

hybrid vigor #4784833 : > 杂种 优势 ( he - 
terosis)。 

hybrid zone “杂交 地 带 : 念 两 集团 之 一 地 理 

地 带 ， 此 两 集团 先前 夸 地理 aR ( isola- 
tion ) ， 在 地 理 阻 碍 打破 形成 乱 繁 殖 隅 离合 ， 

两 者 能 杂交 。 一 个 杂种 集 园 或 次 航 疗 渡 (in - 

tergradation ) 地 带 ， 是 由 杂交 而 产生 ， 杂 

种 集 园 是 很 不 相同 的 ， 某 些 个 体 与 一 或 其 他 

亚 种 (subspecies) 相 似 ， 但 大 如 分 均 介 於 两 

个 原先 集团 之 中 间 型 杂种 。 

hydrocarbon side group 碳 氨 化 合 物 便 群 : 有 
基 酸 (amino acids) 的 便 链 ( side chain)R 

有 和 氨 和 了 琶 。 
hydrogen bond @#: 在 一 个 揽 有 和 负电 荷 的 
原子 及 一 个 氨 原 子 间 所 具有 的 微弱 吸引 力 ， 

此 一 迄 原 子 与 另 一 扒 有 负电 荷 的 原子 以 共 价 

键 (covalent bond) 和 结合 。 

hydrolysis “水 解 作用 : 加 入 水 分 子 使 另 一 个 
分 子 破 裂 成 十 个 或 更 多 较 小 的 分 子 

H,O + A-B--H-A + HO-B 

hydrophilic 亲 水 性 : 分 子 或 基 群 (group) 能 
很 快 与 水 结合 。 

hydrophobic Si7kM :根据 字义 hydrophobic 

He Be ta 7kA9” (water hater)» K+ 

用 以 形容 分 子 或 基 群 在 水 中 只 有 极其 微弱 的 
FRE o 
hydrophobic bond = Bi7KS#: 在 水 溢 液 中 和 无极 

人 性 群 nonpolar groups) 之 问 的 键 ， 其 形成 
傈 由 於 水 对 和 无 标 性 群 的 排 拒 倾向 。 

hydroxyurea ¥8AR: 可 抑制 DNA ERA 

RM, (ANGER DNA 修复 合成 之 一 种 化 合 
物 。 

hyparchi gi (基因 ) : 坑 褒 合体 (mosaics) 
HEA, AIS LABS EKER 
IkRB RH, 此 与 专制 “ 

基因 相反 。 

hyperchimera gm A@: F 有 遗传 上 不 同 

{autarchic ) 

STE SE ALA (periclinal) 分 布 的 一 个 

tity RB (chimera) o 

hyperchromic effect 超 铬 作用 :含有 DNA 

或 RNA DFZARER GEE FE 
BI EMER ATE RI RBS E P= 

度 空 间 结 构 分 子 之 不 正常 ， 超 铬 作用 可 造成 

DNA 公 螺 旋 不 形成 螺旋 。 

hyperglycemia Miwa Sic: 在 血液 中 葡萄 糖 

含量 之 增多 现象 。 

hyperiipemia “ 脂 质 过 多 症 : 在 血清 中 ， 中 性 

脂肪 含量 增多 的 现象 。 

hypermorph 超 等 位 基因 [ Muller ，1932] : 

一 个 突 释 体 基 因 ， 其 作用 与 标准 型 或 野生 型 

基因 相似 ， 甚 或 具有 较 大 作用 (a 

(allele) ] 。 

hyperplasia 细胞 境 生 现象 : HAMBRES 

增加 ， 而 产生 和 组 积 之 大 量 增加 。 竹 胞 增生 现 

象 常 与 受伤 器 官 之 再 生 有 关 LO BRK 

(hypertrophy) ] 。 

hyperplastoid #278 Martin and Spra- 

gue» 1973 ]: ch APRS EHR EE (life- 
span) ARR ARE RH (karyotype) 之 哺乳 

A by AS mK MR (cell line)> 

BF BS An Hat Ae ASHE AR ( clone) 的 停止 复 

揭 ， 可 能 由 於 大 分 子 合成 之 钳 性 累积 或 由 於 

ALR IE (FEL ) BRK 

hyperploid #484#8[ Belar ， 1928 ]: 个 体 

或 秋 胞 和 组 成 中 ， 具 一 或 更 多 附加 染色 体 或 染 

色 体 和 节 段 的 ， 此 和 与 亚 倍 体 (hypoploid) Ai 

或 个 体 ， 是 由 缺失 一 个 或 更 多 染色 体 或 染色 

体 节 段 相反 。 原 始 罗 胞 或 个 体 ， 傅 其 倍数 性 
(ploidy) 之 程度 ， 可 将 超 单 合体 (hyperha- 

ploid) 与 亚 单 合体 (hypohaploid)» Mo 

体 与 亚 二 伪 体 ， 以 及 超 多 俩 体 与 亚 多 信和 体 区 

Sth RKCWinkler » 1916] 。 
hyperoprolinemia fgicReB Si: 般 人 类 之 

一 种 遗传 上 疾病 ， KARR BRBALS 
(proline oxidase) 所 引起 的 。 

hypersensitivity ”过 元 性 : 由 於 曝露 在 相同 或 
一 化 学 有 关 物 质 中 ， 对 外 来 因素 需求 所 产生 
增加 反应 之 现象 。 
hypertension 高 血压 : 血压 之 增加 现象 

hypertrophy “过度 生长 ， 肥 用 : AR MK 
分 之 增加 ， 使 一 个 组 棒 或 器 官 之 体积 也 跟着 

埠 加 [号 细胞 增生 现象 (hyperplasi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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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uricemia ”尿酸 过 多 症 : mish RB 

含量 增加 之 一 种 疾病 。 
hypervalinemia “ 绝 腕 酸 过 多 症 : BARB 

传 上 疾病 ， 是 由 於 缺乏 统 腕 酸 转 胺 基 酶 (va - 

line transaminase ) 所 引起 的 。 

hypervariable sites 24H: 在 一 个 抗体 

链 (antibody chain) 不 同 邵 位 的 某 些 区 域 中 ， 

与 不 同 特性 的 抗体 比较 ， 具 有 极 大 的 龙 化 力 

( variability ) ia © {7 ite te — ie 
CLIG Ba BASIE (Lh. fi2 fH (active site)» H 

Ba BRTE IH RE © 

hyphae kk: —(HIR RIS MK (fi - 

ament ) o 

hypocotyl ”下 胚 轴 : 在 子 华 (cotyledon) 下 

HZ BORER BRM > 

hypodermis 下 皮 : SMio— mM, MUR K 

fi (epidermis) 之 内 部。 

hypomorph HRS fr RA Muller » 1932): 

OF1Z& 8 (allele). 

hysteresis 

hypoplasia MBMERR: HR ERB 
的 阻止 发 育 , 与 细胞 增生 现象 (hyperplasia) 
相反 。 

hypoploid 亚 倍 体 [ Belar, 1928] :2 

48 48-4 (hype rploid). 
hypostasis “下 位 性 (基因 ) [ Bateson » 

1907 J: > 上 位 性 基因 (epistasis) 。 

hypostatic gene 下 位 性 基因 ; 叱 上 位 性 基因 
(epistasis ) 。 
hypothyroidism FRKASBRE RIE : 甲状 腺 

(thyroid) MREERY. 
hypotrichosis 34+ 4245 : H+ ML. 
hypoxanthine PERRIS: = 6 PeVEBM(6-hy- 
droxypurine). . 

hysteresis 滞后 作用 [ Darlington +1935 J: 

— (APR BS ee RA Re i 
( 作用 ) ， 例 如 染色 体 螺旋 ( chromosome 

coiling) 遇 期 受到 压抑 ， 外 层 型 式 就 产生 调 

Sil Darlington»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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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 fEXRBER(E. coli) ® FARA T 

(lactose operon) 调节 基因 ( regulator 

gene ) 的 符号 。 
1142,13,14……: 

Bo {> BSN FSH 

IA1S + A.B.O 血 型 体系 的 等 位 基因 I 
AB 抗 原 (AB antigen)] 。 

IAA 03/027 BE: indole acetic acid 之 简 

Bo 

icosahedron — + (igs : 一 个 规则 的 多 面体 (po- 
lyhedron ) 具有 二 十 个 正三 角形 的 面 。 

ICSH 。 促 黄体 生成 激素 ， 促 间 介 稻 胞 激素 : 
BD LH [ eS (23 fo A Se ( luteinizing 

hormone ) ] 7ffB~ 

identical by descent “ 乒 毅 相同 [ Malecot ， 
1948 J: 相同 基因 之 某 些 租 先 所 条 生 的 两 个 

和 后裔 ， 其 基因 是 相同 的 。 
identical twins 。” 同 卵 双生 : = 单 卵 双生 

(monozygotic twins)。 

性 染色 体 [ Henking » 

1891 ]: = }2# @#8(sex-chromosome) « 

idiocy Ail: RR BH HL ( mental 

retardation ) 。 指 一 种 智力 低 於 二 蕨 兄 重 

”的 疗 愚 症 。 
idiogamy 自 交 := 自 交 (self-fertilizatiom)。 

idiogram #88 Ll Navashin »1922): 

idiochromosome 

中 心 区 (median region) 

近 中 心 区 (submedian) 

(s | 近 未 端 ubterminal) 

完全 末端 (terminal sensu strictu) 

自 交 (inbreeding) # 一 ft» 

BSB 长 EL S oO. . Bes 
(centromere position) (arm ratio) 

正中 央 (median sensu strictu) paeto apa | 

a8 a 

人 加 

t.0 

未 端 区 (terminal region) 

T AR Sia SP i 
(telocentric) 

Oe fh FS AG HEY - - filed ae 8A» FFA eee 

可 以 比较 不 同 种 或 不 同 品种 问 的 核 型 (kar- 

yotype ) 差 屏 。 此 种 图 形 叙 作 是 根据 组 胞 有 

秋分 裂 中 期 整个 染色 体 的 长 度 ， 染 色 体 两 辟 

长 度 比 (arm ratio) ， 中 节 (centromere ) 

位 填 ， 核 仁 组 成 中 心 区 (nucleolus organi- 

zer region) 的 位 园 以 及 与 固 缩 (heteropyc- 

notic) PR PH ies MRE PHA 

BTS PRRECRRAB CER EHH Fe | 

与 S fhitme, Bld=1-S, r=1/S 
或 以 中 和 节 指 数 (centromere index) i 

= 100S/C 估计 。 

— ee Ba PALER PR 

BE: ( HME ) 。 
idioplam #8 [ Naegeli » 1884]: 所 

AREBSHH DAYS LO mHAR® 

(idiotype) ] 。 

idiotype ”个体 址 传 型 ， 个 体 基因 型 ， 特 应 型 
[ Siemens» 1921 J: 1 一 个 生物 体 上 所 

有 $F (hereditary determinants) 

的 煽 称 。 包 括 它 的 基因 型 (genotype)[ 所 有 
定子 位 於 染色 体 上 ;染色 体 基 因 ( chro- 

mosomal gene )] ; 与 细胞 质 型 plas - 

motype ) [所 有 定子 位 於 非 染色 体 ( ex- 

trachromosome) 上 的 ] 。 个 体 和 遗传 型 可 分 

类 如 下 页 上 表 [ Hageman, 1964]: 

2 指 一 个 观 疫 球 蛋 白 (immunoglobulin) 

对 一 个 特殊 抗原 的 联 和 结 独 特性 ( binding 

specificity), 

染色 体 类 Bil 

(chromosome designation) 

中 位 中 和 节 
(metacentric ) 

近 中 位 中 和 节 
(submetacentric ) 

末端 中 节 
# | (subtelocentric) 

Er Sn SP 
(acrocentric) 

(atelocentric ) 



2\ | immune response 

生物 体 遗 传 纤 胞 车 构 中 各 部 位 (8 ht 
FA ae THe 定 十 

染色 体 基因 型 “基因 

ene © (chromosome) (genetype) ii (jerie) 

(idiotype) git io 978 

(cytoplasm) (plasmoty pe) 

A 原 质 体系 原 质 基因 
(plastid ) (plastome) 一 ” (plastogene) 

hy RF He ARR FE A REA. 

|(chondriosome) (chondriome) (chondriogene) 

光学 显微镜 下 不 Mi Mit A A 

可 见 的 细胞 质 点 (cytoplastmone) (plasma 

(sublightmicroslo- gene) 

idiotypic antibodies 特 麻 抗体 : 针对 特殊 抗 

Ba RRS ZL 44 A ( idiotypes )] 的 抗体 。 

idiotypic markers ” 特 应 标 读 ; CE—(4 RE 
蛋白 抗原 联 千 位 置 上 的 抗原 定子 (antige - 

pic determinants) 可 以 刺激 特 应 抗体 

(idiotypic antibody ) 的 产生 - 
iline 自 交 系 : = 自 交 系 (inbred line). 

illegitimate crossing-over “不 正常 交换 : HA 

等 的 交换 (crossing-over) 现 象 ， 由 道 传 重 
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所 形成 之 相互 

产物 ， 人 彼此 间或 与 其 标本 比较 ， 均 依 完 全 的 

不 同 源 (homologous) 。 在 交换 产物 中 ， 不 

正常 交换 可 造成 重复 (duplication) 与 缺失 

( deletion) 之 现象 。 

imaginal discs “器官 芽 : f£5C 25896 ( holo- 
metabolous) Fe ghrp » 表皮 中 层 释 厚 的 细胞 。 

在 师 期 上 时， 器官 芽 产生 成 长 时 的 器 官 ， 此 时 

大 部 份 的 幼 盘 和 烙 构 均 被 破坏 。 

imago Kah: 发 育 完 成 的 昆 盘 。 

imbecility ”低能 : 中 度 的 智力 退化 ， 低 能 者 

的 智 力 一 般 在 三 茂 到 七 诚 之 问 。 

imbibition ”有 吸收 : Het KEARSE ( submi- 

croscope) 可 观察 到 的 空间 或 毛孔 将 液体 或 

空 胞 (vapor) 吸 入 的 现象 .例如 稚 和 维 素 (cel- 
lulose ) 。 

immigration #2: 脖 移 个 体 与 另 一 集团 具 

有 杂种 繁殖 (interbreeding) 能 力 时 ， 将 基 

AA (gene flow) 自 一 集团 晴 进 入 另 一 集 

ipical cytoplasmic 

partical) 

ll ( SBA (genétic input) ] 。 一 个 新 

eA a7 HE AD SBR BRR” 

(immigration coefficient) o "EB 

7)” «(immigration pressure) ” 傈 指 经 漂 

BR 基因 频率 (gene frequency) Haws 

KB, 77H ee (immigration rate ) 以 

RBA UH BERARRBA UEARZ fl 

Z= BM “ BBA” (immigration toad) 
BB t1% & tt (genetic load) 的 一 部 分 ， 傈 指 

外 来 基因 在 基因 康 中 产生 的 一 种 负荷 ， 此 可 

减低 其 对 新 环境 的 适合 度 ( fitness ) ， 不 管 

此 基因 在 原来 环境 是 否 有 利 或 有 害 ( dele - 
terious )。 有 害 等 位 基因 (inferior allele) 

在 基因 库 (gene pool) 内 如 的 负荷 ， 可 能 由 
基因 突变 (gene mutation) M+, Hee 

BAM RBZ “WA Afi” (input load) 

[ Mayr» 1963]. 

immune competent cell @j/GE SM : 对 一 

BATT Dak UR AE DHE BE 72 A 
immene globulins “免疫 血球 : Oe gH (anti- 

body ) 。 

immune reaction 免疫 反应 : BBO 

原 和 抗体 间 之 反应 。 
immune response ”免疫 反应 : 由 免疫 优势 相 
胞 (immuno- competent cell ) 与 抗原 (an- 

tigen) 相 互 作 用 所 引起 的 一 个 复杂 序列 反 疾 ， 

在 多 和 粗 胞 生物 中 ， 吕 疫 反应 虐 於 外 来 物质 之 

区 分 和 删除 或 阻 遇 之 攻 力 ， 除 此 之 外 ， 由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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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tl i et AGE th ass RAK A (in- 

trinsic ) LEAN RIERA » Ait 

疫 系 杭 在 病原 菌 微生物 之 抗 件 ，“ 监管 ” 恶 

M4: Se MERA (malignant cell) 以 及 自身 侵 

个 过程 的 控制 ， 均 扮演 着 一 个 主要 角色 。 参 

fa Be RE Ra: 1 AEA (lymph- 

ocyte ) Al 2 辅助 细胞 (accessory cell) 

[ ROKER ES (macrophage), MIKA RH 

#€ (reticuloendothelial system) 的 细胞 ， 

以 及 血液 白血球 (leucocyte) 之 各 种 类 型 ] 。 
immunity substance “免疫 基质 人 Jacob and 

Wollman», 1956): 产生 在 BRR 

(lysogenic bacteria )N M835 RBY 

Ami R AF (factor)， 此 物质 的 出 现 ， 支 

Be 7S Raila Se A MR (prophage Faw 
SS RBH HR BY a BA RE ae. 

保持 其 落 源 状态 。 

immunity ”免疫 (性 ) 力 : 对 一 狼 特 的 疾病 

所 生 抗 性 之 情形 。 
immunochemistry “免疫 化 学 : 研究 竞 疫 反应 

的 化 学 。 
_immunoelectrophoresis. @ WizsK : MEH 

HHRMA, H-RAKE, A-BE-BE 

(gel) 中 向 十 个 方向 作 复 扩散 (double dif- 
fusion) 而 得 到 特殊 的 沉 滤 物 。 

immunogsnetics EM REB: 念 遗传 算 围 之 
一， 研究 抗原 (antigen) 与 抗体 (antibody) 

及 其 反应 之 科学 。 

immunoglobulins “免疫 球 蛋 白 : 《型 的 蛋白 

质 ， 可 以 和 抗原 也 千 慈 将 其 中 和 ， 构 成 兄 疫 

殊 避 和 白 的 单元 各 共有 四 个 多 胜 驮 幼 (polype- 

ptide chain) [[S—@) . hee 
(disulfide) 将 其 联 千 在 一 起 ， 每 链 都 具有 

一 候 特 定 及 一 候 可 楼 的 区 域 ， 根 据 其 重 链 的 

RK? ABARAT > RAM:1,G,1,M, 
1,A, 1,DR1,E-~ 

immunological surveillance SH ERECER : 

—-SiEVRED. PAHPRRREOH 

FEPARRAT+ ARERR .~ 

immunological tolerance READ: 由 於 将 搞 

M (antigen) 婉 贸 售 与 自身 相 局 的 蛋白 质 ， 

或 者 由 蕉 极其 大 量 抗原 的 存在 ， 因 而 不 产生 

LERE. 

muncogy SB: 对 抗体 及 甚 究 抗原 问 

HEAR. 

immunosuppressive drug “阻止 免疫 药物 ， BB 

止 排 拒 作用 药物 : 阻止 对 抗原 产生 抗体 之 厅 
胞 发 生 正 常 反应 的 药物 。 

impaternate offspring ”单亲 后代 : 由 单 性 生 

fi (parthenogenetic reproduction ) 所 产 

生 的 人 后代 ， 其 中 没有 雄性 先 本 参与 。 

implant 植 人 : 以 人 坑 方 法 将 物质 移植 锥 生物 
体 称 念 植 人 。 

impiantation ” 植 和 作用 : HBR RIA 

物体 中 ， 而 不 从 体内 移出 任何 东西 。 

imprinting 印 殷 模式 :在 一 幼小 的 动物 身上 ， 

当 它 发 育 至 某 一 特殊 时 期 ， 权 一 种 限制 因素 

的 乾 激 ， 而 产生 一 种 固定 的 行 坊 模式 。 

inactivating DNA alteration 惰 化 DNA 改 释 
[ Frees et al., 1969] : DNA 损伤 

BRASH BM, AEH DNA##L( DNA re- 

pair ) MSIXAIRE, BHBRARDS 

FC. BEF, A5|HAB RP (gene mu- 
tation) BRE BEKDNA LEFSREE, 

ABKRABKS(OR CHAR ( chro- 

mosome mutation)] 。 

inactivation center 惰 化 中 心 : RER X-*# 

色 体 上 的 一 介 区 域 ， 和 党 二 和 染色 体 牛 某 一 佰 

Siti Et REM LOX BRAS RA 

化 ， 此 区 域 即 支配 已 易 位 :( translocated ) 

2H KERR RLeE LO Lyon km 

#%,(Lyon hypothesis)] 。 

inactive Xhypothesis #®{EX(REK : 
K, 假说 (Lyon hypothesis ) o 

inarticulata RRMMBR : RERAHH 
(invertebrates) PRPIZ—, BS8—(H 

REY i ARE pianist 的 原 口 动物 
(protostomes) > 

inborn error AAR: 和 念 遗 传 上 所 决定 的 生 

化 疾病 ， 由 一 代谢 阻碍 所 滥 成 之 一 酵素 缺陷 

而 来 之 疾病 。 

inborn error of metabolism LK te we [ Gar - 

rod» 1902] : RRBRELELRR 
(biochemical ee er ， 它 会 使 某 一 特 

套 铝 素 失 去 活性 而 产生 一 德 代谢 阻碍 (meta- 

bolic block ) ， 此 阻碍 可 能 影响 一 邦 疾 病 

[ = 分子 病 (molecular disease)]。 在 人 

BPAEr. EKRRAASAR “ RRER” 
(autosome) &f## XA(recessive gene) 

RE, hay BRESM ( sex-lnkage ) 

=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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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状 所 支配 。 fertilization ) 至 专 司 自 交 (obligate self- 

inbred “” 自 交 ， 近 亲 交 配 : OPS RBM Ac fertilization) 和 范围 内 的 机 制 。 

(mating) 。 inbreeding coefficient “ 近 交 侯 数 [ Wright, 

inbred line MR: 在 一 个 加 交 集 园 (out- 1929 ] : 从 某 一 特定 集团 (population) ER 

breeding population) 中 ， 由 於 一 个 个 体 

(individual) 与 其 子 代 连 米 不 断 的 MR 
配 (inbreeding)[ 自 交 (self-fertilization)， 

同胞 交配 (sibmating) 等 ] 而 使 得 此 集 园 的 

(ARB TF) 45> 4% (homozygous line). 

RBA 2 Bc A &S Fi OR Bll BF 

[ On) + W148 R (breeding size) ], 

Piz Ac (inbreeding HEB Hie ih — (A B 

FLU. ABRIL ( genetic varia- 
bility) HBAXAM LF) RAK \(popu- 

lation size ) 的 控制 。 

inbreeding “近亲 交配 ， 近 闫 繁殖 : FP 

配 体 系 (mating system) [ = 同系 交配 

(endogamy ) ]. &#% (outbreeding) 

或 杂交 育种 (crossbreeding)[ = BRAC 

(exogamy) ] AR. SBR HAA BR 

Be Oe Sis Hes BS ae Bc SAS EB PT Ae Ac. 

任 一 特定 集 园 或 交配 的 近 交 度 (degree of 

inbreeding ) 坑 交配 配偶 (pertners) 相 互 癌 

BARA BE [ ig 21% HR (inbreeding co- 

efficient) ] .与 近 条 交配 最 接近 的 方式 篇 自 

交 ( self - fertilization ) ,同胞 交配 (sib- 

mating ) , 半 同 胞 交配 (half-sib cross )。 

各 种 形式 的 近 条 交配 会 增加 它 的 同 质 千 

合 性 ， 由 此 可 使 其 和 遗传 形 质 赵 於 固定 (fixa- 

tion) 。 当 近 届 交配 发 生 在 正常 束 先 繁殖 集 

园 中 ， 则 此 集团 可 被 拆 开 入 较 小 群 ， 由 於 其 

煽 刁 质 和 结合 性 的 议 减 , 而 於 亚 群 (subgroup) 

中 发 生 固定 。 假 如 环 卉 中 对 於 某 同 质 烙 合体 

BAK IR SRIER (selection), WHE 

lay % (BB HH (genetic variance Hie ; 

大 [ #8 BR (genetic variation) 7#BH 

转化 ] £RRR eRe PET Bae, 

—RE FRAKEKBA (fitness ) 的 现象 ， 

eB Z Rit R Rik(inbreeding depression), 

ED, —MA DLAC 

We Fl AS REBIRTH. FARO ABE BATE 

[ FATES &% (cleistogamy) ] ， 或 在 授粉 后 

TERT RH. RAR CRA AT Ria 

Zi)» BRA RA (facultativeself- 

取样 random sampling ) 的 个 体 中 ， 由 

Wik WRAL (inbreeding MM, FHRA 

结合 性 (heterozygosity) 按 比例 的 降低 ， 或 

是 一 个 体 中 某 特 定 基 因 座 上 的 二 等 位 基因 

(alleles) 相同 的 机 率 ， 可 以 称 之 坊 乒 毅 相 

fa] (identical by descent), ， 即 此 二 基因 来 

自 同一 祖先 。 自 交 全 数 ( 符号 下 ) 之 值 可 从 

0 到 1 ,每 一 个 体 的 自 交 保 数 表示 此 一 个 体 双 

WRB. [ OMAK (coefficient of 

pareatage)， 亲 缘 你 数 (coefficient of re- 

lationship ) ]。 

tt, RAGA YH BRR AR 

1/, s[a) AACA RS 4 » “ElRRAc Ac y% » 
堂 梦 交配 (cousin mating) fF '%, ow 

—S(VEA (Ama) 在 一 集团 中 的 频率 坑 

pA 与 qa, 近 交 傈 数 篇 F ， 某 一 个 体 之 基 
因 型 坊 AA 的 机 会 是 pPF ， 基 因 型 aa 的 机 会 

BaF, BEA (locus) 之 二 等 位 基因 篇 

不 相同 后裔 的 机 会 入 1-F 。 因 此 ， 一 集 国 

中 的 近 交 傈 数 饥 了 时 ， 则 其 期 刻 基 因 弄 频率 
(genetype frequency 内 如 下 : 

基因 型 频率 
AA P*Ui-—F }+pF 

Aa 2pq(1—-F) 

aa O* LiF jak 

inbreeding depression ” 近 交 衰退 : HERR 

20 SEF (outbreeding) (ARR, HRITB A 

Ac (inbreeding )in (#744 4 E (fitness ) 与 

活力 (vigor ) 降 低 的 现象 [ = 230 3E3R (in- 

breeding degeneration ) ] 。 近 交 训 退 的 

程度 依 品系 的 种 类 而 AT. BMT 

配 克 代 后 ， 其 活力 与 斋 合 度 不 再 降低 时 ， 可 
Se BS FS“ Ae BR” (inbreeding minimum). 

UI AEFGR ZR TRS ARG AtE ( homozy- 
gosity) HA FM A(deleterious re- 

cessive gene [Om {# A+ genetic load)], 

而 且 可 打破 平衡 多 基因 体系 ( balanced po- 

lygenic system) [ Mather» 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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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到 近 交 极限 的 自 交 系 (inbred line), Rik 

杂交 时 ， 则 产生 杂种 优势 (heterosis) 。 

inbreeding load ” 近 交 负荷 [L Morton »C row 

and Muller» 1956 ] :在 思 机 交配 (ran- 

dom mating ) 的 均衡 集团 中 ， ETERS 

FARA MABES Se, Ameo Tas A 

4 (genetic load) PRBIRKHAEBR 

近 交 负荷 度 。 

incest taboo 禁止 近亲 交配 : 在 人 类 和 社会 中 ，. 

Se FS BR DT BR ( 血亲 )(consafguineous) fi 

WE [ cif #8 2% Ae (inbreeding) ] 。 

inchondriosis “” 非 粒 牧 体 [ La Bella and 

Krass，1968 ] : 由 类 胞 摄取 微粒 的 物质 

此 傈 源 ARH HBS. 

incidence ”发生 率 : 在 人 类 遗传 中 ， 由 於 某 特 

殊 集 团 内 各 个 体 在 某 时 间 内 由 址 传 而 引 | 起 弗 

学 上 沟 化 之 频率 称 信 发 生 率 [ 址 传 疾病 (ge- 

netic disease ) 的 发 生 率 ] 。 从 某 性 状 的 发 

” 生 率 ( 符号 坑 X ) 及 其 遗传 形式 (mode of 

inheritance)» KH “RB” SfcH (ab- 

normal allele ) 的 频率 aq 可 以 计算 出 来 ， 

假如 每 个 受 影响 的 个 体 均 坑 瞪 质 结 合体 (he- 

terozygous ) ， 则 此 等 位 基因 频率 可 能 念 

性状 发 生 率 之 半 ， 即 4q = 1A2” 。 (OR 
47 #(prevalence)] 。 

incipient species 7) #7 \ Matas: wt 
(superspecies)o 

incompatibility 72840 [ Stout +1918]: 

FJEHERY (extrasexual) “不 村 和 基因 “ 

(incompatibility genes), RA RBBAH 

限制 某 些 配子 的 交配 能 力 ， 而 限制 或 抑制 合 

子 (zygote) 的 形成 。 若 在 一 群 可 以 自由 互相 

交配 的 集团 中 如 自 交 不 梦 和 (self-incompa- 

tible ) KARAM HBAA ARTRA 

EA, HA 2S (self-fertilization) 或 

RAS ki (cross-fertilization) 均 受 到 限 

BMRB ASTRA (self-incompa- 

tibility) XK M&RBA (cross-incom- 

patibility ) # Zi\R—-@*RAKAHSAE 

HO Wh 2 7 PRB Bae (self-sterile) 

im 232 GE ( crOes-fertile), AEMDF 

(5S ERA RA Sik BIE ( out - 

breeding ) 2A Bik toh & RBI 2 AeA, 
往往 可 以 相互 杂交 (Peciprocal mating) 。 

同 质 基 因 (homogenic) 及 翼 质 基因 (he- 

terogenic ) 不 村 和 性 之 体系 大 和 致 可 以 区 别 

如 下 [ Raper and Esser» 1964]: 

| 同 质 基因 不 亲 和 性  (homogenic in- 

compatibility) ”如 交配 挠 带 同样 不 犁 和 基 

因 ， 则 合子 之 形成 遭受 阻止 。 不 先 和 性 可 能 

由 一 个 或 两 个 基因 座 (gene loci) 所 控制 ， 

如 属 前 者 ， 则 至 少 有 两 种 交配 型 ( mating 

type ) 存 在 | 人 双 标 不 亲 和 人 性 ( bipolar in- 
compatibility ) ] ， 如 属 后 者 则 至 湖 有 四 

种 交配 型 [ OMBABA ( tetrapolar in- 

compatibility ) ]】， 在 双 标 性 中 ， 交 配 型 

的 数目 与 对 立 等 位 基因 ( alternative al- 

leles ) 的 数目 相等 。 近 条 交配 (inbreeding ) 
分 别 减 退 至 50 % 及 25 %， 而 愉 交 则 不 受 任 

何 限制 。 同 质 基 因 不 梦 和 可 能 基 於 同一 系列 

(sereis) 的 两 个 等 位 基因 ， 同 一 系列 的 复 等 
位 基因 ( multiple alleles), KOBE 

系列 的 两 个 复 等 位 基因 。 

2 办 质 基 因 不 亲 和 性 (heterogenic in- 
compatibility) ， 此 体系 包含 两 佰 以 上 

的 基因 座 ， 交 配 梦 体 的 所 有 基因 座 如 均 念 同 

质 和 结合 (homozygous) ， 个 体 间 可 自由 相互 

作用 ， 如 个 体 间 具有 不 同 组 合 的 殿 质 GA 

(heterozygous) 只 有 单 向 相互 作用 或 全 和 扰 

相互 作用 。 在 此 种 独特 体系 下 ， 暴 质 基 因 配 

偶 之 性 别 梦 和 性 人 受到 限制 ， 因 此 促进 近 条 交 

配 。 同 质 基 因 不 村 和 人 性 则 和 与 此 相反 ， 和 遗 传 相 

位 之 个 体 问 的 交配 人 受到 限制 因而 促进 速 梦 交 

Ao RARARRAY EE BR (fungi) 

发 生 。 
 F #8 Py(angiosperm) RRA 2 

系 可 更 组 分 如 下 上 Crow, 1964]: 

| 办 态 不 亲 和 性 (heteromorphic in- 

compatibility) 其 特性 如 下 : 
a). 每 种 交配 型 具有 不 同形 能 而 可 辨别 ， 

因此 不 需要 再 作 交 配 测 定 [ 如 雌雄 巷 殿 长 花 
(heterostyly ) ] 。 

b). 花粉 交配 型 ， 决 定 於 产生 花粉 的 和 抑 

F-¥8(sporophyte ii RIEB ARAMA 

关 。 
c). 不 村 和 人 性 基因 问 的 是 性 ， 在 花粉 及 

柱头 (stye) 上 均 能 表现 出 来 。 
- d). 柱头 抑制 不 秽 和 人 性 花粉 管 的 生长 ， 

此 种 方式 可 能 由 一 个 秋 等 位 基因 控制 上 二 访 

的 ( dimorphy )] ,或 两 便 允 等 位 基因 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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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EARSRFOTE (homomorphic in- 

compatibility) “其 特性 如 下 : 
a). 不 同 交配 型 间 没 有 形态 上 的 差 刁 ， 

因此 必须 作 交 配 测定 后 方 能 属实 。 

b). 具有 和 无数 交配 型 。 

c). 不 村 和 基因 具有 和 无数 等 位 基因 。 

在 同 基 因 不 犁 和 人 性 中 ， 交 配 型 常 受 配子 

#6( gametophytic) & f-$#8(sporophytic) 

Hittl. ELAFERAMEPR, BRASH 

基因 在 花柱 内 各 别 作 用 ， 花 粉 管 在 其 中 人 受到 

抑制 。 此 可 能 由 一 个 或 两 个 基因 座 的 等 位 基 

因 所 控制 。 在 孢子 体 不 亲 和 性 (sporophytic 
incompatibility) ‘FP. ARMAS MEAs 

AE RAE ,或 同时 在 雄 及 雌性 器 官 内 作用 。 

不 条 和 人 性 花粉 管 的 抑制 ， 可 能 在 花柱 上 ， 或 

在 受精 人 后， 不 亲 和 性 显示 在 两 个 配子 之 问 ， 

BS QHERBAH (postfertilization 

incompatibility ) 。 

在 芙 菌 中 ,有 一 种 特别 的 不 先 和 性 方式 ， 

称 含 原 生 质 不 亲 和 性 (protoplasmatic in- 
compatibility) [ Garnjobst and Wii- 

son» 1956]> iKkitdhR—-@MRRHR 

BAY, REAR. RRA KH RH 

(hyphae)A) LimtA, (HakAKk Mi RMR 

泡 化 (vacuolate)) BHAA RH MBS 

TRE 0 

incomplete dominance 不 完全 显 性 : = 半 显 性 
(semidominance)。 

incorporation error “渗入 误差 : besa KB 
(gene mutation) 。 

incross 同型 杂交 : Hl ARG AEE ( homo- 

zygote) :的 杂交 ( + x+ 二 或 aa x 

aa ) 。 

incubation medium recovery 培养 基 钱 化 恢复 : 

tk RAL (liquid-holding recovery) o 

indehiscent 不 开裂 : 果实 在 成 熟 时 不 开裂 。 

independent assortment 独立 分 配 : O 分 配 
(assortment)  ; 3 at (segregation) 。 

index case ”索引 患者 : = 先 请 者 (proband)。 

individual (#2: (RS HBRRKA CH-— 

{AIA APRS EA Ar, FE SES HEE A EAE 5 

RAGT+ HE (cellular derivatives), LFF 

— KBR BTR (meiosis), RAMRTR 
PEA: SPS faf(spores)rh, f£{s] —(Hi fa 
F E+ ATES F— KS BE ( fer- 

inducible 

tilization ) » | Darlington and Ma - 

thers 1949 om 

individuation {@#8{t | Waddington and 

Schmidt» 1933 ] COALKRFA (embry- 

onic development)> 

individuation field 个体 化 范围 [ Wadding- 

ton and Schmidt» 1933]: CBB 

H#) (embryonic field) 。 

indole 05|0% : 微生物 中 ,一 种 色 胺 基 酸 (try- 

pophan ) 的 先 成 物 (precursor)。 千 构 式 

如 下 : H 

AR 
HC 人 

| | | 
HC C 办 下 六 

生疏 

H H 

indoleacetic acid 93\0% 7B: 植物 激素 (phy- 
to hormone) 的 一 种 , 即 auxin, 千 构 式 如 下 : 

inducer #52849 : 篇 任何 正 向 效应 子 (effector) 

之 一 ， 即 任何 能 增加 抑制 物 (repressor 不 

活性 成 份 的 低 分 子 量 分 子 (fet ® (metabo- 

bolite ) ] 它 能 减低 抑制 酵素 ( enzyme ) 的 

合成 。 一 种 忒 遵 物 [ 一 般 指 特定 可 荔 半 酵素 
(inducible enzyme ) 的 基质 ( substrate ) 

或 其 相关 物 ] 的 出 现 ， 可 刺激 冰 可 诱 遵 酵素 

产量 的 增加 ， 此 酵素 影响 到 范 半 物 的 吸收 与 

Kt AABEDHHB, BES RK 

RBRERDHAHBS. KMARE+REM 

素 的 特定 诱导 物 不 是 设 种 酵素 的 基质 [ 因此 
thAR BE AK 1 ABS “ RH My ” (grat- 
uitous inducer) 。 

inducible 可 诱导 的 : 在 缺少 基质 的 情况 下 ， 

酵素 ( 蛋白 质 ) 不 能 合成 。 因 此 基质 的 作用 



inducible enzyme 

旺 劳 导 物 (inducers) 相 似 ， 它 可 在 和 类 胞 中 境 

加 应 潮 性 酵素 的 生产 率 [ Bee ” 
(enzyme induction) ] 。 此 种 酵素 的 数量 ， 

随 竹 胞 内 环 卉 的 改 释 而 发 生 释 动 ， 大 多 数 诱 

遵 性 酵素 属於 里 化 代谢 ( catabolic )。 其 作 

用 包括 分 解 一 些 由 环境 所 多 得 之 物质 以 作 般 

能 源 ， 或 者 产生 许多 分 子 的 若 片 以 供 合成 作 

用 使 用 [ 字 抑 制 性 (repressible) ， 操 纵 子 

(operon)] 。 

inducible enzyme ”可 诱发 酵素 : AAR 

(inducer) 存在 时 ,此 种 酵素 的 生产 会 增加 。 

[ > 组 成 酵素 (constitutive enzyme) 调节 

基因 (regulator gene)] 。 

inducible system MRR: MPM» 

调节 基因 (regulator gene) 的 产物 [ 抑制 物 

(repressor )] 有 活性 而 阻止 操 继 子 (oper- 
on ) &@#P2k(transcription). REF 

(effector) [ 8H 4 ( inducer )] BAIL 

抑制 物 的 活性 ， 因 此 可 使 mRNA 的 合成 发 
生 ， 只 有 在 效应 子 分子 存 在 时 ， 转 欠 作用 才 

能 发 生 。 人 
induction M9 » sh . TH: 1 BAB 
( enzyme induction ) [ Monod » Cohen- 

Bazine and Cohn» 1951] : 在 加 入 一 

种 所 慰劳 导 物 (inducer) 的 代谢 物 ( meta- 
bolite ) KR» Arad 荔 发 性 酵素 ( inducible 

enzyme) [ 和 蛋白质 ] 即 被 锈 发 合成 ， 与 其 相 

反 的 是 组 成 酵素 (constitutive enzyme)， 

as os UE Sa ep 4] -H(repressible enzymeh¥ 

ME SHKSMMBEARRH. CRBS 

RRTESRERKMBEDSH 
如 类 胞 中 有 某 种 基质 存在 而 广发 某 特定 

BA _ Ak KERB RRRALAME 
4A hfe] (intermediate), Hiya 

‘ERS (substrate) 而 诱发 另 一 种 新 

发 酵素 ， 此 现象 称 乱 “ 序 贯 性 诱发 作用 “ 

(sequential induction) ， 可 能 只 有 一 种 基 

质 的 存在 而 发 动 一 项 连 争 反应 (chain reac- 

tion ) ， 而 相 舟 靖 发 出 一 系列 的 特殊 酵素 ， 

其 中 每 一 种 酵素 只 能 与 某 一 有 吉 的 基质 起 反 
ie - 

2 元 菌 体 原 诱 发 (prophses inducer) 
[ Lwoff> ，1953 ] : 在 溶 源 细菌 (lyso- 
genic bacterium¥?, MAH BES RRH 

Sh BW B(prophage MBAGHE, BARR 

216 

EHS ARRAN, MEME. 

MAAR, EKAF BABAR 

{E> BKMRTAHA 10°* — 107° 

原 诱 求 ， 但 在 实验 中 可 用 多 种 物理 或 化 学 试 

<#ij (agent) 使 其 频率 增加 ， 或 将 噬菌体 原 

DNA SA7RB RMA [合子 诱发 (zygo- 
tic induction) KmB RBH (transfer 

induction )]o ROB AE RE RABE 
FH iS ik Lee Hp SAB K ( repression 

system) Hist» AAR AMER ES DRE 

抑制 。 

PRAT Re 坑 啦 菌 体 原 诱 发 作用 是 

在 沙 源 细胞 中 啦 菌 体 原 所 促使 发 生 的 任何 现 

象 。 

杂交 诱 亲 (cross induction) [ Borek 
and Ryan» 1958 ] : 在 行 接合 作用 (con- 

jugation) 时 ， 对 放射 敏感 代谢 产物 ， 从 

Re RBS RR PBA RRR i. 

深 源 组 菌 血 胞 中 之 噬菌体 原 和 经 诱发 而 发 育 ， 

此 项 转移 作用 是 单 向 的 ， 从 下 “和 胞 进入 F- 

ABE 

3 SOF (zygotic induction) [7e- 

cob and Wollmann> 1956): Bi 

Fe RAB A TEA URES FSA Pie es 
MASK (vegetative state) REE 

“合子 “(zygote) BR, AF BRREE— 
(AWC 1y*] 的 Hfr tom ( Hfr ceil) 

fa—(B eA L ly”) FE- 竹 胞 [FE -eRE 

因 ( F-episome)] MAZK BRHMBRE 

SRE -HORRER, BAF Mia 

WEF” MlaPRL>—B LRH immu- 

nity substance )» fi RARE (lytic 

phage)] 成 熟 ， 此 一 四 胞 就 被 落 和 裂 。 

合子 诱导 可 由 一 溶 菌 班 (plaque) 或 溶 裂 

& (lytic center) 的 出 现 而 被 证 实 ， 过 些 洲 

菌 斑 和 与 落 裂 点 发 生 在 含有 “合子 ”与 一 群 非 

溢 源 细胞 的 坛 辩 趾 中， 合子 诱发 仅 限 於 Hfr 

(ly*) xF-(1y7-) 的 杂交 中 ， 但 不 会 出 
现在 Hfr(ly+)xF- (7 ) 或 Hfzly ) 

x F-(ly*) BHAA Braun > 

1965 ] 。 

4 胚胎 诱发 (embryonic induction) 

— PARE AH BARR A—R D Mia 

KAA KBR“ BRS ” (inductor) > 

胚胎 印发 是 一 种 相互 作用 的 和 结果， 其 中 一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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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胞 [ 范 发 者 或 唤起 者 ( inductor or evo- 

cator) iM eM ill H— PEMA 1k. (dif- 

ferentiation ). Mi BBCREBRASER 

要 和 视 诱 发 者 所 在 的 区 域 以 及 在 移植 时 其 转换 

Hike HRMS MKD 

( stimulus ) [ 可 能 是 一 种 化 合 物 ] 似乎 是 

使 反应 体系 的 道 传 物质 (genetic material) 

活化 (activation)[ 抑 制 消 退 (derepression) 

可 能 有 让 接 侵 及 结构 基因 (structure gene) 

[ 向 基因 性 作用 ( genotropic action )] 

Re R 2 tp A A(regulator gene) [ 向 胞 质 

性 作用 ( plasmotropic action )] 。 

一 群 租 胞 或 组 微 对 胚胎 诱发 发 生 反应 而 

形成 一 个 特定 的 器 官 ， 此 一 倾向 称 志 ”优势 
性 ” (competence) ， 当 胚胎 发 育 (embry- 

onic development) 时 会 有 一 连 串 的 现象 

及 优势 性 的 袁 失 ， 亦 即 “ 优势 性 ” 冬 时 间 控 

制 调整 而 转 缕 其 型 式 。 “优势 性 “的 万 现 可 

被 识 坑 是 反应 系列 中 某 些 因 子 的 引发 者 | 。 胚 

胎 诱 发 作用 可 能 经 历 长 久 的 时 间 ， 在 优势 性 

mA AA MH cumulative effect )， 

A— i RRRABBAA SEM“ ” 

( predetermination ) ， 发 生 情 况 很 早 就 已 

先行 决定 ， 在 此 一 情况 下 ， 所 须 时 间 较 短 。 

inductor “诱发 物 : FHEAR— (HAH (induc- 

tion) 与 一 个 组 成 中 心 (organizer) 所 执行 

相似 之 任何 基质 。 
industrial melanism ”工业 黑 化 现象 : 生活 在 

BAA be HS Us eee +H RA, 

wHBPLREFSHRD, HBSS 

择 作 用 所 引起 的 。 在 黑色 污染 地 带 ， 题 而 易 

见 之 个 体 易 被 掠 奢 者 吞 吃 ， 而 其 银色 呈 黑 色 

基因 型 之 个 体 ， 可 以 生存 而 繁殖 。 

inert “惰性 : 傈 指 染 色 体 和 节 段 的 惰性 [ 一 般 

Kee tet BEY ( heterochromatic )] 

ae HSH RAS BS EH(genetic ac- 

tivity) » Fy rw SFE ( gene 

mutation ) i 38t{2P@ ( genetic inba- 

lance) SRM F/B. 
infectious nucleic acid’) 感染 枝 酸 : 纯化 之 病 

毒 权 酸 能 感染 一 寄主 细胞 ， 且 能 造成 病毒 后 

毅 之 增殖 。 
infectious viral nucleic acid 可 感染 病毒 枝 酸 : 

烃 纯 化 后 的 病毒 极 酸 仍然 能 感染 寄主 细胞 ， 

阔 在 寄主 徊 胞 内 产生 后 代 病 毒 颗粒 。 

inheritance 

infertility ”不 能 育 性 ， 不 稚 性 : O 能 育 性 
( 稚 性 ) ( fertility ) © 

inflorescence ”花序 : 在 一 轴 (axis) 上 ， 相 互 

排列 之 花 。 

informatin {28% Krichevskaya and 

Georgiev» 1969 ] : 坑 假 定 与 初生 核 RNA 

连 在 一 起 之 一 种 蛋白质， 落 参 与 蛋白 质 合 成 

Z RE L OR iRRRNA (heterogenous nu- 

clear RNA) ; 信息 物 (informofere)] 。 

information 信息 : 安道 人 博信 息 ( genetic in- 

formation ) 。 

informational macromolecule .信息 大 分 子 

[Vogel et al., 1963 ] : 任何 大 分 子 
(DNA > RNA » AR ) 具 有 一 致 原则 ， 

决定 生活 物质 的 特性 ， 此 可 影响 短 草 的 生化 

反应， 中 期 的 个 体 发 育 ( ontogenetic ) 或 长 
期 的 演化 事件 。 

informational suppressor ”信息 阻 遇 LCeyrizi- 

and Beckwith, 1966]:—> fais Xe 

(suppressor mutation)o 

linformaton 信息 子 [ Samarina et al., 

1968 ] : 安信 息 物 (informofere )。 

informofere “信息 物 Samarina et al.， 

1967 ]: 在 员 核 生物 中 ， 前 信息 RNA (pre- 
messenger RNA) 和 专 一 性 球形 和 蛋白质 的 

连 合 产物 ( 30 3 )， 每 一 信息 物 ( 分 子 量 大 

#97 F3 800,000 ) 由 20 个 次 单位 所 和 粗 成 [ 信 
息 子 (informaton) 74-8 40,000] ， 

前 信息 RNA MER RYMZRE, BARR 
酶 和 外 极 酸 酶 endoxrand exonuclease}fe A 

进行 时 ， 仍 保留 其 限界 。 在 稳定 现象 与 逐 痢 

地 进行 前 信息 RNA 过 程 时 ， 信 息 物 和 蛋白 质 
之 功能 ， 可 能 嫩 染 多半 (chromatin) yeME 
初生 之 前 信息 RNA ABLE £48 (infor 
mosome) ] 。 

informosome {£8921 Spirin» Belit- 

sina and Ajkhozhin» 1964 |: 一 种 由 
信息 RNA (messenger.RNA ) RE&AAM 

ARAL — mah: ASHER mRNA hf 

RAK aS A AA) Ub Aa A Ty Bk 

KPERS (nuclease) HEA RE. 1 

inheritance jM{M : it1#13 2.(genetic infor-" 

mation) HMfTt RMA RA RRB ER 
象 。 

| 染色体 或 孟 德 两 遗传 [ (chromoso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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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Mendelian inheritance (heridity) |: 
SER Eh BM (replication) > #(mu- 

tation ) 、 重 组 (recombination) > it 

(transmission) 以 及 存 於 遗 傅 字 码 (gene- 

tic code ) 中 各 种 遗传 信息 之 解 芒 (read- 

out) 等 所 控制 ， 染 色 体 基因 的 配 和 秀成 了 基 

FA (genotype)l Johannsen: 1909]. 

REM BBER. Ma 1865 =H RRA 

(Gregor Mendel) 的 实验 TlH & BH, 
1900 ### Correns, Tschermerk and 

de Vries 重新 发 现 。 

孟 德 柄 第 一 定律 Mendei's first iaw)}: 当 二 纯 

系 (purebred) 个 体 [ aye 结合 体 (h omozygote )] 

相 轩 在 一 个 性 状 (character) 或 一 甘 等 位 基 

因 (alieles)(AA 及 aa ) . K— (ist Ba 

后， 其 F, eS (Aa) 性 状 整 痛 ( Sem AAS 
x aaSMaa?x AACHRESHE ). B 

常 表现 上 述 二 性状 中 二 者 之 一 [ 即 其 性 状 由 

闫 性 (dominance) 基 因 A 来 决定 J] WHER A 

一 性 状 [ Ste (recessive) 人 性状 受到 排斥 ] 

[ F， 一 致 性 法 则 ” (principle of unifor- 

mity in F,) hip 

meBA—EZ@  (Mendei’s second 

law) : BPR, HEF, RYH 
4-¥t (heterozygous) PRE SHEER, 

EF, BUSES HAR. HReR-H 

等 位 基因 (Aa) 中 的 两 个 基因 在 形成 生殖 细 

7% (germ cell) Feit OE [ REE A (pri 

nciple of segregation) ] 。 

mS B=Ee (Mendel’s third 
law) : 一 对 以 上 不 同 的 等 位 基因 ( 如 Aa 
与 Bb ) F Bittle Me i& $4 (linkage ) 现 象 ， 

BRP RAZR RH, Sir SAA) Bb 

独立 配合 。[ 独立 分 配 定 律 {principle of 
independent assortment) ] 。 

备 德 角 学 襄 的 基本 原理 与 染色 体 (chro- 

mosome ) (9 BAR | BBS RERR” 

(chromosome theory of inheritance) ] 

其 要 点 择 述 如 下 : 

a). SPR EASE Eh EF 

(determinants) 或 者 是 在 染色 体 中 有 固 

定位 置 基 因 座 (loci) 上 的 基因 所 控制 ， 它 可 

He ECE RE BTN BFR [ 它 道 传 信息 (ge- 
netic information ) .]。 

b). #E—*0-#8 (diploid) 中 ， 壳 些 基因 

在 幅 知 胞 中 ， 以 一 对 等 位 基因 (alleies ) 存 

fE> MRBRDR (meiosis) 人 后， 每 一 生殖 类 

胞 仅 多 得 二 等 位 基因 中 的 一 个 基因 。 

C). 在 受精 作用 ! fertilization ) 时 ， 

GRISEA A, BA Mee 
FEUVEA RH th em ee eR eS are 

Pa» ZEA: eS i SIS ST SA 
d). 控制 不 同性 状 的 等 位 基因 ， 其 全 注 

EH, BAAR Re, RHR AE 

EEE iA EE. REIMER ve 

$A (linkage group) KAA lO ASS 
an ( genetic recombination )] EB. #1 

SCS Th YL. o 

e). ERE. E-FMRSE SIF 

RERSTASUAA, —RKRRAAP 

BRAEMAR MR eee 

(codominant) » At: (dominant) j,» if 

另 一 基因 上 [ 隐 人 性 (recessive) JERS 

法 卖 现 ， 赂 然 它 亦 存在 而 且 可 得 传 下 去 。 
单 基 因 或 嘉 基因 遗传 ” (monogenic or 

oligogenic inheritanca) ，: 此 保 某 性 状 由 

单一 基因 座 上 的 等 位 因子 所 控制 ,其 变 丑 

(variation) RAR (discontinuous)c 

“ZRA” > “ oR” 或“ 数量” 
遗传 (multigenic ， polygenic, or quanti- 

tative inheritance): Mi RK— ##!(ph- 
enotype ) 人 性 状 的 一 部 份 , 此 胡 型 由 许多 相互 

“作用 的 基因 上 [ 咱 基 因 相 互 作 用 (gene inter- 
action) 所 决定 ， 其 变 屋 是 连 和 硬性 的 。 

{58/3 (unilaterial inheritance ) 
[ Winge, 1927 ] 可 能 是 一 些 在 工 染 色 体 上 

的 速 锁 ( linkage ) 基 因 。 相 同 的 得 德 性 状 表 
现在 同一 性 别 中 [全 雄性 遗传 ( holandric 
inheritance )] © 

交叉 遗 人 (criss-cross inheritance) 
[ Bridges» 1913 JEEXREARL-# 

# PS Ae a BB Be (sex linkage )], 
此 项 遗传 特性 是 由 母 梦 遗传 输 儿 子 或 由 父 导 

BAER. . 
£E%EH (delayed inheritance) 

[ Boycott and Diver» 1923 二 与 前 决 

定 (predetermination ) 有 关 。 亦 即 某 特殊 

性 状 的 梁 定 傈 在 受精 作用 前 由 其 雌性 费 体 的 

基因 型 访 控 制 ， 因 之 此 惩 杂种 的 表 型 是 偏 母性 
的 ( matroclinous ) ,此 与 减 数 分裂 前 之 卵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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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premeiotic oggonium) 的 基因 型 有 天。 

[ SRA ( maternal effect ) ] 。 

2 非 染 色 体 ， 非 孟 德 天 或 和 细胞质 遗 传 
(extrachromosomal， non-Mendelian or 

cytoplasmic inheritance) : 此 种 遗传 是 

由 染色 体外 的 遗传 物质 或 细胞 质 的 遗传 物质 

APB, jee Hy A A BP oe Be 

Bm (plasmotype )l Imai » 19365Jol- 

los» 1936 Joi AR biB i AP 
A ASA (genotype inl. BAL AHA Be 

GP REDA> BEE DY Wi plas - 

tids ) 中 而 成 一 种 原 质 体系 (blastom)L Ren- 

‘ners 1929] ; 其 他 所 有 不 属於 质 钵 的 遗 
SA, WHR A (plasmon) at Mi 

HM (cytoplasmon). fl Aik SB 7 e F 

RB “ AA” (plan )[v.Wettstein> 

1928 )> Mii A( plasma gene)[ Wink- 
‘ler > 1924] Be {MM (plasmid) [Ze - 

zerberg，1952 ] 。 获 将 非 染 色 体 遗传 的 
条件 分 述 如 下 : 

a) 7S fal MEK 4 57 BEE (segregation) 

BY Me te 73 FAK ERR « 

b). AeA BE BERR fA AS ee BS 

Sf, WRB URE BAR RAEI: 

Wea Bt PB BS HA: HAE FES BB 
<). HRA 
d). #4 Rae + Mi (odgamy) 时 ， 其 相互 

正 反 交 配 的 结果 不 同 。 

e).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不 能 叙 作 基因 顺序 的 

道 傅 图 主 (genetic map) 。 

f). 遗传 定子 类 似 感染 性 的 传 小 。 
g). La 24 ( dauermodification) 

或 前 决定 (predetermination) A] HHERH 

(spurious )JF4x & Bits. 

BRAT A CBU HSE & a a RS 

RRABEAR AHA HERSKA, 

Ht te RH A AAA ( gene action) 

HARA, Rh WRe RAW ( gene 

activation)» KiR2R “ £+R aH” 

(epigenetic )[ Nanneg>» 1958].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将 得 性 

Tia : 42. % WAFER (acquired ch- 

aracteristics Lamarckism)] 。 

inhomologous “” 非 同 源 基因 : = 非 同 源 基 因 
( nonhomologous), 

initiation factor 

initial spindle ”起 始 芒 锤 苯 : c 纺 狂 末 (spin- 

die ) ° 

initiation codon ”起 始 字 码 子 : OM a6 FF 

( start codon ) 。 

initiation complex ”起 始 复 合体 [ No mura 

and Cowry» 1967 |: 一 -个 起 始 复 合体 

包括 30 S PR BENE K fiz ( ribosomal su- 

bunits ) ， 信 息 RNA ( messenger RNA) 

BON 一 甲酸 基 甲 硫 胺 酸 -运转 RNA(N-for- 
mylmethionyl tRNA >», 简写 下 -met - 

t RNA ). 42K (Escherichia coli) 

1, RBA KRM RLAAA KH 

B—P Leo Wet RAE Ra ( ribosome ) 

的 30 S 次 单位 中 , 存 有 一 个 使 胜 肽 链 合成 起 

始 的 位 置 ( site)。 除 FE-met=-t RNA 外 ， 

AiG HL ib eS RNA ( aminoacyl 

tRNA) 时 ， 则 同时 需要 30S % 50S RF 
FBV BL Az [ code 2F ( genetic transla- 

tion ) Jio 

initiation factor 起 始 因 子 [ Stanleyet al. 

1966 ] : 坑 任 何 一 类 蛋白 质 因 子 ， 它 对 起 始 
MLS (initiation complex) 之 形成 和 

mRNA 转译 作用 之 天 始 所 必 人 备 的 1 OP 

因子 (elongation factor ) ; 终止 因子 (ter- 

mination factor ) ;和 干 援 因 了 于 (inter - 

ference factor) ] 。 在 汪 些 因子 存在 时 

( 属於 辕 译 作用 之 因子 ) » 核 栈 体 和 结合 到 

mRNA 之 独特 的 核 酷 体 结合 位 置 上 上， 从事 

多 胜 肽 合成 起 始 位 甘 之 作用 ， 在 他 们 不 存在 

时 , mRNA 不 能 进行 转 怪 作用 [Oa 
译 (genetic translation) ] 。 

1 原核 生物 起 始 因 子 (prokaryotic 

initiation factor) : 至 少 有 三 个 起 始 因子 

(IF-1, IF-2MIF-3 ) 参与 多 胜 肽 合 

成 之 起 始 作 用 ， 他 们 均 参 与 m RNA BAB 
复合 物 (mRNA-ribosome complex) 之 

形成 ,与 使 N- 甲 酶 基 甲 氨 酸 tRNA (N-for- 

mylmethionyl tRNA ) 和 与 核 栈 体 桔 合 

之 作用 ， 所 有 过 三 个 因子 之 出 现 ， 才 能 形成 

完整 之 446K SM (initiation complex )。 

IF - 1 因子 ( FRR I, 400) 尤 许 催 
化 IF-2 ， 仅 在 IF--2，GTP ，fMet - 

tRNA ， 和 mRNA 存在 时 ， 它 可 与 极 栈 

体 之 30S 次 单位 千 合 ， 它 与 IF -2 一 样 ， 
By rH RAMA RS RR Bae RE RS 50S 



initiation signal 

me RS Et. MERZ IF- 1 AFH 

不 需要 GTP 之 水 解 作 用 (hydrolysis)， 此 

与 IF- 2 不 相 朵 = IF-1 A Fea OOK 

ERA AK. ERO PEM ARAL IF- 2 以 

及 30 S 次 单位 ， 有 具有 和 结合 位 置 

IF-2 因子 ， 直接 与 起 始 体 fMet - 

tRNA _ 和 结合 在 一 起 ， 且 可 分 部 出 两 种 型 式 

( 分 子 量 各 入 80,000 和 100,000 ) 。 含 有 

30S RBA KER AZ, IF -3> Hi mRNA 之 

复合 体 ， 可 由 IF-2 和 GTPIT#A> IF-2 

使 fMet -tRNA 30S 起 始 复 合体 结 

合 ， IF-2 有 三 个 或 可 能 有 四 个 特 化 位 置 

(specialized site ): 一 个 篇 忆 叮 啥 核 苷 酸 ， 

一 您 fMet-tRNA, —f% 30S (KE fz, 

和 可 能 一 个 篇 IF- 1 > 

IF-3 AF 30 GR BAH Ee 

mRNA A> HAMMAM AK (BI, IF - 

3afM IF-38, HOF RSH 21,500 与 

23,500 ) 。 两 者 均 具 有 MMF (disso- 

ciation factor) 之 活性 作用 ， 阻 止 所 过 合 

之 30S 次 单位 和 50S 次 单位 的 分 内， 同时 使 

mRNA $30SKMALA BHA IF-3 

Hd 30S Kh Bir 16SHABIS RNA 的 一 节 段 

合 ， 显 示 出 由 30S 次 单位 复合 体 释放 出 腕 

Mis tRNA 之 一 臻 特性。IF- 3 因子 至 少 

有 两 个 车 合 位 置 : 一 抗 30S 次 单位 ， 另 一 区 

ET PERS mRNA 之 顺序 [ 起 始 信号 (initi- 
ation signal) ] 。 不 同 物种 之 大 肠 棵 菌 

IF-3 因子 ， 能 在 不 同 mRNA 间 刊 别 之 ， 

且 可 调整 其 转译 作用 LO 干 援 因子 ( inter- 
ference factor)]. 

2 时 枝 生物 起 始 因子 (eukaryotic 

initiation factor )  : 它 与 原核 生物 起 始 因 

子 之 作用 相似 在 哺乳 动物 胜 肽 链 起 始 作 用 ， 

至 少 有 五 种 和 蛋白质 之 起 始 因子 包含 在 内 ， 起 

始 作 用 形成 一 个 Met - tRNAf' IF -E,- 

GTP SAH. BDAHIF-E, Behe 

体 Met - tRNA; <> ia MM AME IF - 
E, £92 40S BAKE LA EH > Ti 
与 mRNA 之 结合 以 及 与 60S 次 单位 之 连 合 ， 
显然 地 由 IF-E,，ATP，IF-E, 和 IF- 

E， 共 同 作 用 所 和 致 的 ，Met:- tRNAf 与 

mRNA 之 结合 则 需 IF-E , 与 ATP KB 

助 ，IF-E， 则 尤 许 40S 复 合体 与 60S KH 

位 联合 在 一 起 ， 在 缺乏 mRNA 和 结合 时 ,IF- 

E,， 可 抑制 80S. Met - tRNA, 之 复合 体 

形成 。 

initiation signal ”起 始 信号 LSteitz，1969j: 

c 起 始 因 子 (initiation factor) o 

initiator ”起 始 者 [ Jacob» Brenner and 

Cuzin» 1964]: O#MRF (replicon). 

initiator codon ”起 始 字 码 子 : FPR KAA 

质 合 成 起 始 的 字 码 子 (codon)l 在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内 ] > 4EXBHE(Es- 

cherichia coli) P#eR Fi FF) PIR N-— 

FA te A RRR tRNA ( N-formylme - 

thionyl tRNA ; ff F-met-tRNA) 

rie >» «mA N— FARE AA RRR 

(N-formylmethioine ) BA MERA ARH 

RE FEK , ~ =H (trinucleotides ) 

AUG ,GUG RGUA =@FBT+ RMT 
码 子 ， 胜 肽 链 起 始 的 特征 在 於 甲 硫 胺 酸 

(methionine) 的 胺 基 (amino group) Whe 

甲酸 化 (formylation) 而 人 受到 阻塞 ， 胜 肽 链 
的 延长 只 能 从 羧基 (carboxyl group Ak 

循 单 方向 进行 。 

AUG 与 GUG 二 种 字 硒 已 破 症 实 具有 
双重 作用 : 当 其 在 一 个 多 核 苷 酸 链 之 5- RK 

基 ( 5! -hydroxyl) 未 端 时 ， 人 它们 具有 的 遗传 

信息 傈 利用 N- 甲 酶 基 甲 破 胺 酸 tRNA FS 

HZ SKS, HI AUG ，GUG 可 分 

别 将 甲 硫 胺 酸 ( methionine ) FARARARR (va- 

line) HASHRH. [OD 链 终止 字 码 子 

(chain terminating codon) ] © 

initiator RNA #2#4RNA L Reichardet al., 

1974 ] : LL& RAE RH ( deoxyribonuc- 

leic acid) 之 Okazaki 4 Bf Okazaki 

pieces FS Jt GSE BE A RZ BRRNA 

顺序 。 起 始 RNA 与 DNA 子 代 股 之 5 末端 
FER A EE. 

initiator tRNA 起 始 tRNA : 能 保 司 得 传 

#8 2% (genetic translation) 作用 开始 之 任 

何 运 圭 RNA (transfer RNA ) 物种 。. 在 

和 细菌、 病毒 、 粒 综 体 和 色素 体 (bacteria ， 
viruses» mitochondria and chloroplast) 

rp, N— FA Ret AR SRB -t RNA ( tRNA” ) 
( N-forymylmethionyl - tRNA ) fe Rte 

fe tRNA » GH APRS eSBs (trausformy- 

lase ) 之 酵素 ， 可 将 甲 氨 酸 (methionine) 

导入 有机体， 站 在 NH , (LER tRNA 分 子 



接合 。tRNAY” 与 其 他 tRNA 易 於 区 
别 ， 其 主要 由 於 : 1 甲 氨 酸 之 甲 栈 基 作用 

(formylation ) 可 与 RNA f2fH; 2 具有 在 

生物 体外 (in vitro) 开始 蛋白 质 合 成 之 能 力 ; 

3 辨认 两 个 字 码 子 (AUG 和 GUG) 之 能 力 ， 
此 两 个 字 码 子 之 第 一 字 码 坑 不 相同 的 Be 

一 个 氨基 之 接 气 现象 ( wobble ) ] 5 4 不 能 

使 过 个 tRNA 将 甲 氨 酸 插入 一 个 多 胜 肽 内 
Bie [ 过 个 是 由 於 一 个 蛋白 质 因 子 T_ ， 

GTP， 和 所 有 其 他 腕 酸 基 tRNA 所 形成 之 
三 元 复合 体 (ternary complex) 所 造成 的 J. 

ERIK (ineukaryotes) “中 ,一 甲 

氨 酸 独特 的 tRNA WR2BRBAMZ 
fMet -tRNA ZH» 内 然 在 生物 体内 
(in vivo)» ERA PRA, (Bis (HA 

BAM tRNA MMA HABEE (E.coli) 

2. FR RE (BS SC RE EA ZENA 

生物 所 出 现 之 其 他 Met -tRNA » AiG ea 
它 的 胺 基 酸 至 蛋白 质 之 内 如 位 置 ， 且 定名 和 坑 

tRNA 0 ERAGE MIRA ehh 
tRNA 缺乏 或 由 GC-T-y -C-GCA 序列 

FRR, GEM tRNA WM ERH RA 
AZAR» MARAE EFA ( formyla- 

tion ) 

inoculum ”接种 体 : FbAt—(A TS B ( cul- 
ture) A MRS HK (suspension) 

input load jitAR fy: 它 道 传 负荷 ( gene- 
tic load) & #4$( immigration ) 。 

inquiline “寄生 动物 : 指 某 些 生活 在 别 的 动物 

ZRRRAH HY. 
insertion ”插入 : 突 释 的 一 种 ， 一 个 或 一 个 以 

EA Hr RAE DA (CREE BE 

顺序 之 中 [只 易 位 ( translocation ) ] 。 

insertional duplication HABE OF 

( translocation ) 。 

insertion: model， 插 和 人 模式 : 解释 由 外 来 的 同 

GRR DNA hrAEA SH Mia DNA 上 
之 遗传 修正 (genetic correction) fix. 

insertion mutation }#A2& [ Shapiro» 

1969 ; Michaelis et al., 1969]: 在 

大 肠 柏 菌 (下 . coli) 中 之 一 类 极端 的 极 性 突 
$$ ( polar mutation )， 它 是 由 外 来 DNA 

A Fr SBA 至 一 构造 基因 所 造成 之 结果 [ 4é 

Aff (insertosome)] ， 一 核 栈 体 沿 着 一 个 

mRNA 分 子 移动 ， 由 过 些 一 交互 基因 旭 行 

instinct 

转 销 ， 在 经 由 插入 位 鞠 不 久 人 后， 继 乎 面临 一 

(4 $8.-% & FF (nonsense codon) {th Ro F 

ABH ERMK, WEE Arete bt 

包括 起 始 信号 ( initiation signal) KR, — 

个 强 的 极 人 性 作用 [ at 1#4+e (genetic po- 

larity ) “ ] 将 形成 。 插 入 突 释 不 能 由 基因 

外 或 基因 内 阻 遇 因子 suppresson 来 抑制 。 

insertional translocation ”搬入 易 位 : 在 一 非 

同 源 染色 体 之 非 末端 位 置 上 ， 一 染色 体 之 一 

断 片 插入 。 过 种 事件 之 产生 ， 从 需 包括 三 个 

断裂 存在 。 
insertosome 搬 和 人体 [LMelcy et al.; 

1972 ] : 插入 一 组 菌 或 病毒 操 纶 子 (operon ) 

之 一 DNA 核 苷 酸 对 顺序 ， 插 入 可 尊 致 基因 
之 完全 不 活性 ,此 不 仅 由 DNA 播 入 所 致 ， 

在 大 部 分 情形 下 ， 也 是 由 一 操 黎 子 这 侧 至 插 

入 位 冒 内 之 基因 所 引起 [ 字 极 性 插入 (Polar 

insertion ) ;插入 突变 ( insertion muta- 

tion) J. 

in situ hybridization ”杂交 位 置 : REE 

DNA Aik RE HRB TA RZ Mis 

LeABiEBD MAR RARER, 

DNA 87%, BAMNGZ RNA REAR, 
Me MLAT (tritium » H* )PeaecKBot, 

过 个 标记 过 具有 射线 分 子 与 独特 染色 和 体 区 域 

Z DNA 和 节 段 进行 杂交 ， 此 可 在 放射 自动 昭 

相 (radioautograph 中 观察 到 。 过 个 技术 可 

用 来 证 明 18S 与 28S rRNA 分 子 是 由 极 仁 
租 成 中 心 (nucleolus organizer) MET > 

YE] GRHBDNA (satellite DNA) 是 

位 在 具 中 节 的 殿 染 色 质 (centromeric het- 

erochromatin) 上 的 [安打 种 复式 分 子 

(hybrid duplex molecule )]. 

instability “不 稳定 性 [ Mather» 1953]: 
坑 释 刁 的 一 种 ， 其 方向 是 不 定 的， 不 是 起 源 

於 遗 传 性， 但 也 不 能 确定 起 源 於 何 种 环 声 影 

敬 ， FEMUR BRHK EE HBA SR 

(error), PTaH BH BR”(developmental 

noise), BIBRA BA SAK Sih 

RK, HHRORR “ BE” 

(stability) JR El_L7|MRANG BE, —® 

来 襄 其 性 状 在 任何 环境 中 缺少 可 塑性 (plas- 

ticity) [ Bradshaw» 1965 J. 

instar 蚁 期 : Fea phy (BA Be Peay BH « 
instinct ”本 能 : JERS BHT RAK. 



insuiin 

insulin i® BX : 由 胰岛 ( islete of lan- 

gerhans) 上 Beta MigMrRih—-Bs 

HK BS BRAUER PBT 

HEE. SERED HRS EAB RIE (dia- 
betes mellitus ) 。 

第 一 个 蛋白 质 的 胺 基 酸 顺序 即 在 牛 胰 饥 

素 上 彼 礁 定 ， 其 千 构 式 可 齿 下 图 : loRS 

酸 (amino acid) ] 。 其 分 子 量 篇 5733 。 

此 分 子 是 烃 共 价 和 结合 的 二 聚 体 (dimer)。 
integrase “集成 酶 [Zissler 1967]: B— 
个 位 苇 独 特 的 重组 酶 (recombinase) 和 有 系统 ， 

使 产生 一 噬菌体 原 (prophage 集 合 进 入 一 棚 

RAR RE. ERR eS A 

AREY. rt feng ESSE (genome) 之 一 

个 位 置 上 ， 居 关 促 成 相互 重 租 LO 终止 酶 

(terminase) ] o RRBR Ht RES 

ABA BR BR RIA. Ble 

HEDNA RBS MRBREAB (HA) 以 及 

使 他 们 分 天 的 ( DBR)» sete SE AEE Re ie 

成 败 育 的 (abortive) 溶 源 性 (17sogeny)。 
integration efficiency SK: 一 个 突 释 体 

加 大 一 等 体 糊 菌 基 因 型 之 频率 ， 特 别 考 虑 其 
a8 44. 7A (transformation) 。 

integration system ”综合 (MSH R) RM: 仿 
im Fo HH (temperate phage) RUA 

FRE 2 AR RIE (lysogenic response)» 

By (i — (i Me (integrase) 在 寄主 DNA 

2—-BHMEL, SRE Re gw (pro- 

phage)j 插 入 的 机 制 。 FAREBRAMES 

— EK RH DNALS SSBB RHE. 

且 包 含 一 或 更 多 作用 子 (cistron) 所 控制 蛋 

AAS BLASER [LO 终 止 酶 系统 (ter- 

minase system) ] © 

intelligence quottient (IO) Hes : 一 个 体 可 以 

根据 一 页 标准 的 智力 测验 ， Th ee BAe 
一 “智慧 年 秀 “(mental age) 中 。 此 智慧 年 
mA RR 100, RH 1Q ° 

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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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quotient classification 智商 分 类 : 
依据 Binet- Simon FRE, BASS 

下 列 数 群 : RY A(genius) HAP MBR 140 

DL ERB ; BRB (very superior), H 
FP RAES 120-139 ; 优越 者 篇 110-119 5. 

平均 中 良 者 坑 90 - 109 ; 不 隐 明 者 (dull) 

FS 80-89 ; HeTEBR70—-79 5 低能 者 
(moron) & 50-69 ; 31 ARs (imbe- 
cile) 3 25-49; 白 疗 者 (idiot 0-24 © 

intensifier ”强化 因子 : > 修 包 基因 ( modi- 

fier genej。 ze 
interaction deviation + TREE : 之 Re 

( variation)o 

interaction of genes 基因 问 相 互 作用 : cm 

因 相互 作用 { gene interaction) o 

interarm fiber pSgpee : 在 整个 框架 有 竺 分 
裂 染 色 体 之 中 节 (centromere) LUMAR 
色 体 需 未 端 处 之 电子 向 图 ， 与 在 有 些 情形 沿 

着 姐妹 染色 分 体 之 长 度 ， 所 见 到 之 任何 含有 

DNA HR 
interarm pairing BRIACH : +4 Re (is- 
ochromosome) 中 完全 相同 同 源 ( homolo- 

gous) 的 二 寺 彼 此 配对 [ = 染色 内 配对 
(internal pair) ] [cs #@,#4eH-(chr- 

omosome pairing ) ] 。 

interband 横 带 问 区 [ Painter,» 1939] : 
[字模 带 (band)] o AMER BAe (ci - 
ant chromosome ) ERP ee a 

interbreeding “杂种 繁殖 : B— ARERR 

交 而 具有 和 提 正 或 兆 在 基因 交换 的 可 能 ， 此 和 坊 

将 许多 个 体 (individual) 聚合 在 同一 2H 
(population) 内 的 方法 ， 或 将 许多 集团 聚 在 
同一 亚 种 (subspecies)[ 小 种 或 族 (race)] 

或 种 (species) 内 。 

intercalary 中 癌 区 段 : 指 不 在 未 端的 染色 体 片段 。 
intercalary deletion 中 间 缺 失 : ARR 本 

letion ) 。 

NH, NH, | NH, 
| [ fs af 

gly-ileu-val Sa -cys -ala-ser-val -cyS-Ser-leu-tyr-glu-leu-glu-asp-tyT-CyS-aSp 

NH, NH, 上 8 
| 

heya fea gtal eRe cultrs -¢1y see MNfe> leu-val-alaeala-leue tyr - leu - val -cys-gly 

Mage 
arg 

7 | 

ala-lys-pro-thr-tyr-phe-phe-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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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alation HBA» © #42 (transloca- 

tion ) 。 

intercellular invasion ” 胞 问 侵 入 : 一 类 型 彻 胞 

之 活性 移入 不 相同 组 成 徊 胞 之 组 答 内 部 。 管 

一 个 稻 胞 与 寄主 组 积 之 细胞 猛烈 相手 时 ， 

寄主 组 答 疫 有 接触 破坏 作用 时 才 会 产生 侵入 

现象 。 
intercellular junction ” 胞 问 堪 接点 : HEA 

胞 间 之 任何 连接 的 构造 ; 阅 队 速 接点 ( cap 

junction ) 和 联 会 速 接点 (synaptic junc- 

tion ) 对 胞 问 传 迭 扮 焉 重要 角色 。 

intercentric ”中 节 问 片段 [L Sears and Ca- 

mara> 1950 ]: @¥ #2 @# (dicentric 

chromosome) 4% 4-8 (chromatid) 二 

* ® (centromere) 之 问 的 片段 。 

interchange 五 换 [ Belling: 1925]: = 

相互 (reciproca] 易 位 (translocation)。 

[OREMA ZwM(intrachange)]. 

interchromomere GHEE ZABTH 

mS % @42(chromomere)v PHBE H EM 

ESM A (Diptera) 动物 的 巨大 染色 体 (gi- 

_ant chromosome)? , R@NMERR 
“ 横 带 问 区 ” (interband) 。 

interchromosomal ”染色 体 癌 的 : MHRA 

以 上 染色 体 所 参加 的 作用 效应 ̀ 现 象 或 过 程 ， 

例如 : 一 个 染色 体 千 构 上 的 改 释 影响 到 其 另 

一 染色 体 的 基因 作用 (gene action )[ O% 
i 2% M( position effects )] 及 互 换 率 (cro- 

ssover frequency) MHI HE MBH 
色 体 内 的 (intrachromosomal 。 

intercistronic divide ”作用 子 问 分 下 点 CRe- 

chler and Martin» 1969]: 在 多 作用 - 

子 mRNA ( polycistronic mRNA ) 中 ， 

一 个 作用 子 之 图 止 与 下 一 个 作用 子 (cistron) 

之 壤 译 开始 问 , 所 存在 之 一 氨基 厌 序 [= 作用 
子 起 的 伸展 (intercistronic stretch) ; 作 

用 子 问 的 距 赋 (intercistronic space); 或 

作用 子 问 的 区 域 (intercistronic region)]。 

intercistronic stretch 。 作用 子 问 的 伸展 LSze- 

itz» 1969 ]: 王 作用 子 问 分 此 点 (inter- 

cistronic divide ) 。 

intercross RMR sh SH AK Sie (hetero- 

zygote) 之 问 的 交配 (a+ x a+) 。 

interdeme selection  #ffE)i#i2 [Wright > 
1956 ] : > 4( selection ) 。 

TR BES IER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i#[ Mudler» 1916]: 1% 

Ati (chromosome interference) 

[ Muller 中 916 |]: 第 一 个 交换 (crossing 

over) > 在 其 附近 发 生 第 二 个 交换 的 机 会 

(posiiive interfer- 

ence)) 22H @ tein» WRATH (negative 

interference) » imi RiLTFRBRATEH, 

Re AS A hE random) 

BERL A TA RMT EE 
“ 3572 FH” ( chiasma interference ) 

[ Mather» 1931] » “2x irit-FHe” 
(chiasma position interference) » KK ~ 

“ (fF ” ( position interference ) 

[ Whitehouse» 1965] 。 

ff BOF 69 Oh BE — BF RAR IK (co- 
incidence coefficient) K#7 {| Muller; 

1916] . DRERRR WH Sr Vises 

Poisson 4>fi( Poisson distribution) #4 

Zi Se ae 5 i : 

实际 双 交 叉 频 率 
gaa eae 

Wi ZS Ex VBR 

HEARRFSERKR, HRA 

般 从 0 [ SEPIE FE (complete positive 

interference ) J 3 1[ 无 于 拔 (non-inter- 

ference) ] ， 在 有 些 状 况 下 ， 一 个 交换 之 

发 生 会 增加 卷 近 另 一 个 交换 之 发 生 [ WMA 
干 援 (localized negative interference)] 

因此 实际 允 交 叉 的 数目 往往 多 於 所 期 筷 的 数 

目 ， 则 余 发 值 会 大 攻 1. KHEFRBRRVY 

x (chiasma formation) %#Z*AMS 

[ EFRBRR LAURA, Ait 

又 称 交 叉 干 摄 ] ， 关 於 局 邵 负 干 摄 有 一 种 解 

=, 就 是 某 些 连锁 千 构 的 配对 可 产生 重 棚 

(recombination) [ 所 性 ”有 效 配 对 ”( ef- 

fective pairing) ] ， 此 种 情形 常 限 蕉 染色 

体 某 一 小 侦 ， 而 且 不 是 连 炉 性 的 配对 ， 在 过 

一 段 中 其 重 和 粗 的 机 率 特别 大 。 根 氛 此 项 假 训 

从 若 过 段 间隔 非常 靠近 且 属 於 同一 有 效 配对 

芭 ， 则 两 个 连 镇 和 结构 问 的 重组 大 蕉 一 段 省 机 

BARS.» 

2 REDEFE (chromatid . interf-. 
erence) [ Mather, 1933] : — Ry 

£2 HBAS DO ete SHB A SE EH B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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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A (successive crossing over), ARIK 

种 形式 的 和 干 拔 , 形 成 所 请 二 股 {(two-strand)、 

三 股 、 四 股 双 交换 (double cro=soven 之 发 

A: BSR EH BEZE ( deviation ) [ ORME A 

(crossing over) ] >» M1 M2cia (FA # 

生 股 数 ( 染色 分 体 数 ) 保 逢 机 决定 ， 股 数 预 

期 比例 应 需 1:2:1e 正 染色 分 体 干 摄 可 增加 

四 股 双 交换 (four-strand double crosso- 

vers), AS fase FeAl he BAK 

(two-strand double crossovers) 的 频率 ， 

KRIF FEISS ASH EGA MAH 

—Ht( Eg (fungi) PHAR. RATE 

Ee AST EE as FB BI BALE 

IAFsk. pe RP — A Be FR 

的 改 释 有 了 关 _。 

3 RSE (interchromosomal 

interference) “: 某 特 殊 配对 染色 体 交 换 频 

率 的 减低 [ 正人 染色 体 干 扰 ， 可 能 源 於 染色 体 

结构 改 释 的 民 质 结合 (heterozygosity)] ,由 

其 他 染色 体 中 交换 的 增加 [ ARATE ] 

而 得 到 和 补偿 。 
interference distance --##7B8#[ Mather ， 

1936 J]: 第 一 个 交换 (crossover ) 在 中 节 

(centromere) 24U3E% ( differential 

distance) #4, HR#RBBA SAMRE 

X (chiasmata) fH P25 BR Fie BE, 

& REGARDS 2 TRL EAR 
干 援 (interference) 的 控制 。 

interference factor “二 援 因 子 [ Groner et 

al.，1972 > Lee-Huang et al.,1972 ]: 

RAGA ETT 14 98 ZF (genetic trans- 

lation) By, REC 4246 A F (initiation fac- 

tor) IF - 3 之 作用 专 一 性 的 任 一 类 蛋白 
AATF [ 转译 抑制 因子 (translational 

repressor)] o THAT HARARE F 

m RNA @€ Riz Bz eae » Bp EA 

(cistron ) 之 转译 作用 ， 而 抑制 其 他 作用 子 

进行 遗传 转译 ( 即 专 一 性 作用 子 的 作用 ) 。 

FIBER: 能 产生 单 

BCR BAR - 

interference microscop —+-}#$8E(h$#: HAfrze 

EA fw #a(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 AL, 

于 援 题 微 钞 一 般 用 来 观察 透明 的 和 结构， 但 利 

用 干 摄 是 向 乌 可 以 测量 不 同 物体 使 光速 还 做 

(light retardation) ”的 程度 ， 此 种 测量 

interferon 

intergenic 

可 以 用 来 计算 标本 哩 位 面积 的 乾 重 ( ary 

mass) 或 切片 厚度 。 
interference range “ 干 援 和 范围 : 二 交换 (cros- 
sing&-over) 闻 的 最 小 遗传 距 获 ， 彼 此 间 不 相 

ATE, MHREMM BIER 1. FH 

WF KARE (linkage group), #2 
[] — 38 SA BEG [a] ek 7 Fe AG 7S I] 

FIR F [Isaacs and Linde- 

mann» 1957 |: 一 物种 专 有 性 (species 

specific ) ,有 抗 病毒 作用 的 小 蛋白 质 分 子 ， 

它 是 由 具有 活性 或 不 具 活 性 的 DNA 和 与 RNA 

病毒 感染 细胞 后 所 产生 。 干 拔 子 合成 是 由 病 

BoM, 其 遗传 字 码 傈 人 受 寄 主 细 胞 基因 租 

( genome ) 所 控制 , 坑 一 新 蛋白 质 合 成 方式 。 

干 援 子 可 秽 般 病毒 抑制 物 | 整个 病毒 甚 夺 其 

他 和 经 感 当 而 来 核酸 之 合成 ， 均 章 阻 止 ]， 在 

细胞 内 阻 在 病毒 的 篮 叙 ， 在 生物 体内 (in 

vivo) F#Th 5+ BS 18000 — 100000 。 

Fie FD FASTER RED A> 

但 能 诱 致 某 些 蛋 白质 的 合成 ， 而 过 些 蛋白 质 

可 以 抑制 病毒 的 篮 揭 。 干 援 子 可 能 促使 备 胞 

生产 在 一 般 情况 下 不 能 合成 的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从 而 合成 条 的 蛋白 质 。 

Alt FET AS het eee RH BK 

物 。 在 mRNA 及 有 蛋白质 合成 被 抑制 时 ， 干 

By RED GASH. FETA REA 

AMEbLRESRAAS | BARBER RNA 病 

毒 时 | BiH IAS A A B(trans- 

cription) 的 mRNA [ 党 病毒 篇 DNA 病 

毒 时 ] 。 

基因 问 L Muller, 1941 ]: 突 

# (mutation ) 牵涉 到 一 个 以 上 的 基因 时 ， 

BEARS. RABE LOK 

& 42 X # (chromosome mutation), aH 

HRABAAAX ¥# (intragenic mutation) 

[O#xBR*X#( gene mutation )] 。 

intergradation fA [ Mayer: 1942] :不 

同 Fe A Bl (population) & # (group ) 

1 REE (primary contact zone) 

BY 5S — Fe fib ie HE TT HE RE HES. PAT ZEAE E 

HK AG SEER (gradient), Ait ABER Mr BSF 
(clines )c 

初级 间 渡 (primary intergradation): 

By 7s A AG HE (continuous contact), 

Sl fea DL CK HY Fe BW (phenotyp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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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gene frequency) fit we, KBAY 

BER Fe: 2K MTZ BCBS © 
YR#RPSHE (secondary intergradation) : 

[ OAH (introgression)] 。 集 团 问 最 

MEAT, BRAS Mt hehehe 

hr A HE AB PT EAE.» BA 3 Se GB Ts] A: Bs AE re - 

productive isolation ) 不 完全 ， 而 发 生 辣 

地 区 (sympatric) 基因 互 换 。 在 此 情况 下 ， 

性 状 坡 级 会 有 极 峻 肉 的 斜 度 (Slope) » Ke 

间 渡 区 域 是 便 经 隔 底 而 分 化 各 集 园 间 的 杂种 

带 或 杂种 区 。 其 特征 坑 具 有 高 度 的 个 体 人 性 状 

ME [Meyer，1963 ]。 

intergradation index ， 问 湾 指数 (Ginsburg, 

1954 |: 在 某 物 种 (species) 内 所 有 的 集 园 

中 ， 某 一 特定 人 性 状 释 冉 范围 的 量度 ， 由 观察 

PIF SEH HK BD RR BR HE ABZ BS ”分歧 指 数 ” 

(divergency index)。 此 指数 可 由 数学 方法 

aR ZEA BES 

interkinesis jREXD AY DERALGregoire> 

1905 ] : —i B65 “ KILA” (resting 

stage)， 发 生 在 第 一 次 及 第 二 次 RRDR 
(meiosis) 之 间 ， 此 与 有 缘分 裂 (mito - 

sis) 277 Hl (interphase)AiA]), EE 

fishies, HRAEBHRSHCIRED 

fo (chromatids), HRO AAD RHAA 
a ' 

Logs 
— 

Cp, 

; 

RY, 
Wi 

' \ 

Pe we ik 

interlocking 

吸引 力 ， 因 二 染色 分 体 不 平行 排列 ， 姊 妹 染 
色 分 体 问 的 联结 仅 发 生 於 中 季 (centromere) 

的 两 侧 。 
interlocking 互 锁 [Mtper，1932 ]: | 

MHRA SHAR ASH (true interlock- 

ing of meiotic chromosomes) : 不 同 染 

f@ 86 | 非 同 产 染色 体 ( nonhomologous ch- 

romosomes) |Z fHi#7@##(intertwisting) 

ee Wa By 4p 2d AY Ae @ 8 Be #}(chr omos- 

ome pairing) n— # #8 38 — ll RAAB 

所 形成 的 环 (loop), 就 会 产生 二 种 情形 [图 49]。 

gotene ) 及 粗糙 期 (pachyteneh) 之 间 ， 交 双 

形成 (chiasma formation) FREAK 

其 一 直 稚 持 到 第 一 中 期 (metaphase 1) 。 

在 有 交叉 移 端 现象 (chiasma termina - 

lization ) 的 物种 中 ，Derzixzgto2X(1937) 

根据 二 互 镇 染色 体 所 形成 的 交 肥 是 否 在 中 期 

时 ， 由 互 镇 点 移 开 ， 而 将 其 分 坑 三 类 : 

a. 近 侧 互 锁 (proximal interlocking): 

因 篇 互 镇 发 生 在 中 节 环 内 ， 交 尺 从 二 染色 体 

对 的 互 镇 点 移 开 。 

b. 388/538 (distal interlocking): 

FEMA RRS A FS AAR Eda 
SLAY Sas GU CE BH Bi PP BAY Ae WL lef] — Fy aS 

图 49 BKEBR ARE MNT — AF Reb (MI AZ BMRA ard Ec ) + wi 
OW ( Ac ) 和 近 侧 - Ga  ) Bee Re — ase ; OTH ( A) 和 束 便 ( 右 ) 在 环形 四 价 
体 配 对 构 形 的 互相 连 镇 ; (c) 二 个 二 价 体 的 双重 连锁 ( 仿 自 Danlington,1965) 



intermediary . 

动 。 

c. JT Rl—i All BSB = (proximal— distal 

interlocking) : 互 镇 刻 一 对 染色 体 较 近 ， 

EAA AG BB 

过 些 不 同型 式 的 互 镇 [一 般 b 型 与 c 型 ， 

不 大 容易 区 别 ， 可 通称 雯 速 侧 互 饥 ] ERA 

和 结合 之 相互 (reciprocal) 易 位 (transloca- 

tion) 或 多 合体 个 体 中 可 能 发 生 在 两 个 二 价 

(bivalent) 染色 体 问 或 多 价 染 色 体 焉 的 不 同 

染色 体 中 [图 49 ]。 

A—-HEABZ BR“ BAR” (double 

interlocking ) ， 即 一 个 二 价 桨 色 体 产生 两 

个 环 ， 然 后 其 他 人 染色体 与 其 产生 互 钙 ， 在 二 

种 状况 下 ， 每 一 王将 原来 母 染色 体 分 开 。 

2 减 数 分 烈 染 色 体 的 假 互 锁 (spurious 

interlocking of meiotic chromosomes): 

一 完整 的 二 价 体 穿 过 另 一 二 价 体 的 环 。 

3 双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问 的 互 锁 (interlock- 
ing in dicentric chromosomes) : 在 有 糙 分 

RoR, EP hp BH (dicentric) 由 於 二 中 

BiH) AF PERE ADEE (segment) FERMI 

现 单 或 双 杂 色 体 榜 (chromosome bridge)， 

HREM pS EAM “ESR” 

(criss-cross separation) ] 或 多 重 [“” 互 

S57 HE ” (interlock separation) ] hpi 

而 发 生 互 镇 。 

intermediary ”居间 的 : 例如 居间 人 性 状 (in- 

termediary of character) ， 此 保 由 一 对 

RW 4S (heterozygous A aa’ ”) 所 控制 ， 

HR (phenotype) 居 於 同 质 千 合 基因 型 

(aa) fi (a’a’) CA, BME REAR 
ti (incomplete dominance) 的 结果 ， HE 

WAM (inheritance) B2K “ Shit 
{§ ” (intermediary inheritance ) 8 “ 显 

性 “dominant & “ f& Ht.” (recessive) ia 

传 有 别 。 
intermediary metabolism ”中 间 代 猎 : 42 MARA 

Hh, ee AR Hy Be PF (ingested nutrient 

molecule) 辅 释 成 血 胞 生长 所 需 分 子 的 化 学 

反应 。 
intermediate host “中 间 寄 主 : 完成 寄生 物 

(parasite) 生 活 史 中 的 一 个 必须 寄主 ， 但 寄 

生物 在 中 间 寄 主体 内 不 完成 性 的 成 熟 。 
intermedian 垂体 中 药 激 素 : HBS F HERE (pi - 

tuitary gland) PR (lobe) 而 来 之 一 个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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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itotic 

internal 

internema 

internal radiation 

胜 肽 激素 ， 它 可 造成 色素 细胞 (chromato- 

phore)cX i , 

AD RR: 保 指 有 长 分 烈 

细胞 遇 期 (cell cycle) 之 分 裂 问 期 (in - 

terphase).. 

内 部 [ Darlington» 1937): 1 

指 染 色 体 内 构造 的 改 释 [ 例如 倒 位 (inver- 
sion ) ]。 此 与 染色 体外 的 构造 改变 (exter- 

nal structure change) 和 意义 相反 。 染 色 体 

外 的 改 释 傈 指 二 个 以 上 非 同 产 染 色 体 (non- 

homologous chromosome) 问 的 改 释 。 

2 指 减 数 分 裂 时 染色 体 的 配对 (ORE 

体 配 对 (chromosome pairing)]. AMA 

4 A—(e +H #2 (isochromosome) 体 

A— iw (homologous arms) 的 配对 。 

3 EA th Bw (prophase) 与 后 期 

(anaphase 间 ， 其 单一 染色 分 体 (chroma- 

tide ) 内 之 螺旋 《coiling )， 或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 二 姊妹 桨 色 分 体 (sister chromatids ) 

之 问 的 螺旋 (coil) BR “ AME "(internal 
coil) 。 此 与 ”外 螺旋 ”(external coil) 

[ GIG BB (relic) 螺旋 与 相关 螺旋 (rela- 
tional coils ) |] BAHAR. AMREN 

he SR AR. [ORE MME 

(chromosome coiling) ] 。 

internal balance ”内 平衡 : > @ ij (coadap- 

tation ) o 

internal coiling “内 螺旋 [ Darlington ， 

1935 ] #644 8 xK(chromosome coil- 

ing)o . 

Flee : 两 个 联 会 粒 ( 配对 粒 ) 

( synaptomeres ) 之 间 的 染色 体 片 断 。 

体内 幅 射 : 将 放射 性 元 素 
放 在 体内 组织 中 使 其 接受 放射 笋 照射 。 

internode 和 节 问 : fay S + ha (AR TAN (node) 
之 问 的 区 域 。 

interphase 分 裂 间 期 [Zazrdegerdm，1912]: 
细胞 遇 期 (cell cycle) 中 的 一 部 份 [ =“ 休 

止 期 (resting stage)] 在 此 时 间 内 发 生 

代谢 及 增殖 现象 但 无 可 见 的 分 裂 (division)， 

HBS 2 MORAY (nucleus) RB FARR LO 

有 缘分 裂 (mitosis) HR R(meiosis)] 

HR BSB MAAK” (interphase nucleus) 

“ tKikK RK” (resting nucleus )R “ABB ” 

(metabolic nucleus) 其 内 包含 和 细胞 之 染色 



体 (chromosome)。 

interphase cycle ” 稻 胞 问 期 循环 : [ 安 有 丝 分 

裂 (mitosis) ] o Fi — ANAM ii BERL HY ， 

其 分 裂 间 期 (interphase) BJ LAS FS PARA 

长 期 (initial growth) (ff RRG,) ， 

DNA ARH(S) URSA BH (G,)» 
在 He La#am (He La calls), G, 

所 时 8.2，S 须 时 6.2，G， 须 时 4.6 小 时 ， 

ARBAB (mitosis) MIG 0.6 小 时 。 

interphase nucleus fg#AHK :O 分 裂 间 期 
(interphase) 及 细胞 核 (nucleus ) 。 

interreduplication fAgHive# | Hsu and 

Moorhead» 1956 ] : 在 分 裂 间 期 (inter- 

phase) ii} 284: & (% #8 (Li R(polyploidiza - 

tion )[ = *% A # # (endoreduplication)]. 

与 此 相 愉 者 有 : 发 生 在 分 裂 前 期 (prophase) 

的 多 信和 体 化 现象 [ 核 内 有 丝 分 裂 (endomitosis 中 ] 

所 产生 的 前 期 伪 加 (Proreduplicatiom)， 

中 期 多 僧 体 化 现象 [【 HHA dn (metaredup- 

lication) ] > EH EK 2K (Li BB A A HE BU 

Milo CC 一 有 经 分 裂 (C - mitosis) 与 C— 

RRR (C -meiosis )] 及 后 期 多 信和 体 化 现 

象 [ 由 再 组 核 ( restitution nucleus ) 所 形 

成 的 后 期 俩 加 (anareduplication)], 及 末期 

多 全体 化 现象 [由 核 分 烈 karyokinesis) 人 后 二 

PALA ME AHAB te loreduplication)]. 

interrupted mating experiment 间歇 交配 试 驴 : 
和 坊 一 种 遗传 试验 ， 在 此 试验 中 ， 利 用 不 同 的 

时 间 提 取样 本 以 研究 在 接合 细菌 (conjugat- 
ing bacteria) 中 ， 基 因 转 移 的 状况 。 利 用 

强力 的 电动 搬 拌 器 (blender) LA FT MRM 

BA» HREARH MARA, Ala BE 

的 细菌 染色 体 ( SCA ) TE RGHE (donor) & 

ARH (recepient) ， 从 而 可 以 决定 细菌 染 

色 体 上 的 基因 顺序 。 

intersex ” 问 性 体 [ Goldschmidt ,1915 ]: 
一 个 属於 单 性 (unisexual) 物种 ( species ) 

的 个 体 [ 雌雄 辟 体 (dioecious) ] ， 但 其 生 

殖 器 官 或 第 二 性 征 ， 一 邵 份 表 现 一 种 性 别 而 

其 他 邵 份 则 表现 另 一 种 性 别 ， 但 靖 不 显示 有 

tS EE RAAB IS 【 > eR ( gyrnan- 

dromorph) ]. J BI pix) + BIHE(sex-inter- 

grades) ， 不 完全 表现 雄性 也 不 完全 表现 雌 

性 ， 而 表现 雌雄 混合 及 中 间 型 性 状 。 问 人 性 体 

一 般 不 能 生殖 ， 或 只 能 产生 一 种 同一 性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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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PAu Ba Mt fi fe] #e(hermaphroditic) 

个 体 不 同 ， 和 后 者 可 以 产生 两 人 性 的 配子 。 疝 性 

体 在 初生 时 可 能 与 遗传 决定 之 性别 一 致 而 乒 

改 缕 成 另 一 种 性别 。 问 性 的 程 庆 (intersex- 

uality) BBL HE 1k Bah or BS TIT HE 

在 哺乳 动物 (mammals ) 中 ; 问 性 体 可 能 

由 下 列 原因 产生 : 

加 1 起 源 於 遗传 或 染色 体 的 刁 常 。 

2 生殖 腺 形成 (gonadogenesis) 时 的 县 

常 。 

3 附属 (accessory) 生殖 器 官 (genital 

organs) # SIAR FRA. 

4 3£-Q2e 8H (gene mutation) 。 

intersterility ZE4F7AK2: BEASARAE(cross- 

sterility) 仅 发 生 於 由 特别 遗传 性 状 决定 之 
”一群 个 体 [ “ St xx 7X eH ” (intersterility 

groups )] 。 在 过 种 状况 下 ， 一 群 个 体 (A) 

By REA BETA Ba J — BRS (B ) 交 配 ， 但 却 能 

与 (C ) 群 合体 杂交 。 而 (C) 群 却 不 能 与 (D ) 

群 困 交 。A ，B 可 储 一 组 ，C，D 可 篇 另外 一 

和 组， 分 别 代表 一 杂交 不 孕 群 。 

interstitial cell RAST MARE : 存 椎 动物 (ver- 
tibrates ) 7 RSE (testis tubles )， 

之 问 的 细胞 可 以 分 泌 墨 丸 素 酮 (testoster- 

one ) o 

interstitial distance 交叉 问 距 部 [ Mather » 

1936 ]: 如 一 个 二 价 体 (bivalent) 上 ， 有 一 、 

个 以 上 的 交 尺 (chiasmata) » HME Zz fel 

的 距 万 称 交 叉 问 距离 ，[ RRA FTE mw 
(differential distance ) ] 。、 

interstitial segment 2 faaech Anes: 当 丙 个 

非 同 源 染 色 体 (nonhomologous chromo- 

somes) fH]#4 2 Att (heterozygosity) 

#1 (reciprocal) % 4% (translocation) , 

FEPR LD 2S A Fs SEP HM RRA 2. 

Bc A & @ he H(chromosome pairing)] 

而 产生 标准 的 “十 “ 字 构 型 ， 由 各 个 中 季 

(centromere) 到 四 个 互 换 位 冒 (loci of ex- 

change) HIMRABRAMHABHER 

染色 体 中 间 节 段 RAR AAT aR ACH 

和 节 段 ”(pairing segment) » ERRGALE 

“Silke” UAB, WU RMD fi 

ABATE A RET A ie 7 RE 它 差 

Rh £& ( differential segment ) ] 。 

interzonal connection PRIME Schra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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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 在 有 入 分 裂 后 期 (anaphase) 时 ， 染 

色 分 体 向 炉 锤 体 (spindle) 之 两 极 分 并 ， 它 

们 之 问 的 任何 联络 称 久 中 间 联 和 络 。 [ = RK 

#% (connected fiber) 或 中 间 入 (interzo- 

nal fiber) ]. 

intrabreeding ”种 内 交配 : @ BHA EAS 

体 问 交配 [ = 同系 配合 (endcgamy )] 。 

intrachange ”染色 体内 改 红 : 一 条 染色 体内 和 节 

段 间 的 彼此 交换 (exchange) [ Tie — 

(chromosome arms) 逆 或 同一 虎 内 之 交换 ] 

而 引起 染色 体 和 结构 上 的 改 释 。[ 字 染 色 体 突 

48 (chromosome mnutation )] 。 此 与 二 

[KES ] 染色 体 间 的 交换 不 同 。 在 染色 体 

间或 染色 体内 ， 其 结构 改 释 的 单位 可 能 是 桨 

色 体 的 二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或 单一 染色 

HE > 也 可 能 是 染色 分 体 的 和 煌 状 次 级 单位 

(fibrilar subunits) 通常 是 一 个 半 染 色 分 
体 ( half - chromatid ) 。 

intrachromosomal ”染色 体内 的 : OF BH KI 

的 (interchromosomal ) - 

intrachromosomal aberration 染色 体内 办 常 : 
2% % (aberration). 

intrachromosomal recombination A#ANS 

组 : 雯 姊妹 染色 分 体 (sister chromatids) 

之 问 的 交换 。 

intracodon recombination Ca 

在 一 个 字 码 单位 ( coding unit) [ BRA 

三 联 码 (nucleotide triplet)] A» AMR 

HB Bia as Stn (genetic recombination) 

[ 基因 内 (intragenic) #4 ] 。 

intradermal injection ” 皮 内 注射 : 一 种 对 皮 

让 内 的 注射 。 

intragenic ”基因 内 的 [ Muller» 1941): 
> AB hia (intergenic). 

intragenic recombination “基因 内 重组 : 一 作 
JAF (cistron )AN 2% #F (muton) HMA. 

is (AB MA AA THB (interference) MR 

互 型 之 特性 [ REA WE ASRS 

之 恢复 ， 但 两 者 均 非 来 自 同一 四 分 子 (te 

trad) ]. 

intragenic suppression AAARBIETER : © 

阻 巡 作用 (suppression) « 

intrahapioid pairing His MRE aH 
[ Darlington» 1937]: 基本 染色 体 租 

(chromosome set) [ Bh Aif=#@ (haploidj] 

FEW BY 57 28 BF RS I A AY [  e @ ae 
配对 (chromosome pairing) ]. |} #82 

By BE 2c 4 fA RS BB BABY ( duplicated seg- 

ment ) 问 的 同 源 配 对 (homologous pairing); 

亦 可 能 是 [ 不 常见 ] 遗传 上 及 和 结构 上 非 同 源 

4. fa fe (nonhomologous )ak 4 f& #8 Ai BE AY 

非 同 源 性 的 扭曲 配对 (torsion pairing). 

如 是 同 源 型 (homologous type) 的 单 合体 染 

色 体 配对 ， 在 重复 节 段 间 可 能 发 生 交换 

(crossing over) 而 引起 染色 体 的 结构 改 

th 

intranuclear 稻 胞 核 内 的 : > 细胞 核 外 的 

(extranuclear)。 

intrathecal injection #8 Aj3H : —féA#E ha 

‘$ (spinal canal) 内 的 注射 。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肌肉 注射 : 一 种 肌肉 
的 注射 。 人 

introgression PrStt [ Anderson and 

Hubricht » 1938 |: 一 个 物种 (species ) 

A By BE cb REE to FE (introgres- 

sive hybridization) 了] 及 回 交 而 与 另 一 

物种 的 基因 库 (gene pool) 相 融 合 。 根据 
4xzdexrsoz[1953 ] 报 告 ， 可 将 其 分 坑 同 地 

#Btt (sympatric introgression)[ 即 由 

硬汉 性 所 产生 的 各 新 蔓 基 因 型 共存 (coexist) 

於 相同 集 园 中 ] RRM (allopatric 

introgression)[ 即 由 闭 渗 性 所 产生 的 新 基 

因 型 与 原 有著 基因 型 存在 於 不 同 集团 中 ] 。 

introgressive hybridization 7$##30: 一 物 

种 之 基因 千 合 进 入 其 他 基因 库 (gene pool) 

内 。 若 两 个 物种 之 重 受 范围 和 稚 性 杂种 产生 

时 ， 他 们 侨 向 与 数目 较 多 的 物种 回 交 ， 过 个 

过 程 可 使 一 集 园 之 个 体 与 数目 较 多 的 先 本 更 

相似 ， 且 估 有 另 一 岗 本 物种 之 某 些 特性 。 
intromittent organ RARE : 凡 雄 人 性 能 将 精 

子 (sperm) 射 人 雌性 体内 的 交配 器 官 : 

introversion 内 省 性 ， 内 向 性 : RADHA 

天保 的 倾向 BBE ASR (egocentric) 

的 思想 。 

intussusception ”同化 作用 fa > Ad: 1 
经 由 原生 质 内 营养 成 份 的 转 释 ， 而 使 生物 体 

生长 。 

2 MARE KH AD Mle EH MBE 

( microfibrils ) 7 [fH]. 

3, ERA BiB (plasmalemm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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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 HERES TOROS OE 
而 使 原生 质 膜 的 面积 增加 。 

in utero FSA: 指 子宫 (uterus) 之 内 。 

inv BARGES tHe LOAM Ae 
胞 遗 傅 学 符号 ( symbols used in human 

cytogenetics) ] 。 

in vacuo “” 贰 空 状态 : FEELS (vacuum) HK 

FBP o 
invagination AR > Af: ARK eARe 
fo— hr MRR — ae 

inversduplication fa) : OH W (dup- 
lication ) 。 

inversion 倒 位 [ Sturtevant» 1926]: 

Re He He “ AK” (intrachange ) 

型 式 的 一 种 (OER ¥# ( chromosome 

mutation )]。 和 与 一 连 镇 群 (linkage group) 

之 标准 顺序 比较 ， 一 染色 体 [ 或 染色 分 体 J 

MR BABA, HAAS SB th 

faz Ale. BAe A SAK eA fiz ter- 

minal inversion) 的 存在 。 根 据 “ 断 裂 重 

接 模 式 “(breakage-reunion -model) » # 

色 体 中 间 倒 位 (intercalary inversion ) 是 

由 一 染色 体 上 二 断裂 点 [ 即 侄 位 点 (inver- 

sion point ) ] 间 节 段 呈 180° 的 旋 村 ， 而 

在 断裂 点 重新 接合 所 产生 。 

RRL BARI RMR A RBH 

间 相 互 位 贰 可 将 其 分 篇 下 列 丰 种 型 式 : 

LMAit (singie inversion) : 只 有 一 
段 染 色 体 发 生 倒 位 。 

a). MAB (paracentric inversion) 

: (AE SE BARS LE ( 

50b) [ RBM (acentric), RPAH 

(dyscentric)， 单 倒 移 动 (parakinetic) 或 

yo TPR 

a- 2 ) e778 Ag >» 
a cc 二 

过 

b ee ee 

eee 
Cc 

@50 不 同型 式 的 倒 位 @) MAB i (pericentic inversion) 

(paracentric inversion) 

-- 一 -一 他 

inversion 

不 对 称 (asymmetrical) 倒 位 ] 。 
b). BRIG (pericentric inversion) 

: AER RABEL. liz 

邵 份 包括 中 和 节 (图 50a 及 c ) | RBBRRMp 

节 (transcentric) ， 有 中 节 (eucentric) » 

Hil % H (transkinetic) MH ( symme - 

tric) 倒 位 ] 。 

2 复合 倒 位 (complex inversion) : 4 

色 体 上 数 个 节 段 求生 倒 位 。 

a). 独立 倒 位 (independent inversion) : 

倒 位 季 段 之 间 有 未 倒 位 节 段 将 其 取 天 (abcd 

efgh—a/cb/de/gf/h) (图 51a)。 

b). EAE (direct tandem in- 
version) : 二 倒置 节 段 相互 卷 接 (abcdef 

gh—a/cb/ed/fgh ) 。 

c)。 反 转 连 烤 倒 位 (reversed tandem 

inversion) : 二 倒 位 和 节 段 互相 郑 接 ， 但 二 者 

(ir fa HA Hi (interchange) (abcdefgh 

—a/ed/cb/fgh) 。 

d). AAS (included inver- 

sion) : 在 倒 位 节 段 内 一 小 邵 份 再 度 发 生 倒 

位 现象 (图 51b)(abedefgh 一 a/gfedcby/h 
— a/gf/de/cb/h) 。 

e). Bair (overlapping inver- 
sion) : 倒 位 节 段 的 一 部 份 扯 未 倒 位 季 段 的 

某 屠 份 共同 再 发 生 第 二 次 倒 位 (图 5lc ) 

(abcdefgh 一 a/edcb/fgh 一 a/ed/gf/bc/ 
h ) 。 

FER BEA Bil (heterozygous inver- 

sion) 中 ， 一 个 和 结构 正常 的 同 源 染色 体 和 与 一 

倒 位 染色 体 共 同 存在 ,其 减 数 分 裂 标 储 竟 妈 。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 倒 位 染色 和 体 和 与 正常 染色 体 的 

配对 方式 ， 要 杭 倒 位 节 段 的 长 度 及 倒 位 季 段 

OOD fie 和 

二 

二 -29 dh 

(b) 5 AS £81 7 

(c) Fa FF Fee] BH AAZ rin Ce SE Se fe BO AY FE 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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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BCDEFE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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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L FOCBFGHI EDCBFHETLT 

SEARES G6 AT 

SAQRFDCBFAGL 

tate COEFGHI3 一 AQeAGFI.aCI3 一 

SAD BCDEFGHI 

SAMO BHGEFOCT 

AML BL DEFGHI3 一 MEICRFEATR 一 

SARIN BCDEFEHI 

SACS EN GFBCOT 

51 复合 侄 位” (complex inversion) 

AC HHH >» (a)— ev Bf (independent inversion) 

CRABS KR EAA 

> bb) 二 倒 位 

内 重复 倒 位 (included inversion) ; (c) 二 重 受 倒 位 ， (overlapping 

inversion) 

与 未 倒 位 季 段 的 相对 位 置 而 定 。 若 倒 位 季 段 

较 长 ， 在 配对 时 二 同 源 染 色 体 中 之 一 会 形成 

— (i HHA (retrograde loop) » AfZ# 

色 体 上 的 基因 座 (loci) 与 其 配对 染色 体 士 的 

基因 座 互 相配 对 。 [ 在 双 翅 目 Diptera ) 昆 

AY Bk#@# (giant chromosome) 体 

ii 4:6 Fac Ht (somatic pairing) 中 ， 如 

BRACAAMRES. HR RRUSEB ). 

3 Afr 6S BSA 1 RE FZ KER Loop) Fy, 

( 48 Dobzhansky, 1951) o 

则 倒 位 节 段 可 能 不 产生 配对 现象 。 或 者 与 非 

同 源 节 段 发 生 配 对 。 若 倒 位 季 段 其 长， 可 能 

配对 时 不 形成 焉 ， 未 倒 位 之 末端 节 段 保持 不 

配对 状态 。 
在 倒 位 季 段 内 或 外 的 交换 及 交 尺 (cross- 

ing over and chiasma ) ， 常 使 染色 体 发 

A: RARE HECK BH (secondary structure 

change ) [ 45H (duplication ) MARK 

(deletion) ] ， 此 情形 要 税 巴 倒 位 的 形式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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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HSRABORUHWEAME HAR 

ge HO Bak, BG AT EE A OH AB 

(gones) ] 中 ， 具有 不 平衡 之 染色 体 和 组。 

FE BW HSA ABE ( heterozy- 

gous, paracentric inversionj 中 (图 52 中 之 

1 或 2 ) 如 交叉 发 生 在 环 内 会 产生 一 具有 伙 
中 节 的 染色 分 体 (dicentric chromatid) 及 

— ech iii H (acentric fragment ) 。 

断 片 中 失去 的 节 段 ， 在 人 双 中 节 染 色 分 体 中 出 

现 重复 (duplication ) 。 未 发 生 交 换 作用 的 

染色 分 体 则 保持 不 释 ， 或 具 倒 位 基因 顺序 或 

具 正 常 基因 顺序 。 在 后 期 I 时 ， 人 双 中 和 节 染 色 

分 体 的 两 个 中 和 节 分 别 向 两 极 移动 ， 染 色 分 体 

在 两 个 中 和 节 问 延伸， 中间 邵 份 会 形成 一 染色 

分 体 橘 (chromatid bridge ) [图 52a J. 

在 图 52 中 ， 若 交叉 发 生 在 倒 位 环 内 的 1 

与 2 之 点 上 ， 则 在 后 期 I 时 会 出 现 一 个 公 橘 

(double bridge) 及 两 个 断 片 (图 52b ) 。 

若 在 2 与 3 点 上 发 生 交叉 ， 则 后 期 工会 产生 

一 断 片 及 一 单 中 节 的 环 状 染 色 分 体 (mono- 

centric loop chromatid) [ 环 状 单 便 体 

(loop univalent) ] o RARER Aine 

inversion 

在 中 节 上 ， 此 种 情形 在 后 期 工时 产生 一 染色 

体 橘 [图 52c ] 。 

在 图 52 中 之 1、2、3 点 同时 发 生 交叉 时 ， 

会 遵 致 两 个 环 状 单价 体 与 两 个 断 片 ， 同 时 在 

后 期 工时 产生 两 个 染色 体 橘 [ 图 52d ]。 
HERG HS FR MPU ( heterozygous 

pericentric inversion ) 中 发 生 交叉 时 ， 

不 会 产生 双 中 和 节 染 色 分 体 、 断 片 、 或 焉 状 单 

价 体 。 然 而 在 环 庆 由 单 交 尺 (single chias- 

ma) [图 53a 之 1-5 ] RSA W (di- 

agonal chiasma) [ fal 53c 7 1+3, 1+4] 

而 产生 重复 (duplication ) 与 未 端 节 段 的 缺 

失 (deletion of the terminal segments ) 

因而 形成 不 同 的 交换 染色 分 体 ( crossover 

chromatid ) 。 

发 生 在 倒 位 环 中 的 相互 交叉 ( recipro- 

cal chiasmata ) [图 53b 之 1+2 WBE 

A: SRF By Lt HS o Hr Hi3E WZ (complement- 

ary chiasma ) [图 53d 之 1+5 ], We 

引起 四 人 条 染色 分 体 的 重复 与 缺失 。 

利用 遗传 (genetic) 及 (或 ) Mins 

(cytological) 方法 ， 在 可 镭 定 各 种 同 质 

图 52 RARABABi (heterozygous paracentric inversion) 中 ， 交 

换 作用 及 交叉 形成 所 产生 的 结果 。 上 图 : 减 数 分裂 配 对 构 形 CMRI (pachy- 

tene) ]。 数 字 表 示 殉 个 交换 作用 及 交叉 形成 的 位 置 。 中 图 :由 交换 作用 所 产生 

的 后 期 工 构 型 的 (anaphaseI-configuration) » M#H1K2a)> 1+ 2)» 

2+3€)> K1+2+3d)>o Fa 

(anaphase II- configuration)。 

: 由 中 图 后 期 I 所 产生 的 后 期 II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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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 #4 Ate (heterozyosity)MIA fz: 

| $838 (3 @ 94 (linkage) 研究 的 帮助 ， 

£X 1H 3 SH BA RAK BH 

2 HAMS (mitosis) 中 期 染色 体形 

fe rock ST PO EE 

3 BA BALE M(eiant chromosome) 

BiH (band) MAMA BH 
AMRAGAHAA PORE : 

1 Aa (prophase) £+ Afr 
§ (inversion loop) o 

2B NGBEM (anaphase SHREK 

体 橘 ， 斯 片 及 环 状 单 价 体 。 

3 由 百 分 子 分 析 (tetrad fi avi 可 

发 现 减 数 分 裂 的 展 常 产物 。 

4 由 交换 现象 (crossing over) 而 产生 

遗传 上 不 平衡 的 减 数 分 裂 产 物 ， 阔 减低 其 可 
孕 性 ( fertility ) 。 

倒 位 第 影响 交换 频率 ， 此 情形 可 区 分 如 

Pe 

|. 倒 位 二 价 体 (in version bivalents) 内 

a RE Sturtevant $1 Beadle(1963) 

fE RE (drasophila) AAR : 

a). RAA CAMERA MBBS 

致 局 邵 性 交换 的 减少 ， 其 部 分 解释 垮 具 有 重 

# (duplication ) 与 缺失 (deletion) 的 交换 

染色 分 体 遭 人 受 排除 。 

b). 在 典 质 和 结合 的 情形 下 ， 短 倒 位 使 交 

换 减 低 的 程度 较 长 倒 位 垮 大 。 亦 即 交 换 频 率 

的 减低 与 倒 位 季 段 的 长 短 成 反比 。 

c). 在 倒 位 和 节 段 之 外 交换 的 减低 仅 发 生 

在 倒 位 点 附近 。 

d). 去 内 倒 位 与 喜 间 倒 位 在 展 质 和 结合 体 

中 ， 其 交换 的 减低 是 相等 的 。 

2 染色 笨 间 的 倒 位 效果 : 

在 染色 体 和 组 (chromosome comple - 

ment) 中 出 现 一 便便 位 因而 引起 交换 的 减低 ， 

BY BE EE RR AE ( heterologous bi- 
valents) 的 交换 频率 增加 。 在 中 节 区 及 染色 

体 未 端 造成 交换 增加 ， BABA Schultz- 

Redfield 效 应 所 具有 的 特征 。 但 在 整个 染色 

CAPHEREBRTS. BEN RA 

二 价 体 交换 率 的 减低 ， 由 其 余 二 价 体 中 交换 

emma BM ( KAR schultz- 
Redfield 效应 ) 。 

ZR ( ka=yc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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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lution) 上 的 一 个 因素 ， 其 发 生 可 能 在 

一 集 园 内 产生 染色 体 多 能 性 (chromosome 

polymorphism ). LRAERBSH BHR 

然 ( 如 Drosophila), EMM PRIYA. 

REt-RA SAA 位 型 | PRA BD 

(heterokaryotype )] >» Wl 4 pa [al 

质 和 结合 型 上 Bile] A&B (homokaryotype)] ; 

其 一 具 正 常 标准 染色 体 对 ， 另 一 具 倒 位 染色 

倒 位 在 演化 上 的 一 般 章 义 如 下 : 

因 和 坑 在 以 质 和 结合 倒 位 内 ， 交 换 频 率 大 幅 

Rec, a ABAR ( balanced gene 

complexes) 会 因而 产生 [ 超 基因 ( super 

genes)]， 此 现象 在 典 质 核 型 中 产生 标 大 的 

Ay WOR (fitness) 。 若 与 同 质 千 合 型 比 

ee, BAR irr He KH (heterosis ) 及 

4 74 %(homeostasis) AH RARR AFI 

的 送 应 性 (adaptation)s He—-BAMED 

能 小 应 某 一 种 政 境 时 ， 此 核 型 可 以 开始 形成 

新 的 地 方 集团 (local population) « 

4,2,3,4 or 5 1+2 14+3on1+4 1*5 

a3 BAGS Ai Elbe 

pericentric inversion) BRIE RHR te 

作用 的 结果 。 上 图 : ON em C8 

458 (pachytene) 了 。 数 字 代 表 和 发 生 交 屎 与 交 

mri o FO: 不 同位 置 交 换 作 用 的 精 果 > 
数 分 裂 产 物 具 有 不 同 遗 傅 组 成 Cn = 正常 染色 体 

; in=@ iT RE 

(chromosome with inversion) 号 dp=% 

色 体 具有 重复 (chromosome with duplica- 

tion) ; dl = Keg Re 4 fa (chromosome 

with terminal deletion) ],, 

( heterozygous 

(normal chrom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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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rsion heterozygote 倒 位 办 质 千 合体 : 一 

生物 之 一 对 同 源 染 色 体 中 ， 其 中 一 个 同 源 染 

色 体 具有 倒 位 季 段 ， 而 另 一 则 坊 正 常 之 基因 

秩序 。 
invertebrate 。 无 符 椎 动物 : FHRLRA AH 
( dorsal colum ) Hii. Hilde HES Mis 

动物 ( non-chordate*metazoans ) 。 

invisible § 7A] RRB Goldschmidt » 

1938]: 不 具 可 见效 果 的 基因 突变 ( gene 
mutation) RAH Gal O LE WK 

#4 ( chromosome mutation ) ] 。 

in vitro (Latin = in glass ) 生物 体外 : 在 

不 具 和 胞 的 体系 壬 从 事实 验 工 作 。 日 前 此 一 

AamCREE SMA WIS RH AAA 

FES RE PH tL BR in vitro. 

in vitro complementation 体外 互补 : 12 
基因 互补 ( allelic complementation ) 。 

in vitro genetic assay 生物 体外 遗传 分 析 : tk 
Ba AS PE BR (qualitative plate test ) 

而 来 之 oh Vt Wl He (mutagenicity testing) 

PFE A: ALBA 2 ie aH BR. 

#£ 2 (lambda ) Wi BR BS 3 20-1 Fl (induction) 

HAR MARCHES. URARPAK 
5y 33 & A $e B (gene conversion) 和 回复 突 

Bl SBHAMBM. FH PR BI (plate 
test) 技术 上 之 修改 ， 包 括 利用 使 某 些 化 学 

MUVERRKAHSARKAeR, CHAS 
ABC CED BY SERRA: 

Rt OFA BES BA, LLM ERR HID 

BT EY BE DO A RDS FE eg BR IE ay FE a 
(forward mutation) [> 寄主 媒介 分 析 
(host - mediated assay) 。 

in vitro marker #85HRRMRA: CHB 
(tissue culture) > 3M Ay7M, HH fF 

By, A geo} aE ABTS 种 不 
FFA (virus )» RARA [人 aminopterin 
— i] 5| ee ee ee). Be 
hs ML y(purine analogous) 的 基因 。 

in vitro protein synthesis ”生物 体外 蛋白 质 合 
成 : ZEA ARE HER (system ) 壬 ， 使 胺 
基 酸 联合 以 形成 多 胜 昧 链 (polypeptide cha- 
in ) 。 

mvivo [Latin:in life ] 生物 体内 : 被 

实验 的 生物 个 体 灯 持 完整 ， 实 验 可 能 以 关 胞 

COORG) 或 整个 生物 个 体 (如 动物 ) BW. 

ionizing energy 

in vivo culturing of imaginal discs 体内 

培养 器 官 芽 : FH Hadorn 氏 所 设计 的 一 种 技 

了 本， 在 果 曙 的 成 熟 幼 是 中 ， BHR RES 

(imaginal discs) ， 切 成 两 半 ， 将 其 中 的 

一 半 移 植 到 另 一 幼小 的 幼 盟 体内 ， 再 生 (re- 

generation ) 生长 出 现 , 俊 寄 主 幼 劲 成 熟 时 ， 

再 以 同 法 将 器 官 芽 取出 ， 半 数 移 大 另 一 幼小 

幼 盟 ， 同 法 重复 数 次 后 ， 器 官 芽 租 胞 在 幼 驯 

体 环 卉 内， 得 到 特长 时 间 的 分 裂 及 生长 ， 最 

GEE Ht FE AE BBE SESE A it 84 (metamorpho- 

sis)， 此 器 官 芽 有 标高 可 能 产生 有 具有 其 他 器 

PRAM, PILI BS Ay REA 

MFA Hadorn 称 此 种 分 化 现象 坊 与 型 (all- 

otypic) 分 化 。 吉 些 和 细胞 原先 已 被 定型 以 生 

产生 殖 器 官 但 现在 改 坑 生产 民 型 器 官 ， 因 此 

分 化 作用 的 定型 必 便 经 过 改 丢 ， 此 一 现象 称 

#3 4! RB (transdetermination ) 。 

in vivo marker ”全 内 标 读 基因 : BHABHA 

然 发 生 的 一 种 突 洁 体 基 因 。 此 种 基因 由 租 币 ， 

培养 之 胃 胞 携带 时 ， 可 在 表 型 上 显示 。 例 如 

在 人 类 ， 能 引起 半 乳 糖 血 钙 〈galatosemia) 

及 6 - 磷酸 和 葡萄糖 胸 毛 酵素 ( glucose 6 - 

phosphate dehydrogenease , , 简称 G6PD) 

缺失 证 的 基因 ， 及 支配 老鼠 某 些 和 胞 表面 搞 

原 (antigen ) 的 基因 。 

iojop ”全 系 体 突变 基因 : REKMHRAY 

一 个 突 释 基因 , EBT LACK RE RE (chloro- 

plast) 的 人 性 状 。 改 缕 后 的 突 释 体质 体 (plas - 

tid) 引 动 后 具有 独立 机 能 之 行 禽 。 

ion bond Sig : 即 静电 键 (electrostatic 

bond ) 。 

ion exchange column ion 部 子 交换 柱 : ERR 

StF RAW AG(ion exchange resin) 的 圆柱 。 

lon exchange resin 囊 子 交换 脂 :对 不 同 带电 荷 

的 根 (groups) 具 有 不 同 吸引 力 的 脂 体 。 某 些 

分 子 在 柱 风 移动 速度 高 於 其 他 分 子 。 因 而 可 

以 进行 管内 分 部 (column seperation). 

ionizationchamber BREE : HL MBE HK 

mR atat> E—-CRAAWERKRES 
$2 fo) Ke AEE BET BY 

ionization track RET#R : BRET RHE 

(ionizing radiation) 经 过 某 一 物质 所 产生 . 

et FH (ion pair) hy AH. 

ionizing energy H-RER : 当 一 离子 放射 

PR TE — SA EA EA (BEF (ion pair)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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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失去 的 平均 能 量 。 在 至 气 中 训 子 能 量 焰 33 

ev 。 

ionizing event GBiRS : 凡 在 一 个 作用 过 程 

中 ， 能 产生 一 个 电 事 子 (ion) 或 一 个 部 子 群 

(ion group) FF BR BRR. 

ionizing radiation REF MRRS : B-Ae 

磁性 (electric magnetic) 或 微粒 性 ( cor- 

puscular ) 的 放射 笋 。 此 种 放射 缚 在 物质 上 
Fe URE ee (BY) EA BEF (ion pair) 。 

ion pair REF MY: FRREF (LHR (ionizing 
radiation ) #A)B +A) @i8 Bf (orbital ele- 

ctron) 癌 相互 作用 所 产生 的 电子 (electron) 

及 正 原子 (positive atom) KF FHBRY 
(residue) 。 

1pilus 1 KE: oft FMR (sex pilus ) 。 

iIQ 439% (intelligence quotient) 7 ff 

Fo 

isauxesis “相同 生长 率 。 
islet of Langerhans 胰岛 ; Langerhans /|\B 

状 物 : ZEFRERY ( vertebrates ) Ofek 

OY BOR AG fa FA Seay wes A. Pa A: 

alpha fil 4> Wai 4A (glucagon), beta 

le DWAR BS ( insulin ) 。 

isoacceptor tRNA 同 胺 酸 tRNA [ Doctor 

et al.» 1961]: RRS ABER 7 eH 
RNA (transfer RNA ) Mf. RAZA 

胺 酸 tRNA MAKK HAMS AB(genetic 
code ) ATTA» ii B+ z oft eH de- 

generacy) 需要 他 们 之 出 现 。 同 胺 酸 tRNA 
之 增殖 和 他 们 之 广 泌 帮 愉 ， 可 使 tRNA 包 

含 在 调节 的 功能 上 ( 转译 的 控制 ) ， 除 此 之 

外 ， 同 胺 酸 tRNA _ 包括 阻 明 笨 tRNA(sup- 

pressor tRNA ) 物种 之 生产 。 

isoagglutinin ”同族 凝 车 素 : 一 种 抗体 (anti- 

body ) 直接 抵抗 同 种 红血球 上 的 抗原 而 促成 
血液 的 凝 车 。 

isoallele 同等 位 基因 [Sterx and Schaeffer, 

1943] : 须 用 特殊 测验 方法 才能 和 与 正常 等 位 

基因 加 以 区 分 。 例 如 : 两 个 + 等 位 基因 +: 及 

+ :之 问 无 明显 区 别 (+1 5+2A ?及 + AT 
个 体 均 具 野 后 型 表 型 )， 但 与 突 磷 体 基 因 a 在 

一 起 时 ，+: 及 +: 之 间 有 可 见 差 慷 ， MBI 

av 地 ! Ra/+* 个 体 问 有 不 同 玫 型 。 

iso-anisosyndetic 部 分 民 源 联合 : OF RRS 

(isosyndetic ) 。 

iso-anisosyndetic alloploid 2853 is Me 255 

倍 体 : BREESE. ARAMA 

MR Z HH RE RARE Ah omoeolo-, 

gous), BSA i DBE MB (synapsis) 

[OARRS 2A (anisosyndetic al- 
loploid ) ] 。 

isoantibody 同位 抗体 = 7S S88 (recipient) 

Brahe HABRAKAREREH 

产生 的 抗体 。 

isobrachia SBHA)[ Sorokin, 1929] : 

4 Ht ( chromosome arm )o 

isochromatid break ”等 位 染色 分 笨 断 裂 [Sax: 
1941 ] : 一 条 染色 体 的 两 休 染 色 分 体 王 同一 
{7 BA ANB ( discontinuity)» Fie 

(it 77: SH eS BS a BL 

中 期 或 后 期 加 以 说 定 [ = i ee HRA 
(isochromatid deletion)， 同 位 基因 座 断 

列 (isolocus break 或 局 位 基因 座 缺 失 (is - 

olocus deletion) ]。 

isochromocentric “” 同 染 色 中 心 [LDaxgeard， 

1946 ] : AHiaty (nuclei) 中 染色 体 数 和 与 染色 
中 心 (chromocenter) 数 相 等 [o> Row 

(oligosomatic ) Jo 

isochromosome [alRf #81 Darlington: 

1940 J: BA ABH (homologous ) ( 相 

$A tae ) MESS ARBRE ( mir- 

ror image)# 4 hAfi(monocentric) RM 

i (dicentric) LD #HF# #  (isodicen- 

tric) ] RAR. REHMER PHAEK 

可 能 是 由 於 中 季 误 分 (centromere misdivi- 

sion ) [ 在 中 和 节 区 ( centromere region ) 

内 横 裂 及 重新 联结 AEA Ki PBT 

在 次 一 分 型 问 期 interphase) BH. Al 

一 断 片 之 染色 分 体 在 有 和 分裂 后 期 兹 不 分 天 

而 分 估 在 和 胞 二 标 之 同一 极 世 二 染色 分 体 在 . 

位 於 末 端 , 原 来 中 节 两 个 的 半 个 中 节 上 处 联结 ]。 

同 彭 染色体 之 减 数 分 裂 染色 体 配 对 
(chromosome pairing) Al fe RABPIEC HA (in - 

ternal pairing ) 兄 弟 配对 (fraternal pair- 

ing ) 或 体内 兄弟 配对 (internal-fraternal 

pairing) [ Sen» 1952]: 

a). 染色 体内 配对 (internal pairing): 

同 辟 染色体 之 二 FREE AV RARER 

#8 (univalent ) 。 

b). 兄弟 配对 (fraternal pa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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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AB? —-FRA—-ARAEBEH BA 

对 。 

c) .体内 兄弟 配对 (internal-fraternal 

pairing): ja) RAR AIAN, Minis 

AN, MHRA. 

isocoding 相等 指导 : 基因 指导 一 个 或 相同 多 

胜 肽 、 例 如 他 们 均 指导 48 MEG ( histone) 

[>AA RM (gene reiteration); 重复 

DNA (repetitious DNA) ] 。 

isodiametric SE sAhaAy : HMMM RE 

Mee TT HAS o 
isodicentric WB haps we | Darligton 

and Wylie» 1953]: @pPpReREM(di- 

centric chromosome) 5 Pai #& D£3 

(dicentric chromatid) > Mi Ami — A 

He. REAS, BRAM (homologous) 
[ate eM ( isochromosome )] 。 

isoelectric point SRR: 在 一 蛋白 质 中 ， 正 

负电 和 荷 相等 时 的 pH 值 。 
isoenzyme [alex : = (Das skal 

isogamete 。” 同型 配子 : > Act (gamete ) 。 

isogamous 。 同 配 性 [ de Vries» 1911): 
FRE SASH(complex heterozygous) 

物种 (species) "fF, RHEE RMAF MA? 
相似 的 基因 或 基因 和 组 (gene-complexes) » 

此 与 县 配件 杂种 (heterogamous gids) 

相反 。 

isogamy ” 同 配 生殖 : © Rm M(anisogamy) 
及 配子 (gamete ) 。 

isogenes BR SHH: 在 地 人 巍 上 有 具有 相同 基 
因 频 率 (gene frequency) 7 HMMA 

[ DRA F MK (isophene) ] 。 

isogenic fA) AA! [ Johannsen, 1926]: 

任何 具有 相同 基因 型 (genotype ) 的 个 体 群 ， 

7S citi HARB) Wf 44S (homozygous) RE K # 
@ (heterozygous) 。 

isograft FRB 6: 南 相同 基因 型 个 体 间 和 粗 

ARSE» [ = [EBA (isogenic graft: 

sgngeneic graft) ] ,例如 单 卵 双生 子 (mo- 
nozygotic twins) 自 交 系 内 个 体 ， 或 自 交 
MZF , 后代。 > 4 1 (allograft )] 。 

isohemagglutinin 同族 凝结 素 : = Bl deme et 

# (isoagglutinin ) 。 

isoimmunization ” 同 免 疫 性 :对 同 种 抗原 (an - 

tigen ) 反应 所 生 的 抗体 。 

isolation 

isoionic point SMEF{tZA: = + TS (iso- 
electric point) . 

”isoionic point SARE: =ATaAe (iso- 

electric point) 。 

isolabeling ”同型 标定 [ Peacock» 1963 | 
同一 染色 体 二 染色 分 体 的 全 邵 或 部 份 同时 显 

示 放 射 标 甘 (labeling)。 在 细胞 分 裂 问 期 in - 

terphase) 时 ,以 放射 性 同位 素 (radioiso- 

tope ) 上 处理 伟 ， 在 第 二 中 期 (second me- 

taphase) 症 以 观察 。 

”isolate S}RERE < MEREBX( Wahl und » 1928 ]: 

一 群 个 体 (individual) [ 一 个 集团 (popula- 

tion ) RS BIR ] hPa SEM ER 
3c ACB ( mating partner). —{Ai> RH 

Peet ares oer oe 
可 以 区 别 地 理 (geographiag 或 社会 (social) 

«RUGS ERE ott EBERT HE EI > BK 
EIR BS SAE AER 

isolating mechanism 4} SHAH) : 一 种 相 胞 学 

(cytological)， 解 刊 学 (anatomical)， 生 理 

% (physiological) » ¢}f§8(behavioral) 

BCA: FBS (ecological) KFF#R. AR Ahh 

理 上 (geographical) AAR @émBHik T Pas 
或 两 个 以 上 相关 生物 群体 问 的 交配 。 

isolation fat : 分 散 集 园 之 间 由 於 相 互 杂 交 

的 障碍 ， 而 限制 或 减少 了 基因 流动 ( gene 

flow ) [ st 4442.2 (genetic information ) 

的 交换 ] . BA REAE 28 4t, (evolution) 的 一 个 

FAK 07s [rl 5 Bra EBS hl BY OF LGrant, 

1963 J:. 

1 22 feiRRRE = (spatial isolation) : 集 
2H Fb FE A DAE BD cB WS Et FS BB RE th SSB 

少 或 阻止 。 

a). }Ot@haRE (geographical isolation): 

SHERIGA OR, KBR RH 
(allopatric )。 

2 PEt RS RE (environmental isolation): 

SE (Bl Fes) BE A Dit BS SS HERR RAL 

RARE Be A EE: [ 对 杂种 及 其 衍生 

fo bi MN ( selection) ¥gvk J. 

a). FRBBYHE ES HORS RE (ecolgical or 

habitat isolation) 在 同一 地 区 内 ， 各 集 
N45 有 不 同 的 楼 息 地 。 此 称 和希 同 地 性 (sym- 

patric ) 。 

3 4 56hsRt (reproduction isolation): 



isolation estimate 

不 同 集 园 内 之 佰 体 ， 因 委 不 同 基因 型 控制 而 

有 不 同 的 生殖 行 坑 及 相关 生殖 率 ， 因 此 集 圈 

尚之 基 丰 流动 受到 限制 或 被 阻止 。 

a). 外 在 生殖 卫衣 = (ex ternal repro- 

duction isolation): “基因 流动 的 隆 碍 是 由 於 

合体 人 受精 之 前 外 在 的 影响 。 

a, ) .机 械 际 熟 (mechanical isotation) 

雄性 与 雌性 的 生殖 器 官 在 结构 上 和 无 法 共同 配 

合 。 

a,).47E SR (ethnological isolation): 

在 不 同 集团 的 佰 体 中 ， 雌 雄 的 交配 受到 心理 

或 行船 上 的 限制 
a, ). 季 和 节 隔 衣 (seasonal isolation): 

不 同 集 园 的 交配 行 估 在 不 同时 期 进行 。 

a, ). 配 子 隔 训 (gemete isolation): 

在 体外 受精 的 状况 下 ， 由 不 同 集 攻 产生 的 雌 

雄 游 风 配子 不 能 互相 吸引 。 

b). 内 在 生 苞 原 训 (internal reproduc- 

tion isolation): FL He eh S SE SEA 

Ae. APRA SAAC THE (gameto- 

phytes ) 配子， 染色体 或 基因 问 不 能 相互 

作用 所 产生 的 结果 。 
b, ). 不 亲 和 性 (incompatibility) : 自 

体毛 精 (internal fertilization ) KARE 

精 或 授粉 (cross-insemination or polli- 

nation) 行 於 不 同 集团 的 个 体 中 ， 但 不 能 产 

生 杂 种 乒 代 。 
b,). HE AEIE (hybrid inviability): 

末 种 人 后代 可 以 产生 ， 但 其 活力 降低 。 

b, ), B#E7A = (hybrid sterility) : F, 

杂种 可 生长 成 熟 ， 但 其 生殖 器 官 或 配子 发 育 

不 全 或 扰 效 。 

b,) 3 585% = (hybrid breakdown): 

杂种 可 产生 F , 个 体 或 回 交 后代， 但 后 代 中 

有 全 邵 或 部 份 不 能 存活 或 有 不 孕 性 之 个 体 。 

不 同 种 问 的 隔 恋 一 般 来 说 ， 不 单 是 由 一 

种 际 驯 机制 所 探 克 ， 而 是 由 许多 机 制 共同 影 

约 。 隔 饼 和 机制 可 防止 已 适应 特种 环境 之 高 度 

52 BRE [ 如 种 (species) | 的 遭受 破 

坏 。 隔 裔 在 物种 形成 之 演化 意义 ， 饥 限制 逢 ， 
机 交配 及 集 园 大 小 的 效果 。 陋 底 是 演化 的 直 

sei, BRE ILA hl APS I 
# (genetically controlled difference) 

间 的 混杂 CO + AE (annidation )] 。 

oR RPS RS IABR, BE Pn EIA eR AR 

间 发 生 杂 交 (hybridization) 0 BRIRREAH 

结果 ， 和 垮 多 项 因素 所 决定 ， 其 中 之 一 含 集 园 

HOES HUM .若是 舍 苞 关 的 遗传 性 近似 ， 

MEAS Ty (ie GE PAM SE A A SE 

AMY ARE BREE RMS ( ( 阻止 

— tye He EB Hk) 。 种 或 亚 种 (spe- 

cies or subspecies ) 间 的 杂交 可 以 遵 至 

所 谓 浙 涂 订 交 (introgressive hybridiza- 

tion) 。 亦 即 基因 由 一 个 集 园 转 介 入 另 一 集 

A [ Hie SBR ] 。 
+t Agi Bs BE( re productive isolation) 的 

机 制 |, BPRERC UIA ESR [ Grant »1966 ): 

1 By HERS Eek DR (evolutionary 

divergence) 的 副产品 (by-products) o 

2 SEA RAS ORR. EBT 

世代 中 ， 二 同 地 种 (sympatric ) 间 之 杂交 受 

到 阻碍 ， 和 无 一 物种 中 ， 决 定 上 项 阻碍 之 遗传 

Ay, HARA SEA BEM e io. 此 种 

SHSBE [ Grant (1966) BHB Wallace 

效应 ] BY SARA AE Be BEE» TT) Ae Bh Be FS Zp tb 

9 Bl on» {BIE SE— ce EL RE CAS SPARES O 

isolation estimate feBi(qitl Merrell >» 

1950 ]: ERMA F (homogamic ) RAL 

+ (heterogamic) SAHA, URR— 

$l ARB ] 测 由 遗传 所 控制 性 别 ha ae 

(isolation) 的 程度 。AB 二 集 园 闫 合体 之 

交配 形式 共有 四 种 ， 即 A?，A3z3， 与 B? ， 

Bs. —/h) HE FRA BA BAS XxX AS Fa 

B? x BS; ~RBMAFMAMBARAS x 

BOBS x As， 其 隔 风 估计 可 以 下 式 计算 
Pt 

ioe (AxB) + (BxA) 

TAXA) + (BxB) 

当 各 黎 比 较 型 式 的 数目 相等 时 ， 可 以 引 

用 此 一 公式 。 若 有 完全 性别 隔 廊 【[ 即 无 A . 

与 B 之 间 的 交配 ] Bi = 0 ; 若 无 性 别 隔 
me, Bi =T. 

isolation gene fest BA Brieger> 1956): 

任何 等 位 基因 (allele) # & AF (hetero- 
zygous) 时， 会 减低 其 活力 及 可 孕 性 ， 称 

SRRRER. CHEESE. AKRBG 

A iO 65 UD Th SS A&E ABS (homozygote) 

(FEED (5h A a Bra BEY FR RR 

isolation index fastis2y : Am— BAe 



二 

(fet MH Fa REE. AEA EB RAH 

fea) BE RY He RS 2 SEE ISAAC 。 

当 它 们 之 问 能 过 到 近 於 50.% 有 人 受精 率 时 ,将 集 

PIE: ABE lace. RR HRA 

Ath A(intrapopulational copulation)i7 A 

RAB BEA ( interpopulational 

copulations) 的 百分率 ， 再 除 於 二 者 之 和 ， 

R62 BRR. FMARASREBA 

A> RRR 1 ; SHRRAM AA 
HUPRREE RE -1; F—BRARAASE, 

FA MESS ESR.» 
isolecithal 。 均 黄 性 : 在 卵 租 胞 中 ， 其 蛋黄 

(yolk )35=)85 4) Hpte & (iH Hal (cytoplasm) 

Hh. [ 它 中 黄 性 (centrolecithal) ， 端 黄 性 

(telocithal ) |]. 

isolocus break ”等 位 断裂 LTpoday 11953]: 

= 等 位 染色 分 体 上 断裂 isochromatid break), 

isologous ，” 同 源 嫁接 :; = 同 基因 型 【iso- 

geneic) o 

isologous cellline [ARAMA : Al IP 
双生 子 (twins) Bei BE B38 8) MER ARB A 

胞 系 。 
isomeric fMRI [ Sirks ，1933 ] : 

指 可 表现 相同 表 型 (phenotype) MMR 

因 (equivalent genes) [ > 县 构 的 (ani- 

someric ) ]. FRMAARBAAM RH 

WBA, RKRARS AAR LR 

Rit ARB AA (cumulative isomery ) 

A (ALE A © rl El RS EA (polyisomery)]; 
有 时 不 具 累 积 性 [ FRR AR BAA 
(non-cumulative isomery) ] > 

isometry “等 距 : = 相同 生长 率 (isauxesis)je 

isomorph ”同等 位 基因 [Ser>c，1949j]: 
= 亚 等 位 基因 (hypomorphs ) (#2 

(allele) ] 。 

isonymous marriage ”同姓 结婚 : 同姓 氏 之 问 
的 婚配 。 同 姓 和 结婚 ， 在 集 园 遗传 学 (popula- 

tion genetics /PAUAR MY LMF - 

isonymous substitution ”同名 取代 作用 : 不 改 

SH is A RARE] DNA 氢 基 对 取代 
作用 [ cc 基因 突变 (gene mutation )] o 

isophene ” 表 型 等 频 缚 : 在 地 图 上 具有 相同 源 

Mt Sw RA (cline) ] Hit eH 

[ Mayr» 1963]. 
isophenogamy 同 表 型 交配 上 Strandskov » 

isosyndetic 

1953 ] : — i XcM & (mating system)’ 

HE ed CIE FS 0 He FO BT 9 eB IHR HS 
一 般 活 机 交配 (random mating) 的 频率 。 

ih be & & A! % Ge (heterophen ogamy) 相 反 ; 

Be Fe Fe Ge GRAS Fe] Be 7 Fa 9 ic 8 — 

活 机 交配 和 坑 高 。 若 趋向 同 表 型 或 民 表 型 的 表 

型 交配 坑 遗 传 所 控制 ， 同 卖 型 交配 时 会 遵 至 

fe] AG (homozygotes) MIM, RAMA 
Ach] BRRAGEA (heterozygotes) 的 增 

加 。 
isophenaus [a)zeBIA) ; 指 表 型 (phenotypes) 

相似 者 。 
isopropylthiogalactoside ALAM AA-+H FL 
苷 : R—BA RRM (Lac operon) 的 天 
RIED (inducer) 。 

isopycnotic ” 同 国 篇 [ Ostergren > 1950]: 
染色 体 或 染色 体 区 域 在 麦 现 上 与 租 胞 中 大 多 

数 染 色 体 或 染色 体 区 没有 差 民 者 。 与 其 相反 

te % 4g (heteropycnotic ) 。 
isopynic sa: 具有 相同 密 麻 (density) ， 

tH MAAS 含 物 在 超速 艺 心 时 具有 相似 的 序 力 

密度 《buoyant density) 。 

isosteri ”同位 的 ( 酵素 ) : BREDHRE 
接近 某 些 值 时 ， 由 其 酵素 活性 所 抑制 之 一 个 

负 节 机 制 。 抑 制 物 (inhibitor) 与 基质 (su- 

bstrate ) 之 一 ， 在 构造 上 相似 ， 且 抑制 

物 与 基质 在 酵素 雪 面 之 相同 位 置 上 车 合 在 一 - 

起 。 若 抑制 物 冰 不 在 基质 之 同一 位 置 上 和 车 合 ， 

1B BRMRBS ER Riz ( 酵素 ) 抑制 (allo-~ 
steric inhibition) 。 

isostich ”等 列 [ Shapiro and Chargaff> 

1964 ] : 需 长 度 相 等 之 任何 寡 核 普 酸 (oligo- 

nucleotide ) 群 o HEAMRHEB ( dinu- 

cieotide ) “pTpT 和 PpCpC 坟 等 列 的 ， 但 

WIFI] BRS (isomer) ， 而 pTpC 和 
DCpT 均 属於 等 列 的 以 构 体 。 

isosyndetic ” 同 源 配对 [Ziziexyreld,1951]: 
在 边 源 多 僧 体 (allopolyploid [> 2 7843-48 
( alloploid ) 了 中 ,只 有 来 自 同一 物种 (spe- 
cies) PRA ,在 溅 数 分 裂 时 可 以 配对 ， 

此 和 与 同 源 民 源 配 对 赋 源 多 僧 体 (isoaniso- 
syndetic allopolyploid) HR, ##BRY 

EK B78 Ie) 69% FEL ABB 9 1) BME (ho- 

mologous ) ， 因 此 可 以 有 限 的 配对 。s teb- 
bins (1945) 又 称 同 源 配 HRS HB 



isosyndetic alloploid 238 

“ Yu fe BS he SEBS” (genome allopo- 

lyploid) » Ay -RREARARRSSER 
“BD ARSE ” (segmental allopoly- 

ploid ) . 

isosyndetic alloploid fal RACH ARH: 一 
GRRSE EZRA (synapsis) RHE 

由 一 物种 衍生 而 来 之 同 源 染 色 体 。[ OP DH 
RACH 24 (iso-anisosyndetic al- 

loploid ) ]. 

isotelocompensating trisomic ”等 萌 末 端 补偿 

= Kimber and Sears» 1968]: 

R— AS =H ( trisomic ) [ = 单 末端 

iS B—=— 28 ( monotelo - monoisotri- 

somic) ] ， 其 遗失 的 染色 体 是 由 一 个 末端 

中 和 节 (telocentric ) 染色 体 和 一 个 三 级 染色 

#8 (tertiary chromosome) Pr teh LO 

A 2 8 BK = BB ( diiso-compensating 
trisomic ) Jo 

isotertiary compensating trisomic 等 臂 三 

级 补偿 三 染 体 [ Kimber and Sears: 

1968 J: 入 一 个 补偿 的 三 染 体 (trisomic )， 

其 遗失 的 染色 体 是 由 一 个 等 展 染 色 体 (iso- 

chromosome ) 和 一 个 三 般 染 色 体 (ter- 

tiary chromosome ) KMRHLO#S 

St Be = Shae (diisc-compensating tri- 

somic) ] 。 

isothermal process 3383972: 7EMBEE F 

所 发 生 的 反应 。 
isotonic solution 553%: 内 外 物质 具 

BHAEBERBAR ( 如 血液 与 原生 质 ) 。 

isotope 同位素: 具有 多 种 型 式 的 化 学 元 素 ， 

他 们 的 原子 量 又 不 同 ， 但 性 质 都 相同 。 

isotopic dilution analysis 同位 素 稀 程 分 析 法 : 

和 储 一 种 混合 物 的 化 学 分 析 方 法 。 此 种 方法 是 

在 混合 物 中 加 入 一 种 已 知 数 量 已 知 特 有 活力 
(specific activity) 的 标 证 成 分 (labled 

component ) ， 然 后 将 定量 的 成 份 分 熟 : Bl 

其 特有 活力 。 

isotopically enriched material 同位 素 增 加 物 

a : 增加 租 成 某 物 质 的 某 一 种 或 多 种 同位 素 

的 相对 含量 。 
isotrisomic 等 三 染 体 : 全 三 染 体 (trisomic)。 

isovaleric acidemia “办 成 酸 血 毒 症 : 一 种 人 类 

的 遗传 病 证 ， 其 原因 是 由 於 有 睛 胺 酸 和 氧化 酶 
( proline oxidase) 的 缺乏 。 

isozygotic Att : 所 有 遗传 基因 座 (loci) 

E652 SSB EF & 42S (homozygous). 

isozyme [ale SiR; LAR: | 在 同一 个 
体内 已 分 化 的 大 胞 中 ， 许 多 有 酵素 活性 的 蛋 

白质 [ Ome (enzyme) | 壬 的 任何 一 种 。 

过 些 物 理 及 化 学 性 质 不 束 相 同 ， 其 基质 (su- 
bstrate ) B—t (specificity ) Aral RE 

RORADT> HEL HA (in vitro) 与 体 

内 (in vivo)] 同一 种 生化 反应 。 

一 个 个 体 中 的 不 同 租 仁 [器 官 (organs 儿 

可 以 具有 此 一 物种 所 专 有 的 同 质 蚁 构 酶 ， 形 

BH — LR TS Bo IK (patterns). jeff 

型 式 的 形成 是 基 於 在 此 和 组 徐 中 出 现 之 各 种 同 

摘 刁 构 酶 间 的 特有 上 比例 而 定 。 同 质 刁 构 酶 型 
式 在 胎儿 (fetal) HSER (postnatal) 时 期 
BY BEE TT Ck 

同 质 Re 酶 可 能 是 由 不 同 的 多 胜 肤 链 

(polypeptide chains) 逢 机 和 结合 所 形成 ， 

例如 : 一 个 具有 活力 的 酵素 ， 由 四 根 两 种 不 
同 的 多 胜 肽 链 所 形成 [由 结构 基因 ( struc- 

tural genes) ARBRE 1, Mieke 

M7 REG RAS (tetramer ) ， 因 此 有 五 种 
可 能 的 同 质 刁 构 酶 : B-BR ARORA 

(A4Be ) ， 第 二 种 具有 三 根 A 链 一 根 B 链 

(AsBi:) ， 其 余 三 种 则 篇 (AzBs。)，(Al 

B。)， 及 (AoB，, ), Lk Be BABB 

的 数量 比例 可 能 由 A 及 B 次 级 单元 的 数量 所 

决定 ， 而 A 及 B 的 数量 可 能 又 由 其 相对 的 结 

构 基 因 的 活化 率 (rate of action) 所 决定 。 

2. 同 质 县 构 酶 是 同一 个 酵素 的 不 同形 式 

行 同一 个 反应 的 催化 作用 ， 同 持 昊 构 酶 的 性 

AUR PHRRBLARE VERRAN 

AB RBBEH KAA SHKARMELEA 

形成 的 复合 蛋白 质 ， 例 如 和 乳糖 去 氨 酶 (了 actic 

dehydrogenase) B— RH (tetramer ) 

“HAR BSBRKKRELEABRK HAE 

Si) RRB AAAA, AAAB, AABB, 
ABBB ， 及 BBBB 。 同 质 展 构 酶 常 有 不 
同 的 等 电 点 (isoelectric point) ， 因 此 可 

用 电泳 法 (electrophoresis) 将 各 个 分 

B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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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JS (k##2: 即 Jurassic 的 和 缩写。 

5 近 厅 交配 (inbreeding) 第 一 代 ， 

第 二 代 ， 第 三 代 之 简 高 。 
jarovization ” 春 化 作用 : = 春 化 作用 (ver- 
nalization ) 。 

juggernaut polymerase “专制 聚合 酶 { 4d ya 
et al. ,1974 ]: ESB—(MBAR (trans- 

criptase) [ 属於 一 种 依靠 RNA 聚合 酶 之 

DNA ( DNA - dependent RNA poly- 

merase)] ,在 po 因子 (rho factor) 存 在 时 ， 

它 可 忽视 所 有 转 朱 作用 之 图 止 信号 。 专 制 聚 

合 酶 可 能 与 其 他 蛋白 质 和 结合， 而 产生 反 和 终止 

MRT HED» 

Jurassic 

junctional compiex 327278 247 | Farquhar 

and Palade» 1963 |: 组 胞 间 任 何 特殊 的 

itt 连接 ， 连 接 复 合 物 包 含 一 层 很 厚 的 质 膜 

及 不 同 量 的 组 胞 内 (intrarellular ) 与 和 胞 

fi] (intercellular) 关连 物质 [ O He 

(desmosome)]. EHEKR, BRHAD 

以 一 个 天， 环线 着 每 一 细胞 的 尖端 。 

junctional membrane 52}=fs : Mi RS 

fF fo] He fe Sa Ss 4A [ae a BE OE SRE eK ( SES 

接 膜 ) 容易 渗透 较 小 碎 子 , ERABARE 
域 之 位 置 被 称 之 篇 紧密 速 接 (tight_ junction), 

Pl Bik az (gap junction) 88 & fej if #4 ( sep- 

tate junction) 。 

Jurassic {K#¥Ac : Hh4 fh(mesozoic era) 

中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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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K FoIRZHB: 1 kelvin FLOR 
(temperature) ] 2 A # fd (cre- 

taceous)o 3 ¢f (potassium) . 43 
& ( paramecium aurelia) + FW 

(kappa) 的 基因 。 

kairomane 389K : 坑 一 物种 (species) fil 
IS Ly BA. ty APES OL 
BIH (emitter) 需 大 。 一 般 来 襄 克 洛 
蒙 ， 对 施放 者 阔 不 有 利 ， 例 如 同一 物种 雌性 
Ral KEL ， were a 
(predator), 

kalymma S#BRB[ Heitz, 1935]: 

= # © MA (chromosome matrix) 。 
kappa ”卡巴 粒 : HH Bee (paramecium 

aurelia) an MH APA DNA FE 构 
SR ARRRHAAN. SHBRA PRU, 

RPA HS Sl AE BAEK (to- 

xin) ， 草 履 盘 素 (paramecin) A] LMR 
Ri bie, AAEAENHRBALAKE 

KRBAHRS> HBREBRRKSAH 

(killer )， Ry FONAR IE SAK [o> 
放 毒 细胞 (killer )] 。 Ss 

karyoclastic 核 裂 解 Dustin» 1934]: 一 种 
FL ARE EA HER AA 

G7 Ait Be MIR (ORRTRY 

(amitotic)» # *7 RK (mitotic pcison)， 

K A RL #P-#] H] (mitotic inhibitors) ] , 

karyodesma 4% #4 = 7% 7 #4 (nucleodesma) 

karyogamy ” 核 融合 : RAMA ( fu 

BRBARARMRH se BEER 

(parasexual cycle) PHBE, MAL 

& ti EA fertilization Fi KRHOREEE. 

2% 7B (meiosis) HHESHHAARS 

f& #6 (homologous chromosome) 3934 & rat 

A ZBeERARE— BH. GMAMBER- 

7: AEA FR (Sexual reproduction) Hifi, 

BIE RS RBS IAMHAA (fertilized egg cell) 

RSF (zygote) [OMe (plasmogamy)l, 

karyogram ” 核 型 图 | Chiarugi » 1933 J: 

在 形 能 学 { morphology ) LAR hae A — fa 

细胞 中 所 有 染色 体 的 炉 合 。 [LORAMRX 

sion ) 。 

 (idiogram) ] 。 

karyoid 4498: =® KM (nucleoid). 

karyokinesis 4%5¢24 [Schleicher ,1878j: 

ts ME DR = 有 缘分 裂 (mitosis )], 和 与 

烙 胞 质 的 分 裂 或 细胞 质 分 裂 (cytokinesis ) 

加 以 区 别 。 极 分 型 代表 一 种 有 规则 的 系 杭 ， 

在 此 系 圾 内 ， LEKAC MAREE THe 
传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RFR 

(SF Ci BRA . 7D Bi — BRA 
Ge: —BT+MRBCRAMBEBSAL ， 

完全 相同 的 遗传 信息 ， 而 不 受到 干 摄 。 大 多 

数 的 动物 组 胞 和 植物 租 胞 ， 其 极 分 裂 的 基本 

栅 制 相同 。 其 区 别 包含 炉 舞 入 的 形成 和 术 分 

裂 后 和 细胞质 分 裂 的 型 式 。 

karyoiogy ”细胞 核 学 Trow,» 1895]: 篇 
和 组 胞 学 (cytolcgy) 的 一 个 分 支 ， 而 研究 核 的 

is 。 

karyciymph ” 核 液 [ Foeecpel ，1891 J: 

> ¥ (nucleoplasm) 。 

karyolysis 4#%82[ Auerbach» 1874 ]: 1 

TE MARK > R (karyokinesis ) 开始 时 ， 分 

列 间 期 (interpha se )AUAMEKHIAK [Auer- 

bach}, 

2 在 病理 学 (pathological ) 上 ， 是 指 

类 胞 极 蒂 解 消 失 ， 不 葵 是 否 由 於 先前 的 和 灶 胞 

核 破裂 (karyorrhexis 产 生 的 段 片 所 造成 。 
karyomere (9839 [ Fol» 1896] : 在 
MinA RHE — AT) ia Lee 

(micronuclei) ] ， 其 内 的 染色 体 在 和 胞 分 

Few RE ， OK BD RHO RH EMR 

(spindle fiber) 上 。 吉 种 现象 通常 在 某 些 动 . 

¥y S828 Mill (cleavage) PRRBA, HA 

ERB LULA SELES HEB. 

karyon 跑 核 [ Haeckel» 1891] : = 细胞 
核 (cell nucleus)。 

karyoplasm #491 Flemming» 1882] : 

= % ® (nucleoplasm) 。 

karyoplast #498 [ S trésiobtaher » 1905]: 

= #2 (nucleus) 。 

keryorrhexis ” 核 破裂 : HIER - 

片 的 作用 所 形成 的 一 种 因 胞 核 洽 失 [ OH 

(karyolysis) ]. 

karyosome ”染色 质 枝 仁 : —M FeulgeniE 

REHAB. 3-13 KRSNA 

SRILA, £3-SKAP,. C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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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配对 ) 复 合体 (synaptonemal complex). 

karyosphere 核 球 : 染色 体 被 限制 在 整个 帮 胞 

GPABA (karyolymph) 特别 敬 富 的 一 小 
邵 份 空间 内 上 例如 两 楼 生物 (amphibia ) 

Sh Mie ] 。 ii 

karyotheca 枝 膜 : = 细胞 膜 套 (nuclear en- 

velope ) 。 

karyotype #44! : (AAR R— RAMS 

个 体 具 有 独特 的 染色 体 和 组 成 (chromosome 

complement ) ， 通 常 可 以 在 有 入 分 裂 (mi- 
tosis ) 的 中 期 (metaphase) FF, KREH 

的 数目 及 形态 而 加 以 辨 明 。 以 染色 体形 存 上 

的 构 型 [ ARB (endophenotype) | 所 代表 
BRHABeBZR RE MRAM(idiogram)o 

FARRER HRM IR. REL 

由 形态 外 万 观察 所 发 现 的 染色 体 缺 失 (abs - 
ence) #( duplication ) 或 位 苇 的 重组 (po- 

sitional rearrangement) 等 都 是 染色 体 

22% (chromosome mutation) HB. 

在 二 全体 (diploid) 个 体 所 具有 的 核 型 

中 ， 某 -- 对 染色 体 因 入 构造 的 改 法 而 有 不 同 

RAS, BR ABD  (heterokaryo- 
typic 或 heterokaryotypes ) 。 若 某 对 染色 

PSA PENAL, ARSE 同 核 型 ( homo- 
karyotypic 或 homokaryotypes) o 

楼 型 可 以 由 末 方 面 加 以 区 别 ， 包 括 基本 

RAN ; 染色 体 的 形状 及 大 小 ， 染 色 体 第 

RAE (constrictions ) 的 数目 和 大 小 ， 染 

MHRA) (absolute size) ， 以 及 常 

# @, 4 (euchromatin) Hd #3 6 % (hetero- 

chromatin ) 片段 的 分 人 与 大 小 。 

主要 由 大 小 相似 的 染色 体 [ PAB ( cen- 
tromere ) 均 在 染色 体 中 央 或 附近 | 所 和 组 成 

的 核 型 称 之 仿 对 称 核 型 (symmetric kar- 

yotype); 由 大 小 差 刁 很 大 以 及 /或 [ BiH) 

中 和 节 在 染色 体 尾 端 或 接近 昆 端 称 坟 不 对 称 核 
型 (asymmetric karyotypes) [ Stebbins ， 
1950 ]。 FA GMHeD RADE my 

比较 ， 则 动物 的 核 型 通常 很 不 对 称 。 核 型 的 

演化 (karyotype evolution) Aah AEH 
RES Py ck sal ANB A7( in version ) 易 位 (tran - 

slocation) ,中 节 融 合 (centric fusion) 等 ]， 

一 般 均 与 基本 数目 的 减 少 及 不 对 称 权 型 的 增 

Dn fa) BFE FT 

基本 核 型 (fundamental karyotype) 

killer 

[ Battaglia» 1952 |: iR—(8%E(spe- 

cies ) 或 属 (genus). SHRM D ( 1K! 

表示 之 ) 。 衍 生 核 型 (derived karyotype) _ 

fh eh SEA UE Be BME 
BH ( UK,» K, SRRARZ )- FRB 
(semikaryotype) [ 以 K/2 麦 示 之 ], Hi 
配子 (gamete) 的 极 型 。 单 倍 体 核 型 (hap- 
lokaryotype) ， 傈 指 单 合体 时 期 的 核 型 。 

karyotype orthoselection  #% #) & [nm] 318 
[White» 1954]: 2—e RBH 
(evolutionary lineage) +, a/R RAE 

fiefs Lk [ OR EMR # ( chromo- 

] 发 生 重 移 之 趋向 。 some mutation ) 

KB cell 

¥f 0 (nasopharynx) 3% & (epidermoid 

carcinoma ) 中 后 状 的 一 群 细 胞 。 1 

kell-cellano antibody Kell-cellano 抗体 : 

HK SA HSK BTR (antigen ) 对 此 

反应 所 生 的 抗体 。 作 以 第 一 个 破发 现 有 此 种 

FURS ASI AT ALO 24 (blood group)]。 
kelp AR: RKV HARK (algae) 。 
keratin 角质 属 : RI RAE He 

REKREGRRAR HEB RT o 
Kidd antibody Kiddin#@ : 由 下 基因 所 控制 

的 一 种 红血球 抗原 (antigen) 所 产生 的 抗体 。 

LL BRB BA BHI A il HB @ 

killer 放 喜 和 丰 胞 [ Sonneborn» 1938 ]:# 

Figs ( paramecium ) 集 区 的 细胞 质 中 所 
含 的 一 种 共生 有机体 [kappa spl» mu » 

Lambda » % | RFS P&P AT [Son - 

neborn» 1959 |. BH#MBAMA RH 

MEH DNA» RNA > RAARH LY 

RPK. He ABSA MHKA KEK 

MHRA ( ERMA MRR HRS ) ) ， 

产生 毒素 (toxin) MEARE. SRRKE 

BEATS BEER, BLE “UR” 
(sensitive) 的 集 园 。 

放 毒 稻 胞 的 特性 已 被 屋 实 是 基 於 二 谷 

卡巴 粒 共 生 有 楼 体 的 遗传 成 份 。 一 个 是 草 

履 怠 细胞 的 基 内 型 (genotype).,， 另 一 个 是 

卡巴 AF. 卡巴 粒 仅 能 在 具有 K ，S ,和 

S, SAMMiTeEBR 。 在 基因 型 储 Kk 

的 和 胞 中 ， 所 含 的 卡巴 粒 数 仅 筷 同 质 千 合 

体 是 性 基因 型 KK 的 二 分 之 一 。 放 毒 租 胞 个 

体 一 般 具 有 好 末 百 个 颗粒 。 CH 卡巴 HA 

KB Ra : 1954 年 由 H .Eagle 从 人 | 



killer 

eX. BRB “ HOCH (brights), 

其 具有 能 锡 反 射 光线 的 发 光 表 体 ， 称 之 需 R 

ACR #48 ; AR“ 不 发 光 的 ” (non - 

brights): MBN. HH 卡巴 粒 自 我 

复 负 可 产生 发 光 的 KE A. 和 致死 的 颗粒 

( BE PALS ) 与 发 光 粒 子 或 了 颗粒 完 全 

相同 。 “不 发 光 的 “的 颗粒 能 纲 感 染 敏感 的 
fia (strains) WAFEMKBK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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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毒 租 胞 EAHA KK» OE 
有 卡巴 粒 ] (ORAS ( AAR EAD ) 

闻 的 接合 (conjugation) [图 54] 可 以 遵 臻 

二 种 不 同 的 结果 : 

1 (Ex ONS Ba HE AS = RS Ze A eR 

A IE RA BE» OR Ble A A ee BU 

二 个 体 具 有 相同 的 基因 型 KK ， 则 原来 的 放 

毒舌 胞 人 后代 具有 放 毒 的 特性 ， 而 敏感 个 体 的 

图 54 草 履 患 (Paramecium aurelia) 的 接合 生殖 ( Mi = 小 细胞 核 ; Ma = 大 

和 细胞核 ; 玉 和 k 是 放 毒 组 胞 与 敏感 细胞 个体 中 等 位 基因 符号 )!( 优 自 Hagemann， 

1964) 。 

RE 敏感 
a i Mle 

具 kappa 粒 

VE pe 

A kappa &% Bs 

eu 

= Hh th Hh 
ee 不 具 kappa #7 kappa 粒 B kappa 粒 

Ke RS 
b Mia 细胞 

55 8(Paramecium aurelia) KSMB@MARMBHNEA> aim 

fd acm » (bd) Mila 32 & ( HA Hagemann, 1968) 。 



re 
| 

Cr: 
| 

Coe 
| 

BWROR AMAR KMS 
50% ® @) 

= 0 G 
56 草 履 患 (Paramecium aurelia) (SKk2! RHMARK Hk 分 别 代表 

iS ee RK OR SSA SR ESO % KK fe R 50 % kk 

个 体 { t)@ Hagemann) 

eR BUR [ 图 55] 。KK 和 KK 个 体 必 

AA ABK ALT BE RES ACE AB HE 。 

LEHR, PHBRRAREZ 

Filey IE FS TE MATH SR, Pe HEME RF 

相当 久 的 时 间 尤 许 细 胞 质 的 交换 ， 一 般 识 坑 

卡巴 粒 可 以 发 生 圭 移 。 在 此 情形 下 > 

Riz” (BRAKE) 接合 的 后 代 能 沟 坑 

“ 放 毒 者 ”。 
EAS Kk 的 放 毒 和 胞 若 行 自体 受精 

(autogamy) [图 56] 则 会 产生 50 % 的 

KK 同 质 千 合 体 ( KAA) 及 50 % 的 kk 

(ARS, BRB I~ 15 次 分 裂 之 后 会 巍 成 敏 

RH. ARBRE RREK 因子 存在 时 才 

Ae 。 

RSFRAKZA> S, BRS, HK 

卡巴 粒 复 负 所 必需 的 ， 假 如 隐 性 基因 k 或 是 

性 基因 S, 与 S， 在 基因 型 以 同 质 千 合体 出 

现 ， 则 会 发 生 卡 巴 粒 的 缺失 。 

一 个 放 毒 类 胞 集团 对 自己 的 致死 活动 力 

及 同 源 的 P 粒 有 保 闵 作用 ， 但 对 另 一 类 型 放 

SNH) P LATER 
+E ALY bl A: Fe ( mutation ) : 

薄 且 由 於 突 故 作用 ， 它 的 活动 形式 ， 复 揭 的 

速率 ， 使 敏感 集团 致死 的 能 力 ， 以 及 它 的 大 

小 与 形态 与 对 温度 的 忍受 程度 和 抗原 物质 
(antigenic properties) 4 #4: ck 

ERRRKAAGA, KEMPS 
下 列 不 同 的 类 型 (Sonneborn, 1959): 

a). “ 空 胞 型 "( vacuolizer ) : 使 敏感 

者 成 坊 空 胞 而 致死 。 
b). “ 胜 瘤 型 "(humper) : fF AK 

感 者 ， 使 其 产生 典型 的 瘤 ( 图 形 的 隆起 物 )。 

c). “ fee ”( spinner ) : 使 敏感 者 

旋转 

kilo bases 

d). “订阅 型 "( paralyzer ) : 使 敏感 

i WB © 
e). “ 快速 型 "( rapid lysis ) : 快速 

的 杀 减 敏感 者 。 

REN NBM (mate-kiiler)[ Siegel ， 

1953]: HH APARRBRTRRE BRK 

SAMEERA, THZRAVKSAR. 

SRR Mp BR WS MS ee — 
PUR. FRY ik RMA 7 RE AAD (kil - 
ler) (F SUR AR BE RH eS AA EH 
质 中 含有 一 种 称 饥 Mu 的 粒子 。 此 种 Mu 粒 
(> 44 (metagon) |/HMeARA-Het ZA 
( FR ASM ) 所 控制 。 敏 感 的 集 园 缺少 Mu 粒 ， 
彰 且 含有 与 基因 M 相 对 应 的 隐 性 等 位 基因 。 

FRE: 在 单 股 或 双 股 核酸 中 ， 

HER FR BR RR AR Bc fe 
( FREES KD ) 。 

kindred nie : 它 谱系 (pedigree)。 

kinetid 动 质 : 7E RG MMA (eucell) 2 fEPI RE 

移动 的 构造 物 称 之 坑 织 毛 (cilia ) 和 RE 
(flagella) ， 动 质 之 基体 (basal body) HR 

动 体 (kinetosome ) 。 所 有 的 动 质 在 一 绷 胞 

构成 动 粒 (kinetome ) ， 若 他 们 在 咕 序 行列 

排列 时 ， 每 一 行列 是 震动 列 (kinety) 。 
一 个 动 质 有 九 对 微小 管 (microtubule) 

BEF ee kK RI EPA A 

PIV, FEE 2. Hp oe KER 

fa(triplet) ， 而 中 间 之 两 个 消失 。 

kinetin 激动 素 : 即 6 - 味 喃 醛 胺 基 酸 ( 6 - 

furfurylaminopurine)> }—@ 细胞 激素 

(mitogen), RMRAR( REA) 。 

kinetochore #44424 [ Schrader» 1936]: 

BAS WS i FB E i ( centromere ) 侧面 的 小 

fG, Yi fh #665 SEO (chromosomal tu- 

kinetoc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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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H 

‘ba 
NH. —— CH, € CH 

| Ne 
Cc H O 

yi og | 

N as NE 

Ee cH 
HO: ji: atte yet 
\, Se 3 

N 激动 素 

bules) 即 附着 於 此 [ > ¥ Bp (centro- 

mere ) | o 

kinetome “” 动 粒 : > HK (kinetid) 。 
kinetomere 动 粒 [LZ ima-de -Faria 1949]: 

> 染色 粒 (chromomere)o- 

kinetonema #%¢2t[ Matsuura, 1941 ] : 

= ¥ fp (centromere) 。 

kinetonucleus 动 核 L Woodcock» 1906]: 
= &)7*(kinetoplast) 。 

kinetoplast &)98{ Alexeiff»1917 ;Lwoff> 

1949 J: Bre 4: = (flagellates) 办 

毛 未 端 基 体 (basal body) Bm 7—B4®. 

球状 或 椒 状 的 构造 上 = 生 毛 体 (blepharo- 

plast) 或 副 基 体 (parabasal body)j 。 动 体 

中 含有 DNA» 是 一 种 能 自我 篮 叙 或 自我 生 

存 的 胞 器 (organelle) « MEME DE 

之 前 先行 分 裂 。 在 电子 题 微 镜 观 察 下 ， 动 体 

是 一 种 由 二 层 腊 所 图 成 的 赛 (sac) ， 内 含有 具 

有 DNA 航 密 排列 的 微 租 内 稚 (fibrils ) 内 
膜 形 成 典型 的 粒 线 体 贱 凸 (mitochondrial 

cristae)。 在 线形 虑 (Trypanoscmatidae ) 

中 ， 动 朵 是 由 大 型 而 单独 的 粒 笋 体 《mito- 

chondia) 的 分 化 部 份 。 利 用 氮 化 铝 坡 级 廊 心 

法 ( cscl_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 可 将 

B96 DNA SARA DNA 4 REO —® 

fi ( species) 内 动 体 DNA BAMHab DNA 
AY HE BAH BI 
HOGUMNEEL REG DNA 稚 雁 和 

粒 和 绿 朵 物质 的 相对 比例 ， 随 物种 的 不 同和 生 

活 史 中 发 育 阶段 的 不 同 而 改变 。 具 有 动 朵 的 
鞭毛 生物 也 具有 一 个 基体 (basal body # 

毛 即 由 基体 生出 。 

kinetoseme ” 动 基 小 体 [ Allen» 1912}: = 

基体 (basal body)[ & + 4M (undulipo- 
dia), &## (kinetoplast) ]. 

kinety 支 列 : EMRE (ciliate) 表面 一 排 相 

如 的 支 基 小 体 (kinetosome ) 。 

Klinefelters’ syndrome Klinefelter Kir : 

BH WA (karyotype) 47 (RRA ， 
性 染色 体 和 组 成 已 XXY ， 具 有 性 染色 和 质 (sex 
chromatin ) 或 称 有 人 性 染色 质 《 chromatin 

positive ) 。 其 麦 型 念 外 邵 生殖 器 似 男 性 ， 
但 精 巢 很 人 小， 体毛 稀 朴 ， 多 数 患 者 乳房 有 女 

性 倾向 ， 患 者 腿 部 特长 ， 不 孕 fsterile) 患 病 
率 震 新生“ BER” rh 1/600 至 :1A400 ( # 
国 统 计 资 料 ) 。 

xnob = -#efaROTR : 在 某 些 生物 ( MEX) 染 

色 体 的 末端 或 少数 染色 苯 的 霄 土 ， 有 一 大 型 

且 染 色 很 深 的 杂 色 粒 (chromomere)， HE 

HBR RARE ROBE LORERRX - 
图 (idogram )] 。 

Kornberg enzyme “Kornberg 氏 酵素 : 1958 

年 由 A. Kornberg 领 遵 的 一 群生 物 学 家 ， 

tA GE (E. coli} “5 Piet fe —BEDN A 

聚合 酶 (polymerase) 5 

kurtosis 3/€ : EELS Hoty —RIE. 

它 形 成 的 曲线 较 常 态 分 侯 normal distri- 

bution) 3 FF ie FER 0 

kuru #4 SHE: RSE 

进退 化 症 。 此 症 在 生活 於 新 交 内 亚 落 后 地 区 

的 弗 (fore) ep BR. Heb pom RA 

Saekm, BRACHZECZH-BAB 

(virus) 所 引起 Ba 

kwashiorkor | 吾 胺 酸 缺 乏 症 .: ai BEE: 

(amino acid ) 的 缺乏 [ AAR BAR (ly - 
sine)] 5|\#H—@@eHR#TRE. 此 

(LER RERZCER PERE RABA R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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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1: 1. 品系 (line)o 

2. A fete (levorotatory)o 

3. BF (liter) o 
label (heavy) ，” 重 标 计 元素 : H#-BREG 
位 素 壮 入 一 分 子 中 ， 以 便 和 与 其 他 同类 的 普通 

fal AZ Se HOLA Be BAP ME 。 

label (radioactive) #6 (放射 性 ) : 将 一 个 
具有 放射 性 的 原子 介入 一 个 分 子 ， 以 便 於 桥 

察 过 个 分 子 在 代谢 作用 中 的 转 狠 。 

labeted compound 标 读 性 化 合 物 : 一 种 包含 
有 放射 性 夭 车 元 素 的 化 合 物 。 利 用 此 化 合 物 
-或 它 分 解 后 的 产物 所 记 杀 的 放射 线 强 度 ， 可 

以 测 知 它 在 生物 上 一 系列 的 反应 。 
iacoperon SRT: 在 大 肠 村 菌 中 ， 控 

SALE RAE PER (permease) 及 8 
和 乳糖 酶 ( B-glalactosidase) 等 酵素 合成 

SPRREF (operon) o 1969 FF AL BRKT 

SMF DNA BRR EW K- 
lactic dehydrogenase FL PRA GAS : 37m 
(isozyme) o 

lactogenic hormone BR AMBR : 一 种 

BAA Mae RR PRE ( pituitary) af 

半 所 分 刻 。 在 哺乳 动物 中 ， 可 刺激 和 乳 流 的 产 

生 ot BRT PBR RHE 力 (broodiness)。 

lactose 乳糖 : --fEH FR (mammary) 所 形 

成 的 糖 类 ， 在 牛奶 中 约 估 5 % , RAR: 

4 Ah CH, OH 

人 

ie ‘ye. in NI OH 
1 aie | | | eas LS a 

下 OH H OH 

lacuna BEER: 细胞 或 组 向 间 的 空 障 。 

laggardo jE YBSL #8: ERR (lagging) « 

lagging BRR: 在 有 析 分 裂 或 减 数 分 裂 的 

中 期 或 后 期 ， 与 落 个 染色 体 群 和 比较， 有 一 

些 染 色 朵 或 已 配对 的 染色 体 ， 向 二 丁 移 动 膛 

组 或 根本 不 向 二 极 移 动 ， 过 些 染 色 体 又 被 称 

Fe EHS (laggards) RUE HE (lagging 

chromosomes)o B#RRHEREERE 

SHREAST MARES, AME+ “BR 
# "(aneuploid) 。 

lampbrush chromosome 

lag growth phase + SEER -— WEE 
其 个 体 数 的 生长 发 生 延 组 或 停 请 时 称 仿生 长 

延 腺 期 。 此 种 延 遥 期 发 生 在 指数 生长 期 (ex- 

ponential growth phase ) 之 前 。 

Lamarckism 47% 53 Sah: FAHY BS 5g (Lamarck) 

提倡 的 一 种 销 菊 观念 ， 嫉 仿生 物 的 演化 (ev- 

olution) 是 由 环境 诱导 生物 适应 性 改 束 所 推 

Bh. hwiRi Bre RK AR( “ Be 

得 性 遗传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 

acers);#@ KER Darwinism ) it 8 

K FR (Neo-Darwinism)] 。 ~ 

lamella Wah : 由 二 层 近 乎 平行 业 且 紧密 排列 
的 单位 膜 (unit membrane ) 所 形成 的 一 个 
允 层 膜 构造 { = 小 胞 ( vesicle )] 。 

lampbrush chromosome ‘Shs: 在 一 

些 奉 椎 动 物 (vertebrate) RRAHHY 

(invertebrate) Mesh Mies ( primary 

oocyte nuclei) (germ line ) 中 形成 二 

价 体 (bivalent) 的 特殊 染色 体 (chromoso- 

mes) ,出 现在 减 数 分 裂 第 二 RS} URE RS 

入 期 (diplotene stage), WH BIER 

AMR. SH PABRHRE—-EH 

eS ASAT UR. RK)RELSMP 

(Diptera) & BAY SK (polynemic or mul- 

tistranded) BKR#&# ( gaint chromo- 

some) ##K (Hi57)>» EER RHE 

PERK RASH RABEE lmm >» LA 

由 大 多 数 染色 粒 向 外 抽出 ， 成 对 出 现 的 环 圈 

(loops) » BRE NEM RABE RAK 

SRABSHA, BERR RARE-REM 

的 轴 上 可 能 含有 一 根 DNA SRE ( DNA 
double helix) ]. RRNA 和 重 白 质 租 成 

之 基质 ( matrix ) BR RE AS PS 

投射 。 各 个 染色 粒 所 形成 的 焉 ， 其 大 小 与 外 

形 可 能 均 不 相同 ， 利 用 这些 资料 可 以 答 成 侣 

MRA Rites. Boke 

ABA) RBA SR. 

各 价 蛋 图 常常 是 不 相对 称 的 ， 即 是 环 圈 

从 染色 粒 向 外 抽出 的 一 端 徊 而 不 具 稚 和 雁 ， 顺 

沿 此 “裸露 ”的 一 端 ， 开 始 时 较 短 ewe 

外 射出 ， 然 后 逐 潮 移 向 插 回 染色 粒 的 一 端 ， 

徐 雁 也 逐渐 夫 长 。 吉 逢 不 对 称 的 情形 可 能 是 

FR BR RY RS BL KE (polarized sys- 

tem) 所 产生 ， 或 者 可 能 是 环 内 RNA 合成 具 

有 特定 区 域 ,以 及 合成 物质 沿 环 移 动 所 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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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或 是 环 轴 与 合成 物质 共同 移动 所 形成 。 

一 般 悦 坑 过 些 焉 圈 是 染色 体 结 构 上 之 活 

人 性 基因 ， 可 在 基因 座 上 发 生 可 逆转 的 沟 化 

[> mH (puffing)], ERE DNA Reeth 

之 RNA 合 成 [> wih (genetic trans- 

cription)] BSMslk, 2H RR ew A 
失 。 

A tHE (newt) 在 特殊 的 基因 座 上 售 

有 DNA 9B (ring) .过 和 续 地 与 上 述 环 圈 分 

克 。 他 们 能 产生 许多 小 核 仁 ( nucleoli ) 。 

此 种 少数 特殊 基因 座 的 特殊 篮 抱 程序 可 能 是 

卵 租 胞 术 较 任何 体 和 细胞 核 含 有 较 多 DNA 的 

原因 ， 也 是 在 复 抱 期 间 四 一 染色 粒 独 立 活动 

的 证 明 。 

(Pi ) 

[197 ware Hr He IO ( lamprush 

chromosome) » 2 —{fRisWMe@ms ( fH 

Lewis and John,1965 ) o 

lanceolate ” 披 针 状 : KR) > A — wa Rn 

TORE 。 
lanolin ”羊毛 脂 : 纯粹 羊毛 的 脂肪 ， 它 的 成 份 

主要 篇 高 级 脂肪 酸 的 胸 固 醇 酯 (cholestryl 
esters)。 

Laplacian curve Laplacian B&R : > # Kw 

4% (normal curve) o 

larva = SPah: EHO OM LUSK eH 

个 体 (preadult) . HABER AA, (BA) 
fH. SheaAHETT AEE 

larviparous +56 : —MAKERMABRE 

A Shes, SIA Ke, ARH 

HERE HH PULSAR (blowfly) MR 

BET 
laser 雷 射 : 一 种 电子 装置 ， 可 在 狭 府 与 模 其 

强烈 的 光束 中 ， 产生 及 扩大 有 一 致 频率 (fre- 
quency) 与 相位 (phase) 的 光波 。 此 字 是 由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之 字 首 而 来 ， 显 微 

雷 射 (microlaser) 光 有 时 在 组 胞 分 裂 (cell- 

division ) 或 形 能 发 生 (morphogenesis) 

的 实验 研究 上 用 做 题 微 烙 炙 技术 (microcan- 

tery) o 

laser microprobe ” 雷 射 显 微 探测 : Fil FA RAR 
将 雷 射 (laser) 描 准 在 某 一 小 区 组织 上 。 使 
其 气 化 (voporize)， 再 以 光 计 人 鸡 分 析 此 种 蒸 
Fo 

late replication X-chromosome 3849 $i Xf 

体 : EBADDHEMRRE, Rx® 

fie, He xX RABBREIRRSE 

[ SE BRM (Barr body) att RE As 
(sex-chromatin body)], A\#ETTEARSF 

Alo HX PARMAR ATRAXRE 
BR 4 AS (autosome) BER. [Oe 
@ &:) 44 (Barr body); Lyon#3t (Lyon 

hypothesis) ; 2#@ (sex chromatin), 

latent image 隐 像 : BL (silver halide) 

结晶 表面 吸收 光子 (photons) [ MH GR ] 

或 电 蔗 质点 时 ， 所 发 生 的 一 种 形 像 狂 化 ， 此 

种 形 像 可 由 化 学 方法 洗 成 相片 。 
lateral element UE : 它 联 会 { 配对 ) 

复合 体 “ (synaptonemal complex) o 

Latin square 拉丁 方 格 : RBRBAF (Ro- 

man square) » 一 系列 符号 之 排列 在 弱 横 方 

-向 同一 行列 内 无 重复 符号 出 现 。 在 数学 上 , 拉 

THEBAEREGA, ERRRRLE BR 

A ARLE BLES RAS IR ME 

Rit: AERA A AReBR, FEL 

丁 方 格 仍然 可 以 测验 不 同 的 处 理 人 条件。 如 田 

间 小 区 和 储 A，B，C，D， 拉 于 方 格 的 实验 

KHER Lan FR : 

处 理 第 一 Sa 第 三 第 四 

方法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1 A B C D 

2 B C D A 

3 C D A B 

4 D A B C 

latitudinal 442: 地 球 上 和 与 示 道 平行 划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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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y maize “惰性 玉 阔 : 玉米 其 的 一 种 突 释 体 

(mutant), EMRAMRKW #-BStt 

植物 。 

Loe Lamia: 在 C3H 老鼠 的 正常 皮下 纵 

锥 细胞 群 中 移 取 ， BREA FAR NF 

FRE SE AY ALA Ho 

L-chain L-$@ : 7 ## (anitibody) > 

LDso “半数 致死 量 : 在 一 定时 间 内 ， 角 死 某 

群生 物 一 半 所 需要 的 放射 线 量 ( radiation 

dose) 

LDH SLARAE MBS: BD Lactate dehydroge- 

nasey Mae [COAWEK (isozyme)] o 

leaky Wm : 1. 由 突变 基因 所 控制 的 一 种 蛋白 

A, LES AR S—HB HEH [ 
=ZAH (leaky protein) ] 。 

2 基因 突变 (gene mutation) 不 能 完全 

阻止 一 个 基因 的 活动 ， 仍 然 容 许 表 现 某 些 求 

余 的 功能 [ “遗漏 突变 (leaky mutation) ]。 

3 一 种 不 完全 的 适 传 阻 康 ( genetic 

block)[  i#js SABE (leaky block) | 。 

leaky protein (RRESZAR : —WRSAAY 

RAR BRIE (residual activity) 在 

RRAREE Bie sl TA AREA ABR 

HeSA A. 
least squared, method of ”最 小 平方 法 : 以 一 

种 最 本 平方 和 估计 的 方法 [ 喧 最 佳 送 合 线 

(line of best fit)]。 

Lebistes reticulaus AM MBA : 即 古 比 (gu- 

ppy)> BBARHBH-BARA KE 

At BI BS HCE RZAZ. 

lectins HEA: 黏着 细胞 (cell-agglutin- 

ating HEAR, 目前 便 烃 研究 的 粘 蛋 白 多 
数 保 从 植物 细胞 中 分 码 出 来 。 

legume =F: MH. RE. EH 

FEERALRARRRR CHAE RHRE. 

RARER RREHM MHRA RAB. 

FERARR—TT [C OG ( root no- 
dules)] © 

Leigh’s necrotizing encephalomylopathy 3 Fr 

WERE | ARIS eT 
Dia BBE AALES( pyruvate carboxylase) 

所 引起 。 
lenticular 透镜 型 : RIV © 

Lepidopteron MMB: REMH—HA> WR 
GR(moth). HMERSBH, SRN AH, 

lethal factor 

LHS EBREAHS I. 

leptocyte 包 壁 确 胞 : 被 细胞 壁 ( cell wall) 
包 团 的 细胞 ,与 实 壁 细胞 (gymnocyte) 相 反 。 

leptonema 稻 红 期 “” [Gregoire,1907]: 

= 40% HF (leptotene) 。 

leptotene #44HA [Winiwarter ,1900]: © 
RB RB (meiosis) o 

Lesch-Nyham sydrome Lesch-Nyham Fe} 

发 症 : RMR BHEVR UR 

i BAM: KAM MEi(spastic cerebral palsy) 

它 仿 一 种 隐 人 性 的 性 连 (sex- linkage) A, 
患者 缺少 次 尿酸 马 嘎 只 磷酸 核 酷 转化 酶 
(hypoxanthine guanine phosphoribosy1l 

transferase) 所 引起 。 

LET 粽 形 能 量 转 送 : 即 linear energy trans- 

fer 的 和 缩写。 

lethal ”致死 (基因 ) : B—BRA(cene)R 
基因 型 (genotype 羔 现 的 时 候 ， 可 使 携带 此 

种 基因 或 基因 型 的 个 体 死 亡 。 (ORKRAF 
(lethal factor) ]。 

iethalequivalent 致死 当量 [ Morton, Grow 

and Muller ,1956]: 一 群 有 害 的 基因 若是 分 

HERADZRERAES. CM RERT 

均一 个 死亡 , 亦 即 在 同 质 和 结合 (homozygous ) 

状态 下 ， 单 一 因子 具有 完全 致死 的 能 力 。 璀 

个 不 同 的 基因 假如 以 同 质 接合 体 分 散 於 不 同 

的 基因 型 ， 则 各 据 有 50 % 造 成 死亡 的 栅 率 ， 

或 者 以 三 个 此 种 基因 存在 ， 则 各 据 有 33 % 的 

致死 机 率 。 
lethal factor BHAT: 基因 突 释 或 染色 体 构 
洁 的 改 层 ， 如 缺失 (deletion) 或 重复 (dup- 
lication), DLR SAAT Ri BA (position 

effects) 有 关 的 侄 位 (inversion) 和 易 位 

(translocation) 如 出 现在 基因 型 中 ， 使 描 

带 此 基因 型 生物 的 正常 发 育 受 到 阻 碟 [ 最 常 

发 生 的 原因 是 一 个 或 多 个 主要 基因 的 产物 天 

”法 产生 ] , 兹 且 在 性 成 熟 (sexual maturity) 

之 前 造成 个 体 的 死亡 。 

致死 可 用 不 同 的 方法 加 以 分 类 (Hadorn 
1949): 

| 依照 外 显 率 (penetrance) ”程度 区 分 : 
a) 致死 因子 ， 对 基因 型 中 含有 活性 剂 

i (active dose) 的 特殊 致死 因子 之 携带 者 

SRI [ 和 与 正常 标准 比较 ， 和 致死 率 至 少 在 

90% 以 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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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半 和 致死 因子 (semilethals) 4 Re 

带 者 50 % 以 上 的 死亡 上 致死 率 大 和 弧 在 8 一 90 

%].o 

<c ) 次 存活 因子 (subvitals)[ Hadorn, 

1948][ Muller( 1948 IJ BRB “BERR” 
(detrimental mutations)  ] i ptseAR# 

9% 以 下 的 死亡 [ 死 它 率 大 多 在 10 一 50% ]。 

d ) 人 条件 致死 因子 (conditional leth- 

als) 囊 失 某 些 生命 功 能 ， 但 仅 在 试验 者 加 入 

某 些 人 坑 榨 制 的 环 卉 条件 下 才 会 产生 。 
e ) HIER (quasi-normal) 造成 低 放 

10% 的 致死 率 。 

2 ARIE BPRS RAE AL “SRE SA” 
(phase specificity of lethals} ] 。 

a ) 配子 的 (gametic)[ Mohr ,1926 }, 
性 原 的 (gonic)[ Renner, 1924] REE 

时 期 (haplophasicj[ Hadorn, 1949 ] HX 

死因 子 ， 洁 成 配子 的 死亡 ， 范 且 阻 目 合 子 

(aygote 70m 
) @F BE (zygotic lethal) [Me- 

hr, 1926 ] 坊 合子 发 育 期 中 造成 合子 的 死亡 。 
此 稳 和 致死 在 昆 盘 中 可 和 分 需 胚 胎 期 (embryo- 

nic)» Syghi0} (larval)， 肾 期 (pupal) 以 及 
成 熟 早期 (early imaginal) SRP AIR 

Fo FE FRA UGA Bh My All 3] } SRA, 

后 胚胎 期 (postembryonic) 以 及 幼年 期 等 
$ PE EX BE o 

3 依照 内 在 或 外 在 环境 对 致死 活动 的 影响 
而 分 : 

a)PRRAR BRA, EPH 
7S 52 A LAS BS RR 

b ) RARE, ECMMARRUAKEs 
RR EUE SRE [ 例如 温度 敏感 致死 ， 或 限 
人 性 (sex=-limited) BE, Aa tcc 
之 六 表现 ] 。 

“4 依照 所 在 的 位 置 区 分 : 
2 ) 体 染 色 体 (autosome) 上 的 和 致死 因 

Fo 

b ) EERE (sex- chromosome) 

EAH BRAT 

5 依照 显 际 性 {dominant or recessive} 
区 分 : 

a ) 是 性 致死 因子 ， 只 要 有 一 个 因子 存 
FER AS SE RFE o | 

b ) 具有 隐 件 致死 效应 的 孟 德 责 式 题 性 

(Mendelian dominant) AF, VAL A 

AVA HB, 才能 造成 死亡 。 

c ) 不 具 题 性 效应 的 隐 性 致死 因子 ,由 

从 野生 型 完全 是 性 等 位 基因 (allele) 的 作用 ， 
胺 质 结 合体 不 具 致 死 效 准 。 

合成 致死 (synthetic iethalsj [ Dodz- 

hansky ;1946 ] 是 一 群 基因 在 某 些 组 合 情 况 
下 只 能 对 携带 者 造成 轻微 或 不 明显 的 伤害 ， 
但 在 另 一 些 组 合 下 则 会 造成 死亡 。 合 成 致死 

MSR HES (viability) 有 直接 影响 
的 基因 ， 记 是 其 中 一 个 特殊 基因 苇 换 的 平均 
效应 要 比 整 个 租 合 需 低 。 

在 自然 集 园 中， 和 致死 因子 常 以 不 同 的 址 
信 模 制 来 维持 高 的 频率 [ 均衡 致死 (balaneed 

lethality) ] [Muller ，1917 ] ， 即 是 过 种 
楼 制 之 一 ， 它 芭 一 种 特殊 的 连 镇 (linkage ) 

以 确保 在 一 个 永久 酉 质 精 合 幅 ( permanant 
heterozygosity) 体 系 中 ， 隐 人 性 致死 因子 能 

以 维持 存在 。 在 过 些 体 系 中 ， 最 简单 的 一 和 芽 

是 两 个 连 镇 的 隐 性 致死 因子 (linked reces- 
sive lethals )[4 与 4) URBBA RIB 

(LyLo/ 0s Le) 存在。 过 种 基因 型 具有 正常 的 
AW, HES RRAC AB TERS 

质 结 合体 的 致死 因子 。 在 两 个 基因 座 之 闫 ， 

如 有 不 紧 窗 的 圳 镇 或 者 不 具有 因子 [( ME 
结合 体 倒 位 ( inversion ) 或 易 位 (translio- 

cationo 有 以降 低 或 阻止 两 基因 座 癌 的 互 换 作 

用 ， 由 两 个 过 榜 的 殿 质 结合 体 交 配 所 产生 的 
致死 因子 其 分 部 比 非常 接近 下 列 的 比例 : 

0.254,Le/4,Le (死亡 ) :.0.04,L,/Ly oS, 

4 存活 ,) : 0.25 Li f2/L; be ( FEC.) © 

在 一 个 系统 中 ， 如 果 十 个 刁 质 和 结合 基因 
座 疝 的 重组 不 被 完全 阻止 时 ， 此 系统 称 乱 
“ 38 25 f& ”( partial balanced ) ， BRR 

重组 (nonrecombirant) 配子 L， Fe lez 

外 ， 交 有 重组 型 配子 :bs 和 Lyle EP BK 

死 系统 中 ， 致 死 作用 可 能 发 生 在 配子 或 合子 

期 ， 也 可 能 在 某 一 个 性 别 中 ， 邵 分 长 生 在 配 
子 期 ， 邵 分 发 生 在 合子 期 ERAS AH: 

REAR BEABEAD 2,LL/L, 2 EME 

Ho 假如 两 种 致死 都 发 生 在 合子 期 其 可 孕 率 
(fertility ) 降低 90 %， 若 一 个 致死 在 合子 

(fecundity) BL 合子 的 数量 150%, AR 

孕 率 (fertility ) 2 MA GHERR AD % o 

——S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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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 基因 致死 (polygenic lethality) 
[ Hadorn, 1955) :由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突 

网 基因 座 联 合作 用 所 洁 成 的 致死 效应 。 

”有 效 致死 期 (effective lethal phase ) 
[ Hadorn, 1955): 此 坑 个 体 发 育 史上 一 个 

时 期 的 名 称 ， 一 个 具有 和 致死 突变 的 个 体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无 法 生存 到 超过 此 一 时 期 以 外 。 桓 

FFD WH (phenocritic phase)[Haecker, 

1918] 也 是 个 体 发 育 史 上 的 一 个 时 期 ,. 在 此 
时 期 不 同 基因 型 ( 如 野生 型 及 突 园 型 的 基因 

型 ) 开始 显示 不 同 的 发 育 途 径 ， 含 有 致死 基 

L form 

1965; James and Werner ,1966] : 酵母 

> Hl BeURRA DMM Cees 

aM, ERE 处 理 后 SRERER SF - 
MiP, MRR SRAM. RH 
Re aRBREKRARARBACRE. K 
Ft ta 2 eo 

lethal zygosis “致死 接合 ([ Alfoldi et ai., 
1957 ] : (BBS Mi ( F~) 与 Hfr 
ia (OF € (FF plasmid ). ] 之 混合 后 

所 生 之 致死 现象 ， 而 减低 下 -存活 体 数 目 之 

存在 。 和 致死 接合 是 由 F M%(F pili) RR 

介 使 了 -与 Hfr Mie. 
leucine FeRRER : ORAM (amino acid), 

遭遇 特殊 压力 的 结果 。 leucoplast ”白色 体 [ Schimper, 1885] :不 
根据 有 效 致 死期 ， 可 将 致死 因子 分 类 如 BAY RE RH MW (plastid) o[ Oat ett 

a (elaioplast) ， 和 糊 粉 笨 (aleuroplast), @ 

a ) 单 期 致死 monophasic lethals): 粉 质 粒 (amyloplast)] 。 

仅 有 一 个 有 效 致死 期 。 leucovirus “白色 病毒 : BH RNA FAB 

b ) @8#43% FE (pluriphasic lethals): (oncogenic RNA virus). 它 在 细胞 膜 上 
具有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有 效 致死 期 ， 其 问 蓄 AFM RA » Hei MAD BAR (avian) 
以 发 育 时 期 分 隔 ， ER AEP 个 体 的 发 与 灰 刀 (murine) —ap#f. EF ( Rous ) 腹 

BRASS 瘤 病 毒 即 属 前 者 ,Raduscher.Friend,Molo- 

c ) 全 期 致死 (aphasic lethal) : 在 ney) LR Bittner 等 病毒 乃 属 后 者 。 

因 型 个 体 的 有 效 致 死期 在 时 间 上 可 能 分 侯 很 
KR, ARBRE EMS HB RK 

个 体 发 育 史上 的 任何 期 间 ， 均 可 使 携带 者 发 leukenia “白血病 : 一 箱 通 常 至 死 的 疾病 ， 特 
育 中 断 。 徽 坊 体内 白血球 生产 过 多 ， 或 未 成 熟 的 白 血 

促成 致死 因子 在 特殊 时 期 发 生 作 用 有 不 球 过 和 量 生产 。 此 病 在 牛 ， 狗 ， 笃 ,老鼠 ， 天 
同 的 原因 : Sh, CRARHPERE, ARRMPS 

1 ) 在 胚胎 发 育 的 前 期 或 后 期 ， 发 育 系 BAS Hin (Virus) SBHAMA © 
RBLGAGED . — RY A yh B+ [A&A (leucovirus)] 。 
SEAS FY th 5 A: BB RE hk MATT SSR leukocyte AMR: —HA Ay mma. 
死亡。 ieukopenia “白血球 减少 : 白血球 数目 减 少 的 

2 ) 某 一 棚 胞 系统 (cell system) 的 特 现象 。 

殊 功 能 唱 受 阻 左 ， 而 此 一 功能 壤 个 体 发 育 所 leukosis §=#MA EBA : VR (tis- 
MOA» BP — SHR ESS REC ER sue) 的 白血球 增多 的 现象 [ = 白血病 ae 

3) 形态 上 受到 的 重大 于 摄 ( 例如 缺少 kemia)] 。. 
一 个 器 官 ) ， 基 始 是 胚胎 受到 干 援 ， 但 在 很 lev 左旋 性 : levovotary 的 简写 [CORA 
久之 后 才 会 遵 致死 亡 。 +: (optical isomerism)] 。 

lethal mutation 致死 突变 : 凡生 物 具 有 能 引 levulose ”果糖 : = RE (fructose) 。 
ERA (premature) RIHRMH . HH Lewis effect Lewis 2Ufm [Pont ecorvo, 1955}: 
PME. BRAG Ses (heterozygotes )B [ 42 AM (position effect)] 。 
"SUC. RARER. RRR. Lform L@(@) > 组 世 中 ， 一 个 类 胞 缺 
(homozygotes) 时 才能 致死 。[ DOMAE, > fl He Be RR RE EE. SE FS 
(aphasic lethal) , PSX (monophasic 细胞 不 同 。L a Ba ERE EPH PETE A PPT 
lethal ) 及 多 期 致死 (polyphasic lethal)]。 KZA ERIK “SHE” 8 ARR REM 

lethal sectoring FUFERSS KM Hae fner, 间 型 之 菌落 。 称 定之 原生 A (protop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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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HP RLH ARH. 

LH ”黄体 促进 荷尔蒙 : B luteinizing hor- 

. mone 的 简写 。 

lichen “地 衣 : 一 种 共生 植物 。 由 一 逢 贯 菌 
(fungis) 及 一 种 藻类 (alga) 共 生 而 成 。 

lifecycle ”生活 史 : 在 一 个 生物 产生 同类 个 体 

Hae? MAAAWERAES BSR 

$s ABEL REE CARER BRAS 

#48 % # (genetic system)。 在 很 多 植物 及 

某 些 动物 的 生活 史 中 ， 常 含有 规则 的 世代 交 
4&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o 

ligand ”结合 物 : 由 非 共 价 力 (noncovalent 

force) 而 能 连 输 到 和 蛋白质 上 之 一 较 小 分 子 
( 包括 活性 物 ， 基 质 和 酵素 活性 之 抑制 物 )。 

相似 车 合 物 问 之 相互 作用 称 之 BAAS 曲 

(homotropic) : 不 相似 结合 物产 之 相互 作 

FARR RBA (heterotropic ) 。 

ligase ”和 结合 酶 : 在 DNA 之 单 股 断 裂 处 ， 过 

SBR CMR ( = DNA 结合 酶 (DNA 
ligase ) 5 #{#%B§(sealase) 5 REX 

(joining enzyme)] 。 

ligation #43L : 用 一 种 特殊 的 车 扎 线 (ligatu - 
re) K#iLKRBAB ERR —RMBAK 
ik Mo 

light chains $838 : BIR RAREZA (imm - 

unoglobulin) PRAASHRKBRD, OF 
BOB 23,0000 

light repair 光 期 修复 : — AAR (photo- 
reactivationj[c> 暗 期 修复 (dark repair)], 

lignin ARE: 一 逢 混合 的 有 机 化合 物 ， 它 

FR ER Re EACH RE cell wall ) 
GHEX (cellulose) 架构 的 主要 物质 。 
lilium tigrinum 4h: 此 种 植物 及 与 此 物种 

(species) 有 天 的 植物 常用 来 做 细胞 学 上 沽 

数 分 裂 (meiosis) 的 研究 。 

limb HB: =#@6 M4 (chromosome 

arm) o 

limited chromosome 限制 染色 体 : KD BW 
作用 (cleavageJ 以 产生 具有 不 同 功能 核 型 
(karyotype) HA (clones) HAH, FE fa 

TRE RFR RAK LE BBS Rae. 
[ >RA4L (nuclear differentiation)] 。 

limnea peregra (A7GA+: 其 外 过 的 旋转 方向 
坊 遗 传 学 上 最 有 名 的 研究 之 一 。 

lineage 8% : 在 人 类 中 ， 一 个 交配 群 (mat- 

iig_group) 形成 一 个 具有 共同 后 代 的 单元 
[ > so & (cell lineage)] © 

linear correlation 直 析 相关 : 328% (regre- 

ssion line) 。 

linear energy transfer #RAZHEM (SIX : H—HE 
FEE (ionizing radiation) Fig 

之 一 厘米 (micron) Hae ARKHHBT 
{K¥ (electron volt) 能 量 。 

linear regression (ASR i08% : 325482 (regre- 

ssion line) o : 

line of best fit ABR : HL-HSERD 
枫 察 值 的 点 中 ， 从 一 端 到 另 一 端的 移动 平均 

值 所 构成 的 一 根 直 禾 念 最 庆 直 和 线 ， 其 必 人 备 人 条 

件 坑 各 观察 点 和 与 此 直 和 线 闫 差 刁 平方 的 和 有 撩 篇 
最 小 。 

lineom 基因 群 [ Kuhn, 1961 ] : MRA 

ri EAH BS ASA (genetic linkage) #38 

[ = 基因 带 (genophore) ; jam RE H(vi- 
rus chromosome ) ; 组 菌 染 色 苯 ( bacte- 

ria chromosome)]。 

linkage 325 (1%) [Morgaxz，1910 ] : 位 

於 同一 染色 体 或 核酸 分 子 [ BAR (link- 

age structure) ] 上 ，, 某 些 基因 在 遗传 上 的 

联 筑 ，( 因此 它们 所 控制 的 才 型 特 人 性 也 发 生 

RA) 。 位 於 同 源 染 色 体 上 的 基因 属 基 同一 

it 34 (linkage group)。 在 一 个 染色 和 苯 组 
( chromosome set) 中 ， 尖 镇 群 的 数目 和 

染色 体 的 数目 相同 。 

”基因 的 过 镇 很 少 是 完全 的 ， 党 交换 作用 

( crossing over )[ “ #G#R” (partial 

linkage) ] 发 生 时 ， 同 源 连 镇 构 造 互 相交 换 

对 应 恤 份 ， 基 因 的 连 钙 便 破 壤 。[ 叱 道 傅 重 
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BRED 

(eukaryotes) HRRBERRADAME 
[ 减 数 分 裂 交 换 ( meiotic crossing-over)] 

或 有 六 分 列 期 间 [ 有 类 分 裂 交 换 (mitotic 

crossing-over)] .原核 生 物 (6rotokaryo- 

tes) ( PIRI Ai RAIA IA ) 的 交换 不 在 

BATRRARKADABEPR A, BABE 

BEARBD F L- 

PAB Rt A A ( genetic marker) 

[ 例如 等 位 基因 对 A / aMB/ bs |) Bes 

5 而 非 独 立 分 郊 (segregation) ] 可 由 交配 

Amn, MRRKRAAMALMABAa 

bIRZMRBR+. BRA-—HH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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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R ERIR AR ， 亦 即 所 性 重组 体 
(recombinants)[ Ab Mla B 了] 的 比例 较 梦 

代 和 组合 [ AB 和 a b /HHARY. MRA 

MEERA RA BAS. Bee 

HTH LARKRPMRRLDSEHAR 

相同 。 

7B EEA AMB | 过 镇 的 情形 

下 ， 第 三 个 标 蔷 基因 C 可 能 与 此 二 个 标 荔 基 

因 过 镇 或 无 过 镇。 两 个 标 蒜 基因 了 亲 缺 乏 连 镇， 

可 由 它们 在 交配 试验 中 的 逢 机 分 做 显示 。 如 

果 三 个 标 苇 基因 疝 缺 乏 束 镇 时 ， 利 用 重组 频 

率 坑 基础 以 排列 基因 顺序 时 ， 和 无 法 将 它们 安 

排 在 二 根 直 和 线 的 顺序 上 。 利 用 此 种 关 傈 可 以 

明确 决定 基因 在 某 一 连 镇 群 的 位 置 ， 在 一 个 

SHR. 基因 的 顺 序 排列 可 以 用 起 传 

方法 [ aR WAH (genetic map) ] 或 细胞 学 

方法 做 成 染色 和 体 图 诸 (chromosome map) 来 

代表 。 
两 个 标 蒜 基因 问 堪 镇 的 强度 ， 由 它们 在 

连 镇 群 中 的 距 万 决定 。 过 镇 基因 的 基因 座 
(loci) JER HATH. MAH BRT 
ABH. NAAR RRR, 

SARZANSH, RI SRRARAR— 
&, LR BWLD. 

MEIH(S (sex-linkage)[ Morgan,1914] 

E—-ERALADERA, BEBAHEAM 
i last RE (sex chromosome) 

be KREMEXMYREBEHUBEE . 
非 同 源 的 (non-homologous) [ 分 化 的 (dif- 

ferential) “] 或 同 源 的 片段 上 ， 而 有 完全 
性 连 遗 传 基因 位 於 分 化 片段 上 ， 乱 交换 发 

生 ) 以 及 导 份 性 连 遗 传 之 分 。 邵 分 性 速 和 遗传 

的 基因 位 於 X 和 YY 染色 体 同 源 的 片段 上 ， 在 

性 染色 体 沿 发 生 交 换 作 用 时 可 以 互相 交换 。 

5 & FE el SH (interchromosomal linkage) 

[ Stern, 1933 ]8t“ (3 $A” (false linkage) 

[ Longley, 1945 ] BRAM ABR 
HEE BRA, RRMA ee 

体 [ 以 及 它们 所 含 的 连锁 群 ] 的 非 活 机 分 配 

(assortment) [ MiHERY ] BTR (OH 40 
1 (affinity), RR > BD HK (meiotic 
drive) lo BRERALABD HWE 
E+ RWERT RAF SSRD MEATS 
RRkBR( OS MORRO (complex 
heterozygous ) »$,{% (transloca tion)], 

lipi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38 $4 7-7 & [ K imura, 

1956]: REZAZIRAA, AAA 

之 和 遗传 频率 偏 胡 其 集 园 中 期 肇 之 等 位 基因 频 

SHG ( 某 些 配 子 类 型 之 过 多 ， 而 其 他 配 

子 类 型 缺少 ) 。 过 镇 不 平衡 可 影响 是 性 作用 

或 县 质 结合 有 利 人 性 之 估算 ， 过 镇 不 平衡 ( = 

上 位 性 平衡 ; 配子 超 量 ; 配子 期 不 平衡 ) 可 

致使 基因 座 上 之 基因 型 频率 (genotypic fre- 
quency)， 如 同 配子 频率 ， 但 与 理论 坑 依 据 
之 等 位 基因 频率 不 同 [吃食 超 显 性 (pseudo- 

overdominant ) ] 。 不 同 紧 密 连 钙 基 因 座 

之 非 加 性 上 位 性 ) 相互 作用 ( HE) 或 某 
些 偶 发 事件 ( 生殖 时 配子 之 取 檬 ) ， 均 可 造 

REATF Bo ; 
linkage group 3#$82¥[ Morgan,1911] : —# 

FEM LE RIRF SIG EAw, MRR 
关 基 因 闫 不同 的 速 锁 (linkage) 程度 。 利 用 

特殊 方法 可 以 题 示 某 一 连 钙 群 与 某 一 染色 体 

[过 镇 构造 (linkage structure) ] 相对 应 。 

一 个 过 镇 群 内 的 基因 显示 不 同 强度 的 邵 

分 连 镍 ， 而 属於 不 同 连 镇 群 的 基因 则 独立 分 

BE. EATER | AR HBL PRS 

[ HMB (recombinant)] MA. PRAH 

数目 是 有 限 的 最 多 和 与 一 个 染色 苯 组 (geno- 

me) 中 的 染色 体 数 相等 上 二 信 体 (diploid ) 
生物 中 的 单 舍 (haploid) 染色 体 数 ] 。 

linkage map 连锁 图 语 : 在 某 一 特殊 染色 体 的 
速 销 大 (linkage group) 中 ， 以 直线 排列 之 
基因 所 和 给 成 的 染色 苯 图 谐 ( chromosome 

map)。 交 换 (crossing over 的 重组 (recom - 

bination) 值 , 破 用 来 确定 一 个 染色 体 上 基因 

之 排列 顺序 ， 东 作息 两 个 基因 问 相 对 距 遍 的 

指标 [ dF HH (genetic map)] 。 

linked 连锁 的 : 两 个 基因 [ 南 对 等 位 基因 

(alleles ) ] 间 有 少 於 9 % 的 重组 (recom- 
bination)。 局 於 两 个 不 同 连 镇 群 的 基因 ， 题 
示 儿 立 分 见 ， 其 正常 的 重组 率 坊 50 % RH 
的 基因 有 共同 和 遗 传人 后代 的 倾向 。 

linked genes 连锁 基因 : 在 同一 人 条 染色 体 上 的 

基因 ， 在 分 元 (Segregation) 时 有 聚集 一 起 

的 倾向 。 

lipase 解 脂 酸 : 一 种 将 脂肪 分 解 成 甘油 (gl- 

ycerol) 及 脂肪 酸 的 酵素 。 

lipid AS AER: SARE IR, BIE 
( phospholipid ),SA##M@¥ (caroten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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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固 醇 (sterol) 等 类 之 化 合 物 。 脂 质 可 作 篇 

食物 之 院 藏 ， 且 坑 租 胞 构造 之 一 邵 分 。 在 脂 

BAA. FPRRARARES 

lipid bilayer 区 盾 脂 质 :早期 和 胞 膜 模式 之 一 ， 

此 一 学 术 的 基础 在 于 磅 酸 脂 肪 酸 (phospho- 

lipids) 问 统 水 性 的 相互 作用 (hydrophobic 

interactions ) o fg 44 14+ ( polar) 的 

SHED (head group)l=l HAI) AEH (solvent) 

TM PEAKE RR (tail) MR PEN 

lipochondrium fg #V#E :[ Baker , 1951) : if 

质 (cytoplasm) 中 ， 球 形 或 近乎 球形 的 脂肪 

体 ， 大 小 不 同 ， 在 许多 类 型 和 上 胞 中 , 脂 粒 体 

的 分 优 限 制 在 靠近 和 组 胞 授 的 一 个 区 域 ， 此 一 
BKB # MEK S (Golgi Fares Bi 

在 之 处 。 x 

lipoid 类 脂 化 合 物 : HEE CH (ether) 

和 乙醇 (alcopol) 的 所 有 化 合 物 的 通称 。 例 
如 磷脂 质 (phospholipids) ， 脂 肪 酸 (fatty 
acid) (ale ioholestexal) 及 其 他 固 醇 类 
(steroids) 。 

lipovitellin ” 脂 卵 黄 素 : 抗 一 种 脂 蛋 白 (lipo- 

protein)» 9400, 000. 在 两 楼 动物 

的 卵黄 血小板 (platelet) PRR. 
liquid-holding recovery 保 液 恢复 [Roberts 

and 41doxs,1949]: 简 写 LHR ,一 种 恢复 过 程 ， 

使 径 紫 外 和 线 照 射 合 残余 和 菌 的 比例 增加 。 在 

FREE (plating) 2a, RRB 
BRR BARK ( phosphate buffer) ] 中 
A BNET A. AHIR ( incubat- 
ion) MREME RAHAT ARAMA 

照射 的 结果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 KEE "(thermal recovery) 

kh “RAKE "(incubation medium 

recovery) ]c 2X ##VER (photo-pr- 

otection RLHR 完全 互相 重复 。 在 光 保 六 

下 的 组 胞 不 显示 任何 LHR ， 而 移 胞 经 由 落 

洲 恢 复 者 ,显示 与 光 保 藩 有 完全 相同 的 作用 。 

两 种 处理 都 是 提供 时 间 以 完成 相同 的 暗 期 修 
4 (dark-repair) WH. 

liquid scintillation counter 4@ FERS G2 Bez : 

R-BETRE HRBAKWERESE 

ICAL, & YH (fluorescent chemicals) Rw 

PUBS BCH ER Al ALFA radioisotope) 7 KH Eo 

Bik RIA RE RH KHRH Ee AR 

(ionizing partical) 8BY3tF (photon) js 

一 次 即 发 生 因 光 (scintillation) —xk, 

¥%B%* BE EF ( photomultiplier tube ) 

ABR, BRR BHI (electric pulse), 
CORK, RBRHRT Wich. 

liter AH : 公制 的 标准 容量 单位 ， 等 於 1000 
立方 公分 (1000 cc) 。 

litter B®: 一 次 生产 多 个 动物 称 一 窗 。 
locus 基因 座 [ Morgan, Sturtevant, Mull- 

er and Bridge, 19151: 基因 座 基因 在 & 

4$18 3% (genetic map) 上 的 位 置 。 等 位 基因 

(allelic genes) 位 於 同意 连 镇 构造 (nomo- 

logous linkage structure ) (染色体 ) 相 

同 的 基因 座 上 。 一 个 特殊 基因 的 基 厌 座 是 发 

生 基 因 突 朗 (gene mutation) Hie, 因而 
造成 等 位 基因 的 差 屋 。 基 因 座 过 个 名 父 通 党 

或 多 或 少 被 党 作 和 与 基因 一 说 同 义 ， 即 是 与 同 

一 劝 能 有 天 的 一 系列 紧密 速 策 的 RRL 

(mutational sites). 

一 个 复合 基因 座 (a compound iocus} 是 由 

两 个 或 雨 个 以 上 的 基因 工作 用 子 (cistron) ] 
所 租 成 。 

locus-specific £ REBATE Hodorn, 1955]: 

是 指 和 与 一 个 特殊 染色 体 基 因 产 (locus) 有 关 

的 现象 或 活动 ， 例 如 专 有 基因 座 控 制 下 所 形 
Kise ERE ARE M(giant chromoso- 

ne) L#RBESHAHBRARE (puffing), 

EGHAM (lampbrush chromosome) 

LEERE RAE BA (loop) HR. 

logarithmic phase 对 数 生 长 期 : CHER 

中 ， 条 间隔 一 般 特 定时 间 ， 生 物 个 体 数目 加 

{Fo 

long day plant R ARRAY : 每 日 日 照 在 12 小 

时 以 上 ， 可 以 天 始 或 加 速 瑚 花 的 植物 。 

longitudinal MR : 与 子午 线 (meridonal)> 

行 。 

loop chromatid ”环形 染色 分 体 : 定 倒 位 (in- 
version)o 

lophophore Fic > MH BER : MR 

"i(Tentaculata) HMR, AGREBRS 

半月 形 或 双 螺 旋 形 的 突出 物 。 

low-energy phosphate compound 低能 量 磷 化 

物 : 在 水 解 hydrolysis 了 时， 产生 很 少 能 量 

的 磷 化 物 。 
low molecular weight nuclear RNA _ 低 分 子 量 

RNA : 许多 类 型 之 贯 核 生 物 细 上 胞 ， 其 

aa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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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物种 之 沈 积 保 数 (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 坑 4 至 8 S$， 低 分 子 量 之 核 

RNA 包含 有 100 $300 BRR, EDF 
BY RNA £B—MBPCRER 1 - 2 
x 10° o #t RNA WHER RRARLZY 
成 : LBSRECZl RNA; 2G ARNA(nu- 
cleoplasmic RNA) .FH EDT ER 

RNA FFERRBEARRARAN. EPTE 
& RNA FFHBMRE DNA (rDNA) 具 

REZ ZERE EMRSRE*AKwLE 
F. 

ia fl RNA 已 知之 功能 ， 久 运转 RNA 

(transfer RNA) 之 胺 基 栈 受 体 和 运转 活性 。 

理 葵 上 ， 低 分 子 量 核 RNA 可 从 事 基 因 调 节 

之 功能 AM | 基因 活性 ， 2 由 作用 子 疝 

( intercistronic ) 或 由 构造 基因 产物 之 非 

转译 邵 分 而 施 道 ] WRK XE (chro- 

matin) 7 HESS RF 
Lucke virus “Lucke 氏 病毒 : S/\HPHE ER 

(renal) 癌症 的 一 种 病毒 。 
Ludwig theorem Ludwig #2i@ : 此 一 理 葵 
sore RUMAH eAD ew BERR 
分 [ DRED RR BA Bh) RE EE (su- 
bniche )]> UHR BERR EH ES 
(niche ) RE, H—-HFARAHVKHSBMAK— 
$2 (population). [Mayr, 1963]. KG 

REVERB “+ARBE” (annidation) , 

luminescence 23 : 与 发 光 体 温度 和 无关 所 发 出 
来 的 光 ， 此 种 光 能 可 能 由 藕 发 光 体 内 的 化 学 
肥 应 ， 冰 可 能 径 由 某 种 形式 外 界 能 量 的 流入 

所 引起 。 前 者 如 在 室温 下 磷 的 终 馒 氧化 而 发 
HELA RE MEK RE BY. LR 

FRE F wm BX. # # (fluorescence) 

Aes NSRRHEROREAKE OS 
BH: BRB (afterglow) RPA Ew. 
{AX (phosphorescence) 5 Be Be BBE AS 

fel. SU ae BE Soni HBG. 

luteinizing hormone PAMELA. : 3-H 
2 BA A(glycoprotein ), 可 刺激 排卵 ， 

WH (luteum) 的 促进 ， 以 及 女人 性 荷 琐 蒙 
(estrogen) 的 分 泌 。 wie FRE BRE 
HA FRR (adenohypophysis) FW. SARA 
Mlle BMS (1 CSH ) 相同 。 

Lutheran blood group 霖 氏 血 型 组 : BA Mi 

型 体系 之 一 ， 血 型 受 Lnu 基因 所 控制 在 红 血 

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ER LAV EUR (antigen) 所 决定 [c 血型 (bl- 

ood group) ] 。 

luxuriance (£3 (Kenner, 1929] :[ MMB 

#. (heterosis) } 。 

luzula @D>SB: BeM2Z—B. BAG 

心 草 ， 很 多 此 属 植 物 的 稻 胞 具有 散漫 中 和 节 

(diffuse centromere )o[ O¥ § (centro- 

*mere) | 。 

Lymantria dispar 吉 赴 赛 飞 蛾 : 全 和 经 作坊 典 型 

性 别 决定 (sex-determinatién) 研究 的 材 

seated tissue ME MM: LIME (no- 

des)» WEE (vessels), HOR (thymus), 

HERR (spleen), BAA LF (bursa of 

fabricius) SUE YR FRE MR 

(lymphocytes) 的 组 壬 。 

lymphoblasts ”淋巴 母 租 胞 : 由 抗原 刺激 工 淋 

i f@ (T lymphocytes ) F(LMEBA M 

胞 质 的 细胞 。 

lymphocyte aE Rie: 在 淋巴 结 (lymph 

node ) » ERR (spleenNUIRMRHAREAH 

MREAMR. [ORE MH ( plasina 
cell)] 。 

lymphoma ”淋巴 腺 癌 : MEOMASHBiE- 

Lyon hypothesis Lyon 氏 假 说 : FAM. Lyon 

RRAH-RSR. RBBADHDPHNS 

#a4K (dosage compensation) 是 由 雌性 体 

#98 (somatic cell) 一 对 又 染色 体 中 任何 

一 个 发 生 不 活性 化 (inactive)o 此 不 活性 化 后 

的 性 染色 体形 成 一 个 巴 氏 小 体 (Barr body。 

[ Ot #@ & (sex-chromatin)] 。 

Lyonization ” Lyou 氏 不 活化 现象 : 哺乳 动物 

MAAR AX - 染色 体 中 , 除 一 条 外 ， 

其 从 的 都 发 生 担 曲 螺旋 紧缩 东 产 生 不 活性 化 

现象 。 那 一 条 染色 体 成 不 活性 化 傈 逢 杰 决 
Fo 

lyophilize (ERORS : RGRERRED AS 
BAA. 

Lysenkoism  Lysenko 氏 学 说 : 在 1932 年 到 

1965 年 间 ， 由 LCysenko 氏 在 花 俄 倡导 的 一 种 

SR KERTELEA RRS, MBS 

REBGHE BS. 

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REAR — Z RB: 迷 幻 

欧 的 一 种 ， 其 作用 可 能 是 强 血 清 素 抵 制剂 

. (serotonin antagonist). 据 目 前 所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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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sine BRR: > HERS (amino acid). 

lysine intolerence ” 融 胺 酸 过 敏 症 : RAB— 

氨基 戊 胺 酸 ( 岛 胺 酸 ) 循环 ( ornithine cy- 

cle) PiH— fat BRR. 

lysis BA: MHRKBRK QGAAFEA. 

lysochrome 扩散 性 染料 : RAB (lipid) 的 
一 种 染色 剂 ， 可 蓄 在 脂肪 之 中 。 

lysogen 深 源 : 一 价 溶 源 的 (1ysogenic) MH 

#8 Ha « 

lysogenic 溶 源 的 : MIZE A Ue REM HE 
(free bacteriophage ) 的 状况 下 ， 所 座 生 

组 菌 细胞 洲 裂 (1ysis) RAH TREK. 

BAHER > RAKBAREH BER 

(bacteriophages)}* &- 

每 一 个 洲 源 化 (lysogenic) HM RAE 
藏 北 厅 持 一 个 非 传染 狂 的 构造 : 此 一 构造 接 

Be GRBHRAE (genome) MKAMAR—> 

BRERAH-HD. BERABAS 4 

B(prophage # HRT MBE+ BRR 

SEAS BE» 1 AN ie a A FO 

%. CRBREREARHEERMORE, & 
KELBREHRRBRE. | 

KRBBRAKRERY “ WRU” (lyso- 
genization ) XX [Campbel, 1962), 2M 

BRA BERH—-MD ( “RB iE” 

(prophage site ) ] EAA 4om HM (te- 
mperate bacteric phage) PRE BEE 

$# (pairing) 及 交换 (crossing over) > 

细菌 进行 稳定 的 蒂 源 化 作用 ( RAR . 

MAE tL) 。 假 如 噬 万 体 的 染 
BBS BY [Om BSR (genetic circu- 

larity ) ] 时 ， 任何 奇数 的 交换 都 将 造成 听 _ 

菌 体 与 确 菌 基因 和 组 的 直 桩 联合 而 成 乱 一 个 

iS. AMR RRR. 温和 噬菌体 (te - 

mperate bacteriophage) $M 4y Bihy MBB 

ie bate S BI IG [ >#"41(repression)]o 

itn Dl (repressor) MW RAR 
(inactivation) , RUSS mii ee ae 

且 产 生 噬 菌 体 。 由 鸣 菌 体 原 基因 所 龟 造 的 元 

制 物 (“ 2B” (immunity _ substance)] 

TT ERM IS Ae RR 
687 & RY superinfection) A RATER- 

此 种 多 次 感染 的 噬菌体 可 将 其 DNA EAM 
Ami. (Rote RRBAARA DEH 

7 EER 。 

APA RAAT ARERR ORE 

KK. ARR RH RAD REMRA HR 

坑 细 菌 染色 体 组 的 一 邵 分 ， 因 此 “ 溶 源 化 作 

用 ”( lysogenization ) SBM Win 

噬菌体 DNA 司 寄主 DNA MEY RRP AR 

人 性 (homology)。 

滋 源 性 通常 与 租 菌 菌株 的 其 他 遗传 性 有 
同样 的 安定 性 。 浒 源 租 菌 如 失去 鉴 苗 体 原 而 

SRB > 此 一 细 黄 通常 称 含 已 释 

“ &¥% (cured) 。 

BRMARHRRRRBR AEM 

RRR R es RD. Ae Dee RS 

源 性 (RHE AR (lysogenic immunity)]o 

PSA YE Fe 7S REBA L Ueda 

上 固定 ， 也 不 能 阻止 多 次 感染 的 噬菌体 将 

DNA 注入 绷 菌 体内 。 因 此 免疫 要 由 多 菌 对 

噬菌体 的 抵抗 力 加 以 辨别 ， 竹 菌 的 抗力 是 径 

ch Sa Oe EF SERRE (cell wall) Masi 

6A, CHECKER MBRERMN. £ 

CHE GR aeR VEHKAREBE 

所 有 和 组 上 胞 同时 产生 噬 芯 笨 ， 由 此 可 以 观察 立 

FRRE+ERE. 

” HEARED T SHAG IS MUSA AC 

RE BENG(homologous phage Aj RRB 

AT HCH He. BRAK 

REHEANSERHHE- BR“ SRR 
ip” (conversion) * 

缺陷 溶 潭 (defective lysogenic) 品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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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AMR RPS MI. EME 
Ok BNE Se BBTTT EA» HOR AS 7S WE A: 5 
CM ARAN. MOAR 
ARRRAR RAMOS HERA. 1 
— SF A RD ME TN LGR Fe 
陷 性 质 可 能 各 不 相同 ， 产 生 特殊 缺陷 性 质 的 
突 购 位 填 ， 可 以 经 由 址 传 图 庶 在 吃 菌 体 染 色 
体 的 不 同 区 域 上 予以 定位 ， 在 噬菌体 营养 发 
育 (vegetative development) 期 间 ， 在 不 

同 的 位 置 上 加 以 特殊 阻 摄 (block) 可 以 促 生 

缺陷 。 在 正常 情况 下 ， 噬 菌 体 的 遗传 物质 可 
由 寄主 加 以 稚 持 ， 但 不 能 产生 传染 性 的 啦 黄 

体 颗 粒 。 
lysogenic bacterium Att : 具有 一 个 哄 

WW (prophage) FAM» 

lysogenic viruses ” 溶 源 性 病毒 : LiMo yg 

体 原 (prophage) 的 病毒 。 
lysogenization 溶 源 化 [ Ball 1925 ; Bord - 

ef ，1925] : RIB 40% HM (temperate ph- 

age) AJR RMR (nonlysogenic 

bacterial cell) MVRERRR. GR 

体 的 基 苏 组 (genome) RH RHEARE 

或 合 而 售 一 ( AEE). — RMA 

BBE FES | FEVER (lytic ) RAR (lysoge- 

nic) 反 应 ,主要 现 寄 主 和 细胞 的 生理 状态 而 定 。 

lysogeny Rt : CRMREt RARER 

HBA (potentiality ) KZR2—BR 

FEB GS HE» BE ZE 

系 中 广泛 散 侯 。 具 有 此 种 特性 的 品系 称 坑 溶 

源 的 (lysogenic) RASH (lysogens) 。 
lysosomal disease 溶 源 体 症 : 贪 一 逢 遗传 疾病 ， 
傈 由 洲 源 体 中 酵素 缺乏 所 引起 。 诸 如 Pompe 
氏 症 ,Gaucher 氏 症 , Niemann - Pick 氏 证 ， 

以 及 Woiman Kit, 均 因 瘤 源 体内 酵素 的 缺 
s, | 

lysosome 消解 体 [ de Duve» 1957 ] :在 

动物 租 上 胞 中 ,若干 型 态 不 同 的 和 上 胞 胞 器 (cell 

organelles ) 所 构成 的 具有 和 胞 的 水 解 酵 
素 (hydrolytic enzymes) [ 例如 酸性 磷酸 
解 酵 (acid phosphorylase) ett meme 
REAIGB AB (acid ribo-and deoxyri- 
bonuclease) , @ ABs (cathepsin ), 

8 - 葡萄 糖 醛 酸 酶 ( 8 -glucoronase) ] » 7A 

PEAS HESS AS AIK AT HA A (substrates) 

Hla vesicle) MA, MiRKMAAHZA 

lysasome 

ACR SEA (detoxication) [ 基质 包 
FER (nucleic acid) » ZAR ( protein } 

多 酷 类 (polysaccharides) 和 其 他 物质 ] 。 
LEMAR RRAL Wi , ABM PHe 

$A BIL RA AEE (activity) 。 
此 种 破裂 可 能 是 代谢 激素 (hormonal) 的 控 

制 。 | 

2 MAG SE A ( phagocytosis ) 或 

RIR(FA(pinocytosis) RMA. IAM 

体 开 始 发 挥 功能 。 消 化 作用 不 能 溶解 的 残 物 

通常 存留 在 消解 体 中 ， 因 此 洽 解 体 粒 子 中 充 

满 不 同 的 内 含 物 。 在 正常 情况 下 ， 洽 化 过 程 

EM, BIER (amino acids) 糖 大 (su- 

gars) MEHARRY, THMBARAR 
作用 的 基本 单位 。 在 某 种 情况 下 ， 消 解体 的 

Piet] BA BREALERCALMRAZ. 

洽 解 体 的 大 小 ( 大 多 0.4 pm AES 

WS #48 (mitochondria) 和 微粒 体 (mic - 

rosome) [Wf #4 (endoplasmic reticulum) 

的 片段 I 2H. Pee oe 

HPSerh, EAM, ABA 

Hine. RHR. 

消解 体外 被 脂 蛋 白 (lipoprotein ) 租 成 

的 薄膜 ， 已 经 充分 分 化 的 销 解 体 中 具有 多 颗 

粒 的 基质 (stroma) 以 及 一 个 巨大 的 中 央 流 

胞 ( vacuole) ， 洽 解体 的 产生 可 能 是 由 内 稀 

网 (endoplasmic reticulum) BMRB 

而 形成 球状 ， 或 者 波 上 胞 从 BRAKE (Go- 

lgi apparatus) 分 散 以 形成 消解 体 。 

油 解 体 主 要 可 区 别 坑 两 征 ( Novi kof f 
et CQC1.，1964 ，de Dwe and Wattiaux. 

1966 ) : 

1 初级 消解 体 (primary lysosomes) 
是 由 小 的 高 责 基 训 胞 ( Golgi vesicles) 或 

FA SABE) FE (Golgi saccules ) HER 

断 产 生 较 大 流 上 胞 所 形成 ， 尚 未 加 入 消化 的 通 

程 。 

2 次 级 消解 体 (secondary lysosomes) 
TAC, WAIEDCRREAET. BR 

过 一 群 的 消解 体 可 分 篇 县 食性 (heteroph- 

agic) 和 上 自 食 性 (autophagic， 现 滥 行 消化 作 

用 的 物质 来 源 是 内 生 的 (endogenous) 或 是 

I-A: f49(exogenous il  -4§— MAK VA 

1 Mat FS TAR RRB (prolysosome)» 消解 体 

(lysosomal) 及 消解 合体 (postlysosomal)。 



lysozyme 

lysozyme “溶菌 酶 : 篇 一 种 可 消化 ab tt F 
#8 #4 (muco polysaccarides) HH » Bea 

酶 有 一 种 分 解 租 菌 (bacteriolytic) 的 作用 。 

WKAR BRASH (MRE. SAF) 

有 -种 主 BH RRS EHR (phage) 所 

SR, EV BSEDMAEAH. Ail 

BLAME - | 
lytic BR: [ =F BME BEE (virulent ph- 

age) ] RH 2 aRKA EM RHAAR 
., 5d ih 40% @ MH (temperate bacterio- 

phage) PTT RAR o 
lytic infection JBZURR: MiRBRRE, 

Gia “爆裂 ” (burst) 以 释放 病毒 后 
代 。 

lytic viruses BRS: 病毒 在 组 胞 内 繁殖 人 后， 

EF 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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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MRoOTRE ; BRIBE : REBRE(mo 
lar solution) 之 简写 。 

Mi, Mil RMD, BORROW 
期 : M 工 表示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中 期 ，M 也 表 

示 第 二 期 减 数 分 烈 的 中 期 。 同 理 , PBL We 

期 与 末期 之 符号 分 别 坑 Al, AII，TI, RTI 

[ORRAR (meiosis) ] © 

Macaca mulatta #83: ff ( rhesus 

monkey) H#4%, Rh 抗原 (anitigen) 的 

最 早 来 源 。 
macaroni wheat “” 通 心 粉 小 弯 : ”人 坑 硬 粒 小 变 

(Triticum durum) (n = 14) 的 学 名 。 

macroconidia “大 分 生 孢 子 :O 7 +424 ¢on- 

idqia) 。 

macroevolution ”大 演化 ， 种 外 演化 [ Gol- 

dschmidt » 1940]: 傈 指 超越 物种 (trans- 
specific) 的 演化 (evolution) 。 在 同一 地 

质 年 代 ( geological time ) 中 ， 产生 具有 新 

竹 状 及 新 滴 应 模式 的 新 属 (genera) 、 新 科 
(families) 及 新 目 (order) 。 大 演化 亦 可 

B25 “ BT Aw "(quantum evolution) 

[ Simpson: 1944] ,其 含义 多 少 傈 指 小 集 

园 (population) 有 迅速 的 释 迁 以 进入 一 个 与 

祖先 明 是 不 同 的 均衡 状态 ( equilibrium st- 
ate) 新 沽 应 模式 (new adaptive mode)]。 

若 将 其 与 物种 航 (species level) 演化 

BD “ “4k ”(microevolution) By“ 44 

ni,” (speciation) 作 一 比较 ， 两 者 在 基本 

现象 上 婚 无 不 同 ， 其 演化 机 制 也 无 差 愉 ， 赂 

然 有 些 学 者 仍 避 坑 大 演化 与 小 演化 代表 著 不 

FASB. Rew (mutation), HFE(selec- 

tion) , ARB (gene flow) URS 

M(genetic drift) 外 ， 东 无 必要 须 用 其 他 
SR RRR (MARA RE KRM (system- 

atic or macromutation ) ] 来 解释 大 演化 

的 过 程 。 亦 即 较 高 分 类 阶级 的 起 源 似 是 由 相 

互 交 配 集 园 (inte rcbreeding populations ) 

fal» i AB AK (genetic compo- 

sition) [ SAH (gene pool) ] 所 形成 。 演 化 

WAP ARE (discontinuities ) [ 不 

同 目 (order) 间 缺 乏 化 石 (fossils) 性 据 加 
LA HESS ] 一 直 被 当做 大 演化 与 小 演化 机 制 不 

major gene 

同 的 证 据 ， 事实 上 过 些 也 许 是 由 物种 减 灼 
(extinction) 与 取样 钳 愤 (sampling errors) 

所 造成 的 结果 。 
macrogametophyte KR FAB : = ft E (em- 
bryo sac) e 

' macromolecule XAT ,高 分 子 : FHHEBB 

(colloidal ##BMKDF RAF BAM 1000. 
macronucleus 7 #4% [ Biitschli 1876 ] : 

_ BKSRBEBSE (ciliates) FH AFL th 

类 (foraminiferans ) 所 具有 的 核 作 型 性 

(nuclear dimorphism) 内 有 两 个 和 胞 杷 其 中 

之 一 [ 它 小 型 核 (micronucleus) ] 。 在 级 

毛 虹 的 生活 史 中 ， 无 性 世代 破 有 性 世代 所 问 

隔 。 在 无 性 生殖 时 [ — {88 (diploid) MRA 

多 信和 体 (endopolyploid) ] AHBWAA BH 

作用 ， 当 其 进入 有 性 世代 时 此 极 被 抛 秦 A 

图 Xi ，5 ] 在 进行 减 数 分 裂 ， 反 吐 人 受精 (re- 

ciprocal fertilization) #€MPBR—Ee 

Zk H)PRHEODARE. BAER 

TERR» KASH BMAAAR SHA RIE 

用 [有 关 有 秋分 型 的 合成 作用 可 能 坑 一 例外 ， 

此 作用 似乎 储 小 型 杷 所 控制 。 亦 即 组 胞 内 大 

部 份 的 遗传 作用 ， 似 乎 均 集 中 在 大 型 杷 中 。 

macrophage Pe Mid : 巨大 、 能 行 吞 噬 作 用 

( phagocytosis ) 的 白血球 。 

macrophylogenesis 大 种 系 发 生 [2Zzzzzzz erm- 
ann? 1948] :三 大 演化 (macroevolution) o 

macroscopic PYAR A] Ay : 不 需 辅 助 祝 澳 器 有 具 

即 可 看 见 的 。 

macrospore K}@+ = 427 (megaspore) 。 

macula adherens 橘 粒 [ Farquhar and Pa- 
lade, 1963 ] : CO ##H>4H ( junctional 

complex ) 5 细胞 速 接 (cell junction). = 

tA (desmosome) i 

macha wheat 灰 加 小 灰 : 学 名 和 储 triticum 

macha (N= 21) 。 

maggot 蛆 : A ARMAS heh. (8 PETAR (ap- 

pendages) YAR. , 

main band DNA +4 DNA: BAR4A DRE 

f8Z DNA. EXxJES ADNA(heavy shoulder 

DNA), thAS& # 4% DNA (satellite DNA)。 

major gene 主 效 基因 [ Mather » 1941 ] : 

任何 一 个 与 明 题 卖 型 发 生 关 聊 的 基因 =F 
基因 (oligogene) ] 。 主 效 基因 控制 不 回炉 

(discontinuous) 或 质 的 (qualitative)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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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RERRARRARHE 

次 效 基因 (minor genes) 或 微 效 基因 (poly- 

gene) 坊 一 基因 仅 具 微小 效应 。 主 效 基 因 有 

BF BBS 7 MER SR (segregation) ， 易 於 利 用 

meBERIP UGH. ERERRKRER 

HEBSNAZLABTNES, ABMAB 

fie — AB SY BH AFA eene actions) 
及 基因 集成 (gene integration) HREW 

[ 它 基 因 相 互 作 用 ( gene interaction )} © 

major spiral 大 螺旋 [ Sax» 1935] : ORE 
#233 % (chromosome coiling) 。 

MAK colum 甲 基 清 蛋白 白 蛙 藻 土 柱 : 即 me- 

“thylated albumen - kieselguhr column 

的 简写 。 

malaria (8% :人 类 非常 危险 的 一 种 传染 疾病 ， 

每 年 和 构 有 二 优 人 口感 染 。 其 中 有 二 百 万 因而 

FEC o He BIR FE Anopheles fh REBT — 

fe RAE Hh) (protozoan) 的 瘫 原 细 (plasmo- 

dium 属 ) 注 入 人 体 。 最 危险 一 型 的 瘫 疾 称 

坑 副 隔日 站 (subtertian malaria) ， 傈 由 

RC 78 RR (P. falciparum) 所 引起 。 漫 和 

人 性 隔日 首 (benign tertian malaria) 及 四 

昌 竣 (每 四 日 发 作 一 次 )(quartan malaria) 

FH PRE Es a ( p. virax) 所 引起 。 

male multiple choice tt $Bi¥#}E : 它 成 对 

交配 (pair mating) 。 

male pronucleus “雄性 原核 : HERE ( male 

gamete )## 4 4E FARK( generative nucleus)o 

male-specific bacteriophage t+ B—ireee#s : 

任 一 噬菌体 (bacteriophage) HUF 2AM 

4 (sex pili) MBA BMH. 18 MORE 
4: (el) AE RNA (isomeric RNA) 

ME RS EE BR LING, A—RBeR DNA 

(filamentous DNA) BAAS 4E Rich JA tra BT 

male symbol 雄性 符号 : 81“ 6”. RASH 

( RK a } (Mars) epics? 即 一 箭 和 与 一 

盾 的 组 合 。 

maleuric acid “ 毒 尿 酸 : B-HAMO BME 
#7] (mitotic poison) 。 

SFARC; HNO,» 
malignancy ”恶性 生长 : MAPHA(tumor cell ) 

增 淮 生长 之 能 力 ， 可 使 寄主 细胞 死亡 。 

Malpighian tubule ”马尔 必 基 管 : £3 Reh DE it 
分 雍 的 小 管 ， 位 於 肠 (gut) 未 端的 前 便 。 

Malthusian MMM: PRET ARRAS 

RT. R.Malthush BA—-BBR. tha BR 
A. Figg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 於 1798 年 发 表 。 他 的 GRAB, 

世界 人 口 的 增加 各 大 蕉 粮食 供应 的 增加 。 除 

TRE, RMS RAD EH. ah aiihid 
FEAR] FA © 

mammary tumor agent 乳房 致癌 者 : 一 种 生 

存在 和 乳 攻 中 的 病毒 (virus) 。 它 可 在 某 些 基 

因 型 老 刀 乳房 上 亲 致 癌症 。 

mandibulata [ABO] : 属於 节肢 动物 的 一 个 亚 

门 ， 在 此 严 门 的 各 物种 (species) HAAS 
ff (antennae) —#} F Fi (mandibles) o 

_ manometer 测 压 计 ， 液 体 压 力 计 : 一 种 测量 

ARERR 9 eat» Warburg 气压 计 在 生理 上 

可 以 测 知 租 胞 中 放出 或 油耗 的 气体 。 
Manx syndrome Manx 余人 发 症 : KMRL 

巴 的 一 种 性 状 ， 此 和 坑 一 种 体 染 色 体 (autoso- 
me ) 的 题 性 遗传 。 同 质 结 合 (homozygous) - 
时 ， 在 未 出 生前 即 发 生 和 致死 。: 

map [mit : > i 1# (genetic mapping) ; 

He & #f 2% (chromosome map) 

map contraction ixtkK#e[ Esposito , 

1968 ] : OM 2% % (map expansion). 

map distance [B/s#fbRt [ Bridges » 1932]: 

UGE Fie 2 Py BS 2 BK RRA AH 

TE RE AE eS LAE [ Oa em ee 

(genetic map) ]. AAR RRBERSe 

色 体 区 域内 全 如 的 交换 频率 ， 因 此 可 直接 将 

EC Bie KX le EE BS ( map 

units). PRBREASE PRR hr 

RF. RRS BARAHADSBR1%~ 

ABE MAX (recombination frequ- 

ency APES BF at (#4824 (genetic mar- 

_ kers e384: 2 F648 A (reciprocal ex- 

change) 的 交换 作用 (crossing over), 

此 重组 频率 与 图 评 距 记 之 间 的 关 作 荡 不 是 1 

1. PERO, Bee 
fat BB BERS A AER ‘\\ QR 8 22H double 

crossing ove r)(Hi iS Fa 27 (HERB 

传 性 状 相 同 而 被 记载 成 ”无 交换 “”。 一 般 图 

诬 距 吝 和 与 重组 频率 的 天保， 以 其 间隔 中 所 发 
AHEAD RIE. BB PRR” 
(mapping functions) o 

map expansion 图 旗 扩 张 [ Holliday»1964}: 

在 许多 直 贸 精 粗 构造 图 [ 基因 内 得 传 重 组 

Se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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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 recombination) 所 观察 之 趋向 ， 

—-KAARAR HARB ZCEAAR, & 

an A PB BE fa He GR a B/E BE eS 

MABAARRK. Rt RE BAA 

AzM (marker effect) ， 与 人 十 援 (in- 

terference) 所 期 肇 的 相反 。 

在 相同 杂种 DNA 和 节 段 上 ， 所 包括 之 氢 
EH MAO RAK AM (heteroduplex re- 

pair) ZRIORIE> BT LBB RAR. 
Ae RRR . 可 能 由 於 相 互 交换 
(reciprocal crossingover)# HAMA 

PRB Ko fel $F — Bh ACA FESS fi (Be) A 

AERA CREPE DNA 时 ， 过 个 二 点 交换 

JEM iL ZR AP RAE ZRF 

BRA TRECM RABE AS 5, 

Gi Fi ae ae A OE HS SE 

(map contraction) 214i SEMA. 

FRAZHA ARE ERY 

map length (SHR : O # RB 4z (Morgan 

unit) 。 

maple syrup urinedisease #hiHHEIE RR BSI : 

RAB BGR. EHRRI-BHS 

酮 酸 (branched chain keto-acid) MRL 

lig (decarboxylase) ff 5|#. 

mapping “基因 作 图 RSE: 染色 体 上 基 
因 的 线 型 排列 [ {CHE (location) ] 。 

mapping mark 作 团 标记 [ Renwick ,1971 ] : 

ARRABHZER, hh PER LABZ 

开始 与 终止 所 造成 。 在 人 类 址 传 学 上 ， 某 些 
EAE Z ese at (map distance ) 可 由 一 

或 更 多 作 图 标记 来 估算 。 

map unit [BeBe : BARA eee 

(map distance) 的 单位 [ = 交换 单位 (cr- 
ossing-over unit, crossover unit)， 摩 

fH fz (Morgan unit) ] 。 用 以 测定 染色 体 
的 有 长度 [ > ARSE (genetic map) ] 。 图 

终 单 位 等 从 有 了 天 基因 问 交 换 频 率 的 想 和 ， 对 
EACH (double crossingover)R #AS F 
#% (interference ) MUREKUBDPHH 
7R Zo BEE 1 % SRR — A, 
IS BVZE— (BRR (AbxaB) 实 验 之 子 代 个 

体 中 ， AB 与 ab HM ( recombinants ) 

出 现 之 修正 频率 入 1 % ， 二 基因 座 (A BRB) 

疗 的 距 训 含 一 图 谱 单 位 。 二 基因 座 的 图 迹 距 

骨 单 位 若 直 接 由 重组 频率 求 出 ， 而 不 经 多 交 

mass unit 

RK ZIEIE, RATER MRAB REA. Ip 
DIRS TE ( THR= 1 ) RABE 

FMB TELE 。 
marker effect “” 标 读 基 因 效 应 : 存在 同一 位 置 

或 郑 近 位 置 上 之 两 个 突 玫 体 { eeeum! Es aie 3 

因 (genetic.marker)] ， 党 与 相同 基因 上 之 

其 他 第 三 突 释 体 交 配 时 ， 则 有 不 同 送 传 重 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频率 产生 。 标 花 

基因 效应 发 生 之 一 个 分 明 测验 unambiguous 
test) , 仅 能 以 重组 图 (recombination map- 

ping) 以 外 之 方法 ， 决 定 遗 伟 标 诗 基 因 之 位 

fo 

Te ats 2s NX EE) OP FS PAPE (| Stadler 

and Kariya»1973). | 一 般 标 诗 基因 效 

应 :每 一 与 质 结合 性 有 一 个 固定 之 重组 效应 。 

2 特殊 标 恋 基 因 效 应 : 某 一 分 熟 之 突 购 体 与 

其 他 突 伙 体 有 不 同 之 重组 作用 。 

marker gene 标 读 基因 : >it 14 th 24K Algen- 
etic marker) 。 

marker rescue 标 读 拯救 : 完整 (intact) 和 与 缺 

陷 (defecstive) 的 噬菌体 染色 体 癌 相互 合作 

(cooperation) [“ 互 定 作 用 ” ( mutual 

complementation) JU +A RW ARASR 

传 物 质 的 染色 体 [ = 交叉 复活 作用 ( cross 

reactivation)] 。 

marsupial @488)97: 一 群 原始 的 哺乳 动物 。 
在 此 类 动物 中 ， 雌 性 的 腹 邵 (abdaominal) 具 

有 一 个 袋子 ， 可 以 携带 及 甬 养 幼儿 ( BRED 

坟 一 例 )。 

masked endomitosis PRMILABKROR : 它 

隐 内 生 有 入 分 裂 (cryptoendomitcsis) , 

mass action, law of 质量 作用 定理 : 化 学 反应 
(chemical reaction) 的 涉 率 与 反应 物质 的 

波 度 成 正比 。 而 且 每 种 省 度 产 生 的 作用 力 与 

参与 反应 的 物质 之 相对 分 子 数 相等 。 

mass number RTH: —-PHR TRH. At 

(prpton )farh-F (neutron) MASAI. ( RR 

BA), j 
mass spectrograph 4 5 {#% : — FEL BOT 

器 ， 它 分 析 租 成 成 分 之 质量 与 负荷 间 的 比例 ， 

在 印 像 板 (photographic plate) #4 Bint 

(mass spectrum) 线 。 

massule 小 块 [ Bessis et al-, 1958 ] : 

一 个 中 心 粒 本 星体 (centriole satellite). 

mass unit 质量 单位 : 它 原子 量 单 位 (at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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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unit) o 

master-slave hypothesis +{2M2%[ Callan 

and Lloyd » 1960 ] : LAR KRY (unine- 

mic) RERRA ATA BRAM RIDNA 
SRR RERERZSR. KREBS, — 

(cluster) 中 ， 每 一 基因 可 以 出 现 100 至 

1000 次 ,在 此 一 束 基因 中 ， 有 一 个 主 基因 模 

本 ( 可 能 在 尾 端 ) ， 而 尼 束 中 哮 接 重复 (ta- 

ndom duplication) 的 其 他 基因 则 坑 侠 基因 

(slave gene)， 骆 然 每 一 个 倍 基 因 问 可 独立 

Ke, HSB TEAR, CAKEMZ 

AIF, LRSRABEZEE. 

mastigoneme 88E%4[ De flandre> 1934): 

任何 微 租 似 曼 状 的 附属 物 ， 其 傈 从 一 种 活动 
组 胞 (motile cells) N#% (flagellum) 地 

延伸 ， 可 在 水 中 游 动 到 鞠 毛 基 处 。 

mastigophora EM: UMAR ABE 
( flagellated ) HPA MAB protist ). 

‘mate-killer ”交配 放 毒 细胞 [Siegel> 1953]: 

> % #4am (killer) 。 

maternal effect MAUR: 三 前 决定 (pre- 

determination) o 

maternal inheritance ”有 母 本 遗传 : 由 非 染 色 体 
和 遗传 定子 (extrachromosomal hereditary 

determinant) [ 叫 核 外 染色 体 (extrach- 

romosomal) , JE mf (non-Mendelian) 

Bie i A (cytoplasmic) @ ] PH aly x 
4% ( inheritance) BE. 

mating “交配 : 4K (eukaryotes) #> 

Fatt (unisexual) (438 STARE BHR 

偶 和 结合 现象 [ ME (bisexual)4+: i “ BS 

交配 ”( selfmating ) TITRA ILSEA | 

最 后 产生 合子 (zygote ) o RREDW( pro- 
tokaryotes}h ij a+ 89 ett 14 TTB para - 

sexual) @# KGB RHAEK BREWS 

AtEZCE, MMR ST (conjugon) HK 

介 以 行 接合 现象 (conjugation) . RMAF 
主 和 细胞 人 (host cell) 内 病毒 (virus) BNA 

互 交配 而 造成 道 傅 重组 (genetic recom- 

bination) o 

在 无 数 的 丢 型 及 不 同 的 组合 中 ， 交 配 型 

式 (mating types) RABMUAD. —B 

8 A (natural populations) 可 以 具有 

数 个 交配 型 式 。 因 此 有 性 繁殖 物种 的 交配 体 
系 通常 不 能 明确 的 划 入 不 同 的 分 级 之 中 。 而 

BH Fl (selective advantage) 的 特殊 

人 性状， 以 及 集 园 的 大 小 都 会 影响 到 交配 体系 

HVA, HAM, AEE DHA 

(mating system) 大 和 致 仍 可 分 篇 三 类 : 
| 省 机 交配 (random mating 或 pan- 

mixa): 一 个 性 别 的 个 体 有 同等 的 机 会 与 相对 

性 别 的 任何 一 个 个 体 交 配 。 

2 基因 型 慰 同 交配 (genotypic assor - 
tative mating) : 雄性 与 雌性 的 成 对 交配 建立 

FERRE. RRR SRE 

(AISRUB AZ BR * IES RR3cR ” 

( positive genetic assortative mating ) 

A UTFRIZEC (inbreeding) ¢ XI 2CAC PAL! 

基因 型 个 体 问 的 交配 机 会 增加 ， 如 果 交 配 多 

BZERRTHSMRR EH ARERIBR “S 

{R/(SGHAtB2 ” (negative genetic assor - 
tative mating ) a% # & (outbreeding) o 

3 FAIZ AlA Bc ( phenotypic assorta- 

tive mating) : PERE RE BABAK. 

AAU Sh ee BS 
Fi TERAGR AE” (positive phenoty- 

pic assortative mating) > B TARAS 

fea] 22 Bic A Ee ee BS RR Re RAR 

WBZ “ RRA A” (nagative ph- 

enotypic assortative mating) 。 

mating continuum “交配 群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 : B—-FRIA RE Be 

Ac (interbreeding) FAH, AREA aR 

和 统 的 交换 染色 体 或 基因 交配 群 内 的 任何 个 体 

均 可 从 此 集 园 生存 区 域 中 任何 角落 的 个 体 中 

多 得 遗传 物质 。 一 个 交配 群 可 傅 其 存在 的 地 

区 而 划 成 数 个 不 同 的 亚 群 (sub-group)。 

mating group ”交配 和 组 : 一 群 单 合体 (haploid) 
BUSES HS (diploid ) HE» ABS RR 
条件 的 特 人 性， 有 利 於 集团 内 个 体 问 的 互相 交 

配 (mating) ， 而 不 利 礁 与 外 界 集 园 交 配 。 

| Darlington and Mather » 1949 ] 。 

mating system ”交配 系统 : > RAc (mating), 

mating type ”交配 型 式 [Sonneborn » 1937]: 

生物 个 体 的 交配 特性 通常 受到 基因 型 (geno- 

type) 的 支配 ， 其 基因 型 由 一 对 或 多 对 决定 

交配 能 力 的 等 位 基因 (alleles ) 所 控制 。 

[ 咱 不 亲 和 性 (incompatibility) ] 。 通 常 

相同 交配 型 的 个 体 不 相互 交配 ， 而 具有 互补 

型 式 (complementary type) 的 个 体 癌 可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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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交 配 。 
matrilinear “母系 :3— fEMH1# (inheritance) 

的 方式 ,由 非 染 色 体 (extra chromosomal) 

遗传 的 定子 (determinant) Hiss, Rae 

母系 遗传 至 后代 。 

matrix “基质 [ Sharp » 1929]: O¥K(gr- 
ound plasm) ; #@ #4 & (chromosome - 

matrix) o 

matrix bridge MHS: ”由 “染色 质 粘 合 “ 
(chromatic agglutination ) 所 形成 的 染 

@ 44% (chromosome bridge) » HR4b tt 

效应 (sticky effect) MRBAMTR (mi- 

tosis) RMZ 4A FHS (chromatid) 7 HE 

B— kA A (meiosis) 后期 之 染色 体 分 

i. EARIBR “ 假 性 橘 “(pseudobrid- 

ges)» ERR“ Bee” (true bridge ) 悉 

义 相 反 。 质 性 橘 是 指 由 染色 体 结 构 改 变 或 在 

结构 杂种 (structural hybrids) PR ARSE 

FA (crossing over) 所 产生 的 结果 。 [OC #8 

位 (inversion)] 。 

matroclinal {MAAR [ Kerner » 1881 J: 
F— ff 1% (inheritance) 方式 ， 其 后 代 和 与 

母 条 比较 相 像 [ “ BAER” (matrocliny) ]。 

RBS Ria 2 KiB (patroclinal) 。 

maturation “成 熟 :在 病毒 学 (virology) 中 ， 

fA EAE (viral genome) MA RE W(ca- 

psids) 或 整个 病毒 粒子 ( virsion ) 的 过 程 称 
之 。 

maturation division ”成熟 分 裂 : = RRDR 
(meiosis) 。 

maxium permissible dose “最 大 接受 辐射 量 : 

人 在 安全 限度 内 能 接受 碾子 放射 线 (ioniz- 

ing radiation ) 最 大 的 限量 。 

maze AG: 坑 一 种 试验 设计 ， 它 包含 了 一 个 

移 状 的 通路 。 受 测 动 物 和 经 过 时 ， 要 找到 自己 

通路 。 

maze-leurning ability “” 迷 径 学 习 能 力 : SHH 

BGR i& (8 (maze) 时 ， 不 走 入 死 埠 (blind 

alley) 而 能 穿越 的 速度 。 

mc EB: 测定 放射 线 的 单位 。 

MecArdle's disease McArdle 氏 症 ;一 种 人 类 
肝 糖 (glycogem) 储 藏 过 多 的 遗传 疾病 ， 是 由 
於 一 种 磷酸 分 解 酶 (phosphorylase) 缺 乏 而 
引起 。 

megameric chromosome 

mean 平均 数 : 试验 中 ， 各 系列 数量 的 炎 和 ， 
除 以 数量 的 个 数 所 得 的 平均 值 。 

mean free path 平均 自由 通路 : 原子 内 质点 彼 
He Pal fat Fe) E72 BB RE 

mean square 均 方 : if (variance). 

mechanical isolation ++ RaRE : 由 於 雌雄 外 
生殖 器 ( genitalia ) HARA (incom- 

patibility ii] @4:A54 ja Pam (reprodu- 
ctiveisolation) 。 : 

mechanistic philosophy iG : jt BER 

坑 礁 持 生 命 的 原动力 是 由 物理 与 化 学 上 的 机 

械 作用 来 决定 ,可 以 用 物理 及 化 学 定 则 来 解 各 

生命 现象 。 此 与 生机 论 ( vitalism ) 相反 。 
meconium “” 胎 便 : 胎儿 未 生出 或 贱 出 前 体内 

所 存 的 凌 便 。 

medial complex 中间 复合 物 : OB EMS4y 
(synaptonemal complex) 。 

medial lethal dose “半数 致死 者 量 : 在 一 定时 

问 内， 将 一 个 群体 中 半数 体 和 致死 所 需要 的 放 

射线 量 。 
medical genetics ”医药 遗传 学 : RA MART 
(human genetics) H—-POR, HRS 

FR FRI ABA TH o 

medium if#%%: R—-GHKERRS AE BE 

种 生物 的 营 状 物质 。 

medusoid stage “水 母 期 : 许多 腔 肠 动 物 (co- 

elenterate ) 生活 史 中 一 段 自由 游泳 的 有 性 

世代 [如 海 整 (jelly fish)] 。 

megaevolution 巨大 演化 [ Simpson » 1944]: 

ie RTD ALOE ( famely) » H(order) 

MM (class) ， 门 ( phyla ) 等 的 演化 (evolu- 
tion)[ OXAMAL (macroevolution)] 。 

megaheterochromatic 多 办 染色 质 的 [ White, 

1943 ] : 集 园 ( populations ) 之 染色 体 租 。 

( chromosome complement) 含有 大 量 的 

Fe 4 f— B (heterochromatic) 节 段 (segm- 

ent), AA “MERA” ( microhe- 
terochromatic )/HRA, RRAKRAES 

AYEHREAB. 

megakaryocytes 大 枝 租 胞 : R—- BHA Pe 

(bone marrow 中 的 大 和 组 胞 。 具 有 多 重 裂 片 

% (multilobed nucleus) 。 

megameric chromosome $= fijfa #8 [ Wh- 

ite, 1943 ] : RHHSARAR KE (he- 
terochromatic ) 和 节 段 (segment) 的 体 染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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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autosome) 。 

megaspore XAfat: [ORKAF ( macros- 

pore) fa F (heterosporous) # Few 

(vascular plant) 所 产生 两 种 单 合体 (hap- 

loid) 孢子 中 较 大 之 一 种 。 大 孢子 分 裂 BA 

WK (embryo sac) 是 坑 种 子 植物 的 配 

子 体 世代 (gametophytic generation) [> 

52. F- #8 (gametophyte) ; 大 孢子 形成 (me- 

gasporogenesis) ]. RE BRHMRSAB 4142 

+ (microspore) 。 

megasporangium “大 孢子 圳 : ATR be 
‘(macrosporangium) ] 产生 大 孢子 (mega 

or macrospore) 的 孢子 吉 。 [ 即 一 种 孢子 

¥€ (spore sac)> Bei (capsule) RMGia. 

在 其 中 孢子 可 发 育 完成 ] 。 

megaspore competition 7a FE ([ Ren- 
ner » 1921] : 在 月 见 草 属 (Oenothera) 杆 

物 中 ， 城 数 分 列 产 生 四 个 遗 优 仁 质 不 同 成 直 
mE SHS ( haploid ) 大 孢子 四 分 子 
(quartet) » KAFHRBERS., BASH 

Sit BIG KRMR(embryo sacl) KAT RF 

iS “Renner KA ” (Renner effect ) 

[ Darlington ， 1932 ]1> CERKAM 

RAK (postmeiotic) 早期 有 效 大 孢子 的 

Bete 。 

megasporocyte “大 孢子 母 稻 胞 : RA 
fil (> ia 4% MR (megasporogenesis)], 

megasporogenesis ”大 孢子 形成 : RETRY 

(angiosperms) 中 ， 大 孢子 (megaspores) 

形成 及 胚 赛 产生 的 过 程 ， 即 雌性 配子 体 [ 大 

配子 体 (megagametophyte)] 傈 由 一 个 或 数 

{Hi 4E +t PAF 2 (closed ovar 由 胚珠 (ovule) 

Ay kK Mita (subepidermal cell) [ X 

40+ fe ifig (megasporocytes), EAL MIIA 

(gonotoconts) , RMA MA (embryo 

sac mother cells) ] 所 形成 。 大 孢子 母 组 

Hl — Me fe: — FHS (diploid) 多 胞 。 

—Bihe F. M3hRRKF7R (meiosis) - 

PxEA, — (AK TO GA) EAE ee 

fH Mi | 大 孢子 (megaspore)] ， 但 在 不 

同 物 种 (species) }, BRRWSBMA, KA 

子 一 般 均 成 直线 排 列 (例如 玉米 ) 。 大 孢子 

中 的 三 个 最 后 余 於 退化 ， 第 四 个 大 钨 子 释 大 

EAA IE eRe F HS (mega gametophytes)]> 

RMKRHSH BRAHMI. TRH 

Zi KREB= KART (mitosis) 

REHRMRATEA BALE. EB-—K 

用 分 型 完成 时 ， 二 述 中 的 一 个 即 移 至 合 点 

标 (chalazal pole) HR—-GBBKILE (mi- 

cropylar pole) KILEAAKE (integu- 

ments ) 之 间 的 问 了 路， 花粉 管 (pollen tube) 

即 权 此 进入 1. KORRRIKP AEE 

各 产生 四 个 核 。 

iter, =GRAMBH ( cell 

wall) ， 在 珠 孔 一 端的 细胞 中 ， 其 中 一 个 和 
胞 ( 大 多 是 中 间 的 一 个 ) PRIM. AMR 

个 依 功 能 不 明显 的 辅助 秋 胞 (synergids) « 

ERR BH = AMR Ee aie 

(antipodals) ,最 还 在 人 受精 后 大 多 数 均 退化 。 

剩 下 两 个 游 廊 核 或 者 相互 靠近 停留 在 胚 圳 中 

央 ， 或 是 最 办 融合 以 形成 双全 的 “次 航 胚 我 

%%" (secondary endosperm nucleus). 以 

ER RARE RKO) et K(mi- 

crosporogenesis) Jo 

meiocyte j@ 2X4} ZU 0Re » , MESA : 细胞 

AT MRDR (meiosis) HEP MH. KS 
数 动物 的 初 极 卵 原 租 上 胞 (primary odcytes), 

Ha 47) $2 Rae. AO AA (primary spermatocytes) 

55 BS ES A [  9P 78 mR (o6genesis ) 

#k F 436 i (spermatogenesis) ] 5 EZR 

Shy, 4A MRF Ale (sporo- 
cytes)» ®] 44 ih# (embryo sac) [ HE J, 

与 花粉 粒 (pollen grain) [ 雄性 ] [OAR 

子 形成 (megasporogenesis)s 小 孢子 形成 

(microsporogenesis > 生殖 细胞 ( germ 

cell) Jo 

meiosis j&2X4523[ Farmer and Moor, 

1905] : RMT APA—-E, BRED 
(eukaryotes) 的 性 母 细胞 (meiocytes) 的 核 

(nucleus) #MSBMAM REET (game- 

tes) [az & (gametogenesis)] 

减 数 孢 子 [ 或 性 孢子 (meiospores) ] [> 

孢子 形成 (sporogenesis)] 。 在 减 数 分裂 时 ， 

fal 4 88 (homologous chromosome) ff 

此 配对 lo 染色 体 配 对 ( chromosome 

pairing) |» #-RACRERR-KLEA 

ih 5t 24 (mitosis) 中 ， ROE PAK BRT BA, 4 

— Ys 8 Rk) RHRETS Rlas- 

sortment) ， AE RN Re i 

胞 ,每 个 接受 一 套 染 色 幅 (chromosome sé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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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合子 ( zygote ) [ SHE (diploid) ] 

染色 体 数 经 减 数 分 裂 而 成 怖 生活 史 (life cy- 

cle) 中 配子 所 具 的 配子 体 [ Ba (hap* 

loid)] 数 ,而 进入 蛙 倍 条 期 (haploid phase), 

在 生活 史 中 何 时 发 生 溅 数 分 裂 ， 依 物种 (sp- 

ecies)}# B43 @ (haplontic)[ AT RR 

5383 (zygotic meiosis) ] eM (dip- 

lontic)[ 配子 减 数 分裂 (gametic meiosis)] 

”或 余音 倍 条 (diplohaplontic) [ 中 间 型 减 数 

-分裂 (intermediary meiosis) ] 而 各 不 相 

同 。 正 常 减 数 分 裂 的 两 次 极 分 裂 称 坊 第 一 次 

[ BRIA (meiosis 1) 及 第 二 次 

[ MROBWMW meiosis 1) ] 减 数 分 型 。 

有 些 原 生动 物 (protozoa) 的 减 数 分 裂 比较 特 

殊 ， 其 分 列 只 有 一 次 而 称 售 “ 单 步 又 减 数 分 

33” (one-step meiosis) [ Cleve- 

land ,1947 ] 。 

减 数 分 裂 是 一 种 由 遗传 所 控制 的 过 程 ， 

不 葵 在 空间 或 时 间 上 都 有 一 定 的 顺序 ， 但 也 

BEFBR (variations), e2BALME 

和 遗 传 控制 下 进行 ， 包 括 染色 体 配 对 的 数量 ， 

交叉 (chiasmata) 的 发 生 , 位 苇 及 其 频率 , 配 

对 染色 体 在 外 狂 条 (spindle) KM EN RD 

6 [O# EW A (chromosome orienta- 

tion)], #@, 438 H (chromosome move- 

ment) URBTBR> mK TR (cyto- 

kinesis) 的 型 式 (mode)o ft HR "J ERY 

BHASHRE AMTRBDERRDAHE 

AER, Bom Rb HERR HMR 

AR, NR ARRRRD Bmee eRe 

meiosis 

学 上 的 功能 。 [ John and lewis » 1965 ] 

正常 的 减 数 分 裂 是 所 有 高 等 动 植 物性 的 

基础 ， 通 常 含有 下 列 玫 项 主要 机 能 [ 工 ew- 

is and John, 1964 ] 。 | 
LRRD Ais RAH RE BSE Tae 

(assortment) [DRRKDRERR (meiotic 

drive)] ， 冰 造成 钵 组 胞 染色 体 数 的 减 丫 ， 

在 生活 史 中 ， 也 由 公信 期 ( 玫 plophasgj 转 杰 
#3 5A EA (haplophase).[> MK alte r- 

nation of nuclear phases)] 。 若 无 减 数 

分 裂 ， 受 精 作用 会 遵 致 染色 租 数 呈 玫 何 级 数 

的 增加 。 由 於 减 数 分 裂 的 功能 ， 在 合子 形成 

时 ， 才 能 维持 特殊 物种 的 困 色 钥 数 。 

2 城 数 分 烈 决 定 不 同等 位 基因 [ Oe 
基因 (allele ) ] #9 iE RED # ( segregation) 

LL SESSA AER (unlinked genes) Ri [ # 

色 体 问 (interchromosoma!l ) ] HieRBM 

(random recombinationj[ > fi 48 (ge - 

netic recombination) ] J 332A. 

[ 染色 体内 ( intrachromosomal ) J 的 非 

324M (nonrandom recombination) 。 

BRIG BL BAT A FRE RS HA : 

( 58 ) . / 

L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first meiotic division): 

a ) MSHA (leptotene) “: 染色 体 螺旋 
MRABAMVER, (OREM (chro- 

mosome coiling) J, C#HMmSi PF. BRK 

是 单 股 的 [ SRAM RO RE I (ch- 

romatids) ] 。 [ fat : RABRRAME 

UME, ABER, Mme 

58 二 倍 体 细胞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图 解 ， (a) MH (iSptotene): , (b) (BR #4 FB (zy - 
gotene) , (c)f#H(pachytene), (d) BK HA (diplotene), (e) 肥 厚 期 (diakine- 
sis), (f)#}] (metaphase I), @*RMI (anaphase 1), WKB] (telo- 
phase I) , (i) AY Hh] (interkinesis) , k) 中 期 I (metaphase Il) , (l) 和 后 

%4 1| (anaphase II), m * #) jf (telophase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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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时 不 能 见 到 染色 分 体 ] 。 

b ) 倡 兰 期 (zygotene) : 同 源 染色 体 (ho- 

mologous chromosomes) 以 一 种 非常 特有 

的 方式 进行 配对 [c 杂 色 体 配对 (chromoso- 
me pairing ) ] Ree [ ”相互 螺旋 

( relational coiling)] 。 配 对 最 初 先 由 一 

个 或 数 个 所 性 ” 接 简 点 ”( contact point ) 

[ 它 合 粒 (zygomere ) ] Bats, ARC 
SBA. 

_—¢:) #ERKRA (pachytene) : 同 源 染 色 体 
间 配 狼 完 全 沿 染 色 体 全 长 有 紧密 的 接 角 。 在 

二 信和 体 生 物价 体 中 ,配对 构 型 (pairing con- 

figurations) HR ARRBMRXABRH 

—¥[O“* =e ”( bivalents )]。 在 同 源 

SSE (autopolyploid) 中 ， 其 配 淄 构 型 可 
能 由 两 便 以 上 的 染色 体 所 租 成 [ 叫 Ss he” 
(multivalents ) ] ， 汪 些 构 型 内 任何 一 点 的 

配对 可 和 力 ( pairing affinity ) AAA 

对 和 节 段 的 密 结 东 列 而 过 区 全 和 状态 。 若 与 先 

几 期 及 偶 产 期 相 比 ， 粗 冰期 染色 体 因 内 部 如 
HERSCHEL THUG. MARLEE. On 
材料 理想 在 每 根 已 经 配 对 的 染色 体 中 可 以 昂 

到 两 休 染 色 分 体 ， 且 在 同 源 染 色 体 的 非 姊妹 

染色 分 幅 (nonsister chromatids) 间 相互 

交换 染色 分 体 节 段 ( segments ) 。 此 种 交换 

在 显 微 复 下 成 坑 相 互 交 钳 形 象 ， BRAD 

(chiasmata ) ,交叉 现象 是 交换 作用 (cros- 

sing over) HAVER. HARARE 

生 而 产生 染色 体内 ( intrachromosomal ) 

的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 

d ) @4kH8 (diplotene) : 由 於 螺旋 次 

曲 使 染色 体 悉 和 续 每 缩 ， 同 源 染 色 体 相互 排斥 

而 有 分 开 的 趋势 ， 因 此 同 产 染色 体 问 形成 天 

口 。 交 尺 人 (chiasmata) 使 同 源 染 色 体 和 结 在 一 

起 直至 后 期 才 行 分 并。 在 双 条 期 时 可 清楚 的 

观察 到 交叉 现象 阔 记 载 其 数目 。 [ Heat: 在 

较 老 文献 中 ， 交 叉 数 常 用 来 表示 染色 体 问 的 

fF] BRE (homology)] 。 

e ) 肥厚 期 (diakinesis) “: RAH 

MHCETeR. MAHBLAS SD Hr 

MAK ARHRMA. HAKAVRMEHBE 

A AB BAM SS SRR A PRB (loops )» ja 

些 焉 留 记 在 的 面相 互 形 成 度 角 。 若 二 价 体 只 

有 一 个 交叉 时 ， 其 形状 类 似 同一 至 面 上 的 十 

字 。 此 期 的 染色 体 有 两 种 内 邵 螺旋 ， 称 坑 主 

要 (major) 螺旋 (coil 或 spirals) 及 次 要 

(minor) She o JERI F- BE(nucleo- 

lus) #EIEBRIBA-BWE(nuclear envelope) 

IMR ( Sick : MRRAALBSEMB 

KR ERAN, BRARBGERERE, 
i AS SAG iE (nuclear membrane) ] o 

f )AIPERI (prometaphase!) : & 

BIRKS. HRB (spindle) ECM 
Ko ABRAM SEAL ERS & (cen- 

tromere) THRPABHEAMEH, # 

同 排列 [ + tp € (centromere orienta- 

tion ) ， 前 中 期 伸展 (pro-metaphase-str- 

etch ) Jo 

g ) BHA I (metaphase |): ACH WA 

#8 PRES ” (congression) 运动 ， 在 赤 

SB#i (equatorial plate) 上 排 成 一 绿 。 中 节 

共 排 (coorientation) 的 方位 已 径 确 定 。 同 

RRA PSI RBM. 

(8 R58 BR Re Ba PR 9 RES 

h ) 后 期 (anaphasel) : 同 源 染色 

体 的 中 和 节 向 细胞 相对 两 极 移 动 ， 每 一 中 节 各 

携 融 人 条 染色 分 体 [ 某 些 邵 份 是 姊妹 染色 分 体 ， 

RHA RAR AE DES MCR A(cro- 

ssing over) 4 REA (]—MizM £], 

中 季 在 前 ， 染 色 分 体 民 在 后 。 

i ) RHA] (telophase!) : RABE 

Min RETRA, S-RHREABSRE 

taf, (meiocyte) 染色 体 数 的 一 半 。 亦 即 
二 全体 染色 体 和 组 中 的 一 租 。 在 有 些 生 物 中 ， 

扰 此 期 及 随后 的 分 裂 间 期 (interk inesis)。 
j ) 分 裂 闫 期 (interkinesis) : BA— 

次 减 数 分 列 与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之 中 间 期 (in - 

terphase stage) 。 此 时 期 的 长 短 不 定 ， 有 

时 或 不 存在 。 两 权 之 问 是 否 形 成 租 胞 膜 因 生 

物 之 不 同 而 刁 。 在 分 裂 问 期 中 ， 染 色 体 螺旋 

BB (pk BR RE ee A Ba 

{Bh Bi Pay AR RBG ALE iW 

2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 second meiotic 
division) : WRB I (meiosis Il) 之 

REE RE M7 (mitosis) 相似 ， 其 过 程 
4} F3 BHA 1 (prophase II) ,中 期 人 (meta- 

phase II)» €#4 11 (anaphase I!) 及 末期 

II (telophase II) 。 

a ) 前 期 了 (prophase ll) : 在 无 分 烈 

疝 期 的 生物 中 ， 通 第 亦 无 前 期 人， 在 此 时 期 



ee se AH (coiling) 而 缩短 。 

b ) BHAI = (metaphase 1) > 二 分 子 
(dyad )85 FA (EAHA PS PB (cyt opl- 

asm ) i toh GRR BAS (Meck : 如 前 所 述 ， 
在 有 些 生 物 中 ， 和 无 末期 I 及 分 裂 间 期 ，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烈 后 无 细胞 质 分 烈 (cytokinesis)， 
因此 第 二 次 诚 数 分 烈 在 同一 原生 质 体 (pro- 

toplast ) 中 和 进行， 同一 原生 质 苯 中 有 二 个 起 

锤 笨 能 成 直角 排列 ， 在 中 期 有 时， 也 可 能 形 

成 两 个 相互 垂直 的 赤道 板 ] 二 配 舞 届 站 可 能 

有 一 定 排列 型 式 ( 但 兹 非 必定 ) 。 中 和 节 在 第 

Kt Bi ES A HER (equator) KBE 
ER o 

c ) HAI «(anaphase 1) : 姊妹 中 节 

(sister centromeres)$ BHRRET BE 

PARTE BA 

d ) FRAT {telophase tI) : 问 期 (in- 

terphase) 核 再 次 形成 ， 和 细胞 膜 (cell mem- 

brane ) 或 租 胞 厨 (cell wall) FOAM 

RZHGatK, SREABZEDMEMRS 

S+RREABMKAB SRM. Has 

命运 固 性 别 而 有 不 同 。 在 雄性 中 ， 所 有 四 个 

A/a & MR 

B/b 和 后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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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9 —ARRER LAR EERO WH SE EM (nonrandom) 分 配方 式 。 

meiosis 

Hil aK ae F (gametes) 或 孢子 (spo- 

res)[ D#&+#% (spermatogenesis) +). 

孢子 形成 (microsporogenesis) ]o FEHEE 

动物 中 ， 四 个 和 胞 中 的 三 个 均 退 化 而 形成 

“ fij% "(polar nuclei)» R#A— PMA 

成 雌 配 了 于。 但 在 开花 植物 中 ， 所 有 四 个 或 其 

中 两 个 粗 胞 参与 肛 误 (embryo sac) 的 形成 。 

[> 卯 子 形成 (oggenesis) ， 大 孢子 形成 

(megasporogenesis)] 。 ‘ 

KEM (chiasmate) HARM H— 
SHASRRATABR “SR VARDR” 

(achiasmate meiosis) 。” 。 此 征 分 列 的 过 程 

正常 ， 但 无 交换 作用 (crossing over) 和 与 交 

叉 (chiasma) 形 成 。 此 种 减 数 分 裂 通常 只 发 

生 在 走 个 性 别 中 的 一 个 人 性别。 [ RRS 

(Drosophila) 中 的 雄性 ] 。 根 据 推断 ， 小 区 
& 4 fa B (heterochromatic regions) 代 

蔡 了 交 双 的 作用 使 染色 体 连 和 结 在 一 起 ， 兹 使 

人 后期 | 时 的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chro- 

mosomes) 作 有 规则 的 分 配 [ 它 配 对 区 (col- 

lochore ) ] 。 在 无 交叉 减 数 分 裂 中 ， 整 条 

染色 体 成 售 重 组 ( recombination ) 的 单位 。 

til: 基因 座 A/a 和 与 B/b 前 减 数 (prereduction) 。 hl: XA MA/asi B/b 
后 减 数 (postreduction) 。 TM: 基因 座 A/a 坊 前 减 数 ， 基 因 座 B/RER 
Rh. B—-MM: KRULRBE SS Rot: PARE eR OM 
BUTE, CAM: 四 个 减 数 分 裂 产物 的 遗传 组 成 ,两 个 基因 座 间 有 交换 作用 而 
发 生 重 组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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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PS DY SL] MDE Gi (species) HF 
HAA RLY HR (variation) o 

在 有 定位 中 和 节 的 生物 中 ， 如 有 正常 交叉 

HRRTR, RS—-KPARE RATB’ 
(reductional) » (H#A#TRASEA (hete- 

rozygous) AM bk, Shires B(dis- 
junction ) ®] gE xe “ ~RBL ” (reductional) 

RE “ SRS "(equational) 。 在 染色 和 体 活 

” 机 分 配 的 情形 下 ， 二 基因 座 间 的 分 训 在 第 一 

次 沽 数 分 裂 是 否 是 “ 诚 数 的 ”或 “等 数 的 ” 

[ 前 减 数 (prereductional) RAMB(po- 

streductional) ]】 ， 要 向 其 交换 作 用 的 位 置 

Me (MO), MRE-BAKE MARZ 

a (prereductional separation) » 具有 

“A” REET BBFIA—-M. AA 

“a "PRRREPBB AAR. MRE 

£MMDE BER RHARED BYES 
具有 一 个 A 和 与 一 个 a ， 对 此 一 基因 座 言 ， 二 

fa) BER ( genetic constitution ) 相 

同 。 

FE RITA ( prereductional) 的 情 

WF; EAM A 2 RG 1 BS (equation- 

al) PRES MERMAGA, ERRADE 
SAD RIAR (reductiona) PR. ALBA 

HBA / aRpiir hz RA sm, ERI 

PRAT AMILRS WTR 

EPRRAENEH+tDMH, KA 

AA ETP FR HS RR 

色 分 笨 都 有 类 似 中 和 节 的 作用 ， 而 成 念 有 自主 机 
FE RG. eR LT RRS SRS 

REE VOURMARRAEE ERI, 

H-BHA-MARRH LER. Beer 

在 分 妥 闻 期 (interphase) h}, PRARRA 
分 体会 再 度 发 生 联 合 现 象 。 在 中 期 下 时 ， 二 

染色 分 体 呈 “配对 ”(pair) KB. RRES 

数 的 减 半 发 生 在 后 期 人 。 此 逢 沽 数 分 型 行 入 

只 发 生 在 无 定位 中 节 的 生物 体 中 ， 其 染色 区 

数 的 减 半 可 称 售 ”和 后 减 数 分 裂 ” (postre- 
ductional meiosis) . BMmRRBREAP 

发 现 [ ROS) RAR (Coccids) » Mea (a- 

phids) 及 鳞 翅 类 (Lepidoptera) ] ， 同 时 在 

4 ke ( Chilopods ) RM PHBOSS 

(Juncaceae) [ BH B(Luzila ) ] HEB 

Bo RBM (Coccid-type) 及 “杨梅 型 ” 

(Luzula ) 之 纯粹 后 减 数 分 列 的 原则 ， 示 之 
於 图 6 中 。 

另外 在 一 些 原 生动 物 (protozoa ) 中 有 

HEAP AHS" 音 步 又 沽 数 分 

( 肥厚 期 北 中 期 工 )|( 和 后 期 工 儿 (末期 工 )| 前 期 了 | 中 期 下 儿 ( 和 后 期 了 ABE) 
(定位 中 节 型 ) 

60 Feed (Cocdids) 及 模 施 (Luzuld) 的 后 巷 数 兮 裂 (HEMOMRAEHE 

(nonlocalized) 之 生物 ] RAAERMEW BE- EH (bivalent)] 行 饥 的 比较 。 

( 优 自 Tyistao de Mollo-Sampayc BH Rhdades,19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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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 (one step meiosis) [| Cleveland: 

1947!. 多 稳 菇 急 亿 乡 约 在 朝 知 芝 是 只 有 -- 

SETA FERAG ) FF isk cel 2. 

ABEL GBA ES. » 
lo ts atria 
Bh, GEAR BE! sivision axis FAB 

A, FERRI Seas SRAES 

WRAGBAZt, FETBRLZLUSEE- 

EGBL TART LA BR TKBEP 

BAGEL BABHBA MD FAL Jo- 

hn and Lewis» 1965]. BItEE5) f€ 

Je. ARE GB ladaptive changes)» 

生物 物种 特性 的 不 同 ， 或 存在 记 同 一 物种 的 

下 同性 别 之 留 ， 回 物种 同性 别 但 不同 个 钵 之 

A, fal — (G84 (eA fe], sic le] — 

fry A fi) ADRES 2. (al — A 7 fe 

(oH), Heit ls] — 9 HBAS al aL fz 2 fel 

Battaglia ‘ 1945, 1955) 将 玻 数 分 

B55 I AEA ABR TR SB (eum - 

ciosis) » {$j B57 73(pseudomeiosis); 

J) te OR Dt ZA (parameiosis),» 22% Hori 

RF : 
| MABDR (eumeiosis) : tH Mj 

RANT OIAG RABE ARAB Ai 

APS (SHITTY. ERI. BC 

4 (pairing configuration) 中 的 染色 体 可 

能 成 对 定向 (ecoorientate) [ “ APR” 
( prereductiona) ) 使 体 知 胞 染色 体 数 减 半 ] 

AZ Wi 4h) 4418] (autoorientate) [“ 和 后 减 数 “ 

(postreductional 使 体 稻 胞 染色 体 数 减 半 ]。 

凡 缺 少 第 二 次 碱 数 分 列 (second meictic 

division) # "#4243 “Bi” (pre) KR“ KR” 

(post) §ij PKI 5 ZW (apohomotypic meio- 

Sis)o Ai AS — KPBS Zi be ve Se Fl HE 

SE BA: BR “ TCHS Ria 
44°” (diplounivalent mitosis) 。 

2 BARBRA (pseudomeiosis) ; 此 种 
Dh By Bers E SEAS FE EH (asynapsis) 

或 交叉 在 后 期 1 以 前 完全 分 并 [ Oo 去 联 会 

(desynapsis)] ， 因 而 形成 日 价 笨 (univa- 

lent)» 无 二 价 体 (bivalent) HB. Miwa Bw 

BEER], Ai B—-KBRT (first 

meiotic division) 在 实际 上 是 一 种 有 入 分 

和 型。 末期 I Hee PRR Re MA, 

每 个 染色 体 只 有 一 根 染 色 分 体 。 在 第 二 次 分 

meiotic drive 

By, FBRBHZAT BASE RS ZeT 

RATE A- HERBRRE> 则 第 二 次 

“BETA” ZRPBRAGTAR—KaB 

榜 仅 是 一 种 有 赫 分 爱 :- 

3 BABAR (parameiosis) © 此 型 减 
RHAHAARK AREFARBRADR 

之 向， [ AMRED ARB rE A (asy- 

napasis) KBB (desynapasis ) 的 现象 ]- 

振 碱 数 分 型 可 能 坑 前 减 数 , 亦 林 能 入伙 沽 数 。 

meiosome tkAG#E[ Hofler » 1957]: =R 

#2 4% (spherosome) . 

meiospore ABifat  ttfat : Baap R 
(meiosis) 所 产生 的 单 合体 逢 上 胞 ( haploid 

cell) BRHMRTAMEAMTF ( gamete- 

bearing) % Mila ik HEH ct 4% (gameto- 
phyte) | = jx Ref ( meio-agamete ) ; 

453 HF (tetraspore ); {+ J Mi fa(gonium)]. 

[ 4 3440 (germ cell)] 。 

meiotic MADERA: HEE MR BR (meiosis) 

的 作用 及 其 产物 - 

meiotic drive MBI ASRS [ Sandler and 

Novitski » 1957 ] : EMR R (meiosis) 

iil, HRARABHAS 7 em Yes fF 

集 园 ( population ) 遗传 成 份 的 所 有 机 制 。 
ANSE (non -random) 染 色 体 分 配 (assort- 

ment) [ 一 般 与 各 种 刁 质 结合 (heterozyg- 

ous ) 染 色 体 结构 改 释 有关 ] Tam EMEA A 

Fil 5 FEA PS EFS ( selection ) ， 其 染色 体 上 

5 AS BIG BRE preferential se- 

gregation ) 而 不 成 比例 的 分 人 > 於 下 一 代 的 
4% A (gene pool). 

Pi BY Sp 2 Bin BB SS AE RE A AE PS ie 

A (alleles) 2 1:1 DREERIE— BHI @ 

Di BY 5 2) Se A Fo BE BPA BR : 

1 一 种 控制 减 数 分 裂 二 价 体 ( meiotic 

bivalent) 在 中 期 T 态 鳃 体 上 的 排列 方位 。 

2 .遗失 减 数 分 型 的 邵 份 产物 。 

显然 的 ， 此 种 情形 之 所 坎 称 坑 减 数 分 烈 

RBA, LARK BRA BHIEERT EL, 

URRARBEA BH E+— BAT URSA 

出 现 ， 落 非 受到 特殊 遗传 因子 的 影 咱 。 减 数 

Sh 2d Sie BB BD Eat WS FS BE SHISHA FH ( ( selec - 
tive disadvantage) 仍 然 使 等 位 基因 的 频率 

HD, FR Zh BS Bae BB Fe se HE OES (sele- 
ctively favored) 情 况 下 ， 亦 可 使 等 位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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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频率 降低 。 遵 致 减 数 分 型 贤 沟 的 机 制 本 身 
BSAHE (selection) 的 控制 。 

减 数 分 型 静 构 最 好 的 实例 ， HERB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74> BE(az 

( segregation-distorter) [SD] EAE 

及 恢复 破裂 系统 ( recovery disrupter ) 

[RD]. WRERMR A SD RARAGS. 

状态 ， 可 将 携带 SD A BS RFI 95 6 
EBRRZ CSD FERRE PARE fF] BE, 
RD 则 可 使 人 性别 比例 (sex ratio) BER 

fl Mo] FEA > ERD 系统 之 雄性 中 因 坑 Y 

染色 体 在 子 代 中 出 现 饮 复 减 少 而 使 其 后代 雌 

人 性 个 体 多 过 65%(RD 在 雌性 中 亦 不具 效 果 ) 。 

[ORfet (affinity)> 4HRF RA (au- 

tomatic frequency response)] 。 

meiotic effect RBA [ Magni ， 

1964] : FRR, BRRBBAR, TR 

%7R (meiosis) 之 后 大 量 发 生 ， 而 非 在 有 

入 分 裂 之 后 。 沽 数 分 裂 效 应 是 由 某 些 遗传 重 

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 PreK» 

meiotic inversion JRMDWHY [ Brown 

and Cleveland: 1968]: RA? ie 

( holocentric or holokinetic ) 染色 体 之 

生物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时 ， 浊 行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7854 ( ( equational di- 

vision ) ; EB KMART ARTE 

色 分 体 (和 与 一 染色 分 体 来 自 一 个 同 源 染 色 体 ) 

ZR TH. ERA RRS AA, 

RAT AETRA THEA CRA TBA Mm 

ESB KR DARA RAAT HR AZ 

HS7R. ERRAMZRMADAHBEE 

具 全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之 物种 中 EMR (Hemi- 

ptera) 中 ， 仅 同 翅 更 目 (Homoptera) RAM 

数 分 型 倒 位 之 现象 。 

meiotic synapsis RBC DRS OLE Hee 

# (chromosome pairing) o 

meiotrophic 382 IK) B[ Engel sb- 

erg and Ingraham, 1957] : 由 天 然 缺 

Mim (deficiént strains) 所 产生 的 

突 释 体 所 需 生 长 要 素 (growth factors) 较 

缺陷 细菌 依 少 ， 此 名 说 与 营养 缺陷 (auxo- 

trophs) 不 同 。 和 营养 缺 陷 型 需要 添加 生长 要 
素 而 营养 缺失 减少 型 则 需要 较 少 生长 要 素 。 

| melanic AEM) : —BR HAF 
melanin MEM: RAK CHRRMKS 

颜色 的 一 种 深 黑 色色 素 ， 其 化 学 千 构 式 的 一 
EER : 

melanism 黑 化 性 : 由 於 黑色 素 (malanin ) 

的 遗传 性 增加 ， 而 使 地 色 有 沟 深 的 趋势 。 

[Oeste (albinism), LE BURR 

(industrial melanism)]o  ~ | 

melanocyte ”黑色素 血 胞 : 含有 黑色 素 颗 粒 
(granules) 的 色素 细胞 。 

melanocyte-stimulating hormone “黑色 素 稻 胞 

RM BR :=—2H > +&H(intermedine, 

melanoma ”黑色 胡 胞 胜 癌 : 一 种 含有 黑色 竹 
胞 的 癌症 。 

Melanoplus femur-rubrum 22¢© : 蝗 鼻 的 一 种 ， 

ARMS EMR (meiosis) 研究 的 

材料 。 

melanosome “黑色 体 [ Fitzpatrick and 

Q@xevedo 1964 ] : 色素 稻 胞 中 任何 能 产 
生 黑 色素 颗粒 (melanogenic granules) ， 

从 其 最 早 可 以 辩论 的 时 期 [ 无 色素 出 现 十 ， 

LLBRU RE aH hE FG (electron 
dense FERRER IL SBRAEBIBo m 

ABEED (hms — SH Cie a (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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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ie 
HOOC — CH — CH, Q 

| 

/ 

Gc 
NH, H H 

elle) of Maat : 电子 密 结 (electron den 

se ) 坑 在 电子 题 微 照片 (electron photomi- 

crograph) 中， 染色 省 密 处 ] 。 

melanodtic tumor of Drosophila RM ARIE - 

> 1% fk# (pseudotumor) 。 

melphalan ”一 种 氨 芥 子 类 化 合 物 : EB 

Bia RM HLM (alkylating agent )。 

其 结构 式 如 上 。 

melting-out temperature 核酸 分 解 温 度 : 可 使 

二 个 DNA/DNA 或 DNA/RNA 公 合 体 

(duplex) 中 两 根 链 分 表 时 的 温度 。 

melting profile 核酸 融 解 相 : RRR: 

BR DNA/DNA 或 DNA/RNA 公 链 结构 (du- 

plex) ， 在 一 定时 间 内 ， 由 於 温度 的 楼 化 ， 
而 发 生 融 解 的 程度 。 此 多 链 结构 的 稳定 性 与 

其 分 子 量 有 天。 因此 当 链 的 长 度 增 加 时 ， 极 

酸 融 解 相 曲 线 即 向 右 移 动 。 

melting temperature PAR mE : 能 使 DNA 

eH BA50% ZIRE. Utm 符号 代表 当 

温度 逐渐 上 升 ， 而 如 到 可 使 DNA HPSS 
融 解 之 260nm 中 间 点 [Ott (denatur- 

ation)] 。 

membrane f& : 字音 位 膜 (unit membrane), 

membrane carrier “” 膜 携带 者 : 能 帮助 小 分 子 

移动 越过 和 胞 膜 功能 之 任 一 蛋 和 白质。 疫 有 运 

些 膜 携带 者 之 存在 ， 许 多 租 胞 外 之 基质 不 能 

进 大 知 胞 内 的 酵素 中 ， 过 些 膜 携带 者 具有 隐 

藏 的 功能 。- 

membrane system 3SiRRR : 任何 由 单位 腊 

( unit membrane ) 构成 的 系统 ， 不 仅 包 国 

类 胞 的 #a (cytoplasm) [ > 细胞 腊 
(cellmembrane)] 而 且 构 成 细胞 内 邵 大 邵 份 

的 和 结构。 包括 杷 膜 ({perinuclear membrane) 

[ > 细胞核 套 (nuclear envelope) ] > fi 

961K (mitochondrial membrane), ¥ # 

( plastid ) 膜 ， 消 解体 (1ysosome ) fm, LI 

R F444 (endoplasmic reticulum) B; 

a 3 KA 3(Golgi apparatus) fm] .#& 

BERBERA. MABROKRHRE SS 

C-N 
/ 

mendelize 

‘ton, CH 4 

pl Oe Or 

移 合 中 空 移 状 组 绪 及 各 种 相互 分 隅 的 小 室 。 

RRM BVAB TR, AMT Re Bh 40 

% F\| 90% 。 4 

memory cells scteAie : 由 於 初级 反应 (pr- 

imary response Ml ZAK) WE Me (ly- 

mphocytes ) ， 二 些小 租 胞 可 能 是 构成 次 级 

反应 (secondary response) 的 基础 。 

Mendelian character F (@Mttik : KR“ He 

” #4# (inheritance ) 法 则 ， 由 染色 体 上 

基因 所 控制 的 分 化 性 状 (character)。 

_ Mendelian inheritance Ziti [ Ca- 

stle» 1906 ] : # RBS A 1# (inher- 

itance) 模 式 Sa Miia BiB As fF (deter- 

minants) Ayala “JER BR” (non-Mend- 

elian) j8(@% “ jEx fA” (extrachro- 

mosomal)3# (75 [Al o 

Mendelian mutation & (Mx MHL St ubbe: 
1940] : 能 符合 孟 德尔 单 性 杂种 (monohy- 

' brid)S> BER9*® # (mutation) . e#RME 

#5 (IFAS AWK (gene mutation), Bifx 

St] RAF NAAR SHKS 

[O#@@* # (chromosome mutation)]. 

Mendelian population 2 (6M xt 1M [Dobzh- 

ansky » 1935): 一 群 相互 交配 (interbreed- 

ing) 的 个 体 ， 共 同 具 有 一 个 基因 库 (gene 

pool ) o[ 4H (population) ]» fs AA 
le 4 SAS (population genetics) 

HSEARRERIL. BRER BAB EEA 

AMM HK SA RH (gene flow), 二 者 之 

间 没 有 明 是 的 界限 。 假 如 基因 的 流动 受到 限 

制 ， 则 集 园 的 基因 唐 问 可 能 显示 相当 程度 的 

#2. AAWR#F (gene frequenc ye 表示 画 

德尔 式 集 园 特性 的 主要 指标 。 

Mendelian ratio 孟 德 责 式 比例 : GSReBt 

{#( inheritance ) 定律 的 分 训 比 。 

Mendelism SMBS [ Punnet » 1905): 
Rin UeeRReSRRARHLABSEA 

i {# (inheritance) 。 

mendelize (emit: him ew 7M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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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ation) Rl [ > 1#( inheritance ) ] 

分 万 的 基因 。 

Mendel’s laws of inheritance 孟 德 尔 遗 传 定 律 : 

c> 1% (inheritance), 

meniscus 2H: 小 柱 表面 突起 的 凸 形 面 。 

meractinomycin EM: ORKRH*D(actina- 

mycin D)o 

mercaptoethanol Sf AZ AF: HOFABSH 

CH,CH,OH, R-# A m7 2A Al (mi- 
totic poison) « 

mercaptopurine SARIS : S— 4 (pu- 

rine) 的 类 但 物 ， 其 结构 式 如 下 : 

ss 
ne SC—-N 
| it ] 

mericlinal EJ&&[ Joergensen and Crane» 

1927] : ERS (chimera) HARM, FA 

-一 种 特殊 的 和 遗传 成 份 ， 其 外 围 有 一 邵 分 破 不 

ABE KHER: seKABRA 

ike (mericlinal chimera) 。 

meridional se: 与 赤道 成 直角 。 

merino 泰利 诺 羊 : 以 西班牙 羊 仿 和 梦 本 所 育 出 

的 一 种 羊 ， 以 其 羊毛 特 佳 而 著名 。 

meristem SM: 植物 组 胞 中 分 型 极 快 的 
eR. ERR Hee BS ie [ oe 

| 植物 ( ferm ) ] ， 亦 可 能 包括 很 多 条 上 胞 。 

meristematic “分 生 组 积 的 : RATER, 

或 属於 分 生 和 组 筱 者 。 

meristic variation [E##2 : 可 以 计算 出 的 

—-fE RBA, 在 本 质 上 是 一 种 数量 性 

( quantitative ) BBR. 

meroblastic cleavage “不 全 卵 裂 ， 局 部 四 裂 : 

坑 受 精 饰 分 裂 后 的 一 些 租 胞 。 其 中 有 些 和 细胞 

FA SR Sa RH i ( polarized distribution) 

RR, MR hmeRA. 

merodiploid 部 分 二 倍 体 : 它 部 分 合子 (mer- 

ozygote) 。 

merogamy “小 体 配 合 ， 配 子 小 型 [ Meise- 

nheimer» 1921 ] : BR#H® (proto- 

zoa) 的 一 种 受精 方式 ， 由 一 种 所 请 “配子 小 

#8” (merogametes) 融合 而 过 成 受精 作用 。 

此 种 配子 是 由 管 养 租 上 胞 ( vegetative cell) 

径 多 次 分 裂 而 来 ， 它 和 与 原来 租 胞 的 结构 大 小 

均 不 相同 。 同 时 与 配子 大 型 (hologamy ) ， 

或 配子 配合 ( syngamy ) 和 意义 不 同 “ABEL 

合 可 能 行 同 配 生 殖 (isogamy) 亦 可 能 行 且 

配 生 殖 (anisogamy ) R$pi2 + $4 (odgamy, 

merogenote 生殖 小 片 L Clark and Adel - 

berg» 1962] : Mim #@# (chromoso- 

me) F/B ( fragment )> AmERREA 

机 制 均 由 租 菌 给 体 和 细胞 所 产生 的 。 

merogony §fk #8 L Delage » 1899 ] : 

DR RATES B— (BR ARE (sperm nuc- 

leus ) {HRD IRR (egg nucleus) AIR 

(egg fragment )#Bo 

meroistic _ 卵 营养 血 胞 : yt BAIR ( ova- 
viole) 内 的 一 些 答 养 备 上 胞 ， 若 尖端 保 落 和 胞 

(apical nurse cells) 藉 营 养 肌 (nutri- 

tive cord) 与 卵 母 逢 胞 相连 时 ， 则 罗 巢 称 之 

坑 尖 端 营 养 (acrotrophic 或 telotrophic ) 

ix. SRBRRBRE-BI AeA 

#576 — (YH ( follicale ) 中 ， 则 此 卵巢 称 

SE BIBR (polytrophic) o 
meromixis “部 份 融 合 [ Wollman» Jacob 

and Hayes » 1956 ] :和 菌 给 体 知 胞 ao- 

nor cell) 基因 祖 (genome ) H— (PBK 

SR KM RRSREAAZS BA (re- 

邵 份 融合 的 结果 产生 部 份 合子 

(merozygote) 。 

merospermy 部 份 受精 : 一 个 卵 租 胞 与 一 个 不 
AMR MT ata. FT. MTA 

@ AGB Rac R ( karyogamy )[> 
KE H (gynogenesis) ] 。 邵 份 受 精 在 一 
些 线 鼻 纠 nematodes) 中 ,， 是 一 种 正常 的 现 

R, thi] ARBHEBS. | 

merostathmokinesis ”局 部 秋水 仙 鼓 分 裂 LGa- 

vaudan>» 1943 ] : B—-fARD>RB (mito- 

sis)» [ =MipkkieAe7e (C-mi- 

tosis) ]. Hi 5648 (spindle) HBBA 

活性 ( inactivation ) M@MBPRRBE 

生 多 极 性 〈 multipolar )o fyRBKKIMMT 

ZY £2 Ha WS €K 7k {1 ( C- mitosis agent) 使 用 
ABREMRECSH MBBS. 

merozygote 部 份 合 子 [ Wol! man » Jacob 

and Hayes » 1956 ] : 租 菌 中 不 完整 的 合 

子 (zygote) > RHBAWAR— BH (di- 

ploid), SL @30 (773 4 fS 38 (haploid) . 

部 份 合子 的 形成 过 程 称 坊 部 份 融合 (me- 

cipi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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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ixis ) 。 一 个 邵 份 合子 包含 受 体 (reci- 

pient) 稻 胞 的 完整 染色 体 组 ( genome ) 及 一 
iS (donor) MBH EB) (mer- 

ogenote)>o MAF—-MRIFRTEE > HK 

SAR TEE BRERA (homogenotic) 
或 撕 质 基因 粗 (heterogenotic) 。 在 部 份 合 

子 中 ， 重 组 只 能 在 染色 体 想 的 二 信和 体 (dip- 
loid ) 部 份 发 生 。 [ 吃 转 化 (transforma- 

tion) # (transduction); 及 接合 ( conju- 

gation)] 。 

mesenchyme fFisHIH: 一 逢 胚胎 内 的 连接 

GR, ”包含 许多 行 不 同 作用 的 不 定形 租 胞 

( amoeboid cells ) 。 一 群 此 型 的 租 胞 形成 

了 一 个 用 宽 的 网 。 大 多 数 胚 胎 关 质 是 由 中 胚 

层 (mesoderm) 衍生 而 成 。 当 奉 椎 动物 发 育 

ARMA E+ BERR BRA. 

Mesocricetus auratus HAH: fH golden 

hamster H#%, £-BRRBRHE aR 

( rodent ) 实验 室 材料 。 

mesoderm chit :在 三 胚层 动物 (triplob - 

last) 之 外 胚层 (ectoderm) 与 内 胚层 (en- 

doderm) 中 间 的 一 层 。 中 胚层 的 胚胎 竹 胞 可 

”形成 肌肉 (muscle)， 和 结 顷 租 癸 (connective 

tissue) ， MM (blood )， MER (lym- 

phoid tissue)» FABER SARA ( lin- 

ing of all body cavities)» RM RK (se- 

rosa of the viscera)» BRE ( mesent- 

exries)， 血 管 的 上 皮 (epithelia of blood 

vessels ) ， 淋 巴 腺 ( lymphatics )» BR 

(kidney), &RB(ureter), 45H ( gon- 

ad ) ， 生殖 器 官 (genital ducts) RB EAR 

皮层 (suprarenal cortex) 。 

mesokaryotic <PiRZAY( Dodge, 1964]: 
HARSH ABA BSBA ( deoxyri- 

bonucleohistone)[B A & + 4n(prokaryo- 

tic) MAZE ], PAS PR (ai- 

- noflagellates) ##4ZHRBRE. ER 

—8F AHR he HRT (dinomitosis) 类 

mesophyte ”中 生 植 物 ， 中 生 代 植物 : 在 中 度 
泥 度 下 生长 的 植物 。 

mesoplasm ”中 间 胞 贸 [ Plowe» 1931 ] : 
St i A AER (cell membrane ) 与 液 胞 (va - 

cuole ) 膜 [38k mM ( tonoplast )] ZH 

h-hh mie (cytoplasm) ° 

Mesozoa | 

mesosome ‘Pfaj/\\#@ [ Fitz - James ， 

1960] : [ = 质 膜 小 体 (plasmalemmaso- 

me) ]. @#RMWAAR ARK A(mem- 
braneous structure)» HAMAR AM 

(infolding) RK #eREGTM ( pinching off ) 

NVR. PHIMGE-BERRE, LMA 

Ape Bik [ RR (lamella) 的 聚合 体 ， 
它 可 能 是 呼吸 作用 集中 的 场所 。 

PH 3 — AG (nuclear body ) 或 

“ SH” (nucleoids ) 似乎 都 附着 在 一 便 
中 间 小 体 上 [ Ryter and Jacob »1964]. 

EAR MATA, BRAKE (membrane 

system) FMaXMHARKLAH AR, 
RAKBEAARBIN SAM HRA 

域 。 

Mm DNA 成 分 [ MBAEM ( chro- 
mosome)] #947 # (segregation) 可 能 是 由 

膜 的 生长 所 道 臻 【图 61 ] ， AKDRMH 

位 实际 上 就 是 稻 菌 薄膜 的 基 片 ( CREE 

菌 生长 与 分 型 时 保持 完整 所 构成 ) -同时 也 被 

info SED | ABAD (eukaryotes) | 
染色 体 功 能 相 但 的 同类 物 (functionally an- 

alogous), EHR DNA HRHRREH 

MRZARAAHH HMA. Bere R 

DNA MMS RAMA (regulation) HF. 
FEI E ( Jacob +» 1966). 

图 61 — (AS oh il) 8 i Be RE (cir- 
cular) iH By 2 & 98 84 te BH Bh 5} BE, (a) 
色 体 与 膜 的 一 个 特定 位 置 接生。(b) LE 
体 完 成 复 抠 。(c) 由 於 薄膜 的 成 长 使 染色 
体 接触 区 分 并 。(d) 膜 增长 完成 细胞 可 以 
开始 分 裂 〔 优 自 Jacob, 1966]。 

mesothorax 中 胸 : 昆 盘 三 个 胸 片 ( thorax 

segment) 位 於 中 间 的 一 个 。 在 其 上 有 一 对 

足 及 一 对 好 ( 在 有 翅 昆 僵 中 ) 。 
Mesozoa 间 生 动物 : 4: (metazoan) 

内 的 分 系 (subdivision) 之 一 。 包 含 若 干 寄 

4+ f& (parasitic species) ， FE ER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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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 层 体 细胞 所 包围 。 

message ”信息 : >it (#12 8(genetic mess- 

age) ° 

messengerDNA “信息 DNA : 在 生物 体外 

(in vitro) 蛋白 质 合 成 系统 中 ， 能 从 事 信息 

作用 之 单 股 DNA( 由 某 些 逢 菌 噬菌体 内 分 表 
出 之 DNA ) 。 在 起 始 因子 ( initiation 

factor ) 与 GTP 存在 时 ， 它 可 在 核 酶 体 
(ribosome ) 上 堪 接 起 始 IRNA (initiator 

tRNA) [ fMet-tRNA ],DNA 股 之 转译 能 

FL = 1 #822 ( genetic translation )]; 

依据 Mg” BEF BEAT REE 
messenger-like RNA = {LBB RNA [ Sch- 

errer and Marcaud » 1968] : 三 信息 前 

RNA (pre-messenger RNA) 

messenger recognition factor 信息 辩 识 因 子 

[ Heywood » 1970] : 当 形 成 起 始 复 合体 

( initiation complex ) 时 ， 能 在 术 醚 体 上 

结合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之 专 一 性 
A+. SaRRMATRASRBREBED 

之 结合 因子 (binding factor)， 在 蛋白 质 合 

成 时 ， EET EP alte A ; EBRED 

中 ， 对 细胞 分 化 (cytodifferentiation ) 与 

分 化 稳定 现象 扮演 一 个 重要 角色 ， 运 些 控 制 

作用 仅 於 已 知 时 间 内 ， 和 胞 之 信息 RNA 物 

种 具有 合成 蛋白 质 裕 力 之 范围 储 限 。 

messenger RNA ”信息 RNA [ Brenner ， 

Jacob and Meseison» 19615 Jacob and 

Monod » 1961 } :[= 信 息 RNA( infor- 
mation RNA) 5 f& hk RNA ( template 

RNA); 38 RNA (unstable RNA) RA 

#1 RNA (complementary RNA )] 。 简 写 

itt mRNA， 坑 一 群 种 类 大 小 不 同 的 大 型 

核 酶 核酸 (ribonucleic acid) 分 子 ， 它 是 

在 去 气 核 酶 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7 1G 98 (genetic transcriptiom 时 合成 ， 

其 作用 是 做 蛋白 质 合 成 时 的 模版 。 [ ERB 

M+ S&S HEEK ( polypeptide ) 的 合成 体系 中 ， 信 
息 RNA 促 进 胺 基 酸 的 加 成 (incorporation) 

反应 ] 。 在 同一 个 生物 中 mRNA 的 大 小 ， 大 

43% 8S 到 45S。m-RNA 是 依据 DNA 的 
RNA 合成 所 产生 。[ BH DNA PHBE 
依据 DNA 的 RNA 合成 酶 (DNA-depen- 

dent RNA polymerase) 的 作用 ， 而 形成 单 _ 

KRNA, REBRS - BHE B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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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oside triphosphates) » HARK 

tt (polarity) 5 —3’ ] omRNA Att 
酸 ( nucleotide ) IRF RBARR DNA 相 

A#aé: ([ Si) % DNA (homologous DNA) 

hl» BABM HARE (hybridization) : 
DNA-RNA### (DNA-RNA hybrid) J, 

mRNARSAR ERE aaa, & 

RFF Bs | > 1444 ( genetic transla- 

tion) ] Lige + #5 fah5 SK AKSA( polypeptide 
chain) | Oit{##44 (genetic code)» 

传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 s mRNA 

可 用 同位 素 将 其 迅速 加 以 标 诗 ( labeling )， 

是 代谢 作用 不 稳定 的 RNA 成 分 ， 除 少数 例 

HOS» ARR RAR PMR NAB HH Bde - 

cay constants#)RK ADH. MAGES 

卉 休 件 的 改 千 时 ,由 於 mRNA 生 存 期 的 短暂 ， 

细胞 合成 蛋白 质 的 范围 ， 可 以 随时 加 以 调整 

[ 如 食物 的 供应 (food supply )» THRE 
素 (inducible enzyme) 在 有 些 只 能 产 

生 同 类 蛋白 质 的 组 胞 中 ( MeL ERA) > 

大 多 数 m-RNA BERANE ARAB 
定 。 

售 RNA 病毒 (virus) 的 RNA WRB 

病毒 的 基因 和 组 (genome) ， 而 且 形 式 上 类 似 

DNA » 或 至 少 一 邵 份 可 充当 本 身 的 信息 

RITA o 

遗传 学 及 生物 化 学 上 的 研究 结果 都 支持 

天 然 mRNA 可 能 是 “多 作 玫 子 ” (poly-cis- 

ENE BT ELS BRASH AK tronic ) ， 

(polypeptide) 的 遗传 信息 而 构成 一 个 控制 
ft 8 Z FRR F (operon), mRNA 除了 

可 以 决定 蛋白 质 构 造 以 外 ,mRNA fl HES 
与 蛋白 质 合 成 的 调节 作用 CINE 
netic regulation)] o 

mRNA Ha BRE ERI 

HA, (i mRNA 4 ise (riboso- 

me) 联合 ， 此 极 酯 体能 沿 着 mRNA 移动 , 按 
顺序 合成 蛋白 质 。 亦 即 解读 一 系列 支配 胺 基 

酸 的 三 氨基 字 码 ， 而 使 胺 基 酸 呈 和 线形 排列 
[ 字 承 接 假说 (adaptor hypothesis ); 运转 

RNA (transfer RNA) ] 。 只 要 mm-RNA- 

RBEARBEER. m-RNA = RABE Oo 

= m-RNA SAR RBIS BAR » m RNA BF 

产生 不 稳定 现象 由 蛋白 质 的 体外 (in vitro) 

合成 试验 症 明 ， 天 然 的 mm- RNA 含有 一 个 或 

ene oe 



273 

BUBLZLE( sites PEERS HIKA KAS BAM. 

Hf BEAR AHKERaE ， 

(nucleotide triplet)» KR#—)RGHR 
Sa, “起 始 三 联 码 ( initiator triplets ) 

可 能 是 N- "AMBER (N -formylme- 
thionine) 的 字 码 子 (codons) AUG » GUG 

及 UUG 。 wH#UebHtts BRARRBE 

“解读 框 构 ”( reading frame ) 的 功能 。 

亦 即 此 一 起 始 体 (initiator ) 必须 做 念 一 个 
“ MFA HES ”( phase selector 或 pha - 

ser)o ERETERE J IRAE 

IBF RRB. ih HERRA [OM 
48%: XB (reading frame mutation)] 。 

messenger RNA binding factor ”信息 RNA # 

SAT : = 信息 辩 识 因子 (messenger re- 

cognition factor) 。 

messenger RNP particle “信息 RNP 颗粒 : 在 

BR+zDM+H, f—-MiRE1oRNA (mess- 

engec RNA)MAYM, RHRSAARZ AL 
BM [4a 24 (informofer ); 13.4. 

(informosome ) ] 。 它 具有 信息 前 RNA 

(pre-messenger RNA) Af» ep hoes vet 

mRNA SMA. URSSLAZHAD 
HE © 

metabolic cooperation ”代谢 协同 | Subak- 

Sharpe et al-» 1969 ] : GBH, 

RRBMBANCRR BH CRER MI 

TeEBREZBEE. FRRABAP Le 

2%, BEBE ARZAA PERERA ee 

24% 4B (genetic marker) 之 存在 [OZR 

(crossfeeding)] 。 ， 

3h PR i& IE BE (gap junction) Ema hm 

场 同 所 必需 之 结构 。 
metabolic DNA  {t#HDNA [ Pelc » 1968; 
Anker et al-» 1971 ] : RRRERAM 
ZRABRHOCTKEMME, RRB 
Z FERAL HE DN A(non-mitochondrial DNA) 

[ =Mi®B DNA (cytoplasmic DNA)] © 

metabolic nucleus AFiL7K 5 代谢 核 : = MI 
#% (interphase nucleus). 

metabolic pathway “代谢 途径 : 一 违 串 细胞 问 

(intercellular) 有 酵素 参与 的 反 座 ， 使 一 

个 分 子 转 变 成 另 一 个 分 子 。 

metabolic poison ”代谢 毒 刊 : 一 种 对 代谢 作用 

(metabolism) 有 害 的 化 合 物 。 

metagon 

metabolism {tHE : 生物 体内 一 切 物理 及 

(BRERA, SHARAD RE 

质 (protoplasm) WEAR H. IF 
用 ,所 产生 的 能 量 亦 可 在 生物 体内 发 生 功 能 。 

metabolite “代谢 物 : 代谢 的 产物 。 

metacentric 中 位 中 节 : 中 和 节 (centromere ) 
的 位 填 大 多 位 於 染 色 体 (chromosome) 中 间 

( URE) 。 此 种 染色 体 在 分 裂 中 期 时 形 

成 V 型 或 了 型 。 (OREMRAW ( idio- 
gram)] 。 

metachromatic dye BMH: BRAT . 

成 两 逢 以 上 颜色 的 染料 。 磊 色 的 不 同 要 和 视 其 

FEB? ER (chromotrop) 上 染色 分 子 的 

堆 集 程度 而 定 。 

metachromatic leucodystrophy 异 染 性 白色 敬 

差 退 化 症 : 坑 一 逢 起 传 疾病 ， 是 由 於 缺乏 一 

SAEREEZRA (arylsulphate) 的 解 
硫 酶 (sulphohydrolase) 所 引起 。 

metafemale S77##1t [ Sterz，1959] : 根 
Hee FI REP BR (balance theoryof sex- 

determination ) ， 一 个 个 体 雌 性 定子 (aqe- 

terminer) 的 数量 大 於 正 常 肉 性 者 谓 之 杰 形 

HEME [ 例如 : RHE (Drosophila HBA 

= X RAR MABE ( 3-X+2A) 

者 ] ，“ 超 雌性 "(surperfemale ) ##H 

坑 不 确实 的 同 义 字 ». ARERH2XK+2A 

个 体 已 经 过 到 了 雌性 表达 的 极限 。 沟 形 雌 性 

RMA 6 Be BRz (hypoplastic) 的 

卵巢 (ovary), CBR ARH Si A (mal- 
formed)» AMPBEM BR MPR - 

人 类 若 具 有 二 套 体 染色 体 及 三 个 又 染色 体 ， 

则 第 一 性 徽 及 第 二 性 币 (primary and sec- 

ondary sex characters) #FYAREF. 

metagamic ”配子 后 : LOH] A (sexde- 

termination). 2 受精 (fertilization ) 后 

WEETH MBE TZ 

metagenesis 世代 交替 [ Haeckel » 1866 ]: 

三 世代 交替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 > 

metagon 质粒 [Gibson and Beale +1961): 

By ESE BS (paramecium) LAH MRE 

' 物 ， 是 一 种 RNA ( 与 某 一 基因 的 DNA 成 
互补 ) 。 在 某 些 人 条件 下 稳定 ; 具有 感染 性 可 

经 由 一 种 草 履 鼻 的 细胞 质 (cytoplasm) 或 其 
他 外 界 介质 ( medium) BA-BAS 

中 ， 同 时 在 某 些 状 况 下 可 以 增殖 [ Gibson 



metagynic 

and Beale »1963 ; Sonneborn, 1965] 

质粒 坑 维 持 共 生 (symbiotic) mu 颗粒 所 不 
A ath, Time BAAS REHE BAAR 

49 30 Ac AE (mate - kille 忆 特性 。 二 种 特殊 

现象 ， 可 能 是 由 Mi 及 Ms 基因 衍生 而 来 。 

若 将 其 起 始 (initiating) 基因 除去 ， 划 质粒 

RERRERR.. SRAGRBPHRBS 

掠 奢 人 性 崔 毛 是 (predatory ciliate), A 

ABE. FER AAA] RE RE 

fa(ribosome itt, ESR. RRA 

增殖 。 

质粒 只 有 在 外 来 种 中 (foreign species) 

才 成 坊 有 效 的 租 胞 质 遗 传 (inheritance) 单 

fil, RARE, CER 

一 种 复合 物 (complex) hE BR Ilia 

(organellar) ， 而 只 是 一 种 简单 的 分 子 。 

metagynic ”两 性 体 的 [ Loew » 1895 ] : 咱 
HE xi HE 76, 5] #& (monoecious) o 

metahermaphroditic S##EFG8( Bacci ， 
1965] : #—-Sah, —ERRA PE HW (he- 

rmaphroditic) $ 另 一 半 坑 雌雄 办 体 (gono- 

choric ) [ OD #4 Fe] Ht (hermaphroditic)} 

metakinesis PHAS23 [Flemming +1879): 

| 组 胞 在 有 丝 分 裂 (mitosis) 后 期 时 ， 每 一 
染色 体 的 二 染色 分 体 分 并， 分 别 向 起 钴 体 的 

PR fh EB © 

2 =#é, M# (chromosome congre- 

ssion)fE SEH 7RSE EL Wasser mann ， 

1926]. 

metalloenzyme RM: — (iR— xs 

个 金属 原子 结合 的 和 蛋白质 。 trier? a 

酵素 。 

metamale  #72MT : RE (Drosophila ) 

中 具有 三 套 体 染色 体 (autosome) 及 一 个 X ~ 

- 染色 体 者 。 以 前 英文 名 称 又 用 超 雄 性 (su- 

permale)o | 

metamerism 分 季 现 象 : RBA Bh ( anne- 

lids) BRR HM ( arthropods ) 共 有 的 现象 。 

在 体内 每 一 器 官 系统 内 包含 了 一 付 重 覆 的 模 
Ko WBF ii Rm (anterior-posteri- 

or] AS ot Had aR a) ARRAN SR 

(appendage) #h Ef & BRS © 
metamorphosis 423% : HS) (lavral) MR 

REA (adult) 的 现象 。 

metaphase 中 期 [ Strasburger » 188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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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 OR ( mitosis ) ， RRR (meio- 

sis) o 

metaphase arrest 中 期 停顿 : ane” 抗 有 

M7” (antimitotic) “ 剂 ， 使 有 缘分 裂 
( mitosis ) 或 减 数 分 裂 的 过 程 停顿 在 中 期 

(metaphase) [ DAMA RH +H] #| (mitotic . 

poisons, or mitotic inhibitor ) ] 此 种 

稻 胞 分 裂 的 中 断 ， 一 般 会 牵连 到 和 结构 的 县 常 ， 

或 使 特 胞 有 入 分 裂 驳 器 (mitotice apparatus) 

明显 的 消逝 。 [ 它 秋 水 仙 战 有 丝 分 裂 (C-mi- 
tosis ) 3 KAM RRD BS (C-meiosis)]> 

FE BEA: RBS ORE (egg nuclear) 中 ， 正 

BiG PRS ASRS RAK 中 期 或 

晚期 一 直到 受精 作用 开始。 

[ at : 在 两 楼 动物 及 人 上 类 雌性 中 ， 生 

殖 和 胞 减 数 分 型 停顿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前 期 

Here (diplotene). BAR ASE BT 

TBAT BRET USER AFB RZRE [LO 

¥E%\ 3 @ 4H (lampbrush chromosome)] 。 

metaphase inhibitor PHAM A [ Dustin» 
1947] : Dae getty (mitotic poi- 

son) 。 

metaphase pairing index 中 期 配对 指数 [ To - 

bgy » 1943] : 在 观察 所 有 的 减 数 分 有 裂 (me- 

iosis) 和 组 胞 中 ， 第 一 中 期 上 时， 两 根 特 殊 染 色 

体 配 对 的 组 隐 数 估 观 察 和 组 胞 配 数 的 百分比 

[Oo #xé MaeH (chromosome pairing)] 。 

metaphaseplate ‘PHAR : 赤道 区 (equato- 

rial region) A». $648 (spindle) 对 两 端 — 

fo 67i@ [ = 赤道 板 (equatorial plate) 

RAZR (nuclear plate)] . AMAR (mi- 

tosis) 或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PHAR RE i 

在 设 处 聚集 [OG WHF ( chromosome 

congression); ? t < (centromere ori- 

entation) ] 。 

metaphase spindle PRRSERE: > M980 
(spindle) . 

metaplasm | KR [Hanstein» 1868 ] : 

fila AERA B ( protoplasm) 构成 物质 的 

MB. [OH ¥ (paraplasm)] 。 

metareduplication HRA [ Hsu and 

Moorhead » 1956 ] : DMMMAR (inter- 
reduplication) o 

metastable state 9 “FARE THE : R— RT 
% (atomic nucleus) MRR, FER 



出 放射 委 人 后 ， 即 可 回复 到 它 的 原始 状态 。 

metastasis 2%: 恶性 次 瘤 租 胞 由 其 发 生 部 

fiz RAK BFL fh BPA 

-metatarsus SRA: 昆 盘腿 基 导 的 踩 骨 ， 在 雄 
RHE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 中 ， 每 

个 前 腿 的 峡 节 生出 一 个 性 梳 (sex comb) 。 

metathorax ”后 胸 环 昆 锚 三 个 胸 (thoracic) 

节 的 最 后 方 一 节 ， 其 上 有 一 对 足 及 一 对 翅 
( 在 许多 有 翅 昆 盘 上 ) 。 在 车 曙 身 上 ， 其 后 
胸 环 薄 着 生 一 对 平衡 棍 (halteres) 。 

metaxenia ”果实 站 感 ; 后 生 输 粉 性 : 吕 直 感 
现象 (xenia) o 

methacrylate FAs MES: B—-AOB, 
一 般 用 来 包 埋 ( embedding ) 生物 标本 ( 用 
REF BSR, MARK SBA 
蔡 的 趋势 ) 。 

methanol 甲醇 :分 子 式 坑 CHsOH, 含 一 种 脂 

Wi (lipid) MR) ( 沸点 : 64.7°C) 。 
methotrexate FRE : R— AB REM (folic 
acid ) 持 抗 物 (antagonist)， 其 千 构 式 如 上 。 

methytated albumen-kieselguhr column FRE 

蛋白 白 蛙 藻 土 柱 : R—RRET ZR (ionex- 
change) 柱 (column) 在 色 层 分 析 (chromo- 
tograph ) 法 上 用 此 来 分 艺术 酸 分 子 。 简 写 
MAK。 

methyicholanthrene FRM: B— eRe 
化 物 的 致癌 物质 ， RAGA RS : 

H H ; 
methyl green FRE : A— ee, x 
FAR BLUSE DNA. 在 二 克 分 子 省 
BEARISH, pH 5.75%, BEE 
RAK we (undegrade) 的 DNA Re, 

M factor 

0 COOH 
\ | 
f-C-NH~CH 

H ‘tc 

CH,-COOH mee 

其 分 子 式 如 十 

y-\ Be 
H H \ i / \CH; 

AS 

N-C “rate abe 
cH, 2 t= ’ C=C 
"pore ap 4 oo hey eRe 

-cl 1.4.0 

(aes 
methyl guanosine 

%(rarebase). 

methyl inosine PERRO A 
氨基 (rarebase)o 

methyl matonicacid uria 甲 基 丙 二 酸 尿 毒 症 : 
雯 一 种 人 类 得 传 疾病 ， 其 原因 是 由 於 缺乏 属 
FR — BSS A BS 2287 8817 BG (meth ylmolonl- 

coenzyme A carboxymutase)o 

metric ”度量 (性 状 ) : R—-BRMER SH - 
EBZEK[OLS#R ( meristic)]. @ 
A ah FZ BEE RRB AGS (polygenic), 

即 由 许多 基因 所 控制 。 
metrociinal “母系 遗传 : = 124% HR ( ma- 
troclinal) o 

MeV 百草 电子 伏特 : =mega electron volts. 

M factor MEF [ Davison et al-+1969): 

RL RAT MUL RNA R4R(RNA po- 
lymerase ) [ ®DF30BHRB), HEE 
#8 7+ (in vitro) 刺激 其 转录 作用 的 一 种 蛋白 
AAT (ABRR PRE). MAF HRC 
因子 (rho factor) 和 0 因子 (sigma factor) 

媒 分 ， 但 其 有 数 种 共同 特性 与 c 因子 相同 。 

MATER 5 因子 均 属 不 耐 热 的 蛋白 时 ， 其 沈 
RARABR 15S, HYMRAME, 

fh FSS TRIM RNA CAR. MAF AES 

回炉 人 性 因 了 于 ， 可 阻止 起 始 RNA MARS 
- 止 作用 ， 或 直接 赋予 o 因子 起 始 作 用 之 专 一 
M% [c> psiQF (psi factor )] 。 此 种 刺激 

fFAR, "7 gE RR MRF 3 AB (polymerase) 

PE RMLE : OAK 



Michurinism 

相互 作用 所 引起 的 。 

Michurinism Michurin 学 说 : 船 俄国 园 枪 学 

家 Michurin 所 创立 的 一 种 遗传 学 襄 。 特 别 

OB FARE REA ( scion) RBREHKS. 

Michurin BRRRRHAERH SR (Ly- 

senkoism)o 

micro- 微 : !. 百 万 分 之 一 的 字 首 ， 在 公制 中 

BRE SH Bir. | 

2 APM (microscopic) BY fK’]\ (minute) 

Zo . 

microbe ”微生物 : 即 微生物 (microoganism) 

( 一 个 非 技术 性 名 词 ) 。 

microbeam irradiation 显 微 光束 照射 : 利用 微 

小 直径 的 光束 (beam) » LABRET RR (io- 

nizing radiation) RR HR (ultraviolet 

light) ##BHA. RBS Mla bye 

BF o 

microbial genetics “微生物 遗传 学 : 研究 微 生 

物 ( microorganisms) SH # 

microbody ”微粒 [ Rhodin 1954 ; Band- 
huin » Muller and de Duve » 1965]: 

Mie p—-ZHAVR PRESS BR 

0.54m) ， 与 溶 源 体 (lysosome ) 及 小 粒 线 

#( mitochondria ) 不 同 ， 仅 由 一 层 单 膜 包 

定 。 微 粒 有 车 富 过 氧 代 谢 酵 素 ( enzyme 

of peroxide metabolism) «+ 在 若干 物种 

(species) 中 ， 微 粒 具 有 一 个 由 明显 的 结晶 

TB ies PRBS aR. 其 基质 

( matrix ) 是 一 种 微 租 的 颗粒 (granular) 。 

微粒 是 属於 一 种 通称 和信 过 氧化 体 (peroxiso- 

me) AMA. RAL ( SASS ) 可 分 篇 三 

6, 分 别 含有 酵素 催化 酶 (enzyme catalase) 
D 胺 基 酸 氧化 酶 (D-amino_acid oxidase) 

以 及 尿酸 氧化 酶 (uric acid oxidase) 。 

microbracon hebetor 黄蜂 : 入 一 种 黄蜂 (wa- 

sp) 的 学 名 ，( 在 早期 遗传 学 文献 上 常 称 坑 

Habrobracon juglandis 或 Bracon hebe - 

tor) 它 属於 产 雄 生殖 (arrhenotokous) 种 之 

一 。 佛 被 用 来 襄 用 性 别 决定 的 址 传 控制 。 
microchromosome 微小 染色 霜 : ER HE 

物 中 ， 其 染色 体 之 长 短 可 以 明显 的 区 分 成 两 

类 ， 在 有 些 生物 中 ， 由 小 而 大 ， 其 问 的 释 刁 

是 连 炉 的 ， 在 有 些 生物 中 ，- 苦 短 各 别 而 没有 

中 间 大 小 ,过 些小 的 染色 体 称 筷 微小 染色 体 。 

microcinematography BAM BEE RIERA :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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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8 BE tk GH 4a HH (time-lapse microc- 

inematography) o 

microconidia “小 型 分 生 孢 子 , 曹 类 和 无 性 小 孢 

F:O>4%F (conidiospore). 

microevolution ” 微 演 化 [ Goldschmidt ， 

1940]: 物种 内 ( intraspecific ) 的 演化 

(evolution) EVR (speciation) JRA 

各 种 演化 因素 的 共同 作用 而 产生 物种 形成 及 

物种 分 化 ( differentiation ) 的 所 有 过 程 。 

microfibril (MRM : > 40 Ae 4 (cell wall)。 
microfilament 微 稻 织 维 : BAER A Mla, 
具有 收缩 性 (contractility) 之 一 种 秋 状 的 

(filamentous) 构造 [ 除 微 小 管 (microtu- 

bule) 外 ]。 他 们 显然 地 包 揪 原生质 流动 (pro- 

toplasmic streaming) 、 租 胞 质 分 裂 {cy- 

tokinesis ), —(Ave RA (ruffled) RVR 

WK (nerve) 生出 、 以 及 各 种 形态 发 生 (mor- 

phogenesis 9% &) . MMB HAE: LA 

BEES 10nm ZARB ( filament ), — 

it 8 142 (desmosome) EF, DHEMBAZ 

HERE. LABBRBSS Tom ZH 
fig © | 

micrographia ”显微镜 检查 术 : BH 1665 年 由 

R.Hooke 所 著 的 一 本 显 微 佬 书籍 。 在 此 书 中 

第 一 次 描写 到 类 上 胞 的 形态 。 

microheterochromatic “ 少 民 染色 质 的 [ Jz- 

ife，1943 ]:O% BH EG % (megahe- 

terochromatic) o . 

micromanipulator ” 显 微 操 作 器 : B— BRK 

标本 的 解 乔 或 注射 用 化 器 ， 同 时 亦 可 做 单 和 

Hf 53 Fie 0 

micron (4) 微米 ; EREEMBADSGER 

度 单位 ， 等 於 10-4 cm 或 104A。 

micronucleolus “小 核 仁 :在 核 夺 (nucleolus) 

的 消逝 (degeneration ) 过 程 中 ， 可 能 由 芽 
裂 (budding) 而 产生 一 些小 核 仁 。 

micronucleus /)\4% : | ## AF Lg (fora- - 

minifera ) RK SBME R (ciliata) 的 生 

WERK ( generative nucleus )[Mwmay# # 

tt (nuclear dimorphism)] 。 

2 在 细胞 中 ， 除 细胞 主权 之 外 多 出 的 一 

MMR. CREBRMAA (mitosis) RM 

BD (meiosis) HK, HERRRRS 

aS TM EE 5 BR (lagging chromoso- 
me) Rv s2B (chromosome fra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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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形成 。 

micronucleus test /|\4X8/BS [ Boller and 

Schmid » 1970 ] : Fi|R#& 2H RI Re (muta- 

genicity testing) 所 假定 之 一 种 测验 ， 它 

D3 BRS | 7 OM RAKED 

所 形成 之 小 核 雯 依据。 小 极 测 验 可 以 很 快 地 
ise BRAT (clastogenic agents) 77% 

He 

microorganism (+4): B—-MREA AHR 

察 得 到 的 生物 。 

microphylogenesis 小 演化 形成 [ Zi mm er m- 
ann» 1943 ]: = 微 演化 (microevolution) 。 

micropinocytosis 微细 胞 嗓 入 [Yamada ， 

1955 ] : 它 细胞 嗓 入 (pinocytosis) 。 

micropyle 卵 膜 孔 > FAIL: 1 RAR 
( nucellus ) H383k. BHMRBER, EH 

管 可 由 此 伸 入 。 在 成 熟 种 子 中 ， 珠 孔 念 种 皮 

上 的 小 孔 。 和 党 种 子 发 菠 时 ， 水 份 可 由 此 扎 进 

Reo 

2 ESR SRAL MEH (odcyte IRB ege me- 
-mbrane) EA§)4L> RAF MIE ASIA © 

micropyrenic “小 型 核 : 在 某 一 个 体 或 物种 
(species) A> MBMZBIRKAHMBE 

的 平均 大 小 。 

microsome $x#Uf8[ Hanstein» 1880 ] : 

上 最 初 傈 指 各 种 形式 的 和 细胞质 微 粒 。 用 特种 

的 固定 ( fixation ) 及 染色 ( staining ) FH 

法 ,在 光学 题 微 镭 下 可 以 观察 者 。 它 的 大 小 正 

好 是 光学 题 微 竺 解像力 (resolving power) 

的 极限 。 

2 目前 [Perede and Siekevitz> 

1955 5 1956; Hodge et al.» 1957] #41 

体 傈 指 租 泡 内 租 胞 质 组 成 的 一 邵 份 。 在 高 速 

BEC» [ ZE 100,000 至 250,000x8 F 5 RE 60- 
120 73% ] RF. GORE IB 1D (mitochond- 

rial fraction) 悬浮 液 中 沈 降 以 形成 小 饼 。 

小 饼 的 形态 依 竹 胞 的 型 式 而 有 不 同 。 小 饼 可 

能 包含 具有 或 不 具有 核 酶 体 ( ribosome ) 的 

4&8 (endoplasmic reticulum) 碎片 ; 

WeREFAH (free particles), WRRHA(mi- 

tochordrial cristae) HRA, RERE 

REGS. PRALHESE i (microsomal fraction ) 

Gil BA 58) EH BEC R ELA RRSB DANIO FE 

相同 沉降 条件 下 ， 由 某 一 组 缕 ( tissue ) 中 

分 郁 出 的 微粒 体恤 份 颗 粒 大 小 多 俘 50-150nm) 

-_ 

microsporidian 

FEVRBR ALE» Fi A— PR RE RA 

PAL BSE 1 BB AB BTA7G [Al 

microsome fraction (XU FE ab{h | Hanstein » 

1880 ; Palade and Siekevitz» 1955]: 
FA 51) HELE ( differential centrifuga- 

tion ) PREM ZR) ( 其 大 小 坑 50 至 

150 nm ) 的 一 个 次 级 细胞 恤 份 ， 它 具有 三 种 

构造 上 之 特 任 : FAREWZ (vesicle) » 1K 

WE, URGE. MHHRMBRAS Sw 

KA} an ( Golgi complex ) MARR 

( endomembrane ) 系统 之 片段 ， 粒 和 线 体 成 

5t> AMBP (endocytic vacuoles) ， 

DAR A & 44 ( endoplasmic reticulum ) 

Mi nFWR Hh MIRE (entity )。 

SMITE FAY ALES SH (0 AE BA SB 。 

microspecies 小 种 : | —(PMRHEARHAFR 
集 园 ( breeding population ) [ 种 (species) 

BQH fH (subspecies) ] 。 [ =#Hf&E(jor- 

danon)] 。 

2 FH Rah + HA ( apomixis ) 所 产生 物种 

的 一 个 生物 型 (biotype ) [ Lamprecht ， 
1948 '] 。 

microspectrophotometer 是 微 光 放 分 析 仪 : 由 

PMR RID RAPER ee MI 

Gas VAWMHR-RAHE GAMA 

PSR TE BAL ( 与 标准 区 的 相关 邵 位 ) 的 光 

量 ， 径 此 种 测定 ， 可 以 估计 出 徊 上 胞 质 中 和 与 某 

染料 结合 (dye -binding) KRRKAARHA 

的 省 度 。 

microspikes 微 突 [Taylor » 1966 ] : RM 

MBA RH, H0.24, RB NI20+, 

从 和 组 胞 表面 回 外 射出 但 迅即 回 抽 ， 可 能 与 和 

EA ABE (sensory) 有 关 。 

microsporangium 小 孢子 囊 : 能 产生 小 孢子 

(microspores) 的 孢子 于 (sporangium) 

[ STEM (phanerogam){E## (pollen 

sac) St (anther lobe) ] [O')#F 

形成 (microsporogenesis)] 。 

microspore 小 孢子 : 慷 孢 植物 (heterospo- 

rous plants) 所 产生 的 两 种 减 数 孢子 (meio- 

spores) FP, #40 F#m (microsporo- 

genesis) 而 形成 艺 较 小 的 一 种 孢子 。 在 种 子 

植物 中 , )FF IPR TERN (pollen grain) 

即 雄 配子 (gametophyte)。 

microsporidian “小 孢 盐 : R—-MR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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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ozoan) » fa OHMl ( sporozoa ), 

BRSE) WBSLEBE, REPS 

在 内 。 
microsporocyte “小 孢子 母 稻 胞 : 即 花粉 母 组 

fl (pollen mother cell) [ 安 小 钨 子 形成 

(microsporogenesis) ]o 

microsporogenesis /|\f@THUK: ERT 

(angiosperms) 中 ,小 孢子 赛 ( 花药 ) 内 形成 

小 孢子 (microspore) 而 产生 雄 配 子 体 (ga - 

metophyte) [ 小 配子 体 (microgameto- 

phyte) 或 花粉 (pollen)] 。 汪 种 小 孢子 一 般 

由 二 信和 体 的 小 抱 子 母 秋 胞 (microsporocyt- - 

es)[ 花粉 母 和 细胞 (pollen mother cell)] 所 

形成 。 大 量 的 小 孢子 在 花药 (anther) 的 孢 原 

(archespore ) 中 形成 ， 过 些小 孢子 母 御 胞 

ERRADA, PMR BEES (hap- 

loid ) 的 小 孢子 。 大 多 数 的 情况 是 小 孢子 先 

形成 四 分 子 ( tetrad )， 然 后 彼此 分 天 而 形成 

花粉 。 烃 过 一 段 时 间 后 ,花粉 粒 中 再 进行 分 裂 

[花粉 粒 有 入 分 裂 (pollen grain mitosis)]。 

此 种 分 裂 的 辣 果 产 生 一 个 较 小 的 “生殖 ”和 

fl (generative cell) [ R& (nucleus) ] 

R—-PRAH “ BH” Mi ( vegetative 

cell) [ RHR]. ERAB—BBE - RAH 

长 ， 染 色 很 深 ; MES NRFK(tube nu- 

cleus) ] BBY. FARR. +R B) 

BRAK, ERARAT. KPA 

时 发 生 在 花药 未 开 有 裂 以 前 ; 有 时 则 发 生 在 花 

粉 管 生长 时 。 

microsporophyll 小 也 子路 : BDKERR(staman). 

microsubspecies “小 亚 种 [ Huxley » 1940]: 

> 32.4% (subspecies)o 

microtabiotes ”是 微 寄生 物 : 极其 微小 而 专营 

寄生 者 [ 立 克 茨 小 体 (Rickettsias) ， 病 毒 

(virus)] © 

microtome 切片 机 : RSE HEAD 

成 1 一 1I0pm 厚度 薄片 的 机 器 。 切 片 后 的 材 

料 经 染色 ， 可 由 光学 是 微 外 来 观察 。 

microtomy 切片 技术 : 利用 切片 aan 

标本 的 技术 。 

microtubule “微小 管 [ Slautterback, 

1963 ] : — fA AAT SBE ANE A ARK 
分 [ =i ARR ( cytotubule )] 。 微 

”小 管 广泛 的 分 做 在 植物 及 动物 类 上 胞 中 ， 成 简 

状 (cylindricai ) 结构 ( ABBE 200 到 

270A 之 问 ) ， 外 邵 包围 着 一 层 粗 厚 的 外 壁 
( BBE 50 ~ 70A ) ， 中 心 的 密 床 较 小 ， 
HEELS SERS RK MARRE LE 称 
BB“ REBR” ( protofilament } R49 

HR RAPS FEA 35A , Beh RIAD EB 
BE <4 50 2) 160A » 3 —/| RHE ( fibril ) 与 

原生 人质 入 由 一 BR IRE RIGA ( 直径 

335A ) 所 和 组 成 。 呈 和 无 规 则 排列 的 微小 管 

出 现在 各 种 型 式 的 组 胞 摘 中 ， 可 能 使 某 些 区 

域 坚实 而 不 易 玖 曲 ， 因 而 一 般 必 禽 微小 管 在 
决定 细胞 形状 上 有 重要 作用 。 

Hat BARS A Rr BB (mitotic a- . 

pparatus ) [ #3288 (spindle)],. fat 

(spermatids ) BROARUR ABEL MEK 

(erythrocyte) Lit aeRteRAX ( marginal 

band) 均 由 微小 管 所 形成 s 

在 植物 细胞 中 ， 皮 层 微小 管 ( cortical 

microtubules) 是 由 13 串 互 相 排列 的 CBR BS 

位 所 组成， 相距 稳 45 A Rik) Seah 

4}. #5SEK (spindle) ， 植物 的 成 膜 体 (phr- 

_ agmoplast ) 以 及 动物 竺 上 胞 的 若干 不 同 微 

小 管 ，[ QHEBM (astral ray), HB 
( spindle )， 中 间 小 体 (midbody) bi RB 

(flagella) 等 ] 大 部 份 的 形态 均 与 植物 竹 
胞 的 皮层 管 (cortical tubule) 相似 ， 一 般 

ae BS CPi RR REA] 。 

Microtus ARB: HBSZHRaheeS 

(cytological) HAH. AMBAR M. 

agrestic H—-SH RA-BAHEXER 

(sex-chromosome) o 

microvillus “ 毛 状 突起 : Mie MM ITER 

凸 出 (projection) 或 凹 入 (invagination) 

S(t, SR AR (protoplasm) 相连 接 
[ + fit (mesosome) ]. KAP MAH 

ERRBERH0.6~0.8em, BRHO-1 

—-P#2BRE) Dig mR ( 突出 ) 

DRDKPRBBBBIK, TBa MAP 

(excretion) R4% (secretion) ( MA )o 

micrurgy ”是 微 解剖 : imi ee Bi ME 

行 的 一 种 外 科 手 了 术 ， 此 手术 常 利用 晒 微 操作 

器 ( micromanipulator ) MB. 

mictic “等 性 比 的 [ Storcz，1924] : 经 无 融 

生殖 (apomixis) 或 两 性 生殖 (amphigony)， 

以 产生 相等 雌性 及 雄性 的 雌 个 体 称 和 念 等 性 比 

雌性 ( mictic female ) [ 三 等 性 比 人 后裔 的 

-本 ene P = - a | 

S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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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hogenous) |. 

mictchaplontic “内核 单 倍 体 的 : [ Kniep> 

1928] : 不 同 租 胞 核 基 因 型 的 单 信 和 体 。 
micton 种 问 杂 种 群 [ Camp and Gilly» 

1942] : 一 个 分 做 广 大 的 集 园 [ 由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物种 (species) #% (hybridiza- 

tion ) 所 产生 ] RR BHATIA FE 

分 受孕 。 

mid body 中 体 : ZEMHIG IPR (cleavage ) 面 
, FRR HM $@* (spindle fiber) 和 维和 缩 所 

WR 2 — fe HEA ( basophilic ) 构 造 . 

[ =#5S2464% (spindle bridge) 或 Flem- 

ming KR (Flemming's body)] 。 

middie lamella PRB: 植物 细胞 壁 ( cell 

wall) OS Re BRO 

它 的 主要 构成 成 分 仿 果 胸 质 (pectic sub- 

stance) 。 

middie piece ， 中 片 : = midpiece. 

midpiece ch : RiF(sperm) 的 一 邵 分 ， 

TESA RAS A BG (nebenkern) 。 

mid rid BRK: FAP OAK 

mid-spindle elongation Haase RR HR : 在 
有 丝 分 裂 (mitosis) 的 人 后期， 两 群 分 并 的 子 

染色 体 (daughter chromosome) [H)% $@%% 

(spindle) APR. PHBBBHRARI 

REEOWREXADMRS., BRED 

#8 ( chromatid ) BHARR.E RM (cen- 

tromeres ) 移 至 赤道 板 (spindle equator) 

与 两 极 问 距 廊 的 三 分 之 二 时 ， 染 色 分 体 的 移 

动 即行 停止 。 以 后 的 移动 靠 中间 想 锤 体 的 什 

长 

migration 还 移 : 在 遗传 学 中 ， 侯 指 由 某 些 个 

体 或 一 群 个 人 的 移动 ， 而 使 遗传 信息 由 一 集 

CBW" emigration) ] 转移 至 另 一 集 园 

[移入 "( immigration ) ] 。 潭 移 可 使 某 一 

集 园 的 基因 频率 (gene frequency) 发 生 改 
W. AU RR IRAL (evolution) 的 因素 之 一 。 

[ORBRH (gene flow)] 。 

mili 于 分 之 一 : 在 公制 度量 衡 中 ， 用 做 千 分 

之 一 的 代号 。 

millicurie “ 千 分 之 一 居 里 ， 即 微 居 里 : Re 
计 放 射线 物质 的 放射 量 单 位 ， 财 每 秒 有 3.7 
x 10’ 次 的 原子 分 裂 。 

milliequivalent ” 微 当 量 :之 克 当量 ( gram 

equivalent.weight) 。 

minimal recognition length 

milliliter 公 撮 : GABOGRB“ ml ”. BF 

T2Z—-LR, RBBR-WALBD> FEC 

时 一 克 (1 gr) 水 正好 是 一 公 气 ， 有 时 简写 仿 
CC 

Millipore filter “” 微 孔 沽 网 : 坑 局 圆 型 的 人 造 

Re LERHAREBEH BIL, AT 

FAB WIA) BBE 0.005 ~ 8 4 mm 之 问 。 

此 圆 型 沽 网 可 将 微生物 从 无 法 在 高 温 角 菌 下 

7 AMR. “ Millipore “是 美国 

一 商业 公司 的 名 称 。 

mimetic #8 : = 3€ 4! (mimic) 。 

mimic #@8bH!: 非 等 位 基因 (nonallelic 

gene) RR BUHARH AR [ = ER (mim- 
etic) ] o [CO #eA AA ( genocopy) ; As 

位 基因 (isoallele) ] © 

mimicry #@88:—-HbwHoVvR,. RAK 

动物 相似 ， 此 种 形 驴 对 一 种 或 其 他 动物 均 基 

PR REE o ZEPR MECE RENE (batesian mimicry) 

香 ， 其 中 一 逢 有 毒 或 味道 不 好 ， 或 以 其 他 方 

法 以 逃避 掠 食 者 ( 常 具有 明显 的 标记 ) o 

fee ( mimic ) 本 身 不 具 毒害 性 ， 但 与 被 模 

REAR, UBARARAHRE. £ 

Mullerian KRARF, HEDMARAARK 

静 ， 味 澳 均 不 佳 ， 东 具有 相同 的 警戒 色 。 此 
因 掠 食 者 噶 到 其 中 一 种 的 味道 ， 就 避 品 掠 食 
第 二 种 。 | 

miniature spindle — #/| #iSE#B : > % set 
(spindle) 。 

minicell 小 型 大 胞 [Adler et al., 1967 ; 

Freifelder and Freifelder, 1968 ] : 

ABA BAA BMT BK ei RRS 

Th MBRB)2 DNA 缺陷 体 。 小 型 租 
HSER DNA 含量 存在 ， 不 能 合成 任何 

类 型 之 大 分 子 ， 亦 不 能 成 长 与 进行 分 裂 ， 但 

确 由 一 全 明显 之 和 驳 表面 所 包 圈 。 过 些 粗 胞 
是 由 F BER F+ PBESMHED 

[> F& (F plasmid)] ， 它 可 作坊 受 钥 

组 胞 从 事 转 移 DNA ZEA. 
minimal medium 最 小 培养 基 : R—-MERA, 

其 中 只 含 供 野 生 型 (wild type) 微生物 生长 

与 生殖 之 主要 物质 。 

minimal recognition length s&/|\#PE325 RE : 

1% € 48 (genetic recombination) FF» 

PK RE DNABAMELABES 

NEUF 7 £5 F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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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 gene 微 效 基 因 := 微 效 基因 (polygene) 

与 修饰 基因 (modifier gene) 。 

minor spiral 小 螺旋 [ Sax » 1932] : = 小 螺 

旋 体 ( minor coil )[ 字 染色 体 螺旋 (chro- 

mosome coiling)] 。 

Minute ”微小 刚毛 突变 [ Brehme » 1939): 

RRM 2A [ WERE 
RNA (transfer RNA) 基 因 的 缺失 ( dele- 

tion 位 置 ] ， 在 赋 质 和 结合 体 状 况 下 ， 它 题 示 

相当 一 致 的 表 型 。 运 个 突 构 体会 使 发 育 速 率 

HR SVS) MEH )URERDWE. 

OX | Fall 5B EBS a DBE BA ( genome) 

内 ， 在 同 质 结合 体 状 况 下 ， 因 缺乏 tRNA 

物种 ， 而 产生 致死 作用 。 

minute fragment “小 断 片 ( Muller > 

1940 ) : 直径 小 於 一 个 染色 分 体 (chromatiqd) 

5 4 FB A (chromosome fragment) 。 

Miocene 中 新 世 : MREOB—-TSaRa— 

FRE MS iH A= (tertiary period) 

中 的 一 纪 (epoch) 。 
Mirabililis jalapa ” 紫 茉 莉 胭 脂 人 花 : Rfour-o' 
clockplant ( 此 茉莉 ) 的 学 名 。 是 一 种 厅 色 
(variegated ) 台子 全 植物 (dicotyledonous 

plant)。 它 的 质 体 ( plastid ) #SBLERE 

AR © 
miscopying AASES [Beadle 1957 ] : 
> &BX® (gene mutation) 。 

misdivision 分裂 错 误 [ Darl ington+1939): 

> 855) Bi St 2% (centromere misdivision). 

misdivision haploid “分裂 错误 单 倍 体 [ Ki - 
mber and Riley» 193] :O#B@8R 

(haploid) o 

mismatch repair ”错误 配合 修复 : = RMA 
4% (heteroduplex repair) LP AAR 

(gene conversion)] o 

mispairing faarBc : DNA 双 螺旋 (double 
helix ) P—# 4% FER ( polynucleotide) 

mk 5B SCHMBRI TAA 
[m>AAX*( gene mutation) ; HX 

(heteroduplex) ] o 

misreading “错误 阅读 : = RARE ( mis- 

translation) o 

misrepair 错误 修复 : BARB DNA BS 

之 低 度 正确 性 (6-4 (repair). FRMBBM 

造成 突 受 ( mutation) 之 发 生 。 一 般 精 确 的 

切除 修复 (excision repair) 发 生 较 高 ， 而 

MR BAF ( postreplication repair) 或 

重组 修复 (recombination repair) 则 考虑 

BRD BE 

missense codon RFI T : DORA KB 

(missense mutation) o 

missense mutation 238228 [ Brenner » 

Barnett » Crick and Orgel, 1961 ] : 

#EXA RK ( gene mutation), RE 
一 胺 基 酸 的 字 码 子 (codon) RE A— RE 

酸 的 字 码 子 所 取代 。 一 个 尽 义 字 码 单位 烃 着 

{§- #443 (genetic transcription) 所 产生 的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分 子 ， 可 以 和 与 

辩 避 新 字 码 运转 RNA(transfer RNA) 相 互 

配对 , 在 此 情形 下 , RES 1S 98 = ( genetic 

translation) PI E£A $ #& #@ (polypep- 

tide chain) 中 ， 此 一 特殊 位 置 的 胺 基 酸 也 

被 取 替 ， 径 改变 后 的 蛋白 质 ， 仍 然 常常 具有 

一 些 原来 蛋白 质 所 有 的 生物 活力 。 

此 种 突 购 体 ( mutant) 的 表 型 是 否 可 被 

迅速 秽 定 出 来 ， 要 秽 某 特定 胺 基 酸 的 取代 而 

定 。 当 一 错 避 的 胺 基 酸 插入 多 胜 肽 链 后 兹 未 

引起 蛋白 质 构 型 ( conformation ) 及 功能 上 

BARKS. BRS] ERE WEF. 

Aitis BR RAMBAD HEE) HEBD 

配 和 蛋白 质 初 级 构造 ( primary structure ) 

HEARSE SEHRRAB. (CORE 

& %# (nonsense mutation) ] © 

missense suppression iR9RRAIE [Yanofsky ， 

Helinski and Maling ， 1961] : FfAB 

AX (suppressor mutation ) 所 产生 的 

一 种 阻 明 作用。 此 种 阻 过 作用 能 在 平时 产生 

—Bibt ZB AM 2S i A (mutant strain) 

AVK-BRED RHR. RABE 

REEBR BHT, £)RH—-BRES 

是 由 另 一 胺 基 酸 所 取代 。 

此 一 阻 过 突 释 体 可 同时 产生 无 活性 的 蛋 

白质 以 及 具有 活性 的 酵素 [ 与 野生 型 (wild 

type) BA ABR ) 。 此 种 阻 过 作用 的 产 

生 ， 一 般 避 坑 是 由 於 有 关 的 租 胞 成 分 发 生 改 

i SAR MAAS (genetic translation) 致使 

¥—“ Ri” HREM. HHBRSET 

(sense codon) #4 i o 

missense suppressor ” 误 闵 阻 遇 基因 [ Y ano- 

fsky et al-» 1961] : —(§ (828 4 A(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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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or)fF AER & XB (missense muta- 

tion) Lk, WERRPIT Zi LAE 

FEF RER. MAAR A RAM bak 7 

tRNA [c>fAi8 AA tRNA (suppressor 

tRNA) |, ERETECKSBAS ( HRB HR ) 字 码 子 

上 ， 接 受 有 关 之 胺 基 酸 和 插入 其 胺 基 酸 於 多 
胜 肽 链 中 ， 因 此 一 个 字 码 子 (codon) 在 某 些 

RMVRLARBRER, (AER ie EAM 

RABAM, —MARAAtRNA MRT 
KK AME (mistranslation) 之 现象 。 一 

Wis CHARGE, AM PHAR 

BAS ARS. RIA RR IER ARR [LO 

$e. % & (038 A A( nonsense suppressor) ]o 

mistranslation  283568:2 : 某 一 生物 的 运转 

RNA(transfer RNA) RA BHAA 

(absolute specificity ) ， 因 此 ， 此 一 

tRNA 所 决定 的 胺 基 酸 ， 可 能 发 生 改 释 ， 此 

RRERRRES. RKB TEAK BS 

ARMS. aA ea VST Be 

RNA 的 结构 或 者 某 一 酵素 的 和 结构， 而 此 一 

酵素 影响 到 tRNA 与 胺 基 酸 的 联 千 。 [Ot 
1§ FAB (genetic code) 5 1998 2% (gene- 

tic translation) . 1 . 

miticide Kram: 用 来 消减 螨 类 (mites) 等 

的 药剂 。 

mitochondria “ 粒 牧 体 : 粗 胞 胞 器 (cell or- 

ganelle) 之 一 ， 在 所 有 需 氧 (aerobic) AR 

生物 (eukaryotic) 组 胞 质 中 均 有 , RRS 
化 磷酸 酯 化 作用 (oxidative phosphoryla - 

tion) 生产 ATP 的 中 心 。 
mitochondrial complementation #4248574 

作用 : PAY RAD REM ZALES, ZEN 
管内 (in vitro) 混合 成 1 : 1K, ERAT 

增加 其 生化 活性 ( 利用 氧化 速率 与 磷酸 化 作 

用 来 计量 )。 较 二 条 本 分 开 单 独 检 定 有 更 大 的 

算术 平均 值 ， Fi 杂种 植物 中 ， 它 被 入 
坊 粒 线 体 互补 作用 和 粒 线 体 杂种 优势 (mito- 

chondrial heterosis) 的 一 种 校正 。 

mitochondrial DNA #14988 DNA [ Nass 

and Nass » 1962 ; Luck aud Reich , 

1964] : 3424248 (mitochondria) 所 包含 

之 租 胞 胞 器 DNA (organelle DNA), 由 一 个 
粒 线 体 独 特 和 遗传 胞 器 所 篮 叙 和 表现 。 ALR 
DNA [ 简写 篇 mt-DNA; mit-DNA ] 
WBC Sie | ie ET A [ 如 菌 质 (mycoplasm) ] 

Aik: ae: 

mitochondrial heterosis 

的 基因 和 组 (genome) RY )T+EZS, EB 

含 之 信息 有 粒 线 体 RNA、 粒 牧 体 tRNA、 

YB RRA. DLR Ey RRS 

58 CIR AT Fe es ORE 7 DP BEA FB © | 

Oi FLED AGREE DNA 之 浮力 密度 (bu- 
oyant density ) 介 於 1.699 = 1.704 7 fi}, 

在 植物 中 ， 则 均 坑 1.706 . MRE DNA B& 
双 股 构造 ， 具 有 极 迅 速 的 复 性 (renaturat - 

ion) 率 , HRB RK he CL 环形 多 体 物 (circu- © 

lar dimer) #19. ABM (chains of inter- 

locked circles) CRMR]. AAA 

源 之 环形 分 子 ， 其 平均 输 廊 长度 介 於 4.74 

25.45em zi [ BMA 15,000 RABE 

度 ] 。 原 生动 物 (protozoa) AIS (fungi) 

ZAR DNA » IKPRAEDD (verte- 

brate) MIZE DNA RAF, Ky 
i? ae A RSE AE BB (endosymbiont) 4 RR 

Bi, REDMAB RZ Ae ee Pw 

时 ， 奉 椎 动物 的 小 粒 线 体 基 因 和 组 则 已 过 於 演 

化 的 顶点。 环形 粒 线 体 DNA 之 复 抠 中 间 物 
CEA, NR DNA BRETKHRUEA 

状 ， 且 很 快 地 共 价 成 紧 于 环形 模板 ; 在 每 一 

个 粒 析 体 之 粒 线 体 DNA 中 ， 有 少数 相同 
DNA 出 现 ， 此 仅 代 表 着 已 知 成 熟 环 形 DNA 
OEE TL Can eee 

在 粒 线 体 DNA 中 有 甲 烯 氨基 (methyla-. 

led base) HH, CHDEN* CHD 

(spacer ) 顺序 所 租 成 ， 过 些 可 能 不 会 进行 

MAF. ARH DNA 只 可 在 恤 份 长 度 中 

均匀 地 淮 行 转 朱 作用， 而 非 在 整个 分 子 长 度 

中 进行 上 ill 14-44-82 ( genetic transcript- 

ion) ] 。 在 生物 体内 (in vivo), Ree 

PRES 3 FA Fy BT AE RE on DE 

别 ， 因 它 对 某 一 专 一 性 抑制 物 具 敏感 性 ， 且 

在 中 期 时 ， 它 仍 可 浊 行 转 多 作用 ， 不 像 特 胞 

杷 RNA ZA Ro MRI mRNA 包含 一 个 
HAE | 65 SR BB ( polyadenylic acid) 

节 段 ( #5 56 (EK EF AR RE ) 。 

mitochondrial heterosis #7 #9 887¢72(234 [vi c- 

Daniel and Sarkissian,1966 ] : 由 下 ， 

Fe A HE FH [ > HAH KA ( heterosis )] 所 

oF MEN KZ ARR RP ACA REA 

越 活 性 C HAWS 4258 8 Z AE A (mitochona- 

rial complementation) Pr ]. 72th 

Mh, RBH EAT RRB 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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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 
mitochondrial RNA #U@R#B RNA : Bees 

» #ADNA (mitochondrial DNA)B #82 RNA» 
mitochondrin sheath #9#99836 : OMS 

(spermatozoon) o 

mitochondrion. . 粒 达 体 [ Benda. 1897 ]: 

iB BALI RALAH (chondriosome): 

一 种 半 自 主 (semiautonomous) 9 Mis 

(BRBR05em, RH2em); FE 

RAAB RABE (eukaryotes) Mih+t. 

[>¢e#¥ ( chondrioid ) ] 。 其 结构 与 和 

胞 质 其 他 成 分 不 同 。 粒 和 线 体 是 大 上 胞 中 主要 的 

ft, RAB TBR (electron transport) 

7 Ee Bg i BKB (cytochrome enzyme) 

fal AS th 2 PRB RR ( citric acid cycle ) 

酵素 ， 脂 肪 酸 ( fatty acid ) 氧化 酵素 及 和 氧 

化 磷酸 化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 

x: MP2 ARWRALMBRK CO, 

Rs。 9O, 作 用 的 最 后 阶段 融 在 粒 比 体 中 进行 。 
ALR LSek, BA AMIS (lipid ) 

[ 4 90% 以 上 的 磷脂 ( phosphatides )] 的 

含量 大 和 致 相等 。 利 用 早 子 题 微 镜 (electron 

microscope) KfRik (enzyme hydro- 

lysis), RD * Hiei HB (*H+thymid- 

ine) fF RassET RH Bi (autora- 
diography )» URS@#EKGMER: & 

64 HS5NRBSEH DNA [ Ameo 
fi & (Neurospora) MiB, WRI DNA 

2 MSI DNA 281%]. Hie 
也 含有 依据 DNA (DNA dependent) 的 
RNA @4(RNA polymerase), FHS 

胺 基 酸 的 运转 RNA (transfer RNA's)UR 

(RBM (ribosomes)}, 22 KASTNER 
体内 的 蛋白 质 合 成 ， 而 不 受 备 胞 极 的 直接 影响 。 

LRH DNA RMR DNA 具有 不 同 的 浮 

力 密度 (buoyant density) o WHE DNA 

2EK, AAR (double stranded)» FF 

BY 7s HE BAH HK DNA A (hybridization). 

Aik Da — AL DNA 与 租 胞 极 
DNA HRABAMA. ERERKRE> BL 
Gi DNAFET—-BAREMSRERS 
PRB, HETHBABR “ 

924” (mitochondrial core) 的 颗粒 基 - 

A (granular matrix) > — Mila RAK 

#8 BBA P+ 1H ( extra chromosomal 

inhiritance ) RiRH NRE DNA ATR 

7E 

7A PS Re ee SRS DNA 具 

ABST 

| F2M BARBS VSANBBHE 

RFA. MMA ( determinant ) 能 

RMA REBATE Rh. Amis eee 

DNA 与 野生 型 的 DNA 在 浮力 密度 上 有 是 
2H]. ARRRisH= MAReETRNE 

# DNA 是 同一 样 东西 。 

2 利用 星 状 菌 素 \actinomcie ) Rk Fit 

黄 素 (acriflavin) PrkRR, BAER 

field DNA 中 RNA REA AWARE 
IBN GRSADNA (intra mitochondrial 

DNA) tiem. KRE AS ARE 

DNA 含有 遗传 信息 。 它 可 以 破 粒 线 体 蛋白 

BARAT BR (transcribed) & az 

( translated ) o 

BKK RETR #8 (plastids) 

一 样 行 横 裂 式 的 分 裂 ， 它 们 可 能 都 是 由 先前 

已 泾 存在 的 个 体 衍 生 而 来 ， 是 一 种 能 邵 份 自 

+ (autonomous) Ml 8 RAH (self-repli- 

cating ) 的 细胞 胞 器 (organelle), BR H 
RB CH — #875 5 TCS RS (precursor 

structure) fr28 “ Aree” ( promito- 

chondria) 所 形成 ， 过 种 学 就 在 目前 仍 很 盛 

行 。 [ c>seFeff (chondrioid)] 。 

电子 野人 微 钞 观察 显示 ， 每 一 粒 线 体 合 有 
两 层 单 位 膜 (unit membrance)， 内 合 题 明 

结构 的 基质 ( matrix ) [ RABALRIER (ch- 
ondrioplasm ) ] AE SH BOCA Be 

其 内 肪 则 时 时 内 陷 。 AKA ABR AE 

KR. £DMPBZRM (cristae), 在 植物 

PRR) E (tubuli) [M2]. ARS 

BV REAR A Ah “me” ae“ 小 管 “ 数目 

因 克 上 胞 的 生理 状态 而 屋 。 粒 篆 体 的 内 外 膜 相 

HAF, AZ) (intracristal space) 

BASE) 22S BY Ee 2 GENT 
+ RON “ A ” (external com - 

partment ) o ARABHEE (EAT Ee 

增加 接盘 到 呼吸 酵素 的 机 会 或 增加 内 膜 的 面 

积 以 包容 更 多 的 呼吸 酵素 ， 在 内 膜 及 其 四 入 

部 份 更 附 有 若干 具有 小 柏 的 颗粒 ， B2R 

“ 基 粒 "(elementary particles [EP], 

RBR “ 4k” (oxysome)»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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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REAR ( COG ) 

显示 粒 综 体 三 种 主要 的 不 同 构造 

[ 左 : 管 型 ( tubular type ) ; 
中 WA) (orstase type) ; 
右 ; 中 间 型 ( intermediary 

type) (大 多 在 植物 中 ) ; 
下 : 氧化 小 笨 (oxysome) 的 排 
列 ( 仿 自 Sztrfe 1965 ) 。 

组 上 胞 色素 (ecytochrome)， MBE FMA 

链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 中 的 携带 

者 (carriers)。 使 粒 综 体 与 细胞 基质 (gro- 
und plasm) READ STi » 可 能 有 控制 粒 绿 体 

的 渗透 作 用 (permeability) 。 

mitodepression “有 灰分 裂 减 退 [ Ostergr- 

en» Morris and Wakonig » 1958 ] - 

RARDPAABSHBRE. CRRL TORK 

BOA DRE AR) ( mitotic poisons ) 

PT eR 

mitogen Ae RBGR : EMA eRe 

WETHER 
mitomycin ##2u@3E : H— FHA SK (anti- 

biotic ) ， 是 链 徽 素 菌 (streptomyces ca- 

espitosus)P] E+ . KAR C(mitomycin 

C ) 可 在 DNA Fi RRie ( double 
helix)*} £4 Rw set (crosslink) 以 阻止 

DNA #%. 
mitosis @ezOW[ Flemming » 1882]: 

MiB ARA (mode) 的 一 种 [ =H 

4524 (indirect nuclear division ) 或 核 分 “ 

2 (karyokinesis ) ] » #4 (iF (dau- 
ghter nuclear) FRAHAHLABR, 
=FR ZRF BY eh HE th 

是 互相 一 致 的 。 [ORMDR (amitosis ) 
KA A HR (endomitosis)» MRPR 
(meiosis) ] ; AMDPBE— MBB HH 

BE, BRAZRBBZL tom KF R(cy- 
tokinesis ) . EAB+EYW ( eukaryotic 

organisms ) M#MBERERP E+ ROH 

mitosis 

相同 的 新 糙 上 胞 。 有 入 分 裂 厅 持 染 色 体 数 及 型 

ABER. APTA BREHMH, AK 

染色 体形 驴 轩 化 的 特 徽 ， 可 将 其 区 分 念 下 列 

五 个 主要 时 期 [图 6 ] : 

| 前 期 (prophase) : MMT A ， 
(cell cycle) 7 AM (interphase ) 中 ， 

Ee a ee SBA HR ee the 
Heese, ieee 

Reh, 8—-RABAARR EDIE (chro- 

matid ) o i © MIE HK (chromosome coil- 

ing # REBAR RMRM. HHA 

fFRsPAMMPARER “ Beas” 

(transport form) ， 前 期 在 细胞 核 套 (nu- 

clear envelope) 裂解 时 和 结束 。， 

2 前 中 期 (prometaphase) : #5386 

(spindle) 已 形成 ， 同 时 每 一 染色 体 的 中 季 

(centromere ) RHRRRHBEBE, RARE 

体 行 中 板 集 中 移动 (congression movem- 

ent)» [o> & 4H (chromosome mov- 

ement) ], RRB PES RA (spindle 

equator) fiz _E. 

3 中 期 (metaphase) : 2484 Mite 
HAM (metaphase plate) LUSFIH SVE, 

Pahhae A SiH Ra +f 

中 季 定 向 (centromere orientation)] 。 

4 和 后 期 (anaphase) : 每 一 染色 体 的 二 

ike HE (sister chromatid) 经 移动 

Mob Biel teehee w. 

5 末期 (telophase) : #—RABZR 
fa 788 ( “-Befa88 "(daughter chromo - 

some ) ] FSM (pole) . BR— FR 

(daughter nuclei) 2BEVRK. —BiHe 

HARSHA, RR KM RRHaR 
亦 同 ， 同 时 在 染色 体 的 DNA 中 也 含有 相同 
5 1813 8. (genetic information ) 字 三 

(code) o | 

BRD BEBSRALS AM Minter 

phase ) PREBHER,. URBREDH 

精确 分 作 ， 二 者 之 闻 行 有 规则 的 交互 输 蔡 世 

Bz bso B > R (cytokinesis) 。 

由 有 入 分裂 而 产生 两 个 子 核 ， 在 不 同 物 

BE TESA. SRR MMF : 

(Mazia » 1956 ) 

山 以 前 期 时 核 的 行 储 区 分 : 

@REBK [ 多 数 植物 仁 动 物 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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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EhinR— MANA REM ( 2n= 4 ) 的 二 售 体 细胞 有 糙 分 裂 遇 其 (mitotic cycle) ，(a 中 前 期 midprophase) ， 四 晚 前 期 (late prophase) , 
C) 前 中 期 (prometaphase) ，( 中 期 (metaphase ) ，(e) 和 后 期 (anaphase), 
(和 末期 (telophase) 。 

中 极 套 保留 [许多 原生 动物 (protozoa)。 

(2 以 中 期 时 染色 体 排 列 区 分 : 

(所 有 染色 体 在 中 期 赤道 板 聚 集 [ 许多 

具有 小 染色 体 的 大 细胞 ] 。 

(DP BTS BRE RAB 

15 — BREA ERY [| FHRABAKREB 

5’) MH ] 。 

(9 不 具 中 板 排列 [花粉 管 ( pollen 

tubes) ] 。 

(3) 以 起 锤 和 的 形式 来 分 : [之 有丝分裂 

胞 器 (mitotic apparatus)] 。 

(a) #t{— Fl ABBR BM. Pil 

AR PE mes AEM (chromo- 

somal fibers) [ 许多 动物 与 植物 租 胞 ]。 

(b) heh RS (half spindle) BPX 

Shh. RAMRBTAH ESAS SE 

#5 SE48 (central spindles ) 4s") ER 

BPH RBUK BRR [ 出 现在 许多 动 

RADAR ] 。 

(fi 6 FASRRREBRZA 

[ 许多 原生 动物 及 某 些 动物 与 植物 细胞 ] 。 

OSR-REABZARRRHM mE. % 
ABE BOHRA H [ RHR). 

(根据 有 绛 分 裂 中 心 (mitotic center) 

来 分 : 

(具有 明显 的 星 状 体 (aster) [ BK 

(astral) 或 双星 状 ( amphiastral \BRa 

Bl 中 心 。 此 中 心 可 能 是 位 於 一 个 大 中 心 体 

(centrosome) 上 的 中 心 粒 (centrioles) ， 

或 者 是 一 个 大 而 无 中 心 粒 的 中 心 球 (centro- 

spheres ) [ 大 多 数 动 物 及 许多 低 等 植物 ]。 

在 检 区 没有 明显 的 中 心 [ 非 星 状 (an- 

astral ) 有 料 分 型 ] [ 某 些 高 等 植物 及 某 些 

无 在 椎 动物 (invertebrates)] 。 

(5) 根 据 染 色 体 至 极点 的 连 紧 及 染色 体 的 
移动 来 分 : 

g) 染 色 体 自 极点 移动 时 染色 体 竹 (chro- 

mosome fiber) 之 部 挛缩 短 [ 大 多 数 动 物 

与 植物 ] 。 

OSE BTRATOERKBRESRS 

色 幅 上 [ 散漫 中 各 (diffuse centromere) ] 

[ 某 些 植物 与 动物 ] 。 

(染色体 移动 上 时， 染色体 懂 (arm) 走 在 
中 和 节 之 前 [“ 新 中 节 活 动 (neocentromere 

activity)] [ RBs Hy ] 。 

(6) 根 据 各 染色 体 移 动 的 相对 速率 来 分 : 

(3 大 小 不 同 的 染色 体 以 相同 速率 移动 

[ SRK jo 

(D) EA FBS RRA A A 

[ 例如 : 性 染色 体 (sex chromosome )] 。 

(7) #2 ae hh SE AS 9 HR 

来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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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8% ( chromosomal fibers ) 

fit FA SERS (spindle) 延伸 同时 发 生 ， 染 

He (chromosome sets) 也 因此 分 开 。 

人 曲 染 色 体 入 的 缩短 发 生 在 想 锤 体 延 伸 之 

Alo 

ARE fae HR (cytokinesis) ( 也 就 
EFEAHARA AMIR) FESTA 

Ro 

RABARRMRERR, WHER 

FERRARA, KRRVBR“ BAAD 

% ”(endomitosis)  “ KARB® ”(endo- 

reduplication ) o @RUREA SHH 

(endopolyploid) Mill. MHABRAGRK 

单个 的 染色 体 ， 以 增加 染色 体 数 ， 其 结果 则 

形成 多 入 染色体 (polynemic chromosomes) 

[MBA é@4@ (giant chromosome)] © 

§3— (Hitt (AR (sexal cycle) 都 包括 有 

两 个 不 同 的 时 期 (phase), 7EMRDR(me- 
iosis ) 与 党 精 作 用 ( fertilization ) HA 

一 个 单 合体 (haploid) 期 ， 在 受精 作用 与 减 

数 分 裂 问 又 有 一 个 二 信和 体 (diploid) 期 。 有 

入 分 列 可 发 生 在 两 种 情况 中 之 任 一 情况 ， 亦 

MMAR PAAR, EH (hap- 

lontic ) HEMPHRDRRASRER BEA 

(haplophase ) ， 在 二 倍 体 的 生物 (diplon - 

tic organisms ) 则 偶 限 於 二 僧 相 (diploph- 

ase ),{B%E — 1438 4a-48 ( diplohaploid ) 生 

DPhERRPAREREARIBASHERE. 

根据 分 裂 后 期 (anaphase) 染色 体 的 分 

fi» "EDR FIURMBBX ( Battaglia » 

1945) : 

| ART (eumitosis) ， 亦 即 正 常 

的 有 入 分 裂 。 

2 染色 体 在 有 来 分 裂 中 分 做 不 规则 ， 形 

ARM (aneuploid) HFK © 

3 再 和 组 有 和 分裂 ( restitutional mi- 

tosis) PAP REME+ BAG (res- 

titution nucleus ) FAT HEA $ 43-48 (po- 

lyploid ) 和 上 胞 。 

LEPADMCRUAIRR BOA 

. (interphase) MBR—MBARE ( en- 
dorestitutional) 有 秋分 裂 。 

5 具有 末 细 胞 染色 苯 配 对 (somatic ch- 

romosome pairing) 的 有 入 分 裂 。 

6. AAR (endomitosis) 。 

mitotic apparatus 

mitospore AMDRWiOT : 任何 由 有 秋分 裂 

PPK He Ee ME BR BK 

Sz (mitotic growth)» fez RR BIH 

同 的 个 体 。 | 

mitostatio 静 裂 : ORAKDR (antimito- 

tic) o : 

mitotic AeA: RAD R(mitosis) 

Ay BARE a 7 ZA FE + © 

mitotic apparatus “有 儿 分 裂 胞 器 [Mezic 

and Dan» 1952 ] : 在 古典 的 有 缘分 裂 
( mitosis ) 描述 中 ， 有 天 分 列 胞 器 是 和 组 成 所 

28 “ SEA AE” ( achromatic figure ) 

& BEBE. AABR P -# (centriole) 

BK (aster)» MRt—-MBRAPD 

KIRSTETE> RAMS BBE ( spindle )» 

EM A-*XGRAFER PH EA(matrix)o 

CEVUSEHHMRPD RR. CEB 

RRRSHE ASHES. RATE oi (cell cy- 

cle), if Ais 7 Ro 
电子 显 微 镭 照 像 题 示 ，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 

APPR RAKE, EA—-BHER 

CGE, CHHAMET BER ( 站 

1), PRE. BR“ IE” (microtu- 

bule) o» RX)—-K. EHWMRAD AP 

均 整齐 划一 ， 直 径 在 150 ~ 250 A, #8 
HOSA FRBBREP, BAAR HH 

(bends ) 或 分 枝 (branch) 。 目 前 发 现 与 其 

连接 的 有 中 心 粒 ( centrioles ) 或 基体 (ba - 

sal bodies)， 中 和 节 (centromere) 等 ， 亦 

可 能 与 和 上 胞 膜 (cell membrane) 相连 接 。 

每 一 微小 管 包含 有 13 个 “原生 小 稚 厅 “(pro- 

tofilament ) » ERPS E--HBRHK 

33A 的 球形 ( SAB) 质点 。 

有 入 分 列 胞 器 含有 许多 联 和 结 在 蛋白 质 分 

子 上 的 硫 氨 基 (-SH)_ (sulthydryl group), 

在 有 糙 分 裂 时 可 能 轮流 的 被 还 原 或 氧化 。 被 
游 矿 后 有 入 分 裂 胞 器 的 稳定 性 就 可 能 是 由 於 

过 些 破 氨基 被 氧化 成 分 子 问 的 双 破 键 (disu- 

lfide bound) 所 促成 。 除 了 含 SH- 基 的 蛋 

白质 外 ， 有 料 分 裂 胞 器 所 在 的 区 域 尚 含有 

RNA ， 多 酶 类 化 合 物 (polysaccharides)， 

脂 蛋 白 ( lipoprotein ) 及 ATP 酶 ATPaseg。 

大 部 份 租 胞 分 裂 时 的 障 碟 ， 均 与 有 秋分 

22 il a5 RS ARE [AR RHP 

#|®| (mitotic poi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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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电子 显微镜 学 术 落 中 ， 所 
2 = SRE (electron dens) 4 KiPLEE 

厚 电 子 不 能 穿 透 之 千 构 ， 如 以 四 氧化 雏 (0s 
O,) 染色 ， 则 此 等 深 色 结构 又 称 含 条 银 性 

(osmiophilic), RZABRRRH (osm- 

iophobic) 。 

mitoticcenter AeA RVD: 可 见 或 不 可 

见 的 一 种 形体 或 机 构 ， 它 念 有 交 分 裂 胞 器 

(mitotic apparatus ) 杯 向 (polarilize)。 

不 管 其 染色 体 移 动 的 机 制 坊 何 ， 有 入 分 裂 中 ， 
DOPE RR ARE (pole) FAB 

RBH. ERHEDR, ARDRE DH 

fF ARP Ss (centrioles) HBA [ Ma- 

zia» 1961 ] 。 

mitoticdelay AD RHR : 在 高 能 量 放射 

线 和 化 学 铺 绝 剂 处 理 后 ， 所 观察 之 有 入 分 裂 

尝 期 特性 产生 退 滔 现象 。 

mitotic haploidization “” 体 细胞 单 倍 体 化 作用 

[ Pontecorvo et al» 1974] : RRR 
#2 (parasexual) Aj ZiBe> EAMTAR 

EBLARZRA TE, Chae 

( nondisjunction ) ZR, RRGARA— 

信和 体 染色 体 租 成 的 一 半 。 

mitotic index “有 半分 裂 指 数 [ Minot +1908): 
42 +48 (meristematic tissue) 中 ， 正 

FEE TT A MOR (mitosis) MBAR. 
TUR ASS Oe ( 不 拘 任何 时 期 ， 分 裂 前 期 

至 末期 均 计 算 在 内 ) 。 
mitotic inhibition AMDB [ Gavau- 

dan» 1943] : 天 然 或 人 坑 的 因素 促成 对 
A> ® (mitosis) 的 抑制 [ 进而 可 推演 至 

沽 数 分 裂 (meiosis) ] 包括 : 

|. A MHRA EET TAB 

i fF o 

2 Malt hl— AM is BH ei LF o 

”3 在 分 裂 间 期 ( interphase ) 与 分 裂 进 

行 之 间 的 转 罗 期 (transition stage) 使 租 

胞 分 型 受到 抑制 。 

4 使 有 入 分 裂 胞 器 (mitotic apparatus) 

BAD RELO 中 期 停顿 (metaphase arrest)]o 

理 葵 上 所 有 过 些 抑制 均 可 回复 ， 而 且 对 和 胞 

无 致死 作用 。 

mitotic nonconformity #*4 WAAL Ba- 

inbridge and Roper » 1966 ] : 由於 有 

ROAARE, MERARAT MAZE 

FABIAS7NIALIZ. ZEMBBRIK (Aspergillus )& 

系 中 ， 有 幸 分 裂 不 同形 是 由 於 一 个 染色 体 节 

REBAR ( 其 中 一 个 篇 正常 染色 体 排 列 ， 

一 个 则 和 与 另 一 条 过 镇 群 互 成 易 位 )， 换 言 之 ， 

B— BRE BPS AERA 

mitotic poison ”有 么 分裂 抑 制剂 |[ Dustin ， 

1934] : 任何 一 种 能 损伤 有 丝 分 裂 (mitosis ) 

Heel 同样 名 称 也 应 用 在 沽 数 分 裂 

(meiosis) 中 ] 。 [ 不 管 此 种 损伤 发 生 在 处 

理 分 裂 和 上 胞 的 当时 或 以 后 ]. KART 

的 干 援 作 用 可 能 导致 染色 体形 驴 上 的 改 沟 ， 

以 及 (或 ) 抑制 有 符 分 型 的 进行 ， 同 样 的 也 

可 使 箱 胞 死 它 。 

有 粽 分 裂 抑 制剂 ， 可 根据 不 同 的 原则 巴 
”以 分 类 : 

Bauch (1947 ) ， 建 议 将 其 分 锅炉 狂 

体 (spindle) Malm], MATAMHALR 

染色 体 抑 制剂 。4pystrz5m ( 1951 ) met 
其 定 仿 态 钴 体 抑制 区 ， 分 裂 间 期 ( interph- 

ase) i) tl) , Mi F A karyoclastic ) 抑 

fil#8|. Dustin ( 1952 ) #RO RMR 
中 期 (spindle and metaphase ) 抑 制剂 ， 

及 完全 或 恤 份 的 所 放射 (radiomimetic) 抑 

<I]. d’ Amato ( 1954) #RO RGA 
PAA, BEAM. aH (pre- 

prophase) 与 前 期 prophase ) 抑 制剂 | 。 

Heilmeyer( 1950 )/BRORBD BEM Fl 

PR) RR BSAA TD EAN ERS aR 

MBADAMBM. Loveless R Revell 

(1949) HEKT AHA NRET RARK 

HER RRRARRKHARR, REM 

. 制 型 的 抑制 剂 。 

mitotic recombination #7 RBH : AK 

分 裂 时 ，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chro- 

mosomes ) 关 行 交换 作用 (crossing over ) 

RWS (heterozygous) 状 态 的 等 位 基因 

(allels ) hi€7T 7 HEO 

mixoploid j2R#8[ Nemec, 1910 ] : & 

48 4E— (BPR BE RB (cell population), 

其 各 粗 成 租 胞 的 染色 体 数 不 愉 相同 ， 可 能 是 

33M (aneuploid) ， 也 可 能 是 整 倍 体 (eu- 

ploid ) 。 因 此 混 数 体 过 个 名 说 概括 了 所 有 

由 不 同 因 素 所 造成 染色 体 数 不 同 的 财 和 纹 笨 

(mosaic) RG (chimera). RAMA 

* WMARDARE, RABRES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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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BPARRM ARTA (amito- 

sis)» MRisX# FAME MEARIA RAT 

SRM. BRBHHAZ—E “BAAS 

88"(endopolyploid) KHRAAKTR 

(endomitosis )»> KRABRHEKA B® (en- 

doreduplication ) 所 产生 [ Levan and 

Mint zing, 1963 ]。 

MLD 半数 致死 量 : RERAXF (medial 

lethal dose ) HRB > 

mM HERE : IEE BRE (millimolar 

concentration ) 的 缩写 。 

M-N-blood group IM-N 血型 : 根据 M - N 

抗原 (antigen) 而 分 的 人 类 血型 系统 。 对 此 

种 抗原 的 抗体 (antibody) 很 少 在 人 体 中 发 

现 。 因 此 办 血 时 不 必 考 虑 其 发 生 凝血 的 问题 。 

[ = 24! (blood group)] © 5 

Mobius strip Mobius 带 : WieRvZ—, 

和 纪念 德国 天 文学 家 4 .F Mobius MBH. 
一 长 方形 纸 人 条 旋 扭 180” ,然后 将 尾 端 过 接 即 

成 。 汪 种 图 只 有 一 个 过 及 一 个 面 。 若 将 M8 - 

bius 带 移 切 ， 则 形成 一 较 原 来 大 一 伪 的 环 。 

如 果 M8bius 带 鲁 经 扭转 两 次 ， 艇 切合 ， 则 

TG BCFA (AERA (interlock ) 的 环 。M8bius 
带 被 用 以 说 明 当 具有 扭转 的 染色 体 在 复 投 时 

行 坑 的 烃 过 。 

mock dominance {FATE ; BATE( domin- 

ance) o 

modal class “模式 分 类 : 一 个 分 类 所 包括 的 个 
体 ， 在 杭 计 的 分 体 上 比 其 他 分 类 和 些 多 者 。 

modal number ”典型 染色 体 数 [ White, 

1945] : 某 一 分 类 和 群 中 [ 指 属 (genus)， 科 

(family )»> BH (class)>» Mi (order) 等 ] ， 

最 普通 的 染色 体 数 。 此 上 处 东非 喇 示 襄 此 数目 

就 是 设 群 租 先 的 染色 钵 数 。 (OAMREW 

% (type number)] 。 

modificability ”修饰 性 : 一 种 基因 型 genot - 

ype) 的 特性 , CHECK EAT HE A! (ph- 

enotype )[ OR MAL (reaction norm) ] 

DUBETRARBREH. HBS RH 

Fl ( modification ) 。 修 节 件 的 范围 与 方式 

RAR MH GH [ > FE i F ( flexi- 
bility ) 二 

modification ENGLER ; KM [ Naegeli ， 
1884] : 在 一 个 体 中 ， 任 何 由 环境 所 引起 的 
«FES A A! (phenotype) MAM. HRA 

modifier gene 

# (mutation) AAR [O#A% ® (dauer- 

modification) ] 。 某 特殊 性 状 ( character) 

4 HWA (mode of manifestation ) 可 

DR EMAAR, BARBERS “ Bi 

MI” ( period of modification ) [Oe 

Ste ( modificability ) ]. —(ife PRS 

的 性 状 在 生活 史 (iife cycle) A» ABDDRF 

疝 都 可 以 被 修 节 。 其 余 的 性 状 则 只 能 在 性 状 

确实 定型 前 ， 一 个 或 数 个 短 上 暂 的 发 育 时 间 

[ 即 敏感 期 (sensitive period) ] 内 可 以 被 

E Pi 0 | 

StH MY  ( host-induced mo- 

dification) | Luria and Human:;1952] ， 

WER “FEES EZ” (host controlled 

variation ) 。 是 温和 (temperate) 与 烈性 

( virulent) 在 和 组 菌 寄主 租 胞 的 直接 影响 下 ， 

所 产生 的 一 种 尖 应 性 修饰 作 用 ( adaptive 

modification )> MR RBA 5 +— fy 

主 和 组 胞 内 寄生 时 , 此 种 修 节 作用 也 随 之 消失 。 

modification methylase 428A RAS: 在 狂 特 

fifi, MRE (methyl group) FR 

B27 MRS. CN RicmePean 
之 DNA 当 作 那个 和 上 胞 所 属 之 DNA ， 且 可 

保 访 由 限制 酵素 (restriction enzyme) 所 

生 之 作用 [ 吃 DNA 修 包 限 制 系统 (DNA 
modification-restriction system)] 。 

modification-restriction system 修饰 限制 系统 : 

号 限制 (restriction) o 

modifier gene 修饰 基因 [ Bridges » 1919]: 

FE PIE AR ASE AR (interaction) [> 

基因 相互 作用 ( gene interaction) ] 而 影 

故 到 其 他 基因 座 (loci ) 上 基因 表 型 的 表现 

者 ， 称 之 篇 修 节 基因 。 许 多 修 节 基因 的 存在 

只 能 径 由 它 非 等 位 基因 (non-allelic) FR 

的 影响 上 探测 出 来 - 但 有 些 此 类 基因 也 有 其 

自己 的 表 型 效果 。 BRR Mitr RAS AA» 此 

种 基因 可 以 分 念 下 列 两 种 : 

1. 境 强 基 因 (enhacers) [ 三 扩大 基因 

(intensifier ) ,延伸 基因 ( extension 

gene) 1: 它 可 以 扩大 其 他 基因 的 表 型 效果 ， 

er es ( mutability es SB 

” (mutator gene)] 。 

2 MSSAA (reducers) [ = 限制 基因 
(restriction gene) ] : 此 基因 可 沽 低 其 

他 基因 的 效果 [ 抑制 基因 ( inhibit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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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完全 阻止 其 他 基因 的 表 过 。 和 当 此 基因 将 一 

突 秋 等 位 基因 (mutant allele) 的 表现 转移 

而 趋向 於 正 常 或 野生 型 等 位 基因 的 表 型 

(phenotype ) 时 ， 则 此 基因 称 之 坑 阻 遇 基 因 
(suppression gene) [OD wf # 2(re- 

version) ] 。 

modulating codon ”调幅 字 码 子 [ 4mr es and 

Hartman, 1963] : 一 些 被 乱 坑 位 置 靠 近 

ARRAS FT (codons) 。 其 译 出 的 
##RNA (transfer RNA) ， 可 影响 到 核 本 

体 (ribosome) ## RE BRNA (messenger 

RNA) o jo = BRS (modulating triplets) 

可 以 使 不 同 数目 的 酵素 分 子 从 一 个 多 作用 子 

(Polycistronic ) 的 信息 RNA 被 转译 出 来 

[ > 1834 4 ( genetic translation )] > 

Aim Fy A ZePRRET (operon) A, MEMX 

的 合成 [ > tasstFAl ( modulation )] 此 种 

FRET HED EERE SB tia 

RNA ERREMR, MBRRRTA Rist 

FERRERS SZRRRORY. 

modulation. 调幅 作用 : 1 ££ Pise ERR TE 

ARBRR. PREFERS SVE HK 

Me Pin: RAG (tissue) 常 要 依 某 

PETERS (histological type) HE 

Shiv (Weiss» 1939]. 
2 Fi 18% S ( genetic translation ) 

RE » 在 多 作用 子 (-pelycistronic )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中 某 些 节 段 (sequ- 

ence) BARSBHRMAHRR. H—BaRRT 
(eperon) # 19-4942 (genetic transcrip- 

tion ) 所 产生 的 多 作用 子 信息 RNA> 

SRERRAHRZERRA—E> B—+H 

AHR. MKROGD Z-RAM 

率 则 更 高 。 由 於 此 箱 解 履 过 程 的 影响 ， 可 使 

BiMBIA (ribosome) RE RRNA. R# 

RECS BS Mel, 其 下 的 末端 m-RNA 

SERB. Ames and Hartman ( 1963)- 

Pith RS BME R( modulation ) ] ， 

Fe —(RRRE Th. WER oe A (oper- 

ator ) 一 端 较 近 的 基因 所 形成 的 多 胜 肽 链 
(po:ypeptides ) BCR RBHAARS. 

#2 FH BRAS el BA HE MRNA (transfer 

RNA) 的 不 同 合成 数量 ， 此 种 调 辐 作用 ， 可 
DPR Ma Rise SM. Stent (1964) 
Em, ZARARHRERCLRH BBR 

#19232 —8 RNA ( modulation transfer 

RNA) 所 控制 。 此 种 调 辐 运转 RNA 与 信息 
RNA messengerRNA) 中 的 ” 调 辐 字 码 子 ” 

(modulating codon )，  “ #eA= BS ” 

(modulating triplets) H#@. sata Foe 

子 与 某 些 胺 基 酸 的 fl HE (degenaracy) 有 

Bo VGA iB RNA RR A, 

thiR TE T I— BRET AT SH & aS Se 

疝 的 相关 克 分 子 (molar) BEB. EPwe— 

个 或 多 个 此 种 字 码 子 的 信息 RNA ， 只 有 在 

相关 调 辐 运转 RNA(modulating tRNA i 

辐 字 码 子 癌 可 以 行 氛 基 配 对 时 ， 才 可 以 行 遗 

(iS 。 

moiety 等 分 : 将 一 种 东西 大 略 分 成 相等 的 两 
份 。 

molal solution ” 克 分 子 溶液 :: 一 个 克 分 子 量 

(gram molecular weight) HBA» H# 

E—-WABK+. (OD 摩尔 溶液 ( molar 
solution) ] © 

molar solution M834 : 用 一 个 亚 佛 加 得 

二 (Avogadro: DT RHWMABEKPAK 

一 立 升 的 溶液 。[ 只 克 分 子 溶液 (molal so- 

lution)] 。 

mole OTE : 分 子 量 以 克 (gram) 来 计 ， 
RRR mol 。 

molecular biology “分 子 生 物 学 : 近代 生物 学 

的 分 枝 之 一 ， 此 门 科学 所 研究 的 各 种 生物 现 

象 及 过 程 不 只 注意 到 生物 各 种 现象 的 本 身 ， 

而 且 以 物理 化 学 (_ physical - chemistry ) 

及 生物 化 学 (biochemistry) 的 方法 去 研究 

生物 分 子 的 本 身 。 分 子 生 物 学 的 基础 是 遗传 

学 ( genetics ) ,生物 化 学 (biochemistry)， 

高 分 子 物理 化 学 (physical chemistry of 

macromolecules ) 以 及 化 学 物理 学 (chiem- 

ica] physics) ， 利 用 已 确立 的 物理 学 及 化 

学 的 法 则 来 解释 生物 学 的 现象 。 

molecular cloning “分 子 无 性 系 [ Cohen et 

al.» 1973] : DNA 分 子 无 性 系 是 由 原 极 
iG Mill KM WM (plasmid) WH 

¥ (replicon) 邵 份 。 分 子 无 性 系 之 过 程 需 

B—BRCRAT ERRRE, URBSK 

BRRRZHAR DNA ， 它 篇 把 不 同 生 物 来 

源 之 DNA 断 片 ， 共 价 联 合 的 一 种 技术 ， 它 
TPB TEAR MRA. Ke 

ARBAB 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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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disease “分 子 病 [ Pauling ， 
taz0O，Sixger and Wells, 1949] : 

—HReiREZEDLS LORE o 

於 某 一 特殊 酵素 的 缺陷 而 产生 带 有 病态 的 代 

mR [ = 先天 人 性 代谢 铺 尺 (inborn error 

of metabolism)] 。 

molecular genetics “分 子 遗 传 学 : Bik SSL 

的 一 个 分 枝 ， 它 是 以 物理 及 化 学 上 所 建立 的 

法 则 ， 来 进行 遗传 学 上 的 探讨 。 在 广 认 的 枫 

“ 念 中 ， 分 子 和 遗传 学 是 偏重 在 遗传 体系 方面 的 

研究 ， 或 属於 遗传 体系 中 可 以 用 分 子 观点 解 

程 的 邵 份 。 在 狭义 的 观念 中 ， 它 是 以 分 子 的 

观点 来 研究 遗传 栅 制 ， 以 及 址 传 物质 对 代谢 
3A (metabolic processes ) 的 控制 [Sr- 

einer ， 1965]. 

molecular hybridization  4}-F##2F : = 2R1L 

fF FA (annealing) [ > DNA/DNA #% 

(DNA/DNA hybridization)] © 

"molecular sieve 4} --2t : —M RRS 
BEN. AKRKEARBERARAMI SS 

水 份 ， 二 氧化 碳 ， 硫化 氨 或 类 似 的 气体 。 分 

F fii 7A FF FA RA RE FE FR (ion exchange) 

的 介质 (medium) o 

molecular spiral “分子 螺旋 [ Darlington» 

1935]: DD RE AHR ( chromosome 

spiral) o 

molecular weight (m.w.) 分 子 量 : 组 成 一 个 分 
子 (molecule) 之 各 原子 量 (atomic weight) 

i Al. 

molecule “分 子 :一 种 化 合 物质 量 最 小 的 单位 。 
它 可 单独 存在 ， 东 保持 设 化 合 物 所 有 特性 。 

Moloney leukemia virus Motoney 白 血 症 病毒 : 

BAKE (murine) HK (subgroup) 的 一 种 

RNA FA MERI Bo 
moltinism BS pyeexhs.: MiB, wir 

Wi SHH (polymorphism) . PSA 

(bombyx mori) 有 不 同 品系 分 别 有 三 次 ， 

四 次 , FRR (molt) 。 

molybdenum $8 : 仿生 物 微 量 (trace) TH 

的 一 种 ， 原子 序数 俯 24 ’ FB 95%94 ， 

最 常见 的 同位 素 有 "Mo ， Mo, Mo, 
Mo， % Mo， Mo oS ALE 

”Mo ， 其 半衰期 ( half life )fR67 “HE, 
放射 6 质点 。 

monad  。 单 分 体 : 由 於 减 数 分 裂 的 不 正常 ， 

monocentric 

而 使 原 应 产生 四 分 子 (tetrad ) PAPER REI 
(meiocytes ) 只 产生 一 个 单 组 胞 。 

Monarch butterfly Monarch 蝶 : RBA 
danaus plexippus , H#mUMMRE, AM 

—#2 BBE REDD (vertebrates) TF 
ZREEA I (milkweeds). HM? FH 

ERK, WT HKRBAARTEBR. 

monaster MEM (Wilson, 1901 ] : 一 个 

4 AS 458 (Spindle). EHR Po 

# (centriole) 7BRAMAMK. EN5| 

”起 不 规则 C BBR ( unipolar ) ] HRB 

而 造成 一 种 再 组 核 (restitution nucleus). 

mongolism Hie : = Down AMHR 

(Down's syndrom). 

Mongoloid “黄种 人 : RAR (race) 之 一 ， 

RRAERREA RM, RRR. GEM 

Pi.» SASS ARE » 

moniliform “串珠 状 :念珠 状 有 圆 形 节 段 之 物 。 

monitoring “放射 特长 期 记录 : A 
BY TE BH eR DBT ES ET KR (ion- 

izing radiation) » RKHRWAH* 

( contamination ) ， 以 使 其 保持 安全 水 淮 。 

monoallelic 单 等 位 基因 [Atwood » 1944]: 
具有 复 等 位 基因 座 (multiple allelic loci) 

的 多 倍 体 (polyploids) ， 所 有 基因 座 都 是 

同一 个 等 位 基因 ,如 : 四 信 体 中 的 A, A, Ay 
A, A, A, A, A* ,具有 多 等 位 基因 的 四 盆 

fem AS he AM, WFR: . 

25 fi 
(diallelic) ， 

三 重 等 位 A, A, A; A, 等 
(triallelic) 

四 重 等 位 A,ArAsAy | AsAiAAs 等 
(tetragallelic ) 

monobrachial Ei RFA) : >it 648 4 (chro- 

mosome arm) o 

monocentric FA chRAAY : 1 一 个 染色 体 (chro- 
mosome 或 一 个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RA 

有 一 个 定位 的 中 季 (centromere) [ =H# 

入 点 的 (monokinetic ) ] 。 与 你 中 节 染 色 
## (dicentric chromosome) 及 多 中 季 染 色 

#8 (polycentric chromosome ) 相反 。 

2 只 具有 单 标 ( monopolar ) s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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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dle) 的 核 分 裂 [OBZ (monoas- 

ter) ] 。 

monochlamydeous 单 被 的 : = 8 #89 (hap- 

lcchlamydeous ) [ > i se Sf ( peri- 

clinal chimera) ] © 

BA, RAB BRE Me ( genome ) [ 一 

套 染 色 体 (one chromosome set) ] #o & 

与 甸 当 色 体 组 (digenomatic)、 三 染色 体 租 
( trigenomatic ) 及 多 染色 体 组 (polygeno- 

matic) 分 别 具 有 两 组 染色 体 ， 三 组 染色 体 
monochromatic fight BEX: 只 具有 单一 与 多 和 组 染 色 体 不 同 ， 东 不 考虑 此 染色 体 组 问 

波长 的 光 徐 。 址 传 形 质 是 售 相 同 或 相 民 ， 染 色 体 数 相 等 或 
monochromatic radiation ”音色 放射 : RAH 不 相等 。 

—hi RH ER (electromagnetic) KH, K 

者 电磁 放射 中 所 有 光子 (photons) 具有 同样 

的 能 量 。 
monocistronic 

monogeny ” 单 性 生殖 : 只 产生 雄性 (male ) 

人 后代 [ 产 雄 的 (arrhenogeny) ] ， 或 只 产生 

雌性 后 代 [ FEWER (thelygeny) ] 者 。 

monogony i+ 58 [ Haeckel, 1891] : 

篇 无 性 生殖 (asexual reproduction) 

monohaploid 单单 倍 体 :—>-# 18-4 (haploid) 

monohybrid 28 ¢%# [ de Vries » 1900]: 

同一 基因 座 (gene locus) 上 等 位 基因 (allele) 

RBRWHS (heterozygous) (如 Aa )。 

广 而 言 之 ， 它 指 同一 基因 座 等 位 基因 不 同 之 

— BAAR HAS HE ( PIAA x aa). RRR 

ir: BEE (dihybrid). —+* #& (trihybrid) 

R Ste HE polyhybrid) ZRAGAH F 

别 由 二 对 、 三 对 或 多 对 等 位 基因 相亲 交 的 方 

式 不 同 。 
monoisodisomic 2 #—#8 (44%) :— 

单 作 用 子 : 指 遵 一 个 多 胜 肽 

链 的 信息 RNA ( messenger RNA ) 分 子 

[> 多 作用 子 polycistronic ) 5 $4 

(transcription)] 。 

monoclinous ”雌雄 同 花 : 在 同一 花 中 同时 县 

有 雌雄 两 种 生殖 络 有 上 胞 ( = synoecious 或 

hermaphroditic)。 

monocytes HisxMil ， 音 核 白血球 : 最 大 的 
白血球 ( leucocytes) [ 巨 噬 细胞 (ma- 

crophages ) ] 是 可 以 行 租 胞 吞噬 作用 (ph- 

agocytosis ) X #7Z (amoeboid) fA Milf. 

monoecious 雌雄 同 株 [ Darwin» 1877]: 

_ FEB “HERE” (monoecy) ] 同时 

可 产生 雄性 及 雌性 配子 体 [ 性 器 官 (sex or- 

gans ) ] 。 与 峻 雄 恰 株 (dioecious) 相反 。 

在 一 植物 种 中 ， 一 株 植 物体 同时 具有 雌 
花 与 雄花 者 即 称 坑 上 峻 雄 同 株 ; 若 同 一 植物 同时 

具 雄 花 与 两 性 花 (hermaphroditic flower), 

或 同时 具有 雌花 及 两 性 花 ， 则 前 者 称 坑 候 雄 

PAPER (andromonoecious) ABR tat 

PAPERS (gynomonoecious) 。 

monoenergetic radiation HREM ANE : 某 

种 形式 的 放射 笋 ( 如 a，8 ， 中 子 ，7 ) ， 

其 所 放出 的 质点 (particle) 或 光子 photons) 

均 具 有 相同 的 能 量 。 

monogenesis ”单亲 生殖 : 三 单 梦 生殖 (mono- 

gony)。 
monogenic BAA: 性 状 的 差 刁 由 某 一 基 
因 的 等 位 基因 ( alleles) 所 控制 ， 此 与 双 基 

A (digenic) 三 基因 (trigenic) ， 或 多 基因 

(polygenic) 分 别 由 两 个 、 三 个 或 多 个 非 等 . 

位 基因 (nonallelic) 所 控制 的 性 状 不 同 。 

‘monogenomatic 单 染色 体 组 的 [Winkler ， 

1920] : 一 个 区 胞 或 一 个 个 体 在 它们 的 类 胞 

组 胞 或 个 体 缺 乏 一 和 休 染 色 体 ， 但 在 缺失 染色 

体 上 具有 一 臂 的 一 个 等 尼 杂 色 体 (isochro- 

mosome)[ =H fF - =f$— #8(haplo- tri- 

plodisomic ) : Khush and Rick » 1971 ]- 

[ > B34 —* (monotelodisomic); 蛙 末 

3 #2 (monotelosomic)] 。 

monoisosomic SB#E[ Kimber and 
Sears, 1968] : -BMiRR BRS 

染色 体 对 ， 但 在 缺失 对 上 具有 一 喜之 一 个 等 

_ At 3 © (isochromosome) [ O = 

(disosomic)] 。 

monokaryon HitK%[ Boveri » 1907]: LB 

EH Mi BT ROSKEMRHAe.- 

Ba @ 4%( dikaryon ) [ KK ( multikar- 

yon)] 意义 不 同 。 
2 三 原核 (pronucleus)[ Boveri ] 。 

monolayer Bam :只 有 一 层 帮 胞 厚 的 和 胞 层 。 
monolayering 单 层 形成 [4bercroxmzpie and 

Heaysman » 1952] :在 (动物 ) Mite 

中 ， 能 均匀 形成 昔 层 的 赵 向 。 

monolepsis IRSUE : 指 后 代 性 状 傈 由 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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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mer #8847 : 构成 聚 体 物 ( polymer ) 

的 基本 次 币 单 元 (basis subunit) 同一 反应 

重复 多 次 ， 单 体 物 联合 形成 聚 体 物 ， 例 如 胺 

基 酸 ( PARED ) 经 凝 逢 (condense 以 形成 多 

WERK (polypeptides ) MAA ( RH ) 。 
monomeric M(H: = BAAN 

(monogenic) o 

mononeme BAX: FRHA, LAMUEH 
— DNA ee hei ti. $F AK (multineme) 

AR F 6 E. (polytene chromosome) 相 

Ro 

monophasic lethal 。 单 相 致死 : 一 个 具有 有 

效 致死 量 的 突变 (mutation) o 

monophyletic 单 源 的 : 由 一 个 单 杂 交 群 体 或 

物种 血统 ( phyletic stock) 而 演化 成 的 一 

些 个 体 。 和 与 多 源 性 ( polyphyletic ) 相反 。 
monoploid {#8 [Zaxzglyet，1927 ] : 有 具 
有 一 租 基 本 染色 体 数 (basic_ number of 

chromosome) 的 组 胞 或 个 体 。 亦 即 在 多 全体 

系列 ( polyploid series)j 中 染色 体 最 少 的 坑 

单 倍 体 (haploid) ] 。 

monoplontic 单 倍 性 的 ; 43-44 (monoploid) 

的 个 体 [ SAGE (monoplont) ] 或 者 生活 史 

( life cycle ) 中 的 单 鸽 相 (phase) [OB 

体 的 (haplontic)] 。 

monosome 88, B88 [ Haselkorn and 

Fried » 1964 ] : 1 与 信息 RNA(messen- 

ger RNA) #2 69— (fi B 468 8 (ribosome) 

[ > 4 BRE (polysome) ] 。 

2 在 一 染色 体 和 组 中 ， 某 一 染色 体 缺 少 具 

同伴 之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FF RIBR 

BAS [ > B48 44 (monosomic)] 。 

monosomic 26H) [ Blakeslee » 1921]: 

在 各 种 不 同 二 合体 ， 或 刁 源 多 伪 体 (allopo- 
lyploid) [ 在 作用 上 仍然 是 一 个 二 从 体 ] 
的 染色 体 租 (chromosome complement) 中 ， 

少 掉 一 条 染色 体 [ 或 多 人 条 染色 体 ， 指 双 单 染 

fi (double monosomic) ] 的 组 上 胞 和 粗 积 [ 

在 嵌 合 体 (chimera) 的 情况 下 ] 或 个 体 因 而 

形成 ( 2n-1) PRK (aneuploid ) 。 在 

单 染 体 中 ， 如 缺少 一 条 和 结构 正常 的 染色 体 者 

AES “ RE” (primary monosomic) - 

FE (monosomy)， 可 能 在 有 秋分 烈 
或 减 数 分 裂 中 ,由 $5 fi 7 7} Mt (non-disjunc- 

monotelodisomic . 

tion) 而 产生 。 今 分 述 如 下 ( Darling - 

ton» 1932) : 

L 在 二 伪 体 合子 ( zygote ) HEM AR 

分 裂 时 ， 失 去 一 染色 体  AMPARS EH 

(mitotic nondisjunction)] 。 

2 FE WR BY > Bb cp BEAR AS o> ED Re IM BE AE 

(n—-1) Sila ( 在 动物 或 植物 中 ) ， 和 一 

个 具有 正常 染色 体 和 组 BEES (monoploid)] 

的 雄 配 子 (male gamete) 发 生 人 受精 作用 。 

3 Yk BY TP Bd Hp BE AE AN Sp BER RR AS HE Be 

(n 一 1) (在 动物 中 ， 很 少 发 生 在 植物 中 ) ， 

和 一 个 具 正 常 染 色 体 组合 的 卵 租 胞 产生 受精 

作用 。 

4 BAPEA DB (parthenogenesis) # FA 

rp, — fal“ APR ”(unreduced) fy 5B» FETT 

PHBL ot GAR — EB 

在 单 染 体 中 ， 其 余 染 色 体 仍然 呈 二 僧 体 

状态 ， 因 此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会 出 现 一 个 不 配对 

的 单价 体 ( univalent ) ， 因 此 减 数 分 型 的 产 

物 一 半 巍 坑 单 合体 (monoploid) 而 另 一 半 坑 

(nn 一 1 ) ， 然 而 由 於 单 价 体 在 染色 体 移 动 时 

fs EE RR (lagging)» Alt (n-1) 

Ha TRIS . ”一般 二 信和 体 植物 中 

(n—1) 之 雄 配 子 体 (gametophytes ) 均 不 
具 功 能 。 但 其 (n-:) 的 雌 配 子 体 及 动物 中 

的 雌雄 配子 体 均 具 功 能 。 

有 一 种 常规 的 “ 单 染 性 “是 表现 在 性 决 

定 (sex determination) 的 XX-XO 体系 

中 ， 另 外 与 配 性 别 ( heterogametic sex ) 

中 的 X SAB, RARE AR (mo 

nosome) [ Montgomery » 1904] 。 

“ Boe” (tertiary monoso- 

mic) [ Rick» 1943 ] HRM, GRR 
个 体 具 有 相互 易 位 (reciprocal transloca- 

tion) 后 一 对 染色 体 中 的 一 个 ， 但 缺少 另 一 

个 染色 体 ， 因 此 原来 的 两 休 染 色 体 都 只 有 片 

段 (segment) 在 三 级 单 染 体 和 胞 中 出 现 。 

“(SEB ” ( pseudomonosomic ) 

[ Hiorth» 1948 ] ， 是 稻 胞 或 个 体 缺 少 一 
人 条 染色 体 ( 一 个 中 节 ) ， 但 是 由 於 易 位 (tr- 

anslocation ) 的 天保 ， 两 条 非 同 源 染 色 体 

的 基本 和 节 段 出 现在 同一 人 条 染色 体 中 。 

monospermy iia TH: 只 有 一 个 精子 

(spermatozoon ) 的 人 受精 作用 。 

monotelodisomic ” 单 末端 二 染 体 [ Ki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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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ars » 1968] : 在 二 全 体 核 型 (kary- 

otype ) 之 一 对 染色 体 中 ,其 中 一 个 入 正常 ， 

另 一 个 坊 末 端 中 季 (telocentric) 染色 体 。 

RADSIEBRE BME 2-8 [mae 

#@ (trisomic ); $4 —## (monoiso- 

disomic ) 5 @# 4 4#f(diisosomic) ; 末端 

等 异体 (teloisosomic)] 。 

monotelomonoisosome Bk in BS Bia 

[ Kimber and Sears » 1968] : —{A gilt 

或 个 体 和 遗 失 一 个 染色 体 对 ， 但 具有 和 遗失 对 中 

之 一 个 末端 电 和 节 才 ， 和 一 个 等 臂 染 色 体 之 其 

{th BD 3, EAR — 2A (te loisodisomic)]. 

monotelotrisomic wm — #8: OL RH 

(trisomic ) o 

monotreme “” 单 六 类 动物 : 一 种 产 卵 的 哺乳 

Hy. PMIEPER (platypus) & BRIE (e- 

chidna) o 

monotrichous BREN : AA RBS (fa- 

gellum) o 

monozygotic 5+ : > —$p¥ + (diz- 

ygotic) o 

morbid mitosis Ra HS>2 [ Darling- 

ton and Tomas: 1941 | : OF HRAR 

(polymitosis) ° 

Morgan unit ”摩根 单位 [ Haldane » 1919): 

= ( Rae ) MB (map unit). 
Mormoniella_ vitripennis 

时 (sarcophaga bullata) 中 的 一 种 蜂 ， 此 

蜂 在 遗传 上 已 做 了 许多 研究 。 

morph ” 同 表 型 [ Huxley» 1955] : 1% 

ft. te (genetic polymorphism) PASE (8 

传 型 式 ( genetic form) [ fis R HG (in- 
dividual variants) ] 。 

morphism “形态 性 [Huxley» 1955 ] :@ 

1% $ 12 (genetic polymorphism) o 

morphogenesis ” 形态 发 生 : MIRAE 

中 ， 整 个 形式 或 知 胞 微 租 结构 的 改 半 ， 抑 或 

Siti Hw. VRAERERKRED(a- 

dult organism VRE REVERE BRE 

AG. [ORK A (embryonic develop- 

ment) lobt @#458@ ZEAE (tissues) 

2B (organs) [ FESMRBEDS ] 间 建 立 

一 定 的 特殊 固定 型 驴 (pattern) , B#AG 

及 器 官 问 在 其 大 小 及 和 粗 胞 内 含 物 上 ， 具 有 一 

TERA AAA AGL Sussman» 1964] 。 

寄生 蜂 : 寄生 在 车 

morphogenetic stimulus 形态 发 生 刺 激 物 : 

在 胚胎 发 育 时 ， 胚 胎 的 一 恤 份 产生 一 种 物质 

阔 对 另 一 部 份 发 生 刺 激 作 用 ， Mm ERB 

的 形成 。 

morphology ”形态 学 : 一 种 专门 研究 生物 可 

见 寻 份 ， 以 及 此 邵 份 发 育 及 这 化 的 科学 。 

morphometric cytology ”数量 形态 细胞 学 : 

FEAR AE OE A i HDB BK (pa - 
rameter) fF9—P Mill. 

morphosis “形态 形成 [Sachs » 1894 ] :由 

KRAERRHKS ， 使 某 个 体 的 形 仿 发 生 

( morphogenesis ) #4 Ee HBR 

( 一 般 均 不 稳定 ) [ORE i(modifica- 

tion) ]】。 如 形态 形成 (morzphosis) 模 气 已 

知 突 释 的 效应 则 称 坊 气 表 型 (phenocopy) o 

morph-ratio cline — FURR SCAMMER [ Huxley ， 
1955 ] :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差 刁 明显 的 品种 ， 

Gt FR Hb Fl ZH He PA a 

morula 32 HEE 24884: Ze SEREG ( blastula) 
之 前 ,共有 一 园 进 行 分 裂 (cleaving ) 的 分 
型 球 (blastomere) 的 胚胎 。 . 

mosaic development “” 冉 纹 发 育 : 一 个 懂 和 纹 体 

的 发 育 时 ， 胚 胎 所 有 部 位 的 性 状 已 在 受精 当 

时 ， 或 在 受精 前 已 经 决定 。 因 此 任何 切除 邵 

份 ， 以 后 可 由 设 部 份 的 缺失 才 现 出 来 。 

mosaicism ”该 纹 化 : 同一 个 体内 的 不 同和 上 胞 

有 不 同 的 个 人 笨 遗 传 型 (idiotype) 染 色 笨 千 构 

或 染色 体 数目 LOR (mixoploid) } 

[ ZR * RAH” ( mosaic )] . —ff 

PAL RBH Z BT LA ASTRA EE ( sector ) 

”可 能 是 由 各 种 不 同 的 方式 所 引起 。 如 染色 名 
(chromosomal) 上 或 染色 体外 (extrachro< 

mosomal) &/#& F (heriditary determi- 

nants) AyZes, BS Mii 2% ( crossing 

over ) [ OM#&# S4( twin spot)]> #& : 

BRADKH(OLEMARR ( genome © 

mutation ) ] ， he IB oe [ORE 

fa # (chromosome mutation ) ] ， 或 

“V 型 "位置 效应 (position effect) 等 。 

” Fz YE BIR ATHE ” (phenotypic sex 

mosaic) 的 形成 。 在 发 育 初期 ， 先 趋向 雄性 

表 型 ， 然 后 再 转 趋 雌性 表 型 。 发 育 程序 相反 

SIR. (Owe AR MH (gynandromorph)]o 

mottling “ 杂 斑 化 [Muller ,1930] : 1 =& 

或 花 斑 现象 { varie- & 4% (mosaicis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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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ion) o 

2 o> & tH B4U (chromosome mot- 

¢ tling) o 

mouse inbred line “老鼠 自 交 系 : 包括 白化 

(albino) 自 交 系 (如 A，AK，BALB， 

RIII), @f (black) BR (M C57, 

Black C58 ) ， 黑 藉 色 (black a- 

gouti) 自 交 系 ( 如 工 3A,C3H) > tf(br- 

own ) 自 交 系 ( 如 C57, brown ) ， tr & 

(dilute brown) 22% (MDBA/2) , 

Bire RARE HA 2% ( dilute brown 

piebald » #71 ).. 
mouse L cells ”老鼠 L 细胞 : 在 组 积 坛 养 中 的 

— #6 RHEE MAID ( fibroblast -like cells)» 

JH a BB RE FE 1 94355 tH — 5 EE RF 
FARRAR (subcutaneous areolar) & fifi 

#1 (connective tissue) RABRBS » 
mouse satellite DNA #824 DNA : 从 许 
多 不 同 老 鼠 组 积分 离 出 的 DNA 中 ， 从 属 
DNA #34510% ， 在 氮 化 鸳 密 度 梯 度 (CsCl 

density gradient) [ Caf 7) a#t(centri- 

fugation separation )] PRESAS RE. 

从 属 DNA 单独 形成 一 个 带 (band ) RDNA 
HERAT. ERIEB DNA 在 每 一 染 
色 体 组 ( genome) 中 灼 有 一 百 万 个 复 本 ， 每 

一 顺序 长 度 移 坊 400 BRARA. Rita 

(in situ hybridization) 试验 结果 显示 ， 从 

局 DNA SEAL hhh eR fF (par- 
acentric heterochromatin) Ao 

movement index 移动 指数 [ Slizynsky » 

1955 ] : O% £4 HiFR(chiasma move- 

ment index) 。 

MPD BASHE : 最 大 容许 量 (maxium 

permissible dose) 的 简写 。 

_M protein”M 蛋 白质 : 在 完整 之 RNA ROM 
(RNA polymerase) #44 F> fERIR DNA 

GAARA R. MEA AA) ER 

RNA 聚合 酶 结合 ， MEMES RNA 链 起 始 作 

用 之 频率 产生 ， 它 可 在 RNA 聚 合 酶 反应 中 ， 
具有 和 结合 与 起 始 期 的 功能 。 

mRNA “信息 RNA : #3 13.8 RNA (mes - 
senger RNA) 之 简写 。 

mRNA coding triplets “信息 RNA 字 硼 三 联 
#8 > ae FAB F ( start condon ) ， 停 目 

字 码 子 (stop codon) 。 

multikaryon 

mRNP 信息 核 酵 枝 酸 蛋白 : BERBERS 
蛋白 (messenger ribonucleoprotein)[ #9 

0% RNA 与 6 % 蛋 白质 ] BAZ HR 。 
4. SBE (isotonic) 或 低 锚 分 下 ， 使 备 上 胞 质 

中 之 多 核 醴 体 (polyribosome ) 释 放出 ED 

TA [@%é&RNA (messenger RNA)]。 

MSH Se MAM: 黑色 素 纪 胞 激 
发 激素 (malanocyte-stimulatinghormone) 

之 简写 (OHM PERE (intermedin )]。 

MS2 MS2 唆 菌 体 : B—H RNA 噬菌体 

(phage) o HEF EBRD RWB RNA 
#2 iS (RNA-replicase) o 

MTA “乳房 致癌 剂 : RARER ( mam- 

mary tumor agent) 之 简写 。 

mt-DNA #74 #8 DNA FE ( mito- 

chondrial DNA )Z ffi [=mit - DNA]. 

M5 technique M5 技术 : — 7h A RRIER - 
#@( Drosophila melangaster ) #£ BBE 

(sex -linked lethal) 及 可 存活 突 释 的 方法 。 

试 踊 中 落 利 用 SCaB In Sw* sc 桨 色 体 。 
mucopolysaccharide Jit SR: 坑 一 种 多 

$8 8] (polysaccharide )， 由 糖 及 糖 的 衙 生 

物 和 组成， 例如 胺 糖 (amino sugars), BEB 

酸 (uronic acid) 。 

mucoprotein #{£H : R-BSRAA HA 

含有 4 % 以 上 的 碳水 化 合 物 (carbohydrate) © 

mutatto 黑白 混血 儿 : 一 种 由 白人 与 黑人 

结合 所 生 的 混血 儿 。 
mule ER: RESALE ARCA ERR. 

HERA « 
Mullerian mimicry Mullerian AE : ae fe 

(mimicry) . 

multienzyme system ”多 酵素 系统 : 利用 非 共 

价 力 将 不 同 及 有 功能 之 相关 酵素 (enzyme ) 

结合 在 一 起 ， 使 形成 高 度 和 组 径 烙 构 。 

multifactorial “多 基因 的 : = 微量 基因 (poly- 
gene)。 

multigenic “多 基因 的 : 由 数 个 基因 控制 的 性 

Ko RAH ( monogenic ) 相 反 。 
multihybrid ”多 性 杂种 : 多 於 一 个 基因 的 所 

AeA AHS 24 4 St (heterozygote) 

[ 如 : MERE (dihybrid ) ， 三 性 杂种 

(trihybrid) 等 丁 。 

multikaryon Stihl : 一 种 多 述 和 细胞 ， 

(multinucleate cell)[c 健 核 细胞 (di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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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 )] ,或 者 指 一 个 多 核 细 胞 (coenocyte)。 

与 单 核 细胞 ( monckaryon) 相 反 。 

multimer #2#849 [Crick and Orgel,1964): 

由 二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多 胜 肽 链 (polypeptide) 
所 粗 成 的 蛋白 质 分 子 。 每 个 链 可 称 之 仿 单 体 物 

(monomer) 如 多 体 物 内 所 含 单 体 物 数目 已 知 

Bll 3) 3 3 $2 (dimer), = ##7(trimer),P4 

#84 (tetramer) » A #%(pentamer)® © 

multinucleate RAZA): A SR—HK(nv- 

cleus ) AOMMi@. # AM (heterophasic ) 

3 i AA 2 EB 4 FBLA (cell cycle) 时 不 相 

fF] FA Pa ARATE AR 

(homophasic) #*i MiG, Sila sai ANA 

34 2 AAR PT GK [ en FER (cell hy- 

bridization) ] 。 

multiparous ”多 产 性 : 一 次 产生 二 个 以 上 的 

后代 者 。 

multiple allele #23 (7h [ Morgan, 

”1914 ] > OFA (allele). 

multiple choice mating #933472 : B—TT 

ia (8 (behavior genetics) 上 的 实验 设 

at» feat wee em — Bl EA 

传人 性 状 不 同 的 配偶 。 

multiple codon recognition 多 字 码 子 辨 识 : 

一 种 (species) # RNA(transfer RNA) 

[ —(i kk F45F (anticodon) ] TLR 

(iS = FR nucleotide )[ 氢 基 (base)] 

不 同 的 信息 RNA(messenger RNA) 字 码 子 。 

1S FH (genetic code) 被 发 现 具 有 高 

EE RIPE (degeneracy) 时 ，Crick 即 已 预 

测 “ 多 字 码 子 辨 融 “ 的 存在 [ OH RER(wo- 

bble hypothesis )],4 +h +m [ 以 及 
GRAB RNA HSRAR( redundancy ) 

AR BD fe — FS FF) i SB RNAPT HR ] 

可 由 和 结合 (binding ) AMAA (Ht 

RNA 与 揽 有 显示 单 一 字 码 子 三 合 核 苷 酸 
(trinucleotides in the form of single 

codons) B9#4M8# (ribosome) 和 结合]， 或 

可 经 由 加 入 (incorporation) 实验 得 到 褒 明 

[ 在 已 知 极 苷 酸 氨 基 顺 序 的 无 租 胞 实验 体系 

(cell free system) 中 ， 测 定 胺 基 酸 加 入 

的 顺序 ] 。 
multiple-event curve ”多 效用 曲 粮 : BARS 

相对 存活 率 有 关 的 曲线 (relative curve)o。 

此 曲 缚 最初 平 直 恤 份 可 设 明 放 射线 在 生物 体 

最 初 的 效应 很 小 ， 一 直到 和 它 的 剂量 累积 到 一 

定 程度 时 ， 才 有 明显 的 效应 。 因 此 其 敏感 的 

各 位 [ 即 标的 〈 target ) ] WARE x 
[ hee UAE ASR ( multiple 
target ) ， 每 一 标的 均 遭 受 毁 坏 ] 才 产 生 能 
测量 出 的 生物 效应 。[ 它 标 的 学 说 (target 

theory)] 。 

multiple factor hypothesis “多 基因 假 悦 [LNi - 

- Isson-Ehle » 1908 ; East» 1910]: % 

数量 性 状 (quantitative characters) 中 ， 

其 后代 党 不 能 表现 很 明 题 的 分 熟人 坑 孟 德尔 式 

比例 (Mendelian ratio). SZARRZS 

Rett ikh t 2 eH aReReK-SE 

因 租 ， 而 形成 一 种 累加 性 状 。 但 每 一 个 单独 

基因 的 效果 仓 非 常 有 限 C$ AB (multip- 
le genes)] > 

multiple genes 多 基因 :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非 

等 位 基因 (nonallelic genes ) 对 同一 性 状 

具有 相似 或 互补 的 累积 效果 。 
multiple myeloma “多 重 骨 做 癌 : 篇 一 种 净 球 

细胞 (plasma cell) %, —RRBZAKR— 

个 兹 租 胞 逃避 和 粗 胞 分 型 的 正常 控制 ， 而 进行 

成 群 的 增殖 。 此 和 组 胞 可 不 停 的 增殖 ， 而 且 分 

泌 一 种 特殊 的 与 7 ERA (7-globulin ) 有 
关 的 均 质 蛋白 质 ( 即 Bence -Jones provein), 

multiple neurofibromatosis STM#AAHB : & 

—-S\ BF THR. FR-BABE. 

multiplicity reactivation 72/2227 REA 

[Luria » 1947] : 在 噬菌体 (bacterioph- 

age) 及 动物 病毒 (virus) 中 广泛 出 现 的 再 

活化 (reactivation) 现象 。 当 病毒 的 和 遗传 

基因 座 ( genetic loci ) Sis 74|(mutagen) 

[ ROSES AR, BE he St HF (ionizing radiat- 

ion) ， 一 些 化 学 药剂 ] REM BAGH. 

此 种 两 个 或 多 个 自身 不 能 繁殖 的 病毒 颗粒 同 

时 侵 染 组 菌 组 胞 ， 因 而 恢复 其 基因 座 的 活力 

BR“ BRERA ( MBRMR) ”。 

MR 72S $95 SHIA EM GER [ 受到 损伤 的 

DNA JRFBGRE DHE, MASP 4a(gene- 
tic recombination) 及 功能 互补 (func - 

tional complementation) 作用 人 后， 被 和 无损 

伤 或 具 健 全 功能 的 顺序 所 取代 ] 。 病 毒 烃 

MR 之 乒 可 产生 具有 感染 性 ( 被 恢复 ) 的 后 
{to EMRE ZB, AANA TERE 

体内 ， 施 行 重组 作用 前 的 “早期 ”功能 。 



“ 脐 弱 中 心 ”( vulnerable center) 是 指 病 

毒 基 因 组 (genome) 中 的 遗传 区 ( genetic 
region) » HP SAA BM eR ERA 

HSH, AiR Ries Le Bi 

奏 。 圳 失 活性 的 啦 菌 体 ， 人 彼此 可 能 都 须要 供 

应 一 套 未 人 受 损伤 的 “脆弱 中 心 ”然后 MR 才 

能 进行 ， 过 些 中 心 可 能 是 病毒 基因 和 粗 中 的 作 

.用 子 (cistrons ) » R/FARDNA BR 

YF Rupert and Harm » 1966 ] 。 

multipolar #8 —(F 4 4¢48 (spindle) 2 AMA 

(BLA EAS REE (poles) 。 此 现象 可 能 是 由 於 
一 个 交 胞 内 有 数 个 权 ( 每 一 核 有 它 的 中 心 )， 

同一 个 卵 经 多 重 人 受精 ( polyspermy ) ， 或 者 

由 艾 组 胞 中 心 (cell centers) MFRKAB 

[OP c# ( centrioles )] 。 具 有 多 标 现 

象 的 有 秋分 裂 型 式 者 ， 称 之 坑 多 标 有 煌 分 列 

( multipolar mitosis ) ， 此 现象 使 染色 体 

分 做 的 方式 亦 连 带 的 发 生 殿 党 。 

multisite mutation Sf Bee : 一 个 道 傅 基 

A (genetic locus ) 上 的 突 池 促 成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相 郑 突 购 位 起 ( mutational site ) 

Hae. SHRM ORAK*K ( gene 

mutation ) ] FILA ARB FAA RR 

(mutagen) #€7TRR LAB. CREAR 

ARID F BGA FA ee FES DE PR wai 
type) [Owh# (reversion) ] ， 

BAECS BR MIE RX ( deletion ) 

multivalent 

所 引起 [ > #AM (deletion mapping)]. 

multivalent SRM: MU ECS RSH 

同 源 染色 体 (homologous) MMB, NE 

们 的 同 源 邵 份 在 沽 数 分 裂 (meiosis) 之 第 一 

前 期 ( prophase.) 至 中 期 (metaphase ) 释 

te @ A G2H (chromosome pairing) 及 交叉 

(chiasma ) 将 其 结合 在 一 起 。 [ 与 单价 体 

(univalent ) 及 二 价 体 (bivalent) 不 同 ] 。 

多 价 体 现象 是 同和 货 多 们 和 体 (autopolyploid), 

He ee % 4 (allopolyploid) 以 及 某 些 

结构 杂种 ( structural hybrid ) [ 例如 : 

RAG ABHAE Ff (translocation) ] 

的 特征 。 傅 照 减 数 分 裂 时 染色 体 在 一 起 配对 

PMA. HSM. 五 条、 六 条、 七 人 条、 

或 八条 等 ， 其 多 价 体 分 别称 坑 : = (tri. 

， 四 价 体 (quadrivalent ) ， 五 

价 体 (pentavalent)， 六 价 体 (hexa valent)， 

{AS (heptavalent) 或 八 价 体 (octoval - 

ent)。 

在 第 一 减 数 分裂 (meiosis 1) 时 ， 多 价 

体 的 形 像 要 秽 参 於 配对 染色 体 的 数目 ， 交 双 

(chiasma) 的 数目 及 位 置 ， 以 及 交叉 端 移 

( chiasma terminalization ) 的 程度 而 定 。 

三 价 体 和 与 四 价 体 的 代表 型 [ 交 及 已 完全 端 移 

(complete chiasma terminalization ) ] 

( Ri). ERRATA S— PHBE 

内 ， 其 多 价 体 的 位 置 由 中 季 共 定向 (centro- 

valent ) 

图 64 图 中 所 示 坑 减 数 分 裂 上 时 ， 肥 厚 期 (diakinesis) 与 第 一 中 期 (metaphasel) 

各 种 形式 的 三 价 体 (trivalent) 与 四 价 体 (quadrivalent)[xta 王 交叉 (chi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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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 coorientation) 的 特殊 形式 来 决定 。 

而 此 种 型 式 则 分 别 以 交叉 的 位 置 ， 多 价 染 色 

PPR, URS LO RASH 
而 定 。 

Oksala ( 1952 ) ie aceite i 
(primary multivalent) “ESRB” 
(definitive alii 加 以 区 别 。 

前 者 是 由 偶 入 期 (zygotene ) Bee RHA (ai- 

plotene ) 同 源 染色 体 或 染色 体 片 段 (seg- 

ment) 之 间 径 配对 力量 将 其 拉 在 一 起 。 和 后 者 

则 是 经 交叉 的 楼 械 力量 拉 在 一 起 直到 沽 数 分 

裂 第 一 后 期 (anaphase I) 。 

“ ZRH” (pseudomultivalent) = 

FH JE Fl 9 4% 83 (non-homologous chromo- 

some) 所 形成 。[ 例如 : 由 黏 著 效应 (sticky 

effects ) 所 引起 ] © 

multivesicular body 多 圳 小 体 [yYcxaadea ， 

Muta+» Montomura» and Koga 1957]: 

一 种 圆 形 至 卵 形 的 结构 ( BER O.1 20.6 

em), ERDHEAEK RIAL IB (diges- 

tive) 以 消化 外 来 (exogenous) 或 内 生 :(endo - 

genous) HF (vacuole). SF) #8 [ = 

)\ $8) (vesicular conglomerates) ] 常 在 

许多 类 和 细胞 中 发 现 。 它 被 说 仿 是 一 种 自我 增殖 

的 细胞 胞 器 ( organelles )[ Sotelo and 

Porter » 1959 ] 。 它 的 四 届 由 一 层 光滑 的 

GRR RA. ERAK (lumina) 包含 着 太 
ah BU) ( BRE W~ 150m). 

multivoltine “年 多 产 性 : 一 年 可 产生 数 窟 
(brood ) 的 动物 。 在 某 些 饲 类 及 蛾 类 轻 常 发 

现 此 现象 。 

murine Bat : 属於 暂 商 类 (rodent) > 

包括 小 刀 (mice) RAE (rats ) 类 。 

murine mammary tumor virus RSL RRR 

% ; —f Bs (oncogenic) Z RNA 病毒 

[> ”乳房 致癌 剂 wise 

agent) J. 

Musca domestica 348: Fa BE (home fly) 

HB. KMS! DDT FTL BREE 在 遗传 上 
已 广泛 的 研究 。 

muscle proteins ”肌肉 蛋白 : 肌肉 维和 维和 里 所 有 

的 蛋白 质 ， 影 响 肌肉 的 伸 短 ， 包 含 肌 动 蛋白 

(actin) ， 肌 北 和 蛋白 (myosin ), 旋 光 肌 北 和 蛋 

以 及 - 肌 动 蛋白 元 

tumor 

Fi (tropomyosin) , 

( a -actinin) 。 

muscular dystrophy “肌肉 萎缩 症 : R—BA 

类 的 遗传 疾病 » SERA (girdles ) 玉 
RX (limbs ) JT HULA HE 1K -Duch- 

enne WLAZMeie [ 又 称 假 人 性 用 大 (pseudo- 

hypertrophic ) ] 是 由 一 性 吉隆 性 基因 支配 。 

Mus musculus RSs32R : R-BRRAE 
BRRSEBRRHBADD 

- mutability “可 突变 性 : Ef] AA ( gene) 以 

及 基因 型 ( genotype) 可 径 突 变 (mutation) 

的 可 能 人 性。 党 种 和 遗传 改变 北非 来 自分 记 (se- 

gregation ) 或 遗传 重组 ( genetic recom- 

bination ) o 9] #++R AA- (gene pool) 

AS KB RA PAM (adjustment) - 

[ #% ( adaptation ) ] 基础 。 通 常 一 个 物 “ 
种 (species) DH AAEH EE SHE 

比较 有 利 ， 因 镶 多 数 的 突 释 都 是 有 害 的 ， 可 

变性 的 相关 持久 性 ( relative constancy ) 

可 由 多 重 栅 制 所 达成。 包含 遗传 改 法 的 最 初 

影响 在 租 胞 的 非 基因 部 分 [ 例如 改变 染色 体 - 

3} 427K (mutagen) 抗拒 方式 的 改变 ， 中 和 

SBAHASS ] 。 也 包含 遗传 改 纪 的 最 

初 影响 在 遗 传 体 系 本 身 [ AMS Ah K 

( genetic material ) 的 结构 因而 改 释 其 对 

诱 沟 的 敏感 度 ， 改 变 锈 变 剂 所 造成 遗传 物质 

伤害 的 修复 机 制 ，[ 只 复原 作用 (reactiva- 

tion) ] 。 如 某 一 个 基因 能 使 其 他 基因 的 可 

变性 有 题 著 增加 时 ， 此 一 基因 称 坑 增 购 基因 
(mutator gene). 

mutable gene Al : 指 易 释 或 不 稳定 的 

基因 ，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常 比 其 他 大 多 数 甚 售 稳 

定 的 基因 容易 发 生 自 然 突 先 而 成 二 种 或 二 种 

以 上 的 状态 。 

RAE “BE” R “ABE” BACH 

东 没 有 和 约 对 的 界限 ， 但 在 多 备 胞 生物 中 ， 某 

一 基因 若 天 然 突变 率 (mutation rate) iA» 

而 使 此 基因 和 与 其 突 灵 体 的 衍生 物 ( dervia- 

tives) 产 生花 斑 现 象 (variagation) ， 可 称 

JL BSE (mutable) 或 不 稳定 性 《unsta- 
ble)。 一 个 特殊 的 基因 在 其 个 体 发 育 (onto- 
genetic development) 过 程 中 ， 可 能 每 一 

个 阶段 均 呈 不 稳定 ， 亦 可 能 只 在 某 一 阶段 ， 

或 某 林 个 阶段 如 此 。 高 突 购 频率 [ 它 热 点 

(hot spot ) ] 是 可 绝 基 因 本 身 固有 特性 。 亦 

可 能 由 一 些 与 突 杰 基因 本 身 无 关 的 遗传 因素 

所 控制 。 [ 它 控 制 因素 (control el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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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mutator gene) KAR ¥# (gene 

conversion) ] 。 

REAR RELA SABRE SIZ 

基因 ( stable alleles )( 在 量 的 等 级 表现 上 )， 

或 其 他 不 稳定 的 等 位 基因 ， 与 原来 基因 在 突 
iS RAS LER BERET 

生物 (stable derivatives) 上 有 所 差 刁 。 

下 稳定 基因 的 突 沟 率 权 常 受 环 卉 影响 非常 大 。 

[ 例如 : 温度 ] ， 同 时 亦 人 受 某 些 特殊 基因 型 

HVS, eh SADA —-RRMRRURA 

RAF RA - : 

mutable sites A) : 2AM LA BA 

RSH RERRABRS A BLA 

BBAABVA (forms )l 三 突变 位 置 (mc 

tation site)] © 

mutafacient BNA Darlington ， 

1944] :基因 (Oo # #AA (mutator gene)] 

或 其 他 和 遗传 因素 可 以 决定 或 增强 另 一 突变 

(matation) 的 机 会 者 。 

mutagen ABR, BM: 任何 能 显著 夫 

加 突 氢 的 物理 或 化 学 因素 。[ VB“ RBA” 

(mutagenic agent)] ， 可 使 突变 不 (muta- 

tion rate ) ] GAKAHRBKE LO 

ARR (antimutagen)]. LHHBARR 

BiELHRBBLE “ BBR” (indu- 
ced mutation)» Hii—@“KR2B” 

( spontaneous mutation) HR. RRZE 

ABBR RET BN (ionizing radi- 

ation) ; (ultraviolet ray)» AX 

类 似 物 (base analogues) 及 烃 烷 化 型 (al- 

kylating agent), EMMTBZRAARR 

(gene mutation) Rk RABRHEH KM. 

[> #é€M & # (chromosome mutation)]。 

mutagenic BAMA) : °] BHA (mutation) 

的 一 切 事物 (OF # A (mutagen) ] 。 

mutagenic DNA alteration i3¢DNA 2a 

[Freese et al» 199] :任何 主要 的 

DNA 故园 ， 不 能 阻止 DNA BR, MTS 

KH AAR (gene mutation)， 党 些 损 伪 不 

产生 妇 色 体 构 造 上 的 改 枝 ， 即 不 产生 染色 笨 . 
%® (chromosome mutation) » Efi"! 

BERR MRSS 2 SB RAC eH RE AW base 
analogue) K DNA RAKELSHS 

Mii BR) 或 由 DNAKSH (DNA poly- 
merase) Heim MK © 

mutant 

mutagenic effectiveness ATE : 35 8874 

(mutagen) 克 分 子 省 度 之 应 用 ， 与 突变 频率 

之 关 傈 。 

mutagenic index “ 诱 轰 指数 : > 显 性 致死 检定 

(dominant lethal assay) 。 

mutagenicity assay BB tte : 用 在 评估 一 

BSBA NAAR EWA ABZE MWR 

Ae. 238 Biht OBE RE LO 

斑点 测验 (spot test ) ; 重组 检 守 (rec as- 

say ) ] ， 寄 主 媒介 检 宗 (host-mediated 

assay) ， 生 物体 外 哺乳 动物 租 胞 ， 体 内 

(in vivo) 和 组 胞 遗传 研究 ， 以 及 上 显 性 致死 检 

定 (dominant lethal assay) 。 

任何 族 罗 性 检定 可 用 来 估计 下 列 现象 : 

L 干涉 到 人 类 之 所 有 扯 传 事件 ， 和 与 2 哺乳 动 

yn BHIESBSRRERBBRECWAR 

ERBARRETHA HCNZH BRIBE - 

BURR: | RESURH, 278 

正 基质 ， 可 能 陈述 对 人 类 之 一 逢 遗传 危害 ， 

3 简单 且 不 昂贵 ， 与 4 曝露 於 人 类 集 园 中， 

评估 其 危险 与 安全 性 [ Flamm, 1974] 。 

过 些 需求 仅 能 广 足 一 群 分 并 念 不 同 阶级 

之 测验 ， 来 促进 人 类 推测 的 力量 。 
mutagenicity screening isS¢tea : = 荔 迪 

性 测验 (mutagenicity testing) 2 

mutagenicity testing iM Rie : 以 不 同 

4% Ptt4e =e (mutagenicity assays) 来 评估 

(BSA 2 BME [ = GBMERER ( muta- 

genicity screening) ] 。 

mutagenize i%M#7 &)55] : RE BMA To 

mutagen specificity BBB MHiStt: STA 
SRA SPSUBAREREZARBR+ 

分 化 ， 而 请 发 基因 突 委 (gene mutation) x 

GM #2 (reversion). S#RRAH BH 

ACR RAW RRERBER CR ERE 
H2—-SRRRE HRBRARLRE, 

它 可 造成 修饰 作用 ( modification ) ， 使 有 . 
些 租 上 胞 有 不 同 程度 与 方式 之 不 同 DNA 损伤 
FARR 

mutant 32M#8 : AX # ( mutation) 所 产 

-: AS ARE > [ 包括 基因 ES ( gene muta - 

tion)» *& @ 4X ® (chromosome mutation) 

3 6p XB ( genome mutation )» RM 

Be (SE FH (mutation of cytoplas- 

mic hereditary determinants ) ] o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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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RBBB H+ (wild type), 

IRENE MEER RFA KREGER EIB o FE 

(ry) (EGE EH FE set IT EAE SR RASA 

ge, LIBCREBE. 

mutant frequency ”突变 体 频 率 : 在 一 集 园 

( population ) 中 ， 可 以 测 得 (detectable) 

的 突 黎 体 比 例 [ 不 考虑 突 枝 体 在 何 时 或 如 何 

情况 下 产生 [Zamwexpjpor ，1967 ] 。 

mutant substitution ” 突 释 体 代 换 : 由 一 个 突 

# (mutation) 扩展 至 整个 物种 ， 而 造成 集 

国之 改 千 。 每 一 突 释 体 代 换 需 很 长 时 间 才 会 

形成 ， 且 仅 需 小 幅度 突 轴 的 发 生 即 可 和 过 成 突 

变 体 代 换 的 现象 。 - 

mutate 突变 : 发 生 突变 ( mutation) RH 

现 突 构 的 过 程 。 

mutation (deVries: 1901 ] : 任 
{] ANKE 3 (segregation) 或 遗传 重组 (ge- 

netic recombination ) 发 生 在 遗传 物质 

( genetic material ) 中 的 可 遗传 改 枝 。 若 

它 的 表现 不 是 显 性 致死 因子 (lethal factor) 

HeKS TI SRET Mi. CISRER 

‘7, AMPS Me (mutant cell) 或 

ABBE. ESHRED, HERB 

HRAREZB MR. BS Heo (mu- 

tation spot ) Bj 32S (mutation area), 

RBEBLEAEREEDH ERR, Fl 

可 籍 配子 而 传导 到 下 一 代 , 其 所 产生 的 个 体 ， 

无 葵 是 体 租 上 胞 或 生殖 和 有 上 胞 , 均 具 有 突 罗 性 状 。 

因 坟 遗传 信息 最 主要 的 携带 者 是 DNA> B 

此 ,一 个 突 枫 可 能 是 单个 或 不 同 组 合 的 改 构 ， 
能 影响 到 一 个 或 多 个 去 氧 杷 酝 述 苷 酸 (deo- 

xyribonucleotide) HIEA Ras, Hae 

包括 物理 或 化 学 组 成 ， 可 突变 性 ( mutabi- 

lity ) » & (replication) ， 表 型 功能 

(phenotypic function)» KH (recom- 

bination) o GHB LBA FH A(added), 

缺失 (deleted) ， 取 代 (substituted), 倒 位 
(inverted ) 或 移 转 到 一 倡 新 的 位 置 ( 同时 

具有 或 不 具有 倒 位 ) (Hers kowitz » 1965], 

一 个 基因 型 ( genotype) 可 发 生 突 炙 的 

单位 ， 若 按 其 突 鬼 程度 大 小 的 顺序 来 慰 分 别 

RAE HE (genome) ， 染 色 体 (chromo- 

some ) [ 它 染 色 体 组 突变 (genome muta- 

tion) ] ， 大 於 单 个 基因 的 染色 体 节 段 (ch- 

romosomal segment ) [PO#@EMR# 

(chromosomal mutation) ] ， 基 因 (gene) 
[MARR # (gene mutation) ] 。 AB— 

个 作用 基因 [ PFA (cistron) ] 可 包含 许 

多 突变 位 置 (mutation site) ， 一 个 基因 突 

购 可 能 包括 了 整个 的 作用 单位 ， 或 者 只 包括 

Kp— PPS. 

RBH ARB [LOTR (muta- 

bility ) ]. A") R4# (mutagen) 经 

BROAEBK ERRRBKABHEBZ 

间 似 乎 没有 质 的 差 刁 。 前 者 是 由 一 些 未 知 的 

CREE RBRARAR SIH, BORK 

RRB IAB EH AEA eR Rit 

4 B® (antimutagen) PTR 

AR RH EM—-RRRBLASH, 

RBH ALEPH S Shae 

当 的 比例 [安道 传 负荷 ( genetic load )], 

因此 ， 将 一 集 园 的 可 突 岂 性 ( mutability ) 

稚 持 在 一 个 低 而 恒定 的 水 北 是 有 利 的 ， 二 一 

目的 可 用 不 同 的 方法 来 圳 成 。 当 一 个 体 由 於 

RBEANM MERMSH (fitness ) BB 

死亡 或 无 法 生殖 ， 此 一 个 体 是 ” 适 倩 死亡” 

(genetic death) 的 和 受害 者 。 

有 一 种 特殊 类 型 的 突 酸 涉及 染色 体外 

(extrachromosomal) 的 遗传 定子 (determi- 

nants ) » Sé8R FERRARA (non-Mende- 

lian ) i4# (inheritance) - He eS 

JFEROH. 12MM 1F4 ( idiotype ) 

A A HAR OP SE OS [ Oto BW A (pla- 

smon ), 40%, {4% (plastom) J. 

mutation fixation easel [Witkin » 
1956] : > XB X*# (gene mutation) 。 

mutation frequency “” 突 释 频率 : 指 一 个 集团 

Hh, SLE ERE (mutant) 的 频 度 。 东 不 一 
定 指 突 构 的 发 生 率 (rate) (ORR F (mu- 

tation rate)] 。 

mutation frequency decline 突变 频率 衰退 

[Witkin» 1956 ] : BAER (in- 

hibitor ) FAR SRARR( 或 ) RNA 的 

合成 ， 同 时 也 压抑 了 DNA SBR. Ame 

基因 突 委 (gene mutation) 的 频率 降低 。 因 

RRBARRR, KF DNA 合成 过 程 来 
和 进行“ 突 缕 固定 (mutation fixation) 的 

fae, EHRs AH (premuta- 

tion)] 会 消失 PIL RBARRRHBLH > 

AT FER BMA DNA FFRAGMMR, LH 



人 

299 

固定 上 与 DNA SERA HMB TER 
LAMEHBERBA ID, BL RPAH 

类 及 其 作用 方式 而 定 。 

mutation initiation “” 突 沟 起 始 : ORARR 

(gene mutation) 。 : 

mutation isoallele RS ASwEA [ Lef- 

evre>» 1955 ] : SiR @(FAHMA, AR 
RI AF 1zH A (allele) [ 它 同 等 位 基 

(isoallele)] 。 

mutation map  32Sfglae [Muller » 1927, 

Muller and Painter » 1932] : ARS 

率 揭 图 以 测定 染色 体 的 长 度 。 (ORERE 

## (chromosome map)] © 

mutation pressure 32M [Wright ， 

1921 ] : 厌 着 突 释 重复 产生 同一 个 等 位 基因 ， 

以 致使 它 在 一 集团 基因 库 (gene pool) 中 的 

FA iB MO AA MF (gene frequency )] 

若 没 有 其 他 力量 参与 ， 等 位 基因 A BK a 的 

突 玖 会 遵 致 等 位 基因 疝 比 例 的 改 丢 和 终 至 ， 由 

aa 取代 A 等 位 基因 ( 对 A 基 因 座 言 ， 整 个 群 
体 具 有 a a 基因 型 )。 然 而 有 时 由 a 变 至 A 的 

回复 突 党 (back mutation) 也 会 发 生 (一般 

来 说 ， 它 们 的 速率 不 同 ) ， 因 此 同一 群体 永 

下 不 会 单独 释 由 突 释 而 使 某 一 等 位 基因 释 仿 
AEA (homozygous) 。 因 此 东非 一 个 等 

MAREE. BAMA a 与 从 a BSA 

的 速率 相等 时 ， 均 衡 (equilibrium) 因此 建 
Wo | 

Be PRB afi , FRBRRR AT HEE BAe 

(gene pool) Psat LAs, SRL, 

RBA HAL (evolution) AR AUAX, 

FEC, BARI E— BH fil (contro- 

lling) ”因素 ， 不 如 褒 它 是 一 种 限制 (limit- 
ing ) 因素 。 

mutation rate ”突变 率 : 每 一 生物 实体 (enti- 

ty ) | 包括 病毒 (virus) ， 和 上 胞 (cell ) ， 

生物 个 体 ( individual ) ] 在 每 一 代 中 ( BD 

生殖 届 期 所 需要 的 时 间 ) ， 某 一 特殊 突 玫 事 

件 发 生 的 机 率 。 突 沟 率 可 从 突变 频率 ( mu- 

tation frequency)#, 用 不 同 的 方法 加 以 估 

计 ，[ 号 基因 突变 (gene mutation)» *# 

体 频 率 (mutant frequency)] © 

mutation spectrum = - ee: > Ht IE 
(gene mutation) 。 

mutational delay Fee ie [Newcombe ， 

mutational site 

1953 ] : = © iz (mutational lag) o 

mutational equilibrium “突变 均衡 : 傈 指 每 一 
个 体 的 突变 基因 的 频率 。 它 等 於 每 一 代 中 ， 

每 一 个 体 的 突 释 频 率 乘 以 突 玫 基因 未 洽 失 前 

可 以 和 维持 存在 的 平均 代数 ( number of ge- 

neration ) [> #1# @ #( genetic load )]。 

mutational hot spot “突变 热点 [ Benzer » 

1955 ] : 基因 (gene ) 内 ( DREBREE ) 
RA BERRA A FS [ IER (torw- 

ard mutation) RBIG@i32 ( back muta- 

tion) ] 9) — ME (mutation site) 。 

ERAN RAEI, AKRAM RA 

# fH 2 hi (mutgens) SMM AANA Mh 
BD ZEA (loci) ESA BR PHB 

ARSIDRE ABBE TIMBRE 

性 ( mutability ) 在 基因 二 一 级 中 的 证 明 ， 

也 可 能 反映 核 苷 酸 发 生 取 代 现 象 ( replace- 

ment ) [ EA Rew | 9 同时 也 题 示 突 

MEHDNA 内 单个 权 苷 酸 的 特性 ， 以 及 相 

卷 极 苷 酸 的 相互 作用 所 决定 ， 它 促进 或 抑制 

BARBS, FRB LS Ks 

BB PEAS 24 ON BE AE RS 

mutational lag =: RABE AS [ Demerec and 

Cahn » 1953 ] : BRT MQ6e 2k HF ( copy 
error lag) 40/3 iE (cell division | 

lag) ， 表 型 膛 兴 (phenomic lag) Kk Pat 

iM (segregation lag) 7+. HR AA *K 

%‘ (gene mutation) HELE, FHMRHRS 

an (clone) HR [ = “RMAC” 

( mutational delay ) [Newcombe ， 

1953 ] 。 

mutational load ease 7 [Muller » 1950]: 
C> di 1% Fi (genetic load). 

mutational site ”突变 位 置 [ Pontecorvo ， 
1958] :任何 沿 车 基因 (gene ) [ 或 染色 和 苯 

(chromosome )] ERE RA: X # (mutation) 

Poi. Rie BAG (deoxy- 

ribonucleotide) 及 构成 基因 的 基本 单位 

( building blocks ) ， 代 表 DNA 分 子 中 

有 一 定 长 度 的 区 域 。 突 伙 位 置 的 排列 方式 与 

基因 在 染色 体 上 排列 次 序 很 相似 ， 完 全 呈 直 

和 线 ( linear ) 排列 ， 可 由 交换 ( crossing 

over ) 将 其 分 并 。 平 均 每 一 基因 含有 500 ~ 

100078 HZ fA ; EC ZEa 1h aR( genetic map) 

-E5 BBR EFA 2 FB BRE RE SI 2 AT PR 



mutational synergism 

定 多 胜 肽 钴 上 的 胺 基 酸 取代 顺序 与 距离 相符 

& =ABR—-ZHUE LHRH, EAH 

多 胜 肽 链 (polypeptide) Lk», WIFMEBA 

一 胺 基 酸 所 取代 ， 突 法 位 贰 可 能 以 数 种 不 同 

的 方式 存在 。DNA 中 有 四 种 不 同 的 核 苷 酸 ， 

因此 同一 突变 位 置 也 不 会 有 超过 四 种 不 同 的 
tat 

根据 突 释 位 起 问 的 基因 内 重组 ( intra - 

genic recombination) [O1#€48(ge- 

netic recombination )] 之 有 无 ， 可 将 一 

-个 基因 径 突 沟 所 产生 的 等 位 基因 (allele) 

分 成 三 种 型 式 : 

L 由 重组 可 产生 野生 型 (wild type) 者 ; 
它 的 解释 是 同一 遗传 基因 座 ( locus ) 上 不 同 

位 贰 发 生 突 网 , BLK “IES” (non- 

identical) 等 位 基因 [Dererec， 1956 ]， 
或 “ 民 质 等 位 基因 ”(heteroallele) [ Ro- 

man » 1956 ] 。 

2 HR RES ( AVIS) 第 一 型 等 

位 基因 发 生 重 组 而 产生 野生 型 。 其 解释 念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相 郑 位 坊 改 轰 的 和 结果。 可 称 含 

“ £8 E22 "(multisite mutation) 。 

3 彼此 间 不 产生 重组 ， 但 与 第 1 型 中 所 

有 突 罗 等 位 基因 和 进行 重组 。 其 解释 人 坑 同 一 突 

MVE LBRE+ RS ( 不 一 定 是 同一 型 突 

#). EVBZR “2H ”( identical) 等 

位 基因 或 “ 同 质 等 位 基因 “” (homoallele) 

[ Roman» 1956] © 

mutational synergism 3e@sA+ (现象 ) :在 

BHA (mutation) —, KARMBAH 

相生 现象 。 化 学 试剂 与 UV HRM ZR 
生 ， 在 许多 生物 中 已 有 发 现 ， 且 所 有 情形 之 

相生 效应 ， 可 用 化 学 试剂 与 UV CRB aE 
之 相互 作用 来 解释 。 

mutator gene 。” 增 变 基因 [ Demerec » 1937]: 
一 基因 能 使 其 他 基因 的 突 效 率 有 相当 程度 的 

增加 者 (Oo XAX*# (gene mutation) ] 。 

it SEAR ( protokaryotic ) REK 

(eukaryotic) 生物 系统 中 均 信 有 发 现 。 它 

们 的 作用 机制 目前 还 不 了 解 {BSB YE AAR 

型 式 大 致 可 列 述 如 下 [Yanofsky et al-> 

1966 ] : 

| —(icksH 65 RAB (polymerase) fF 

FR. 5|# ERB BIB (nucleotide seq- 

uence) @ WBA SH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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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ein 

mutual complementation 

2H £4 FBR ASAD 

(base analogs) » MBEAMR ARMA 

(incorporation) H##- se 

3 AR DNA 上 ， 一 个 或 数 个 不 同 的 

氨基 对 之 修 节 作用 ( modification ), m# 

RAH LHS Ro 
mutator phage 88 RRR (Taylor ， 

1963 ]: — (fice 4o°%H A #(temperate phage) 

[ 如 大 肠 桂 菌 之 噬菌体 Mu] 之 不 寻常 特性 ， 

是 在 组 菌 染 色 体 上 没有 一 个 接 角 位置 (atta - 

chment site) ， 但 可 在 任何 位 置 上 将 本 身 

以 高 频率 插入 。 若 增 汪 噬菌体 本 身 插入 在 构 

造 基 因 之 旁 过 ， 则 可 使 紧 过 的 遗传 信息 产生 
BA, ere. RRM RBREDNA 

AFF S RRR (redundancy) ， 可 能 会 促 

(5 UE BR HE 25 A fl ( genome ) ARE ARH 
(internal crossover) »>Mu 之 插入 ， 也 

可 诱发 二 个 不 相关 DNA DF Hi Mie etn 
(genetic recombination) 出 现 ， 此 仅 在 

他 们 均 带 有 一 个 插入 MuDNA MAP RR. 
Mu 区 域 问 之 互 换 ， 此 二 个 不 相关 分 子 能 互 

成 件 偶 ， 或 能 交换 插入 噬菌体 DNA BiH 

Bit [ Os FX # (insertion mutation)] 。 

RBS AR [ Pollock» Flem- 
ing and Petrie, 1965 ] :一 种 径 由 突 

BME7AHEARR (OSA (gene mu- 

tation) ]>o RERRMFLREARASRO 

(analogs) REA AB KEW) HER) A 

有 对 应 野生 型 蛋白 质 的 特性 [ 包括 酵素 学 的 
(enzy mological), @#FasRy(immunological) 

或 物理 化 学 的 (physico -chemical) 特 人 性 ] 。 

它 一 般 夭 著 多 胜 肽 链 (polypeptide) PH 

或 法 攀 个 胺 基 酸 的 取代 而 产生 (ORARe 

( missense mutation ), ®#& X ¥ (non- 

sense mutation) ] 。 

muton ”突变 子 [ Benzer, 1957 ] :基因 突 

% (gene mutation) 的 基本 单位 。 在 一 个 基 
因 或 作用 子 (cistron) 之 中 ， 由 一 个 突 党 下 

i (mutation site ) [ 指 一 个 核 苷 酸 对 (nu- 

cleotide pairs)] Fifth. RMT AiR 

W@ (genetic material) }, BRMiE— 

次 元 排列 (one dimensional) #AHmR a) Bw 

单位 。 当 人 它 改 李 时 ， 可 以 产生 一 个 生物 的 突 

LH ( mutant ) [ OX#RF (recon) ] 。 

相互 互补 : 两 个 有 

. 

Se “a 

————— — —____ 

_ 

本 se av 

) 

Pa 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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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 的 病毒 染色 体 相 互 合作 [ 遗传 重组 (ge- 

netic recombination) ] 而 产生 具有 翁 坟 

(biparental) 性质 的 病毒 。 相 互 互 祖 作用 

及 标 革 基因 拯救 现象 (marker rescue) 在 有 

些 租 菌 品系 中 有 完全 或 近 於 完全 的 效应 ， 在 

另 一 些 和 区 菌 品 系 中 则 人 否 。 
mutuaiism £4 , #4% := 共生 (symbiosis )。 

mycelium BBAt@: (Ri (fungus) HE 

ERB. FER BAH RM (hyphae ) 所 篇 

BRHARKAR.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4%: Bw 

病 (tuberculosis bacterium) 的 学 名 。 

Mycoplasma Rf: R-MR MARE: 

( primitive bacteria) ， 包 括 一 些 构造 最 

RBM. EMEA DME. 

myelin sheath 838: H—(Bischwannfila 

fm (plasma membrane) Pi #KH—-BES 

WHS he MAB (axon) MHRRAR. 

myeloma hija MMe: 产生 抗体 细胞 

myxomatosis 

ie HAR H—RHR (single clone) 

Miss. — PME + i ee 

5. REA (immunoglobulin) 。 

myoblasts ”成 肌 和 细胞 : 成 肌 和 细胞 集合 以 形成 
SEH AULA MB 

myoglubin A418 : HREBM(verbrate) 

LAS 85 288 mél Be A(monomeric hemepro- 

tein ) 。 人 类 的 肌肉 红 蛋 白 包 含有 152 个 胺 
基 酸 。 一 般 悦 人 坑 肌 和 红 和 蛋白 作 用 子 (cistron ) 

的 直接 由 祖先 作用 子 ， 径 竟 腿 后 产生 < 链 作 
用 子 ( @ chain cistron) 的 和 祖先 基因 。 

myosin “” 肌 凝 蛋白 : 蛋白 分 子 的 一 种 ， 每 个 
分 子 上 共有 两 个 般 和 绪 的 次 级 单元 ( PTREB 

220,000 ) 次 级 单元 聚集 以 形成 一 根 两 端 球 
GAS AR © 

myxomatosis ZHSH RS: RF +—- BK 
SHAS KARE RIBEAM. Lik 

制 野 有 锡 的 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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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单 售 体 染色 体 数 之 简写 ;2 当量 沙 液 之 
符号 ; 3 RICH 

n, 2n, 3n etc. on, 2n, 3n ¥: RRA 

度 的 合 数 体 。 阿 拉 伯 数字 代表 染色 体 的 套数 

[o> #@ 448 (chromosome set) ] 。 在 有 

4: SR 5 AE BB+ (sexual diploid) 中 ， 

FR IE Fs AO te yey RAK (alternation of 

nuclear phase) 者，n 代表 配子 [ BRE 
(haploid 或 monoploid ) ] #AawR, 2nft 

表 合 子 [ 二 合体 (diploid)] 染色 体 数 。3n ,4n， 

5n 等 代表 三 售 体 (triploid ) 【三 套 染色 
de | ,四 合体 (tetraploid | MARAE], 

五 伪 体 (pentaploid) | ZEEE ]H#E 

体 和 组合 。 

nanometer 十 俺 分 之 一 公 尺 : 上 符号 篇 nm 
或 下 三 和 于 分 之 一 微米 (micrometer) 。 

2 inm=10A. 
nascent 新 生 的 : SRE ( polyribosome ) 

之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模板 上 形 

成 的 和 蛋白质 链 。 

nascent polypeptide chain 新 生 多 胜 肽 链 : 多 

胜 肽 链 的 形成 ， 径 由 tRNA PF HED 

极 酶 体 之 50S 次 级 单位 ， 新 生 多 胜 肽 的 游离 
末端 ， 含 有 N- 和 终止 胶 基 酸 。 

natural acquired immunity BPRS ERED : 

一 个 人 得 病人 后 对 此 种 疾病 具有 抗力 。 
natural immunity “自然 免疫 : SBT KA 

吕 疫 力 ， 与 获得 的 免疫 力 相反 。 

natural selection 8 %Ai#}8: 在 自然 界 中 ， 具 

有 送 应 性 状 和 与 没有 此 种 优势 之 个 体 问 产生 不 

同 生 育 力 '(fertility)。 

nearest neighbor sequence analysis 37 BENE > 

析 : HORMEL ANWRERS. BH 

频率 的 一 种 生化 技术 。 此 种 分 析 的 结果 ， 襄 

ARAN aR RAS DNA 分 子 ， 具 有 近 关 顺序 的 

特定 模式 ， 骆 然 他 们 可 能 会 有 相似 的 氨基 顺 

序 。 

nebenkem 314% [ Biitschli ， 1871] : 

副 核 (paranucleus). 

negative control ” 负 控 制 : 由 於 某 一 特殊 分 子 
”的 存在 ， 生 物 活力 潭 受阻 止 。 一 个 明显 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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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centric 

DNA BT LAIR . 可 以 阻止 

mRNA 合成 的 开始 。[ Die] ( positive 
control)]。 

negative interference 负 干 援 : 们 发 傈 数 (co- 
efficient of coincidence ) KF 1 HR. 

在 此 情形 下 ， 同 源 染 色 体 之 俩 一 个 互 换 的 发 

生 ， 可 以 促进 痢 近 产生 另 一 个 交换 的 可 能 。 

negative liquid holding “” 负 液 保留 [ Parry ; 

1972 ]: ESRI (UV RB REARRS. 

(ERATE ERS RK. RH EH 

PR BUR MS Ba EB, 在 非 光 再 活化 的 (non- 
photoreactivatable) 紫外 和 缚 诱发 酵素 活性 

降低 下 产生 Bi (repair) [cy eR KE 

(liquid holding recovery) ] « 

neighborhood 相 隘 群体 [ Wright » 1946]: 

由 相互 交配 (interbreeding) 个 体 所 和 粗 成 的 

当地 集 园 (local population) “，， 过 些 个 体 

共有 同一 个 基因 库 se pool 因此 被 如 

BEBE “ BEB” 

neobiogenesis ee mL Keosian » 1965]: 

K-BRERARE RRR, Arete 

源 仍 在 自然 界 中 重复 出 现 。 ce 

(eobiogenesis)], 

neobiont 新 生源 体 [ Keosian> 1965]: & 

由 新 生源 说 (neobiogenesis) 所 产生 的 生物 ， 

新 生源 体 可 能 是 共 楼 生物 (commensals) » 

共生 生物 (symbionts) 或 寄生 生物 (parasit- 

es) ， 可 能 也 是 自警 生活 的 生物 [ Keosian, 
1965 Jo a 

新 中 和 节 的 [ Rhoades and Kerr, 
1949 ] : OF i (centromere) 。 

neocentric activity ”新 中 和 节 活 动 : 有 些 个 体 具 

有 一 种 园 常 的 基因 型 ， 通 常 在 第 一 次 或 第 二 

ABD Bs (meiosis) 的 中 至 后 期 (meta-a- 

naphase) ijl 通常 不 发 生 在 有 入 分 裂 (mi 
tosis) 过 程 之 中 J], AB fh (centrome- 

re) AMRF $ fp (diffuse centromere) 

或 移 向 染色 体 末 端的 现象 。 具 有 新 中 节 活 动 

的 染色 体 ， 其 两 肾 的 指向 与 末端 中 节 染 色 苯 

” (telocentric) 的 末端 相同 ,花生 其 本 身 的 

FE, (eR (repressor) 与 . 

chat bi Be fal— ae #4841 (pairing configura- 
tion) 中 其 他 新 中 节 染 色 体 (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列 ) 或 子 染 色 体 (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HARM, 
排列 在 同一 个 方向 。[- Darlington ， 
19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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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centromere ”新 中 节 [Rhoades » 1962]: 
>? (centromere) o 

neo~ Darwinism ”新 达 泵 文 说 : 有 机 演化 (or- 
ganic evolution) 的 ”合成 synthetic) 或 

“Ete” (biological theory ) o We 

(mutation) #1 & # (selection) RAREX* 

PRS [O22 BK (Lamarcki- 

sm),i# @ X%, (Darwinism)] 。 

neomorph “新 效 等 位 基因 [ Muller +1932]: 

Hz A (allelej。 

neoplastic transformation 浆 生 转化 : Osh 

转化 (cell transformation) © 

neoplastoid #8 [ Martin and Sprague ， 

-1973 ] : CONRAD BIT SH 40 &(cell 
line) » 它 能 永 下 不死 ， 而 在 生物 体 中 

(in vivo) @RR— BE (neoplasm) 一 

eo EME RWG 24 (heteroploid) » 

{HING] HER SEES (euploid) [ > BRE 

(hyperplastoid) ] 。 

neosome #/|\@8l McCarthy, Britten 

and Roberts, 1962 ] : >is (ribo- 

some) 。 . 

neoteny AjREISMLs SDRAM [ Kol] mann, 

1885]: 二 在 成 年 期 上 时尚 保留 幼年 期 特征。 

2 在 幼年 时 期 出 现成 年 期 的 特征 。 

neo-XY system. 新- XY 系 统 : OC 性 染色 苯 

(sex chromosome) 。 

neo-Y-chromosome 47Y#t HR [ White ， 

1935] : Ov eM (sex chromosome) 。 

neurological mutant #PRER RMB: KELE PH 

MRELRARTDLTERHRBEA, £ 

乎 有 100 SHH RRBBESCA PRR. 
neuropathy MARSH : —HTRAEBA 

PRO. =) RE rH ABT AK. 

new reunion 新 再 联合 [ Newcombe » 1942): 

OARS (reunion). | 

mexus Bt [ Dewey and Barr » 1962]: 
BT AH IES A) ; HERBAL ee 
区 域 。 

N-formyi- methionyl transfer RNA ” N- 甲 酶 
: 基 甲 硫 胺 酸 tRNA [ Marcker and Sanger 
1964] : if (bacteria) . #48 (chlo- 

roplasts) , +s 4 ( mitochondria ) 内 

之 起 始 tRNA (initiator tRNA) . £F 

PLEA (methionine) HAR CARH RNA 

nonchromosome 

(transfer RNA) 后 ， 产 生 甲 硫 胺 酸 的 wx 胺 

基 甲 栈 基 化 。 甲 酶 基 化 可 经 由 移 转 甲酸 基 酶 

(transformylase ) 而 加 速 作 用 。N - FAR 

基 甲 硫 胺 酸 tRNA 的 特殊 人 性 坑 作 一 个 多 胜 

肽 起 始 子 , 於 进行 遗传 转译 (genetic trans- 

lation) 时 ， 存 於 此 tRNA 之 构造 上 ， 而 

不 位 於 甲 酶 基 上 = 

niche “小 生境 [ Grinnell» 1904] : 一 个 

集 较 所 送 应 乙 环 卉 因素 的 总 和 [ =O 
i {ecological niche) ] 。 人 小 生 雯 是 生物 体 

对 外 界 的 需求 ， 及 对 其 环 卉 的 特殊 利用 方式 

EMeyxr ， 1963 ] 。 

nick 切割 : 极 酸 分 子 任何 单 股 的 断裂 。 能 产 

生 此 种 断裂 的 酝 素 请 之 ”切割 酶 “(nickasey》 

能 疼 合 此 种 断裂 的 酵素 谓 之 ” 封 乱 酶 “(sea- 

lase) [| Hurwitz et al., 1967] 6 

nitrogenous base 氢 基 : Hk (aromatic) & 

AAT, A Amt ABER THe), 

ip By ee (purines) Fez 

(pyrimidines) 。 

nitrous acid (HNO,) Seti: 一 个 很 绰 有 力 

Bw, LAME (keto-group) 取 替 DNA 
氨基 中 的 腕 基 (amino group). 

nodoc 字 码 识别 [ Cantoni et al.» 1963): 

i€# RNA (transfer RNA). 

nombre fondamental 3¢& #8 A MIM at they: 
1949] : 某 一 物种 的 染色 体 和 组 (chromosome 

complement ) 中 ， 其 染色 体 辟 (chromo 

some arm) 的 炎 数 ， 但 不 包括 标 状 近 末 端 

Fh Ai 4 $8 (rod-like, acrocentric chro- 

mosome ) #945. 

nonbasic chromosomal proteins 非 齿 性 染色 体 

BAR : 酸性 的 非 租 织 蛋 白 (non-histone) ， 

与 染色 体 有 了 关 的 蛋白 质 ， 如 DNA RAG 
(DNA polymerase) 。 

nonchiasmate #2 3Z:=# % X(achiasmate). 

nonchromosome 非 染 色 体 的 : Met 
(hereditary determinant) 的 一 种 [“ 质 

#2" (plasmid) ] 。 其 遗传 模式 坊 非 孟 德 琴 
iH (non-Mendelian) ， 此 显示 它们 位 

於 染 色 体 之 外 ， 和 与 孟 德 贾 式 遗传 中 染色 体 基 

A (gene 延 好 相反 。 此 种 定子 已 被 辩 沁 的 有 

感染 粒子 (infective particles) 与 内 共生 笨 

(endosymbionts) { > 34a (killer) ]. 

«SLR RSE FFT RE ze 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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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邵 ， 而 与 胞 器 如 粒 线 体 (mitochond ria) 
及 华 和 绿 体 (chloroplast) [ 它 质 体 (plastidj 

等 有 关 ， 或 不 与 任何 次 级 和 胞 胞 器 (subcel- 

lular organelles) 有 确实 关联 。 [Oig# 

A WA! (idiotype), ##! (plasmotype)>» 

Gf 42%! (plastotype) ] 。 

non-congression 无 中 板 集合 [ Darlington ， 
1937 ] : 配对 构 型 (pairing configuration) 

[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1) ] 或 染色 体 [ 

有 缘分 裂 (mitosis) 及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meios- 

isI]) ASHEFERS SERS (spindle) MASH BALE 

有 规律 的 排列 [ 中 期 板 或 赤道 板 (metaphase 
or equatorial plate )] * 此 种 配对 构 型 染色 

体 停留 在 赤道 板 之 外 ,可 能 形成 一 RIAA” 

(accessory plate) 无 中 板 集合 染色 体 通常 不 

IE MRT ay MD ST EE 

Cot & #4 A(chromosome congression) ], 

non-conjugation AEA Belling » 1925 }: 

TERR TAA, Fit @ Mac H (chro- 
mosome pairing) Ro 上 O74 a (non- 

disjunction)] 。 

nonconservative “不 保留 : DNA ReH—E 

FAX, WRI DNA 的 含量 ， 只 是 以 和 新 合成 

的 DNA RRARHA DNA[ OH ( re- 
pair replication) ] o 

non criss-cross exception 8&5 Wj M(B fil 4} : 

某 基因 对 (gene pair) 位 於 果 量 (Drosoph- 
ila) 的 X -染色体 (X-chromosome) 上 ， 雌 

梦 具 有 同 质 隐 人 性 (homozygous recessive) 

基因 型 ( Xe X* ) MHRBERHE SHER 

(XY) ， 但 是 后 代 中 东 无 交叉 (criss- 

cross) #{# (inheritance) 现象 出 现 。 通 党 

雌 先 如 果 具 有 X - BES Alattached X- 

chromosome) ( 一般 储 XXY +) RR. FE 

肥 和 遗 传 例外 就 会 出 现 ， 在 此 情形 下 ， 所 有 X- 

联 镇 (X-linked) 基因 的 遗传 :F 子 代 雌 曙 

的 表 型 及 基因 型 都 和 母 时 相同 ， 而 F : 子 代 雄 

SEE Bll AA 47 SR AG [elo 

HO SE RRS (XXY) ， 可 产生 下 
WNBA F (zygotes) : [ MIE RAERM 
(XY) 交配 ] 

| Xxx #E4 “ itt ”[ meta (super) 

-females) ]##R ( X4 X* X* ) © 

2 XXY e-ARHE RMR X* XY 
3 XY FEA REE RMB (XY). 

4 YY 不 能 生存 。 
non-Darwinianevolution ” 非 过 页 文 氏 演化 

[Harris et al-»1968 ; King and Jukes; 
1969 |] : ORLY (evolution) o 

non-disjunction 748k Bridges , 1913 ] : 

| FAH (cytological) 上 或 数目 (numeri- 

cal) 上 的 不 分 元 : 由 稻 胞 学 上 的 观察 来 扒 
入 ， 由 於 不 分 万 现象 而 造成 染色 分 体 (chro- 

BRAD BE ](mitotic non- 

disjunction ) ”或 同 源 染 色 体 ( homolog- 
ous chromosome) RRAAA SD BE (meio - 

tic non-disjunction) ] 在 细胞 两 标 有 不 正常 

5 SF Hi 0 

a) BRORASR (mitotic non-dis- 

junction) : 有 入 分 裂 后 期 上 时， 姊妹 染色 分 
#8 (sister chromatids EI) MAA 

两 标 作 均等 的 分 傈 ， 因 而 造成 民 数 苯 (aneu- 

ploid) 分 别 形 成 超 数 体 (hyperploid) 与 减 
数 体 (hypoploid) 。 

b ) RADRWADR (meiotic non-dis- 

junction) :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烈 (meiosis!) 

后期, 对 配对 构 型 [ 二 价 体 (bivalent) Rs 

价 体 (multivalent) ] 中 之 染色 体 和 无 法 作 正 

MORE ， 或 是 无 配对 的 同 源 染 色 体 单 俩 体 
(univalent) » [@7.42# (asynaptic) ] 

TER BUT BHA [a eSB}. jad 

情形 都 会 造成 刁 数 体 [ 超 数 体 或 减 数 体 ] 的 

减 数 分 型 产物 。[ 配子 — BUI LS FB 
= (meiospore)]o 

2 SSB LAA RE (genetic non-dis- 
junction) : Fx SAH TIER 

RPA AB ERS Era EE. 

‘a ) RESHERDRE (chromatid non- 
disjunction) [Sansome ,1933]: HERD 

Zach ik REZSW (chiasma) — nth RAE 
(sister chromatids) 的 片断 移 向 同一 个 配 

子 (gamete ) 或 减 数 孢子 (meiospore)» 在 

同 源 多 倍 体 ( autopolyploid ) 中 ， 此 种 不 

tt ET SRA Ea BH EB Re eer. 

segregation) o 

b ) 初 航 与 次 级 的 不 分 豆 (primary and 

secondary non-disjunction) [ Bridges » 

1916] : 在 XXXY 性 别 决 定 (sex-deter- 

mination) WP, ARERR BR XK 

(BRS E+ BoB PAX PER X RAS 

matid ) 

* 



SRA HE ( DRA ME) ; 亦 可 半 致 XXY 个 

MBER AMX RAR, X+Y， 一 个 X， 

或 一 个 了 染色体 等 四 种 不 同 的 卵 租 胞 [ eR 

AH] ol 

AD BRAR AD REIT BE TE HEHE (RS (XY) 中 

BA, BRAARMRDAHS-BR. E+ 

XY 型 和 0 型 精子 ; BRLERRDAS— 

阶段 ， 则 产生 xx 型 和 0 型 精子 或 YY 型 和 

O 型 精子 。 

3 BEA DRE (directed non-disjunc- 

tion) : 在 有 入 分 裂 或 减 数 分 裂 中 ， 某 一 特 

殊 染 色 体 [ 例如 B - REM (B-chromo- 
some) ] ， 有 专 向 稻 胞 某 一 极 移 动 的 倾向 。 

nonhistone chromosomal protein ” 非 组 织 蛋 白 

染色 体 蛋 白质 : BRED, HHERPI<10 

的 一 类 蛋白 质 [ NHC 蛋白 质 (NHC pro- 

tein)], 在 染色 质 (chromatin) 或 染色 体 中 与 

DNA —#7REHi. NHC 蛋白 质 邵 份 包含 

染色 体 代 谢 作 用 的 酵素 ， 与 专 一 基因 表现 有 

关 的 活化 基因 ( activator ) 或 抑制 基因 (rep- 

ressor) 分 子 以 及 构成 不 同 染 色 质 形式 构 洗 

HEAR. NHC 和 蛋白质 [ MARES 

(histone) ] 在 细胞 质 内 之 杉 外 合成 落 较 租 

容 蛋 白 有 更 快 的 转换 率 ， 其 个 体恤 份 一 生 中 

ABB SHER-NHCRARERSE LR 

能 上 具有 极 大 量 的 殿 质 性 (heterogeneity)。 
其 分 子 量 的 和 范围 在 小 於 10000 至 超过 
150,000 38 99d (daltons) 

RRIF NHC 蛋白质 包 含 许 多 的 同 

质 分 子 以 及 特定 组 梭 和 特定 物种 的 和 蛋白质。 

it thet BSB (development) 时 调节 

Te A (transcription) » NHC 

蛋白 质 假 设 以 数 种 方式 结合 到 染色 质 上 [ 和 与 

DNA ， 组 织 蛋 白 (histone) ， 它 们 本 身 和 

RNA 相互 作用 ] 。 染 色 质 的 转 儿 区 域 具有 

A&M NHC 蛋白 质 与 少量 的 组 答 蛋 白 。 大 

多 数 的 染色 质 被 标 短 间隔 的 组 筱 蛋白 覆 鞭 ， 

%RNHC FRRBHARCE. 

JAG RICE FA(phosphoryla- 
tion 可 能 包含 调节 基因 转 狂 分子 的 机 制 。 磁 

酸化 作用 可 能 在 DNA RRBMBEA LARA 

功能 。 

nonhomologous FEM: 染色 体 或 染色 体 
片断 ， 含 有 不 相似 的 基因 ， 落 且 在 减 数 分 烈 

期 间 不 配对 ，[ 它 淋 色 笨 配 对 (chrom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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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Mendelian 

nonreduction 

pairing) ] 。 其 意义 与 同 源 性 (homologous) 

或 近 同 源 性 (homoeologous) 相反 。 在 单 

fEHE (haploid) ， 多 体 (polysomic), ti 
构 杂 种 (structural hybrids ) (88h, JE 

同 源 染色 体 在 稀有 情形 下 ，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亦 

CRESS, LARA“ 非 同 源 配对 "(non- 
homologous pairing) ， 此 种 配对 不 能 亲 ， 

致 交换 (crossing over) 及 交叉 形成 (chia - 

sma formation) 。 

noninducible enzyme 非 诱 发 性 酵素 : = 和 组 成 

REX (constitutive enzyme)。 

non-isolabeling “” 非 等 标记 : OMKRREDH 

交换 (sister chromatid exchange) 。 

非 孟 德 贾 式 的 : OREM 
(extrachromosomal) BY 4f 2 & # (non—-ch- 

romosomal) 3#{f (hereditary deter- 

minants ) PT REA — fh Ot 1# ( inheritance ) 

模式 。 
non-Mendelian factor Jf (8 At [Correns 

1909] : R—MFFREBHSA BRHF 
mB (non-Mendeliank Mia FZ (cyto- 

plasmic ) 21@ (inheritance) « 

nonmuscle cells” 非 肌肉 契 胞 : 未 对 特别 分 化 

以 行 伸 熔 作用 的 细胞 。 

nonparental ditype F#F#RABH : 它 四 分 子 分 
郊 型 (tetrad segregation type) 。 

nonpermissive 非 容许 的 : 三 限制 的 (restric- 
tive) 。 

nonrandom assortment 非 逢 机 分 配 : 7 Ae 

(assortment) o 

non-recurrent parent 非 输 碍 亲本 : 一 个 杂种 

ZEA, TRBAARBERZRABZ([OR 
32 A (recurrent parent) ]. 

 nonreduction ARMM Belling» 1925]: 

TERID BERR b. PRS Ae H (chro- 
mosome pairing) RRRAFE, [OAR 
联 会 (asynaptic) 及 联 会 消失 (des ynaptic)], 

以 致 不 发 生体 染色 体 数 (somatic chromoso- 

me number) 的 减少 (reduction ) [ JR 

(halving) ] 。 因 而 形成 与 体 和 胞 染色 体 数 

相同 的 再 组 核 (restitution nucleus ) » 

过 种 不 正常 的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1), 
Rosenberg( 1917 ， 1926) BHR“ +R 

AGU 5} By semiheterotypic division) ， 

2+ SMBS Z Res R(regression nu- 



nonrepetitive DNA 

cleus) © 

nonrepetitive DNA “ 非 重复 DNA : = 独特 
DNA (unique DNA) 或 单 抄本 DNA (sing- 

le-copy DNA) o 

nonsense codon #357671 Brenner 

et al., 1971] :OMBAR*® (nonsense 

mutation) o 

nonsense mutation ”无 意义 突变 [ Brenner ， 

Bernett » Crick and Orgel, 1961]: 

BA AX # (gene mutation) 的 一 年 ， 可 将 

支配 某 特 定 胺 基 酸 的 字 码 子 : (codon) 上 三联 
f& (coding triplet) |M#B #4: =  # 

(chain terminating triplet ),j4 =3pi8 “fe 

支配 任何 胺 基 酸 [ ah 1h $48 (genetic co- 

de) ] 。 一 个 信息 RNA (messenger-RNA) 

的 链 终 涉 字 码 可 以 促使 一 种 水 解 作 用 ( hy- 

drolysis) 发 生 , 因 而 在 释放 多 胜 肽 链 (Poly- 
peptide) -, HAi##*R RNA (transfer RNA) 

形成 酯 (ester) MHA MRER. M—-RS 

iE — BA ASKER BR ILS R 

(titi, KRPBRRERAS. REB 
RACE ZEB EE (site of mutation) » fet 

4% FAR (genetic code) RMB, 7 

EX#EA AS IER AREF . Ke (ri- 
bosome) Fs 不 再 能 释放 完整 的 多 胜 肽 链 而 

只 能 释放 多 胜 肽 链 的 断 片 。 现 已 屋 明 UAA 
[ #f (ochre) ] UAG [ B34 (amber) ] 

RUGA S=HRERRERTET, TEM 

别 也 不 能 和 与 腕 酶 基 (aminoacyl) @#RNA 

(transfer RNA) 分 子 行 氛 基 配对 。 目 前 膛 

不 清楚 无 巧 义 三 联 码 是 否 含有 一 种 完全 至 白 

的 信息 ， 或 者 在 信息 传送 时 有 一 种 特殊 的 功 
能 。 

除了 能 使 多 胜 肽 链 之 延伸 提早 千 束 外 ， 

$e. 3 MBL MH (bacteria) MR HE (ba - 

cteriophage) }7Z RAR fig & A'(sup- 

pressor gene) 作 用 有 反应 。 如 某 品 系 带 有 
BAA, HRSA SMA IE (chain 

terminating ) MRTAREB, AMA 

型 (wild type) HORRKE, MEARS 

HAPGARRALETCE. HRA Ree 

CRASFEARRRACETRER: —BSE 

5 ido A) ER ERM A— iA PR AT 

EBA AER. AMEKBAR (E. coli) 

Ph, RRS UAG 可 按 不 同 阻 遏 基因 的 

活性 ， 而 决定 四 种 不 同 的 胺 基 酸 ， 即 入 胺 酸 

(secine) ， 肤 胺 酸 (glutamine) . RRM 

(tyrosine) R— fie fy BE (residue) 。 

Ral — SiS SARS 

Ay SARA BM RNA . SASSER 

ADA ARERR BME. BREA 

(amber) RR (ochre). [ Brenner and 

Beckwith, 1965] PAS) fH AS 

1s BOR. (Bie eee eRe. 

对 链 的 延伸 ， 也 有 不 同 的 效应 。 (ORa* 
4 (missense mutation) ] o 

nonsense suppression #€ 2S fAiE(/ER : 一 个 

ft = #s SHES [ A XH (nonsense mu- 

tation) ] 多 胜 肽 链 和 终止 效果 的 阻 电 作用 以 

及 邵 份 或 完全 恢复 正常 的 表 型 (phenotype)。 

.在 无 意义 阻 遇 作用 之 例子 中 ， 和 无 意义 字 码 子 
可 以 作用 如 同一 个 有 普 义 ( 特定 的 胺 基 酸 ;) 

字 码 子 。 壳 可 能 是 由 蕉 一 个 扰 意 坑 阻 过 基因 

(nonsense suppressor gene) 或 一 个 化 学 

BA 34 [例如 5 -和 毛 - 尿 喀 啶 (5-fluoro=ur- 

acil) RSM (streptomycin) ] 的 出 现 。 

假如 无 巧 义 三 聊 码 念 UAA ， 在 mRNA 上 

取代 5 - gi - ROH ME (5-FU) 中 的 U， 可 

以 使 FUAA 的 苇 出 成 集 CAA ， 亦 即 坑 一 个 

无 意义 字 码 子 。 如 此 则 将 克 许 稚 术 的 转译 
(translation) ， 因 般 运 辕 RNA (t RNA) 

i FUBC. 

RERSFET ORE, KERR IL 

REEBABARAP MME, WAHL 

BATE Ree eae 
Ee 

AREER TR LRM Rk 
基因 (antisuppressors) 

nonsense suppressor 无 意义 阻 歇 基因 : R—- 

fii & A(suppressor), 它 能 使 无 意义 [ # 
终止 (chain terminating)] 突 辟 被 解 尽 出 来 

[ 之 道 传 转 译 (genetic translation) ] 。 

i238 MH [ > Rib (amber) ] 可 能 影响 
和 上 胞 中 某 一 运转 RNA (transfer RNA) 之 

结构 ,使 其 能 纲 辩 这 无 营 闵 三 联 码 (nonsense 
triplet) 。 由 於 不 同 的 运转 RNA RABE, 

RSET URBANA HREM. 许 

多 和 蔚 品 系 的 遗传 特性 是 具有 一 个 或 多 个 无 . 

意义 阻 过 基因 ， 因 此 三 联 核 苷 酸 (trinucleo- 
tide ) EX-MRORPE “HE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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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 PAT EB SH FIR TENA 

HMA, a RAR AMM RAK. 

nonsister chromatids FERRARA DH: > + 
i @ PM (sister chromatids) o 

nonsister label exchange 。” 非 姊 妹 标记 交换 

[Craig et al., 1970 上 呈 奸 妹 标记 交换 
(sister-label exchange) 。 

nonspecific pairing ， 非 专 一 性 配对 : ips, 

#2628 (chromosome pairing) 。 

- non-unit membrane “ 非 单 位 膜 : 任何 宽度 小 

於 6nm 之 上 膜 其 出 现 区 域 如 同一 个 单一 电子 

省 密 (electron-dense) fi. 

norm of reaction QAR | Woltereck: 

1909] : OR A#H (reaction norm) o 

normalizing selection S$ AGj3% : Fl) Fi LEH 
REAPS (AZARAE (deviant) 个 体 

之 等 位 基因 移 除 。 He PRAT LA F— 代 

7 o 
Norum’s disease “Norum 氏 症 : 人 类 由 于 缺 

A TBS His ee al SE BS BS (lecithin choles- 

terol acetyltransferase) 而 引起 的 遗传 

疾病 。 
N-terminus N - 末端 : 它 道 传 转 译 (genetic 

translation) o 

nucellar embryony Eki : 局 斥 融 生殖 (a- 
pomixis 型 式 的 一 种 ， HR (embryo KL 

(nucellus) 直 接生 出 。 珠 心 是 位 於 胚珠 (ov- 

ule) RATAF (megaspore RHAL RK (in- 

ner integument) 之 问 的 薄膜 租 械 (paren- 

chyma tissue)， 和 后 胚 圳 (embryo sac) HH 

的 合 点 (chalaza)- 延 伸 到 项 端的 珠 孔 (mic - 
ropyle)。 

nuclear 核 : 与 和 上 胞 核 (nucleus) 有 关 的 现象 
BLE RS | 

nuclear acidic protein 核 的 酸性 蛋白 质 : 4 
48 RA EME & HF (nonhistone chro- 

mosomal protein) o - 

nuclear association #Z#GS [ Buller » 1941): 
受精 ( fertilization ) 时 的 一 段 短暂 的 时 期 。 

RBA (plasmogamy) 之后, BAA 

(karyogamy)Z il. RBBRER— BAM a 

PH-HRMSH MBAR. [ORs (di- 
karyophase) ]} 。 

nuclear basic protein #i00 81 ZAM: en 
$i A & (histone) 。 

nuclear differentiation 

nuclear body #%{_#@: | MRMMAZ DNA 

人 受 限 制 的 区 域 [ = BRHE (nucleoid)] 。 

2 植物 物种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时 的 一 

(HSE, WAP CER BARA. 

的 合成 活性 而 来 。 其 含有 RNA> BAAR 

磷脂 (phospholipid ){ Walters » 1963 ) 。 

nuclearcap 4%: 某 些 生物 中 ， 一 个 不 等 

常 膜 所 包 图 (membrane -enclosed) 之 胞 器 

fl 2G 4X (nucleus) AIM F. 

nuclear cloning 枝 无 性 系 : HABREBAR 

( 如 皮 良 或 小 蝎 ) ， 用 外 科 手 术 将 组 上 胞 极 移 

贰 到 一 个 未 受精 与 去 棚 (enucleated) Hs 

内 。 利 用 过 逢 过 程 ， 所 有 生物 体 可 以 正确 的 

发 育成 念 移植 核 而 来 之 生物 特性 。 

nuclear differentiation ” 核 分 化 : 指 在 细胞 分 
化 (cytodifferentiation) 上 时， 细胞 核 {nu- 

cleus) N26, (chromosome) R&A ~ 

RD HEE Pt BL 

1. 由於 染 色 体 排除 faire ttc) 或 洽 
减 (diminution)， 而 使 个 体内 产生 不 同 功能 

的 核 型 (karyotype) 群 。“ 染 色 体 排除 ”可 

DAgSwA (sciaridae) RP, ”染色体 洽 减 “ 

8] Bie & (ascaris) BA. GRMABHH 

“ Ma ew” (limited chromosomes) 

42 FE: RRA (germ line cells) 中 ,出 现 

MH—ax 224 A (heterochromatic) 

AH. jet PABEA T. (zygote) 的 

分 裂 (clea vage FF HARE EK PEER. ia AA 

Hy HK BA EE (soma) » APEBRIA HE 

AR HR A ER © 

典型 的 染色 体 消 减 现象 ”(chromosome 

diminution) B+EERMAHAKTAM 

(cleavage)， 此 一 过 程 产生 两 个 染色 体 行 仿 

(chromosome behavior) 不 同 的 子 粗 上 胞 。 

其 中 一 个 租 胞 内 具有 生殖 粗 胞 系 述 型 所 特有 

的 多 中 和 节 (poly-centric) 染色 体 。 过 些 多 

PARRA AKA TRA. TP eA PRE 
(centric fragment ) » RXR Minswe. 

FERRER RIBAK. EA ARIA. HK 

染色 体 保持 完整 ， 在 下 一 次 分 裂 期 上 时， 一 价 

租 胞 有 消减 现象 ， 另 一 个 疫 有 。 过 种 厅 持 一 

个 染色 体 和 组 完整 的 单 向 (unitaleral) 遗传 现 

象 ， 持 炉 数 次 粗 胞 分 裂 。 然 后 具有 完整 和 染色 

fe H— Pt BRAS RBA MAR, eR 

TG RA: ABB (germinal tissue #4 MR 



nuclear dimorphism 308 

$< fth 65 An BR Fe BE 

St Le eee Mss 
A SERB (endopolyploid nuclei) , 

MS 4 fh 88 (polynemic chromosome) 或 

多 股 染 色 体 (polytenic chromosome). # 

RAAB AW ® (endoreplication), 

RK A AR R(endomitosis) MRRE HK 
ah, MHREDD BATRA TAM 

REASHE 。 SRRABRSARKREB 
[OBARER (giant chromosome) ] 

Reg ARR RHER. TVEARCKHR 

RK ES ASE, AK 

的 染色 体 ， 而 形成 具有 多 股 的 染色 体 ， 在 形 

驴 和 功能 上 ， 过 些 多 股 人 染色体 成 怖 染色 体 行 

禽 的 单位 。 核 内 多 信和 体 在 植物 与 动物 中 均 常 

” 常 出 现 。 如 果 出 现在 生殖 系 和 细胞 中 ， 则 可 能 

FER PT’) 8 (race RFE (species) . # 

#28 (Diptera) $4) #&(larval) RRsat 

SEBGHBERBE?T: SHRABLERN 

现象 。 

3 多 核 生物 中 的 第 三 种 核 分 化 现象 的 例 

eR SABA (intrachromosomal) ， 

. 如 基因 活化 的 分 化 (differential gene ac- 

tivation) [OR# (puff) ] ， 或 染色 体 癌 

(interchromosomal) [ 例如 :; 哺乳 动物 

(mammal) RFK (dosage com- 

pensation) 有 了 关 的 两 个 xX & M (x- 
chromosomes) 中 ,一 个 X 染 色 体 的 遗传 不 

活性 化 现象 (genetic inactivation)] © 

nuclear dimorphism 。” 核 的 双 型 性 : FREER 

(ciliate ) 及 有 些 有 筷 鼻 (foraminiferan ) 

中 ， 每 个 组 上 胞 有 两 重型 态 的 权 (nuclei) 出 现 。 

4} BFS BS.) 4K (micronucleus) 及 大 核 (ma- - 

cronucleus) o /J#% [4 %wM(generative 

nuclei ) RAE RAR (reproduction nuclei)] 

RoE (diploid) ， 能 不 断 的 分 裂 ， 而 大 
楼 [ OMA (somatic nuclei) ， 或 代谢 核 

(metabolic nuclei) ] 坑 二 僧 体 ( diploid) 

RES (polyploid) ， 行 有 限 分 型 或 不 能 
分 裂 。 因 此 大 述 图 会 退化 消逝 ， 而 每 隔 一 段 

FFI) BRR BES © 

Raikov ( 1958> 1959 ) Ay eH 
45 BAG : | 

1 原始 型 (primary type) : ARBRE 

BREEDS, MATPATSR) BHARFE 

> ETMRADH £2 )BRRmE 

A — SAH BAKE. 

2 次 级 型 (secondary type) : XH 

( tS BRE BP ) BSE, MEKAD 

裂 。 

nuclear disruption” 核 中 裂 : S24 ( virus ) 
范 发 而 使 特 菌 寄主 租 胞 内 容 物 重新 排列 ， 通 

常 在 大 肠 株 菌 (下 .coli) 受 偶数 TLT-evenm) 

噬菌体 (bacteriophage) 感 染 后 二 至 三 分 锰 

内 发 生 在 核 中 裂 时 ,寄主 类 核 体 (nucleoid) 

之 DNA 由 中 心 移 到 和 类 胞 膜 附 近 。 核 中 裂 是 

受 噬 菌 基 因 (phage genej 所 控制 。 
nuclear division 4%4}29 : 指 细 胞 核 (nucleus) 

的 分 裂 ， 大 致 可 循 下 列 形式 : 

LBRBDA, RRR (amitosis). 
2 标准 型 的 间接 述 分 裂 ( Flemming ， 

1879), RAMA>R (mitosis) 。 

3 SER BAMERD A ( Flemming > 
1879) » RRR R (meiosis) 。 

nuclear DNA #%DNA_ : (844%, @ofa 

f% (nucleus) 的 去 气 核 酶 核酸 (deoxyribon- 

ucleic acid) 与 胞 器 DNA HR. HB 基因 

(gene JARRE BX MH (inheritance) ,而 

胞 器 基因 及 胞 器 DNA UBIRAMS AE 
[ Oit1#> mM (genetic segregation ) ] 。 

nuclear duplication #%#8 8 : OA RDB (mi- 

tosis) o 

nuclear emulsion #3 #8) : REP RES (RAL 

(ionizing particle) 是 出 痕 踊 的 一 种 感光 

FLA « 

nuclear envelope #f4X%Z ( +1) Anderson, 

1953 ] : BAAR (interphase) 或 早期 

(prophase) Ry AHie &% [ = ath ( perinuc- 
lear cisternal) ]f9 io MBB ARD - 

% (mitosis) RiRRF BW (meiosis) 的 末期 

(telophase AUR, MEF RGRRRA. 

EGE eukaryotes}, MAREE 
MPO R MMS Re AE TA 
ARSE R Fee An ZT 
THe. Ce — Ee ee ( CSR RR 

像 力 ， 不 足以 看 清 此 一 双 层 结构 ， 包 括 有 两 
#] Mat :nuclear envelope 的 著名 是 

fn ius i (nuclear membrane) , 但 在 电子 

显 微 锡 观察 下 ， 和 胞 核 是 由 内 外 两 层 膜 所 包 

被 ,因此 改称 垮 “ 套 " (envelope). 

| 



i #42 9% (unit membrane ), 其 外 膜 与 内 站 
网 (endoplasmic reticulum) ft. jh Rae 
膜 每 层 各 厚 构 75A ， 中 间 由 不 同 厚度 的 空间 
隔 部 ， 有 时 二 膜 下 行 相隔 移 150 全， 有 时 二 
PU REAR ASRS ATER. a 
EEA IE, AR SAHBE baw FUE EFS 300-1 000AG34% FL (pore) ( *2 ) 
FAUT > BA Bey sai ate . ESL, BE 
A + BR Bi PY A Sige 孔 中 有 一 层 隔 膜 以 限 
BA 外 物质 的 交流 Gia Bia BS 2B A Ss — FS 
RAF 4c RAB (annuli)] [ Callan 
and Tomilin, 1950 » Swift, 1956 ] ， 
FAPCULBN RAE. BFL FE AG Ba 
$n Fe, (cytoplasm) 交换 物质 的 场所 。 而 且 
th Bl RB RK i (nucleopla sm) Bi 4%, %(cyto- 
plasm) 的 会 合 点 ， 它 估 有 极 的 表面 积 构 10 
~0% (或 者 更 多 ) 。 

BAMA ARB Bis I prophase) 
时 ， 彻 胞 核 套 开裂 储 许 多 分 部 的 小 圳 (vesi- 
cles) 或 局 平 由 薄膜 所 包 被 的 许多 空 腕 ， 分 

2 at EF RRR TRE. BILE 
由 微 管 构成 ， TAA A BY, 
PIE Bl $7 LE PY, HRB SAABER. 

309 nuclear phenotype 

散在 和 和 胞 质 内 ， RTRE RY Rie we 
Bo BEG BW (nuclear division ft 
时 重新 形成 ， 由 一 些小 圳 的 聚积 与 融合 而 产 
生 。 DRE MIRA) ee A 
而 成 。 或 在 分 裂 末 期 染色 体 转 (chromosome 
masses) 的 四 周 形成 。 
nuclear fragmentation ” 枝 断 烈 : Ha Hh AB 
化 (degenerative) 而 使 得 一 个 核 (aucleus) 
破 错 成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大 小 相同 或 不 相同 的 
BI. 

nuclear membrane 4% : 己 > 细胞 核 套 (nuc- 
lear envelope) 。 

nuclear phenotype WHE :[ Darli ngton ， 
1932 ]: EH BS AT HE Bas fe ae 2 A (phen- 
Otype) ， CHEE (species) 的 一 种 特 
向 。 在 罗 胞 生活 史 [ 细 屯 周期 (cejll cycle)] 
ET REBNER ABR HR ARM 
[OAMFR (mitosis) , 减 数 分 裂 (mei- osis)j ij 核 内 生殖 (endoreproduction) , 
核 分 化 (nuclear differentiation ) J], 而 
且 也 时 常 跟随 基因 型 的 改 可 分 衣 (segrega - 
tion)» #E%e (hybridization) XS (muta- 
tion ) sb, Fa fh “opal” (exopheno- 

SL Bets ahaa A — 人 > 一 -、 

En Vg. eRe pei eo ， 人 和 Ds Y 
Se 一 e* : pt : ie |) a CY 

: 。 a — } 

OW aan, 

性 

MGS MAK EMM. Beet 2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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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性 状 的 行 仿 相同 。 极 玫 型 是 依 核 弄 

(karyotype) 的 基因 型 ( 携带 基因 的 染色 体 

坑 过 些 基 因 的 作用 所 控制 ) ， 及 千 构 ( 由 基 

因 在 染色 体 上 的 排列 顺序 而 非 基因 的 作用 所 

影响 ) 的 人 性 质 而 释 化 。 极 过 型 的 演化 是 由 染 

ERO ER RHR ABBRSAKR & 择 

(selection) MRR. MHERBRAVLNE 
AE ST 7 IA ABS BE a SA AB 

nuclear plate #49 : = PFA (metaphase 

plate) 或 赤道 板 (equatorial plate) 。 

nuclear pore 核 孔 : 它 细胞 核 套 

envelope) 。 

nuclear pore complex 核 孔 复合 物 [ Watson > 

1959] : 4a (nuclear envelope) 。 

nuclear ribonucleoprotein 核 的 核 醇 核酸 蛋白 

质 : 核 (nucleus) 内 的 RNA 有 蛋白 质 复 合 物 ， 

兹 含有 初级 RNA BR(transcripts) 作用 

[4% RNA (heterogeneous nuclear 

RNA) 5 信息 物 (informofer) ]. BT 

RR, BHR. CRSA ANTURR 

BENE RE AB. KAS BIR RAL 

tk (particulate)。 租 成 粒子 主体 的 蛋白 质 ， 

以 10 至 20nm 之 次 级 粒子 如 同 珠 状 的 排列 於 

线 上 ， 或 数 休 和 缚 钥 成 煽 粒子 。 
nuclear RNA #KRNA [ Harris» 1963]: 

=SMGHRNA (heterogeneous nuclear 

RNA) ; {&FEHER RNA 5 BMBR 
(ribonucleid acid) 。 

nuclear sap #478 : OK (nucleoplasm) o 

nuclear segregation 4%4} RE : fE7E— RAH 

的 (heterokaryotic) #&M (multikar- 

yon) A, 7SiAl a tt Ami > ee. 
nuclear tetrad 4%004}-F : EAKRRGRZ 

fk, PEER RR. [ 字 四 分 子 (te- 

trad)] 。 

nuclear transplantation 核 移 植 : 将 特定 粗 胞 

之 棚 移 入 与 插入 一 个 核 已 被 移 除 的 未 受精 多 

内 。 假 如 给 体 竹 上 胞 核 汞 非 取 自 令 精 卵 增 育 之 
$a (larva) 或 胚 租 上 胞 , 而 是 取 自 幼 期 之 胚 ， 

则 此 人 坑 一 个 核 移植 试验 之 结果 而 性 之 回炉 楼 

Bi BBE CAA RE +— et *K(clone), 

7FH—-#E CHA, RRSR PAA Z 

2 Al (genome). 
nucleases 核酸 酶 : 可 以 切断 核酸 链 中 磷酸 二 
St (phosphodiester bonds) 的 酵素 。 

( nuclear 

nucteate 有 核 的 : 具有 细胞 核 (nucleus) 者 。 

nucleating site X47 Tucker ，1972]: 
t& F (microtubule) 。 

nucleic acid 核酸 [ Altmann», 1889 ] : 

许多 次 级 单位 所 租 成 的 核 兰 酸 (nucleotide) 
聚合 物 (polymer)s 过 些 次 级 单位 是 一 些 去 

ARBRE (deoxyribonucleotide) [ 在 

去 气 核 酶 核酸 (deoxyribonucleicacid) , 

BD DNA 中 ] 。 或 是 一 些 核 酶 权 苷 酸 (ribo- 
nucleotide) [在 核 酶 核酸 ( ribonucleic 

acid ) 中 ， 即 RNA]. 

nucleic acid hybridization ”核酸 杂交 : FIRE 
化 作用 (annealing) 而 形成 DNA-DNA 与 

DNA-RNA 杂种 。 稻 酸 厅 交 可 用 於 决 定 在 
EARP RAR IG ROR OMS 

AEWA BE (homology) 

nucleo-cytoplasmic interaction #fa+#% - MRa 

质 相 互 作 用 : BEA (nuclear gen)MRA 
性 (heterogeneous) 4a ®% ¥ (cytoplasm) fi] 

的 相互 作用 。 此 作用 可 遵 致 不 同 基因 活化 

(gene activation) 因 而 产生 细胞 分 化 (cy- 

todifferentiation)。 

nucleo-cytoplasmic ratio “” 核 质 比 : MIKA 
量 和 与 和 胞 质 容 量 之 比值 。 

nucleodesma 4% #K[ Scott, 1950 ] : 租 胞 

i FAG AZ Pe — PE HC = BR 
(karyodesma)] 。 

nucleohistone “” 核 组 织 蛋白 : 去 气 核 酶 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MMAPMEA(his- 

tone) fH#-fHHAM LUMBER BEB 

DNA 的 大 凹 兽 上 。 有 二 种 核 租 币 蛋 白 的 构 

造 模式 全 被 提 出 : | MRBEAIRABE 

成 环形 的 萃 开 DNA ， 使 瞪 性 残 基 能 中 和 其 
人 后 的 DNA RE. 2—-MRMBABAPCBDNA 

螺旋 构造 的 12 转 伸 直 ， 即 大 多 75% 的 DNA 

氨基 无 法 被 组 杷 蛋白 残 基 中 和 的 一 个 季 段 ， 

PT ARE RE RET BAPE 

RGASEAA HAR IRA DNA 

GAAS EAZABSAR, RHAD 

FREHRADEET RRS BRABEABA. 

7?iBBARBBEA> HFRRADEBAR 

HSH EAB DNA LARGRALBR. 
nucleoid *H+%#EL Piekarsky» 1937]: B 

—GURARE, i (texture) HEE 

[ = (karyoid) » MAMR(bacterial | 



nucleus), *%#{(nucleoplasm), DNA 上 质 

(DNA plasm) ] . EK PMRHRBWA 
DNA EK DNA MAE ( E30 ~60A). 
—AMRMB+. WRRa— HL Lame 

> KORABR ABD (eukaryotes ) 

的 细胞 核 nuclei)。 它 们 疫 有 外 膜 [ Of 
核 套 (nuclear envelope) ], 同时 也 不 烃 过 类 

WLR Vol AR (mitosis) 与 沽 数 分 
% (meiosis) AE [OF ff tt (mesosome)]- 

nucleolar chromosome 核 仁 染色 体 : 任何 具 
有 核 丰 组 成 中 心 (nucleolar organizer) 的 

染色 体 。 
nucleolar constriction 核 仁 险 痕 : 指 与 核 仁 
(nucleolus) 形成 有 关 的 次 航 (secondary) 

险 痕 (constriction) 。 

nucieolar DNA “ 核 仁 DNA 
DNA (ribosomal DNA) 。 

2RBED+, BH DNA 的 一 种 。 其 

标记 的 动力 ， 氨 基 的 组 成 以 及 与 核 酶 硒 RNA 

(ribosmal RNA) 的 缺少 互补 作用 均 说 明 此 

一 DNA 含有 在 基因 组 上 不 同 的 邵 份 ， 但 其 

功用 仍 未 明白 [ Almaric et al..1973 ]。 

nucleolar interstices “” 核 仁 问 孙 [ Bernhard 

and Granboulan » 1968]: 图 绪 核 仁 (nu- 

cleonue 之 梭 仁 竹 胞 的 较 少 区 域 BRECSH 

(nucleolar vacuoles)] ; RCM RA 

ZAYRRD, RRERSHEREHBRK 

”元 素 。 
nucleolar lacuna 核 仁 空隙 [ Chouinard » 
1970] : REALE) HEF ARE, 
含有 直径 6 到 10nm ZRH. 

nucleolar-organizer 核 仁 组 成 中 心 [Mc Clin- 
tock » 1934] : 染色 体 上 活 距 於 核 仁 (nu- 
cleolus) 和 组 成 的 一 区 [ = (nucleolar 

zone) RCM REE (nucleolar organiz- 

ing region)]»> EX@A Ree MRNA(ri- 
bosomal RNA) 有 互补 顺序 的 DNA 。 

“iS ” (nucleolar chromosome) 

SeECeK PL —-RSRKRKEEE (con- 
striction) . #@4ZfijHA (interphase) 

| Hi(prophase)R}, CRIM BH. EB 

痕 中 ， 可 辨认 的 染色 粒 (chremomere) 称 之 

BB“ BEMRH” (nucleolar organizing 
body)» hA#+ mHe Ceara, 7% 
具 此 类 险 痕 。 

: L= GRR 

311 nucleolus 

fe f% (haploid) RRMA, RCW 

成 中 心 的 数目 ， 随 各 种 不 同 的 生物 而 刁 w 

之 ， 一 个 单 伪 染 色 体 组 中 ， 至 少 有 一 个 述 仁 

租 成 中 心 。 著 此 中 心 训 失 ， 则 楼 的 活动 即 不 

正常 ( —B355|2 MBC ) 。 

nucleolar ribonucleoprotein particle #%{—4458 
核酸 蛋白 粒子 [ Warner and Soeiro> 

1967 ] : ORMBRABRMRNA ingore 

precursor RNA) 。 

necleolar segregation 4%{—4} RE [ Bernhard 

etal.,1965 ] : 人 受 各 种 药物 [ KRRHKD 
(actinomycin D) 和 需 DNA 之 RNA 合成 

AUB aE |B, RL 

HRECKP HERE , RRERTAR 

BF RBS RHE THAD = (nucleolus) HANA 
成 。 

nucleolar vacuole 核 仁 空 泡 [ Chouinard ， 

1970] : 核 仁 (nucleolus) 颗粒 区 域内 ， 任 

何 明显 的 电子 透明 地 区 。 空 泡 含 有 分 散 的 颗 

RARE, CMHLSR > REAK) Rai 

ASHRAM. LRRAERECED 

的 释 出 ( RRA RNP 4B). 

nucleolar zone #%({—F#ZK BL Serra» 1942]: 

4E DAA (telophase) FF, RMERCBRA 

BAAS TE fa] Yue RE bei [ AMREREKRE 

痕 (constriction) ] 。 

nucleolinus 核 仁 小 体 :-—-BRCHRHEPL. 

述 仁 小 体 通 常 以 不 同 大 小 的 小 圆 形体 出 现 ， 

VRBRHBH RNP ROA. 。 和 与 核 仁 

fj (necleolar interstices) 或 光亮 区 域 

相反 ,其 含有 大 量 的 微 稻 徐 条 与 省 密 的 徐 厅 。 

它们 的 功用 目前 仍 未 明 上 腔 。 

nucleolonema #%{_#K[ Estable and Sot- 

elo » 1950 ] :->4#&4{= (nucleolus) 。 ; 

nucleolus 4%{—[ Bowman » 1840] : Rm 

#% (nucleus) NH—-BRVBAR. CHA 
PRD BUSA A I RR PG +: Hy (eukaryote) 

ZREBE+T. KHALABCEHEER 

AM HRABBR “ BCR#EEB ” (nucl- 

eolar chromosome) . FI ARE, R 

BCAMHERBR A148 XK Po (nucleo- 

lar organizer), RZCMRE (nucleolar 

organizing region) > RSRCMRPD 

Zn, BUBEH IME. ERASE 

(iH LUARRZBE. ERHE DH, BH 



nucleolus associated chromatin 

a8 “ PCH” (prenucleolar bodies), 

FAIR RG CIE RS ER BB at 

SR Ke). ARRLER REE 

相似 ， 同 时 有 和 与 核 夺 融合 的 借 向 。 因 此 人 它 和 与 

权 仁 是 同一 类 的 物质 LOREM (lam- 

pbrush chromosome) ]. BEMARPRA 

RwWAR Rew (RNA) Reet RRS 

白质 ， 此 外 亦 常 含有 磷脂 phospholipids) 
及 龄 性 磷酸 酶 (alkaline phosphatase) 。 

提 和 到 核 仁 DNA 在 许多 生物 中 出 现 许 多 报告 ， 
一 般 絮 人 坑 它 就 是 代表 附着 在 染色 体 上 的 核 仁 

MKD. AMX, RNA 聚合 酶 (polymer- 

ase)， 亦 是 权 仁 的 成 分 之 一 ， 通 常 与 染色 质 

(chromatin) 组 合 在 一 起 。 就 核 仁 的 微细 结 
构 (ultra structure) 而 言 ， 早 期 的 研究 ， 

if te -SRRHBHEERE. B2RBE 

#% (nucleolonema) [ B&%&# 90 ~ 180nm], 

BRERRCAS A BAM MM (ribosome) 

大 小 相同 的 粗糙 微粒 (coarse granules), 

(46 150A). RHBRBERLSE 

= SMF; AEH 150 ~ 200 人 的 颗粒 ， 
ARG AMMAR (fibril), URE 
形 的 基质 (matrix) PES LRA Re 

HE. ZE RNA RABERAR, BAR BH 

厅 乎 完全 消失 。 

BEM i+ wR RNA [ribosome 

RNA (rRNA) ] 重要 的 来 源 。 它 在 蛋白 质 
代谢 作用 上 的 重要 性 是 无 可 冒 疑 的 。 它 在 遗 

{#42 8. (genetic information) 从 染色 体 传 

适 至 细胞 质 的 过 程 中 估 有 标 重 要 的 地 位 。 实 

RR. BEER RNA (r-RNA) 

SRB. HrRNA ABH DNA," ER 
合 在 核 仁 和 组 成 中 心 (nucleolar organizer), 

可 能 代表 大 量 的 基因 座 (gene loci) 同时 一 

HER [ O 1S HS (genetic transcrip- 

tion)] o REPRAPRE RNA 成 分 (fr- 

action) ， 但 只 有 其 中 的 一 邵 份 是 按照 核 仁 组 

成 区 DNA BiRAPT RR. Hepat AT HER 
照 核 仁 RNA (nucleolar RNA) BRA, 

TEM Wa BH ALT EE Mm 释放 在 核 液 
(nuclear sap) #> RRERRCHE 

ECHR PRESRER (chroma- 

tin) Fe LER “BCR REB” (nu- 
cleolar associated chromatin), 5a#%{E 

SEG RATA “BEB ” (nucleolar ap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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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us)o 

#¢ — A Bo 2 Fe a VCR BE 

各 个 物种 的 特 徽 。 过 个 数目 可 能 保持 一 定 ， 

亦 可 能 有 所 沟 化 。 除 了 某 些 生物 具有 “持久 

A.” (persistant nucleoli) 让 ， 一 般 极 

仁 在 有 秋分 裂 进 行 时 均 会 消失 ， 而 在 分 裂 末 

期 时 重新 出 现 。 

AAR #3 & MW (lampbrush chromo- 

some) H4EMAR-BRA ALARA 

(oocyte) #RRSEF SEBEL. RAI 

MHRARABKEBE, -BZLREH 

UR HIKES DNA 。 此 种 DNA RRM 

PRUE el ER RARE RNA 28S 及 18S KRB 

元 之 作用 子 (cistron), RRS EAR 10 

- 100 个 控制 每 种 次 级 单元 的 作用 子 。 

nucleolus associated chromatin 核 仁 区 染色 质 

[ Thorell » 1944 |: 紧密 伴随 核 仁 (nucle- 

olus)Z2—- #448. BREECH H(nu- 

cleolar fraction) Jtfm)4> BEHK ( a : $B 

FERRED EIR BB ga 
BEKD Bt—-HEMREKA DE )。 

nucleolus organizer 核 仁 组 成 中 心 : 三 核 仁 组 

成 中 心 (nucleolar organizer) o 

nucleolytic . 核酸 酵素 的 : 可 以 消化 核酸 的 酵 

素 [ EBB (nucleases) ]。 人 它们 的 专 有 性 
范围 可 以 从 非常 广泛 到 非常 狭 罕 。 有 一 些 可 

以 对 DNA RRNA 都 发 生 作 用 ， 有 些 则 只 

能 单独 费 击 DNA 或 RNA 。 也 有 些 核酸 栈 
EH RAB DNA Bye DNA BAF. 
BBS (nuclease)*] Litt— (HH in [ HEB 
Bg (exonuclease) ], BeBe | ARES 
(enclonuclease) ] @#—(G#4#%44(po- 

’ lynucleotide) 。 

nucleomixis #%{@i&%& LDiamelidis» 1951): 

ESRRTR (meiosis) BF, 404% (nuclei) Sa 

GEA BR. [Dm Wake (cytomixis) ]o 
nucleon 核子 :原子核 的 组 成 颗粒 。 

nucleoplasm 核 质 [ Strasburger» 1882 ]: 

> WhiH(interphase) FF, BRAM—EIE 

染色 性 或 轻 度 染 色 人 性 ( 流体 或 半 流 体 ) HE 
质 [ 即 ” 非 染色 质 ，(achromatin) ]， 充 

满 在 细胞 述 的 空间 内 ， 图 线 着 染色 体 (chro- 

mosome) R&KfE (nucleoli). is HE BAB 

1 BR FT ea ARK BB RR» BAR EKG fh F —-ZER 

EEPBRER (gel-like) FF, VRRRBA 

1° Cadet eee 

beeen ee 

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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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oplasm 或 karyoplasm) “eSB 

状 流体 (colloidal fluid) FF Bll BE © BR” 

(karyolymph) 。 但 一 般 来 设 ， 过 些 名 说 的 

合 义 完全 相同 RRETRRRRR. wet 

基质 包括 一 些 不 规则 形状 的 质点 。 它 的 化 学 

@REERRAR, BAH RNA 及 数 种 
酵素 。 

nucleoplasmic index “” 核 质 指 数 Hertwig > 

1903 ] : MRR RMA ait. AF 

列 公式 表示 之 

NP = S 4 | 
Ve — Vn 

[ NP 三 核 质 指 数 ，Vn = BRA (nuc- 

lear volume) ; Vc 三 组 胞 体积 (volume 

of the cell) ] 。 
BMRA IR. ARBRE 

Mm RZ. He eA cH [= 极 - 

tt (nucleo-cytoplasmic ratio) ] 似乎 

FE CE EAH BE ZS A 
nucleoplasmic ratio #29 it [ Hertwig ， 

1903 |: O# KG #4 ®(nucleoplasmic index, 

nucleoprotamine 核 精 蛋白 : BRAM, B 
FAS EAS EAD ( 亦 即 某 些 生 物 发 育 与 成 部 
的 精子 中 ) MMA GE ( protamine ) 与 

DNA PUG (saltlike) HHAM- KBE 

AME HRA CO 组 织 蛋 白 (his- 
tone)] 。 

nucleoprotein “ 核 蛋 白 : &M (DNA RNA) 

的 化 学 复合 物 以 及 特定 的 和 蛋白质。 在 去 氧 极 

8842758 (deoxyribonucleoprotein) 

(RNP) #AHHI HEA BAR (composi- 

tion)» =BEZSTH Swe? Fee Ha RE _b AA 

Hify eR. : 

nucleosidase #785: HEREALARAT 3 UR 
- 基 和 与 五 碳 糖 的 任何 酵素 。 
nucleoside “” 棱 苷 : >%4}M (nucleotide) 。 

nucleosome 核 仁 小 体 [ Navashin » 1912): 
位 於 核 仁 (nucleolus) 表面 上 的 本 星体 (sa - 

tellite) 。 

nucleotide tM: 任何 组 成 多 术 苷 酸 链 
(polymucleotideif 即 核酸 (nucleic acid) ] 

的 单 笨 物 单 位 (monomeric unit) . GHB 

是 氨 - BR (N- glycoside )#RAK( phosphate 

ester) AA — (HAMA purine) RUIEME (pyri- 

midine) M2, —(A TLR (pentose) [ 在 

| M(interphase)[ “ FEAR” 

viseeile 

核 酶 核酸 (ribonucleic acid) PRD - Ree 

(D-ribose) ， 在 去 气 核 酶 核酸 (deoxyri- 
bonucleic acid) ,PFWB 2-H -D- we 

(2'-deoxy-D-ribose) ] 玉 一 个 磷酸 根 

H od 

OH OH ; 
N CH,.~PO,H, 

% HO OH 
* 

[phosphate (PO,) group ] 。 Fi ze FA RBH 

MARBRERE EA (ribonucleoside) [& 

LRRD - HAE (D-ribose) ], KER 

BERGE (deoxyribonucleoside)[ BAR 

EBS 2° & D- #98 (2 '-deoxy-D-ribose) 

RH]. SRAML-FRRR, DURE 

RM. ZERNA PRB HS (ribonucleotide) 

在 DNA HBX SBF RB (deoxyribonucl- 

eotide). (MPFAR): 

nucleotide sequence “” 核 苷 酸 顺 序 : 生物 体 中 
DNA 或 RNA 内 核 普 酸 (nucleotide) 的 

一 个 特定 排列 顺序 。 一 个 核 苷 酸 顺 序 在 一 个 

租 胞 之 DNA 上 ，- 出 现 许多 次 数 的 导 之 重复 
BE RNB ¢ ADNA(repetitious DNA)] 

— Ke TE EBB REA PRR 

A938 ZB RIB (unique nucleotide 

sequence) [ ->4§34DNA (unique DNA)]. 

nucleus #Ra4% [ Brown » 1831]: BIBRA 
物 (eukaryotes) fill Pik i wy — BM 
[ > 4} & (nucleotide) ] 。 它 具有 染色 体 

=, CARMA. MARAE 

FH 4a, 4K (nuclear envelopel — tk 

结构 ] GZ Fl ta HE (cytoplasm) DBA. & 

BYE 4 RR (mitosis) [ 在 体 细 胞 (soma- 

tic cell) 中 ] RRRDH (meiosis) [ 产 

生 配 子 (gamete) RIMBIAF (meiospore) ] 

而 分 裂 ， 亦 可 能 释 由 核 内 生殖 (endorepro- 

duction) MR BBA % HF (endopolyploid) 

[MAA (nuclear differentiation) ] 。 

SA AY eh BR Et PAS hl BBE RE tn > BW OM 

(interphase 

nuclei) ] ， 早 期 (prophase 及 末期 (teloph - 

ase) FEHB. “ HAIR” (prophase nuclei) 

TERRA PGR Se [MI RBERA, 

而 “ 末期 核 ” (telophase nuclei) 7 HHS 

裂 及 减 数 分 烈 未 期 千 束 时 重新 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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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 R 

midine) [PY] .25| (pentose) (nucleoside) (nucleotide) 

45 ABBE 
(deoxyadenylic 
acid 

ZARB 
deoxyguanylic 
acid) 

4% Ale GHB 
pa ak 

(adenine) 

BRES 
(guanine) 

il 喀 Be 

(cytosine) 

Bia BRO Bee 

一 | (deoxyadenosine) 

3 | set easing ee tr d 
Q © fe) 名 | 0g Cc se) 5 口 n ~ 5 @ Te 

aE 
(deoxycytidine) 

nara ari 

(2'-deoxy-D- 

ribose) 
acid 

Ba RRUE Oe AT 
(thymidylic 

K AIAG BG, 
(deoxyribos KE AGE FR (deoxyribotide) 

(thymine) 

腺 MA MS) 
(adenine) 

Bes 
(guanine) 

上 胞 me te 
(cytosine) 

rm Me Me 

(uracil) 

SAAR (interphase nuclei) ”在 有 

yee a (mitotically active HARP, 

MI — MS SRG. (AEBS (ait- 
ferentiated tissue) 中 ， 其 外 形 会 有 巨大 

BR. MRR HARRAMDRRAA 

Gee AWRAECAH=BARD, FE 

於 一 种 非 染 色 性 或 轻 度 染 色 性 的 核 液 (kar- 

yolymph» #&%H (nucleoplasm) RBH (nu- 

clear sap ° BRPEBRS EEA SB, 

SA EBB (RNA) ， 及 若干 酵素 (en- 
zyme): 

一 个 或 数 个 ( 常常 是 数 个 ) 球形 体 ， 

Ew (nucleon ) 。 

2. 一 个 或 数 个 刁 固 巡 (heteropycnotic) 
区 ， 具 有 染色 很 深 的 物质 ， 称 需 REPS 
(chromocenter) o 

3 -SS aM MRHRER BLRR 

色 经 (chromonemata) [ 或 与 染色 中 心 合 称 

“染色 质 "( chromatin ) ], Aree 

fH (interference microscop) MB, K 

表 染 色 体 在 非 螺旋 状态 时 的 区 域 。 

除 了 染色 中 心 [ PHI BPRAE A (he- 

terochromatic) RIESE (positively 

heteropycnotic)] 之 外 ， 闻 期 杷 的 染色 体 

#% MR (nucleic acid) 
D - SE 

(D-ribose) 

PME (riboside) 

(Thymidine) acid) 

5 BRA FB 
(5' adenylic 

aci 

REE 
(adenosine) 

RRB 5/5 SEG FB 
(5° guanylic 

acid) 
5” Behe ee FB 

(5' cytidylic 
acid) 

5’ DRI Pe a FB 
(5" uridylic 

acid) 

都 呈 非 螺旋 状态 。 (ORE MMH (chro- 
mosome coiling)。 在 染色 体 活 动 中 ,- 基因 

之 发 挥 功能 效果 ， 已 经 避 实 和 与 染色 笨 的 此 种 

非 螺 旋 状 驴 有 关 [ 呈 基 因 活 性 (gene acti- 
vity)] 

假如 将 DNA SRAM ( 他 们 
仅 属 於 分 裂 间 期 的 一 邵 份 ) RRM As 

(guanosine) 

Bed eee AF 
(cytidine) 

REE : 

(uridine) 

RN T RR (ribotide) 

”分 期 标准 时 ， 则 问 期 核 的 生活 期 (lifetime 
of interphase nuclei) ”在 整个 有 入 分 裂 的 过 

程 中 更 可 分 储 洒 个 亚 期 (subphase) » AR 

分 裂 的 分 裂 问 期 可 以 分 佐 三 邵 份 ， 即 Gi[ Hy 

隙 期 1 (gap 1) ] S [ ARH ( synthe- 
sis) ] G,[ 疝 隙 期 2 (gap 2)]. #G,R, 

PRABMARETEN. DNA 合成 及 染色 体 
GWBEES 期 ，G* 是 合成 以 后 的 一 期 ，G。 
CRE ARTA DG. RATA 
MPWRAR I UTROU LSM. (BG, ity 

; TG » 甚至 缺 如 ° 

MRK 4L (chemical) 成 份 : 组 胞 

楼 主要 包括 四 种 成 份 ， 即 去 气 核 酶 核酸 (DN 

A?) ， 核 杭 核 酸 (RNA), 6K (protein) 

及 脂 质 (lipids), DNA 含量 要 和 视 所 包含 的 

染色 体 租 数目 而 定 ， 通 常 坑 一 常数 ， 因 DNA 
携带 初级 道 伟 信息 (primary genetic infor- 



atS 

mation) Ey aA Ree AS Re RS) 

— Ht Fo BARNA +BHREBEA- 

EA BEEBANEK. HERAARHPAR 

SALES eS. ER DNA PKR 

RGA (nucleoprotein). ##R 

Mit EAA  PHMREA (histone) 以 及 

HME HHA (protamine) ]. HE 

BF] KER An Be ee RE PR TTT 

动 。 除 了 过 炎 种 眠 性 蛋白 质 之 外 ， 在 杉 内 还 

含有 一 种 酸性 蛋白 质 (acid protein)[ 含有 

色 胺 酸 (tryptophane) ] ， 它 们 的 含量 在 同 
一 生物 中 亦 随 着 不 同 组 粹 的 权 而 有 不 同 。 此 

外 有 些 和 上 胞 中 还 含 有 高 速 4 % 的 球 蛋 白 (glo- 

bulins) 。 核 内 大 多 数 的 脂 质 (lipids) 均 与 

蛋白 质 租 合 在 一 起 [形成 脂 蛋 白 质 (lipopro- 

tein) ] ， 有 时 也 可 能 与 RNA SHE. BRB 

(phospholipids) 也 出 现在 杷 仁 以 及 染色 质 
中 [ORNL (nuclear differentiation)]。 

nude mice #88: 新 发 现 的 老 刀 品系， 先天 
性 的 具有 很 小 的 胸腺 (thymus) Mm At 

不 能 有 很 强 的 T 租 上 胞 反应 (T-cell respon- 

se) [CR (thymus) ] 。 

nulli-haploid ¢R#BRIfE#E Ll Riley and Chap- 
man >» 1958] >> 848-4 (haploid) 。 

nulliplex 无 早 性 组 合 [ Belling» Blak- 

eslee and Farnham» 1923 | : 在 一 个 多 

4 (polyploid) 中 ， 所 有 同 源 性 之 (homo- 

logous) # EH, pA AA(gene)Z 

相同 隐 性 等 位 基因 (allele ) [ 例如 : =fF HE 
(triploid) 中 的 aaa ， 四 信和 体 (tetraploid) 

中 的 aaaa 等 ] 。 在 单 是 性 租 合 (simplex)， 
二 是 性 租 合 (duplex) , =H MA (triplex) 

及 四 显 性 组 合 (quadruplex) 中 ， 显 性 等 位 

基因 则 分 别 出 现 一 ， 二 ， 三 或 四 次 ( Dar- 

nullisomic 

nutritional mutant 

lington and Mather, 1949 ] 。 

缺 对 体 [ Blakeslee » 1921 J: 

7E— {Ai 2H (aneuploid) 细胞 (cell) ， 租 

i (tissue) [ FERAB (chimera) 中 ]， 

或 个 体 (individual) 中 ， 其 中 某 一 对 同 源 

染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some) [ 或 超 

33—B, WMH BS (double nullisomic) ] 

中 的 两 休 染 色 体 ， 同 时 从 染色 体 组 合 中 遗失 。 

正常 情形 下 二 信和 体 (diploid) 生物 如 发 生 缺 

对 体 则 无 法 生存 。 但 在 其 他 情形 下 ， 缺 对 体 
也 可 以 存活 ， 例 如 与 源 多 倍 体 ( allopoly- 

ploids)[ 实质 上 相当 於 二 信和 体 ] 及 同 源 多 倍 

体 ( autopolyploids ).o RMAWAh Btw 

(monosomic) 的 自 交 或 杂交 多 得 ， 两 个 缺 

少 某 一 人 条 相同 染色 体 (n - 1) 的 配子 相互 融合 

即 可 产生 缺 对 体 。 

Nu particles (nucleosomes) 核 粒 ; |B. 

BERS 100 A， 分 作 在 邵 份 分 解 的 染色 质 上 。 

{ 主 : nucleosome BRBER, Agi—# 

均 探 用 新 的 定义 [ FEB DNA ( satellite 

DNA)], nucleosome BARB)» £ 

- Faht REF BPR (chigh resolution ele- 

ctron microscope) 下 ,染色 质 (chromatin) 

呈现 串珠 状 构 造 ， 每 一 小 珠 ( 一 个 核 小 体 ) 

H&S 100A, HA 200 氨基 对 ， 紧 包 在 一 
#2, FRR ( 染色 质 微 稚 稚 (chromatin fi- 

beriles) 将 其 串联 ， 每 一 要 小 体 中 DNA 如 

fa] FAAS ARAE (histones ) 联 结 仍 不 清楚 ， 每 

— METER A— Hi GBBBAURE 

列 四 种 租 梭 蛋白 中 的 两 种 Ha, Hb, 

hb ps BBS Bi 
nutritional mutant 营养 突 沟 体 : 能 将 原状 型 

( prototroph ) A #4) (auxotroph) 

Fy FR 



DO 

Oo 

o: | Shik (ordovician ) 5 2 氧气 (ox- 

ygen) 之 代号 。 

obligate parasite 。 专 一 性 寄生 : REBAR 

即 不 能 生存 之 生物 。 

ocellus 单眼 : 7 7e Bah ARS a 2 — (EAR; 
at 2 BED YD 2 — BIRR 2 E (eyespot), 

ochre mutant MARR: 琥珀 突变 体 

(amber mutant)» ##& ® # (nonsense 

mutation) o 

octoploid 八 倍 体 :， BMARA\MRABH 
同 源 倍 体 (autoploid ) KAR (allop- 

loid ) 的 细胞 (cell), MM (tissue ) 或 

生物 体 (organism) [ 简写 喜 8n ] 。 

Oenothera 月 见 草 属 植物 : 过 一 属 的 植物 在 

GS ( 如 突 释 说 的 发 现 ) ， 确 胞 遗传 学 及 
租 胞 分 类 学 (cytotaxonomy) ( M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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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位 ) 上 ， 均 人 当 有 广泛 深入 的 研究 及 村 大 的 
AR. , 

Okazaki piece okazaki KH Ee: ABE 

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HE BH 

BE» FCRCASEE fel tt HA DNA HAR (nv- 

cleotide ) 顺序 。 它 们 在 5 磷酸 但 末端 有 一 

短 而 展开 的 RNA » fFRVRKR DNA 分 子 

的 一 个 原 体 物 ( primer ) [CO RMAARY 

酸 圭 尹 酶 (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 。Okazaki KARR 

DNA. 结合 酶 (ligase) 而 联合 形成 一 个 完全 

的 子 股 。 在 新 DNA 分 子 合成 开始 人 后， 但 在 . 

DNA #44 (DNA polymerases) 和 DNA 

结合 酶 (DNA ligase) 完 成 子 分 子 前 , RNA 

原 体 物 可 能 被 权 酸 酶 ( nuclease ) 移 除 。 

oligogene BRA Mather, 1941] : = 

+ (major gene)> 

oligogenic WAAR : Hi BOL ART HE Hes 
PEAR 人 characters:}+ FRA EA polygenic) 

性状 意 义 相反 。 

oligolecithal “itt : = 均 黄 性 ( isoleci- 

thal). 

oligomer BRIE [ Changeux » 1964 ] : 
BA AAA ARB (subunits) MK 

[ & ERK SE (polypeptide chain) ] © 

oligonuclotide SiZGM: h-— 3+ Hee 

酸 所 租 成 的 聚 体 物 (polymer) o 
oligopyrene sperm ji 4X%44-T : 一 个 精子 (sper- 

matozoon ) 之 染色 体 租 成 较 正 常 者 少 。 

oligosomic 户 心 核 [Dangeard ， 1946] : 

— RAR SH FABRA KEP (ch- 

romocenter MRS [OMXxE Ys (iso- 

chromocetric) ] o 

oligospermia BATH) : HR (semen)+, 

fi TRERIER RE. 

ommatidium f+? : 昆 盘 次 眼 之 一 个 小 眼 。 
omnivorous “杂食 的 : 动物 与 朴 某 均 食用 的 。 

oncogene 胜 瘤 基因 [ Evebxzer and Todaro， 
1969 ] : At AW 1R3R(oncogene hypo- 

thesis) ° 

oncogene hypothesis f#/@24 (4 (R34 [ Hued- 

ner and Todaro» 199 ] : RBRAKHA 

if, EMS DNA 都 含有 一 个 腹 瘤 病毒 [ 病 
毒 基 因 ( virogene) ] 特定 之 完全 基因 租 
(genome ) 所 必需 信息 的 假说 。 此 一 特定 病 

毒 DNA ， 可 以 和 直 式 型 (vertically ) 的 由 

一 代 传 浊 到 下 一 代 ， 而 且 某 些 病毒 基因 的 功 

能 可 以 正常 的 表现 ， 亦 即 在 生长 中 将 表现 出 

Ko AREAS RBH ee, AMP 

之 腹 癌 此 由 其 所 形成 。 正 常情 形 下 ， 此 一 信 

Ee BM il (repressed Ho HuekAee 
因 的 组 胞 调节 作用 和 被 破 十 后 ,造成 病毒 基因 

Be fs ey SP ACER EAR IM FE A: 4 (neoplasia) 

[ > & 4% KK (protovirus hypothesis). 

oncogenic “致癌 基因 : BEG) ETH (can - 

cezr) 的 任何 病毒 或 试 齐 (agents ) 。 一 个 租 

上 胞 径 病 毒 感 染 后 ， 多 得 新 的 生长 特质 (pro- 

perties )\@ fia Z 细胞 再 化 (cell transfor- 

mation ) 。 致 瘤 病 毒 可 能 是 DNA RRNA 

病毒 。 中 fai 

oncolytic 胜 癌 消解 : se ie Se MA 
one gene-one enzyme hypothesis 一 基因 一 芋 

素 假 说 : 以 生化 遗传 的 研究 坑 基 础 ， 此 项 假 

an + te— (Hi KA ( gene) 仅 控 制 一 个 具有 般 

媒 作 用 和 蛋白 质 (Be) 的 合成 及 其 活性 。 自 

从 此 假说 破 提 出 后 ， 原 则 上 ， 此 种 观念 已 被 

if Flo 

ARITA 194 FY ( genetic mate- 

rial) HLEEAREAROR, 二 种 
“ RBH” RRERE WB 一 作用 子 

(cistron ) 一 初级 功能 primar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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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 此 种 观念 婚 未 否定 某 些 基因 的 存在 ， 

其 功能 阔 不 限 於 控制 鲁 媒 和 蛋白 的 胺 基 酸 类 别 

及 顺序 , 也 不 否定 有 些 酵 素 是 由 殉 根 不 同 的 

SHER (polypeptide chain ) 所 租 成 , 每 
一 根 链 都 受到 一 个 基因 的 控制 。 

对 有 些 基因 [ 结构 基因 ( structure 

gene)] 或 作用 子 ( cistron ) 可 决定 酵素 的 专 

有 性 ':( specificity ) ，“ 一 基因 一 酵素 ”学 

褒 目 前 已 演 怪 成 “一 作用 子 一 多 胜 肽 鳃 ” 

(one cistron-one polypeptide chain) 

BS ° 或 在 有 些 状 次 下 ? 全 个 基因 代表 著 一 

{A4%4RF (operon) BRR— (Aik 8 me 
(genetic transcription ) 及 调节 (regula - 

tion ) Mocs HB SEILR “ —ea 

__f RNA ”(one operon-one messenger 

RNA) {Bist > 
one gene-one polypeptide hypothesis 一 基因 

一 多 胜 肽 链 假 说 : KBR RAK SH 

EA, 均 属 於 每 一 基因 控制 一 个 单一 多 胜 肽 

的 合成 ， 多 胜 肽 具有 独立 功能 , RR Hw 

HEA AKER Go 
one operon-one messenger hypothesis —}e#i-F 

一 信息 假说 : ORF (operon) 

one-plane theory 单 面 学 说 > 交 又 型 学 就 
(chiasmatype theory) o 

one step meiosis 单 步 减 数 分裂 [ Cleveland, 
1947 ] : ORR R (meiosis) o . 

ontogenetic “个 体 发 生 : 指 一 个 个 体 (indi- 
vidual ) 的 发 育 [ HB AR A (embryo - 

nic development)] 。 

ontogeny  {A#@#+ [ Haeckel » 1886 ] : 

BA WE (organism) ,一 个 器 官 (organ) 

或 一 个 租 胞 胞 器 (organelle) 的 发 育 过 程 。 

[> @RR (recapitulation) ] 。 

ooblastema “受精 卵 : HES HAIR = 受精 

卵 {ogsperm)， 卵 孢子 ( odspter) 或 合子 

(zygote)] 。 

oocenter 卵 中 心 体 [ Fol » 1891 ] : 指 卵 和 
ff PH (centrosome) [ = 卵 中 心 体 

(ovocenter)] 。 

96cyte SARMMAAA[ Boveri » 1891 ] : 亦 可 

WR IBALMIA (egg mother cell) . WK 

SRAL MIA (primary odcyte) KH—AKRB 

分 裂 产生 一 个 次 级 卵 母 和 上 胞 (secondary o- 

ocyte ) 以 及 一 个 第 一 极 体 ( first polar 

odgonium 

body )。 在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时 ， 次 级 卵 母 租 “ 

胞 产生 一 个 卵子 (ovum ) 以 及 一 个 第 二 极 体 

(second polar body) [9PT# ( 06- 

genesis) ] o 

odgamy Ac 58 : 一 个 不 能 动 的 雌性 配子 

(gamete) ( 卵 和 上 胞 )， 和 与 一 个 能 动 的 雄性 配 

子 ， 经 受精 作用 ( fertilization ) 而 结合 。 

odgenesis 卵子 发 生 : 指 动物 雌性 生殖 细胞 
(germ cell)[ 9BMHHM ( egg cell.) RIB 

( ovum ) ] 在 生殖 腺 (gonad) 中 的 发 育 。 生 

殖 腺 [ 亦 称 卵 巢 (ovary ) ] 内 含有 原始 生 将 

租 胞 ( primordial germ cell ) [ RR 

40% JRER MAHA ( primary obgonia ) ] 。 此 

ia tA: 7A RE — AR POR ASB AA. EAE 

次 级 卵 原 组 胞 (secondary odgonia)]o 

HOSA RE. KOSI Ae eR RAS 

胞 (oScyte) » SRALATIARBARE ( grow ) 

让 到 卵子 发 生 过 程 千 束 。 卵 母 稻 胞 的 发 育 期 又 

可 分 镶 三 个 时 期 (subphase ) 。 紧 随 卵 原 竹 
胞 形 成 卵 母 秋 上 胞 后 是 第 一 期 [ 即 前 减 数 分 裂 

期 (premeiotic phase ) ] ， 此 期 生长 非常 

Bis 在 第 一 次 期 千 束 时 MARAE. 

卵 母 租 胞 进 大 第 二 个 生长 绷 馒 的 时 期 [ 主要 

是 由 於 细 胞 质 的 合成 ] ;到 第 三 期 上 时， 生长 

的 速度 急速 增加 ， 程 过 一 段 较 短 时 间 和 后， 办 

At MFA AB i» 

所 请 前 减 数 分 裂 (premeiotic ) 现象 ， 

一 般 是 紧 随 着 最 后 一 次 卵 原 组 胞 分 裂 完 成 时 

开始 。 在 第 一 次 与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时 ， 卵 原 

HARE Dh KR IAAL AA AM EAE SE 

FRR BC FL SB(oviim ) SR MBIA (egg cell)] 

以 及 三 个 ( 偶而 会 两 侦 ) BARES Mi 

[ 即 标 体 (polar body) 或 极 租 胞 (polocy- 

tes )] 。 第 二 次 沽 数 分 裂 发 生 在 次 级 卵 母 租 

胞 中 。 而 且 一 般 均 停 带 在 中 期 或 后 期 直到 和 受精 

Ry iit» ZEMVAACE (plasmogamy) 后， 第 

PRB BETTIE » 雌雄 “原核 (pronu- 

clei 在 极 配 合 (karyogamy) 时 千 合 在 一 起 。 

[ >9P R (cleavage) ] 。 

odgonium HARRRAB[ Boveri » 1891 ] : | 

F— UR RA + fe (germ cell), KBR 

Sy SAM BEA: ER SP HE fa (obcytes) [OF 

+ # (oSgenesis) ] 。 

2. FR MAA (Thallophyta) 的 雌性 配子 

# (gametangiu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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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plasm $ SRA : $EIRMIA ASS 40 B(cyto- 

plasm ) o SRAAASIABS be tee he Py Re Be 

HORE A. Albee eR EK — 

的 程序 发 育 [ORE EA (embryonic de- 

velopment ) J]. ja#tbe bey fzie J) RESER 

明确 ( 它们 之 问 的 界限 划分 得 十 分 明显 -) ， 

它们 也 可 能 合 侨 在 一 起 [ Waddington ， 

1956 ] 。 

odplasmic segregation SPH 4} RE: O#€(de- 

termination) 。 

oosome HARB [ Sylvestri» 1914 ] : = 

殖 系 (germ line) 体 ， 或 生殖 组 胞 定子 

(germ cell determinant)。 . 

odsperm ”受精 卵 : 一 个 受精 的 卵 [= 人 受精 多 

( odblastema ), JSfa-(odspore) K A-F 

\zygote) ] 

odsphere §Ptk : #82444 Fi (fertilization) 

之 前 的 雌 配 子 。 

o6spore Sijaf ; 受精 卵 : | 一 个 人 受精 的 卵 
组 上 胞 (ovum?) [ = S¥RIR (odblastema), 合 

F (zygote ) ， 或 受精 卵 (obsperm) | 。 

2 某 些 原生 动物 ( protozoa ) 的 被 襄 合 
子 (encysted zygote). . 

odtid SAMAR : 在 卵子 余生 (odgenesis ) 时 ， 

所 产生 的 四 个 和 胞 中 的 任何 一 个 [= 卵 租 胞 

( ovotid ) Jo 

obtid nucleus HAMARAAK : MARINA HIB 

FARK ARR A. KHZ 

=BKREBMBK, A-BAKRARAD 

BE Z KEM: RAK (pronucleus). 

opal mutant 乳 色 突变 体 [ Brenner et al., 

1967 ] : 在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上 产生 链 和 图 止 字 码 子 UGA 的 一 个 无 意义 突 
#4 (nonsense mutation)o [ O#sHRW AR 

(amber mutant ) 5 #4@,% #48 (ochre mu- 

tant) J]. 

opaque-2 上 暗色 一 2 ( R#) : AA RRR 
(lysine) 玉米 之 一 个 突 人 变 品系， 过 种 突 释 体 

可 用 於 治疗 礁 胶 酸 缺乏 症 (kwashiorkor) 

open population 开放 集团 : 能 使 基因 自由 交 

换 之 集 园 。 

operator MEA [Jacob and Monod »1959): 

BGR ARF (operon) RH (model), HE 

FEA ERR LAS — (Rese OZ (recogni- 

tion site) ， 由 於 在 此 和 结合 一 个 抑制 物 (re- 

”ximal end ) 。 

pressor ) 而 过 成 对 道 传 转录“( genetic 

transcription ) 的 负 控制 (negative con- 

trol ) 。 操 和 比 基 因 是 一 个 DNA 分 子 上 的 一 

序列 氨基 [ 大 肠 查 菌 (了 .coli) 我 酶 酶 操 纶 

子 (lac operon) Mf Mt EAA 21 TARE) 5 

He MAE A ALR RAR F ( operon ) 的 近 端 (pro- 

PRACZE A FA HEAR > 

可 以 阻止 RNA A As(RNA polymerase) 

(EER MEF TSE SB ROTE A Gy BE 

at FEA AR AZ (native ) “8K ( double- | 

strand) DNA AFR. REC ASAS 

BA, E— ABI) Hy 7) LA le) — Rt A 

内 ， wowinppoeypirroyrig | 
ctural genes) 。 

在 生物 体内 (in vivo) » FRMtzEA Zee 

的 辨认 ， 可 以 烃 由 操纵 子 内 各 基因 之 同位 题 

性 组 成 表达 ( cis-dominant constitutive 

expression) 以 过 成 [ OF (operon). 

但 在 试管 内 (in vitro), DNA 如 具有 已 经 

改变 过 的 操 继 基因 ， 和 与 抑制 物 的 结合 数量 会 

少 於 其 相关 的 野生 型 DNA o REAR 
324 (operator specific mutation, 符号 

OX ) 会 产生 对 抑制 物 反 应 专 有 性 的 改 释 。 

PRC EAR (constitutive mutation, 

符号 Of ) SRAAHAMHARE, Amr 

摄 抑制 物 与 操 黎 基因 的 和 结合， 因此 操 葡 子 内 

所 有 有 关 基 因 所 作用 而 产生 的 酵素 份量 ， 可 
以 过 到 未 铀 和 节 (unregulated) [ 也 就 是 “ 租 

成 ”( constitutive ) ] BRK. 3 

突 释 通 常 是 由 於 在 一 个 可 诱发 (inducible ) 

PRT ADRKEA B+ RRS MORE 

HR(deletion)- RREABSURS 
(operator zero mutations)» (74F 9% Oo ) ， 整 

(ERR TA 2253S PRT. 7 ERAS) A ER 

HEF 9 Ae5E ERA SES SAI, HK 

SRA ARCEAA (synthesis) & #@ RAK 

( constitutive ) 式 。 

operator constitutive #2 Mt Al fA Ak Fe 

[ Jacob and Monod 1962 |: D##*REA 

(operator) 。 | 

operator zero HMR ABB [ Jacob 

and Monod ,1962 }:*) LABA Ik fa] — Al at F 

(operon) 内 所 有 酵素 合成 的 突 释 。 [Oe 
纵 基 因 (operator) ] 。 

operon 操 徐 子 [ Jacob et al.» 1960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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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A EHD (structural genes ) 

具有 共同 协调 的 表 过 (coordinate expres- 

sion ) 以 及 紧密 关 隐 的 控制 位 置 (controll - 

ing sites ) ， 只 有 附着 在 同一 控制 位 置 上 

的 一 群 基因 才能 共同 进行 遗传 转录 (genetic 

transcription ) [ 同位 题 性 效 座 (cis-do- 

minant effect)], [Epstein and Beck- 

with» 1968,(Ann Rev. Biochem.37: 

411 ) Jo H—ERULAYWRE (positive) 

或 负 (negative ) 调节 作用 ( regulation ) 

AIR EET EERE FT 2k “ 负 控 制 “ 情 

WE» HAR AROREER. 

2 Mt FE BD EA AA AT IAA 

胞 质 调 节 成 份 ( regulatory component ) 

_ { MH ( repressor )] 的 情况 下 ， 仍 然 可 

以 进行 遗传 转录 。 如 果 是 “ 正 控制 “体系 ， 

起 始点 (initiator) EHIME A BAe Se 
fa > HURT ERA BR ME DH 

fa E> AHETTIA BR FERED (pro- 

karyotes ) P» MMITRR— HA MIE 

(polarized) HHAHTARBRHE TZ, 

Hig Ph (FARA (operator) fz Pte 

始 和 调节 — (PRM FEA Rt F (pro- 

moter), #42 (operator) ， 一 个 或 多 

个 结构 基因 ( structural genes)» ， 以 及 终 

结子 ( terminator ) ， 千 构 基 因 具 有 址 传 信 

息 控 制 酵 素 的 合成 以 进行 有 关 的 代谢 功能 。 

PEM TH SER [ 最 和 终 产 生 一 个 多 作用 子 

( polycistronic) 的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 ] 在 促进 子 处 开始 ， RNA KOS 
RNA polymerase) 也 在 此 处 与 DNA 和 结合 

(bind )o MRRCEARAA DHEA 
(repressor protein )[ 负 控 制 (negative 

control) ] ,mRNA 的 全 成 就 从 此 开始 。 转 

SRF AER TA mR iL. hm BR EST 

fit fit» mRNAM IRR. HRT HH 

速率 由 两 个 因素 决定 : 1 ES Tosh (trans- 

_ eription initiation) 的 频率 ; 2 Bare 

进行 的 速率 。 

有 些 操 继 子 好 像 具 有 超额 的 调节 基因 座 
(regulator loci) : 除 操 继 基因 郑 近 的 促进 
FRA, RHI SHER BRA 

超额 的 促进 子 ; ARIS RET ER 

不 相 联 和 结 ， 即 使 整个 体系 的 作用 已 经 停止 ， 

一 些 转 外 作用 仍然 经 常 在 最 后 玫 个 基因 中 淮 

operon 

行 。 

在 负 控 制 的 情形 下 ， 一 个 操 和 网 基因 可 以 

用 “开放 “”(open) 或 ”于 镇 ”(closed ) 的 

状态 存在 。 在 开放 状态 或 是 操 粥 基因 人 缺失 

(absence 或 deletion) 的 状况 下 ， 此 一 操 

继 子 内 的 每 一 个 千 构 基因 [ 作用 子 (cist - 

ron )] 都 合成 信息 RNA ， 因 此 也 可 以 产生 

此 mRNA 所 控制 的 多 胜 肽 链 。 在 闭 镇 状态 下 

没有 一 个 结构 基因 可 以 合成 mRNA 及 多 胜 肽 

链 。 如 果 在 一 个 调节 基因 (regulatory gene 

或 regulator ) 控制 下 产生 了 特殊 的 细胞 质 

Ahly, Mtl RR EA RAAB 

(complex) If REEREZEA BAA. RMA 

SES] LRH (inducible) 或 抑制 (repr - 

essible), 2VCEBRMEERHHHED 

SF : KRh-MVUURE-FASGRHAD 

( metabolite ) 所 中 和 [ 此 种 代谢 物 通常 也 

就 是 操 释 子 所 控制 生产 第 一 个 酝 素 的 基质 

(substrate) ] 。 此 代谢 物 称 坑 东 发 物 (in- 

ducer ) 。 诱 发 物 阻止 操 秩 基 因 和 与 抑制 物 间 

REA, RABE, HREM 

till KAA MM BT LA BRE FANT fs HA 2E 

ABT il PF RHA 第 二 种 抑制 物 必 须 经 

由 特殊 的 代谢 物 将 其 活性 化 ， 此 一 代谢 物 称 

坊 共 抑制 物 (corepressor)， 在 与 相应 的 操 

禾 基 因 相 互 作用 之 前 ， 使 同一 探 向 子 内 的 所 

有 和 结构 基因 和 终止 作用 。 

有 些 操 徐 子 在 正常 情形 下 没有 作用 北 且 

人 受到 一 个 产生 抑制 物 调 和 节 基 因 的 控制 ， 抑 制 

物 抑 制 操 释 基 因 冰 因此 也 进而 抑制 操 禾 子 ， 

第 一 型 的 抑制 物 效 应 坑 此 种 操 丝 子 所 具有 的 

特性 ( 图 6 ) . PRB. FABIA 

释 也 可 以 消除 过 些 操 继 子 的 被 抑 制 现象 ， 调 

节 基 因 的 突 光 使 抑制 物 发 生 季 化 。 如 果 操 徐 

基因 发 生 突 沟 阔 对 抑制 物 不 再 敏感 ， 也 可 以 

TABRER REF AS BID) HA RR 

— «ANE THRE R AMD 

RE» REPRE TE IE RM aI FARA ， 

hl Ae SM METER (EA, Del 

fF FA PY fe AE al A ER a NE AE BE “Ee RAY 

i» He Re ER REA 4} £ (foreign) 

调节 基因 所 产生 的 抑制 物 发 生 感应 。 

对 一 个 操 徐 子 的 和 遗传 (genetic) 及 互补 

( complementation ) film? (map) (FLEA 

BANA ESS. AE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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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二 一 上 mw 

| 不 具 活 性 

不 具 活 性 ) 

SS 
whe ie 

ag R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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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Te Ca 各 
不 具 活 性 

( 具 活性 } BBY A a mo (8 

EE “xD BAR 

“1 ee 
[LIN WN 

= i aa 
Rea Re 

4) #3) SAR 

66 MEAD METRE "A, DRREMEOLK. OMMEM NUM. 

DRA A P28 SB EAL IBREA(site clus- 

ters ) 相应 的 互补 群 ( complementation 

groups). HARA MIA RADARS, 

7E58 (3 et + BA LA BR (polarized 

asymmetric ) fic ft. ANA Ai SAA 

Alf (suppressors)[@ 阻 昌 基因 (sup- 

pressor gene)] 具 有 信息 阻 遇 因子 ( infor- 

mational suppressor ) 的 特性 ， 亦 即 具 

有 等 位 基因 ( allele ) 专 有 人 性 而 不 具 基 因 

(gene) HAH. RREDMZEDMRKRE 

PHE FEA ERRATA. 

fei EIR IG E> Fl — a *) RE Br BS 

PREAAUWEBEHAA, AEE 

47 ( parallel ) 但 不 同等 non-coordinate) 

控制 的 酵素 合成 。 此 种 共有 控制 的 单元 称 含 

#941) F (reguloni 叱 交叉 路 径 调 各 (cross- 

pathway regulation) » 超级 择 纵 子 控 制 “ 

(supraoperon control)]。 

fh RPE TF ON SAI KR Hd 41 (catabo- 

lite repression)A # 3',5' BK AMP (3' 

5'=cyclic AMP ) 以 及 一 个 蛋白 质 因 子 ,(pro- 

tein factor ) CAP [代谢 物 活 化 蛋白 

质 (catabolite activator protein) 的 简 

写 ] LSE TBR. c AMP 及 CAP 的 需 

要 可 能 在 使 RNA 聚合 酶 在 对 代谢 物 感 内 的 促 
i= F (promoters) Ft PARGEB BRE A 

Rl HEAT ESAS 

BERS ITF ATR PRRRR> FPR REZEPRIT BAY 

( proximal) SRARER ERM REHS 

因 有 较 低 产量 . K-RAIBR +B 

调节 作用 ( semi - coordinate regulation ) 
[ Bauerle and Margolin» 1966] 。 此 

SAM ARE VELHR SAA 
(internal )4& # F( easy 而 此 促 

进 子 有 较 低 的 效能 。 

在 WAXED (eukaryotes) 中 ， 一 般 情 

形 下 ， 控 制 一 串 在 代谢 作用 上 有 了 关 酵 素 的 一 

HEA, CRRA BAM RRRFT LOH 

人 作用 (transcription) ] 。 

operon fusion 操 秋 子 融合 [ Jacob et al. ， 

1965] : (PERE ( IRA ) 的 融合 ， 
使 一 个 操 秋 子 的 基因 征 一 个 卷 近 的 第 二 个 操 

统 子 的 控制 元 素 调 荫 。 一 个 多 作用 子 (Boly- 

cistronic ) 信息 RNA(mRNA， 将 从 此 二 

(PRET E  » 

operon network #MtTHS : PRET RIA 
73 M2 A (regulator gene ) 之 集合 ， 他 们 

间 的 相互 作用 使 一 个 操 移 子 构造 基因 的 产物 

作 入 活化 或 阻 遏 另 一 个 抑制 禾 或 效 准 ri 

(effector) HEME Fo 

oppositional genes HV RA: OLR MA 
用 ( gene interaction ) ; AHS ( in- 

combability ) 。 

opsonin 调理 素 : 使 特 胞 行 噬 菌 作 用 (phago- 
cytosis ) 的 一 个 抗体 。 

optical isomer fest Ri >: LER: Be 
ffl (plane- polarized) 光 通通 次 液 时 ， 造 成 

CREA REDIF 光 的 旋转 是 由 於 分 子 

之 不 对 称 ， 具 有 此 种 特性 之 分 子 依照 光 的 向 

F (levo) 或 向 右 (dextro ) KB, M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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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L Rd SA. 
order 目 : 在 移 (class ) 以 下 ， 由 一 个 或 数 个 

ft (families) 所 租 成 的 分 类 体系 。 

organ 器 官 ; 动 植物 之 一 部 份 ， 冰 坑 构 造 和 功 

能 之 单位 。 

organ culture “器官 培养 : 细胞 培养 (cell cu- 

lture) 。 

organelle _ 租 胞 胞 器 : 4% (cell ) 7MHWEA 

(cytoplasm) 中 ， 任 何 具 有 特殊 形态 及 功能 

的 结构 [ = 三 次 组 胞 胞 器 (subcellar organ- 

elle ) ] 。 诸 如 细胞 核 (nucleus) #25242 

( mitochondria)» %{##(plastid), 3 

基 氏 器 (Golgi apparatus)» %88#%(ribo- 

some )， 溶 源 体 ( lysosome )» 肝 酶 小粒 

(glycogen granules)» 酵素 源 颗 粒 (zymo- 

gen granules) & $< (th MUKA fk UALS © 

organelle DNA #ifiaiia#2 DNA : RAY 
rh, DNA 与 它 的 核 DNA (nuclear DNA) 

位 於 粗 胞 之 租 胞 胞 器 上 ， 而 不 是 位 於 组 胞 杰 

ELO##&#DNA (chloroplast DNA); 

#292 9EDNA (mitochondrial DNA)] . 

胞 胞 器 DNA Fgh Ree ele A fF ERS 

84 (complex) 。 2 

organism 生物 : —(H AABN + oe 

乔 谱 系 基 本 单位 [Luriaand Darnell >» 

1967 ] 。 

Organization effect 和 组 成 效应 [ Levitan ， 

1954] : Fa WS FR ER EB A HS 
[> 428 MM (position effect)] 而 使 相 郑 

的 得 传 基 因 座 ( genetic loci) 问 产 生 相 互 

作用 而 生 的 效果 [ 例如 有 些 个 体 对 两 个 染色 

HOA CMR 2 4x4I(heterokaryotypio), 

He OK PT REIN ( cis ) MR (trans ) 构 型 

Fe 4E> PAN fe eR Fl 7S Fel BE AE 
(fitness ) ] 。 

organizer #8M@H ; MMP L: 且 (embryo ) 

内 的 一 个 区 域 [ “ht” (organiza- 

tion center ) ] ， 从 过 个 区 域 可 以 诱 遵 嫁 
接 (grafts ) [ WRBA%#( induction )] ， 

表示 可 能 有 一 邵 份 和 细胞 可 以 做 仿 胚 的 族 遵 物 

( inductor) [ 或 激发 物 (evocator ) ] ， 

它 能 引起 兹 控制 其 他 租 胞 群 的 分 化 ( differ- 
entiation)» AM RERHKB+EE GHEE 

胞 的 命运 。 

organogenesis ”器官 发 生 : 器 官 的 形成 。 

overdominant 

orientation 定向 [ Darkington » 1937 ] : 

oP tip & ©] (centromere orientation) o 

oriented meiotic division 定向 减 数 分 裂 : 在 果 

Hip, —(FAS Miz mR os, Reo 

FEMI KK EAT} (single file)- ， 他 们 的 长 轴 和 与 
DAAC RE HES  REGA Ze Re A RB A 

Mil (oocyte) ZR, AW FRR he 

不 同 染 色 体 [ AER BOC 染色 体 ( dicent- 

ric ) |» ZMK (polar nuclei) $ RIB 

BR o ‘ 

orthochromatin iF #@ [ Brink »1960]: 

> &'| 4 & & ( parachromatin) o 

orthogenesis ( FIRR [ Haacke » 1893 ] : 
#6 #% A 7R4L( phyletic evolution) <—® 

长 的 时 间 内 ， 沿 着 单一 的 方向 进行 ( 随 着 一 

个 直 稼 型 的 路 径 ) o Kal RAE Bie 

(-vitalistic ) Po He Reais RM tb 

ARH, MERREH BREST SA-B 

有 限 的 范围 向 目标 进行 。 

orthoploid 正 倍 体 [Tixzplier » 1916 ] : 
= #43 (euploid) 。 

orthoselection (A/a) j% ; FlAn#IE: 在 自然 

选择 (seleetion ) 中 ， 它 的 行动 在 一 段 漫长 

的 时 间 竺 ， 尼 照 同 一 的 方向 进行 ， 即 产生 所 

请 的 “ 直 生 现象 " (orthogenesis) ) 。 

osmiophilic 亲 钱 的 : TE BF A BU AS, 

PR AR PY RG ALR osmium tetroxide,OsO4) 

染色 的 邵 份 。 

osmiophobic RERA) : 29,4444 (osmiophilic), 
outbreeding RX : = 相互 交配 ( cross- 

breeding)》 含 一 种 交配 体系 ,与 自 交 (inbreed - 

ing ) 相反 。 亦 即 不 同 个 体 问 的 交配 (mat - 

ing) o FRM MAMAR-REA pS 

BEAT AR HH 9 (ARS Rk © 

overdominant 超 是 性 [ Hull » 1946] : 二 个 ~ 

等 位 基因 ( alleles), 若 它 的 殿 质 结合 体 (he - 

terozygote) AA' 的 表现 优 於 其 同 质 千 合 

fla (homozygote) [AA 或 AA ] . JRBIAT EE 

察 的 基因 型 值 (genotypic value) HM Aes 

合 型 之 外 ( = 超 显 性 (superdomsjinant)， 可 

图 解 如 下 : 
超 显 部 分 “无 显 BD 超 显 
性 是 性 显 性 性 显 性 显 性 性 
et tt 
AD Ge | 0.5 0. —-@.5 —1—-1.2 

AA 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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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 AIUBAARAR, Ro 5! 

表现 出 A 或 A’ 的 性 状 。 但 其 F,AA” 的 性 

质 若 表现 在 二 者 之 间 ， 即 入 无 题 人 性 (iondo- 

minance)( 即 二 者 无 显 隐 性 之 别 ) . GAA’ 

的 性 状 表 现在 0.5， 即 A 对 A’ BBR 
(partial dominance )oAA 表 现在 1 时 则 熏 

AA 人 性 状 完全 相同 ， 即 A 对 A’ 坑 题 性 ， 若 
AN RTE 1.2 RF RAR A’ RBH. R 

之 AA HERD IRR — 0.5, -1 或 

—1.2, A HADPBRHBH, re 

或 超 题 作 。 

依据 上 述 ， 在 意义 上 RATE ( real 

overdominance) 8 (BitB RATE ( (pseudo-over 

dominance)# Fi 7s fl eS 7S EA BA — 

因 座 (genetic locus) 所 支配 ， 而 是 由 许多 

不 同 组 的 基因 座 或 染色 体 片 段 共 同 支 配 。 事 

Kk RHABRAKAHED EH BE 

EXE, RAR BR Zac. ABRAR 

能 从 一 个 高 度 自 交 系 中 ， 某 一 基因 座 发 生 突 

网 时 得 到 攻 明 ， 或 者 亦 可 从 一 集团 (popula- 

tion ) 中 ， 其 相 引 连 镇 (coupling linkage) 
B48 FR BA (repulsion linkage) 保持 平衡 

WEBB «Falconer, 1960 ] 。 

—-#2R> BRARREDILS LOR 

据 。 因 入 一 基因 座 由 两 个 不 同 的 等 位 基因 表现 

时 ， 其 生理 的 多 面 性 ( versatility ) 常 比 一 

个 基因 座 由 人 双重 的 单 等 位 基因 表现 时 仿 大 。 

在 下 列 状 况 下 即 可 产生 超 是 人 性 : 

L 若 一 对 等 位 基因 中 ， 某 一 个 基因 在 效 

果 上 呈 中 性 ， 则 基因 和 的 单一 剂量 ( BAA’) 

会 较 允 剂量 更 接近 理想 剂量 ( optimal dos- 

age)。 5 

2 若 二 等 位 基因 (AR A ) 均 具 活性 ， 

则 其 各 别 的 有 关 功 能 可 以 产生 互补 作用 。 

3 若 二 等 位 基因 (AR A’), SAF 

不 同 的 初级 功能 ( primary function ) 5; 

则 当 其 共同 出 现时 ， 会 产生 较 大 的 效果 。 

4 县 质 结 合体 有 一 条 不 同 的 遗传 途径 ， 

因此 其 产物 与 单个 等 位 基因 ( ABA’) 的 产 

物 均 有 所 不 同 。 

overlapping inversion SAMY: 包括 前 已 侠 

位 简 段 邵 份 的 第 二 次 倒 位 ， 所 小 成 的 复合 染 

色 体 倒 位 。 

ovotestis 雌雄 同体 动物 生殖 器 官 : 动物 具有 

SRS (ovary AIBH (testis ) WHEAT 
器 官 。 

ovotid SAMiha : = $p #0, (odtid) ° 

ovule 胚珠 : —PibAEM BRET HATA 

A 它 包含 珠 心 ( nucellus ) 和 种 皮 (in- 

tegument) o 

oxidation-reduction reactions 4 4{-j8/R Foie: 

化 学 反应 中 ， 电 子 从 还 原 剂 (reductant ) 转 

移 到 氧化 剂 ( oxidant ) ， 由 於 电子 之 转移 还 
原 剂 ”被 氧化 ”( oxidized ) ii ML whl 

ig a (reduced) 。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3 (-i§RR(L(ER: 

发 生 在 粒 线 体 (mitochondria) 的 膜 此 ， 配 合 

电子 的 转移 以 产生 ATP 。 
oxydosome 氧化 体 [ Deley » TBO ] : OF 

$2. #8 (mitochondrion) ) 。 

| 
4 

: 

| 

; 

j 
| 
}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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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P Lft#HA+F (proton) ; RRA (proba- 

bility ) ; 磷酸 (phosphate) 等 之 符号 。 
2 固 机 交配 指数 (panmictic index) Me 

符号 。 

P, [Bateson and Saunders +1902 ] : #€ 

AER ATR AS AS» BT CEE (9) —- (SS Ba» 

P, BREAK (FL) RA, P. as 
QA (grandparents), P, BML 

本 (great grandparents) ， 以 次 类 推 。 

3a2P “ 磷 的 放射 性 同位 素 ( radioactive iso- 

tope ) 释放 强 8 粒子 ， 半 误 期 (half - life ) 
14.3 K. 

pachynema #8#4HH[ Gregoire» 1907 ] : 

= 1h (pachytene) [ CARP ® (mei- 

osis ) ] 。 

pachytene #84488 LWiniwater » 1900] : 

ORMRDR (meiosis) 。 

pachytene DNA #8443h DNA [ Hotta and 

Stern,» 1971 |] : R&>R ( meiosis ) 

粗 秋 期 时 DNA HAK, MK GM MR 
( repair replication )DNA 合成 的 产物 。 

PA M18 -€ 48 (genetic recom-bination). 

packing factor “ 搭 曲 值 [ Darlington and 

| Upeott, 1939] : 篇 一 征调 量 染色 体 螺旋 

( chromosome coiling eR Mit RAK» 

即 由 染色 体 螺 旋 (hilix ) MA RRURAK 

(chromosome thread) 的 直径 所 得 之 值 。 

paedogamy “幼体 烙 合 [ Guillermont, 

1910] : RARALA (automixis) 的 一 种 
[ 专 一 人 性 的 自体 和 受精 (self-fertilization)]。 

是 同一 个 个 钥 烃 过 沽 数 分 裂 (meiosis PTF 

生 的 同型 配子 (isogamete) 或 民 型 配子 (an- 

isogametes) 问 的 相互 千 合 。 可 能 由 一 个 母 

Mf ( BCALAHAA (gamont ) » Al +3¥(game- 

tangium ) ] 直接 产生 相互 接合 的 配子 (ga- 

metes ) ， 或 者 此 一 个 体 先 行 分 别 产生 雌雄 
性 器 官 工 精囊 (antheridia) 及 卵 原 和 上 胞 (os- 
gonia )]， 然 后 此 二 者 的 产物 再 行 融合 。 
他 型 式 的 自体 融合 还 有 自 体 受 精 (autogamy ) 
及 单 性 生殖 (parthenogensis) 。 

paedogenesis “幼体 生殖 [ v. Baer » 1886]: 
|. 在 个 体 师 期 或 肚 胎 期 时 ， 由 卵 租 胞 发 育 

palindrom 

形成 个 体 的 一 种 单 性 生殖 (parthenogenesis) 

2 三 幼 期 成 熟 (neoteny) o 

pair-alleles ”配对 等 位 基因 [ Laughnan ， 
1952] : =@ #124 (pseudoalleles) 。 

pairing “配对 : 在 交换 (crossing over) # 

生前 ，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 

somes 互 相 靠 近 统 向 附着 在 一 起 。 [COKE 

#4 Gc # (chromosome pairing)] 。 

pairing block 配对 和 组 段 [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32] : R-ERED RABY 

段 ，[ 包括 一 定数 目的 染色 粒 (chromome- 

re) ] o EMAAR, Ee tem ACH 

(chromosome pairing) 的 作用 单位 。 过 种 

配对 租 段 及 它 的 次 级 单位 ( subunit ) 有 两 

两 相配 的 倾向 。 如 果 在 减 数组 胞 中 有 两 偶 芭 

上 的 同 源 染 色 笨 (homologous_ chromosome), 

此 种 配对 型 式 即 可 能 改 妓 ， MRS KM 

(multivalent )[ @@+& (zygomere)] 。 

pairing index “配对 指数 [ Pataw» 1941] : 

>Az#® (pairing number) o 

pairing mating “成 对 交配 : 一 种 用 来 决定 两 

群 个 钵 ( A 与 B ) PERI RARE HE. FR 

四 征 可 能 的 交配 租 合 以 个 别 进 行 独 验 交 配 的 

可 能 性 ， 即 A?xA3，B9?xBs [ 即 同型 交 

Ad ( homogenic mating ) ] ，A9?xB1， 

B9?xAas[ 即 县 型 交配 (heterogenic mat- 

ing) ] 。 因 此 可 将 交配 系统 分 需 二 种 ， 一 篇 

" EVE BLE ” (male multiple choice); 

即 一 方 的 雄性 个 体 ( ARB ) 可 自由 与 双方 

的 肉 个 体 交 配 。 另 一 俘 ” ME BLE HK (fem- 

ale multiple choice ) 即 一 方 的 峻 人 性 个 钥 

( ARB ) 可 自由 与 双方 的 雄 个 体 交 配 。 

pairing number ”配对 数 : 4 —fHHE(diploid) 
MR SEH (polyploid) 中 ， 烃 染色 体 配 对 

(chromosome pairing) KKH SARAH 

数目 。 每 个 配对 的 彭 至 少 有 一 个 交 又 (chia - 
sma ) 。 观 察 的 配对 数 与 理论 的 配对 数 ( 即 

二 全体 与 多 信和 体 之 染色 体 可 能 配对 的 数目 ) 

称 坑 ”配对 指数 ” (pairing index) 。 

pairing segment 配对 和 节 段 [ Darlington» 

1931] : OR AMPH HM ( interstitial 

segment ) 。 

palindrome j@+7 [Wilson and Thomas ， 

1974] : f£ flees ss [H—BUZDNA 
MHA), CRABEWMRERH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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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问 隔 上 前 揭 之 氨基 顺序 [ 亦 即 ABCtC- 

B’ A’ ] ACARI. FARR t+) 上 

4 FRC AY 9 BA Sai Be BAT A a 2 ST. 

AE FA a (AR AAS LTA UER 

DNA 障 层 的 特定 截 别 位 置 ， 冰 可 能 信和 蛋白 

质 的 车 合 。 除 了 在 'DNA ZH, BRE (lo- 

op) IN4#FFiEH RNA (transfer RNA)， 核 

&@ #2 RNA (ribosomal RNA)» £4 #% RNA 

(heterogeneous nuclear RNA 和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上 ， 北 对 过 些 分 子 与 通常 

蛋白 质问 的 某 些 特定 交互 作用 有 天 。 

palingenesis © 8 M224 [ Haeckel ， 

1874] : 祖先 的 特征 在 胚胎 发 育 过 程 中 重 

Bo 

panmictic ‘$38: AAS ERA 
48 RCA — (8 22S (interbreeding) # WM (po- 

pulation ) 中 。 其 中 每 一 个 个 体 均 有 同等 机 

会 与 任何 一 个 以 性 个 体 交 配 。 此 整个 的 集 园 

RU K— (Bik S4 (deme) 

panmictic index ”省 机 交配 指数 : 活 机 交配 指 
数 之 符号 仿 P ， 与 近 交 你 数 ( inbreeding 

coefficient» MRF ) 有 互补 关 傈 ，P = 

LSS 

panmictic unit ”省 机 交配 畦 位 [ Wright » 

1943 ] : 一 群 成 熟 的 个 体 LC R-MARA 

(local population ) ] 中 ， 每 一 个 体 都 有 

相同 的 机 会 与 刁 性 交配 及 产生 后代 。 因 机 交 

配 单 位 代 麦 最 小 的 “ 孟 德 尔 集 团 “(Mende- 

lian population ) ， 而且 成 坑 租 成 物种 

(species ) 的 复杂 集团 体系 的 一 邵 份 。 

panmixis ”省 机 交配 系 [Weismann » 1895}: 

NBR” panmixia ”， 在 交配 时 可 逢 机 的 
(random) FRABAC ALES R o E FAFE 1 BEACAC 

(nonrandom) #8 。 

papaim ”木瓜 酵素 : AAA iT (latex) 
中 所 抽出 之 蛋白 分 解 (proteolytic) MR o 

parabasal body “ 副 基 体 : =H (kinetop- 

last) 。 

paracentric BAH) > 坑 染 色 体 内 的 (intra - 

chromosomal) as. [ 叫 倒 位 (inver- 

sion ) |. 438 f— “ Aes "(intrach- 

ange ) 中 ， 不 包括 中 季 (centromere) & 

域 。 与 包括 中 和 节 在 内 的 “ BBP” ”(pericent- 
ric) MAR 。 

Paracentric inversion 

paraloci 

parametosis 

BAR : 不 包括 

中 节 (centromere) 的 一 个 倒 位 。 

paracentromeric heterochromatin 同 臂 内 界 染 

&@B [ Luyks » 1974] : #6ii(centromere) 

poy Bt & Hf (heterochromatic) fe, Sak, 

在 大 邵 之 例子 中 ， 至 少 含有 高 度 重复 的 从属 

DNA(satelliteDNAJ 。 在 减 数 分 裂 (meio- 

sis) 中 ， 同 懂 内 旺 染 色 质 之 主要 功用 可 能 

坑 [LZxyps， 1974 ] 3 使 姊妹 染色 分 体 
连结 在 一 起 直到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2 决定 染 

色 分 体 崔 入 在 中 节 本 身 之 下 的 一 特定 种 类 排 

列 以 及 决定 姊妹 中 节 在 染色 钵 表面 土 的 定向 

( orientation ) 与 排列 (disposition) o 

parachromatin “ 副 染 色 质 : | B—MsIEL 
性 的 核 质 ( nucleoplasm ), BRBRAL 

E/E 4 4% (spindle fiber) © [ Koerper- 

ich (1930) #253 “ Bete "(par- 
achromosomal ‘substance ) » Bleir 

( 1930) BIB 2B “shea” ( paragen- 

oplast ) ] [Pfitzner » 1883]. 

2. 184 F (genetic material) 的 一 部 

份 [ = 染色 质 ( chromatin) ], ESE 

的 “正常 染色 质 ”( orthochromatin 不 

同 ， 可 能 对 某 些 遗传 因素 及 环境 因素 的 活动 

非常 敏感 Gal 2 AA) pe RAS ee i 

(somatic mutation) AAP RAB. PR : 

玉米 中 的 控制 因子 (control elements) » 

及 果 量 (Drosophila ) 中 ,促成 花 斑 ( varie - 

gateqd 位 置 效 许 ( position effect) Aha # 

染色 质 节 段 heterochromatic segmenb] 。 

paragenetic al, @(Stt [ Brink » 1962 ] :由 

PABA RAM Veet KAR, (27 

Keehn. [ 例如 : V 型 的 位 置 

效应 ( position effect) ;植物 中 不 稳定 基 ; 

FAK (unstable loci) ; 以 及 在 雌性 哺乳 动 

nh, 9S a4 (dosage compensation) 

#8 ill PTE EBD HE SAE HK ERE RS 。 

EVRA KH KBAR ZR “RB” 
f4 (genetic) 。 

副 基因 座 [ Dunn» 1954] : 彼此 

连接 靠近 的 基因 座 ， 兹 具有 相似 或 相同 的 活 

动 [ = 众 等 位 基因 ( pseudoalleles) } o 

paramecin ” 草 履 喜 素 : HH AAP. aurelia) 

所 产生 之 一 有 毒物 质 [O+ eB (kappa)] 。 

副 减 数 分 裂 [ Battaglia» 
1945] :ORRPR (meio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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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utability all) [ Brink » 1958]: 

基因 表现 ( expression ) LTI—EA MSE 

RMA HED [ae] X# ( paramutation ) ]。 

FE (0) 2 A (— Bl EE AAR 

BD BS Bl Ze EY (paramutagenic) HAF » 

paramutation i328 [ Brink » 1958]: B 

ASMA M ( 在 玉米 中 观察 到 的 ) , 它 与 

X* (mutation) 不 同 。 它 是 一 个 等 位 基因 

[ 称 含 “ 副 可 突变 性 “(paramutable) 等 位 

基因 ] 受 同 一 基因 座 上 另 一 个 等 位 基因 [ 称 

坑 “ 副 突变 源 ̀ "(paramutagenic) 等 位 基因 ] 
的 影响 ， 而 导致 其 遗传 功能 发 生 一 种 有 规则 

AM, HACMHAIRMERDE. ale 

叙 是 固定 的 烃 由 一 个 副 可 突 释 性 等 位 基因 与 

一 个 副 突 玫 源 等 位 基因 租 成 一 民 质 和 结合 体 

[> ##( conversion )] ， 而 产生 一 种 不 

同 的 过 和 粹 性 址 传 形 式 。 副 可 突 释 性 等 位 基因 

具有 中 度 的 稳定 遗传 性 ， 亦 即 在 其 基因 型 中 

即使 不 带 明 是 的 副 突 鬼 源 等 位 基因 ,其 个 体 仍 

ARS HR. IRM, ATL 

检 持 末代 ， 但 烃 若 干 代 人 后， 则 有 回复 到 原 玫 

型 的 倾向 “同时 副 突 购 源 等 位 基因 的 印 麦 能 力 

I?) AZ Ae ce. [ Bray and 

Brink ， 1966 ] ° 

paranemic coil “平行 螺旋 [Sparroz » Hu- 

skins and Wilson, 1941] : CO @7# 

# (chromosome coiling) 。 

paranucleic body Al|tX#8 : — i #7E All- 
omyces 的 配子 (gamete ) 及 游 动 精子 (zo- 

osperm)MiRHIEKy. HMA RNA 

.与 蛋白 质 连 和 结 所 组成。 在 有 入 分 裂 或 减 数 分 

型 开始 时 攻 解 。 

parapatric §= 4) pl 747 [ Smith » 1955] : 

在 一 些 且 地 的 (allopatric ) Mh, EFI 
PG eR. EIS, BIG ERA 

同 地 区 的 (sympatry ) HARB FE, APL PER 
生地 域 性 的 基因 交换 。 [ OR Ri ty(dich- 
opatric ) J. : 

paraplasm “ 副 质 [Kupffer » 1875 ] : Mia 
成 份 的 一 种 ，[ see AnH ( cytological ) 

Je fl eat (cytochemistry) AXERBR]. 
它 在 某 些 不 同型 的 和 上 胞 ， 或 在 某 种 租 胞 不 同 
洒 动 期 的 粗 胞 质 中 ， 以 一 种 暂时 人 性 的 内 合 物 
存在 。 此 种 内 含 物 可 能 与 硼 胞 的 营养 直接 有 
Bl 在 食物 的 摄取 或 吸收 过 程 中 ， 或 在 食物 

parasterility 

储藏 时 ] ， 亦 可 能 是 和 胞 活动 的 产物 ，[ 后 

来 成 念 租 胞 排泄 的 一 种 麻 物 ， 或 供应 其 他 和 

胞 使 用 ] ， 也 可 能 是 不 同 分 解 代 谢 过 程 中 所 

产生 的 一 种 不 活性 累积 物 [ Ain: dae 

( crystals ) RE##H( pigments ) 等 ]。 

Al ARPA AR EMEA ARAL, A 

此 它 的 化 学 组 成 也 有 标 大 的 差 殿 [ 主要 成 份 

BR: 蛋白 摘 ， 脂 肪 ， 碳 水 化 合 物 或 矿物 质 ]。 
peraselectivity alizi=tt [ Sedlmayr ， 
1956 ] : #44 (fertilization) 。 

”parasexual ”所 性 的 [ Pontecorvo » 1954 ] : 

BARGER. RRO ( meiosis ) 
以 及 受精 ( fertilization )MiIERVS Mis 

$l| tt 1% -$ 48 (genetic recombination) f§ 8 

的 ， 亦 是 提供 遗传 物质 (genetic material) 

行 非 减 数 分 裂 重 租 (nonmeiotic recombi- 

nation ) BORE Fi. 

REE A AES (virus) ”中 的 发 生 是 由 

於 同 一 寄主 (host ) 上 有 多 种 突 鬼 系 混合 感 

染 后 繁殖 所 致 {A FE 细菌 ( bacteria ) 中 则 

有 三 种 机 制 可 导致 拟人 性 重组 : 接合 (conju- 

gation )» ##3% (transduction), WR 

44 (transformation) o 

4EM% (fungi) Piste R(paras- 

exual cycle) #—B3A& : 

]. £—-BABRRB ( multinucleate 

mycelium) » 77 R498 (heterokaryonb 

ERG, XA! ( genotype ) 不 同 的 
单 僧 术 在 稀有 情况 下 可 能 融合 ( 可 能 只 是 偶 

发 事件 ) 。 

2 在 二 合体 融合 核 中 ， 发 生 有 和 料 分 烈 交 

换 (crossing over) MAB RH Fie KA 

一 起 繁殖 。 

3 BERBER D Ailes HRD WH 

A. 3 (non-disjunction ) Rss AS BH 

的 ( vegetative) B49-484t,(haploidization), 

此 种 循 政和 正常 的 性 循环 ( sexual cycle ) 

效果 相同 ， 以 完成 遗传 重组 ， 因 两 增 加 了 有 

AE BR» 

parasite Bt: 生存 在 寄主 生物 上 ， 薄 由 其 
供应 食物 之 生物 。 

parasterility. ##*?tt[Brieger » 1928]: 
He AAA 7S EA SRS Eee eh a 

配子 而 产生 ， 而 是 由 一 种 不 亲 合 性 (incom- 

patibility) 的 机 制 限制 或 阻止 某 类 的 配子 



parental ditype 

无 法 形成 合子 (zygote) « 

parental ditype ”亲本 人 双 型 Oey tame 
HK, (tetrad segregation types) 。 ; 

eatt L Bateson and 

Saunders» 1902] :~#4X(filial gene- 

;RRKR(P ) 。 

parity MEKR: 生育 子女 的 次 数 ， 一 妇女 

ZR ERR, RRAKER, BERK 

Rika AiR, (ERE ee 

可 能 会 多 於 1 ( SALE) 。 

parthenapogamy — {fe tt+ 56: = — ise 

3 +t + 54 (parthenogenesis) 

parthenocarpy § 单 性 千 顽 [Noll » 1902] : 
无 种 子 果 实 或 果实 的 种 子 缺 少年 (embryo ) 

的 发 育 [Oak  (apomixis) ] tee 
P+ fi 83 3B +E FT BERR ARERR ( pollina- 

tion)( ABEGHARHMRM) ) ， 永 可 能 由 

parental generation 

ration ) 

於 未 能 受精 ( fertilization ) l[OTRA}>H 

(incompatibility) Mac tA Rt ( gametic 

sterility ) ]. P#RARRRRE (em- 

bryo development) 的 失败 [ BG FARAH 

(zygotic sterility ) ] ~ 

parthenogamy f¢7%AC[ Guilliermond ， 

1910] : | 三 单 性 生殖 (parthenogensis) 

LGuilliermond ] 。 

2 自体 融合 (automixis) 的 一 种 檀 端 情 

ti: 二 个 核 在 一 偶 未 分 型 的 租 胞 内 融合 ， 此 

组 胞 具有 雌性 配子 ( gamete ) 或 配子 囊 (ga- 

metangium ) 的 特性 。 此 种 融合 可 以 产生 一 

个 新 的 个 体 [ 4p 43S ( paedogamy )] o 
3 自动 单 性 生殖 (parthenogenesis): 

在 卵子 发 生 (obgenesis) 时 ， 具 有 正常 的 减 

数 分 裂 及 染色 体 减 数 ， 但 合子 ( zygote) ye 

BBRHKENIR MARRS, HK 

和 由於 形成 一 个 再 组 核 (restitution nucleus) 

或 由 於 核 内 有 缘分 裂 (endomitosis)。 [ = 

和 减 数 分 裂 单 性 生殖 ( meiotic parthenog- 

enesis) 。 

parthenogenesis ” 单 性 生殖 [Oxez » 1849]: 
雌 人 狂 配 子 不 经 雄 配 子 的 参与 而 发 育成 入 胚胎 ， 

此 胚胎 将 来 可 能 但 东 不 一 定 发 育 念 成 钵 。 

FA te: AE BS Ey a) A SO BE HS” ( par- 

thenote) X “ MLHe#S ” ( parthenogenone ) 

[ Beatty, 1957]. 

BEET OSPR RAT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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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每 个 类 型 又 可 以 分 坑 不 同 的 体系 。 过 些 分 

类 的 依据 可 从 繁殖 的 方式 ， 决 定性 别 的 机 制 

DN Be i ia B= Fi ti Rat [ Suomalainen » 

1950 ] 。 

依 其 繁殖 的 方式 来 分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mode of reproduction) : 

I 偶发 性 单 性 生殖 (occasional 或 ac- 

cidental parthenogenesis)) 即 未 人 受精 的 卵 

偶而 经 单 性 生殖 而 发 育 【 = eee 
(tychoparthenogenesis) ] 。 

iL 7 A+ ( normal partheno- 

genesis) o 

1 专 一 人 性 单 性 生殖 ( obligatory par- 

thenogenesis). BD 98 R fete i Att + Fe 33 A 

永久 或 完全 单 性 生殖 ( constant or 

complete parthenogenesis) ZRAAH 

坊 单 性 生殖 。 [= 非 尝 期 性 单 性 生殖 (acy- 
clic parthenogenesis) ] 。 

人 过 期 性 单 性 生殖 (cyclic partheno- - 
genesis): 即 一 代 或 数 代 的 单 性 生殖 与 两 性 

生殖 (amphigon) 交 蔡 的 进行 。【 三 机 型 生 
殖 (heterogony)。 

(c) SL REAR ( paedogenesis ) : 个 体 的 

SB Ze a 0 a ES EAT BEEK O . 

2 ete FAYE JA (facultative parthe- 

nogenesis ) : —fA@ 9B) HESS HH» ANA] MEAS 
受精 的 单 性 生殖 而 发 育 。 

GEM Bll ASR TE ll (classi ficafion accord- 

ing to the machanism of sex determination) 4}: 
1. HE BA EL 5 ( arrhenotoky ): KE 

fs Fy DB BE 4 EE BS Se 

的 卵 则 产生 雌性 个 钵 。 
ll. EMER EAE (thelytoky) : 未 受精 

的 卵 发 育成 雌性 个 体 。 i 
Il. AE RE BAH 4-H (deuterotoky): ( = 

ite HE SAE + RA (amphitoky) ， AR IT 

Be HEHE BRITE» 
以 相 胞 学 的 基础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cytological data) 来 分 : 

L. 生 殖 系 (gemerative ) [ MARI 
(haploid) ] 单 性 生殖 > SR iam 24 
以 减少 染色 体 数 ， 然 传经 单 性 生殖 以 发 育成 
Fe (ARS 。 neers | 

I. 体 租 胞 单 性 生殖 (somatic partheno- 

genesis) :由 单 性 生殖 产生 的 个 体 染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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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数 与 合子 [ RRR SES ] FARR 
Sih:o 

] BREE A BR BY BE AE IR (automic - 

tic EX meiotic parthenogenesis) & MAtt 

#% 82 (parthenogamy) : 有 正常 的 染色 体 配 

# (chromosome pairing) LR MBRRR 

At, {HAF (zygote) RABRHKEAE 

FH pA EA BBY (haploid nuclei) AIARA o 

形成 一 种 再 组 核 restitution nucleous ) 

或 核 内 有 缘分 和 裂 (endomitosis)。 

2 无 性 单 性 生殖 (apomictic partheno- 

genesis ) 上 又 称 体 备 胞 (somatic) 或 无 减 

数 (ameiotic) Mee] : 其 中 没有 染色 

RMD, RRB HMA. ZETA MBE TT 

94 + 4: A PS EE (PR RRB 

FD BA: AE ES a GR a 

的 单 性 生殖 分 类 体系 亦 不 相同 ， 大 致 可 分 类 

如 下 [Suomalainen » 1950 ] : 

1. 子 代 的 基因 型 与 母体 相似 [ 在 无 性 单 

性 生殖 (apomictic parthenogenesis) 中 ] 。 

2 子 代 的 同 质 和 结合 性 (homozygosity) 

代替 了 办 质 结合 性 (heterozygosity) 。 如 

i) #E BRR A Att 4 A (automictic parth- 

enogenesis ) }, (Ml ( AT) RAK 

BY A EH PS BV PBZ (cleavage nuclei) 

融合 而 恢复 。 

JMRRAGABABH SUAAE 

ji #X (prereduction ) [ 即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 meiosis 工 ] 时 分 于， 则 办 质 千 合 性 含 同 

质 和 结合 取代 。 如 在 减 数 分 裂 后 (postreduc- 

tion ) 工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II ) ] 时 

才 产 生 分 隘 ， 则 航模 蕉 持 恰 质 结 合 。 此 型 遗 

传 行 念 通常 发 生 在 自体 融合 单 性 生殖 的 生物 

中 ， 同 时 它们 的 体 和 有 上 胞 ( 合子 ) 染色 体 数 可 

由 第 二 极权 (polar nucleus) 与 卵 核 融合 而 

恢复 。 此 也 说 明了 自体 交配 (automixis ) 中 ， 

其 合子 人 染色体 数 可 在 两 群 第 一 后 期 染色 髓 中 ， 

EAR R (endomitosis) 而 恢复 。 
AMR ABA SiR 2 BAB 

WBE (postreduction) PH, RBKAS 

FT MRE FS ARABS UEAM RE Mw 
前 (prereduction) FFARR, Bl @ 4: — i 
GE BH YZ RH (mosaic) o 

5 RAGA Z Bi AH (allele pairs) 

於 减 数 前 分 开 时 , HRAGA THEME 。 

partial replica hypothesis 

若 在 减 数 后 时 分 凑 ，590 % 之 情况 下 产生 办 质 

结合 个 体 。 由 二 型 同 质 千 合 组 成 的 锯 纹 估 

50% o 

DiS PAE AE RA 88 HE AE HE a 

节 基 因 (modifier genes) 的 微 效 基因 (po- 

lygenic ) 体系 逐 业 发 育 而 成 。 单 性 生殖 的 
优点 常 依 不 同 的 单 性 生殖 系 杭 而 定 。 一 般 就 

来 ， 单 性 生殖 可 增加 繁殖 的 秒 力 ， 因 人 壤 每 一 

子 代 的 个 体 只 需 色 梦 中 的 一 个 就 可 产生 。 另 

一 个 优点 是 基因 型 的 固定 ， 以 及 保持 复杂 的 

RAG AGE Mth & (heterosis) 。 
parthenogenone Btit+heti[ Beatty» 

1957} : BEER D [ 只 单 性 生殖 (pa - 
rthenogenesis)] 。 

parthenomixis “ 单 性 受精 生殖 上 Winkler » 
1908 ] : 在 一 个 多 柱 卵 原 租 上 胞 ( oogonium ) 

ph, PME ARS BAA UNS BIE 

的 受精 作用 。 

parthenote ” 单 性 生殖 体 : 
(parthenogenone) o 

partial denaturation ”部 份 沟 性 : MARKED 

份 颖 弛 ， 其 保持 完整 的 区 域 可 能 富 於 G，C， 

ARG-C 之 问 三 个 氨 键 (hydrogen bond) 

将 其 联结 而 配对 ， 因 此 较 A-T 氨基 对 ( 两 

(Ars ) RRE- 

partial dominance 部 份 是 性 : 三 半 显 性 (se - 
midominance) 。 

partial replica hypothesis ”部 份 槛 印 假说 T He - 
rshey 1952 ; Doermann » 1953 ] : 是 样 

HUE (copy choice) RAHM. [RA 

“Luria ( 1947 ) 所 提出 ] RRR 
## (bacteria phage )Af9 it {8 & tn (genetic 

recombination) 现象 。 它 的 基本 原理 是 指 

感染 寄主 类 上 胞 的 啦 菌 体 和 遗 传 物质 是 一 片 一 片 

的 复 倪 ， 而 在 营养 生殖 的 听 菌 体 园 (vegeta- 

tive phage pool ) 中 累积 一 批 独 立 的 基因 

4n( genome) Biro —MBRE KR (matu- 

ration ) 过 程 进 行 时 ,此 种 断 片 可 小 集 成 完 

整 的 吃 菌 体 基 因 和 组 ， 然 合租 成 啦 菌 体 个 体 果 

AY o 3818 BMA (genetic recombination) 是 

Ha RED ( AAA BE), 

在 一 个 噬菌体 后 代 中 聚集 而 引起 [ Bresch » 

1962 ] 。 

BS OS GEIS eR RK 45 heterozygous) 

ie RHEE SRE» Levinthal( 1954 ) 

= 单 性 生殖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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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S PA BLS ( replica ) 沿 着 两 个 交配 

的 秽 本 基因 和 组 [ DNA 人 双 股 螺旋 IDNA dou- 

ble helices )] 进行 合成 时 ， 一 个 有 限 的 重 

受 芭 可 能 在 两 个 篮 叙 体 交 会 处 的 基因 座 上 形 

成 ， 因 此 DNA 的 合成 从 一 个 模版 (temp1- 

ate) 移 向 另 一 个 模版 。 由 於 此 种 重 滞 的 导 份 

复 锡 模板 共同 成 熟 ， 而 产生 民 质 结合 性 的 基 

Aa 

A“ BHBBRAS "HRS, f-Bw 

Visconti 54 Delbriick ( 1953) 提出 的 ” 交 
配 模 式 ”(mating model) . fh PiRB. 

& B+ RA (vegetative pool) 中 ， 只 有 完 

整 的 基因 和 组 可 以 存在 ， 而 且 也 以 完整 基因 租 

篇 增殖 单 位 。 其 重 租 是 由 两 个 完整 的 基因 租 

配对 ， 径 过 断裂 与 再 结合 而 壮 致 相关 基因 和 组 

节 段 (genome segment) 的 互 换 [ ORK 

(crossing-over) ] 。 和 结果 和 营养 生殖 的 基因 

PURKAVE RBBB. AIL AAD 

明 支 持 ” 交 配 模式 ”以 及 断裂 -再 结合 (bre- 
akage-reunion ) 而 产生 重 租 的 观念 ，[ 咱 

极 性 DNA 庆生 模式 (polaron hybrid DNA 
model) ] 。 

paternal-X inactivation ” 父 本 X 染 色 体 不 活性 : 

BRR ARH (marsupials) 中 ， 剂 量 补 

fi (dosage compensation) 的 方法 ， 在 雌性 

Amis, LAX 染色体 人 坑 不 活性。 

patroclinal ” 仿 父 性 [Kerzer， 1881 ] : 它 

427} tt (matroclinal) 。 

patrogenesis “ 孤 雄 生殖 [ Collins and Ke- 
mpton> 1916 ] : 三 雄性 生殖 (androge- 

nesis) 。 

pattern gene 。” 模型 基因 : 信 一 种 基因 ， 它 的 

活动 在 细胞 分 化 (cytodifferentiation ) 的 

过 程 中 ， 与 某 种 模式 的 形成 有 关 。 

pattern modifier 模型 修饰 基因 [ Wadding- 

ton» 1939 ] : 任何 基因 以 量 (quantita - 

tive ) 的 方式 而 非 以 质 (qualitative ) HH 

式 来 修 节 分 化 (differentiation) 模型 ， 此 

种 基因 可 以 往生 成 三 组 : 

| “分 裂 基因 (disruption gene ) 

它 可 阻止 某 种 分 化 模型 的 形成 。 

2“ 再 租 检 基因 ” ( reorganization 

gene ): 当 此 种 基因 在 一 正常 的 基因 型 环 志 

出 现时 ， 可 六 和 致 分 化 模型 的 解 钵 ， 但 有 时 在 

一 种 适合 此 种 活动 的 基因 型 中 ， 可 以 产生 帮 

的 无 害 的 效果 。 

3 某 些 基因 和 当 其 出 现时 ， 会 产生 一 种 新 

的 有 效 分 化 模型 。 

pattern of damage “ ”损伤 模式 [ Hadorn ， 

1945] : 具有 致死 因子 (lethal factor) 活 

动 的 模型 。 包 括 所 有 特殊 基因 座 民 常情 状 的 

CA, ZEERVPRRE, KSHBRRTR 

一 个 具有 有 效 剂 量 的 致死 突 释 有 关联 。 [LO 

表 连 模式 〈 pattern of manifestation ) ]。 

pattern of manifestation ”表达 模式 [ Hado- 

rn» 1945 ] : 某 特定 基因 活动 的 特殊 产物 
Hh, BTA OR AK EIAE (processes) R 
状 (characters) RRBCALOARA 

(gene action)]。 才 过 模式 是 用 野生 型 (wilda- 

type ) "与 突变 角 (mutant) 的 比较 来 决定 ， 

在 此 情形 下 ， 二 者 之 问 所 有 和 统计 学 上 的 显著 

ER, GRRRERERS ( 可 将 正常 等 位 

基因 改 丢 ， 吻 除 或 抑制 者 ) 的 直接 或 间接 的 

GRLOAW *® # (gene mutation ) ].W 

此 表 志 模式 是 一 种 由 突变 钵 和 与 野生 种 表 型 之 

关 的 差 刁 而 表现 出 来 的 一 种 差 刁 模型 (qif- 

ferential pattern )。 当 正 常 与 突 厄 等 位 基 

因 的 作用 相似 而 无 法 作 明 是 的 分 析 时 ， 则 可 

2B BRK” ( residual pattern )。 

因此 整个 的 表 过 模式 即 由 “” BRR ” 

“ 记 余 模型 ”的 作用 所 租 成 。 当 突 丢 基因 的 

FZARBS, ZBREARIAM, Berar th 

fk’). (AFERRAF (lethal factor) 的 情 

CT, RRA RBA AS AZ (pattern 

damage) 

pedigee #%: R-BATACKMBM 

HEX, PRED RRA ARB 

fs 625170 ( 见 图 67 ) 。 图 中 雌性 常 以 一 个 较 

a 9 “的 符号 来 代表 ， 雄性 则 以 方 格 或 

“OS ”° PRR ERRPU-RRRBE 

OR DMM R— “ HW "(marriage line); 
其 子 代 则 在 下 方 由 另 一 根 横 迷 连结 而 成 ” 同 

fas” (sib line) ， 在 此 二 平行 横 缚 问 再 以 

垂直 笋 以 联结 入 子 问 的 关 傈 ， 同 一 对 父母 所 

生子 女 ， 不 葵 性 别 均 坑 同胞 (sibs 或 sihl- 

ings )。 在 谱系 图 中 从 左 到 右 以 数字 性 明 其 

出 生 顺 序 。 若 革 一 个 体 作 任 研究 对 象 的 ， 将 

其 圆圈 ( HE) RAH ( 雄 ) EB, RRA 

“符号 麦 示 不 具 此 一 特殊 性 状 的 和 个体 。 赵 生子 
RRL BE TH ART 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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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以 出 生 先 后 需 序 ) 

$8 5p et F 

BE Sp 4 
性 别 不 确定 者 

子女 的 数目 (图 示 四 子 三 女 ) 
具有 作 需 研究 对 象 性 状 的 个 体 

证 
四 四 

ge 

I 

I 

=f 

if 3 

pentasomic 

HO #REHRBEHRRAKSH 

© RAMON, Be eemseey 
隐 性 基因 

4. Sagi 

6 流产 或 死胎 ， 未 知人 性别 者 

y KES ( 首先 被 属实 具有 某 性 状 
ZA) - 

在 一 谱系 中 确定 某 个 体 的 方法 
( 加 中 第 二 代 的 次 子 是 先 吉 者 ， 
同胞 半 以 年 起 希 顺序 ) 

CO im Bia 
67 #@ABHh—M RAK CHE Thompson and Thompson,1966 J 

在 同胞 根 上 的 同一 点 (如 目 OT od, 
符号 内 的 数字 代 玫 不 分 别 列 符 的 同胞 数字 

(rh ”而 代表 四 子 ， 三 女 。 

ERB? ( 坑 一 群 具有 婚姻 与 后 代 有 关 

联 的 个 体 ) ， 遗 传 控制 性 状 的 分 做 形成 “ 必 

”有 系 模式 ”(pedigree pattern) , BMAX 

是 有 价值 的 研究 和 孟 德 责 适 傅 ( inheritance ) 

EBA, PRRABAREAREES 
研究 上 有 重大 价值 ， 因 储 在 人 类 中 ， 不 能 用 

设计 婚配 的 方法 来 提供 研究 资料 。 

pedogensis § 4) ; 幼 熊 期 生殖 : = 幼 期 成 部 
(neoteny) 。 

pegmatypic ”刻印 交配 型 [Key mus and Ma- 
ynard Sit 思 ,1966]: 坑 一 种 交配 ( mating) 
体系 ， 个 体 於 幼年 的 某 一 段 敏感 期 可 进行 一 
种 刻印 ( imprinting ) 活动 。 刻印 是 一 种 性 

Bi EERE BAX, DR EIGER ff species) 
eS * Fh Bh % Ze EP BE MBAR AY 
标的 (object) 。 党 过 些 动 物 长 成 之 后 ， 在 
性别 上 对 过 些 标的 发 生 愉 起。 刻印 交配 型 
(pegmatype) 表示 一 个 个 体 中 已 被 刻印 的 性 
状 ， 或 表示 一 个 个 体 ( 或 某 类 个 体 ) 具有 此 
BBB ter (acquired characteristic), 

Pelger-Huet anomaly Pelger-Huet FE Rg 717 
fE ‘> Pelger 氏 核 畸形 症 (Pelger's nu- 
clear anomaly) 。 
Pelger’s nuclear anomaly Peiger’s Fr 4% HG HZ 

钙 : PH-Gkeekse, ReaKE 
i $K-2 S BYE ( polymorphonuclear ) 74% 
PK RE PRABAUZER ; SB 
NmARBERTPUIBEARKE SRBS 
(chondrodystrophy) ,但 人 类 中 则 不 发 生 。 

penetrance HBA [Voigt ， 1926 ] : # 
某 一 基因 或 基因 租 合 上 显 性 或 同 质 隐 性 ] 能 
在 携带 者 表 型 (phenotype) 上 显示 出 来 的 频 
度 ( 以 百分比 表示 ) 。 外 显 率 [与 表现 FE 
(expressivity) ] 傈 依 基因 型 与 焉 卉 二 者 
而 定 。 

BA AAA BEA (homozygous) eH 
基因 题 示 一 年 表 型 ， 所 有 的 同 质 千 合 是 性 基 
因 题 示 另 一 种 表 型 ， 而 所 有 的 殿 质 和 结合 体 性 
状 相似 时 ， 则 可 称 坑 完全 的 外 显 率 Rink 
基因 型 的 携带 者 (carrier) FRRKLBRH 
人 性 状 的 程度 少 於 100 %， 则 外 显 率 合 降 低 而 
不 完全 。 外 显 率 在 两 性 生殖 生物 (dioecious 
organism)» ASAI SAA IRA BEAR 
fF], (2 NF] REAR. ERR ch, 
SEE RRAT RE Ri BS Se — HE BREE 
(sex-limited genes)] 。 4 
pentaploid 五 倍 体 : 凡 同 源 倍 体 (auto- 
Ploid) KZ 源 1 # (alloploid ) 的 稻 胞 ， 

AR, RA we, MBER ADWARE 
REABABR AES RAMAN). 
pentasomic 五 染 体 : \L— i F 4H (polyso- 
mic) 的 和 上 胞 ， Am, 或 生物 个 体 ， 其 某 一 

同 源 染 色 体 具有 五 休 者 称 坑 五 染 体 ,[ 例如 : 



peptide bond 

五 染 二 合体 (pentasomic diploid) % (2n 

+3) ; AAPOR (pentasomic tetrap- 

loid ) #(4n+1), Dba]. 

peptide bond  REAASE : 两 个 腕 基 酸 之 问 的 共 
价 刍 (covalent bond)j， 一 个 胺 基 酸 的 a - 

腕 基 ( a - amino-group) 与 第 二 个 胶 基 酸 

Aya -羧基 ( a -carboxyl group) <>, 

释放 一 个 水 分 子 。 

peptide synthetase ， 胜 肽 合成 酶 : ALAA RS 

4% & (peptidyl transferase)。 

peptidy! site 

netic translation ); #a###(ribosome)o 

peptidyl transferase 。 胜 肽 基 转 移 酶 : 在 遗传 
转译 (genetic translation) WH, FED 

速 胜 肽 键 (peptide bond) 形成 的 一 种 酵素 

[ =HEIKA RBS ( peptide synthetase )] 。 

S058 EE He RAE AE (peptidyl gro- 

up ) #9 RNA(transfer RNA) 一 个 分 子 

的 CCA 末端 转移 到 一 胺 酰基 (aminoacyl 

eroup) ， 巧 附着 到 第 二 个 租 生 成 还 转 

XNA 分子 的 CCA 末端 。 一 个 单 基 移 转 反 

准 的 过 程 特 性 以 及 胜 肽 基 瑟 移 酶 是 核 酶 末 

( ribosome ) 较 大 次 级 单位 本 身 的 一 部 份 

[ > Rea HH 4 Be (aminoacyl transfer- 

ase); #{£(translocation) ] © 

pericentric RIAN: ZX a4(paracentric). 

pericentric inversion ‘fii Gitiz : 中 和 节 (cent - 

romere) 包 括 在 倒 位 部 份 。 
perichromatin fibril R@RABAK [ Mon- 

neron and Bernhard» 1969 | : 细胞 核 

(nucleus) 内 PMB X & ¥ (chromatin) 

Be BRAS TE BE AB EA A(ribonucleo- 

protein) Kt. RHAMRBME RNA 

ARE MKMYR, SB+ARERVA LH 

Rw, HY YR RNA ( heterogeneous 

nuclear RNA) MAU ABA 

perichromatin granule 24 AlmeAtul Ya- 
mamoto et al-» 1969] : 细胞 核 (nucleus) 

A> Pee i & Y (chromatin) 区 域 的 任 

(a) {HEAL EFA (ribonucleoprotein) 颗 粒 。 

periclinal ARMRAL Baur, 1909] : B— 

i (chimera), Heh, ARB GBEA 
4% (idiotype) BE TAHA A OBB 
Kt Hi o 

DP, SRERR [ 指 尖 端的 分 生 

胜 肽 基 位 置 : 它 道 傅 转 译 (ge- 

1 (apical meristem) ] MH= BRB 

(LI, L ULM) 所 租 成 。 其 中 可 能 有 
PYAR WA RRA. ASME : 

| “ BB ARBRE ”(haplochlamyde- 

ous periclinal chimera)» FUMREA, 

只 有 最 外 层 ( 工 工 ) 的 组 积 基 因 型 与 其 他 层 

不 同 。 

2“ 8/8 ARRA ” (diplochlamyde- 

ous periclinal chimera), ##=BPRA 

—f8( LI) 2eARSAe RA er lo 

3. “ He RA ” (mesochimera )， 

iets L ig ( 即 中 间 的 一 层 ， 其 组 各 基因 型 

与 其 他 不 同 。 

4 “=jBRA” (trichimera) ， 其 中 
所 有 三 层 的 组 积 基 因 型 ， 和 披 此 均 不 相同 。 

perinuclear cisterna ，” 枝 周 黎 池 [ Watson ， 

1955 ] : 字 细 胞 核 套 ( nuclear envelope ) 

[ 三 核 周 缘 空 间 (perinuclear space ) ] ° 

perinuclear space = *KAKZAIL  Policard 

and Bessis» 1956] :@ 44% A{nucl- 

ear envelope) 。 

perinucleolar chromatin #%(_ARHEA : 与 
RE (nucleolus) # hah # & K (chromatin) 

构造 [ = 8 a RE ZB (nucleolus- 
associated chromatin >, {Reo : 

AKSY BA BAZ) BRAK. 

“RH. GCARREAS ORM (septa- 
like ) #35 Rw1-A HX é~X (intranucleo- 

lar chromatin) HE, ¥BsxsAWEA. 

periplaam [| [ Rattenbury and Ser- 

ra» 1952 ] :4m4#x# (nuclear enve- 

lop ) RAK. WR # EM (chromosome) 

Kh +7$t (spindle) DAMMBA. —M 
io eve ARE ADRAED. 

perissoploid 。 奇 倍 体 : > 4548-48 ( artiop- 

loid)o er a, 

peristromium SEARAG AE: DOZER ED 
— BRE AE DA Ro 

permanent heterozygosity 永久 办 质 千 合 性 : 
2644 (heterozygous) 。 | 

permissive ”可 感染 ( 作用 ) : | REI 
SR BH ( lytic ) 感染 的 和 胞 。 不 可 感染 

(non-permissive) [ 或 限制 的 ( restric- 

tive ) ] MiRIRBRRS 5 上 且 前 已 能 指出 

租 胞 对 病毒 感染 的 可 感染 作用 ”在 蛋白 质 合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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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RAE BS 其 绸 季 作 用 。 

2 已 条件 致死 (conditional lethal )。 

permissive vs nonpermissive cells ”可 感染 或 不 

可 感染 稻 胞 : 可 被 某 一 种 病毒 溶 裂 感染 (ly- 

tie infection ) BOA ARLHS All A 

peroxisomes 389 ({t#2 [ de Duve and 

Baudhuin » 1966 ] : Mil (organelle) 

> ABRAM KEE (matrix) 及 

似 和 车 唱 状 的 中 心 ， 具 有 四 个 与 过 氧化 氨 代 谢 

(hydrogen peroxide metabolism) ABM 

(HER, SH, O, 分 解 酵素 ( H.0, - | 
degradative enzyme ) > 3@@(i mB 
( catalase ) » is #¢ Rs FERANG DAF (pur - 
ine degradation ) 光 呼吸 作用 (photores- 
piration ) UDRP WOE MBR(elyoxyla- 
te cycle) 代谢 过 程 中 ， 可 能 有 重要 作用 。 

perpetuation Mtl Tsuchida » Non- 

oyama and Ikeda, 1966} :在 适宜 的 

BUS h ( 如 高 温 或 低温 下 接种 ) ， 一 个 病毒 
(virus) PAAR, BRAVE (virulent) 

> MNBRE + Mie [ 指 租 菌 (bact- 
eria)]， 荫 在 此 状况 下 雁 持 其 生存 与 复 揭 。 

persistence .和 宿 存 : 它 痢 伟 死亡 ( genetic 
death) 。 

phage 。” . 叹 菌 体 : RMA RGAE (rirus) 
[= = ott ig Ht (bacteriophage) ] 。 

phage conversion (mH #SsS# : HH MA 
id Ps — Bie HR (prophage) [ 可 产 
AE ie Ba EU Lie "(prophage -medi- 

ated conversion ) AC 4G BR RS 74 Uh i797 6 A (1y- 

sogenic conversion)» KH@—S MA Kt 

fl E25 fH (genome) 的 温和 哦 菌 钵 (tem - 
perate phage ) » M—fMjRA Rees 
SER, BC ecb uliob: Soe sasotus 
状 [ 例如 : 某 些 抗原 (antigenic) + Ama 
2 , HM EH (toxins ) 的 产生 ， 或 对 与 其 
无 关 噬 菌 体 的 感染 性 ] 。 和 当 此 种 改 丢 的 吃 菌 
腹 消 失 时 , 则 此 种 新 改 枝 的 性 状 也 随 之 消失 ， 
租 胞 又 可 重新 呈现 原来 的 人 性 状 。 PAH a WS 
FAS FF ZEIT SBA: 9 32 A ako, 3 PEW 
新 的 遗传 信息 的 添加 ， 而 不 是 由 於 著 的 信息 
2 BRA 息 所 取代 。 [> # (muta - 
tion ) 转化 ( transformation) # * (tra- 
nsduction )- ， 以 及 接合 (conjugation) 等 
作用 ] 。 

_ Phagolysosome "HAFRE :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 

phage cross ”噬菌体 杂交 : (F) — (i Bas A BB 

i PAR RSA, jee RIS BIA 

— {AD EAST SSE iia» PR ere BS 

347 MRE (recombinant), MAKKAH 

Pi TRH AA. [ORR (cross )] 6 
phage exclusion ”噬菌体 排除 [ Streisinger 

dnd Weigle, 1956 ] : —faik Ri RH fh 

WERE RES, MERA BBS RHE 

Pro [ 例如 ; Be T, Wi Rees T, RR 

区 上 时， T。 的 邵 份 基因 租 就 被 排除 ] : ee 

体 排 除 受 到 一 个 特殊 基因 的 遗传 控制 ， 其 表 

AAPA, 36 AO BH (polarity), 

TN BU LF ACER ERB ( chromosome 

mapj 起 始点 的 基因 上 发 生 的 频率 很 低 ， 但 在 

位 於 这 便 的 基因 发 生 的 频率 则 很 高 。 

Phage ghost 喉 菌 血 影 : St BiH ( osmotic ) 
RAM PS RH EA ABR A Dam 

PAHS BBN MH BASE DHES DNA 。 
(ACRES RM GGA It. 

phage heterozygosity ” 叭 菌 体 界 质 和 结合 性 : 它 
RUS (heterozygous) 。 

phage restriction ”噬菌体 抑制 : MRS EM 
胞 内 ， 由 于 一 个 _ DN 人 修饰 限制 系统 (【DNA 

modification-restriction system ) 致使 

OE FR SAS BE BLS HIF 

Phagocytosis  S0{AA L Metchnikoff ， 
1893 ] : MARK FAAS HE HO 知 胞 
A (pinocytosis ) ] 。 

一 个 7 
(lysosome ) Fd— Bi Bek #4 (phagosome ) Ad 
合 的 产物 。[=1ysophagosome 或 telolyso- 

some )] 。 

Phagosome 7 0e#8 [Strauss » 1958 ] : 任 
何 兴 未 与 消解 体 (lysosome) [= BAB 
(endosome) ] ALARA aKa (phagocytic) 
SHADER AC pinocytic ) AIHA] BE. me 
a IRAE (phagolysosome) RAM a 
(lysophagosome) 二 者 均 指 其 融合 后 的 小 粒 。 

Pharmacogenetics 3% 物 遗 传 学 [ Vogel ， 

1958] : t{## ( genetics ) 的 一 个 分 支 ， 
讨论 药物 的 各 种 反应 ， 由 遗传 影响 对 药物 产 
生 的 修 节 作用 ， 以 及 探讨 药剂 学 中 各 ete 
效 诠 的 遗传 机 制 。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 相差 是 微 镜 : BR 

Pit — E> KER (transmitted light ) 



phase-shift mutation ue 

或 反射 光 (reflected light ) #A(phase) 的 

ER, BRR MY RHA (contrast) 的 

Fe FR o 

phase-shift mutation ”期 相 转 移 突变 : =H 2 

4E te X ¥ (reading-frame mutation) 。 

phase specificity ( of gene action ) (基因 作 

用 的 ) 期 相 专 一 性 : 在 发 育 过 程 的 某 特定 期 

间 内 ， 某 一 基因 释 由 基因 作用 (gene action) 

的 正常 玫 过 方式 。 期 相 专 一 性 是 基因 活化 作用 
( gene activation) HEF. 

phene #2 [ Johannsen,» 1909 ] : HS 

(os $20 Tell Fe et AR (character) 。 

phene therapy #8 [ Siniscalco ， 

1972] : EATRERM@BARRERUR 

W1&#& % (genetic disease) [ AMBAH 

E> PREYHHR, HPRERKRBAR 

Re ,酵素 的 诱发 等 等 ] MAMA» 

[ 它 优 生 学 (eugenics) ; RA¥(euphe- 

nics)] o 

phenocline “” 表 型 渐变 群 [ Huxley » 1939]: 

> i 2A (cline) 。 

phenocopy #2! [Goldschmidt ， 
1935 ] : 一 种 非 遗 传 性 的 表 型 修 节 作用 ( 由 

一 种 特殊 的 环境 因素 所 引起 ) 。 类 似 由 基因 

% # (gene mutation) 所 引起 的 表 型 [ OR 
基因 型 (genocopy) ] 。 

Landauer ( 1958 ) RR—(A IER 

RAAB PINE : 

|. EASE A BREE 7 fe Bott 

效果 (additive effect) PHtM—BRH 

型 。 

2 在 标准 的 等 位 基因 中 ， 了 一 卉 条件 对 殿 

Ati Gig (heterozygotes) HARAR AA 

REAR (homozygotes)  。 

3 在 外 显 率 ( penetrance ) (EH FHS 

之 表现 上 ， 环 卉 效果 的 增加 会 产生 据 玫 型 。 

4 当 某 一 基因 的 效应 受到 气 表 型 作用 时 ， 

修 节 基因 (modifiers) 对 此 基因 外 显 率 及 表 

AR (expressivity) 有 上 类似 效果 ， 对 促使 
发 生 所 表 型 的 环境 人 条件， 其 活力 强 弱 也 有 类 
似 影响 。 

某 些 所 麦 型 只 限 於 在 发 育 的 某 一 段 特殊 
时 期 内 施 以 环境 影响 才 可 以 诱 遵 。 同 一 种 影 

万 依 其 作用 时 间 的 不 同 ARR Ree, 

不 同 的 环境 因素 亦 可 族 遵 同一 种 气 才 型 ， 也 

Rica» FES Fie ae ( He 
— (AS ) EMARL WE ARASH. 

煽 之 ， 如 果 一 个 基因 的 活动 受到 改 丢 ， 

气 玫 型 通常 不 是 一 个 基因 初级 活性 (primary 

activities ) 的 改 释 ,而 是 次 航 活 性 (secon- . 

dary activities ) 影响 的 结果 。 因 篇 影响 

次 级 反应 的 可 能 性 很 多 ， 因 此 可 以 了 解 到 ， 

尊 致 一 个 所 麦 型 的 因素 兹 没有 专 一 性 。 

Phenocritic #eHURRFL [ Haecker » 1918 ] : 

当 两 个 不 同 基因 型 的 发 育 路 径 过 到 一 分 界 点 

的 时 期 ( phase )。 亦 即 一 野生 型 (wild type) 

F— 72 S896 (mutant) 的 基因 型 在 形态 上 ， 
生理 上 或 生物 化 学 上 可 以 开始 区 分 之 时 。 

phenodeviant “” 表 型 偏差 体 [ Lerner » 1954): 

从 常态 集 园 [ 集 园 平均 ( population mean, 

or norm) ] P&H ZR ERA HE. 

此 种 反常 现象 是 由 於 某 些 特殊 基因 的 组合 ， 

而 且 一 般 不 入 循 一 种 简单 的 遗 傅 模 式 ( in- 
heritance pattern) 。 

一 般 玫 型 偏差 钵 具有 下 列 特性 : 

l CH BERS ED HH 

2. 它 烃 常 发 生 在 自 交 系 ( inbred line ) 
中 。 

3 它 的 频率 与 表现 度 ( expressivity ) 

Ty BE FA SEB (selection) 或 近 交 (inbreed- 

ing) 而 增加 。 

4 在 不 同 品系 中 ， 引 起 表 型 偏差 体 的 基 

因 是 非 等 位 基因 (nonallele) 。 

5 引起 麦 型 偏差 钵 的 基因 很 将 决 定 其 位 

fB 。 

4 在 杂交 中 ， 表 型 偏差 体 的 行动 呈 一 种 

闻 动 而 不 易 预 测 的 状态 。 

7 在 经 常 发 生 表 型 优 差 何 的 品系 中 ， 其 

生殖 效果 会 减退 。 

Hse EW RR AA AR) 
Hee ARRLAAGAZAE (loci ) 

Bs C Lerner » 1954), ROXIE (po- 

lygene ) MRERAGAKAAE LOPS 

RITHRE Dubinin » 1948, Goldschm- 

idt» 1949 ] 。 另 外 也 有 如 坑 由於 调 和 节 系 

(regulatory system) 的 失效 ， 某 些 基因 

的 信息 被 某 特 殊 基 因 销 讽 摘 截 而 产生 龙 型 偏 

aa 

phenogenesis ” 表 型 发 生 [ Fischer » 1939]: 

在 个 体 发 生 (ontogenesis) 的 过 程 中 ， 由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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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控 制 之 外 表 性 状 (characters) 的 发 育 。 表 

型 发 生 是 由 基因 型 (genotype ) MRA A 

作用 的 和 结果， 而且 能 产生 一 个 明确 的 表 型 

( phenotype )。 [号 表 型 遗传 学 (phenoge- 

netics)] 。 

phenogenetics “ 表 型 遗传 学 [ Haecker » 

1918] : Rwt1e# ( genetics ) 的 一 个 分 支 ， 

特别 强 铀 烃 由 基因 作用 (gene action) Sf3 

A! (phenotype) Mia RAK . AGES 

Br) i R— BS Ail SS (developmental 

genetics) ° 

phenomic lag tEqKiEM[ Davis +1949 ] : 
fE— {AK A (gene mutation) #, AK 

CHER ERS LAMM RE. MRR 

RUG Ze Hy BEA ESET RL Op aH ( se- 

gregation lag) ] 。 

phenotype #4! [ Johannsen, 1909 ] : 

在 一 个 生物 幅 上 ， 所 能 观察 到 的 人 性质 [ 包括 

结构 (structure) 和 功能 (function) ] 。 此 

种 性 质保 由 生物 和 遗传 上 的 条 势 [只 基因 型 

(genotype) ] 与 其 所 不 环境 问 的 相互 作用 
Met. a2, REMAN, erie 

其 基因 型 对 环 卉 影响 的 “反应 规范 (norm 

of reaction ) ， 表 型 饶 可 用 来 襄 明 基因 型 

的 整个 表现 ， 亦 可 以 说 明基 因 型 的 某 邵 份 表 

现 ， 即 某 种 特殊 性质 ， 性 状 或 表 型 。 

#1842 A. (genetic information) FX 

型 的 表现 是 夭 着 信息 RNA(messengerRNA) 

而 来 。 信 息 RNA ABH DNA HBR 
i BS EBB ( polyribosome) [ i (hoe 4e 

(genetic transcription) ] JKR RBSEA 

BABSREA AM AK. [OO it 1h oF 

(genetic translation)]o BPR REE 

Ha FR BBA Aw [ 自然 通 应 (adap- 

tational) 成 份 ] 可 以 称 之 坑内 生 表 型 (en- 

_dophenotypic) [ Lewis and John; 

1963 ], JH Sa RE 87 Me (RS BRB: FE AE HA dt 
生 表 型 (exophenotypic) [ 适应 (adaptive)] ， 

成 份 相反 。 在 外 生 表 型 中 选择 ( selection ) 
可 直接 作用 。 内 生 表 型 与 外 生 表 型 二 者 均 由 
基因 型 所 控制 。 
Fy AR, Fe HE HS EE 

向 广泛 。 不 同 个 体 可 能 具有 相同 或 不 同 的 基 
因 型 , 但 具有 类 似 的 表 型 。 不 同 表 型 的 个 体 也 
可 能 具有 相同 或 不 同 的 基因 型 。 环境 的 差 殿 

phenotypic mixing 

可 使 相似 的 基因 型 产生 不 同 的 表 型 。 一 特殊 

EAR ERA HRA. PREAH 

的 “反应 规范 "(norm of reaction), 一 个 生 

物体 在 某 环 境 和 范围 内 ， 可 以 作用 的 能 力 范 转 

[ 包括 可 塑性 (plastic ) 及 稳定 性 ( stable) 
RE I|BRALH BAH ( flexibility ) 

[ Thoday » 1953 ] 。 不 同性 状 (characte 了 nl 

间 的 “ 表 型 相关 ” ( phenotypic ”correla - 

tion) VHRR ARE. 
相关 可 起 源 於 基因 的 多 效 性 (pleiotropy)， 

速 销 (1linkage ) ， 或 共同 引进 基因 以 形成 一 

个 集 园 。 环 境 相 关 的 起 产 可 能 是 同一 个 钥 在 

同一 了 圣 境 下 ， 产 生 十 个 或 数 个 人 性状。 
Phenotypic expression ” 表 型 表达 : 在 某 一 个 

体 的 基因 型 中 ， 某 一 特殊 基因 具有 有 效 剂 量 

(effective dosage) ， 和 经 基因 作用 (gene 

action) Mn RBBADKE. KAR 

速 可 产生 特殊 的 表 型 性 状 。 

phenotypic flexibility #2! B55 (Thoday> 
1953 ] : > ##! (phenotype) « 

phenotypic intergradation 表 型 问 航 : 地 理 上 

RRR A). eA RARE ( variabi- 

lity) 和 中 间 型 ， 它 们 问 有 明显 之 差 民 及 相 

当 的 同 质 性 。 表 型 问 航 常 常 指出 个 种 问 (in - 

terspecific ) IK fel ( interracial ) 杂交 

之 结果 。 

phenotypic lag BEA [ Davis» 1949]: 

EARP AAR ( gene mutation ) 

Fe 25E REE RR ( 例如 从 原 H A 

(prototrophy ) ##f3 44 4h 4! ( auxotro- 

phy) ] o JER RERER) LARMERRRERR. RIG K 

Bb 1 SEF A HEAR (phenomic lag) 或 分 
Mik H# (segregational lag) 所 引起 。 

phenotypic masking “” 表 型 偏 饰 LGorizi et 

al-» 1967 | : 在 角 菌 中 ， 依 靠 华 物 的 铝 系 

使 虽 正 表 型 被 掩 节 。 表 型 众 节 是 由 於 抗生素 

( antibiotic ) fF FAM SR RAR oe. 

phenotypic mixing AANRREL Novick and 

Szilard,1951 5 Hershey Roesel »Chlase 

and Forman,1951 ] : 在 同一 寄主 细胞 

(host cell ) 中 ， 由 於 受 到 不 同 病 毒 基 因 租 

(viral genome ) 的 控制 ， 产 生 不 同 的 蛋白 

A Me Dn A fr] — 5 ERA ( capid ) RARE 

(envelope ) ， Al +: AER (discre- 

pant ) & AM (genome) 及 病毒 ( virion ) 



phenotypic plasticity 

专 一 性 (specificity ) 的 病毒 颗粒 (virus 

particles ) 。 过 些 基 因 租 产生 和 蛋白质 “外 

(coat) 不 同 的 结构 成 份 。 从 一 群 突 尼 

体 或 野生 型 重 白质 中 ， 外 融 抽 取 其 结构 成 份 

( 弦 不 计 及 病毒 颗粒 的 基因 型 ) ， 租 成 混合 

外 谢 而 有 麦 型 混杂 现象 。 在 噬菌体 中 ， 不 同 

的 表 型 混杂 现象 佛经 被 枫 察 到 ， 例 如 高 漫 下 

的 机 定性 ， 血 清 学 性 质 ( serological pro- 

perties) ,病毒 颗粒 可 附着 不 同 的 细菌 品系 ， 

及 随 成 熟 病毒 不 同 蛋 白 成 份 而 改 释 的 特性 等 。 

phenotypic plasticity 表 型 可 塑性 : 某 些 基因 

型 由 於 环 卉 的 沟 刁 而 产生 极端 不 同 表 型 的 能 

力 。 
phenotypic reversion ” 表 型 回复 : Fem 

[ PRAM RES RAS ] HREM 

MR SIGB BHKE [ BE ( repair )] 。 

Ze 7M 1] BT BER PAE BS A Ba 

转译 (mistranslation ) 。 许 多 试剂 均 能 引 

起 麦 型 回复 范 造 成 非 遗 传 的 表 型 改变 。 

phenotypic stability “ 表 型 稳定 性 [ 工 exois ， 

1954 ] : 三 发 育 (developrmental) 上 的 自动 

38] (homeostasis) 。 

phenotypic variance 9 #e RSPAS HEH, 

所 能 观察 到 的 变 方 (variance) MF 

phenylketonuria 葵 酮 尿 症 : IER ARR 

基 丙 酸 (phenylalanine) G# RMR (ty- 

rosine). Sh Kir BARD LAREMA 

5 REST EEE Re BB EA i PA ( ph - 

enylpyruvic acid)» BHEARMP. B# 

BEAN Fs YE ie » EER LER - 

phosphodiester ”磷酸 二 酯 : 具有 
O 

R—O—P—O—R’ 

o- 

联结 的 分 子 , 其 中 人 及 及 代表 含 碳 基 (group)， 

ROK FF (nucleosides) ， OBS, PRE. 

Phospho lipids {ARIS RHAR > BERRAEM : ay 

(lipids) RERAARH., BKAEZI 

i (head- group) 4 BM + BRD. 

photoenzymatic repair “” 光 酵素 修复 [Harm> 
1968 ] : 光 再 活化 作用 (photoreactivatiom 

的 基本 机 制 ， 亦 即 光 活 化 酵素 作用 -， 能 使 

DNA 内 的 喀 啶 类 ( pyrimidine ) 多 聚 物 ， 

(dimer) #RHSM (momomer) o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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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之 致死 UV BBO KEE MS RIE 

素 可 修复 之 小 区 (sector) o 完全 缺少 暗 期 

修复 (dark repair) 竹 胞 的 光 酵 素 可 修补 区 

段 大 和 绝 等 於 光 再 活化 区 段 ， 否 则 了 晤 期 修复 和 与 

光 酵 素 修 复 会 发 生 重 慌 。 
photoenzymatic reparable sector 

小 区 [Harm » 1968 ] : OX BEE L(pho- 
toenzymatic repair) o | 

photomorphosis ” 光 形 成 : 不 受 光 合作 用 影响 ， 

利用 光 { light ) 控 制 植 物 的 生长 (growth) 性 

. 育 (development) 与 分 化 (differentiation)， 

光 可 作 需 被 愤 出 的 因子 ， 使 特定 器 官 内 的 基 

因 表 现 出 来 。 

photoprotection ” 光 保 访 作 用 [ Latarjet 
and Gray» 1954): MBBPP,. mA 

一 种 光线 的 预先 照射 处 理 ， 而 使 生物 对 紫外 

#®% ( ultraviolet light ) 的 敏感 性 降低 。 一 

ORR. P P 所 需 用 的 光 贸 剂量 较 光 再 活性 

作用 (photoreactivation) BX» iM BxeTT 

PPR, RRR ROCs EE 

BE. PPFOERHRTRREYS. Kill 

SE FETA HEF FAB Se til BES FR ARS IE TR 

六 作用 波长 (338nm) 能 使 生长 延 运 ， 因 此 它 
可 由 DNA MMR “ Ke Ae ” (muta- 
tion fixation) YB, HR AOR. 

(iF GRAN SET Se RAE (dark repair) . 4 

RAR. RA RE” 

(liquid-holding recovery) HR [ Rup- 

ert and Harm; 1966 Jo 

photoreactivation 3¢3j5M(ER [ Kelner ， 

1949] : ARS ASAP R Beanie AI AR 
照射 后 ( 210 - 310nm ) » PRES TASZE RE 

FALLS ( nonionization) (330-450 

nm) FR Sf » A I SLB SE) RS Ay a RAE» 

3 Ti HEB GEE ( lethal ) RBBB 

Ko AACR PR Ae ERY RSH 

是 的 机 制 [ Rupert and Harm, 1966] : 

L FHA RR SM SHE DNA EET 
he — #8 (pyrimidine dimer) 可 由 光 酵 素 

作用 (photoenzymatic) HRB. RR 

过 是 PR 在 租 菌 及 噬菌体 中 主要 的 机 制 。 

[ Rupert ，1960，1961 ] 。 

2 E— SAE [ 与 光 保 访 作 用 (pho- 性 
toprotection ) 有 关 。 可 使 ” 光 诱 遵 生长 “ 

( light induced growth ) 延 还 。 此 种 延 退 

E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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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ROERE RAN (light independent )% 

复 系统 [ Jagger and Stafford » 1965). 
3 BMA GIR, KF (pho- 

tochemical ) 修复 系统 ， 可 在 转化 DNA 

transforming DNA) PREF, [OH 化 

( transformation ) ] ， 但 靖 不 能 在 任何 生 

物 个 体 中 观察 到 。[ Setlow and Setl- 

ow,» 1963 ] 。 

BARR ATER FRR SA BS A 
恢复 。 烃 光 再 活性 作用 能 恢复 的 伤害 部 份 称 

Zi “ 光 再 活性 区 ” ( photoreactivable 

sector) 。 光 再 活性 作用 ( PR) ERE 

作用 (了 了 ) 二 者 有 所 不 同 ， 光 再 活性 作用 

Gd af HAAS ff (dark repair) 是 对 紫外 笋 作用 

的 两 个 基本 修复 方式 。 
photoreversal “ 光 恢 复 : = 光 再 活性 作用 (pho- 

toreactivation) 。 

phragmoplast “成 膜 体 [ Errera» 1888] : 

一 种 明显 的 质 体 ， 在 植物 分 妥 组 胞 的 赤道 面 

(equatorial plane) bk, RRM PIS 

$@ 78 (spindle region) ， 此 种 成 膜 体 在 

“染色 由 移动 (chromosome movement ) 至 

PARR AT DARA BRA Re HH CAR HS FE An me te 

(cell plate) BVRAR. [OR 膜 粒 

(phragomosome)] 在 天 始 时 ， 成 膜 体 从 便 

面 看 是 一 种 棚 状 的 质 笨 然后 涤 释 局 平 ， 像 似 

”一 种 人 双 凸 锡 形 。 当 它 沟 得 局 平时 ， 穿 过 成 膜 

体 的 契 钴 粕 ， 显 然 地 释 短 。 此 时 两 个 子 极 

(daughter nuclei) PBA MAM RZ o 

RE PT BB Fl OR SAS Pan WS FEHB 

板 在 成 膜 区 形成 。 成 膜 体 将 薄膜 (wall lame- 

llae ) [ #2 (primary walls) ] MRE 

rp IBA ( middle lamella ) 的 两 侧 ， 因 此 

MiG 7c ST REA (pectin). 

phragmosome ”成 膜 粒 [ Porter and Mach- 

ado» 1960) : 在 分 列 的 植物 租 胞 中 ， 一 些 

与 细胞 板 (cell plate) [ BRS FH ¥ 44 (endo- 

plasmic reticulum ) 外 ] VRAMMAH 

BTC REHS ot ABA KH0.2 ~ 0.5ym, 

H—-RARSEHASh. HRA AYE 
AR, SABAH (homogenous) K 

RAB Ko EMARVKEABH. BE 

RE MIA AD (cytokinesis) 完成 时 已 

必得 非常 不 明显 ， 但 在 分 列 问 期 ( interph- 

ase) MARPHSHR. CMOMA, TF 

pilus 

裂 前 期 ， 中 期 ， 人 后 期 而 逐 新 增多。 在 一 般 观 

察 中 , Efi RA Awa ith (cisternae of en- 

doplasmic reticulum) 相 接 鲁 。 其 产生 可 

”能 是 经由 内 质 生 池 所 形成 的 泡 状 物 (blist- 

ers)， 此 种 泡 状 物 可 能 是 合成 物质 的 储存 场 
所 ， 然 后 将 此 种 物质 释 於 和 粗 胞 板 形成 区 。 

phyletic evolution ”种 系 演 化 [ Simpson ， 

1944 ] : CO7RAL (evolution) » 

phylogeny ”演化 史 [ Haeckel » 1966 ] :一 

个 生物 体 或 一 个 分 类 和 群 ( texonomic group) 

的 淘 化 历史 [ = itt BR (phylogenesis) ]o 

physiogenesis “生理 发 生 [ Waddington» 

1957 ] : 指 胚胎 中 某 一 邵 分 的 分 化 (differ- 

entiation ) ， 此 可 章 致 各 个 不 同 租 徐 的 区 

By fe) ZEAE BARA ER. TM A tT le 

EE KAN EA. US“ EAE” 

名 前 与 多 和 胞 胚胎 中 某 一 特殊 “” 租 微 形 成 ” 
(histogenesis ) 的 意义 相同 。 但 因 一 个 单 

MHS Heh, KARR RHA, 

PA JH A: FE BE A: 9 a Rt RG ERR 

phytohemagglutinin “植物 血 凝 素 -MASGR, 
可 使 血 流 内 的 红血球 效 千 ， 因 此 易 与 白血球 

分 并, 一同 时 其 中 某 种 成 分 可 刺激 亲 巴 租 胞 分 
裂 。 

pilus #2 [ Brinton, Buzzell and 

Lauffer» 1954 ] : 有 许多 物种 (species) 
的 稻 菌 ， 其 表皮 常生 出 一 些 长 而 竹 的 直 粮 状 

atm. He 250A 或 更 大 : 长 度 和 四 ~ 
20em[ = kM (fine thread)， 刚 毛 

(bristles ) , BME (fimbriae), K 
MAEM (filament ) ]. BR ERHRA, 

每 一 单 租 胞 上 可 从 十 数 个 到 数 千 个 。 毛 体 和 与 

= (flagella ) 有 明显 的 差别 。 据 所 知 ， 

它 可 同时 以 鞠 毛 状 或 非 凌 毛 状 形式 产生 。 

具有 毛 体 的 品系 ( ARR PY ) ， 可 利 

FA ffl (interspecific ) 或 种 内 (intraspe- _ 

cific ) HEX, PRARMRREECHHEES 

EER ( AARP ) 的 品系 。 x 

有 一 类 毛 体 的 出 现 和 与 和 菌 品系 所 具 的 性 

TB [FERRER PR. P+ Rm 
Hfrmme ]. [OF- Hate g(P-epi- 

some )] o ®#A—-MERBREE DIRAH. 

此 种 毛 体 ( 2 MAA a) TR 

F- 4 (F- pili), BAEREE ( male ) 
SL AGHE (donor) MiBHAARML ( 指 F+ 及 



pinocytosis 

Hfr —# ) © 

pinocytosis ”组 胞 吸入 [ Lewis » 1931] :由 

和 组 胞 将 流体 ( fluid ) $B) (active) RAH 

过 程 ， 此 种 现象 是 夭 着 一 种 突出 的 类 薄 波 状 

BRET. CIRERBIS. MAAAA 

BV K—-BARA TA RAH). RK 

PREMBA MIRA. RA MII, % 

成 一 长 的 通道 ， 在 其 末端 产生 一 充 并 流体 的 
\) il Fawcett» 1965]. 

“ | SAIS A.” ( micropinocytosis ) 

4 Be eo AO Ri mA AM 

RB iaZE(submicroscopic visicles) 

或 在 陷入 形成 胞 赛 前 ， 质 膜 的 两 面 发 生 特 化 

现象 [Oor ，1956 ] 。 

pistil HEE [ Clusius » 1601 3; Tourn- 

efort» 1700 ] : 花 的 一 邵 份 ， 信 产生 种 子 

的 器 官 [ 即 雌 器 官 (gynoecium)], 包括 子 房 

(ovary) ， 花 柱 (style ) ， 柱 头 ( stigma ) 。 

1G AWE AS ICR RHE ( pistillate ) [Ot 

“% (stamen) Jj 。 

pit FL: 次 级 (secondary) 细胞 壁 (cell 

wall) 上 一 段 较 薄 的 区 域 。 [ 在 光学 显 微 钥 

下 ， 一 个 管 ( canal ) 被 一 个 孔 膜 (pit memb- 

rane) 分 成 两 个 孔 腔 (pit cavity) ] 。 它 具 

有 和 与 相 卷 竹 胞 问 交 换 物 质 的 功能 。 电 子 显 微 
RAR. Mek Mis ( primary cell 

wall ) #@—# HAIER ( plasmodesmata ) 

AF, VEMAREKRCRK, EARP 

5) SRR ah BME A PA RRHE( mic- 

rofibrils) REA RMILH EA MILE 

AMS MAS, Oi KkMmise 

的 附 车 生长 。 

在 失去 生活 内 含 物质 ， 而 只 能 传导 水 份 

mip. —RGRRNILR- BASH 

{bordered pit) PIft®. kA. 2 Af 

ABLE HORMAREHMRAREKH 

BAMEKA. HBR, RE 

= MAS (tertiary cell wall) 将 

A EBT, PAIL RIE 

—BR)HAD, BRAS ( ( porusJ) 及 一 

个 宽 的 内 腔 (chamber)， 而 和 孔 膜 则 包含 著 一 

种 热 状 的 粗 厚 物质 [ BAMILE (torus ) ] 
及 一 个 粗 薄 的 沁 界 区 [ BR IF (mar- 

go ) ] 。 
pitch ”强度 : 双 螺 旋 每 一 转折 ( turn ) 内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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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 的 氨基 对 数 。 

plane fa #8 [ v. Wettstein » 1928): = ta 
胞 质 基 因 (plasmagene); & ## ( plasmid )。 

planogamete ，” 游 动 配子 : 能 自由 游 动 的 配子 
(gamete) ， 与 不 能 游 动 的 静 配 子 (aplano- 
gametes ) 相反 。 

plaque 溶菌 斑 : 在 成 片 的 稻 菌 菌落 中 ， 郑 接 

FO An Ee A SE ot #8 (bacteriophage) 若干 

KERERMRRKKRKE,. AMNBRAV 

GRARK, BRA BR. ; 

plasmablasts APA MARA : eH 

分 裂 ， 分 化 程度 介 於 B 淋巴 租 胞 (B-lymph- 

ocytes) R&@ Miia (plasma cells) 之 问 。 

piasma cell 2 #842 :B 淋巴 组 胞 (B-1ympho- 
cytes ) RRRARMRE+ROR, RR 

坊 上 共有 大 量 粗 料 内 质 网 (rough endoplasmic 
reticulum ) 且 人 分泌 大 量 的 抗 咽 。 

plasmagene ” 稻 胞 质 基 因 [ Winkler » 1920, 
Darlington ,1939 ] : 坑 一 种 核 外 (extra - 

nuclear ) &1{#< (hereditary determ- 

inants ) 显示 非 孟 德尔 式 遗 傅 (non-Mende- 
lian inheritance ) 。 此 名 词 [= AB 

{ plane ) 或 质 体 ( plasmid ) ] 只 限 於 用 在 组 

胞 质 中 ， 能 自我 复 叙 的 质 体 ， 而 且 能 产生 和 与 

EH b A 1h 4y | ( genetic material) ff 
11.5958 KE [ Goldschmidt, 1945 ] 。 

i AE AMMA m #4 ( plasmotype ), 

RRR RA idiotype ) 的 成 份 之 一 。 

plasmagynogamous = 雌 胞 质 受 精 [Micpee- 

lis» 1955] : 受精 ( fertilization ) 时 ， 

合子 (zygote ) 的 组 胞 质 只 由 雌 条 而 来 者 ， 

与 同型 胞 质 配 子 受 精 (plasmaisogamous ) 
和 与 型 胞 质 配 子 受 精 (plasmaheteroga- 

mous) 相 反 o 
ptasmaheterogamous $& #4! fa Ac fF Vif 

[ Michaelis» 1955]: 雌 胞 质 受 精 

(plasmagynogamous) o 

plasmaisogamous “同型 胞 质 配 子 受精 

[Michaelis 155]: OMMK ZH 
(plasmagynogamous) © 

plasmalemma ”原生 质 层 [ Sei friz» 1928 ] : 
frie RAH AR LORS mw ple- 
sma membrane)>o 

plasmalemmasome “原生质 体 [LEdzocards and 

Stevens ,1963 ] : > f4.]-##(mesosome), — 



plasma membrane ， 质 上 膜 : COE A en8ta 2151 Fe 
| ai 的 单位 膜 (unit membrane) [ = Mili eell 

membrane ) ， 质 膜 (plasmalemma ) ]， 

在 许多 情况 下 形成 稻 胞 内 揭 司 的 复杂 体系 ， 
也 常常 可 以 形成 于 镇 的 吉 。 质 膜 控制 租 胞 的 

% 4 HE ( semipermeability) 。 再 吸收 

( resorption ) ， 排 泪 (excretion) RAW 

( secretion ) 等 作用 ， 因 而 尊 致 形成 植物 中 

黏稠 物 (slime) 以 及 一 系列 形成 粗 胞 忌 (cell 

wall  ) 的 物质 ; 同时 可 夭 酵 素 作 用 而 分 
WEA (substrates). HRALKE ARF 
$4 F910 "PAE He 9 5S SS lA HE 

CARED BRK A BRR BRIER, 
th E46 Ba Bi J BS PE A SAT 

Fale i 8 FG — 1 A ( lipid ) 
分 子 ， 在 此 公 层 分 子 朝向 租 胞 内 外 二 便 表 面 

均 附 有 蛋 扬 质 或 其 他 巨大 分 子 Imacromole- 

cule) 物质 。 质 膜 的 重要 成 分 有 磷脂 (pho- 

spholipids) » 磷脂 是 由 甘油 (glycerol); 

磷酸 艾 以 及 一 个 高 度 不 水 洲 性 的 脂肪 酸 键 所 
和 组成， 此 两 层 脂 质 分 子 的 排列 方式 是 脂肪 酸 

[ 非 标 性 ( nonpolar )] 群 的 一 端 互 相关 近 

对 立 ， 而 水 蒂 性 [ 极 人 性 〈《 polar 〗 的 一 端 朝 

外 ， 他 们 与 蛋白 质 片 层 作 不 紧密 的 连结 ， 和 蛋 
白质 的 非 极 性 根 朝 向 脂 质 层 , 电 子 显 微 镭 下 ， 

质 膜 具有 两 个 先 雏 性 ( osmiophilic ， 指 可 

ROG AROSO, 所 染色 ) 的 薄 层 ， 每 一 层 

厚 狗 写 A ， 中 间隔 有 同样 厚度 不 绪 雏 性 的 一 
层 。 

质 腊 入 化 多 端的 功能 可 在 其 释 化 多 端的 

结构 上 反应 出 来 , A Ze BR ER Ae 

还 常 有 其 他 的 附加 层 。 在 有 些 租 上 胞 外 ( 如 和 组 

菌 及 植物 租 上 胞 ) 。 有 细胞 壁 ( cell wall), 

| Fa A ARS ( protoplast ) AB Hs 

屏障 (permeability barrier) 有 明显 不 同 ， 

— #52 Bm hee RARR CRT AME 

构 0 

: FA ARS iE Was PT aE A: — (8 7 9 Ba HB 

(organelle) 7EMIAKEE A MBAHS 

面 面 积 ， 也 可 能 只 是 基 轩 ( ground plasm) 

的 表面 界限 ， 成 坑 原 生 质 与 其 他 物质 接 角 时 
aR, FRRG A W448 (endoplasmic reti- 

culum ) HR AAEM, HRS wR 

KS (Golgi apparatus) FARM E 
{ Frey-Wyssling and Mihletha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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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 。 

plasmatic #pa hy :属於 细胞 质 (cytoplasm) 
的 [ Bl Rai ABS st 1# ( inheritance ) ] 。 

plasmatic inheritance Aff FG (8: = tom, Kot 
传 (cytoplasmic inheritance) « 

plasmids 质 体 : MRMBA, EARBH 

的 类 似 染 色 体 的 构造 。 

plasmid incompatibility @P#@7 #8 F0Tt [ Nov- 

ick» 1967] : 4ERI— MIA, “ies 
租 菌 质 无 法 共存 的 现象 。 不 论 质 体 念 自主 地 
(autonomously ) FEMA + MAM 

— BRT AE. BRHAATBRA HHA 

fe DNA ( 它 无 法 与 另 一 个 稳定 的 共同 存在 ) 

RASS EM AY (homology) o RR 

和 和 群 的 不 同 质 体 问 存在 有 少量 的 DNA AA 

性 。 

质 体 不 先 和 性 可 能 是 由 於 复 叙 和 和 遗 传 称 

定性 人 受 抑 制 的 结果 。 

plasmin fl 5% : 胞 质 素 原 ( plasminogeh) 

经 和 蛋白 水 解 作用 ( proteolysis) 后 所 产生 的 

Me, ARE AEE RE hh BA (blood 

coagulating protein) #m®HEZA (fibrin) 

的 水 解 。 
plasminogen “ 胞 质 素 原 : 血液 中 一 个 不 具 酵 

素 活性 的 蛋白质， 如 使 一 个 精 胺 酸 - BR 

酸 键 (arg-val bond) 断 裂 以 产生 胞 货 素 

(plasmin) 即 具 酵素 活力 。 

plasmodesma f@faes*t [ Strasburger ， 

1882] : (在 所 有 的 陆地 植物 中 ) £ Mh 

的 原生 质 ( plasma ) 连接 ， 它 能 延伸 过 稻 胞 
EE Ve FSA JL AM i) 7. RTE SAE 

胞 质 产 生 之 无 分 支 的 圆锥 状 物 ， 能 穿 入 竹 胞 

娩 沙 与 其 才 面 垂直 以 及 含有 ( 横 切 面 ) 被 一 

薄 层 的 基 胞 质 (groundplasm) 所 分 隔 的 二 个 

单位 膜 ， 薄 围 纱 一 个 薄 的 细胞 腔 (lumen). 

Bl Fes] SATE TR PF PRE REE. BR eH LER HR 

72 ie a ZALFL ( pits ) 4) 4 4A (endoplas- - 

mic reticulum ) AIBC STH Hale AD 

生 具 有 重要 角色 。 

plasmodium jE) ; 变形 体 : = 多 核 细胞 
(coenocyte) RA HWE (syncytium) 。 

plasmogamy 胞 质 配 合 : 二 个 ( 或 更 多 ) iA 

之 和 上 胞 质 融 合 。 在 受精 作用 时 ， 胞 质 配 合 是 
在 楼 配合 (karyogam 凡 前 进行 的 。 

Plasmon ” 稻 胞 质 基 因 ; MMC vo. Werr- 



plasmon. mutation 

stein» 1924 ] : 一 个 体 最 初 之 粗 胞 质 ， 被 
Sig AHR EAST (Wettstein) ; 最 近 则 

DFE RE He SEF 2B = mae 

型 ( plasmotype ) ] o 

plasmon mutation iP RASe ; 胞 质 转 

Bese : 非 染 色 体 (extrachromosomal) 3a 

定子 任何 突 报 的 改 丢 ， 而 能 产生 和 遗 传 上 不 同 

BMA LL tKMarquardt (1952) 2aeBA 

=“ il A Act "(plasmon alteration) ]o 

plasmon “segregation”  #HiRB AA “DRE” : 
Fa 7s i SE BSB (SE extrachromoso- 

mal hereditary determinant ) 之 “分 

Be” [ FROSBA (dissociation ) 而 来 ] ， 是 

Fa — (ai Ae BS (plasmon) Mie 
型 (plasmotype ) M4 Aim i BEAR 
MRAM AA. MiB BAD Reet 4 

BEAN» MAG RRS (chimera) o 

plasmon-sensitive f@iipBee [ Renner 

and Kupper» 1921 ] : 其 作用 人 受 限 蕉 一 

特定 类 胞 质 的 基因 (gene ) [ Goldschm- 

idt » 1955 ]。% 

plasmonsome t%{~l Ogata» 1883 ] : 

三 核 仁 (nucleolus) 。 

plasmotropic ”向 组 胞 质 性 [Waddington ， 

1962 ] : FAAS 4% # (induction) 。 

plasmotype “和 细胞质 型 [ Imai ， 1936 ] : 

BIKAR BRET CBR [ c 细 胞 货 基 因 

(plasmon) ] >» MRA AAA # ( geno- 

type )> FEI AeARiA Z RSA (idio- 

type) 或 遗传 路 系 (genetic system) o 

plast 体 ' 型 ' 模 [Belir，1928 ] : Mie 

质 内 之 任何 分 化 ， RAT RRM mis 

(organelles )» JBI H#4( plastid ); 中 

心 粒 (centrioles ); #£42##(mitochondria) 

R tt (kinetosomes)。 | 

plasticity 可 塑性 : 一 个 体 基 因 型 由 环境 因子 

[Oi ( flexibility ) ] 所 改 丢 之 才 现 

MOR. EA S35 REG ( 生理 上 或 形态 上 ) 的 

发 生 改 于 。 一 个 特定 性 状 的 可 塑性 储 : 

(a) 此 一 人 性 状 的 专 一 性 。 

中 受 特 定 环 卉 影响 的 专 一 作 。 

(c) 方向 的 专 一 性 。 

(与 刁 质 性 无 关 的 遗传 控制 。 

(e) 52338 FEM ZEA RAGS (Bradshaw 

1965 ) 。 

plastid #8: 植物 细胞 内 的 一 个 租 胞 质 胞 器 

( organelle )， 主 要 ( 径 由 光合 作用 ) Be 

造 或 储藏 可 溶性 和 不 浓 性 碳水 化 合 物 。 质 体 

一 般 仿 自主 的 (autonomous) #38» AER 

{7 BH (replication) o | a. 

KERAAR, AS HBA (ch- 

loroplast) [ 含有 革 称 素 及 能 主动 进行 光 
合作 用 ] > #8 (chromopiast) [ 含有 胡 

Was BieteERRARIECH], RAB 

#2 (leucoptast) [ 肉眼 下 不 能 见 到 任何 色 

素 ， 能 如 同 小 粉 质 体 (amyloplast ) 似 的 合 
BR]. AABIRARe BBS AE 

体 ， 此 一 情形 筱 如 人 坊 是 质 体 的 简 供 形式 。 

Sth DH SRE (chioroplast) 坑 一 

BiJZ (lens-shaped)» Aiki ( 厚 狗 24pm， 

Bk 3-5um), SRARMSE Tha 

二 个 光 请 膜 所 图 著 。 于 合 及 局 平 之 赛 [ BZ 

4QSEH (thylakoid) ] RAM MR HHH 

位 [ 见 图 68 ]. MA DRBRBAKARERA 

和 统 所 请 的 基质 ( stroma ) 层 (lamella )， 植 

物体 问 以 及 同一 植株 内 傅 其 生理 状态 而 有 很 

K2ZBR. )HRRBERMNVRRAZA 

体 基 粒 ( grana) 层 ， 其 含有 能 吸光 之 色素 。 
43 — A BEN RAE ZIG (disc) 

东 一 个 个 堆放 於 其 上 的 圆柱 ， 每 一 般 形 物 含 

有 一 对 膜 。 

形成 鹏 层 ( lamellae ) 之 二 层 的 较 薄 帮 。 
面 ， 由 於 ” 量子 小 体 "( quantasome ) 之 局 

RA. ANECRLR—-RAMR, WARE 

R-HUREE. 。 量 子 小 体 坑 最 小 的 次 级 单 

位 ， 能 行 光 化 学 反应 ， 含 有 和 绝 200 GREK 

分 子 。 一 个 租 胞 色素 (cytochrome) 分 子 和 与 

一 或 更 多 的 受 容 分 子 可 能 相互 联合 在 一 起 。 

BETES BS 2A Ze FIA (quan- 

totrope ) [ Calvin» 1962]. 

类 赛 钵 系 梳 被 包 埋 在 一 似 蛋 白质 的 (pro - 

teinaceous ) “基质 物质 “(stroma gro- 

und substance ) 或 基质 ( matriz ) 内 ， 售 

AT BERR [不 获 性 酵素 存在 於 膜 系统 上 ] 

普 参 与 光合 作用 中 之 CO 转换 成 糖 和 泪 粉 。 

BOALERA (matrix) AEX, CRAB 

BB ERS Be 106% BE BB FA Ao 

RABRZABSHBB RAB” 
(proplastids) PE, En eRMmAR 

CMHBEZEA. —AURZAMRRH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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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Bact eae. (aM CHA Eriksson et al.,1965) ; (pb 次 显微镜 

构造 之 横 切面 【黑色 部 份 = 嗜 脂 球形 体 ， 白 色 卵 形 部 份 = 激 粉 粒 ) ; COCHRAN K CHR 

” 指 类 ] 囊 体 图 柱 ] [(b) 和 与 (c) 优 自 Sitte,1965 ] ; 

现 管状 凹陷 。 质 体 可 以 产生 白色 钵 ， 北 可 转 

MREGBAAAH. RARE+ PRA 

MSR AEH ( 见 图 69 ) 。 

局 与 外 来 染色 体 租 (genome ) 复合 物 租 

Ale, EPR. 
(C) FAS BRS EE PES REE 。 

(它们 独特 的 增殖 率 ( multiplication 

rate), ， 和 

人 花粉 黄粉 粒 之 形状 。 

除 上 述 之 外 ， 原 质 体系 可 作用 篇 性 状 

(character) 和 功能 (function) ， 而 与 质 

体 之 光合 作用 活性 无 直接 天 过 在 一 起 。 

plastom mutation ” 原 质 体系 突 沟 : (LEH 

(plastid) 内 得 传 定子 ( 指 DNA ) 2RS 
Laks, RAB ARS fF Aree BZA 

有 时 期 发 生 阻碍 ， 此 与 基因 突 党 (gene mu- 

tation ) 之 现象 相同 [ = ARR (plastid 

mutation) ] 。 在 某 些 情形 ， 染 色 体 基 央 证 

实 可 增加 原 质 体系 突 释 率 ， 质 体 突 释 是 由 所 

an | RAY Rt ” (exomutation) 之 染色 髓 

{#8 (plastid) Z3RBET Hs HRB - FEAT aS BRM AR, Bea PSR ey MK A (mu- 

{# (inheritance) , ESAWHtE AA) «stator gene)» MMs|#z “ ARB ” (au- 
作用 。 .tomutation )[ Imai » 1936] [ORMK 

plastidome 88% [ Dangeard » 1920] : Al ( plastogene ) ] - 

— (Ay YW (plastia) 之 集合 。  =RRSAN ARE Arh Re 2 a ee 
plastidotype 质 体 基因 型 : BMmeReA 系 ， 具 有 下 列 三 种 特征 : L 它们 包含 增 淮 花 

#)| (idiotype) ZR, CEH YM (plastid) Ji (variegation) #ABE 2—(A REA ; 2 所 
PA Gee bt ae is ERR EAE IP UATE 

plastogene ” 质 体 基因 [ Imai » 1937 ] : & 可 党 坑 租 胞 质 遗 传 之 现象 。 3 所 诱发 之 花 班 
在 植物 特 胞 货 体 (plastid ) 中 之 任 一 和 遗传 定 现象 与 其 所 持 术 表现 之 极 基 因 是 独立 的 。 

子 [ mie Ww % (plastom) ZMH] 。 Plastosome = #RHU#E [Meves » 1908] : =#2 
plastom je BA8% [ Renner» 1929» 1934]: 48 (mitochondrion) 。 

2 {4 DNA (plastid DNA) 中 ， 所 译 成 字 码 具 螺 旋 穆 的 。 
ZAEA ES it 1# {F 8.( genetic information) plectonemic coil “ 相 乔 螺旋 [ Sparrow » 
[OWE A( plastogene ) ] 2A. Huskins » and Wilson,» 1941] :O# 

原 质 体系 具有 决定 数 个 质 钥 之 特性 ， 许 - 色 体 螺旋 (chromosome coiling)。 

质 钵 含有 遗传 系统 的 所 有 成 分 。 革 系 钥 

247 DNA Al RNA > SHEAR DNA; 

RNA 和 和 蛋白质 > DNA AFR RNA 合成 

2S, RR ARH BeHE LOR WR 
% (plastom) ] » Ae DNA Fa— et wR he HA 

% , 在 同一 物种 中 其 基本 和 组 成 与 其 染色 钥 

DNA 有 不 同 。DNA 成 分 ( 1 一 5% 的 和 粮 

DNA) 在 每 一 华 系 体 中 绝 10-1! 至 10 mg， 

其 量 足 兔 指导 有 尽 基 酸 成 坑 分 子 量 20,000 之 
数 百 个 蛋白 质 。 

plastid DNA #8 DNA : FR 4 Ht (plas- 

tid ) 内 的 细胞 胞 器 DNA(organelle DNA) 

[ >4##44## DNA (chloroplast DNA)] 。 

plastid inheritance 质 体 遗传 : 位 於 植物 细胞 

plectonemic 

如 : pleiade ”相关 性 状 群 。 

(a) EE PS RR HE. SE BO IEP pleiotropism ”基因 多 效 性 : CO 基因 多 效 性 

合作 用 活性 © (pleiotrop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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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e ) 
图 69 质 体 发 育 圈 ; DAZE: LAER 
下 ; L* Sa RF ; ARE ARH: 白 
#8 (leucoplast) LAF SBHS4 Heitz- 
Leyon #8, ME FASHSaReH 
(AB Sitte,1965 ) 。 

pleiotropy ASW Plate» 1910] : 

i — 32 EK (mutant gene) ERM LEE 

多 种 ( 或 各 式 ) 不 相关 的 效应 ，[ = BRD 

(polypheny) ] 。 在 主要 ( primary) 的 基因 

作用 (gene action) bk» “ARE aA— 

AL 作用 子 (cistron )] 具有 一 种 以 上 的 主 

要 功能 ( primary function )[ 它 一 基因 一 

酵素 学 说 (one gene - one enzyme hypo- 

thesis) ] ， 多 效 人 性 基因 之 作用 在 反应 高 度 

完整 性 的 组 胞 代谢 及 履 育 代谢 作用 (cellular 
and developmental metabolism ) ， 表 型 

的 表现 与 基因 的 主要 作用 问 ， 有 其 长 距离 ， 

KBB THR, tae LAR REA RR 

RARE. iefhKRAE (secondary 

effects ) BT #4: A938 (AUK (genetic syn- 

drome) ， 可 能 含有 不 同 的 表 型 效应 (phe- 

notypic effects) 。 | 

Goldschmidt (1955) ZB ABE*A 

辣 的 基因 多 效 性 -: 

1 稼 合 病症 式 基 因 多 效 性 (syndrome 
pleiotropy) [ =Griineberg (1938) 所 

BZ ie AKA SA (spurious pleiot-. 

ropy )] : 某 一 突 释 基因 之 效应 在 产生 一 个 

病理 辣 状 ， 可 能 由 於 初 级 或 肚 胎 发 育 早 期 所 

人 受 之 损伤 而 引致 机 棋 性 的 要 果 。 

2 定型 式 基因 多 效 性 (pattern pleiot- 

ropy ): 由 突 舍 基因 产生 一 种 初级 产物 ， 此 

产物 木 仅 明 显 的 影响 某 一 作用 ， 兹 在 他 不 同 

时 影响 其 他 有 关 的 多 种 作用 ， 其 影响 的 方式 
可 能 各 不 相同 。 

3 二 分 式 基因 多 效 性 (dichotomic ple 
iotropy ) : 突 释 基因 之 主要 活动 [ BEM 
制 性 (inhibitory ) 的 ] 傅 个 体 各 导 的 反应 
而 同时 影响 到 整个 生物 个 体 。 

4 干 援 式 基 因 多 效 性 ( interference 
pleiotropy.) : 可 能 与 “扶正 的 ”基因 多 效 
人 性 (genuine pleiotropy) 最 坑 接 近 ， 同 一 

基 内 影响 到 完全 不 同 的 其 他 作用 。 某 一 受 和 遗 
传 所 控制 的 过 程 干扰 了 其 他 不 相关 联 的 作用 ， 

结果 产生 一 个 新 的 效应 ， 此 种 效应 可 能 由 一 

独立 的 突 释 所 产生 。 

Hadorn (1954) 将 基因 之 多 效 人 性 分 售 

下 列 四 种 : 

L 嵌 纹 式 基因 多 效 性 (mosaic pleiot- 

ropy) : 此 坑 惧 正 的 基因 多 效 性 ， 同 一 基因 

在 不 同 的 租 胞 质 中 ， 有 不 同 作用 ， 因 而 造成 

突 释 基因 的 一 种 麦 现 型 式 ， 其 中 兹 包含 许多 

狼 立 的 同 决 表 型 (autophene) 。 

2 相关 式 基因 多 效 性 (relational ple- 

iotropy ) “: 突 释 基因 仅 能 直接 作用 於 某 一 

型 和 细胞， 但 能 间接 影响 其 他 租 胞 ， 在 不 同型 

的 组 胞 中 有 不 同 的 反应 。 竹 胞 相互 间 的 作用 

Fe ER TE FA A ALD A (diffusible substan- 

ces ) R03 (hormones )» 2B (amino 

acids )， KAhRMUMAMRt . KR 

“ ie ” AS Be ( spurious pleiot- 

ropy ) 的 一 种 。 此 征 多 效 性 基因 的 表现 ， 含 

AA RH (autophene) UR KRMHARR 

型 (secondary allophene) o 

RMARBMABAS HHS R a 

Ha fs] A FEATS B78 Bo 

下 述 二 者 则 仅 由 同一 四 胞 内 的 基因 活动 

所 控制 。 

3 稻 胞 反应 式 基因 多 效 性 — (cell reac- 

tive pleiotropy)  : 7M MI ABE(cell 

, RPLARAAHLESF system ) 

A. Aart hen ern—, Amee 

不 同 的 性 状 。 

上 4 诱 遵 活动 式 基 因 多 效 性 (induced 
gene active pleiotropy) : 在 不 同和 组 胞 系统 中 

发 育 因素 的 不 同 ， 突 释 基 因 的 主要 作用 也 不 

相同 ， 因 此 每 一 稻 胞 系统 中 ， 有 不 同性 状 产 

Eo 



pleistocene refuge “更 新 世 安 全 地 区 : MK 

地 带 以 南 玫 个 有 利 地 区 之 一 ， 在 冰河 期 内 ， 

物种 在 此 地 区 内 者 得 以 存活 。 
pleomorphic ”多 型 的 : 具有 一 种 以 上 的 型 铺 
或 形式 。 

pleuromitic ayj27%%4[Oguma>» 1942] : 

具有 散漫 中 节 (diffuse centromere) 7% 

fale, Ga“ ima” (telomitic) 之 染色 

BHR, AmamhZ ABR AAAE MEA 

的 中 节 (localized centromere) 。 

pleuropneumonia-like organisms ” 似 胸 膜 肺 伙 

菌 : BRK Mycoplasma 属 的 低 等 备 菌 。 

plexus #& > #480 : 一 系列 形成 梨 形 联结 的 构 
造 。 

plica 9» ARP: 由 表面 向 外 射出 的 折 袜 。 
-ploid - 倍 体 : EMWSR RBS, AL 

表示 染色 体 套 数 之 字 尾 如 16 - ploid ( 6fF 
f8)> 32- ploid ( 28)(CO 4 #8 

( polyploid ) ] 。 

ploidy 倍数 性 : 每 一 租 胞 中 ， 染 色 体 和 组 (ch- 
romosome sets) 的 数目 [ 单 倍 苯 (haploid ); 

二 倍 体 ( diploid )> $ 48-4 ( polyploid )]。 

plot-inbreeding ” 同 区 近亲 交配 。 
plumage pigmentation genes ”羽毛 色素 基因 : 

一 组 控制 网 玖 毛色 素 的 基因 ， 如 基因 “C ” 

二 个 基因 “” 工 ”可 抑制 色素 的 形成 ， 和 白色 来 

St (Leghorn )MAAW SII CC, 白 色 (Ply- 

mouth Rock 稀 的 基因 人 坊 iicc 。 

pluripotent 多 向 性 : 因 胚 胎 发 育 之 定向 (de - 

、termination ) M#ABA, MiRARAAS 

ABA ZT Eo ; 

plurivalent ”多 价 性 ， 多 价 染 色 体 OF 
4 (multivalent) o 

plus modifier iF (E#pRR: OMRMKAlpoly- 

gene) o 

pluteus 9 fefkpeh : BEX B)%(echinoderm) 

ZY) ith A BSR (bilateral symmetry) 

可 上 自由 游泳 。 

Pneumococcal transformation ”肺炎 球菌 之 转 

化 作用 : Phu (transformation) 。 

Pneumococcus ”肺炎 球菌 。 

pod corn 带 规 玉 米 : 学 名 Zea mays tuni- 

cata,» 玉米 原始 品系 ( primitive yariety ) 

之 一 ， 其 特征 坊 每 一 种 粒 均 各 具 种 规 。 “” 

341 polar granules 

podophyllin ESAS > MBAR: podo- 

phyllum peltatum fAMPHRM, By AF 

Aik 2, podophyllum § Fish * $35 E 
fs” Fie 

poikiloploid ASB {RH8[ Levy» 1920] : 
= 72. RA (mixoploid) o 

point error ”点 误差 [Za Cour and Rut - 

ishauser ， 1954] : 4% x ( pseudo- 

chiasma) 。 

point mutation 25788 [ Bridges » 1923]: 

a) LAs Se eS +P ZEEE (A e 

(recombination) 的 基因 突 第 (gene muta- 

tion ) [ $53 BY Py ee (intragenic muta- 

tion) ]>» MRAM. NFBBABRK 

65 oi AUN BE a By 9 I PB 

5 Fe RAS BEA SG 4n ( genetic recom- 

bination) 。 

eijemch, “BE” (point) 的 正确 定义 

7A RAIS 2c BAT FR ESS (BR A EA 

{# )3# (genetic map) PHRMA 

His SRT ARR OT EDS HAE 

HHA L Freese » 1961 ] 。 

point stickiness 243h@tRR : 在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上 之 某 一 点 具有 夭 着 性 ， 可 能 
因此 而 产生 偏 交 又 (pseudochiasma) 

pokeweed mitogen MHAKOWE : 由 两 陆 
(phytolacca americana )Hi# PRERGR: 

在 声 养 人 类 淋巴 球 时 ， 可 用 以 刺激 有 入 分 裂 

之 发 生 。 

polar body ” 极 体 [Robi，1862] : 在 卵子 
发 生 (oogenesis) 期 间 ,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产生 体积 大 小 不 同 的 和 细胞， 体积 较 小 的 租 胞 

不 能 发 育 信 可 受精 的 卵 而 形成 标 佣 。 

polar cap“ 极 帽 : 高 等 植物 之 分 型 租 胞 中 ， 和 无 

中 心 体 (centrosome) 之 出 现 ， 但 在 中 心 钥 

fir Be tH A — tA EK (clear area ) 是 称 

极 帆 ， 可 能 与 纺 键 体 (spindle) 之 形成 有 关 。 

polar fusion nucleus ”融合 极 核 : 在 植物 中 ， 

—8G(polar nuclei) 融 合 后 产生 标 融 合 极 ， 

此 核 与 一 雄 核 融合 后 产生 三 全体 ( triploid) 

A5 HEFL (endosperm nucleus)[ O# € 

精 ( double fertilization) ] 。 

polar granules “ 极 小 粒 : ER RIIRBROINA “ 

(oplasm) 中 ， 富 合 RNA ZHAN o ERM 

(Drosophila) 中 ， 仅 具有 是 项 颗粒 之 标 糊 



polar insertion 

Hf ( pole cell) 后 来 可 以 形成 生殖 细胞 (ge- 

rm cells) 

polar insertion #58 A [Malamy et al., 

1972 ] : 组 菌 和 病毒 中 ， 由 於 某 些 ”外来 ” 
(foreign) DNA #§ A—#%4%-F ( operon ) 

$5 RB Bsc ke FE (1 — 9 Be int EE Bt (po - 

lar mutation) . f#AEUS BEB S 

OBA AHA DNA F#C IRAE! 。 插 
入 结果 造成 基因 完全 的 不 活性 而 发 生 DNA 

fhA, KZA. Bat + BAe Bee 

A ALE. 3 

polar mutation 极 性 突 缀 : —(iA AAS, 

可 以 减少 同一 操纵 子 ( operon ) 内 ， 和 与 促进 

+ (promotor) RREBGR A BAMA >» 

&& & KH (nonsense mutation) ii % #h A 

Ay BRE © 

polar rays just : PI P SFL ( centriole )， 

Ate A BRAVE {hk ( fibrilar cytop-_ 

lasmic differentation) 。 

polar tubules ” 极 区 微 管 : EMIRATE > 
$b UL ALE BR (centriolar regions ) 起 源 

AO RKEEM GY E (spindle microtubules) 。 

polar zone #544 : 缺少 中 心 粒 ( centriole) 

之 高 等 植物 租 胞 ， 有 入 分 裂 时 具有 功能 的 中 

yo sts 3# * (spindle fibers) # Fy Mi 

il i  [ 王 极 由 (polar cap)] 的 一 点 ， 它 
缺少 显明 构造 和 清晰 的 组 胞 质 区 。 

polarity 极 性 [Frc7zp1iz and Luria» 1961; 

Jacob and Monod » 1961 ] FLA AER, 

7s (2 REE BR 2 ESE ATR (enzymic 

activity)» HEIKZM@2— BA HRA B 

(operator) » A—i#A#HA A (structu- 

ral genes ) : 北 控 制 某 些 酵 素 的 合成 ， ie 

ic RES A GOK (rate of synthesis) 亦 随 

ZR,» [ORMH (antipolarity ) ， 操 

4&F( operon )]> @BaRHR2ZRERS 

(polar mutations)  #&1z ® # ( polarity 

mutations) o 

polarity gradient “ 极 性 梯度 ， 极 化 坡 级 : 在 

相同 操 悉 子 内 ， 位 於 较 涉 端 操 继 基 因 (oper- 

ator ) ， 表 现 於 基 因 之 一 个 极 突 变 ( polar 

mutation ) IRB AE. pe RE ee 

与 下 一 个 多 胜 肽 (polypeptide ) 链 起 始 信号 

Fal 2. EB BERS es BY ( function ) 。 基 因 末 端的 

突 释 距 识 越 污 ， 则 下 一 基因 指 遵 蛋 白质 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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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亦 降 低 越 大 。 

polarity mutation ” 极 性 突 绝 [ Franklin 

and Luria » 1961; Jacob and Monod ， 

1961 ] : EfA]—(8i4244-+( operon) 中 ， 任 

何 一 个 [ BH ( pleiomorphic )] RAZ 
SUB RSs R (nonsense) HM EH HB 

(frame shift) [ 但 不 属於 2A ( miss- 

ense type) ] MBA PPI BAEA [ = 

Englesberg( 1961 ) 所 称 “ # area aw ” 
( dual effect mutation ) ] : 

]. 阻 止 某 些 酵 素 之 产生 ， 而 过 些 酵 素 是 

> FIZEZZH (nonmutationed ) 基 因 的 控制 。 

2 影响 同一 操 黎 子 (operon ) HALE 

因 之 作用 ， 过 些 基 因 位 於 突 释 基因 的 一 汉 ， 

iil #44 A (operator ) WiRA—-4 # 

过 些 基 因 所 控制 的 酵素 数量 降低 ， 但 在 操 艇 

HER Se IEDR, AAT HI ew 
ee BU AE FF IEP © 

2B A BILE VER EIR BS 4g, 

+ (codon) 的 影响 ， 也 与 基因 所 在 的 位 置 有 

关 。 在 同一 操 统 子 中 如 突 释 发 生 於 操 比 圣 因 

附近 ( operator- proximal ) ， 另 一 冲 基 因 

不 易 有 所 表现 (expression) ， 如 发 生 於 速 

it FE SE ICE (operator -distal) 处 ， 另 一 端 

基因 则 较 易 表现 ; 在 同一 基因 中 有 标 性 梯度 

(gradient of polarity ) 的 存在 。 

遗传 种 性 (genetic polarity) "JHE 

由 下 列 因 素 所 产生 : 

(在 无 意义 字 码 子 (codon) 外 ， 有 一 节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mRNA) ] 

(9 #8 2 BAK (translation frequency) 减低 ; 

(2) FAS DNA 7X REE transcription ) 坑 

mRNA, 而 影响 到 无 意义 字 码 子 ( nonsense 

codon ) ; (3) 上 述 二 者 的 和 熔 合 ， 以 上 | 2 

ACh RR 区 
有 的 极 性 突 绝 体 的 产生 是 由 共 一 季 mR 

NA 内 另 一 节 和 无 意义 突 亚 位 置 以 外 的 操 继 子 
(operon) 之 相关 表现 减少 所 致 。 此 项 减少 
7] H PURGE, H-ARERRERE 

fy mRNA THAR, ieee MB amRNAE 

32 TEPRMEZE RR ( operator ) bt iTfO— Bi PERE 
¥ (operon ) » 46 527 Ratt 2 AS 

过 些 mRNA 大 多 可 以 检验 出 来 ， 且 mRNA 的 

长 短 与 操 比 子 ( operon )34 Sait 4 Bir 

秆 的 改 秋 有关 ， 过 些 较 短 的 mRNA 分 子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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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ARP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9 #2 RG RAT EAE. IESE PS PREF CEA 

完整 的 mRNA， 此 一 mRNA 再 在 特定 地 点 断 
有 裂 销 解 而 产生 较 短 的 mRNA。 

有 些 极 性 突 锰 可 前 致 ” 反 极 性 效应 “ 

( antipolar effect ) [Ito and Cro2- 

ford» 1965], BIZERI—RRT +, RH 
基因 前 方 的 一 个 基因 所 控制 的 酵素 ， 其 数量 

减少 。 

polarity suppressor 。 极 性 阻 遏 基因 [ Bert- 

rand et al.» 1975 |] : —###&E+F (operon) 

A> Br ee AM He *® (polar muta- 

tion ) SSBC (Ss tet 4 — fg KA (su- 

ppressor) o fmt: BASS A wp 7H) il ee BS 

BAF ; TRAUB RS 

AG. PIRATE KR ILHRAASK 

人 后， 使 信息 RNA(m RNA) RERRY AB 

RASTEtE, (mI RNA 不 分 
解 ESA REM ARAWER © 

polarization 极 化 作用 ; LEAMA (mi- 
tosis), 4 f&88 (chromosome) fy tL fF 

FA RIB EA (telophase) 时 ， 以 及 其 次 的 

分 裂 间 期 (interphase ) 时， 染色体 的 中 季 

(centromere) 及 其 卷 近 区 域 ， 仍 然 指向 租 

HAR 89 AA PRBB AZ (polar side) o ! 

2 EB — KBB TZ (meiosis 1) 的 前 
期 (prophase ) ， 染 色 体 的 极 化 作用 保 指 所 

AEA (ends), BHR MRBRAH 

的 某 一 定点 [Ost RM (bouquent stage) |. 

3 AEE“ DRE” (nonrandom segre- 

gation ) [ M147 HE ( polarized segre- 

gationj 的 极 化 作用 : 一 对 同 源 染 色 体 (ho- 

mologous chromosomes) )R—¥tf FEA 

(daughter chromosomes) [ 染色 分 体 (ch - 

romatids )] FETA, AERA EE 

体 的 两 标 [ 4a} (assortment) ] 。 

4 KERR HH Bt (conversion) &/#& 

4n (genetic recombination) #9 MALIE FA : 

从 一 个 极 化 子 (polaron) f—ra Fl A— sn » 
SBT fA (mutational sites) HAs 

% (conversion frequency) A GMBH 

等 级 (continuous gradient) 。 

5 fH (replication) [ H##F(repli- 

con ) ] Rii{#+ % ( genetic material ) 

的 转移 JA (transfer process)[ #a#H 

polaron 

因 (episome) ] UR BWA He (trans- 

cription ) 与 转译 (translation) [ +e 

+ ( operon ) ] 均 有 一 定 的 标 化 进行 方向 。 
polarization microscope “ 偏 极 光 旺 微 镜 : 复合 

光学 显 微 竺 (compound light microscope) 

之 一 种 ， 用 以 研究 物质 之 重 折光 性 (anios - 

tropic propecties)， 因 其 具有 光学 之 重 折 

光 性 ,此 种 物质 在 偏 极光 旺 微 镭 下 释 估 可 见 。 

polarization segregation tb Be 

polaron 极 化 子 [ Lissouba and Rizet » 

1960 ] : E—-R(h4y H (genetic mater - 

ial )[ DNA Ef} —B BEI (nucleotide) ] 

中 ， 主 要 由 於 基因 转变 (conversion )， 或 

其 他 非 交 换 (crossing over) 之 影响 ， 优 使 

#48 40 (genetic recombination) #4: f& 

Nt, ZE— (HBL (polaron), HAZ 

化 作用 可 由 下 列 观 察 证 明 : MIRE 

列 的 等 位 基因 (alleles ) ， 其 中 一 对 基因 之 

转 甸 率 高 於 其 左 便 之 各 对 基因 ， 其 右 侧 各 对 

BAZRBRREAMA AZADA White- 

house » 1963 ] ° 

fi (KF (polaron) 是 一 条 染 色 体 上 ， 根 

据 交 换 作用 之 起 始点 而 划分 的 单位 。 在 两 个 

极 化 子 中 间 的 一 区 称 坑 ”过 镇 结构 ”( link- 
age structure ) [ Rizet et al-, 1961 ] 

By “ H9RB” ( linkage points )[ Whi- 

tehouse and Hastings » 1965] o #38 

小 区 中 ， 交 换 有 发 生 的 可 能 ， 由 交换 或 非 交 

换 (noncrossing over) 所 遵 致 的 重组 (re- 

combination ) 在 此 点 上 也 可 以 鉴 始 (initi- 

ate ) 。 根 据 极 化 子 杂 穆 DNA 模式 (pol- 

aron hybrid DNA model)[ Whitehouse 

and Hastings» 1965 ] ， 在 一 个 标 化 子 

内 的 基因 转交 六 可 能 产生 相互 反复 ( recip- 

rocal) 及 不 相互 反复 (nonreciprocal) 的 重 

和 组。 一 个 极 化 子 是 可 能 和 一 个 作用 子 ( cis - 

tron ) Bi tR4ét-F (operon ) All. BAA 

种 单位 是 由 同 源 染色 体内 的 重组 (recombi- 

nation ) ， 交 换 (crossing over ) Kise 

(conversion ) Z3ARAATIRE. His BRI 

FP ALF (polaron) RE RE AREA 

以 分 割 的 最 小 单元 ， 而 交换 子 (recon) 则 是 

烃 由 转 绝 作用 可 以 分 割 的 最 小 单元 。 [ 基因 

A) HERA PIE DNA Z RAR AtE(he- 
terozygosity) 所 产生 ] 。 



polaron hybrid DNA model 344 

polaron hybrid DNA model #5((-7-### DNA 

模式 [Whitehouse » 1963 ] : 此 一 模式 

的 基 磅 力 在 > 染色 体内 (intrachromosoma]) 

18-@ 48 ( genetic recombination ) 原 动 

力 之 一 是 DNA RARAHEZBIE HX 
可 解释 相互 反复 (reciprocal ) 交换 (cros- 

sion over), 及 不 相互 反复 (nonreciprocaD 

[ BN$# #(conversion)] HSER. 

eA Ae RBR-BH” PRR ” 

(dissociation cycle) [ TO: Peo 

sf TTI 20 F LWhitehouse and Hast- 

ings » 1965 ]: 

LEME DNA 分 子 中 ， 每 个 分 子 中 的 

— (i A ate Ff BESS (complementary nucle- 

otide chains ) 和 经 酵素 作用 而 断裂 [图 70 

之 b ] 。 断 裂 改 生 在 一 固定 的 点 上 [ 在 基因 

以 外 或 其 末端 ] ， 此 同一 位 置 的 断裂 点 称 售 

“连锁 点 ”(linkage points) RERASP 
极 化 子 (polaron) 的 两 端 。 [ MILF 77 

BRAM Ahm. Zi) RA ARERR 

(conversion) 以 过 到 重组 的 目的 ， 但 可 能 

产生 相互 反复 及 不 相互 反复 的 重组 ] 。 断 裂 

ZR HARASS te Tey 

4) BE ( dissociation ) WRhe KGW (uncoil- 

ing) 。 
2 从 事 短 正 工 作 (correction process) 

DNA 的 合成 ， 是 从 断 点 起 向 一 端 或 左右 二 
Vina HEE FF 0 

3 HARA AS ( polynucleotide 

chain) 4 77 he KE 。 

4 互补 股 的 (complementary strands) 

配对 (pairing) 及 螺旋 化 (coiling) 重新 形 

成 允 股 螺旋 (double helices )， 而 断裂 点 

也 重 行 和 结合。 每 一 股 和 线 各 来 自 一 个 分 子 。 

5 所 有 未 配对 的 链 均 告 断裂 。 

如 DNA AREBERB Hi 

果 会 产生 交换 作用 ， 如 合成 向 两 端 进 展 则 和 无 

交换 作用 发 生 。 在 两 种 情形 下 均 有 不 同 长 度 

的 杂种 DNA(hybridDNA) 产 生 。 如 进而 包 

& i RIBLIB (sites of mutation) LRH 

Witt & DNA(heterozygous DNA), BIB 

PEEABMHRE.. Llteenshes 

(frequency of conversion) MAURER 

Ba DNA 的 频率 有 正 相 关 。 

pole 极 : 47484 (spindle) 相 对 两 端的 一 端 ， 

在 减 数 分 裂 或 有 入 分 裂 后 期 (anaphase) 时 ， 
染色 体 向 此 二 端 移动 。 

pole plasm 极 质 。 

pole plate Kho 

polioplasm #4@> 

pollen abortion ”花粉 败 育 。 

pollen grain 花粉 粒 : 题 花 植物 之 小 孢子 (mi- 

crospore)， 花 粉 粒 发 丁 乒 形成 雄性 配子 体 
(gametophyte) 东 具 有 三 个 单 合体 (haploid) 

租 胞 核 ， 其 中 一 个 杷 与 卵子 行 和 受精 作用 以 形 

RAIA ， 另 一 杷 与 两 个 极 术 融合 而 形成 三 全 ， 

a ( 3N ) BREA (endosperm); B= (Ag 

RE BE (vegetative nucleus)» @& 

% LAER ( double fertilization ) 完成 

C ee g 

l} 
UY 

Nian 
Qa 

ee TTY 

da ms 3 h ANN 

ee ile > 
Lp q 

UAT 

AN ANE 
ANN 

Ws 

图 70 相互 反复 (reciprocal) (3& (cross- 
ing over) ] 及 不 相互 反复 (nonreciprocal) 
(#44 (conversion) ] 遗传 重组 之 “ 极 化 子 
杂种 DNA xt” (polaron hybrid DNA 

model) 图 解 (a) Wi fle RED (homologous 
chromatids) 44—@DNA*# HSB ie CH 

线 代表 核 苷 酸 链 ; RA: kth, Ae 
范 代 表 丁 一 磷 主 干 (backbone) 的 方向 ; GK 
线 : 互补 核 苷 酸 链 气 基 间 之 毛 键 ] 。 tb) 在 极 化 
子 的 一 端 , 具 相 反 极 性 (opposite polarity ) 
单 股 核 苷 酸 链 的 断裂 ， 已 断裂 之 一 截 核 苷 酸 糙 
与 极 化 子 之 主要 部 份 互 精 链 分 内 。(c) 新 链 的 合 
成 【以 横行 断裂 虚线 表示 ] 。 qd 新 合成 之 链 与 ， 
其 模版 (template ) MAH. @@) 一 新 链 和 与 另 一 
分 子 的 互补 链 配对 (pairing). ()RARSH 
(heterozygosity ) 被 矫正 , mHARRRE, 
则 由 互补 核 苷 酸 予 以 嵌 补 。 @) 所 有 未 轻 配 对 之 
MISA CHERADR. ) th) 交换 作用 完成 
CttBWhitehouse,1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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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退 化 消失 。 

pollen grain mitosis “花粉 粒 之 有 和 分 裂 : 它 

小 孢子 发 生 (microsporogenesis) 。 

pollen lethals ”花粉 致死 因子 。 

pollen mother cell ”花粉 母 稻 胞 (简写 PMC): 
\\ fa-=- BEM A ( microsporocytes ) ， 由 小 

孢子 发 生 (microsporogenesis) 过 程 形成 花 

粉 竹 胞 。 

pollen restoration ”花粉 复 育 。 

pollen-restoring gene 花粉 恢复 基因 : ATMA 

G Kt 7 fA (cytoplasmic male ster- 

ility factor ) #F#ERe, TEMTKR ABATE 

成 正常 小 孢子 发 生 ( microsporogenesis ) 

RAV » 

Pollen segregation 7£#}4) Bf - 
pollen sterility ”花粉 不 答 。 
pollen tube ”花粉 管 : 花粉 粒 (pollen gra - 

in) 发 芽 形 成 花粉 管 ， 花 粉 管 将 雄性 配子 携 

往 卵 子 处 完成 受精 作用 。 | 

pollen tube competition 7£# jE ssS : 它 花 

4) 3% H (certation) 。 

pollination 授粉 : 用 自然 或 人 工 方法 ， 将 花 
粉 秆 於 雌花 的 接受 区 (receptive area)[ 在 

被 子 植 物 (angiosperm) PRES (stigma) 
在 裸子 植物 (gymnosperm) PHI BEAL (mi- 

cropyle) ] 。 

pollution 污染 : 空气 、 土 壤 或 水 份 在 物理 、 

BR MER LMR ARKH, ME ARR 

其 相关 物种 有 害 的 。 

polocyte 极 和 组 胞 lWaldeyer, 1888] : 次 

航 卵 母 和 上 胞 (secondary c5cyte) 的 小 形 退 

化 的 姊妹 粗 胞 ， 此 一 糙 胞 通常 分 裂 形 成 两 个 

极 体 (polar bodies) 然 后 消失 不 见 LOM 
(polar body )] 。 

polyacrylamide gelelectrophoresis 22 75tx Ri 

胺 胁 质 电泳 法 - SRERADTHAEH—E, 

ERA MRE A matrix) 中 , 通 以 电流 ， 

不 同 分 子 有 不 同 移动 速率 。 

polyadenylic acid ”多 ( 聚 ) Pri [Ed- 

monds and Abrams : 1960 ] : ABE® 

rh, PR RB ( $5507 250 ) 的 顺序 成 

(coupled) HAF Kw RNA(heter- 

ogeneous nuclear RNA) Ala BRN A(mes- 

senger RNA ) 上 。 从 DNA BRR, FR 

BAM GE RNA 分 子 的 3 末端 。 粗 友和 蛋 

polybasic 

白 信 息 RNA(histone mRNA) 伺 乎 缺少 多 腺 

极 苷 酸 ， 同 时 在 原核 生物 (prokaryotes ) 的 

RNA #, WAEBR. SREABR mR 
NA (0M HA BSF MAUR ( we). 

mRN Ait ($98 2% ( genetic translation ) 

开始 所 必需 。 

Se RA RA BA HW BLS RE m RNA 

Hh, SeEMBAARR. SHAIB (sea 

urchin) 卵 租 上 胞 质 内 亦 长 生 有 已 存在 的 粗 胞 

ASR. MAAS REE FAR 

伸 长 作用 (elongation) 的 生理 重要 性 仍 不 很 

清楚 。 

poly (ADP-ribose) “多 腺 核 苷 二 磋 酸 核 本 LV;i - 

shizuka et al.» 1968] : BREDMRE 

Hh, RDNA 与 RNA ZH HS=—eSee 
FB ( polynucleotide) 。 一 个 染色 分 体 过 和 结 

的 酵素 > SRE RBEBRAB > 

ADP (R294 17A5 te fF RE A 

聚合 物 (homopolymer) FAK, tte 

NAD 基质 而 获得。 此 一 作用 的 一 个 功能 坑 
MBER (histone) 和 其 他 核 蛋白 [nuclear 

protein) 共 价 和 结合 到 多 腺 极 苷 二 磷酸 极 柄 

上 的 修正 作用 ， 人 否则 将 造成 核 DNA SAM 

产物 (template- primer ) 活性 的 增强 。 

polyandry “多 雄 现象 : 在 一 个 卵 粗 上 胞 中 有 一 
个 以 上 的 雄性 原核 ( pronucleus ) . SHER 

RT HEH S fi ASB (ployspermy) RES 
精 作 用 时 超额 (supernumerary) 雄性 配子 

之 积 标 参加 所 造成 。 在 动物 中 ， 多 雄 是 一 较 

常见 的 不 正常 现象 。 在 有 些 生 物 中 ， 多 雄 现 
REM F HAR ( polygyny ) *] HEZEB~ 50% 
a5 “6” MPR 3 

poly A of eucaryotic mRNA Rt¥+ (zB 

RNA 的 聚 腺 核 苷 酸 : ESRB 
息 RNA (mRNA) Pf, H3/Rim BARB 

RiREG AB (poly A ) 。 其 起 源 是 在 转录 作 
用 (transcription ) 完成 滞 ， 由 酵素 作用 所 

话 加 上 去 。 
polyarch spindle 多 极 芒 鱼 体 。 

polybasic 339 | Darlington and Jan- 

aki Ammal » 1945 J: 愉 源 倍数 体 (allop- 

loids ) 2 4f4 88 (chromosome comp- 

lements ) 来 自 二 、 三 , 或 更 多 个 物种 (sp- 

ecies ) ， 过 些 物种 具有 不 同 的 基本 染色 和 体 

数 (basic member). [ MMT ABBA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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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VLGERS KA AH ES A ( mul- 

tinucleatic cell) [4a K7R( cyto- 

kinesis )] 。 . 

2 18 $ (2-4 $0 4K ( polyploid nu- 

三 双 基 数 (dibasic) ， 三 个 不 同 的 基本 数 = 

三 基数 ( tribasic ) ， 以 次 类 推 ] 。 [DO 

42-44 (polyploid) Jo : 

polycentric ”多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 Darlington ， 

1937] : [三 多 着 入 点 ( polykinetic )] ， 

染色 体 或 染色 分 体 具 有 一 个 以 上 有 一 定位 冒 

cleus)[ 如 多 数 有 艇 毛 动物 ( ciliates ) 的 

KK (macronucleus )] 。 

polyergistic ”多 控 表 型 [ Waddington ， 

1955 ] : 由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互相 喜 征 的 等 位 

_ EWR (competing systems of alleles) 

FR He HES — BE KK o 

polygamy ”多 配 性 。 

polygene 微 效 基因 [Plate » 1913 ; Math- 

的 中 节 (centromere): R= + (dicent- 

ric)， 具 三 中 节 ( tricentric ) ,以 此 类 推 。 

RSPHASESR FER # EH 

(chromosome mutation) 所 产生 ， 在 特殊 

情形 下 上 MiG L(nuclear differentia- 

tion )] BAHS+MRAB, BRERA 
AF TERR R o 

polycistronic ”多 作用 子 ， 多 顺 反 子 : 含有 一 

个 以 上 多 胜 肽 链 (ploypeptide chain) 信 息 

的 信息 RNA(mRNA ) 分 子 。 

polycythemia 红血球 增多 症 : 人 类 疾病 之 一 

种 ， 其 症状 储 红 血球 竹 胞 生产 通 多 。 

polydactyly ”多 指 (iit) 栈 形 : 手指 或 脚趾 
数目 较 正 常 增 多 。 

polyembryony Z/ft[ Braun ，1859] : 
HH (Sia ER) 由 其 他 配子 体 

fF #6 Mii ( gametophytic or sporo- 

phytic cells), ®] #4:—(fibl -ASHK. 

| 简单 SHE (simple polyembryony): 

由 一 个 大 孢子 Imegaspore) 产 生 玫 个 卵 粗 胞 ， 

$5 (ED ian BRS — (8 A a BFP 

胞 也 可 能 由 单 性 生殖 (parthenogenesis) 发 

BBE © 

2 S22 SRE (cleavage polyembryony) : 

FERRE, —AT (zygote) FARM 

个 以 上 的 单位 ， 每 一 单位 发 育成 一 个 胚 ， 壕 

些 胚 在 基本 上 均 属 於 ” 单 精 合子 “"(monozy- 

gotic ) ， 因 此 在 遗传 上 ， 它 们 完全 相同 。 

3 fat STE (sporophytic polyemb- 

ryony ) : 在 是 花 植物 中 ， 珠 心 (nucellus) 
RRR (integument ) AFI ( sporop - 

hytic budding) i] £4 7.7 M(adventitous 

embryos ) 。 13 SAE & Fe (pseudog- 

amy), 因 此 彼此 之 问 及 与 其 母体 均 完 全 相同 。 

polyene antibiotic ”多 烯 抗生素 : 任何 抗生素 

$} (AGA ( fungi ) 有效, 但 对 和 灶 菌 (bacteria) 则 

无 效 者 。 如 低 聚 徽 素 (oligomycin ) MR— 
例 。 

polyenergid SERIE Sachs ，1892 ] : 

er» 1941] : 一 个 基因 本 身 对 表 型 (phe - 

notype) 的 决定 ， 仅 发 生 微小 的 影响 ， 但 与 

若干 同等 的 基因 共同 作用 则 可 控制 一 个 数量 

( quantitative ) 性 状 (character)j 。 微 效 
基因 和 主 基因 (major genes)K “ FER” 

( oligogenes ) 对 表 型 的 决定 均 有 明确 的 影 
@, Mathers 氏 悦 和 坊 过 两 种 基因 应 属於 两 

个 不 同 的 种 和 类， 但 此 一 区 分 兹 未 受到 普 涯 的 

接受 ，[ 字 基 因 相 互 作 用 ( gene interac- 

tion)] ARB BRAS RE SSR 

(whole genotype) FAfFARTE#» (att 

状 也 都 受到 和 无数 基 因 的 影响 ， 因 此 每 个 性 状 

都 应 属於 微 效 基因 性 (polygenic) © 

“根据 Water 的 假定 , 微 效 基因 中 的 各 基 

因 租 成 的 “ 微 效 基 因 系 统 “( polygenic sys- 
tem 闪 有 正 ( 局 增 ) 负 ( EDK) 修 节 (modi- 

fying ) fF = Api FRO 
达到 平衡 : 
第 一 ， 每 个 基因 的 等 位 基因 (alleles ) 

均 以 刁 质 和 结合 状态 (heterozygous ) 存在 ; 
第 二 ， 半 接 基 因 问 存 有 如 下 之 相对 状态 

t— +e 
ee tae 

过 种 “均衡 的 微 效 基因 系统 (balanced poly- 

genic system ) 可 能 以 屋 质 千 合 状态 有 邮 藏 

大量 的 遗传 构 刁 性 ( genetic variability )， 

兹 以 微小 数量 的 方式 ， Eh BARS 

交换 (crossing over)， 以 及 遗传 重组 (ge- 

netic recombination) #HE@MRAEAK 

FemiwRK (Grant » 1964 ] 。 

polygenic locus 微 效 基因 的 基因 座 [Tjzomrz 力 - 

son and Tjoday,1974]:[= 微 效 基 因 沟 与 

基因 座 ( polygenic - variation loc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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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e (character) MAKD BR AHA Z 
基因 系统 的 任何 单一 基因 座 (locus). £—- 

特定 数量 性 状 中 ， 等 位 基因 的 取 替 后 则 会 造 

成 楼 办 。 在 古典 之 定义 上 ， 微 效 基因 的 基因 座 

WERE RBH SRA, 

亦 即 一 单独 基因 或 是 在 功用 上 有 关 之 基因 的 

SR TF SA eo 

polygenom hybrid 多 染色 体 和 组 杂种 。 
polygeny 微 效 基 因 表 型 : 一 个 表 型 剑 由 人 楼 个 

相互 作用 的 基因 所 控制 O 基因 相互 作用 

(gene interaction ) ] 。 

polyglucosan #83248 : 由 一 捉 单 元 葡萄 

糖 (glucose ) 形成 的 复合 朵 ， 如 肝 糖 (gly- 
cogen) 。 

polygyny 多 姐 现 象 : 在 一 个 卵 和 上 胞 内 ， 一 个 
雄性 原 校 { pronucleus ) 与 二 或 二 个 以 上 雌 

EUR RRA [OS ¥ tp & (polyandry)]. 

polyhaploid ”多 元 单 倍 体 [ Katayama ， 

1934] : <> 43-48 (haploid) 。 
polyhybrid 多 性 杂种 [de Vries » 1900] : 

> tt 4 (monohybrid) 。 

polykaryocyte 稻 胞 多 核 : sane, $ H1L(po- 
lykaryocytosis) 。 _ 

polykaryocytosis 。” 确 胞 多 核 化 : ZEAE 2 
rh, EA MRE IS ( virus) 感染 后 而 生 融 

ARR: WBRRARE+ DBE ( in 

vivo) AMABSARLERE. Mike 

合 后 产生 多 核 类 胞 multinucleated cells 
( polykaryocytes ) ] 。 一 个 多 术 租 胞 中 可 

能 具有 成 千 上 万 的 组 胞 核 。 粗 胞 被 病毒 感染 

合 ， 表 面 发 生 杰 化 而 导致 租 上 胞 之 多 核 化 。 多 

极 秋 胞 之 竹 胞 核 通 常 都 图 集 在 一 起 [ Roit- 

zman ，1962 ] 。 

polykaryotic ”多 核 的 : MDG A 5 S te tk 
(nuclei ) 的 。 

polykinetic SME AM: =F + HRE 
条 (polycentric) 。 

polylysogenic 多 溶 源 的 : 粗 菌 系 中 ， 多 於 一 

(fi i #1 (phage) 的 溶 源 作用 (lysogenic )。 

polymegaly 刁 积 精子 :在 插 丸 之 特殊 瓣 华中 ， 
有 大 小 不 同 精 母 和 胞 (sperm mother cells) 

HR. LRA) HER, RE RMRAS 

AM, th Sa Anhae (nuclei) ， 8% {- (nucl- 

eoli ) UR MRAD SIAR. 

polymer 聚合 体 ; 聚合 物 : 重复 的 次 级 单元 

polymerase 

(subunits ) 或 单 体 物 (monomers) ， 和 经 一 叮 

重复 类 似 的 化 学 反应 ， 以 共 价 键 ( covolent 

bond) 相互 联结 所 形成 的 巨大 分 子 (macro- 

molecule) @RRA > 

polymerase ”聚合 酶 : 1 DNA K4sR (DNA 
polymerase) [ 三 极 苷 三 磷酸 - KABME 

RAS FF Rs Be BUS «(nucleoside tri- 

phosphate—-DNA nucleotidyl transferase 

or duplicase ) ] : — fii 4-9 > (en- 

zyme) % — (AFAR (single stranded) DNA 

被 用 坑 模 版 ( template ) 时 ， 过 个 酵素 对 

DNA Ff 4 BS HE (mononucleotide) 

FA Ciel Z BRS a HEAL (catalysis) KA KM 

4x ( deoxyribonuclei acid )] MFA. 

B Fala (AR KER Ao A AR BEE F (deo - 

xyribonucleosides) ff 5’ - 三 磷酸 卉 ( 5/ - 

triphosphates ) [ dATP» dGTP, TTP 

及 dceTP ] 以 及 Mg "AT. HRRAK (po- 
lymerase )f4 fF A (# =i BA a Sey prec- 

ursor ) 的 两 个 末端 磷 酸 基 (terminal pho- 

sphate groups ) REV KERB (pyro- 

phosphate ) ， fra] ep PCP UF RH 

磷酸 (phosphodiester) 和 结合 -: 

ndATP 

ndGTP 

nF? 

ndCTP 

dAMPn 

‘'|dGMPn 

TMPn 

dCMPn 
一 

1¥ DNA 

2 RNA 聚合 酶 (RNA polymerase) [#% 

B= BBE BS ee FL (nucleoside 

triphosphate -RNA nucleotidyl trans- 

ferase )] : &-fMBHMis. MlGi2 

的 催化 作用 ， POR 5’- =e 

( ribonucleoside 5' - triphosphates ) 

[ ATP , GTP , UTP R CTP ] 可 形 
BG BEE FG (polyribonucleotide) [ # 

487% HK ( ribonucleic acid )] 。 此 一 反应 

须要 DNA [ 依据 DNA 之 RNA 聚合 酶 或 

% 283 (DNA - dependent RNA polymer- 

ase or transcriptase)|MRNA [RNA 病 

DNA 

+DNA 7 
聚合 酶 

—DNA+ 4nP-—P 



polymerase mutant 

BH, KH RNA 之 RNA REBRARE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or 
replicase ) ] fFRRMR: 以 决定 氨基 的 顺 

Fo ARBOR, LHR ERM RHRR 
EE, VAR RRRCRREE 5’-= 
FBR PB EM Ch 5p BE HK : 

nATP 

nGTP RES 
OTE 8 See ters 
nCTP AE 

AMP n 

GMPn 

UMP n ss 
DNA —- CMP n + 4nP-—P 

ES 

DNA — RNA #€@ ( hybrid ) 

polymerase mutant ”聚合 酶 突 释 体 : KH 
( mutation ) 造成 任何 聚合 酶 的 改 释 。 

聚合 酶 突 释 体能 减低 特定 氨基 对 DNA(base 

pair #2 UA9 IEPEVE. IEZE DNA Bale ee 

素 能 促进 特定 氨基 配对 5 EF 

DNA RABRHE, BACAZAAPHSE 

MRBAR [ 34 # XA (mutator gene) ]. 

polymeric 3340 EL Nilsson - Eh- 
le» 198]: 各 个 基因 具有 相等 的 效应 

[ 字 基 因 相 互 作 用 ( gene interaction )] ， 

且 各 基因 疝 的 作用 能 相互 加 强 CO 累积 

基因 (cumulative genes ) ] ， 基 因 问 相互 

作用 产生 所 请 ”等 效 朱 位 基因 作用 ” (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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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mitosis 

mery) [ 由 歼 个 等 效 刁 位 基因 共同 作用 而 产 
生 一 个 特殊 的 性状 ] 有 两 种 形式 : 等 位 基因 

问 的 是 性 相互 作用 ， 以 及 非 等 位 基因 (non- 

allelic) 问 的 相互 作用 ， 过 些 相互 作用 可 以 

用 和 统计 上 的 和 遗 传 概 方 ( genetic variance) 
Beat (component) F#ARM:> [OM B(va- 

riation ) ]. MR—-BRS4ERHSAR 

(EAM Hl, RMR AP WABKA : 

Vp = WMA 

(phenotypic variance) 

Vs = Rie aA 

(environmental variance) 

Ve = SBA 

(genetic variance) 

V = DEA 
(additive variance) 

° 

V, =~ Rt BA 

(dominance variance) 

V, 三 非 等 位 基因 爸 方 

(nonallelic variance) 

ZBRAKRGR [ Beadle ， 

1933 ] : 在 某 一 物种 ( species ) 的 与 常 个 体 
(individuals ) 或 品种 ( varieties ) 中 ， 其 

生活 史 中 的 一 个 特殊 时 期 ， 发 生 超额 的 有 丝 

分 裂 (mitosis) 插入 现象 [ Darlington > 

1965 ] 。 在 植物 中 ， 多 次 有 符 分 裂 发 生 於 减 
KDR ( meiosis ) 之 后 ,在 两 种 不 同型 式 下 

使 花粉 殉 坑 不 答 : 

1. 一致 性 多 次 有 冰 分 裂 “( concordant- 

polymitosis) [Darlington and Tho- 

mas» 1941] : Pi AARMPAREE RIA 
BORK, PABGEARRATH. 

2 超前 ( 非 一 致 性 的 ) SRARDR 

( precocious ( discordant ) polymitosis ) 

[ Beadle, 1933 ] : 染色 体 及 其 中 节 婚 
MERRILL TB [ OB EH (haplo- 

chromosome)] o 

polymodal cuve 22 eh¥e. 

polymorphic nucleus “多 形 和 组 胞 枝 。 

polymorphism ZAett ， 多 型 性 : 在 同一 个 

相互 交配 的 集团 (interbreeding popula- 

tion) } FAWKES ES LBRO RE. 

如 人类 的 Rh 及 Rh- ， 一 个 集团 的 多 驴 性 可 

fea BEE. 7s fr Oa es Fd 69 eB th. PT Ge aE 

MEBTFHR., MHABR “ Fase ” 

(balanced polymorphism). 07. hi Aig 

於 不 同 区 域 之 内 则 成 优 ” 地 理 多 能 性 "[geo- 

graphic polymorphism ) [Oi 6, $ # 

性 (chromosome polymorphism) 5 #t4# $ 

能 性 (genetic polymorphism ) ] 。 

polyneme hypothesis 32 FaSikan : 此 一 
St + tk — RAAT KR BF E(chroma- 

tid ) 具有 一 个 以 上 的 DNA SRE (DNA 
duplex) o K—-SRA ERA RE  3¢(un- 
ineme hypothesis) 正 好 相反 。 

polynemic 4598 SHAE : RED AMF 
说 (polyneme hypothesis), #& 7HZKE 

MEER Ss Rte ( multistranded ) ， 此 和 与 
“ th 4 #8 ” (polytenic chromosome) 

[OE A# @&# (giant chromosome 不 

lo SRREABCVAKARHRKSRE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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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 (endoreduplication) 而 来 。 

polynomial distribution 多 项 分 人 。 

polynuclear 多核 的 : = 多 核 的 ( multinu- 

cleate )° 

polynucleotide SixGRR : 在 DNA 或 
RNA > RUA EFI tak ( nu- 
cleotides) » —BRARMPHH3' MBE 

EH PBA (phosphate group) MAIR 

Fh $869 5’ fz REE © 

polynucleotide kinase 多 枝 甘 酸 激酶 : 此 酵 
素 之 作用 在 使 烃 内 极 酸 酶 ( endonuclease) 

作用 所 产生 之 5 - FRE ( 5' -hydroxyl) *K 

端 予 以 磷酸 化 。 

polynucleotide ligase #iXH MAAR [We- 
iss and Richardson» 1967 ] : BKB 

#6 (Escherichia coli) RT, # A # 

(bacteriophage) FPR, HEBRHBES 

Bs") RBH ( induction ) 形成 双 酯 磷酸 键 

(phosphodiester bond) 来 修复 人 双 股 DNA 

(double-strandedDNA) 中 单 股 的 断 R (in - 

terruptions ) 。 在 过 个 反应 中 ，ATP 讼 

DEAR AMP 及 无 机 磷 ， 在 未 被 感染 的 大 肠 
柏 菌 粗 胞 中 ， 也 有 一 个 酶 的 存在 ， 区 具有 和 与 

| SRABEABRAUBIFA. Whim 

酸 共 价 键 (covalent bond) 的 形成 ， 但 过 个 
酶 须要 NAD+ BRD F ( cofactor ) 而 非 

ATP 。 

polynucleotide phosphorylase “多核 苷 酸 磷酸 
化 酶 : 此 一 酵素 广泛 分 做 在 某 些 租 菌 中 ， 滞 

些 租 菌 之 通常 活动 包括 磷酸 极 苷 (nucleoside 

phosphates ) 之 聚合 作用 (polymerizati- 
on), SBR FB ( polyribonucleotides) 

之 磷酸 分 解 作用 ( phosphorolysis)» LAR 

—RBBF (nucleoside diphosphate ) 之 

AR Vira I BS 7 AER. BES A BEE 

AMRCABE, SRPBRBILBZIER 
可 能 办 mRNA (messenger RNA) 7 DRA 

BA 
polyoma virus polyoma 病毒 : 7 RIEIRR 
PE KA DNA JA, WH HBA 

动物 亦 生 淋巴 季 瘤 (nodular tumors) 。 

polyovulation ”多 排卵 。 
polypeptide ”多 胜 肽 : REMRM (amino 

acids ) 问 胜 肽 (peptide) 共 价 键 联 烙 所 形 
成 的 聚合 物 (polymer). Ht MME HK 

polyploid 

FPR ee ed. BI— (RRR 0 - 胺 基 

(alpha-amino group) 和 与 另 一 胺 基 酸 的 - 

羟基 (alpha-carboxyl group) 排 去 一 个 

H, ODF HMR [LOFG H (protein)] 。 

polypeptidechain elongation ZAsitia(ak : 

携带 一 个 胜 肽 基 tRNA(peptidyl-tRNA) » 

一 个 N RESCRRE t RN A(N-acylaminoacyl- 

tRNA) 或 一 个 胺 酶 基 tRNA (aminoacyl- 

tRNA ) Zee AW [ BBE (ribo- 

some )] M# ARH F4F (condons) ty a 

22 /F FAL at (98 #(genetic translation)]. 

FIRE tRNA KARR. MH BAF 

的 作用 每 次 增加 一 个 [ OF 1z (transloca- 

tion ) ] ， 结 果 由 N - 末端 发 基 回 C - 末端 

胺 基 酸 残 基 造 成 多 胜 肽 链 的 伸 长 [ 它 胺 酶 基 

$2.43 (aminoacyl transferase) ， 胜 肽 基 

转移 酶 (peptidyl transferase) ]. SHAK 

MHRESREPSARHSR, LBB 

4? & AF (elongation factor ) 。 

polypeptide-termination mutation ”多 胜 肽 终 

止 突 释 : —PRERAS [ Fi ZH (stop 

mutation) » #ERMiZ bis hh HH 
( genetic transcription) 的 过 早 抑制 。 

polyphasie ”多 相 性 的 。 
polyphasic lethal “多 相 致死 : 一 个 具有 两 个 
以 上 和 致死 效应 的 突 枝 。 上 述 致 死 效 应 被 不 同 

发 育 时 期 所 间隔 ， 在 各 发 育 时 期 内 北 不 发 生 - 

FET o 

polypheny 2A: = 基因 多 效 性 ( pleio- 

tropy ) 。 

polyphyletic “多 源 发 生 的 : 安 音源 发 生 的 
(monophyletic) 。 

polyphylogeny ”多 源 发 生 。 
polyploid ”多 倍 体 [Tixzbrer，1916] :一 

个 体 和 上 胞 (somatic cells) BAM RH 

一 个 个 体 [ 多 信和 体 ( polyploid )] 之 具有 三 
[ = 2% (triploid) ] ， 四 [四 信和 体 (te - 

traploid ) ]， 五 [五 僧 体 ( petaploid ) ] 

或 更 多 完整 染色 硒 组 (chromosome sets) 

者 ， 称 入 多 全体。 二 售 体 (diploid) 仅 具 雨 
粗 染 色 体 ， 则 不 能 列 人 多 伪 体 中 。 具 有 多 全 

体 状 态 者 称 坑 ”多 倍 性 ” (polyploidy) ， 

SREVARREROIA THR, ALR 

Be FY Fl FA Ay SR RL He #] H] («mitotic pois- 

ons)[c>C -@R>R ( C - mitosis ) ; 



polyploid series 

C -RRDR ( C- meiosis )] 。 如 一 个 合 

F (zygote) RR ATA RAHM SBE 
is ZRF 244 (allopolyploid). [ 多 半 

Fi — fH (species) 之 杂交 而 产生 ] ， 如 

一 个 多 信和 体 的 体 和 类 胞 具有 两 个 以 上 的 同 源 染 

f #8 (homologous chromosome sets); 

Bll FER le S42 (autopolyploid) 。 

RRS ERE (secondary polyploid ) 

[ Darlington and Moffett» 19301]: 

多 信和 体 之 基本 染色 体 和 组 (basic set), ¥ 
些 染色 体 数 较 其 他 染色 体 坑 多 [ 多 半 由 藉 染 

色 体 不 分 妾 (non-disjunction) 所 产生 ] 。 

双 、 三 、 或 多 基数 多 倍 体 ( di-tri 
or polybasic polyploids) [ Darlington 

and Janaki Ammal, 1945 ] : 如 二 全 

体 之 基本 染色 体 和 组 具有 两 个 、 三 个 ， 或 更 多 
不 同 的 基本 数 (basic numbers)， 由 此 而 生 

9 Ri S SB ( allopolyploid ) 坊 多 基数 多 
伪 体 。 

SSE TIMER BAW IRM 

(evolution ) 上 的 一 个 因素 ( @#FBARS 

伪 体 ) ， 在 高 等 植物 中 ”个 体内 体 兢 胞 多 倍 

t=” ( intra-individual somatic polyploidy ) 
[ HRAAKD® (endomitosis) RKAK 

# (endoreduplication) (FARHE+)]. © 

常 与 分 化 作用 differentiation ) Zia 

ERR, EREBWBMAP. SHEDK 

BERDREARKSHMRRAEH, 

RRABEAR MBSE. -—MaZ, — 

僧 体 的 情形 多 保持 在 胚胎 (embryo) » Java 

iz ( apical initials ) ， 原 始 形成 

Je (procambium) 及 其 他 分 生 ( cambial 

regions ) #& ARD+MR (pericycle) 

RF th RED Gh BBG (genetic conti- 

nuity ) BMAP. Mee ALA 

BAL tite ( diploidy ) H##FARB 

HRARDASRERh. RHR ANERTA 

(endomitosis ) RRA RFA ( endore- 

duplication )®] + (Hi A 2 #8 fa 2 tee 

polyploid series ”多 倍 体系 列 : 在 一 群 有 关 的 
生物 中 ,不 同 的 集 园 ( population ) 具有 不 

同 的 倍数 性 (ploidy) 。 

polyploidingagent “多 售 体 诱发 剂 OAR 
裂 抑 制剂 (mitotic poison) 。 

polyploidization 染色 体 数 多 倍 化 ;多 倍 体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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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HS 2 ARE BARRA LH), 

$e AGERE (haploid) 

SS 134 (polyploid) [OC - Few 

(C- mitosis ) 5 C - RRR (C-meio- 

sis); 核 内 有 缘分 裂 (endomitosis)] - ff 

诱导 产生 多 信和 体 之 诱 沟 剂 称 筷 “See 

#” ( polyploidogenic ) [ DA MP R44! 
者 | ( mitotic poison ) ] 。 

polyribosome “多核 酶 体 [ Warner» Rich 

and Hall» 1962 ] : 一 个 聚合 体 ， 具 有 一 
股 信息 RNA(messengeF RNA) 及 若干 核 栈 

42 (ribosémes) >Re BRAHsZEA 

mRNA 的 长 每 决定 , SARS AES Fe S A Ak 
( polypeptide ) 的 合成 [ = RARE (poly- 
some) ] o 

polysomatic “” 体 稻 胞 混合 多 倍 体 [ Langlet, 
1927 | : RR IZ A MBBS > — 

 PRSCERMAA. LARTBH, WHF 
2 — 5 HS IR A&E HX endopolyploid) 
HR. [ ORM (mixoploid)] 。 

polysome 324%q888 [Warner » Rich and 

Hall, 1962] :上 三 动 体 (ergosome);, 

多 核 酶 体 ( polyribosome ) ] RAS BG 

体 (multi-ribosome) 的 构造 ， 傈 由 mRNA 

ne 4 8B (ribosome ) 联 成 一 串 而 成 [LEcs- 
elkorn and Fried» 1964, #$hf# mRNA 

Fy Ee (ey BERS HS BB BEES (monosome)] 。 

SCRE HERB A ZSHARER mRNA 
ZR. SERRA RRAAKAe 
hy “Be” (active complex), 

生物 体内 (in vivo) 或 体外 (in vitro) 多 

极 酷 体 均 可 将 多 个 胺 基 酸 租 成 居多 胜 肽 (po- 
lypeptide ) » EBA ARBEH, BER 
ed cshdpainatnr in siete om 
S208 W ke 

polysomic i@ga@ [ Blakeslee» 1921]: 

在 一 个 近 於 二 信和 体 (diploid) 的 和 了 胞 或 个 体 

中 ， 其 染色 体 出 现 不 是 二 次 而 是 三 次 [ 补 三 
菜 体 ( 2n+ 1 )( trisomic ) ; #ixe 

( 2n+1+1 ) (doubly trisomic) ] 或 四 

次 [ 四 染 体 ( 2n +2) (tetrasomic ) ] 。 

染色 体 增 额 遗传 ( polysomic inheritance ) 

[ Blakeslee» Belling and Farnham: 

1923 ] : ii— SABA ( mode of in- 

heritance), #3#R 88 ( polysomy ) 及 多 信 

MX — E88 (dipl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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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polyploid ) 在 行 减 数 分 裂 时 ， 一 个 染色 

体 可 以 和 一 个 以 上 的 同伴 染 色 体 ( partner 

chromosomes) 配 对 (pairing) 。 

polyspermy ”多 精 入 卵 : 一 个 以 上 的 精子 进入 
卵 粗 胞 ， 不 葵 进 大 卵 粗 胞 之 超额 精子 在 人 受精 

REG AM SRR S fi ASB(polyspermy) 

Sy ki ASST BE ALE 75 BRAS IE IR [ SF 

Mish R (polyandry) ] 。 

polyspore 27a) [ Renner» 1916 | : 

= fF (gonospore)[ 之 生殖 细胞 ( germ 

cell) ] 。 

polytene chromosome 2 f4it-fage : 由 很 多 

染色 体 徐 条 条 {( 可 多 至 2,000 根 ) 租 成 的 所 

A#EM (giant chromosome)， 由 染色 分 

« 体 (chromatid) HAMS KARUN, ARE 

干 相同 染色 粒 (ch romome res 的 配对 排列 。 

形成 多 粕 染色 体 上 有 定型 的 横 带 (bands )。 
polytene nucleus A Siti Ahr hat 

[Koller >» 1935 } : ##44 (Diptera) & 

ih 7 RK» BBS BAH EH (gi- 

ant chromosome) o 

polytenic ZAKtthY [Koltzoff» 1934 ] : 
> EM F Mt (polynemic) © 

polyteny Z#tt[Koltzoff» 1934 5 Da- 
rlington » 1937]: BiB RAAKDR 

(endomitosis) R, FrFABMRz ABA 

DH BFRABATOY BRS ME 

RAZMEREB ZMK DNA SEARS 

(PRR RAS BA OB AR BH (giant chro- 

mosomes )] 。 © 

polytopic AHR: “分 类 学 上 的 一 个 划分 

( category )， 各 集团 (populations) 具有 

完全 相同 的 表 型 (phenotype)， 但 却 广 仿 分 
侯 在 不 同 地 区 [Meyr ，1963 ] 。 

polytypic 多 型 的 [Mayr » 1942 ] : 分 类 学 

上 的 一 个 区 分 上 如 一 个 种 (species ) ], 

有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立即 次 航 区 分 (imme- 

diate subordinate categories ) [ 如 地 理 

小 种 (geographic races)» tan ffi (sub- 

species)] 。 

polyvalent “多 价 体 。 
polyvalent antibody “多 价 抗 体 。 

polyvalent serum ”多 价 血 清 。 

Pompe's disease BiSfE : 人 类 可 遗传 的 肝 糖 
(glycogen) 时 藏 病症 ,由於 消 解体 (1yso- 

population 

some) 中 缺少 酵素 aa - 1，4 - BMRB 

( @-1, 4-glucosidase ) 而 发 生 。 

population ” 集团、 群体、 族群 上 ropa7zzzzsezz 

1903 ] : 在 一 特定 地 区 内 ， 一 个 园 体 内 可 以 

相互 交配 (interbreeding) 的 所 有 个 体 称 篇 

一 个 集 园 。 过 一 园 体 具有 一 个 共同 基 AA 

(gene pool)» “ $f M4” (Mende- 

lian population ) | Dobzhansky » 1935] 

代表 一 个 [ 机 动 的 (dynamic )] 省 机 交配 的 
单位 (panmictic unit)[ OT 18H & (br- 

eeding size) ]o 源 目 不 同 个 体 的 配子 

(gametes) 融合 一 起 而 完成 受精 作用 ， 汪 种 

融合 有 不 同 的 型 式 (pattern) FRAT 

素 的 控制 ， 党 些 因 素 的 悉 和 和 粗 成 过 个 集团 的 

结构 (population structure) 。 

4% (species) 是 最 大 的 一 群 有 互相 交配 
可 能 的 个 体 ， 因 此 也 就 是 最 大 的 备 德 尔 式 集 

园 。 种 是 由 和 无数 的 地 方 集团 ( local popula- 

tion) FMR BMRB) PAAR, 

也 可 互相 交配 。 

一 个 集 园 如 曝露 於 基 因 流动 (gene flow) 

之 下 ， 或 因 玩 移 而 人 受到 外 来 基因 (alien ge- 

nes) HMA, 这个 集团 称 需 ” REM” 

( open population) ， 而 “关闭 集团 ”(close 
population ) 则 正好 相反 ， 除 突 党 ( muta- 

tion) 外 ， 不 受 任何 外 来 遗传 注入 (genetic 
input ) 所 影响 。 

自然 界 的 集团 体系 (population sys- 
tems) 5] #2 $F Fe BER (phenotypic varia- 

tion ) #8 F RRA sb FR Hi(relative geogra- 
phical distribution ) LAX BamEAK(mo- 
de of isolation ) 区 分 如 下 [ Grant ， 

1963 ] : . 

| RBS AZAR KA ET 9 

A> Alia 288 AiR) th 2 FT a ae Re 

(interbreed ) : 

人 办 地 性 ( allopatric ) 三 半 接 的 地 理 

小 种 (contiguous geographical races) 。 

局 同 地 性 ( sympatric ) = 生态 小 种 

(ecological races) 。 

2 AHS AT AE Kh A a RA SE 
仅 导 分 过 村， 因此 只 能 有 限度 的 相互 交配 : 

(a) Fe Hot: BAG RR Re AE BE A EB tk 

= AN EA He EE) Hi ( disjunct geogra- 

phical rac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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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避 地 性 且 形 态 及 生理 上 有 深度 的 分 化 

三 与 地 半 种 (allopatric semispecies ) 。 

(c) fe) Hop: Bi 4 4 FE Be BE (reproduction 

isolation )=4 8/|\f€(ecological races)o 

(@ fr) 3a (8 BB AE Ba BE 同 地 半 种 

(sympatric semispecies) 。 

3 HRI RR AB RRMA He, 
图 体系 互相 分 开 而 且 明 显 的 无 相互 交 Ac HR: 

@RWHEA AAR Rite 

(allopatric semispecies) 。 

(b) 32h HEB A Bh BE = 32 tb $B ( allo- 
patric species) 。 

(C) FF Ha HE (8 7+ Fe Ba RE = fe th £8 (sym- 

patric species) 。 

population biology 集团 生物 学 HRA DH, 

FAR Fie) SS AEA ARR WOE RE 
学 (ecology) » 4% (taxonomy), 7B 

学 (ethology) Mik ( population . 

genetics) 等 等 ， 以 及 其 他 以 研究 整个 生物 

个 体 和 与 个 体 问 的 相互 作用 坟 主 者 ， 都 属於 集 

园 生 物 学 的 和 范围 之 内 。 
population cage ” 集 围 入 : 一 种 特殊 的 短 子 ， 

可 以 铜 养 果 曙 (Drosophila) 至 若干 世代 ， 第 
F RHAEMK tt 4 EAS Rein (sam- 

ples) 沙 易 於 添 加 个 料 。 

population density ”集团 密度 : 在 同一 楼 息 地 

区 ( habitat )， 单 位 空间 内 某 一 集团 中 之 个 

体 数 。 

population dynamics 集团 动态 。 

population equilibrium 集团 平衡 : 三 道 倩 平 

了 衡 (genetic equilibrium) 。 

population explosion 集团 内 个 体 数 暴涨 ， 人 
Oe 。 

population genetics SEMOSR: ite 
(genetics) 的 一 个 分 支 ， 以 数学 方式 来 讨 

ami Se Pl che FEA (Mendelian) A {#(inheri- 

tance) MRR, SMRSSHTH AZ 

f% X44. ” (Mendelian population)» 

SEAHARRAEA, CLARTAAX 

Bix # (mutation), BARAK 
# (selection), $# (migration), fiK 

混合 ( mixing of races), 以 及 机 会 因素 

(chance factors) , @# AR) Wawee 

因 频 率 (gene frequencies )， 也 因此 可 以 

促成 演化 上 的 改 团 (evolutionary changes) 

[ 字 演 化 (evolution ) ] 。 

population pressure 集 围 压力 ， 人 口 压力 。 

SOA): = 可 生育 个 体 数 
(breeding size) 。 

population systems 集团 体系 : ,含有 案 多 个 体 

及 许多 长 时 间 生 育 单位 ( breeding units) 

的 任何 稼 合集 团 ( poptlation ) [Grant ， 

1963 ] 。 

population wave see : am ( popula - 

tion) A AX = FB R( breeding size) 

FO 7S BAF BCE , SRE PT aS 

HOE A B+ A+ BB ( territorial shift ) 

> ([ * +B RM” (territorial po- 

pulation wave ) |]. js tcreeeehagq 

= BM TRE AAR ose [ Oh 158 4 
( genetic drift ) ] Ab fackmth ny EER 
RKB Nt—E [ Ludwig » 1954]. 

Se (BBS SSS BS ATK OO Rl ( We 
ARS), KEHKRRAHRSHVvaenkz 

集 园 的 基因 库 (gene pool) RG, A 
I + i # ( selection ) 的 新 休 件 。 

pore complex 74924) [Watson » 1959] : 
> 40 4K FH (nuclear envelope). 

porphyrin phot; kB: 一 群 有 机 化 合 物 的 
CB. HS AR Mee ( pyrrole 
nuclei ) 联结 成 一 环 状 构造 ， 通常 与 一 金属 

& (WRK). RABAK MTX 

(hemoglobin) , @Hfif&3% (cytochrome ) 

EF (chlorophyll) 等 的 一 邵 。 

position effect ”位 置 效应 [Stxyrtfezczt ， 

1925] : 在 基因 型 (genotyge ) 中 ， 一 个 或 

多 个 基因 由 於 与 其 他 基因 问 相 互 位 秆 的 改变 ， 

其 万 型 的 效应 也 随 之 网 更 。 汪 种 相对 位 置 的 

BF] RE RES BB (chromosome 

structure) BAUM (OEM #(chro- 

mosome mutation ) ] RMR X#(cros- 

sing over)» —HAARBRRASRAE 

办 如 源 於 与 各 染色 笨 上 其 他 基因 空间 关 傈 

(spatial relation) Ha, tose 

可 能 篇 : 

Ga) 某 一 信息 RNA(messenger RNA) 产 

AE oc [ ill #49 4% (genetic trans- 

cription )]o. 

中 某 一 mRNA 址 传 转 主 (genetic trans- 
lation ) fox. 

population size 



Ye 

a 

(CMEMRN AG Fe A EA: 7 % IE AK GH (po 

lypeptides ) fa]#4 (ER cha. 
Lewis (1950) sofa fz ri sc Hey Li pe > 

BRE: “lRRW” (cis-trans type) [ 或 

. 称 定 型 “( stable type ) ] & “ ten H” 

(variegated type ) 。 

L 顺 反 位 置 效应 {the cis-trans posi- 
tion effect) :根据 顺 反 测验 (cis_-trans 

test ) ， 顺 反 位 针 效 应 含有 在 同一 基因 或 顺 
RF 或 作用 子 (cistron ) ] 中 ， AY {IZ aa 
RAMEE (mutated*sites) 4 A HRW 
3i (phenotypic expression); Ev = 32 
AMAL RAS Sup ne ( heterozygous 
state) FE, Sa RAREey ( genetic 
recombination ) 所 分 开 。 在 顺 位 构 型 (cis- 
Configuration ) 时 [ 二 突变 基因 座 在 同一 
染色 体 上 ， 而 二 正常 基因 座 在 其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some) 上 ] 产生 正常 
KM, 如 保 反 位 构 型 (trans-configuration) 
[ 每 一 条 染色 上 各 有 一 个 突变 基因 座 及 一 个 
正常 基因 座 ] Bl EA eA. SE RL Ee 
ee ER — PART BRA PRES ch [ 基 
因 闫 顺 反 位 置 效 应 (intergenic cis-trans 
position 

[i], EASES BB+ eS ]— pee et (o- 
perator) ATH Hila 4a F ( operon ) 内 的 顺 反 
子 之 中 ， th A] RARE AS eS 
中 。 

如 有 下 列 情形 之 一 者 ， 基 内 问 (inter- 
genic ) 顺 反 位 贰 效应 才 会 发 生 : 

全 两 个 野生 型 (wild type) 基因 中 ,一 
侦 或 两 个 基因 的 产物 有 不 稳定 的 情形 ( 如 和 与 
另 一 套 物 圳 合 一 起 则 仿 例 外 ) ， 而 上 项 产物 
BBR SE (decay); 除非 上 述 二 基因 的 正 
党 等 位 基因 (normal alleles er 
ASH. 

人 b) 两 个 互补 [Ome re (genetic co- 

mplementation) ] 野生 型 基因 中 之 一 个 其 转 
嫌 及 (或 ) BHR (translation and / or 
transcription) EMPIA HSA Res 
% # (nonsense mutation) 7 f43%(suppres - 
sion ) , POPE DR AE HSM ( cis 
position ) 。 

2 TEBE (V-) 型 位 置 效 应 (the varie- 
gated ( V-type ) position effect ) 

effect ) ] B+ 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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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ler» 1930 ] : HRA eA 
® [ MF 1z (translocation ) 或 倒 位 ( in- 
version) ] ,项 野生 型 基因 的 染色 体 ” Rass” 

(environment) Jha aes 在 传统 观念 中 ， 
在 常 染 色 上 质 (euchromation ) 中 之 基因 常 与 
Rit @,  (heterochromation) 们 列 ， 反 之 

亦 然 。V - AiR RE Rae 
合 状 态 (heterozygous state) Rae, 

ies SR BF 4 CP Ze a Re fe AB 

[ 由 於 里 染色 质 化 ( heterochromatiniza- 
tion ) ] 而 受到 导 份 压抑 (repression ) , 
过 种 压抑 作用 在 突 释 等 位 基因 ( mutation 
allele) 的 表现 上 显示 出 来 ,在 许多 事例 中 ， 
野生 型 等 位 基因 ( wild-type allele ) 可 以 
避免 遭受 抑制 而 最 后 则 显示 野生 型 表 型 及 隐 
f= (recessive) ， 表 型 成 片 块 状 混 合 存在 
(TEBE SBE EA HK(variegation or mottling)]o 

县 染色 里 的 效应 可 以 反复 而 且 不 具 专 一 
性， 任何 基因 如 在 受 质 (heterozygous) # 
2 FERBURRYBAS, BYE 
斑 表 型 。 某 一 特定 之 Y - HBA, 可 能 
使 卷 近 的 数 个 基因 受到 影响 ， 即 此 一 效应 沿 
著 染 色 体 向 前 扩张 ， 因 此 表 型 花 斑 的 程度 与 
基因 及 旺 染 色 质 闫 的 距 诅 成 反比 。 

Position effect variegation 位 置 效 应 花 斑 : 花 
HIB (variegation) 保 由 於 一 野生 型 等 位 
基因 (allele ) 当 其 在 染色 髓 上 的 位 置 靠近 
窒 染 色 质 区 时 ， 它 的 表现 受到 抑制 。 位 置 效 
应 花 班 由 某 些 机 制造 成 ， 能 阻 巡 正常 的 遗传 
转录 (genetic transcription) 或 遗传 转译 
(genetic translation) [OD 位 置 效 应 
(position effect) ] 。 位 苇 效 应 花 斑 的 主要 
特 徽 包括 Cattanach» 1974]: 1 花 斑 

现象 楼 乎 不 变 的 与 断 点 靠近 基因 的 一 个 重新 
排列 ， 东 影响 基因 的 玫 现 ; 2 有 一 个 断裂 是 
在 染色 体 上 的 县 染 色 质 区 (heterochromatic 
regien ) ，3 野生 型 等 位 基因 上 受 影响 基因 
A BR 78 BIB 2B (cis position) 上 而 重 
HF), BE—-BRAAKA RROD LEH 
同 源 (homologous) 染色 体 上 ; 4 一 基因 座 
是 否 被 影响 ， 则 依 其 是 否 卷 近 断 点 位 置 而 决 
定 ， 亦 即 基因 念 舍 近 断 点 不 ， 受 影响 的 可 能 _ 
性 亦 您 大 。 

position pseudoalieles ”位 置信 等 位 基因 [7e- 
wis» 1951] : 仿 等 位 基因 (pseddoalleles) 



positional information 354 

之 具有 顺 反 (cis - trans) 位 置 效 话 ( posi- 
tion effect ) ， 且 在 刁 质 结合 状态 (hetero- 

zygous state) 4, BRiZARSIER. 

positional information 71 &[Wol pert: 

1969] : 3Mt (differentiation) 之 空间 模 

A aT o 

positive control Fj? #!| : 由 一 调节 蛋白 (re- 

gulatory protein) 所 控制 ， 此 一 蛋 自 必须 

Fa — +2. 4 HE (operator) #A#&, 遗传 塌 译 

(translation 上 才能 发 生 。 

positive interference {iF +## : 交换 (cross- 

overs) 问 的 相互 作用 。 如 二 同 源 妆 色 体 (ho- 

mologous chromosome) 问 一 个 相互 交换 

的 发 生 , 可 沽 低 在 其 卷 近 恤 位 发生 另 一 交换 ， 
称 贷 正 干 援 [LO A +4 (negative interfer- 

ence ) ]. 

positive skewness jf $F 。 

positron iket: ZRTER- 与 电子 (ele - 

.ctron ) 质量 相同 负荷 相反 的 粒子 ， 正 电子 

i 8 JE fil o 

post coitum 。 交配 后 。 
postdivision 和 后 分 裂 LDar1iozgtoz » 1937}: 

Ai 2 (predivision) 。 

posterior “G8: DM, BABAR 

邵 位 。 

post-heterokinesis £2173. 

post-meiotic division *£RDR : 三 后 分 裂 
(postdivision) 。 

postmitotic cell Ath RUS o 

postmortem “发生 於 死亡 之 后 。 

post operative 发 生 於 外 科 手 术 之 后 。 

post partum ”发 生 於 生产 之 后 。 

postreduction {#2 [ Korschelt and 

Heider, 1903] :COMR7® (meiosis) 

postreductional disjunction #2 WED: 

FEB —-KRRTAR, RAGE (he- 
terozygous ) 等 位 基因 座 之 分 熟 状况 .如 以 A 

及 A 代 表 两 个 基因 座 , 如 坑 减 数 分 裂 后 分 廊 ， 

8 JA — (I i Re ES ( chro- 

matids) IFA BA RA SVE KR 

BY 8 BID BE (prereductional disjunc- 

tion ) RF, €AM—FRZ-RETEE 
MAGA RAR AER 

post-reductional division {4K #{4} 24. 

post-replication repair #¥ R/£ (8 [ Rupp 

and Howard-Flanders» 1968] :DNA 

ABE RHE, 它 不 能 修复 初级 {pri- 

mary) DNA #A®%> MeeERERRDNA 

时 由 于 未 配对 的 初级 损伤 结果 所 产生 的 次 级 

(secondary )DNA 损伤 。 在 复 揭 进行 时 ， 

初级 损伤 将 造成 子 股 的 断 列 ( #041000 

— 1 600% HIRE ) - MER ( 80) 

子 股 裂 口 的 修复 包括 一 个 重组 的 (recombi- 

national ) @ [ = BME (recombina- 

tional repair )] ， 其 作用 不 人 受 切 除 修 复 

(excision repair) 影 响 ， 但 需要 有 遗传 重 

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所 必需 的 基因 。 

RBH DNA BHR, BHEBERAAB 

fos A (filling in) [ #TFRESHAE 

填 到 另 一 个 RO, FE-MAH*LEB 

租 至 少 有 一 个 未 人 受 损伤 的 篮 本 (copy) 。 复 

REEEE-ER ZGRESRH BE, EE 

ky» RAE REB (recur) o RHR 

(UV ) 照射 与 隆子 化 (ionizing 入 放射 将 刺 
RARRE RH BA. (LOGE (caffeine) 

则 有 抑制 作用 。 

BRRERHKRABERETELD 

RERRKE HRERAGEFIET DNA 
的 另 一 端 ， 因 而 不 能 以 缺失 氛 基 的 再 聚合 作 

ARERR. 

HADDHmnt, BAUTABSE 

ERRBEZA, MZAUERRR A 

— (ESA. ARE RFE (hydroxyurea) PTH 
制 。 

postsplit aberration ”分裂 后 旺 常 : RRA 
构造 改 绝 的 一 种 [OREM (chromo- 

some mutation) ] ， 发 生 於 染色 体 A R 

( duplication) 之 当时 或 之 后 ， [ 但 仅 发 生 

在 已 经 竟 爸 之 染色 体 片 段 中 ] 。 “FARA 

常 "(presplit aberration) 则 发 生 於 染色 

He BZ All © 

post-transcriptional control  #§¢27%#24il| : 利 

用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e3(¢ 9s © | 

= [ >t (#98 2¥ ( genetic translation ) ] 

“对 基因 表现 的 控制 [ Ah 1H ( genetic 
regulation ) ; 转录 控制 (transcriptional 

control )]。 

post- transcriptional processing ” 转 儿 后 过 程 : 
BB+®D (eukaryotes) 中 ，DNA MRR 

+ RAB (ORR RNA (heterogene- 7 

st 

=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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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s nuclear RNA); 信息 前 RNA(pre-mess- 

enger RNA) a8 ft AT RNA(pre-ribosome 

RNA) ) fi BRH MRE F Se IB Hw 。 

post-translocation complex “ 易 位 后 槛 合 物 : 
遗传 转译 (genetic translation) #}, Fy 

ASHE P ALAA me CALL. SRK 

tRNA (915 BERRA H- 

pp: = 无 机 焦 磷酸 者 (inorganic pyrophosphate) 

P-particle P - 粒子 [ Sonneborn » 1959): 
tow (killer ) 。 

_preadaptation FRAG : 一 个 生物 如 具有 必 
(eS CER. BREE tA SE 

HEE [ Oa ( adaptation ) ] 。 

Precambrian ” 寒 武 杞 前 : HERR. K 
六 优 年 前 千 束 ， 属 於 此 一 时 代 之 化 石 均 篇 原 
核 生 物 (prokaryotes), — 

precipitin ”学 沂 素 。 
precocious division 过 早 分 裂 : 一 般 傈 指 一 个 
染色 体 的 两 个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s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时 互相 分 骏 。 

Precocity theory = #424 [ Darlington ， 
1930] : H—-BRRR RRR (meiosis) 
FE PRAGA RD Re ( mitosis)» MA Ma 

PUTER» PBR 57 ZA BRA ( prophase ) 开始 过 

S, RABAACIBEN. Ale meRR 

zoho PUB RB: Re MACH (chro- 

mosome pairing) ， 交 又 形成 (chiasma 

formation ) ， 中 节 (centromere) 不 分 裂 ， 

第 二 次 分 有 之 加 和 入， 染色体 数 减 少 ， 以 及 基 

iat HE (segregation of genes ) 等 Da- 

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 {BW 

DNA KREAAZAREBHE YABEH 

Zick, POUK—-BSRUCRSE RY. 

precursor RNA RNA 先驱 物 : st (# ot ae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的 起 始 RNA 产 

物 ， 它 傈 由 进行 RNA 成 熟 所 产生 [Ome 

#2 #7 RNA(pre-ribosomal RNA) ; 信息 前 

RNA(premessenger RNA); 运转 前 RNA 

(pre-transfer RNA) ].o 

predacious ”捕食 之 行 坑 。 

Predator MAH : 役 害 及 噬 食 其 他 动物 之 动 
物 。 

Predetermination 。 前 决定 [ Kiéhn » 1927]: 
在 基因 控制 下 之 性 状 ， 此 性 状 在 卵 和 类 胞 完成 

受精 作用 前 ， 已 坑 母 体 之 基因 型 所 决定 ， 称 

”preferential fertilization ” 俑 向 受精 : 

premeiotic mitosis 

坑 “ 前 决定 ”。 烃 由 前 决定 合子 (predeter- 
mined zygotes ) 所 产生 之 杂交 和 后代 均 具有 

类 似 母 本 性 状 (matroclinous) 之 倾向 ， 和 无 

葵 合 子 之 基因 型 储 何 ， 每 一 世代 中 某 些 性 状 

和 经常 表 现 雌 性 先 本 基因 型 的 遗传 ( inheri- 

tance) xt» 2 FREER (delayed in- 

heritance ) [ Boycott and Diver ， 

1923] ， 如 某 些 性 状 傈 由 具有 母系 遗传 (ma- 

trilinear inheritance ) ZIFF RE HAS 

定子 (extra-chromosomal heriditary 

determinants) Pri fil], 亦 能 产 和 类 似 结 果 9 

predivision “前 分 裂 [ Darlington » 1937): 

— {8 Bf #8 (univalent) 的 等 数 分 裂 (equa- 
tional division) 发 生 於 第 一 次 减 数 分裂 

(first meiosis), —3f&4>88 ( chroma- 

tids) Ih] AAS — RB ETEK DB ( post - 

division)?» #& 7H 2 TMBAR AK 

VRB St ZS o 

= ## 

(selective) 受精 人 fertilization )o 

preferential pairing § 偏向 配对 。 
preferential segregation ”偏向 分 事 : st 1k 

‘@# (genetic segregation) 。 

preformation 先 成 说 : K—-BRBBASI egg, 

精子 (sperm) 或 合子 ( zygote ) 中 ， 均 具有 
一 个 具体 而 微小 的 成 体 (adult ) ， 此 一 成 体 

ERR AE PAS HR”. Mm “RRR” 

(epigenesis ) WERPAHMGLERAS 

程 中 产生 。 

premature chromosome condensation 过 早 染 

RHR | Johnson and Rao » 1970 ] : 

ea RR SP Bt HH I HH 
Be EB RZ He eR te (ch- 

romatin condensation)[ #AIA5 细胞 融合 

(cell fusion) ] o AP PHM BH AR 

REARS RP HHRURAERDRMRE 

体 fri FB Me He FS FA te HA A 
人 受 影响 之 核 的 分 裂 问 期 [G: ，3 及 G* 期 1h 

定 [ 前 期 中 ( prophasing )] . AF ¥ HIRI 

Ci 和 G,* 染 色 体 通常 入 具有 一 和 二 人 条 染色 分 体 . 

的 不 关连 单位 。 省 和 缩 的 S 期 染色 体 常 储 一 粉 

PARA ( pulverized) BAB LOREMHRK 

44, (chromosome pulverization) ] 。 

premeiotic mitosis FAMPAWAAKROR » 

IAAI 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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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eX—{u)-L—__aa-f-aa —(u) an jaa -WU 上 只 An 

内 核酸 酶 

4 AA(A)A 

《一 程式 -一 全 信息 > 全 多 腺 核 苷 

列 71 含有 由 寡 腺 核 苷 顺序 坊 界 比 之 少数 单位 信 
息 前 RNA 模式 图 。 每 一 单位 合 有 一 个 信息 ， 程 
式 和 人 无 意义 之 顺序 ( 优 自 Scherrer,19735. 

premessenger RNA 信息 前 RNA [ Georg- 

iev and Mantieva» 1962 5 Scherrer 

and Darnell, 1962]: BRED, #& 

录 (transcription) 时 所 产生 的 转 儿 产物 ， 

Bia AA Se Bie &.RNA(messenger 

RNA) HARA FT o ABB RNA RHEE 

FAL Os 44 ( informofer )] GR: ¥ 

具 下 列 特性 DL Scherrer» 1973] : 

1 代表 信息 RNA 的 指导 顺序 ， 从 DNA 

中 以 一 个 小 邵 份 的 信息 前 RNA 分 子 窜 导出 。 

2 FRBRASRB EER 。 前 者 由 

5 一 30 个 腺 核 苷 (adenylic ) BH» 人 后 者 

( 可 能 在 过 程 进 行 之 第 一 次 断裂 后 增加 的 ) 

由 100 ~ 200 个 腺 极 苷 残 基 租 成 。 

3 顺序 排列 ( KB BHWBBHR ) 到 大 

#580% HERB F IBF (oligo- Usequence) 
CAB BB RNA 的 0.1 一 0.2%。 

4 RIB (63 % 的 分 子 ) 分 成 二 征 

大 小 等 级 : —BIFEAKK 200,000, A— 

20,000 ~ 50,000 之 间 。 在 此 一 区 域内 每 
一 初生 的 (nascent) 信 息 前 RNA DTH 

现 10 次 。 

2 至 4 的 成 分 可 能 仿 信 息 前 RNA HE 

SAF RERAREHERUE. RAE 

专 一 的 RNA MATHER ZAR. BAK 

顺序 可 能 包含 在 畏 儿 后 之 过 程 和 信息 前 RNA 

履 节 作用 之 机 制 内 ; 东 可 能 含有 转 外 和 / 或 

罚 儿 后 的 调节， 运转 及 转译 的 信号 。 

初生 的 信息 前 RNA 第 一 次 断裂 后 ， 中 

度 大 小 的 信息 前 RNA SF REBRERER 

BH. MUR SRE HIF FT SF) 200 个 

 BRBERE ; 小 的 信息 前 RNA 分 子 亦 在 含 

有 相同 长 度 的 多 腺 核 苷 顺序 以 后 过 程 产生 。 

信息 前 RNA 分 子 ( 可 过 107 SERA ) 

Ria SDF (分 子 量 绝 10: ~ 10° ) 大 很 多 。 
premetophase stretch 中 期 前 伸张 现象 [Wh- 

ite, 1941] : 在 某 些 动 物 中 ， 已 权 配 对 之 

中 和 节 (centromeres) 其 排列 方向 分 别 转向 造 
@HAZ he [O+ hem ( centromere 

orientation ) ] RxKxetRCHBEHSE 

体 上 也 发 生 可 见 的 伸张 。 此 一 伸张 现象 发 生 

於 前 中 期 (prometaphase)， 和 经 历时 间 甚 短 ， 

稍 后 ， 二 中 和 节 再 度 相 疝 靠 抽 。 

premitosis AAR 2Y[ Sagan » 1967] : 

某 些 原生 动物 (protozoa) 具 有 一 个 杷 内 中 心 

粒 (centriole ) 的 有 经 分 裂 (mitosis )。 有 

缘分 裂 胞 器 (mitotic apparatus) 在 细胞 核 

套 (nuclear envelope) 内 形成 。 在 鞭毛 和 

所 有 高 等 生物 中 ， 中 心 粒 ( 或 其 代替 物 ) 

SEEN: RTBREARDR (eumito- 

sis). 

premutation Aj: aie K ( es 

material) RRR AR (mutagen) 之 下 所 

ECREBR AAS. Beal RE ( 但 非 一 

定 ) BRKARMS, MAKAGHAIR 

BX # (gene mutation) Re ee # 

(chromosome mutation) o 

prenatal diagnosis ”胎儿 期 诊断 : FA Ra 

液 穿刺 术 (amniocentesis) PR AMBAM 
间 之 代谢 遗传 疾病 (genetic “a 与 染 

& 88 Bx 5 ce 

prepattern “未 定型 : ee eT 
般 构 造 尚 未 过 到 某 一 特定 及 可 观察 的 型 式 。 

preprophase inhibitor 前 期 前 抑制 剂 [ D’ Am- 

ato，1954 ] : 只 有 缘分 裂 抑 制剂 (mitotic 

poison) 。 

prepupal period 晴 前 期 : ZE RBH, Rig 
(puparium) 7 KR Ke ae (imaginal disc) 

外 翻 问 的 一 段 时 期 称 含 师 前 期 。 

prereduction AijRBXl Korschelt and He- 

ider» 1903] :OMR>® (meiosis) © 

prereductional disjunction 3§9)4}24 B14 BE : 

Om BR KS postreductional dis- 

junction) 。 

preribosomal particle 核 酵 体 前 颗粒 : MiG7A 

NaH (ribosomes) HRBYMZE BEE 

FARR. (HRA (eukaryotes ) 中 ， 它 们 

的 成 长 发 生 於 细胞 核 (nucleus) A 5 RCE 
APRA AHEM KRM, BRAY 

PAGCOR HEAARKILSA, RRR 
BBB T SSH 。 
pre- ribosomal PNA “” 梳 酵 体 前 RNA : rT 



生物 (eukaryotes ) 内 ，, # sa RNA(ribo- 

somal RNA) 的 转 儿 产物 [ = 极 酶 体 RNA 

前 驱 物 (precursor ribosomalRNA)] ， 其 

含有 rRNA 之 7 » 18S 5228 S 种 类 的 顺序 
以 及 某 些 不 保留 的 多 和 余 或 隔离 RNA 。 第 四 

种 的 rRNA (5S) 能 独立 产生 ， KBR 
(transcription ) CBRE} (extra - 

nucleolar) 7{fi t» GRAB RI RNA 分 子 

[ 在 植物 中 之 分 子 量 吉 2.3 至 2.9 x 10°, 

在 两 楼 动物 中 多 2.6 10°, EAM 

34.1 x 10° ] 的 合成 和 进行 程序 如 下 ( 网 
图 72 ) : 

es) a2e 

yes 22%0* a \ 20s 102 0* 

ro 

hi. tox 109 
<a 

pre-transfer RNA 

BE A: WS RHE TTS 。 在 3/- OH RK mA 

BARKWelRH PRE, RAAB AAR 

成 份 的 G+C。 

3 GABA RNA 与 蛋白 质 ( 包含 发 现 

在 成 熟 棚 酷 体 的 种 类 ) MATRA KOE 

80S 沉积 的 复合 物 。 | 
4 SRBHE RT RNA ZERT_AMETT> SEK 

由 断裂 产生 16 - 19S 32S —~MURBET 

$e FA FEL A Bf o , 

5 32S RNA 断裂 产生 28-30 SrRNA, 

WHS S RNA 们 和 到 大 的 新 生 极 酶 体 次 级 

单位 [ 65 S 极 仁 颗粒 ] 。 极 酶 杷 蛋白 (ribo- 

nucleoprotein 颗粒 亦 伴随 着 由 65 S wR 

60 S o | 

6 GRR URE Be Mie A 

Ao 

KG BERS AT RNA A935 TIAA) PEEK 

FUE MET LE L, Mie RAH eS 

现 ，“ 因 其 利用 特定 之 酵素 以 供 特定 之 辩 戳 “208 rRNA 17x WF /\ 7a) hse 
| 

B72 Hela 细胞 核 酷 体 前 RNA N#TBR. 
黑色 部 份 : 核 酷 体 RNA( rRNA ) 区 侦 ; 白色 部 

[ See RS ( convertase )]o S¥-FEVUE 

ZR tA DA ESE TBE PRX- 

|: SRHORMB CHA Grierson et al. 

1970) 。 

L ¥) 4x84 48 DNA (ribosomal DNA) 

eR. —(35 ~ 45 S Hy SME DNA 

HAR RR) RR BEAR P-L (nucleo- 

lar organizer) 上 。 在 哺乳 动物 中 ， 从 

原核 生物 (prokaryotes) [ 和 组 菌 (bac- 

teria ) ] #, BRAREA 16S HBS rRNA 

4 a%) , (AARREELADTEHLED> ia 

TW] ERE RED WRIGS* BSHS5S RNA 

你 发 生 在 11S - BS- 5S DNA Bireee 

完成 之 前 。 

45S RNA 被 断裂 产生 4 S RNA 前 ， 其 先 

左 物 大 多 可 蕉 持 数 分 竹 之 久 。 

2 SRSA RNA 18S 2S RBA 

presplit aberration 分 裂 前 异常 ‘Ore 

#2 (postsplit aberration) 。 

pre-transfer RNA ”运转 前 RNA : 858% 

基 化 作用 ( methylation ) [ 初级 2- 0 - 加 RNA (transfer RNA) 之 DNA 顺序 的 痢 传 

甲 基 作 用 (primarily 2' -0-methylation)] 转 锋 (genetic transcription) EM. RE 

KT BARRE ERP RBM RNA 的 合成 

> ( 酵母 菌 ) : 
»S RNA 一 -一 18STrRNA 

35SRNA a 
> $27 S RNA——> 8S rRNA 

Bét: 
[8 rRNA 

33S RNA ST ae 
| +30 S RNA———> 8S rRNA 

两 楼 类 中 : 

gr RNA 
40S RNA eee 

. "32 S RNA ——> 28S rRNA 

35 SRNA——> &S rRNA 



pretranslocation complex 358 

生物 的 运转 前 RNA 2A 120 8K: 

KAY ( 如 哺乳 动物 ) RMA 300 ~ 400 

SB. CMR RIE 5 与 3 ve ( 

BEp) BEBRAMA, EMLEME 

ARERR, WYER Lake. Mi 

和 乳 动 物 的 运转 tRNA BE LA-P=ERE 

片 之 外 型 。 

pretranslocation complex 运转 前 RNA #4 

4) : 遗传 转译 (genetic translation) 中 ， 

在 核 酷 钵 A 位 起 上 含有 胜 肽 基 tRNA 的 信息 

极 酯 体 复 合 物 ， 东 能 在 了 位 置 上 放出 tRNA。 

prevalence 流行 率 : 人 类 址 传 学 中 ，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如 有 一 集团 《population ) [ 例如 由 

某 一 道 传 疾病 (genetic disease) 串 者 所 构 

成 之 集 园 ] ABBE ZR SARE 

ZB BRR Ze + Flincidence)]. 

primary cells J #kMAR: 从 多 租 胞 生物 取得 

Zen Beak Motes HE | 

Primary center ”植物 起 源 之 原始 中 心 

primary constriction #)@SE:0O BR 
(constriction) , 

primary culture #7) #RiZ# : 直接 从 生物 体 取 

Hi Mill, ek. Mae USB. 

primary effects of gene “基因 基本 效应 。 

primary food producers ”初级 食物 生产 者 : 能 

行 光 合作 用 之 生物 。. 

primary nondisjunction ”初级 不 分 郊 : 在 具有 

XXX，XY 人 性 别 决定 之 二 全 和 体 (diploid ) 生 

物 中 ， 人 性 染色 体 改 生 不 分 雄 者 称 坊 初级 不 分 

底 。 在 同型 配子 (homogametic) 人 性别 中 ， 所 

产生 之 配子 具有 两 个 又 染色 体 或 不 具 X 染 色 
feo ERA AF (heterogametic) te BI, 

BB — RY oy SF AO EAE RAN BE A AE 

Bcf Fy BEAN BE BS Ra A 1 X 

—(AY 2A. WMA ERATE — XK 

BTW, AEX XROMX YR ORF. 
primary oocyte ”初级 卵 母 租 胞 。 
primary odgonium 初级 卵 原 竹 胞 。 

primary protein structure 蛋白质 之 初级 构造 : 

一 个 蛋白 质 所 具 多 胜 肽 链 ”( polypeptide 
chains ) 的 根 数 ， 每 根 多 胜 肽 链 内 的 胺 基 酸 

顺序 (sequence of amino acids ) ， 以 及 

pele] ke SAA SE GREENE (disulfide bridges) 

FAL LE 。 

primary response ”初级 反 麻 : —(S RH 

(immunological system) 在 首次 遭遇 到 一 

(DURA. PESO tees Re Ae 

ABEAKIL.MBAKIL.G> [it:1,M 

KR 1.G HABA (immunoglobulin ， 

final. ) POM HeRI.D.1,A, 

I。 王 等 , 可 能 分 别人 受到 不 同 基因 的 控制 ] 。 

primary sex organ “初级 性 器 官 。 

primary sex ratio ”初级 性 比 。 

primary sexual character “初级 性 征 : 4E8c 

SHHEBRE, JNM (ovary) kSA(testis). 

primary spermatocyte _，“ 初 极 精 母 稻 胞 。 
primary spermatogonium ”初级 精 原 稻 胞 。 
primary trisomic 初级 三 染 体 。 

初级 组 胞 壁 。 

Primate 28 %88)4) : BH EKA (prima - 

tes) MHADD A. ie, RRB 

#8 o 

prime type +8) [ Blakeslee; ee 

fe S 06M (Datura) 属 植物 中 ,染色 体 构 洛 
ZETA AED (homokaryotype)[ >##! 

(karyotype) ] 中 ， 其 中 之 一 与 其 他 楼 型 之 

不 同 在 於 染 色 体 的 易 位 (translocation ) 现 

&, K-MAGHTRARRER MAH 

质 的 标准 [ Darlington and Mather ， 
1949 ] 。 

primer， 起 始 物 ; 引子 : 起 始 的 构造 ， 分 子 的 

聚合 作用 ( polymerization ) 从 此 开端 。 

primer DNA 引子 DNA : 单 股 ( single- 
stranded) DNA» % DNA 32-4 ig (DN A- 

polymerase)¢#_ AE {FE AAT LA » 

primitive ”原始 性 : 某 群 生物 之 早期 演化 史 ， 
RNAI URL EH ZED. 

primordium 幼 原 体 ; 原 基 : 胚胎 上 的 一 个 小 

primary wall 

BRAIN, GAC EBB (adult ) 3 — 
a #E (organ) 。 

proandry | 

proband 证 者 H-AmMBRK ABS 

68 ies eT Hh, CmeBR Sas 

BR“ VE” (affected ) 的 个 人 ， 而 研究 
其 在 某 一 家 族 [ Dae K (pedigree) ] PH 

一 特殊 性 状 (character) 之 工作 ， 傈 从 先 证 

者 开始 [ 如 先 属 者 念 男 性 ， 则 称 坑 ( 男 ) 先 

244 (propositus) » MBAXAIBR(+) 
Xk (proposita)» AMARIBR “ 

一 引 患 者 "( index case ) ] 。 在 若干 家 族 的 

i 

ES 



后 代 中 ， 索 引 患 者 或 先 促 者 显示 特殊 人 性状， 

其 个 体 比 例 数 ， 以 及 此 性 状 如 符合 孟 德 贾 式 

#8 (Mendelian inheritance) FFAS Zit 

AR, MAES“ KORMZHRBR “ CRA 

法 "( proband method ) o 

proband method 先 证 者 法 : AMS BSHRE 

359 

方法 之 一 种 。 在 一 个 家 庭 所 有 儿 重 中 ， 题 示 
某 一 特殊 性 状 先 屋 者 所 估 有 之 比例 。 如 是 项 

HEWR SEA SCPASE (single gene inherit- 

ance) RIRMBAZHA, EMH AZ 

RBREBAE, HME-AREP, BX 

ee RAE PRR SRBRAK A(hetero- 

zygous), 每 家 有 两 个 子女 ,子女 中 此 一 性 状 

RR ZHARS % 而 不 是 %, ARR Z 

SPR RCRARK-HERZERE, AR 

ee Foe BEA TM EE HK BRAS FT BERET © 
probasidium [eife-t. 

procaryon ”原核 : = 三原 杷 ( prokaryon ) > 

BB Bie (blue-green algae) MIM ( bac- 

teria) 9 MAH (nucleus). . 

Procaryote ”原核 生物 : 简单 的 单 粗 胞 生物 如 
“NH (bacterium) & BRE (blue - green 

alga ) ,不 具 稻 胞 术 膜 (nuclear membrane) 

也 不 具有 界 膜 的 胞 器 ( membrane - bound 

organelles) ， 但 具有 独特 的 核 酷 体 (ribo- 

somes) 及 特殊 的 生化 作用 。 

Procentriole RDF® [Granick and Gi- 

bor » 1967 ] : 仿 租 胞 胞 器 (organelle ) 
之 一 种 ， 由 此 而 产生 所 有 类 胞 里 的 微 4) F 

(microtubule) 。 原 中 心 体 和 经 分 化 后 成 念 中 

心 粒 (centriole ) 。 

prochromosome 前 染色 体 [ Rosenberg ， 
1904 ] : 4A (interphase ) 7 Mifa 

rh, FE {a} ik BH ( heterochromatic ) 

小 块 称 坑 前 染色 体 ， 代 才 全 经 烃 过 正 向 (po- 

sitive ) 24% (heteropycnotic) #&,» % 

is z RA BS EER + fh (centrom- 

ere) 之 两 侧 。 前 染色 体 数 通常 等 於 染 色 体 租 

中 之 染色 体 数 ， 如 前 染色 体 朋 经 融合 者 其 

数 则 少 於 染色 体 数 。 

procumbent “” 平 伏 的 : 植物 楚 的 全 长 或 邵 份 
铀 伏地 上 。 : 

proflavin 坡 弗 拉 汾 :1Y ME (acridine) 染料 

Z2—-f, AARR—F%#*| (mutagen), ， 可 

诱发 并 车 框 构 转 移 [ ON oh te ae KH (read- 

prolamellar body 

ing frame mutation )] ， 其 结构式 如 下 : 
H 

| 

soy 

progamic ”卵子 决定 [Haecker » 1902 ] : 

tt #) = (sex determination) 。 

progenitor “祖先 。 ‘ 

progeny “” 子 代 : 某 一 交配 (mating) 或 某 一 

配偶 (mate) PEZRBBB TI. athe 

融 生 殖 (apomictic reproduction) ， 所 衍 

A ZA SZ | Oats A( apomixis ) ]。 
progeny selection -{Oi#]2 : 7EAR & # 

(selection) 中 ， 殖 惯 上 对 某 一 个 体 之 子 代 

加 以 评估 。 子 代 愤 择 之 方法 依 某 一 动 植 物 交 

fc (mating FAZAAMR. BH ZH 

可 能 根据 自 花 授粉 后代 之 表现 ， 根 据 与 一 自 

交 系 [ MAE ( test crosses ) | PFERRZ 

表现 ， 或 根据 与 子 代 回 交 (backcrosses) 所 

生 和 后 代 之 麦 现 。 如 愤 择 优秀 个 体 你 根据 子 代 

之 表现 ， 下 列 因 素 均 需 加 以 考虑 : RDB 

(phenotypic variance) [ ># # ( varia- 

tion ) ] RARER Z wt 1# # (heritability), 
DLR ai t# 1% ( genetic relationship) 之 

程度 。 

progeny test {£25 RSe KARE : 在 控制 

的 情形 下 ， 用 研究 子 代 的 方法 来 估计 某 一 个 

体 之 基因 型 (genotype) KE-MAHRE, 
对 此 方法 加 以 系统 运用 的 第 一 人 是 孟 德 责 

(G. Mendel) 。 

progressive double crossing-over ”渐进 双 交 换 

[Weinstein ， 1936] :O##(cros- 

sing over) ° 

prokaryon “原核 [ Dougherty» 1957] : 

在 原核 生物 ( protokaryotic organisms ) 

PAE mise OP MAE [te 
胞 核 (nucleus), 类 核 体 (nucleoid) » 

核 (eukaryon ) ] 。 原 杷 不 具 “ IE ” (true) 

B94 & A (chromosome)s (nuclear 

envelope) BATHMRABZTR. 

prokaryotic [R#%+ 4) [ Chat ton » 1925] : 

三 原核 生物 (protokaryotic) o 

prolamellar body [+H [Hodge ， 



prometaphase 360 

McLean and Mercer; 1956]: 经 白化 处 

理 ( etiolation ) 后， 原 质 体 膜 (proplas- 

tid membrane) 内 陷 而 形成 若干 囊 胞 (vesi - 

cle ), 由 於 吉 胞 之 聚集 而 形成 原生 华 称 层 体 。 

[G1 ( plastid ) ] 。 

prometaphase 前 中 期 [ 忆 czxorexzce，1931] : 

AMAR (mitosis), RRPR ( meio- 
sis) o 

prometaphase movement Ai PHASE : Oe 

@, 48 i= & (chromosome movement) o 

prometatropy “ 专 行 性 花 授 粉 。 

promitochondrion ， 粒 稼 原 体 : | 粒 线 体 (mi- 

tochondrion ) Z §i5§—% (precursor). 

2 REAL ER (yeast) PR (anaerobic) 

fi TERP ELAR EAM (mitochon- 

drion) » BUI ZAR (inner membr- 

ane ) ASCH, VRS RH MES (cyto- 

chromes) o 

promotor (promoter) 发 动 子 , 促 进 子 LJecob， 

Ullman and Moxzod，1964 ] : 操纵 子 (o- 

perom 上 特区 区域 ， Fall — PRET A 4 HE 

Ai (structure genes)#_ ish UA AH. 

ROT ALP Mee ( operator ) [ MR ¥e 

4#\4 (repressor) #9 fiz ( site ) ] 及 次 一 

作用 子 (cistron) Zi» BHR mRNA 

( 信息 .RNA ) 或 多 胜 肽 (polypeptide) 之 

起 始点 ( initiation point) ， 即 是 发 动 子 
ARR aes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DNA — RNA ] 或 遗传 转译 ( transla- 
tion) [RNA 一 多 胜 肽 (polypeptide ) ] 

之 过 点 (punctuation) 。 如 发 动 子 失落 ， 操 

CF ZBZHETL MAAK. 

RF 7B LH MM (repressor)Z 

控制 。 

promutagen [Ese Ri : ERRA BRAN 

BASE fr] SER (OF Ss DAF (ho- 
st- mediated assay) ] © 

pronase $2 ee : HBR (streptomy- 

ces) HW ZR, ALARA BA(muco- 

protein) o 

-pronucteus ”原核 [ van Beneden » 1875]: 

“在 成 熟 期 ( maturation ) 到 核 融 合 (karyo- 

gamy) HARI SR RE. TR RRA. ite 

KERR BAMEAT MRBR ( zygote nu- 

cleus ) 。 

proofreading zm : STE $8 9 ERR (nu- 

cleotide ) BARRE t RNA ( amino acyl 

tRNA) HReHS EM RZ ERAT FT 

propagule #25898 : HmB LEMMA 

用 来 行 有 性 或 无 性 繁殖 者 。 

prophage i B88 [ Lwoff and Gutman ， 
1950 ] : 是 一 个 温和 (temperate) HHH 

体 (bacteriophage) 与 溶 原 性 细菌 (lysoge- 

nic bacteria) 的 基因 组 (genome) BR— 

> K-RRBCBRERER, SABA 

寄主 的 遗传 物质 ( genetic material) 同时 

sl. MRR AEA REE (phage) 的 

Gis Sl ORR (induction) ]， 因 此 也 

KR RHEBEHS AB F (lethal factor). 
RRS ROATRAU—-BR-MEA> ee 

EAS HRBEH—-BPBREAH (phe- 

notype’) Fo 

在 组 菌 组 胞 中 ， 噬 菌 体 原 的 存在 可 由 下 

URS HE: BARMERA . 

噬菌体 (homologous phage) Py, MEER 

体 原 可 能 使 寄主 组 胞 具有 其 他 性 状 ， 二 种 烃 

由 噬菌体 而 获得 的 性 状 称 坑 深 源 性 转 玖 (1y- 

sogenic conversion) @ #1 #(phage 

conversion) 沙 源 性 特 胞 偶尔 亦 会 失去 其 所 

具 的 噬菌体 原 , 过 种 竹 胞 被 称 坑 业 烃 “治疗 “ 

(cured)。 

prophage complementation “噬菌体 互补 作用 - 

[Tipomas ， 1966 ] : RIB Ree 

Ri yu — (A Rie GE ( heteroimmue ) ， 但 棚 

HABA SR BH (lysogenic ) 

BS; 且 所 产生 的 噬菌体 人 后裔 数量 常 高 於 随 

CBHI REAM RKRARER 

感染 的 和 结果， 噬菌体 原 (prophage) HR 

基因 窟 打开 , 亦 即 其 功用 直接 令 品 疫 人 性 控制 。 

prophage excision ”噬菌体 切除 : im Atk 
体 合 一 重 租 的 直接 倒转 [ 之 综合 系统 (inte- 

gration system) ] ， 和 致使 噬菌体 原 DNA 

的 切除 ， 而 使 噬菌体 荔 发 Cinduction ) 。 

prophage induetion im fafa i628 [| Lwoff> 

1953] : O##(induction) 。 

prophage integration MmR#G—: SRE 

DNA ( 由 于 啦 菌 体 插 入 ) ERE 
6S t[O#4+4& (integration system) Jo 

REBAR. KARA 

#8 RE ET A UE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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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 

prophage interference mR RR: RA 

12 #24 (lysogenic bacteria) MU AAM 
菌 体 原 与 其 本 身 遗 传 物质 融 坑 一 体 ， 受 其 他 
Se RENO AR en AS > atc, LARS 
OO 2 AF RL 2 ae 

(G,) [ 它 妆 期 (apophase) ] 。 
prosthetic groups “ 辅 成 基 : 与 其 酵素 有 很 强 
结合 的 辅 酵素 (coenzyme), fi mkt 
(heme) 。 

protamine ” 精 蛋 白 : 从 动物 精子 染色 体 中 分 FS" 3 448 # ” (lysogenic conversion) wae HH ARATE [9] — AMR HE 2 & WERK (basic po- 
[ C>eit i #8 # (phage conversion) ] 之 lypeptide ) ， 其 分 子 量 在 1,000 35, 000 
一 种 。 

ZBI o [4AM Z (histone) ] 。 prophage substitution ”噬菌体 原 代 换 : 在 少 protandrous “ 雄 器 先 就 [ Hildebrand ， 
数 溶 原 性 细菌 (lysogenic bacteria) 和 胞 1867 ] : > se aft FF] HZ #2 (dichogamous) 
> WES KRY (superinfection) ， 其 protandry ”雄性 先 就 : | 在 一 植物 中 ,携带 

”噬菌体 原 ( prophage ) 可 能 被 另 一 噬菌体 所 花粉 之 器 官 较 峻 性 器 官 先行 成 熟 。 
取代 。 噬 菌 体 原 代 换 作用 发 生 之 频率 与 多 次 2 在 动物 交配 季 和 节 中 ， 雄 性 较 雌 性 先行 
感染 之 重复 次 数 成 正比 ， ( 一 个 多 次 感染 的 出 现 。 
噬菌体 颗粒 可 在 0.01~ 0.001 个 和 胞 中 有 代 
换 作用 ) 。 

prophase AURAL Strasburger ，1884 ]: 
OA RDH (mitosis) ， i, % 5 B (meio- 

Sis) 。 - protection 
prophase poison 前 期 抑制 剂 D’ Amato > 
1948] : OAR R Hp #| (mitotic pois- 
on)o 

protein 

Protanomaly “和 红色 和 视 沉 微弱 。 

protanopia “红色 色盲 。 

protease AAR fie : 销 解 蛋白 质 之 酵素 
(enzyme) 。 

保 访 作用 : 它 恢 后 作用 (resto- 
ration ) , AK cE VE Fl (phot oprotection)> 

Protective color (##&. 

蛋 和 白质 Berzelius ] :%—#A 
prophasing “前 期 中 [ Matsui et al. ; 
1972] : EMR MS ASA RI mh 
Zikl>  Sendi fA GED S BAR 4m Ae, Sx aN 
(cell fusion) PFA, ZUR MeL ZI 
LBS ATM (prophase) RIE [oO 
i -F- fe GARR 4% ( premature chromosome 
condensation )] 。 

proplastid § [R88 Strugger ，1950 ] : 
一 个 AKA RICK 9 a (plastid) 。 

Propositus 252 : = 4,284( proband )， 
病原 家 系 中 疾病 最 先 避 实 者 。 

proreduplication i) #A#8% [Hsu and Moo- 
rhead » 1956 ] : Op RMMAR ( in- 

| terreduplication ) 。 
Prospective significance ”预定 意义 : 开始 发 育 
时 胚胎 上 任何 部 份 ， 其 将 来 的 正常 发 展 命运 
BRACE. 

Prosphase (DNA) 合成 期 [ Bullough ， 
1963 ] : 分 裂 间 期 (interphase ) 的 一 部 份 ， 
在 此 一 时 期 所 需 的 合成 在 和 胞 进入 Fl oy 
(mitosis ) HER. 合成 期 最 少 双 可 分 成 
= *DNA 合成 早期 (early prosphase): 
DNA 合成 期 -( S 及 预 前 期 (ante phase) 

有 夜 厅 形状 及 租 成 的 含 所 有 机 物 之 一 逢 。 其 
分 子 量 在 34000 至 200,000 之 间 ， 蛋 白质 傈 
ARBRE “ 2 ERK” ( polypeptides ) 的 次 
航 单 元 分 子 (molecular subunits ) 所 租 成 ， 
而 多 胜 肽 链 本 身 则 由 更 小 的 构成 单位 肤 基 酸 
(amino acids ) 所 租 成 ， 胺 基 酸 连结 在 一 起 
RSA ER BAR BE FG 200 个 以 上 的 
WEB, 构成 多 胜 肽 链 的 胺 基 酸 共有 20 fe 
( 图 73)。 

每 个 和 蛋白质 有 其 独特 的 和 粗 成 ， 同一 芽 蛋 
白质 分 子 具 有 同样 数目 及 种 类 的 多 胜 肽 链 ， 
而 每 一 种 多 胜 肽 链 也 是 由 同样 数 目 种 类 及 排 

w， 列 成 一 定 顺序 的 胺 基 酸 所 租 成 。 
A AAS RS (primary structure) . 

是 指 多 胜 肽 链 中 胺 基 醚 的 种 类 及 顺序 ， =A 
FLAS DR we Hie HH eh — (Be F ( 或 顺 反 子 ， 
cistron )[ 或 基因 ( gene ) ] RE aye 

4. (genetic information )27 S26 Fa ae 
5% (genetic transcription) fe FEE A 4 
#4 SF (genetic translation) 所 决定 。 和 蛋白 
FIN RAR (secondary Structure) , 则 由 
% WAS AGTH) 2S TB LE TFG RR [在 多 数 蛋 
日 质 中 ， 其 多 胜 肽 链 之 大 部 份 均 王 粹 成 所 性 



proteinoid 

(a) (c) PR 
H H a@—H 

p 7 b-Ch 
ohh c — CH,0H 

C d ~ CHOH-CH, 

u” ceo Pa ye 
a £— CH, TH, StH, 

所 8 一 OH 
H h— O,-CHiCt,)CH, 

i — CH(CHCH, CH, 
3 — GH,-COOH 

k— CH,-CO-NH, 

1— (H,-CH,-COOH 

b) m— CHg-CH,-E0-NH, 
ae i 了 二 CH,-CH,-CH,-NH-CiNH)NH, 

C ' Ff SS 
ZN Pp —Ch-C CH 

cel a vita at 
\.7 CH—-CH 

or ae q — MHC COH 
R a CH—CH 
ne F — OC ——=CH 
/™% NH ON 

H y [一 0 cH” 

H—N H . 

AL IN 
AN- s —C,C—c” tH 

rea R 8 . de 

R N 一 H 
SEA wi Nn 

H—N < eA 2 
所 NH 

( 甘 胺 酸 ) 
~ ( 胺 基 两 酸 ) 
Serine ( SARE ) 
Threorrine ( BSR ) 
Cysteine ( Fp ) 
Methionine ( ARR RRR ) 
Valine ( 统 胺 酸 ) 
Leucine ( 白 腕 酸 ) 、 
Isoleucine ( ZORS ) 
Aspartic acid ads ee 
Asparagine (KFS BE ) 
Ghutomic acid ( BERR RE ) 

人 rgrmmne 

Lysine ( 隧 腕 酸 ) 

Phenylalamne (AREA ) 

Tyrosine ( 酥 胺 酸 ) 

histidmme ( 组 胺 酸 ) 

Truptophn = (BRA) 

Proline ( FRR RE ) 

73 REBRRSRK SHB CRRWhi tehouse,1965 ](a) 一 个 胺 基 
Re , (b)% HER RABI — BY, HERA (aminoend) 开始， 每 二 胜 肽 联 料 
(peptide linkage) 处 均 以 数字 顺序 标明 ，(kc) 通 常 在 蛋白 质 中 可 以 找到 的 
20 个 腕 基 酸 的 分 子 式 C 在 (a) 及 (bj 中 ， AR RAR SRK RR RH 
(projection) 之 方向 , HAF RARHDARARH, ARSHEIBB 
和 纸 面 向 背 向 投射 。 

a - 螺旋 或 甲 螺旋 (alpha helix). =e 

造 (tertiary structure) ， 则 代 雪 一 个 蛋白 

”上 质 的 整体 构造 ， 各 个 多 胜 肽 链 用 何 种 方式 联 
和 结 在 一 起 ， 以 及 整个 蛋白 质 如 何 折 受 略 往 以 

及 再 折 居 而 形成 一 个 立体 的 结构 ， 和 蛋白 质 中 

多 胜 肽 链 主干 (backbone) ZHMAKKS 

由 胺 基 酸 便 链 (side-chains) 问 之 相互 作用 

所 决定 。 各 种 酵素 (enzymes) 专 一 特性 之 型 

式 (patterns of specificity ) 以 及 其 作用 

的 机 制 ， 亦 多 由 同样 方式 决定 。 

催化 蛋白 (catalytic proteins) ”或 称 酶 

[ 或 酵素 (enzymes) ] 傈 坑 生 活 粗 胞 所 产生 

之 催化 剂 ， 酶 具有 独特 的 作用 ， 其 最 沽 活力 

( optimum activity ) 仅 发 生 於 一 定 的 pH 

(AF, BOR “ MR” ( constitutive ) B 

[ 定量 产生 而 与 需要 量 和 无 关 ] ， 及 “ BR” 

(inducible ) # [ 如 基质 (substrate) 不 存 

在 ， 此 种 酶 的 合成 作用 亦 不 发 生 ] 或 “可 抑 

fill” (repressible) 酶 [ 如 类 胞 间 某 些 代谢 

物 (metabolites) 的 省 度 增加 ， 此 种 酶 的 生 

产 率 会 降低 ] 。- 

结构 蛋白 (structural proteins) : 不 

有 具 催化 作用 , PEAR AR EIS» RR 

Fl RAE aR ETS AR REE + 

HAE, BRIAR, WRAL, Me 

BOK RERHED, AER PRE ( mat- 

rix) erm E ity Amy S [ Seif- 

fer and Gallop» 1966 ] 。 

proteinoid ”类 } 蛋 白质 : Khe & K 

(protein ) 相同 之 所 有 胺 基 酸 的 加 热 聚合 作 

FA ( polymerizing ) 过 程 而 得 的 任何 物质 。 

由 加 热 滤 乱 的 胺 基 酸 对 生物 及 非 生物 物 质 有 

催化 作用 ， 有 时 又 能 与 色素 结合 而 具有 类 似 

AH (iormone -like) 的 活性 ， 东 形成 有 多 

层 半 淫 性 外 膜 以 及 能 荫 药 的 ”小 孢子 “(mi- 

crospore)。 同 时 期 和 有 生物 前 的 条件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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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EAAM ARTEL [Fox 
1969]. 

protelomere /Rvmty [ Lima-de-Faria » 

1958 ] 2 3% Fz (telomere) 。 

proteolytic jHREAA : THERA ARR 

较 简 单 的 单元 。 

prothallus (prothaliium) [R298 :7C HR (horse- 

tail ) RUA ( fern ) 植物 中 独立 的 配子 体 
(gametophyte) o 

protogynous #8534 [ Hildebrand ， 

1867] : phage pages pena 

protokaryon ”原核 。 
protokaryotic 原核 生物 [Cpcttoz » 1925): 

jA @ (viruses)* 细菌 (bacteria )K BB 

(blue-green algae BRR [ “pro- 
tokaryota "RM “protokaryotes ” ], (i 

FRA RRA ty (eukaryotes ) Ff RA HiH 

yA, AAWBA(nuclear envelope) 

BAHMIER, ARAAKD HR (mitosis) 及 

i % ZB (meiosis), th HEAHPES (spindle), 

DAR &48(chromosomes)M i Mata ss(con- 

densation cycle) o (ARRK+EMh AA 

WAH A RK AH (nucleoid) WAAR RA 

JEMDAAR I EAS RE. RRA MRIABRAD 

Re 1h 4 H (genetic material) 在 演化 

(evolution ) 上 的 两 个 不 同时 代 。 

protoplasm 原生 质 [ Purkinje » 1840 5 

Mohl » 1846 ] : MHA 40% if ( cytopla- 
sm ) 及 .细胞核 (nucleus ) fy A. 

protoplasmic bridge 原生质 格 。 

protoplasmic fiber 原生 质 丝 ， 原 生 质 维和 维 。 
protoplast “原生 质 体 Hanstein » 1880]: 

| 代表 细胞 (cell) A MBAS fi BR OZ 

(living unit) » AURA AMMA 

( cytoplasm ) 及 细胞 核 (nucleus )[ FAR 

生物 (eukaryotes) 中 ] BUR HE (nucleoid) 

[ FER RAW (protokaryotes)# | 。 

2 在 粗 菌 的 原生 质 体 你 指 由 营养 和 胞 而 

> BARE (cell wall) 已 被 去 除 的 

构造 [ OH HH ( spheroplast )] [Mc- 

Quillen» 1960 ] o FFARR [ MARES 

(lysozyme) ] si FA9 MHEE Se, Bt AA 
青 微 素 - FEL BAH MH ( penicillin - basit - 

racin ) 的 抗生素 (antibiotics ) MFR. Fy 

以 得 到 接近 完整 的 原生 质 体 。 

pseudoallele 

prototrophic java) [Ryan and Leder- 

berg» 1946] : BREA AWM Aa, Fe 
营养 缺陷 的 (auxotrophic) HR o 

protovirus hypothesis ” 原 病 毒 假说 | Tem- 

in> 1971 ] : RAAB EE Hee 
FA( transcription )M tame, ve Be (O 

if $k oe (reverse transcriptase) ; 反 信 

2:2 A (antimessenger) ] RRA RH AR 

BEALS» GRRE TB [ @ eR, 

( oncogene hypothesis ) ] I #6(4 28 (ne- 

oplastic ) 。 原 病毒 假 襄 着 重 於 从 DNA 到 

RNA 以 及 回 到 .DNA 之 信息 流转 的 重要 性 ， 

北 作 需 基 因 表 过 (gene expression)， 基 因 

复 扰 (gene duplication ) 与 基因 修 节 (gene 

modification ) 的 过 程 ， 假 如 在 此 循 下 中 某 _ 

一 时 期 的 DNA 多 得 一 安定 期 ， 而 能 与 它 合 
.一 的 DNA 前 身 区 别 时 , 则 可 能 产生 原 病 毒 。 

若 原 病 毒 含有 和 与 租 胞 坎 殖 ,移动 或 分 化 基因 ， 

在 原 病毒 基因 和 组 内 的 突 释 或 重 租 则 会 造成 能 

使 艾 生 转化 (neoplastic transformation) 

基因 的 出 现 。 

provirus ”病毒 原 ; 前 病毒 : 能 与 寄主 特 胞 染 

色 体 融 坑 一 体 ， 北 一 起 复 抱 之 病毒 ， 此 复合 

fe Nea EMP eA RM LOMA 

#.( prophage) ] 。 

proximal ”中 节 近 侧 lL Navashin » 1912 ] : 

染色 体 展 (chromosome arm) fj—#6 58? Bp 

(centromere ) #9 ER BER F. (ih 2 (9 [ qb Aisa 

fil( distal) ] 需 近 [ Darlington and 

Mather » 1949]. . 

pseudoallele ”从 等 位 基因 [Morgan > Br- 

idges and Sturtevant » 1938; Le- 

wis» 1948] : 任何 两 个 ( 或 两 个 以 上 ) 的 
RM (mutation) » 在 作用 上 和 与 等 位 基因 

(allelic ) [ 相似 或 有 关 ] 相同 ， 但 不 具 和 与 

等 位 基因 相同 的 结构 。 候 等 位 基因 在 图 立 

(map) 上 估 有 不 同位 转 [ a1 WH gene- 
tic map ) ] 经 由 交换 (crossing over) 所 

产生 的 道 傅 重组 ( genetic recombination ) 

发 生 频 率 也 较 低 。 此 种 突 秋 (如 ml Rm? ) 

FE RW F (trans-heterozygotes)# 

HERG [ ml +/+ m?] BA AN7e RZ AY ( phe- 

notype ) {A 4€ IAfZ WHA (cis-hetero- 

zygotes ) ZHRRBRE [ m'm? / + + ] BF, 

则 题 示 野 生 型 表 型 。 因 此 表现 顺 反 (cis-tr- 



pseudoamitosis 

ans ) 位 置 效 应 ( position effect) [ O1% 

置 食 等 位 基因 (position pseudoalleles) ]。 

当 一 个 基因 (gene) RRERRER— A 

结构 (structure) 及 作用 (function ) HB 

位 [ 他 顺 反 子 或 作用 子 (cistron) ]H, 

等 位 基因 便 成 佑 很 明显 的 答案 ， 其 解释 有 下 

列 二 种 : 

| E(B EEA (locus) [ BEER 

或 复合 位 点 ] 中 每 个 可 分 割 的 成 分 都 是 一 个 

基因 [ >##R-F( operon ) ] 阔 具 一 个 明确 

的 作用 ， 顺 反 位 置 效 应 之 发 生 力 由 於 一 个 基 

因 的 产物 (product) » [ 不 能 从 一 人 条 染色 体 

扩散 到 它 的 同 源 染 色 体 ] 而 被 一 个 郑 接 的 基 

因 用 坑 其 活动 的 基质 (substrate) 

2 所 请 可 分 割 的 成 分 傈 指 同一 个 基因 内 ， 
7N fe) #8 2 (recombinable sites) 上 的 

Re [ > {ZA ( mutational site )], 

RRu— ee. PAA RACKS MYOEE 

按 一 定 咕 序 合成 结合 时 才 有 作用 ， 如 果 在 其 
全 长 上 ， 和 无 数 可 分 割 的 点 中 ， 任 何 一 点 上 发 

生 突 释 ， 其 作用 都 会 受到 损害 。 今 日 一 般 均 
RSME A EA AA RE 

Ao mA-ARBS ERB “ BS 

基因 系列 “( pseudoallelic series ) 一 个 

“ BE i285 "(complex locus) [ Dunn ， 

1954 ] 或 者 一 个 “使 域 ”( region ) [ Be- 

MHZzez ， 1957] 。 

pseudoamitosis (88444534 [ Haecker ， 

1910] : 是 核 分 裂 ( karyokinesis ) 的 一 种 ， 

fi 4 > (amitosis) AU, PARA 

Tt BAAD B (mitosis) 2, RRRTB 

Fb VAR RHR PEAT SI. RRRT 
烈 可 用 厂子 化 放射 线 (ionization radiation) 

RSQLSSY RE BS. KR ES 

是 引起 染色 体 后 期 行动 (anaphase move- 

ment ) 895% &Lo é 

pseudoaneuploid SEA [ Rieger ， 

1963 ] : [5] WE (species) A> Aaa 

(ARE [ BA ( pseudoaneuploids ) ] # 

f 98 & % (basic number) Hck, HK 

中 和 节 碎 裂 ( fragmentation ) KF fp ak S 

(centric fusion)», AM#+ SiER HARA 

is. HS BS eB IE B #2 (aneup- 

loid ) Z#ERMVEMADA AMER RAB 

RaSh» ER LARA RAH 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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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enetic material) [ © 

(pseudopolyploid) ] 。 

pseudoapogamy (Bf #Ae+456 [ Farmer 

and Digby » 1907 ] :配子 植物 体 (spor- 

ophyte) 傈 由 和 营养 类 胞 (vegetative cells) 

融合 发 育 ， 而 非 由 入 精 卵 发 育 而 成 【 =wWi- 

nkler{ 1908 ) GAT SA (pseudomixis) 
及 Renner ( 1916) 氏 所 称 体 质 融 合 (soma- 

togamy ) Jo 

pseudoaposematic (AHA 6 

pseudoapospory {Act +58. 
pseudobivalent (S§—/{888[ Levan » 1937): 

LEAD (mitosis) FF, BA RADH 

(chromatid) 8% fa 5} 98(subchromatid) 

A548 4 ( reciprocal ) 易 位 (translocaticn)， 

使 二 个 染色 体形 成 类 似 二 价 体 ( bivalent ) 

的 结合 。 

2 FERRY (meiosis) 中 期 (meta - 

phase) 时 ， 两 个 染色 体 由 於 黏 性 (stickine- 
ss) 而 非 由 於 交叉 (chiasmata) 而 结合 在 一 

起 [Walters ，1954 ] 。 台 stergren 及 Ti- 

gfusson ( 1953) 将 此 种 结合 称 坑 ”所 二 
(8% ” ( quasibivalents ) ， 候 三 价 体 可 能 

和 贯 二 价 体 有 同样 的 排列 方向 [ 宅 中 区 定向 
(centromere orientation) ] 。 

pseudobridge (§2¢f298#5 [ Resende ， 

1943] : 在 二 染色 体 疝 由於 黏 著 性 而 形成 的 

染色 体 桥 (chromosome bridge) 。 

pseudochiasma (837i [ Levan and 

Tjio» 1948] : MRE RAK 
B47 ZY (meiosis) ] 或 两 个 染色 分 体 (chro- 

matids) [ 於 有 入 分 型 (mitosis ) 或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I) ] 问 类 似 交 又 (ch- 

iasma ) 的 速 接 称 羽 偶 交 叉 现 象 ， 此 一 现象 

之 发 生 力 由 於 后 期 分 万 (anaphase separ- 

ation) 时 ， 染色 分 体 在 同 源 染 色 体 的 对 应 点 

( homologous points ) 之 间 发 生 黏 性 而 联 

合 ， 在 罕有 情形 下 ， 黏 性 也 会 发 生 在 同 源 染 

色 体 的 不 对 应 点 (non -homologous points) 

Ziel, [ = 点 问 联合 (point union) ， 亚 染 

f& #8 $4 #(subchromatid error) ， 点 钳 

32( point error`")] ， 黏 车 点 可 能 发 生 在 染 

色 体 之 末端 ， 但 通常 均 发 生 於 中 间 邵 位 。 众 

交叉 现象 源 於 发 生 在 亚 染 色 分 体 航 ( subch- 

romatid level) 4 3345 #6 cs (struct- 

1, F 45-42 



pseudohomeotypic 

B74 在 有 秋分 裂 ( 去 ) RB _-KBBOW (G) HY SRESRMAMELOS 
肥 现 象 [ 仿 自 了 ezofs and JoHpz,1963 ]。 

ural changes) [D#@## X# ( chromo- 

some mutation ) ] ， 如 改 释 发 生 在 中 间 邵 

7. Bll BE 4E Ar a“ ee il ”(two-side arm 

bridges ) [ 图 74]， 在 过 种 情形 下 ， 在 后 

期 运动 (anaphase movement) 时 ， 中 和 节 近 

便 ( proximal) 区 域 受 到 伸张 ， 而 中 和 节 汗 倒 

(distal) 区 域 则 形成 十 字形 的 一 对 染色 体 

臂 。 党 种 形式 可 以 自然 发 生 ， 也 可 以 用 诱 缕 

剂 处 理 族 发 ， 此 种 现象 也 有 人 解释 坊 起 源 於 
局 邵 的 黏 著 效应 [“ BAR ” (point stick- 

iness ) |] 或 局 邵 染 色 体 复 叙 的 未 能 发 生 

[ “434 " (point errors)] 。 

pseudocompatibility @s40t+: [ =A 

性 (pseudofertility ) ] ， 受 精 作用 发 生 在 

特殊 环境 或 基因 型 中 。 在 正常 情形 下 ， 汪 箱 

受精 作用 受到 不 亲 和 性 ( incompatibility ) 

#e HIGIBAIL [| Darlington and Mather ， 
1949]. 

pseudccopulation BX : 某 些 随 花 授粉 作 
用 形式 之 一 ， 其 花 器 构造 与 雌 性 昆 僵 栋 相 类 - 
似 ， 雄 性 昆 熏 准备 交配 而 将 花粉 从 一 采花 找 
tt A—RTE~ 

pseudodominant {BAA :—> si tE(dominant)o 

pseudofertility (sa) et+ [East and Pa- 
rk» 1917] : = 4838 40+: (pseudocompa- 

tibility ) 。 

”pseudogamy §={B S44 [ Focke » 1881] :一 
个 雌性 配子 或 租 胞 受到 雄性 配子 或 配子 体 
(gametophyte) 的 刺激 ( stimulation ) [ 但 

非 受 精 作 用 (fertilization ) ] ， 烃 无 融 生 

殖 ( apomictic ) [ 哩 性 生殖 ( parthenoge- 

netic I MBA. MBRRITA ZARA 

HERBS HERR [ = HER A (gynogenesis)] 。 
pseudogonochoristic (BiH ERIFS : = 4,8 tt 

同体 (pseudohermaphroditic) 。 

pseudohaploid {GH (z#8[ Katayama » 
1935 ; Ivanov,» 1938] :OB#(ha- 

ploid) o 

pseudohermaphroditic ({BiMERI#E : ft ite 
RETR] BB AS IRE (pseudohermaphrodites);, 

仅 具 一 个 性 别 的 生殖 腺 (gonad) ， 但 其 生殖 

器 官 却 具 有 另 一 性 别 的 一 些 性 微 。 在 哺乳 动 

物 中 ， 由 生殖 腺 的 类 型 可 决定 其 坑 雄 性 或 雌 

性 。 雄 性 的 候 雌 雄 同 体 ， 内 具有 雌性 性 徽 ， 

(AHA BS. MEHR, HAA 
SRS (ovary) ， 但 由 於 峻 性 生殖 道 (genital 
tract) HRB. SBRE4AMH androgen) 

HVE, AiR BRED (phenotype). 

PLR HERER HAI. (IFA e AH (her- 

maphroditic ) Zils RAMEE 

RESABRRASHA, KLARA RS 

HZ. (ovotestis) 。 

pseudoheterosis (i 2tte(BSt [Dobzhansky» 

1952] : = ( & ) Hea (luxuriance ) 。 

pseudohomeotypic {8,7 IAla/ 5 22 [ Gustaf- 

sson» 1935] :@B@RAHB-KRRD 

2 [ OMRPR( meiosis )]> RHABR 

ARCH YEH [ 单价 体 (univalents) ] 

而 不 具 已 烃 配 对 的 二 价 体 (bivalents) . 

一 个 单价 体 的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s ) 在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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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I(anaphaseI ) 时 , 移 向 态 鱼 体 的 两 标 ， 

Ameo A Il beBR LR AR TR 

(mitosis ) > Bo—KRADAR IAB 
pseudoisochromosome /§/a) #2 78 [ Ca- 

Idecott and Smith» 1%2] : 由 於 二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somes ) 

的 相对 二 末端 发 生 相 互 (reciprocal) 易 位 

(translocation) ， 使 同一 染色 体 的 两 端 释 

成 同 源 性 。 在 减 数 分裂 时 ， 此 一 染色 体 的 两 

端 和 同 展 染色 体 (isochromosome ) —# 

相配 对 [染色 苯 配 对 (chromosome pairing)], 

可 是 中 和 节 郑 近 的 一 段 [“ 精 间 季 段 (inter- 

stitial segment ) ] 染色 体 沙 不 具 同 源 

性 (图 75 ) 。 
a a ce ae 

& a bic’ de’ ft g’' fr 

ee ¢°"d a ¥ 

b 2» «ff pfu tastixad’ o£)" am 

aS 

“OC @ 

@ 75 areca (3) 二 ime 
GitsSAa-HRR, OREN IHEAM 

EKBASB EB, OKHRDAK, BAF 
染色 体 的 二 端 自 相 配对 (internal pairing) 

pseudolinkage (S3ShIR# : OW fo: 性 (affi- 

nity ) 。 

pseudolysogenic {83838489 [ :区 and. 

Brodetr*y, 1%1 ]: MRS EMA 

RE WARS (carrier) 的 噬菌体 ， 在 许多 
例 中 ， VER —-KhHS BA (Oe Ft (tr- 

ansduction )] o 

pseudomeiosis (S721 39 [ Battaglia » 

1945] : DMR R (meiosis) o 

pseudomixis (SakQ [Winkler » 1908]: 

= (8, &#% (pseudogamy) 。 

pseudomonas (Hf: MR2Z—B. FH 

土壤 及 水 中 。 

pseudomonosomic 偶 单 染 体 [ Hiorth ， 

1948 ] : 它 蛙 染 体 (monosomic) 。 

pseudomonothallic (SHARKS [ Ahmad ， 

1954] :O 24S (heteromixis) 。 

pientnetiniiaiie (SSA : RK 两 个 以 

上 之 染色 体 因 黏 性 ( stickiness) 而 联合 

[ >a = 1h ( pseudobivalent) ] 而 不 是 
FH ald 3: @& (chromosome) 配对 与 交叉 形 

成 ( chiasma formation-) 所 产生 的 ， 此 与 

贰 正 多 价 笨 (multivalent ) 相反 的 。 

pseudo-overdominant 从 超 题 性: Oo 8 OR 

(overdominant) 。 

pseudopolarity ”从 极 性 : 拟 驴 的 遗传 极 性 
( genetic polarity ) 效果 东 非 由 於 影响 基 

因 功 能 因子 的 作用 。 极 性 可 能 由 於 突 构 而 影 

蹇 蛋白 质 与 蛋白 质 交 互 作用 时 酵素 活性 之 结 

果 。 

pseudopolyembryony ” 偶 多 胚 现 象 [ 工 ebe- 
gue » 1952] : 植物 多 胚 现 象 (polyembry- 

ony ) 之 产生 ， 傈 由 於 数 个 胚珠 { ovules ) 
之 人 融合， 珠 心 (nucellus) 的 分 裂 ， DUR ARK 

4 4 ile -F- (multicellular archespore) 

或 数 个 有 作用 的 大 孢子 (functional macro- 

spores ) 而 产生 数 个 胚 吉 (embryo sacs)。 

pseudopolyploid ” 偏 多 倍 体 [ Battaglia > 
1956 ] : “82 ” (pseudopolyploids) 

之 竹 胞 或 个 体 ， 其 染色 体 数 经 加 伪 或 加 至 更 

Efe, (AH thy | (genetic material) 

RAE eh Oe 2H ( pseudoan- 

euploid)], 2s FIR Z— 

产生 : 

1 断裂 众多 倍 性 (breakaye-pseudo- 

polyploidy) : 具有 多 中 和 区 (centromere) 的 

染色 体 ， 横 向 发 生 断 裂 (breakage) 。 在 有 

些 组 缕 中 具有 大 量 的 小 染色 体 而 在 另 一 些 租 

谷中 仍然 维持 原样 ， 其 染色 体 具 有 多 中 和 节 之 

构造 [ Q0oe ea (Ascaris) 7A, OM 

KM (nuclear differentiation) ] 。 

2 RAB St (agmato- pseudopoly- 

ploidy) : RARE PH (diffuse centro- 

mere) 之 染色 体 ， 横 向 断裂 后 之 小 片段 ， 可 

经 正常 之 有 科 分 裂 过 程 ， 仍 能 在 和 胞 中 存在 

MBAR, MBRAAB AER, FABRE 

BQ), MPABM. , 

3 融合 篇 多 倍 性 (fusion-pseudopoly- 

ploidy) “: RESRBTH BS HER, 8 
具有 中 和 节 活 动 ( centric activity ) 的 小 染 

色 体 融合 一 起 而 形成 杰 个 大 的 多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 polycentric chromosome ) ， 因 此 在 同 



一 分 类 内 形成 多 信和 体系 列 的 染色 体 数 [ 如 水 
ffi (Spirogyra) ] 。 

367 

4 Hit ROMS Mi ESBS 
v pseudopolyploidy due to differential 
polynemy) : AMBRE RRMMA, RE 

eR ee. [ 如 Thyanta 属 具 散 漫 中 

fii (diffuse centromeres) ], MRK B 

后 的 次 级 单位 (subunits) MB AH (re - 

duplication ) ， 亦 可 能 产生 芙 正 的 多 伪 性 

LABRAH DNA 数量 。 

pseudoreversion (BHA#R Oo KL Z 
(reversion) 。 

pseudosatellite (S@j29el Battaglia » 
1956 J : >#Z ti (satellite) . 

pseudoselectivity ({§i#/87+[ Sed! mayr ， 

1956] : 在 合子 (zygote ) PRGAHF, 

於 若干 合子 不 能 生存 ， 因 此 造成 配子 (game- 

tes ) 的 非 逢 机 融合 (nonrandom fusion )， 

一 般 邵 信 此 一 现象 可 能 是 选择 ( selective ) 

受精 ( fertilization ) 的 一 例 。 

pesudo-stemline {B$f22 Hughes » 1968 J: 

—{H# & (stemline) ， 其 模式 租 胞 只 能 以 

相同 之 染色 体 数 目 ， 而 不 能 以 它们 之 述 型 作 

坑 特 性 的 。 

pseudotrisomic “ 价 三 染 体 [Kxsn ，1973]: 

=x =H (doubletelotrisomic ) 。 

pseudotumor ‘{BiS% : 42-2 S8( Drosophila) 

heh, WaT eas et ¥ HA ( genotype ) 

-, —HRAMARSE—E VRE, 

2A“ BA” ZUR. DRREDBR MM, 

Ht GE ERA (hemocytes)}# RAR, 

再 经 黑色 素 (melanin) 将 其 染色 而 成 。 

pseudotype ##%/ [Choppin and Compans: 

1970] : 一 个 封套 的 RNA 病毒 和 与 由 不 同 群 

的 相似 病毒 参与 表 型 混合 (phenotypic mix- 

puff 

野生 型 表 型 (phenotype) 的 产生 不 是 由 於 一 
(Ei 5 AY + MER [ reversion (back 

mutation ) ] ， 而 是 由 於 一 个 郑 近 的 阻 遇 基 

因 (suppressor) 发 生 突 灵 所 致 。 (Caw 

% #44 (revertant ) ] 。 

psi factor psi 因子 : [Travers et al-> 
1970] : 组 菌 正 控 制 因子 的 任何 一 级， 其 假 

设 可 以 作坊 次 航 专 一 定子 (determinants)， 

WICH RNA 聚合 酶 (RNA polymerase ) 

之 全 酵素 (holoenzyme) ERB 2M 
单位 。 每 一 因子 对 某 一 级 有 专 一 性 。Psi 

子 受 低 分 子 量 之 效应 子 ( effector ) 所 调节 。 

蔚 提 供 一 正身 控 制 ， 使 和 菌 租 胞 对 环境 之 改 

释 立 刻 产 生 反 应 。 

P-site P - 位置 : 它 核 酶 得 ( ribosome )。 

32P suicide **P - GM: He DNA 中 放射 

磷 (radiophosphorus HF)» MM 

38 £75 7) ( inactivation ) 。 

PTC | mate mers BR (plasma throm- 

boplastin component) o 

2 #2 RRR (phenyl thiocarbamide) 
[C%4( taste blindness )] 。 

-pteridophytes 藏 类 植物 : MFA (ferns) 

ing ) 后， 表现 一 病毒 的 封套 抗原 与 另 一 病 - 
毒 的 基因 租 。 

pseudouridine (Bri : 它 稀有 和 氮 基 (rare 

bases)。 

pseudovirion SAB: 任何 病毒 的 被 圳 体 
(capid)， 含 有 DNA HRUE, MIRAE 
基因 租 或 它 的 一 邵 份 。 份 病毒 东 不 会 有 传染 
性 。 

Pseudowild-type 。 从 野 生 型 (Mitchell » 

Pittenger and Mitchell, 1952]: 

PRIA ( horsetails )» HMI (mosses) fH 

物 等 具 杂 管束 但 行 孢 子 生 殖 之 植物 。 

puff #8 (Bridges,1937]: EME 

(Diptera ) RAE X (giant) [ SRE 

( polyteny ) ] 染色 体 上 之 特殊 地 区 [OR 

 (bands)i] #4 Bye wie ( 图 76 ) ， 其 出 

现时 间 及 地 区 和 与 一 定 的 组 宦 有 特殊 连带 天 你 。 

PRARARRBR” RRR ” (puffing). 

RBZURAIE— BAA RKAA 

FR (outline) >» —THK ) RBH 

HRA EER ] BERET eH 

KH, LEAABRTMANBRE, RAK 

PRBS Ri: RRL HES 

BK, BRAY HEM Hh WILK [ Pe- 

lling» 1966], #REABRBBRBE 

FE (Balbiani rings) 。 

RBRRREBAEDHSEA LS 

ER, RNA ARIETER, RARE 

息 转移 的 旺盛 ([ M144 (genetic tran- 

scription ) ]. AMHRRSE AES EH 

的 RNA YRARAHMAHA (base ra- 

tio) ， 玻 脸 的 大 小 和 RNA 的 生产 量 成 正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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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 76 Chironomus tentans 唾液 腺 中 第 四 染色 体 (chromosome IV) MEE 
下 KBalbiani ring (BR) ] ， 显 示 不 同 程度 忠 县 之 形成 (a -cc )，d 如 在 巴 氏 刺 

H, RE RRM LAR CHA Clever,1965 ; 根据 Beermann, 1952) © 

在 统 用 形成 时 ， 可 能 由 於 巨 大 染色 体 在 固定 

地 区 内 发 生 超 额 DNA 合成 ， 而 使 横 带 区 发 
生 脱 大 现象 。 

一 个 横 带 所 具有 的 合成 能 力 可 能 是 由 螺 
旋 ( coiling ) RRM (ORG MRR 
(chromosome coiling)] ,而 DNA 的 性 弛 

及 其 与 RNA 合成 之 关 傈 ， ERIM 
" RH” PPS : 

1 ED & R88 (polyteny chromo- 

some) HH, SEMA IERR. 

2 FEMA) BA (lampbrush chromo- 

some), BRA HS “ HR ” - 

puffing ” 朴 肢 形成 ; OMAK (puff) 
pulse-chase experiment ”激动 -追踪 试验 : 将 
ABRAM BZA WIN AE ea 
抽出 物 ( cell extract ) 中 [激动 (pulse)]， 

SHR ( MAH). KERR MMA 

以 稀释 “ 热 "的 化 合 物 ， 在 激动 后 不 同期 问 

内 探 取样 品 以 探测 放射 标 革 化 合 物 在 代谢 过 

程 中 的 涂 径 [ BER (chase )] 。 

purebred ” 纯 种 : # thi # KX Ac (inbreeding) 

得 来 的 品系 。 

pure culture ME : EAH 

ABHR-BLAD. 

pure line 纯 系 [ Johannsen, 1903] :一 

{PERT HEA] H 43S (homozygous) 

RAR, MHA ( self fertilization ) 

所 得 之 人 后代。 或 坑 动 植物 中 和 烃 持 入 长 炙 的 近 

亲 交 配 (inbreeding) 所 得 的 高 度 自 交 系 

(inbred line ) ， 除 了 可 能 发 生 新 的 基因 突 

§#(gene mutation) 外 ， 一 个 纯 系 内 的 租 成 

份子， 应 具有 同样 的 基因 型 ( genotype ) ， 
背 且 所 有 的 等 位 基因 对 ( allele pairs) 应 

RP & #4} (homozygous) o 

Purine IZNS : FF ERE (nucleic acids ) 

中 的 一 种 有 机 和 握 基 。 

H 
| 
C、 NT76 3077 Sc —H 

H —~¢& 3c 一 

puromycin : j2MMmxs : 一 种 抗生素 ， 其 结构 

类 似 胺 酷 基 -tRNA ( aminoacyl- tRNA) 

He Be Rit FEL i RE FF (terminal ami- 

noacylated adenosine ) ， 因 此 在 蛋 自 

合成 过 程 中 ， 省 性 徽 素 可 以 加 入 正在 成 长 中 

¥ , 
t 
wy 

' 



1 

a 
办 
| 上 et 

SS 
HOCH， | 

| .0 
ce Dye 

\H H/| 
HCC H 

| 
HN OH 

9 HH “ihn 
HN 一 C 一 CH 一 C  \C—OCH, 

H ae C=C 
H H 

fy $ PERKS (polypeptide chain), IEEE 
+ 88H (ribosome ) 释放 此 一 尚未 完成 的 多 

胜 肽 链 ， 省 性 微 素 也 就 成 需 此 一 多 胜 肽 链 的 

FR Vin BE (residue) 。 

pycnosis figs : 当 租 胞 死亡 时 ， 租 胞 棚 省 和 缩 

成 紧密 染色 甚 台 的 一 块 。 

pycnotic fi#g : 安县 固 缩 (heteropycnotich)。 

pyrenoid #HHK( Schmitz» 1882 ] :在 

GH [KM (plastid) ] 中 一 种 特 化 的 
和 结构， 和 与 泪 粉 粒 的 合成 及 赃 藏 有 关 BS 

要 存在 於 某 些 藻类 ( algae ) 及 地 衣 ( liver- 

worts) 类 中 。 

pyridine atte, RRA : C,H, NARA AA 
之 一 种 ， 沸 点 115 C 。 

pyridoxal phosphate [LIZ RSAGEE : RIKER 

IRE ES (decarboxylating enzyme) 及 氮 

基 转 换 (tanasa minating enzyme) ff AZ Hi 

酶 (cb-enzyme). 

pe 

HO—C~ —CH,—OPO,H, 

CH,— SN 

pyridoxine A AZag : 维他命 Be(vitamin Be). 

pyrrole molecule 

CH,OH 
| 

Zn 
BOG iene 

CHy— CS CH 

pyriform 24k o 

pyrimidine #le ; MOAR: “ 存 於 极 酿 

(nucleic acids) 中 的 有 机 氨基 。 
H 
| 

N7®3C-H ° 
H-CRo 0-H 3 

pyrimidine cluster I#0E5[ Szybalski et 

al.» 1966] : DNA ATHMERSRETR, ial 

(FB RNA #85 (RNA polymerase) (9 ## 

武信 号 [ FE at h98-4% ( genetic transcrip- 

tion ) 开始 时 ] . —#R4R-+( operon) He 

9 BAR AL EAB #HT( promoter) 。 

pyrimidine dimer (@0¢—984): DNA eX 

KN. (UV radiation ) 照射 后 所 形成 的 化 合 

物 ， 两 个 胸腺 喀 喧 (thymine) 或 两 个 胞 喀 呢 

(cytosine ) 或 一 个 胸腺 喀 呢 及 一 个 胞 喀 啶 

FRE (residue) 如 在 一 个 多 极 苷 酸 股 (poly- 

nucleotide strand) 上 估 相 郑 位 革 ， € 

UV 照射 后 ， 二 喀 啶 形成 共 价 ( covalent ) 

结合 。[ BRR ( thymine 

dimer ) ] 。 

pyroninY “” 肖 若 宁 Y : 组 胞 化 学 ( cytoche- 

mistry) 中 常用 的 一 种 龄 性 染料 ， 在 二 克 分 

子 氢化 铁 及 P H 5.7 中 ， 江 若 宁 YY 仅 使 未 分 

解 的 RNA 染色 。 

pyrrole molecule = iki§4-f —-A 4am: 

RAPA ROR Aw > Be K 

(porphyrin) 7FH— BF o 



Qa 
q DARMRAE EHR (symbols used 

in human cytogenetics) 。 

Qi0 : RHE &R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GEA 10° CR, RERSBESE RZ 8 On 

[ 与 原始 速率 (initial rate) 的 比较 ] UR 
始 速 率 之 倍数 表示 之 。 

Qs :篇 一 个 RNA MRR (RNA phage) ， 

一 个 RNA #88 (RNA replicase) ## 

WIS BER TD REL 2K © 

Qos RBH : 以 每 毫克 (milligram ) E> 
每 小 时 吸入 千 分 之 毫升 (microlitres KF 

之 ，Qos 通 常用 以 计量 呼吸 率 。 

quadripolar spindle 四 极 芒 鳃 体 。 

quadrivalent 四 价 体 :一 个 具有 四 休 染 色 体 的 

多 价 体 (multivalent ) ， 四 人 条 染色 体 可 能 都 

FEF] REM (homologous) ， 如 在 同 源 多 

4% (autopolyploids ) 中 ; REHMSAR 

如 在 $423 GB #S(translocation heter- 

ozygotes (HRS . 

quadruple chromosome 四 分 染色 体 : 在 一 人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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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体 的 中 和 节 寻 位 将 八条 染色 分 体 (chroma- 
tids ) 拉 聚 在 一 起 [之 贷 分 染色 笨 (diplo- 

chromosome)]。 

quadruplex ”四 蜂 性 基因 租 合 [ Blakeslee» 

Belling and Farnham, 1923 ] :O# 

晒 性 基因 组 合 (nulliplex)。 | 

qualitative character 里 的 性 状 。 
quantasome 量子 小 体 [ Park and Pon ， 

1961 ] 

具 蒲 膜 的 局 圆 小 形 球 苯 ， 每 个 小 球 的 体积 和 钩 

#3 100x100— 200A, + 2,000,000, 
小 球 具 有 次 级 单位 (subunits)， 其 性 质 与 量 
F \BASHE . ZHAN REREH RE 

(lamellar ) 84 &3 AB (thylakoids)] 
联结 一 起 ， 由 有 蛋白质 或 蛋白 质 的 聚合 体 (ag- 

gregates) RAK. EMNBRREEREE 
子 转移 系统 (electron transport system) 

: #448 (chloroplast) PAB 

AMIPHHKD, CLERREKATEAH 
WEES LACE. HTB RR 

量子 小 体 阔 不 参与 光 膛 原 (photo -reductioq 

作用 ， 但 具有 需 Ca" RET ATP 酶 (ATP- 
ase) 活 力 ， 它们 可 能 祭 磷 酸化 作用 ( phos- 

phorylation) HmRYRA Ro 

quantitative character ”数量 性 状 : am 
$ &4% (quantitative inheritance ) 的 性 

KR: MtAR+AER, REESE. RAH 

DDT HHA, AMAR BE RMES. 

quantitative genetics Sas 。 

quantitative inheritance 数量 遗传 : 一 个 数量 

性 状 (quantitative character) A958 (4, 

人 由 若干 基因 的 累积 作用 所 控制 ， 每 个 基因 

只 能 产生 微小 的 效果 。 

quantum evolution 量子 演化 : ORL (evo- 

lution) o 

quarantine “检疫 : 由 於 传染 性 疾病 而 予 强 制 
15 Ba BE 

quartet U5;7af : | MR7R (meiosis) 肖 
enetipmesi io 一 四 分 于 

(tetrad)]s © 

2 AAU RUA (complex) » 

傈 由 两 个 互相 垂直 的 卵 裂 分 裂 ( cleavage 
division ) 所 产生 。 

quasibivalent 握 二 价 体 [ Ostergren and 

Vigfusson » 1953 ] :节食 二 便 检 (pseu- 

dobivalent) 。 

quasidiploid 援 二 倍 体 [五 sw ，1957 ] : 

f§2REBRER-BBRM. HEPA EZ 

#% # (aneuploid) LRA RE ( a 2n 
= E+ Kc 

quasi-linkage ”所 连锁 : 由 ee 
(meiosis) 时 ， 每 一 个 基因 座 的 非 同 源 染 色 ~ 

He Sh FREE BI [ > R407 (affinity) ]， 

ERS + SE PR ZA (non-homolog- 
ous markers) 的 偏向 发 生 。 

quasinormals 气 似 正常 : 它 致死 因子 (lethal 

fact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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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r: LOAM meh ASEH R (sample used 

in human cytogenetics) 。 

2 RAH: BE fir fe (roentgen)Z FH © 

Rabl-orientation  Rabi- 定向 : RARE Aim 

FUBMEIIA, RRRRA PAPA 

W. (PABBA REH ME ) ) 。 

race 族 ,小 种 : 是 物种 内 ( intraspecific ) 

的 一 个 等 级 ， 主 要 含 一 集团 ( population ) 

或 数 个 集 园 的 结合 体 。 由 於 具 有 独特 的 基因 

频率 (characteristic gene frequencies ) 

或 特殊 的 染色 体 构 造 ( features of chro- 

mosome structure)' 在 可 悦 定 的 亚 乔 (sub- 

species ) 或 物种 ( species ) 中， 可 以 对 某 

一 型 个 体 和 与 其 同类 的 个 体 加 以 区 别 。 小 种 和 与 

小 种 问 只 有 相对 的 ， 而 无 艳 对 的 差 屋 ， 亚 箱 
(subspecies ) 一 词 烃 常 与 族 或 小 种 ( race) 

通用 。 在 同一 种 中 , 小 种 与 小 种 问 可 以 交配 ， 

在 可 互 交 的 种 中 ， 如 各 小 种 估 有 不 同 地 理 区 
i, AURBR SHE ( allopatric ) ; MHA 

同一 地 区 则 称 坟 同 地 性 (sympatric). HR 

+E YG i # (isolation) 的 产生 ， 小 种 可 能 淮 

而 释 坊 不 同 的 种 [ 喀 物 种 形成 (speciation)] 

因此 也 形成 一 个 隔 廊 的 基因 库 (gene pool). 

地 理 小 种 (geographic races) : 在 一 

个 种 的 区 域内 ， 估 有 不 同 地 理 分 区 的 亚 重 

(subspecies) 。 

生态 小 种 、 (ecological races): FAY 

RB IE (selective eff- 
ect) ME+MIA)E(LOt+R® (ecoty- 

pe )J. | 
生理 小 种 (physiological races) :A 

有 特殊 生理 人 条 件 而 非 不 同 外 去 形态 的 小 种 。 

染色 体 小 种 (chromosomal races) : 

具有 不 同 染 色 体 构造 { 和 组 胞 型 (cytotype)] 或 

不 同 染 色 体 数 [倍数 型 (polyplotypes)] 的 小 种 。 

raceme 绩 状 花序 : 花序 之 一 种 ， 花 轴 (ra- 
chis ) 伸 长 ， 小 花 着 生 於 花 柄 ( pedicles ) 

b> SRZERRLAZIEABE, REM 

ZTE FERRI, DRO RURTERBR 

FISETEFF (panicle) 如 燕 变 ( oat), B 
(rice )» 3 (wheat), B2K( rye #0 

rachis {Ef : >#& (spike) « 

radiation sickness 

rad ”单位 轴 射 吸 和 人 量 。 

rad equivalent %& ( 放 ) 射 当量 Bridges, 

1974 ] : 在 推荐 之 用 量 下 ， 和 与 化 学 锈 池 剂 产 

生 相 同 效 果 的 裔 子 化 放射 剂量 。 

radiation ”辐射 : 径 由 空间 或 其 他 介质 ， 将 

能 量 以 波长 ( wave ) 的 形式 向 外 放射 (emi- 

ssion) fT (propagation) 。 一 般 所 请 辐 

射 ， 傈 指 电磁 (electromagnetic) 辐 射 ， 如 

ot $2 EE (radio waves)» €L+# (infrar- 

ed ) ， 可 见 光 (visible light) » HAR 

(ultraviolet) » X - 射线 (X-rays) 以 及 

ine St# (gamma rays)#, AMT E 
AL (ionizing particles) th BEEN ° 

radiation absorbed dose 辐射 吸 人 量 : 一 克 物 

Re ik 100 AK ( ergs ) 能 量 时 所 产生 的 辐 

射 量 。 
radiation chimera 辐 ( MX )H RAB: 一 个 
fe Z MRIZR (blood-forming) MR, 7EE 

AY tS aRi RBA Ce, HERA 

HRAGZE HPS EER (hemopoietic ) HAMA, 

f€ — (Ask (8 LAS BS RHE ( donor) BAAR 

照射 的 受 体 ( recipient). HRRBH RE 

系统 被 辐射 线 抑 制 ， 因 此 移植 细胞 的 增殖 是 

有 可 能 的 。 

radiation genetics “放射 遗传 学 。 

radiation-induced chromosomal aberration 4 

HisPR eB : TBH ( ionizing 

radiation) SKREABRAM StHeR, 

图 77 示 明 数 种 辐射 薄 致 染色 体 光 刁 的 来 源 及 

其 有 秋分 型 时 的 行 壤 ( mitotic behavior )， 

原始 断裂 位 翅 以 斜 和 绿 标 示 之 。 

radiation protective “ 辐 ( 放 ) HR: 能 保 

m@ DNA EMEA BR LHF UCRKHRE 
EBGBEHAR. KRRMEBEEAA 

‘DNA Em DNA ， 或 间接 阻 抑 因 辐 射 

AM RHA DNA RBA. RARRDNA 

45-4, % (DNA repair system), WH 

BBRHRR. ARAHHBHRBABH 

氨 (sulfhydryl) S¢@#Hi (disulphide ) 化 

BMRA SRE (amine group)\Al BERS 

(guanine group)» WAFER DNA 相互 

作用 。 

radiation sickness ”辐射 病 : 经 太子 辐射 (ion- 
izing radiation) 致死 剂量 照射 合 ， 其 症 

APS fr mS» Mot » BS > HIS. Rec. 



radical scavenger 

= 

Rte ie BR 2 AE RT 8 

| 更- 

AAS 
a 

BALA 色 1 ie 人 

@ 

B77 MMH AMES REI Ne HOME CHAK. Sax,1940, 
Genetics 25:41-68 : @NAH. Giles,1954 修正。 BB Radiation 

Biology vol. 

ABBE AIE Z PE ( median ) & 400 

至 500 rz ， 在 此 剂量 下 ， 体 内 增殖 组 胞 只 有 
0.5 % BI LCE HKD ( mitosis )， 

EER L, SMITE RHE, Br 

个 体 冰 不 立即 死亡 ， 具 有 高 度 有 入 分 裂 之 租 

BAETEC> MA (bone marrow PPK 

RAB ZER. HRC 2 RE DAR 

ts An DAS REE TT 7 RD BL FE SRE FF IE 

AMA MBAR, LARA ESRRPA 

+7 + BREE © 

radical scavenger i}7RE2 RA: — (ATH ve 
基 (free radicals) 有 高 度 梦 和 力 ， 如 在 辐 

SRSA. RRR RRA ER, 

DA i Ell PR BB ER 0 

radioactive decay M@NRA: 不 稳定 核子 的 
RTE DA, With? PeAMH BNR) 

JEF (photon) 

radioactive isotope ”放射 性 同位 素 ; RATR 
EDRF (nucleus) fH MALK (isotope ) ， 

RRB TEH ( ionization radiation ) 

LVBEAC. 

radioactive series ”辐射 系列 : 人 

| 716 (A. Hollaender ta# )) 。 

TRB BRMR Ke FAA SARE 

HRT R ik o 

radioactivity ”辐射 作用 : 某 些 核子 可 自然 分 

裂 ， 冰 放射 一 种 或 多 种 射线 如 a - 颗粒 (al- 

pha particles), 6- 颗粒 (beta particles ) 

及 T -光子 (gamma photons ) 等 。 

radioautograph ”放射 自动 摄影 : 一 张 照片 可 
以 是 示 租 答 中 放射 物质 所 在 的 位 填 ， 将 含有 

BH wy BA BBB RE (squash prepa- 

ration) RMROURRRICARIA Ria FL 

BB» HRM (decay radiation) # 
感光 片上 留 下 印象 ， 再 予以 显影 及 定 影 ， 此 

SEER EH BRE» 

radiobiology ”放射 生物 加 : 生物 学 的 一 个 分 
枝 ， 研 究 讨 论 辐 射 对 生物 系 杭 所 产生 的 效果 。 

radiograph ”放射 摄影 : 万 子 放射 在 感光 和 乳剂 

上 留 下 影像 ， 放 射线 对 不 同 被 摄影 目标 有 不 

同 穿 透 程度 因而 留 下 深 斌 不 同 影像 ， 胸 邵 
X - 光照 片 即 坑 放 射 播 影 的 一 种 。 

radioisotope ”放射 同位 素 : 有 放射 性 之 同位 
元 素 。 
radiological survey ”放射 税 察 : 在 一 定 休 件 下 , 

War aigo 



检 计 秽 察 放 射 物质 或 其 他 放射 来 源 之 生产 ， 
应 用 及 有 和 无 危害 之 存在 或 发 生意 外 之 可 能 。 

radiomimetic #79329) [ Dustin » 1947]: 

某 些 药剂 [ 烷 化 剂 (alkylating agents ) 含 
典型 代表 ] 在 生物 系统 中 ， 可 模 气 由 了 崩 子 辐 

St (ionizing radiation) 族 亲 所 产生 最 重要 

BRA, BZAA( gene ) 及 染色 苯 

(chromosome) R##EAN> ABE B(ca- 

rinostatic ) 及 致癌 效应 ( carcinogenic 

effects ) > MEARE FRMRTH 

[ RRRA(depolymerize )] ，“ 所 放射 
$875)" (.radiomimetics ) 之 广义 定义 则 泛 

指 所 有 可 以 诱发 基因 及 染色 体 突 每 之 化 学 共 

Al. 

radioresistance ”放射 抗力 : Mik. AR. & 

BREMBE, HAKHSSHAARD. Wl 

MOS ARM (ultraviolet resistant 

bacteria) JHUVBRZMRERAER 

( thymine dimer ) 自 其 本 身 DNA 上 切除 。 

radiotraces ”放射 追踪 剂 : 它 放 射 同位 闽 (ra- 

dioactive isotope) ， 标 读 性 化 合 物 (1a - 

beled compound) 。 

random assortment 省 机 分 配 : 它 分 配 (as- 
sortment) 。 

random fixation ”省 机 固定 [Wright » 1931): 

FRET ORAS RR. —BHB(popu- 

lation) #, WMS@EZA (alleles) 中 的 

一 个 完全 圳 失 而 另 一 个 等 位 基因 的 频率 乃 高 

过 100 % [OA BR#( gene frequency; 
MPFR ( genetic drift )] 。 活 机 固定 能 

否 在 一 个 集团 中 发 生 ， 由 集 贺 中 可 交配 个 体 

BR, SMBAMH RFI (selective value ), 
RM FD (mutation pressure) 以 及 基因 流 

动 (gene flow) 等 等 的 相互 关 傈 所 决定 。 

random genetic drift 省 机 遗传 漂 变 : on 18 
漂 委 (genetic drift). 

_Fandonssolation She we 

random mating i243¢Ac : 某 一 性 别 (sex) — 
AE. ACS5SHRAaRHANH Bi 

( opposite sex) 中 的 任何 一 个 个 体 相 交配 

(mating) 。 

random mating population ”省 楼 交 配 集团 : 
> Rae (random mating), 

random sample ”省 机 取样 : 从 一 个 集团 中 活 

RC particle 

机 探 取 样品 。 在 此 一 取样 方法 中 ， 一 个 集 贺 

中 的 全 各 个 体 都 有 相等 的 机 会 被 抽取 仿 样 品 

(sample) 。 
random X-inactivation  X- 染 色 体 省 机 失 活 : 

> Lyon 学 说 (Lyon hypothesis), X #€, 

#2 (X-chromosome) o 

range 5H) fe. 

Raphanobrassica #€# :KarpechenkoK UE 

葡 (Raphanus Sativus) ®H& (Brassica 

Oleracca) TR PIGA+RAHRZECER 

( allotetraploid ) [O3& 34 (allo- 

ploid)]. 
rapid lysis mutant j#jS22 BH. 

rapidly reannealing DNA 迅速 退 热 DNA : 

¢ #DNA (repetitions DNA). 

rapidly reassociating DNA “迅速 车 合 DNA : 

€ #.DNA (repetitions DNA). 

rare bases fF Ri: 43H RNA (trans- 

‘fer RNA) PHRZAHE (purine) 及 

IME ( pyrimidine ) % HBIAR (nucleosi-. 

de phosphate) > @44 : BRE (ribo- 

thymidine ) » 5 - 6 —@ RBH (5-6 di- 

hydrouridine)» 5 - @MBKI€ (5-ribo- 

syluracid)( i tR& F(pseudrouridione)] 

REAR (inosine ) 1 - PH-KEK(1-me- 

thyl-inosine ) 1 - P#—-BMBEH (1- 

methyl-guanosine)|J & N* -—FPRAR 

KH ( N*-dimethyl- guanosine ) [ Ai 

78] 。 

rategene ;R# RA [ Goldschmidt » 1917]: 
控制 某 发 育 过 程 速 率 的 基因 。 

rate of disintegration ”同化 率 : 在 任何 世代 中 ， 
Re BRGe (mating) MRAKRAY (he- 

terozygosity ) 之 速率 。 

ratinciine- [ripe : 某 些 基因 型 (geno- 

types ) 频率 中 的 一 个 渐变 娠 (cline) [ 有 

些 具有 遗传 多 态 性 (genetic polymorphism) 

ARR, BRA awe FAA HF (ge- 

notype frequency)» 1 PimmHEt BK 

梳 的 特性 ] 。 

RBC “红血球 : 红血球 租 胞 (red blood cell) 

的 简写 。 
RC particle RCFAWH [Nakada ， Anderson 

and Magasanik, 1964] : RSE RE 

体 颗 粒 [” MMW” (relaxed pactic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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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Oo 

H CH H : CH H sa: | 3 3 

f be eee RA une 有 a a Aa Nf 

baibeetiy iiseabeky dobuk yooh caah a: 
fi LN yo WaT: aN 7% 7\ 7™\ 

H N N H N N OO N H O N H 

\ \ Fe | 
核 本 核 栈 核 栈 ef 

RK 1- PFEXHEK 胸腺 核 苷 Eee RK EF 

O i \ H CH, are, 

i: oN te 2 Vs AN C—OH 

eee ke i came 5a 下 
TIRE ee pe PARES 

N Ni : N 1 

cH 校 栈 im i 

N?-— FERRE 1-PRAREE 5,6 一 二 氢 尿 核 苷 
.图 78 七 种 称 有 氨基 之 化 学 精 构 式 。 

两 个 主要 次 单位 (subunits ) 具有 沈 积 傈 数 

BISSRGES> EPRABESRBSHE 

#86 RNA (ribosomal RNA)， 加 上 和 蛋白 质 

合 可 过 正常 术 柄 体 合 量 的 三 分 之 二 。R C 颗 

粒 人 由 需要 甲 破 胺 酸 (methionine) ABH 

菌 (Escherichia coli) & “Kitt” ( re - 

laxed) RBS, LRT PRERBRE+. 

r DNA: & &@® DNA (ribosomal DNA) 

之 简写 。 
rDNA amplification rDNA 扩大 作用 : ORM 

#L DNA (ribosomal DNA); 基因 撤 大 作用 

(gene amplification) 。 

rDNA compensation r DNA 补偿 作用 [Tec- 

rtof ，1971] : RREb, BRB DNA 含量 

Ba $5 — HR LE (nucleolus) MMF (or- 

ganizers ) 数目 上 不 成 对 比 [ 整个 XO HER 

DNAZ rDNA 含量 高 於 XX MRE DNA 之 

rDNA 含量 ] rDNA KE Hm A 

而 来 ， 径 过 一 个 世代 人 后， 在 XO MERRIE 

KRBBEH DNA > BREBRCBRBAA 

加 。 

rDNA magnification rDNA 放大 复 像 品 [LRi - 

tossa» 1968 ] : >4&& MH DNA (riboso- 

malDNA), ABKAMR vo(gene magnifi- 

cation) 。 

BIE S rDNA SAR Bae rDNA 

R-duction R - 传导 : BHF (Entero- 
bacteriaceae) MRF, HA—BAERE 

Ai+ (resistance transfer factor ) 的 介 

A» Mi RIE 3 (extrachromosomal) 

5 S64: (drug resistance) 基 因 的 转移 。 

reaction norm = 反 麻 规范 [Woltereck » 

1909 ] : 某 一 特殊 的 个 体 基 因 型 ( idiotype) 

[ REBR IFRAME F (hereditary 

determinants) Pr AM 1#42 & (genetic in- 
formation ) HMA] 或 一 特殊 基因 型 (ge- 
notype )( E#@ BAF Bie Bis BRA] 

PR ARBRE (phenotypic reactions) 的 

规范 。 此 一 规范 显示 在 个 体 基 因 型 及 基因 型 

在 人 受到 环境 影响 后 所 产生 表 型 的 种 类 上 。 

reactivation ”复活 化 作用 : 复活 化 作用 (re- 
activation 或 recovery)j 保 指 径 革 一 物理 

( 辐射 ) 或 化 学 处 理 后 ， 产 生 非 致死 (non- 

lethal) RJERMR (nonmutagenic) 的 

效果 ， 但 同一 生物 系 态 在 不 同 环境 下 由 是 项 

i BBR BER RBBB [OKA 

( restoration ); 光 再 活化 作用 (photore- 

activation ) ; 寄主 细胞 后 活化 作用 (host- 

cell reactivation ) ; 业 外 缚 复活 化 作用 

(UV reactivation) ; MRAM 

Fil (catalase reactivation ) ; MRR 

化 作用 ( multiplicity reactivation ) ;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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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复活 化 作用 (cross reactivation) ]。 

reactor fre MR : TERRA 1AM (indu- 

ction) BAR, HR—BRM (inductor 

或 evocator ] 之 作用 发 生 反 应 的 一 群 牡 胞 

BRR EM» 

read through a@Hi [ Reznikoff » 1969 并 

38 (ABR (genefic transcriptiomj 的 一 种 ， 

使 一 操纵 子 (operon) 的 RNA ARM» FEA 

一 操 绪 子 之 起 始 位 置 上 开始 [LORRT ES 

(operon fusion) ] 。 

reading frame mutation ”阅读 框 构 突变 [Cr- 

ick» Barnett» Brenner and Watts - 

Tobin» 1961] :在 DNA 中 ， 由 於 一 个 核 

}M# (nucleotide) 或 一 小 群 核 苷 酸 ( 不 是 

“3 ”的 倍数 ) 的 加 入 (addition) 或 缺失 

而 生 基因 突变 (gene mutation) Bishi ME 

@2e (HI), BERS [ = 框 构 转 

% RM (frame shift mutationNA RRS 

(sign mutations) ] cat 1§F% (ge- 

GACTATCGZGAACATCACGAT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a 

a 

a eee) os 一 一 10 一 本 BO ew ee? F- 

GACATCEAACATCACEAT 

--{7FHEH eH eH eH et -- eS ee ee ee ee Oe ee | 

rs. 

c 

BACATGCGACACATCACGAT 
a Seo See te 
aes fests HsHe}-- 
M79 hy “MEESTER S RHE 
RMRtEBE, @DNA 中 正常 的 核 苷 酸 顺 序 〔 图 
解 中 仅 显 示 二 互补 链 (complementary stands) 
中 的 一 根 ]， 此 一 DNA 具 有 信息 以 控制 一 个 有 作 
用 的 多 胜 肽 甸 中 ， 胺 基 酸 的 顺序 〔 在 图解 中 ， 各 
腔 基 酸 用 数字 1 、2 、3 等 概 示 ， 每 一 腕 基 酸 由 
三 个 核 苷 酸 所 决定 ] . DHY—-BKEMC ae 
BE (cytosine) =C ] MMA, Rime BRE 
RIS REF SHRKMRAREDED CAE 
RARER AERATN). (c 由 於 一 个 核 苷 酸 
CHO RRMERE (thymine)= T) 的 缺失 而 形成 另 一 
GKERIBF. MEO 及 (@O 二 顺序 中 ， 搬 入 及 缺 

,和 疼 二 点 之 问 发 生 泪 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 

nation) r.s.=recombination site( 重组 位 
置 ) ] ， 正 确 的 昌 蔬 框 构 顺 序 既 部 分 恢复 。 

recapitulation 

netic code) &1##4%(genetic transcrip- 

tion) 的 起 始点 ， 因 而 使 产生 的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FEA Ak bd [ Ost 

4 #82% (genetic translation) ] FF, THER 

EA DNA BRA A BARA SH “ RB” ( mis- 

在 此 情形 下 所 产生 的 多 胜 肽 链 (po- 

lypeptide ) ， 亦 具有 不 同 ( 失常 ) 的 胺 基 
酸 有 顺序 ， 如 在 插入 点 [ RRB DNA ( nuc- 

leotide addition ) ] 附近 , 发 生 氨 基 人 缺失 ， 
则 除 插入 及 缺失 两 点 之 问 的 一 段 外 ， 其 余 邵 

份 的 天 恤 框 构 恢 复 正常 顺序 ， 所 产生 的 和 蛋白 

BRD RRER DERE, 大 多 属於 正常 ， 

因此 也 具有 邵 份 酵素 活力 (图 79 ) 。 

MERA IUGR. ( +) 型 及 

( - ) 型 ， 一 般 情况 下 (+ ) 型 产生 野生 型 
(wild type) 以 及 与 ( - ) 型 重组 后 的 众 野 

生 型 (pseudowild-typej( + 一 ) 。 同 一 符 

号 的 突 靠 体 只 产生 野生 型 的 重组 体 (recom- 

binants) 。 上 项 现象 的 解释 信和 蛋 白质 中 有 一 

段 非 属 紧要 的 区 域 ， 与 此 相关 的 一 明 DNA 

中 如 发 生 一 个 氨基 的 缺失 ， 可 被 卷 近 地 区 发 

生 的 氨基 插 大 所 竺 正 ， 因 此 也 料 正 mRNA 中 
RHEE. HERP RM EE TRE. 

FF AT (codon), AKA BRE LORE 

突变 (polarity mutation) ] 。 

feP—HSR FARR MERLE 

MEBtEE- ARAN. KR — RMA Rt 

的 顺序 而 决定 其 表 型 [ ORER T, HB ( phage 

T,) J]. MMAR ( 一 士 ) ABUT 

“AH” (shifts to the right) ， 通 常 

产生 野生 型 或 偷 妓 生 型 。 而 (+-- ) 租 合 

( 左 移 型 ) ， 则 使 基因 ( SRR) AA 

活力 。 因 和 坑 由 於 框 构 转 移 而 产生 不 能 接受 ” 

(unacceptable )f5 =k (triplet). ABI 

无 意义 三 联 码 阔 阻止 基因 发 生 作用 ， = 

BERRA FaHms RE 。 

reading frame shift 阅读 框 构 转 移 : OM HE 
构 突变 (reading frame mutation) 。 

reading mistake “阅读 错误 :在 蛋白 质 合 成 时 ， 
钳 愤 的 胺 基 酸 残 基 (amino acid residue ) 

加 入 了 多 胜 肤 链 。 

rearrangement HF: PAIRS 
[Ox eM X #(chromosome mutation) Jo 

recapitulation ”重演 说 [ Kiel meyer » 1793): 

ct — BRIM AB Ze 1 HR ( ontogeny ) FF, 

read ) o 



rec-assay 

15 AGB TH (stages) ， 每 一 时 期 与 
某 一 假想 中 租 先 的 成 体 (adult ) 相 类 似 。 简 

言 之 ， 亦 即 生物 体 在 其 发 生 史 中 重演 其 演化 
的 过 程 [ 种 系 发 生 ( phylogeny )] 。 

rec-assay ”重组 检定 [ Kada et al- ，1970] : 
利用 缺少 重组 (rec-) 之 帮 菌 系 ( strain ) ， 
fFRCS RBA (mutagens) HMHBAK. 

322 EH MER HE. AHEES 

DNA 上 的 化 学 伤害 .[ ODNA 修复 ( DNA 
repair ) ] 。 能 使 缺少 重组 和 上 胞 (rec-) 
之 增加 和 致死 作用 超过 重组 灶 胞 (rect+) 的 蔡 者 |， 

亦 能 使 DNA 损伤 。 在 极 短 时 间 内 ， 重 组 检 
Fe BD HE fii 8 Hi 1h BS BT KEE 

rec-dependent repair 484575 [Harm ， 

1968 ] : = $4864 (recombination re- 

pair) 。 

receptive hypha ‘S#A%-o 

recessive PETE (Mendel, 1865] : BSB 

传 所 控制 的 性 状 (characters) 或 等 位 基因 

( alleles )， 隐 性 等 位 基因 在 同 质 和 结合 状态 

(homozygous) Fy 7") 4ERA (phenotype) 

RARER, Htt (dominant ) 性 状 及 等 位 

基因 则 和 与 此 相反 。 如 交配 两 个 各 具 显 性 及 隐 
性 等 位 基因 的 后 同 质 结合 (homozygous ) [ 纯 

育 (pure breeding) ] 品系 (strain)， 此 二 

品系 [LAAxaa ] ， 在 一 代 杂 交 种 [ first 

filial geneation (F,) ] 中 ， 隐 人 性 性状 

不 能 玫 现 ， 但 在 下 一 代 杂 交 和 后 代 CF.) 中 ， 

AUS Z—ARERD. 

如 一 个 基因 在 与 质 和 结合 基因 型 (hetero - 

zygous genotype ) 时 不 能 在 麦 型 上 显示 其 

存在 ， 是 称 ” 隐 性 现象 ”(recessivity) ， 

RANA MR * BERR” (dominance) 。 

reciprocal ”反复 相互 [Mezder » 1865]: 
1 反复 交配 (reciprocal crosses) ”第 二 

个 交配 (cross)[A? xB3] 和 与 第 一 个 交配 

[B9? xAas] 相 类 仅仅 新 本 [ 雌 、 雄 配子 

(gametes) 之 来 源 ] 之 性 别 互 换 。 

2 反复 交叉 (reciprocal chiasmata) : 
在 两 条 染 色 分 体 (chromatids) 中 发 生 的 两 

个 交叉 现象 ( chiasmata )[ = Swarm 

(two strand double crossing-over) ] © 

3 反复 重 租 (reciprocal recombina- _ 
tions) : 经 由 互 换 作 用 (crossing over) # 

传 重 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而 生 的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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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binant 

AHS © 

4 相互 易 位 (reciprocal transloca- 

tion) : 两 个 染色 体 (chromosomes)， 染 色 

分 体 (chromatids) 或 亚 染色 分 体 (sub - 

chromatids) 问 的 一 段 互 相交 换 。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相互 易 位 : OF 4% 

(translocation) . | 

reciprocity law “反比 定律 。 

rec-mutant rec- 888 : 一 群 具 有 重组 (re- 

combination ) PREAR FE, je HEE RS th, 

HHH. HILAL D AT 

{FE FA (crossing over) 的 自然 情况 下 ， 控 

制 染 色 分 体 断 裂 (breakage) 以 及 再 联合 

(rejoining) HBR HeeAH Hal 

(mutagen) 所 造成 的 伤害 。 

recognition marks “识别 标 访 。 

recombinagenic “重组 诱发 刊 [ Holliday» 
1963 ] : 指 可 以 增加 遗 傅 重 组 (genetic re- 

combination) MRAl( agents )[ “BM 

282M ” (recombinagens) ] 及 程序 (pro- 

cess)。 

chromosomal) 及 同 染 色 体 内 (intrachro- 
mosomal)[##H & # (crossing-over) 或 基 

因 转 朗 (conversion ) ] 送 傅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 后 所 生 的 任何 个 体 或 租 胞 

BREMAE. E-BREA SeBH RS 

数 与 整个 后 代数 目的 比率 称 坊 ”重组 比例 ” 

(recombinant proportion) 或 ” 重组 分 数 “ 

(recombinant fraction) 。 

recombinase 4848 [ Kozinski et al 

1967 ] : 与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 

tion) ABRHTEMMR. Mes iat Le 

介入 单 股 的 断 烈 。 在 重组 后 能 修复 单 股 断 列 
之 酵素 性 之 修复 酶 (rephirase) © : 

recombination ”重组 作用 [Bridges and — 

Morgan » 1923 ] : DRAMA 

EAR Ag at 18 SF (hereditary determin- 

ants) [ 基因 (genes) ] 使 其 在 和 胞 或 个 体 
中 [ 重组 体 ( recombinants ) ] 重新 组 合 的 

过 程 称 信 重 组 作用 lLOme ee (genetic 

recombination ) ] 。 

recombination classes 重组 级 [ Bridges and 

Morgan » 1923 ] : 由 交换 作用 产生 的 重组 

#8 (recombinant) 配 子 的 型 式 。 PA a A el 

重组 体 : KH YE Bil(inter- 

— -s: —— sw 

4 

! 
; 
本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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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7 fr) 7E aS ESA Sie EL AB/AB 及 

ab/ab],#H F, 和 后代 经 交换 (crossing- 

over) 后 所 产生 的 配子 (gametes) 有 四 种 : 

AB，ab，Ab 及 aB ;其 中 Ab 及 aB 人 代表 

“重组 级 (recombination classes) KH 

AR B—3AE ( loci ) MRAP 

产生 。 

recombinationrdefective ”重组 缺陷 : Bem 
物 的 突 疼 体 ， 能 减少 减 数 分 型 的 交换 (cros- 

sing over ) 频率 ， 或 改 于 交换 的 分 作 ， 或 

二 者 此 受到 改 丢 。 

recombination-deficient ”重组 缺失 [CarR 

and Margulies» 1965 ] : fiz 2eseHe 

[ rec”) 在 适当 的 交配 中 ， 不 有 具 形 成 重组 体 

(recombinants ) MAE» SN RMAMKmu- 

tagens) @ RBUS> ie MMSE He A 

(genetic recombination) 过 程 中 ， 有 一 或 

多 个 步 屿 不 能 有 催化 作用 ( catalysis ) 。 

recombination error 重组 错误 [ Kondor et 

al., 1970] : 由 於 自然 重组 ， 直 接 或 间接 

而 引起 的 DNA 俐 害 ， 造 成 氨基 冒 换 (base 

substitution.) ZMMHRB Eo AMR DNA 

ASB. RBH, SR HSH 
Z BAM Skee LOS MH (replica- 

tion error ) ; €# KF 4 (post-replica- 

tion repair ) ; @484$4% (recombination 

repair )]o 

recombination fraction ”重组 分 数 : OH 

率 (recombination frequency) 。 

recombination frequency ”重组 频率 : 重组 条 
( recombinants )[ BARBRE XR (cro- 

ssing-over) il #442 @ (reciprocal) it (# 

$48 (genetic recombination )] ZR, 

被 后 代 个 体 ( 或 配偶 子 ) 之 煽 数 除 ， 所 得 即 

REBAR. EH )HREABERS, Wx 

#&(multiple crossovers) {A#74 RKRRE 

% ( SET interference )], BAR 
率 [= BMPR (recombination fraction)] 

SiS ZEB (crossover value)[ RRS 

Mee 32M (map distance) ]. BRHAA 

( genetic markers) HEIFERS Ink}, BMH 

率 与 交换 值 不 再 相等 。 

recombination gene ”重组 基因 [Smith ， 
1966 ] : 篇 任何 控制 遗 傅 重 组 (genetic re- 

combination) [ 等 位 及 (或 ) 非 等 位 基因 

recombination repair 

(allelic and nonallelic) 问 重 和 组 ] 的 基因 

(gene ) [ 等 位 基因 ( allele ) ] 。 过 些 基 

因 可 能 决定 一 个 酵素 的 结构 ， 而 过 个 酵素 对 

引发 遗传 重组 的 某 一 现象 有 催化 作用 ， 重 租 

基因 也 可 能 决定 一 个 调节 物质 (regulatory 

substance ) 的 构造 [OPCMARM (re- 

combinagenic) ] 。 

recombination index ”重组 指数 [Dar1ixgt- 

on> 1939] : 由 配子 [ 单 合体 (haploid) J 

Ay Pees [ REI (AES (bivalents) 数 ] 

以 及 每 个 糊 胞 核 内 交叉 (chiasmata) 之 平均 
Riis. BARRRA RAH ABED 

(eukaryotes) MRPZIRE, MHAzR 

(crossing-over) il £4 #1# € 48 (genetic 

recombination ) HAE. BABR AN 

aR SISA ( flexibility ) 亦 随 之 提高 ， 反 

之 ， 低 重组 指数 则 增加 送 合 度 (fitness ) 。 

recombination proficient “重组 者 : 能 完成 重 

和 组 ( 符号 rect) 之 基因 型 ， 与 缺少 重 租 

(rec-) MH AR ° 

recombination repair ”重组 修复 [Howard- 
Flanders et al.»1966 ] : 一 个 瞳 期 修复 

(dark repair) @#. HMA DNA FF 
HHA FARRSDNA & MRM 

於 子 DNA 股 未 配对 损伤 相对 之 间隙 。 [ 见 
图 80 ] 。 重 和 组 修复 (CO MRKREH ( post 

a BS RE Oe 

图 80 RHCACER: | RNRSAD 
DNA 的 一 部 份 ， 它 的 子 股 ( Ma) eR 
ADNA ( Me) 之 相对 损伤 位 置 产生 间 
障 。2 在 第 一 次 捐 伤 位 置 姊 妹 股 的 交换 和 
BON, BG EL) bb ka RAK Te tt 
3 BRR (isomerization) 

RAR. A: KRRPREF SHRARAAR 
本 股 之 互 换 。 B:RBSBRARZER, 
使 捐 伤 部 分 互 换 至 子 股 上 。 ( HA Ra- 
dding and MeselsonRi HE Ganesan, 
1974 ). 



recombination system 

replication repair ) ] 与 切除 修 夜 (exci- 

sion repair) 是 DNA 修复 的 互补 机 制 。 重 

HERBEBRERB KAI DRERARD 
及 的 DNA AB ABEL FE. WHE 

造成 致死 伤害 ， 如 同 DNA 人 双 股 的 断裂 。 重 

和 组 饰 复 能 增进 及 调节 突 李 之 发 生 ， 亦 即 是 一 

个 钳 贰 之 过 程 。 在 重 租 修 复 内 突 沟 体 的 缺失 

SRS BAM RM él [ > Sts K(recom- 

bination-deficient) ] 。 
recombination system ”重组 系统 Carson ， 

1957 ] : 调节 及 控制 遗 傅 重组 (genetic re- 

combination ) 过 程 所 有 因素 的 煽 和 称 俘 重 

租 系统 ; 重组 系统 能 限制 重组 体 的 型 式 及 频 

KR, CRNAMRRBRH Et. ERAAL 

PRB ARED, BRRSA=BLER A 

的 影响 : Hw Ai(crossing-over), EM 

RBA PH BBR RET EE TH 

URESRA PA THERA RE 

物 如 具有 高 度 减 数 分 裂 重组， 亦 必 具有 高 频 

率 的 交换 作用 ， 多 数 染 色 体 以 及 高 程度 的 性 

rae SI (outbreeding) 与 低 的 交换 作用 频率 

之 生物 相反 ， 其 含 染色 体 数 较 少 . LR LR 

繁殖 (inbreeding) 的 。 

根据 某 个 物种 的 繁殖 方法 及 染色 体 行 入 

(chromosome behavior) » BB+ Hi 

Fee) BAK ( open) ， 稍 有 限制 (rela- 

tively restricted ) 或 关闭 (closed ) 等 

%i [ Carson» 1957]. 

1 关闭 重组 系统 (closed recombination 

system) : 通常 篇 无 性 繁殖 ， 如 强制 (obli - 

gate) Mat WM (apomixis), MBRHK 

RAH X # ( mutation )R A H> # (auto- 

segregation ) 而 来 。 

2 限制 重组 系统 (restricted recom- 
bination system) : 对 於 新 基因 粗 合 (com- 

bination ) [ HA (recombinants ) ] 的 

HRB AK, ALIEN) BBR 。 

3 开放 重组 系统 《open recombination 

system) : 不 具 任何 隐 矶 ， 因 此 对 新 基因 型 

(genotype) 的 数目 及 箔 畦 大 小 均 天 节制 ， 

ELEM RT AMR AH Ho 
EMM? BHBASARA (Grant, 

1958 ] : 

L 在 单位 时 间 内 控制 重 租 量 的 因素 。 

2 在 同一 世代 ( generation) 中 ，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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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 

reduction 

BARBHARRISR: 

ARR SARE ADA, mea 

数 ， 交 换 作 用 频率 ， 不 答 性 之 障碍 等 。 

在 爸 精 作用 时 的 因素 ， 如 繁殖 方式 

(breeding system)» RBA pollina- 

tion-system)> TERM MHI (dispersal 

potential ) 集 园 大 小 (population size), 

3X ic BA BE (crossability barriers) 以 及 外 

Fe 5 Bs BES ll ( external isolating mech- 

anism ) 等 。 

recombinogenic ”重组 试 草 | : 能 诱发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之 试剂 。 所 有 之 

基因 诱 亡 得 均 可 能 坑 有 效 之 重 粗 试剂 。 

交换 子 [ Benzer ， 1957 ] : 交换 子 
是 最 小 可 交换 的 (exchangeable) 单位 [ 相 
当 於 一 个 DNA BHR ( nucleotide ) ] ， 

交换 子 不 能 被 基 因 内 重组 (intragenic re- 
combination)[ & @1# @ 48 ( genetic re - 

combination)] #7. (VKH Rehm 

结构 分 析 (genetic fine structure analy- 

sis ) fxm,» DDE at1h4y W(genetic ma- 

terial ) [ MEM +F(cistron)» K¥F 

(muton) , #4LF#S DNA 学 说 (polaron 

hybrid DNA hypothesis) 等 ] ABR 

列 (linear array) 的 突变 位 置 (mutatic- 

nal sites) 而 测 得 交换 子 的 存在 。 

recovery ”恢复 : 生物 内 人 受 物理 或 化 学 试剂 之 

AG HEB DNA ZHA® ), 但 在 移 除 或 阻 

过 此 种 损伤 后， 能 纲 楼 太 生 存 之 能 力 。 [> 

再 起 始 恢复 (reinitiation recovery) | 。 

recurrence risk RR: A MSE? 

某 一 妇女 的 第 一 个 子女 如 具有 某 种 遗传 性 状 ， 

再 德 孚 上 时， 同一 性 状 出 现 的 机 率 ， 称 坊 重 现 

机 率 。 
recurrent parent 轮班 亲本 : 在 回 交 (back- 
cross) 中 ， 和 被 用 来 与 第 一 代 以 及 以 后 各 代 交 

RHBRABMBRA, HR-RANBRIM 

191A (nonrecurrent parent)。 

reductase jR/R AS: 在 一 氧化 一 有 还原 ( oxi- 

dation-reduction) 反应 中 ， 促 成 还 原作 用 

的 酵素 。 

RM (Weismann, 1887 ] : 

| RFR «(meiotic reduction): 在 

IRD B ( meiosis) FF > sense [ 合子 (zy- 

gotic )] 染色 体 数 的 减 半 以 及 与 其 俱 来 的 遗 



ee -一 ”me 

”reductional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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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7 4 (segregation) [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 

2 sees AK MK (somatic or 

mitotic reduction) : FETT RR DAL 

Pie. AARP >. MBA ae 

BR ARBARURBAEBS LORKT 

组 (reductional grouping) | 。 

reductiondivision jRM522 [Weismann ， 

1887 ] : =MR7R (meiosis) 

BR D2 Weismann, 

1887 ] : FEMS, RRR ( meiosis ) 

有 两 次 分 裂 过 程 ， 其 中 之 一 人 次， 染色 体 数 藉 

B—+. + (centromere) A 有 固定 位 置 

的 物种 (species) 中 ， 减 数 分 型 的 第 一 次 分 
WR“ MB” OR, AMIR (pole) 所 

AO 4 BAT (independent chromo- 

somal units) 其 染色 体 数 是 体 和 胞 数 是 的 一 

半 。 而 第 二 次 减 数 分裂 则 坑 CY SR" OR 

(equational division) ， 在 中 季 不 具 固 定 

CHE MPRA RARE BR” FAB 

RDA” (inverse meiosis)» REMIR 

ZBWEBEEA_—KREDA, MB-KW 

%j (meiosis 1) WASRM. HiaeHZwEt,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es) 是 完全 独立 自主 的 

结构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后 期 (anaphase I) 

时 ， 他 们 不 能 径 由 未 分 裂 的 中 和 节 区 (centro- 

mere region) 而 行 二 与 二 等 数 分 位 (two- 

by-two segregation)，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两 个 

已 完全 分 雄 的 染色 体 在 后 期 1(anaphase 1) 

时 同时 移 向 同一 极 ， 因 和 坊 在 后 期 时 ， 染 色 分 

体 已 被 记 坊 是 一 个 染色 体 (chromosome > 

所 以 在 末期 I(telophase I) 等 ， 每 一 德 具 

AABREB REED, 在 分 裂 间 期 iinter- 

phase ) 时 ， 染 色 体 再 度 聊 合 ， 因 此 在 中 期 

Il (metaphase II) 时 ， 同 源 染 色 体 ( homo- 

logous chromatid) 再 度 配合 成 对 而 染色 体 

数 的 减少 似 在 第 二 次 减 数 分裂 时 发 生 。 

reductional grouping MA Huskins ， 

1947] : EAR BR (mitotic anapha- 

se) 时 ， 染 色 体 分 篇 两 个 或 雨 个 以 上 小 租 

(group)， 每 组 具有 相等 或 不 等 的 染色 体 数 ， 

% Fah AB He & PER A — 8B 3 (fraction), 

ie 2’) 8 FT BE DB SE A Pe A A A) ZEB 

St Sais RSF] RE EA Po A, 

BARRRRRI HREM. RRR 

regulation reversal 

Hl RRA BM R(reduction) » RRB 

5} (meiosis) iF FARRER EF 

ERA > BOOM IARBA LOK 

#4147 # ( genome segregation )} 也 可 

用 实验 方法 诱导 发 生 。 
reductional separation ROR: AMR 

%) (meiosis ) 第 一 后 期 (anaphase 1) { M 

数 前 分 能 (prereductional separation ) | 

或 第 二 后 期 (anaphase II )[ MRED 

( post - reductional separation ) | 时 ， 

Fal PAR SE HA DHHS ( nonsister 
chromatids )2 2 RB RRR KE» Bb rR 
f& 4) BET) 2 So PEAY FSS BK OP BE ( equational 

separation } | Darlington and Mather » 
1949] 。 

redundancy Sein : A396 ER (termi- 

mal redundancy)» A{@SIR (genetic ci- 

rcularity o 

redundant cistrons a(R: 7E—-REA 

体 - 上 ， 作 用 子 常 有 重复 现象 ， 例 如 : RE 

BSF (nucleolus organizer) 内 ， 控 制 极 
MH RNA (ribosomal RNA) 分 子 多 作用 

o— 

redundant DNA @## DNA : 三 重复 DNA 

(repetitions DNA) LD RAK ( gene 

redundancy) | 。 

reduplication 7%. 

refractile iTS : BEG ICR ITH. 

refractive index “折光 指数 : HHA DST 
速率 ， 及 在 某 一 物质 中 行进 速率 ， 二 者 之 比 

KB RIT ICM. 
refractory 7NMBMAL Hill and Holland ， 

1967 ] : MRR. ERMADH EK 
( colicin ) ， 且 抗拒 其 致死 效果 。 

”regeneration ”再 生 : 某 一 生物 体 再 行 产生 已 

BAKEHBOAREE - 

regression analysis §(5)§%4} #1. 

regression line EIRRE. 

regressional coefficient GFF (AR 
regressive [RB [ Weinstein» 1936] : Ox 

%& (crossing-over) 。 

reguiation ”调节 作用 : 安道 传 调节 (genetic 
regulation) 。 

regulation reversal i 8i#81[ Coats and 

Nester,» 1967] : 与 调节 特性 相反 之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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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之 抑制 。 

regulator gene 调节 基因 [ Jacob and Mon- 

od» 1961) : 一 个 是 性 基因 ， 其 基本 作用 
(primary function ) 在 决定 一 个 HR F 

(operon ) 内 结构 基因 (structural genes) 

是 否 有 活力 (active or inactive), RK 

#5 HH 1M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及 

it 19-94 GF ( genetic translation) BK H 

BABES (enzymes). PARAS BME 

作用 (repression) 及 洽 减 作用 (aepression ) 

而 作用 ， 甚 产物 念 一 种 特殊 的 蛋白 质 称 储 柳 

制 物 (repressor)， 抑 制 物 篇 竹 胞 质 (cyto- 

plasm) 中 特殊 的 信号 ， 可 控制 遗传 转 多 及 
iz 

ae BD 2 A BL fh A BR] bl Eee, 

RB ER REED Bly 7cS ik te ， 

或 是 所 生产 的 抑制 物 与 有 关 操 秋子 (operon ) 
的 操纵 基因 ( operator ) 问 相 互 作 用 的 能 力 

被 大 大 减低 。 在 上 述 两 种 情形 下 ， 经 和 结构 基 

因 决 定 所 产生 的 酵素 均 念 ”组 成 酶 "“(cons- 

titutive enzyme ) » MAMA AH Al 

Why OY BEAN BETAS 5S + +P | Hy (corepressor) 

Ht, RNERGA E HSK (confor- 

mational change) 在 抑制 物 与 共 抑制 物 相 

互 作 用 人 后， 此 种 构 形 改 玫 使 其 具有 活力 。 

”超越 抑制 【hyperrepressed) 的 突 酌 
体 ， 可 能 产生 一 种 抑制 物 与 敏感 的 操 继 基因 

[ HREF (operon ) LBM H Ht E 

( site ) ] 间 有 非常 强大 的 秽 和 力 ， 或 是 在 

代表 正常 秋 胞 成 分 代谢 物 出 现 的 情形 下 ， 抑 

制 物 迅速 探 取 具 有 活力 的 构 形 。 

regulatory codon ”调节 字 码 子 [ Anderson ， 

1961.] : H7i#9# RNA (transfer RNA) 愧 别 

( 在 mRNA ) 之 任何 字 码 子 。 它 呈现 有 限 之 
数量 六 有 转译 控制 (translational control) 

作用 。 | 

reguiatory site ” 调 季 位 置 : 在 一 个 酵素 之 任 
PIAL» FER MMT (effector ) CAMB 

AD RETR © 

regulon ”调节 子 [ Macs and Clark, 1964): 
一 群 基因 具有 相同 专 一 性 ( specificity ) 的 

操纵 基因 (operator) ， 但 却 构 过 分 别 的 转 

Pet F FA > a 486% ( genetic transcrip- 

tion) ] ， 过 群 基因 称 含 铀 季子 ， 与 此 相反 

ERAT (operon), HRTRE— 

HBA, —SBR—BS fF AF (polycis- 

tronic ) 的 信息 (message) o 

reinitiation recovery “再 起 始 恢复 : 除了 切除 

修复 (excision repair) 与 复 倪 后 修复 外 ， 

存 於 粗 菌 之 DNA 了 虹 期 修复 的 第 三 型 。 它 包 

SUV BHRSRBRRABHER. UR 

SRR RPE BSCR. Behe 

RAH o 

reinitiation site 再 起 始 位置 [Newton and 

Zipser» 1967] : 三 再 起 始 子 (reiniti- 

ator ) 。 

reinitiator ”再 起 始 子 : SRRKAR(O te 
转译 (genetic translation) ] 再 起 始 的 一 
个 位 轩 ， 能 作用 以 恢复 受 极 性 无 全 义 突 故 

(nonsense mutation) 损伤 之 转译 活性 ， 亦 

即 能 逆转 终止 字 码 子 {terminator codon) 

效用 [如 mRNA 中 之 UAG, UAA, UGA] 。 再 

起 始 子 与 一 终止 字 码 子 之 组 合 ， 在 无 巧 义 字 

码 子 之 位 置 上 生成 一 新 的 类 似 作用 子 (cis- 

tron like) 界限 ， 较 速 的 无 意义 字 码 子 由 

再 起 始 子 而 来 ， 而 蛋白 质 合 成 再 起 始 作 用 上 比 

较 和 无效. 缺少 多 胜 肽 链 千 束 无 意 闵 字 码 子 时 ， 

ALARA, CRATER 

444% F (initiator codon) 之 一 个 ， 在 缺 

少 阵 近 迷 止 字 码 子 下 ， 东 不 被 续 出 或 由 於 郑 

近 和 终止 字 码 子 之 突 法 ， 而 与 起 始 字 码 子 和 组合 

产生 多 胜 肽 合成 再 起 始 之 能 力 。 

rejoining HRS : 根据 “断裂 -再 结合 学 弧 - 

(breakage- reunion hypothesis) » #f& 

f&(chromosomes)» 4f257- #8 (chromatids) 

5 Bp ff 4 88 (subchromatids) MAHA 

4 (reunion) RR (restitution) ， 会 引 

致 染色 体 突变 ( chromosome mutations) 

[ RAS (reunion ) ] 或 恢复 断裂 以 前 

的 构造 [ BRAKE (restoration )] 。 

relational balance “相互 平衡 [ Mather ， 
1953 ] : > 234% (coadaptation) 。 

relational coiling ”相关 螺旋 [ Darlington ， 
1935] : #6 WY R(chromosome coil- 

ing)。 
relative sexuality #82/t¢%i [Hartmann ， 

1923 ] : 一 个 配子 ( gamete) 在 与 其 他 不 同 

的 配子 灶 合 时 ， 可 以 作坊 雌性 或 雄性 配子 。 
relaxed $S4bs¢ [ Borek» Ryan» and 

a Pe ap! Nn eee a 8 ee i 

ie 

Pez 



Rockenbachs 1955 ] : ORK (sting- 

ent) 。 

release factor F270 EA [ Ganoza » 1966; 

Capecchi » 1967 ] : 在 信息 RNA(mess- 

enger RNA) Efe 3! Rik F4F (termin- 

ator condon) UAA, UAGR UGA RE 

44 (genetic translation) 时 ， 刺 激 特 

定 字 码 子 从 极 酷 体内 释放 多 胜 肽 的 任何 特定 

蛋白 质 因 子 ( = 和 终止 因子 (termination fac- 

tors ) ]. BRATREKS tRNA (pe- 

ptidyl-tRNA) 脂 键 的 水 解 作 用 ， 在 极 酷 体 

P - 位 填 , NH4+ 或 k+ 台子 需要 有 胜 肽 键 
tRNA 之 位 寺 ， 东 被 能 抑制 胜 肽 键 形成 之 数 
种 抗生素 所 抑制 。 

原核 生物 (prokaryotes) 利用 二 种 释放 

AF (RF, RRF, ) 与 一 个 第 三 种 释放 因 

(RF, ) 作用 ， 以 刺激 其 反应 (reaction), 

( 在 也 .coli 中 ,RF, 之 分 子 量 储 44000 ， 东 

作用 如 同一 个 单 体 物 (monomer) 及 忻 别 终止 

FB FUAAMUAG.RF,Z9F8 817000, 

WHEBRBUAAR UGA FBT ARBBRS 
RF, RRF2 的 结合 与 释放 ,包含 有 一 个 第 三 
种 释放 因子 ( RF: 或 S ) 东 与 GDP 和 GTP 
相互 作用 , RF, 可 能 与 伸 长 因子 (elongation 
factor) EF-Tu 相似 ,RF, 与 RF, 二 者 都 能 

BB UAA 字 码 子 , 使 它们 似乎 成 篇 UAG 和 与 
UGA 主 要 终止 字 码 子 ， 而 提供 失败 -安全 

(fail-safe ) 之 信号 。 

新 生 的 胜 肽 基 tRNA 的 水 解 ， 需 要 有 
RF,，RF;, 与 核 酷 笨 ， 但 不 需 RF: 或 GTP。 

在 E.coli 中 ， 各 放 因子 以 三 种 方式 与 

特定 获 止 字 码 子 作用 : | 释放 因子 结合 到 术 
S68 > 2 形成 RF- 和 终止 字 码 子 一 70S 极 酶 
体 的 中 间 产 物 ; 3 在 狂 止 位 填 上 tRNA 释放 

MESES, RF BKATSEBRERER 
1k 218 ME Bw RF, ARF , ERA 
作用 而 刺激 释放 作用 。 

迷 止 反应 的 基质 ， 在 脂 质 内 一 个 完整 多 
胜 肽 链 与 (RNA SBR AI mRN A 完 成 
fFAlo GTPRRF ,刺激 释放 之 抑制 物 。 

呐 核 生物 (eukaryote) 特定 字 码 子午 放 
多 胜 肽 ， 在 基本 上 与 租 菌 中 相似 。 和 与 原 极 生 

物 散 止 作 用 之 一 个 主要 之 区 别 ,， 在於 GTP 

之 需求 功能 ， 它 能 刺激 以 霖 放 所 有 三 种 粹 止 
字 码 子 ， 兹 比 和 菌 之 释放 因子 大 (OTE 

repair 

255000 ) 。 

Mf —MIRAWA 500 RF, A 700 

RF .ZT+FE, MABREDR—-MRAHA 

30000 极 酯 钵 和 更 多 数目 之 伸 长 因子 分 子 - 

relic 残 儿 : 比 其余 同 类 能 生存 更 久 ， 如 某 一 
物种 在 其 余地 区 已 经 纸 茂 ， 但 仍 炎 棱 存在 於 

此 一 地 区 ， 又 如 在 一 群 物 种 中 ， 其 余 物 种 均 

CAR, GHkK-HMETUBE, ULSBS . 

余 物 种 。 . 

relic coil ”残余 螺旋 : Mi AAI (propha- 

se) FF, PRBhHR AMR hRic. —HZ 

坊 此 种 螺旋 低 源 於 前 一 次 粗 胞 分 裂 中 期 时 ， 

染色 体 具 有 紧张 螺旋 现象 的 玄 余 [ 它 染 色 笨 

螺旋 (chromosome coiling) ] 。 

enaturation ” ” 复 性 作用 : —BC RBH (de- 
naturation ) 的 核酸 或 蛋白 质 ， 和 经 绥 慢 的 辕 

磷 而 回复 到 ”原来 的 ”( native ) 构 形 (co- 

nfiguration) © CREAR RE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MRE 

fF FA fe IGF MPH KE (double helix) 的 构 

WwW, RRs AER BR (melting 

temperature )[Tm] ZBEBTAIKIFA 

(annealing )， 而 使 其 转换 含 螺旋 构 形 。 

[ Kohn et cl，1966 Jo 

Renner complex BMKMAM: EHSER 
414% (complex heterozygous species) 

[ 如 同 见 草 属 (Denothera) 植 物 ] 中 ， 一 群 

染色 体 借 同 其 所 携带 的 基因 ,形成 一 个 单元 ， 

而 代 代 相传 。 

Renner effect 雷 纳 KAR Darling- 

ton» 1932] : BMRDR (meiosis) 后 ， 

+ RGR LARA BAT. URE(com- 

petition) [ =K7@FRF ( megaspore 

competition ) ] 方式 ， 决 定 那 个 孢子 形成 

胚胎 ( embryo)[ Darlington and Math- 

er» 1949 ] 。 

repair #¢(%[Muller, 1954]: BRAS 
f9 DNA » EDR (recovery mechan- 

isms) 作 用 人 后， 恢复 其 生物 活力 diologi- 

cal activity)， 在 修复 时 ， 物 理 及 化 学 风化 

B+ EASE L( OMAR ( repair 

replication ) ] ， 如 修复 作用 之 发 生 傈 由 某 

RBH MA, BAR SR we 

[ Jagger and Stafford» 1965] : 

L 直接 修复 (direct repair) ， 时 了 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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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空间 上 ， 修 复 之 发 生 均 接近 於 处 理 休 件 的 

加 入 。 

2 间接 修复 = (indirect repair)  : 时 间 

上 及 空间 上 , BEAR RRR, 

处 理 人 条 件 仅 供 应 有 利 条 件 以 便 其 他 方法 来 完 

成 修复 作用 。 

repairase 45/S8%[Kozinski» et C1-， 

1967 ] : 字 重 组 酶 (recombinase) 。 

repair-deficient ”修复 缺失 : 具 人 缺陷 DNA 修 
证 (DNA repair) 系 统 之 突 释 体 。 

repair-poiymerase “修复 聚合 酶 : 空 修复 复 乳 

(repair replication). 

repair-recombination ”修复 重组 : OSU 

(recombination repair)。 
repair replication ‘(E(972R : 一 个 可 以 辩 届 

EEE RK (double-stranded )DNA 缺失 

的 机 制 ， 双 股 DNA Rati @ (genetic 
information) 的 主要 携带 者 ， 修 复 复 所 是 

以 酵素 作用 切断 已 受 损伤 的 单 股 DNA,» 

-之 用 互补 而 未 受 损 伤 的 单 股 片段 伪 模 版 (te- 

mplate) 以 合成 巧 填补 已 被 切断 的 片段 [ 咱 

暗 期 复活 化 作用 (dark reactivation) ] 。 

repair synthesis ”修复 合成 : B UV —BRM 

生 胸 腺 喀 了 啶 二 聚 体 (thymine dimer) 之 

DNA ， 其 被 伤害 邵 份 烃 酵素 作用 切断 小 取 

HMR (repair replication)] 。 

repeat 78 [ Bridges » 1935 ] : 三 重复 

(duplication) ° 

rep-DNA ”重复 DNA 
titious DNA) 之 简写 。 

repetitious DNA “重复 DNA [ Britten 

and Kohne » 1968] : BBE HEH 
DNA > HRM (nucleotide ) 顺序 的 重 

Bw RRER: 上 BS —-AIBABAZ 

数目 。 2 每 一 序列 氨基 对 的 特定 顺序 。 3. 每 

一 基因 组 (genome) 一 个 序列 之 复 抠 数 。 一 

特定 家 系 (family ) 的 重复 序列 在 染色 体 上 ， 

BY HhIR Mh 44 DN A (unique DNA) IF Z fal 
或 限 於 一 侦 或 少数 区 域 ， 或 束 状 的 重复 单位 

[ Lee and Thomas( 1973) HZERER 

( regional repetitions ) ] 。 

3 iS MBE — GAYE (denaturation-rena- 

turation) 之 动力 ， 可 以 区 分 二 类 的 重复 

DNA [ 它 cot 值 (cot value)] : 上 一 个 

i GH, (highly repetitive ) 或 “快速 节 

: 重复 DNA (repe- 

段 "(fast fraction ) BRBHW' RES 

简单 序列 的 DNA ; 2 一 个 中 还 重复 ( mid- 
dle repetitive) 或 中 间 季 段 组 成 之 序列 重 

复 10° — 104 次 及 有 300 + 200 氢 基 对 之 长 ， 

相间 分 做 藉 大 多 数 之 独特 或 非 重 复 DNA 区 
域 间 。 每 一 个 节 段 可 以 发 现 有 数 个 家 系 的 重 

复 序 列 ， 此 一 家 系 之 蒙 化， 假设 依 包 含 径 由 

ik ER RE UT 2B ?ER [Tho 

mas 环 (Thomas circle) ] 

高 速 重 复 或 简单 顺序 之 DNA 常 与 组 成 
Z BREE (heterochromatin ) M4, ¥ 

RAR PR AEB Rm, EMAL 

RGAE BIER 2 GB. 

—AQ2REEB DNA t] PES 
A>» CASH AIPA Sew ARNA (ri- 

bosomal RNA) [ 100 # 500A], # 
转 RNA (transfer RNA)[ #4602 100 

BIA ] 和 5S RNA[ OAR BRAEA (gene 

amplification ) ]» DNA 顺序 主要 指 遵 
蛋白 质 构 造 ( 除 和 组织 蛋白 基因 外 ) 在 许多 不 

同 生 物 中 入 独 特 或 近乎 独特 的 。 

 ~ARAARWEHR DNA 量 ， 其 重复 

DNA 量 之 和 范围 较 贯 菌 高 出 20 至 多 於 80 % 。 

某 些 生物 的 一 些 重复 DNA WARS 6 FBR 

基 对 之 长 度 。 特 定 物种 短 的 重复 ， 了 长度 及 高 

SREB DNA » ERE RICH ( CsCl) 

BE BE ， 分 开 成 明显 之 带 ， 而 az 
重 属 DNA (satellite DNA) #94 4#DNA 
(main band DNAVARE mpi py epg 

shoulder DNA)]. ~ 

FEEBENCHAR, te hHER 
DNA 和 独特 DNA 顺序 ， 显 示 有 高 度 的 秩 

Fe, KBB DNA 顺序 之 功用 ， 除 了 指 

SER rRNA»tRNA »5S RNA RHR 

蛋白 外 ， 目 前 仍 信 一 个 疑问 。 仍 未 证 实 之 重 

复 DNA 功用 可 能 储 : | B—-B® (junk ) 

TBR DNA 表示 基因 和 组 念 多 余 的 物 钵 。 
28-8, MESA ERR. (BRE 

保持 染色 体 之 形状 。 3 REAME(sp- 

acer ) 4 调节 转录 作用 (transcription ) 

[ >t 18 984% (genetic transcription)]。 

5 BEX RSAZREH. 

repetitive DNA “重复 DNA [ Britten and 

Kohne,» 1968 ] 
tious DNA) 。 

: = 重复 DNA (repeti- 

a ee ee ee en 

Sane A ‘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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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case #8$UA8[ Spiegelman and Hay- 

ashi» 1963 ] :在 RNA 病 毒 (RNA vi- 
rus) 中 ，[ 核 酮 核酸 (ribonucleic acid) 

是 唯一 的 适 傅 信息 ( genetic information ) 

携带 者 ]， 人 和 在 何 一 个 依据 RNA (RNA-de- 
pendenb 的 聚合 酶 ( polymerase ) [ RNA 

合成 酶 (RNA synthetase), RNA RAB 

(RNA polymerase) ] 能 对 RNA 2B 

ARKiERS, SRBREARS. PHAR 

HpeM wR RNA ZAM (genome) 的 来 源 ， 

WUE — RNA fFRRR ( template ) EF 

合成 作用 形成 互补 (complementary ) 的 

RNA 链 (chains ) 。 

replicating forms = 复 抱 状 式 : RE BS 
的 构造 ， 此 一 名 说 最 常用 以 指 具 有 单 股 (sin- 

gle-stranded ) DNA 或 RNA 病毒 在 篮 

揭 时 ， 成 仿 双 螺旋 的 中 间 产 物 ( intermedi- 

ates ) ol OM*RH HK (replicative form)]。 

replicating instability #2R7\ tt [ Auer - 

bach» 1967] : DNAS RITE cee, 
EARN 7S DARHRBA SAE LH 

ELAS. CHBARBE,. SRRAR 

WARE » 

replication #99): SBSH, MHS 

( genetic information ) #RBHM AR tt 

a CRRICEEARSRTMet—B 

hs sees. K-(fRBRER. FE 

SED, THERA SBER ER 

(nucleic acids) 中 [ #®&R DNA, 也 有 以 
RNA 行 复 投 者 ] 。 

replication bubble #9 $U;8) : > + Fak MB tak 
(deoxyribonucleic acid) 。 

replication error #9 $U¢HER : FSF (muta - 

gens) RER, KAREN SRK 

RB, fF DNA RHRSHEMBR. 

repiication fork WV RABY HEM, 

代表 DNA MRR RE 
replication map #992 [ Stre/zoff and 

Ryan» 1962]: MR ZREAB EME. 
NEFF 5 2 SE + (muta genesis ) 而 以 时 间 图 

CRRBHAAA eM. MMT Sate 

CE . SRAM GR wis ( refractory ) 生 . 

«MBAR: MBM EH EER 

BARKER. RMR HR RA 

在 一 特定 时 间 ， 以 一 定 剂 量 的 无 特定 non- 

replication unit 

replicative form 

specific ) MARE» 

fe mat kz PRR Rat A] DNA 

BREZRMME KR bP RRIE 

ke ABER ERAMA—-ERE LBE 

Rapa eMRKB—HBR. MAREN 

(resolving power)» KHREAI BBE 

度 ,DNA 合成 速率 及 DNA 合成 之 时 限 而 决 
定 [#44 (transcription mapping]。 

replication repair #9 BU(E(R [Symonds et 

al-, 1973 ] : SmghHe T4 BRR, CE 
UV 损伤 之 稻 菌 租 胞 的 一 个 过 程 。 与 切除 修 

fi (excision repair) 之 区 别 ， 坑 其 缺少 哎 
RMT 1xRT4y2e RMIT OXSA 
再 活化 作用 (X gene reactivation) ].o * 

BPERSKBHRBEACEBRE, EA 

@& Mi KornbergRZREAK (poly- 
merase). [> DNAR44& (DNA poly- 

merase ) ] AlM RR ( post - replica- 

tion repair) 有 某 些 程度 的 相似 性 。 

replication section ” 复 像 节 段 [Huberman 

and Riggs » 1968 ] : ODMR BB (re- 

plication unit) 。 

RB Huberman and 

Riggs »1968 ] : RBEMH, PH ReB 
DNA 863 th HEAR [OEM (ch- 
romosome ) ] o fRAKRRRWRKAEH— 
个 陵 近 配对 ， 而 分 出 DNA HAMAR, a 

即 DNA 的 伸 直 ， 每 一 个 均 由 一 单独 似 叉 状 

的 生长 点 复 投 [ 见 图 81 ] 。 在 复 抠 单位 内 ， 

DNA £—fRR MRM ERR ZARA 
[) Bo BY [ #815) AHL ( bidirectional repli- 

cation ) ] 。 DNA 合成 的 最 大 速率 是 每 分 

鳃 2.5 4 mes ; 每 一 个 夜 驱 季 段 的 长 度 

是 7~ 30pm。 郑 近 的 复 叙 季 段 ， 共 享 原来 

AR ILA BLA BARA RE BR 

Ma NRE. MIF M7 AH ARATE 

I) [> MRF (replicon )] 。 

replicative form ”得 像 形 式 [ 简写 REF ] ， 

[ Sinsheimer » Starman» Nagler and 

Guthrie» 1962 ] :在 自然 状况 下 ， 有 些 

ARMA ARK (single-stranded) DNA 或 

RNA » ERARBES, ZEDNA 或 
RNA ###i¥(double-stranded) 结构 信 其 

中 间 产 物 ( intermediate )> BR“ #B 

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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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1 RPR ( 仿 自 Bresch and 
Hausmams .1972 )o @BZewM«M BE (A) 和 与 旋 

ME (RR) 相互 换 。 

上 项 病毒 在 寄主 租 胞 中 之 夜 叙 过 程 有 二 

BR: 首先 单 股 的 村 本 DNA 或 RNA 和 进入 

EimGw BB)", “)” RRAR 

模版 (template) 而 合成 一 互补 的 ”一 “ 股 ， 
此 RASS RR “ BRK” KK “ 

Ry FACE RRRR. Dt 4k X (semi-conser 

vative ARH“ +". #-BAK 

“ER” PR BRRRA RH ~ + ” RAT 

@. 一 个 具有 人 双 股 分 子 的 县 质 和 结合 ( heter- 

“ogeneous) 集 团 ( population ) 因 而 存在 ， 

此 集团 具有 两 种 分 子 : 纯粹 的 多 股 分 子 以 及 

多 股 分 子 具 有 不 同 长度 原 始 的 单 股 末 尾 ， 和 化 

SRBB MR $ M4 (replicative inter- 

mediate) HRABRHEAR, FH“ +” 

股 又 再 度 进 入 观 重 结构 而 念 次 一 步 晤 形成 更 

SHOR ARHURRHERSHe 
DNA KK RNA 。 

replicative intermediate #9 Sicpfal77 [ fi 

R11], [ Erikson» Fenwick and Fra- 

nklin» 1964 |: EM RMRRA BAK 

( single- stranded)DNAK RNA 的 病毒 

(virus ) RE Ate, SCRA BrP Hi BLA BY Oy 

BBS REI (complex) BBB HHY~ 

Kk—-BAMHELRAR EERRPHRS 

4% 25H (nucleic acid chains) 附着 在 一 根 

互补 的 DNA 股 [ Mf DNA WRI RRNA 

KL 如 保 RNA 病毒 ] LABR BRR 
链 在 病毒 极 酸 合成 中 成 仍 中 间 产 物 (inter- 

mediate)[ OM RH X(replicative form]。 

repticative synthesis #2 WAH :去 气 核 酶 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H-FRFAR: 

MF] SAAR (repair replication) 或 

GAR (repair synthesis ) 区 别 。 

replicator 复 借 基因 [ Jacob and Brenner: 

1963 ] : CO MRF (replicon) 。 

replicon +3/-[ Jacob and Brenner >» 

1963] : HR (replication) HHMZ[ = 

ARF (duplicon) |], KR-BEEAR 

PH RRR DNA [ £ RNA 病毒 中 则 

B RNA ] 结构 ， 例 如 竹 菌 或 病毒 的 一 个 染 
a A (chromosome) » —{AiF - Hm B 

(episome )， 一 个 抗 性 转移 因 了 于 (resistant 

transfer factor) » Ki—-PWABHAE 

产生 因子 ( colicinogenic factor )o 7E 

BP, RT R-FRBRY MM (meso- - 

some) 的 薄膜 (membrane ) 联 在 一 起 ， 此 薄 

Rit Hee. FRMMSA—K. Bt 

¥ (eukaryotes) #8 (chromosome) I 

HE EH SAR TRA HS AH (aggregates): 

3 — (BAW hr oy RAH S BIR (oper- 

on)e 

#2 HB Jacob Brenner EM RR TL 

at, E—-heRT. ERS RR 

—ECAFAR, LHE-EH “HR” ( ori- 

gin) “EK” ( terminus )[ Yoshika- 

wa and Sueoka > 1963 ] : RRABR 
到 一 小 段 称 储 ” RRA” ( replicator ) 

ERE. GNAARRANTH ARLE 

(operator), F#RBA+. BRAAAT 

DA — 1 RAE A ( structural 

gene) 所 形成 的 ”起 始 因 子 “( initiator )o 

BREAREREMATHBL( ERE 

fii ( positive regulation )] ， 然 后 附着 其 

上 的 DNA SILAGE, HRA Taree 

个 独特 的 DNA 聚合 酶 (DNA polymerase ) 

或 是 一 个 可 以 将 DNA_ MERGE (double he- 

lix) 的 两 个 多 极 苷 酸 链 ( polynucleotide 

chain) 分 天 的 引发 酶 (priming enzyme) 。 

repliconation 7% 90-f/FFA [Clark » 1967]: 
i RiSDN AB— (Bi BMARF(replicon)» 
NAGA Se Be Ee LH — BRA 

repressible 5] #)#IAS [Vogel » 1957 ] : IE 

常情 形 下 ， 在 粗 胞 中 存在 的 可 抑制 酶 (enzy- 
me )。 工 蛋白 质 ( protein )] [san 

(constitutive), 7 A (inducible) ] - 

MMA (intracellular ) 某 些 代 谢 物 (me - 

tabolites) [ 通常 信 此 酵素 系 磋 的 效 产 物 ] 
的 省 度 增 加 时 [ 操 绕 子 ( operon )] ， 可 抑 

Pmt Ee, Were BRA 

成 代谢 (anabol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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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sion ”抑制 作用 [Yoge!，1957 |] :由 

RKREBEARRHAS, Tee MRE 

MRE A [ OMT ( operon )). fF * AM 

抑制 作用 " (derepression) #, BREE 

代谢 物 ( metabolite ) KBR, MKE—-K 

#? #] (repressible MRM EER M ART 

Fi(induction) J 2 9&#? 4] (feedback in- 

hibition ) 是 和 上 胞 用 来 适应 其 环境 的 方法 。 

协同 抑制 (coordinate repression) 
[ Ames and Garry» 1959 ] -: 许多 或 全 

38 SARE ABS ES PRB SS BUD lo 

repressor 抑制 物 [ Pardee» Jacob; and 

Monod ,1959 ] : 根据 可 诱发 (indqucible ) 

Ry MH (repressible)#R (enzyme ) 合 

RPT (operon), —HmMAA 

(regulatory gene) 的 产物 ， 是 个 具有 次 敏 
租 成 单位 ( subunits ) HEAR, CREAR 

位 的 酵素 (allosteric ) » KBH#R(Esch- 

erichia coli) AMR TH aly eeS 

AB, wR(sedimentation) 你 数 7-8S， 

150000 ~ 200000 .fFABERF > 
S—-ERAAKGRA Tia BF [Gilbert 

and Muller-Hill » 1966 ] 4 (lambda) 

噬菌体 (phage) 的 抑制 物 是 一 酸性 蛋白 质 ， 

较 乳 糖 抑制 物 小 得 多 ， 沉 积 你 数 坑 2.7 ~ 

2.858, feet 30000 [ Ptashne ， 
1967 ] 。 

抑制 物 和 一 个 特殊 代谢 物 称 信 效 应 子 

(effector ) 的 相互 作用 ， 也 和 操 徐 子 (op- 

eron) 上 的 抑制 物 连 和 结 点 ( binding site ) 

相互 作用 而 共同 称 坑 一 个 调节 基因 (opera- 
tor)。 抑 制 物 直接 与 DNA 上 的 调节 基因 区 

连接 而 阻止 从 DNA 到 RNA 的 转 儿 作用 
[ > {$944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PU lly NEFF GAS 8. RNA (messenger RNA) 

iE HF RNA (transfer RNA) 相 互 作 用 ， 抑 

ml DNA EMRE ( 调节 基因 ) 相互 作 
FAI BH ik #7 UPR REF ( operon) 的 结构 基因 
(structural genes) 发 生 作 用 。 

在 可 抑制 系统 (repressible systems) 

中 ,效应 子 ( effector ) [ 在 此 一 情况 下 称 

£3 “ 3t¥¢4]4” (corepressor) ] 促使 抑制 
BEER, TERR TRA HF PT 

产 之 多 胜 肤 { polypeptides ) 亦 被 阻止 。 

在 可 诱发 系统 “ (inducible systems) 

reproduction 

rh, SET [ 在 此 一 情况 下 称 坟 薄 发 物 (in- 

ducer ) ] 使 抑制 物 不 能 发 生 作 用 ， 而 消减 

抑制 (derepression) 则 发 生 作 用 ， 有 了 天 操 

REF SAE. BE te 

(genetic transcription) 2 A 1{### 4 (ge- 

netic translation) 而 产生 多 胜 肽 ， 此 一 

情况 也 叫做 基因 表现 的 消减 抑制 作用 (dere- 

pression of gene expression)。 

reproduction ”生殖 作用 : 由 一 个 生物 个 蜗 

(organism) ， 一 个 粗 胞 (cell) 或 一 便 短 

HRS? (cell organelle) 产生 [ 自我 增殖 

(self-propagation ) ] 一 个 和 自己 相同 的 

(886 Mile ~ RRO WM R(replication)]}>o 

有 性 生殖 = (sexual reproduction) :在 

S424 (haplontic) ， 二 倍 体 (diplontic )， 

B48 ( diplohaplontic ) 生物 之 生活 

Sch, HAMAD (meiosis) 及 受精 作用 

(fertilization )[&fF A (karyogamy) | 

ZRBMELEK. AELBCEREWE 

3 7c AH & 4a (genetic recombination) 之 

So FEA (diploid) R #1 (poly- 

ploid ) 生物 中 ， 大 量 的 道 传 变脸 性 (gene- 
tic variability ) 崇 藏 在 一 致 的 麦 型 中 。 

在 一 个 可 互相 交配 的 集团 ( population) 中 ， 

有 性 生殖 是 最 有 效 的 方法 将 各 个 个 体 所 有 具有 

的 遗传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聚集 在 
一 起 。 

所 有 性 生殖 “(parasexual reproduction) 

[Pontecorvo» 1954 ] : 除开 固定 的 减 数 

SARS REAR, AAR AE 

CRABB ABBBRARER- [O 

3 A PEI (parasexual cycle)] 。 

eM eA S+ HE (asexual or agamic 

reproduction) : MARIAH. —fR 

ite ( 无 配子 或 无 融 生殖 ( agamogony ) ] 

PR— BERNA [ 营养 跨 或 无 竹 生殖 ( vegeta- 

tive reproduction) ] RA R— #7 (Ae - 

无 性 生殖 可 能 是 一 个 物种 (species) 所 仅 具 

的 繁殖 方式 ， 也 可 能 在 一 个 个 体 有 性 繁殖 的 
SAMAR (cycle) 中 ， 发 生 一 次 无 性 繁殖 ， 

落成 念 此 一 生物 生活 史 中 必 须 (essential ) 

或 非 必 须 (non -essential) 的 一 邵 ， 某 一 生 

WTO RAE OR SOS TE» TAPS BT 

生殖 = (versatile reproduction) 
and Thomas; 1941 ] 。 

[ C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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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有 性 繁殖 (subsexual reproduction) 

[ Darlington» 1937 ] :在 非 减 数 分 裂 

(ameiosis ) 后 ， 和 

nogenesis)， RABRBRRRZBt, (8 

FARS KHER (crossing-over)> meee 

FZ 3 ABR R( segregation ) [Darl ington 

and Mather» 1949 ] 。 

相 界 生殖 (differential reproduction) : 

7A PVR A ZA, ERR PRR 

持 。 
reproduction probability + sews : 具有 某 

GRAS, BAHTZESR, BA 

具 此 一 病症 者 子女 平均 数 的 比较 。 生 殖 机 率 ， 

可 用 以 衡量 某 一 遗传 病症 的 选择 劣势 (se- 

lective disadvantage) 

reproductive cell 生殖 细胞 : 省 指 生殖 细胞 

( germ cell) [ #4 RAC ( gametes )] 中 

tr —a> URE SA AE tet 

FE LS Bi — fC AE © 
reproductive isolation 4+ FéfeRi: 由 不 同 的 

遗传 控制 机 制 所 生 隔 闪现 象 (isolation » 

以 阻止 两 个 集团 ( population ) 间 发 生 基 因 

(gene) 互 换 ， 同 时 落 保 持 集 园 基 因 库 (ge- 

ne pool) MMH#R, spHteR, HHUA 

fy KR jk (selection) Rs FBARE (geo- | 
graphic isolation) Wj. Jame 

化 (evolution) 过 程 中 的 一 个 因素 。 

reproductive potential “生殖 浇 势 : 一 个 生物 

个 体 可 产生 存活 后 代 的 能 力 , 称 坑 生殖 洲 势 。 

生殖 浩 势 包含 某 一 个 笨 是 否 有 生长 到 生殖 期 

的 能 力 ， 在 生殖 期 内 的 生殖 能 力 ， 以 及 其 后 

代 达 到 人 性 成 熟 的 生存 率 。 

repulsion #846 ( 连锁 ) [ Bateson Saunde- 

rs and Punnett, 190 ] : 三 反 式 构 型 

(trans-configuration) 。 

rescue factor ”拯救 因子 [Ganozc ，1974]: 

与 释放 因子 (release factor) AF, KR 

因子 可 以 在 生物 体外 声 状 时， 可 在 温度 控制 

中 拯救 蛋白 质 之 合成 。 

residual centric distance 32£2 8p FB S# [ Sou- 

thern » 1967 ] :>XX (chiasma). 

residual distance 52¢23EBE! Southern » 

1967]: | 在 一 个 二 价 笨 (bivalent ) 中 ， 

+ tr (centromere ) 至 最 近 一 个 交叉 (chia - 

sma ) FE\AGEB RE. 7853 eh PA BEE (resi- 

dual centric distance) , 

2 端 粒 (telomere ) 与 最 近 一 个 交 双 问 

PSRR RE. #8 Se Behl ERE ( residual tel- 

omeric distance) 。 

PA fa ORB RE S BP SB ( chro- 

mosome arm) 长 度 及 交 双 频率 (chiasma fre- 

quency ) 疝 相 互 作用 的 影响 。 在 任何 一 便 
二 价 体 中 ， 交 叉 数 增加 时 ， 中 和 节 以 及 非 中 和 节 

( 端 粒 ) 2 EAR EB RS SB], oh BBS PE BE 

ERR to BREE [ OR RA FH 

(differential distance ), AFR: in- 

testitial distance) ] 。 

residual genotype #623 (# : er 

(genotype) o 
residual homology J28R (ARTE [ Stephens ， 
1942 ] : >it FRE (homoeologous) 。 

residual protein #262208 : 三 非 组 织 有 蛋白 

#é@MS GH (nonhistone chromosomal 

protein) 。 

residual telomeric distance #eoive#) 7b B¢ 

[ Southern’ 1967 ] : #3 (chiasma) o 

resistance factor 抗 性 因子 [Tse&i and Sak- 

ai» 1953] : 染色 体外 (extrachromeoso- 

mal) 的 遗传 因子 [ OM plasmid) ] ， 

由 DNA 租 成 ， 或 至 少 含有 DNA Ao AR 
a ea SR a BS EC ESHER (con- 

jugation ) ]  #344¢ Fl (transduction), 

抗 性 因子 可 将 一 个 或 通常 数 个 抗菌 药物 (an - 

tibacterial drugs) 之 抗 性 ， 从 一 个 租 菌 转 

” 移 到 另 一 个 特 菌 体 中 。 径 由 接合 作用 而 转移 

抗 性 因 了 于 ， 已 在 所 有 肠 桂 菌 科 (Enterobac- 

teriaceae) 以 REHM RBH (Gram- 

negative ) FAR (bacilli ) [ M09 B(vi- 
brio ) > KRB (Serratia) 巴 斯 德 氏 菌 
属 ( Pateurella ) 等 ] 中 发 现 。 

抗 性 因子 ( 简写 R AT) 代表 单独 的 

WH [OMRFT (replicon) ] RM@RHE 
fits SERA FADES 游 元 基因 (episome) Bi 

具有 的 特 人 性。 自然 改 生 的 抗 性 因子 ， 由 於 其 

抗 华 标记 基因 (drug resistant markers) 

的 不 同 而 各 恰 ， 租 菌 对 任何 抗生素 (antibio- 
tics) [ MRS ( chloramphenicol ), 

PGR (tetracycline ) ， 磺 胺 类 (sulpho- 

namide ) ] 的 抗 人 性 ， 是 狼 有 的 东 是 分 别 决 

定 的 。 抗 性 傈 源 於 和 菌 租 胞 膜 对 药物 笑 过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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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eability) fy RHE. 

” 抗 性 因子 除 可 供应 寄主 细胞 对 抗生素 的 

HOH, IA HA Me A oo hh 

MEA PRPATHAT MERRY. 

抗 性 因子 上 可 以 决定 接合 作用 的 一 区 ， 可 以 

像 接 仿 子 ( conjugon ) 一 样 的 作用 ， 和 被 称 含 

“ 抗 性 转移 因子 ”(resistance transfer _ 

factor), 简 写 RTF (Watanabe and Fu- 

kasawa » 1960 ] ， 因 此 一 个 抗 性 因子 可 被 

看 成 一 个 复合 体 具 有 不 同 数 目 控制 梦 物 抗 性 

fj & 49 F( hereditary determinants ), 

此 一 复合 笨 和 一 个 RTF Site —#H, FER 

因子 所 促成 的 一 个 接合 作用 中 ， R* 6 体 

(doner) MRREBHAD, Amhe AF 

转移 AUR -RTF-BABRARHAKA 

F (colicin factors) 相 类 似 ， 但 R 因子 

从 和 给 体 到 受 体 (recipient ) 中 的 转移 率 低 

得 多 ， 而 烃 由 接合 作用 而 转移 染色 体 也 很 少 

BE, —MRBR fit [ = 生育 抑制 (fer- 

tility inhibition ) ; Watanabe » 1963] 

MR-AF ERBBAF* MR PU, 

可 抑制 F- 游 研 基因 的 表现 。 由 此 可 见 R- 

因子 及 F- RAE LOR 

7a RMR AT R-A 

= BR “ R= R + 状态 (hetero-R- 

state)| Hashimoto and Hirota » 1965]. 

EAL MB, FAH R- 因子 问 可 能 发 生 

重 租 (recombination) 而 产生 不 同 的 重 租 型 

(recombination types) ° 

resistance transfer factor #(/4+88# (Ki +[Wa- 

tanabe and Fukasawa » 1960) : fi 

RTF >» K—-ABR DNA HEAR 
(genetic element) 可 以 促成 租 菌 RT Ft 

及 RTF- 和 细胞 问 的 接合 作用 ( conjugation ) 

[ 字 接 合子 (conjugon)], 也 可 同时 控制 对 天 

BANG A RHE Bik 。 抗 性 转移 因子 坑 在 

ie FAR Bt (Enterobacteriaceae)PWH—* 

Fl ix AF (resistance factor) 中 的 一 个 。 

resolution ”解像力 : = 解像力 (resolving 

power)o 

resolving power ”解像力 : ££ HK HS (ma- 

gnifying system) 显示 详实 微细 构造 的 能 
力 称 坑 解 像 力 ， 常 以 雨点 间或 两 线 问 的 最 短 

距 雇 量度 之 ， 在 此 一 距 廊 可 以 清晰 辨别 两 个 
点 或 两 根 笋 而 不 是 一 个 模糊 的 大 点 或 一 根 模 

restriction effect 

糊 的 粗 线 ， 光 学 题 微 锡 的 最 高 解像力 多 仿 

0.2 微 米 (micron pm)> BTRMBORE 

A&A 5 埃 (angstrom，A )。 
respiration ”了 呼吸 作用 : 在 空气 中 行 氧化 作用 

而 分 解 阔 释放 能 量 。 

respiratory particle ”呼吸 颗粒 : fF) tA ia 

5 A (homogenates)? FRE RAN, FE 

锡 执 行 某 些 基 质 (substrate) 之 氧化 作用 者 

均 称 呼吸 颗粒 。 呼 吸 颗粒 可 能 是 完整 的 或 已 

受 损伤 的 粒 综 体 ( mitochondria), 粒 线 体 内 

(submitochondrial) 更 小 的 颗粒 如 FF (sie 

颗粒 (electron transport particles)， 或 

其 他 颗粒 如 自 粗 菌 中 得 来 的 非 粒 线 体 颗 粒 。 

respiratory quotient (RQ) ”呼吸 商 : 二 氧化 碳 

呼出 量 与 氧 吸入 量 之 比 ,RQ 可 用 来 估 测 在 

呼吸 作用 中 被 氧化 之 物质 。 碳 水 化 合 物 ， 脂 

肪 及 蛋白 质 之 RQ 值 分 别 坊 1.0 ,0.7 及 0.8。 

_ restingstage ”静止 期 : = 分 裂 间 期 (inter- 

phase)e 

restitution ”复合 作用 [ Darl ington and 

Upcott » 1941 ]:>#O4 A(reunion). 

restitution nucleus #§48#%[ Rosenberg » 

1927] : | AMDB (meiotic res- 
titution nucleus) “: ARMBOBBE. A 

KB—-KRA_KRBRPRHREBE, A 

i EPA eS E+ HARE 

减 数 的 单 杷 [ ORRTR( meiosis )] 。 

2 BRERA (mitotic restitu - 

tion nucleus) : AR ARR (mitosis) 

FAREBE, ABEL RET es B 

仅 产 生 一 个 具有 四 信和 体 ( tetraploid ) 染色 

fe BAY BB LO C- ARG Bc -mitosis)]> 

restoration ”恢复 作用 : 党 一 个 生物 系统 经 过 

放射 或 化 学 更 物 处 理 后 ,再 用 特殊 处 理 方 法 ， 

DLR RLS RB BE, BEKELE 

用 。 与 此 相反 ， 用 上 处理 方 法 可 加 深 放 射 或 化 

BBE. BR“ RRA” ( protection ) 

[ Latarjet and Gray» 1954]. “BiG 

化 作用 ”( reactivation’) “ i ” (re- 

covery) 二 说 常 被 用 作 恢 复 作 用 的 同 义 字 。 

restorer gene ”恢复 基因 : 恢复 基因 至 少 在 表 
面 上 ， 可 以 补偿 由 竹 胞 质 族 发 不 育 人 性 (cyto- 

plasmic induced sterility) Wf BR Acks. 
restriction effect § 限制 效应 [ Dussoix and 

Arber » 1962] : MR Mia RSE SAT ons 



restriction endonuciease 

i Mf ( bacteriophages )， 下 - 游 圾 基因 

(F-episome) » Uk sa h*#& MF A(me- 

rogenote)>» it—(MlB A A— BM, - 

Sit ReAT ELBE (tolerance) HME 

BRR AE. LUBA, BMH Sai 

—F EMA RH S—t (specificity )， 

MRK-FER—H MA REHASH. 

FAR HBS (recognition pattern ) 不 一 

定 非 与 DNA 分 子 的 配对 同 源 性 ( pairing 

homology) MHA o ABM AHA 

Al. t—RSBASHLARASEHSR A. 

制作 用 可 显示 於 下 列 现 象 忆 中 : RRS 

BEER BRM 5 HF - 游 敲 基 因 以 及 

对 染色 体 标 诗 基 因 (chromosomal markers) 

接受 程度 减低 ; KERMR EAA eR 

( linkage )/EJ(K . BKHE( donor RES 
GBs Hi. RABE MAN RUE ZF 

—ER ARERR, SRRARME 

MSH. Biase ( polarity )» AL 
BY Be es AT Se et RK [ Cope- 

land and Bryson» 1966 } 。 

Rift ir TERRE ae BIL 

SEBS ARR ( nucleic acid ) ， 此 一 机 制 

可 使 外 来 DNA- 迅速 消逝 而 阻止 其 有 所 表现 
或 混入 租 胞 二 身 ， 同 时 蔚 不 防 看 同一 品系 和 

上 胞 问 的 和 遗传 互 换 (genetic exchange)> 

至 少 有 三 种 不 同 效 冰 可 限制 不 同 品系 知 

万 问 和 遗传 信息 的 互 换 , 其 中 之 一 坑 限 制 效 应 : 

1 限制 效应 的 千 果 仿 忍 受 程度 的 减退 ， 

或 给 体 和 遗传 因子 加 入 受 体 组 胞 ， 但 各 具 独 特 

的 寄主 专 一 性 (host specificity) 。 

2 十 个 染色 体 的 区 域 问 又 具有 类 似 的 功 

能 ， 但 却 欠缺 遗传 同 源 性 ( genetic homo- 

logy )o 32 AX ( genetic elements ) 的 

ERB LAA, KARRHEE EKER 

(autonomous state), (Riffs BmAmY 

成 一 个 重组 染色 体 (recombinant chromo- 

some) 的 过 程 受 到 阻 碟 ， 因 此 址 传 信息 的 交 

AhLABR. 

3 缺少 重组 酶 (zecombinases) , 38{8 

信息 的 交换 也 因此 降低 ， 但 对 得 传 因素 的 忍 

受 程 度 没有 减退 ， 而 和 遗传 因素 在 细菌 寄主 短 
胞 中 能 稚 持 自主 状态 。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Ay 4X BE Bs BR Ail) 

_[Meselson and Yuan +» 1968 ] : 任何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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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 enzymes 

EmAZHAR AER. TBE HERS 

迅速 分 解 因 外 来 ( DORR » ORS » Aes ) 

而 介入 的 DNA, MEEBEZMRSLS 
APA. HRERE DNA 分 子 

EME ( 氛 基 对 的 顺序 土 ) 之 有 限 数 目 上 ， 

介入 双 股 分 裂 ( scissions)。 假如 缺少 特别 

修 节 的 氨基 ， 和 致使 其 受 非特 定 杷 酸 酶 (nuc1- 
eases ) 更 进一步 的 分 解 。 已 有 盖 据 说 明 某 
些 内 核酸 酶 限制 作用 能 修正 甲 基 酶 (methy- 

jase ) 之 活性。 

限制 的 酵素 依 它 们 限制 产物 可 中 入 二 类 

(group) : 
1 在 DNA 独特 位 置 上 切断 ， 产 生 一 集 

SHACK HRA. Role 
Fg TREES EAR ABR: 
HRARIDREAK RRASIAB AW PRED: 

3 ………- pC pApApTpT pGp----- 5/ 

2 (HABA RRRBHP] ) 来 之 本 

x EMRE. ARS—-BeATA. 

在 逢 机 位 置 上 能 产生 有 限 数目 的 允 股 切断 。 

此 切断 能 产生 刁 质 的 分 子 集 园 。 而 能 产生 黎 

性 (denatured) 或 复 性 作用 (renatured) 再 

CRED FARR BITE ASS ATP 

辅助 因子 (cofactor,ATP)> SRT FR 

8G MB (S-adenosyl methionine)» HRT 

供 活 性 (第 1 型 ) 或 只 有 位 离子 ( 第 2 型 名 和 后 者 

在 组 成 之 次 单位 上 较 第 1 型 小 及 简单 ;对 於 

FRB DNA 之 切割 位 贰 似乎 更 具 特 定性 。 
Simi DNA 之 一 股 的 修正 ， 足 以 阻止 

内 术 酸 酶 之 人 作用。 通常 DNA Z—RERE 

IE, BiE DNA 之 重复 产生 DNA Z—-KE 

& EMF RAIAREIE- 

一 修正 ( restriction - modification ) 以 

RAKE RL —. KRKRBKEE 
正 (如 甲 基 化 (methylation )] Z#RDNA 

“在 特殊 顺序 处 [ 对 某 一 点 呈 色 面 对 称 (two 
fold symmetry ) ] 9B l= 内 核酸 酶 限制 
作用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Je 

restriction gene ”限制 基因 : >A A(mo- 
difier gene) 。 

restriction-modification system [RAI iF KER: 

> DNA 人 修正 限制 系统 (DNA modification- 

restriction system) ° 

限制 酵素 : SRE 

es 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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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ve 限制 的 : DyzMial 三 不 尤 许 

的 (nonpermissive) ] 不 尤 许 感染 的 病毒 复 

M ,以 产生 感染 的 后 商 ， 双 然 病毒 能 进入 灶 

上 胞 及 表现 它 的 某 些 基因 功能 。 在 尤 许 之 租 上 胞 

中 ， 则 病毒 能 复 役 而 产生 感染 的 后 毅 ， 最 后 

使 寄主 死亡 [ 裂解 感染 (lytic infection)] 。 
reticular apparatus” 移 状 体 : = BMRA 

(Golgi apparatus) 。 

reticulate evolution ”网 状 演化 : 一 群 有 关 的 
ZUR F 42-48 (alloployploid) 物种 (species) ， 

RABRHRLRRME. DERE 

RRAAE HEC EERE a (al- 
lotetraploid) 物 种 。 移 状 演 化 在 植物 中 甚 筷 

普 温 [ OM W1L(dendritic evolution)]o 

reticulocyte #4ikk Mk: 未 成 熟 的 红血球 ， 

MCB MEK (hemoglobin) 的 合成 。 
reticulo-endothelial system ANKE : 在 奉 

HDS. BRR. —HSeRee 

(phagocytic cells) [OBS EA (phago- 

cytosis)], 可 协助 血球 或 淋巴 和 上 胞 排除 度 秦 物 。 

reticulosome “网 状 小 体 [ Pollak and Sho- 

rey» 1964 ] : 类 上 胞 质 中 成 分 之 一 。 在 超 
速 胡 心 时 ， 远 常 出 现在 微粒 体 部 份 (micro- 
somal fraction) 。 在 有 磷酸 脂肪 酸 (phos- 

pholipids ) 出 现时 ， 可 形成 腊 状 结构 。 网 

状 小 体 被 以 人 坊 与 膜 之 形成 有 关 。 

retinene MAMAS: 一 个 可 以 吸收 光 稻 ， 类 似 

SME (carotenoid) HEAR, FR vita- 

min A ff£®H—S. RRB RRA ( o- 
psin ) SG AWRRE (rhodopsin) 。 | 

retinoblastoma jTARMIRMiRe : BAR 

ERAHES, BREATIAG (single- 

factor inheritance) 

reunion ”再 联合 作用 [ Darlington and 

Upcott +1941 ]: 根据 所 谓 “ 断 裂 - 再 联合 
BR "(breakage-reunion hypothesis) ] » 

染色 体 (chromosomes) ， 染 色 分 体 (chro- 

matids) ， 或 亚 染 色 分 体 (subchromat- 

ids) 之 断裂 端点 (broken ends) BABA 

ERE AS [OREM XB(chro- 

C Hs CH, CH, 

reverse transcriptase 

mosome mutation ) ] 。 在 复合 作用 (re- 

stitution) ?» MAmAaMAA CK 
AnH AK R-BBE AIBA TF. 

to R— Ht HSE TT PT EEA (recogniza - 

ble) BRAIFH, ERRABRRATBL 

THERA ABR “BASRA” 

(emperical coefficient of reunion )[ 简 

RE.C.R.Jo 

reverse mutation ”回复 突变 : =e 

(back mutation) » #—fW#R#AA (muta- 

nt gene)  , HRM HaMOK AR KH 

核 音 酸 (nucleotide )MAFF » 

reverse pinocytosis “逆转 笑 胞 吸入 [ de 

Robertis and Vaz Ferreira» 1957 ] : 

ie As Gee eae eK [ Ode 

A (pinocytosis) ] 。 

reverse transcriptase 34892388 ([ Bal timo- 

re» 1970 ; Temin and Mizitany ， 

1970] : 需要 RNA ZDNA KSB (DNA 

polymerase) il FEB RAKHK ARSE 

RNA 到 DNA 内 。 此 酵素 需要 Mg2+ 或 
Mn2+ 做 篇 金属 活化 剂 ( activator ) :DNA 

三 磷酸 ， 一 个 RNA MR (template) 及 一 
个 RNA JR ( primer ) 以 开始 一 个 DNA 

链 之 合成 , 它 兹 共 价 的 结合 到 原 体 物 RNA 上 。 

DNA 合 成 是 在 原 体 物 上 增 加 一 个 开始 , 亦 即 
Pr SO RBS HE FAIA RNA 原 体 物 与 一 

RNA $3787} DNA & RE EI > FH tt BM 酶 作 
Fi—M ABER Z Kornberg KDNARAS 

一 样 。. 在 RNA 病 毒 之 例子 中 ,一 个 RNA-DNA 

杂 箱 分 子 和 一 些 单 股 DNA 分 子 ， 均 介 於 所 股 
DNA 间 , 一 核 酷 核酸 酶 H (ribonucleaseH) 

似乎 对 单 股 DNA 由 RNA-DNA 杂 种 之 取代 

(displacement )R 责 . 二 者 之 酵素 活性 均 存 

FER Fl FE SS SE + PRS BB 
RNA(m-RNA)Z RDNA A 0 

AABHRRSZEMES, REBW 

感染 时 合成 一 DNA 之 原 病毒 (provirus) ， 

亦 即 此 酵素 提供 一 个 机 制 能 使 一 个 生 瘤 的 
(oncogenic) RNAJAM, MHS BPRBA 

CH; H 
i 

tac~ C—CH= CH-C=CH-CH=CH-C=CH-—
C=90 

C— CH, Hc if Biss 醚 



reverse transcription 

稳定 之 遗传 信息 到 寄主 染色 体 上 ( 即 病 毒 

RNA 一 RNA-DNA 杂种 一 人 双 股 DNA 一 

DNA 和 烷 合 系统 ) ， 当 病毒 DNA 作用 时 即 能 
SPA RNA 分 子 。 

reverse transcription \é8¢2: RNA 直接 到 

DNASK EL [Oe MeM(reverse trans- 

criptase) ° 

reversible mutant 回复 突 沟 体 。 

reversion 回复 释 界 ; 返 祖 : 址 传 的 [基因 型 回复 

i 52 ( genotypic reversion )] 或 非 遗 传 的 

[ AIG MR (phenotypic reversion)] 

恢复 作用 ( restoration)» {f#—fA a 

( mutant )[ BI eH (revertant) ] # 

{Tp BRE BF AE (wild-type) 7M o 
reversion analysis 可 逆 分 析 : KH eee 

剂 使 一 个 突变 体 [ 叱 基因 突变 (gene muta- 

tion ) ] Mm BBOR SED DH. ARE 

突 释 伤害 化 学 特性 的 检查 方法 。 氢 基 类 似 物 

(analogue ) 与 原 黄 素 ( proflavin ) HAS 

体 分 坑 三 类 : 即 一 种 之 试剂 有 反 座 的 ， 或 对 

另 一 种 试剂 有 反应 的 与 对 二 者 均 无 反应 的 。 

假如 一 个 逆转 是 和 受 原 黄 素 而 诱发 ， 不 葵 逆 转 

是 否 改 生 在 相同 或 郑 近 位 置 ， 则 此 一 突 释 体 

RBS AN RY BR) RA 

AEH. HRERUDER EH RB, Fl 

Rie URAR— BABAR o fk 

QO AT oS a Rosh oS BE fe LA ee 

BEA FS — BREA (transition ) 。 若 
sth BBS SPE FATA (intracistronic ) 之 阻 

过 作用 (suppression) 而 发 生 ， 则 原来 的 突 

07 A) RES A — (ALA ( transversion ) 

或 转换 (transition) o 

revertant  [G)/g 22848 :— (BPE ( mut- 

ant) MH ESM RIERA, ROGe 

% (reversion ) i RAB Re RET AE 

(wild-type) 722. BRU CA RASH, 

A KEE KAA XR (gene mutation) Pf 

囊 失 的 酵素 功能 。 有 数 项 机 制 可 以 过 到 此 一 
目的 ， 和 经 贤 纳 分 篇 二 大 类 : 

LR RARER IESE. Re 

(i 2B (back or reverse mutation)o FEU 

情形 下 ， 某 一 突变 位 置 (mutational site ) 

f% AIB ( nucleotide )f9 RA (base), 

“ Qi ” (forward mutational ) HF 

QAKH, 14 KA RK AE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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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MRR. FARE ASS EK SE (po- 
lypeptide ) 7A — (HSS EFA US EK SSE 
PRARHRORES [ SRKRHELA 

EE 18 44S ( genetic transcription ) Rit 

{ #& 2 ( genetic translation ) ] 。 

2 ARRAS Vee eS 

F, HS — RB RH 4S A #(suppre- 

ssor mutation) o H—@MyB+tAY 

Al + (cistron) 的 壬 面 或 外 面 ， 此 一 作用 子 

HREBRS RSs. BMA 

&. Ais — eth st e+ ia A 

(A 48 (codon) Fo Haze a] (FAR 
AD, (ARM RBBB. Mi 

75 ARE EBA SOREN CR 

MW, NMeEROAR. MHRA ae 

傅 重 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Mi] MR 

7 HE 0 : 
一 结构 基因 (structural gene) 内 ， 

TRA KEMBAD BBN, PAIK 

SB PL AE HED ( genetic fine struc- 

ture analysis RAB MMe pri- 

mary protein structure studies) [ & 
基 酸 顺序 分 析 (amino acid sequence a- 

nalysis) ] 加 以 区 别 ， SAVE ERS 

[ RR FARR AEF MRA A 

基因 内 重组 (intragenic recombination ) 

[ FATA SS —f ls (intracistr- 

enic second site reversion ) ] 或 基因 问 

重组 ( intergenic recombination ) [ fF 

A+ eis — fi BG ew (intercistronic 

second site reversion) ] Mia Ri#s 

32 $4 (double mutation) 。 

Re Rf 值 : 4 WEE -D Fi(paper chro- 

matography)?» @A (solute ) RRA 

( solvent )#ayPRZH(ABR (a, fr 一 

溢 质 在 不 同 落 剂 中 有 不 同 的 Rf 值 s 

R factor RAF : =i}: WF (resistance 

factor). Ye 

Rh antigen Rh 抗原 。 

Rh blood group ”Rh 血型 : = RMA (rh- 

esus blood type) ° _ 

rhizoplast #4498. 

rho factor oe (f[ Roberts» 1969] :大 

肠 杜 菌 的 一 个 蛋白 质 因 子 [ —~#iLWt(ter 

mination factor ) ] ， 能 和 结合 到 RNA 聚 

ees Set, a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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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NA polymerase) 完 全 酵素 (hbloen- 

zyme ) $a 2 4b ct 18 44 (genetic transcrip- 

tion ) HHREBRMELDBAR KH 

RNA o @(A+F( 2 FHH 2,000,000 ) 是 

一 四 体 物 (tetramer) 或 六 体 物 (hexamer 政 

使 RNA 物种 整个 的 释 出 ， 亦 即 在 DNA 位 
苇 的 转 儿 区 止 ， 而 不 是 单独 受 RNA RW 

Arak) [只 M 因子 (M factor)» psi 因子 

(psi factor) ] 。p 因子 与 " 因 了 于 (sigma fa- 

ctor ) ， 成 互补 ， 东 在 形成 RNA RBMm 

别 帮 止 讯号 之 机 制 上 ， 扮 演 重 要 任务 。 在 帮 

菌 烟 胞 之 噬菌体 感染 期 间 2 因子 与 逆转 力 止 

蛋白 质 之 合成 成 相对 的 。。 因子 与 2 因子 决 

定 了 RNA- 3RRE DNA BRBEZER. 
rhodoplast 47 #8 : 红 基 中 的 红色 质 体 (pl- 

astid ) o . 

rhodopsin GK: 脊椎 动物 的 视觉 色素 。 
riboflavin #43 : 三 稚 生 素 B。 (vitamin 

B2), FAD [ 黄 素 嘎 哈 二 极 苷 酸 (fla - 

vin adenine dinucleotide ) ， 辅 酵素 (co- 

enzyme) 之 一 种 ] 及 FMN [ HK BRYM 

(flavin mononucleotide ) ] 之 次 级 单位 

(subunit) 。 

OH ae 4 

CH,—C-C-C—CH,0H 
H | | | 
| | H H H 

C 

eh Op a 
CHy— Cx, Cy eC N-H 

. 

H O 

ribonuclease 。” 核 五 核酸 酶 : FERRE 

(RNA) 亚 仿 不 活性 或 分 解 的 任何 酵素 。 
ribonucleic acid #44848 : 简写 售 RNA ， 

FREE (ribonucleotides) 的 聚合 体 

(polymer )。 其 化 学 性 质 与 去 气 核 醴 核 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 简 写 DNA ) 

很 相似 。RNA HLHRMAADRHDT, 
IE fa? FRA KYA (nucleotides), 

由 3 -5 Bae — 188 (phosphodiester bond) 

ie tE—#E. RNA MH RDEEM(ribo- 
se)» RNA 不 具有 胸腺 喀 喧 (thymine) 但 

代 之 以 很 近似 的 尿 喀 院 (uracil) [ 图 82 ] 与 
DNA 不 同 的 是 多 数 RNA 分 子 均 念 单 股 
(single stranded )， 但 具有 形成 DNAX 

ribonucleic acid 

0 

i 
H Cc H 

A dit. ts 
nt $C 

| | H ct 4 
fo tah 0 

n= C—He 

| 
cr “C 

Ni WA 
H 

ge pein 
| | 

0 

| 

82 RMR (uracil 
ribonucleoside) 的 化 学 构造 ， 
DNA & RNA WARE RNA 

RA Rew 及 核 柄 ,而 DNA 则 具有 
ite ME GE (thymine) RE BKM 

7 ike (complementary helices ) HH 

力 (potential) 。 
在 RNA 病毒 (RNA virus) 中 ，RNA 

篇 主 要 的 道 传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HES. RIDA. AG (nucleated) 或 

#49 (nonnucleated ) Mi, RNA FR 

=, KKEERSZESGF BRS ARNA(ri- 

bosomal RNA)[ rRNA ]> #@#RNA(tr- 

ansfer RNA ) [tRNA ]， 玉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ILm RNA ] 。 在 蛋白 质 合 

RGAE [ > 1h 99-43 ( genetic transc- 

ription)> 2t4# #9 2¥ (genetic translation)], 

每 种 RNA 均 有 基本 任务 。 在 三 种 RNA 中 ， 
rRNA (9H 1.1- 1.5 x 10° ) 所 估 数 

BRK: BBM RNA 含 量 的 80 一 90% 。 
RRS BRT REA A Bi tRNA tRNA 
之 分 子 量 较 低 , 坊 2.5 x 104, FARA 
常见 的 极 苷 酸 。mRNA BEAM RNA 

含量 之 2 % DFR A 100,000 至 数 百 

BS» iis SERRE (ribosome) 的 复合 体 , 所 

aH RAK BERS (polyribosome 或 polysome) 

PKS [ 它 信息 体 (informosome) ] 。 

在 每 一 种 RNA 中 , BH MMH IAFAE. RE 

在 某 一 段 染 色 体 DNA(chromosomal DNA) 

核 苷 酸 的 互补 顺序 上 ， 所 有 RNA 均 以 DNA 

Mm (template) 而 形成 。 在 RNA 病毒 

中 ， 址 传 信息 的 字 码 方式 存 於 RNA *h, 
胞 RNA RAR, MH RNA 不 能 被 用 篇 

模版 以 供 新 RNA 股 的 合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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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有 效 RNA STHRE CHE 

He, AB DNA [ 依据 DNA 合成 之 和 胞 
RNA ( DNA-dependent synthesis of 

cellular RNA ) ] 或 RNAL fH RNA 

& BGR RN A(RNA-dependent synthesis 

of viral RNA ) ] 作坊 起 始 物 ， 冰 有 不 同 
种 类 酝 素 以 行 催化 作用 : 

L 依据 DNA 合成 RNA (DNA-depend - 

ent RNA synthesis) : 1 DNA fERRR, 

DNA PRHBHBF> REMARK RNA 

分 子 中 互补 的 氨基 顺序 ， 此 一 过 程 称 坊 遗传 
#44 (genetic transcriptiona) ， 冰 受到 依 

据 DNA 之 RNA 聚合 酶 (D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的 催化 作用 。 此 -- 酵 素 

将 单 体 (monomeric) 的 先 晓 物 (precur- 

sors) [ @BBA=BBB ATP, GTP, 
UTP 及 CTP ] 联结 起 来 。 

2 依据 _RNA 合成 RNA (RNA-depend- 

ent RN/. svnthesis ) : 以 RNA Bram, 

EGG BHH RNA #% (replication) 7. 

AG. BKB RNA 之 RNA 聚合 酶 (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行 催化 作用 ， 

当 病 毒 RNA 进入 寄主 和 胞 人 后， 其 单 股 附 於 

2+ BH (ribosome )E，RNA BAB 

BRK EKREHSRABR, ROMA 

的 一 个 杷 苷 酸 的 S- 磷酸 端 转 移 到 次 一 极 苷 

BHtk, SBR - 5 -=BeS,. BR 

合作 用 ( polymerization ) MB@RABH 

& (polynucleotide ) RH» FERRER. 

[ > RH HX (replicative form) ] 。 

RNA & RAS RENTER ( regulation ) 

可 能 发 生 在 : 

1 胺 基 酸 控制 RNA Ae: : 在 稻 菌 中 ， 
已 知 有 两 对 控制 RNA 合成 的 等 位 基因 

(alleles) 在 具有 “紧张 (stringent ) 控 

制 [ RC st ] 品系 中 ， 任 何 一 个 普通 胺 基 酸 
(common amino acides) 的 缺失 ， 会 抑制 

RNA 98K. CAA “ KH” (relaxed ) 

控制 [ RCTel] 的 品系 中 ， 过 种 对 胺 基 酸 的 

撩 要 东 不 存在 ,解释 此 一 控制 机 制 ， 有 人 主 

Rit RNATFRB RNA 聚合 酶 的 抑制 

物 ， 当 运 些 tRN 分子 负载 有 胺 基 酸 后 ， 其 
抑制 作用 亦 因而 消退 。 在 RCzrel 品系 中 ， 

形成 腕 酶 基 + RNA (aminoacyl ftRN 信 酵素 

BAH (specificity) K4FCRKS., BF 

ribonucleotide 

CPRARAB SR AHst RNA ERMA 
种 普通 的 (catholic) F#M, KEBRDH 

HE A—-BRER, TUHSBAE 

RNA 分 子 上 ， 以 取 蔡 其 同族 的 胶 基 酸 ， 

同时 制止 RNA 合成 的 能 力也 因此 消失 

[ Stent and Brenner» 1961]. 

2 RNA 合成 的 差别 抑制 (differential 

inhibition of RNA synthesis ) : 外 界 

Ax te eR hela RNA 合成 。 此 

种 因素 对 任何 一 种 RNARBRH> WR 

万 素 D (actinomycin D)> 紫外 和 缚 (U.V-) 

等 等 。 
3 ERIE > 由於 烈 性 噬菌体 ( virul- 

ent bacteriophage) 的 感染 而 改 丢 RNAS 

成 的 型 式 。 
BEE: 仿 一 有 机 化 合 

>, A B—Bir¥4 ( purine ) Re#°R(pyri- 
midine) §#&> §2KM (ribose ) ARH, 

QBN R-PRABEVRRS. SRE. 

述 单 元 聚合 在 一 起 而 形成 核 酶 核酸 (RNA) 。 

ribose #78: (HARM. HEAR: 

ribosomal DNA #Z82%8 DNA >; rDNA: #é 

$4 $5 18 7% 88 FARNA(ribosomal RNA)Z 4s 

# DNA LrDNA dR AVE A (rDNA ampli- 

fication y 之 例 中 ] REARER DNA 。 

KEBEDMH, r DNA 指 亲 二 种 较 大 的 
rRNA( BSRBS ) RRREBCAARD 

(nucleolus organizer) fit, LURE 

接 的 序列 重复 基因 呈现 。 在 一 特定 物种 中 ， 

rRNA 基因 的 数目 和 与 核 仁 组 梭 中 心 的 数目 成 

正比 。 每 个 rDNA BREEAM BSH 
I8S rRNA; —({iee ee la REM(transcribed 

spacer) Al—(His-F RA ROSIAF . 7h 

HEaZRED. ECAZE EH BIBFIRBKAZ 

7R fe] {BFE AS AY ER . FE RNA 
OF ROY ERS ERE FA. rDNA 

HRB RAH AER DNA 

Hm. Beh. WEA. RANA BSB 
Heh UF Ag 100 ~ 1,000 i rRN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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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rDNABF ZB, Fl REAR 
(crossing over) rDNA #{ * 4% & Gn 

(rDNA magnification) i #4, 7K BVBrRNA 

基因 之 数目 不 足以 供应 一 个 正常 表 型 时 ， 在 

2S $6 AA AR (germ cell) A; 

BPR rDNA IMA BTREHEA 
PIE FE | ALE A — RE DNA 
过 多 的 栅 制 。 只 有 在 生殖 类 上 胞 中 多余 的 抄本 

EXRRVERZABATR—. RRA 

&—-k, $k -EASRSRREUREBE 

常 卖 型 所 需 之 数 ， 则 放大 作用 即 停止 [Ri;- 

tossa et al-» 1973] 。 

FHAMH, PHABERMR. RIP - 
子 发 生 ( oggenesis) 初 期 rDNA 被 扩大 [Oo 

BR (gene amplification ) ] 而 在 每 

一 租 上 胞 形成 许多 等 从 rDNA 的 核 仁 组 织 中 心 

( 可 各 数 千 之 多 ) 。rDNA 扩大 作用 (rDNA 

amplification.) 可 由 染色 体 篮 令 扩 大 过 程 

Met, WIA PIR: | 极 仁 组 筱 中 

心 重 刘 的 篮 叙 以 及 释放 的 rDNA 抄本 被 动 的 

RAAB, 2 每 一 个 分 崩 的 复 投 产物 ， 它 本 身 
可 作秀 未 来 rDNA 合成 的 模版 ; 3 EMR 

(reverse transcriptase) 3 8 #7) LAK 

fH —{—l RNA-DNAMMZE RNA 抄本 产生 
rDNA[ rRNA BAMBARA) rDNA 撤 

A fF FAR RAT FS ASA ( ribosome ) 及 广 

RHC ARMA. LRHSBALAB 
rDNAMPRMHAEAA ARH, RE 
体 的 合成 分 出 [ Om 1h 2F (genetic trans- 

lation )]>» MEMMBPZAK, BER 
是 不 分 天 的 。 

克 乎 所 有 动 植物 的 rDNA 均 具 有 标高 的 
G+C KF (5-20% ) ， 所 以 rDNA 在 桨 

色 体 中 很 容易 的 由 其 他 的 DNA MAR Pat 
出 来 。 

ribosomal peptidyl transferase #HS#8A4AK IK 
SCs : 能 合成 所 有 和 蛋白 质 由 信息 RNA( m 
RNA ) 村 嫌 的 酵素 。 马 能 重 夜 地 促进 胜 肽 
基 脂 类 与 胺 (amine) 之 问 的 作用 ， 而 形成 胜 

- 肤 基 腕 亦 即 胜 腑 基 脂 类 含有 一 个 或 更 多 之 胺 
ER 184 & (genetic translation)]。 

ribosomal precursor RNA = 4288 A15E RNA 
(Scherrer et al-s 1963 了 了: RNA FF 

之 一 种 ， 其 沉积 常数 髓 45 S ， 分 子 量 坑 2.6 
x 10° MG (daltons) , HRC DNA 租 

ribosomal RNA 

成 区 (nucleolus organizer DNA) 38 

HK, 45S RNA EBEPFARS SK igs: 
HA, KERB RR) KRM (sm- 

all subunit) MrRNA» SSHRRMTR 

28 S 片 段 东 加 入 核 酮 体 较 大 次 级 单元 (large 

subunit ) [ = #824 RNA (pre-ribo- 

somal RNA) ]o 

ribosomal proteins ” 核 醇 体 蛋 白 :一群 蛋白 质 ， 
以 非 共 价 键 (non-covalent bond) rRNA 

结合 而 形成 核 酶 体 的 立体 构造 。 

ribosomal RNA #8886 RNA [ Kurland ， 

1960] : 简写 符号 坑 rRNA 。 念 核 栈 笨 (ri- 
bosomej 所 含 核 酶 核酸 (ribonucleic acid) 

Rt. FEMIB SS (organelles) PHA 
BOR N~6%> (SPMRM RNA 含量 

$580% » #i£% RNA (transfer RNA) R44 

@. RNA(messenger RNA) —#&, rRNA 也 

是 基因 的 直接 产物 。 和 细菌 、 棱 物 及 动物 基因 

姐 (genome) 的 0.3 % 和 与 rRNA 似乎 互补 。 

WFR rRNA GRR [ 1H (genetic 

transcription )] 时 的 模版 (template'; )。 

在 动物 及 植物 [ ARM (eukaryotes ) ] 
中 ， 术 仁 (nucleolus) 坑 rRNA 合成 的 场所 。 

控制 rRNA 合成 的 DNA 顺序 ， 可 能 是 在 具 

有 核 仁 组 成 者 区 域 (nucleolar organizer 

region) H#Aist, £AB4+Hh, mse 

核 仁 之 存在 即 无 rRNA 之 合成 。 
在 许多 不 同 生 物 中 ,rRNA 的 氨基 成 分 

Bek RRARARH SFR (cuan- 

ylic acid ) o BRAS (guanine) 与 胞 喀 院 
(cytosine) 的 含量 2155 %. SREB 
AAS Bc (subunits) 具有 两 个 主要 的 

RNA 成 分 : EMR PR BSR 16S RNA; 
EBA DD Rw PAIR BWSH IBS RNA} 

ARtDMRMABAARARMSHHCRNA 
合成 的 作用 子 (cistron) 。 

较 大 的 RNA 成 分 与 较 大 的 极 酷 体 次 级 
单元 和 结合 在 一 起 ， 而 较 小 的 RNA RAR 
较 小 的 次 级 哩 元 结合 [ BMRNA(transfer 

RNA ) 与 极 酪 钥 较 大 次 级 单元 ， 而 信息 R 
NA(messenger RNA) 则 与 较 小 次 级 单元 和 结 

合 ] ; XK)ARAMrRNAMZ#ER, 显示 在 同 

% (homologous) DNA 对 大 小 不 同 的 rRNA 

成 分 分 别 具 有 互 不 开 争 的 互补 顺序 。 在 生物 

体 中 (in vivo) RMM@ RNA 被 以 信 具有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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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 BE. BERBER ABAK. 

BLUR RNA 成 分 外 ， 从 核 酶 体 中 
SRE 5S S RNA ， 但 此 一 RNA 无 转 

移 ( transfer ) HE EMR, HRI 

序 与 基因 租 (genome) 的 0.005 % HR, 

tRNA 的 互补 顺序 估 0.04% 0 SS RNA 是 

一 种 特殊 RNA » BEJEtRNA 的 前 驱 物 tpre- 

cursor ) » thJErRNATAHED, BE 

BBBUSAA-BSTHSS RNA, {8 

5 SRNA 在 结构 或 功能 上 是 否 有 必要 的 作 

FAs RII AEE 

¢- 4% fl ( choloroplast ) [¥ ##(pl- 

astid ) ] 中 ， @BBHMrRNA REKD 
(base composition) SPJ#GEHE DNA 的 

fl, TRAE RASTA 

ribosome *2@298[ Roberts» 1958 5 Din- 

tzis et al» 1958 ] : BEBBRMRAP 
的 颗粒 (particle) KH 140 ~ 230A, 其 
KGB 40 ~ 60 % Hae RN A(ribosomal 

RNA) [rRNA ] ， 以 及 火种 内 性 和 蛋白质 
(basic proteins) ， 以 非 共 价 键 (nonco- 

valent bonds) 与 rRNA 桔 合 在 一 起 。 汪 些 

复杂 的 蛋白 质 , VEER RB BREDS 

整 上 ， 极 其 重要 ， 在 极 酶 体 与 信息 RNA(me- 

ssenger RNA) 以 及 独特 运转 RNA(trans- 

fer RNA ) RRL hERBE. rRNA 

URBBBEAA. ABBE CKR ETH 

Slt. FRBER.- 

FEAR SCAR, BRHESEER 
(amino acids )f7 #4 fF (polymerization) 

的 主要 场所 。 在 多 胜 肽 链 (Polypeptide chain) 
的 合成 中 , BRIBE AR REBEL 

剂 。[ At 1999S (genetic translation) ] 。 

BREA A RAGES DLR (sediment ) 

RAP HRR F MM (polysome = poly- 

ribosome )EtfF HH (ergosome) ] 4S 

体 是 一 群 聚 在 一 起 的 核 醴 体 [ 单 笨 (mono- 

some ) ] ， 由 一 个 mRNA 分 子 将 各 单 体 连 在 
—@, BAR RERSO~150A 。 

BRERA BHAN. RAB K 

REL. RRACERRLUT WNKBRE 

tRNA ,mRNA 以 及 新 合成 的 多 胜 肽 。 用 差 
A REL HE ( differential centrifugation ) 

在 有 镁 (magnesium BET ATER, SEM HH 

HY (extracts ) Pa PTH mee B. tt 

原核 生物 (protokaryotes) [ 如 条 菌 ] 中 分 

饶 出 的 核 酷 体 具有 沉积 常数 (sedimentation 
constant ) #370So (A+ 4 (eukaryo- 

tes) PP REMAR AMMAR R8OS . CE 
#288 (chloroplasts ) RARE ( mito- 

chondria )  4> HH Ag Be ORE HS. FETT 

RERELRARE BBR, WRK 

MZURARB 73 SH 20.5 S 及 16.4 S 

RNA > £RBRBRZIRARAO SA 
20.8 SR 15.7S RNA o 

70 S80S iA RHR A—K— 

‘\\PA KR BIC. FH — RSE Mg ** RB 

BEERS 0.25mMi$ RETR EMP 

据 其 沉积 值 ， 此 两 个 次 航 单 元 称 坑 9 SS 及 

30 S 颗 粒 。 芙 杷 生物 核 醚 体 具 较 高 之 S 值 ， 

t N60 及 4 S BN. BH Mg 雇 子 省 度 增 

加 时 ， 一 个 9 S 及 一 个 30 S 颗粒 联 烙 形成 一 

个 70 S RBS» FAT70 S BRB VEO V 

成 一 个 100 SW [图 83 ] ， 参 加 蛋白 质 合 

RAB 70 S RB} 

ae 十 

2(9S) + 2(508) == 2/708) = 1(700S) 

MW~n * opstos 180406 28402 59210 

| 
oe 

TRNA ; 3 $ or 六 

NS 21(59) 159) 

MWx* 05520% 154020 

@83 细菌 (Escherichia coli, ABER ) 
KMBRAKRECESRLRBE CHAE 
常数 (sedimentation constants) RAF 
(molecular weights)( i} Watson, 1963)> 

较 小 的 核 酷 体 次 级 单元 具有 一 个 RNA 

Ml ERBEDMPRES rRNA ; BRED 

hRI8S rRNA; 1500 ~ 1800 RHR (nu- 

cleotides ) ]. RAMKRETAAABE 

两 伪 的 rRNA ， 在 有 些 情 形 下 ， 此 RNRA 稿 

一 根 连 奈 不 断 的 单位 ， 在 有 些 情形 十 则 需 相 

同 长 度 的 两 股 [ 在 原核 生物 中 坊 2 S rRNA, 

FBR EMPRBS rRNA ] 。 大 小 不 同 次 
人 级 单元 中 的 RNA 属於 不 同 的 化 学 成 分 。 大 

‘i de Patiew WOR in ae ee ee ee ee ee ae ee 

了 于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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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二 级 的 zxRNA 分 子 , 在 不 同 物种 (species) 

PSA, ARBAB RIB 

(nucleotide sequence) 以 及 不 同 的 末端 

(terminal) RBM, tKkK# DNA 之 RNA # 

合 酶 (D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用 不 同 的 DNA 篇 模版 (template ) 所 合成 。 

稻 菌 及 哺乳 动物 之 rRNA 具有 微量 的 甲 基 化 

氨基 (methylated bases )， 甲 基 化 傈 由 

RNA 甲 基 化 酶 (RNA methylase) 的 作用 

而 来 。 

ABR (Escherichia coli) (MEK 

HEAR, PPSRRABH> KREDTE 

( 25000 — 26000 ) N - 末端 (N-termin- 
al) ZRBBST 2S BREA (alanine ) 

及 甲 硫 胺 酸 (methionine ) 。 他 们 是 一 群 具 

有 不 同 大 小 及 负荷 ( charge ) 的 复合 钥 (co- 

mplex )o M07 R142 (cesium caesium 

chloride) HRRERRTED, eH 

和 蛋白质 可 被 去 除 ， SS 及 30 S BRB KRE 

元 产生 缺少 蛋白 的 和 S 及 2 SS 的“ 柱 心 ” 

(core) ， 过 些 柱 心 不 再 具有 活力 ， 不 能 加 

添 胺 基 酸 或 与 LIRNA 聊 结 。 

ribosome 

EEA RARE, mRNA MBER 
小 的 次 级 单元 颗粒 上 ， 较 大 的 次 级 单元 则 附 
有 二 至 三 个 分 子 的 tRNA ， 其 中 之 一 联 千 於 

生长 中 的 多 胜 肽 (polypeptide) 上 。 因 此 每 
(A RRS FED APARNA 的 联 千 位 革 

(binding sites) ， 其 中 一 个 位 苇 供 应 新 进 

来 的 腕 酷 基 - tRNA(aminoacyl-tRNA) ， 

而 另 一 位 置 则 坑 附 於 tRNA 正在 生长 中 的 多 
EIT GC 图 84 ]。 在 tRNA 末端 腺 极 

(adenosine) 与 胺 基 酸 羧基 ( carboxyl 

group) 问 之 酯 键 (ester bonqdj 在 胜 肘 键 (pe- 

ptide bond) 形成 时 绥 到 保留 ， 而 胜 肽 链 的 

4: RE tRNA BF RR IL [此 一 胜 肽 -tRNA 
Hae RERPHERK RPE BRE] 

AEH mRNA 联合 ,在 mRNA 股 上 移动 阔 

暴露 从 各 个 胺 基 酸 的 字 码 ( code ) F [ 每 次 

增加 三 个 氨基 ) 以 集合 一 个 特殊 的 胜 肽 链 

[ ORS 4E (genetic code), RHR 

(genetic transcription) » @&¢4##2¥(ge- 

netic translation) ], #@FMZE mRNA 

ERB RSF) (185). PREV ees 
白质 合成 过 程 中 每 个 分 子 问 保持 正确 的 空间 

CGUGUUANWACEUAUG CAE UACUEC 

6CAUAC ng eee an, 

—=-— mRNA 

CGiGuUACAC VAUGCABU cucGcec 

(oS 

saat xo 2 让 
@ 84 在 和 遗传 字 码 (ganetic code) HM (translation) H, SEHK 
 MOKRSR. mRNA HAEKMBE MARE T (subunit) +, 
RAHARETHAM Ht RNA OF, —t RNASTRREKR 
中 的 多 胜 肽 链 上 , 另 一 个 tRNA 分 子 则 是 新 进来 的 胺 mM R-t RNA 
(amine acyl-tR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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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成 长 中 的 多 胜 肽 链 ) 

图 85 43k @=eB(ganetic code) $# (translation) FR, MRNA ， 

tRNA 与 生长 中 多 胜 肽 链 及 多 核 酶 体 复 合 物 间 的 关 傈 。 

BA Ge LI 2 TE EAS FB ASEH (relative move- 

ments ) 。 当 核 酷 体 已 抵 速 nRNA 的 3 人 一 
OH Kim, K-CRBDRERK CK 

IEE AK Se th ET Eo % 

FAERIE: RIEL AHL MRNAD 
子 之 过 程 中 有 重要 之 作用 上 至 少 在 和 粗 菌 中 如 

此 ] 。 术 酶 体 可 能 附着 在 初生 的 mRNA 上 ， 

而 使 其 与 DNA 模版 及 RNA RABZHA 

体 分 散 。 有 过 样 一 个 机 制 ， 当 第 一 循 埋 转 甸 

何 未 完成 上 时， 第 二 循环 就 可 以 先行 开始， 而 

mRNA 也 不 会 折 总 形成 次 级 构造 ( second - 

ary structure) 因而 不 适宜 於 附着 在 核 栈 

体 上 .同时 mm-RNA 和 受 外 核酸 酶 (exonucle- 

ases ) 作 用 而 消解 的 可 能 ， 也 因而 降低 。 

EBSWHARER AAMT, AR 

1 HG BES BPN EA KA ( endoplasmic 

reticulum ) 的 薄膜 上 ，[ ") fe RR 

KHKRETK BEARMHRE I> HE 

成 的 蛋白 质 从 极 酷 体 的 合成 位 置 上 ， 却 移 到 

A AMEE (cisternae) 的 内 部 。 . 

SPRBAEA BRAKE NH ERBBR 

S68. REBBEm. SoRBLEERE 

物 细胞 核 (nucleus) AR MH a % FH PAB 

KK REKB-BELBH.AK See 

F] HE/F mRNA tt BS MAA (cy- 
toplasm ) AM PHB HD. 

TB BNBESE (assembly) 过 程 中 ， 至 
少 有 一 邵 份 是 顺序 组 合 ， 而 未 受 租 胞 内 其 他 

构造 的 控制 。 在 术 酷 中 形 成 上 时， 其 前 BW 

(precurors ) ZELA RSE, 5 — 

#£DEBR “RIE” (eosome), K-EY 
BB“ F/B” (neosome) o 

基质 (substrate) -E [ BR’) ¥8(eoso- 

me ) ]—>N [ #1/}#8 (neosome)—>R [ BE 
#8 (ribosome) ] © 

EAREDRET, GRR EALE 

行 如 次 : —i oF 5 RNA(precu- 

rsorRNA) WARRSS ， 在 核 仁 (nu- 

cleolus ) PRREARRSBA—, 2S 
及 16S。32S RNA £@MBRBS RNA ¥ 

HEA BAMA VREBBRAB KARE. 

在 组 胞 质 术 酷 锅 中 ，16S RNA ”出现 於 较 小 

的 次 级 单元 。2 S 及 1 S RNA 均 从 未 在 和 

胞 质 中 呈 游 全 状态 出 现 ， 二 者 经 常 出 现 於 与 

有 效 极 酝 体 次 级 单元 不 能 区 别 的 构造 中 ， 次 

级 单元 的 完成 可 能 大 邵 在 和 粗 胞 述 中 和 进行， 党 

AMI AR. ADKRAREMNBKSS 

Be. ARaBRERHTIS owe. (B&B 
酷 体 和 蛋白质 在 何 时 及 如 何 形成 ， 现 在 仍然 不 
1, UNS SRERrRNALPRLUG, 
SFR mRNA RY BBEA AZAR. 更 
此 一 学 改 已 不 再 被 接受 ] 。 

[ ist =: BREA AT LEM 

Br, £0 EER AR A RRBEAR 
仁 而 与 rRNA 联合 。Hela Mir, URGE 

过 量 的 核 酷 钵 蛋白 质 ， 在 施加 一 己 亚 胺 (cy- 

cloheximide) 以 停止 蛋白 合成 后 ， 核 酶 体 

ZS LRWARIL, —H rRNA TERRE 
REN aARMAA PH RAR.) 
ibosome cycle 。” 核 酝 体循环 : AMR) 

酶 体 次 航 单 位 的 交换 ， 其 发 生 於 生长 中 之 帮 
菌 和 芙 极 生 物 之 和 上 胞 质 内 。 交 换 是 由 於 每 一 
次 通过 信息 RNA 后 ， 使 次 航 单 位 的 分 碎 ， 

而 再 从 一 群 核 酷 体 次 级 单位 中 再 形成 ， 芝 远 

4% BB (polyribosome) 速 炉 的 再 循 囊 。 

再 循环 需要 一 假 起 始 因子 .( initiation fac- 

ge ec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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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 | = SBE D HEA (ribosome disso- 

ciation factor ) ] ， 和 维持 此 多 极 酝 体 ， 抑 

SN RAH AR LH RE. (EK KR 

fr Bite A SBE (polysome ) Stat 
GRBKR ELAR [ hai 

( instead of single ribosome ) ] ， 以 及 

BEAR RNA FMB LAY [Od 
454144 (initiation complex) ] 。 

ribosome dissociation 4442985 Bt | Kohler 

et al-» 1968] : DSS HBR ( ribosome 

cycle)e. 

ribosome dissociation factor 4292984) BHAT: 

>a BF (dissociation factor ) ; Me 

S876 (ribosome cycle)° 

ribosome recognition site “” 核 酶 体 辨 认 位 置 : 

>is RNA (transfer RNA) 。 

ribosome translocation #2827851 : 在 道 伟 
| 转译 (genetic translation) FF, H=(AR 

基 产 物 (increments) “& #4444 (ribosome) 

4% 8. RN A(messenger RNA) Hh. BAB 

体 易 位 含 一 个 主动 过 程 ， 需 GTP 水 解 作用 
和 一 个 可 溶性 蛋白 质 的 参与 ， 称 之 售 G 因子 

(G factor) 或 易 位 因子 ( translocation 

factor ) 。 核 酷 体 在 较 大 核 酷 体 次 级 单位 之 
位 置 与 G 和 GTP 因子 作用 。 术 酶 体 易 位 去 
BEAL tRNA (deacylated tRNA) HACE BE 

fez Pir LAR, KEK - tRNA DARA 
BAPMAL, SR RNA DLABIAR 4H 

核 酷 钵 次 级 单位 上 ， 如 同 下 一 个 字 码 子 在 A 
fz LPR RER 。 | 

Sribosyl uracil  S#ZRRhK0RNE: = ert RE 
# (pseudouridine) [(O#A RA (rare 

bases) ] 。 

rickets 伯 伟 症 : 由 於 食物 中 稚 生 素 D 含量 不 

足 ， 因 而 骨 赂 之 发 育 发 生 缺 陷 。 

rickettsiae ” 立 克 次 氏 小 体 : 微小 ， 能 和 致 病 的 
似 类 菌 的 构造 ， 只 能 寄生 在 粗 胞 内 生存 ， 具 

有 DNA RRNA .及 合成 重 白 质 的 机 构 ，Q 
热 (Q fever) $##(typhus WURBRURE 

#4 ( Rocky mountain-spotted fever )§ 

由 立 氏 小 体 所 引起 。 
rifampicin ”抗生素 (antibiotic) 之 一 种 ， 

可 抑制 RNA 链 合 成 之 终止 (termination)。 

ring bivalent “” 环 状 二 价 体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 (first meiotic division) 时 出 现 的 二 

397 ring chromosome 

{Ki (bivalent) .- E-HAOCMAAHRE 

+, HBS sO mh eX (termin- 

alized chiasmata) WBKRKI-ABLO 

交叉 移 端 (chiasma terminalization ) ， 

SAR $ (KAM (ring multivalent)] 。 

ring chromosome iRiA ARE : 一 个 成 一 状 

的 染色 体 [之 着 传 环 状 ( genetic circu- 

larity ) ] 。 在 有 些 原核 生物 (protokaryo- 

tes ) 中 [如 大 肠 柏 菌 (Echerichia coli) 

以 及 一 些 病 毒 ] ， 环 状 染 色 体 垮 正 常 现象 。 

在 芙 核 生物 (eukaryotes ) 中 ， 环 状 染 色 钥 
a 4 & 66 HS aH (structural changes) 

AR (LOH eM KF ( chromosome nuta- 

tion)  ] 。 环 状 染 色 体 在 减 数 分 裂 下 有 时 会 

ARBRE ARE RMA TARR A(cros- 

B86 BRRERAARD RK (mitotic 
anaphase) RTTR @ARKRE 分 体 

(sister chromatid) 间 互 换 作 用 (ex- 

change), MARA )WRRK FREBD 
i IF Miah. b)R(c) HBA RE 
间 互 换 而 形成 对 称 (symmetric) 中 及 不 对 
称 (asymmetric) (c) 色 倍 大 小 的 环 状 染色 
体 ， RARE KM (double br - 

idge) , 饮 橘 可 能 断裂 而 形成 二 个 大 小 不 同 
AIH BH. 



ring gland 

sing&-oveayj 而 产生 双全 大 小 的 双 中 节 染 色 体 

(dicentric chromosomes), j6f# #3 

在 正常 情形 下 ， 会 遭受 排除 。 

FE KD B ( mitosis) 时 ， 一 个 环 状 染 

色 钥 会 产生 两 个 同样 大 小 的 环 状 子 染 色 体 ， 

YFHD HAT ME ( M86). Css 

情况 下 ， 环 状 染 色 体 在 体 租 胞 中 是 称 定 的 。 

在 体 和 了 胞 和 组织 中 ， 由 於 ”姊妹 股 互 换 “ 

(sister-strand exchange)» RAR 4 #F] 

能 产生 双 售 大 小 的 环 状 染色 体 ( 图 86 ) . 

政 状 染色 体 连 重 不 断 ， 具 有 两 个 中 和 节 (dice - 

ntric ) 较 原 来 大 小 增加 一 售 ， 在 后 期 时 形 

5X MH (double bridge) [> # #49 7%(ch- 

romosome bridge) ] ° 

DASCRAD. UPR. TA 

个 新 环 通 常 大 小 不 同 。 田 於 形成 缺失 (dele - 

tion ) 及 重复 (duplication) ， 此 一 过 程 可 

以 产生 花 斑 现 象 (variegation) .由於 形成 

方式 的 不 同 ， 大 小 加 伪 的 尿 状 染色 体 有 对 称 
(symmetric) [ 图 86.b ] 及 不 对 称 (asymme-。 

tric ) [ 图 86.c ] 两 种 。 

ring gland ” 环 状 腺 : ic RRS AE RE 

部 ， 其 便 符 (lateral extremities BRAM 

管 形成 环 状 因而 得 名 ， 此 一 腺 体 具 有 三 个 主 

BAA TU AES (corpus allatum) 
(2) Bi BR (prothoracic gland) (3)>48 
(corpus cardiacum), 

ring multivalent “ 环 状 多 价 体 : EH KR 

PAR, RABAAVKRKEY, [OX 

@, tac # (chromosome pairing) ] 。 在 同 

SEH (autopolyploids) }, #(HRER 

可 能 具有 两 个 以 上 完全 同 源 (homologous) 

的 染色 体 ， 如 在 二 信人 钥 (diploid ) 或 刁 质 结 
合 (heterozygote ) 易 位 (translocation ) 

体 中 ， 多 价 呆 环 可 能 具有 部 份 同 源 和 染色 体 。 

染色 髓 由 已 烃 端 移 的 交叉 ( terminalized 

chiasmata ) 联合 在 一 起 ， 直 至 后 期 I(ana- 

phase I ) FPR LORCR=-KM (ring bi 
valent)] 。 

Ringer's solution Ringer 氏 滨 液 : BEE 

BASH physiological saline solution ) 

2-8 2AAFRACAR. CEBRE 

, LG RE MRS BSH we Rin- 
ger KLERENR+ ARKBBR "ringer" >o 

RK ARRAS, RK AR -ALS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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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nt) 的 等 级 (rank) 或 “价值 (va - 

luation ) 。 例 如 RK1 坑 最 好 及 最 常用 的 
突 筷 体 ， 具 有 清晰 的 分 类 和 狗 定 ， 优 越 的 生长 

力 ， 以 及 精确 的 遗传 基因 定位 , RK 5 则 表示 

低 度 基因 外 显 率 ( penetrance ) 低 生存 率 ， 
i AB ( loci ) 在 染色 体 上 之 位 针 亦 不 明 

确 。 

rI iocus ~D ARE: Ts eR RES 

一 段 ， 信 第 一 个 在 遗传 图 谱 ( genetic map) 

之 微 租 构造 中 ， 决 定 其 话 角 位 苇 的 基因 。 

RNA 4 ke MH (ribonucleic acid ) 的 简 

Bo 

RNA-dependent DNA polymerase 2 RNA 

之 DNA RAB: 一 群 酵素 以 RNA SER 
模版 (template ) 行 角 媒 作用 ， 使 去 氧 核 苷 

= PRE (deoxyribonucleoside triphos- 

phates ) 聚合 形成 DNA ， 此 等 酵素 通常 出 

现在 致 瘤 的 RNA 病毒 -( oncogenic RNA 

virus) 中 ， 此 种 酵素 之 作用 与 传统 观念 互 

AH. 42 DNA 与 RNA 间 信 息 交 换 之 方 

(a) th JE REAR C> DNA 和 聚合 酶 (DNA poly- 

merase )) # #864 (reverse transcrip- 

tase )]. : 

RNA phage RNA 噬菌体 : 一 个 具有 RNA 
PARAS» LIMS2RQB 。 
RNA polymerase RNA RGSS: HRS 
fF - 5 - 三 磷酸 脂 ( ribonucleoside-5' - 

triphosphates ) 形成 核 酶 核酸 ( ribonuc- 

leic acid) 时 ， 任 何 一 个 可 行 催化 作用 的 酵 

素 称 坑 核 柄 核酸 聚合 酶 。 此 一 作用 须 利 用 

DNA [ 需 DNA 之 RNA 聚合 酶 (D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 ] 或 RNA 

[ S RNA 之 RNA 聚合 酶 (RNA -depen- 
dent RNA polymerase ) ] #3fRhK ( templ- 

ate ) o 

RNA processing RNA: RNA 分 子 转 

RH BH (tailoring), RAAB 
RNAE® [ OS ik R42 (posttranscrip- 

tional processing ) ; 信息 前 RNA(pre- 

messenger RNA) ; 核 酶 体 前 RNA ( pre- 

ribosomal RNA) ; ##&#y RNA(pre-tra- 

nsfer RNA) ]o 

RNA puff RNA Fs : ORM ( puff )° 

RNA replicase RNA 729088 : 依据 RNA 之 
RNA #4 is (RNA-dependent RNA poly- 

Re wk age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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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ase) [ MS2RQB ] 。 
RNase 梳 酵 枝 酸 酶 : BHribonuclease 之 简 

> WER RNA 水 解 的 酵素 。 

RNA synthetase RNA 合成 酶 : mM RAR 

. (ribonucleic acid) 

RNP RNA- ZAQBRSAM : RNA-pro- 
tcein complexesf) ff 5. 

RNP particle #ZARtXBRS A AFAR : : 任何 一 
SRM BeEA AAW [Oe Bi (riboso- 

me)]» ttK—-4#i], RATER RNA 之 颗 

Al, CREM BAR BABY A] HE 

Robertsonian #@RiR# : Hi Papas (cen- 

tric fusion ) 或 中 节 分 裂 ( centric fis- 

sion ) ( 9:68 98 BES Ay em | 
‘Robertsonian translocation CRBWL = 

«SAR ARS (whole-arm fusion) ° 

rod bivalent “棒状 二 价 体 。 

rod chromosome “棒状 染色 体 : ARF hp 

(centromere) 位 於 染色 体 一 端 ， 在 组 胞 分 

裂 后 期 (anaphase) 时， 染色体 呈 棒状 。 

roentgen (G2. 1 :在 0?C，, 和 氧 压 760 mm 

水 银 柱 时 ， 在 一 个 立体 公分 (cubic centime- 

ter ) 92h, Fehr 2,083 x 10° BETH 
(ion pairs ESTA BAR Ye EAH (ionizing 

radiation) 之 量 称 坑 一 个 r ， 例 如 和 蛋白质 

之 密度 (density) 61.35, — PIL MK 
(cubic micron) HWA") Bi BRT 

对 ， 一 克 租 积 筱 一 伦琴 咖 吗 (gamma) HR 

FR SEF, FO RIISM RB (erg) 的 能 量 。 

roentgen equivalent dose 伦琴 当量 [Crow ， 

1973] : iL SBRAH Ae ( HRB 

RED ), SRXPRBEBHHR RASS 

所 需 的 剂量 [= 放射 当量 (radequivalent)]。 

rolling circle model 。 滚动 环形 模式 [Gi7p- 
ert and Dressler» 1968 | : RMR 

(circular) RRH—-PBRA. SRHMR 

DNA "JH FIIPRBR ( M87) : 1 

I II JII IV V 

1 2 3 4 5 

XX XXX XL L LX 

20 30 40 50 60 

CC CCC CD D DC 

，200 300 400 500 600 

如 1968 B MCMLXVIII 

rotation 

i. 
5 

@ 87 DNA @8URHS CRA ERS’) 

的 尾 端 固定 到 一 个 膜 的 位 置 上 [ 仿 自 C772Dert 

and Dressler, 1968) 。 

“ i” RB PARI ; 2 “IE” 

KARO, SRR RICH RRR 

( template ) 伸 长 ， 以 新 显露 的 3 -OH 端 作 

DNA RSM (DNA polymerase) 的 开 

始 ; JR RIERA RET RRA. KR 
— {ER AGA Fete 5 4 新 的 负 股 较 合 才 开 始 ， 

效 在 正 的 时 股 尾 端 形成 聚 体 化 作用 ;5 在 新 

fake XN. MRP 4 (replicative in- 

ter ediate ) SAKRBPACARHRE 

Hi mei BPR SRHRVAKA 

BT HIRRAGIERS © Fbvin A RI BS IE ARSE 

成 的 新 负 股 。 

少 动 震 形 模式 与 其 他 模式 之 主要 差 殿 坊 

复 抱 的 不 对 称 : 一 股 保留 仿 焉 形 ， 另 一 股 则 

ROG. RVR TERRRK, MAHA 

A (parental strand) All RAW. 

Roman numerals RF: ( 5 FH)> 

root cap ” 根 冠 : SRNR Mle eS 
长 点 外 ， 和 当 根 向 前 生长 时 根 冠 有 保 蔗 作用 。 

root hair (RE: RRAR MBE ARERR 
伸 ， 其 作用 坑 吸 收 土壤 中 的 水 分 及 养分 。 

root nodules ”根瘤 : 豆 科 (legumes) 植 物 根 

如 向 小睡 大 的 恤 分 ， 由 氨 固 定之 共生 糊 菌 寄 
AE BT EAE o 

Rose chamber Rose 小 室 : R—HPAHH 
养 焉 ,可 用 以 常 期 在 位 差 头 微 镜 (phase con- 

tact microscope ) F@ Ri BA. A 

7E SAE HMA BRR PH Meo 

rotation (83 (White, 1942] : 在 第 一 次 

Bi BY TP 2 We RHA I (early diplotene ) 

Vi VII Vill IX Xx 

6 7 8 9 10 

LXX LXXX XC IC C 

70 80 90 99 100 

DCC DCCC CM XM M 

700 800 900 990 



rotational base substitution 

及 肥 屠 期 ( diakinesis ) 问 ， 二 价 体 (biva- 

lents ) 之 形式 改变 。 两 个 染色 体 臂 (chro- 
mosome arms) 5 _—#@>RMRSe, g— 

ABAAM EL LHR, BMeVHBK 

的 圆圈 间 ， 彼 此 成 直角 [图 58] 。 

rotational base substitution jG $9 A HVss : 

在 一 个 DNA? AERA BRL» 

KRM Et, FABRAZRS 

ZS > A ae aT A (hy dro- 

gen bond) 相 联 千 的 氮 基 与 其 主 堤 ( back 

bone) RAE MH —-HAX, HBR 

AR RBS. PA e+ eee (tran- 

sversional mutation )/#RHBAaARE, 

BFR Be EE Z Bi FRA ( point mutat- 

iom) 均 由 此 产生 。 
rough colony “粗糙 型 菌落 。 

rough endoplasmic reticulum ”粗糙 内 和 质 移 : 

类 上 胞 内 分 做 广 泛 ， 帕 薄膜 形 成 的 赛 状 物 [ 内 

400 

#4 (endoplasmic reticulum) ] HAMA 

BE HE (ribosomes)» PWHAA(secre- 

tory proteins) 可 能 是 在 过 些 附 着 薄膜 的 极 

酵 钵 上 所 合成 。 

royal hemophilia 皇家 血 友 病 : 标准 的 血 友 

病 (hemophilia)， 首 先 由 英国 维多利亚 女 

= (Queen Victoria) 所 携 缺 陷 和 X - Wee 

传 於 人 后代， 影响 及 於 三 代 欧 洲 和 皇室。 

royaljelly +38: Hi RAM (nurse bee) 

AowH—-BSBR, ALR ida ez 

蜂 后 。 

rpm : revolutions per minute 之 简写 ， 

BT BheBAR 。 

RQ ; =» & 8 (respiratory quotient) 

简写 。 
ruffled edges (lamellipodia) #3388 (3/5 Z): 
TARR, FAs EES Zt 

7a A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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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s 1, HERR (seleetion coefficient) ; 

2 #2 #a # (standard deviation) ; 3 沉降 

4% #%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 ; 4 

(second) 之 符号 。 

S 合成 期 (synthetic period) 之 简写 : O 
3 R (AHR (interphase cycle). 

S L(Svedberg)H fz [ it 1#%& (sedi - 

mention coefficient) ] ; 2 志 留 纪 

( silurian period) ; 3 硫 (sulfur) 。 

Si, S, S: … etc。 自 交 第 一 、 二 、 三 … 代 : KR 

植物 自 花 受 精 (self -fertilization) KATH 

KRSM S, RRMMRA REN 

之 子 代 ，S 。 代 麦 S :植株 自 交 后 所 得 之 子 
代 。 

SS : 硫 的 放射 同位 素 ， 释 放 6 ， 半 训 期 坊 87 
天 ， 在 研究 蛋白 质 合 成 时 有 很 大 用 涂 ， 可 以 

 PASRRERM IMA SAB- 

sacculus \8: SSR Mia bz Mia 

膜 状 物质 ， 能 杂 持 细菌 (ABR) 之 外 形 ， 

它 包 含 专 有 的 鼠 状 克 聚 合 物 (polymer 
murein)。 

salivary gland chromosomes 唾 腺 染色 

体 : MMA (Diptera) BSH. Mla 
5} ZAM (interphase) REBT Hi BAS S (po - 
lytene) 染色 体 ， 上 项 染色 体 行 完全 的 体 细 
胞 染色 体 配 对 (somatic pairing) ， 因 此 成 

熟 的 瓯 腺 染色 和 体 是 由 两 根 相 郑 的 同 源 多 将 
染色 体 (homologous polytene chromo - 

somes) 融 合 而 成 。 

salivary gland pairing | i Ae BAC SY: 
> # é@ Mac H# (chromosome pairing). 

salivary gland squash preparation . (& Re 
WR : —BRBWH (sectioning) FMM 

es 5% Gale Hi SD RR HB ERSTE. DB 

RPRIBRHTK KEBEREKR— BH 

BS ps te SP ERR [OR a RA 
(aceto-orcein) ], 

S-allele S 等 位 基因 : Lele Mine 
和 性 (incompatibility) 之 等 位 基因 (allele)， 

在 花柱 和 花粉 都 出 现 之 等 位 基因 称 储 “ 配 

Ac S 等 位 基因 ” (matched S-alleles) 相 

如 仅 存 於 花 柱 或 花粉 则 称 篇 “不 相配 S 等 位 

~~ 

satellite 

基因 ” (unmatched S-alleles) o Sy ¥ 

位 基因 亦 属於 与 S SVUAZAAARIZES 
位 基因 (multiple alleles) ， 但 控制 自 交 

可 稚 性 (self-fertility) 。 

saltant 22@a), RRMA. 

saltation 22> RAMA, BARB 

saltatory replication MSR: 一 种 理论 

上 ，, #AEFERUSR ARIA DNABR IHR 
RW [MR DNA (repetitious DNA) ]. 

samesense mutation RBA : 字 码 子 

(codon) 第 三 个 氨基 产生 握 基 冒 换 突 释 ， 由 
wh 1 F 48 (genetic code) 3. 4 fii BH (de - 

generacy), (##$js RBKR ZRH 
义 的 [ = 同 义 突 克 (synonymous mutation . 

) ] 。 换 言 之 ， 字 码 子 的 第 三 氨基 彤 换 时 ， 

汞 不 改换 胜 肽 链 之 胶 基 酸 顺 序 。 
sampling error 取 检 误差 : 因 取样 大 小 限 

制 而 生 的 变 刁 。 

saprobe ”腐生 植物 :之 腐生 KM 物 
(saprophyte) 。 

saprophyte ， 腐生 植物 : 从 已 死 之 有 机 物 中 虎 

” 取 养 分 以 生存 的 檀 物 。 
sarcoma Fis: PPR (connective tis - 

sue) 的 瘤 证 。 

sarcomere ” 肌 原 织 雁 季 : HACIL( striated 

muscle) @# AK 2.5 + BRK RHE 

SA—KALE A SUBEAM (actin 
filament) % Sls AK (myosin filame - 
nt) o 

sarcoplasmic reticulum mes: PAR 

AY ARR (endoplasmic reticulum 

system) 。 

sarcosome 8 fll: 昆 盘 飞行 肌肉 中 之 粒 线 钵 

(mitochondria), 

SAT-chromosome 卫星 染色 体 [ Heitz, 
1931 ] : 染色 体 具 有 次 级 (secondary) 监 

痕 (constriction), 将 .本 星体 (satellite) 与 

WARK ROT BA PHRASE 

a HBR {- (nucleolus) 之 形成 有 关 ， 故 又 

称 ” 核 仁 ， 生 星 染 色 体 ("nucleolar" SAT- 

chromosome)» MKBBRABR “ & 

仁 ” 次 级 险 痕 ("nucleolar" secondary 

constriction) 。 

satellite ME Navashin» 1912]: 

染色 体 之 部 分 和 节 段 (segment) ， 由 次 级 舱 痕 



satellite DNA 

(constriction) A f #8 + FEA RET DX fa FE 

Ho FHARKRMBR EM BK ew ZeEAR 

Ka SH (terminal satellite) o 4A 

PPS (El i i Be HS Ef BS he) FI fi BSB 
HR a 2fs(intercalary satellite), # 

BRAAKRBE SBR “ MERE "(satel- 

lite region) o 

Battaglia (1956) 将 卫星 体 分 坊 下 

列 四 种 (图 88 ) : 
1 小 卫星 体 (microsatellite): 微小 的 

球形 卫星 体 ， 其 直径 等 於 或 小 於 染 色 体 直径 

的 一 半 。 
2 大 和 本 星体 (macrosateiiite): 天 的 球形 

卫星 体 ， 其 直径 大 於 染 色 体 直径 的 一 半 。 

3 RAG MIM (linear satellite): A= 

体 呈 长 形 者 ， 形 状 储 染色 体 的 一 个 节 段 (seg - 
ment) 。 

4 {Bi 92 ( pseudosatellite): WA 

#6» fic} th (centromere)fff it > RIM 

(t+ PROSE te Ai( subterminal centro- 

mere) » RGBHHBBRAMRAEE 

(terminal pseudosatellite) » HAAR 

RR BRASS CVE 

An fal EHS SK HB a 2 HE (intercalary 
pseudosatellite), 

satelliteDNA 从属 DNA: 

1. EAGE® (eukaryote) MABE 
3RREC» (equilibrium centrifugation) R» 

与 多 数 DNA 密 度 不 同 的 区 域 ， 单 独 形 成 一 个 

带 (band) 的 DNA ,在 若干 情形 下 ,从属 DNA 

是 具有 高 度 重 篮 顺序 的 DNA (repetitive 

DNA)， 在 有 些 情 形 下 ， 从 属 DNA 可 能 源 自 

Aa 。 
2 FERAL (CsCl) BE TRER (era - 

dient centrifugation) 中 ， 非 均 质 (non - 

homogenous) DNA get@ i 3# 5H (e - 
quilibrium)» §&=#(main band) DNA 

5} REL FRAG DNA A, ， 可 以 区 别 的 。 
下 一 C=C—H 

\ 
H,N-G 

HO,SHN-—C 

a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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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四 

图 88 不 同型 体 之 染色 体 卫 星 胡 
(根据 Battaglia, 1955): (a) 小 
卫星 体 (microsatellife) (bX # 
2 % (macrosatellite), (() 
星体 (linear satellite). (mh 
Fil @j 2 8 (intercalary satel- 

lite) <i i & (terminal sat- 
ellite, T.S.) HRPM 
体 (acrocentric chromosome) 
28 (short arm) ##—-8##Z 
# (pseudosatellite )o 

SAT-zone 和 本 星 体 区 域 [ Resende, 1940]: 
篇 卫星 杂 色 人 笨 (SAT-chromosome) | @fg 

B39 wR “ BRIE” (constriction) » 其 直径 大 

罗 相 等 於 染 色 体 之 直径 。 

scale effect AEX.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操 描 电子 显 微 

Sz: 电子 显 微 针 技术 之 一 ， 可 以 观察 立体 

构造 而 不 是 观察 切片 。 

scatter diagram ”分 做 图 : 在 一 个 座 标 中 ， 以 

X 及 Y 轴 般 基 涂 ， 将 观察 值 标示 出 来 以 决定 

各 值 之 间 是 否 有 相互 天保， 例如 将 某 一 物种 

之 半数 致死 剂量 (站 D se ) 和 与 体 租 胞 杷 中 之 

DNA 含 量 相对 比 ， 可 能 发 现 二 磷 数 中 有 联 带 

天保 存在 ， DOSEAR AA ( correlation ) Rl 

ARRE—-BRA A-BORALA BS. 

Schiff's reagent ” 史 依 福 氏 试剂 : 一 种 可 附着 
在 含 醛 化 合 物 (alolehyde -containing) E¥ 

使 其 染色 的 试剂 ， 史 氏 试 齐 | 常 被 用 在 PAS 

(periodic acid/ schiff) 及 Feulgen & 

法 中 ， 其 化 学 结构 如 下 : 

schizogony 分裂: 它 分 裂 (fission) 。 

schizophrenia ”精神 分 裂 症 : —SA ARB 

\ veep SP 

Liga CNG 
Pe NHSO,H 

H—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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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性 的 精神 病 ， 人 类 中 有 1 一 5 多 受 此 病症 
RR HiSAADAPM FARBRRH 

i @ fa (autosomal) MHRA BS. RA 

25 % feb a(penetrance), hHRARE 

He — RTE Fh Se me 2K BA AB (polygenic in- 
heritance) Pit # ij. 

Schizosaccharomyces “” 裂 殖 酵母 。 

Schultz- Redfield-effect Schultz-Red field 
效应 [S chultz and Redfield» 1951]: 
4% (inversion) 。 

Sciara f¢f- 

scion 接穗 : HRI (graft) 时 ， 某 一 植物 嫩 

枝 的 一 部 份 补 接 往 另 一 作 坟 砧木 (stock) 的 

植物 上 ， 此 一 枝条 称 仿 接穗 。 
sclerenchyma EHR: 植物 组 人身 之 一 种 ， 
Sf SA A AK (lignin) 。 

sclerotium f#% 0 

sclerotized 硬化 。 

Screening #3 > 

scripton $3 | Szybalski etal.» 1970 ]: 

= #83 /¢ Al (transcription) 。 

scutellum 小 盾 片 : 

L 禾 本 科 植 物 胚胎 中 之 唯一 子 侍 (coty 
Ileden) 。 

2 RMR Mg (methathoracic) 上 成 盾 形 

的 背 甲 (tergite) 。 

SE: SE. 标准 机 差 ” (standard error) 

写 。 

Se 分泌 基因 (secretor gene) 的 符号 。 
sealase iM hel Hurwitz etal.» 1967): 
> a(nick) o ~ 

Searle’s translocation Searle 氏 易 位 : 

FEME HEE RR AGA fE(heterozygote)Z 
fia > AX RIE BAM (X-auto- 
somal) fi] 相互 易 位 (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而 来 自 父 体 的 X WHE 

情 性 化 (inactivation), K— Ze BE 

Searles KO» 在 其 他 新 的 X - JER WA 

体 易 位 中 ， 正 常 的 X 染色 体 或 远 易 位 的 染色 

体 ， 均 可 被 情 化 [ 安 xX-xRe wm ( X- 
chromosome ) ，Lyon 氏 学 说 (Lyon's 
hypothesis) ] © 

seasonal change § Se pHtt Os 。 

semsonal dimorphism fi) — AEH - 

seasonal isolation EAi KARE. 

< ffi 

secondary protein structure 

secondary association ”次 级 结 合 : = 次 级 配对 

(secondary pairing) « 

secondary cells X#R#HA2: 自 初 级 细胞 (pri - 

mary cells) 增殖 得 来 的 租 胞 ， 一 般 次 航 

AH ABE TT PRU BRA, RES 

FET 

secondary center 次 级 中 心 。 

secondary colony ”次 航 菌 落 。 
secondary constriction ”次 级 险 痕 : O42 

(satellite) 。 

secondary disjunction 次 级 染色 体 不 5 - 

在 XXY 个 体 中 发 生性 染色 体 不 分 郁 ， 因 此 形 

成 的 配子 中 可 能 具有 两 休 X 染色 体 , 一 条 X ， 

一 傈 了 ,或 者 一 条 又 及 一 条 Y。 

secondary gametocytes “次 极 配子 母 胡 胞 : © 
减 数 分 烈 (meiosis) 。 

secondary intergradation 

(intergradation)。 

RARIBES MARA : > 6p den 

RARER : > HR 

secondary oocyte 

fe, (OOcyte) 。 

secondary edgonium RIV MARA: <> 9p 

子 发 生 (oogenesis) 。 
secondary pairing “次 般配 对 [ Darlington: 

1928 ] : MAB KREG (secondary as- 

sociation)» 4 F 184 (polypoid) MME 
WFR (meiosis) BK, H- 

(i (bivalent) RARRAWR MISES 
fi: 二 价 体 问 如 有 次 级 配对 ， 其 组 成 之 各 染 

Bi, UR ARR (Re 

之 密切 则 这 不 如 初级 配对 (primary pair - 
ing) 北 能 形成 交 又 (chiasma) 之 染色 体 。 
[ > 染色 体 配 对 (chromosome pairing)]。 

次 级 配对 可 能 是 由 残余 同 源 性 (residual 

homology) 或 近 同 源 性 (homoeology) PART 

ARS FH RAPARKBRAN SUK, 

72S AB BIA 2 BB (AS A(zygotene), 

HRA (pachytene) ] 时 之 吸引 力 ， 或 是 源 
蕉 二 价 体 在 第 一 次 中 期 板 (metaphase pla - 

te) 上 集合 时 ， 所 具有 的 明显 引力 [ Kem- 

panna and Rirey，1964 ]。- 

secondary protein structure “蛋白质 次 级 构造 : 
一 个 多 胜 肽 链 (polypeptide chain) 的 螺 

旋 (helical) 状 或 延伸 构造 (extended str- 

ucture) 如 a 螺旋 (@- helix) 6 屠 页 (8- 
sheet) 。 



Secondary response 

secondary response “次 级 反应 : BH RE 
系 (immunological system) 曝露 在 前 重 

SHR (antigen) 7F. RR REE 

BAHRE S4HREAR IgG 的 合成 
[ 吃 初 级 反应 (primary response) ] 。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 ”次 级 性 币 : 在 动 

物 中 除 产 生 配 子 的 性器官 外 ， 其 性 状 可 彼 用 

aK EE PE SIS. OSLER (mammary gland). 

=f fA (antler) . 74 JAZ (external geni- 

talia) 等 [ SMM M(primary sexual 

character) ], . 

secondary spermatocyte 次 级 精 母 细胞 : o> 

精 母 细 胞 (spermatocyte), 精子 发 生 (sper- 

matogenesis) 。 

secondary spermatogonium ”次 级 精 原 人 细胞 : 

号 精子 发 生 (spermatogenesis) 。 

secondary trisomic ”次 级 三 染 体 [ deVries 

1929 ] : 24 (trisomic) © 

secondary wail PR BF o 

second division 第 二 次 分 裂 : ERRABRDR 

(meiosis) 所 具 二 次 分 裂 中 之 第 二 次 分 烈 ， 

DBS “ AWS” (homoeotypic) 或 

“ 4 BY 5> 28" (equation division) . 

second division segregation “RR Z4R: & 

fh BBR (postreductional), KRR#4 

(heterozygous) 之 等 位 基因 对 (pair of 

alleles)» FERRF>R (meiosis) 的 第 二 次 
分 裂 时 之 分 雍 (segregation) ; 对 此 等 位 基 

Me S-KRMOTBRA “sarR” 
(equational). EFRRAKDT AD (first 

division segregation) Ro EMR AT 

Mé(prereductional)}, RASAP Sire 

RAEB—KR RT BSS PM a8 

RATABS Bt Bw.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热力 学 第 二 定 
@:>#77# (thermodynamics) 。 

second meiotic division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 Oo 

REDB (meiosis) 。 

second messenger ”第 二 信息 [ Sutherland 

et al.» 1965 ] : EMA MRS IA 
经 激素 刺激 所 负 起 传 泌 信息 的 任何 媒介 物 

(agent) . 3’, 5’- 腺 苷 化 单 磅 酸 玻 (3” 
5"- 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c-AMP) 则 坑 第 二 信息 ， 它 在 不 同 器 官 与 “ 

EDS, ARBRE HEA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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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在 分 子 立场 上 ， 它 具有 多 种 蛋 上 里 局 丑 
Sj (kinase) 的 活性 ， 和 从事 调节 一 些 其 他 酝 

素 的 活性 ，cAMP 不 仅 作 用 和 坊 活 性 机 制 ， 同 
时 影 哮 基因 活性 的 负 向 控制 [oth 4 -F(ope- 

ron) ; 代谢 物 抑制 (catabolite re - 

pression)] 。 

second metaphase ”第 二 中 期 : pete al 
RRB (meiosis) 。 

second polar body “第 二 极 体 。 

second site reversion ”第 二 位 置 回复 [ yan - 

ofsky» Helsinski» and Maling> 

1961 ] : faz X #(suppressor mut - 

ation). 

secretion 4: MBH AKMARH MRE 

外 。 

Secretor gene ”分泌 基因 : 基因 符号 ”Se ， 

人 类 体 染 色 体 (autosomes) 上 的 一 个 显 性 基 

因 ， 将 水 蓄 性 血型 A 及 B 的 抗原 (antigen) 
PUAN PB AES Se EAR 

a EABREBRMARLOAB 抗原 
(A,B antigen)]. 

sectored colony fRiteeRRse 

sectorial ”分 区 [ Baur, 1909 ] : 4E—-& 

4-44 (chimera) + #@SERSHAZSAR 
VME, B—-HAARPoE, 7 

KBUED §BHRBDZRR—BTE- 
sectorial chimera ANZ SHE 
sectorial-periclinal chimera EAR SH 

sedimentation coefficient “沉降 傈 数 ,符号 “S” 

某 一 溶质 (solute) LRAHBAPRS 
於 单位 艺 心 力 F ， 落 质 的 沉降 率 (rate of 
sedimentation) Bree. 多 数 蛋白 

质 的 S 值 在 1x10~!sec 至 2x10-1sec 

之 间 ， 沉 降 傈 数 储 1x10-… sec MRR— 
个 Svedberg (S) 单位 ， 因 此 2x10-!11sec 

Sh 200 S， 在 一 定 溢 剂 及 温度 下 ，S 是 由 

洲 质 分 子 之 重量 ， 形 状 及 水 化 程度 (degree 

of hydration) 之 高 低 所 决定 。 

seed “种子 : 一 个 成 熟 的 胚珠 (ovule) 具有 一 

(EAP IL INE FIG (embryo) ， 一 般 种 子 具 
BRT RHR 。 

seed incompatibility ”种 子 不 亲 和 性 [eyex- 

tine» 1960 ] : 受精 作用 人 后， 产生 种 子 

之 租 缕 ， 在 发 育 上 受阻 而 造成 植物 不 稚 性 的 
所 有 型 式 称 之 。 



405 

‘segment MF [ Belling» 1927 ]: 在 某 

SEH LF Us ei > — Beek SK fie BF 

BR ME [OM i RK (differential seg - 

ment) » PARR (interstitial seg - 

ment), ‘P &p fd] BR (intercentric seg- 

ment) ] 。 

segmental allopolyploid 7k SHH 
[ Stebbins » 1947 ] : ORRS BH 

(alloploid) 。 

segmental interchange HRA: 一 个 易 位 
(translocation) 。 

segmental polyploid 。 部 分 多 倍 体 。 

segregant “分 吾 体 。 
segregation 4}8f[ Bateson and Saund- 

ers,» 1902 ]: = &1#> a (genetic 

segregation) ° 

segregational lag 4}S¢3EE[ Witkin » 1951]: 
RMSE RU LS 原核 条 
(nucleoid) 时 ， 其 新 形成 基因 突 朗 (gene 

mutation) 之 性 状 表 现 ， 会 发 生 延 还 现象 。 

因 有 一 租 或 一 组 以 上 遗传 物质 之 存在 ， 以 致 

— RAR LHR DA SE BRAID ME, 
Mie A RBIFRS HE (nonmutant) yu fa key 
Mi, THAD BRK [OAM 
i& (phenotypic lag) ] 。 

segregational little 4)R#Tt/| a5 - 

segregational load 9=6=7 REA: HSA 
AAT BE 0 A FG RAKE Alheterozygo- 

us) 状态 形成 不 能 适应 的 同 质 千 合 个 体 (ho- 
mozygote) 因而 囊 失 其 遗传 活力 。 

segregational sterility BER STEL Darling- 
ton and Mather, 1949 |: 由 於 构造 

(structural)#1@& B (numerical) 不 同 之 杂 

ff (hybrid) EAD RA BRS THI(steri - 

lity) #2. ERE LAP RHA, 
“基因 型 不 稚 人 性” (genotypic sterility) 

不 同 ， 后 者 乃 因 合子 {( zygotic) 基 因 型 之 不 
平衡 而 造成 不 稚 性 。 

segregation distortion RER[ Sandler 

and Hiraizumi » 1961]: RAKE 

(heterozygous) POKER bree 
Ay &9cxs (intrachromosomal changes) 

BOHRA AB SER RBH BR ( 由 预 
期 之 1:1 BRB 20:1). HMRBE 

ARRAR AHHH, 第 二 人 条 染色 体 带 有 分 

selection 

风 殿 常 基因 (SD )， 和 致使 其 正常 的 同 源 染 色 

$6224 $i RMWH (misreplication) 。 SD 

基因 座 (locus) 位 於 第 二 人 条 染色 体 (IL) 中 

ai 7 AY fa A (heterochromatin) k, ¢ 

Ht eh SET RERR SD 

= AMA — RAK AH (heterozygote), 

具有 对 SD (FARRRHSHEAR, BGA 

个 世代 后 ，SD” 等 位 基因 对 SD 作用 之 敏 

BER] CH. SD AT HEBBAX SAB 

LBERRM BSH, HHBCRR 

系 (tester line) Plt —ck MA] Hh Hl ERE 

segregation index 7) Atta 2%. 

segregation, Mendel's iaw of m(Sei REZ: 

> Efe ei 2 4# (Mendel's Laws of inheri- 

tance) 。 

segregation ratio distortion 4) RH LER : 

RAR Awe (heterozygote)AHK1:1 Hpi 

EER. bAREMEA) ERRMAT 

型 过 程 殿 常 ，Aa FERBELSEHRY 

Aka 基因 的 配子 ， 另 -可 能 傈 挠 带 A 及 a 

的 配子 ， 在 形成 合子 (zygote) 的 时 候 ， 不 同 

Ko | 
segrosome )RH#8[ Tanaka» 1962 ] : 

ARAN FER RAL (granule) ， 可 使 活体 染料 
(vital stains) 分 亡者 。 

selection ji#4%[ Darwin» 1858.]: 不 同 

& A#! (genotype) 77144 (differentiation) 

和 非 省 机 生殖 (Wonrandom reproduction) 

[只 选择 你 数 (selection coefficient)  ]。 

Bis 演化 (evolution) KH HP RBA. 

ERK EY BE (population) PAB 

(gene) 和 基因 型 (genotype) 频 率 而 诱导 发 生 。 
在 个 体系 多 而 逢 机 相互 交配 的 集团 中 ， 若 缺 

Zieie Al X # (mutation) FF» ja 2eHAR tit ttt 

RRR [Oe 2k Al (Hardy-- 
Weinberg rule) ] 。 

ye FB (biological selection) 可 能 

HARA BAW Rae (mating) » +54 

7] (fecundity) » 4i#7 (viability) » # 

4 (longevity) Al (imigration) 等 方 

HATAREBKR. £MRBAERMA 

面 ， 某 些 基 因 型 之 有 利生 殖 及 存活 和 其 他 基 

因 型 之 被 排除 (elimination) 倾向 ， 同 时 共 

同 进 行 。[ Grant» 1963 ] 。 

SeHER] ZE POURS (level) 发 生 [ Wri - 



selection 

ght, 1956]: ZAR MBE LOR 
38 (cell selection) ] ， 和 营养 系 间 (clo - 

nes), #334 {Ai (biparental orga - 

nisms) ， 集 国内 [ 同类 群 (demes) 问 ] > 

SERURBE ALAMKE RRA SB 

Hh, SHEGHEARELRERRKERD 

(selective force) 之 形式 (mode) 和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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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 Mather» 1955 ]» eR - 

2BAMEABRZARED URERE 

中 i (eB (genetic variability)7 RE 

和 型 式 。 

Ei 433248 (natural selection): 是 要 保存 在 

自然 条件 下 有 利 的 释 丘 以 消除 已 人 受 “伤害 者 ” 

(injuriors) [ Darwin |]. BREBEA 

MEARERAEET REDE HER 

[mae (fitness) ], FRAR—-BRA 

目的 的 程序 ， 其 主要 形式 (primary form) 

C “ 3 BSB” (Darwinian selection) 

] B+A—-BSES REE. MRF 

(competition) Ais Al B+ Ra) + B+ 

Mizvh, 2#4+ pt e—-AeeaK ea 

FR EAS BHEYE (complexity) 。 

ASHE (artificial selection): 与 
BREBAR, RR-BA HHA 

—-GFRERBSMREHAR REBE 

的 环 志 人 条 件 下 施用 的 愤 择 方法 。 在 一 般 情形 

王 ， 疆 择 末 个 基因 型 予以 兵制 交配 ， 其 目标 

在 改变 一 个 集 轩 的 特定 玫 型 性 状 。 如 对 一 个 

性 状 施 以 人 和 念 愤 择 ， 常 能 导致 其 他 性 状 之 改 

mM. [ “相关 反应 ” (correlated res - 

ponse)] 。 

AS xe CBI (modes of 

Darwinian selection) 。” ， 可 根据 其 作用 

RH (directional selection) ; (7ARE 

b 

FAX (operation) 4 WEBS (stabiliz - 

ing selection) » Fj [aj3#8(directional 

selection) #13 2U3# (disruptive 

selection) 三 类 [ Mather» 1953 ] » {8 
在 任何 情形 下 ， 两 个 或 甚至 三 个 形式 可 同 

作用 (图 89 ) : 

| Ei} (stabilizing selection ) : 
= |[A) RE (centripetal selection) 

[ Simpson » 1953 ] Be RB3S (nor - 
malizing selection) »o EMBhRAIRE 

HRB (optimum) FM RBHEBR 

REESE BRM (mutation) » BA 
(immigration) K fA (recombination) 之 

ji *&k(peripheral)#R-o EREHRBRMK 

Ah A ORB ie 5 BH (adapta- 
tion) ， 基 因 型 之 具有 确实 适合 度 (fitness) 
者 ， 在 一 定 和 范围 内 得 以 世 世代 代 保存 。 称 定 
SET ERRALHASM, RRB 
ZEA IKIB RBWaddington( 1953 ， 
1957 ) » BRAPBETPSR> Hs 

5] P+ ABTA HRERE : eHRBX 
型 发 育 之 基因 型 将 被 排除 BIB (nor - 
malizing selection). ] ; 党 发 育 中 个 笨 对 

环境 压力 (stress) 之 湾 在 援 优 影 响 敏 感 时 ， 
促使 这些 个 体 发 育 之 基因 型 也 将 被 排除 [ 渠 - 
4.3848" (canalizing selection)] 。 

2 FAle#z# (directional selection) : 
RB“ Git” (progressive selection) 

[ Schmalhausen» 1949 ],“g7gsxe#” 

(linear selection) >“) DB (dynamic 

selection) . i@@TERB—k- AFAIK 

狼 的 最 滴 情 况 。 但 在 所 考虑 性 状 之 基因 频率 

及 集 园 平 均值 方面 ， BRAK HBB 

89 集团 内 泗 择 之 形式 aE Bi(stabilizing selection); 7A 
(disruptive selection)。 

( 横向 箭头 傈 指 迁 择 方向 ,下 方 曲 矿 代表 集团 对 选择 压力 发 生 部 份 反应 后 ,新 
ae IS ) ( 优 自 Metper,1948)。 

AG A OBS rein de 

tg fy 

Se th 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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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shift) [f(a] He D0 #269 771A) J. 
FABRE —-BOHRBHRBE AFA Mit 

入 沛 应 状态 。 
3 425% (disruptive selection): = 

HEC)» (centrifugal selection) [ Si- 

mpson:» 1953 ] 。 集 园 估 有 人 性 质 相 办 的 楼 
息 地 (heterogeneous habitat) , FWRE 

则 同时 有 利 族 两 个 或 更 多 的 最 适 情 况 。 亦 即 

两 个 或 多 个 不 同 基因 型 估 据 有 利 地 位 ， 而 中 

fa] (intermediate types) 则 居 不 利 地 位 。 

在 末 个 导 择 压力 中 ， 每 个 压力 此 倾向 於 保存 

基因 型 的 某 一 磷 体 ， 此 一 构 体 最 能 适应 此 环 

卉 中 之 特殊 情况 ， 因 此 有 利 的 澳 个 基因 型 ， 

Bie FFE SBF GH (polymorphic equili - 
brium) 状态 之 下 。 

1 Flls384# ( sexual selection ) 其 基础 在 
KEH: ERS (male competition) BHR SE 

(female choice)» R#@RHE+4#7—f 

现象 (dimorphism) ». #Si#i# (habitat 
selection) ” 则 指 分 散 个 体 选 择 尖 宜 楼 息 场 
所 的 能 力 。 

与 集团 内 过 坪 文 式 愤 择 相反 的 是 集团 问 
3238 ©#8(interpdpulation selection) [Gra- 

nt» 1963 ]， 此 傈 指 任何 大 小 集团 间 之 差 

民生 殖 (differential reproduction) ， 上 

项 集 园 包含 当地 交配 群 (local breeding 

groups) 以 至 不 能 相互 交配 (noninterbree- 

ding) 的 种 (species) © 
Reh SAXARBASBMRZ— 

者 彼此 相互 作用 及 相互 平衡 ， 但 过 些 相互 作 

用 甚 饥 篮 杂 ， 向 不 能 完全 腑 解 。 

BAR: RSPAS 
ZREBHWE: UskrZ- H-HBWNERAD 

Ga SBME (standard) B BBB Fi (most 

favored) 之 基因 型 (genotype) 相 上 比较 时 ， 
其 配子 形成 率 相 对 的 诚 少 ， 其 减少 之 比例 称 

筷 导 择 傈 数 。 如 以 有 利 基 因 型 之 配子 形成 率 

fel» RRPALAA CAT CRRER 1- 
Ss’ BRBAANHAAH OR. K-REH 

示 各 个 基因 型 之 相对 滴 合 度 (fitness) 。 
selection differential KIZ=ERM: HH EE 
RRAR APH BPR (average superior - 

ity) RS i432 AiG (mean phenotypic val- 

ue) [ Digit MEX (standard deviation) x 

BReZMARURAS)> H—-BARR 

selection index 

selection limit i7##RRR : — BH BEAR 

selection pressure _ 

selective advance 

selective advantage 

3K SR (population) 7 PIR AHR, — 
SCERRBEM, BBEMUSKHK. Bie 
择 (selection) 强度 (intensity) 之 测量 。 

zie. 

Be+ REGU ARAsZRRRR. HRS 

REGGRS ALAR TEER. A 

He Se Fs REL BE FE A) AS BSE SE FS PRP 

IED [ Wright ， 

1921 ] : RAK RF (selection) > AE, 

i 7s LA FE— tit (R(gene ration) pS eee 

# LAM# (gene frequency) ZAM IKE H 
佑 优势 之 等 位 基因 (allele) 或 基因 型 与 其 他 

等 位 基因 或 基因 型 相 比 较 ， 其 愤 择 有 利 性 
(selective advantage) 之 程度 入 决定 在 污 

择 厦 力 下 改 杰 基因 频率 基本 因素 之 一 ， 此 一 

A PT FH i #814 % (selection coefficient) 

计量 。 

selection response i=i2 RAB : 假设 基因 型 与 
环境 相互 作用 不 存在 下 ， 由 法 拔 所 得 增 淮 

(gain) BOK) K & (# # (heritability) 
大 小 功能 而 定 。 伯 A RRR PHA 
(FER-BRBD HOR). RB 
裔 平均 值 ， 则 实际 所 得 增进 量 (realized 

gain) RR-Ao . 
MIDE : 在 一 集 转 

(population) 从 一 代 到 下 一 代 ， 某 一 数量 性 
REIT SE MHPIS ER. HEB RSH 
(selection differential) H— 

selective advantage 9 j#]8 A F(t :一 基因 型 较 
KK fh Zz FAK BAA (selective disadva- 

ntage) ZHARHAKER, ZEARS LA 

有 优势 ， 东 产生 较 多 可 以 存活 的 后 代 。 在 自 

943248 (natural selection) ”中 ， 某 一 基因 

Ai 2 iF AEE BMH ARRAY 

有 不 同 之 起 因 。 例 如 产生 数量 较 多 之 后 代 ， 

优 代 对 有 害 之 环境 因子 具 较 强 之 抗 性 ， 和 后 代 

HSES ( .包括 寄生 物 ) - 具 较 大 之 抗 性 ， 或 

者 后 代 和 寻找 适合 楼 息 地 的 能 力 较 强 …… 等 等 

在 A Bis (artificial selection) +, AB 

些 份 子 或 其 有 关 个 体 具 有 某 些 可 见 或 可 测量 
的 玫 型 性 状 , 育 种 家 将 愤 择 有 利 性 施 评 某 一 集 

围 (populatian) 之 偏 受 份子 上 ,控制 机 构 可 运 由 
相对 繁殖 率 (relative reproductive rate) 

”对 过 些 人 性 状 加 以 评估 [ Lerner +1958 ] 。 



sejective disadvantage 

如 和 无 其 他 差 刁 ， 在 同一 楼 息 地 内 [ Oe 

驴 斋 庭 区 {annidation) ] 。 基 因 型 居 愤 择 不 

利 性 者 , 逐 潮 筱 导 择 有 利 性 之 基因 型 所 取代 。 
selective disadvantage. 2/27 FTE : OIE A 

利 性 [(selective advantage)] 。 

selective fertilization 3232244 : OS 454 FI 

(fertilization) 。 

selective medium 1/2/5382. 

selective peak i8i22% [Wright » 1956]: 

fh— 2. BAF (gene frequency Hm HH 

ARAB BHR ZHHE (homeostatic 

properties) [> #24 tt (homeosta - 

Sis)]. SMM(HERS CREE. 

QO $e SE SERA BA A ¥ fiz 

的 影响 和 范围 及 控制 ， 此 集团 当 回 复 到 原先 所 

(§$AwaAw, [Oo wm ( adaptive 

peak) ] 。 

selective plating 3R/SIZRA: RARE 

48 fi (recombinant) 方法 的 一 种 ， 将 两 种 不 
同 的 营养 缺陷 型 (auxotrophic) RRM 

(mutants) 放 冒 在 基本 后 养 基 (minimal 

medium) 上 , .只 有 取得 每 佳 突 构 体 正常 等 
位 基因 的 重 租 体 ， 才 能 在 过 种 条件 下 增殖 。 

selective value 32} (68: 在 成 熟 障 段 念 各 个 体 

( 基因 型 ) ， 生 存 人 后 裔 之 相对 比例 [ = BE 

KE (fitness) ] 。 以 基因 带 入 人 后裔 之 基因 型 

( 个 体 ) SE 7FHER ZRRIFAZ 

平均 值 ”(mean selective value of agene) ， 

可 由 所 含 其 他 基因 之 频率 来 推算 。 基 因 

= fh 2 FP HBR AA (gene frequ- 
ency) ZE BEARARKMH, ZAR 
2/6 27S (6 th hack Ho 

SAH SEE ZF SREB 

之 平均 值 (mean selective value of a po- 

pulation) , 可 由 个 体 生 殖 时 之 频率 而 推算 。 
HR SE (natural selection) ASR 

BRE CESAHKH, KEBABS 

FEB PT (4 On¥ESHA (additive variance) 之 

BAKME- (OMe EH (genetic 

variability) ] [ Jacquard» 1974]. 

“ HEM Steg” ("index of the 
opportunity of selection") ( Crow ， 

. 1958 ) Rite RRBHRAKH, FEF 

上 处 集 园 之 死亡 率 和 与 生殖 力 特 性 。 

selective variant “ 玩 择 变 体 : 在 微生物 和 遗 传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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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al genetics) >» —{A2mMnl EF 

某 一 生物 在 通常 致死 情况 下 生存 ， 例 如 抗 角 

AALS, RMS EAAKEERhRSS 

ly S eS BAS 

self 3X: 8.4% (self pollination) 或 

自体 受精 (self-fertilization) o 
self-adaptation 自 避 适应。 

self-catabolite repression 自体 代谢 产物 扣 
till Katz and Engelsberg,» 1971 |: 

RHR ( KBE ) 机 制 (feedback me- 

chanism) » f3598s$ (induction) 相互 

作用 之 代谢 产物 抑制 (catabolite repres - 
sion) ， 供 给 斋 当 量 之 酵素 ， 以 产生 操 禾 子 

(operon) #4 (inducer) HAMAR - 

is AR AERRT BEORARRRE SZ 

AT. BBKHEDAHNRA See 

RRRLEBS, Chae F (effector) 

5 BEAL TI aS HE SE RE RB 

self-compatibility 自 交 亲 和 性 : OA RA 

34 40+4 (self-incompatibility) 。 
selfer “自转 型 L Demerec,» 1962 ] :在 

营养 缺陷 型 粗 菌 (auxotrophic bacteria) 之 

se eR ch OA RRS (transducing 

phage)， 上 项 噬菌体 便 感染 同一 棚 菌 品系 ， 
或 另 一 知 菌 品系 ， 但 缺失 考虑 中 之 基因 ， 原 来 

MAZE A RABE AS (proto- 
trophy) LOUK eR (revertant) ] ， 

HARARE AR (a Be Ret 
% BAS MH (genome fragment) [o# 

殖 小 片 (merogenate) ] 移入 营养 缺陷 菌 而 

在 自转 基因 (selfer gene) 附近 之 染色 体 区 

发 生 联 会 (synapsis) ， 因 而 激发 自转 基因 

ZRBE Ae RRS aA ee 

能 力 。 

self-fertile BX - A—-RAEDME 
生 之 配子 ， 经 融合 (fusion) 形成 合子 ( 

zygote) » kt —-RiRBR B22") ttt (self 
fertility) 。 

self-fertilization BSH: [= 自体 受精 
(selfing) ， 自 体 融 合 (automixis) ] ,从 

同一 单 合体 (haploid) ， 公 信和 体 (diploid) 
或 多 信和 体 (polyploid) 所 产生 之 雄 竹 和 雌性 ， 

配子 及 ( 或 ) RLM GA (union) [oe 下 
精 作 用 (fertilization), 3)%% + 54(paedo- 4 

gamy)> #{44%4 (parthenogam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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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incompatibility “ 自 交 不 亲 和 性 [ Stout > 

1922 ] : 在 有 性 繁殖 之 MH Fe it (her - 

maphroditic) 及 雌雄 同 株 恰 花 (monoecious) 

植物 中 ,内 然 同 一 植株 在 同一 时 期 可 产生 

有 效 之 雌雄 配子 ,但 其 自 交 党 精 (self-fer- 

tilization) 受到 阻止 ，{ = RANE ( 
parasterility) ; 自 交 不 答 性 (self-ste - 

rility)]), 8A 4M (self-compati- 

bility)[ 三 自 交 可 稚 性 (self-fertility) ] 

HR> BURBS AGLOLR 

fot (incompatibility) ] is#®EARBTE 

HAMAS AAA CEA RARE THE 
Fi 3 BE A SAH AB © 
植株 在 花期 (flowering period) 开始 

AGRA ASTRA (A S4 Ziel 

BARRE AR BEAARTAAH’ 
(cyclic self-imcompatible) [ Stout > 

1922] 。 在 人 工 自 花 授粉 时 ， 可 产生 有 具 活 

力 之 种 子 ， 但 在 自然 授粉 情况 下 多 少 念 自 交 

不 条 和 性 者 称 希 ”隐藏 性 自 交 不 秽 和 人 性“ 

(cryptic self-imcompatible) [ Ba- 

teman» 1956 ] 。 

selfing “自体 受精 ; 自 花 受精 。 

_selfpollination 。 自 花 授粉 : 将 花粉 秆 於 同一 
花 或 同一 营养 系 (clone) 植物 之 花 的 柱 不 

(stigma) ke. | 

self-regulation 自生 调节 lSmith and Ma- 

gasanik» 1971 ] : = § 24 #(autore- 

gulation) ° _ 

self-sterility GxtAia: 有 些 雌 雄 同 体 之 个 体 

7RREKE B ACT A RIK - 

_ self-sterility genes ， 自 交 不 答 基 因 : 在 雌雄 同 
RRC RHEE HE EME 

{Et (style) 中 之 生长 率 ， 以 阻止 因 自 交 而 

产生 的 下 长 效应 ,在 此 一 过 程 中 ， 抱 子 体 

(sporophyte) 之 租 积 可 以 辩 训 具有 相同 不 

MAMA TH (gametophyte) 。 

semialiele “ 半 等 位 基因 上 Komai» 1950 ] : 
= 偏 等 位 基因 (pseudoallele) 。 

semiapospory =i fa—+56(Fagerlind> 

1940 |] : 48h A> R(pseudohomeoty- 

pic division) 后 ， 稳 之 以 无 融合 生殖 ( 

apomixis)» FA” BSR ie (unredu - 

ced egg cell) 4 Ac +8 (gametophyte). 

无 胞 子 生殖 (apospory) ， 半 无 孢子 生殖 

semigeographic 

(semiapospory) ， 不 减 数 孢子 生殖 (di - 

plospory) 三 者 问 很 克明 显 地 加 以 区 别 。 

semibivalent “ 半 二 价 体 [ Battaglia and 

Boyes ，1955 ] : 在 “后 减 数 分 裂 (post- 
reductional meiosis) PlLORRP>R 

(meiosis) ] ， 行 后 期 移动 (anaphase mo- 

vement) 之 任何 一 个 单元 ， 责 染 色 分 体 

(chromatids) 23H (side-to-side) 

或 端 对 端 (end-to-end) 的 配对 称 坑 半 二 价 

体 。 在 多 於 两 个 同 源 染 色 体 (hom5logues) 

时 [ 多 信和 体 (Polyploidy) 或 增 额 体 (poly - 
somy) 中 ] 则 发 后 半 三 价 体 (semitriva- 
lent) » “EPUB 8S (semiquadrivalent)--- 

等 。 
semiconservative 半 保 存 性 [ Delbriick and 

Stent » 1957 ]: Watson and Crick 

(1953) Pree BARE [ ( deoxy- 

ribonucleic acid( 简写 DNA ) | #&® 

(replication) 模式 之 一 种 。 其 特征 篇 DNA 

双 螺 旋 (daouble helix) 之 两 股 分 并， 每 一 坟 

AR ELAR PHA DNA 链 。 半 保存 式 竟 

抠 所 产生 的 两 个 双 股 DNA 分 子 中 ， 一 半 来 

BRAD HT: —-ERMAAKA DNA > ia 

分 子 与 原来 分 子 相 同 。 此 机 制 使 梦 本 分 子 所 

含 之 竹 传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得 以 

Set: DNA ZERFA RH LOMR 
形式 (replicative form) |] 8H PIA 

的 DNA BRE BATRA RH 
[加 90 ]。 

fal AFL DN ABER FRX {8 RS ER AB. 

“GRIF” ~—_ (conservative replication) 

fA BBRA DNA 色 螺 旋 之 二 股 直 
eit MRK DNA SFZAR MRA 

DNA 分 子 没有 分 开 ， 或 暂时 分 开 但 稍 合 坟 
ABRARAKZERSA BRA HB 

90), “S>#ist¢egu” (dispersive repli- 

cation) ZA RRA DNA 分 子 会 分 成 

片段 ， 荡 且 痢 形成 的 分 子 的 每 一 单 股 均 含 有 

部 分 蕾 DNA 及 部 分 新 合成 DNA MRE 
新 的 混合 物 (图 90 ) 。 

semidominant 半 显 性 : >A tt (dominant). 

semigeographic ” 半 地 理性 + F 物种 形成 (spe- 
ciation ) 的 方式 之 一 ， 以 次 级 癌 渡 (in - 

tergradation) 或 强烈 的 生态 差 恰 (strong 

ecological contrast) 作 坑 区 分 种 (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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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0 (a) 牛 保存 式 ( semicon- — 
servative); (b)(R#x (conser- 
vative) & (c) S&H (dispersive) 
DNA#R. . 

cies) 的 标准 [ Mayr» 1963 J. 

 semiheterotypic “+2 HH) [ Rosenberg > 

1926 ] : @aEwRR (nonreduction) 。 

semihomologous 半 同 源 性 : 染色 体 (chro- 

mosome) 或 染色 体 和 组 (genome) SRF Fl 

， 源 性 (homologous) [ = 近 同 源 性 (homo - 

eologous)] 。 

semi-isolation > fig&t : 二 和 集 园 (population) 

间 呈 不 完全 隔 攀 (isolation) ， 偶 然 发 生 基 

因 流 动 (gene flow) 。 

semikaryotype 4¢#)[ Battaglia» 

1952 ] : #4! (karyotype) 。 
semilethas “ 半 致 死因 子 [ Muller and 

Altenburg: 1919]: = 亚 致 死因 子 
(sublethal )[ OKA F (lethal factor) J, 

semipermeable membrane “ 半 透 膜 : 薄膜 对 某 

Leb Ay RE ER IA RAD THA 

BE 5H 5 

semispecies “ 半 种 [ Mayr,» 1940 ] : RH 

IK4&[ specie s)Al % #4 (subspecies) Zh} # 

以 确定 的 两 型 。 具 有 若干 但 非 全 部 之 物种 等 

级 (species rank) 特 征 ， 半 种 所 代表 之 集团 

体系 (Population system) Mm—-#UK 

(species -like) 的 特性 ， 以 及 一 些 似 亚 种 

(subspecies-like) 的 特性 。 他 们 也 许 较 亚 

种 [ 族 (races) ] 在 释 且 型式 (variation 

pattern) Em A A GRR RB (morpho - 

logical differences) 和 较 大 的 不 回炉 性 

(discontinuity) » (R@A AEH aR 

Bill (isolating mechanism) [Of#ae 

(isolation) ] 以 阻止 相互 交配 (interbre- 

eding) 。 相 互 有 天 的 半 种 问 夭 有 限 之 基因 

互 换 (gene exchange) 而 联 在 一 起 ( 其 相互 

交配 不 如 亚 种 问 交 配 之 自由 ， 但 和 仓 较 种 问 交 

ECR AH)» 阔 代 表 较 高 次 序 之 交配 单位 。 半 
i272 EAH BR# fe (superspecies) Mk MA 

种 (syngameon)， 由 其 成 份 半 种 间 之 地 理 关 

傈 而 决定 之 ， 如 果 半 种 和 垮 屋 地 人 性 (allopa - 

tric) 则 其 集合 体 称 仿 超 种 ， 而 杂 婚 种 则 由 

同 地 性 (sympatric) 半 种 和 组 成 L Grant ， 

1963 ]. 

semisterility ” 半 不 稚 性 [ Belling» 1914]: 
BEAR REMHE (structural hybrids) 

-{[ #@&MX*¥ (chromosome mutations) , 

如 相互 易 位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 

ZRAGA (heterozygous) ] 所 具 之 不 
答 性 ， 其 特征 篇 大 勉 半 数 之 雄性 和 雌性 配子 

不 能 生存 。 

sendai virus sendai 病毒 : 毒素 之 一 逢 ， 首 

LEAKS HEDGE EMRE 
si, it — EH RE HE AE MRS 
(cell fusion) BFSE+» BACAR - 
被 改 杰 而 易 人 融合 ， 已 被 柴 外 粮 杀 死 的 毒素 
仍 能 吸附 在 糊 胞 的 表面 而 促成 融合 。 

sense strand AMPK : = FOE AR 

(codogenic strand) 。 

sensitive developmenta! period “发 育 敏感 期 :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 有 一 时 期 可 使 遗传 故 隐 (ge- 
netic mulfunction) 加 强 表 现 而 使 发 育 进 

入 中 止 状态 。 在 果 曙 中 ， 此 一 时 期 念 胚胎 ， 

幼 盘 ， 师 或 成 熏 的 开始 发 育 时 期 ， 在 此 一 时 

期 内 ， 若 干 新 的 系 坏 开始 分 化 ， 因 此 马上 章 
及 测验, 在 两 楼 动物 中 , 原 肠 年 形 成 期 (gas- 

trulation) RRR 

sensitizing agent “” 敏 化 剂 : 某 一 物质 加 入 生物 

体内 后 ， 可 增加 其 章 受 放射 的 损 衷 。 
sensitizing mutation. UML Kock and 

Drake» 1970 ] : R— tae RR (leaky 



411 

mutation) ， 可 促进 恢复 正常 而 未 被 察觉 之 
f&m XP (cryptic mutation) 。 

septicemia MUM :血液 中 具有 和 致 病 的 细菌 。 
septum 隔膜， 中 隔 。 

septuploid ”七 倍 体 。 
sequence homology map (eR: Ha & 
形 侈 螺旋 图 (heteroduplex mapping) 所 得 

2 iy FE LS EAM (chromosome map), 

ja (AR OR he BY BA et Bf (map 

unit) 的 片断 。 

sequence hypothesis ”顺序 假说 [ Crick» 
1958 ] =: DNA 顺序 (sequence) 代 表 有 效 

(functional) 基因 (gene)， 冰 类 遗 传讯 息 之 

(49S (genetic transcription) 和 

站 传 转 译 (genetic translation) Life 

制 一 个 多 胜 肽 (polypeptide) 的 胺 基 酸 排列 
顺序 (amino acid sequence)[ “ 一 基因 一 多 

胜 肽 说 ”(one gene -one polypeptide con - 

cept) ] ， 胺 基 酸 顺序 东 依 次 决定 多 胜 肽 链 

最 后 如 何 裙 受 而 产生 蛋白 质 立 体 构造 。 顺 序 

Ree EAR: BOR RRA : 

1. EAB ABIIR FE (nucleotide seque- 

nce fa FAT tk 2 AA RIB Tl» 

HAXEZARHE BE ARBRE ” 

(colinearity) 。 

2 每 一 胺 基 酸 由 一 和 组 特定 的 核 苷 酸 所 决 

> ja-MREBBRS SF (codon) 。 

3 SAR HBIRRFER—MBLBEK 

Mi FRPRERAA> RR PETIA 

PFHEUBLLRE KM. (LOAARF 
(gene mutation) ， 接 所 假说 (wobble hy- 

pothesis) ] 。 

sequential analysis “顺序 分 析 © 
sequential enzyine induction ”顺序 酵素 诱发 作 

用 : DAB A (induction) © 
serial symbiosis theory 32a: H— Bs 

+ A Hea M3 0 EAB. (chloroplast) 及 
AL#RHE (mitochondria) ZMAEMEK 

纪 (precambrain) 时 ,其 租 先 原核 生物 (Pro- 
caryote) 和 坑 体 内 共生 生物 (endo symbi- 

onts) ， 此 一 学 褒 之 基础 在 革 称 体 及 粒 线 体 

HRB EHH. 

serine ##iRBR : AEA AK (amino acids) © 

serological specificity 血清 专 效 性 。 
serology 血清 学 : 研究 抗原 (antigen) ， 抗 

sex 

§4 (antibody) MHA E+, RABAMRY 

学 问 。 

serum 血清 : 血液 凝固 人 后， 剩余 志 北 的 波状 

物 。 

serum protein 血清 蛋白 : 在 不 具 和 组 胞 的 血清 

(serum) HHRMRAA BS ERR 

白 (immunoglobulins) » AAA (albu - 

min)， 凝 血 因 子 (clotting factors) ， 以 及 

酵素 。 
service unit j;Xj;#B fy (Lifschytz 19711: 

FEM» — DNA IAF BR B® (ch- 
romomere) 4 (band)> AAS LAW 

对 合 的 东西 ; 在 最 简单 情形 下 ， 一 个 运 过 单 

位 假定 由 一 构造 基因 (structural gene) 所 

租 成 的 ， 且 所 有 顺序 需 有 它 的 功用 (〈 Aa 

WM. BRU RARER VE eee 

译 过 程 之 调节 作用 ) 。 在 某 些 情形 ， 一 个 以 

上 构造 基因 能 与 一 个 人 返 过 单位 相 千 合 ， 相 反 

地 ， 有 些 途 过 顺 序 能 被 重复 [ OR A 

(transcription) ] 。 

Sewall Wright effect Sewall Wright 

"ER Re = 18% # (genetic drift). 

sex “性 别 : 同一 种 (species) 内 之 个 体 (in- 
dividuals) 或 营养 系 (clones) 具 有 雄性 和 

雌性 ， 十 或 一 [ 如 果 只 是 生理 差 殿 (phy -. 

siological differences)] 给 体 (donor) 及 

Sie (recipient) 上 人 在原 杷 生物 中 (proto- 

karyotes) ] 相对 和 互补 的 特征 ， 落 具 两 性 

融合 (amphimixis) 和 (或 ) 遗传 重组 ( 

genetic recombination) 的 能 力 。[ © 

繁殖 (reproduction)] 。 生 物 之 所 以 具有 性 

- 别 之 分 别 机 能源 於 遗 传 或 受 环境 影响 LO 
性 别 决 定 (sex determination) ] 。 

性别 能 影响 染色 体 遗 传 定子 (chromeo- 

somal hereditary determinant) 的 表 型 表 

现 (phenotypic expression) 及 其 遗传 比率 

(genetic ratios)， 其 方式 如 下 : 

上 位 於 性 染色 体 (sex chromosome) [| 

基因 的 道 传 (inheritance) 称 坑 性 违 和 遗传 

(sex-linked inheritance) » # HiR (3875 

同 源 性 (homology) AMER 88 Sk WA 

FF PRBABY 

2 Sir AS RE EE 2 RA ae 
(heterozygotes) 有 不 同 表 现 。 此 一 现象 称 
6 “性别 影 响 显 性 ” (sex-influenced 



sex cell 412 

dominance) 。 

3 HEISE RRR WRT BE 

是 一 致 的 ， 但 经 基因 转移 人 后， 在 另 一 件 别 之 

FRPELRMER, HBR RHA 

§i” (sex-limited gene expression) | 

F 4 有 累积 作用 的 基因 (cumulatively 

acting genes) 也 许 需要 超过 不 同 的 极限 

(thresholds)， 才 能 在 雌性 和 雄性 中 有 表 型 

差 民 的 表现 .因此 玫 型 分 砍 仅 壮 致 两 个 等 级 ， 

在 两 性 中 和 经 由 不 同 途 径 而 到 过 此 等 级 。 

DOR REINER eT > RE HEE 

PMRBBAT HR BYERACEF (ocga- 

my) PEA» sah 1S (inheritance) 型 

KBE 4 母性 遗传 ” (matrilinear)\%\ 

sex cell  f#Miid: = 配子 (gamete) 。 
sex character ”性 征 : 任何 与 配子 及 人 性 器 官 有 

关 之 初 级 性别 差 民 (primary sex differe - 

nces)， 以 及 任何 与 配子 及 性器官 无 天 的 第 

二 人 性 征 (secondary sex characters), 统称 

Bt Ko 

sex chromatin ”性 染色 质 [ Barr and Ber- 

tram» 1949 |: 性 染色 质 坑 一 个 或 在 特殊 

情形 下 多 於 一 个 ， 一 面 抗 平 直 一 面 呈 弧 形 凸 

出 ， 球 状 或 角 锥 状 ， 及 呈 Feulgen 阳 性 反应 

的 核 内 物体 (intranuclear body)» HX’). 

0.8 x 1.14m; 通 常 在 分 裂 问 期 (inter- 
phase ) RFiZ AIR ZA» SAR wR 

(nuclear envelop MAA» RBBEK 

小 体 (Barr body) o ##AARK—-AE 

KE IF (positive) ¥ 24% 4 (heteropycnotic) 

FAR X - 染色 体 (X-chrormosome) » 4% 

%t fi ZH (nucleolar satellite); HR 

缀 (tissue) 和 铅 片 技术 的 不 同 ， 在 许多 哺乳 

动物 的 种 中 ， 在 雌性 20 ~ 96 47 Mies 

具有 人性 染色 质 ， 而 在 二 合体 的 雄性 细胞 杷 中 
很 少 或 根本 没有 二 种 构造 ， 但 有 些 种 如 具有 
不 正常 之 性 染色 体 {(sSex-chromosome) 时 ， 

则 有 例外 情形 。 白 左 球 的 性 染色 质 傈 一 特殊 

RRA MAEM Bw sR “ Rae” 

(drumstick)° 

FL] —Gimias HERA REA RK 

数目 是 由 X — 染色 体 的 数目 所 决定 : XY 和 
XO 个 体 中 不 具 性 染色 质 体 ， 在 XXX > XXY 

和 XXYY 中 有 一 个 ， XXX ，XXXY 中 

十 个 ，XXXX 个 体 中 3 个 ; 即 在 二 合体 或 

SBR (aneuploid) 个 体 中 X — ARM 

减 一 即 坑 性 染色 质 笨 的 最 大 数 。 因 此 党 逢 胞 
所 有 人 性 染色 质数 若 小 於 最 大 数 时 ， 其 数 略 较 
少 ， 但 其 体积 则 较 大 。 

正常 情形 下 ， 在 二 信和 体 的 雌性 租 胞 中 有 

两 个 X 一 染色 体 ， 其 中 之 一 呈 甚 入 淡 缩 吴 固 

缩 (heteropycnotic) 的 状态 而 衍生 需 性 染色 

Ho" 不 活化 - X 染色 体 假说 ” (inactive-x 
hypothesis) ,之 主要 论点 如 下 ( Lyon» 
1961, 1966 ) : 

| RE eH xX- 染色 体形 成 性 染色 质 体 ， 

其 DNA 合成 较 其 他 染色 体 需 还 组， 雄性 的 

单一 X AUX -染色体 则 与 条 杂 色 
## (autosomes) AUF RR o 

2 RAM X — FAB BSE: 
| >#|-$ 441K (dosage compensation) ]} © 

3. 不 活化 发 生 於 胚胎 发 育 的 早期 ， 东 在 
每 一 个 胃 胞 系 之 未 来 发 育 中 保持 一 定 不 杰 。 

4 在 同一 二 全 体 个 体 之 不 同 租 胞 中 ， 不 

活化 的 X- 染色 体 可 能 来 自 父 体 或 来 自 母体 。 

5 ERR (aneuploid) (Af, RE 

有 两 个 或 更 多 X - 染色 体 ， 雌 性 有 两 个 以 上 

的 X 一 染色 体 ， 除 一 个 以 外 其 余 所 有 的 X 都 

AKT, AREER eRe (ch - 

romosome complement) 中 如 具有 一 个 以 

上 的 X ， 也 会 有 性 染色 质 的 出 现 。 因 此 所 谓 
件 染 色 质 仅 在 雌性 中 存在 ,而 在 雄性 咎 缺乏 ， 

过 种 狭义 的 关 保 仅 适 用 於 性 染色 体 (sex ch- 

romosome) 2 XX-XY 或 - XX-XO 条 

统 的 二 信和 体 个 体 。 | 
sex-chromosome TE 48(Wilson» 1906 }: 

RAR ESI BRM (enkaryotic or- 

ganism)"h}, —(RASXR—-RREBR 

“复数 的 人 性 染色 体 ” «(multiple sex chro- | 

masomes) ] 分 别 在 两 性 ( 雌 和 雄性 中 出 
Ri, WVBR zF) wR (sex present ye 

的 遗传 控制 。 

MRE RAR RA KR (basic system of 
sex chromosomes) 在 一 个 性 别 中 是 

一 对 显 微 镭 下 不 能 区 辩 的 染色 体 ， 称 垮 X - 

染色 体 ; 在 另 一 相反 的 人 性别 中 和 储 一 对 具有 可 

见 差 民 的 染色 体 ， 过 两 条 染色 体 中 有 一 个 与 

相反 性 别 的 X - 染色 体 相 同 ， 另 一 条 在 构造 
和 功能 上 蔡 不 一 样 , 且 仅 出 现 於 一 个 性 别 中 ， 

 -RBRY - 染色 体 。X - AMY - 染色 体 问 有 

Ar ee eee Fae e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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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 MAH (chromosome pairing) 及 

行 交 换 作 用 (crossing over) 的 区 域 (re - 

giorms)， 过 些 区 域 间 ， 具 同 源 性 (homolo - ， 

gous) 而 称 需 ”配对 节 段 (pairing seg- 
ments), && “ #Reaipe ” (differential 

segments) 7A\fi], ZRAHRAAA RH: 

FEM Bi ZA ANAC A 。 

通常 XX RHEE? XY BME KX B 
6 “ 配子 同型 性 别 "(homogametic)  ， 

XY BR“ GF RABE GN” ( heterogame - 

tic) o ACF il WH DIEM BF REE 

生 一 种 配子 ， 全 部 具有 X - RAK: ATR 

型 性 别 则 产生 南 种 型 式 的 配子 ， 分 别 具 有 

或 了 染色 体 。 配 子 刁 型 性 别 之 X - 及 Y - 染 
色 体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列 [ 如 信人 性 染色 体 “ 前 
wR” (prereduction) ] KS AMHR 
[ ROB A 8S “ eRe ” = (postreduc - 

tion) JF RAAT RB OPHBHH 

对 两 极 ， 所 以 产生 相等 数目 之 具 X 或 具 Y 的 
配子 ; AX SRT MAX 之 雌性 配子 结 

合 产 生 雌 性 合子 (zygote) ， 具 立 之 雄性 配子 
MAX 之 雌性 配子 结合 则 产生 雄性 合子 。 

在 有 些 生 物 中 ， 其 情形 正好 相反 ， 即 构 
造 相 同 的 性 染色 体 存 在 於 配子 同型 的 雄 任 中 ， 

而 构造 相 要 的 性 染色 体 则 存在 认 配 子 刁 型 的 . 
HEHE ; HE SRF RUE FI, SEI 
#58 SBBzZ(= x Rw (=Y) 染色 体 。 
FERRI, WBE AEH (sex 

chromosome) [ 或 更 染色 体 (allosome) ] 

#£BRMREM(autosomes)> SABIE 
HT ACAI A— MAD WE yp. BERERC 

F ARABS EAB BET RG Bo 

PRAEA AG KX -—XKYs RM ZZ —- Zw? 

系统 外 ， 向 有 不 同型 式 的 各 种 衍生 的 性 染色 
体系 统 (derived sex-chromosome sys - 

tems) : By - 染色 体 人 缺失 ( XX-XO- 

WR) ， 或 X- 和 Y- 染色 体 释 成 完全 非 同 

源 性 (nonhomologous) » FER RT WHA 

“能 配对 及 进行 交换 作用 。 再 者 有 的 系统 具有 
复数 的 性 染色 体 (mutiple sex chromoso- 

me)， 即 有 两 休 或 两 条 以 上 的 X- Ry - % 

fie . 

基本 的 和 衍生 的 性 染色 体系 统 可 分 成 下 

FSB John and Lewis» 1965 ] : 
‘lL 在 配子 县 型 件 别 中 ， 具 交叉 减 数 分 裂 

sex-chromosome 

系统 (systems with chiasmate meiosis) 

[ 具 配 对 及 交换 作用 ] : 

a) 基本 的 XX-XY 系 杭 。 
b) 衍生 的 XX-XY 系统 。 

c) XuY，XY。 和 X。Y。 式 的 复数 系 
ff © 

2 在 配子 殿 型 性 别 中 ， 具 无 交叉 减 数 分 烈 

系统 — (systems with achiasmate meiosis) 

[ 没有 配对 和 交换 作用 ] : 

a) 在 配子 拱 型 性 别 中 ， 缺 乏 配 对 的 同 

件 (pairing partner) : 

ai) 简单 的 XX “AO 系统 。 

ac) 复合 的 X。O 系统 。 
b) 在 配子 与 型 性 别 中 有 具 差 别 的 配对 同 

伴 : 

bi) 简单 的 XX - XY A> 
bo) X,Y XY, MX,Y, AB 

i RI © 

ELAR LEB AMA ABEEE 

“i ( Dietz» 1958 ) : 
1 ARS AS YAR, 4 ta ZZ 

{z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OF ff && 

& (centric fusion)] ， 使 体 桨 色 体 上 BAB 

SX — ARTY — 4 fais (neo-X-and neo- 

Y-chromosomes) ] APRA, 

将 XX-XO ARE, BRR XX-XY 之 

SAS ME Ae fe HE AM (neo-sex chromosome 

system) ， 或 将 XX-xXY 式 系 杭 转 换 成 

XaY »°XY¥, RXLY. Affe 
2. 散漫 中 节 (diffuse centromere) 的 

X ~ 染色 体 之 片段 化 (fragmentation) 。- 

3 数目 之 增加 傈 由 共 人 性 染色 体 数 目的 多 

FE HELE © 

4. 体 染 色 体 的 自动 (autonomous) 转换 

BOX ~ 染色 体 。 

5 由 於 7 > a (non-disjunction) 

产生 超额 的 (supernumerary)Y- 染色 体 ， 

致使 Y - 染色 体 数 目 增加 。 

— BRHEKABSCMADAD RTA: 
Fl PIA MX ( Cooper» 1946 J: 

AERA F 18 a (multivalent) 
的 系 杭 :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多 价 体 内 各 染色 体 有 

一 定 的 排列 方向 和 分 做 。 

2 TRIN 57 HE (segregating) RAAB 

7A SRE: RE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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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pairing) BX “fBREBCH” (touch 

-and- go pairing) © 

3 MALCHARERHEREBA 4 
染色 体 属於 同一 型 式 ( WX 1X2 00 KE ): 

各 染色 体 一 背 分 做 到 起 锤 体 的 同一 极 。 

4 此 系统 具有 一 个 性 染色 体 的 二 价 体 和 

一 个 单价 体 , 或 两 个 及 多 个 性 染色 体 二 价 体 : 

其 性 染色 体 分 成 克 和 组 ， 彼 此 不 具 实 际 接 钨 ， 

SE BB Hh MoE SEB A eo 

- BT FUBR (White > 1950 ) x - 
AY - 染色 体 的 臣 化 ， 可 能 是 一 对 体 染 色 体 

BEA — PFA ME (Progressive) 和 演化 

PX RATE : 

1 一 对 基因 的 发 生 ， 其 分 区 能 控制 两 个 

性 别 的 产生 。 
2 同 源 染 色 体 上 具 性 别 分 化 基因 的 区 域 

内 ， 交 换 作 用 (crossing over ) EM fil 。 

3. 在 此 区 域内 发 生 基 因 突 释 和 染色 体 构 

Gee, AMER “ ZARA” (dif - 
ferential segment) , F# RARE 

7R A B57 Bc FH o 

4 PARE ERR BRR 

性 (inert) ， 然 而 另 一 染色 体 上 的 相应 节 段 

则 多 得 新 的 内 如 平衡 。 具 惰性 节 段 的 染色 体 

可 能 代表 一 个 Y- 2H A-HIBX - 染 

色 体 。 
5 更 进一步 的 染色 体 构 造 改 构 可 能 半 臻 

Y 一 染色 体 情 人 性 和 节 段 的 完全 剔 除 掉 ， 或 是 其 

fib RB ef BE DA HE BIRR EAH © 

sex comb 性 梳 : KEMERX (Drosophila 

rrelanegaster) 前 腿 有 硬 毛 排列 成 梳 郊 形 。 

sex composite “性别 混合 := 雌雄 庶 体 (gyna- 

ndromorph) o 

sex-conditioned character “性 控制 性 状 : KH 

EAA, RRAAASMA- AM— 
个 性 控制 体 染 色 体 基因 (sex-conditioned 
autosomal gene) » ZREHHRAF ERE 

#1 ZEMEPE RE ARISE ROKER BRS 

& (homozygous) 时 ,其 表现 可 能 较 不 明 题 ， 

A FEED “ PERE HI” HEMKZ--o 

sex controlled 性 控制 的 [L Goldschmidt ， 

1920 J : 性 别 控制 之 性 状 ， 其 万 型 表达 的 

程度 受到 个 体 性 别 的 控制 。 其 tH (inher - 

itance) BUSA ce a ME 2] $22 OCR SAE HK HE 

> je +4RDR LEA See T 

(hereditary determinant) 的 控制 。 过 种 

遗传 方式 称 禹 性 控制 遗 优 (sex-controlled 

inheritance)[ > }it ate © (sex-link - 

age)] 。 

sex cycle 性 遇 期 : ER W(eukaryotes) 

中 ， 其 核 配 作 用 (karyogamy) 和 RRPR 
(meiosis) 交 替 出 现 ; 或 将 其 意义 加 以 推广 ， 

在 原 杷 生物 (protokaryotes) 中 ， 任 何 返 复 

过 程 可 亲 致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 

tion) Ho [ >#tt(parasexual)] 。 

BREDMZRADAEE ADH DA 

与 受精 作用 (fertilization) 的 互 定 程 序 相关 ， 

不 同性 别 的 两 个 配子 (gamete) 融合 而 生 合 

子 (zygote)， 合 子 具 有 雌雄 二 性 配子 所 引入 
的 整套 染色 体 组 (chromosome sets) 。 人 性 

遇 期 的 主要 功能 是 不 同 来 源 基 因 的 和 组 合 

(combination) 和 重组 (recombination) © 

[ >t 1#-@ 40 (genetic recombination) ]. 

在 原核 生物 ( 病毒 和 和 细菌 ) b> He 
被 振 性 过 程 所 取 蔡 ， 而 导致 遗 传 重组 ; 在 和 
菌 中 ， 其 决定 人 性 分 化 的 因子 与 复核 生物 中 控 

il HEF] HK (sex determination) 的 因子 根 

AA o LO te] BF (sex factor) ] 。 
sex determination ”性 别 决 定 : 在 复 有 性 生物 
(eusexual organism) [ Ott 44(para- 

sexual) ] ， 决 定性 别 分 化 之 过 程 ， 可 转移 
(shift) 所 谓 “ 色 人 性 势能 "(bisexual poten- 

cy) [ Hartmann, 1923 ]， 或 可 转移 

决定 租 胞 ， 器 官 及 个 体 雄 性 ( M ) 及 雌性 

( F ) 均衡 的 基因 [ 性 别 辩 需 子 (sex rea- 

lizators) ] ， 此 一 转移 可 使 上 壕 芝 能 或 基 

因 偏 向 雄性 或 雌性 。 

| Fe! (或 环境 ) 性 别 决 定 “[ Phenoty- 
Pic (or environmental sex determination)] 

[ Burgeff >» 1915 ] : 

RE AEB ARH AE, ARR GE 

性 别 之 雌雄 ， 和 与 配子 配合 (syngamy ) RAC 

作用 (karyogamy) $e iio HERE “ PERF” 
(realizators) 或 促进 基因 (trigger gene) 

( 分 别 由 F 和 M 代表 ) 在 此 一 情况 下 是 相等 

平衡 的 ， 世 题 示 一 个 反应 规范 (norm of re- 
action) 能 由 环境 因子 诱 遵 其 活力 的 转移 

(shift) 。 表 型 性 别 决 定 可 在 单 售 体 期 (ha - 
plophase) [ 单 倍 体 表 型 性 别 决 定 (haplo- 
Phenotypic sex determination) ] 或 双全 

i ne te ee ee eee 

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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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期 (diplophase)[ 人 双 倍 体 表 型 性 别 决 定 

( diplophenotypic sex determination) J 时 
发 生 。 

党 与 基因 型 性 别 决 定 对 比 时 ， 表 型 性 别 

决定 一 悦 常 被 误解 : 才 型 件 别 决 定 ,事实 上 是 
得 传 的 性 别 决定 ， 但 不 具 性 染色 和 体 (sex 

chromosome ) 柚 制 以 将 F 和 M 人 性 别 辩 禹 子 之 
平衡 转向 雌性 或 雄性 。 在 表 型 性 别 决定 中 ， 

_ 此 一 转移 傈 由 不 同 环境 因子 而 影响 到 F 和 M 
的 基因 作用 。 

2 基因 型 性 别 决 定 [ genotypic sex 
determination ] [ Burgeff» 1915]; 

性 别 主 要 是 由 合子 (zygote) 或 孢子 (spores) 

-之 基因 型 决定 ， 如 在 单 合体 期 由 蕉 基因 之 减 

数 分 裂 分 衣 而 发 生性 别 决定 ， 因 而 产生 一 半 

REVEALS ( 或 孢子 ) ， 此 称 仿 单 

倍 体 基因 型 性 别 决 定 (haplogenotypic sex 
determination) +; 在 人 双 倍 体 基 因 型 性 别 决 

定 (diplogenotypic sex determination) 中 ， 

f= 884-4 (diplontic organism) 之 双全 

HS 50 tae a EB TPR FE FS ETE FS HELE 

公信 和 体 基因 型 性 别 决 定之 竹 胞 遗传 学 机 
制 主要 有 二 ， 其 中 性 染色 体 (sex chromo- 

some) 在 性 别 遗 传 和 性 别 决 定 方面 ， 担 任 决 

定性 别 的 角色 。 基 於 X PABABLEB 

(autosome) . 问 的 平衡 天 保 ，XY 制度 和 它 

Fy BeBe Se BE» ZEB PEER 
(dioecious) ih, BA YRR—BS A 

(multigenic) 机 制 ， 一 个 件 别 通常 因 休 对 

或 许多 对 基因 问 的 相互 作用 所 决定 。 

在 另 一 个 XY - 制度 中 ， 配 子 殿 型 性 别 

(heterogametic sex) 的 Y - 染色 体 ， 是 性 

别 决 定 的 因素 ， 个 体 如 携带 此 一 Y - PAK 

则 表现 一 定 的 性 别 ， 在 雄性 配子 恰 型 时 此 一 
(ARS AS REE>» TEMEME AC F 2 UES I BREE» 
但 与 其 体 染 色 体 之 基因 型 无 天 。 在 受精 作用 

时 胚胎 之 性 别 由 精子 和 卵子 的 人 性 染色 体 决 定 。 

在 和 X 一 染色 体 一 体 染 色 体 平衡 制度 ( 此 

SRA Me RHERM HK) ) ， 人 性 别 之 决 

定 也 是 在 人 受精 作用 时 发 生 ， 其 主要 因素 和 储 X 

一 染色 体 和 体 染 色 体 问 之 比率 。 人 性 别 差 刁 被 

ao hove AS ER AX — 染色 体 和 体 染 色 

体 上 各 具 一 套 有 相反 作用 的 基因 ， 二 者 相互 

作用 而 产生 性 别 差 殿 。 此 两 套 基因 之 效应 阔 

非 相同 ， 决 定 雄 性 之 基因 在 体 染 色 体 中 上 比较 

sex digamety 

有 效 ， 某 一 个 体 如 具 一 个 X 和 南 套 体 染色 体 
BERGHE, NERY - 染色 体 存 在 与 否 ; 决 
定 峻 性 之 基因 在 X - 染色 体 中 ， 仿 数 较 多 或 
较 有 效 ， 某 一 个 体 如 具 南 个 X - 染色 体 和 两 
套 体 染色 体 则 垮 雌性 ， [ > RH (meta - 

female) ] MY — 染色 体 对 人 性 别 之 决定 不 
具 任 何 影响 。 在 此 情形 下 ， 二 全 和 体 个 体 中 ， 
人 性 染色 体 的 2X — 1X 机 制 可 换 M 和 F 性 别 
辩 规 子 的 平衡 ， 而 使 其 偏向 雌性 或 雄性。 
«AGRE - 双 倍 体 性 别 决 定 、 (haplo-di- 

ploid sex determination) : 是 一 种 性 别 决 

定 的 形式 ， 雄 性 由 单 合体 的 卵 产生 ， 峻 性 来 

B SEE iS © | 

SATE RE 

mination) : 

$4: Bl SS ER ORAZ ei th RA! (idio- 

type) 所 决定 。 
RFR SRE 

termination): 

子 代 人 性别 之 固定 ， 是 配子 融合 (gamete fu- 

sion) 和 极 配 作用 (karyogamy) 之 结果 。 

配子 前 性 别 决定 (progamic sex de - 

termination): 

FRAENAS HRSA PRE RABE 

减 数 分 裂 前 就 已 决定 。 

配子 后 性 别 决 定 (metagamic sex de- 

termination) 

子 代 的 性 别 汞 不 因 核 配 作用 而 固定 ， 因 此 大 

多 受制 蕉 环 卉 影响 ， 基 因 型 相似 之 个 体 或 粗 

胞 移 合 苯 ， 在 受精 后 由 於 基因 型 以 外 之 影响 

(maternal sex deter - 

(syngamic sex de - 

HEE REE RAAB He 
1 ARE) EMM RAMEE IE 
之 亦 然 。 

sex differentiation “性别 分 化 : 生物 体 具 不 同 
的 ( 雄性 和 雌性 ) 性器官， 不 同 的 性 征 ， 和 

由 同一 个 体 或 不 同 个 体 所 产生 的 不 同 峻 性 和 

雄性 配子 或 (+) 和 (=- ) 配子 ， 上 述 各 项 之 

来 源 和 发 育 称 信人 性 别 分 化 ; RAZ Me 

RH RAS inh Rt BREF 
yo [OD Mt (parasexual)> FR 

%™ (sex determination) » ##] 8+ (sex 

factor) ] 。 

sexdigamety ”性 别 配子 两 型 性 : 配子 与 型 性 
别 藉 性 染色 体 (sex chromosome) 栅 制 而 产 

生 决 定 雄 性 和 雌性 配子 的 能 力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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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T RA. MERAH HHP 

(phyla) > ESRC i BEE he eB BD 

iS KB tt (unisexual) 个 体 的 分 化 。[B - 

acci» 1965 ] ， 上 定性 别 配 子音 型 性 (sex 
monogamety) ， 性 别 配 子 多 型 性 (sex po- 

lygamety) J o 

sex duction ”性 导 作 用 [L Jacob and Wol- 

lman>» 1960 ] : 组 菌 基因 和 与 性 别 因 子 

(sex factor} 和 结合 ， 在 接合 作用 (conjuga- 

tion) 人 后， 转移 进入 和食 体 细胞 (recipient 

cell) [OF - #2447 (F-duction) ] 

人 性别 因子 在 此 作乱 接 合 于 (conjugons)> 4 
是 游 零 基因 (episomes) 。 

sex factor 性别 因子 : EMP, BeRAB 

(episome) HB AXx EM RMR Bie 

给 体 (donor) » jai Minh MARE 

与 缺乏 接合 子 (conjugons) 的 组 胞 ， 形 成 称 

定 的 结合 ， 然 后 将 非 染色 体 物 质 (extra - 

chromosomal material)( 包括 人 性别 因子 本 

身 ) 以 及 在 少数 情形 下 将 组 菌 染 色 体 和 节 段 

[ “半分 基因 和 组 ”(merogenetes) ] BAK 

体 组 胞 。 过 些 因 子 中 首先 被 发 现 的 是 大 肠 柏 

菌 (Escherichia coli) MOF —- ##AA 

(F-episome) » 3 (Heh RMR 接合 作 

A] (conjugation) 的 接合 子 (conjugon) 有 大 
* BRAKAT (colicinogenic factor) 和 抗 

9848 HF (resistance transfer_fac- 

tors) 。 44 | 

sex fimbrium ‘TehsK | Diguid and An- 

derson» 1967 ] : =## (sex pilus), 
sex hormone 性 荷 尔 蓉 。 

sex index 性 指数 : ERG BA-“H” 
(set) FAA, AX PABRRHEIER, 

HERMES MEHR PS 0.5 ， 雌性 怖 1.0， 
中 雄性 (meta-female) 1.5L 性 别 
决定 (sex determinations) ]° 

sex-influenced 和 从 性 的 : OPEE IAG (sex - 

controlled): 
sexivalent fete. 

sex-limited “ 限 性 的 [ Morgan» 1910 ] : 

HARE AMAR ee RIB EK ARE 

FEES SRR HAR- BREA 

[ 可 能 位 藉 性 染色 体 (sex_ chromosome) 和 

体 染 色 体 (autosome) 上 ] 在 正常 情形 下 是 

6 HEE FRE SBMS LO 性 控制 的 

(sex controlled) J. _ 

sex-linkage 性 连 遗 传 [ Morgan» 1914]: 
ERED (eukarygotes)H, fr Pre Bae 

(sex-chromosome) £ ( X- AlY - BH) - 

的 基因 Sf (linkage). 过 些 基 因 及 其 
i 1# (inheritance) 型 式 ， 以 及 过 些 基 因 所 

i BIG Ze BE RBBB tat 69” (sex-link- 

ed) [OMt44(sex-limited)} o 
1. 部 份 〈 不 完全 ) TES. [partial 

(imcomplete) sex-linkage] [ Dar - 

lington» Haldane and Koller» 1934): 

基因 在 X 和 Y 染色 体 上 均 有 基因 座 ， 因 此 是 

位 於 两 染色 体 之 配对 节 段 (pairing seg - 
ment) 上 ， 因此 可 藉 染 色 体 间 之 交换 作用 
(crossing-over) 而 行 基因 互 换 。 

2 完全 性 连 址 传 上 complete sex - 
linkage ] [ Morgan» 1914 J : 

基因 只 在 X 染色 体 上 有 基因 座 , 因此 位 於 

X 一 和 Y 一 染色 体 的 差 殿 (differential) 
[ 非 同 源 的 (nonhomologous)] 和 节 段 上 ,不 

能 经 由 交换 作用 而 行 重 租 。 基 因 位 於 Y 一 染 

色 体 上 者 称 需 “ 限 雄 遗传 (holandmic)”。 
sex-linked THERA. 伴 性 基因 : 在 决定 性 
别 的 人 性 染色 体 (sex chromosomes) 上 的 基 

Alo 

sex monogamety ” 性别 配 子 单 型 性 : 在 平衡 
的 雌雄 同体 (balanced hermaphrodite s)， 

ARIEL AG RA (gonochoric) RMA Bit 
4 58 (parthenogenetic) fy # (popula - 

tion)» REE + — Ate BRR ec FAKE 

称 坑 性 别 配子 单 型 性 。 Lic> 性 列 配子 两 型 性 
(sex digamety). ] 。. 

MRR : =A ARAM (ern 

dromorph or scapula s 

sex organ 性 器 官 。 

sex mosaic 

ert sex piebald MEBEETAO : 

1\\ GA REE BCP o 

sex pilus Tl Meynell and Lawn» 

1967 ] : eg“ REE” Game ALI 

RKB 2 —— dG F M4, (F-pili)> gaze 

if SARE (Enterobacteria) 中 所 发 现 
各 种 形式 之 ”普通 毛 ” (common pili) 7% 
同 ， 性 毛 被 识 坊 是 细菌 行 接合 作用 (conj- 

gation) 的 器 官 ,其 合成 是 由 租 菌 性 别 因子 
(sex factors) 或 接合 子 (conjugons) 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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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性 毛 可 使 形态 ,噬菌体 ( 雄性 专 一 性 噬菌体 

之 吸附 ， 或 抗原 构造 而 分 类 。 

sex polygamety “性别 配子 多 型 性 [ Beccci ， 
1965 | : 雄性 和 雌性 或 上 肉 雄 同 体 个 体 经 多 

FF BS (polyfactorial mechanism) 能 

BEE SF SANTA) AK AE BRR ECF PRED 

BREET SMH. [OUR AcF BA 
(sex monogamety) +» +4 %')&2F A 4! t4(sex 
digamety) ] 。 

sex ratio “性 比 : 每 一 百 个 峻 人 性 与 雄性 所 估 数 

目 称 坟 人 性 比 。 在 合子 形成 时 之 性 比 称 坑 初级 

性 比 (primary sex ratio) ; HEHE 
次 航 人 性 比 (secondary Sex ratid) ; 在 性 成 

PE AB R= ME Ht (tertiary sex ratio) 。 

sex realizator ”性别 辨识 子 [ v. Wettstein» 
1924 ] : BP MRI EEA HARE 

BUFR RAREHUMARS )> 

BN EF BEE AS PTR EDT AR SEES HE” 
- (bisexual potency) 7 REHEME >> (4) ati 

Haba (GC) MARRIRR. [oO acHs 
## (AG complex) ] [ Hartmann > 

1923 ] 。 人 性 别 辩 莽 子 也 可 能 代表 一 个 自 有 
轮流 交替 反应 规范 之 平衡 体系 [ Goldsch- 
midt » 1929/1930 ] ， 可 以 转向 雄性 或 ， 

雌性 方向 [= te DUPE (sex realizer) ]。 

在 表 型 和 基因 型 之 性 别 ; die (sex determi- 

nation) Hh, BA RAH RH SMe, SB ， 
到 政 揽 因子 和 遗传 因子 二 者 之 鳃 发 ， 而 被 认 
久保 一 控制 机 人 制 。 

sex realizer “性别 辨识 子 : = 性 别 辨 识 子 (sex 

realizator) 。 

sex reversal 《性 转换 : 一 个 个 体 因 挎 自然 的 ， 
病理 的 ,或 是 实验 请 导 的 原因 而 改 释 其 性 别 ， 

FE BEE SBE HEY ch HESS HIE | 
sextuploid ”六 倍 体 。 
sexual “有 性 的 : 所 有 包含 减 数 分 裂 uate - 
sis) 和 受精 作用 (fertilization) 的 过 程 ， 
”有 性 生物 ”(sexual organism) [ 叱 气 性 

(parasexual) | 夭 此 以 完成 其 有 性 生殖 人 
reproduction) 和 道 传 重组 (genetic re - 
combination) ° 

sexual character 性 征 : 任何 确定 个 体 性 别 的 
PEK (traits) ， 过 些 人 性 状 傈 在 性 别 决 定 (sex 
determination) 后 ， 藉 性 别 分 化 (sex 
differentiation) 的 过 程 而 形成 ， 第 一 性 征 

人 

sexuparous 

直接 与 生殖 作用 (reproduction) 有 关 ( 雌性 

和 雄性 生殖 器 官 ) ， 第 二 性 币 在 雄性 和 雌性 

中 有 不 同 玫 现 ， 租 不 直接 参与 生殖 作用 。 

sexual cycle 性 遇 期 : 在 芙 权 生 物 中 ， 一 个 周 

期 包含 由 成 对 单 僧 体 配子 融合 在 一 起 ， 形 成 

二 伪 体 合子 的 基本 方式 。 其 千 合 极 或 某 些 有 

7 AE D> BT LET RMDP (meiosis), 

EMR, HBR ( 或 有 入 分 裂 

Ris ) 作 坑 配子 的 功能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才 完 

BCS (FAG 

sexual dimorphism “性 别 二 能 现象 : 同一 物种 

(species) 中 ， 其 雄性 个 体 和 雌性 个 体 问 在 

形状 、 大 小 、 构 造 、 闫 色 等 等 方面 有 明显 的 

差 民 存在。 
sexual incompatibility ”性 别 不 亲 和 性 : ae 

相似 的 ” 同 质 基因 性 别 不 秽 和 性” (homo - 
genic sex incompatibility) RARER 

fy" A SABLA” (heterogenic 
sex incompatibility) Bc BX an eZ 7S 

能 进行 核 配 作 用 (karyogamy) [ Esser ， 

*1956 ] 。 此 一 名 余 可 肖 用 於 所 有 烃 由 簿 传 

决定 的 有 性 繁殖 和 受 限制 之 所 有 体系 OTR 
和 性 (incompatibility) ] 。 

sexual isolation ”性 隔 享 : = 4E JA Neat (iso- 
lation) o 

sexual reproduction “有 性 生殖 : O4JFA(re- 

production)。 [ = 配子 生殖 (gamogony); 

有 性 生殖 (gamogenesis)] 。 
sexual selection (¢5ll33218 : #BUHBSRLS 

一 ， 在 某 些 物种 (species) 中 ， 雄 性 问 对 配 

偶 (mates) 之 相互 如 委 ， 凡 对 此 一 般 委 有 利 

之 性 状 ， 不 管 其 对 生存 明 委 之 一 般 人 条件 是 否 

有 利 ， 均 可 持久 延 矿 。 和 与 性 别 泪 择 有 关 之 性 

状 坑 (U 雄 性 之 外 观 (3) 用 以 与 其 他 雄性 问 委 者 
其 学 襄 之 一 部 份 主 张 不 同 物种 的 雌性 可 能 有 
粗 疗 的 审美 观念 ， 而 愤 择 最 具 外 观 吸 引力 的 

雄性 ， 此 点 便 潭 受 若干 批评 ， 上 比较 可 能 的 是 
雄性 追逐 雌性 ， 其 演化 的 方向 是 ， 同 一 物 兆 
可 以 交配 ， 而 不 与 有 关上 且 相 同 分 何 地 区 的 物 
种 交配 [ OiK# (selection)]. 

sexuparous ”性 母 的 [ Caullery» 1913 ]: 
1. 烃 由 单 性 生殖 (parthenogensis) 或 

由 有 人 性 生殖 [ 两 性 生殖 (dmphigony) ] 产生 
雄性 及 雌性 子 代 。 

2 行 有 性 生殖 以 产生 人 后代 。 此 一 名 悦 用 



sex vesicle 

来 形容 生物 之 行 有 性 及 无 性 世代 交替 者 ， 如 

87 gh(aphids) 。 

sex vesicle {¢$8[ Sachs» 1954]: EMR 

数 分 列 早 期 (prophase)， 哺 乳 动物 之 XA 

染色 体 对 ， 所 形成 突出 的 内 固 缩 体 (heter - 
.Opycnotic body). 

shift 82: 染色 体 构造 改 释 之 一 种 ， 又 称 
”内 部 (internal) 易 位 ”"(translocation)， 

染色 体 季 段 移 往 同一 染色 体 上 的 另 一 位 置 。 
转移 可 入 同 枝 (homobrachial) 或 刁 枝 (he - 

terobrachial) » RRB+ER—LABE 

(chromosome arm) E> KmPRARe 

Zito TESA HR (heterokaryotypes)- [ 即 
BB 7 RRA (heterozygosity)], 
PREKBBHRAABBAR ERE CME 

4} 3k (meiotic) » #é& MAazH (chromosome 

pairing) 及 交叉 形成 (chiasma forma - 

tion) PAR, SEA FH (duplication) 

和 缺失 (deletions) 。 

short day plant 。” 短 日 植物 : 每 日 光照 时 间 在 

士 二 小 时 内 ， 可 促使 此 种 植物 开花 者 。 

siglic acid 唾液 酸 : FARRAR (heura - 

minic acid) 的 衍生 物 (derivative) Hew 

基 (free amino group) 经 过 乙醚 化 (ace- 

tylated) 后 形成 。 

sib 同胞 : Siblings ( 同胞) 的 缩写。 

siblings 同胞 : 同一 父母 的 弟兄 姐妹 。 

sibling species ”同胞 种 [ Mayr» 1952 ] : 

繁殖 隔 芳 的 集团 (population) ， 其 形 驴 相似 
或 相同 ， 东 且 通 常 是 同 地 人 性 的 (sympatric)。 

sib mating = 同胞 交配 : 同胞 (siblings) fis 
相互 杂交 (intercrossing)， 即 兄妹 交配 

(brother-sister mating) 。 

sib method ”同胞 法 : 在 人 类 遗传 中 ， 由 先王 

者 (propositus) 使 同胞 系 (sibship) [a 
系 (pedigree)] 得 以 确认 , 除 先 避 者 本 人 外 ， 

求 得 同胞 系 租 成 份子 间 ， 有 和 人 无 某 一 性 状 的 个 

体 比 例 ， 此 一 方法 称 坑 同胞 法 。 
sickle-cell trait 镰刀 形 粗 胞 性 状 : RA MHA 

EAEAH* 及 饶 形 竹 胞 基因 H” [Ome 
细胞 贫血 症 (sickle cell anemia) 1,& 

倩 形 较 储 温和 ， 其 红血球 可 以 产生 Hb^ 及 
Hb’> Hz KH #5 G4 (heterozygote) Ht 

情形 眼 好 ， 只 有 在 氧 突然 大 量 降低 时 ， 其 和 

BA KBR. BRAH*/HS 基因 型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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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IIR H (Plasmodium faleiparum) 

之 感染 速 较 具有 HA 人“ BRB. 

疾 原 鼻 食 入 红血球 兹 将 其 站 胞 质 插入 其 食物 
胞 (food vacuole) 内 ，Hbs 与 Hb^ 比较， 

Hb’ AZM AMMAR ERAT 
yA ERR BRB o 

sickle-cell anemia  AZALMERB Mie: 你 一 

SAE R-HSMEB (alleles) 所 支 
配 ， 其 基因 符号 垮 Hs8 ， 一 般 常 人 之 基因 型 

(genotypes) RH*/H* ， 任 何 一 方 或 二 方 

Re Re, ARR BA mies A w*/HS 

或 H AH” o #4 /R) Bs (homozygous) 

ZH* S$M@EABA (HSYHS) 其 所 有 和 红 血 

RKRHPRIAG> MICRLMRSERRRES 

MIT RATIBASHMARM ARKeRe 

HA iE, SHB MARAE (het - 
erozygous) 2S 等 位 基因 的 人 (H* HS), 

KRG MR-+B MB —*BERH 

ARB AUR HEE A mie KB LIER: 

RA TESEW SHAH Bh, ARRAS 

合体 (H“/H* ) SEM BRRAA ERE 
B(H*/H*) 有 较 大 之 抵抗 力 ， 故 此 基因 仍 
以 高 频 度 存在 。 

side-arm bridge {AUR : O82 x(pseudo- 

chiamra) 。 

sideline Aj : O# *& (stem line) 。 

sigma 2D : 统计 学 所 用 果 积 符号 ， 符 号 后 所 
ARS ZA 

sigma factor CRIT Burgess et al.» 

1969 |: BiEA RFA MMEA(transcri- 

ption) AF ( FRR 85,000 90, 000; 

4.53558) -» EERMF (promotor) 处 

Hin tks DNA 之 RNA % 48% (RNA 
-polymerase) fy $+ #Rfo a AFBRNA 

RAM ZKHiZ ERABR RNA RAB 
中 心 酶 (core enzyme ， 不 包含 WF), 

从 事 在 某 些 基因 ， 起 始 转 欠 作用 。 有 些 噬 菌 
体感 染 时 之 转 杀 作用 ， 由 相 稳 的 产生 已 指 遵 
噬菌体 的 相似 5 因子 (sigma=like factor) 

所 控制 ， 它 可 使 寄主 C 因子 复原 ， 且 直接 可 

使 寄主 核心 RNA RABKBS-KHER 
体 基因 的 转 朱 [ 叱 psiF (psi factor): 

rho 因子 (rho factor) ; 分 解 才 物 活性 蛋白 
% (catabolite activating protein); M 因 

F (M factor) J. 

> 
i. 

. 

4 

ates 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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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MS. Lio 因子 对 基因 表现 

可 能 具有 调节 作用 (regulation) HFA BI) 

EIA RNA RAM HhMAARED 

ARR A Ae RZ HAIER 。 

Mino 因子 在 开始 转录 后， 从 RNA R 

合 酶 释放 出 ( 即 游 欢 参与 其 他 聚合 酶 分 子 之 

作用 ) ， 东 由 中 心 酶 (core enzyme) MM 

MMR RNA.c ERAA CMBR ( WHER 

REF MELA BHR ) SOA, 2A 
有 重要 任务 从 事 精确 地 集合 RNA RAB 

28 复合 物 与 6 RBfro 
ECRABEHER (escherichia coli) 

RNA RAB (polymerase) 多 胜 肽 链 次 级 
. 哩 元 之 一 ， 此 一 分 子 本 身 不 具 催 化 作用 ， 但 

REM DNA 分 子 上 之 联结 位 蔷 (binding 

sites) 因 而 促使 RNA iS > BAK 

sigma virus 7B: 使 果 量 对 CO 。 敏感 的 

病毒 。 

sigmoid curve “S” AGERE 。 
significance of results #4 RRszot : 如 或 然 率 

( probability ) BRR PR 0.052 KK 

0.01 WtR7ERBRBS (significa - 

nt ) ,如 在 0.01 至 0.001 THBRRAS 
(highly significant) » AN/)\f0.001R 

5S a REA (very highly significant) 。 

sign mutant FRRSEREME : 任何 突变 体 之 包含 
少数 氨基 对 (base pairs) 的 加 入 (addition) 

或 缺失 (deletion) 者 。[ c 网 续 框 构 突 伙 
(reading frame mutation) ] 。 

sign mutation fyb: = AE KH 
(frameshift mutation) o . 

silent allele MRSURA: 等 位 基因 (al- 
lele) 之 不 具 明 显 之 产物 者 。 

silent mutant Apa Zee : 不 具 明 显 表 型 效 
应 之 突变 体 。 

silent mutation 静态 突 释 [| Sonneborn » 
1965 ] : = [Al HRI (samesense mu- 

, tation) 或 OP ae (synonymous mu - 
‘ tation) 。 

silent section ” 静 能 部 位 : 任何 遗传 物质 的 节 
段 ， 其 功能 肖 未 被 发 现 者 。 

simian virus SV 病毒 : 任何 病状 之 侵 蓝 人 类 
以 外 之 圳 长 类 (Primates) 动物 者 。 

simian virus40 SV 40: 一 种 具有 DNA 
的 病毒 ， 侵 驶 坛 养 中 雹 长 类 的 租 胞 ， 此 病毒 

sister chromatid exchange 

Poa EX aE Ey A> FEE IK 

REHKA HRAKMEEEHAORR 

(antigen) » SV40T 抗原 。 

圭一 顺序 DNAL ° 

: ALR DNA (repeti - 

simple sequence DNA 

Walker» 1971 | 

tious DNA) o 

simplex 。 单 显 性 组 合 [ Blakeslee» Bel- 

ling and Farnham» 1923 ] : ORR 

性 组 合 (nulliplex) 。 

Sinanthropus pekinesis ”北京 人 的 学 名 。 
single-copy DNA #—### DNA: = 时 一 或 优 

© #4 DNA(unique or non-repeated DNA), 

single site mutation 哩 一 位 置 突变 : ORK 

位 置 突变 (multisite mutation) ， 基 因 突 

it (gene mutation) 。 

sinistral coiling Aiea) iE 

sinuate §=6R ARAB. 

sire eg : ADP ZEEE o [om 

#, (dam) ] 。 

sister chromatids ”姊妹 染色 分 体 : 在 组 胞 遇 
期 (cell cycle) 之 分 裂 间 期 (interphase)， 

HH [a] — 2 @ a (chromosome) Rs MAAS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s) Mie RE THE 
20 eh 3 #8 8 (chromosome complement) 

中 ， 其 他 同 源 (homologous) 或 非 同 源 染 色 

体 所 得 之 染色 分 体 ， 称 非 姐 妹 染 色 分 体 ( 

nonsister chromatids)， 如 由 同 源 染 色 体 

得 来 者 称 需 ” 同 涯 非 姐 妹 染 色 分 体 (homo- 
logous nonsister chromatids)  。 

sister chromatid exchange “姐妹 染色 分 体 互 换 

[ Taylor» 1958 ] : RABREDRAB 
ERC EREEB (semiconservative 

replication) HAM—(A tik» BRA 
姐妹 染色 分 体 (sister chromatid) 问 互 换 

Si Be #8 3H He hime (2 H-thymidine) 

处 理 染 色 体 上 DNA 人 后， 姐妹 染色 分 体 互 换 

可 由 第 二 标记 后 之 有 入 分 裂 ， 其 放射 人 性 标记 

之 一 人 染色 分 体 节 段 转 变 到 另 一 染色 分 体 而 
REM [ 字 姐 妹 标 记 交 换 (sister label 

exchange)] 。 姐 妹 染 色 分 体 互 换 可 分 售 丙 
种 型 式 : BAB (single exchange)j ， 仅 作 

- 

AIH Ree — ( 阻止 后期 染色 分 
COOK, Xe—-ER MAB RK 
的 ) ; 与 双生 五 换 (twin exchange) ， 二 对 

染色 体 在 相同 点 有 一 互 换 。 



sister label exchange 

除 上 述 原 理 外 ， 在 第 二 次 标记 分 裂 染 色 

体 中 ， 二 个 染色 分 体 之 一 标记 在 其 长 度 之 任 

一 点 ， 各 别称 储 同 形 标记 (isolabeling) ， 

同形 非 标记 (iso-nonlabeling) 与 屋 形 标记 
(heterolabeling) : 

]. 同形 标记 (isolabeling) ”一 一 在 第 二 

分 裂 染 色 体 上 ， 两 染色 分 体 导 分 均 显 示 标 如 
Fo | 

2 同形 非 标记  (iso-nonlabeling) 

第 二 分 型 染色 体 上 ， 所 有 染色 分 体 之 某 部 分 

未 被 标记 。 

3 RAARic (heterolabeling) 一 一 标记 

与 非 标记 半 染 色 分 体 问 互 换 之 标记 方式 。 

由 UV FARES SPT BM LL RM 

BER (caffeine) 所 抑制 而 生 之 姐妹 染色 分 体 

F BBR > BT HE cH AGE ka (genetic recom- 

bination) ”的 类 似 互 换 过 程 而 产生 [号 重 
组 修复 (recombination repair)] 。 

sister label exchange ”姐妹 标记 互 换 : *H Hg 

ig’ene (*H-thymidine) 处理 后 ， 第 一 后 

期 或 第 二 中 期 [ 它 RRKTR (meiosis) ] 姐 

妹 染 色 分 体 间 ， 标 记 邵 位 之 相互 交换 [ =e 
记 反 复 转 换 (reciprocal switches of 

label) ] 。 沽 数 分 裂 第 一 后 期 染色 体 对 时 ， 

非 姐 妹 染 色 分 体 间 非 标 记 邵 位 相互 交换 ， 称 

坑 非 姐妹 标记 互 换 (non-sister label ex - 

change) [= 标记 非 反 复 转 换 (non-recip- 

rocal*switches of label) ] 。 

site {vil Demerec, 1956 ] : 基因 

(gene) 之 最 小 单元 ， 能 独立 (independent) 
iw [ DE HZ (mutation site) ], 

或 储 基 因 之 最 小 单元 可 夭 基 因 内 重 租 
(intragenic recombination) [ OM(# #40 

(genetic recombination) ] 与 郑 近 单元 

分 雄 者 。 就 目前 所 知 ， 此 二 者 此 描述 同一 实 
物 (entity) » BIB (nucleic acids) 中 

#845 Wi (primary) Hi#.8. (genetic 
information)Z7 B— 34M (nucleotide) 。 

skewness ZfFo 

sliding filament model j@stiRst : AU RE 

肌肉 伸缩 机 制 的 模式 ， 此 一 学 褒 主 张 在 郑 接 

的 粗 穆 上 肌 凝 蛋白 (myosin) ] 及 和 条 上 肌 
动 蛋白 (actin)] 间 ， 形 成 横 的 联 千 (Cross 

bridge) 以 及 联 千 的 破裂 因而 造成 肌肉 的 伸 

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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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lymphocytes /|\ #2 @aha : Sm EkSaia, 

ABHKRERSAPEDWEA RHEBA 

有 情 化 (inert) SAR, AAMBA Mie 
质 , 其 中 少 有 内 有 四 网 (endoplasmic reticu - 

lum) ， 小 淋巴 组 胞 可 以 分 成 两 组 ，B 及 工 
竹 胞 ， 二 者 在 光学 是 微 复 下 和 无 法 加 以 区 别 。 

SMC #4 iid: 坑 精 母 血 胞 (sperm mo - 
ther cell) Rf7a+AMAA(spore mother 

cell) 7f###B- - 

Fe 

smooth colony 光滑 菌落 。 

smooth endoplasmic reticulum “平滑 内 质 桐 : 

MBA ThE hRR VKH RBBAG 

Mm PRARMELNIAGME, FA EZE 

类 在 此 附着 於 新 生 蛋 白质 上 ， 以 形成 酷 蛋白 

类 (glycoprotein) 的 主要 位 置 。 
smooth muscle “fil: 沿 着 内 如 器 官 [ 如 

He (gizzard) | RmPHOUAGH:. BA 

随意 (involuntary) RA BRB 

BRA: SHR: 

|, BGR A Baya (fungus disease) 7— ff: 

RAK oh = f& fF (spores). 

2 在 黑 穗 菌 科 中 《Ustilagnales) GK 

黑 穗 病 的 质 菌 。 
Soloman #ikA : 已 种 种 的 原始 人 种 (sub - 

species)， 化 石 在 爪哇 的 苏 称 河岸 发 现 ， 其 
% & ke 7 3 Homo erectus soloensise 

Smear 

smut 

soluble RNA ”可 溶性 RNA : = i€#% RNA 

(transfer RNA) o 

soma §8¢nfal Weismann ] : 不 包括 种 
> Mil (germ line cells) 在 内 之 生物 个 体 。 

somatic 。” 体 稻 胞 : 生物 之 身体 或 营养 备 胞 及 

Am RE+ + saw (germ cells) 或 配 

子 之 种 系 徊 胞 | 在 植物 坊 种 母 租 胞 (germ 
mother cells) ， 在 动物 仿 种 踊 租 胞 (germ 
track cells) ] 相反 。 

somatic cell fusion 体 稻 胞 融合 : eas 

XR A REBAR Bl 5PM toe 
% (cell hybridization) 。 党 正常 部 位 之 生 “ 

长 与 发 育 时 ， 体 组 胞 融合 发 生 在 遗传 上 相同 

的 细胞 诸如 哺乳 动物 骨 架 肌肉 与 革 菌 菌 穆 。 
somatic celi hybrid ” 体 家 胞 杂种 : Kh oak 

合 (cell fusion) 所 产生 之 杂种 粗 胞 。 

somatic cell hybridization 。 体 稻 胞 杂交 : Ose 
fe, 38 3% (cell hybridization). [ 三 栖 细 胞 

ee ae ee 

Sa 

Sipe AS 

2 

ie 

a 

ree 二 tices 



oo 

— 

note ee ee 

o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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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配 (somatic cell mating) ] 。 

somatic cell mating 体 细 胞 交配 : = sore 

交 (cell hybridization) 。 

somatic crossing over ” 体 细 胞 交换 作用 : 体 知 

HTT i 5 ZY (mitosis) 时 ， 行 交换 作用 
(crossing over) Rin 4+ & % 4 4>(hete- 

rozygous) 等 位 基因 (alleles) fy4 ME. 

somatic doubling 。 体 细 胞 染色 体 数 加 倍 : 二 
| HE (diploid) RAMA (set) me HE 

Dn FT HEE TAG EG» 如 用 秋水 仙 瞪 (col- 
chicine) 处理 正 在 进行 有 和 赫 分 裂 的 体 和 胞 
AR 

somatic mutation ” 体 胡 胞 突 沟 : % * (muta- 

tion) 发 生 在 不 会 构成 生殖 棚 胞 (germ 

cell) HME MRE Mi Mie 

PH t—-PRhAR SABA A RSH 

fF A BES fr) A 2% BY 4! (gen oty pe). 
somatic pairing §84MpaAC[ Merz +1916]: 
FEMA» [aR Ya BB (homologous ch - 

romosomes) Ac $f, tt—33 & 7 & @ Al Dip- 
terous) 昆 盟 中 时 常见 到 ， HRRGSRY 

色 体 (polytene chromosomes) #3 #849 fae 

BIRR PAM AY LA eh eB SE Ayo ae 

标示 染色 体 缺失 (deficiencies) 的 位 置 从 而 
REA Mins fir 。 

somatic reduction #82 (#8) MM: 
fal He BE SR [Cie F (reduc - 
tional group); 细胞 杂交 (cell hybridiz - 
ation) ] 可 形成 屋 数 体 中 间 物 (aneuploid 

intermediates) 。 在 减 数 分 裂 早 期 ， 体 组 

AAR, SRM eS ERIE 
FR (depolyploidization) 而 形成 已 存 之 二 全 

体 或 四 信和 体 。 某 些 贯 菌 气 人 狂 (Parasexual) 泻 
期 时 ， 体 细胞 染色 体 沽 数 可 形成 单 售 体 才 胞 
[ 只 音信 和 栖 化 作用 (haploidization) ] 。 

somatic segregation  fSMia Re: 染色 体 
(chromosomal) 或 棚 外 染色 体 (extrach- 

romosomal) j#{(@7#+ (genetic determi- 

nants), EARPR (mitosis) Re» Aye 

42 FMI (segregation) [ dR 
M4 (gene mutation) , #8 AHA (somatic 

recombination) , 2 @#@ (aneuploid) ] 。 

Gs PRET HEHE 4: #3098, (variegation) 
或 分 区 现象 (sectoring) 。 

somatic synapsis Mia tA MS 。 

speciation 

somatogamy 。” 体 和 细胞 生殖 [ Renner ， 

1916 |] : = 8, th Mh (pseudoapoga 

my) 
somatotropin ”生长 激素 。 

spacerDNA 间隙 DNA [ Brown and. 

Jeper，1968 ; Birnstiel et al.» 

1968 ] :“ 非 基因 ”DNA IAPR 
& hf AMO RARE RAD BA 

间隙 DNA BAEAKBADNAY—PBAMH E> 

间隙 基 因 排 列 之 作用 子 (cistron) 一 般 已 成 
fA Be DNA (ribosomal DNA) ， 

在 此 间隙 者 可 分 坑 28S BA 18S GRBRNA 
作用 子 。 在 汪 种 情形 下 ， 非 转 作 间隙 者 其 分 

子 量 之 每 一 篮 叙 单位 高 至 6.6 x 10° 

AAj\K—-fARR EM EK, SA—-AFS+ 

fie EE RRARC— BER AAAI 

BR RNA SRALORARRAK (gene 
amplification) ] 傈 由 间隙 DNA 7K 

过 个 过 程 所 和 致 。 
spatial isolation ZAR KER. 

special segment “特殊 节 段 [ Darlington 
and La Cour» 1938 ] : 在 有 秋分 型 的 
染色 笨 组 (chromosome complement) rh, 

某 些 具有 一 定位 去 和 物种 专 一 性 (species 
specific fir HAs Hote HAY [ FIRE R RB, 
% (heterochromatic) ] ， 发 生 可 回复 的 改 

Bo AKBASPAREDHRE BREA 

BEANG RD o RABY TT) BE Ie 

HE yi PERE HE» FEE fe A 

2 “#2 ME” (differential reactivity) 

BRR LEAK Me 192 BIG (ditter- 
ential contraction) 。 

speciation ”物种 形成 ! Simpson» 1944 ] : 

一 个 集团 (population) 或 一 群集 较 夭 生殖 隔 
元 (isolation) 的 获得 而 和 过 到 种 (species) 

之 演化 形成 称 坊 物种 形成 (speciation) o 

[#44 (evolution) ] 。 物 种 形成 之 主要 

形式 [ Meyr*，1963 ] 有 : 

1 同 地 物种 形成 (sympatric speci - 

ation) : 7\A Hb PEER ME (geographic isola 

tion) HMMVK Ei KA M(deme) }R 

£9 Ba ME BE Fil « 

2 办 地 物种 形成 (allopatric speci - 

ation): 具有 地 理 隔 训 的 物种 形成 ， 一 个 集 

围 权 一 段 时 期 的 地 理 隔 崩 而 获得 隔 骏 机 制 



species 

Ee 地 理 物 种 形成 "(geographic speci- 

ation) ], 或 沿 次 航 (secondary) 闭 渡 (in- 

tergradations ) 之 分 界线 或 黎 循 强烈 的 生 

驴 差 展 之 分 界线 以 过 成 种 的 分 隔 [” 半 地 理 

物种 形成 %semigeographic speciation) |. 

3 立即 物种 形成 (instantaneons speci- 

ation) : 产生 一 个 单一 个 体 ! 如 枉 源 多 倍 

@ (allopolypoid) ] ti (HR BART Bz 
MAE PARES RAS 

能 建立 一 个 新 的 集团 (population) > 

species 种 [Rey，1670 ] :一 群 可 以 真正 

相互 交配 或 具有 相互 交配 半 在 可 能 的 自然 集 

图 (population)， 东 与 其 他 类 似 集 园 间 有 生 

殖 隔 廊 。 种 是 共有 同一 基因 库 (gene pool), 

行 有 性 生殖 和 相互 交配 (cross fertilizing) 

个 体 间 ， 最 大 和 包含 最 广 的 生殖 集 园 (re - 

productive communities) ( Mayr» 1940: 

Dobzhansky» 1950 ) 。 种 如 只 含 一 个 亚 

种 (subspecies ) FF» #8 55“ 88 AUS” (monc- 

type) “， 如 具 二 或 二 个 以 上 之 亚 种 时 划 称 

#3“ % Rlga”. (polytype) [ > #4 (semi- 

species), [| 4 (sibling species) » 超 

4#(superspecies)] o, 

有 性 生殖 种 的 定义 由 1 VRREBER 
+e J 生 驴 差 刁 明确 规定 。 除 此 以 
外 ， 尚 有 若干 自然 集 园 ， 龙 其 在 植物 界 中 ， 
具有 和 无 性 生殖 ， 行 无 融合 生殖 (apomixis ) 
或 强制 自身 受精 生殖 (autogamy) 。 因 此 很 
准 由 前 述 三 项 准则 加 以 鉴定 区 分 ， 或 者 现 有 

RRA RBKEORE- MALW=H ee 
旭 的 资料 ， Mayr (1948) 2 R— Fae T 
Damark # 。 

species complex 物种 复合 体 。 

个 #6 不 具 生 和 殖 隔 允 

形态 上 相同 ， 同 地 的 
( sympatric ) 

形 能 上 相同 ， 和 与 地 的 | 2 同一 垩 种 (subspecies) 

(allopatric) 

FGHE LAIR)» |r) HHS 
(variants) 

PRERA>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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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一 集团 ( population ) 

3 同一 集团 内 释 刁 体 

4 不 同 亚 种 (subspecies) 

species hybridization ”种 问 杂 交 : 种 (spec- 

ies ) Fa ff nj #8 X (hybridization) o Mayr 

(1963) HARB RAR : 

1 同 地 种 (sympatric) 间 的 偶然 交配 ， 

AT 4: # fa (hy brid) & + fe (ecological) R47 

f§(behavioral ) aft (isolation) ， 因 此 不 

fie FA BAA FB [I2E © 

2. 在 同 地 种 问 偶 然 或 经 常 交 配 而 产生 多 

少 可 稚 之 杂种 ， 杂 种 中 有 些 可 和 与 二 先 本 物种 

(parental species) 之 一 或 二 者 行 回 交 。 

3 两 个 原来 隔 允 的 集团 (populations): 

在 地 理 隔 欢 时 期 内 阔 未 获得 生殖 隔 熟 ,， :二 集 
FFG EK RE BAG (secondary zone of 

contact) #65}: 4§ A 3c (partial inter - 

breeding) 。 

4 fal HUA 4 ee ERE STR: 

形成 杂种 群 (hybrid swarms) ， 杂 种 群 可 

Hig BAMER ASH MRA (range 

of variability) 

5 ZEAE 2 EB IS 7S Il AB BE EAC 

EBHPRPCK-BHRHED MES 

W ts (alloploid) 之 杂种 中 染色 体 数 加 

fiz + i SARE (allopolyploid) 。 
种 间 杂 交 可 能 在 演化 (evolution) 上 ， 

担任 一 个 重要 角色 ， 如 果 杂 种 入 数 很 少 且 不 

能 存活 时 ,种 间 杂 交 储 完成 陋 训 机 制 之 方法 ; 

也 可 能 是 新 种 的 来 源 及 增加 址 传 变 刁 性 (ge - 

netic variability) 的 方法 。 

species group #2: 一 群 关 傈 密切 的 种 [ 叫 
超重 (superspecies)] ， 种 与 种 问 之 区 域 范 

a Fe Ao oP eB 

species transformation 物种 转换 : ER fal 

HAS» WE (species) A 转 构成 物种 B， 

具有 生殖 隔 亡 

5 同胞 种 (sibling species) 

6, 同胞 种 

7 不 同 种 (species) 

& 不 同 逢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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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转换 兹 不 增加 物种 的 煽 数 , 因 含 A 及 B 不 

HEIRS FETE [jn té 2H K (speciation)]> 

specificity (基因 ) B—HL Timoféefsf. 

Ressovsky» 1926 ] : 基因 作用 的 特质 ， 

党 某 一 基因 有 所 表现 而 产生 有 关 的 人 性状， 此 

ERB BIZ RAKERAMRAAR 

定 此 一 基因 的 特质 。 基 因 专 一 性 和 表现 度 

(expressivity) i], WAHAB ke 
specific locus test B—RAM RRS : 在 生殖 

Ae ha he REA > BURL HR be 

i& (mutagenicity screening) ]: 野生 型 之 

HX RE BMRB. AL MRA 

隐 性 个 体 交 配 ， 再 检验 后裔 是 否 表现 隐 人 性 基 

因 表 型 ， 党 种 和 结果 可 知 经 处 理 之 秽 本 所 带 显 

性 等 位 基因 是 否 已 产生 基因 突 尝 (gene mu- 

tation) « RRB THK BER ZK 
毛色 与 其 他 形态 人 性状。 

specificity factors 。” 专 一 性 因子 : 与 RNA KR 
4-% (RNA polymerase) #38 (core) 

可 以 反复 联合 的 蛋白 质 ， 决 定 聚合 酶 可 以 和 与 

那 一 个 促进 子 (promoters) 结 合 。 

specioid ”栽培 种 [Meansfeld 1950 ] : 
栽 坛 植物 之 分 类 等 级 (systematic catego- 

ry) ， 相 当 於 一 个 种 (species) 。 
spectrophotometer StH: 生物 学 中 光 
学 仪器 之 一 种 ， 用 以 比较 某 一 波长 之 光 ， 通 

ARENA MRKESTRAS> 

Speriod SHR Sakti: 在 细胞 分 列 间 期 ， 

DNA 合成 之 时 期 。 
sperm fit: 动物 和 原始 植物 之 雄性 配子 ， 

在 动物 中 称 坊 精子 (spermatozoon) ， 在 原 
始 植物 中 称 储 游 动 精子 (spermatozoid) 。 

spermateleosis ”精子 分 化 : 精子 细胞 (sper- 

matid) 分 化 形成 精子 (spermatozoon) 。 

[> #F+#4 (spermatogenesis) ] 。 

spermatid  4f#ifal La Valette St. 

George » 1886 }: 从 一 个 精 母 细胞 
(spermatocyte) MRF R (meiosis) 后 ， 

产生 四 个 单 佑 体 稻 胞 ， 其 中 任何 一 个 均 称 寺 

精子 租 胞 。 每 一 个 精子 租 胞 不 再 烃 过 极 分 烈 
(nuclear division) 而 产生 精子 。 LO# 

子 发 生 (spermatogenesis) ] 。 一 个 “ 精子 

Mii” (spermatid bundle) [ Guyenot 

and Naville>» 1929], £#—#Fm— 

AGAR Mi BBE—-BSREI, 

spermatogonium 

TF MIS, BMRA BEBE 0 
spermatocyte #ElMifal La Valette 

St. Georges 1886 ] : KAR Mia 
( spermatogrenia ) 之 任何 精子 母 租 胞 

(sperm mother cells) 称 之 * 精 母 租 胞 产生 

精子 组 胞 。 [ 字 精 子 发 生 (spermatogene - 

sis |]. A) AHA (primary sperma - 

tocyte) [ Shaw: 1898 ] 之 染色 体 数 从 

RUD > HEB — RP BS ALE +E PA KAR 

FY#Afa (secondary spermatocyte) [ Shaw: 
1898 ] , ye Pee Ab Mili Ce 5S — tk wi BB 
Sy SRS» BE eS Br AE L 单 合体 (ha - 

ploid) ] f9 79/8 814% #8 Hs il (sperma - 
tids) , 

spermatogenesis “精子 发 生 : 雄性 动物 之 生殖 

细胞 (germ cells) [ 精子 (spermatozoa 

sperm) ] 在 雄性 生殖 腺 (gonad) | A 
(testis) ] HOT BAK 

= ILA @ A ta Ae A (primordial 

germ cells) [ 即 初级 精 原 徊 胞 (primary 

、  Spermatogonia) | , 经 过 很 快 的 有 糙 分 
裂 增殖 而 产生 次 级 精 原 和 类 胞 (secondary 

spermatogonia) » KRRRMHBABAD 

34 Mha (primary spermatocytes) [ 性 
FE AH LR Pl Be) ZELMA Ha (meiocytes) ] ， 

$518 a A aS BE A — BR 

FHM BLE ETE-KRMADAM 

E+ ARRAS AA = (secondary sper - 

matocytes) » 2th Fa Aki Hse (7 — Am 
DA: BRKT ARKO BREEAM 

A548 MAR (spermatid) . s+ MIR 
分 化 形成 成 熟 的 雄 件 配子 - 精子 (spermato- 

zoa 或 sperm) 。 [>$p+#+ (odgene - 
sis) ， 大 孢子 发 生 (megasporogenesis)， 

小 . 孢 于 发 生 (microsporogenesis)] 。 

spermatogonium 精 原 组 胞 [Zec Valette 

St. George» 1876 | : ERE-:DwMSA 

(testis)/BKR> FL AKA AMR 

BRE Mie BRAD. BR Mee 
if Mia (spermatocytes) { OMF Bz 

(spermatogenesis) ] 。 

LAER MR ss (predefinitive sper- 
matogonia) : 2) @i Hus 3 40 (stem cell) 

FARNEARACHAMMRURR SEH 

AR MAH (definitive spermatogonia) 。 



spermatozoon 

2ATETER RS (indefinitive sper- 
matogonia) : #2 FaRAUIWSE4: Ze? Maha 
RAR TE HED AZ eG BEARER (ge - 

nerations) [ = RRMA (primary 

spermatogonia) ] 。 

3 REM (definitive sper- 
matogonia) : #1 /#E—4(dichotomous) 

分 裂 和 分 化 后 ， 发 生 不 可 楼 更 的 决定 以 形成 

精 母 细胞 (spermatocytes)， 最 后 释 成 精子 
(spermatozoa)。 

spermatozoon ”精子 : 动物 中 经 精子 发 生 

(spermatogenesis) 程序 所 产生 的 雄性 配子 

[ = 精子 (sperm)] 。 MF "(sperm 

bundle) [ Guyenot and Naville ， 

1929 ] 2—-#MTERTSLBERHB— 
个 单位 (unit) o | 

spermiogenesis ”精子 形成 : = 精子 形成 

(spermiohistogenesis) o 

spermiohistogenesis ”精子 形成 : 从 未 分 化 的 
精子 细胞 (undifferentiated spermatid) 

产生 成 熟 精子 的 过 程 。[ = 精子 形成 (sper 、 
miogenesis) ] 。 

Sphase  S 期 [Poxcrd and Pélc> 

1953  ] :在 质 杷 生物 细胞 胃 期 (ceIl cy- 

cle) 之 分 裂 间 期 内 ， 染 色 体 DNA BRS 
期 。 

S phase recovery S 期 回复 : Re { WPF, 

动物 ) £S WE UV BBR SCREBCE. 
其 所 进行 的 DNA BRR LRF AX (semi - 

conservative) o @ UV REP KSED 

(dimer) 之 相对 DNA fF L#A— EIR (gap) 
(#2800 REBRE) WKH 重组 修复 

(recombination repair) 使 其 间隙 之 DNA 

合成 顷 补 连接 在 一 起 。 

spheroplast ”球形 质 体 E Tulasne et al., 

1959 ]:—fitimmin, Mee 

RBERTES HRD IELRBR- [O 

B+ {i (protoplast) ] 。 球 形 质 体 可 由 酵 

素 上 处理 或 抑制 组 胞 辟 之 合成 而 着 生 。 

spherosome 脂 球 体 [L Dangeard» 1919 ; 

Perner» 1952 |] : 稻 胞 质 内 球形 颗粒 ， 

KK’) RBH (mitochondria) 相等 

( 直径 0.5~1.0 pm 左右 ) 。 用 四 和 氧化 银 

(osmium tetroxide) BEI IRF AREREE 

EET BB LS fa(electron dense) 

富有 脂 质 (lipids) ， 因 此 具有 高 度 林 铁人 性 
(osmiophilic) 。 由 有 限 之 膜 所 包围 而 村 出 

内 如 构造 ， 因 此 脂 球 容 易 与 彻 胞 质 内 不 活 
动 性 脂肪 内 合 物 [ 脂肪 颗粒 (lipid granu - 
lations) ] 加 以 区 别 。 脂 球体 可 能 参与 油脂 

之 合成 与 峙 藏 。 
spindle 3: RAY 2A 
(bipolar) f9sh}St (spindle fibers) #4 

Be FEMA RSA] RAE, RIPE RA 
&,444#3& (chromosome movement) 及 

$n Fe, Ef DR (cytokinesis) # fife 染色 体 之 

”中 季 (centromeres) 和 与 所 谓 SRM SRHE” 
(chromosomal spindle fibers) 。” 相连 千 ， 

所 以 在 后 期 时 好 像 染 色 分 体 (chromatids) 

E EAMPR (mitosis) 及 第 二 次 减 琢 分 烈 

时 ] 或 染色 体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时 ] 被 过 

FETE hE LOE MHL Pm. Ahhh 

CHAE SEERA A—-EH BR 
“ SMS” =~—_ (continuous spindle fi- 

rs): 如 接 在 互相 分 天 的 染色 分 体 或 染色 

1 2A eae “区 间 速 接 丝 (inter - 

zonal connections)[ Schrader » 1944]. 

Ye f 5) BB HE] RE Se 

PREC RRME 2B“ Beeseew ” 
(direct spindle type) :或 者 染色 分 体 或 

染色 体 和 与 染色 体 巧 舞 穆 相连 ， im A Hts = 

CRAMP ARREARS 2 
i “ ese ” 

type)o (M91). 

SIRS BRATS TOR, 

ARAB (katyokinesis hi» eee? 

心 (center) [ OF of (centrioles) 28 

(asters) Ff BRE BB “ 2” (asteral) mR 

“ — 288” (amphiastral) ghee8. gD 
BRS BH ”( ahastral) HR 

在 有 些 生 物 中 ， 中 心 粒 (centrioles) 位 
WGA (nuclear envelope) 2 ih, ME 

BOCRER DAMA BR ~ PDR 

3896”  (centralspindie) 。 中 心 粒 有 人 双重 

构造 ， 是 一 个 具有 星 世 射线 (astral rays) 
的 星体 。 在 两 个 互相 分 开 的 星体 之 间 ， 产 生 

—RRKRBED [ 在 早期 称 念 中 心 体 过 入 

centrodesmose) ] 。 由 蕉 中 心 粒 移 到 相反 

(indirect’ spindle 

ROE. RIOR RE OS. eH 
Mikey C 星 世 射线 (astral rays) ] 在 中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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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 BR mh BR, Ait Uist 

体 (central spindle) 也 向 外 延伸 ( dh Lis SE 

体 之 形成 里 染色 体 无 天 ) 。 中 心 之 分 斌 可 早 

在 前 一 次 细胞 分 裂 之 后 期 时 发 生 ， 或 晚 至 此 

次 分 烈 之 前 期 时 发 生 。 有 些 生 物 具 有 所 请 

“中 期 芒 锤 体 ” (metaphase spindle) 者 ， 

中 心 粒 在 分 裂 开 始 以 前 归 向 两 极 而 炉 德 体 在 

中 期 时 形成 。 
当 细 胞 核 (nucleus) (YA TB Hy HE 

体 主 要 在 组 胞 质 中 形成 。 即 使 囊 失 细胞 极 的 

fifa (enucleated cells) 也 能 形成 芒 锤 体 。 

在 特殊 情形 下 ， 坏 张 采 能 在 站 胞 术 内 形成 ， 
或 者 细胞 质 和 组 胞 极 的 组 灼 (fibril) 二 者 共 

[ra] BS BR A HL SERS 7 FARK o 

fie i SERS 2 RS RE MI A 

HHA (cell cycle) 中 很 短 的 时 期 内 出 现 ， 

且 能 完整 的 从 租 胞 中 分 部 出 来 ， 此 一 个 体 称 

83 “ #44 Beha” (mitotic apparatus) 。 

RTBASEZ— SU 基 的 从 条 蛋白 质 (fi- 
brous protein), SG RNA ， 多 酷 上 类， 

脂 质 蛋白 (lapoprotein) 和 ATP 酶 。 有 些 

特殊 胺 基 配 如 天 门 冬 酸 (asparatic acid) 
EBA (glutamic acid)., ARERR (ser- 

ine) SRR (threonine) (a>F Hips 

ZT RARAYS il ey RA Al(precur- 

sor proteins) 可 能 在 组 胞 分 裂 间 期 (inter - 

phase) 时 合成 ， 释 聚合 作用 而 形成 不 定向 
的 链 (nonoriented chain) ,再 经 氯 键 (hy - 

drogen bond) 形成 而 成 坊 定 向 排列 的 凝结 
fi (paracrystalline) 状 能 。 延 长 后 的 颗粒 

被 较 高 度 水 化 后 之 不 定向 键 所 包 图， 类 似 核 

酷 体 的 (ribosome -like) FANT HZ HRM A 

染色 体 中 和 节 的 周围 。 

ih SERS (7) BR EM TE BH EM 

FE FE FRA AB FR RAS ES HK SERRE 
(tubular spindle filaments) [Dm 

(microtubules) ] 7-H mB Re. 

当 其 长 度 是 5 ~ 10pnm 左右 时 ， 染 色 体 行动 

中 止 ， 炉 钴 红 洽 失 。 关 於 染 色 体 行动 的 机 制 

Mie ALB ZEA AST S R> 

此 一 现象 在 目前 尚未 完全 了 解 [L Mazia » 

1961 ;Went» 1966 ]。 

spindle attachment region ” 息 锤 丝 附 着 区 : 染 

色 体 之 中 和 区 (centromere) 。 

spindle plaque ”和 檀 锤 溶菌 体 : RETR (As - 

splitting 

图 91 Oc aan 
要 形式 : 左 : BB BW (direct 
type of Organization) o 
 : FHI Te Bh SE 8 AY (indirect type of 
Spindle organization).a: Ms 
# *(continuous Spindle fibers). 
b : le Heit # #(interzonal connec - 
tions)o c : ¥vfa #4 (chromosome), 

d : Re Bi at (chromosomal 
Spindle fibers). e : S$ int 
(spindle 0 CH SSchmuider, 
1944). 

comy cete) i fa 4% Pal tik 4 34 4# (spindle) 

不， 有 一 电子 水 晶 构造 物 与 细胞 核 套 (nu- 
clear envelope) #i##7:-— ie. 

spindle poison ”纺锤 苯 抑 制 乔 |[ Dustin > 
1938 ] : 在 中 期 时 ， 任何 影响 纺锤 体 ( 
spindle ) 之 形成 或 功能 ， JE BELL don ne Be DR 
(karyokinesis)Z BMT AMMA, BB 
SERS De PA> Hie Bley Hh SERS HP BK 

{il (colchicine) [@ C-Ax>R (C- 

C -R&7R (C-meiosis) ] 。 

spiralization 螺旋 形成 [ Darlington > 

1932 ] : DO 6,#43R% (chromosome 

coiling). 

ik: MESES ERBELH, 

其 功能 在 储藏 和 红血球 ， 因 其 本 身 具 有 大 量 巨 

AH A (macrophages) ,也 作坊 血液 的 沽 清 
器 。 

split spindle 4) 2UsiS8#8 : 炉 钰 体 被 分 裂 储 二 
而 产生 两 个 中 期 板 (metaphase plate) 。 在 

有 些 半 翅 目 (Hemiptetra) 中 ， 体 染色 体 包 

含 在 一 个 中 期 板 ， 而 性 染色 体 则 在 另 一 个 较 

小 的 中 期 板 中 ， 彼 此 相距 很 速 。 [ Mzt: 分 

裂 炉 缅 体 在 许多 高 等 动 植物 中 也 有 发 现 ] 。 

splitting 43¢l Simpson» 1944] : B 

演化 (evolution) 主要 形式 之 一 ， 一 个 集 园 

mitosis) » 

spleen 



spontaneous mutations 

(population) [ 或 种 (species) ] FARA 
个 或 多 个 , BE HH FE (geographic) K+ fee 

(ecological barriers) REVHBER. £ 

1B RT RE REH. + eRe ES Ty 

E> RRASETKH SEA RK BK 

种 (species) 。[ D4n4#% K(speciation)]. 

spontaneous mutations ”自然 突变 : AA“ By 

5i” (observable) fe AAs o | 

sporad fafMha# [Webber » 1933 ] : 

EASED B-ATRMARER— KA 

SB KRRATAR, LIER FELD RR 
¥(spores)[ 四 分 子 (tetrad) ] ， 四 个 孢子 

KAR-BHRSBRAT ee. RTD 

FTA Eee  MERRRIT RE 

HE (diploid) ZHWMB#RH RH (hap- 
loid)] » RANA MRD (meiosis) ， 

i 2 4: AA BRE et RC 如 单 分 

fF (monads) ， 二 分 子 (dyads) ， 三 分 子 
(trads) ， 五 分 子 (pentads) 等 ] 。 

sporangium ” 抱 子 吉 : 了 邮 藏 无 性 孢子 的 结构 。 
spore fay: 植物 中 之 生殖 类 胞 [ Os te 
胞 (germ cell) ] ， 和 孢子 是 所 配子 (agame - 

te )， F] EH RD BE [ “BADA TB 

+-" (meiospores) ，“ 四 分 子 孢子 "(tet - 

radspore) ]KHAMPBE+( “Ft 
子 "( BB gonidium » MBgonidia) ]. 

ESHOP BRDARFTLOARFTRE 
生 (megasporogenesis)， 小 .孢子 发 生 (mi- 

crosporogenesis) ] #4 HE: AHEM Bc + 

#i(gametophytes) 。 

4 B+ (spory, sporogenesis I sp- 

orogony) 者 是 描述 同一 个 孢子 形成 程序 的 名 
谭 ， 抑 子 发 生 可 和 分 念 下 列 三 类 [ Battag- 
lia» 1955 ] : 

| Rfd+H+t (euspory) 

RT AGK IEF o 

227TH + (aneuspory) 
ARPA RK TEF « 

3 OTR AROPS 
a) RRA RE (apomeiotic 

spory) [ = AE atte Mie TAT + A(go - 
nial or generative apospory) ] : fat 

TFHLAFT RAR RERBARADAS 
SPA. 

b) Mihara e+ 

: #2 rH IEA RK 

: 由 不 规 

(somatic sp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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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 [ = 无 孢子 生殖 (apospory), 体 和 胞 天 
孢子 生殖 (somatic apospory) ] : AF 

ZAHE he [ 例如 孢子 体 租 胞 (sporophyte 
cell) ] 。 1 

sporocyte ”孢子 母 稻 胞 : 孢子 母 炎 胞 (spore 
mother cell) o [@J&+(spore)] 。 

sporogenesis ”孢子 发 生 := 和 孢子 发 生 (spory)。 
sporogony fat B+: 它 分 裂 (fission) 。 

sporophyte “ 抱 子 体 : Mia FRO 
(diploid) ， 在 具 世 代 交 夫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s) 之 二 倍 体 - 单 倍 体 (diplo 

_ -haplontic) yh» AFHER REE: 
i E+ 24 (spore)> ERSHD* Ta 

Fiz + BSS Z hc +f (gametophyte) » 
72828 (liverworts) $3 (mosses) 植物 

中 ， 抱 子 体 较 配 子 体 小 ， 基本 全 信和 

体 产 生 。 
sporulation ”孢子 形成 : 

1 RARKE CARES SEM ARe 

K-S ERS > ALA, BABAR 

Mil (AF), MRED EA BE BIS « 

[>40 4 LF K (bacterial sporula - 
tion) ] 。 

2 酵母 菌 (yea st) rH RR 分 型 (meio - 
sis BRR Mee At. ; 

spory fats Battaglia» 1955]: 

孢子 (spore) 之 形成 称 之 。[ =f#FRE 
sporogenesis ，sporogony-] o 

spot test ”斑点 测验 [ Ames» 1971 ] : AiR 
= 3B (mutagen) MRMAF (carcino - 

gen) 之 遗传 体系 。 班 点 测验 傈 将 无 法 生长 在 

BABRE Z ta 2 £4 (6 M(auxotrophic 

bacteria) » KREZABRABFM+, 
KREFUPORARAAE BBAKee 

> PASBRABYS RR BEE (proto - 

trophy) 时 ， 可 由 形成 圆 形 菌落 (colony) 而 
半 定 之 。 在 细菌 品系 中 ,斑点 测验 念 诱 郁 判 | 

引发 粤 基 对 置换 (base pair substitution), 

EUG XB (frame shift mutation) 或 

KH 4H (deletion) Ste lo rec 分 析 
(rec-assay) ] 。 4 sift 

spreeding effect ALi SUMELL ewis » 1950]: 
{2 %M (position effect) o 一 ) 

sRNA 可 深 RNA (soluble RNA): O@#@ 

RNA(transfer RNA) 

Ee aa 

¢ 
v 
a 



_ ssDNA 

4S RNA : ©i## RNA (transfer RNA) 。 

5S RNA : RNA STH—-H KROF ER 
3x 10*, Bem (ribosome) 较 大 次 级 

单元 (large subunit) 成 分 之 一 ， 与 18 S 
及 28 SirRNA 不 同 ，5S RNA 不 转 甸 极 
{-#K DNA (nucleolus organizer DNA) 

的 顺序 [ 2X68 HATE RNA ( ribosomal 

precursor RNA)]。 

18, 28, 35, or 45S RNA : ORM AM RNA 
- (ribosomal precursor RNA)。 

‘RE DNA: =single -stranded 

DNA 之 简写 。 

stability 程 定性 它 不 稳定 性 (instability)。 
stable isotope 。” 稳定 同位 素 : 某 元 素 不 具 放 射 
性 的 同位 素 。 

stablizing selection Peat t ik FAL 

i # (normalizing selection) 。 

stage micrometer sfG Rat : —h RRRR 

载 玻 片 同样 大 小 的 玻 片 ， LAE RRB 
IRB RER 10 KK (micron), FAMARHE, 

单位 可 能 不 一 ， 
测 微 计 (ocular micrometer) 刻度 之 大 小 ， 

RA LR ERR RAR eR RAK. 

stamen  @S: 花 的 雄 人 性器官 [ MRR ， 
(androecium)] ， 包 括 花 入 (stalk or fil- 

ament) » 7€$8(anther). (ESB ( 或 花粉 圳 ) 

‘WATER (pollen), RASKESIEBS 
' HERE” (staminate) [ > ## (pistil) ]。 

standard deviation #® ME [ fi} Fz S]: 用 以 计 
量 一 个 #0 (population) ARGH RR a 
(varisbility)， 计 算 一 个 样品 (sample) & 

准 廊 芋 的 公式 是 S= W [2 (x, -x) 4-1, 
其 中 m 储 样 品 中 之 个 体 数 ，x， BSH 

RAZ x 坊 平 均值 (mean) ， 因 此 
2 (x,-x)? Re Hie REP HSis SRM 

ZF Fifi 
standard error (S.E.) (S 习 ”标准 机 差 : 用 以 

计量 一 个 由 下 均值 所 组 成 集 固 NSPY 
of means) N7B Ria» =S/Vn > 

n= RA 2 (He S = 个 

ard deviation) 。 

sandard type ”标准 型 : RH ERE AR 
(genotype), Eff RAMI RUBS 
HRR PRMD. rR GBH. (aom- 

inant) 或 Mtt (recessive), MB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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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MHAUREE AS 

statistics 

“+ 号 表示 。 凡 和 标准 型 不 同 的 基因 ， 均 以 

名 称 或 符号 命名 之 [ OME Z (genetic 

nomenclature)] 。 可 能 时 ， 应 以 分 类 学 上 

一 个 种 (species) 内 典型 亚 种 (subspecies) 

中 ,最 常见 的 野生 型 (wild type) RRM : 

或 是 以 最 先 经 过 征 底 分 析 的 野生 型 作 含 标准 

型 。 

Stanford-Binet test Stanford-Binet 测量 法 : 

测量 智 正 方法 之 一 种 , 测量 年 前 到 16 茂 储 止 ， 

此 法 包括 一 连 串 的 问题 及 测验 题 ， 有 些 问 题 

须 口 头 作答 ， 有 些 问 题 则 带 涉 到 形式 的 辨认 ， 

及 操作 的 技术 等 ， 测 验 千 果 以 智慧 年 疮 表示 

之 [ 4 # (intelligence quotient)]。 

start codon ”开始 字 码 子 : £—-A=RR 

( trinucleotide)[ AUG ]， 可 促成 N - 

甲 酶 基 甲 硫 胺 酸 (N-formy] methionyl) 

‘tRNA 的 联 业 站 开始 蛋白 合成 。 甲 硫 膀 酸 
tRNA (methionine-tRNA) 有 两 种 ,但 会 有 

一 个 反 字 码 子 (anticodon )LCAU]， 只 有 

其 中 之 一 在 甲 破 胺 酸 (methionine ) 愉 tRNA 

联 千 后 可 使 其 甲 基 化 (formylation)。 

stasigenesis ”稳定 发 生 [ Huxley ，1957 ] : 

在 演化 (evolution ) 上 ， 使 生物 的 型 式 和 租 

梭 式 样 [由 分 类 上 的 种 (species ) 到 门 (phy - 
”lum-) ] 达到 称 定 和 持久 状态 的 所 有 泛 径 称 

之 ， 称 定 发 生 造 成 不 同 的 “ 等 级 ( grades ) 

TAS RAGS SE. ie SAR - 

2 FAI) » BY ES a ih TE TR A, (anagenesis ) 

的 持久 单位 。 

stathmokinetic (Mid) 分 裂 静 止 : RAT 
使 稻 胞 停止 在 有 入 分 型 中 期 LOAM RE 

# (mitotic poison )]。 

stationary phase 静止 期 : 在 指数 生长 期 (ex- 

ponential growth phase ) #&, HAR’ 

有 生长 的 一 段 时 间 。 

statistics ”统计 学 : ERE (collection) FH 

(analysis), 3% fit (presentation) RFE 

料 (data) 的 一 门 科 学 ， 上 项 资料 之 分 析 以 或 

BSR (probability theory) 7HRHBE 

RE MBMARMAACER UBT 

5 iam Pe IR — iF Bist Hema(statistic- 

alinference ) ， 介 量 航 计 学 (parame- 

tric statistics ) 假 定数 值 血 循 一 定 的 可 能 

4>Hi(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n} &7* 

(normal distribution), — 9 4{binom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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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42344(Poisson distribu - 

tio D) 等 ， AA BUBBLES fi 时 ， 其 统 算 才 

Biae ha A > Student Ast BR(Student's 

t test) BH Z— oFJFIMatHt A non- 
parametric statistics ) fl] R/E LAR, 
Mann-Whitney 4) ll fi (Mann- Whit - 
ney rank sum test ) 是 其 一 例 ， 符 号 测验 

(sign test) KEL OS BADHM (analysis 

of variance)x “法 (Chi-square method), 

Gaussian 曲线 (\ Gaussian curve), 4 

假设 ( null hypothesis)], 

stem cell S#ffl: MD BRK 
胞 的 细胞 [ 安生 殖 细 胞 ( germ cell)j. 

stem cell spermatogonium  &8f#A/R AMARA: 雄性 

动物 体 中 负责 保存 生殖 系统 (germ line) 之 

任 一 精 原 细胞 (spermatogonia )。 

stem line ”干系 [ 工 epej and Hauschka» 

1953 ] : ee Me [ MAA (neo- 
plasm ) ] RKP MMAZRERB EH (kary- 

otype) 具有 不 同 染色 体 数 或 不 同 染 色 体 构 

造 ， 某 一 染色 体 或 构造 在 最 多 和 组 胞 中 出 现 阔 

BARERZENE BRE Re 

每 一 腹 瘤 (tumors) 可 用 其 干系 之 染色 

体 模式 图 (idiogram) 来 加 以 区 别 , 不 同 腹 瘤 

之 染色 体 模式 图 在 数量 上 及 ( 或 ) BELEK 

此 不 同 ， 和 谱 物 种 (species) 的 体 染 色 体 亦 

不 同 。 
stereoisomers i7 #88218: 分 子 之 问 具有 同 

样 的 构造 式 (structural formula) ， 但 同 

一 原子 上 不 同 基 群 group) 问 的 立体 天 傈 不 
相同 。 若 干 立体 办 构 物 具有 相同 的 物理 及 化 

学 性 质 , 但 具有 不 同 的 晶体 (crystal) 构造 ， 

不 同 的 偏 极光 ( palarized light ) 旋 转 方 向 ， 

龙 其 紧要 的 是 对 生物 体 有 不 同 的 影响 ， 在 酵 

FHRHRE WERBWRERHEE 
不 同 。 

stereoisomeric IfERB: 分 子 之 结构 式 内 相 
同 , 但 同一 原子 上 所 联结 之 不 同 基 群 (grou- 

ps) 有 不 同 的 空间 排列 ( HERB)» ， 立 

体 办 构 物 之 物理 和 化 学 性 质 有 许多 相同 处 ， 

但 其 结晶 构造 不 同 ， 极 光 之 旋转 方向 亦 殿 ， 

应 用 在 酵素 催化 反应 中 之 能 力也 和 披 此 不 同 

[rotsoz ，1965 ] 。 

steric (stereochemical) i7#8{ER: 讨论 分 子 
中 各 原子 的 立体 安排 。 

steride ”不 稚 无 菌 的 : 

]. 不 能 生殖 。 
2 不 具 存 活 的 微生物 ， 和 无 污染 的 (axe- 

nic )。 

sterility ”不 答 性 : 在 某 种 环境 人 条件 下 ， 一 个 

体 完全 或 部 分 lLOFRRH(semisterili- 

ty ) ] 不 能 产生 有 效 配 子 (gametes) 或 具 活 
性 的 合子 (zygote) [ FE Renner (1929 ) 所 

OT” Ml“ AF” WE ; Muntzing 
(1930) Bt#§ “ 885C” (haplontic ) 和 “” # 
元 (diplontic) 不 答 性 ] ， 不 答 性 可 能 发 

生 在 雄性 和 雌性 个 体 ， 也 可 能 只 发 生 在 雄性 

( 雄性 不 答 性 ) 或 雌性 个 体 上 (雌性 不 稚 性 )。 

不 答 人 性 发 生 的 原因 有 : BVA, BH 
Yu fe $8 — SBE -F ( extrachromosomal 

hereditary determinants) [ 和 细胞质 不 答 

性 ( cytoplasmic sterility ) ] ， 植 物体 之 

WR AL(endosperm) MIR (embryo) HARA 

人 性 [ Bryant » (1935) ] PRB“ BARE 

#:”(somatoplastic sterility) » AH 

缺陷 ( genotypic defects ) ; RHEE (hy- 

brids) &f=#$ (polyploids) “办 数 体 (ane- 

uploids) 4% 654) BEB & (segregation) 

C “wR” 和 “染色 体 … 不 稚 性 ]。 配 子 之 

AER ie BA FY HE Ze ca REE AK BED FER ， 

在 合子 中 ' 使 杂交 种 的 基因 型 不 平衡 [ 己 > 娠 

42 7. #4 (hybrid sterility) ; Pare 
(segregational sterility) ] 。 

Ba“ TEAR ASHE” HBR > BEAR ASHE (pa- 
rasterility ) 或 有 性 生殖 不 亲 和 性 ( in- 
compatibility) 是 因 坑 遗传 上 相似 的 配子 或 

短 胞 核 不 能 进行 核 配 作用 (karyogamy) 而 完 
成 受精 。 同 一 配子 可 以 和 基因 型 不 同 的 配子 

结合 以 产生 有 具 活 人 性 的 合子 。 

sterilization “1 #8 > 2 儿 菌 消毒 。 

steroid 《类固醇 : 脂 质 (lipid) 的 一 种 ， 属 於 迎 

和 了 碳 氨 化 合 物 一 族 , 具有 十 七 个 碳 原 子 排 列 成 

— SAO RERSER ERR (gonads i LARK 
GA (adrenal corte 妈 激素 (hormones ), fil 

HIB (bile acids )， 和 维生素 D(vitamin D )， 

毛 地 黄 (digitalis ) 以 及 一 些 致癌 物质 4car - 

cinogens ) 均 属 於 类 固 醇 一 和 类。 其 化 学 千 

构 式 如 下 : (RFAR).- 
sterol (A$: SAMBA (steroid) 7 BKK 

APS» (8 aa»! 
(alcohol group) ° 42H] # (cholesterol ) 



429 

是 其 一 例 。 

stickiness $5%tt [ Beadle ， 1932 J Seg 

ATR RE “ Batt "(aggluti - 

nation) 可 使 染色 体形 成 一 种 省 缩 黏 着 的 外 

Re SiS: Ty He Pe BS he EE ab 

# WR (sticky ) YAMAPRRMERE 

at Uh fe RO hs ESP TK ”黏着 

橘 ”(sticky bridges) ， 黏着 效应 可 能 是 由 

於 某 种 基因 突 乌 所 产生 。 在 有 秋分 裂 (mi- 

tosis) MINS ZB (meiosis) ABB MA 

期 ， 可 使 用 多 种 化 学 和 物理 药剂 诱 遵 使 其 产 

生 黏着 效果 

sticky association $imMRAL Price >. 

1956 ] : 有 入 分 裂 或 减 数 分 裂 时 ， 两 个 或 

更 多 染色 体 的 联合 (association ) 是 由 无 专 

一 性 (nonspecific) 的 黏着 力 所 引 起 。 而 不 
RAR (homologous) # @,#&(chromo- 

some ) 的 配对 和 交叉 形成 Loe = 

(pseudobivalent) ; 8 $ 1% tf (pseudomul- 

tivalent ) jo 

“sticky” ends 3hti Ayan : 
| SREB TAA MBRR ter- 

_ minally redundant ) ， 向 外 射出 互补 的 单 

股 尾 条 。[ 图 92 ] 
2 = 粘着 末端 (cohesive end) ) 。 

stillbirth =H: 已 死亡 胎儿 之 生产 。 

stock 。 砧木 ， 交 配 群 : 

1 砧木 需 植 物 的 一 和 部， 通常 含 根系 及 蕉 

的 一 各 ， 行 嫁接 (grafting) 时 ， 在 砧木 上 接 

blak 4% (scion) 。 

2 人 有 坑 的 交配 群 (mating group)» 

在 实验 室内 用 以 交配 的 一 群 打量 。 

stolon EM :外 旬 地 面 或 横 走 地 下 之 植物 葵 ， 

如 草花 之 走 茎 是 。 

stopcodon ib Fi 1 {i Kp HH (ribo- 

nucleotide) 三 联 码 ( triplet )， 能 发 出 信 

” 号 以 获 止 一 个 蛋白 质 链 的 二 译 (translation)， 

此 等 三 联 码 包括 UGA ，UAG ，UAA 。 

strain 品系: 

1 指 一 群 相似 的 佰 幅 ， 可 用 某 些 性 状 和 

stringent 

其 他 品系 加 以 区 别 。 
和 单一 植株 的 人 后代， 不论 其 授粉 形式 坑 _ 

何 。 

streptomycin 03%: 链 徽 菌 (streptomy- 

ces griseus) 所 产生 的 抗生素 ( antibiotic ) 

可 与 70 S 核 酶 苯 (ribosome) 之 50 S 次 

级 单元 (subunit ) 结合 落 引 起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MSS (transla - 

tiom。 其 化 学 结构 式 如 下 : 

re 
HN=C NH 

NHH bs 

. 1 H C—c NH 
Fg Fae 4 
{CH OF sue a 4o¢—¢ Lot 
HO H OH 

By, RY /CH;OHAN 
人 NEN 

| 
1 RE ORE 

stress fibers SRR SKE : HAR (plasma 

membrance) Fils PtH IK RH Mm 

(microfilaments) » 3s: HERA DRE 

白 (myosin) fe MLA (tropomyosin), 
肌 动 蛋白 (actin) ， 以 及 肌 动 蛋白 元 (act - 
inin) ， 可 能 和 组 胞 的 运动 ( motility ) 有 

BA y 

striated muscle  #E@YAL? AA WLR RE 
(myofibrils ) PLA AR DUR Re RRRRE 

成 有 规律 的 排列 而 形成 条纹。 

stringent ”紧张 式 [ Borek» Ryon and 

Rockenboch» 1955 ] : Mm MAT E+ 

的 组 胞 和 菌株 。 由 於 缺 乏 胺 基本 之 供应 ， 和 致 

使 RNA 合成 受到 抑制 ， 且 使 外 来 先驱 物质 

(precursers) 合 成 RNA 的 速率 大 坊 减 低 。 

与 此 相反 的 ， 在 “用 弛 式 “ (relaxed) 帮 胞 
或 菌株 中 ， 胺 基 酸 不 足 时 RNA AREF 

不 断 。[ 叫 核 柄 核酸 (ribonucleic acid)] 。 

可 控制 RNA GRR RHR 

( 以 RCst 标示 ) 定位 ， 可 在 一 特定 之 染色 

体 基因 座 (locus) [ RC ] 上 图 示 出 来 [ 安 

遗传 图 诸 (genetic map) ] [ Stent and 

Brenner» 1961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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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 ”末端 
“ed 

5 GG G-@ «TC 

92 1 DNA 一 形 与 线形 的 相互 转换 。 

控制 紧张 调节 作用 的 机制 有 多 种 不 同 的 : 

解释 : 

] RNA & AKER MRNA(tran- 
sfer RNA) 以 外 ， 某 种 蛋白 质 合 成 单元 

的 抑制 。 此 种 蛋白 质 合 成 单元 於 胺 基 酸 缺乏 

时 被 释放 出 来 L Morris and Moses > 

1965 Jo 

2 RNA 聚合 酶 (polymerase ) 受到 未 
负载 (uncharged) [ 胺 基 酸 jt RNA 的 抑 

制 L Stent and Brenner» 1961 ] 。 

3 遗传 转译 (genetic translation) 38 

程 参 与 初生 RNA 自 DNA 模版 上 之 主动 移 

BBL Stent» 1964 ] 

stoma ”基质 : 华 称 体 [ OK (plastid) ] 

FAl#z 4.44 ( mitochondria ) 内 的 非 薄 膜 

(nonlamellar) 邵 份 的 基础 物质 。 

structural change ”构造 改变 Darlington: 

1929 ] : 一 个 染色 体 [ 染色 体内 的 构造 收 

#4(intrachromosomal structure change), 

BY #8 BS Ack (intrachange ) ] 或 一 个 以 上 

染色 体 [ Bee SASS  (interchromo- 

somal structural change ) RAH Hick 

SAY ASH (interchange )] HWBEXEH 

突变 ( chromosome mutations ) [ 缺失 

(deletion) ,重复 (duplication ), 染 色 体 节 段 

( chromosome segment) 倒 位 (inversion)， 

Yu fe BS Af BY Te PE Ae BEX A A (reciprocal) 

易 位 (translocation) 等 ] 所 引起 构造 上 的 

改 释 。 

构造 改变 的 染色 体 展 区 分 时 可 分 坑内 辐 

射 式 (intraradial )[ = 内 分 枝 (intrabra - 

chial ) 染色 体 展 内 (paracentric) ] 或 外 

8A StA9 (extraradial)[ = #4 #¥% (hetero- 

brachial) 染色 体 展 间 (pericentric) ] © 

AaB, WOR BARAK (in- 

ternal)[ = 同体 式 (homosomal) J> 

染色 体 间 (fraternal ) 和 染色 体外 式 ( ex- 
ternal){ = &@#st (heterosomal) ] 。 如 以 

中 各 (centromere) 的 有 和 无 或 节 段 与 中 节 方 

位 天 保 来 区 分 时 ， 可 分 入 具 中 节 式 (eucen- 

tric) [ = 对 称 式 (symmetric) ] 或 缺 中 
节 式 (dyscentric)[ = 不 对 称 式 (asymmet - 

ric ) ] [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 

不 引起 缺失 和 重复 [ 如 倒 位 ， 互 换 ] 的 

Riss, ABLE KS — BEB 

(euploid) [ Muller» 1954 ] 或 平衡 构 

CX [ Darlington» 1937 ] ， 和 与 染色 

He SE: HB Ch ee —— RBS (aneuploid) 或 不 

平衡 构造 改 释 相反 ， 和 乒 者 常 发 生 染 色 体 季 段 

， 的 缺失 和 重复 。 

fH DRS (primary str- 
uctural changes ) 可 自然 发 生 或 用 试验 方 

ERB TM RR RCL (secondary str - 
uctural changes)}= Hh BR OmBss eT 

Bc 24 fe BS TE Il PR A BE RARE A (cross - 

ing over) 得 来 L Darlington» 1932 ]o 

| REAM RS BR aS APTS 

DRED DR BBE CK a BARES ES (heter- 
ozy gous) Hei #8 (structural hybrids)> 

structural gene ‘4482 [ Jacob and 

Monod» 1959 ] : 任何 一 个 基因 (gene ) 

( 是 指 遗 传 物 质 的 某 一 独特 季 段 ) WAR 

普 酸 (nucleotide) IIRFA sequence AA Gt 

¥ 

有 

4 
A 

ye -- % EE ee a 

i? 

< ee She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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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字 码 (genetic code) st ($98 4 (genetic 

transcription) AI M$ #2F (genetic trans- 

lation ) 以 决定 多 胜 肽 链 (polypeptide) 
的 初 航 构 造 (primary structure) [ MAM 

顺序 ]s 车 构 基因 的 初级 产物 是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 #84 F (operon), 

调节 基因 (regulatory gene) ] 。 

structural heterozygosity AR BRASH : 
Ri RERBEKBHRACARL ORE 
#2 %# (chromosome mutation) ]. Bf 

型 (heterokaryotype) 之 特 件 ， 在 其 染色 体 
租 ( chromosome complement) (#@#!) pA 

有 一 个 或 一 个 以 上 之 殿 质 结合 (heterozyg - 
ous) 构 造 改变 者 称 信 “构造 刁 质 结合 体 ” 
(structural heterozygotes )ag “ HESS x FR" 
(structural hybrids)  。 构造 殿 质 千 合 

人 性 的 生育 力 常 减 退 [ OM HH (hybrid 
Sterility ) ] ， 由 套 产 生 具 有 基因 型 缺陷 之 
配子 和 不 平衡 合子 ， 因 此 减 少 重组 (recom- 
bination) #is#R (variation) 之 发 生 [ 串 
6 $ Ht ( chromosome polymor - 
phism)] 。 

“RHE RAGA ” (cryptic 
Structural heterozygosity) [Stebbins: 

1945 ] SiR BE i) RSH eR BES 

性 ， ANG BE WK BG BS EE eH (chromo- 

“some pairing) » J AGRBSCIMS aE 4: 
FEES BREAK MR AAR S 
存在 ， 可 由 旺 核 型 (heterokaryotype) 多 全 
钵 化 ( poly ploidization ) 后， 染色 体 问 之 

“$8 RH (preferential pairing) 推断 

而 得 [ ># 2M 4ok (differential affini- 
ty ) Jo ’ 

structural homozygosity ”构造 同 质 和 结合 性 : 十 
MRE HER ARR, at HITT ye po Be 
# (chromosome sets) 在 构造 上 完全 相同 ， 

愤 之 构造 同 质 烙 合 性 。 和 构造 刁 质 结合 人 性 
(structural hetero zygosity) 相反 。 

structural hybrid ”构造 杂种 [ Darlington» 
1929 ] : 叫 构 造 界 质 结 合 性 (structural 

heterozygosity), #t## (hybrid). 
Student’sttest Student FE t RIES : 和 统计 
方法 之 一 种 ， 用 以 测验 两 个 样品 (sample) 
平均 值 mean) SER BARA (signifi- 
cant) o 

subspecies 

Stype position effect S 型 位 置 效应 [Lew- 
is » 1950 ] : = 顺 反 (cis-trans) 位 置 

44 Mi, (position effect ) 。 

subandroecious 亚 雄性 : 根本 上 是 雄性 植株 ， 

但 具 少 数 雌 雄 同 花 (hermaphroditic) Atif 

fi 7E ofa “ ane: ” (subgynoecious) 相反 。 

subchromatid ” 亚 染 色 分 体 : 染色 分 体 (chro- 

matid) 的 入 状 次 级 单位 ， aa 染色 分 体 的 黑 

币 (aberration) 是 染色 体 构造 改 区 [ ORB, 
#2 % 4 (chromosome mutation) Jiffy Li iy 

fa THEA RA fir. FAY. f SAS yee Be 

HAAR, DRA BHRE ASA 
内 改变 ( intrachange )\B re 改变 (inter- 

change Ki#“ FMR” )L OG 交叉 (pseu- 
Gochiasma/) 耳 。 

[ trict ] : 主张 染色 分 体 构 造 单 丝 就 
(unineme hypothesis ) 者 访 搞 染色 分 体 不 

县 次 级 构造 ,无 一 桨 色 分 体 仅 具有 一 个 DNA 
分 子 [ Dx Prcz，1965 ; 1966] [o> 
> % 3% (polyneme hypothesis) ] 。 

subculture ”次 培养 物 : KRACK RH, 
抽取 部 分 在 新 的 霹 养 刊 中 加 以 坛 状 。 

subdioecious “次 雌雄 办 株 性 : 植物 集 园 (po- 

pulations) 中 ， 大 邵 分 是 单 人 性 植株 ， 但 具 
AD Bt Hi % 76,2] 4 (monoecious) 个 体 

[ cps ti 2 ## ( dioecious ) Td 

suberin AEH: 植物 细胞 司 [ Cell Wall J 

HRA @ 

Subgynoecious Fnitttt: 根本 上 是 雌性 植株 ， 
但 具有 少数 峻 雄 同 花 (hermaphroditic ) 或 雄 

BIE Fil &2 Hi tt (s ubandroecious) #9 o 

subhaploid 2 B(2481 Kiel lander,1942): 
ct B4S# (haploid) 5 

subletheal factor SPEEA F (Johannsen: 
1909 ] + OAK AF( lethal factor ) 。 

submetacentric chromosome ji hi Hee 

fe : Ret BS ABN 2 fiz ie BR as Re 5 — a FS 

subsexual “ 亚 有 性 的 [ Darl ington » 1937): 

C> & $81 Al (reproduction). 

subspecies c77%[ v. Wettstein» 1898; 
du Rietz +» 1930 ]: 某 一 物种 (species) 

当地 生育 集 园 (breeding polulation) 的 集 

合体 (aggregate)， 在 种 的 和 范围 内 估 贫 地 理 
un Be (geographic subdivision) [ = 地理 



. substitution 

(geographic) .].4¢(race)]o MHETRE 

上 及 某 些 基 因 库 (gene pool) 之 特性 上 [ 如 

KAA ARR BA prevalence FHP ; 

f>% Bw F(gene frequency)] 通常 与 同一 
物种 的 其 他 类 似 生 育 群 体 不 同 。 

75 i #1 ¥ #4 (semispecies) 及 种 (spe- 

cies) FAW, AAR H (allopatric) FR fi Hb 

(sympatric) 二 种 ， 一 个 亚 箱 所 包含 的 当地 
小 集 园 称 需 “小 地 理 区 小 种 (microgeogra- 
phic race) 或 “小 亚 箱 "microsubspe- 

cies) [ Huxley» 1940]. 分 布 广 天 

AAA H me ROB “ WR” 
(polytopic) 。 

substitution . BV##: ORE MRA(chrom- 

osome substitution) 。 

substitutional haploid ”取代 单 倍 体 [ Riley» 
1960 ] : OB (haploid). 

substitution line “取代 品系 ; ( 染色 体 ) 增加 

品系 : 胺 体 人 donor) 品 笨 之 一 对 染色 体 转 入 

Si (recipient) 品种 而 成 之 品系 称 之 。 
[ Oo Re KR (alien addition line) ; 

外 来 取代 品系 (alien substitution line yk 

Yufe HIG Mn eel FAIRE — TEAR (character) 

ZAFRRRR BERR: RB KR 

传 分 析 上 ,可 决定 单一 染色 体 上 有 多 少 对 基因 

控制 一 个 数量 性 状 , AE seid 

[ Khush» 1973 ] 。 

substitutional load ”取代 负荷 : OME A 
(genetic load) o | 

substrate BM: 由 酵素 之 接盘 作用 而 使 其 发 
& (Ay (molecules). 

subvital ”次 活力 的 [ Hadorn» 1948] : 

某 种 基因 型 之 作用 麦 现时 ， 其 携带 者 (car- 

rier) 之 生活 力 较 标 准 型 有 显著 减低 [ 定 臻 
死因 子 (lethal factor) ] © 

subvital factor RSH Hadorn: 
1948 1 :ORRAF (lethal factor) 。 

succulent AM> Sit: HHZARSHAR 
者 。 

sucrose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a tAtRAR REL) 
法 : OM cp MIE(centrifugation seper~ 

ation ) 。 

sulfur mustard SRETR : 第 一 个 被 发 现 

95 HM (mutagen) o HLS MMAMFT : 

432 

‘superfemale 

CH 一 CH 一 Ci 
S 

机 
supercoils 。” 超 螺 旋 ; 染色 体 的 蛋白质 成 分 在 
MAL (purification) 时 被 移 走 , 共 价 键 (co- 

valent bond) 将 双 股 DNA 分 子 封 于 成 环 

iw BR DNA 分 子 相 互 绰 艇 形成 超 螺旋 。 

由 於 移 走 和 蛋白质， 区 股 螺旋 (double helix) 
的 强度 ( pitch ) ty AATEC R 

superdominant #fatt | Fisher» Im- 

mer and Tedin» 1932 ]: = 超 磊 性 

( overdominant ) 。 

超 雌 性 上 Briages» 1914 ] : 

在 某 些 生 物 中 上 如 果 曙 ( Drosophila) ] 具 
有 X #@ 1 (X-chromosomes) — ##é, 

i (autosomes) 25 fH (balance type) 

MRR (sex determination) 机 制 。 BHA 

HEHE Zz AY (phenotype) 7HIEM MM BH 

不 具 生殖 能 力 。 其 X PARSE i 
之 组 数 ， 此 等 个 体 称 坑 超 雌性 。 

RS BME LO? te ( metafe- 

male) ] 有 两 租 常 染色 体 及 三 个 和 RAK, 
其 ”人 性 指数 ”(sex index) H1.5 ( =x % 

色 笨 数 二 钵 染色 体 组 数 [ 吕 超 雄性 (super- 
male)» ， 超 性 (supersex) ] o IER MHA 
两 组 常 染色 体 及 两 条 X - 染色 体 ， 其 性 指数 
三 1.0。 

supergene 。 超 基 因 [ DaxrlixzgtoN and 
Mather» 1949]: 在 一 条 染色 体 上 上 相 聊 

近 的 一 群 基因 ， 过 年 相 联 基因 常 成 需 一 个 单 

位 遗 傅 ， 此 等 基因 之 作用 兹 非 一 定 相关 。 如 

共同 适应 一 个 刺 堵 ， 可 能 互相 合作 以 产生 共 

同 适 峰 的 性 状 。 超 基因 以 染色 笨 的 屋 质 桔 合 
构造 改 麦 ( heterozygous structural 

changes)» ， 如 倒 位 (inversion) 或 相互 易 

位 (reciprocal translation) ， 在 染色 体 

APR MPR MAD As RR A 

( crossing over) » PET RYH GG 4a 

(genetic recombination) » 冰 保 持 超 基因 

的 完整 。 或 利用 局 如 交叉 形成 (chiasma 

formation ) 来 保持 超 基 因 完 整 。 

superhelix density “” 超 螺旋 密度 : 每 十 个 氨基 
对 超 螺旋 扭转 数 自然 发 生 在 开锁 环 状 DNA 
E(Ox#x@#@ (chromosome )] 。 过 种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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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不 同 超 螺 旋 密 度 ， 介 於 一 2 x 10-”[ We 
f@ DNA (mitochandrial DNA) ， 从 SV 

40 转化 入 老鼠 家 胞 ]M-5x< 10°? ( eR 
#8 PM2 DNA ) 之 问 。 

superinfection ， ”多 次 感染 : 将 大 量 的 病毒 
virus) IAMMBRE ASS 

—{ill be # fi (phage) HARB. 
superinfection curing MBRAR: HRA 
疫 噬菌体 感染 溶 源 细胞 (1ysogenic cell) 造 
Re i WA(prophage HRK. CRA 
SEVERE S He Re 

superinfection immunity 。 多 次 感染 免疫 性 
[ Watanabe» 1963 ] : 

] FSM (plasmid) [Oe 
#| A F (sex factor )], 由 一 个 细菌 类 胞 转移 

2) A—M ZEAE (conjugation) IR 

ERR ABEND: LA RRRA REA (iso 

-genic) RiUMAS BBE AHAB. 

SRG BEE HA ak (entry exclu- 

sion) 92% 7.8.40} ( plasmid incom- 

patibility ) 而 造成 的 。 
2 两 个 来 自 同 一 箱 之 病 者 ， 共 同 存在 同 

一 和 胞 ， 由 於 入 内 排除 或 部 疫 适当 ， 使 得 无 

能 力 感 染 ， 因 此 有 抗 性 或 多 次 感染 基因 租 

(genome) 之 繁殖 。 
spermale #itt[ Bridges, 1914 ]: 
FE + HR ( Drosophila) 中 ， 其 性 

别 决 定 〈sex determination) § x 染色 

体 - 体 染 色 体 平衡 型 (balancetype) ， 超 雄 

tt i A MERA (phenotype) 2H ( 不 育 ) 
(iB X #@#(X-chromosome ) BadRK 
体 染 色 体 组 数 的 一 半 。 

果 电 超 雄性 有 三 租 体 染色 体 ， 一 个 X 染 

色 体 ， 人 性 指数 (sex index) $0.33. EX 
雄性 果 曙 有 二 租 常 染 色 体 ， 一 个 X PAR, 

IER O.5 [ + Mette (metafemale ); 
a8*itt ( superfemale )]。 

supemumeray chromosome ”超额 染色 体 : = 
B-% @& 4 (B-chromosome )。 

superspecies 超 种 [ Mayr » 1942] : 完全 
RRA LR Hb (allopatric) + 4% (semis- 
Pecies) (4 MMH (monophyletic group); 
FF 2 EE AKT RIERA —H 
ff (species) 的 亚 种 (subspecies)， 但 其 差 
别 阿 不 足以 祝 储 一 个 完整 的 种 [ Grant ， 

suppression mutation 

1963 ] . [coa4t3 B (syngameon)] 。 

super-suppressor 超越 阻 遇 因子 [ Hawt hor - 
ne and Mortimer» 1963 ] : 一 条 外 界 

阻 遇 因子 (suppressoze， 具 有 等 位 基因 专 一 

性 (allele specificity) ， 芝 可 阻止 一 箱 称 

# “ 87] BARB” (super-suppressible)z 

Mie, ee LOREAKR (non - 
sense mutation)] 如 果 没 有 超越 阻 温 因 子 ， 

多 胜 肽 链 (polypeptide chain) 的 形成 会 在 
9. EF WE F{nonsense codon) MBit. F 

GeRBATEEM RERERERTE 

FRB LBA> Hawa (genetic 

translation) HAM, SERMHBRA LI 
完成 。 不 同 趋 越 阻 歇 因子 可 以 插入 不 同 的 胺 

基 酸 。 
supervital ”超越 活力 : 一 基因 或 基因 型 ， 党 
其 作用 表现 时 ， 其 活性 原 然 强 於 标准 型 

(standard type)[ #4 #- (heterosis) ]o 
suppression ” 阻 遇 作用 [ Sturtevant ， 

1920 ] : 某 一 突 构 体 由 於 另 一 不 同 突 党 位 
if ( mutational site) #4 7am [ > aig B 
+%*® (suppressor mutation) ] ， 致 使 原 
RMB GS Fe UE AES OO“ BAS MR” (sup- 
pressive compensation), “ 回复 网 办” 
(reversion), M “#478” (phenoty- 
pic repair) J]. HARMERRK SH 
基因 (allelic) 间 [“ 基 因 内 阻 歇 作用 '(in- 
tragenic suppression) ] 及 和 与 非 等 位 基 
因 (nonallelic) 问 [基因 问 阻 温 作 用 ” 
(intergenic suppression)] 之 相互 作用 ， 
使 阻 歇 作用 着 生 回 复 突变 型 (revertant) 。 
在 发 生 基因 内 阻 过 作用 (intragenic suppres 
- sion) FF, PI KRSARYKRBRt 
AI—PZAA CREB RAM MDH. 
在 基因 闭 阻 过 作用 (intergenic suppres - 

sioo 中 ， 第 二 次 突 构 的 发 生 位 置 在 初次 突 克 
基因 以 外 ， 已 消失 功能 汞 因此 而 恢复 。 

suppression mutation 阻 遇 因子 突 洽 [ Brid- 
ges» 1932 ] : —i xm (second - 

ary mutation)[ 第 二 位 贰 突 多 (second- site 

mutation ) ] FI] UESRBD RAR DRE 
(primary mutation ) 发 生 而 消失 的 功能 ， 
次 航 突 罗 之 突 党 位 置 〈(mutational site) 与 

第 一 次 突 罗 不 同 ， 和 与 回复 突变 (back muta- 
tion) PRAM RABAT SMR RAH 



suppression mutation 

Fea BE SUES GT, ERE ZARA TZ 

Sf 7 (2.18 Ve A (suppression) ~AIC2> I 
AREA USESER, ARE Seems 
(double mutant) [OW RPA ( rever- 

tant ) ] (yah sr BF 4: BY (wild type ) 活性 。 
FRESH ta PAF FE SY Be Ee BE ee Fe ee BS A — 

ab (>> PT OBA SSRN Fy AA at 1% & 40 (genetic 

recombination ) BARAK AY ZE fet 4p BE 

BH se AF eee Hy 4p RAO EL Gorini 

and Beckwith » 1966 ]: 

| #RIBS BZ 。 ( genetic point of 

view): 阻 巡 因子 突 等 之 位 置 与 原来 突 释 可 能 

在 同一 基因 或 同一 作用 子 (cistron ) 内 上 [ 基 

因 内 (intragenic ) 或 内 部 (internal) BHjBA 

f Fes 】， 或 同一 染色 体 上 之 另 一 不 同 基因 

内 ,或 其 至 在 不 同 染 色 体 上 [. 基 因 间 (inter- 

genic) 基因 外 extragenic) 或 外 部 (exter - 

nal) BAA Eee ] PA A eee] RE 

HOR HS Eh EAA HE RAESAEII—fE 

用 子 内 某 一 特殊 字 码 子 (codon) 所 引起 的 突 

释 。 或 者 可 以 同样 阻 遇 同 一 作用 子 内 不 同 字 

码 所 发 生 的 数 个 或 所 有 突 爸 [ “作用 子 专 一 

4: ASB (cistron specific suppres - 

sor) ], BAB] BARA ARE Zl 

— FA FAT 5 | EEA FE ao 

ZAIASEiSAI- (intragenic suppres - 

_ sors) Ay the (ig BF Ue. fh Re Ee 

AL HL (compensatory) 作用 次 级 突 缕 的 

等 位 基因 相互 作用 所 引起 ， 此 二 突 秋之 发 生 

(i if fia) i FF is SR FAS Sh SB; 

AARISBia AF (intergenic suppres- 

sors) 之 恢复 妓生 型 的 麦 型 ， 是 以 联 镇 或 不 

联 镇 的 初级 突 释 与 阻 遏 因子 突 释 问 的 基因 相 

互 作 用 所 引起 ， 而 阻 遇 因子 突 释 发 生 的 位 贰 

在 初级 突 释 基因 的 位 置 以 处 ， 此 类 阻 遇 因子 

之 作用 常 发 生 在 功能 不 相关 联 的 基因 上 ， 从 

DNA FEAR SPR [ 字 码 转译 机 人 制 

(code translating mechanism) ] > 

(iRMO (FARA UWERABG FHA Ro 
4 FR 据 作 用 模式 疯 点 (mode of action): 

- 阻 温 因 子 突 释 可 以 分 坑 以 下 数 种 : 

a) 发 生 初 级 突 释 的 某 一 基因 ， 其 突 沟 
产物 可 使 代谢 合成 缺失 (deficiency) 之 途径 

改 释 。 初 航 突 释 产 物 可 以 阻 矶 C nt 1 Aa ae 

(genetic block) ] 某 种 中 间 产 物 (inter - 

mediate) 的 正常 合成 。 次 级 突 释 可 使 控制 

设 中 间 物 质 的 酵素 恢复 活性 ， 以 合成 设 中 间 

产物 [ Davis and Woodward» 1962]。 

b) SEA KRAMER AR, Hee 

产物 可 以 直接 取代 第 一 基因 产物 的 功能 。 第 
二 酵素 ( 或 蛋白 质 ) 经 突 释 而 具有 较 坟 广泛 

的 专 一 性 (specificity) (MORE), BS 
BRAS HEF ( 或 蛋白 质 ) ya te 

( 或 功能 ) 。 

c) 次 级 突 释 使 特 胞 质 之 状况 可 以 影响 

41) 4 FEE KE FE YH (finished product) 之 构 

is RRR SMA KM Whee et 

-型 特 胞 质 ， 由 於 构造 告 改 村 所 引起 之 不 稳定 酝 
F o 

d) WAR SE ]— EK SE (peptide 
chain) 上 引发 第 二 次 改 释 [ 第 二 胺 基 酸 取 
代 作 用 (second amino acid substitu- 

tion )] 使 重 白质 功 能 全 部 或 邵 份 地 再 度 完 整 

He OER RU ABER ROL (qua si) BFA: MH 
型 [ Suskind and Kurek+ 1959]. 

e) KR RSE th ES (frame 

shift ) [1 Pe( IE RERY FEB (code) [OM 
ay HE HEE DE (reading- frame mutation ) Jo 

框 构 转 移 发 生 在 同一 作用 子 之 中 ， HERE 

«REPRE RH (base as 之 加 入 或 缺失 而 
HE KE « 

f) 控制 DNA 到 蛋白 质 的 遗传 讯息 转 
运 机 制 之 多 种 因子 中 ， 次 级 突 缕 可 以 影响 其 

中 的 某 种 因子 。 亦 即 次 级 突 千 可 以 修复 由 其 

遗传 讯息 经 遗传 转译 (genetic transla - 

tion) 发 生 改 丢 所 引起 之 突 构 缺陷 ( muta - 
tion defect) 。[ Champe and Benzer: 

1962 ]. 

a) 2c) 项 是 间接 阻 浊 而 不 是 直接 修复 
GE aes Ee (pra genetic le sion) 

( “ RAFERASE” (indirect suppression) 1 

d) 至 e) BABE AAIBAT ReAR: 

ADRS ALA FT RBZ HRBRR 
EAE [Othe (eenetic transcrip- 

tion) ] 。 ( RSF PABA fE AS in fs 
形 则 入 例 外 ) 。 与 野生 型 蛋白 质 比 较 ， FER 

J ABHRBBESA, Cs eee 
取代 作用 ( 在 ec) 项 中 或 许 更 多 ) . RR ft) 

项 , 阻 肖 作用 是 由 於 字 码 子 的 意义 发 生 改 释 ， 

iid 7S FE BA SiS EB AK SY EB Se BBA GS ES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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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 2 SREB IRIEA. 33 fehl 

Fis BABE: FS “ ABBR 
+” (informational suppressors) [ Go- 

rini and Beckwith, 1966]. 

HE Fe: PR PSB 3S PF BR ea I 

41 (genetic recombination) Hx 4 HE > 

CRBS Ash SRS ere 2 eRe 
(nonfunctional mutants) 。 基 因 问 阻 遇 内 

子 通常 只 能 导 份 补偿 (partially compen- 
sate) MAME AMA MAR, AAT L 
Ba 0 TE AY wr Ax (back mutation) 加 以 区 

别 ， 另 一 种 与 回复 突 释 区 别 的 方法 是 和 野生 

型 回 交 (backcrossing) 3 BH FATS > 4 we 

tt (segregation ratios) 。 
suppressor gene RAB BR > 阻 温 基 因 可 以 使 

Hi PEE AR Hy Ze ER (reverse) 。 
suppressor t RNA RAS Af exe RNA 

[ Capecchi and Gussin» 1965 ] : 

由 於 突 构 发 生 在 t RNA ARE, Hie 
#4} RNA (transfer RNA) K#H HMA 
fe» BB] mize [> zt ($982 ( genetic trans- 

. lation )] BREATHE F (nonsense co- 

don) 或 错误 字 码 子 (missense codon) #% o # 

€ 4654220138 HF t RNA ( nonsense 
and missense suppressor t RNA) 径 

PEMERF ERR HTH. AH RE 
BURBS IEM 2 eee t RNA. ER 
RAB HMR REM REM. 

MRP BAF tRNA > #RABTES 

EET SFC At © 
框 构 阻 蜗 因 子 t RNA (frameshift 

suppressor t RNA) 具有 框 构 突 变 (frame - 
shift mutation) MH MR HE HW, ay fFJE= 

RES RRI, Ge2e t RNA 分 子 带 有 一 个 
附加 氨基 在 其 反 字 夸 子 上 ,诸如 CCCC 代替 
EM t RNA 之 CCC 。 当 一 字 码 子 GGG 
KB GGGG 四 联 码 (quadrupleb 时 ， 汪 
个 框 构 突 构 也 克 许 转 绎 。 附 加 一 氨基 於 tRNA 
RFF LAT LER — (RAR (spacer); 
因此 tRNA ®m RNA 信息 具有 较 大 之 问 
隙 ， 而 阻 温 + 1 的 框 构 转 移 。 

fii t RNA BH 3 Fe Bit Se FS Ot BF 
( FFI ) Hea eRe, 个 体会 致死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可 分 配 的 t RNA HRI 
如 同 受 者 RNA (isoacceptor RNA) ] 能 转 

symbols used in human cytogenetics 

RFS PAIS RNA 或 其 他 方式 , JERMt RNA 
分 子 之 合成 与 恢复 由 阻 巡 因子 突 购 而 魔 止 之 

功能 。 

SBA t RNA 除 主 要 指 遵 其 专 一 体 
外 [ BRIE (wobble) J 同时 附带 有 指导 

fice SEARCHER 
supraoperon control ”超越 操 释 子 控 制 

lL Roth and Nester» 1971]: 具有 多 
4% 4X (operator) & 1% 2 F (promotor) 

iwi kv RARB(gene cluster)， 协 调控 

‘Bll BX (Bl 4% RF (operon), 从 事 不 同 生 化 途径 

之 合成 。 
surface coat 表层 膜 : 动物 细胞 最 外 层 膜 
[> 40K (cell membrane)  ] 之 物质 。 

CRD AMBER Tet SRS eH ea. 

LIB) RR BAB FEAL ( tt HET BIR ) 之 连接 ， 

使 其 后 的 49H (pinocytosis) 进行 。 

更 进一步 ,表层 膜 在 稻 胞 内 具有 决定 抗原 
(antigenic) 本 身 之 任务 ; 活 租 胞 之 抗体 反 
ESE AE > ALE EZ Oo 
(cellwall) ].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B77: SSR aK 
PR SESE Oe HERR HK a> ARERR 

REE KAMER wk, RARER 
HERR AYA: FE 

survival value “生存 值 : 某 一 表 型 (phenotype) 

EERE WME, 以 加 入 未 来 的 集 园 

(population) 的 能 力 称 坑 此 表 型 的 生存 值 。 
suture f@ix: 相 郑 两 部 份 接合 终 线 处。 
Svedberg unit Svedberg 单位 :符号 “S”, FEE 

示 沉 降 (sedimentation) 的 单位 ， 在 一 个 

训 心 范围 (centrifugation field) 中 ，S 的 

大 小 与 分 子 的 沉降 速率 成 正比 ， 也 和 与 分 子 的 

分 子 量 及 分 子 的 形状 有 关 。 

switch gene “转换 基因 : HMA AH KH (epi - 

genotype) GCSES [A] BH (development) # 

fK( pathway) 的 基因 。 

symbiosis 共生 现象 : 两 种 不 同 生 物 共 同 
生活 彼此 有 利 者 3 

symbols used in human cytogenetics ”人 类 稻 

胞 遗传 学 符号 : A - G 人 类 染色 体 分 租 ， 
1— 22 RAs XY RRBs. 
RARE ZR g , 某 染 色 体 其 器 之 长 度 ; 
ace, ff rh Aj 4 fa #8 (acentric); cen, hf 
(centromere ) ;dic @#rhAhz fa 98 (dic - 



sympathetic neurons 

entric) ; inv ， 倒 位 (inversion) ;r >» 

Riki fe hs (ring chromosome) :t，, 易 位 

(translocation) ; “+” “— ”符号 跟 

AE RRB RABST RRA A 

HK SAA (Be HS eA RR Ss 如 跟 

随 某 一 染色 体 臂 (arm) ZK, MARK—-¥ 

AMBRE RRR: HR (/) RAKE 
#@ (mosaicism) . 9145, XX» C-:# 

MEA RAE ELABRXX CMH 

A— WHR: ; 46 ，XY ,(B, 一 ;D,+): 

表示 一 雄性 具有 相互 易 位 ，B 租 一 染色 体 之 

BRD 租 一 染色 体 之 长 展 互 易 ; inv(D。 十 
4 一 ) : 表示 一 个 D BABB F lS > 

( pericentric inversion) ( 中 和 节 位 於 倒 位 

节 段 之 内 ) ， 2p + : 第 二 人 条 染色 体 拢 展 增 长 ; 

46xX 。: 雌性 具有 一 个 环 状 X 染色 体 ; 

45，X~46，XY: 两 型 和 胞 的 混合 风 合 体 ， 

—fSMiA A ORB RBA X 缺失 ， 另 一 

\ RIA BORE, HAIR XY 。 
sympathetic neurons TRAM: AEE 
WH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的 组 胞 ， 

其 作用 在 奈 制 分 刻 以 降低 肌肉 紧张 及 血管 的 

收缩 。 
sympatric 同 地 区 的 [ Poulton » 1903; 

Mayr» 1942 ] : 两 个 或 更 多 集团 (popu - 

lations) 估 有 同一 地 理 区 域 ， 或 是 一 个 集 
Mins + BH (breeding conditions)A] § 

A—-S$B2BBRHKA- A REWE (ai- 

lopatric) 的 情形 相反 。 同 地 区 的 各 个 集团 

间 不 一 定 有 实际 接盘 ， 也 东非 必须 有 生殖 接 

fj (reproductive contacb 不 可 ， 集 园 间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楼 息 偏 向 (habitat preferences) 

+B (habits) 而 将 各 集 园 完 全 分 天。 

同 地 物种 形成 (sympatric specia - 

tion) 是 指 在 地 理 (geographics) f$#(iso- 

lation) 不 存在 时 ， 在 一 个 同类 群 (deme) 
Hh, D4 i645 RE (reproductive isolation) 

FEWWR HE (species) 。 

symplast HMPA Hanstein» 1880 ] : 

—GAA SBMS RER RRR HE 

ft— (AR KB (plasmodium) 或 是 一 个 合 

fi (syncytium) 。 

synapsis ”联合 [ Moore» 1895 |: 在 第 一 

RROD BR RAE (homo- 
logous chromosomes 像 拉链 一 样 的 配对 。 

436 

synaptene HESHAL Winiwarter,1900): 

= (RH (zygotene)[ DRRPR (meio - 
sis) ]. 

synaptic ”联合 的 [ Railey and Law» 

1965 ] : 是 指 减 数 分 烈 妇 色 体 配对 (chro- 
mosome pairing) 或 联 会 的 过 程 与 力量 。 

” 联 会 基因 “(synaptic genes) 是 指 影响 沽 

数 分 裂 配 对 程度 的 基因 |[ OM PH (desy- 
naptic) ; 不 联 会 (asynaptic) ] 。 

synaptic junction 联 会 点 L Pal ay » 1958]: 

Pea ih 2  (n eur on RRR HORE AE 

ReEBEARS iRReak ABRE RED 

ALAA ER AL > SABER ZURR (cleft) 而 成 。 联 

@ iil (presynaptic) BRLSREOWZA 

角形 序列 伸延 入 粗 胞 搓 内 ， 联 会 后 特殊 化 

(postsynaptic specialization) HRM 

2eamz 包括 显著 的 电子 不 透明 (elec- 

tron- opaque) 构造 ， babii a hoa 

”会 地 区 内 的 后 联 会 膜 上 。 
synaptinemal complex 联 会 复合 体 : at 
#4 (synaptonemal complex) o 

[ 篇 站 ] synaptinemal#§ synaptone - 

mal fHBAHBGE [Moses> M.J. . 

(1968) Ann» Rev» Genet, 2: 363 

一 412 ]. 

synaptomere ” 联 会 粒 : 染色 体 上 假想 的 一 个 
节 段 ， 作 用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同 源 染色 体 之 联 全 
(synapsis) o 

synapton ” 联 会 体 [ Whitehouse» 1969): 
= 联 会 复合 笨 (synaptonemal complex) q 

synaptonemal complex IM@MSH [ Mo - 

ses +1958 ] : FHiRRRDARHRAB 
间 之 复合 构造 物 LORE Mae H (chromo- 

some pairing) ] 。 在 具有 交叉 (chiasma) 

形成 生物 之 沽 数 分 裂 (meiosis) AHH FW 

在 偶 入 期 (zygotene)[ 配对 开始 ] 与 公称 期 

(diplotene)[ HERI 之 间 ， 以 电子 是 微 

秘 观 察 联 会 复合 体 之 存在 。 

在 减 数 分 烈 染 色 体 中 ， 联 会 复合 体 坟 三 
AAAS (ribbon-like) 分 化 物 

[ 图 93 ] : 两 休 较 尖 的 缚 状 物 在 一 清晰 的 
中 央 和 线 状 物 两 便 互 相 扭 曲 。 联 会 复合 体 的 每 
i HM ( lateral element) 都 是 同 源 染 色 体 
对 (chromosome pair) 内 单一 染色 体 的 

一 部 份 。 若 配对 不 完全 时 ， 则 地 向 复合 体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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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3 电子 显微镜 下 减 数 分 
ZARB COR CRE 
(Plathodon cinereus) # 
母 和 细胞 因 胞 核 前 期 ][ a e= 
同 源 染色 体 之 轴 向 复合 体 
(axial complex)» SC = 
PO S #8 (synaptonemal 
complex)>o ce =DRK 
(central element), m= 
细胞 核 膜 套 (nuclear en- 
velope) )- (tt Moses, 
1960 ; Bresch, 1964). 

(axial complex) HMMBETAAHER 
CRE RARABRRERKDAM BF 

Bm KSeRORRKSABCEBRD. 

ARMA (achiasmatic) MRT AH 

BATRRARERABHFE KHEBE 
MRR RXR (crossing-over REX 

* (chiasma) JGR BRM FA HAC Ne Ho 

[ ist PARAWEERREBAH. 

ERCRK RRR AMPRES, 

AERA —Etm AMRMBR RE 

mpd Westergaard and von Wetts- 

tein(1972) Annual Review of Ge- 
metics 6: 71-110; 及 1973 年 版 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a on Quan- 

titative Biology ] 。 

synclone ” 们 无 性 繁殖 系 : DAMA (cary- 
onide) 。 

syncyte ”多核 体 [ Levan, 1942 ] :一 个 

$448 (polyploid) K ##§ (multinuclea- 

ted) 2H. SRBHE+ NMA PA= 

AX : 

1L BRS ABS tok {> -B(cytokinesis) 

2AM ZE+—BRsygrswit. me 

RLM (restitution nucleus) 则 产生 一 

(A AS Ae SS ee HB BY 

2 PRS Hh — eA Ae 

HARB“ SBRH MRR ” 

syngen 

( cytomictic formation of a syncyte) 

[ Price» 1956 Jo 
3 MARE (cell membrane) @i#Mia# 

(cell wall) FRA MINE - 

syncytium fail Haeckel , 1894]: 

MRRARABKHSER+ Be. 

syndesis R@l Haecker ». 1907 ] :om 

会 (synapsis) 。 

syndiploid HBR Strasburger » 

1907 ] : #524 ( mitosis) 所 生成 之 子 
MHI ALA Re 04758 (spindle) MH RAM 
制 , 使 二 伪 体 (diploid) 的 染色 体 数 目 加 信 ， 

HRRBR “ BE ” ( syndiploidy ) 
[ = 四 伪 体 (tetraploidy ) ] 。 

syndrome HME: 坊 某 箱 恰 常 遗 传 休 件 所 

产生 的 一 群 特殊 性状 ( 病征 ) “TRE” 

(inheritable ) 或 “遗传 们 发 定 “(genetic 

syndrome ) J KR—- BATS RA F 
代 之 中 。 a 

synergid ”辅助 克 胞 : EMM (embryo 
sac) A» SRMR (ovum) Mes A— PR 
Fie (haploid) MRBRMRD Min HM 

Rl 2 fF FA Fe He SBR BS 2 9B FP 

synergism SAB): PARA (agents Ht 

同 使 用 之 效果 高 出 各 试剂 单独 使 用 效果 之 粮 
和 。 

synezis ERR: 染色 体 刻 成 省 厚 的 一 转 

聚集 在 租 胞 极 的 一 过 ， 此 一 现象 通常 发 生 在 

小 孢子 母 租 胞 (micro-sporocytes) 第 一 * 

PB BGA (leptonema) 时 。 
syngameon RR [ Lotsy» 1916 ; 
Grant» 1957 ] : 一群 同 地 区 的 半 穆 (se - 

mispecies) [C>aé##(superspecies)]o | 

syngamic ”配子 配合 [ Haecker » 1902 J: 
>th#] ihe (sex determination) 。 

syngamodeme  APFRAMMBl Cilmo - 
ur and Heslop—Harrison, 1954]: 

= EF RB {comparium) [OMReM 
(deme) ]。 

syngamy 配子 配合 :在 有 性 生殖 (reproduc- 

tion) 中 ， 雄 配子 和 雌 配 子 接合 一 体 [ ER 

精 作 用 (fertilization) 时 ] GREER 

(karyogamy) 和 合子 (zygote)。 [Mie F 
生殖 (apogamy) ] 。 

syngen ”和 握 毛 动物 种 [ Sonneborn»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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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D (ciliates) 中 有 生殖 隔 亡 的 集 园 

是 其 演化 上 的 一 个 单位 。 维 毛 动 物种 的 意义 

以 前 与 种 (species) 相等 ， 但 种 是 以 基因 

(gene poolg 作 其 范围 ， 而 徐 毛 动物 则 缺 

乏 共 通 之 基因 叶 ， 故 维 毛 动物 种 在 但 义 上 不 

能 算是 真正 的 种 。 
syngenote “” 合 基 因子 {Morse，ZLedey:- - 

berg and ZLederperg，1956] : 组 菌 的 

部 份 合 子 (merozygote), 除了 本 身 的 基因 租 

(genome) [ #BA#WF(endogenote) ] | 

Sh, AA AS BL RAE 

F(exogenote) ]. GAAFERHI BRE 

(partially diploid)  ， 而 且 可 能 是 与 质 结 

合 基因 子 (heterogenotic) 或 同 质 和 结合 基因 

子 (homogenotic) 。 

syngonic ”雌雄 同 器 生物 : 生物 以 同一 性 器 官 

By DA GEA REC AMER Fo 

synizesis $4489 [ McClung» 1905 ] :第 

— Ke Br 8 A i] Be(ear ly prophase)» 

Gu fe SR R— HIG FER EAE 

BEART HEFE BRR (meiosis) 时 的 正常 现 
象 ， 在 有 些 生 物 中 ， 凝 灯 可 用 人 工程 由 固定 

或 其 他 细胞 伤害 而 诱 遵 形成 。 

synkaryon “结合 核 : 受精 作用 时 ， 雌 雄 配 子 

和 细胞核 融 合 ( 核 融合 ) 所 形成 的 合子 (zy- 
gote) 细胞 核 (nucleus) 。 

synkaryophyte 4x92: = 42.44 (sporo- 
phyte) 。 

synkaryotic S#ZA0[ Buller» 1941 ] : 

REFIT PI (Ascomycetes) AMBATPA 

(Basidiomycetes ) 的 二 信和 体 (diploid) ff 

胞 ， 与 双 杉 (dikaryotic) MAH RL ORR 

体 (dikaryon) ] 合 核 和 细胞 是 在 双核 期 (dika- 

ryophase) 结束 时 经 由 “ SAGER” (syn- 

karyosis) 所 形成 。 

合 权 作 用 时 相对 交配 型 (mating type) 

之 单 僧 体 组 胞 核 有 类 似 配 对 的 融合 现象 。 

synoecius STt#8l Correns» 1928 | : 

单 信 体 或 二 合体 生 物 之 可 以 产生 雌雄 二 种 配 

子 者 。 此 一 名 说 包括 雌雄 映 花 同 株 ,monoe- 
cious) 及 雌雄 同 花 (hermaphroditic) 个 

体 。 

synonym ” 同 种 办 名 : 分 类 学 中 ， 同 一 物种 
(species ) 或 品种 (variety) 的 不 同名 称 。 

synonymous mutation [alzs228*l Sonne - 

born» 1965 ] : AR # (gene muta- 

tion) 之 一 种 典型 上 BAB AS (same - 

sense mutation)] o ff DNA 和 氮 基 对 置换 

(base pair substitution) 发 生 ， 其 所 指 道 

AA Ah REE RRA 
伟 字 码 (genetic code) AF fi HHE (degen - 

eracy)o Fh ZeseAT 4 2 HEF (codon) BR 

fal #5 = 1-H synonymous codon) 或 类 似 物 

(synonym) o 

syntelic ” 同 向 中 节 [ Bauer > Dietz and 

Rébbelen» 1961 ] : 每 个 染色 体 中 ， 两 
个 染色 分 体 之 中 季 (centromeres)， 於 第 一 

次 减 数 时 移 向 同一 炉 锤 体 极 。 分 疝 二 标 者 称 
£3, [6] BAA (amphitelic) o 

syntenic 

it 54 ah ($ (inka ge) BAC SS AA 

基因 座 假 定 接连 到 同一 染色 体 上 称 之 ， 而 相 
对 之 非 接合 基因 座 傈 指 接连 到 不 同 染 色 体 。 

依据 体 细胞 杂交 (cell hybridiza - 

tion) 后 之 分 析 ， 接 合 可 考虑 具有 过 镇 关 保 ， 

连 镇 天保 的 决定 可 由 囊 失 相关 或 在 杂种 细胞 

ch BS te A (marker) 保留 之 结果 而 定 。 众 
BREAD RRB ARR eT 
Gk ; SSRs, RARE 

FREE. 
synthetic lethal ”合成 致死 [ Dobzhansky » 

1946 ]: DARAT (lethal factor) o 

synthetase Spyies: 某 一 酵素 其 作用 在 催化 

两 种 成 分 的 合成 作用 ， 与 合成 作用 伴 同 发 生 ， 
WE ATP 或 他 种 三 人 磅 楼 苷 (nucleoside 

triphos phate) 的 分 解 。 

synthetic polyribonucleotides GRAZE : 

7S FA AY PB Rw (template ) 而 以 酵素 作用 
或 化 学 合成 在 实验 室内 所 合成 的 RNA 分 子 。 

systematics MBB? 研究 生物 之 分 门 别 类 
(classification ) 及 分 类 学 (taxonomy )» 

syntrophic “合营 生活 [ Davis» 1950 ] : 

两 种 组 菌 品系 分 别 对 不 同 生 长 要 素 坟 营养 缺 

陷 型 (auxotrophic)， 但 能 彼此 供 和 给 所 需 ， 

Fe (RB (minimum medium) “上 能 

共同 生长 ， 过 种 现象 称 垮 合营 生活 (syntro- 

phism) 或 相互 供养 (cross feeding) ， 许 

多 组 菌 突 释 体 中 可 见 此 种 现象 。 
Systema Naturae ”自然 系统 : 公元 1735 年 

林 奈 (C :7 .Zi nne) 发 表 此 一 巨著 ,在 他 生 

接合 [ Renwick» 1971 ] :不 论 

mm ae ea As -YE AM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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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共 发 行 十 六 版 ， 他 所 提倡 的 二 名 法 (bi- pressures) 如 : &## (selection), % 4s 

nary nomenclatuse ) 直到 今日 仍 在 衍 用 。 (mutation ) #1384 ( migration.) [ S34, 
systemic pressure ”系统 压力 : 任何 非 活 机 ( evolution )] 。 

(non random ) 之 演化 压力 (evol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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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_t: StadentKt 测验 之 统计 符号 ， 用 以 测验 
ARDEP SIB MA RER-Ostudent's 

t MM (student's t test) o 

tachygenesis | (RMA: 缩短 或 加 速 的 胚胎 

发 育 (embryonic development) 。 有 一 个 

或 多 个 发 育 时 期 被 省 略 。 

tachytelic ”快速 演化 [ Simpson» 1944): 
指 演化 (evolution) 作 用 的 速率 明显 的 较 标 

淮 (standard) 或 中 速 演化 (horotelic) HR 

BRO Rik wit (bradytelic) ] 。 人 快速 

演化 的 原因 通常 多 傈 环境 因子 ， 例 如 地 理 环 

卉 的 改 多 ， 将 一 群 演 化 中 的 个 体 移 和 一 个 新 

的 环境 等 等 。 

tandem duplication MiB: OCH 

(duplication) 

tandem fusion "SjEMAS [ White,1957): 

二 人 条 近 端 中 节 染 色 体 (acrocentric chromo- 

some) 在 构造 上 的 移 化 ， 由 於 衷 失 了 一 个 中 

i (centromere) 而 形成 末端 对 末端 (end 

to end) 的 融合 , 汞 因此 产生 成 一 公公 信 长 度 

的 近 端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 另 外 一 条 顽 失 中 和 节 的 近 

re PB Se BBR] BE SR Pee cP a Se 
(metacentric chromosome) —#A9X Hee 

Bo Wk BRM S EEE +H) organi- 

sm) &% @ (karyotype) 的 演化 上 具 重 要 角色 

[+ #4 {centric fusion): 易 位 
(translocation) ] 。 

tandem inversion ME (HiZ:O#1{2(inver- 

sion) 。 

tandem repeat WEB: = peo 

(tandem duplication)o 

tandem ring SMB Novitski +1954): 
> X —# 6. (X-chromosome) 。 

tandem satellite ” 响 接 卫星 体 [ Taylor» 
1926 ] : 同一 染色 体 (chromosome) 有 两 

BRB HeLZM (satellites) ， 二 者 之 问 
有 次 级 险 痕 (secondary constriction) # 

”其 隔 开 。 
“了 ”antigsn 

病毒 (oncogenic virus) Ay Rr Mia 

BAKER TT’ HR -RBREB REA 

是 由 病毒 作用 子 (cistron) 得 到 信息 而 合成 

“TR: SME ase 

is a 
tapetal cell 

mapa. . , 

target organ 。 标的 器 官 : 接受 激素 (hor - 
mone) 作用 的 器 官 。 

target theory .标的 学 舍 : 一 个 用 以 解 条 放 射 
ZEMREHER, RERERBRET IK 

(ionization) FA, @R+ 7 MA) Hm 
RERUA, RAB— BR He (hits) 
(MFLBEKR) 发 生 在 标的 区 内 ， 就 可 
以 产生 放射 的 效果 。 

target tissue ”标的 组 微 : 

1 SUH (antibodies) EG HH ABM 
产生 。 

2 对 某 一 特别 激素 (hormone) 发 生 反应 

5 EG ° 
tassel EXKHER. 

taste blindness RE: RHA AEMAI SER 
Bik (pheylthiocarbamide,PTC) 的 味道 。 

BSH EAD BEA (homozygous) 

JFERAABREER BARASHAR 

(allele) BATT LimMZ)] PTC HER. 

TEMSEMTIGED | TERA RE 

tautomeric shift L#RBBB :在 一 分 子 中 ， 

7B F-fir HEATH: (reversible HRBBR A 

BABA. HKRATUMESCRB Fz 
Be BR mks Watson» 1965 ]。 

taxon 4}FR#E[ Rickett» 1958 ]: 分 类 

学 上 的 一 群 个 体 [ O# B (population) ] ， 
在 分 类 制度 的 任何 一 个 阶层 (level) 上 ， 被 

ae — EAR 7 (unit) PARTE 

ZRE-HEE RABARRM LAMR 

jh F (hereditary determinants) H 

fi [ >A A (genes) ] 。 
taxonomy ”分 类 学 : 研究 生物 分 类 ( classi- 

fication) HBB, SRT RRO RS 
(morphology) Hi W(description), 

定名 (naming) 及 分 类 。 近 来 分 类 学 家 开始 

i: EM RiH WX (patterns of variation), | 
以 探讨 生物 次 化 的 根源 ， 演 化 的 单元 (units 

of evolution) ， 3B RS MCR ba 

HAMA URBRATRCRA—-BH 

影响 。 
T chromosome T 染色 体 [ KectterMCH 和 2， 

1939 ] : 是 一 个 仅 具 一 个 中 和 节 (centro - 

mere) 的 染色 体 。 其 末端 之 节 段 LT 一 端 

a ee age rose ee 

<> 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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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s) ] ERMAD WHA A+ bp (ne- 
ocentric) 活 动 。 

TD 50 ”半数 反应 剂量 : 在 每 个 动物 身上 必须 

注入 的 组 胞 平均 数 ， 以 期 半数 人 受 测 动 物 (50 

% ) 呈 现 反 应 (通常 坑 使 受 测 动 物产 生 腹 瘤 )。 

tectine .组织 素 [ Mazia and Ruby +1968]: 

URS MBAS Hm RARE 
质 物 构造 诸如 微 管 (microtubules ) ， 微 

# (microfilament) #14&%(membrane) 。 

MBREKM ABU PIAA (ami- 
no acid)， 以 及 每 一 个 组 币 素 的 分 子 都 特定 

的 聚集 在 一 起 。 

teliospore Raf: = 

pore) 。 

telocentric KPA REM Dar | ington» 

1939 ] : fA (chromosome) 或 染色 

Fp 88 (chromatid) + ¥ #%(centromere)fz if 

SRA > HBA HET] HEM ? fp 22 > 

(centromere misdivision) ， 或 中 节 区 内 

有 刻 发 之 断裂 (induced breakage): 通常 端 

位 中 季 染 色 体 落 不 稳定 ， 在 从 次 细胞 分 烈 过 

AH MSR, RMA RH 
(isochromosome) 。 上 项 之 不 稳定 性 被 如 

篇 在 野生 种 (wild species) > MPRA 

见 有 末端 中 节 染 色 体 的 原因 。 

telochromomere 。 末端 染色 粒 : 在 染色 体 辟 末 

端的 染色 粒 (chromomere) Bek hs 
(telomere) ] 。 

telochromosome “末端 中 节 染 色 体 :中 季 (cen- 

tromere) 位 於 染 色 体 未 端 。 

teloisodisomic “末端 同 肾 二 染 体 [ Ki mover 

and Sears» 1968 ] : 一 个 细胞 或 个 体 ， 

缺失 一 对 染色 体 (chromosome pair) ， 但 

缺失 染色 体 对 中 却 出 现 有 一 染色 体 才 的 末 

WPA (telocentric) ， 以 及 相同 的 同 恬 染 
@& MM (isochromosome) 。 [ 它 音 性 末端 音 

1 fe] 4 — 4 4 (mono-telomonoisosomic)]. 

telolecithal “ 端 黄 卵 : SRI SOR CRF RY) 
RTE Th BR B EB (vegetal pole) 的 一 
Yo [34% 9P (isolecithal) ] 。 

telomere “ 端 粒 [ Muller » 1940] : 此 一 

% ars oF LATE + (eukaryotes) » 

自然 单 极 染 色 体 (natural unipolar chro- 

mosome) 的 末 疯 。 正 常情 况 下 ， 不 能 研 由 染 
& 86655 HECK M (structural changes) 将 

AFF (teleus- 

telophase 

端 粒 移 往 染色 体 的 中 段 。 如 端 粕 缺失 (asi6- ， 
tion) Bi» 染色体 之 正常 行 坊 杰 会 受到 损伤 ， 
[Om— 2 — D—H i (bridge - brea-， 

kage-fusion-bridge cycle) ] 。 染 色 体 

烃 任何 一 项 结构 改 净 之 后 ， 通 常 均 须 具有 两 
个 端 粒 及 一 个 中 季 (centromere) ， 否 则 不 

”能 生存 。 

端 粒 具有 一 个 复杂 的 构造 及 特殊 的 分 裂 

过 程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前 期 pr opha se) 时 ， 
A. RAZED) RHE (non - homologous) 端 粒 联 

RMA. Rp we he TE th BE HG. 

(spindle) 上 也 有 相当 活动 ， 因 此 又 称 久 新 中 

is (neocentromere)。 现 有 一 些 登 据 显 示 ， 

(Fa) in ra AL ER AK PE (nuclear envelop) 

EME HRRER RE WARTCA RR 
@, Mac # (chromosome pairing) 供应 一 个 

起 始 的 基础 ， 端 粒 先 行 配对 ， 然 合同 源 染 色 

钵 之 其 余部 分 亦 可 逐 儿 靠近 而 配对 [ S yed， 
1966 ] 。 

根据 忆 ;zMe 一 de-Fazria and Sar- 

Vella(1958) ， 一 个 端 粒 具 有 两 个 明显 的 
ik» BBR Mh (protelomere) J fa ity 

(eutelomere) o 原 端 粒 是 末端 染色 很 深 的 

构造 ， 具 有 明显 的 界限 ， 通 常 有 一 至 三 个 较 
大 的 染色 粒 (chromosomeres) 以 及 染色 很 

«PREG AAD ARKE (fibrils) o Mim AABR 
BD ts AY SRB SRL AH (subterminal) » 

靠 外 侧 有 明显 界限 ， 但 内 侧 则 不 一 定 有 明显 界 
限 ， 具 有 一 至 三 个 微小 的 染色 粒 及 活 明 微 粗 
艇 和 礁 。 一 个 完整 的 端 粒 可 能 具有 八 个 可 以 分 
化 的 片段 ， 此 一 移 合 构造 的 一 部 分 ， 可 能 因 
ik & (deletion) iM #4; (BAH + 
功能 。 

EEF RMRBAT: BHBGREX 
BB 7S $A All tp AB AS BRE (chromatin fi- 

bers)» fii MeAtey ARO 230 A 左右 。 
— ERE Ail HBT AREHEE, 
xe eR RE 2B fF BRT (loop) eB & F #8 (ch- 
romatid) 。 

telomitic KieeMR[Carothers » 1917]: 

中 地 (centromere) 位 於 染 色 体 未 端 [ = K 
端 中 季 染 色 体 (telocentric) ] 。 

telophase “末期 [ Heidenhain,» 1894 ] : 
AMAR (mitosis) » 7 #5>H (meios-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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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oreduplication AFAR [ Hsu and 

Moorhead» 1956 ] : 安 分 裂 问 期 再 复 秽 

(interreduplication) 。 

telosome “末端 中 节 染 色 体 [REzdrizzi and 

Kohel ，1966 ] : 一 个 具 中 节 末 位 (telo - 

centric) 的 染色 体 。 

telosynapsis “衔接 联 会 。 

telotrisomic Awm— KH l Kimber 

and Sears» 1968 ] :一 个体 缺失 一 人 条 

染色 体 , 却 具 有 一 未 端 中 节 洒 色 笨 (telocen- 
tric chromosome) 以 及 缺失 染色 体 同 一 

(arm) k7—-Rk#A BHEBLO £2 -H 

VK HAS 
mic) ] ° 

(diso-compensating triso - 

temperate 温和 人 几 菌 体 [ Jacob» Lwo- 
Sf» Siminovitch and Wollman» 

1953 ] : 与 毒害 性 (virulent) RA Re 

(lytic) 4m % om i # (bacteriophage) 相 反 。 

iB FOE RS A > BT DA 

AiR RR (lysogenic response) o 

MAM REA MRR, Rat Mie 

MRBESM MGs MA (attach to or 
integrated at) M#MYaARHeAI Eee 

WE RES RE HS, FA RS A 

(replicate)， 因 此 被 称 坊 噬菌体 原 (Prop- 
hage)o + MAA LAA AEA B 
REDHAT RERER, BIB ASAIE. 
RA— at fh ie Ale aS BE ASTRA 

期 (lytic cycle) 而 以 独立 自主 的 方式 繁殖 ， 
不 再 温和 或 以 溢 产 式 人 繁殖 ， 冰 产生 有 感染 人 性 

的 颗粒 [ RRR ee]. RE BR 

菌 ， 东 向 外 释 於 感染 颗粒 。 

具有 喉 菌 体 原 的 组 菌 少 源 人 性 菌株 (1yso- 

genic strains) 在 以 同 源 噬菌体 (homo - 

logous phage )##@ & # & 4( superinfec- 

tion) BF, FARR Pe EE 

(immunity) » [IP BRR o BAB 

fe (All th @ BSS (virulent) >. Aw 
fe RAS AE RA ED EL BRM LHe 

22 o 

温和 CE RR HEE HARA (episome) 的 

—f— MAM RAE BH E | ATA 

FR iz i& (prophage site) ] Fit (mek (ge- 

netic map) LUABFARARZ. 

temperature sensitive mutation (BE RK 

| 2: fire. Rate BEM CAY 

能 表现 出 来 。 此 一 基因 的 产物 通常 有 正常 的 

作用 ， 但 在 某 一 温度 以 上 就 释 得 不 稳定 ， 如 

将 此 一 突 释 体 在 较 低 温度 之 许可 多 度 (per- 

missible ) ] 下 声 养 ， 其 麦 现 正常 ， 如 在 

高 温 下 霹 养 则 显现 突 释 才 型 。 

template “模版 : 一 个 大 分 子 (macromole - 

cule) 从 用 作 另 一 大 分 子 合成 时 的 模型 。 作 

BS ARRAS AEM (building blocks) B&X 

有 限 ， 如 : 四 种 核 音 酸 (nucleotides) 及 二 

十 种 胺 基 酸 (amino acids) #. (AMRBALE 

用 (polymerization) 形成 大 分 子 时 ， 其 基 

本 建材 各 有 独特 的 排列 顺序 ， 且 篇 前 已 存在 

(preexisting) 的 大 分 子 所 决定 。 午 形成 的 

大 分 子 与 前 已 存在 的 大 分 子 问 可 能 完全 一 样 

(identical), FABRE ha Fz Bi (com- 

plementary) Bi Mik KA RiBEHE H.R 

独特 的 模版 所 决定 。 委 所 熟知 的 模版 程序 

(template process) 有 : AMHR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ZH# 

(replication) » {{DNAG@& ($4 ol gene- 

tic transcription) fiz + BAe Al Ay Has 

核酸 (ribonucleic acid, RNA)» RNA 再 

(4:94 2F (genetic translation) 而 产生 

多 胜 肽 。[ Pontecorvo» 1966 ] 。 

template RNA ”模版 RNA:= 信 息 RNA(me- 

ssenger RNA) 。 

temporal mapping fa] [i] :—> 4 # A(repli- 
cation map) . 

Tend T-—s#L Prakken and Miintz- 
ing» 1942 ] : oT -#@%#(T-chro- 

mosome) o 

teratogen BAAZIRSR) : 在 一 集团 (popula - 

tionp, f£f] FHA] (agent) 可 产生 或 增加 

先天 性 畸形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之 发 生 率 (incidence) 者 。 在 人 类 中 最 著名 
(EAA (virus) 辐射 (radiation)， 
及 药物 (drugs) =. BUBSALVAVEAE 

育 中 胚胎 的 一 些 独 特 代谢 作用 ， 多 数 畸 形 诱 

BRO BEER ARAB 

内 ， 如 当 胚 胎 已 迅速 形成 器 官 (organ) 时 。 

伤害 程度 之 深 溺 受到 畸形 范 释 剂 施用 时 期 的 

影响 。 

terminal Aim: 傈 指 染 色 体 (chromosome) 

或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之 末端 部 份 ， 和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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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间 和 节 段 (intercalary segment) #344 

Ro 
terminal affinity “末端 亲 和 性 [Derlizgtoz， 

1932]: Z7ERRDR (meiosis) HF, HS 

六 期 (diplotene) 至 中 期 (metaphase |), 

由 共 一 股 不 明 性 质 的 力量 ， 将 染色 体 的 

末端 对 末端 (end to end) 联 和 结 一 起 ， 过 股 力 
量 可 能 由 於 交 又 端 移 作 用 (chiasma- termi - 

nalization) 在 移 至 染色 体 未 端 时 们 到 抑制 ， 

在 特殊 情形 下 ， 分 裂 中 期 之 染色 体 被 拖 到 一 

起 [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terminal association. AMMA: 不 具 独 特性 
fy 4 @ #2 #H (chromosome pairing) f= 

生 末 端 对 末端 end-to-end) 的 染色 体 联合 。 
terminal chiasma 

iasma) 。 

terminal ney “末端 缺失 : 心 缺 失 (defi - 

terminal di VA BBERA + sp & (dele - 

tion)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 transferase ”末端 去 

氧 核 苷 移 转 梅 [ Bollum> 1960 ] : 任何 
BEE Bas A Sy Rm onodeoxy - 
ribonucleotides) .加 到 单 股 DNA5| 物 (pri- 

mer) 的 3 -OH 末端 上 及 公 股 分 子 的 缺口 
上 。 其 酵素 活性 是 从 DNA 和 聚合 酶 (DNA poly- 
merase) 中 分 亡 出 来 ， 阔 常 发 现 被 排除 在 

HED) (vertebrate)~ Halk (thymus) 、 

% (bursa) AIS mFS Hy MAA (leukemic 
cells) 外 。 

最 近 便 发现 低 聚 极 酷 核 苷 酸 (oligori - 

bonucleotides) 破 末端 去 氧 核 苷 移 转 酶 接 冬 ， 

而 产生 聚 去 氧 杷 苷 酸 ( polydeoxynuleotides) 

aK, Ft Hb (covalently) BH Fl (KR 
醚 杷 苷 酸 中 。 过 个 酵素 可 能 是 一 较 大 的 DNA 
合成 酵素 复合 物 的 一 部 份 ,在 酵素 纯化 (en - 

zyme purification) 时 证 分 解 (disinte - 

grate) 出 来 。 

terminal inversion “末端 倒 位 : 安 倒 位 (inver- 

sion) o 

terminalization #%mfFARL Darlington, 

1929 ] :只 交叉 移 端 作用 (Chiasma 

terminalization)o 

terminalization coefficient “” 移 端 倚 数 : OX X 
移 端 作用 (chiasma terminalization) . 

末端 文 叉 : > KH R (ch- 

terminase system 

terminal redundancy *XvHSERHRRL Stre- 

isinger» 1964 ] : ERAGAGRIE 

(heterozygous bacteriophages), 334 

fi He (linkage structure) [ #§Ron eee 

染色 体 (chromosome) ] ARASH» A 

Bj 18% (2 2. (genetic information) Hi tip 

OPER Ba fe et BY FA BS ae (BRAK AY 

6 I (double stranded)DNA4> + A AAR 

IY patie Bl ae BRERA FC Bi A (recombina - 

tion) Ay AH Bias,» it—-DNAZj8( (map 

\REBEK[ SO MHR KR (genetic 

circularity) ], ~Afa Zea) oe 

#2 4 #8 ie (@IIAR( genetic sequence)” 

状 互 换 (circular permutation) 加 以 解释 : 

噬菌体 染色 体 有 一 定 的 基因 顺序 (gene se- 

quence)[ a...... z | #—E/B(popula- 

tion) ch, 7S alm RS AA A BT 

RE this HEF AE C 基因 -) 中 的 任何 字母 开始 

(initiation) , RRA PA» sete 

fs NS RAK Att (heterozygosity) 

FURR BASE SBE 9 aS AR > BT 

下 列 图 解 表 示 之 。 

ER fghi 

DOP cs 。 TD mnop 

BStu .: 6 Wey VSG <0 poo wis rstu 

如 果 丰 余部 份 包含 一 个 或 多 个 基因 座 的 
”等 位 基因 (alleles) ， 此 一 连 钙 和 结构 的 过 些 

EAB RKRRARAKE: weRARF 

EP RRR “ AR HET (ter- 
minal redundant HET) >o 

terminal riboadenylate transferase x y¥-4ZA= 

ARLE AS : (Ee) DME RE SA Mn 2 时， 
AE DOSE HARA FF (adenylate) 残留 物 (resi- . 

due) #¢ ATP HHA KH Rig My EBS 

3'-OH 基 上 。 ERREwMCM BH 

AY EH FT BEYER YAK RNA(heterogenous 

nuclear RNA) 到 信息 RNA(messenger 

RNA) 之 过 程 . 

terminase system ”完成 酶 系统 [ Campell 

et al. » 1969 ] = 噬菌体: (lambda) 

的 一 个 酵素 成 熟 系统 , 它 能 将 ; DNA 的 复 染 
色 体 (multichromosomal) 长 度 割 裂 而 产 

生成 熟 的 2 染色 体 。 在 二 个 烙 合 末端 位 苇 主 ， 



terrnination 

B= KMAMESEHRAREH HERS 

(cohesive) ME + Mir REBD FLOR 
4% & (integration system) 

(prophage)] 。 
_ termination #it fF RR: 在 蛋白 质 之 生物 合成 

[ >t 4998 4( genetic translation)] ， 最 

后 的 胶 基 酸 们 入 初期 的 多 胜 肽 (Polypetide) 
链 以 及 从 极 栈 钵 和 信息 RNA 中 释放 出 已 完成 
> il ek WF (release factor) ; 终 

” 字 码 (terminator codon) ] 。 

termination factor iL AT[ Ganoza» 
1966 ] : =##% BF (release factor) o 

termination signal L/S: RARE? 
KPMRMEASRMRRABM SABE 

白质 因子 可 禾 止 聚合 酶 之 作用 。 和 结果 一 个 反 

终止 信号 ( ZAR) 被 合成 以 友 许 在 过 些 信 

号 外 给 态 瑟 外 。 
terminator “ 歼 苦 子 :每 一 操纵 子 (operon) 和 结 

Ry» MRNA Hi-fi 

terminator codon «= ul FTE: 使 一 个 链 千 

Ris FF (codon) KR EA FHF (non- 
sense coden) 。 

territoriality “领域 性 : —ARX—-HHwykBH 

般 以 抵抗 同 种 的 其 他 动物 。 

territory ”领域 : 一 个 或 一 群生 物 所 估 亿 的 一 

区 楼 息 (habitat) 场所 ， 如 同 种 生物 进入 此 
—HE> BRERRAZT MUA. 

Tertiary =f: 新 生 代 (Cenoozoic era) 门 

的 一 个 时 期 ， 距 今 一 百 离 至 六 千 三 百 万 年 。 

tertiary structure (of a protein) “蛋白 质 三 级 构 

造 : SHKRML polypeptide chain(s) ] 

的 立体 折 受 构造 ， 构 成 一 个 蛋白 搞 的 基本 特 

性状 能。 : 
testcross ” 测 交 [ Bridges» 1934 ] : 由 一 

具有 一 对 刁 质 千 合 或 多 对 肉质 结合 (multi - 

ple heterozygote) 基因 之 杂交 箱 ， 与 一 个 
驳 隐 性 [double recessive) 或 多 对 基因 隐 性 ， 

( 非 杂 交 种 ) 之 个 体 交 配 (cross) 以 估量 某 
些 基 因 座 (gene loci) 89: SKM 4# (linkage 

relationship) ° 

| 由 一 具有 未 知 基因 型 (genotype) 之 县 

Ais GtR(heterozygote)R—A AMARA 
(homozygous) BRH#: #/A(recessive genes) 

Ze 37 a 2 WZ» 

test of goodness of fit 适合 度 测验 。 

+ 噬菌体 原 

Lee 

test of independence ”独立 性 测验 。 
test of significance “显著 性 测验 。 

tetraallelic ”四 办 等 位 基因 Atwood: 
1944 ] : pose (tetraploid) ARABS fz 

基因 座 (multiple allelic loci) 时 ， 每 一 

染色 体 各 具 一 不 同 基 因 ( 如 A, Ae As Ay 

MA, A; A, As 等 等 ) 称 储 四 轩 等 位 基因 ， 

[O8—#(42% 9 (monoallelic) ] 。 

tetrad ”四 分 子 [ Némec> 1910] : 

1 ERRD*B (meiosis) #-KAABH> 

任何 二 俐 笨 (bivalent) AAO BAe THE 
(chromatids) BRAD FT er [ 

Némec] 。 

2 4:43 MHRA (meiocyte 或 mother cell) 

WOT W (meiosis) ERE BMGT MH 
胞 称 储 四 分 子 ， 每 个 类 胞 内 的 染色 笨 数 较 原 

来 减少 一 半 ， 在 有 些 生物 中 ， 如 芙 蕊 (fun - 

gi) ， 苦 天 类 植物 (bryophytes) 以 及 营 类 
(algae) HHS ERMRESH BT 

BS RRA MRED Hl OwepF> 

析 (tetrad analysis)] o BLED: i 

RTRHAREEDEBB ~ #6: DRA” (go- 

nes) » “+R MRE —-E-KARS BE 

生 八 或 十 六 个 和 细胞， 党 些 糊 胞 是 原来 四 个 和 

SE A AE 
四 分 子 上 或 共 衍生 物 (derivatives) ] 
或 有 顺序 排列 [ GOR (Neurospora) 

及 一 些 酵 母 菌 (yeasts) 等 ] ,或 无 顺序 排列 
[ 如 在 多 数 生物 中 ] 。 

1 无 顺序 排列 四 分 子 (unordered tetrads): 

mS a ME 基因 (segregating gene 
pairs)f A“a 及 B/b ] BRE 
ARAB Rab, AaB EDERE 2 
SFR AB/AB/ab/ab 式 ， err 

(recombinants) #4, ®R ° SRR” 

(parental ditype) [PD]; 四 分 子 如 储 
AB/Ab/aB/ab ， 有 两 个 重组 硒 ，. 则 称 信 
“四 办 型 (tetratype) [TT]; 四 分 子 如 

# Ab/Ab/aB/aB » DBM RIBS 
“ SERA & HW” (non-parental ditype) 

[NPD] 。 | 
此 三 种 型 式 之 四 分 子 保 由 下 列 稍 形 产生 : 

[ 在 基因 座 (loci) ARBHERAMBU ES 交换 作用 {(crossing-ovezr)]jo[ 男 94] :PD 和 

傈 因 A 及 B 间 无 交换 或 发 生 沟 股 交换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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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 Qe 

ay SE os 

区 

sa _& S- eZ Ss; 分 SF Se 

94 两 对 属於 同一 连 钙 群 (linkage group) BRERA (segregating gene 
pairs) (Aa 及 Bb ] 经 减 数 分 裂 遇 程 后 产生 不 同 种 类 的 四 分 子 (tetrads) ， 
[ 左 : 减 数 分 裂 时 染色 体 之 配对 及 交换 作用 (crossing-over) ; 中 : ®— MRD 
2 #38 (anaphase 1); H: 所 产生 的 单 倍 体 (haploids) 四 分 子 和 细胞。 人 a) 色 厅 
体型 (parantal ditype) 四 分 子 ， 两 对 基因 均 经 前 减 数 (prereduction), ， 
“ 3631 #24) (non-parental ditype) ”四 分 子 ， 两 对 基因 均 经 前 减 数 CK 
交换 作用 (four -strand crossing over) ] ，(o“ 四 轩 型 {tetratype) ” 
四 分 子 ， 基 因 Aa 私 前 减 数 ,基因 对 Bb 经 后 减 数 (postreduction) : (d) “ 8H 
体型 ”四 分 子 ， 两 对 基因 均 却 和 后 减 数 ;， OC“ 四 办 性 ”四 分 子 ， 两 对 基因 均 经 人 后 
BiB, [三股 交换 作用 ] (three-strand crossing-over) ] © 

tetrad 



一 一 一 

tetrad analysis 

os 

strand double crossing over);NPD 傈 

由 於 A 及 也 问 四 股 中 发 生 两 个 交换 [在 连 镇 的 

车 基因 (markers) 中 。 过 种 四 分 子 很 稀少 ]; - 

TT HRA 及 B 间 有 一 个 单 交 换 (single 
crossover) 或 由 於 一 个 三 股 双 交换 (three 

-strand double cross overs) 所 产生 。 

利用 四 分 子 分 析 :(tetrad analysis) 可 

决定 两 个 标 共 基因 (markers) 是 否 速 锁 (lin - 

kage) ， LA BARR» NPD 之 发 生 较 其 

他 两 种 四 分 子 型 式 坑 稀少 ， 如 二 标 蒜 基因 不 

连 镇 ， 则 NPD 及 PD 的 数目 应 相等 。 因 两 种 

型 式 均 源 於 染 色 体 的 省 机 分 配 (assortment 

) 。 [ 如 宗 恋 基因 问 无 连锁 现象 , TT 保 
HA RE? H (centromere) HRB 与 其 

中 和 节 发 生 交 换 作 用 所 产生 ] ARB 问 的 重 
组 频率 (recombination frequency) ff 

($TTINPD ) 被 四 分 子 的 煽 数 来 除 。 
2 顺序 排列 四 分 子 “〈 ordered tetrads ) : 

BD Be Hy MAES. OBE - 
AR DD BBE BX o ar HT NAPE BEI 

分 子 ， 可 测 知 不 同 基因 间或 基因 及 其 中 和 节 间 

的 重组 频率 。 根 据 每 一 对 基因 ， 可 将 四 分 子 
分 类 和 垮 PD,TT, 及 NPD，, 而 双 股 (two-str- 

and) ， 三 股 (three-strand) 及 四 股 (four 

-strand) 况 交换 (double crossing over) 

均 可 分 辩 。 

四 分 子 分 析 : 一 个 生物 ， 具 

有 普通 细胞 学 可 以 观察 的 染色 和 体 (chromo- 
some) [ @.R#+ 4 (eukaryotes)]， 以 

RBH RKP (meiosis), HARB 

FED -BREGRHED BRAT F 
分 析 。 KEES, — {il HZ (nucleus) 

RROD REA UBED | 或 其 衍生 物 
(derivatives)] 均 聚集 在 一 起 上 一 四 分 子 

(tetrad) ] ， 四 分 子 分 析 可 以 在 过 种 生物 中 
进行 。 

tetrad segregation types § = 04} 4} RRB xt : 
iB (bivalent) 中 的 一 条 染色 体 具 

有 基因 A 及 B ， 其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 - 

gous) 具有 基因 a 及 b， 染色 分 体 (chroma- 

tid) “有 三 种 分 隆 型 式 : AB ，AB， ab， 
ab » 26S #484! (parental ditype) ; 

AB» Ab» aB»> ab RPRMRBATBER 

$44) (recombination)» HMBARBRS 

3% (tetratype): Ab» Ab» a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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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mer 

tetrasomic 

SHRGPSR RED, BRED 
(nonparental ditype), 

nits) BRAT RB HE o 
tetraploid PUfE#8L Nemec » 1910]: Aik 

$4%4% (autoploid) Ri $ 42M (allop - 

loid)7 Mil (ceHs) {A (tissues) 或 个 体 

(individuals) ， 其 租 胞 权 具 有 四 和 组 染色 体 
(chromosomes) ®$[LL4x #a]. 

四 染 体 [ Blakeslee » 1921): 

多 洒 体 (polysomic) ZA if» Mma Hie: 
某 一 染色 体 出 现 四 次 ( 蔽 正常 出 现 次 数 增加 

二 次 ) ， 但 其 余 染 色 体 则 似 正 常 之 二 信和 体 
(diploid) [ 二 染 体 生物 (disomic) ] ， 每 

一 染色 体 则 仅 出 现 二 次 。 四 染 体 之 染色 体 数 以 
“2n+2 "Ra7Xo BABA HERR = a 
[ (trisomic)» (2n+1)] 间 之 互 交 (inter- 

crossing) 或 自 交 (selfing) 。 在 上 述 交 

配 中 ， 四 染 体 出 现 之 频率 ， 由 父系 及 母系 三 

染 体 内 极 外 染色 体 (extrachromosome) 之 

(SS RABRA RE BYRD h— RAR 

产生 。 

三 染 体 之 表 型 (phenotype) ， 在 相关 之 

四 染 体 中 更 能 加 强 表 加， 但 其 生存 能 力 则 大 

大 减低 。 
四 染 体 遗 信 ( tetrasomic inheritance) : 

Pa tS FF] — BAR (linkage group) 之 出 
现 四 次 而 非 二 次 ， 其 遗传 现象 也 有 一 特殊 型 
> FFA RE A (segregation ratio) 傈 
由 四 个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 
-somes) 在 溅 数 分 裂 时 二 比 二 分 配 记得 来 ， 

如 四 染 体 之 基因 型 (genotype) 仿 AAaa， 理 
论 上 之 比例 应 如 下 : 

laa 4Aaaa 

MA Ha B5ZBL (dominant) » 

表 型 之 分 隧 比 (segregation ratio) EF 

35A : la [ORR S 4 (autoploid) ] 。 

FARR ARASH (compensating | 
nullisome tetrasome combinations) : 

AARROE (allotetraploid) lLORAR 

$4%%# (alloploid) ] 之 核 型 (Karyotype) ， 

其 中 一 对 染色 体 的 缺失 上 之 缺 对 条 (null - 

四 合体 : Hae RR (subu- 

SAS ete Screg te 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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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ic) ] 被 另 一 染色 体 之 四 体 (tetra - 

somi) 交 乎 完全 补 俩 ， 此 显示 在 观察 中 之 二 
对 染色 体内 ， 有 相当 程度 的 同 源 性 (homo - 

logy) 。 在 部 份 恰 源 多 倍 体 (segmented 

allopolyploids) 之 染色 体 租 分 析 (genome 

analysis) 中 ， 缺 对 四 染 体 分 析 坊 一 有 力 
的 工具 。 

tetraspore u4fay7l Renner.» 1916]: 

只 生殖 细胞 (germ cell) 。 

tetravalent (UR: = 1K Ht (quadrava- 

lent) 。 . 

Tfactor TAS: =*#KAF (elongation 

factor) 44 # + (transfer factor), 

T group (of coli phage) * iR+=RaReRRAAAIT HA: 

. KBRR(Echerichia coli) RBH T > 

WT.» Ty SRT — BRR (T- 
even phages)oT; » Ts， 称 T- 奇 

Bros BRS (T-odd phages) 。 

Thallophyta 药 状 植物 :植物 亚 界 (subking- 

dom) 之 一 ,含有 最 原始 形式 的 单 绷 胞 及 多 条 
胞 植物 [ 藻类 (algal) RMA (fungi) ] fos 

界 内 之 植物 均 具 葬 状 体 (thallus) 是 其 特 签 。 

thallus 。 莱 状 体 : 植物 体 之 一 种 ,不 具 根 、 芭 、 
ZA tbo | 

theletoky jegibitt+ 56: = thelytoky : > 

旱 性 生殖 (parthenogenesis) 。 

thelygenous Mit: 所 生 后 代 完 全 或 大 邵 

Fw: PAULI 2 AE HEA (ache - 
nogenous) o . 

theory of pangenesis 972 FRH > 
- thermal denaturation #4MMt : wt (dena- 

turation). 

~ thermal recovery SRM: 473% tk WL (liquid 
-holding recovery) 。 

喜 热 性 : BAH. WAM RE 
45° ~ 65 C 之 高 漫 下 生长 ( 在 发 醇 堆 肥 及 温 

泉 中 可 以 找到 ) 。 

thiamine 硫 胺 秦 : MEE RB , (vitamin By) 

可 防止 脚气 病 (beriberi)。 其 化 学 结构 式 如 下 : 
NH, aii | 

4 化 
N C-CH,-N | 
L | +e 二 

CH,—C C—H H 
MY 

three-point cross 

thymidine kinase 

thirty-seven percent survival dose 37% 之 存 3 

Ee : HM, BMBM (number — 

of hits) 与 标的 数目 (number of targets) 

相等 。 [co 标的 学 说 (target theory)]。 

Thomas circle Thomas 环 [ Schachat and 

Hogness » 1973 ]: ## ARE (eukary- 

otic) # eH (chromosome) ze DNA 

断 片 上 , FARR BB (exonuclease) MB» 

能 形成 环形 构造 。Thomas R7UK> Bik 

2 SiH LMR DNA (repetitious DNA) - 

BFF HH 582 ERR o ; 
three-factor crosses =A TRA: 交配 试验 考 

上 处 三 个 不 同 的 遗传 标 就 基因 (markers) 例如 
a*b+c:*xabc。 

三 点 交配 : 一 连 捉 交配 ， 目 
的 在 利用 交换 作用 (crossing over) 的 资料 

以 决定 三 个 非 等 位 (non allelic) BRAAA 

的 顺序 。 

threonine #< ARBRE: REAM (amino acid) 。 

threshold character #@#B1E1iK [Dempster 

and Lerner» 1950 ] : 此 一 名 称 傈 指 表 
型 性 状 (characters)， RAM Hi (segre- 

gating distribution) FRA LAER 

(discontinuous) ， 但 其 遗传 则 属於 多 基因 

式 (multigenic) » RARBMRBAR KE 

(quantitative) 性状 相 同 ， 3266 “ RBH 
4a” (quasicontinuous characters).[Gr- 

iineberg» 1952 ] (7M RK 
“ #0 Hey ME” (threshold effects) ， 某 一 

HEIRESS “ BH”) He 
SLA] MHERCABESRAME- HMEK 

Fy) ED ER ASTRA ZA DS iB (pheno- 

typic classes) » MMO RAMASRA NY 
称 坑 ”全 有 或 全 无 性 状 "(all-or -none cha- 
racters)o 

threshold dose 40 RASEMUEE: (ER 
量 时 ， 不 能 产生 可 以 测 得 的 效果 。 

thrombin mis. 

thrombocyte ”血小板 。 

Thylakoid ”色素 质 体 [ Menke» 1961 ] : 

号 质 届 (plaslid) 。 

thymidine RR: 网 腺 辽 辽 的 去 所 楼 苷 
(deoxyriboside). 

thymidine fmignearesZe- 

thymidine kinase 。 胸 由 核 苷 活化 酶 : 此 一 酵 



thymidylate kinase 

OE AEE LIRR LIK 

Hea Ap EF ES BRE (thymidine monophosp - 

hate) , 

thymidylate kinase FaRRIK IB S1 caw: 此、 
— RES (EK AAR EB RRR (thymidine 

monophosphate) 之 作用 ， 以 形成 胸腺 核 苷 

二 磷酸 (thymidine diphosphate) 及 使 胸腺 

GA BBE ie Re he RRA thy midine 
triphosphate) oo 

thymidylic acid ”胸腺 核 苷 酸 。 

thymine MERRIE : DNASAS— ee 
(pyrimidine). 

O 
il 

天 

oe 6 SC—CH; 
| 

O=C2 4C—H 
x 3 Nv 

H 

thymine dimer fgiRigte — Se: 非常 重要 的 

— {Ei RE» DRED AG ABR ODN A fF FB > ZE FR) 
— fi SE HBS (single polynucleotide 

chain) 内 ， 相 郑 的 胸腺 喀 院 之 问 相互 联 千 ， 
此 种 胸腺 喀 喧 二 合体 阻止 未 来 的 DN ARB 。 

O 

i 
a 0 

thymineless death ”胸腺 喀 啶 缺失 死亡 L Co - 

hen and Barner» 1954 ]: 在 细菌 营养 

5h (2%) (auxotrophic) 中 ， 须 胸腺 喀 喧 (tb- 

ymine-requiring) 菌株 ， 经 过 一 段 胸腺 喧 

院 缺 失 时 间 和 人 后， 不 能 再 增殖 。 胸 腺 喀 喧 缺失 

死亡 可 能 源 於 两 个 过 程 : 
L 由 於 胸腺 喀 院 的 缺失 ， 及 相 接 而 来 的 

FR Dn ehh AM Be (induction) 一 个 

#38 A (episo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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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g PRI Mae RAKE Be ie BEE > 35S 

SER Slain RRR A. FER Mee Re 

情况 下 , DNAS Sk, RRNA (mes- 
senger RNA) 合 成 的 减退 ， 转 化 (trans- 

forming) DNA 能 力 的 囊 失 ， 从 胸腺 喀 啶 缺 

失 稻 胞 中 抽取 DNA 发 生 困 交 ， 以 及 从 胸腺 喀 
ERNIE HAR ARD NA » SCS /RERNAR GBS ( 
RNA poly merase) 的 能 力 减 退 。 最 后 一 个 作 

FAR] REE UA Eg PR RAP HEE 

一 种 在 高 漫 下 稳定 的 物质 ， 此 物质 与 DNA 结 
合 ， 因 而 使 DNA 成 坑 聚 合 酶 模版 (template) 

的 能 力 减 退 。 

thymus 胸腺: 上 胸 邵 淋巴 了 (lymphoid 

gland) 的 一 种 ， 在 幼小 动物 中 最 坊 明 昌 ， 

T Al Hel Ze Bi Be PK EVER © 

thyroxin ”甲状 腺 素 : 甲状 腺 的 激素 (hor - 

mone) ， 是 一 个 含 碘 的 胺 基 酸 。 其 化 学 辕 构 
式 如 下 。 

tight junction ”紧密 连 合 [ Farquhar and 

Palade» 1963 ] : Se Be LK 

(epithelia) AAR A KR Mi fa(endothelia) 的 

似 带 状 区 域 (beltlike region) 。 [ = 关闭 

fi(zona occludens)] ， 相 郑 和 区 胞 非常 紧密 

的 站 列 ， 使 它们 间 的 和 胞 间隙 可 能 受 狙 胞 膜 

(cell membrans 玫 外 面 小 华 之 融合 而 造成 

完全 或 不 完全 的 关 并 ? REBAR BA G 

PERS = BRR. (BREA aI (cell lu- 

men) Sa HARA BR (intercellular space) 

Zin) SoSH hi aM BARA 

(solute) FS HRBE HEIR. HN, RE 

A] BEA HE Fe AGT] PAE (adhesion) #H 

Bt | > Bik} (synaptic junction)]. 

tiller 82: RAPHDMRAMH HH ol 
芽 。 

timber line “树木 界限 : MEH. RE 

他 各 度 之 农 高 地 区 ， 超 越 此 线 以 上 榭 木 不 再 

生长 。 
time-lapse microcinematography 。” 缩 时 显 微 志 

影 照 像 术 : “利用 电影 照 像 机 及 位 差 是 微 钥 
(phase contrast) 坑 生活 胃 胞 摄影 的 一 种 技 

H H 
NH, Geto” ¢ Hee 

feo PON CH 工人 Popes « ihe C 一 OH 
| 3 Flere Angie 
CosH teria aa 

I I 甲状 腺 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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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FE FE OGRE fe) Ze Ba 如 每 隔 一 分 锰 

照 一 格 底片 ， 然 后 以 较 快 速度 放 影 ， 如 每 秒 

- 鳃 24 格 ， 在 此 情形 下 ， 鹏 知 进 行 时 间 较 摄影 

Rete 1500 从， 

ARE RR 

tissue #8: MME HM wz (inter- 

cellular substance) 联结 在 一 起 的 一 群 租 

i Bh ARE :表皮 租 积 (epi- 

thelial) ， 千 弥 租 径 (connective)， 肌肉 

fA (muscle) Kit MB (nervous)o 

tie H (tissue culture) 保 指 在 试管 (in . 

vitro) 中 稚 持 (maintenance) RAF ( 

growth) HMM WiREK TF tt (differen- 

tiation) 以 保存 (preservation 其 结构 (ar- 

chitecture)-  ( % ) IG (function).o 
细胞 培养 (cell culture) +h, MAAN HA 
KER» 只 是 在 试管 中 生长 细胞 > RAMs 

(single cells) 之 培养 亦 包含 在 内 。 
tissue culture ”组织 培 养 : 高 等 生物 细胞 在 体 

(in vitro) HERR, lO mete 

(cell hybridization) ] 。 

tissue immunity ”和 组织 免疫 性 。 

Tlymphocytes 7 gna: 小 形 的 淋巴 和 
胞 ， 具 有 表面 0 抗原 ( surface O antigen) 

蔚 控制 由 守 胞 产生 的 多 疫 反 Fe- 

| sponses) 。 

Tm BRIBE‘ ORRERE Cae iting tem - 

perature) o 

tokozygote 原 接合 子 [ Renner » 1916]: 

RABY ( SKM» Thallophyta) 

之 合子 (zygote) LEIBHSE— HAA MI 

( gonotokont)l = #EIR AF (gonotokozy - 

gote)) 阔 产 生 单 合体 (haploid) -生殖 细胞 

【germ cells) [性 原 孢 子 (gonospores)] 

或 营养 细胞 (vegetative cells) [ HR MHF 

(gonocyte) ] 。 

toluidine blue ”刚性 甲 茶 胺 蓝 ”: 组 胞 化 学 

(cytochemistry) 中 所 用 的 一 乔 染 料 。 

C 8 4 / 
H,C H C—N—C C;—-CH. 

aS BEE | 
on a ved) co C—NHe 

H3C C SC] 
H H 

tonoplast Whale » AIBA AH Lde Vries, 

RH SA AB Pate TT A 

_ tradescantia 

transcription 

1885 ] : BB zw (unit membrane) 的 

—fai, Ha %f xe (plasmamembrane) [ 细胞 

膜 (cell membrane) |] *+#%—®> Bii® 

细胞 中 流 泡 (vacuole) Ba jal HAPs Bey wR 

— fi 272 3 We HOA BAH) (permeability) 

Ki Bik 
torsion pairing ”扭曲 配对 [ Darlington» 

1935 ]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前 期 (first 

meiotic prophase) 时 ， 染 色 体 非 同 源 节 段 

(nonhomologous segments) fu]» MAAR 

f (non specific) AAC ALO Ae MAH 

(chromosome pairing) | > iiHh&cH. 7% 

产生 交换 作用 (crossing-ovezr) 或 交叉 现象 

(chiasma formation) ° 
totipotency ”全 能 性 : aE EREP SAS 

分 化 成 坑 个 体 的 特性 。 

touch-and-go pairing fBAEACHY | Wilson» 

1925 ] : ©#*4#@A (Hemiptera) Bat, 

& &242 3] (heterogametic sex) {AHS ， 

ERORR AGB (second meiotic divi- 

sion) Rp » 染色 体 有 短 草 且 高 度 专 有 性 
(highly specific) 端 点 对 端点 (end -to -end) 

的 结合 [ 特别 在 性 荣 色 体 (sex chromo- 

some) fj ] « 

toxin 1 毒素。 

trabant @iZf@ ; 随 体 : = 了 术 旺 体 (satellite) 

SSE: RRS: Bias 
HARPER RRM Biiw- 其 ”0 2 

无 性 繁 苑 系 "(clone 02) ，， 在 放射 遗传 研 
A» LBA 

trait 性状 : =t44k (character) 。 

trans-configuration fyst#gel l Haldane ; 

1942 J: Dh X44 (cis-configuration)>o 

transcriptase #§$3Aigl S piegleman and 

Hayashi» 1963 ]5 一 个 依据 DNA 的 , 

RNA 聚合 酶 (polymerase) o FEMI 
(genetic transcription) 过 程 中 ,对 RNA 

合成 有 催化 作用 的 酵素 。 结合 产生 的 RNA， 

然 论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 核 酶 

#2 RNA (ribosomal RNA) Beis RNA 

(transfer RNA) , FARRAR R5 [HH (pri- 

mer) Lo>aim (template) } fy DNA 问 ， 

*&% HABMBFE (nucleotide sequence) 有 互补 

(complementary) 现象 。 

transcription $$i3a{FAAL Hayashi, aa 



transcriptional control 

shiand Spiegelman,» 1964]: Dit 

4% #4 9 (genetic transcription) '; a> 

(operon) 。 

transcriptional control #§$3}?4i : 一 种 蛋白 

质 合 成 的 调节 作用 [ Oma (genetic 

] ， 东 作用 在 ”着 伟 转 绿 

(genetic transcription) ZERMELOR 

传 圭 译 (genetic translation) ] 。 人 允许 

RNA 之 合成 求生 於 和 遗 传 信息 被 导 择 的 基因 

座 上 ， 而 且 可 能 垮 负 或 正 的 。 

1， 负 转 朱 控制 ( negative transcriptional 
control) = sR ee H]4y (re- 

-ptessor) 分 子 而 关闭 ， 

(operator) 结合 , WAIL RNA RAAB 

” 操 构 基因。 SA 
2 正 转 多 控制 (positive transcriptional 

control ) : 遗传 转 销 受 一 个 正 控制 基 

因 (controller) 而 开放 ， 它 可 能 及 可 能 不 是 

—i&AB LO o BF (sigma factor) ] ， 

ULRARB RIMGIE A(repression)z BK o 

— BESET NS es eR ARARNA 
RISKS HRBM MAH» HAMS RNA R 

ABZ ABS VM RPA x 

所 控制 。 

KREBtDD BABRARBADS 

作用 的 发 生 ， 能 受 下 列 的 不 活性 作用 : 1 

些 生 物 的 整个 染色 体 租 ; 2 Ree 
染色 体 (sex chromosome) ; 3 4-20 Fx 

regulation) 

£4 WBA HB HB K (heterochromatic) 区 

Al4 > MREM (polyténe chromosome) 

ZAR (band). ° 
transcription bubble 9933/8 : ZEA 1-48 R t+ 

Ml (genetic transcription) %, DNA # 

BRR PRB RO> RI eR 

的 DNA-RNA ##§(hybrid) fF DNA @ 

> chy (intermediate) . CM RBM 

进行 时 ， RNA 链 被 重新 车 合 的 二 个 DNA 

MHRA DNA 鳃 阁 炙 的 取代 ， 再 重新 形成 

双重 螺旋 (double helix)。 

transcription error 3237098 : RB BER 
BS SER Oh 198 & (genetic transcrip- 

tion 门 。 假 如 转 儿 错 慰 发 生 在 一 个 典型 构造 

#% WA (structural gene) 之 转 多 时 ， 所 有 由 

mRNA 转 绎 之 多 胜 肽 均 将 是 错 锣 的 。 假 如 
m RNA 之 出 量 (output) 委 高 或 受 回 筷 控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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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ating protein) 

而 与 一 个 RARER . 

则 此 特定 之 错 名 将 不 会 很 马 重 。 假 如 转 销 有 
关 之 基 因 是 决定 粗 胞 之 功用 ,基因 之 下 RNA 
出 量 坟 固定 时 ， 每 一 徊 胞 循环 只 有 一 个 抄本 
(copy)» H@RBRHR RMB > Rwy 
SH CRS HRB 2— ERD 
BH ZRRHE LS VSHBAWRADA> 

PEN] BIN BOR RH BE 
transcription factor 转录 因子 : 一 群 控制 遗传 
$4.68 He FA genetic transcription) 之 任何 因 

FiO 代谢 活性 蛋白 轩 (catabolite 
psi 因 子 (Psi 

; M 因 子 (M factorj ; da 因子 

(sigma factor) ] © 

factor) 

transcription mapping et | [ Bleyman 

and Woese» 1969 ] :一 个 和 遗传 图 之 技 

了 本， 能 区 许可 绕 子 (operon) 内 之 基因 和 与 需 
DNA 之 RNA#@m% (RNA polymorase) 

@XK2M> UPFRMRZTA. ORB 

RER-ZRAEMRAR ZS MIRE ( 

transcription)» MUOREERREBILA 

ZAPF e RAZ RBLESR AAR 

AEALRBECRR CRE RNA RA 

BZ BSE MARE ch PFU SER: 

1 SIE RAB SMH (reading), 2H 

PIM BEAT BRAT HBA RARER 

出 ， 3 发 生 重新 开始 转 缘 作用 被 干涉 前 ， $i 

秦 了 聚合 酶 所 需 之 基因 。 

圭 儿 作用 轿 与 典型 的 和 遗传 图 是 互 储 直 和 线 

(co-linear) “和 互 念 测量 的 (co-metric) 

[MRM (replication mapping): 2% 

复式 图 (heteroduplex mapping) ] 。 

transcriptive intermediate a SS) chRA4y 
[Dortner and Kingsbury» 1972 ] : 

& RNA 病毒 感染 徊 胞 ， 一 个 RNA RSH 
与 复 锚 的 中 间 物 (replicative intermedi- 

ate) 具有 相似 特征 。 转 多 之 中 间 物 具有 活性 

KRAAEREAS ER, BRACERRE 

有 实际 的 单 股 构造 。 转 儿 中 间 物 是 一 种 特定 

之 病毒 ， 东 不 存在 蕉 未 感染 之 和 胞 内 。. 

frans-derepression “” 反 去 抑制 作用 [Becrd 

and Echols» 1968 ]: 某 些 和 菌 之 操 绕 

子 (operons) ， 受 某 些 噬菌体 感染 的 去 抑制 

作用 , 反 去 抑制 作用 与 转 导 逃避 之 合成 (traps- 

duction escape synthesis) #MR, fk 

aS mk I PRS Mi eH)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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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repressor) ZER, WREEMAD 

BRERAA DNA 之 专 一 操 徐 了 于 上 。 
transdetermination FRAG (ER [ Hadom» 

1966 ] : MiREU KEBABS che 
其 发 育 涂 径 及 在 某 些 情 况 F 发 育成 一 个 十 分 

不 同 构造 的 过 程 。 在 一 特定 方向 中 ， 任 何 已 
说 明之 决定 作用 (determination) 存 有 一 个 

题 明 反 决 定 作 用 之 可 能 性 或 频率 。 反 决定 作 
用 是 基 於 新 基因 租 的 活性 作用 。 

transdifferentiation ” 转 分 化 作用 : 一 个 逢 胞 

从 一 种 分 化 状 龙 转 构 成 另 一 种 分 化 状态 。 
[ > sank ux, (cytodifferentiation) ] 。 

transduction ” 转 半 作用 [ Zinder and 

Lederberg» 1952 ]: 温和 人 性 (temper - 

ate) 或 毒性 (virulent) & @ M(bacterio- 

phage) 将 遗传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tt—(A ml RE (donor) ] SiRF 5—B 

Mim l SH (recipient) ] bAfEFR> BB 

转 遵 。 因 入 一 个 噬菌体 颗粒 (pha ge parti- 

cle) BJ LARA DNA PRE SR Meme 

{8A (genetic material) ， 其 数量 少 

於 1 多 的 棚 菌 染色 体 。 浊 种 被 转移 的 遗传 物 

质 称 篇 一 个 外 基因 子 (exogenote) 或 部 分 基 
因子 (merogenote) 。 转 遵 作用 与 转化 作用 
(transformation) 相似 ， 可 用 於 和 遗传 图 微 

REZ ST (BAR HE RL Dr AEE 
EWM (genome) 。 

4“ SSCS ASE” (complete 
or recombinative transduction) 中 ， 

和 给 体 的 染色 体 节 段 (segment) » 烃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MRSA 

完整 的 一 部 份 ， 受 体 的 基因 型 (genotype) 也 

因此 改 枝 ， 此 一 新 的 稳定 基因 型 可 传 亲 到 所 

有 子 代 和 罗 胞 之 中 。 在 “失败 转 亲 作用 (a- 

bortive transduction) “中 [ Stocker ， 
Zinder» and Lederberg» 1953 ] ， 

FHS BR BEAT AFG DNA 片段 (fragment) 

BiEA QE MRA > A Oh RHA REM. 

TECTRTG P > ihe Fr BAS (RGR FE SB A Bt 

PRR BBA (unilinear), ASM 
胞 的 两 个 粗 胞 中 ， 仅 有 一 个 子 和 细胞 会 得 到 答 

体 的 片段 DNA， 因 此 产生 半 繁 殖 系 (semi - 
clone) 。 和 失败 及 完整 于 遵 作 用 发 生 的 比例 
3#10:1. . 

CHHEST RAY, —FHRRE 

transduction 

转 亲 基因 (transduced genes) 与 稻 菌 染色 

HS (a) a AE BR EB OS A OL 完整 转 间 作用 

(complete transduction) J : 

L — AER EI — tt oe 
( generalized or nonspecific transduction ) : 

FE] AH AEA SSR] OA ee ae BRE (trans - 

ducing phage) RM @A—(BiS 6M A> 

( PRBAKRSRA MRM 10S ~ 

107" ) 。 SERA Dm A Mie BME AT Be A Se 

fae (virulent phages) 7 MR A(lytic 

infection) FF ; UD RMRBR+ KR MRK 

RRR (lysogenic strain) 落 发 作用 (in - 

duction) 之 人 后。 在 一 般 性 辕 遵 作用 中 ， 多 数 

转 尊 体 (transductant) 均 属於 非 落 源 菌 系 

( non-lysogenic ) JIM Re BH 

(tranducing particle) 中 , 病毒 DNA WE 

RHREAM RG. FREES Eee 

fA #$BBRAUCKH KER MR 

基因 群 中 的 同 源 基 因 (nomologous) 。 

2 限制 ， 特 化 ， 或 特殊 转 半 作用 
(restricted. specialized or special transduc - 

tion) : RR “whee ” (prophage) 

Seif RAM. oe 40+ BA (temper - 

atephage) .颗粒 之 DNA RRABKA 

(bacterial chromosome) #—fL BHF - 

粗 菌 基因 之 加 大 及 转 尊 , 仅 局 限 於 某 些 基因 ， 

BARR RGR (specific site) ， 

以 供 噬菌体 原 (prophage) DNA SR IBAIA 

(donor cell) M#RMAAZHA- MREAS 

BHR SE + TR AR (ly sogenic bacteria) 

KER BVEFA (induction) 之 后， 如 傈 限制 转 
遵 作用 (restricted transduction)» } A 

BR CMRORA RH (lysogenic) FF |i 
5 A On A AGE AA EA (genome) , 

BRE ABH BEB 19 “ 48-48” (diploid). 
， 共 同 转 导 作用 (cotransduction) =: 在 -一 

RABE AD Lee EA 

(marker gene) MM. BmitT eo; 4 
FORE BRS > AB A RAB Ba! hE 

6 KARR ZA) WRe RRB 

(closely linked) 2 ZEW GhiGHE SA 2H 

菌 中 。 由 和 烟 菌 染色 体 上 两 个 遗传 标 诗 基 天 

(genetic markers) RH i BHAA 

(relative frequency) ， 可 以 计算 此 二 标 

at ABA Hit HK (linkage) fio H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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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 一 成 不 故 的 在 同一 个 转 遵 并 菌 (trans- 

duction bacterium) 上 上 ， 此 项 紧密 连锁 标 

ZEA 8 --#E (transductional seg - 

regation) » RMaReaEH¢ (zene- 

tic recombination) SHH. AA 

BBA SERRA AT ERLE MRE 

因 和 组 (genome) #B—-H- S—-#HEAH 

加 入 ， BB (it RA (crossover): Be 

体 基 因 租 中 两 个 紧密 过 镇 的 标 弯 基因 ， 加 入 
受 体 细胞 的 同一 重 租 体 之 基因 租 (recom - 

binant genome) 中 ， 此 一 过 程 ， 只 有 当 两 个 

交换 作用 ， 都 不 在 二 标 蓄 基因 之 问 时 ， 才 能 
发 生 。 党 标 巷 基因 间距 熟 坎 加 时 ， 二 交换 作 

用 之 一 ， 在 二 标 蒜 基因 问 发 生 的 机 会 也 随 之 

ELA REM MBE AA AR, RR 

ABA EB (genetic sites) HR 
3238 (map distance)， 因 此 共同 转 遵 作用 ， 

可 以 供应 资料 以 决定 小 段 和 细菌 染 色 体 之 微 和 

”和 车 攀 (fine structure) FR (map) 。 

一 般 性 转 尊 (generalized transduction ) 

F698 (donor) PMB HEM BD Ba) RRB 
fe 7 A S88 (recipient )#A 

TMM localized transduction ): 

RACBLEBHK EM URE. 
transduction escape synthesis MVS AK: 

sbi Sn (escape synthesis)o 

transfection 转移 感染 1 Foldes and Tra- 

utner» 196A ] + G0 ijR HS (virus) 中 

> BRE (nucleicacid) ARMM 

E+tReHRSAE BBKZRRAREE 

(Bie A (transformation) 的 简化 模式 。 

| 远 转 化 作用 后 克 菌 无 性 繁殖 系 (bacterial 

.clone)Z 4 38 PB + B A (recombina- 

tion) 及 其 他 事件 ， 此 等 事件 不 一 定 会 在 转 

移 感染 作用 中 发 生 ] 。 转移 感染 及 转化 作用 

间 ， 三 者 的 动力 很 相似 ， 二 者 了 攀 起 始 步 胁 完 
全 一 样 ,每 个 转移 感染 系统 均 各 有 性 状 特征 。 

一 般 言 之 ， 病 毒 极 酸 的 感染 效率 都 很 低 。 

transferase “转移 酶 : 除 GTP 与 胶 酶 基 t- 
RNA (aminoacyl-t RNA) > BHA 

物 极 醚 上 多 胜 肤 链 延 长 作用 所 需要 之 任何 可 

溢 性 蛋白 质 [ 胺 梧 基 转移 酶 ] 。 

Ha ( transferase I ) RARE 

Beara sZRME tRNA ( 

aminoacyl -~ tRNA ) 和 糙 个 因子 。 假 如 
胜 肽 基 tRNA ( peptidyl -t RNA) 出 

现 於 核 酶 体 胜 肽 位 置 上 ， 和 与 术 酷 体 联 合 之 胜 

肽 基 转 移 酶 的 作用 ， 将 可 在 胜 肽 基 t RNA 
Rem tRNA 之 问 形 成 胜 肤 键 。 转 移 酶 

lems EBB Eft Fo 

sg Mel] ( transferase 工 上 在 哺乳 动 

物 核 酷 体 上 ， 将 胜 肤 基 t RNA HERVE 
(acceptor site) Bi®FI RAZ (donor 

site) 所 必需 之 酵素 , 此 酵素 之 活性 受 GDP 
与 完整 的 硫 氨 基 (sulfhydryl) 所 决定 。 首先 

ESB BRIR GTP 问 形 成 一 复合 物 {[ 即使 
ERD GBS RE 1. BAMCHEAY 

Tt AE LL, RAR KBAR 

还 原 性 硫 氨 基 。 东 在 接受 者 位 转 上 发 生 。 
transfer DNA 运转 DNA :在 DNA 内 , 指 道 运 圭 
RNA(transfer RNA) 之 任何 作用 子 (cistron)。 

transfer element ”运转 因子 : 字 性 别 因子 ( sex 

factor ) 。 <i? > 

transfer enzyme “运转 酵素 [ Conway and 

Lipman» 1964 | : GREE (ribosome) 

> ARR RNA (ERNA) 转移 
BG RAS + EEA BER 

transfer factor ”运转 因子 [ Nathans and 

Lipman,» 1962]: | =#&WF(elon- 

gation factor); 2= Tk #1] F (sex factor). 

transferin BMEA 。 

transfer-proficient 2389) [ Achtman et 
al.» 1971) ‘#8 9] B+F(sex factor) Zz 

A RM@ia ( HAtra’), CEMRCROHEA 
(conjugation) 时， (EBA Honor), 

transfer RNA “运转 RNA [ Hoagland » 

Zamecnik and Siephensen» 1957 J : 

53 — FE BL ew MR (ribonucleic 

acid) hij}—(i. LB BeSREB RNA 
(amino-acid acceptor RNA) » @MERNA 

(adaptor RNA) » ®J#%# RNA (soluble 

RNA) » f§®%HtRNA 及 s RNA o 每 个 
tRNA 的 分 子 量 (molecular weight) @ - 

#3 25000 ， 沉 降 常 数 (sedimentation con- 
stant) 4s » tRNA {SM@i@ RNA@ 

量 的 10 ~ 15 %,， tRNA. #£EAR (pro- 
tein) 生物 合成 (biosynthesis) 过 程 中 所 担 

任 的 角色 ， 包 含 接受 独特 的 胺 基 酸 (speGif - 

icaminoacids)» #RRMER - t RNA (a- 



transfer RNA 

minoacyl - t RNA) 连 烙 到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 MBH (ribosome) 

ZRE (complex) k> RE KRERRK 

到 延长 中 的 多 胜 肽 链 (polypeptide chain) 
[2 ($484 (genetic translation)] 。 

每 个 tRNA 分 子 与 一 个 独特 的 腕 基 酸 形成 

共 价 (covalent) 烙 合 ， 至 少 可 以 和 一 个 m 

RNA 9 HR=AME (nucleotide trip - 

let) [OFF (codon) ] FF RMR (hy - 
dogen bond) o RYH 20% tRNA >» 

个 腕 基 酸 各 有 一 个 t RNA ; BSAH64 
tRNA ，64 坑 四 个 氨基 所 形成 字 码 子 的 想 

数 。 但 tRNA 的 正确 数目 则 由 各 胺 基 琶 之 

同 义 字 (synonym) BARE WARE hae 
字 码 (genetic code) 简 任 (degeneraryj 程 度 

之 高 低 所 决定 。 现 有 性 据 厌 示 每 一 生物 个 体 

所 具有 tRNA ZR RHRSRATK 

$F F(meaningful codons) Ff RAK BS: 

@#& (redundant) t RNAZ REMLEX: 

同一 腕 基 酸 可 能 具有 两 种 t RNA KRRA 
一 个 字 码 子 。 在 tRNA 阶层 上 具有 局 余 性 
(redundancy)， 其 生物 和 闵 何 在 仍 不 明晰 。 

Bh tRNA 可 能 有 保 芒 作用 以 抵 祭 突 释 ( 

mutation ) 3 4 , Att Fy A PR BAGS: RNA 
(suppressor t RNA)HBUR(OREAR 

£2.38 4 (nonsense suppressor)] © 

tRNA 之 合成 须 依 据 DNA (DNA - 

dependent)if7 #4 DNA 之 RNA 聚合 

Bs (RNA polymerase) ， 使 基因 和 组 ( ge - 

nome) #4% (transcription) 之 同时 ，t - 

RNA 分 子 与 染色 体 某 些 特定 区 域 的 DNA 问 ， 
可 形成 DNA-t RNA #48 (hybrids) » 

tRNA @#2RRRER RE DNA 超 
BH0.02~ 0.04% ， 可 能 每 个 tRNA 

BAA— BRRH DNABR. | 

7 4 ths t RNA D> KHA 

AARBOT ER. ZA—(WR ES (nucle - 
otide) FAS (single chain)» 275% 80/8 

BHR, MBHolley et al. (1965) > & 

ff (saccharomyceg RR AME -t RNA 

(alanyl -t RNA) 的 一 级 结构 (primary 
structure) 具有 77 个 极 苷 本 成 一 绿 状 顺序 

‘(linear sequence)， 此 一 分 子 的 一 端 ， 游 

MER 5’ - BM & (phosphate group): 
附着 在 一 个 末端 (terminal) BR HR(cu- 

anylic acid) 7 (residue) 上 。 另 一 端 

则 携带 腕 基 酸 。 通 常 最 后 末 个 极 苷 酸 的 顺序 

篇 :一 … CCA : & tRNA 链 愉 其 合成 位 置 

MR» - CCA MARBMER- t RNA 
分 子 其 余 极 苷 酸 顺 序 的 全 邵 或 少 和 部 份 ， 因 各 

胺 基 酸 所 专 有 tRNA 之 不 同 而 各 办 ， 与 极 
#2 RNA (ribosomal RNA) —#> tRNA 

WRABKEH “ RH” (unusual) 氨基 ， 

FSHERARBERET + RABH> eR 

常 氨基 乃 傈 正常 氨基 A，C，G，U， 於 当 极 
Fee RAH (polymerization) 后 ， 在 多 
核 普 酸 (polynucleotides) PREF & 

改 而 成 ， 过 些 殿 常 氨基 包含 各 种 被 甲 基 化 
(methylated) 的 氨基 FR ( methyl 

group Fh wee PAL (methylating 

enzyme) 作用 所 应 加 ] MRR (pseu- 
do - uridine) [ 简写 记号 仿生 1)» BRR 

mie (ribosyluracil) 以 及 次 味 哈 核 苷 (in - 

osine, FRI)» tRNA MHMBME 

之 位 置 及 数量 均 各 有 不 同 。 每 个 tRNA # 
过 不 同 的 酵素 修改 作用 (enzymatic modi - 

fication) 而 形成 其 独特 的 性 状 及 功能 ， 在 
(B+ (eukaryotes) 中 ，RNA PRES 

集中 在 核 仁 (nucleolus) 7 Po 

—#Hi2R t RNA 的 次 级 构造 (secon - 
dary structure) GR t RNA 分 子 本 身 

由 中 点 反 折 ， 或 在 其 SRR PH RE 

位 置 上 图 折 所 形成 ， 因 此 t RNA 分 子 中 也 
ASTRA ORIRFAR—e KEM 
§ EH (complementary base pairs) th # 

能 力 形 成 Watson- Crick 式 的 螺旋 序列 (he - 

lical arrays) 。 所 有 的 tRNA 顺序 到 目 

HRILKSH AREA “ BRE ” (clover 

leaf) 模式 ， 根 据 最 大 可 能 及 合理 的 氨基 配 

对 情况 ,每 个 《RNA 有 三 个 大 下 圈 (loop)， 
每 个 焉 圈 和 具 七 个 未 配对 的 氨基 ， 大 多 认 仿 

t RNA 的 活力 位 贰 (active site) 基本 上 

均 存 於 过 些 政 圈 之 中 ， 过 些 不 互补 的 氨基 疝 

外 延伸 ， 然 后 反 折 而 形成 环 较 ， 所 有 t RNA 

所 共有 的 末端 顺序 - CCA URMRRR 
(enzyme recognition ATA, tRNA 的 

三 级 构造 (tertiary structure) F BHA 

TE amo 
t RNA SF ARC RRHHLE ( 图 

os i: 

a 



transfer RNA methylase 

ee 

95 alanine-tRNA MHRA > RFX 
示 其 特殊 位 置 。 

lL 胺 基 酸 附着 位 置 ” (the amino acid 

attachment site ) : 在 tRNA 分 子 的 一 端 由 
“机 CCA 顺序 代表 。 

2 “辨认 独特 胺 基 酸 活化 酶 的 位 置 
{ asite that recognizes the specific 

amino-activating enzyme): 每 个 胺 基 酸 所 有 具 位 

BRAMAN t RNA» K-fESAS 
IK Fo 

3， 核 酶 体 辨 座位 置 —( the ribosome- 
recognition site) ft RNA 与 核 酶 体 (rib - 

osome) 疝 相 互 作用 所 必须 。 
4 辨认 字 码 位 置 { the coding-recognition 

site) [ 反 字 码 子 (anticodonynodoc)] : 

每 个 t RNA 分子 各 具 独 有 的 反 字 码 子 (a6- 
ticodon) ， 利 用 互补 握 基 配对 (comple - 
mentary base pairing) 以 正 夏 的 辩 训 

mRNA 上 的 字 码 子 (codonj) iff t RNA 

所 携带 的 胺 基 酸 正确 地 加 入 正在 加 长 中 的 多 
KER (polypeptide) [ #8], 5A ee 

每 种 tRNA 可 以 辩 慷 第 三 个 字母 不 同 的 并 

(FEF [ 只 道 传 字 码 (genetic code)] > 

多 重 辩 如 (multipie recognition) 的 型 式 ， 

与 所 谓 ” 接 气 学 说 ”(Wobble hypothesis) 

[ Crick» 1966 ] 相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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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M > 标准 氨基 对 的 应 用 可 
能 只 限 於 三 联 码 (triplet) 的 前 二 徊 位 菠 

(position) ， 第 三 个 氨基 在 配对 时 可 能 有 
”的 据 ”(wobble) 现象 如 果 假 定 需 反 向 
氛 基 配对 (antiparallel base-pairing) » 

tRNA 反 字 码 上 的 第 一 氛 基 如 入 U | Re 
Me (uracil) ] 可 以 辨认 im RNA EFT 
上 第 三 个 字母 的 A[ BREN (adenine) ] 及 

G[ EB SPR (guanine) ] ， 反 字 码 土 第 一 个 

AAMC L fare (cytosine) ] BREHR 

字 码 子 上 第 三 个 字母 G， 如 坑 A 则 仅 辩 训 T， 

iM REG AAT HRBU RC> RH6 - KEE 
tS & A (hypoxanthine Al RMS ETS 

三 字母 的 U，C， 及 An 

OO EAT» t RNA 具有 特殊 劲 能 的 位 

BEMAGHK t RNA BSS MRE 
内 不 配对 的 核 苷 酸 顺 序 中 ， 浓 些 氛 基 均 景 露 
EN SATA DNA RES 
部 份 内 ,根据 t RNA By “ BREKRpair- 
pin model) +» —(i@B@BMAR Hsp 
She RRP Toi Rew iy. 

—Kie FS N 一 甲酸 基 甲 氨 酸 tRNA 
(N-formylmethionyl -t RNA) BAH 

AGRE, SHS A. ARE HR 
MeT-t RNA Behe Fib F. (initiator 
codon) “与 核 醴 体 所 形成 的 复合 体 , 经 甲 酶 
基 化 (formylated) 再 与 次 一 个 AA:t RNA 
形成 起 始 的 胜 肽 键 (Peptide ond)[ Leder 

and Bursztyn» 1966.]- 上 i (a 

transfer RNA methylase “运转 RNA 甲 基 酶 : 转 

transfer RNA recognition 

SRR FIER (methyl group) 从 S — HS 
FARRER IG (S-adenosylmethionine) isk 

移 转 到 t RNA DF ZH EL BE BS © 

过 些 酵 素 在 特定 的 种 ， 特 定 的 属 和 特定 的 氛 

基 中 是 非常 独特 的 。 在 发 育 释 化 中 的 生物 系 

> MRNA 甲 基 酶 活性 作用 发 生 很 大 之 

KH. PHEXeBES ARMM BE 
其 秀一 个 调节 作用 之 机 制 5 

运转 RNA ZARB 

作用 : 运转 RNA (transfer RNA) OH 

Ak ahA tRNA (aminoacy] - tRNA) 人 台 

Ris RTS AA, BSR 
著 到 特定 之 运转 RNA(tRNA) Eo © 

”transformation “转化 作用 Griffith: 

1928 ; Avery» Macleod»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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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FRAARt RNA 的 携带 之 三 联 码 (triplets)〔 友 字 码 子 了 及 其 互补 
mRNA 所 携 三 联 码 〔 字 码 子 (sedon) 向 未 肯定 之 目 缘 5 仿 自 Jukes, 1966), 

( [RR ) 
(PREM) 【信息 RNA【 泽 转 RNA 

(mRNA )} (tRNA )) 
phe & x A MH UUU, vuc GAA 

lee 白 胺 酸 UUA, UUG UAA 
UUG . CAA 

ser *tRE UCU, UCC GGA 
‘ UCU, UCC, UCA IGA 

U  @ CCA 
UCA, UCG UGA 

tyr 炎 胺 酸 UAU, UAC GUA 
UAU AUA 

. Gap RE UAA, UAG UUA 
CUA 

cys “PERK UGU, UGC se 

ty RE UGA(?) | UCA(?) 
sient UGG CCA 

CUU, CUC GAG 
CUU, CUC CUA “IAG 

T CUG CAG 
CUA, CUG UAG 

pro. ji Rx BE CCU, CCC GGG 
CCU, COC, CCA IGG 

CGG 
CCA, CCG UGG 

his $9 {Rk CAU, CAC GUG 
CAU AUG 

gIN SRK RE RE CAA, CAG UUG 
CAG CUG 

arg 精 胺 酸 CGU, CGC Sc 
_CGU,CGC,CGA ICG 

ccc 
CGA, CGG UCG 

McCarthy » 1944 ] : ZEB ete 8. 
(genetic information) (& “ #E& ” (naked) 

MAA” (extracellular) 之 DNA 所 携带 ， 
而 在 种 内 (intraspecific) fH (inter - 

specific) [ 非 属 同 种 ,但 种 与 种 之 问 互 有 天 

傈 汪 转 移 。 转 化 作用 与 转 革 作用 (transduc - 
tion) 不 同 ， 权 转 化 作用 所 转移 的 DNA 不 

加 入 和 受 体 租 胞 (recipient cell) HERA, 

也 不 能 发 生 作 用 或 将 其 遗传 信息 在 才 型 (phe - 

notype) 上 表 过 出 来 。 定 搬 取 的 理化 DNA 
(transforming DNA) 其 分 子 量 最 低 须 在 

10° ZA « FRX (single-stranded) BK# 

性 (denatured) 的 DNA RAREZER 

“DNA BAMA RE Mi 

转化 作用 之 一 般 实验 过 程 如 下 : 

1. $C A BR AG HE AB (donor cells) 中 抽 
- 取 DNA,， 稻 菌 染 色 体 因而 断裂 需 大 量 片段 ， 
每 个 片段 大 小 应 包含 攀 个 基因 [ 10,000 ~ 

20,000 BH (nucleotide pairs)] 。 
24 DNA (exogenous DNA) Sf 

菌 血 胞 作 可 回复 的 结合 (reversible bind - 

Be ides 
3. AY CAPER BS ARAN BT Be Gs A BARR (ir 

(三联 码 ) 

| RAM) CTRRNA ~ ConRNA 
(mRNA) (tRNA)) 

iin SEA RRRE AUU, AUC GAU 
AUU, AUC, AUA IAU 

met 甲 硫 腕 酸 AUG CAU 

thr 息 密 胺 酸 ACU, ACC GGU 
ACU, ACC, ACA IGU 
ACG CGU 
ACA, ACG UGU 

asN X PH & RK AAU, AAC GUU _ 
AAU AUU 

lys ft Re RE AAA, AAG UUU 
sabia AAG ro UU 

ser AGU, AGC. U 
AGU ACU 

arg HARM AGA, AGG. UCU 
AGG CCU 

val fea KB GUU, GUC GAC 
GUU, GUC, GUA IAC 
GUG CAC 

Pres GUA, GUG UAC 
GCU, GCC GGC 
GCU, GCC,GCA IGC 

CGC 
GCA, GCG UGC 

asp 天 门 冬 胺 酸 GAU, GAC rt 
A 

glu HARK GAA, GAG | UUC 

ov these Sou sce y U, GGC 
- GGU, GGC,GGA ICC 

GGG ccc 
GGA, GGG UCC 

reversible uptake) [ 穿 透 ( penetra- 

tion) ,加 入 (incorporation) 固定 (fix - 

ation) ] 一 个 或 数 个 DNA 片段 。 

4 被 吸入 的 转化 DNA WR See Ree 
因 租 (genome) . 问 同 源 区 域 (homologous 

region) ##§ [ 配对 (pairing) 联 会 (syn - 
apsis) ] © 

2 转化 DNA fH— ah P> Hie 道 - 传 重 
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mA Sa 

染色 体 的 DNA 

6. INA Bik Ss BS NBM (repli - 
cation) ke Mi(4 > 4 KE (segregation). 

经由 下 列 二 方式 ， 塌 化 基因 和 进行 分 疮 
(segregation) 。 

1. [由於 抽取 DNA ( DNA extrac- 

tion) ] 给 体 RABBABHR. Kei 

vs BY eS HO NE EMEA (random up - 
‘ take) o 

| 2 BEB AS Hr BYP SS he fe AB fa]. Be AE 

重 租 ， 而 有 分 人 万 现象 , 因此 在 同 源 区 域 (ho - 
mologous region) 内 ,和 给 体 及 受 体 基因 问 ， 
发 生 重新 分 配 现象 (reassortment)-。 

transgenosis “基因 转移 [ Doy et al. 



transgression 

1973 ] : 在 完全 没有 相关 的 生物 内 ， 基 因 

HBS. HAAR AM, Amy 

MRRAHLAR). ABBL AM. Hie 

的 被 用 於 受 演化 (evolution) i Mita MER 
GEAR. LABRBAHAHK AY 

不 清楚 。 
tansgression ” 越 亲 现象 LDeyr lixzgtoxz and 

Mather» 1949 ] : 在 一 个 炎 炉 分 访 世 代 
(segregating generation) [ F 。 ， 回 交 

(backcross) ， 等 等 ] 中 ,出 现 一 个 或 多 个 
基因 型 (genotype) 或 个 体 (individual) ， 其 

一 个 或 多 个 人 性状 (character) 超越 其 林 代 及 
EF, ftHM ABH (limits of varia - 

tion) 。 

transition 转换 作用 [ Freese,» 1959] : 
在 DNA SB HBS (DNA polynucleo - 

tide chain) 某 些 位 置 中 , 一 个 喀 啶 (pyrimi - 
dine) 被 另 一 喀 喧 所 取 替 ,或 一 个 厌 只 (pu- 
rine) 被 另 一 味 哈 所 取 替 。 在 过 种 氨基 取 替 

BRET > GR - 喀 了 啶 的 定向 (orientation) 
A BRA o Ech RRR A REAR OC“ os 
2%” (copy error) ] 或 诱发 的 转换 作用 ， 基 

- 因 突 委 (gene mutations) [ “ m7” 

(transition mutations ) ] 可 能 发 生 

[ 频 换 (transversion)] 。 人 和 任何 一 个 转换 
Bim (transition mutant) WA GRR 

££ f] A WI (transition agent) MfFAMK 

复原 状 。 
translation ”转译 : > G1##2F (genetic 

translation) 。 

translational control ”转译 控制 : 控制 某 一 
m RNAS MAES (rate of translation)» 

以 操 继 一 个 基因 的 表现 。 
trensiation error @@iBgeiR : OME 人 

genetic translation) ; 错误 转译 (mis - 

tranSlation) 。 

transiation ambiguity 7. 45}AAS8i2 [v-Ehren- 

stein» 1966 ]: 在 m RNA 上 的 一 字 码 

F (codon), 被 转 疤 成 多 评 二 种 以 上 之 事实 。 

AP ARBER RAAT ( RM) 或 外 来 因 
素 ( Pt ed ) 而 造成 。[ > 1H SF (gene - 

”tic translation) ; 9$2%9$2% (mistrans- 

lation) ] 。 

translational control say eps : 基因 表现 
Ze 19-983 ( genetic translation) 上 的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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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 aie (genetic regu - 

lation) ] 。 亦 即 控制 速度 使 特定 的 m RNA 

SF HBBK SEK [ 字 转 绿 的 控制 (tran - 

scriptional control) ] 。 在 相同 徊 胞 中 

TAB ER AA MI PAA m RNA > 

FHS PAN RF AGA m RNA ， 都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转 齐 速度 。 转 疤 控 制 之 机 制 在 高 
等 生物 中 是 很 重要 的 [ 在 趴 核 生 物 (eukar - 
yotes) ] 主要 是 因 已 分 化 确 胞 中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之 代谢 稳定 性。 过 些 机 

制 包括 : 1 EHR m RNA 的 稳定 性 2 
前 信息 RNA (pre-messenger RNA) 238 

程 ; 3 mRNA $MAMBAAN: 4m RNA 
的 捷 节 (masking) ; 5 SMBH BS 
新 加 入 。 其 它 形 式 的 转译 控制 可 能 包含 有 

m RNA 利用 的 效率 ， 亦 即 胜 肽 链 延 长 作用 

速度 的 调整 ,或 多 胜 肽 链 非 标准 的 起 始 速 度 。 
translational reinitistion ” 转 至 的 重新 开始 : 在 
— i. & A FH F(nonsense codon)> 多 胜 肽 

MERA R> Mea (genetic trans- 

lation) HES Bm HHARHeMeUEE 

Aim RIE m RNA 是 相当 普 涯 的 。 在 蛋 
白质 之 合成 中 ， 字 码 子 AUG 其 开始 信号 之 
功用 ， 亦 即 作 篇 一 个 起 始 字 码 子 (initiator 

codon) 。 在 mRNA 的 开始 位 冒 ， 它 东 

指 遵 所 插入 的 甲 硫 腕 酸 (methionine) 。 在 

正常 情况 下 ,一 个 基因 内 汞 无 起 始 作 用 和 发生 。 

某 些 作 用 子 (cistrons) 之 内 邵 起 始 位 填 ， 在 
野生 型 基因 产物 只 有 很 少 或 没有 影响 。 只 有 

在 郑 近 千 束 字 码 子 出 现时 才 有 作用 ， 然 后 字 

码 子 人 允许 基 因 产 物 的 重新 开始 。 一 旦 由 蕉 链 

桔 束 作用 而 使 位 置 可 以 开始 后 ， 起 始 作 用 即 

在 正常 机 人 制 下 发 生 了 。 

HSSaMmRRARKHRBAC Re 
BAM AS (translation-restart-muta - 

tion )[Sarabhai and Brenner+ 1967]. 
translational repression sgiBQyMRlfERA [ 

McLellan and Vogel,» 1970]: gum 

内 之 一 个 转产 的 调节 机 制 ， NNT 

FR 5E GR EAH IS 

translational repressor $$ 2849404 [ Jay 
and Kaempfer, 1974]: = 干 援 因子 

(interference factor) 。 

translation factor $@iZii+ : ESE AR 

( genetic translation) 调节 作用 许多 因子 

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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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CRE ot Bis 

kimnofgh 
qenea===—— 

e 

abcdefgh abcdofgh abcdefgh 

k) mnie pg? Ri wns pms ki mnopgr 

} Y | 
abofgh 名 cc de abcdefgh 

kK) mndcopgr ki mno rgh ki mno r 

hb f C d 

B96 Mi WEA (intrachromosomal) % 4¢ 4 fj (interchromosomal) 
PLZ MM . (ae REY A BEL(transposition) 转移 (shift)o 
bb) 一 截 染 色 体 在 染色 体 间 移 位 ， 顺 序 d-e 转 移 到 另 一 非 同 源 染 色 体 (hetero— 
logous chromosome) 上 (c)“ 末端 易 位 "(terminal translocation)» g-h 
和 节 段 移 往 另 一 非 同 源 染 色 体 。(d 四 不 对 称 (asymmetric) 相 互 易 位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4% (interchange) ] MBf-hRp-r 互 换 。@) 对 移 
(symmetric ) 相 互 易 位 ，f-h 及 p-r REM, RANBHRARK, NBER 
产生 单 中 节 (monocentric) 染色 体 。 

中 之 任何 因子 。[ 只 起 始 因子 (initiation 
factor) ; 延长 因子 (elongation factor) ; 

#87 AF (release factor); #4 a (trans- 

ferase) ] 。 

translocase ”转移 酶 : MBAS I (transfer 

factor 工 ) ， 是 一 个 掉 白质 ， 可 与 GTP 

RRBW(ribosone) MAVKHAH BE 

有 和 负载 的 t RNA DF “MEA GB (entran- 
ce site ) 转 移 阔 将 其 所 携 腕 基 柄 交 於 正在 增 

长 的 多 胜 肽 (polypeptide ) ， 与 其 同时 进行 
的 有 GTP 水 解 需 GDP 冰释 放 转 移 酶 。 

translocation Sify: RAM MRM E> 
其 特征 坑 在 同一 染色 体 租 (chromosome 

complement) 内， 染色体 节 段 (segments) 

Bieke, SARA S RAM (gene — 

sequence) 亦 随 之 更 改 LOD HEMEH 

(chromosomal mutation) ] 。 简 单 的 易 位 

PUSKAS : 

1 染色 体内 易 位 或 转移 (intrachromosomal 
(internal) translocation or shifts) : 在 同 

ERAN, RABMAHUBKe. 

—PBRABRBEA—BLAHX (extra- 

radial) ] R#A—REBEBA Bi [ 内 射 

式 (intraradial) ][ 图 9%a ]。 

和 染色体 癌 易 位 ( interchromosomal 

translocations) : 一 个 染色 体 的 节 

BBEA— LABS LO #72 (transposi- 
tion)» M96 b> c ] 或 染色 体 问 相互 (re- 

ciprocal) 交换 节 段 [ 相互 易 位 (recipro - 
cal translocation) , 双向 易 位 (mutual 

translocation) ， 或 互 换 (interchange) ， 

Md» e ] >» 如 互 换 发 生 於 同 源 染 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somes) fil» BR 

“兄弟 互 换 (fraternal) » MBEKI 

源 染 色 体 问 则 称 ”外 来 互 换 (external) 。 

中 和 节 顺 向 易 位 ( eucentric transioca- 

tion): 便 经 转移 之 节 段 中 ， 所 有 基因 座 顺序 
(loci sequence) 与 中 节 (centromere) 之 

相关 位 置 不 灵 ， 如 顺序 显 倒 则 称 仿 ”中 和 节 道 

向 易 位 ” (dyscentri> translocation) ° 

1S O2 nA A RE 

RE PABA “AIST — (intercalary) 或 
“ 播 入 ” (insertion) [ 插入 易 位 (inser- 

tional translocation)  ] 。 在 一 对 同 源 

染色 体 中 兄弟 移 位 (fraternal transposi - 

tion) 的 结果 ， 在 一 个 染色 体 中 发 生 CW 

(duplication) 而 在 另 一 染色 体 中 则 发 生 同 - 
一 节 段 的 缺失 (deletion) 。 

末端 移 位 〈 terminal transposition ) : 

一 染色 末节 段 移 往 另 一 染色 体 的 原始 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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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ends ) { >is FE ( telomere) ] Ht 

一 情形 不 可 能 发 生 。 

如 果 一 个 染色 体 节 段 转移 接 向 另 一 染色 

体 的 侧面 ， 由 於 侧 移 易 位 (lateral trans - 

location) Me +A RH BH RAE 

称 需 “三 向 辐射 式 ”_(triradial) 
易 位 的 来 源 一 般 识 坑 有 断裂 Be” 

(breakage-reunion) at 或 “Fy fate 

式 (exchange model) » [(O#@EME# 

(chromosome mutation) ] ， 易 位 的 单位 

(unit) 可 以 是 染色 体 [ 染色 体 易 位 (chro - 

mosome translocation)_] ， 一 个 单独 的 染 

色 分 体 (single chromatid) [ 染色 分 体 易 

位 (chromatid translocation) ] 或 染色 分 

体 的 次 级 单位 (subunits)[ 次 染色 分 体 或 半 

染色 分 体 易 位 

translocation) 

(sub-or half-chromatid 

] 。 易 位 发 生 的 位 置 称 篇 易 
位 点 (translocation points) 。 

相互 易 位 (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 

[ 互 换 (interchanges)] 可 以 不 对 称 

(asymmetrical) [ = 非 中 和 节 顺 向 易 位 (an - 

eucentric)] 或 对称 (symmetrical) [= 中 

节 顺 向 易 位 (eucentric ) HAF E> 
在 不 对 称 情形 下 ， 易 位 结果 产生 一 个 贷 

中 季 (bicentric ) R—fA& ¥ fp(acentric) 

染色 体 [ 图 96d ]。 在 对 称 情形 下 ， 则 产生 
两 个 单 中 节 (monocentric) 染色 体 [ 图 96 

e ] 。 双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的 两 个 中 节 ， 如 在 乒 期 
(anaphase) 时 分 做 到 配 锤 体 (spindle) 的 相 

对 两 极 (poles) ， 则 不 对 称 易 位 的 结果 会 产 
A: ot @ 984% (chromosome bridge) 。 

全 璧 易 位 (whole-arm translocation ) 

[ Muller» 1940 ] :整个 或 近 於 整个 

染色 体 去 的 移 位 或 互 换 ， 轻 过 此 一 过 程 ， 一 

ASTHMA PEL acrocentric,-A |] 染色 体 

及 一 个 中 位 中 和 节 [ metacent#ic, B- C] % 

abcdef abcdeftfgh 

kilmnop 

| 
eo 

pPonmlk abcadef aR 
———— 

b 

kd 

kdcba 
oc 

色 体 之 互 换 ， 可 产生 一 个 末端 中 和 节 (telo - 
- centric) #f isl -C 1] 及 一 个 新 的 中 位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 A. B ] ， 如 果 两 个 中 位 中 节 染 

色 体 [LA .B 及 CDj] 互 换 ， 则 产生 两 个 

新 的 中 位 中 节 染 色 体 [LA .CC 及 B .Dj]。 

“全 展 “ 易 位 的 特殊 情形 坑 ” 中 和 节 融 合 

(centric fusion) “[ Robertson ,1916]， 

= 5} (dissociation) ~ Fe Bixee ” 

{tandem fusion) [ White» 1957 ] 等 。 

在 中 全 融合 中 ， 两 个 近 末 端 中 和 节 (acrocen - 

tric) 染色 体 联 千 在 一 起 形成 一 个 中 位 中 和 节 

(metacentric) 染 色 体 (图 97a ) ，“ 分 

部 ” 则 和 与 此 一 情形 正好 相反 ， 一 个 具有 长 辟 

及 一 个 具有 短 展 的 中 位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 产 生 两 

个 近 末 端 中 节 染 色 体 ( 图 97b ) Spada” 
之 情形 ， 在 一 个 染色 体 的 中 季 附 近 发 生 “ 断 
裂 ` (break) ， 第 二 个 染色 体 的 断裂 则 发 生 

在 末端 附近 ， 如 参与 交换 的 两 个 染色 体 均 具 

近 未 端 中 节 ， 则 产生 一 个 大 的 近 末 端 中 节 及 

一 个 很 小 的 中 位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图 9%7c ) ; 如 

果 一 个 染色 体 是 中 位 中 和 节 , 另 一 个 是 近 末端 中 

节 ， 则 产生 一 大 一 小 两 个 近 未 端 中 和 节 染 色 体 

(图 97d ) © 

中 和 节 融 合 及 响 接 融合 均 可 形成 标准 染色 

体 数 的 减少 , AB) Aaa GARREA 

(heterochromatin) 而 遭受 排除 ， 在 此 情况 

下 ， 染 色 体 组 内 长 展 的 煽 数落 未 改 释 ， 是 称 

63 “ SEREBRC’(foundamental number) 。 

Aor iat & BE AE FE eB (sex chro- 
mosome) —({S###@,# (autosome) 之 

间 ， 此 可 能 代表 “ BERLE" (multiple 
sex chromosome ) 体系 的 起 源 。 

HBAS 2 AES individuals 
heterozygous for a symmetrical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 和 车 构 杂 合 体 ( structure 

hybrids) ] : DOE Sh fe BOSE AB 

aobcdef abc def 

ars: — ry og 

4 | 
abe ' 

co 
KI) mip abe d ot kel owe 6s f 

c d 

图 97 易 位 的 特殊 情况 ，(a) 中 和 节 融 合 (centric fusion). (bi P#E(dissociation) o 

(c) 两 个 演 未 兹 中 季 染 色 体 的 啊 接 融合 (tandem fusion) 。(d) 一 个 近 末 端 中 节 ,一 个 中 位 中 

a Ss ACD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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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E (homology) 但 其 中 没有 两 条 染 色 体 

完全 相同 ， 在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前 期 染色 
#82 Ht (chromosome pairing) RF» PUR ye 

色 体 形成 一 个 “十 ( fH 98 ) 。 

Daihge 

98 —BRANBHAPSURARAB 
(heterozygous for a symmetrical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 核 型 

(karyotype) 在 减 数 分 裂 (meiosis) 粗 
i (pachytene) 时 ， RH ACN 
fs, SHR (heterologous) 染色 体 AB 及 
fo oor Orewa oe 

此 一 “十 ” 字 的 行人 垮 ， 与 ”交叉 《chi - 

asma) 发生 的 频率 及 地 点 ， 以 及 +h 

(centromere) 的 定向 排列 有 天 ,中 季 定 向 
(orientation) .的 方式 则 又 受到 交叉 地 点 及 
染色 体外 形 的 影响 。 如 交换 作用 (crossing 

-over) 及 交 有 形成 发 生 於 全 邵 四 个 “配对 
节 段 (pairing segments) ZBLOY Ka 

段 (interstitial segment) ]> 则 形成 一 

个 具有 四 个 染色 体 的 焉 (ring)。 如 在 四 个 配 

对 节 段 中 关 其 中 有 一 个 不 形成 交叉 ， 和 结果 则 

成 需 一 个 具有 四 个 染色 体 的 链 (chain) [ 图 

99 ] 。 MAE BEA: EP (BIA (adjacent) 
配对 和 节 段 中 则 形成 一 个 单价 体 (univalent) 

及 一 个 具有 三 个 染色 体 的 链 ， 如 交叉 发 生 在 

南 个 相间 alternate) 的 配对 和 节 段 中 ， 则 形 
成 两 个 二 价 体 (bivalent)。 

在 减 数 分 烈 合 期 工时 ， 在 具有 四 个 染色 
; 体 的 环 或 链 中 ， 其 染色 体 分 做 的 情形 受到 中 

节 定 向 的 影响 ， 中 节 定 向 分 坑 一 致 性 (con- 

cordaiit) 及 不 一 致 性 (discocrdant) [图 99 J; 

FEARS i (alternative distribution) 时 ， 

Ac HH (pairing configuration) 中 ， 相 

translocation 

[ia] Bra Pea (4: BE 4 bE GRHE (spindle) 

的 同一 株 ， 而 在 TBRB oh (adjacent distri- 

bution) 中 , 相 郑 的 两 个 染色 体 抵 达 同 一 枯 , 如 

果 相 郑 的 两 个 染色 体 具 有 非 同 产 中 和 节 (\non - 

homologous centromeres) ， 和 党 此 二 染 

色 体 抵达 同一 极 时 ， HET HBR AAI 
Fy tte ( adjacent-I1 distribution) >» 

SiS RS — ER A Ra AB 

£5 AAR IL 5-H” ( adjacent - II distribu - 

tion) 

在 相间 分 伟 (alternate distribution) 

中 ， 一 个 完整 的 基因 和 组 (genome) 抵达 起 锤 

体 的 每 一 极 ， 人 得 在 两 种 相 郑 分 体 (adja - 

cent distribution) 中 ， 两 极 均 出 现 重 复 

(duplication )  #& (deletion) RR, 

此 所 产生 的 配子 (gametes) 也 不 平衡 ， 此 种 

不 平衡 ， 在 植物 中 可 能 产生 配子 不 RH 性 . 

(sterility) ， 在 动物 中 则 形成 合子 (zygotic ) 
不 育 性 ， 此 种 不 育 性 所 估 上 比例 狗 坊 50 % 

( 30 多 一 70.% ) ， 而 此 一 现象 则 称 坑 半 不 
育 性 (semisterility ) 。 

如 傈 不 一 致 性 (discordant) 中 节 排 列 定 : 

向 ， 可 能 产生 n+1I 及 n 一 1 染色 体 数 的 配 
子 ， 二 桨 体 \disomiic)L n 十 1 ] 配子 可 能 

具有 一 个 或 两 个 ， 具 有 互 换季 段 的 染色 体 ， 

如 与 一 个 正常 的 配子 .(n ) 融合 则 可 能 生 三 

染 体 (trisomics)， 三 染 幅 如 具有 一 个 或 两 

个 染色 体 鲁 参加 互 换 (interchange) 者 ， 称 

B=Rh= B58 (tertiary trisomics ) RZ 

(7 = 4ug@ (translocation trisomics) 。 

在 配对 构 型 中 ， 如 在 中 和 节 及 易 位 中 间 形 

成 交 肥 及 交换 作用 (crossing-over» WH 

AE ABR Sy Hae SED DR HERB oO i> Fame EE 

产生 50 % 和 遗传 上 平衡 的 配子 及 50 % 不 平衡 

“的 配子 。 

当 一 个 染色 体 或 一 对 同 源 染 色 体 牵涉 在 

两 个 以 上 的 相互 易 位 中 ， 可 能 产生 之 配对 构 
型 具有 六 个 或 更 多 染色 体 。 在 此 构 型 中 ， 可 

Di Ba 6c Ahh B (pairing segment)， 中 

间 季 段 (interstitial segment) 及 分 化 节 

段 (differential segment) ”。 如 在 一 对 染 

色 体 问 发 生 两 个 互 换 ， 二 交换 点 之 间 的 节 段 

#6 3,0 (CB BE ( 图 100) ,交换 作用 如 发 生 在 

分 化 节 段 内 ， 不 花 其 中 和 节 定 癌 如 何 及 染色 体 
分 伤 需 相 间或 相关 分 信 ， 理 论 上 可 产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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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一 致 性 ) 

W099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中 期 上 时， 一 个 具有 对 称 相 互 易 位 械 质 烙 合 体 核 型 ， 构 型 (confi- - 
guration) 中 具有 四 个 染色 体 的 链 (chain) RB (ring) 因 定 向 方向 之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遗 伟 
人 后果。 

和 遗传 平衡 的 配子 及 50 多 不 奉 衡 的 配子 。 
在 标 端 情况 中 ， 整 套 染 色 体 (chromo - 

some set) 可 能 替 竺 在 一 连 虽 的 易 位 之 中 ， 

05 St BB (Oenothera) R RAFTER ( 

Rhoeo) 之 植物 , 过 种 型 式 的 以 质 千 合体 (he- 

terozygotes) BR ASRABESMH (com- 

plex heterozygotes) 

& 9/258, R (inversion) 一 样 ， 互 换 的 

RAG AtE (heterozygosity 阿 能 影响 染色 

体内 及 染色 体 间 交换 频率 ，(crossing-over 

frequency) 。 在 互 换 构 型 中 染色 体内 交换 
率 之 降低 ， 在 互 换 点 (interchange points) 

MTR HMR Rh REE, 
Sp fe Gc SY 5 SE fe] BPE Be BY REPT HL 
据 报 亲 在 果 曙 (Dr5sophila) 中 ， 由 基体 染 
色 体 (autosomes) 间 发 生 互 换 使 染色 体内 交 

换 率 降 低 , 可 促成 X — 染色 体 交 换 率 的 增加 。 

EO, HHBRARSRSVERZ 
EERE (karyotype evolution) 上 的 
重要 因素 。 在 性 染色 条 (sex chromosome) 

体系 的 访 化 上 ， 也 估 重 要 地 位 。 在 植物 中 ， 

By ht Att SH (interchange homozy- 

gosity A #2 AKA (complex hetero- 

zygosity) A, EXHXRDHRL BM 
Ot SABE 

transiocation factor HALAT: =GAT(G 
factor) o 

translocation heterozygotes Sf RBWGam : 
$F {x (translocation) 。 

translocation ring = BAYH: OH 12% (trans- 

location ) 。 

translocation test fy Rak: AU Bea e 
类 暴露 在 实验 之 药剂 后 (OS EREMR 
(mutagenicity testing) ] F, Ria” 

+E (sterility) 和 和 遗传 半 稚 性 的 一 个 测验 。 
雄 和 雌 的 ， 均 以 实验 药 乔 丰 理 ， 和 与 未 不 理 者 

ZAK BRE, El 通常 信雄 的 个 体 ] 

(FRESH URE PF, 所 生 的 笨重 

( litter size ) ， 通常 任何 之 动物 若 产生 大 

於 50%% 之 致死 , BRR RAB PAB IZ 

而 造成 之 半 稚 性 ， 易 位 可 用 相 胞 起 传 方法 检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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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er a 了 

€ comm F 

transversion 

2 
(Rm #) 

W100 ARRREM (heterologous chromosomes) 中 ; RRHACRKPAAR 
个 相互 易 位 (heterozygous for two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s) , L®#®@ 
(interchange association REKAGKERD KRRDARRZEROXALW 
RE RER AWRERCE KH Yee, 1.S. => MB (interstitial segment), 
D.S.=4¢M B (differential segment). (HM (pachytene) 时 配对 构 型 ,显示 
LREATREKHBA. OB-KRRAARPMR, AWM (hexavalent) @H#ReE 
RRECHRAN. MR-KMBRAM (telophase) MRDREMSRBBRK. 

transmissible mutagen gf if BEMP ER 。 

transmutation i. 

transpeptidation 反 胜 肽 作用 : 7E at eee ay 
(genetic translation) 中 ， 胜 肽 键 形成 

ZR» BWA SewM (ribosome) 之 催化 

作用 oRERK OG BAG peptidyl transferase) 

中 心 ， 是 大 核 酷 体 次 单位 ( 50S 605 ) 
2-H RRBKERR ARRIBA 
# [O#* AF (transfer factor)]t RNA 

Bi ty Al mRNA MME [ OF (2 (trans- 
location) ] 。 

transplant ”移植 体 。 
transposition ” 移 位 : HRS ABA (intra - 

chromosomal)[ 转移 (shift )] 或 染色 体 疝 
(inter-chromosomal) [ 易 位 (translo - 

cation) ] 结构 的 改 狼 ， 一 染色 体 节 段 从 某 

— fit HB E Afi Bt 

transrection effect ” 反 位 向 量 效 应 [ Lewis: 

1954 } : RE (Drosophila) (7B XM 

(position effect) H—- B@#2AH 

(pseudo-alleles) HRB Rm (trans - 

configuration) » RFNA—-BRAKSA 

(heterozygous) fish Heats, 因而 阻止 
§6 Mi 3G (somatic), 染色 体 配 对 (chromosome 

pairing) 染色 体 和 结构 改 灵 能 加 强 傣 等 位 

基因 在 反 位 构 型 时 所 生 的 突 妓 效应 。 但 在 顺 
位 构 型 (cis-configuration) Re, RPA 

合 (homozygous) 8 RE (single mu- © 

tants ), KR Hes A AMHR MW (phe- 

notype) 均 不 发 生 影 响 。 

transversion MRE Freese» 1959 ] : 

在 一 个 DNA 多 核 苷 酸 链 中 ， 一 个 味 哈 (pu- 
rine) 取 替 一 个 喀 了 喧 ( pyrimidine) 氨基 ， 

Ke ete (AH 。 AR 

(gene mutation)[ RAM ( transverse- 

mutations) ] AJ RHR RMEt [OR 

MER (transition) ]. MMEFIEHKBR 

配对 ( mispairing ) 或 去 胺 基 作 用 (deami- 

nation) 所 产生 ， 其 产生 可 能 起 源 於 一 个 中 
Sy DNA PRS FMT ML, TREK 

FSB AY BABS (complementary pairing) | 
SHAM, — Hes A — Peers ire 



triad 

ROR: ERK EMBED. ERE 
Os TT FUERA AEE: : 

A Colt .T Gra 
T ork A ~ CRE HG bot 

C+, RE W RHBA (transition agents) 

7B BEDE FAIR EEE RK TERA» Be AH) 
th 7S RE ES RR ER 

triad 三 分 子 。 

triheterozygote 。 三 对 基因 界 质 结合 体 。 

trihybrid 三 对 基因 杂种 : 在 一 个 杂种 (hy - 
brid) 中 ， 有 三 对 等 位 基因 (alles) [ 基因 

(genes) ] 8 #2 Afi A(heterozygous) 

triisosomic = /a) 94 | Kimberand 

Sears » 1968 ] : 

一 对 但 却 有 三 条 人 缺失 对 的 同 质 同 展 染色 体 之 

FAI] Bef #6 4 eee eee 

sosomic) ] o 

trimonoecious 三 性 同 株 [Errera and Ge- 

vaert » 1878 ] :[=3E}E# (coenomo- 

noecious) ]， 在 同一 株 植 物 上 有 两 性 花 

(hermaphroditic ) 雄花 (male) 及 雌花 

(female ) 。 

trioecious SRY ZA ETE (male)， 

雌花 (female) 及 雌雄 同 花 (hermaphrodi- 

ticj) 分 别 在 不 同 植株 上 [L > RA BH (dioe - 

te 

triparental cross ”三 厅 交 配 [ Hershey and 

Chase» 1951 ] : 在 病毒 (virus) 遗传 学 

中 ,同时 用 三 种 梦 体 吃 菌 体 (bacteriophage) 

感染 组 菌 ， 在 三 个 噬 菌 幅 中 有 三 对 不 同 的 直 

传 标 放 基 因 (markers) 如 ab*c* Xa‘b'c X 

a*be’ ， 从 此 三 重 感染 细胞 中 ， Ay RR 

个 三 秽 重 组 钵 abec { 从 每 一 梦 体 中 各 取得 一 

个 标 蔡 基因 ) ， 至 少 撩 要 两 个 过 粮 的 遗传 互 

换 (exchange 闭 能 得 到 此 一 重 租 体 : 第 一 个 

互 换 发 生 在 两 个 梦 体 问 ， 第 二 个 互 换 发 生 在 

— #8 (biparental recombinant) 及 

A Rte Zio k-BRETe ey Be . 

FA EE ERR ee a (> i8/8 Mi (gene- 
tic recombination) J. | 

tripartite ribbon “三 分 带 : OB qa Dah sy - 

naptonemal complex) o 

triple fusion =RmsS- 

— (5 MR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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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t “三联 码 : DNA 或 RNA 4h, 

Hii (il Se 2 (BAS PRE — i SE HK 

链 中 的 一 个 腕 基 酸 [ Ome eee ( genetic 
translation )]o . 

triplex “三 是 性 组 合 L Blakeslee» Bell - 

ing »and Farnham: 1923 ] 二 号 扰 显 
性 组 合 :(nulliplex) o 

triplo—-1V 三 染 体 一 V 

四 号 (ITV)- 染 色 体 者 。 

triplo-X = #AS—X: 具有 三 个 驻 
Bio |. 

triplo—X female 三 染 体 一 X 雌性 : 雌性 之 有 具 

有 三 个 X RABE. 

triplo—21 三 染 体 一 21 oes trisomy —21;, 

人 类 核 型 (karyotype) 之 具有 三 个 第 21 号 染 
色 体 者 ， 又 称 唐 氏 先天 人 性 白痢 证 -( Down's 
syndrome). 

triploid =fega, => 98 lL Némec1910): 

i S 4-44 (autoploid) RRIF 13-4 (allo - 
ploid ) 2 #Hif (cells) » M4®% (tissues) 

及 个 体 (individuals ys ’ Sa 

三 套 染 色 体 者 。 g 
triploidy “三 倍 性 : > 2484 (triploid) 。 

tripolar 三 极 的 : EAM (mitosis) RRM 

RTH (meiosis) MREBR= mm 
7S 2 JE 7s A pA we Abipolar divi- 由 

sion)。 在 乒 期 (anapHiase) 时 染色体 也 分 

别 向 三 极 移 动 。 [ Tai » W. (1970) ij 
Multipolar meiosis in diploid crested 

wheatgrass Agropyron cristatum.’ 

Amerie Jo Bot GORA 2169, 1. 
triradial ，， 三 射 式 染色 体 : 一 个 县 有 三 展 
(arms) 的 染色 体 (chromosomej， 起 源 於 便 “ 
移 (lateral) 易 位 (translocation) « 

trisomic =#88[ Blakeslee» 1921 ]: 

£E% #2 (pollysomic) ZAHA (cells) - 

1S (tissues) 或 个 体 (individuals) 中 ， 

具有 一 个 或 多 个 [ 如 双重 三 染 体 (doubly — 

trisomic) 等 ] 额外 染色 体 , 除 此 项 增 额 外 ，， 
此 一 个 体 具 有 普通 二 信和 体 (《diploida) [—# © 

88 (disomic )] 之 染色 体 租 ， 此 一 现象 称 入 

三 染 体 (trisomy) », HARB 2n+1,2n+ 

”1+1 等 等 。 与 标准 染色 体 组 (standard 
complement) 相 上 比较 ， 此 拒 外 染色 体 与 某 

”一 染色 体 具 完全 同 源 性 (homologous)[ 称 一 

: RRA HAs 

- RA 

; 



BMR= HH (primary trisomic) ] KA 

邵 份 同 源 人 性 [ 称 需 次 级 或 三 级 三 染 体 (secon - 
dary or tertiary trisomics) ) ] 。 

“1 MM=HHM (primary trisomy ) 
[ Belling» 1927 ]: 有 [外 的 染色 体 与 染 
色 体 和 组 中 一 对 同 源 染 色 体 ( homologous 

chromosomes) 储 完 全 同 源 ， 也 就 是 在 一 个 

二 全体 染色 体 组 中 ,有 一 个 染色 体 出 现 三 次 。 

HREBRABARR RH MUR KRM 

57 B (first meiotic division) 时 形成 

三 价 体 (trivalent), 三 价 体 可 能 有 不 同 构 
(OK ( multivalent) ] ， 但 也 可 能 

不 形成 三 价 体 而 形成 一 个 二 价 体 (bivalent) 

及 一 个 棒状 单价 体 (univalent) 。 在 某 一 极 

Hi (karyotype) 中 ， 可 能 产生 的 不 同 初 级 三 

染 体 数 , 相 当 於 一 个 染色 苯 组 (chromosome 

set) 中 的 染色 体 数 。 
Ha WS BLT BW (meiosis) K AMAA 

(meitosis) B+ #? KH} (non - congre- 

ssion) RY &7 4838 F (non-disjunction), 

在 正常 的 二 信和 体 人 后代 中 会 发 现 初 航 三 染 体 。 

= 4248 (triploid)， 四 杂 体 (tetrasomic) 

图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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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互 换 与 质 结 合体 (interchange heterozy- 

gotes) 的 后 代 任 三 染 体 的 最 好 来 源 。 
” ”和 初 航 三 染 体 与 正常 的 二 信和 体 间 ， 往 往 由 

於 额外 染色 体 的 存在 而 改 绝 基因 平衡 ， 因 此 

在 外 表 人 性 状 上 也 有 许多 不 同 。 和 与 其 有 先 本 二 信 

体 比 较 , 三 染 体 的 生存 率 及 生殖 率 都 比较 低 。 
2 RR = FE ( secondary trisomy ) 

[ Belling» 1927 ] :额外 染色 体 具 有 两 

HABA (arm), RKBRATREM 

(isochromosome) ， 从 每 一 个 初级 三 染 体 

形成 次 极 三 染 体 的 可 能 有 二 ， 因 此 在 一 个 次 

级 三 染 体 中 ， 一 个 染色 体 节 段 ( 展 ) 出 现 了 

四 次 。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时 ， 用 来 先 定 的 配对 
构 型 是 一 个 环 状 三 价 体 (ring trivalent ) 

[ 在 初级 三 染 体 中 甚 少 出现 环 状 三 价 体 ] ， 
或 一 个 二 价 体 及 由 相同 二 彭 自身 配对 所 形成 
一 个 TU 形 环 状 单 价 体 ( 图 101) 。 

次 级 三 染 体 可 能 自 正 常 二 合体 个 体 之 后 

代 咎 产生 ， 但 最 佳 来 源 是 由 某 些 具有 一 个 或 
多 个 单价 体 之 个 体 发 生 中 和 节 ( centromere ) 

5B (misdivision) KRRERPRZBR 

' 
DEBRRRARE, A EMRE REH, BRPRAN BH (PHD), 

中 及 右 , 从 一 个 初级 三 染 体 中 可 能 形成 的 两 个 次 极 三 染 体 , 在 次 级 三 染 体 中 由 同 臂 
染色 体 (isochromosome) 自身 二 臂 配 对 ， 其 单价 体 (univalent) Ru - 形 。 



trisomic 

次 极 三 染 体 。 

3 R= EB ( tlosomic trisomy) 

[ Burnham» 1962 ]: 上 逢 外 染色 体 是 一 个 

末端 中 节 的 片段 染色 体 (telocentric frag- 

ment chromosome) 与 标准 染色 体 和 粗 内 一 

对 染色 体 的 一 个 民有 同 源 性 。 

4 三 级 三 染 体 (tertiary trisomy ) 
( Belling» 1927 ] : BAAR 
个 标准 染色 体 间 发 生 相 互 (reciprocal) 易 位 

(translocation) [ 互 换 (interchange) ] 

所 产生 ， 此 一 染色 体 的 两 端 与 另外 两 个 不 同 

染色 钵 的 两 端 有 同 源 性 ， 三 航 三 染 体 元 党 
( 可 能 是 唯一 的 ) MARS REA 

(translocation heterozygote) 的 后 代 中 ， 

四 个 染色 体 以 3: 1 的 比例 分 雍 到 后 代 中 ， 

过 四 个 染色 体 在 过 种 恰 型 千 合 体 中 具有 如 份 

同 源 性 ，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可 能 配对 形成 四 价 体 

(quadrivalent ) 。 : 

= R= RNS BEER Nee 

个 具有 五 个 染色 体 的 链 ， 或 两 对 染色 体 被 另 

一 个 染色 体 所 联 车 。 一 个 三 级 三 染 人 幅 有 两 个 

染色 笨 节 段 ， 每 个 出 现 三 次 , 在 一 个 杷 型 中 ， 

不 同 三 级 三 染 体 可 能 产生 的 数 目 克 乎 没有 限 

制 。 

5. if =22 98 (compensating trisomy) 
[ Blakeslee» 1927 ]: BMG 

(standard complement) 中 的 一 个 染色 体 

丢失 ， 但 减少 的 数目 ， 由 於 另 外 两 个 染色 笨 
的 存在 而 得 到 补偿 ， 记 以 染色 体 的 粮 数 仍 需 
= ( 2n + 1 )， 如 一 个 体 具 有 两 个 办 型 

| 车 合 相互 易 位 (heterozygous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 在 沽 数 分 烈 前 期 染色 体 

配对 时 ， 可 形成 具有 六 个 染色 体 的 多 价 体 环 
(multivalent ring) ， 此 一 个 体 后 代 中 可 

DRE RE 38 = RAS tT HE 

基 因 型 AAa 

Be 
1AA 

2Aa 

2 A 

-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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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KAR = BS (secondary trisomic) 与 一 

适宜 的 互 换 (interchange) 个 体 交 配 所 形成 。 

衫 倘 三 染 体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 裂 时 配对 构 型 可 

“能 是 一 个 具有 五 个 染色 体 的 环 。 
在 同一 染色 体 租 中 ， 和 初级 三 染 体 (Pri- 

mary trisomic) 染 色 体 所 含 基 因 之 分 璇 (se- 

”gregation ) 状况 与 其 他 基因 不 同 ， 以 基因 

基因 型 

座 (locus) A/a 言 ， 三 染 体 可 能 具有 之 基 
AA (genotype) AAA =RHRMA(tri- 
plex) J], AAal 允 显 性 组 合 (duplez)]， 
Aaa [ 单 显 性 组 合 (simplex) ] ， 或 ,aaa 

[ RBtwsS (nulliplex) ] 。 如 果 三 个 桨 
色 体 中 的 一 个 不 遭受 排除 ， 自 交 (selfing ) 
或 与 其 他 三 染 体 交 配 ， 和 后代 中 会 产生 25%% 四 
ug (tetrasomics) » 50 Z= Ass, B25% 
— ul (disomics) [ —f### (diploids) ]， 
但 此 一 预期 糙 果 往往 不 易 得 到 ， AR =e 
s BR BDARERRRE (MR) (n+l) 
配子 不 能 作用 。 > 

如 果 三 染 体 之 染色 体 分 做 正常 ， 即 在 第 
一 次 减 数 分裂 时 ， 两 个 染色 体 移 往 一 极 ， 另 

一 染色 体 移 往 另 一 极 ， 基 因 型 Ada 可 产生 
Act Z Ht PIRR1AA: 2Aa: 2A: la [ 
f (dominant) : RH (recessive) = 5 : 

1 ] 。 基 因 型 Aaa VEFR FLAS 
2Aa:laa:lA:2a [ 显 性 : BYH=1 : 
1 ] ， 如 雄性 配子 所 具 宦 外 染色 体 不 具 作 用 
( 在 若干 植物 中 即 是 如 此 ) ， 而 染色 分 体 分 
元 (chromatid segregation) 亦 不 存在 ， 具 
AAa 及 Aaa 基因 型 之 三 染 体 烃 自 交 或 与 
类 似 三 染 体 交配 全 ,可 预期 下 列 基因 型 比例 : 
( AFR )。 
ERRPEB EARL AR LAB 

SH lA] REA RESR. MNRAS 

(chromosome segregation) 而 是 染色 分 体 分 

Aaa 

2a 

4Aaa 

Z2aaa 

2Aa 

4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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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BDF Ae PE fii (centromere) 

其 这， 时 有 交换 作用 (crossing over) #4 

在 中 和 节 及 基因 座 之 问 ，AA a 预期 的 配子 比 

例 应 需 6AA: 8Aai laa: 10A: 5a 

而 非 上 述 的 1AA: 2Aa:2A:1a。 

在 与 型 辕 合 复合 体 (complex-hetero- 
zygous) 物种 (species) 中, [ 如 月 见 草 属 
(Oenothera) ]» Renner (1941) RR 

— f= le DBE 。 

1_， 同 型 三 染 体 (isotrisomy ): HAY 
RR RANA CSA RE 

(homologous ) 。 

2 非 同型 三 染 体 “( anisotrisomy) : = 

染 体 最 多 只 有 十 个 完全 同 源 染 色 体 而 从 来 不 

具 三 个 完全 同 源 染 色 体 。 

a) 加 性 二 形 三 染 体 (additive dimorphic 
trisomy ) : 由 於 染色 体 的 不 苑 开 现 象 

(non-disjunction) ， 标 次 染色 体 租 中 ， 一 

AEH Me AR Ae Ee 

及 三 染 体 。 
b) AMEH=RH (compensated 

monomorphic trisomy ) : 如 有 两 个 易 位 
AH (complexes) 存 在 ， 由 於 染 色 体 徊 重 
7S EBA ER (double non-qdisjunction)， 某 

一 得 合体 中 的 x BREBKA—-BAABHH 
x+1 个 染色 体 所 取 替 ， 如 第 一 复合 体 中 的 

( 3 一 6 ) 染 色 体 被 第 二 复合 体 中 的 ( 4 - 
3 ) 及 (6 一 5 ) 两 个 染色 体 所 取 替 ， 第 一 
BAB +i 4 及 5 两 个 染色 体 末 端 (chro- 

mosome ends) ， 如 元 自 交 或 与 同样 三 染 

钵 交配 ， 志 种 三 染 体 是 称 定 的 。 

tritelosomic 末端 中 和 节 三 染 体 [ Kimber and 

Sear» 1968 ] : 机 胞 或 个 体 缺 少 一 对 染 

f& 8 (chromosome pair) ， 却 有 三 人 条 同 源 
末端 中 和 节 (telocentric) WAH. 

trivaent = pee: 一 个 多 价 恰 (multiva - 

lent) 在 减 数 分 裂 时 有 三 个 染色 体 在 一 起 配对 。 

tRNA 运转 RNA  : #8 RNA (transfer 

RNA) 之 简写 。 
t RNA releasing factor t RNA 释放 因子 

[ Ishitsuka and Kaji» 1970 ]: ¢& 

酷 体 加 速 t RNABKHAT KAT MBB 
TR. tRNAMRAF (TR)RG AF(G fact- 

or) 7 BIB ZED MAF 50°C HAWKE, 

ZEVERARREABBAGTP . SHURE EA 

Turner’s syndrome 

Ft RBMES t RNA 放出 完全 链 后 ,TR 
可 以 将 tRNA 从 极 柄 体 中 移出 。 

trophochromatin ” 莹 凌 染色 质 。 
trophoplasm eh HG 。 

tropokinesis 轴 移 现象 [ Gavaudan » 1943): 

' Mh (bipolar) 纺锤 体 (spindle) #4 (axis) 

5 HFS BA SR» HRA SERS HHA (spindle poi - 
sons) LOC- AMR ( C- mitosis) ] 

RES HRI RR i) Re. 

tropomyosin ”旋光 肌 凝 蛋白 : NARA AH 
—f RUHAA (actin) RAL PKR 

Po mRRE. FED RRS Re Bh E+ ER 

true breeding AS RER : 某 些 基因 型 (geno- 

types) 或 其 基因 座 (gene loci) Kf HK 4 

合 (homozygous) 而 不 再 有 分 郊 现 象 (se - 
gregation)。 

true breeding hybrid 7.4} RHREAR : O73 a 

& (true breeding) o - 

trypsin PRE AAS: 一 逢 消解 蛋白 质 的 酵素 ， 

> F- BOB 23, 800 ， 胰 及 分 泌 此 一 酵素 ， 

在 有 元 性 腕 基 酸 精 腕 酸 (arginine) 及 台 腕 酸 

(lysine) 出 现 处 ， 此 一 酵素 将 胜 肽 链 切 断 。 
tryptophane synthetase ” 色 胺 酸 合成 酶 : 促成 

M5) BR (indole) R MRM (serine) 联合 以 形 

成 色 腕 酸 的 酵素 。 

TS mutation TSRB: (ORRHERR 

(temperature sensitive mutation)] 。 

tube nucleus 4% : 花粉 管 (Pollen tube) 

之 细胞 核 (nucleus) 。 管 核 控制 高 等 植物 花 

BECERRA | 
tubulin MBER: 球形 蛋白 次 级 单元 ， 分 子 

量 储 55,000 R57,000, 过 些 蛋 白 以 规则 

的 螺旋 排列 租 成 中 空 简 状 的 微 管 (micro- 
tubules) o 

tumor jf Bi: HBO ( ) MY 

SHAM ARB KK » 
tumor virus 和 致 瘤 病 毒 : CSA HH (cancer- 

inducing virus) o 
Turner's syndrome Turner eit > SERYECHE : 

核 型 (karyotype) MHBBXO> WRARD— 
{HX - 3 6H (X- chromosome), 故 其 染色 

HRRRIS. BERALHALMR SH 

fe’)s BRAK BATH. RAL. 

ABRARR:> AGERER FH) SBR 

MERE NER. BRK AR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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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体 (Barr body)[ DOE#E ¥(sex-chro- 

matin) ] © 3 

turning point “ 甬 转 点 - O + (intersex). 

turnover number (of an enzyme) (一 个 酵 卖 

的 ) 转 换 数 : 一 个 酵素 分 子 在 最 高 工作 率 下 

一 分 鳃 内 可 以 使 基质 (substrate) HHT 
子 数 。 

Tween 80 是 polyoxyethylene sorbitan 

mono-oleate PAMxae MBB Poly - 

sorbate 80 » $##B2A BALA (emulsi- 

fier ) 以 及 分 散剂 (dispersing agent) 。 

twin hybrid #4 7## . 

twin meiosis ”人 双 减 数 分 裂 [Gutz » 1967]: 

接合 (copulation) MH Ream iA 

(yeast cell), EF MiB ZARA A 

进行 减 数 分 裂 - 在 此 情况 下 , RARE IZEI 

发 生 核 融 合 (karyogamy) o Hem BTA 

形成 之 子宫 具有 八 个 单 信和 体 数 孢 子 。 

twin method #4 FRE: 在 人 类 遗传 学 
(human genetics) .中 ， 利 用 同 卵 双生 (i- 

dentical twins) R RJSH+4 (fraternal 

twins) 研究 遗传 (heredity) 及 环 卉 (envi- 

ronment) 对 表 型 (pienotype) HES. 

twins #4: 在 同一 个 子宫 庄 同 时 有 两 个 胚 

胎 发 育 ， 只 有 一 个 卵黄 膜 (ritelliine mem- 

brane) 或 一 个 外 种 皮 (testa) © 一 胎 三 生 

(triplets), — 4294 (quadruplets) 等 等 

BPA Mi. BET a eR IPS 

(fraternal) { —SBMA (dizygotic) ] 如 

FA eSB REET PA SRB. th. FY) BE ZE TA) OB 

+ (identical) [ BSBA (monozygo- 

tic) ], MoMA RR— HRI. BHP 

GAeBVteTREBSLESSHAH- 

twin species 4+ #8 : 两 个 种 (species) EX 

型 十 非常 相似 ， 但 由 繁殖 (reproductive) 陋 

亲 (isolation) HR TRRKB Ait [OF 
胞 种 ( sibling species) ] o 

twin spot Mie##ET : 7—/A 2 #4 (het- 

erozygous) fifeh, bRART (mito - 
tic )R#V¢ Fl (crossing over) 或 体 细 胞 

( somatic cells )N7 a3 R( segregation) 

iE +: PE AS ANE (ce - 

notype) J; # # (phenotype) o 
twisting #841 Cleveland, 1949 ] : 

在 早期 减 数 分 烈 前 期 (early meiotic pro - 
phase ) 时 ， 一 个 染色 体 (chFomosome) 的 

两 个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s) #2 Me 
[“ (95 $8 (individual twisting) ] ， 

或 十 个 同 源 染色 体 (homologous chromo- 

somes) » FER) i 4 FS (nonhomologous) 

Ye fH #8 (chromosome arms) 或 染色 体 节 

Be (chromosome segments) ABE 

[ “ HMR’ (relational twisting) ] 。 

— RR PRR “ AE" relational 
coiling ) [ > * 6 x (chromosome 

coiling) ] 是 雨 咎 不 同 的 现象， 
two-factor cross “二 因子 交配 : 二 个 研究 遗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的 实验 ， 考 

虑 两 个 AMR EA Bi (genetic hay ey ; 

如 ab X ab o 
two-plane theory 双 面 说 [ Sharp» 1924 ] : 
只 交叉 型 学 说 (chiasmatype theory )。 

two-side arm bridge EIB : OB x x 
¥% (pseudochiasma)o 

typenumber #203 fagagy [ Harvey > 
1917 ]: 某 一 分 类 国体 (taxonomic group) 

中 出 现 最 多 的 染色 体 数 工 = 因应 数 (modal 
number 六 ]， “ 准 型 染色 体 数 ” 一 
常 彼 用 来 明示 乌 此 一 群 便 体 的 得 先 染色 体 数 ， 

nae? ae ae 

type specificity Ausyaq* 
type specimen ”模式 标本 : EI 
标 未 作 信 以 后 替 其 估 新 逢 命名 及 描述 的 根据 。 

tyrosinase ” 酷 胺 酸 酶 : RE REPENS dopa 

[3, 4, “RES SEERA (3, 4-clihy - 
droxyphenylalanine ) ] ， 然后 将 dopa 

4105 dopa quinone, dopa quinone fE 

RARE (polymerization) 以 形成 黑色 素 
(melanine) [ 它 白化 症 (albiiism )]. 

tyrosinosis 。 酷 胺 酸 代谢 症 。 



467 

Un 

iDPG 3 AHA as — HH #(uridine 

diphosphate glucose). 

ultrabar |. BARA 

ultracentrifugation g2iR BEL iK° 
ultracentrifuge #2;R BH (4: JEM A IE 

心机， 满 速率 可 以 高 速 60,000 rpm We 
二 年 沉 降 力 高 速 地 心力 ( eravity ) 的 

500,000 f%> ik REL BS AA KR ME BK 

=f (macromolecule) [Dict F & (sedi - 

méntation constant)]. 

ultrasound = #8 3K : HBE(sound waves) 之 

RKO BME H20 , 000k Ha SE - 
ultra structure “” 微 稻 和 结构- 

Ultraviolet “紫外 穆 + 简 高 U - V.。 
ultra violet absorption curve ”紫外 稼 吸 收 曲 粮 : 
以 一 曲线 帮 示 某 溢 液 对 不 同 波长 紫外 和 缚 之 吸 

收 程度 。 

ultra violet microscope 。” 紫外 综 题 微 镜 : 以 柴 

外 和 儿 坑 光源 的 震 微 钞 ， 因 筑 玻 璃 可 以 沽 除 柴 

DER BT LEE AR BE PLS oF BE 
Dh B55 AR MRC BE BLL BR SY RR » 此 种 

BA RED RZ (resolving p6wer) 可 高 出 

#ERRRO Ree ( nucleic 

acids WJZ # f& (monochromatic)3& HR 

“RE 260nm > MERCRRAH Mors 
SREB DL TUARG LRH 
BE Fk — MB CREAT OT BB ( spectrophotome - 

“ter) 合 用 ? BRI ERR PREF BSE A MLE 

“Binge. 
ultra-violet radiation ”紫外 粮 放 射 : BAA 
(invisible) 电磁 光谱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的 一 部 份 ， 在 此 色光 讲 以 外 ，. 
” PELE 1000 至 4000 入 之 问 。 
uncoiling of chromomeres #0 25% : BE 

&\:&@,4% (lampbrush chromosome) 形 

~ BURR (loops) 时 ， 可 以 看 到 染色 粒 (chro- 
mosomere) 的 用 弛 现象 ， 因 此 可 知 染 色 粒 

是 DNKA FF RERHMRU GREEK. 
| iE fs HRS (genetic transcription) 

BEIGE RAK © 
under replication § BARR: HH RL 

@4 (heterochromatic chromosome) 部 

unineme hypothesis 

fir Al 4K BBR DNA ( ribosomal DNA) 较 

KRG DNA HRT RR. ERERSL 
SECA py REE. SAS 绛 化 (polyten- 

ization) 2#@aBh 4f FG (euchroma- 

tin) #% ae S—Ff=. Mss (centromere) 

ZRRAMA SG EE» | 

undifferentiated “未 分 化 : SIH ovum) KZ 

A hal RE A EA) RS! ZS RAL (heteroge- 

neity) | 4am 24U(cytodifferentiation)]. 

undulipodia F=REL Frey-Wyssling 

and Miihlethaler» 1965 ] :原生质 分 

化 (plasmatic differentiation) FF RC #= 

(cilia) RHE (fiagella) ， 有 长度 各 不 相同 

[@#EREOR5-10um , BERER 

150vmpl-] ， 但 其 微 组 构造 ( ultra 

structure Bll AW, SRAB—-BBRK 

PRE» YR 0. 2 Am， 由 11 根 得 白 质 

类 物质 (proteinaceous) KAY PKA RHE 

(microfibrils) 所 构成 ， 其 中 两 根 在 圆柱 

Ho, RRR Ta RM RH 

$5 66 FH PA RB MRE (subfibrils) AK. A 

hOB AEBS. SA MAH 

ob SB Fe SEAR A LB AHR (mat - 

_vix) h, ¢EBHRMBRERE AK 
ByvbALE. BE “RL” (basal granule) 

[ Mee ERBS “ HH” (kinotosome); 如 

BREA BR 4A” (blepharoplast)], 
Ra fH (extracellular) M7 “ HiK ” 

(basal plate) 有 所 区 别 。 

unequal crossing over ”不 等 交换 作用 : 首先 

fe RE BER (Bar eye) 基 因 座 研究 中 发 现 ， 

二 染色 体 中 此 有 重复 (duplication) 之 节 段 ， 

在 配对 (pairing) 时 ， Behe Mz 

发 生 不 等 交换 ， 径 交 换 后 之 染色 分 体 {chro- 
matids) Fh, —RPA—-MRR CER 5 

一 染色 分 体 则 具有 三 个 节 段 。 

19 om le lil al 

pee my sgh yg 
unequal translocation 不 等 易 位 。 

unilateral inheritance BALaS lWinge » 

1927 ] : Ot{# (inheritance) 。 

unilineal relative BRR. 

Bee: HS RVR unineme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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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条 新 形成 的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F 

有 一 根 DNA 人 双 螺 旋 ， 和 与 此 学 说 持 相反 纲 念 

fH ZR (polyneme hypothesis) 。 

uninemic «=—«_s HRA: “只 具有 一 个 双重 螺旋 

DNA 的 染色 分 体 (chromatid) o RAMA 

(binemic) 和 多 绛 的 (polynemic) 相反 。 

[> #€ (chromosome) ] 。 

uninuclear 4x8) 
uninucleated ABIX. 

unipolar 。” 单 极 性 : #4848 (spindle) RAF 

一 个 标 (pole) = M##(monoaster) ]> 在 

EB RSEIE TT) 4 fa 96 (chromosomes) 通 

常 不 具 村 化 行动 ( polarized movement ) 

[ > & 4 & (chromosome movement) 

ts 

unique DNA — DNA : € DNA 上 任何 

AE EEE YF An ucleotide), 
RE BREBA (genome) 中 只 发 生 一 
kk, MMAR DNA (repetitious DNA) 相 

Re FE RBED Zz * & (chromosome) , 

Kf} B—-RAB DNA 的 顺序 是 散布 的 。 

除了 醒 少 数 例 外 ， 单 一 DNA 主要 表示 构造 

基因 指 洒 成 壤 多 胜 肽 。 

unisexual ” 单 性 的 : 性 别 分 开 之 生物 个 体 [ 如 

i ZHEKERE (dioecious) ， 动 物 之 雌雄 
愉 体 (gonochoric) ] 。 只 能 产 一 种 配子 

(gametes) [ HEH: (female) 或 雄性 (male) 
配 子 ] ， 因此 过 种 生物 是 俘 雌雄 二 形体 

( dimorphism ) 的 上 REE HE | 。 

unisexual flower 哩 性 花 : —RIEGAHER 

KEE, —RkBD BARC MER S 

A o 
unit character ”单位 性 状 [ Castle» 1905]: 

#ERELRAR—F FA fir 5 tt 4k (character), 

一 对 等 位 基因 (alleles) 所 控制 的 人 性状 。 

unit membrane ” 香 位 膜 [ Robertson: 

1959 ] : 根据 单位 膜 学 如 ， 和 细胞 内 所 有 薄 

膜 (membrane) 的 全 部 或 大 恤 都 与 一 基本 的 

结构 相符 合 。 所 性 哩 位 膜 或 基本 膜 (elemen- 

tary membrane) ft# fi] MAAR AS 

膜 系 态 的 基本 单位 [ 它 网 状 小 体 (reticulo - 
some) |]. HATIR A 4 BRR HB (phospho- 

lipids) 租 成 的 驳 层 分 子 (bimolecular) ， 

直径 40 - 60 A， 其 非 极 性 (non-polar) # 
份 [ $B RAR (fatty acid) 链 ] BAX 

RRSRAEE ESS LIRA 

ASRS BE (polar) BH HABE 

—-BEAR> RARARKKAMHFE: 

在 两 层 蛋 白质 中 有 一 部 份 念 酵素。 不 同 的 膜 

中 有 不 同 的 酵素 。 

单位 膜 的 重量 和 组 成 榴 入 40 % & (lipid) 

R660 % 和 蛋白 质 ， 最 易 穿 运 (permeable) 

ZBARRA ARAM (partition coeffi- 
cient) [ 极权 油 一 水 ] 者 ， 负 有 电荷 的 

分 子 不 能 迅速 通过 ， 每 一 种 单位 膜 都 具有 独 

特 的 酯 类 秀成 。 

基本 的 单位 膜 在 租 胞 胞 器 (cell organ- 

elles) 中 有 不 同 的 排列 ， 质 膜 ( plasma 

membrane) 念 一 单 履 单位 膜 ， 而 粗 胞 术 
(nucleus)» Al@##E (mitochondrion) 及 华 

#8 (chloroplast) All A A & fi RE (en - 
velope) ， 两 层 单 位 膜 作 紧 密 阔 联 排 列 ， 内 

AM (endoplasmic reticulum) RMF 

氏 器 (Golgi apparatus) HK NaH eB 

fiz BR 

unit of replication NN: = ARF 

(replicon) ; &®-B4% (replication unit). 

unit of transcription ” 转 儿 单位 : © #4 & 

( transcription) o 

univalent ERG: EB—-KMAD A(first 

meiosis) FA HR—BARBA NH RES 
[ >t 6 442H (chromosome pairing)]. 

Aine ART ( mitosis ) 染 色 体 租 
(complement) 中 的 某 一 染色 体 ，[ 它 三 价 

体 (bivalent)， 多 价 笨 (multivalent) ] 。 

嚼 价 体 之 形成 傈 由 於 某 一 染色 体 缺 少 其 同 源 

染色 体 ， 或 由 於 不 联 会 (asynapsis) | MR 

DATES KARAM BAA (.asynaptic 
genes) EX B23 AS (environmental fact- 

ors)] 以 及 联 会 消失 {desynapsis)j[ RRR 

> RXH MR, (chiasma formation) ， 配 对 

构 型 (pairing configuration) Ze A 

(diplotene) 时 提前 分 内 ] 。 
ZERO We I (metaphase 工 ) 时 ， 

88 (RNS FF 1K ENB (spindle) 上 任何 位 置 ， 

在 后 期 I(anaphase I ) RF, BRBA—+ 
要 路 和 线 ( Darlington: 1957 ) : 

| FATE OE HB MBLs 7A 

5 i eB (random) t i Reh 

BLO “hae (postdi vis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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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 单价 体 在 赤道 附近 则 移 向 赤道 板 ， 

HRPWNAAR HEB ZR BRA 

AMT AR—% &7 i (chromatids) ， 

“染色 分 体 再 移 向 相对 的 两 极 。 [2 “ATR” 
» (predivision ) ] 。 

有 些 单 价 体 可 能 不 能 进 大 子 组 胞 核 (da - 

ughter nuclei) M#MMA PARK 形成 
jsf (micronucleus) Jo M—FmaT A 

fila (meiocyte) :中 出 现 洒 个 单价 体 ， 染 色 

BRE ERT EBCRF EMC RH BAe 
( restitution nucleus) ， 在 第 一 次 或 第 二 

次 减 数 分 裂 时 ， 单 价 体 时 常 发 生 中 和 节 错 误 分 

_% (centromere misdivision) 。 

“ 4 BS HERS” { faise univaients ) 

CUpeott, 1938 |, BRBZBKEFIE 

FBS (asynapsis) KM Si R(desyna- 

psis ) ”而 傈 由 於 多 价 体 中 染色 体 中 和 节 无 加 

共 排 (indifferent co-orientation) [OO 

季 定 向 (centromere orientation) ] 所 道 

XR PHERBCTRALRAR RHA 

中 荫 分 裂 ， 染 色 分 体 (chromatids) BAR 
BARBER AMADA, Be 

fe SRS HOME eB HH Le 

fe FER o . | 

即 是 圆 环 染色 分 体 (ring chromatids) [ = 

FASA RA (AEE (closed univalents) , Bury 

色 分 体 (loop chromatids) ] ， 其 形成 多 半 

由 於 交 换 作 用 (crossing-over) RE RH RK 
(chiasma formation) 发 生 在 情 型 结合 (he - 

terozygous) 辟 内 倒 位 (Paracentric inver- 

sion ) 的 附近 或 倒 位 内 部 [三 条 允 交换 
(three-strand double crossing-over)] ， 

如 在 卷 近 交换 作用 之 外 ， 在 倒 位 区 域内 更 发 
生 四 入 (four -strand) 35H > All Ay REE 4+ 

环 单 价 体 (two loop univalents) » Buk 

— 价 体 可 能 产生 单价 体 橘 (univalent bridge). 

”univalent shift 单价 体 转 移 [Persox,1956]: 
三 染 体 (disomic) [ —4#4% (diploid) ] 质 

% #4 (monosomic) 交配 后 ， 子 代 中 所 出 

现 单 染 体 个 体 所 缺少 的 染色 体 ， 和 与 亲本 单 染 

体 所 缺少 的 ， 不 是 同一 个 染色 体 。 单 价 体 转 

移 现 象 便 在 小 麦 属 (Triticum) 植物 之 交配 

中 发 现 ， 其 单 染 体 先 本 有 部 份 不 联 会 (asy - 

naptic ) 现象 。 

“ 环 状 单 价 体 ” (loop univalents): 

urethane 

universal donor ”全 送 和 给 血 者 : 具有 0 型 血型 

的 人 ， 在 输血 时 ， 可 以 将 血 供 给 0 ，A，B ， 
或 AB 型 的 人 。 

universal recipient a2 i#: 具有 AB 型 

mHBA, RMR ALS AB A>B> 

或 0 型 人 的 血 。 

unordered tetrad ”无 顺序 排列 四 分 子 。 

unreduced gamete +} BAC o 

unreduced germ cell => B+ FaMAAA 。 
unscheduled DNA synthesis 期 外 DNA & 

成 [ Rasmussen and Painter » 1964): 

FAB +¢ MH, HAR (cell cycle) 7S 

WH DNA 合成 ， 有 邵 份 是 不 邮 存 的 。 偶 

然 发 生 期 外 DNA 合成 ， 北 可 由 UV Uy 
子 化 的 幅 射 和 气 似 放射 种 (-” radiomimetic 

agents ) MS#. AAW DNA 产生 伤害 

ZEA VIERA BAR. HAWDNA 

PRARSSBBYRSHAKBZ1G- 

期 外 DNA 合成 通常 特定 在 某 些 遗 传 过 

程 ， 例 如 修复 对 於 DNA 的 分 子 伤害 ( re- 
_ pair of molecular damage to DNA) Ce> 

4§-4§ 4% (repair replication) ], &1#¢ 

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 基因 扩大 

(gene amplification ) Al DNA KF 

(DNA puff) 的 形成 。 

untranslated region $822 1g :信息 RNA(mes- 

senger RNA ) ， 不 能 指 亲 蛋 白质 的 任何 

邵 位 。 和 被 纯化 的 所 有 mRNA ， 已 知 都 含有 

更 多 指导 所 需要 之 述 苷 酸 ， 多 余 的 残留 物 被 

假设 是 出 现在 指导 区 的 每 一 端 ， 汞 定 坑 5” 

和 3 ”未 圭 净 区 。 它 具有 未 知之 功能 ， 可 能 

FA PS S66 ll (translational control)» 

RARE GABAHEAA- FimRNA 

”的 降解 (degradation) 等 作用 。 

unwinding protein ”和 县 弛 蛋白 : SHAK (poly- 

peptide) #4 BM A¥ DNA (single-stranded - 

DNA ) Bis Be FERRE. Fe 
股 螺旋 (double helix) K% HHAy Hs © 

urea RR? VOUEEA RM (denature) 

HHRLAM DFFAB CO (NH2), © 

urediospore 夏 孢子 。 

urethane ”氨基 甲酸 乙 酯 : BGA (carcino- 
gen ) 之 一 ,能 在 哺乳 动物 之 肺 中 引起 腹 瘤 。 

NH, -C-0=-CHs -CH 
O 



uridine diphosphate galactose 

uridine diphosphate galactose 。” 尿 枝 将 二 磷酸 

酯 半 乳 糖 : 它 尿 核 疮 二 磷酸 酯 前 萄 糖 (uridine 
diphosphate glucose) ° 

uridine diphosphate glucose (UDPG) 尿 枝 苷 二 

磷酸 酯 葡萄 糖 : HB UDPG > FREAK 

素 的 辅酶 (coenzyme) 或 基质 (substrate)， 

3  B(epimerase) fF » UDPG 
MB UDP - +9, (UDP-galactose) 。 

在 碳水 化 合 物 之 代谢 作用 中 ， 过 些 辅 酶 有 重 

要 作用 。 ( 其 化 学 结构 式 如 下 '。 ) 

uridylic acid RAK BB : 它 核 音 酸 (nucle - 

otide ) o 

UV-induced dimers «5 }#RiK— AWS a 
胸腺 喀 啶 二 合体 (thymine dimers) 。 

UV-radiation KS} > 电磁 放射 (electro- 

magnetic radiation ) PRE AH 

( 3900 — 2000 A ) 需 短 者 ,可 以 促成 DNA 

氨基 对 (base pairs) 的 突变 及 染色 体 断 裂 。 
UV. reactivation SHR GARTER Weigle, 

1953 } : 简写 UVR o NRAEMMAE 

CH, OF 

Beg 
nan ee . 
XY HY] 
0 IO 

H b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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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RRA StE Mts 此 一 复合 物 

(complex) MARR BHRRAEH, (Ain 

增加 微量 紫外 线 ， 其 活力 可 以 复原 (reacti - 

vation) , MF+tMRRLLRMREX 一 射 

和 线 或 mitomycin C 处 理 人 后 ， 也 可 观察 到 噬 

菌 体 生存 率 的 增加 。 a 

叱 菌 体 在 紫外 和 线 下 囊 失 活力 ( UV-in - 
activation ) 7) RR SS)| UV SBS. 

UVR FEMME RERARAD BM ， 

有 力 由 於 反作用 过 程 的 洽 除 。 从 UV HBR 

BEER, HET AKA Rupert and 

Harm: 1966 ] : 1) 

1 SHE (damaged site) 回复 原来 

状态 或 类 似 状 态 。 

2 受伤 桔 构 被 未 受 损伤 的 结构 或 新 合成 

ARS DAT RS 

3 阻止 有 毒 光 产 物 (photoproducts) 产 
4BE. 

4 抑制 某 些 系统 的 过 份 敏感 (extrasen- 

sitivity ). 

0 
é race 

HN CH 

O=C CH 
0 Nig 

higue 0 | 
| 有 “Se 

Kel tg 
H 9 一 H 

OH OH 

eee eee ee ee eee 

本 -MA es 

Aero 区 

Oe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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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 

vaccine ”疫苗 : EEK RAM SIA (viru- 

ses) 的 县 主流 (suspension) 注 入 体内 后 可 

产生 对 此 一 病菌 的 免疫 力 。 

vaccinia virus + Sinz * 4-95 (cowpox) 中 

的 DNA 病毒 ， 用 坑 抵 抗 天 花 的 疫苗 。 

vacuole ， 液 胞 [Daxyjerdiz ，1941 ] : 在 

成 熟 租 胞 中 ， 任 何 通常 透明 的 大 讲 胞 ( vesi- 

cle) 坑 流 胞 。 流 胞 以 液 胞 膜 (tonoplast) 与 

周围 隔 苑 ， 流 胞 中 充满 低 省 度 的 落 液 称 念 租 

胞 液 (cell sap)o TMM (meristema - 

tic tissues) PRASRR)HREA AK 

2-104m 。 流 胞 形状 不 定 ， 内 四 网 (en- 

doplasmic reticulum) » &% # K## (Gol- 

gi) 29K (cisternae) ， 其 他 稻 胞 胞 器 

(cell organelles) 及 前 已 存在 的 流 胞 均 便 

Rie E+ Ril 

vacuome Rie 
Vacuum evaporator MAbs: BTRMR 

Rane FAADRAR-AEE, 

Ele BE — SRS BM OAT 

RAR AS SRT ISSR TAH 

A> UGBARKBER— i BE RE eK 

角度 ， 当 金属 粒子 投向 标本 时 ， 标 本 背面 不 

SHE PSM BR “Bw” (shadow) ， 如 
VDASFRBER WAEBARRE (spe - 

cimen screen) 上 形成 一 层 破 膜 因而 可 以 
承载 超 萍 ( ultra -thin) 的 切片 。 

valence of antibody 抗 笨 效 价 。 
valence of antigen ， 抗原 效 价 。 
van der Waal$ force 凡 得 瓦 氏 作用 力 : RT 

或 分 子 间 较 绊 而 短 距 的 吸引 力 ， 由 不 同 的 偶 

标 (dipole) 间 相互 作用 所 产生 。 

var. ”品种 或 沟 种 (variety) HHR- 
variability MRM : FMR (vari - 

ation) 中 的 状态 (state) KRHA (quali - 

ty) o PREVA IBAK (form) ， 本 性 (na- 
ture), AA (substance) 等 等 的 趋势 (te - 

ndency), [ ift(## 2+ (genetic vari- 
ability) ; #@# (variation) ] 。 

variable AR « 
‘Variance “ 滁 方 : 当 一 个 集团 (population) 

内 所 有 数值 均 以 正 值 或 负 值 之 万 差 devi - 

variation 

ation = BRA BEB F 34 (mean) (a 2 

BlAR BARMERA ZF 
均值 。 

variant ARE 

variation #3: 可 遗传 (heritable) 及 不 可 

和 遗传 nonheritable) HER BRBR. BR 

如 发 生 在 细胞 的 永久 精 构 (permanent st - 
ructure) 中 称 念 ” 个 体内 释 输 "(intraindi - 
vidual variation) ， 发 生 在 一 个 集 园 (po- 

pulation) HMKGF HBR “ ieee” 

(individual variation) ，， 在 不 同 集 园 中 

AUS “ BEM” (group variation) © 

; 在 有 关 生 物 之 性 状 中 ， 释 办 之 主要 来 源 
BEALS (genic differences) [ 由 於 突 
# (mutation) 或 新 的 基因 分 配 (assort - 

ment) ] 或 环境 诱发 差 刁 ， 环境 诱发 只 能 使 

2 WY (phenotype) + Bay Ho 

主权 之 生物 释 民 可 再 分 和 念 下 列 三 项 : 

| 表 型 变 界 ( phenotypic variation): 符 
KR“ Vp “， 某 一 性 状 (character) 生物 
BRABA HRMRSARH (natural 

BR it 4 # 2 (con - 

tinuous variation), @# (quantitative) 

人 性状 或 可 衡 度 (metric) 性 状 多 属 此 类 RK 

HAR AG ik HR (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B fa BtEKK (qualitative char- 

acters) MH. 

#E— (BIE ED BEM IB ( segregating 

population) FP» HMR RAMA AHAK 

TARTAR AAR Be ( 符号 Ve ) 及 非 

SRB (ARV. ) BR RPE 

KRABRSAABV, =Vo * Vz 2 

2 88 (environmental variation) : 

细胞 内 (intracellular) RMA (extra - 

cellular) 因子 影响 到 基因 型 (genotype) 的 

# Bi(expression PRRRBR. tee R 
LA BUR i @%(variance)( FRBV, ) 来 
才 示 ， 具 有 两 个 主要 成 份 ， 其 中 之 一 坊 乱 实 
质 的 统计 葡 值 称 怖 “ 慰 差 ”(error) 以 及 一 
些 遗 传 与 焉 进 的 相互 作用 (interactions)， 

另 外 一 个 是 可 控制 的 焉 卉 。 . 

3 i: MBS = ( gonetic variation ) : FH 

RV. HARDER R(segregating genes) 
EXER 2% wm (gene interactions) 所 产 

E, RRRVSHRADTS SRR 

discontinuities) 



variegated position effect 

(hs 32—ED BAS “8 4h 77’ (heritability ) 
( FRRH ) 。 而 通常 以 百分数 表示 之 ( 五 

= 100 % 全 邵 释 与 均 由 和 遗 传 原 因 造 成 或 全 

Rie, BMA PRES KT Bo 

于 之 值 降 低 ) : 

Ve Ve 

bid Vp Bes Vo 十 VE 

遗传 沟 方 中 之 主要 成 份 乱 :人 ) “加 性 遗传 
it” (additive genetic variance) : 由 

蕉 任何 两 个 等 位 基因 (alleles) 具有 不 同 数 
量 效应 (quantitative effects) 相 加 产生 ; 

2) “ Bape BER” (dominance deviations) : 

$e DHE SB ATE +E EE TORRE ; (3) 
“相互 作用 ” (interaction) a LAr RE” 

(epistatic deviations) :从 加 性 爸 方 所 

+: Bitz 79 Ki + 2 e(epistasis RARE fh 
非 等 位 基因 (nonallelic) 之 相互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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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个 集团 中 ， 遗 传 变 展 受 三 个 主 雪 因 “ 
Mies Mayr» 1963 ] HHA 

(mutation) 及 基因 流动 (gene flow) 而 加 入 

新 的 遗传 信息 (genetic information) » 

WE (selection) KX RR (sampling 

errors) {¥ |t— i % 384 #& (erosion): 

以 及 经由 和 组 胞 生理 的 设计 (cytophysiolo - 

gical devices) 及 生 能 因素 ( ecological 

factors) [RBC RTH BR (variabi - 

lity) [Om /##21( genetic variabi- 

lity) J © 

variegated position effect ”混杂 位 置 效应 : 此 

一 现象 常 在 果 晶 《Drosophila melanoga - 

ster) 中 发 现 ， 当 常 染色 质 (enchromatin ) 

中 野生 型 基因 ， 由 於 染 色 体 构造 民 常 《ch - 

romosome aberration) i] 2 2% ¢@ % (he- 

terochromatin) {7S Aite> ZRLAS 

中 ， 野 生 型 等 位 基因 (allele) 之 作用 有 不 称 

定 现象 ， 因 而 此 一 部 份 组 积 之 表 型 (pheno- 

type) 与 周围 的 租 胞 不 同 。 

variegation ， 人 花 斑 现 象 [ Schulutz» 1936 ] : 

在 同一 个 组织 (tissue)， 器 官 (organ) ， 或 
(Bi 8S (individual) A Wi5i AS  ( mosaic) 

表 型 (phenotype) [ Seth % ( mosaic - 
ism) ] ,如 色素 (pigmentation) #@R754h 

ARE WM RAERE ES (chlorophyll) 所 
产生 多 种 颜色 。 其 他 易 见 之 表 型 性 状 也 能 产 

其 产生 原因 有 下 列 观 察 或 推断 之 栅 制 [4y -. 

Rushdi» 1957 ] : 
| Awe (plastid variation) 以 及 

GR LAG (variants) ZA RRA Ny 
ZAR 

2 基因 不 称 定 hee instability) 以 

We ies (somatic mutation) 之 反复 

出 现 。 
3 了 naan ee 而 

EtRARWRRHRBE 6 

4 psdogetreonp nn 让 
ness) 。 

5 ae ka 30484 Cn sitet 

6 Sake B48 (ring chromosomes) & 

SB cb fis he Bae (dicentric chromosomes) 

[> #-R-SG— HGR  ( bridge - 
breakage - fusion - bridge cycle) |. 

7 疾病 感染 (infection) 53 
variety ”品种 ， 继 种 : 在 传统 分 类 学 {( clas - 

Vector 

sical taxonomy) 中 ， 品 种 是 二 个 混杂 的 分 

“组 (heterogeneous grouping) Max 

(phenotype) » ###8(morphs)> RAHA fi 
(domestic breeds) Li & HEB /\fE(geogra- 

phic races) f93F32 SHR (non -genetic 
variations) [ Mayr » 1963 J 

或 是 (0) 某 动物 或 植物 因 上 共有 某 些 遗传 性 

状 而 与 同 种 (species) 的 其 他 份子 不 同 。(2) 

种 (species) 以 内 的 一 个 区 分 ， 在 实验 室 中 

或 农业 界 ， 以 人 工人 繁殖 方法 使 其 过 到 遗传 上 

的 一 致 化 (genetically uniform) © 

媒介 : 如 竣 蚁 ， 可 将 寄生 物 (para- 
site) 从 某 一 寄主 (host) 移 往 另 一 寄主 。” 

vegetal hemisphere “植物 性 半球 : PRISE IN 

vegetative 

AR, ARAN S> GC RRA (re - 

vegetative hybrid 

vegetative little 

vegetative nucleus 

生花 斑 现 象 ， 花 斑 现 象 在 植物 中 广 怖 分 人 ， 

vegetative Cell 

A A 2 Sk HF + #3 RH 
SRSA EER 0 

BEY: +: beh ae 

production) 时 期 有 所 区 别 。 

as eA :正在 生长 中 的 细胞 ， 

此 一 名 词 与 形成 孢子 (spore) HMR 。 

无 性 杂种 -。 

Bt | ASE 。 

营养 核 : 

1 EB (ciliate) HAG (macro- 

nucleus )o 

a Se ee a ye ee ee ae ee 

PP ik Ie 

Ss thet gd dary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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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粉 粒 的 管 杷 (tube nucleus)。 

vegetative phage =} FEA BFE ° 

vegetative propagation Sh 3ef8SR7E- 
reproduction  S76985%%6 » ett 

繁殖 : 在 植物 中 ， 从 一 群 和 细胞 中 产生 一 个 新 

的 个 体 ， 而 不 构 过 胚胎 (embryo) 或 种 子 

(seed) Ay REE [ > & 144 F(agamospermy) 
类 融合 生殖 (apomixis) ]o 

vegetative segregation 4536 485} Ri - 
vegetative state Se 7KRE : Hi M4 (phage) 
7 RRR» ZEILISRIA. Re 

KEAM (genome), MASEMMHAK 

作用 , 崇 积 材料 以 产生 可 传染 的 噬菌体 里 粒 、 
vermillion ”朱红 眼 : RM — FE (sex 

-linkage) RHA AAW. SH 

EME CRRRBRARS, ReoRL 

-野生 型 (wild type, +) RA MHSUEA 
(allele) ， 则 具有 酵素 缺陷 (enzyme defe- 

ct) 不 能 将 色 胶 酸 (tryptophan ) @ MAR 
酶 基 甲 硫 胺 酸 (formylkynurenine) 如 在 幼 

Bayh RM PRE PRE: RBH AE 
_ BAR» (formylkynurenine) KETHR 

后 形成 BARRE (hydroxykynurenine) 最 后 

FRM xanthommatin  。 

vernalization ， 春 化 作用 ， 春 化 处 理 : HAS 

SFTUBEREMABARIEBE He 
AR 入 作品 种 (winter varieties) MK 

春 化 处 理 可 在 春季 播种 夏季 收获 。 
versatile nja+5elCrane and Thomas» 

1941] :安生 殖 (reproduction) 。 

vesicle § $id : > #44 (lamelia) 。 
vesicular conglomerate ” 囊 胞 集团 [ Yama- 

da» Muta» Montomura» and Koga» 

(1957 ]: = %&e# ( multivesicular 

body) ° 
’ vestigial 。” 残 地 : RM (Drosophila) 之 残 起 

基因 ， 符 号 坊 ”vv 。 或 指 退 化 或 发 育 不 完 

整 的 器 官 不 再 能 发 挥 正 常 功能 。 

v-gene reactivation v 一 基因 复原 作用 [ S- 

treisinger» 1956 ] : FRBvR> B 

RRB RAME Ri 7ET, RS 

FCA (genome) PHRAAV > 此 一 基 

AiR i HER REST ( UV -irradia - 

tion) HH Dstin— > WRT.» TL 

RT, HRMS RH (recessive) 的 

- virion 

viroid 

“v “基因 [ Rupert and Harm » 

1966 ]» [Ox - 基因 复原 作用 (x-gene 
reactivation ) ]. 

viability ”成 活力 ”: ARIS RE DSCH ae 
BAKED [OKRA F(lethal factor)} 

viability polymorphisn ”生存 的 多 六 性 [B- 

rues» 1969 ] : 除 突变 负荷 (四 utation- 

al load ) Ss FAR ERR EA M(genetic - 

load ) 的 一 个 名 漳 ， 冰 具有 许多 种 意义 。 

vicarious species ”替代 种 。 ， 

viral specific enzyme 病毒 专 一 性 酵素 

运 病 毒 感 染 后 ， 在 寄主 细胞 中 ， 根 据 病 毒 遗 

伟 信 息 所 产生 的 酵素 。 

viral transformation 病毒 转化 : © 细胞 

#8 4y, (celitransformation) > 

病毒 粒子 [ Lwoff> Anderson» 

and Jacob» 1959 ] : 已 完成 的 病毒 (vi- 
rus) 粒子 ， 具 有 一 个 术 酸 (nucleic acid) 

[DNA 或 RNA J 中 心 区 (core) 埋 藏 在 重 

白质 的 被 吉 栖 (capsid) 内 ， 有 的 在 被 宫 体 外 “ 

仍 具 有 套 膜 (envelop) ， 有 的 没有 。 病 毒 煌 
子 是 病毒 发 至 的 最 后 一 期 ， 代 雪 病 毒 的 静 邓 
(static) RAF YE (inert) HEIR, ZEA RURAL 
A, RRO RRB wEGRE 

RM LEASEMACR: RENTAS 

D Bu SAF it BA (genetic mate - 
rial) [DNA & RNA ] 均 具 有 感染 力 

(infectious) 。 

virogene ”病毒 其 因 [ Huebner and Toda- 

yo,» 1961 ]: > KABA (oncogene hy- 

pothesis) o 

virogeny FABER | Koprowski» 1964]: 

fE— {BFS AE (nonlysing) ALD ym ia 
ER. —PR ARE (infectious) 病毒 的 其 

B (induction) 或 活力 表现 (active appea- 

rance) » —(H 4+ BAB (nucleic acid) 

Hee wm (antigen) 的 出 现 ， 以 及 

细胞 对 多 次 感染 (superinfection) 的 抗 性 。 

viroid 类 病毒 [ Diener» 1971 ] : 

1 任何 一 型 植物 病源 的 媒介 和 狼 ， 包 含有 

感染 性 的 ， 单 股 游 雄 RNA 7TABR 

50,000 的 不 等 常 的 低 分 子 量 。 此 RNA 
有 似 tRNA 4H ( transfer RNA-like 

conformation ) » OREN He BA AE BAA A 

此 有 具有 部 份 双 股 之 特征 。 



virosome 

2 可 能 只 具 很 短 RNAP FT HRAB 
(pathogenic agents) 

virosome ”病毒 体 L Dah! and 天 cites， 

1970 ] : 含有 病毒 DNA 的 任何 一 型 术 酝 
楼 蛋白 (ribonucleoprotein) 粒子 ( 其 大 小 

外 密 度 念 县 质 人 性 ) ， 以 及 筱 此 毒素 感染 后 能 
勉 在 租 胞 之 大 胞 质 内 发 现 ， 它 们 含有 新 复 秽 

的 病毒 DNA 以 及 内 生 的 RNA 聚合 酶 
(RNA polymerase) 活 人 性 。 

virulent tt: = 溶 裂 (lytic) 。 

virus 病毒 ME: 具有 感染 力 ， 圾 
MiB) SARA PEA AIBN. 
i & FG 7 (nucleoprotein) ， 少 数 在 自 

然 情况 下 仅 具 DNA RRNA 。 WPRBE 
的 病原 ， 在 组 耻 中 竟 爸 经 由 感染 而 传播 ， 构 

感染 后 的 寄主 组 胞 及 寄主 个 体 发 生 独 特 的 反 
fi (characteristic response)» jx RH 

立 的 遗传 系统 ， 可 以 代 代 相传 ， BE Re 
(mutation) ， 六 具 特 有 的 演化 (evoluti - 

on) 历史 ， 病 毒 利 用 生活 细胞 的 合成 工具 以 

ARABS HLA He SRF (virio- 

ns) ， 病 毒 粒 子 具 有 病毒 的 基因 租 (genome) 

东 将 其 转移 到 其 他 组 胞 ， 病 毒 的 主要 分 类 有 

$i Hi (bacterial viruses) [ ATH R 

朵 (bactericphages)] ， 支 物 病毒 (animal 

viruses) 及 植物 病毒 (plant viruses) 。 

virus maturation ”病毒 的 成 熟 : —BRRGA 

程 ， 其 结果 坊 在 组 胞 内 形成 能 传染 后 裔 的 粒 

子 (particle) ， 它 包括 发 现 於 梦 本 粒子 形状 

ABRBRHCKX EARN BRRASHE 

BUR RAR BER ee AM BRA & 
ae 

virus receptors 病毒 接受 点 : Mi LAs 
PAS XMS A iss em (neurami- 

nic acid) 。 

Visconti-Delbriick hypothesis Visconti- 

Delbriick 学 说 : RB—-SR we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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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teriophage) 进入 寄主 组 胞 后 在 其 内 

Re RBRRESRTEAREE HF 

7RFE> (AR AARC FESCAC > BS 

之 片段 遗传 物质 可 与 另 一 噬菌体 交换 而 形成 
a #8 $8 (recombinant) o 

viscosity ” 黏 滞 性 。 

visibles DB) Ae : 经 由 表 型 表现 下 加 辩 训 
的 突变 (mutation) ， 与 活力 突变 (vita - 

lity mutations) 及 和 致死 因子 (lethal fac- 

tors) 不 同 。 

vital stain 活体 染料 : 可 使 生活 细胞 染色 的 
Bue, WAAR (Janus green) , 龄 人 性 亚 甲 

茧 (methylene blue) » #68 ( trypan 
blue) 等 。 

vitality mutation DRM: BTL SK 

(visibles) RH # + (lethal factors) 不 

fl, FORSHEE RR GEAR 

FISAERAMRSs (carrier) ”基因 型 

(genotype) 之 个 体 ， 其 活力 ( vitality ) 
[ 生存 力 (viability) ] Says. 

Hadorn (1949) 将 活力 突 释 分 念 下 列 

$255: , 
1 “” 半 致死 突 克 《semilethal mutation): 

fa Me HI (standard type) HR > BS 

(carrier) 之 生存 力 只 有 50 Zo 
”2 RSH ( subvital mutations ) : 

RSA, REFHREBRE BS 
R50 G. 

3 BADR ( supervital mutations ): 

RBS ENReBBRB 

vitamin 3» Miho > 有 机 化 合 物 的 一 

REA RMB (coenzyme)» Ry 
HAR EUR BBM RR. . 

vitamin D-resistant rickets i##E3€D (Bir: 

ABW RARE S > REM BH(sex 

linked dominant) #2, BARRA 

FRRRHEEOM, RERR—B Sie 
H, rata CH; I 

CCH C—c=c—c—ce 
txt \ 6 + aaa ee 

engl ati CH, H oP. ae 

i ee amc 
BS ate ' , 

eee a HO-C— 
led | 

ee 

~~ ea - 



475 vulnerable center 

BERR EU-RABEERWERRK . effect) o 

生 素 D 时。 化 学 构造 式 见 上 页 。 vivipary “胎生 现象 。 
vitelline membrane SAB AR vulnerable center ”脆弱 中 心 [L Baricelli » 

v-type position effect v 型 位 置 效 应 [ Le - 1956 ] : OMRKREMAR EA (multipli- 

wis» 1950 ] :—> 位 置 效应 〈 position city reactivation) 



wallace effect 

Ww 

wallace effect #38-+ Mm [ Grant ， 

1966 ] : 生殖 fa (isolation) Ay & # 

(selection) #@@. . 

warning coloration ”警戒 色 。 

W-chromosome W 一 染色 体 : WHEE RAC 
SA (heterogamety) ， 仅 在 雌性 出 现 之 性 

染色 体 (sex chromosome) BW 一 染色 体 ， 

DURE RECT RA W—- Ae HRI BBY - 
42 648 (Y-chromosome) [OZ —- #@& #4 
(Z-chromosome) ] 。 

Watson-Crick model Watson-Crick 模式 : 

LABS EM(deoxyribonucleic acid)o 

weak interactions (also called secondary bonds) 

$5548 2 ER 
ZHBBEABSREKBRA- BEETS 

(ionic bond)» @##(hydrogen bond) 及 凡 

4t BAA (Van der Waals forces) o 
webbed toe #7 o 

Weismannism tro: RMS Aug- 

ust Weismann] KMERRKBRH 

(acquired characters) 不 能 遗传 ， 只 有 发 

生 在 种 质 (germplasm) 中 的 变化 才能 代 代 
相传 。 

wheat /\¥: 全 球 最 重要 粮食 作物 之 一 ， 由 

Triticum 局 内 不 同 物种 (species) 所 产生 。 

小 麦 之 种 通常 傈 根据 其 人 染色体 数 以 作 区 分 ， 

— $1 /|\(einkorn wheat) 坑 二 合体 (di - 

ploid,n=7 )， 二 料 小 帮 (emmer wheat) 

Foe (tetraploid, n=14) » MRE 

\3E(Vulgare Wheat) Sil 7 fF8a(hexapl- 

oid» 2=21). After Re mhse T-. 
aestivum 具有 三 个 染色 体 和 组 (genome ) As 

By RD B—-MBAN ACR YA (x =7)> 
A，B，D 染 色 体 和 组 分 别 来 自 Triticum 
monococcum, Aegilops speltoides 玉 

Aegilops squarrosa [ @2+)\RRA BR 

源 以 及 其 租 先 物种 之 分 类 学 位 置 ， 至 今 仍 有 

Fim» MAmss Sears.E.R. (1969) 

Wheat Cytogenetics, Ann. Rev. Genet 

3: 451-468, HpHSeR )p RT MMe 

FRALARH MURR R-AK 

HES IF J 。 

( BRR ) : 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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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fk: 3 (Drosophila) 眼睛 颜色 

ZRBEA ZARB“ w” frEX - 染 

f2 #6 ko . 

whole arm fusion 

—i. RABBMAR ZEBRA. 

BB PANE RE HK rod -sha ped tf #8 FE +P Bi Bl 

相互 易 位 (reciprocal translocation) 时 ， 

一 条 染色 体 正 好 在 中 节 之 前 基 裂 ， 另 一 条 则 
正好 在 中 和 节 之 后 断裂 ， 二 者 在 断裂 处 发 生 整 

Baz. c 
whole-arm transfer 286g? : OF {z(trans - 

location)  。 ; 

whole-arm transposition 2BBir: = FB 

转移 (whole-arm transfer) 上 OD 易 位 

(translocation)] 。 

wild-type 村 生 型 : 傈 指 一 个 品系 (strain)， 

个 体 (organism) ， 或 基因 (gene) 之 型 能 ， 

Rt RAE + SB (wild population) 之 

+24 Darlington and Mather» 

1949 ] ， [o##4#! (standard type) ， 

道 传 命名 法 (genetic nomenclature) ] 。 

wild-type gene 。” 丢 生 型 基因 : 通常 出 现在 自 

然 界 的 基因 (gene) 形式 (OFZ (al1- 
e 了 Jr- 

Wilson's disease Wilson Kf—: 人 类 得 传 病 
定之 一 ， 遗 传 方式 需 体 染色 体 (autosomal) 
隐 性 基因 ， 病 证 起 因 保 由 於 Ceruloplasmin 

缺乏 而 引起 铜 代谢 作用 的 失常 。 

winter variety “ 冬 作 品种 : RRMA BI 

年 秋季 播种 ， 次 一 年 开花 和 结实， 如 在 同年 寿 

季 播 箱 则 在 同一 生长 季节 内 不 会 天 花 。 
within family selection RR AZ 

wobble i728 G: t RNA RFF (an- 
ticodan) 的 第 三 个 氨基 ( 5’ He) FES 

FiEF (codon) 3 "端的 一 个 ， 两 个 或 三 个 

氨基 形成 氢 键 ， 一 逢 tRNA RETR 
RAAB FET 

wobble hypothesis #278 (Crick » 1966]: 

7)—-BRA ARE FF (codon) [ 在 信息 

RNA (messenger RNA) £] BRFSS 

子 (anticodon) [ 在 运转 RNA (transfer 

RNA) 上 ] 第 三 位 针 之 配对 现象 (Pai - 

ring) 。 此 学 襄 便 预测 一 种 tRNA NOH 
一 个 以 上 的 字 码 子 ， 字 码 子 的 第 一 及 第 二 氨 

FESR ASF RS Bc BSF Watson- 

SBMS: RABREH 

par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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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k 法 则 ， 但 第 三 对 氨基 则 可 能 不 入 

rH — pe Bll, fn 3 MENS (guanine) 可 与 尿 

meme RCH “HER” 便 预 测 反 字 码 子 第 三 

氨基 可 以 辩 悦 不 同 氨基 ， 因 第 三 位 冒 在 配对 

时 发 生 “ RS” REBT RHO 
Rieme , ee RH isis 
(adenine) A Sem MACH ; Hare he (cytosi - 

ne) B] Sa MEMENSAC HA HRMS RBA PRUE Me 

配色， 总 炊 味 险 可 与 尿 喀 喧 及 胞 喀 啶 配对 ， 

ii xB (inosine) [ HARB 

甚 垮 近 似 ， 通 常 应 与 胞 喀 啶 配对 ] 则 可 与 尿 

喀 喀 ， 胞 喀 啶 及 腺 叶 哈 配对 。“ HEB HR ” 

wobble hypothesis 

HeRWREET EMBRAER 

RA KEMB FE 

根据 近来 从 事 字 码 子 特 性 决定 之 研究 ， 

发 现 tRNA 之 特性 具有 三 个 一 般 原则 与 “的 

eSB” AT ARIA AA : 

L 如 果 两 个 字 硒 子 决 定 同一 个 胺 基 酸 

(amino acid) ， 如 两 个 字 码 子 的 第 一 个 所 

7), RIAA t RNA 来 辩 妨 过 两 个 

FF o . : 

2 只 有 一 种 情形 下 ， 一 种 tRNA 可 以 

敢 三 个 字 码 子 ， 即 此 三 个 字 码 子 的 前 面 两 

个 氨基 相同 ， 而 第 三 个 氨基 坑 尿 喀 喧 ， 胞 喀 

(MH) #9 在 武 管 中 ， 已 知 反 字 码 子 顺 序 之 tRNA 对 字 码 子 之 办 认 。 
LT
 TI rr 

organism 生物 tRNA 运转 RNA anticodon’ © codons 24% -~ wobble pattern 按 气 型 式 

; coy 
yeast 酵母 菌 alanine 胺 基 丙 酸 IGC GCC 

A ] recognises U,C, A 

yeast BE Et 2 abe ) U -}] #2U.C.A 
serine IGA UCC 

ratliver 2B ; A 

yeast 酵母 菌 phenylalanine 苯 腕 基 两 酸 Me-GAA uUuc 

E.coliK & # & phenylalanine AHKAAIRE = GAA UU E 

E.coli K is # histidine RRM = = GuoG ah . 
S. typhimurium $5368 Cc G recognises U and C 

E.coli AMF HI leucine, ARK RE GAG cu’ GHAURC 

E.coli KBR —alycines HARA GCC GGF, 

E.coli KB valine, feels Be GAC GUC 

Ecoli 大 肠 株 菌 tyrosine MIRB GUA UAU > UAC modified G recog- GRAIG TE 
E.coli ABH histidine CMR GUG CAU > CAC nises U more readi- DLA RR 
E.coli KMPER — aspartic acid, 天 由 科 肤 酸 ” Guc GAU> GAC an©in Coe a Seb 
E.coli KM GH = asparagine KPIS AEAK GUU — AAU> AAC second base ah 92D = 

E.coli KB methionine, F Ot RABE CAU —_ AUG(GUG) 
E.coli K iB # & methionine, FF i fz RE CAU AUG C recognises only G 

E.coli AM AE tyrosine sus REAR RESUS CUA UAG CA EH 2G 
E.coli K i #6 = =—_ glutamine, tk Ae BERK CUG CAG 

Ecli KBAR tyrosine Stic eS 胺 酸 SU。。 UUA UAC 

A U recognises A or G 

E.coli Ai #E glycine, 甘 胺 酸 U'CC’ GGG Usz2AkG 

q : A V = uridine-5- V=RRF- 
E.coli KS FF valine, led VAC GU, > GUU oy vacstic acid, 5 Re Re, BE 

, recognises A EDA] 

E.coli KM A serine, $k PRE VGA uc? > UCU-endG orem van rf ciently than U 合 

yeast MRR glutamic acid, $t ie RE NUC GAA 2-thiouridine which 2 - MRK 

B.coliAB HH — glutamine, St REAERERK NUG CAA ___ Fecognises A alone Fi fle #58 A 

ChB Lewin. B,(1974) Gene Expression-1,Bacterial Genomes, Wiley) 。 

<< 



Women’s disease 

‘Wolman’s disease 

Re» RE ( 过 些 握 基 可 以 和 反 字 码 子 中 
的 次 叮 哈 核 苷 配对 ) 。 一 个 tRNA 可 以 辩 
改 雨 个 字 码 子 ， 只 有 当前 两 个 氨基 相同 而 第 

=fsZRREM BRK, REA 

meme» (AI—-BF eT HRR-BABLES 

KiaA—-FBTiRR-BMAE he — 

{i tRNA AREF Ris WES BT 
3 如 果 某 一 tRNA 只 能 辩 训 一 个 字 硒 

子 ， 此 一 字 码 子 的 最 后 一 个 氨基 一 定 是 筷 烤 

ERAS 

W olman 氏 症 : 遗传 病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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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AK HRA (lysosome) 酵素 酸性 
解 酯 酶 (acid lipase) 之 缺乏 。 

Wright's inbreeding coefficient(F) Wright 氏 近 

ARM: 两 个 等 位 基因 (alleles) 在 同一 个 
合子 (zygote) PH» GHA 2 eR, 
从 共同 具有 的 同一 个 租 先 处 得 到 此 一 等 位 基 

因 ， 此 一 事件 发 生 的 可 能 率 称 坑 Wright & 

近 交 傈 数 。 又 在 同一 个 体 中 , 同 质 千 合 (homo - 

zygous ) RABE ARBRWrightK& 

近 交 傈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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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x ”染色体 基数 : x BRA AAKERK 

(basic number)HFR> ZAREABRR— 
48 3 @ #t4n (chromosome complement) 

中 ， 最 小 的 数目 。 
xl X 射 烷 照射 的 当代 个 体 。 

所 出 现 的 任何 一 个 革 粽 体 突 柳 。 例 如 大 变 的 
xantha -3 22RHG, HGS ERO BCS 
量 色素 颗粒 (pigment granules) ， 但 不 形 
RAR SHEEH(grana), xanthaRABx 

“i” HEB 
xanthinuria = 7igE7] RAE +A GR RIE D> 
HAR BR RMSAB (xanthine oxidase) 

的 缺失 。 
xanthommatin IRE: RRMA EE 

眼色 素 (ommochrome) » HMA FHF 

RA *€ (hydroxykynurenine) Ar RBM K- 
goes: 
chromosome X 染色 体 [ Wilson ， 

1909 ]: RE4B ac FRA (heterogamety) 

WA HH BD ML (diploid sex diffe - 

rentiation) [ 二 伪 基 因 型 (diplogeno - 

typic) >1+#|## "(sex determination)] 

ZED? ZRAERBEPHHRTHRE 

#8 (sex chromosome) 8x #@B [OU 

1# (sex linkage) ] 。 就 此 一 染色 体言 ， 

其 中 一 个 性 别 坑 同 质 千 合 (homozygous , 

X X) ZRAFAH (homogametic) Fil 
Rit, A-SI RA TS RA(KOMXy)- 

在 具有 单 信和 体 人 性 别 分 化 (haplo sex differ - 

entiation) [“ BRR WH BWR” (ha- 
plogenotypic sex determination) ] 

生物 中 ，X RABRHAHE RAR. 

FE “SRE ERK” (multiple sex 
chromosome system) > X — 染色 体 在 雌性 
中 可 能 出 现 二 次 以 上 。 在 雄性 中 可 能 出 现 一 
次 以 上 ( MXnO» XnY> XnYn)- 

”复合 X- 染 色 体 "(compound 
X-chromosomes)[ Novitski» 1954 ] 由 

南 个 X RAR RR Epa (centrome- 
re) 上 所 形成 的 染色 体 , 称 坊 复合 X - 染色 
体 [ MERE (Drosophila) 中 是 ] , MK 

xenia 

net at 
C “C—C-CH,-CH-COOH 

H x - RA 
中 节 中 位 复合 X — Aas ( tandem met - 
acentric compound X-chromosome ) 

坑 一 中 季 中 位 染色 苯 具 有 两 个 完整 而 原 储 近 
末端 中 和 节 (acrocentric) HX RAB, —¥ 

Ei hh 7B SB LOX 一 染色 条 的 
#5 $ (attached X-chromosome)] . MH 

近 末 端 中 和 节 复 合 X — ARH ( tandem ac - 

rocentric compound X-chromosome ) 

Fe PAB ey X — RH MSE AK 
Ym (subterminal) Hib. PERABRK 

染色 体 (tandem compound ring X-ch - 

romosomes) #34 &rhfii(monocentric) 

之 政 状 染色 体 由 两 个 完整 的 X - 染色 体 相互 

Me RBBABRKX - 染色 体 (reversed 

compound ring X-chromosome ) : 单 

Fp BS Be he 88 Fh PB ae Sc 

.和 - RABAT MK. 3 
“不 活化 X 学 人 说“( inactive-X hypoth- 

esis) [ Lyon» 1961] : 此 一 学 如 主张 

在 XY 雄 性 中 唯一 的 X 染色 体 在 所 有 的 细胞 

中 均 保 持 其 活力 ， 在 哺乳 动物 的 早期 峻 性 胚 

胎 (embryo) (XX ] 的 每 个 稻 胞 中 ， 两 个 
X 染色 体 中 的 一 个 鬼 得 不 活 盐 ， 在 两 个 X - 

染色 体 中 ， 何 者 杰 仿 遗传 上 的 不 活 嘿 二 者 油 

会 均等 ，X 不 活化 作用 被 襄 坑 是 用 以 阻止 在 

XX-XY 人 性别 决 定 中 记 产 生 的 基因 不 平衡 
(gene imbalance) 现象 [O#-$ #1 (do - 
sage compensation) ] .* 

BRR Focke> 1881 ] : 杂交 

8 F 5) MAK AREER (phenotypic char- 



xenobiotic 

acters) 加 以 辨识 ( 如 颜色 ， 形 状 ， 大 小 等 

等 ) 。 其 产生 原因 乃 由 於 花粉 基因 型 (geno- 

type) 之 影响 可 以 直接 过 到 果实 (fruit) 的 

RARE AER (maternal tissue) 20K 

5 (endosperm). 

xenobiotic 生物 体内 办 物 [ Mason» North: 

and. Vaneste » 1965 ] : 傈 指 化 学 环境 

中 某 些 成 份 对 某 一 生物 个 体 的 代谢 机 能 则 彼 

认 需 是 一 外 来 物质 。 

xenogamy RSH > 

xenoplastic graft AHZiKIE o : 

xerograft Bwmi=z: = BY 44 (hetero - 

graft) ° 

xerophyte +4877: 可 抗旱 的 植物 如 仙人 

% (cactus) 。 

x-gene reactivation X 基因 复原 作用 [ Harm: 

1963 ] : (HARRIS —tH ( phage - 

specific) 的 复原 (reactivation) 体 系 。 FH IS 

JE FAH (genome) 中 有 x+ 基因 的 存在 可 以 

增加 偶数 噬菌体 (T even phages) 对 紫外 

禾 的 抗力 (Taz RT vx RBA A LH 

性 ) » 如 与 基因 x+ 共同 在 在 人 Ty ytx+ ie 

HSUVHTD > MRM (Tix) 增 

加 4.4 信 ， 当 x+ RRR XS A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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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lem ABBE : AMEE HERI ( qohar 

ach, 38 (a HM (genetic recombination) 

By ROR IESE ALAA RREXR 中 

tb PEE BM ( Rupert and Harm» 

1966 )[ov- 基因 复原 作用 (w-gene re- 

activation ) » 上 外 缚 复原 作 用 (UV-reac- 

tivation ) ] 。 

X-inactivation X 染色 体 惰 化 现象 : Oo 

Lvon 氏 学 说 (Lyon's hypothesis) 。 

X-over 交换 作用 : Facrossing over 之 简写 ， 

也 有 时 写成 CO 。 
X-10 reactor [Rite :在 美国 Tennessee 州 

BBR Rw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 AMRF REE: #1943 

年 首先 产生 放射 性 同位 素 (radioisotopes) 

供 科 学 研究 ， 
X-ray crystallography X 一 光 和 结 量 图 : > Sdn 

aes x SC A DLE He es BREEN (diffraction 

， 因 而 可 以 决定 一 个 分 子 的 立 pattern ) 

体 构造 。 

plants) th @i Kt RY Bee ae 

IE HERE RRA ( mechanical sup - 

por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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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hromosome Y —#@fEl Wilson» 

1909 ] sa FEREH FAC F 52H! (heteroga - 
mety) 行 二 信和 体 性 别 分 化 «(diploid sex 

differentiation) 的 生物 中 [ 又 称 ” 二 信和 体 
基因 型 (diplogenotypic) 性 别 决 定 " (sex 

détermination) ]， 仅 在 一 个 性 别 中 出 现 

的 性 米色 苯 (sex chromosome) BY — #f& 

(AFR, MEE) EM AT Wa 

Y 4880] aX - 6 44(X-chromosome) 

Ac [ > +e HH (sex linkage) ] ， 在 具 

有 单 佑 体 人 性 别 分 化 (haploid sex differen- 

tiation) 的 生物 中 [ VB” BRR AAH 

人 (iaplogenotypic) 性 别 决 定 “] ， 雄 性 的 性 

Yale RY 一 染色体 。 
在 一 个 染色 体 和 组 (chromosome com - 

plement) 的 “复数 性 染色 笨 系 统 (multi- 
ple sex chromosome systems ) 中 ， 

Y 一 染色 体 可 能 出 现 一 次 以 上 ， 如 XYn， 
XnY，“n ”代表 染色 体 出 现 的 次 数 。 

Y gene reactivation Y 基因 复原 作用 [ 巨 - 
oyle and Symonds» 1969 |: 一 个 吃 

Y-suppressed lethal 

BT, RANTHERRE CFR ， 就 如 
同 X 基 因 复 原作 用 (X gene reactivation) 

之 方 式 一 样 。 

yellow 黄体 色 : RE (Drosophila) 突 寿 

KAS ARR “vy”, REERABK 
fa(gray)> 

yolk 卵黄 : BK F (macromolecules) 

以 及 较 小 的 营养 分 子 (smaller nutrient 

molecules) 之 复杂 集合 。 在 受精 (ferti - 

lization) 前 预先 充满 於 卵 母 租 胞 。 卵 黄 的 

合成 和 累积 (deposition) BRK 9 FRE 

(odgenesis) 之 最 重要 事件 。 

yolk nucleus ”卵黄 核 : :在 无 在 椎 动物 (in - 

vertebrates) #HEE)® (vertebrates) ¥ 

SRELMA A (oScyte) A>» fT AHAMEKIA IT» 
PU 11 RS: fe RRA MAS [ BARE (osmio- 
philic) ]. MARBTRMSB ( electron 

microscope) 观 察 ， 卵 黄 核 保 由 一 群 薄膜 层 
(lamellae) JgEffa (vesicles) 集合 而 成 

[ =E 2B (Balbiani body)]。 

Y-suppressed lethal Y 抑制 致死 因子 : REP 

pe i# (sex-linked) BER FEAF HE XO 

REE REC: (RABBI XY 雄性 。 



Z-chromosome 

by > 

Z-chromosome Z 一 染色 体 : CHEATR 

型 (heterogamety) 生物 中 ， 在 两 性 中 都 出 
现 的 性 染色 体 (sex chromosome) RZ - 染 

色 体 ，W -染色体 (W-chromosome) 则 

只 在 雌性 中 出 现 。 
zcna occludens 关闭 带 [ Farquhar and 

Palade» 1963 ] := 紧密 速 合 (tight 

junction) ° 

zoogamete 。” 游 动 配子 。 

zoogeographic — 动物 地 理 的 。 
zoogony “胎生 的 。 

zoosperm ， ，” 游 动 精子 。 

zoosporangium 。 游 动 孢子 襄 。 
zoospore mifat o 

zygomere 配对 粒 [ Sybenga» 1966 ] : 

每 人 条 染 色 体 都 具有 的 假想 单位 (unit) RATE 
(sites) » 44+ 4y(eukaryotes)p» HK 

DB (ee 2 & te #H (chromosome pai-. 

ring) [ 3a0BREMS#H A R4| (long distan- 
ce attraction) ] 的 发 生 。 RAT AaH 

(meiotic pairing) 通常 从 每 条 染色 体 上 某 
些 特殊 位 置 (loci) ( 配对 粒 ) 开始 ， 然 后 向 

Buh ASH BRED RET. ROARS BCAA 

1B EE HEE Ey BD RS TD 

AY, EBT 配对 活动 (zygic activi- 
ty) » MHNEBMRESAT IHR: 

EAAEMH KHRAAKR ARAB 

HH Boy EE EL ARR BAR 

低 且 集中 在 染色 体 上 的 一 区 ， 有 时 在 一 大 段 

或 整 条 染色 体 上 ， 只 有 一 个 配对 粒 出 现 ， 配 

对 粒 的 分 做 型 态 决 定 染色 体 配对 的 方式 。 

zygomycetes ”接合 菌 类 。 

zygonema {B48 : = Zygotene> DORR 

4>'% (meiosis) 。 

zygo-pachytene {EHH #HA - 
zygophase 。 合子 期 。 
zygosacchromyces 。 接合 酵母 菌 。 

zygosis Go 

zygospore ”接合 孢子 。 

zygotaxis ”配子 吸引 。 
zygote “合子 ， 接 合子 [ Bateson ，1902]: 

1 全 合子 ( holozygote ): BK + H/(euka- 

482 

ryote fT HH KA (reproduction) # » ER 

hat 7A BS A BE BF (haploid gamet - 

es) MAI BR—B— 48 (diploid) iA» 

此 一 组 胞 通常 上 共有 两 个 完整 (complete) 的 

染色 体 组 或 基因 组 (genomes) 因 此 称 坊 全 合 

子 。 从 全 合子 衍生 而 得 的 个 体 ， 情 况 也 是 一 

样 ， 在 融合 配子 的 基因 租 中 ， 某 些 基 因 如 出 

RARARH FAB (alleles) ， 对 过 些 基 

a? K-TBR2 VS (heterozygo- 
us) KEE (hybrid) DRA BARS 

位 基因 ， 此 一 合子 称 坊 同和 质 结 合 ( homo- 
zy gous) 。 / : 

2 部 分 合子 (merozygote)[ Wollman, 
Jacob» and Hayes» 1956]: 48% 

4 4h (protokaryotes) L#i (bacteria) |]; 

the 4 (parasexual MB BBREDA 

UURAZH (incomplete) “合子 (zygo- 
te) » L 在 组 菌 行 结 合 (conjugation) 

Fh ARF ( sex factors ) » ## 

( transduction) , 以 及 转化 (tra- 

nsformation) 而 过 到 ”不 完整 混合 "(me - 

romixies)  ] 。 不 完整 合子 之 遗传 物质 只 

有 邵 份 储 二 信人 性， 其 余 则 仍 坑 单 癸 ， 不 完整 

. FAB RBA (recipient cell) 的 全 部 

Ae [ 内 基因 子 (endogenete) URE 
组 胞 (donor cell) 的 部 份 基因 子 (meroge- 

note) [ 或 称 外 基因 子 (exogenote) ]» 

分 合子 通常 甚 不 稳定 ， 其 遗传 租 成 可 能 篇 刁 

质 基 因 结 合 (heterogenotic) 或 同 质 基因 结 

合 (homogenotic)， 在 如 分 合子 中 ， 也 有 发 

+ it {#-€ 48 (genetic recombination) 的 可 

fE> (ARAB AB— EBERT 

zygotene {RakRH* —Zygonemar ORR 
裂 (meiosis) 。 

zygote nucleus ”合子 核 。 

zygotic incompatibility ”合子 不 亲 和 性 。 
zygotic induction ”合子 诱发 作用 [ Jacob 

and Wollman» 1956 ] : > Bae‘ 

(induction) 。 

zygotic lethal ”合子 致死 
zygotic meiosis ”合子 减 数 分 裂 。 

zygotic mortality ”合子 死亡 : 交配 后 机 
制 的 一 种 [ 包括 配子 死亡 ， 杂 种 不 存活 和 与 杂 

种 不 稚 性 ] RARTHAHBE ARE 

疝 杂交 后 之 发 育 失败 。 钊 和 胞 完成 了 受精 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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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 

Al, QSTRERAR-GN. RFK — ( gametic nuclei) 融合 而 成 的 一 个 全 极 子 
( gamatic mortality) 之 情形 下 ， 在 种 问 (holozygote)[ O44 (zygote) 7 Miia, 

3e Bc Fee Re CHEB Bl BE He Bo [ >#ae ts Al (karyogamy) J 。 
zygotic mutation OfRR. zygozoospore ” 游 动 接合 孢子 。 
zygotic number “合子 染色 体 数 。 zymogen granules MRF: 含有 酵素 的 颗 

zygotic sterility ”合子 不 孕 性 。 AL, FERRE PH SS © 

zygotonucieus ST HK: HPAL 

i Na 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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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lO ee ee 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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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MEARS FR “一 

[ s BH King (1972) A Dictionary of Genetics] 

遗传 学 全 从 有 了 关 的 或 不 其 有 关 的 科学 中 多 得 若干 露 感 ， 有 时 某 逢 全 器 或 技术 的 发 明 ,可 以 促成 遗传 学 发 
现 黄金 时 代 的 来 临 。 址 传 学 的 不 同 支流 常 在 不 同方 向 同时 前 进 ， 因 此 从 历史 观点 来 描述 息 德 学 的 发 展 ， 往 
往 甚 偶 不 易 。 可 是 学 如 遗 传 学 的 人 ， 对 扯 传 学 进步 过 程 中 的 大 事 ， 也 应 让 有 一 个 具体 的 观念 ， 下 列 大 事 年 
才 即 顺应 此 一 要 求 而 排列 ， 每 位 遗传 学 家 对 某 些 事 件 的 是 否 应 予 列 入 ， 可 能 都 是 见仁见智 各 有 不 同 巧 见 。 
单独 一 个 科学 家 往往 不 能 入 一 多 数 人 的 伙 见 ， 当 时 机 成 熟 时 ， 若 干 科学 家 共同 合作 ， 可 能 提供 一 个 邻 大 靖 

悉 的 解释 或 答案 。 但 是 请 晰 的 构思 ， 往 往 是 一 个 人 先行 提供 ， 坑 方便 起 见 ， 过 个 人 也 就 被 列 饥 此 一 观念 的 
创始 人 。 在 本 书 所 列 参考 文献 中 ， 读 者 可 以 找到 若干 对 遗传 学 有 划时代 真 献 的 文献 ,天 芒 过 类 生 著 ， 参 本 
PIER, RAHBSSHE TT UA BEE OR 。 

1590 

1651 

1657 

1665 

1668 

1677 

1694 

1735 

1798 

1809 

1822 
1825 
1830 
1831 

1833 

1838 

1838-9 

1841 

1845 

Janssen Z. BH. #% PARC EDS (double convex lenses) RF KE AE F AMAR REA 
i438 (compound microscope) , 

Havey W.FEM BEM, BABEN, SHIRE 
de Graaf, R. FEAF SAM EiA (follicles) CRM. 
Hooke, R. BREE Micregraphia ，， 首 次 描写 了 细胞 的 存在 。 

Redi,F. GRA“ HR+tEA, BRELMBR” BSRHBR . 

van Leeuwenhoek,A  ( 李 文 荷 克 ) 观察 人 及 其 他 哺乳 动物 的 精子 。 

Camerarius, 有， 从事 授粉 实验 兹 报告 植物 亦 有 性 别 的 存在 。 
Linne,C. V. ( 林 奈 ) 发 表 其 著作 “Systema Naturae” M—K, Linne 一 生 共 完成 1 知 此 一 分 

上 类 章 垂 著 ， 他 所 首倡 的 二 名 法 (binary nomenclature) AZISAMRAA, Linne 坚持 物种 

分 类 有 永恒 性 (constancy) 及 客观 性 (objective) ， 因 而 推演 成 物种 原始 的 研究 方法 。 

Malthus, T. R. 【( BBE ) 隐 名 发 表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3)” 

Pe ak ae AC 81838 EA: BE“ IE, @#BAF (struggle for existenc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 #Ro 

Lamarck, 18. (HEH) EEHRAGHH MARKER BEEK (adaptive characteristics) 

一 个 物种 (species) I NAMM K—BRE, BBE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可 以 代 代 

相传 。 

Knight, T. A., J. Goss, W. Herbert, i A. Seton 开始 行 植物 杂交 工作 。 

Raspail, F.V. 用 碘 坑 泪 粉 染色 , A “GSLs (histochemistry) ” #H. 

Amici, G. B. 发 现 花 粉 管 在 花柱 (style) 中 延伸 直 过 胚珠 (ovule) 。 
Brown, R. 7 = FM AH MBE 
同年 12 月 27 日 “H.M.S. Beagle 号 < 从 Plymouth PAMRRER, ATHAFEDRHAR 
BR SBM (Charles Darwin) 。 

9 月 15 A Beagle #{#i# Galapagos HB, €BXERAARMASOBWHLERE, & 

A\8B -AABSHRAMHME, 2BURRGLRSERRBARVERCE, HKMEED 

AOE, SERBHRALUSEABRHRE. 

Muider,G.J. BREA. 

Schleiden, M.J., 及 T. Schwann RMS SR (cell theory) 在 生物 学 中 ， Hs wR RENE 

RBC ae oT LAA eo ; 

Schleiden BRAMRERARBE. 

Kollike, A. 显示 精子 储 性 细胞 ， 由 墨 丸 中 组 胞 转化 而 来 。 

Dzierzon, J. #45 KEK (drones) HK SWIVEL KR, CM (workers) 及 后 蜂 (queen) 则 由 

受精 卵 发 育 而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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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Gaertner, C. F_ 唤起 注意 相互 交配 (reciprocal crosses) 的 相似 性 。 

Virchow, FF， 发 表 他 的 原则 “ HHMBRAHANCRFEHABD AMR”. 

MM (Charles Darwin) BRK BE “MRE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 

 Klebs, TA. EF. =P MA HE (paraffin embedding) WHR. 
78M (Gregor Mende!) BRH BM “ 植物 交配 寓 台 (Experiments in Plant-Hybridisation )” 。 

Galton, F. BR“ KAR (Hereditary Genius) "RA MRE ZHEARRE. 
Miescher, F. #42753 (nucleoprotein):> - 
His, W. 发 明 切 片 机 (microtome) o 

Schneider, 4 有 缘分 裂 (mitosis) BHR. 
Hertwig,O. 研究 海 脆 (sea urchin) 的 生殖 作用 而 下 结论， 所 有 有 动 植物 的 受精 作用 (fertili - 

zation) 都 包括 两 个 细胞 核 的 融合 ， 此 二 极 分 别 由 雌雄 对 本 所 提供 。 

Abbe, Ernst 1 II PR 
Fol/ /观察 海星 (starfish) 精 子 穿 入 一 个 卵 

Flemming, W. BRMARET ARLABRAR—, TiBG— Tt MIRBA 。 

del Vilmorin, L. 建立 子 代 测验 。 
Balbiani, E.G. 在 的 蚊 (chironomous) $a PRB 巨型 染色 体 (giant chromosome) © 
Koch, R. Sat T Remy Mein, HKESA PRA - 

Flemming, W. 2258 #| 43 &4@ (lampbrush chromosome) se RS “(mitosis)” ( 有 入 分 裂 , 间 接 分 烈 ) 

定名 。 

van Benedin, E. 发 现 姻 但 配子 和 胞 的 染色 体 数 念 体 和 胞 的 一 半 ， 他 也 描述 了 哺乳 动物 的 受精 作用 。 

Roux,W. +5: My es & es ae BAT 。 
Strasburger,E. ”描述 种 子 植 物 的 和 受精 作用 。 
NZ (Weismann, A.) 主张 在 所 有 的 有 性 生物 中 ， 染 色 体 数 一 定 作 漂 期 性 的 减 半 。 

Boveri,T. 8S D4 (centriole) 的 存在 。 

Waldeyer,W. 4 fais 4B “chromosomes” 。 

Boveri, T. #&F39GER (Ascaris) MR>R (meiosis) MKB, SARE (synapsis) 现象 在 内 。 
Weismann, A. 934% (germ plasm) 与 身体 互相 独立 ， 他 的 主张 与 拉 马 克 正 好 相反 ， 他 说 入 只 有 
改 生 在 种 质 的 构 化 才 可 以 遗传 。 

APoentgen, W.C. RX - HR. 

BREA K. Jordan 是 第 一 人 很 明确 的 主张 物种 的 形成 (speciation)j 是 ” ioe (transmuting) ” 
Sa “ FaBE(isolation)” A9stir] EY » 
Wilson, E. B. 38%” The Cell in Development and Heredity” . 

Buchner, E. 发 现 第 一 个 酵素 (enzyme) 。 

“Benda, C. 5833 #28348 (mitochondria) 。 
De Vries,H. BC. Correns 8 HHBHLARRR, REEBRE HO LEAMU, HPAL 
Tschermak 在 1900 年 重 行 发 现 孟 德 舌 的 文 昔 及 其 肋 义 。 

Landsteiner, K， 发 现 人 类 血 流 的 凝固 现象 。 
DeVries, H_EFA mutation ( 突 役 ) 过 一 名 习 以 描述 月 见 草 (Oenothera ) 址 传 物质 的 突然 ( sud- 
den) 自 然 (spontaneous) 急 剧 (drastic) Ha. 

McClung, C. E BRR Re. 

Sutton, W. S. 主张 遗传 的 染色 体 学 谣 (chromosome theory of heredity) 。 

Boveri, T. URBBRNRHLABHAAHE &. 

. 

1902-09 Bateson, W. 38 BAR “Genetics” EI FIG Id] $12 B (alleomorph, fi} SB allele). 

1906 

1907 

1908 

质 结 合 (homozygous) #424 (heterozygous) 扫 交 一 代 ( F, 子 一 代 ) 子 二 代 (FE。) 上 位 基 
因 (epistatic genes) 等 。 

Bateson, W. 及 A.C. Punnet, 在 香 吏 豆 (sweet pea), B—-RH Mik M (linkage) 现象 。 
Harrison, R.G. FRAG BIS FE (tissue culture) o 

te A SR BH (Faredy Medal) \@S8 £. Fischer, 他 和 将棋 成 蛋白 质 的 20 个 胶 基 酸 (animeehii 4) WE HY 

]9 个 来 。 

Hardy-Weinberg 法 则 (Hardy- “Weinberg law) KK 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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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10 Nilsson Ehle .H #2 AFSR (multiple factor hypothesis) 。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5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Shull, G. 由 提倡 用 自 交 系 (self- fertilized) ERASE RRA 因此 所 产生 的 杂交 玉米 使 
ASR, Piet + RH to : 

Johannsen, 内 ， 坟 下 列 名 词 定名 ; 基因 (gene) 基因 型 (genotype) 44 (phenotype) 。 

Garrod, A. E 发表 “先天 代谢 差 误 (!nbor Errors jn Metabolism) "» BARRE WE 

AL MFR She © . 

Janssens, F. A. SERRE IS SE BEE Af THB (nonsister chromatids) 和 癌 的 相互 交换 (exchange) 

而 产生 交叉 (chiasmata) WR. 
毛根 /7 H. Morgen) 发 现 果 量 的 白眼 (white eye) 及 性 连 (sex-linage) RS» FABRE AH (Droso- 

”Phila genetics) 250, 7£1912%, th RBRHBRAHAA (sex-linked lethal) 。 

Rous, P. 285 @i—GAG (sarcoma) 的 病因 是 一 种 特殊 的 病毒 (virus) 。 
Morgan, T. H. #@89 MES Bae-+ {heterogametic) 性 别 不 具 交 换 作 用 (crossing over) 。 次 (1913 ) 

年 ， 田 中 (Y. Tanaka) ERE (Bombyx mori) 有 同样 的 观察 。 
Sturtevant, AH. BERRI BR RS APRS (linkage-distance concept) « 
Bridges, C. 8 BRRBDTBH> 77M RZ (non-disjunction)o 

Twort, FW. Bek DVGRRZ AYE (filterable virus) 。 

Goldschmidt, R. 8. 创 定名 阐 “ 中 间 性 别 (intersex)” wwepipaltasiano Os (gypsy 

moth, Lymantria dispar) 交配 时 所 产生 的 刁 型 性 别 。 

d’ Herelle, F. BME BW AB“ bacteriophage” FBERHKUSE KB (virus) HER: 

Bridges, C. B. BAR MHHBHRA (deficiency) 现象 。 - 

Muller, 凡 ,发现 平衡 致死 (balanced lethal) 现象 。- 

Bridges, C. 6， 发 现 染色 体 的 重复 (duplication) 现象 。 

Blakeslee, A. F. 42 SPE (Datura) HBR =m (trisomics) 。 
Bridges, C. 8. FHRRMZ = 24 (triploid) PREF! ( intersex) 。 
Banting, F.G. 及 C. H. Best PREAB, HX (insulin) LHFRKREBHE - 

Goldschmidt, 2.8. ”发 表 第 一 篇 遗传 分 析 及 讨论 工业 黑 烟 对 生物 演化 的 影响 。 
Morgan, L: V. (T.H. Morgan KA ) BRR AMRX- REM: (attached x-chromosomes) " 

Bridges, C. 5， 发 现 染 色 体 的 易 位 (translocation) 现象 。 
Feulgen, R- B H. Rossenbeck HRMS BR (cytochemical test) 以 决定 DNA 的 位 置 ， 直 

BSH, HEMRRZER. 

Spemann, H. 3A Ar oR TL 

(morp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o 

Svedberg,T. 建成 第 一 症 超速 散心 机 opR AR * 

East, E.M. 及 A. J. Mangelsdorf HAHEI A ye RELA OR LTE 9S EAR RSet -sts- 

rility)R#&, Sturtevant, A.H, DP RMHBMR (Bar eye) RMMRIF (2H AXA (position effect) 。 

Bernstein, F, @# ABO 血型 是 由 一 捉 等 位 基因 (series of allelic genes) 所 决定 s 
Anderson, E.G. RSX - 染色 体 的 中 季 (centromere) 位 於 呈 “黄体 色 (yellow) “基因 相 

对 的 另 一 端 。 
Chetverikov, S. S. 开始 遗传 分 析 野 生 集 园 (wild population) 。 

Sumner,J. 8. SRBBERREABER, LEBRREA RB 

Sturtevant, A. 凡 ， 发 现 染色 体 的 倒 位 (inversion) 现象 。 if 

Muller, 凡人 以 X - 射线 在 动物 中 , TABRZREBRAR tint ell) ° 

Stadler, L. J. 在 植物 中 完成 同样 实验 ， ERE BY Ht PA BA eSB ER ET Ee Bo 

Fleming, A. BREE (penicillin) o 

Landsteiner, K. HAS (38 RS (immunology) HARM BSA ABE (Nobel Prize) 。 

Fisher, 6 4， 发 支 " 自 然 园 择 的 遗传 理 葵 ”f7pne Genetic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 J 

Stern, C. RH. B. igo 以 及 B。 McClintock ， Ay Gh LAH Rea FE LATS BA 交换 作用 (cross- 

ing over) 。 / 

Wright, S. gz" EGBA MBAR” (Evolution in Mendelion Populations) ia — AAR Fis- 

her, 的 巨著 构成 集 园 遗 传 学 (Population Genetics) 的 数学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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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ll, M. Bt E. Ruska BRS BSF ARR ED. 
Painter, T.S. BASH MBRERIR A HG (salivary gland chromosome) MIRE EHF » 

毛根 (T. H. Morgan) HRDNE ADE mA eas R BR. 

Hashimoto, H. @RRXE (Bombyx mori) 染色 体 控制 性 别 决 定 。 

Tiselius, A. W. K. 发 明 器 具 以 利用 电 旋 法 (electrophoresis) FMM A AMHD F 。 

Schlesinger, M. #83 DNA 及 和 蛋白质 所 租 成 。 

L’Heritier, P 及 G. Teissier 将 果 曙 在 集团 策 (population cage) 中 人 筒 养 若 干 代 后， BR ae 

基因 从 集 园 中 消逝 不 见 。 

Spemann, H. 由 於 他 对 胚胎 族 发 的 研究 狼 得 诸 具 十 交 。 

Zernicke, F. 发 表 相 差 显微镜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 的 理论 。 

Beadle, G. W. 及 8. Ephrussi #2 eR MARI & K+ EH RSM 。 

Schultz, J. ERAAAHBRRR (mosaic expression) MBAR REN Sisterochrodiin) 

问 之 相互 位 置 有 天。 

Caspersson, T. FAR HILFE DHE (cytospectrophotometric methods) 研究 胡 胞 的 化 学 钥 成 。 

Sturtevant, 4. H. Th. Dobzhansky 利用 对 染色 体 倒 位 (inversion) 的 研究 以 租 成 染色 笨 蕊 化 过 程 

fon (phylogenetic tree) 。 

Dobzhansky, Th BH “ BWR MRR ( Genetic and Origin of Species) “一 书 。 

Sonneborn, T.M. BRB BBH ASAT (killer factor) 。 

Ellis, EL， 2B M. Delbrick FiRABARM (coliphage) HERE, KRURRBARHS 
th, (bh Pize Wee RET RAE ee, FE“ MEK (latent period) "RAMRBALZE, 

RK“ RB (burst) ”类 菌 以 释放 后代 。 
Landsteiner, K， 及 A. S. Wiener 发 现 Rh 因子 (Rh factor) 。 

Beadle,G.W. & E. L. Tatum BR MBRBAR LAL MA (Neurospora) 的 生化 遗传 。 
Schoenheimer, R. BH “个体 租 成 的 动态 (The Dynamic State of Body Constituents)” ¥Fi 

用 放射 性 同位 素 作 代谢 作用 的 研究 。 

田 葬 西 州 橡 贱 国立 研究 所 /Oak Ridge National Lab) 的 X - 10 反 并 粮 天 始 生产 放射 同位 素 。 
Avery, O. T., C.M. Macleod, 3 M. McCarty 描述 肺炎 球菌 的 转化 因素 (transforming prin- 

ciple) 由 於 转化 因素 是 DNA, RH 明和 遗 传 物质 的 化 学 成 分 是 DNA 而 不 是 蛋白 质 。 
Dobzhansky, Th. 描述 Drosophila pseuaoopbscurs 及 D. persimilis 第 三 染色 笨 的 基因 安排 硕 序 及 其 

演化 过 程 。 
Muller, 凡人 由於 他 对 放射 遗传 学 (radiation genetics) HARBATRRH. 
Delbrick,M. BW. T. Bailey 3 9% iH @ (bacteriophage) 的 章 传 重组 (genetic recombination) 现 象 。 
Lederberg, J. RE. L. Tetum RMB Ate 4a (genetic recombination) 现象 。 

Mc Fadden,E.S. BE. R. Sears RE)BD PHBA (D genome) 的 来 源 。 

Boivin, A.,R. Vendrely, B C. Vendrely BRER—BRAT AMIS, Bee ie _— 
chromosome set)f§ DNA 含量 相等 。 

Green,M.M. 及 K.C. Green 描述 果 电 "1z"” 基因 座 (locus) 等 位 基因 (alleles) 问 的 交换 作用 
(crossing over) 。 

Pauling, L., H. A. Itano, . J. Singer, Ba 1. C. Wells 2283 HS 2A gE +: & 64 mo 4r-€ (hemoglobin) 。 
McClintock, 65， 发 现 玉米 的 AC - Ds RBBR. 

Lwoff, A. & A Gutmann Z¢5R 4 {Ath AES (lysogenic) 情况 下 都 含有 一 个 噬菌体 原 (pro- 

phage) AUS ERS KERMIT. HRA ESt HRB TH. 

Chargaff,E. 7h LfFREURFRERRRHAE, RAL DNA 分 子 中 meBed (aden- 

ine) 和 胸腺 哗 喧 (thymine) HRMAHMS, BBs (guanine) 和 胞 只 啶 (cytosine) 的 数目 也 相 

等 ，Watson 及 Crick 后 来 根据 此 一 发 现 而 认定 每 个 DNA PF ARAM F HM (polynucie- 

otide strands) #9 (hydrogen bonding) 连 二 再 之 问 的 A 和 T 以 及 G 和 C 。 

Zernicke, F. 由於 发 现 相 差 普 微 钱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 fj FE mall BG 26 A BH - 
Mazia,D. BR K. Dan FRARTREE (mitotic apparatus) 冰 研 究 其 生物 化 学 性 质 。 

Zinder, N. D. J. Lederberg #3 YP] KR (Salmonella) #44 Fi (transduction) 。 

Briggs, R. BR T.J. king 将 生活 赛 胎 (bla stula) MMBBRALRARHTERA, H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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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Bt se— 

BH ARE SE TT O14 & (differentiation) 。 

Hershey, A.D. 及 M. Chase GHAR BRIER DNA £AStM, BA ARBRER. 
Watson, J. D. I¢F. H. C. Crick 提出 DNA 的 模式 (model) 他 们 如 篇 DNA AAMRAL BROS 
Eh Be (hydrogen bond) 联 千 二 者 之 间 的 -%e4 (purines) KR °#°* (pyrimidines) . 
Allison, A.C. fe RATA ARI a (sickle cell) RAEF (heterozygous) 基因 型 者 在 

BIRT THER FFI» 

Hoagland, M. B. TER MRRAIRAKEA B. 

Benzer.,S. REABMA (E. coli) RET, BEM ARR Mes. Wale PA eR TR 

顺 RF, cistron) , BRT ( 或 交换 子 ，recon) RX#-F (muton) 。 

Jerne,N. KK 提出 抗体 (antibody) HRIER (selective theory), 他 认 仿 所 有 的 抗体 ， 均 由 

ABRE. LUE BHR RRR (clonal selection) 学 说 中 他 的 基本 客 念 均 破 引用 。 

Jacob, F J 后 人 Woman RR BREFEBABEGR (E, coli) M22. URR—-MREBE 

1 3h Hh— 1 A SEE A i dR 。 

由 S. Ochoa A. Kornberg 所 领导 的 一 群 ， 在 试管 中 (in vitro) RBH, KABA T Cee 
酸 (ribonucieotides) h + G73 (deoxyribonucleotides). . 

Fraenkel-Conrat,H. 及 R.C. Willams UV AREODRBRER BETA “ etaniid* KK 

A SBRIRB (tobacco mosaic virus) 。 

Tjio, J. H. 及 A. Levan ERA G5 —fRHe (diploid) PARR 46 。 

Miller, C.O. Kl) LAER ME REIS HK (kinetin) 的 化 学 构造 ,活动 素 可 促进 和 胞 分 裂 。 

Puck, T. T., S.J. Cieciura R P. 1. Marcus 在 试管 中 坛 养 人 的 细胞 成 功 。 

Sarker,P. 及 G. L. Stebbins 决定 小 麦 B 染 色 体 租 (B genome) 的 来 源 ; 

Taylor, J. H., P. S. Woods  W. L. Hughes 首次 管 试 利 用 含 所 ( Het ) tRBH (tritiated thy- 
midine) 及 高 度 解 像 (high resolution AO KHEY A (autoradiography) LREREBREN 

的 机 制 。 

Ingram, V M. #45 E76 SE RAHA (sickle cell) 血 红 素 (hemoglobin) HERBE—BRAR 

(aminoacid) fA {8#% (substitution) 。 

Jacob, F.  £. L. Wollman @MAKBER (E. coli) #8 32 RF (linkage group) ZRH 
(circular) , WH mEA wp 7H BAFT ERG BRR BA 

mS eA, NEA RRAATK. 

Meselson, M. 及 请 W. Stahl 发 明 saber ears (density gradient equilibrium centri- 

fuge) FRUPREM RMI PAKH DNA 如 何 分 优 在 子 代 细胞 中 。 

Crick, F. H.C. BEER AU RE, BAM (amino acid) H—-PA AVE (nucleotide) 

的 承运 (adaptor) 分 子 所 携带 到 过 模板 (template) 处 ; 承运 分 子 可 以 正好 衔接 模版 RNA OF, 

因此 Crick 在 运转 RNA (transfer RNA, tRNA) 未 被 发 现 之 前 已 经 预测 其 存在 。 

Zamecnick, P C， 及 共同 工作 者 决定 腕 基 酸 tRNA 的 人 性质。 

Beadle, G. W., E. L. Tatum, J. Lederberg HRMS SHAR BBAABEORESH. 
Ford, C. E.,K. W. Jones, P. E.-Polani, J. C. de Almeida J. H. Briggs, BRA. Turner KH (Turner's 

syndrome) HAHEA—E X BEB (XO) 

Jacobs, P. A. & J. A. Strong MVWARA Klinefelter KieMHARAtEE XXY. 

Lejeune, J.,M. Gautier, 及 R. Turpin #28 BAS & &#. (Down's syndrome) Hii AR BARR, 

超额 的 是 一 和 休 小 的 中 节 端 位 (telocentric) 染色 体 。 

Ochoa, S. A. Kornberg RRRAZAKE RM BBR BE. 

Doty, P., J. Marmur, J. Eigner, aS C. Schildkraut, #3 DNA 的 两 根 互 补 complementary) KAT 

以 拆散 及 重新 结合 

Medawar, P. B. iain M. Bumet BRA RBEB AE (immunological tolerance) PA FEI BB A sks 

RB#. 

Jacob, F B J. Monod 22 F34%&% = =(ribosomes) 不 具 使 胺 基 酸 顺序 排列 的 模板 (template) 他 们 

2 345 DNA 作用 子 (cistron) 控制 一 个 RNA DFHAK, H RNA 具有 其 短 生 命 ， 但 其 核 

普 酸 (nucleotide) 顺 序 具 有 决定 胺 基 酸 顺序 的 信息 ， 此 一 RNA 分 子 与 极 酶 体 行 短暂 结合 以 合成 蛋 
AB, BK, ， 此 一 信息 . RNA (messenger RNA) £8 S Brenner, F Jacob 及 M. Meselson 所 发 现 。 
Lyon, M. 请 及 人. B. Russell 分 别提 供 履 毛 建 尽 在 哺乳 动物 中 ， 在 某 些 胚胎 竹 胞 及 其 子 和 胞 中 ，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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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 Wee ROBEHEL (inactivated) @EJ¢MRAM HS, SUAS 3 —He X eee a BEHIAL, 因此 哺乳 动物 的 
峻 性 都 是 X 染色 体 的 炙 屿 体 (mosaics) 。 
jngram,V M. 提出 一 项 理 攻 以 产 明 四 种 已 知 血红 素 链 (hemoglobin chains) 的 演化 ， 他 悦 坑 党 些 

链 起 源 基 类 似 肌 红 蛋白 (myoglobin) 的 原始 亚 匆 原 中 啉 (heme) BF, HAAG BB (dupli- 

cation) $f (translocation) 而 产生 其 余 的 血红 素 分 子 。-: 

Hall, B. D. 及 SSpiegelnan BH} A—RR Kh DNA 与 一 根 有 互补 氨基 须 序 的 RNA 分 子 可 形成 

杂交 分 子 (hybrid molecules) 根据 他 们 的 技术 , mRNA FT HERD PEL Eo 
Weiss, S. B.,B. T. Nakamoto 4} # RNA Gi (RNA polymerase) 。 

Nirenberg, M. W. 及 J. H. Matthaei 2X; mRNA 所 携带 的 字 码 (code) 。 

von Ehrenstein,G. 及 F. Lipmann 254i 1% #45, (genetic code) 的 普 逼 人 性 (universality). 

Crick, FH. C. il {te 643+ fe) Ce 4 AGE (BGS S (genetic language) 是 由 三 个 字母 集合 而 成 字 。 

Beermann, W. 证 明 的 蛟 (chironomus) 多 笠 染 色 体 上 的 殖 括 (puffing) 位 置 也 正 是 一 个 基因 的 位 置 。 

Jacob, F. 及 以 Monod. 提出 “操纵 子 (operon) ”理论 。 

Bautz, E K. F. 及 B.D. Hall 5} BE Hi — (Hit (4 18 Henning, U.R C. Yanotsky 78h =H (trip- 

let) 内 的 交换 作用 (crossing over) 可 以 产生 腕 基 酸 的 代 换 (amino acid replacements) 。 

Gall, J.G. I H.G. Callan 薄 明 刷 形 染色 体 (lampbrush chromosome) 上 的 环 圈 (loop) 是 染色 

粒 (chromomere) AHIR RK. 

Watson, J. D., F. H. C. Crick 及 M. H. F. Wilkins 由 放 他 们 对 DNA 构造 的 猎 究 而 多 得 诸 具 责 生 

FB BS BH 
Perutz, M.F. ke J.C. Kendrew 以 而 和 红 素 蛋 白质 和 肌 红 和 蛋白质 之 三 度 空 间 千 构 ， 而 多 得 诺 上 只 两 化 学 

奖 。 

多 核 酶 条 (polyribosomes) “由 三 个 研究 室 分 别 发 现 A. Gierer WHIABY. R. Warner, A. Rich, 及 

CE Hall 研究 室 , BT. Staehelin 及 H. Noll HRB. 
1963 

1964 

1965 

1966 

_ Noll, H., T. Staehelin, 及 F.O. Wettstein SARRAA 合成 的 带 形 机制 (tape mechanism) 、 

Gall, J. G. £85 #1 #4 4+ @.48 (lampbrush chromosome) 具有 一 个 DNA 8% Ge(DNA double helix) 。 

Mc Carthy, 8. J. RE. T. Bolton Fi FA fh PRBS DNA 洋 茶 (DNA -agar) 2 LABS AS la] FE AB 

fia] 38 RAE © 

_ Hadorn, £. AAP RPS RARE S (imaginal dise) Lag 84 3 BAe (allotypic differentia- 

tion) 。 

Yanofsky, C.,B. C. Carlton, J. R. Guest, D. R. Helinski JR U. Henning WARABRE (E. ae, 

f& RAR GRR (tryptophan synthetase) 基因 座 而 建立 基因 与 点 和 白 和 结构 问 的 共 线 性 {colinearity) 
x E47 ° 

Mertz,£.T., L.S. Bates & QE. Nelson "3 Opaque-2 RMBs EKPRRARA HA 

Mik > Alm A Fe pn: KRY S RAG 
» Gorman, J. G., V. J. Freda W. Pollack 8A Rh (Rh negative) 母 先 在 生产 第 一 个 Rh+ BB 

faz, WER 抗体 (Rh antibody) Al Rl BF 5 ALB Ay BUR FAA (sensitization) 5 

Holley, R. W. 7 th Ale) RE BEES BG (yeast) FARRAR (alanine) @# RNA (transfer RNA) 的 完 

4 ae 
‘Jacob, F.,J. Monod & A. Lwoff 由 於 他 们 在 微生物 遗传 学 (microbial genetics) f#9H Min % FB 

oki 5 RA: BBY SE 

Karlson, P., H. Hoffmeister, H. Hummel, P. Hocks  G. Spiteller JRIE HR RREe (HRA RME, 

ecdysone) 的 完整 构造 构 型 。 
Spiegelman, 3.,/. Haruna, |. B. Holland, G. Beaudreau, KD. Mills 利用 已 经 纯化 的 酵素 Q 8 Ww 

Mi (QB replicase) ERE PARKACRRLABBRIMH RNA [ABBR (E. coli) Hm 

RHQA ]。 

Brenner, S.,A. O. W! Stretton, I S. Kaplan #€Brth UAG R UAA RAAKIEF MGR (polypepti- 

de chain) 伸 长 信息 的 字 码 子 (codon) 。 
Ritossa, F. M. 及 S. Spiegelman a5 SE es RU RNA (ribosomal RNA) 生产 的 作用 子 (cis~ 

tron) 4: (4 X RB Y 4 (4 $8 a9t% (ABIES (nucleolar organizer) Wo 

Gest, J. KH. 及 C. Yanofsky #2\L KB FER CE. coli) it 1 Wa (genetic map) (ABARTH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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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1968 

附 儿 一 

direction) 。 

Crick, F. H. C. $14 343% %2% (Wobble hypothesis!) 。 

Adams, J. 3% M. Cappecchi AN - PR PER - s RNA (N-formylmethionyl-sRNA): 的 作用 

ETE RENE (ribosome) 上 形成 多 胜 链 (polypeptide chain) 时 的 起 始 腕 基 酸 (initiator)。 

Gilbert, W. 3% B. Miiller-Hill BAR OE. coli (99% (lactose) 抑制 物 (repressor) 是 一 个 蛋白 质 。 

Ptashne, M. 5] Lambda MRBHABMME-BEAR, KZA RMRAFE DNA ZHBG 

12% (prophage) 的 区 域 。 

Roller, H.,K. H. Dahm, C. C. Sweely Ji B. M. Trost 决 定 Hyalophora cecropia fi RA HESS 

式 。 

Weiss, 8 及 CC Richardson 3 WEHi—(B F KER (polynucleotide) HFM (ligase). 

Stern,C.  C. Tokunaga 8A MG7 ARR (eyeless dominant) R#E+ 2M {EH (mutant 

pre-pattern) 。 

Rous, P. 由於 他 对 致癌 病毒 ( oncogenic virus) 的 研究 而 落得 诸 具 坪 奖 。 
Waring, M. 及 RJ. Britten RRR HH DNA RAB HSREAF (repetitious 

nucleotide sequences) 。 

Wallace, H. 及 M. L. Bimsteil 88 Xenopus laevis 的 一 个 单独 核 仁 组 织 区 (nucleolar organizer) 

1678 450 BA RMR ee 28 SR 18S rRNAFF HAE. 

Sinclair, J. H. B 8. J. Stevens 从 鼠 的 粒 棕 体 中 抽出 DNA FET RAR PRR. DNASE, 
MRS em, (PHBH 15 个 基因 ) 。 

Edgar, R.S. BW. B. Wood FP T, RIEU REF Se HR. 
Lewontin, R. C. & J. L. Hubby #£ Drosophila pseudoobscura HAREM WU BRE (elect- 

rophoretic) GRA ACH T HEA RS AS (protein variants) (th Mm A— Pt SARA 
(genome) 93 383M (loci) P, HA8 - 15 SEMKRAEA (heterozygous) iM. 
Wald,G 由 於 他 对 向 力 的 生化 研究 而 获得 族 具 本 和 奖 ， 他 的 工作 对 色盲 遗传 的 生化 脓 解 有 重大 的 页 

R. 
Kherana, H.G. AijviHas, HACE BB H_—R=e AM (di-and tri nucleotide ) 

DR B18 (genetic code) 。 
Mintz, B. AUR RRAD A (allophenic mice) AH 5A fe BE A & He & Mle (melanocytes) 
由 34 (RRL, EMBASE RE 。 . 

Gordon, J. 8. SiG Re BE 7 BA, BMH DNA 及 RNASK, BB 
AAFEMARBARE BEA HR H.- 

Goldstein, L. 及 D. M. Prescott 729876 (Amoeba) $$ RMMEBBIE, ps 

BtGRABAMRE+T, ARMA PRR AE. 
Bernstein, M. 报告 从 Xenopus laevis PAMBWM rDNA . 

Jacobson, C. B. 及 R.H. Barter BEF ARH FARA (amniocentesis) sedphtlardea mamind 

BR MiaR ERE. 
Callan, HG 2th HBAS - MBS. (master-slave concept). 

Spiegelman,S. D.R. Mills, Bt 及 上. Peterson 举行 一 连 串 的 转移 实验 ， te PAR RR PRHE BE Eh 

描 最 快 的 Q B 噬菌体， 因此 人 入 的 演化 作用 在 区 胞 外 萎 态 进行 。 当 竟 叙 率 增加 时 ， 人 饼 成 分 子 则 越 

BA), BMA 4AKBBH, BMH RNA 只 有 原来 长 短 的 20 % 因 而 成 坑 最 小 的 可 以 自我 

@ @ (self-duplicating) 的 分 了 。 
Goulian, M, A. Kornberg, 及 用 L. Sinsheimer #22546 BRIE +P A WE H biologically active) 

DNA, (PARE REBMLRE.coli DNARG& (DNA polymerase) #4 (template) 的 ， 是 
从 phiX174 #@RASMH DNA (single stranded, or ss DNA). 

Holley, R. W.,H.G. Khorana , eM. W. Nirenberg ABS it 18 + (genetic code) 的 解释 及 其 蛋白 

BER rACHARM BARB. 
Donahue, R. P., W. B. Bias, W.B. Renwick 及 V.A. McKusick, 断定 "Duffy" MARAE 

第 一 号 染色 人 笨 上 ， 汪 是 非 性 染色 体 上 所 找到 的 第 一 个 基因 。 

Huberman, J. A. BLA. OD. Riggs 症 明 哺乳 动物 染色 笨 具 有 成 串联 千 狼 立 复 叙 的 单位 ， 每 一 单位 长 

630m. 



a a 

= 1969. 

1970 

1971 

遗传 学 大 事 年 表 491 

Brown, D. D. 及 CS Weber ZAZE Xenopus laevis 中 ， 如 有 不 具 核 仁之 缺失 (deletion) ， 

99 % 以 上 的 RNA DRBE, (25s RNA 的 基因 则 落 不 遗失 。 
_ Davidson, E. H., M. Crippa, 及 4.E Mirsky #@8A7E Xenopus laevis 卵子 形成 过 程 中 ，60% 以 

ESRB (labeled) 的 RNA 是 在 刷 形 染色 笨 (lampbrush chromosome) 时 期 所 合成 ， 在 卵 

子 成 熟 的 其 父 光 个 月 中 ， 过 些 RNA RSNA, ABR RNA 是 生命 长 久 的 mRNA， 远 
崇 藏 到 胚胎 发 育 早 期 使 用 。 

Hess, 0. ,及 G. Meyer 从 事 大 量 实 验 以 研究 在 不 同 箱 果 量 中 ，Y REARS SKM. MBA Y 

染色 体 具 有 基因 ， 控 制 精 寺 发 育 过 程 中 之 特殊 时 期 的 步 逐 。 

Henderson, S.A.  R. G. Edwards AERP (mouse) ES AE BR ES CBE On Es 
胞 (oocyte) 中 的 交 尺 数目 随 之 减少 ， 而 旱 债 笨 (univalent) 的 出 现 则 随 之 增加 ， “同样 情形 如 发 生 

在 人 类 女性 中 ， 随 母 条 年 肯 的 增加 , 刁 数 笨 (aneuploid) 个 体 数 亦 应 随 之 增加 ， 过 去 确 佛 发 现 如 此 。 
Cleaver, LE, GRABBER KE (xeroderma pigmentation) 的 病人 ， RR DNA SRAN 

(repair replication) 。 

Delbriick, M., S. Luria, A. Hershey hit th MSA BSS HAMM BS ER 
Burgess, R. A. A. Travers, J.J. Dunn BE. K.F. Boutz MESERER RNA RAB (RNA polymer - 
ase) fy sigma 因子 (sigma factor) 。 

Miller, Q. L. & 8. R. Beatty BREF ERRBA, 是 示 雨 楼 动物 基因 正在 淮 行 RNA PF 

#& (transcribing) 作用 。 

Beckwith, R. MBPABKARE, HE. coli >HI" Lac eee (Lac operon)" s 

Gall, J.G. B M. L. Pardue BR AR 12% & * (in situ hybridization technique) 因而 RUA Fi als 6 

FEUARER—HEBHBEF (nucleotide sequence) HfL. 
Boone,C. J F. Ruddle 利用 sendai 病毒 (sendai virus) HFA RMA, MMM K A 

的 染色 体 ， 利 用 过 个 特征 ， 可 以 研究 某 些 基因 在 那 一 条 染色 体 上 。 
Edelman, G.M. 和 五 个 同事 共同 发 表 人 类 7 - G 1 RRR (Gamma G, immunoglobulin) 第 一 

个 完整 的 胺 基 酸 顺序 。 

Borlaug, N. E. AS 1 SE ROA SE ABI BREA S (EAE DUTRIR RS LS | 
%, HBB ARAB. : 

Khorana, H. G. 和 十 二 个 同事 共同 报告 他 们 合成 了 酵母 菌 geast) AeA (alanine) HGR NA 

(tRNA) 的 基因 。 
~ Yourno, J.,T. Kohno, & J. R. Roth COHAN (EL REESE eK eR OE, 二 酵素 的 
功能 也 被 联合 ， 鹤 融合 的 是 沙门氏菌 (Salmonella) #BREM (histidine) #8 (operon) 的 基 
A "his DFE ne Cc", {tb (PFA J St te ae 8 RR (frame shift mutation}s . 

Baltimore, D. 及 H.M. Temin 分 别 报告 ， 丰 两 个 "RNA Kine (oncogenic virus) 中 [ Ra- 

uscher 上 刀 的 白血病 (Rauscher mouse leukemia) 及 Rous BRAK (Rous fow] sarcoma) ] 

BR AURRNA DNA & Ga (RNA-dependent DNA polymerase) [ #Zt:— ABR ABIEAB HE). 
Pardue, M.-L. 及 J. G. Gall #EPA PRiSHR YE BZ (pericentric heterochromatin) BRK# 

DNA (repetitious DNA) 。 

Wimber, D. E.]_ D. M. Steffensentt i BMS S RNA EFI F (cistron) MEEBO RABHAB LE. 
Caspersson, T.,L. Zech 及 C. Johansson 4 #88 IRS Fe PH ER Es Hk MH (quinacrine dye) 
229A A fy 5 A RA EK AWK (specific fluorscent binding pattern) 。 
O’ Riordan, M. L., J. A. Robinson, K. E Buckton BiH. J. Evans #572 BSAA HK (quinac- 
rine hydro-chloride) RH, AMMAN REM (autosome) 可 以 完全 分 别 出 来 ， 他 们 
2855 $ 3X3 @4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是 一 个 有 缺失 (deletion) #422 RA EAB 。 
Hotta, Y. Be H. Sten RAS (lily) RBA WMS AKG DNA 定性 ， 在 偶 赫 期 (zygonema) 
时 的 合成 作用 代表 在 S BRM DNA MOREE RM, EMH (pachynema) 时 的 合 
BAA MUR 《repair replication) ”的 特性 ，S. 几 Howell 及 Stem ERR A—( PSE Belly (en- 
donuclease) 存在 小 孢子 (microspores) 之 中 ， BRE SE FSS ME HE IH Py 5 ; 

Ifo te — 0) thy TE 2 —- WES eA (crossing over) 发 生 的 时 期 ; 

Dudock, B., C. Di. Peri, K.Scileppi, 2 R. Reszelbach #2 Hz SBMA aS tRNA 合成 酶 (synath- 
etase) 的 辩 训 位置” (recognition site) BS & — A KZ AAR (dihydrouridine loop) 。 
[ 参半 tRNA 构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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