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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97_E7_9C_810_c67_242819.htm 一、课程性质、地位和

任务 动物遗传育种学是高等农业院校畜牧兽医专业的主要必

修课程之一。该门课程是动物遗传学与育种学的综合，在研

究动物的遗传物质的化学和生物学、动物生长发育中遗传与

变异的现象和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动物育种的基本原理、方

法及应用，为后期动物生产兽医各论课提供理论方法。 动物

遗传育种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课程。通过对

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获取遗传学及育种学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掌握一些必备的动物遗传实验技术和育种实践技能，

培养学生灵活运用遗传育种理论和措施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

的能力，为以后动物生产各论课的学习及从事相关的科研和

生产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课程考核目标：要

求学生掌握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掌握对遗传物质

、基因、群体等不同水平的遗传现象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掌

握染色体观察、遗传规律验证等实验方法和技能。掌握畜禽

育种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选择原理、选配技术、杂

交育种和杂种优势的利用，了解畜禽遗传资源的保存与利用

、种用价值的评定、畜禽育种的组织。掌握畜禽体尺测量、

系谱编制、近交系数和亲缘系数计算等技术。 具体各章的教

学要求分重点掌握、一般掌握和了解三个层次，重点掌握的

是本章最基本的内容，一般掌握的内容适当再扩展一些。考

试以重点掌握和一般掌握的内容为主，了解的内容在考试中

占比例较小。 （一）遗传学部分 第一章 绪论 1.动物遗传育种



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2.动物遗传育种学的发展简史 3.动物遗

传育种学与动物生产的关系 重点掌握：遗传、变异的概念； 

一般掌握：动物遗传育种学研究的意义和研究内容； 了 解：

动物遗传育种学发展简史；动物遗传育种学与畜禽生产的关

系。 第二章 真核生物细胞的分裂及染色体结构 2.1 真核细胞

遗传物质的分布 2.2 染色体 2.3 细胞分裂 重点掌握：同源染色

体、染色体组型等概念，掌握细胞周期各时期的染色体行为

、特征。掌握减数分裂同源染色体重组造成的变异。 一般掌

握：细胞的结构和含有遗传物质的细胞器 第三章 遗传的基本

规律 3.1 几个基本概念 3.2 分离定律 3.3 自由组合定律 3.4 连锁

定律 重点掌握：同源染色体、等位基因、性状、相对性状、

测交、基因型、表现型、重组率、干涉、伴性遗传等概念；

分离定律，自由组合定律，连锁定律，颁行遗传规律；掌握

基因型的推导方法和遗传定律的验证方法。以及互换率计算

与三点作图。 一般掌握：纯合体、杂合体、完全显性、不完

全显性、共显性、并发系数、等的概念。显隐性关系的相对

性、 了 解：环境对表型的影响、复等位基因、一因多效与多

因一效、基因互作的类型 第四章 遗传变异 4.1 染色体结构变

异 4.2 染色体数目变异 重点掌握：染色体变异的类型、染色

体结构变异的类型、概念和遗传学效应；染色体组的概念；

染色体数目变异的类型和概念 了解：染色体数目变异造成的

表型变异 第五章 群体遗传学基础 5.1 Hardy-Weinberg平衡定

律 5.2 群体基因频率的计算 5.3 影响群体遗传平衡的因素 重点

掌握：掌握群体遗传结构的标志、基因频率、基因型频率和

群体的概念、基因频率与基因型频率计算，平衡群体要求的

条件、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的实质，影响基因频率的因



素； 一般掌握：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基因频率的计算方法 第六

章 数量性状的遗传分析 6.1 数量遗传的特征和遗传基础 6.2 生

物群体的数学特征 6.3 数量性状的遗传力 6.4 数量性状的重复

力 6.5 性状间的遗传相关 重点掌握：数量性状和质量性状的

概念和特征、数量性状多基因假说、数量性状表型值与表型

值和表型值方差的剖分、数量性状的三个遗传参数的概念和

估计方法。 一般掌握：数量性状遗传参数的主要用途 第七章 

近亲繁殖与杂种优势 7.1 近亲繁殖及其遗传效应 7.2 杂种优势

7.3 近亲繁殖和杂种优势在育种上的利用 重点掌握：杂种优势

的概念和特点、 一般掌握：近亲繁殖的遗传学效应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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