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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中的一个新领域—行为遗传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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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为遗传学旨在阐明生物行为的遗传基础。早在本世纪初，遗传学发韧之际，有的学者就考虑到行为与遗
传的关系，如摩尔根的大弟子斯蒂特文特曾对果蝇性行为中的雌雄识别与选择问题进行过研究。但是由于行为遗
传问题的复杂性及当时科学水平、研究手段的局限，行为的遗传学研究并未能及早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二、
三十年代遗传学家主要是以容易识别的外部形态性状（如果蝇的眼色、体色、翅形、刚毛形状及数目等）为研究
对象，并结合染色体的研究，形成了细胞遗传学休系。四十年代以后，生物化学和微生物遗传学相伴发展，互相
渗透，促成了分子遗传学的大发展。在遗传物质的结构与功能，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等重要问题相继从分子水
平上得到阐明之后，一些分子遗传学家为解析动物更高级的功能— 感觉、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对刺激
作出相应反应的遗传基础，因而陆续转向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iick, 1906-1981)0 德尔布吕克原是德国籍犹太人，量子物理学家，在物理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希特勒疯
狂迫害犹太人时，德尔布吕克逃亡美国，从1937年起的两年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最后地完成了向生物学的转
变。他把最低等的生物噬菌体导人到遗传学研究中来，开辟了分子生物学这一领域，被誉为分子生物学之父。
1969年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金。可是在分子遗传学发展的最隆盛的五十年代中期，在他开创的噬菌体研究领
域中还有许多工作好做的时侯，他却认为分子遗传学已走上了它的发展轨道，分子生物学今后的任务应该是探讨
生命的更高级的活动，于是他毅然地放下噬菌体的工作，转向行为遗传学的研究。他以一种名之为须霉
(Phycomyces）的真菌为研究材料，研究它的光感受器和向光性，成为行为遗传学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奠基人。现在
世界上已有许多实验室开展着行为遗传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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