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RNA与 在化学组成上的区别在于： 

RNA中含有核糖和尿嘧啶， 中含有

脱氧核糖和胸腺嘧啶。

2. 转录是以 的一条链作为模板，主要

发生在细胞核中，以4种核糖核苷酸为原料。

3. 子位于mRNA上，由决定一个氨基酸的三个相邻碱

基组成。



4. 一种 子只能决定一种氨基酸，但一种氨基酸可以

由多种 子来决定。

5. 决定氨基酸的 子有61种，反 子位于tRNA上，

也有61种。

6. 对性状的控制有两条途径，一是 通过控制酶

的合成来控制代谢过程，进而控制生物性状；二是基

因通过控制蛋白质结构直接控制生物的性状。



一、RNA的结构与分类[据图填空] 

1．基本单位及组成

① 磷酸基团 ；② 核糖 ；③碱基： A、G、C、U ；

④ 核糖核苷酸 。



2. 结构

一般是单链，比 短。有的存在局部碱基配对现象，

从而具有局部双链和局部环状结构。

3. 分布

主要在细胞核 内合成，通过 核孔 进入细胞质。

4. 分类

(1)mRNA：将遗传信息从 细胞核 传递到细胞质中。

(2)tRNA： 转运氨基酸 ，识别 子。

(3)rRNA：核糖体 的组成成分。



[想 ]

三种RNA的来源相同吗？

提示：相同，都来自于转录。

二、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



1．试写出与①②有关的知识

过程 ① ②

名称 转录 翻译

场所 主要在细胞核 细胞质

模板 mRNA

原料
的一条链 

4种游离的 20种氨基酸

产物
核糖核苷酸

RNA 多肽(蛋白质)



2． 子

(1)概念： mRNA 上决定1个氨基酸的3个相邻碱基。 

(2)种类： 64 种。其中决定氨基酸的 子有 61 种

( 2 种起始 子)， 终止 子 有3种。



[想 ]

转录、翻译和 过程中碱基互补配对方式相同吗？

提示：不相同。转录：A—U  T—A G—C C—G； 

翻译：A—U U—A G—C C—G；

：A—T T—A G—C C—G。



三、 、蛋白质与性状之间的关系

1． 法则[据图填空]

④RNA ；① 的  ② 转录 ；③翻译

⑤ 逆转录 。



2． 控制性状

(1) 通过 控制酶的合成 来控制代谢过程，进而控

制生物体的性状，如白化病。

(2) 还能通过控制 蛋白质的结构直接控制生物体的

性状，如囊性纤维病。



[知识体系构建]

① ②mRNA ③ 子 ④多肽(或蛋白质) ⑤tRNA



、转录和翻译的比较

(1)(2012·新课标卷T1D)同一物种的两类细胞各产生一

种分泌蛋白，组成这两种蛋白质的各种氨基酸含量相同，

但排列顺序不同，其 是同一种 子所决定的氨基酸

不同。 (  × )

(2)(2012 卷T5D)真核细胞内，转录的同时，核糖

体进入细胞核启动遗传信息的翻译 。 ( ×)



(3)(2011·江苏卷T7B)转录时RNA聚合酶能识别 中

特定的碱基序列。 ( √ )

(4)(2011·江苏卷T7D)不同 子编码同种氨基酸可增强

的容错性。 ( √ )

(5)(2011·海南卷T15D)细胞中有多种tRNA，一种tRNA

只能转运一种氨基酸。 ( √ )

(6)(2009·海南卷T12C)真核细胞 和转录过程都

以脱氧核糖核苷酸为原料。 ( × )



1． 、转录和翻译的区别和联系 

(1)区别：

转录 翻译

时间 细胞 的间期 生物 发育的整个过程

场所 主要在细胞核 主要在细胞核 核糖体

模板 的两条单链 的一条链 mRNA

原料 4种脱氧核苷酸 4种核糖核苷酸 20种氨基酸

条件
解旋酶、 聚

合酶、能量

解旋酶、RNA

聚合酶、能量

酶、ATP、

tRNA

产物 2个双链 1个单链RNA 多肽链



转录 翻译

模板去

向

分别进入两个子

代 分子中

恢复原样，重新

组成双螺旋结构

水解成单个核糖

核苷酸

特点
边解旋边 、

半保留 边解旋边转录

1条mRNA上同

时结合多个核糖

体合成多条肽链

遗传信

息的传

递

→ →mRNA mRNA→蛋白质

意义 传递遗传信息
表达遗传信息，使生物表现出各

种性状



(2)联系：







(1)  分子 、转录和翻译过程中的碱基互补配对

原则：

 分子 时：亲代链与子代链间存在碱基互补配


分子转录时：模板链与RNA链间存在碱基互补配


翻译过程中：mRNA中 子与tRNA中反 子间存


碱基互补配对



(2) 中碱基、RNA中碱基和蛋白质中氨基酸数量

的关系：

即：蛋白质中氨基酸的数目＝1/3mRNA中的碱基数

目＝1/6 ( )中的碱基数目。



高考

地位

本考点知识较抽象，理解难度较大，在高考命题

中属于常考点之一

命题

角度

(1)以选择题形式考查 、转录和翻译

的异同点，如典例1；

(2)以图示为信息载体，考查遗传信息传递的相

关知识及识图分析能力，如典例2。



[典例1] (2013 调研)关于 表达的叙述中，正

确的是 ( )

A． 表达的最终场所都是核糖体

B． 聚合酶催化 转录为RNA 

C．遗传信息只能从 传递到RNA

D．tRNA上的反 子是由mRNA转录而来



[解析] 表达过程包括转录和翻译，翻译是在核

糖体上进行的，A项正确；催化 转录为RNA的酶是 

RNA聚合酶， 聚合酶是 过程中所需的酶， 

B项错误；遗传信息不仅能从 传递到RNA，还能从 

传递到 ，某些 可发生逆转录，能将遗传信

息从RNA传递到 ，C项错误；tRNA上的反 子是

由 转录而来的，D项错误。

[答案] A



[典例2] (2013 四校联考)下图所示为真核细胞中遗

传信息的传递和表达过程。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①②过程中碱基配对情况相同 

B．②③过程发生的场所相同 C

．①②过程所需要的酶相同

D．③过程中核糖体的移动方向是由左向右



[解析] 由图可知，①为 过程，碱基互补配

对方式为A—T、G—C，②为转录过程，碱基互补配对方

式为A—U、G—C、T—A；②转录主要发生在细胞核中

，还可发生在叶绿体和线粒体中，③翻译主要发生在细胞

质中的核糖体上；①过程需要解旋酶和 聚合酶，

②过程需要RNA聚合酶；根据肽链的长度判断，③过程

中核糖体移动的方向是由左向右。

[答案] D



与性状的关系

1．(2010 高考)1983年科学家证实，引起 的人类

免疫缺陷 (HIV)是一种逆转录 。下列正确表示

HIV 过程的“遗传信息流”示意图是 ( )





解析：HIV 是以RNA为遗传物质的 ，能控制宿主

细胞合成逆转录酶，以RNA为模板逆转录成 ，该

又和 细胞核内的 整合在一起，整合后的 分子

在 细胞又可以 ，还可以转录出RNA，以RNA为模

板翻译成 的蛋白质。该 转录而来的RNA可作为 

HIV的遗传物质。该 无法控制宿主细胞合成RNA

酶，故HIV的RNA不能 。

答案：D



2．(2010·山东高考)下列实例与 的作用无关的是( )

A. 细胞 素延迟植物衰老

B. 低温导致细胞膜破裂 C

．过量紫外线辐射导致皮肤癌

D．细菌 导致B淋巴细胞形成效应B(浆)细胞



解析：细胞 素是促进细胞 的物质，能维持蛋白质

和 的合成，而蛋白质和 的合成与 有关；

低温导致细胞膜破裂的 是细胞中的自由水形成冰，导

致细胞体积增大，从而使细胞膜破裂，这与 的作用无

关；过量紫外线辐射导致皮肤细胞中的 发生突变，从

而 皮肤癌，这也与 的作用有关；细菌 导致B

淋巴细胞增殖和分化形成效应B细胞，而细胞分化是

选择性表达的结果，故该过程也与 的作用有关。

答案：B



3．(2008 高 心法则揭示了生物遗传信息由

向蛋白质传递与表达的过程。请回答下列问题。

(1)a、b、c、d所表示的四个过程依次分别是 、

、 和 。

(2)需要tRNA和核糖体同时参与的过程是 (用图

中的字母回答)。

(3)a过程发生在真核细胞 的 期。



(4)在真核细胞中，a和b两个过程发生的主要场所是

。

(5)能特异性识别信使RNA上 子的分子是 ，后

者所携带的分子是 。

(6)RNA 的遗传信息传递与表达的途径有(用类似本题

图中的形式表述)：

① ；

② 。



[解析] 遗传信息可以从 流向 ，即 的自我 (a

过程)；也可以从 流向RNA，继而流向蛋白质，即遗传信

息的转录(b过程)和翻译(c过程)在某些生物体内，遗传信息还可

以从RNA流向RNA(e过程)及在逆转录酶的作用下从RNA流向 

(d过程)。在翻译过程中需要tRNA和核糖体同时参与。 

过程发生在真核细胞 的间期。真核细胞中，转录

和翻译的主要场所是细胞核。tRNA能特异性识别信使RNA分

子并转运氨基酸。RNA 的遗传信息传递与表达的途径： 

RNA自我 形成RNA，RNA翻译成蛋白质；RNA在逆转录

酶的作用下形成 ， 通过转录和翻译形成蛋白质，从而

表现出特定的生物性状。



[答案] (1)  转录 翻译 逆转录

(2)c (3)间(S) (4)细胞核

(5)tRNA(转运RNA) 氨基酸

(6)



1． 法则的理解与分析 

(1)所有生物的 法则：

(2)细胞生物及噬菌体等 的 法则：



(3)烟草花叶 等大部分RNA 的 法则：

(4)HIV等逆转录 的 法则：



2． 控制性状的途径

(1)直接途径：

①机理：  控制 蛋白质结构 控制 生物体性状。
――→ ――→

②实例：镰刀型细胞贫血症、囊性纤维病的病因。

(2)间接途径：

①机理：  控制 控制 控制
――→酶的合成――→细胞代谢――→

生物性状。

②实例：白化病、豌豆的粒形。



高考

地位

本考点知识难度不大，关键在于对不同生物遗

传信息流动的识记，在高考命题中属于低频考

点之一。

命题

角度

结合 作用机理考查遗传信息传递过程，如

典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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