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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多组学生物信息学分析确定与多囊卵巢综合征
相关的细菌菌谱与代谢物谱。

高原儿茶酸（DHPAA）通过抑制BMP信号通路
缓解多囊卵巢综合征症状

嗜热链球菌通过β-半乳糖苷酶来代谢黄酮类化合
物产生DHPAA

肠道微生物在黄酮类化合物对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作
用中具有重要作用。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肠道代谢组出现显著变化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肠道代谢物谱显著变化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肠道代谢组出现显著变化

在差异代谢物中，DHPAA
与生殖类疾病的关联密切



DHPAA干预缓解模型小鼠的疾病症状

DHPAA缓解脱氢表雄酮（DHEA）多囊卵巢综合征小鼠动物模型的症状



DHPAA干预缓解模型小鼠的疾病症状

DHPAA缓解来曲唑（LET）多囊卵巢综合征小鼠动物模型的症状



DHPAA通过抑制BMP信号通路缓解PCOS

卵巢转录组测序发现
与卵泡发育密切相关
的 BMP 信 号 通 路 在
PCOS组中显著升高



DHPAA通过抑制BMP信号通路缓解PCOS

BMP信号通路抑制剂可缓解小鼠PCOS症状



DHPAA通过抑制BMP信号通路缓解PCOS

未观察到DHPAA在使用BMP
信号通路激动剂后对PCOS
的缓解效果



黄酮类化合物依赖肠道菌群分解为DHPAA

黄酮类化合物依赖于肠道菌群发挥对PCOS的保护作用



黄酮类化合物依赖肠道菌群分解为DHPAA

DHPAA对PCOS的保护作用不依赖于肠道菌群



嗜热链球菌通过β-gal产生DHPAA缓解PCOS

嗜热链球菌是
不同数据集的
一致信号



嗜热链球菌通过β-gal产生DHPAA缓解PCOS

嗜热链球菌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小鼠动物模型的症状



嗜热链球菌通过β-gal产生DHPAA缓解PCOS

嗜热链球菌的基因中编码了与黄酮类化
合物分解产生DHPAA相关的基因

工程菌并不具有缓解PCOS症状的作用



总结

❑ 高原儿茶酸（DHPAA）通过抑制BMP信号通路缓解多囊卵巢综合征症状。

❑ 黄酮类化合物对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保护作用依赖于肠道菌群。

❑ 嗜热链球菌（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可能通过β-半乳糖苷酶产生
DHPAA从而缓解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

❑高原儿茶酸和嗜热链球菌是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候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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