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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一种严重影响女性生殖代谢状态和生活质量的疾病，指南中也明确提出

了减轻体重的重要性。近年来，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类药物司美格鲁肽与二甲双胍的

联合使用在治疗肥胖型PCOS中逐渐受到关注。司美格鲁肽通过刺激胰岛素分泌、降低胰高血糖素分泌以

及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等多重机制，展现出显著的降糖和减重效果。二甲双胍则主要通过抑制肝糖原输出、

改善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以及减轻体重等作用机制来降低血糖水平，并在PCOS治疗中广泛应用。由

此可见，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为肥胖型PCOS患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疗选择，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

前景和研究价值。本文将近年对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治疗肥胖型PCOS的研究进展进行讨论，包括研

究背景、主要研究成果、存在的争议和未来研究方向等，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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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ese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is a disease that seriously affects women’s reproductive 
and metabolic status as well as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guidelines have also clear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weight red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ombined use of glucagon-like peptide-1 re-
ceptor agonist (GLP-1RA) semaglutide and metformin has gradually gained attention in the treat-
ment of obese PCOS. Semaglutide exhibits significant glucose-lowering and weight-reducing effects 
through multiple mechanisms, including stimulating insulin secretion, reducing glucagon secretion, 
and enhancing insulin sensitivity. Metformin, on the other hand, primarily lowers blood glucose 
levels by inhibiting hepatic glucose output, improving peripheral tissue utilization of glucose, and 
reducing body weight, and is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PCOS. Therefore, the combination of 
semaglutide and metformin provides a novel therapeutic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obese PCOS, with 
broad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spects and research valu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use of semaglutide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in the treatment of obese PCOS, in-
cluding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main findings, existing controversie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
tion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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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是一种常见的生殖内分泌失调性疾病，其临床特

征包括肥胖、月经紊乱、排卵障碍、高雄激素血症、慢性炎症反应等。PCOS 患者常伴随糖脂代谢紊乱，易

发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远期并发症。PCOS 虽是一种异质性疾病，但肥胖却是 PCOS 患者中最突出

的生理异常之一。广泛的临床和流行病学数据表明，高达 80%的 PCOS 女性超重或肥胖[1]，并由此衍生

出胰岛素抵抗、性激素分泌紊乱的问题，导致疾病进入恶性循环，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治疗难度和复杂性。 

2. 研究背景 

近年来，肥胖和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影响女性健康的重要问题。肥胖不仅影响

女性的外貌和自信心，还常常与多种代谢紊乱相关，如 2 型糖尿病(T2DM)、高脂血症和心血管疾病等。

在 PCOS 患者中，肥胖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肥胖的 PCOS 患者更容易发生月经紊乱、多毛症、空腹

血糖升高、胰岛素抵抗以及不孕症治疗成功率降低等问题[2] [3]。因此，对于肥胖型 PCOS 患者的治疗，

不仅需要关注其生殖内分泌的调节，还需要积极控制体重和改善代谢状态。 
基于司美格鲁肽和二甲双胍在治疗代谢紊乱疾病中的显著效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它

们在治疗肥胖型 PCOS 中的潜在价值[4]。通过联合使用这两种药物，可能更有效地改善肥胖型 PCOS 患

者的代谢状态、调节激素水平、减轻体重并恢复正常的生殖功能。 

3. 研究意义 

首先，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肥胖型 PCOS 患者的代谢紊乱机制，尤其是胰岛素抵抗和高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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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等方面的病理生理进程。通过探索司美格鲁肽和二甲双胍对这些代谢紊乱的干预作用，可以为制定

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的治疗方案可能为肥胖型 PCOS 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治疗选择。传

统的 PCOS 治疗方法主要侧重于调节激素水平，但对于肥胖型患者而言，单纯的激素调节往往难以取得

理想的治疗效果。通过联合使用司美格鲁肽和二甲双胍，不仅可以调节激素水平，还可以改善代谢状态、

减轻体重，从而更全面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 
此外，这一研究还可能为其他与代谢紊乱相关的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肥胖和 PCOS 是多

种代谢紊乱疾病的共同危险因素。因此，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法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殖健康，还可能

对其他代谢紊乱疾病的防治产生积极影响。 

4. 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的作用机制 

司美格鲁肽是一种胰高血糖素样肽-1 (GLP-1)受体激动剂，通过模拟 GLP-1 的生物学效应，刺激胰腺

中 β细胞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释放，并抑制胰腺 α细胞分泌升糖激素，同时还可抑制患者食欲，

进而降低血糖水平[5]。司美格鲁肽这种通过减少能量摄入来减轻体重，而对能量消耗的影响最小，其已

被证明是迄今为止所有肥胖药物中最有效地改善体重药物。这些特性使得司美格鲁肽成为治疗 2 型糖尿

病(T2DM)的有效药物，并显示出对肥胖型 PCOS 患者的潜在治疗价值。 
二甲双胍是糖尿病患者首选的降糖治疗药物，主要通过抑制肝糖原的输出，降低空腹血糖，并改善

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从而降低餐后血糖。此外，二甲双胍还具有减轻体重和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这些特性对于 PCOS 患者尤为重要，因为 PCOS 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肥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在治疗肥胖型 PCOS 时，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改善胰岛素抵抗：司美格鲁肽和二甲双胍均可通过不同途径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从而改善 PCOS

患者的胰岛素抵抗状态。 
2. 降低血糖水平：司美格鲁肽通过刺激胰岛素分泌和降低胰高血糖素分泌来降低血糖，而二甲双胍

则通过抑制肝糖原输出和改善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来降低血糖。两者联合使用可更有效地控制血糖

水平。 
3. 减轻体重：二甲双胍具有减轻体重的作用，而司美格鲁肽也可通过减少胰岛素的分解和排泄来延

长胰岛素的作用时间，从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两者联合使用可更有效地减轻 PCOS 患者的体重。 
4. 调节激素水平：司美格鲁肽和二甲双胍均可通过改善代谢状态来调节 PCOS 患者的激素水平，如

降低雄激素水平和提高雌二醇水平等，从而有助于恢复正常的月经周期和排卵功能[6] [7]。 

5. 临床数据 

在明确了联合用药的机制后，来看一下在临床实践中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治疗 PCOS 的效果如

何。一项研究选取了 88 例 PCOS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

治疗，对照组仅采用二甲双胍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93.18%，高于对照组的 75.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5.436, P = 0.020)，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相关临床指标、激

素水平、糖代谢指标以及卵巢功能均有显著改善[8]。 

6. 存在的争议 

尽管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在治疗肥胖型 PCOS 中显示出显著疗效，但仍存在一些争议。首先，

不同研究对于联合用药的具体剂量和疗程存在差异，影响了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例如目前的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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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盐酸二甲双胍片(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规格：0.5 g)治疗，每次 0.5 g 随餐口服，每

天 2 次；司美格鲁肽注射液[Novo Nordisk A/S 生产，规格：1.34 mg/ml，3 ml (预填充注射笔)]治疗，初始

剂量 0.25 mg 皮下注射，每周 1 次，后根据个人药物反应，逐渐增加剂量至 1.0 mg，每周最大剂量 ≤ 1.0 
mg。PCOS 患者因其糖脂代谢的水平不同，所以呈现出的疗效结果有差异存在。其次，PCOS 患者的临床

表型和代谢特征具有高度异质性[9]，不同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因此，如何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仍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7. 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存在争议，但是司美格鲁肽与二甲双胍的联合用药未来前景仍是一片光明。未来研究应进一步

探讨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治疗肥胖型 PCOS 的具体机制，优化治疗方案，提高疗效和安全性。同时，

应加强对 PCOS 患者心理健康的关注和干预，探讨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模式[10]。此

外，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未来研究还应探索基于遗传、代谢和临床表型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为 PCOS 患

者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治疗。 

8. 结论 

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在治疗肥胖型 PCOS 中具有显著疗效，能够改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减轻

体重，恢复月经规律，降低雄激素水平，并促进排卵[8]。然而，仍存在一些争议和挑战，需要未来研究

进一步探讨和优化。通过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并加强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关注

和干预[11]，有望为 PCOS 患者提供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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