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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抗原—神经系统肿瘤免疫治疗的新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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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经系统肿瘤，虽然其发病率不高，但其致死、致残率非常高。目前传统疗法复发率较高。因此，需探索新的治疗方法，与传统疗法

相结合以提高疗效。免疫治疗由于创伤小、针对性强而备受关注。然而，肿瘤特异性抗原的获得是进行免疫治疗的前提。目前，存在

于神经系统肿瘤的特异性抗原非常少，因此，应用作用相对广泛的癌-睾丸抗原（Caneer-Testis Antigen，CT抗原）治疗神经系统

肿瘤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神经系统肿瘤中CT抗原的相关研究近年来已有很大进展，现将CT抗原在神经系统肿瘤中的研究进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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