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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說明

圓筒絲瓜為臺灣重要的果菜作物，但農民栽培常以自留種為主，導致果實性狀不一致，

造成品質與產量低落，嚴重影響收益。本場經多年選拔與評估，育成雜交一代品種-「絲瓜

種苗 3 號」，並於 103 年取得品種權。本品種具早生，生長勢強盛與高適應性，葉色濃綠，

節成性與產量高，且經烹煮後，有果肉與湯汁不褐化等多種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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