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类和鸣蝉：四季变化的信使 

 

灰面鹫  学名：Butastur indicus （方言名：Taka）  

  灰面鹫属于猛禽，它们每年从十月初开始迁徙到这里。这种鸟类身长约 50 厘米，翼

展超过 1米。从春天到夏天，它们在本州岛繁殖，然后飞到气候更温暖的东南亚过冬。庆

良间群岛是它们迁徙途中的驿站，不过其中一些鸟儿会选择在这里过冬。当它们在天空中

发出“pi-kwee”的叫声时，就标志着庆良间群岛迎来了秋天。过去，灰面鹫深受岛上孩子们

的喜爱，被亲切地称为“chin-mii”，即日语中这种鸟类叫声的拟声词。 

琉球赤翡翠 学名：Halcyon coromanda（方言名：Kokaru） 

  这种鸟类在四月左右迁徙到庆良间群岛繁衍生息。在早晨和傍晚，经常能在长满密林

的幽谷中听到其独特的“kyorororo-kyorororo”鸣叫声，声音高亢且带着下降啭鸣。这种鸟体

长仅 30 厘米，因此鲜红色的喙更显巨大。琉球赤翡翠身体上半部分为红棕色，背部的羽

毛是有光泽的深紫色，下半部分则是橙色。当森林里回荡着它的鸣叫声时，就预示着雨季

的来临。 

琉球油蝉 学名：Graptopsaltria bimaculata 

  这种蝉大约从六月开始鸣唱。它们“jirijirijiriji”的叫声越频繁，意味着雨季越接近尾声。

这种蝉是琉球群岛特有物种，从奄美群岛到冲绳本岛及附近地区均有分布。琉球油蝉长约

5厘米，翅膀呈亮棕色。由于只要有人靠近，它们就会停止鸣叫，因此很难发现它们的踪

影。 



黑岩寒蝉 学名：Meimuna kuroiwae 

  当这种蝉在靠近海边的低洼处发出“jiiwa-jiiwa”的鸣叫声时，秋天就快到了。这种蝉分

布在鹿儿岛县佐多岬一直到冲绳本岛的地区，身长约 3.5厘米，与其他蝉相比显得较纤细。

它的翅膀透明，背部有独特的深色交杂黄绿色的图案。即使有人靠近，通常也会留在原处

继续鸣叫，因此人们可以近距离观察这种蝉。 

熊蝉  学名：Cryptotympana facialis 

  这种蝉嘹亮的“shaa-shaa”鸣叫声标志着雨季的结束。六月中旬的早上，在当地社区和

附近地带通常都能听到它们的叫声。这种蝉原本多见于日本西部较温暖的地区（近畿、中

国、四国和九州地方）和以南地区，现在它们的栖息地正在向北移动，覆盖了关东地区。

它们身长 6至 7厘米，体型在日本蝉类之中仅次于八重山熊蝉。它们的翅膀是透明的，身

躯呈黑色且富有光泽。由于熊蝉在有人靠近时不会飞走，因此它们是最容易近距离观察和

研究的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