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 8 卷第 2 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V o l. 28, N o. 2

1 9 9 9 年 6 月　　　　　　　　　　J. of Shanghai T eachers U niv. (N atural Sciences) Jun . 1 9 9 9

硬盘主引导记录的数据重建

忻根勇

提　要　从硬盘主引导记录和分区表的结构着手, 介绍了硬盘主引导记录的查看

及修改方法 1 着重论述了如何在不破坏硬盘原有数据的情况下, 重建主引导记录

的原理和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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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 机在DO S 下 (包括W INDOW S)要使用硬盘, 首先需用 FD ISK. COM 命令对其进行

分区, 也就是创建硬盘主引导记录, 它对于硬盘意义重大 1 如果硬盘主引导记录遭到破坏

(主要是由病毒感染、误操作或硬盘磁介质受损等情况引起) , 则将使硬盘无法正常使用 1 目

前硬盘已成为人们存贮数据信息最主要的器件, 若主引导记录遭到破坏, 将会给用户带来极

其严重的损失 1 研究主引导记录的意义就在于分析和理解它的结构, 从而能迅速、安全、有

效地修正或重建被破坏的硬盘主引导记录 1

1　主引导记录的结构

一个完整的硬盘主引导记录共有 512 个字节, 分为 3 个部分: 主引导记录程序区、硬盘

分区表和硬盘赋权标记 1 它们在硬盘中占用一个扇区, 该扇区位于硬盘的 0 面 0 道 1 扇区 1
主引导记录的数据格式如下所示:

分区起始位置

分区终止位置

CYC

CYC

S

SH

H

实际总扇区数

相对扇区

SYS

标志

BOOT

标志

C～ F

8～B

4～ 7

0～ 3

000

1BE

1FD 硬盘赋权标志55AA

第四分区表 (16个字节)

第三分区表 (16个字节)

第二分区表 (16个字节)

第一分区表 (16个字节)

全零 (220个字节)

主引导程序 (226个字节)



主引导程序区占用前 446 个字节, 实际使用 226 个字节左右, 其余为全零, 主要是为兼

顾到其他操作系统或多个操作系统共存而保留扩展余地 1 从 1BEH～ 1FDH 共 64 个字节为

硬盘分区表, 可建 4 个分区表, 每个分区表占用 16 个字节, 记录着分区的信息, 最后 2 个字

节存是硬盘赋权记录 55AA 1

2　分区表结构

每个分区表 16 个字节意义如下:

字节 名称 表示值

0 自举标志　BOO T 00= 不可自举, 80= 可自举 (仅第一个分区即DO S 主分区才允许)

1～ 3 分区起始位置　H. S. C 分区在硬盘上始地址 (磁头、扇区、柱面)

4 系统标志　SYS 00= 未定义, 01= DO S 分区 12 位 FA T , 02= UN IX 分区, 　　　　

04= DO S 分区 16 位 FA T , 05= 扩展DO S 分区, 06= DO S3. 3 以上

5～ 7 分区终止位置　H. S. C 分区在硬盘上终止地址 (磁头、扇区、柱面)

8～B 相对扇区 以当前分区为基准, 硬盘首扇区相对号 (高位字节在后)

C～ F 总扇区数 分区所占用实际扇区数 (高位字节在后)

3　主引导记录的查看及修改
可以使用B IO S 功能调用“IN T 13”, 将硬盘的 0 面 0 道 1 号扇区的 512 个字节, 调入内

存指定位置, 进行查看或修改, 并把修改后的结果再存入到硬盘的 0 面 0 道 1 扇区, 以达到

修正主引导记录的目的 1 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 如利用 PCTOOL S 查看硬盘的主引导

记录, 但没有此方法简单, 特别是修改时更是如此 1 硬盘的B IO S 中断调用方法如下:

用DO S 的D EBU G 命令编写一段读取硬盘主引导记录的汇编程序 1

2A 100 ; 从内存偏移地址 100 处开始编程 1
　M OV A X, 0201 　　; 02 表示读硬盘, 01 表示对一个扇区操作 1
　M OV BX, 200 　　; 将 512 个字节读入到内存 200 开始的连续 512 个单元中 1
　M OV CX, 0001 　　; 开始扇区号为 11
　M OV DX, 0080 　　; 指定对C 盘操作 1
　 IN T 13 　　　　　 ; B IO S 中断调用 1
2 G= 100, 10E 　　　 ; 执行以上这段程序 1

执行完上述这段程序后, 硬盘的 0 面 0 道 1 扇区的 512 个字节就被调入内存 1 要查看主引

导记录, 键入“D 200”, 若要查看硬盘分区信息键入“D 3BE”1 下面为某一硬盘分区信息:

××××: 03B0 　　　　　　　　　　　　　　　　　　 80 01

××××: 03C0 01 00 06 04 D 1 02 11 00- 00 00 EE FF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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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义为: 80= 可自举; (01 01 00) = 分区起始位置在 01 头 01 扇区 00 柱面 ; 06= DO S

3. 3 以上版本; (04 D 1 02) = 分区终止位置在 04 头D 1 扇区 02 柱面; (11 00 00 00) = 本分区

起始相对扇区为“00 00 00 11”; (EE FF 00 00) = 分区实用扇区总数为“00 00 FF EE”(即

65618 个扇区) 1
若硬盘主引导记录 (包括分区表)被破坏, 可对照正确的主引导记录数据, 用D EBU G 的

E 命令进行修正 1 最后将修正好的引导记录写回到硬盘 1
方法是只要把上面程序的第一条改为:“M OV A X, 0301”(03= 写硬盘, 01= 对 1 个扇

区操作) , 其他相同 1 当执行完该段程序后, 修正好的主引导记录就被写回到硬盘的 0 面 0

道 1 扇区 1

4　重建主引导记录的原理和方法

通过上述对主引导记录的分析, 可得出修正主引导记录的方法:

(1)预先备份主引导记录, 可直接对被破坏的主引导记录进行修正 1
(2)对于硬盘分区表, 可以通过计算的方法来重建被破坏的分区表 1
然而第一种方法必须事先有主引导记录备份, 第二种方法非常麻烦, 容易出错 1 那么能

否使用广大用户所熟悉的 FD ISK. COM 命令来重建主引导记录? 显然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

就在于 FD ISK 在重建过程中, 会彻底破坏硬盘原有的所有数据 1 这是由于它在创建过程

中, 要对DO S 的引导区, FA T 区及文件目录区进行写零操作, 以保证 FORM A T. COM 能

顺利进行格式化 1 因此若能在创建过程中, 阻止其对除主引导记录区外所有的写零操作, 就

能在不破坏硬盘原有数据的情况下, 使用 FD ISK. COM 来重建硬盘主引导记录 1
由上述分析可知, 在运行 FD ISK. COM 命令之前, 先运行一段驻留程序, 它具体的功能

就是截取读写硬盘的 13H 号中断向量, 取消所有对硬盘主引导记录区以外的所有写操作 1
然后再用FD ISK. COM 命令, 这样就能实现重建硬盘主引导记录, 又不破坏原有的硬盘

数据 1
该驻留汇编原程序如下:

COD E SEGM EN T

　　　　A SSUM E CS: COD E,D S: COD E, ES: COD E

OR G 100H

M A IN : JM P STA R T

IN T 13 DB 04H DU P (0)

; 指定可以进行写操作的硬盘空间 1
R ECD: CM P A H , 05H

JN Z CH KET

CHAN G:M OV A H , 00H

CH KET: CM P A H , 03H

JN Z GOOD

CM P A X, 030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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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 Z CHAN G

CM P CX, 0001H

JN Z CHAN G

CM P DX, 0080H

JN Z CHAN G

; 调用子程序 1
GOOD: PU SH F

CALL CS: DW ORD PR T [ IN T 13 ]

IR ET

STA R T JM P STA R T 1

D ISP DB 0DH , 0A H , ’P rogram has done’,

0DH , 0A H , 24H

; 截取原 13 号中断向量 1
STA R T 1:M OV A X, 3513H

IN T 21H

; 保存原 13 号中断向量 1
M OV CS:W ORD PR T [ IN T 13 ],BX

M OV A X, ES

M OV CS:W ORD PR T [ IN T 13+ 02H ],A X

CL I　　　　; 关闭中断 1
; 指定R ECD 开始的程序作为新的 13 号中断向量 1

M OV A X, CS

M OV D S,A X

L EA DX, R ECD

M OV A X, 2513H

IN T 21H

ST I　　　　; 开启中断 1
; 程序驻留内存并显示提示信息 1

L EA DX,D ISP2

M OV A H , 09H

IN T 21H

IN T 27H

COD E END S

END BEG IN

本段驻留程序的核心就是利用B IO S 的 13H 号硬盘中断调用, 来指定硬盘进行写零操

作的区域 1 由于它已获取 13H 号中断向量, 同时又是常驻内存, 所以当运行 FD ISK. COM

命令时, 会自动先运行该段驻留程序 (指定只允许对 0 面 0 道 1 扇区进行写操作) , 然后再执

行分区命令, 这样就能实现既建立分区创建硬盘主引导记录, 又不破坏原有硬盘数据 1

26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99 年



参　考　文　献

1　Peter N o rton. In side T he PC. N ew Yo rk: P ren tice H all B rady, 1993

2　为林, 维钢. 386ö486 维修调试与中断调用速查.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4

3　唐华栋, 等. 新编维修大全.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2

Rebuild ing Data of Hard D isk M a in Boot Record

X in Geny ong
(L abo rato ry A dm inistrate)

Abstract　T h is art icle in troduce the structu re of boo t reco rd and Part it ion tab le of a H ard

D isk and a m ethod of check ing and m odifying the H ard D isk boo t reco rd. M o re d iscu ss is

g iven to the p rincip le and the m ethod abou t how to rebu ild the boo t reco rd w ithou t de2
st roying the o rig ina lly da te ho ld in the H ard D isk.

Key words　boo t reco rd; part it ion tab le; in terrup t vecto r; reserved p 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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